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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
界
好
評

　
　
本
書
描
述
近
百
年
來
帝
國
主
義
對
中
國
的
影
響
，
以
及
反
帝
的
社
會
、
文
化
與
心
理
根
源
。
作
者
試
圖
探
索
像
義

和
團
那
樣
的
狂
熱
排
外
心
態
是
如
何
產
生
？
為
什
麼
中
國
人
一
定
要
超
英
趕
美
？
對
作
者
而
言
，
帝
國
主
義
對
中
國
的

衝
擊
不
只
是
船
堅
砲
利
或
外
交
折
衝
導
致
的
喪
權
辱
國
，
而
是
深
入
日
常
生
活
的
各
個
面
向
。
這
些
一
點
一
滴
的
傳
播

使
中
國
國
內
的
歷
史
充
滿
了
國
際
的
因
素
，
孕
育
出
波
瀾
壯
闊
、
愛
恨
交
織
的
民
族
情
緒
。
本
書
既
能
掌
握
歷
史
細

節
，
又
不
忘
記
思
考
宏
觀
議
題
，
是
一
本
值
得
細
讀
的
上
乘
佳
作
。

─

黃
克
武
／
中
央
研
究
院
近
代
史
研
究
所
特
聘
研
究
員

Out of

CHINA



007　　各界好評

　
　
以
往
一
個
多
世
紀
，
觀
察
和
研
究
近
代
中
國
民
族
主
義
的
西
方
著
作
幾
乎
都
無
法
控
制
自
己
將
中
國
放
置
在
基
於

西
方
歷
史
經
驗
而
設
想
出
的
「
應
有
」
的
位
置
之
上
，
強
迫
性
地
加
「
批
判
」
或
「
同
情
」
的
慾
望
。
《
滾
出
中
國
》

是
一
部
從
中
國
以
外
的
角
度
理
解
中
國
，
但
克
服
了
這
種
欲
望
的
著
作
。

─

吳
啟
訥
／
中
央
研
究
院
近
代
史
研
究
所
副
研
究
員

　
　
作
者
畢
可
思
不
僅
從
史
學
家
實
事
求
是
的
態
度
撰
寫
此
書
，
也
透
過
細
膩
與
鮮
活
的
筆
鋒
，
如
報
導
文
學
般
讓
人

親
臨
歷
史
現
場
；
每
個
場
景
的
串
連
，
刻
畫
過
去
百
餘
年
來
中
國
現
代
化
的
艱
苦
歷
程
，
以
及
民
族
主
義
得
以
滋
長
的

養
分
。
這
也
讓
我
們
更
容
易
理
解
，
習
近
平
上
臺
後
提
出
的
「
中
國
夢
」
與
「
中
華
民
族
偉
大
復
興
」
的
深
層
原
因
。

對
臺
灣
的
讀
者
而
言
，
這
是
一
本
能
檢
視
自
身
認
同
以
及
評
估
臺
灣
在
兩
岸
關
係
處
境
的
好
書
，
值
得
一
讀
。

─

王
信
賢
／
政
治
大
學
東
亞
研
究
所
所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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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九年起，中國周邊的起火點與衝突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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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1　　致謝

致
謝

這
是
第
三
次
，
企
鵝
出
版
集
團
︵Penguin B

ooks

︶
的
編
輯Sim

on W
inder

在
我
發
展
、
研
究
與
撰
寫
書
籍

的
當
下
，
熱
情
地
鼓
勵
我
。
他
廣
泛
的
興
趣
與
知
識
甚
至
遠
至
德
國
核
心
地
區
︵
這
也
是
他
最
近
正
在
進
行
的
著

作
所
談
︶
，
而
我
也
因
此
一
直
上
緊
發
條
。
非
常
感
謝
他
，
也
非
常
感
謝
企
鵝
團
隊
，
以
及
充
滿
耐
心
的
審
稿

R
ichard M

ason

。
我
的
經
紀
人B

ill H
am

ilton

一
路
上
給
我
極
大
支
持
，
我
也
非
常
感
謝
已
故
且
獨
一
無
二
的

D
avid M

iller

，
他
促
成
本
書
的
起
步
，
並
給
予
支
持
和
鼓
勵
。
研
究
與
蒐
羅
資
料
方
面
，
我
受
到
很
多
人
的
幫

助
，
如C

atherine L
adds

、G
ordon B

arrett

、Jam
ie C

arstairs
、C

hih-yun C
hang

、Jon C
happell

、Sabrina 

Fairchild

、Isabella Jackson

、H
irata K

oji

與C
ecilia M

ackay

，
感
謝
他
們
對
於
圖
片
搜
尋
的
協
助
與
建
議
。
也

要
謝
謝
以
下
分
享
研
究
著
作
的
諸
位
，A

m
y Jane B

arnes

、C
hris H

ess
、D

i Y
in L

u

、C
agdas U

ngor

與Jake 

W
erner

。
我
有
幸
閱
讀
並
引
用
李
度
︵L

. K
. L

ittle

︶
的
日
記
，
還
須
感
謝L

iz B
oylan

一
家
。
非
常
感
謝B

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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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allahan

、A
ndrew

 H
illier

、Jon H
ow

lett

、R
ana M

itter

與Frances W
ood

協
助
閱
讀
部
分
或
全
部
手
稿
，
給
我

各
式
各
樣
、
意
想
不
到
，
甚
至
互
相
矛
盾
的
意
見
。
當
然
，K

ate

、Lily

、A
rthur

、B
ob

、Joan

與
我
的
朋
友
及
這

個
大
家
族
的
愛
、
耐
心
與
鼓
勵
，
一
如
往
常
地
對
於
完
成
本
書
的
幫
助
和
阻
礙
一
樣
多
。
少
了
你
們
，
我
無
法
完

成
。

本
書
靠
著
許
多
年
來
在
眾
多
檔
案
室
與
圖
書
館
的
埋
首
研
究
，
受
到
諸
多
研
究
計
畫
支
持
，
包
括E

SR
C

 

R
esearch G

rant

︵R
E

S-062-23-1057

︶
與L

anguage-B
ased A

rea Studies schem
e

︵R
E

S-580-28-0008, A
H

/

K
000055/1 and A

H
/L

006731/1

︶
給
予
英
國
大
學
跨
校
中
國
研
究
中
心
︵B

ritish Inter-university C
hina 

C
entre

︶
一
系
列
的
獎
助
。
藝
術
與
人
文
研
究
的
投
資
並
非
總
是
能
立
見
回
報
，
本
書
一
樣
也
獲
得
英
國
藝
術
暨
人

文
研
究
委
員
會
︵A

rts &
 H

um
anities R

esearch C
ouncil

︶
二○

○

三
年
與
二○

○

八
年
的
獎
助
。M

ike B
asker

和K
ate R

obson-B
row

n

兩
人
皆
毫
無
閒
暇
，
卻
允
許
我
暫
退
行
政
事
務
以
完
成
草
稿
，
感
激
不
盡
。
此
外
，
我
在

布
里
斯
托
大
學
︵U

niversity of B
ristol

︶
的
同
事
也
協
助
我
完
成
本
書
，
尤
其
是T

im
 C

ole

、Josie M
cLellan

與

Sim
on Potter

。
如
同
以
往
，
本
書
感
謝
所
有
學
術
研
究
及
眾
多
歷
史
學
家
的
工
作
，
尤
其
是
率
先
開
始
研
究
中
國

一
九
五○

與
六○

年
代
的
學
者
。
這
個
領
域
困
難
重
重
，
隨
著
本
書
進
行
，
我
們
越
來
越
不
易
在
中
國
取
得
許
多

原
本
開
放
的
紀
錄
。
許
多
我
曾
看
過
且
用
於
本
書
的
檔
案
，
如
今
也
已
再
也
無
法
取
得
。
某
些
檔
案
更
是
完
全
關

閉
。
從
前
留
下
的
歷
史
遺
產
不
僅
難
解
，
往
往
還
無
法
預
期
且
難
以
接
受
，
當
然
，
中
國
不
是
唯
一
如
此
的
國

家
。
但
是
，
此
刻
的
中
國
意
欲
全
面
關
閉
取
得
紀
錄
的
途
徑
，
中
國
國
家
最
高
層
領
導
更
重
新
宣
布
不
容
質
疑
且



023　　致謝

至
高
無
上
的
唯
一
歷
史
詮
釋
。
最
後
，
我
必
須
做
出
唐
突
的
結
論
，
儘
管
面
對
如
此
的
趨
勢
，
全
球
人
文
科
學
工

作
者
仍
然
且
更
常
展
現
專
業
的
實
用
或
價
值
。

畢
可
思
︵R

obert B
ickers

︶

布
里
斯
托
︵B

ristol

︶

二○

一
六
年
十
月
一
日





025　　名詞使用說明

名
詞
使
用
說
明

本
書
英
文
原
文
中
，
大
多
數
提
及
的
中
文
都
以
國
際
認
可
的
羅
馬
拼
音
系
統
音
譯
為
英
文
。
某
些
姓
名
例

外
，
採
取
較
廣
為
人
知
的
舊
名
，
例
如
蔣
介
石
︵C

hiang K
ai-shek

︶
，
宋
子
文
︵T. V. Soong

︶
，
以
及
某
些
引
言

中
的
字
詞
與
機
構
名
稱
︹
例
如
北
京
大
學
︵P

ekin
g U

n
iversity

︶
、
沙
面
市
議
會 

︵Sh
am

een
 M

u
n

icip
al 

C
ouncil

︶
︺
我
也
會
先
寫
出
通
用
的
舊
稱
。
這
本
著
作
涉
及
許
多
名
稱
，
尤
其
地
名
，
而
絕
大
多
數
的
讀
者
顯
然
不

熟
悉
那
些
舊
稱
，
這
樣
做
確
實
有
個
缺
點
必
須
特
別
說
明
：
中
國
外
僑
社
群
的
語
言
因
此
部
分
含
混
不
清
，
但
對

於
他
們
如
何
看
待
自
己
又
是
不
可
或
缺
的
，
而
且
事
實
上
他
們
並
不
感
到
違
和
。
讀
者
即
將
見
到
，
他
們
不
住
在

廈
門
、
九
江
、
汕
頭
或
重
慶
，
而
是
住
在A

m
oy

、K
iukiang

、Sw
atow

、C
hungking

。
在
他
們
心
中
，
某
個
程

度
，
他
們
也
不
是
真
的
住
在
﹁
中
國
﹂
。
這
是
他
們
書
寫
和
說
話
的
方
式
。
事
實
上
複
雜
程
度
更
甚
於
此
，
例
如
法

國
的
廣
州
灣
租
界
，
對
英
語
人
士
是K

w
an

gchow
an

︵
拼
音
是G

uan
gzhouw

an

︶
。
德
國
人
去T

sin
gtau

︵
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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島
︶
，
英
美
人
則
是Tsingtao

，
標
準
的
普
通
話
是Q

ingdao

。
若
要
盡
可
能
理
解
這
一
點
，
你
得
真
的
去
和
以
前
的

外
僑
說
話
，
但
我
希
望
無
論
如
何
這
本
書
能
捕
捉
到
這
樣
的
語
言
，
並
且
透
過
這
樣
的
語
言
表
達
那
個
時
間
與
空

間
的
權
力
與
自
信
。



027　　前言

前
言

中
國
以
民
族
主
義
為
重
，
而
中
國
重
視
者
，
人
人
不
得
輕
忽
。
過
去
三
十
年
來
，
憤
怒
的
示
威
抗
議
與
激
烈

的
譴
責
抗
爭
持
續
不
斷
，
似
乎
預
告
著
中
國
站
上
世
界
舞
臺
，
以
嶄
新
且
強
勢
的
姿
態
揭
開
序
幕
。
這
一
連
串
的

事
件
導
火
線
包
括
領
土
爭
議
、
北
約
組
織
戰
機
意
外
轟
炸
中
國
駐
塞
爾
維
亞
大
使
館
、
二○

○

八
北
京
奧
運
聖
火

傳
遞
抗
議
、
中
美
撞
機
意
外
等
許
多
糾
紛
。
1

其
中
不
乏
領
導
者
與
外
交
官
尖
銳
的
文
字
聲
明
，
以
及
中
國
政
府
審

慎
規
畫
的
牽
制
行
動
。
中
國
各
城
市
的
外
僑
住
宅
同
時
可
見
和
平
抗
議
或
暴
力
攻
擊
。
我
們
也
看
到
中
國
的
民
族

主
義
言
論
蔚
為
風
潮
，
鼓
吹
中
國
對
外
國
政
府
﹁
說
不
﹂
︵
或
更
難
聽
的
話
︶
。
但
背
後
的
緣
由
很
大
程
度
來
自
平

民
百
姓
的
直
覺
反
應
，
而
非
單
純
的
國
家
立
場
。

這
些
激
動
的
情
緒
與
嚴
厲
的
言
詞
，
常
使
從
旁
觀
察
的
外
籍
人
士
為
之
咋
舌
，
然
而
更
令
眾
人
費
解
的
是
，

每
一
次
的
抗
議
必
定
特
別
強
調
過
去—

憤
怒
是
一
回
事
，
這
種
歷
史
意
識
絕
對
又
是
另
一
回
事
。
這
些
紛
爭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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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肇
於
過
去
本
身
與
過
去
所
象
徵
的
，
例
如
日
本
的
教
科
書
內
容
，
或
國
際
拍
賣
會
推
出
了
中
國
文
物
。
國
與
國

之
間
的
爭
執
、
意
外
與
大
小
事
件
可
謂
家
常
便
飯
，
然
而
，
為
何
中
國
經
常
如
此
憤
慨
地
回
應
這
些
事
件
？
或
為

何
必
須
如
此
憤
慨
？
為
何
過
去
如
此
重
要
？
在
各
國
侵
略
中
國
的
當
時
，
部
分
中
國
淪
為
日
本
或
英
國
的
殖
民

地
，
一
艘
艘
英
國
、
美
國
與
法
國
的
砲
艦
駛
進
長
江
，
而
十
多
座
主
要
城
市
皆
在
日
本
、
英
國
、
俄
國
及
德
國
的

掌
控
之
下
。
然
而
，
那
個
年
代
已
經
結
束
了
，
結
束
七
十
年
了
，
難
道
不
能
純
粹
把
它
們
當
成
隨
風
而
逝
的
歷

史
？

我
們
須
認
識
且
理
解
中
國
的
新
民
族
主
義
，
它
伴
隨
著
中
國
撼
動
世
紀
的
經
濟
發
展
，
它
也
理
所
當
然
地
為

中
國
注
入
嶄
新
且
強
盛
的
力
量
。
我
們
也
能
想
見
經
濟
強
盛
的
中
國
將
在
世
界
面
前
宣
示
自
身
地
位
，
也
許
此
情

此
景
需
要
花
點
時
間
適
應
，
但
勢
必
發
生
。
然
而
，
除
非
我
們
能
理
解
這
個
現
象
其
實
並
非
奠
定
在
中
國
今
日
的

力
量
，
而
是
扎
根
於
過
去
的
軟
弱
，
否
則
我
們
定
然
想
不
通
這
個
現
象
，
也
不
得
與
之
交
手
的
門
道
。
這
些
爭
議

埋
藏
在
中
國
現
代
歷
史
的
脈
絡
，
以
及
一
八
四○

年
代
以
來
受
制
外
國
強
權
的
經
驗
。
中
國
透
過
歷
史
的
稜
鏡
展

望
二
十
一
世
紀
，
以
十
九
與
二
十
世
紀
的
挑
戰
面
對
眼
前
的
現
況
。
如
果
我
們
也
透
過
這
面
稜
鏡
，
就
能
看
見
中

國
的
新
民
族
主
義
如
何
深
植
外
部
帝
國
占
領
的
主
要
都
市
、
殖
民
地
與
中
國
境
內
其
他
地
區
。
本
書
欲
表
達
的
不

僅
是
單
單
承
認
此
事
實
，
而
是
在
真
正
深
入
瞭
解
這
段
過
去
後
，
眼
前
的
現
象
才
會
合
理
。
這
並
非
只
是
論
點
，

而
是
他
們
的
歷
史
，
他
們
賴
以
生
活
的
歷
史
。

讓
我
們
以
一
度
豎
立
在
上
海
外
灘
河
岸
公
園
入
口
的
告
示
牌
為
例
。
2

一
九
五○

年
代
起
，
這
塊
告
示
牌
曾
在

上
海
歷
史
博
物
館
展
示
，
直
到
一
九
八
九
年
博
物
館
準
備
搬
遷
。
博
物
館
某
位
員
工
後
來
談
到
，
當
時
的
他
並
不

曉
得
這
是
一
面
假
造
的
告
示
牌
，
還
滿
心
困
惑
地
詢
問
資
深
同
事
，
為
何
這
面
告
示
牌
放
在
一
堆
準
備
丟
棄
的
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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棄
物
裡
。
全
球
任
何
博
物
館
的
確
都
會
為
了
讓
現
代
參
觀
者
貼
近
體
會
歷
史
，
而
仿
造
過
去
的
文
物
。
幾
年
後
，

這
件
事
情
被
寫
成
一
篇
雜
誌
短
文
，
文
章
寫
的
不
是
這
塊
告
示
牌
的
複
製
品
遭
到
丟
棄
，
而
是
這
面
告
示
牌
根
本

就
是
刻
意
假
造
的
。
當
時
的
公
園
確
實
貼
著
一
塊
告
示
牌
，
但
博
物
館
展
示
的
那
面
告
示
牌
卻
是
以
簡
體
中
文
與

英
文
寫
著
：
﹁
華
人
與
狗
不
得
入
內
。C

hinese and D
ogs N

ot A
dm

itted

﹂
。 

沒
有
任
何
證
據
支
持
這
種
告
示
牌
曾
經
存
在
。
一
九
二
八
年
的
數
十
年
前
，
上
海
的
中
國
居
民
確
實
因
種
族

歧
視
而
規
定
不
得
進
入
公
園
，
其
他
受
外
國
控
制
的
城
市
也
有
相
同
規
定
。
過
去
的
入
園
規
定
眾
所
皆
知
，
刊
載

入
園
規
定
的
告
示
牌
也
留
下
了
照
片
。
但
是
，
世
人
普
遍
深
深
相
信
告
示
牌
上
寫
的
正
是
那
些
侮
辱
的
字
眼
︵
而

且
﹁
狗
﹂
在
中
文
是
特
別
容
易
激
怒
他
人
的
辱
罵
︶
。
這
個
堅
信
告
示
牌
為
真
的
部
分
歷
史
可
透
過
報
紙
與
報
導
追

溯
。
然
而
，
告
示
牌
實
則
是
都
市
傳
說
，
其
簡
化
了
複
雜
的
故
事
，
引
起
了
高
度
政
治
關
注
。
告
示
牌
的
故
事
曾

經
相
當
重
要
，
而
且
影
響
遍
及
國
際
，
上
面
的
字
詞
應
該
就
要
是
那
樣
。
一
九
二○

至
九○

年
代
的
數
十
年
來
，

儘
管
告
示
牌
影
響
的
層
面
略
有
不
同
，
但
持
續
發
揮
重
要
影
響
，
即
便
至
今
，
依
舊
如
此
。

一
九
九
四
年
四
月
，
上
海
一
本
新
興
的
熱
門
歷
史
雜
誌
︽
世
紀
︾
刊
登
這
篇
語
調
嘲
諷
但
內
容
嚴
肅
的
奇

聞
，
外
國
報
紙
很
快
便
發
現
了
這
篇
文
章
。
作
者
薛
理
勇
開
頭
就
說
明
種
族
排
擠
的
真
實
歷
史
，
文
中
也
提
到
了

之
前
主
張
告
示
牌
只
是
迷
思
、
引
發
了
什
麼
回
應
。
他
指
出
，
許
多
人
宣
稱
親
眼
看
過
告
示
牌
，
但
他
們
看
到
的

與
記
憶
中
的
，
可
能
就
是
博
物
館
的
假
造
品
。
這
篇
文
章
不
僅
論
點
合
理
，
而
且
陳
述
清
晰
，
然
而
引
發
軒
然
大

波
。
指
出
博
物
館
的
告
示
牌
是
假
造
品
，
並
駁
斥
傳
說
，
此
舉
等
於
主
張
歧
視
情
事
非
真
。
薛
理
勇
以
及
後
來
為

此
匆
忙
召
開
研
討
會
且
撰
文
支
持
他
的
人
，
都
受
到
撻
伐
。
一
九
九
四
年
六
月
七
日
，
至
少
四
份
上
海
報
紙
刊
登

了
同
一
篇
最
初
在
共
產
黨
新
聞
發
表
的
長
篇
文
章
，
文
章
大
力
駁
斥
薛
的
說
法
。
這
篇
文
章
從
當
代
報
導
與
回
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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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
列
舉
證
據
，
證
明
告
示
牌
惡
意
的
字
眼
乃
是
歷
史
事
實
。
︽
世
紀
︾
也
被
迫
刊
登
這
篇
文
章
，
承
認
錯
誤
且
立
即

道
歉
。
以
知
識
辯
論
為
主
的
全
國
報
紙
︽
光
明
日
報
︾
也
刊
出
了
刻
薄
的
評
論
：
﹁
西
方
殖
民
者
在
中
國
犯
下
的
滔

天
大
罪
，
罄
竹
難
書
；
公
園
入
口
前
的
告
示
﹃
華
人
與
狗
不
得
入
內
﹄
就
是
他
們
犯
罪
的
首
要
證
據
。
﹂
3

作
者
特

別
擔
憂
地
指
出
：
﹁
有
些
人
不
懂
過
去
中
國
歷
史
的
屈
辱
，
有
些
人
心
存
懷
疑
，
甚
至
想
要
輕
描
淡
寫
帶
過
，
此
舉

非
常
危
險
。
﹂

我
也
老
早
就
撞
進
這
起
事
件
，
不
過
不
在
上
海
，
至
少
一
開
始
不
是
，
而
是
一
九
九
一
年
三
月
在
倫
敦
皮
卡

迪
利
柏
林
頓
府
︵B

urlington H
ouse

︶
的
皇
家
文
物
學
會
︵R

oyal Society of A
ntiquaries

︶
會
議
廳
。
當
時
我
正

準
備
在
午
餐
時
間
演
講
，
內
容
關
於
我
的
研
究
：
上
海
英
人
與
華
人
關
係
史
，
聽
眾
是
每
個
月
聚
會
一
至
兩
次
的

中
國
社
︵T

he C
hina Society

︶
社
員
。
中
國
社
於
一
九○

七
年
成
立
，
宗
旨
是
﹁
促
進
中
國
語
言
、
文
學
、
歷
史

與
民
俗
研
究
，
以
及
一
切
中
國
科
學
、
藝
術
、
商
業
和
社
會
事
務
。
﹂
4

創
社
當
年
的
第
一
位
講
者
是
中
國
的
駐
英

特
使
。
多
年
來
，
這
個
社
團
曾
經
邀
請
了
多
位
知
名
講
者
，
社
員
在
各
式
領
域
與
中
國
合
作
，
包
括
英
國
商
人
、

外
交
官
、
政
客
、
傳
教
士
與
學
者
等
，
還
有
許
多
中
國
訪
客
。
聽
眾
聚
集
在
溫
和
多
雨
的
春
季
早
晨
，
然
而
，
我

這
才
發
現
，
到
了
一
九
九
一
年
，
社
團
集
會
幾
乎
變
成
了
聚
會
場
所
。
在
場
的
老
英
國
人
，
不
是
在
中
國
出
生
，

就
是
過
去
也
曾
居
住
於
中
國
。
我
決
定
在
演
講
進
入
研
究
主
題
之
前
，
先
從
上
海
告
示
牌
的
傳
說
談
起
，
以
及
公

園
規
定
與
傳
說
中
那
塊
告
示
牌
使
用
的
字
詞
。

我
以
為
臨
時
想
到
的
引
言
更
能
引
起
現
場
聽
眾
興
趣
，
沒
想
到
適
得
其
反
。
演
講
結
束
後
，
他
們
明
白
地
表

達
對
我
的
觀
感
：
我
被
指
控
對
於
英
人
身
在
中
國
的
過
去—
也
就
是
他
們
的
過
去
、
家
庭
、
人
生
與
世

界—

充
其
量
只
心
存
種
種
不
必
要
的
質
疑
，
更
糟
糕
的
甚
至
是
說
謊
並
捏
造
證
據
以
支
持
我
的
論
點
。
他
們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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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
再
聽
到
這
個
故
事
，
也
不
想
再
被
人
說
他
們
製
造
問
題
，
每
次
聽
到
告
示
牌
的
故
事
就
心
生
厭
煩
。
他
們
說
，

自
己
也
有
中
國
朋
友
，
有
些
社
員
事
後
還
提
供
事
例
與
照
片
，
介
紹
他
們
在
中
國
的
老
朋
友
。
他
們
會
說
，
自
己

還
有
和
以
前
的
家
僕
聯
絡
。
怎
麼
會
有
人
認
為
他
們
曾
對
中
國
人
做
出
這
種
奇
怪
的
侮
辱
？
我
把
他
們
當
成
什
麼

人
了
？真

相
需
要
討
論
，
雖
然
臺
下
並
非
對
的
聽
眾
。
我
選
擇
提
起
那
塊
告
示
牌
，
是
因
為
它
已
成
為
強
而
有
力
的

象
徵
，
代
表
中
國
經
歷
外
國
強
權
的
過
去
，
留
下
長
久
且
問
題
重
重
的
後
遺
症
：
真
實
紀
錄
留
下
什
麼
後
遺
症
？

紀
錄
有
何
用
途
？
如
何
作
用
？
而
遺
忘
與
否
認
將
導
致
什
麼
問
題
？
我
們
不
可
能
在
面
對
歷
史
的
檔
案
與
報
紙

時
，
迴
避
這
個
議
題
。
至
少
打
從
中
國
社
成
立
那
年
，
上
海
的
英
國
報
紙
便
刊
登
了
一
篇
指
控
文
章
，
自
此
，
標

示
用
詞
一
直
都
是
不
斷
相
互
詰
辯
的
主
題
。
上
海
當
地
當
然
引
發
論
戰
，
國
際
報
章
亦
是
。
一
九○

七
年
，
這
個

故
事
在
中
國
西
南
四
川
省
的
刊
物
間
流
傳
。
一
九
二○

與
三○

年
代
，
上
海
公
共
租
界
祕
書
處
發
給
記
者
大
批
照

片
與
資
料
，
解
釋
真
實
的
告
示
牌
為
何
。
一
九
五○

至
八○

年
代
，
過
去
住
在
中
國
的
外
僑
每
隔
一
段
時
間
就
會

在
香
港
的
︽
南
華
早
報
︾
爭
辯
此
事
。
5

同
時
，
上
海
的
導
遊
與
告
示
牌
不
斷
向
外
國
遊
客
重
述
這
個
故
事
。
一
九

七
二
年
，
國
際
知
名
的
香
港
電
影
︽
精
武
門
︾
︵Fist of Fury/T

he C
hinese C

onnection

︶
，
最
具
代
表
的
一
幕
就
是

李
小
龍
一
腳
踢
碎
那
塊
告
示
牌
。
中
國
觀
眾
看
了
無
不
拍
手
叫
好
。

告
示
牌
雖
然
踢
碎
了
，
但
沒
有
消
失
。
告
示
牌
象
徵
中
國
過
去
被
貶
低
的
地
位
，
至
今
仍
經
常
重
提
。
既
然

告
示
牌
是
迷
思
，
對
於
蔑
視
過
去
、
視
之
虛
構
的
人
而
言
，
當
然
不
堪
一
擊
。
再
者
，
因
為
告
示
牌
在
意
識
型
態

的
驅
使
之
下
，
已
經
成
為
﹁
不
容
遺
忘
﹂
的
歷
史
象
徵
，
不
禁
令
人
想
要
乾
脆
忽
視
。
我
們
為
何
還
要
嚴
肅
看
待

政
治
宣
傳
？
而
且
，
既
然
列
強
已
經
撤
出
這
裡
，
背
後
的
真
相
大
可
輕
易
忘
記
。
上
海
公
共
租
界
於
一
九
四
三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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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
還
。
外
人
占
領
廣
大
通
商
口
岸
的
時
代
已
成
過
去
，
在
中
國
社
這
種
場
合
才
會
重
提
，
甚
至
現
在
連
中
國
社
也

不
想
提
了
。
過
去
已
經
過
去
，
外
人
占
領
的
社
會
已
不
復
存
在
。
我
們
活
在
二
十
一
世
紀
。
中
國
也
不
是
過
去
的

中
國
。
難
道
一
切
還
不
能
一
筆
勾
消
？

當
然
還
差
得
遠
，
而
且
這
僅
僅
只
是
其
中
一
小
部
分
，
外
國
強
權
在
中
國
的
衝
擊
和
後
遺
症
今
日
仍
在
，
而

且
對
於
一
九
九○
年
代
初
期
以
來
的
新
中
國
民
族
主
義
，
更
是
日
益
重
要
。
也
許
你
也
有
注
意
到
，
李
小
龍
在

︽
精
武
門
︾
對
抗
的
絕
大
部
分
是
日
本
人
，
包
括
三
個
在
公
園
入
口
侮
辱
他
的
日
本
人
，
其
中
一
個
甚
至
建
議
李
小

龍
扮
成
他
的
狗
就
可
以
入
園
。
從
中
國
的
脈
絡
來
看
，
很
難
還
有
什
麼
比
這
個
更
火
上
加
油
的
組
合
。
個
人
與
國

家
尊
嚴
、
殖
民
者
於
中
國
城
市
的
作
為
、
對
日
本
與
日
本
人
的
潛
在
敵
意
，
這
些
錯
綜
複
雜
的
問
題
依
舊
生
動
。

而
且
，
︽
精
武
門
︾
的
拍
攝
地
點
是
中
國
國
土
上
的
英
國
殖
民
地
。

我
們
須
記
得
並
瞭
解
造
成
這
個
迷
思
的
世
界
。
我
的
意
思
並
非
我
們
只
要
知
道
當
時
發
生
了
什
麼
，
就
可
以

讓
過
去
的
罪
在
今
日
得
到
補
償
。
更
重
要
的
是
，
瞭
解
二
十
世
紀
國
際
化
的
中
國
，
以
及
它
的
矛
盾
、
暴
力
、
世

界
主
義
︵cosm

opolitanism

︶
和
野
心
。
本
書
談
的
是
外
國
的
入
駐
與
之
後
的
餘
波
。
影
響
直
至
一
九
九○

年
代
的

歷
史
論
戰
，
持
續
到
香
港
與
澳
門
兩
個
殖
民
地
回
歸
中
國
。
我
們
越
是
有
深
入
的
瞭
解
，
就
越
能
瞭
解
中
國
現
在

︵
以
及
未
來
︶
是
如
何
利
用
過
去
。
我
的
前
一
本
書
︽
瓜
分
中
國
：
一
八
三
二
至
一
九
一
四
年
清
朝
的
外
國
惡
勢

力
︾
︵T

he Scram
ble for C

hina: Foreign D
evils in the Q

ing Em
pire, 1832-1914

︶
，
我
從
外
人
逐
漸
居
留
中
國
的

歷
史
說
起
，
始
於
一
小
區
的
英
國
商
人
不
滿
受
到
廣
州
法
律
限
制
，
直
到
一
戰
爆
發
前
外
國
入
駐
已
幾
乎
控
制
整

個
中
國
。
該
書
探
討
商
人
的
觀
點
，
以
及
他
們
在
清
朝
國
界
內
建
立
的
世
界
。
談
論
他
們
的
野
心
和
行
動
如
何
遭

受
清
朝
官
員
與
國
民
抵
抗
，
也
討
論
他
們
如
何
與
外
人
合
作
，
利
用
外
人
達
成
個
人
目
的
。
一
切
不
離
合
作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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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
，
但
偶
爾
才
有
真
誠
又
平
等
的
合
作
。
強
行
施
壓
能
達
成
的
有
限
。
我
也
探
討
這
段
時
期
在
歷
史
序
列
的
定

位
。
而
在
本
書
，
我
從
一
戰
結
束
後
開
始
追
溯
這
些
故
事
，
歷
經
強
大
的
中
國
民
族
主
義
崛
起
、
日
本
侵
略
，
以

及
中
國
共
產
黨
茁
壯
並
於
一
九
四
九
年
掌
權
。
我
會
說
明
這
些
元
素
在
共
產
黨
的
﹁
新
中
國
﹂
如
何
推
進
、
過
去

的
後
遺
症
如
何
被
理
解
與
重
新
呈
現
，
以
及
一
九
四
九
年
之
前
在
中
國
留
下
後
遺
症
的
外
強
又
是
如
何
在
冷
戰
期

間
與
中
國
建
立
關
係
，
還
有
一
九
七
六
年
毛
澤
東
去
世
之
後
的
情
況
。
寫
作
期
間
，
中
國
境
內
的
兩
個
外
國
殖
民

地
脫
離
控
制
還
未
滿
二
十
年
。
一
切
依
舊
是
當
今
的
故
事
。

上
海
這
個
告
示
事
件
的
確
是
個
迷
思
，
但
是
，
其
背
後
所
牽
涉
得
更
廣
，
那
背
後
是
各
國
聯
盟
挾
著
武
器
背

書
的
條
約
和
協
議
，
控
制
這
個
中
國
核
心
地
區
、
建
立
行
政
區
，
並
發
展
成
二
十
世
紀
初
期
中
國
最
重
要
的
城

市
。
這
個
行
政
區
開
發
了
著
名
的
江
邊
地
區
，
俗
稱
外
灘
，
並
在
北
端
設
立
了
一
座
公
園
，
公
園
訂
定
了
數
條
規

定
，
禁
止
狗
和
自
行
車
、
禁
止
摘
採
花
朵
、
禁
止
華
人
入
內
︵
除
了
伴
行
外
僑
的
家
僕
︶
。
公
園
雇
用
英
國
人
、
錫

克
人
、
俄
國
人
、
日
本
人
與
華
人
，
組
成
執
行
上
述
等
規
定
的
警
隊
。
居
住
於
上
海
公
共
租
界
的
外
僑
，
他
們
的

社
交
與
文
化
，
有
意
識
或
無
意
識
地
摻
雜
著
種
族
主
義
與
沙
文
主
義
的
態
度
、
作
風
與
政
策
。
必
要
時
，
他
們
當

然
也
必
須
包
容
中
國
居
民
，
他
們
會
在
商
場
事
務
對
中
國
人
妥
協
，
與
中
國
人
合
作
、
談
判
或
合
夥
。
那
些
公
園

規
定
有
歷
史
背
景
，
也
倍
受
爭
議
。
租
界
中
的
各
國
媒
體
在
公
開
集
會
或
透
過
社
會
政
治
組
織
，
爭
論
這
些
規

定
。
一
九
二
八
年
六
月
，
公
園
規
定
改
為
所
有
人
皆
可
在
小
額
付
費
後
進
入
公
園
。
此
事
件
捕
捉
到
許
多
中
國
現

代
經
驗
的
元
素
，
這
正
是
本
書
關
心
的
議
題
：
抗
議
與
抵
抗
、
形
象
與
無
法
理
解
的
形
象
、
中
國
境
內
由
外
國
治

理
的
複
雜
世
界
，
以
及
此
複
雜
世
界
長
久
留
下
的
後
遺
症
。

我
的
主
題
是
外
人
的
居
留
與
這
些
時
期
的
經
歷
，
此
外
，
也
必
須
討
論
日
漸
重
要
的
民
族
與
個
人
尊
嚴
，
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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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
還
有
經
常
被
提
及
的
中
國
﹁
國
恥
﹂
，
以
及
中
國
與
西
方
長
久
的
曖
昧
關
係
︵
這
裡
也
包
括
日
本
︶
。
所
以
，
舉

例
來
說
，
這
個
故
事
是
關
於
控
制
上
海
的
是
誰
？
何
時
？
如
何
控
制
？
著
手
打
造
可
與
外
強
競
爭
之
新
中
國
的
是

誰
？
何
處
？
何
時
？
如
何
打
造
？
我
們
還
須
關
注
幫
助
中
國
的
外
國
人
、
評
論
中
國
的
人
、
人
道
主
義
者
、
政
治

運
動
者
與
雇
傭
等
人
的
故
事
，
更
別
遺
漏
了
銀
行
家
與
技
師
。
本
書
也
關
於
主
導
中
國
形
象
表
現
的
是
誰
？
如
何

呈
現
？
由
誰
呈
現
？
在
何
處
呈
現
？
好
萊
塢
與
皮
卡
迪
利
︵Piccadilly

︶
兩
地
的
重
要
性
和
上
海
與
廣
州
同
等
，
一

樣
重
要
的
還
有
居
留
了
傳
教
士
的
九
成
中
國
縣
市
。
這
是
中
國
對
外
關
係
的
故
事
，
這
些
關
係
在
城
市
與
鄉
村
皆

鮮
明
；
為
國
家
發
言
的
是
誰
？
如
何
？
何
處
？
中
國
﹁
問
題
﹂
如
何
表
達
？
提
出
什
麼
解
決
方
法
？
這
個
故
事
也

是
關
於
中
國
受
到
的
西
方
誘
惑
，
那
股
擁
抱
外
國
事
物
、
想
法
與
作
風
的
渴
望
，
例
如
中
國
如
何
開
始
跳
舞
？
以

及
中
國
抵
抗
誘
惑
的
力
量
，
例
如
炸
了
舞
廳
的
是
誰
？
為
何
？
燒
了
書
籍
或
打
壓
音
樂
的
又
是
誰
？
這
也
是
一
個

外
國
如
何
與
二
十
世
紀
中
國
日
常
生
活
結
合
的
故
事
。

一
九
九
一
年
，
我
首
次
拜
訪
上
海
，
我
在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成
立
當
天
，
一
九
四
九
年
十
月
一
日
，
發
現
世

界
並
沒
有
停
止
運
轉
。
陳
先
生
說
：
﹁
叫
我
T
．
T
。
﹂
陳
先
生
當
時
七
十
七
歲
，
曾
任
英
商
電
力
公
司
副
理
，
現

在
已
經
退
休
。
倫
敦
中
國
社
的
某
位
聽
眾
介
紹
我
去
拜
訪
他
。
英
商
電
力
公
司
當
年
第
一
次
雇
用
當
地
大
學
畢
業

的
工
程
師
，
那
個
人
就
是
T
．
T
陳
。
完
美
的
戰
前
英
語
措
辭
正
好
證
明
上
海
英
美
社
區
的
背
景
。
這
樣
的
家
庭

能
資
助
他
就
讀
英
語
學
校
與
大
學
︵
陳
先
生
上
的
是
聖
約
翰
大
學
，
美
國
傳
教
機
構
︶
，
畢
業
後
他
們
在
外
商
公
司

與
機
構
找
到
工
作
，
然
而
，
他
們
是
華
人
，
對
國
家
也
充
滿
抱
負
。
我
第
一
次
與
陳
先
生
見
面
時
，
他
仍
住
在
英

國
公
司
提
供
的
房
子
，
儘
管
數
十
年
來
，
隨
著
其
他
人
搬
進
去
，
他
逐
漸
失
去
那
棟
房
子
；
我
們
初
次
見
面
時
，

已
經
縮
減
到
只
能
使
用
一
間
房
間
。
一
九
六
六
年
算
起
的
三
年
裡
，
陳
先
生
被
軟
禁
在
那
棟
房
子
。
他
的
個
人
經



035　　前言

歷
以
及
與
外
國
人
的
關
係
，
使
得
他
在
激
烈
的
文
化
大
革
命
中
成
為
批
鬥
目
標
。
陳
先
生
被
指
控
為
外
國
間
諜
。

現
代
中
國
歷
史
相
當
重
要
的
一
部
分
便
可
從
陳
先
生
經
歷
等
面
向
看
出
，
這
樣
的
家
庭
與
社
群
的
名
譽
如
何
變

化
？
一
九
四
九
年
國
家
政
局
扭
轉
之
後
，
中
國
面
對
過
去
的
態
度
為
何
？
而
個
人
又
是
受
到
如
何
的
磨
難
？
就
像

是
陳
生
生
。

中
國
不
只
是
上
海
，
也
不
只
是
陳
先
生
的
世
界
。
一
九
四
九
年
後
，
﹁
新
中
國
﹂
如
何
調
整
失
衡
的
鄉
村
和
西

化
的
都
會
區
；
外
國
與
本
土
、
自
立
與
外
援
之
間
孰
輕
孰
重
，
也
是
本
書
的
主
題
。
此
外
，
一
九
四○

年
代
之

前
，
除
了
眼
光
極
為
獨
到
的
人
，
幾
乎
無
人
想
把
中
國
當
成
模
範
，
然
而
，
一
九
四
九
之
後
，
中
國
成
為
革
命
的

燈
塔
。
新
中
國
似
乎
成
為
能
夠
教
導
舊
世
界
的
新
世
界
，
啟
發
全
世
界
的
想
像
。
同
時
，
新
中
國
迷
倒
並
啟
迪
了

從
巴
黎
到
祕
魯
的
觀
察
者
。
同
時
，
新
中
國
也
史
無
前
例
地
孤
立
。
一
九
七○

年
代
，
中
國
再
度
開
放
，
過
去
顯

然
仍
舊
是
未
竟
之
業
，
過
去
不
僅
是
今
日
外
交
的
火
爆
議
題
，
過
去
更
同
時
影
響
了
二
十
一
世
紀
中
國
的
身
分
認
同
。

本
書
集
結
所
有
將
告
示
牌
故
事
視
為
己
出
的
各
種
視
角
：
謹
慎
的
學
者
想
在
︽
世
紀
︾
雜
誌
提
供
真
實
無
誤

的
國
家
歷
史
；
當
地
人
強
調
最
重
要
的
是
政
治
理
解
︵
這
也
是
相
當
必
要
的
理
解
︶
；
外
國
社
區
的
居
民
︵
他
們
做

了
什
麼
？
為
了
什
麼
？
︶
我
們
也
將
在
本
書
見
到
一
九
四
九
年
後
，
以
上
視
角
的
繼
承
者
如
何
看
待
中
國
對
外
關

係
。
這
不
是
全
盤
的
中
國
現
代
史
，
卻
是
中
國
現
代
史
重
要
的
部
分
，
這
些
主
題
對
於
瞭
解
廣
大
歷
史
影
響
至

深
，
這
些
主
題
塑
造
了
中
國
現
代
史
，
反
之
也
被
其
所
塑
造
。

本
書
取
材
中
國
、
英
國
與
美
國
的
檔
案
。
本
書
部
分
源
自
中
國
的
資
料
，
在
我
第
一
次
檢
視
後
就
遭
限
制
讀

取
，
主
要
因
為
後
人
發
現
過
去
的
證
據
與
今
日
官
方
的
宣
傳
版
本
相
差
太
大
。
那
些
資
料
和
告
示
牌
故
事
一
樣
，

使
官
方
說
法
矛
盾
或
不
攻
自
破
。
儘
管
如
此
，
我
仍
能
取
得
大
量
資
料
。
海
外
資
料
相
當
豐
富
，
這
也
證
明
了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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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企
業
在
中
國
的
規
模
。

一
九
九
四
年
六
月
，
公
園
告
示
牌
事
件
被
上
海
大
眾
媒
體
收
到
的
大
量
投
書
劃
下
句
點
。
三
天
後
，
我
竟
然

收
到
邀
請
函
，
邀
請
我
前
往
上
海
的
現
代
歷
史
研
究
所
演
講
關
於
告
示
牌
的
主
題
。
歷
史
學
家
努
力
不
懈
。
當
時

我
不
曉
得
︽
世
紀
︾
雜
誌
引
起
的
軒
然
大
波
，
而
我
在
演
講
後
的
秋
天
才
發
現
，
我
之
所
以
受
邀
正
是
為
了
支
持

上
海
懷
疑
論
者
的
論
點
。
我
和
懷
疑
論
者
一
樣
，
我
相
信
必
須
接
受
那
個
故
事
實
是
迷
思
。
6

我
也
相
信
，
除
了
過

去
外
僑
美
好
的
回
憶
與
後
革
命
意
識
型
態
促
成
的
堅
固
敵
意
︵
當
然
還
有
許
多
是
革
命
前
的
︶
，
我
們
必
須
確
實
地

理
解
這
段
時
期
的
歷
史
。
中
國
和
西
方
互
動
的
歷
程
需
要
適
切
討
論
，
這
個
歷
程
也
需
要
中
國
之
外
的
人
記
住
。

這
段
歷
史
在
中
國
之
外
的
地
方
消
失
只
是
遲
早—

前
帝
國
心
臟
地
區
的
各
國
人
必
然
擁
有
遺
忘
的
特
質
。
外
人

在
中
國
居
留
的
意
義
和
衝
擊
，
更
是
容
易
被
當
成
普
通
歷
史
，
為
人
遺
忘
或
忽
視
。
在
美
國
，
這
件
事
往
往
被
當

成
歐
洲
或
日
本
的
現
象
，
美
國
並
無
共
謀
，
或
者
美
國
是
以
不
同
的
姿
態
，
是
幫
助
而
非
壓
迫
中
國
。
我
們
該
瞭

解
，
這
段
歷
史
更
為
複
雜
。
我
們
也
該
瞭
解
，
這
段
歷
史
至
今
仍
然
生
動
且
重
要
。

本
書
不
是
二
十
世
紀
中
國
民
族
主
義
史
，
而
是
廣
大
的
民
族
主
義
中
，
帝
國
主
義
與
反
帝
國
主
義
扮
演
的
歷

史
角
色
。
雖
然
，
帝
國
主
義
的
影
響
與
後
遺
症
持
續
深
遠
，
而
且
由
於
政
治
理
由
，
這
樣
的
影
響
在
中
國
現
代
史

更
是
沉
重
得
超
出
客
觀
合
理
。
現
在
仍
是
，
而
且
暗
藏
危
險
。

︽
瓜
分
中
國
︾
出
版
後
，
我
問
了
一
位
前
英
國
外
交
官
，
他
們
平
常
談
論
到
該
書
裡
的
事
件
時
，
他
的
中
國
同

事
與
其
他
同
事
互
動
情
形
如
何
。
他
們
很
常
談
到
這
些
事
件
嗎
？
他
微
笑
看
著
我
，
回
答
：
﹁
好
些
年
來
，
他
們
幾

乎
只
談
這
個
。
﹂
他
們
現
在
當
然
會
聊
聊
其
他
話
題
，
但
是
這
類
話
題
從
未
消
失
，
依
舊
鮮
活
，
而
且
火
辣
辣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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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
乎
整
個
中
國
都
參
加
了
這
場
派
對
。
都
市
人
占
滿
了
所
有
飯
店
陽
臺
的
好
位
置
，
鄉
下
人
則
在
底
下
手
牽

著
手
，
所
有
人
都
望
著
眼
前
的
場
景
，
瞠
目
結
舌
。
街
上
嚇
傻
的
人
站
也
站
不
穩
。
那
天
是
一
九
一
八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三
日
星
期
六
。
上
海
像
著
了
火
般
。
混
濁
的
黃
埔
江
可
以
見
到
明
亮
的
紅
色
燈
光
閃
著
中
文
和
英
文
的
﹁
勝

利
﹂
與
﹁V

ictory

﹂
，
宣
布
協
約
國
獲
勝
。
二
十
多
萬
張
紅
色
的
宣
傳
單
傳
遍
整
座
城
市
，
遍
及
南
邊
的
龍
華
、
東

邊
的
楊
浦
工
業
區
、
北
邊
的
閘
北
。
德
皇
凱
澤
︵G

erm
an K

aiser

︶
被
敵
人
擊
敗
的
圖
畫
占
滿
版
面
，
一
旁
以
中

文
註
解
著
﹁
普
天
同
慶
﹂
。
中
華
民
國
大
總
統
宣
布
，
為
慶
祝
停
戰
協
定
，
全
國
放
假
三
天
。
數
十
萬
人
因
此
聚
集

在
上
海
觀
賞
遊
行
。
﹁
大
威
﹂
和
﹁
小
威
﹂
，
即
凱
澤
．
威
廉
二
世
︵K

aiser W
ilhelm

 II

︶
和
他
的
兒
子
，
以
及
海

軍
元
帥
鐵
必
治
︵A

dm
iral T

irpitz

︶
、
陸
軍
元
帥
興
登
堡
︵Field M

arshal von H
indenburg

︶
的
肖
像
沿
街
經
過

外
灘
河
岸
的
上
海
總
會
︵Shanghai C

lub
︶
、
中
國
海
關
、
匯
豐
銀
行
與
︽
字
林
西
報
︾
︵N

orth C
hina D

aily 

N
ew

s

︶
大
樓
，
一
路
上
不
斷
對
著
一
棟
棟
大
廈
叩
頭
。

花
車
隊
伍
浩
浩
蕩
蕩
。
1

幾
乎
全
世
界
都
一
同
加
入
了
遊
行
，
加
拿
大
、
紐
西
蘭
、
法
國
、
比
利
時
、
巴
西
與

塞
爾
維
亞
等
等
，
列
隊
沿
著
法
國
租
界
和
外
國
人
治
理
的
公
共
租
界
街
道
前
行
。
住
在
上
海
的
印
度
社
群
花
車
擁

有
﹁
華
麗
的
金
色
刺
繡
，
身
穿
長
袍
的
王
子
坐
在
閃
亮
天
棚
底
下
的
王
座
﹂
，
然
後
是
義
大
利
，
接
著
是
由
自
由
女

神
領
軍
的
八
輛
美
國
花
車
，
其
中
兩
輛
分
別
代
表
菲
律
賓
和
夏
威
夷
。
葡
萄
牙
人
則
由
一
支
弦
樂
隊
帶
頭
。
印
度

支
那
︵Indochina

，
譯
注
：
法
蘭
西
殖
民
帝
國
位
於
東
南
亞
的
領
土
，
由
寮
國
、
柬
埔
寨
和
三
個
以
越
南
居
民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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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的
地
區
，
以
及
位
於
中
國
廣
東
雷
州
半
島
的
湛
江
租
借
地
組
成
。
︶
的
警
察
帶
著
火
炬
護
送
法
國
人
。
跟
在
後
面

的
是
剛
從
兩
河
流
域
回
來
的
山
東
男
人
，
他
們
隸
屬
英
軍
指
派
的
中
國
勞
工
旅
︵C

hinese L
abour C

orps

，
譯

注
：
中
國
為
一
戰
招
募
的
勞
工
部
隊
隸
屬
英
軍
，
主
要
負
責
搬
運
貨
物
與
挖
掘
戰
壕
等
勞
力
工
作
。
︶
中
國
童
子
軍

就
跟
在
他
們
的
軍
樂
隊
後
面
。
不
過
那
天
不
太
可
能
有
人
聽
得
到
任
何
演
奏
，
但
無
所
謂
，
那
是
充
滿
喜
悅
、
如

釋
重
負
的
一
天
。
各
式
各
樣
像
是
碎
掉
的
鐵
拳
和
跛
腳
的
普
魯
士
老
鷹
等
等
表
演
之
間
，
還
穿
插
了
許
多
簡
單
的

娛
樂
。
中
國
的
小
丑
在
驢
子
上
搖
來
晃
去
，
踩
著
高
蹺
的
雜
技
團
走
在
後
方
。
上
百
間
學
校
的
孩
子
跟
隨
遊
行
隊

伍
，
孩
子
後
方
由
象
徵
式
警
察
護
衛
的
就
是
肖
像
。

肖
像
被
粗
魯
地
推
拉
，
沿
著
城
市
的
一
級
商
業
地
帶
南
京
路
，
往
西
前
進
，
不
斷
被
命
令
停
下
，
鞠
躬
取
悅

觀
眾
。
它
們
的
雙
手
被
綁
在
身
後
，
送
進
上
海
跑
馬
場
，
吊
在
分
立
四
個
角
落
的
木
頭
高
塔
上
。
高
塔
以
德
文
寫

著
斗
大
的
﹁
霍
亨
索
倫
家
族
﹂
︵H

ouse of H
ohenzollern

，
譯
注
：
一
八
七
一
至
一
九
一
八
年
統
治
德
意
志
帝
國

的
主
要
家
族
。
︶
於
戰
爭
初
期
從
被
侵
略
的
布
魯
塞
爾
逃
出
的
比
利
時
總
領
事
丹
尼
爾
．
希
弗
特
︵D

an
iel 

Siffert

︶
，
走
向
前
去
，
領
下
這
個
榮
譽
的
點
火
任
務
，
一
把
點
燃
了
堆
好
的
營
火
。
於
是
，
火
焰
往
上
，
竄
升
燃

盡
了
霍
亨
索
倫
王
朝
；
火
舌
向
下
，
吞
沒
了
﹁
普
魯
士
軍
國
主
義
﹂
的
信
念
與
﹁
強
權
即
公
理
﹂
的
哲
學
。
他
們

甚
至
吊
死
了
一
隻
臘
腸
犬
肖
像
，
它
代
表
德
國
重
視
的
﹁
軍
國
主
義
﹂
與
﹁
條
頓
人
﹂
的
自
負
。
臘
腸
犬
不
僅
經

歷
了
可
怕
的
戰
爭
時
期
，
即
使
和
平
到
來
了
處
境
也
不
見
得
比
較
好
。

全
中
國
都
有
祝
勝
遊
行
。
南
方
海
岸
的
廈
門
︵A

m
oy

︶
與
長
江
沿
岸
的
內
陸
城
市
九
江
等
地
，
都
有
可
憐
的

威
廉
和
他
的
兒
子
騎
在
木
棍
上
，
被
點
火
燃
燒
。
長
沙
有
兩
萬
名
遊
行
群
眾
，
安
慶
有
一
萬
名
，
廣
州
有
五
千
。

沒
有
樂
隊
的
地
方
，
民
眾
就
地
取
材
，
敲
鑼
打
鼓
，
喧
騰
作
樂
。
喜
悅
的
程
度
之
高
，
白
日
遊
行
結
束
之
後
，
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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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還
會
接
著
再
舉
辦
一
次
，
隔
天
早
上
再
上
街
一
次
。
十
一
月
二
十
八
日
的
北
京
，
上
千
名
協
約
國
的
士
兵
聚
集

在
紫
禁
城
的
天
安
門
廣
場—

太
和
門
。
印
度
、
英
國
與
中
國
的
軍
隊
以
及
美
國
海
軍
，
擠
滿
了
四
周
環
立
拱
門

的
廣
場
，
冬
日
明
亮
的
陽
光
閃
耀
。
越
過
士
兵
，
往
十
一
點
鐘
方
向
望
去
，
循
著
廣
場
北
面
通
往
大
殿
的
大
理
石

階
往
上
，
頂
端
的
須
彌
庭
有
個
頭
戴
絲
綢
帽
、
身
穿
燕
尾
服
的
身
影
，
身
影
的
主
人
是
中
華
民
國
大
總
統
徐
世

昌
，
短
短
不
過
一
個
月
的
時
間
，
他
已
是
第
三
任
大
總
統
。
徐
世
昌
曾
是
位
文
人
，
前
清
帝
國
曾
任
高
官
，
而
今

僅
是
一
介
在
軍
隊
控
制
政
府
中
任
職
的
草
民
。
隨
著
徐
世
昌
前
進
，
當
時
的
中
國
國
歌
娓
娓
放
送
，
他
的
身
後
是

國
會
閣
員
，
旁
邊
是
各
國
駐
華
外
交
團
，
清
一
色
都
戴
著
捲
邊
禮
帽
。
軍
服
繡
上
的
金
線
和
六
千
把
刺
刀
熠
熠
發

光
，
勝
利
的
協
約
國
軍
旗
帶
到
了
前
方
，
一
字
列
在
庭
前
的
欄
杆
。
徐
世
昌
脫
掉
白
色
手
套
，
朗
讀
宣
言
，
讚
揚

協
約
國
勝
利
的
偉
大
原
則
。
他
宣
揚
那
個
在
中
華
與
歐
洲
文
化
都
可
以
找
到
的
原
則—

﹁
強
權
無
法
戰
勝
公
理
﹂
。

圍
觀
的
群
眾
不
斷
推
擠
，
不
遠
處
一
架
飛
機
橫
空
越
過
，
他
的
話
幾
乎
沒
人
聽
到
，
但
演
說
的
報
導
留
下
清

楚
紀
錄
。
他
表
示
，
中
國
深
信
國
家
之
間
的
關
係
應
以
正
義
與
尊
重
為
原
則
，
因
而
於
一
九
一
七
年
決
定
加
入
協

約
國
。
﹁
從
今
以
後
，
﹂
他
說
，
﹁
權
利
將
與
天
體
齊
放
光
芒
，
協
約
國
的
功
績
將
永
垂
不
朽
。
﹂
接
著
，
頭
上
盤

旋
的
飛
機
俯
衝
，
投
下
紅
色
的
紙
張
，
傳
遞
勝
利
的
訊
息
。
禮
砲
鳴
放
，
軍
隊
行
進
入
城
。
許
多
民
眾
都
好
好
把

握
了
免
費
進
入
皇
帝
宮
殿
的
優
惠
，
當
時
，
最
後
一
位
皇
帝
還
活
著
，
他
是
愛
新
覺
羅
溥
儀
。
一
九
一
二
年
二
月

皇
帝
遜
位
，
兩
百
六
十
八
年
的
清
朝
統
治
告
終
不
過
才
幾
年
前
的
事
，
因
此
闖
進
皇
帝
的
私
人
宅
院
還
會
令
人
緊

張
興
奮
。
北
京
一
連
舉
行
了
好
幾
天
的
遊
行
慶
典
，
協
約
國
軍
隊
前
前
後
後
行
進
了
好
幾
次
；
兩
週
前
，
學
生
舉

著
旗
幟
遊
行
，
上
頭
以
中
、
英
文
寫
著
正
義
的
勝
利
，
要
求
﹁
結
束
破
壞
，
開
始
重
建
﹂
、
﹁
軍
國
主
義
快
滾
！
﹂
、

﹁
自
由
常
在
﹂
。
2

和
平
不
僅
帶
來
寬
慰
，
當
然
也
帶
來
機
會
，
一
九
一
八
年
，
世
界
正
即
將
面
對
更
大
的
問
題
，
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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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中
國
面
前
的
問
題
尤
其
嚴
峻
。

從
北
京
、
上
海
、
長
沙
、
廣
州
的
祝
勝
看
來
，
官
方
與
民
間
、
華
人
與
外
人
之
間
的
目
標
和
語
言
的
歷
史
意

義
明
顯
一
致
。
他
們
的
言
談
能
夠
互
通
，
歐
洲
的
外
交
官
和
總
統
徐
世
昌
，
或
中
國
和
英
國
的
童
子
軍
之
間
，
便

似
乎
明
顯
的
擁
有
共
同
文
化
。
十
一
月
二
十
八
日
慶
典
照
片
裡
的
滿
洲
女
人
穿
著
特
有
的
服
飾
、
梳
整
傳
統
的
髮

型
，
但
她
們
的
姿
態
和
尋
常
街
景
已
然
不
同
。
西
方
諷
刺
畫
裡
，
深
植
外
國
人
心
中
奇
異
古
怪
的
中
國
，
與
此
刻

這
座
慶
祝
停
戰
的
城
市
也
彷
彿
是
兩
個
世
界
。
嶄
新
的
現
代
中
國
似
乎
與
勝
利
的
協
約
國
諸
國
平
起
平
坐
。

不
過
十
八
年
前
，
這
些
國
家
的
軍
隊
，
包
括
被
擊
敗
的
德
國
與
奧
匈
帝
國
，
以
勝
利
之
姿
進
入
同
一
座
紫
禁

城
的
庭
院
。
各
國
的
遠
征
軍
隊
踩
著
軍
靴
、
吹
奏
軍
樂
，
慶
祝
擊
潰
清
朝
北
方
的
軍
隊
，
以
及
那
些
仇
視
外
敵
而

使
中
國
陷
入
混
亂
的
農
夫
拳
民
。

一
切
如
今
都
隨
著
蒙
古
吹
往
首
都
的
風
，
煙
消
雲
散
。
一
九
一
八
年
十
一
月
，
中
國
似
乎
已
在
國
際
取
得
正

當
地
位
。
然
而
，
中
國
二
十
世
紀
悲
劇
的
種
子
，
以
及
國
家
改
革
者
面
臨
的
龐
大
任
務
，
正
埋
在
遊
行
學
生
的
文

字
與
呼
喊
的
口
號
之
中
。
中
國
從
一
九○

○

年
可
憐
的
羞
辱
與
破
壞
而
重
新
振
作
的
道
路
仍
舊
朦
朧
。
華
人
與
洋

人
雖
一
同
遊
行
，
但
心
卻
隔
得
老
遠
。
衣
服
、
音
樂
和
文
字
都
是
騙
人
的
。
遊
行
領
頭
的
標
語
﹁
我
們
同
慶
﹂
︵W

e 

C
elebrate

︶
也
正
是
上
海
英
籍
報
紙
︽
字
林
西
報
︾
十
一
月
的
廣
告
頭
條
。
然
而
，
儘
管
慶
祝
的
場
景
宛
如
世
界
一

家
，
﹁
我
們
﹂
一
詞
仍
帶
來
莫
大
傷
害
且
一
廂
情
願
：
協
約
國
列
強
的
居
民
住
在
中
國
的
通
商
口
岸
︵
依
各
項
中
外

條
約
開
放
外
人
通
商
與
居
住
的
城
市
︶
，
而
他
們
毫
無
與
地
主
平
起
平
坐
的
認
知
。
國
際
間
的
政
治
人
物
、
外
交

官
、
分
析
家
與
記
者
等
也
都
知
道
平
等
，
他
們
會
在
演
講
時
提
到
，
但
實
際
行
動
卻
並
非
如
此
，
打
從
心
裡
的
更

滿
是
排
斥
。
短
短
六
個
月
內
，
一
切
便
見
真
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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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實
上
，
協
約
國
諸
國
很
快
就
會
忘
記
大
戰
時
中
國
曾
經
和
他
們
站
在
同
一
陣
線
。
天
津
英
國
租
界
甚
至
沒

有
懸
掛
中
國
國
旗
。
3

一
九
二
四
年
即
將
在
上
海
外
灘
開
幕
的
戰
爭
紀
念
館
也
不
會
提
到
中
國
的
犧
牲
。
上
千
名
中

國
勞
工
旅
的
工
人
死
在
法
國
、
中
東
和
海
上
，
除
了
法
國
和
比
利
時
墓
園
裡
的
墓
碑
，
也
沒
有
任
何
為
他
們
而
立

的
紀
念
碑
。
就
算
他
們
真
的
記
得
，
也
會
百
般
埋
怨
中
國
看
來
功
利
、
投
機
又
貪
婪
的
臉
孔
：
那
些
山
東
勞
工
花

了
我
們
協
約
國
很
多
錢
。
中
國
才
沒
有
犧
牲
，
他
們
還
不
如
那
些
自
稱
捍
衛
自
由
的
國
家
，
他
們
犧
牲
百
萬
名
青

年
，
包
括
從
通
商
口
岸
出
發
而
航
向
死
亡
的
超
過
兩
百
名
外
僑
。
對
某
些
人
來
說
，
大
戰
中
的
中
國
人
根
本
不
值

得
感
謝
。

儘
管
如
此
，
中
國
依
然
懷
抱
希
望
，
或
說
抱
持
夢
想
。
共
和
體
制
選
擇
參
戰
，
並
加
入
協
約
國
陣
營
，
在
會

議
桌
上
抱
著
滿
滿
期
待
，
或
者
可
能
只
是
期
待
著
正
義
，
期
待
一
度
被
德
國
占
領
、
一
九
一
四
年
十
一
月
被
日
本

奪
走
而
自
此
被
緊
握
不
放
的
山
東
省
能
夠
歸
還
。
共
和
體
制
也
希
望
能
在
面
對
日
本
大
幅
進
犯
與
一
九
一
五
年
的

重
創
時
，
勝
利
能
夠
團
結
中
國
人
，
成
功
抵
抗
日
本
。
同
年
，
趁
著
英
國
、
法
國
與
俄
國
努
力
恢
復
軍
事
氣
力
，

日
本
外
交
官
要
求
當
時
的
總
統
袁
世
凱
同
意
後
來
所
謂
的
︽
二
十
一
條
︾
，
承
認
日
本
諸
多
商
業
與
政
治
特
權
，
並

擴
大
對
東
北
滿
洲
、
山
東
與
福
建
的
控
制
權
。
一
九
一
八
年
十
一
月
為
抵
制
日
本
、
抗
議
日
本
在
瓜
分
中
國
的
列

強
中
突
襲
而
揭
起
的
遊
行
，
其
實
早
在
三
年
前
就
舉
行
過
。
雖
然
袁
世
凱
抵
抗
了
某
些
極
為
過
分
的
要
求
，
但
仍

舊
默
許
其
他
條
款
。
一
九
一
七
年
，
英
國
與
法
國
祕
密
同
意
支
持
日
本
，
以
求
戰
後
能
接
收
德
國
的
權
利
，
接
管

的
權
利
不
只
在
中
國
，
還
包
括
德
國
之
前
四
散
在
西
太
平
洋
的
島
嶼
。
但
是
，
一
九
一
八
年
一
月
八
日
，
美
國
總

統
威
爾
遜
︵W

oodrow
 W

ilson

︶
在
美
國
國
會
的
發
言
似
乎
表
示
，
諸
國
在
戰
爭
末
期
必
須
解
決
殖
民
與
歐
洲
問

題
。
威
爾
遜
的
﹁
十
四
點
和
平
原
則
﹂
為
中
國
提
供
了
一
條
道
路
，
因
此
中
國
境
內
廣
為
接
受
。
威
爾
遜
也
在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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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一
八
年
十
月
十
日
發
了
電
報
，
恭
喜
徐
世
昌
在
中
華
民
國
國
慶
日
就
職
，
並
強
烈
希
望
中
國
能
夠
停
止
剛
開
始

的
內
戰
，
團
結
一
致
，
﹁
在
國
際
間
取
得
正
當
地
位
﹂
。
4

威
爾
遜
對
徐
世
昌
的
暗
示
進
一
步
透
過
外
交
備
忘
錄
強
調
，
北
洋
政
府
因
此
印
象
深
刻
。
威
爾
遜
的
個
人
外

交
特
使
柯
蘭
︵C

harles R
ichard C

rane

︶
後
來
持
續
推
動
此
事
。
柯
蘭
是
來
自
芝
加
哥
的
商
人
，
不
僅
涉
入
俄
國

事
務
，
亦
曾
被
提
名
為
美
國
駐
華
公
使
。
柯
蘭
來
到
中
國
和
日
本
考
察
，
並
在
祝
勝
之
後
抵
達
上
海
。
他
在
公
開

演
說
向
中
國
聽
眾
說
出
他
們
想
聽
的
話
：
﹁
我
認
為
現
在
的
中
國
最
好
不
要
拒
絕
擺
在
眼
前
的
機
會
，
我
相
信
，
這

些
機
會
定
將
在
巴
黎
和
會
實
現
。
﹂
5

中
國
的
外
交
官
與
時
事
評
論
員
正
為
該
會
議
準
備
，
抱
持
著
莫
大
希
望
。
臺

下
聽
眾
就
像
直
接
從
威
爾
遜
口
中
聽
到
改
變
即
將
到
來
的
承
諾
：
你
們
知
道
總
統
的
原
則
是
什
麼
嗎
？
你
們
可
以

相
信
他
將
在
巴
黎
和
會
面
對
其
他
種
種
問
題
，
並
實
踐
其
原
則
。
他
承
諾
：
﹁
我
會
告
訴
威
爾
遜
，
你
們
﹃
對
他
的

理
念
非
常
忠
誠
﹄
。
﹂
柯
蘭
對
聽
眾
這
麼
說
。
他
這
次
來
訪
的
目
的
於
公
於
私
都
是
為
了
終
結
內
戰
。
一
個
月
前
，

徐
世
昌
才
剛
發
布
勸
說
團
結
與
和
平
的
命
令
，
並
在
十
一
月
十
七
日
要
求
各
派
勢
力
答
應
他
的
政
府
，
在
巴
黎
和

會
之
前
停
止
所
有
軍
事
行
動
，
修
復
共
和
體
制
艱
困
歷
史
衍
生
的
政
治
裂
縫
。
因
此
，
中
國
民
眾
十
一
月
不
分
日

夜
慶
祝
的
是
兩
個
停
戰
：
歐
洲
的
與
國
內
自
己
的
。

這
些
希
望
似
乎
有
憑
有
據
，
許
多
中
國
人
都
感
受
到
地
球
村
前
所
未
有
的
迴
響
。
這
樣
的
感
覺
遠
超
過
威
爾

遜
的
承
諾
。
約
有
二
十
萬
名
男
人
加
入
海
外
的
中
國
勞
工
旅
，
其
中
不
乏
擔
任
翻
譯
、
教
師
或
社
工
的
知
識
分

子
。
在
這
之
前
的
七
十
年
間
，
數
十
萬
中
國
人
移
民
海
外
工
作
或
定
居
，
追
隨
澳
洲
和
加
州
的
淘
金
熱
，
簽
下
在

古
巴
務
農
的
工
作
合
約
，
到
北
美
興
建
鐵
路
，
或
在
智
利
和
祕
魯
開
採
海
鳥
糞
肥
。
中
國
的
外
貿
總
是
必
須
依
賴

旅
居
國
外
的
商
人
。
因
此
，
東
南
亞
的
商
人
組
成
了
龐
大
社
群
。
同
時
，
開
始
在
新
領
土
殖
民
與
定
居
的
歐
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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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
也
造
成
新
一
波
中
國
移
民
問
題
。
這
些
地
區
出
現
種
族
歧
視
，
希
望
在
大
歐
洲
區
建
立
新
社
會
的
人
想
要

﹁
白
人
﹂
國
家
與
來
自
歐
洲
的
﹁
血
統
﹂
，
因
此
，
澳
大
利
亞
、
加
拿
大
與
美
國
的
移
入
政
策
開
始
禁
止
中
國
移

民
，
某
些
地
區
甚
至
想
要
遣
返
他
們
。
6

中
國
勞
工
旅
雖
然
也
擁
有
七
十
年
的
海
外
勞
工
遷
徙
經
驗
，
但
是
，
他
們

與
歐
洲
人
的
起
點
極
為
不
同
。
他
們
和
歐
洲
人
在
戰
場
上
以
平
等
的
身
分
朝
向
共
同
目
的
，
中
國
知
識
分
子
也
和

勞
工
站
在
同
一
陣
線
。
中
國
沒
有
派
遣
軍
隊
到
歐
洲
，
但
中
國
確
實
幫
助
上
萬
支
協
約
國
的
前
線
軍
隊
。

中
國
的
教
育
政
策
把
越
來
越
多
學
生
送
到
海
外
讀
大
學
。
許
多
學
生
到
日
本
、
歐
洲
與
北
美
，
進
一
步
獲
得

工
程
、
醫
學
及
科
學
等
學
位
；
有
些
到
日
本
就
讀
軍
事
學
院
，
有
些
則
進
入
商
業
學
院
。
很
快
地
，
也
有
了
一
個

送
出
大
約
一
千
六
百
名
學
生
到
法
國
的
計
畫
，
許
多
學
生
同
時
在
工
廠
工
作
賺
取
學
費
。
中
國
未
來
的
領
導
人
鄧

小
平
就
是
其
中
之
一
，
他
在
巴
黎
附
近
的
工
廠
做
了
一
年
橡
膠
鞋
套
。
政
治
科
學
、
法
律
、
歷
史
的
學
生
研
究
艱

難
的
國
際
關
係
，
探
討
造
成
國
家
痛
苦
的
對
外
關
係
近
代
史
。
從
前
世
代
的
中
國
知
識
分
子
從
來
不
似
一
九
一
八

年
的
他
們
這
般
急
切
，
他
們
渴
望
瞭
解
眼
前
問
題
背
後
的
原
因
。
共
和
體
制
的
外
交
部
裡
，
許
多
人
正
投
入
巴
黎

和
會
的
部
署
。
清
朝
官
員
面
對
外
國
問
題
從
不
懶
散
，
而
且
多
次
設
法
靈
巧
解
決
。
他
們
知
道
必
須
處
理
什
麼
樣

的
問
題
，
但
是
，
外
國
挾
帶
軍
事
實
力
與
科
技
知
識
來
襲
，
朝
廷
內
部
的
重
大
危
機
又
拖
累
了
行
動
能
力
。
然

而
，
現
在
，
中
國
的
渴
望
正
好
迎
上
世
界
的
渴
望
；
如
今
，
無
敵
的
協
約
國
領
導
人
親
自
提
供
了
中
國
美
好
的
願

景
，
而
中
國
年
輕
有
為
的
外
交
官
也
準
備
取
回
中
國
昔
日
的
主
權
。

北
京
的
將
領
也
有
這
般
打
算
。
一
九
一
八
年
十
二
月
的
第
一
週
，
一
位
觀
察
者
尖
銳
地
寫
道
，
我
們
正
打
破

窗
戶
，
看
見
我
們
的
將
領
穿
著
裝
飾
了
羽
毛
的
軍
服
大
搖
大
擺
地
想
從
協
約
國
的
勝
利
居
功
。
但
他
們
做
了
什

麼
？
協
約
國
的
將
領
都
做
了
什
麼
？
這
又
是
誰
的
勝
利
？
作
者
是
二
十
九
歲
，
在
北
京
大
學
擔
任
圖
書
館
館
長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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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大
釗
。
他
在
日
本
讀
過
三
年
的
政
治
經
濟
學
，
此
時
投
身
北
京
如
火
如
荼
的
憲
政
與
改
革
辯
論
。
在
北
京
的
協

約
國
居
民
聽
到
勝
利
消
息
的
第
一
反
應
是
上
街
破
壞
德
華
銀
行
︵D

eutsche-A
siatische B

ank

︶
與
德
國
企
業
在
東

交
民
巷
的
經
營
場
所
︵
自
從
拳
民
起
義
後
，
外
國
使
館
都
集
中
在
東
交
民
巷
︶
。
他
們
也
想
要
推
倒
北
京
克
林
德
牌

坊
︵K

ettler A
rch

︶
；
清
朝
在
一
九○

○

年
立
下
此
牌
坊
，
立
意
是
為
清
軍
殺
死
德
國
駐
華
公
使
的
事
件
向
德
國
道

歉
。
李
大
釗
責
罵
他
的
同
胞—

那
些
集
結
砸
壞
德
國
商
店
、
在
街
上
吆
喝
的
人
，
那
些
如
同
徐
世
昌
的
政
客
，

以
及
跟
著
協
約
國
國
家
耀
武
揚
威
的
將
領
。
李
大
釗
和
當
時
越
來
越
多
的
人
一
樣
，
為
袁
世
凱
破
壞
憲
政
體
制
大

感
震
驚
。
袁
世
凱
於
一
九
一
二
年
上
任
總
統
，
負
責
監
督
國
家
首
次
民
主
選
舉
，
接
著
竟
然
又
為
了
推
翻
選
舉
，

在
一
九
一
三
年
三
月
安
排
刺
客
暗
殺
當
時
選
出
的
總
理
宋
教
仁
。
新
的
國
會
被
賄
賂
滲
透
，
有
時
也
被
暴
徒
圍

繞
，
宋
教
仁
領
導
的
國
民
黨
被
逐
出
國
會
，
直
到
國
民
黨
做
出
﹁
正
確
﹂
決
定
，
袁
世
凱
同
時
還
建
立
軍
事
獨
裁

政
權
。
一
九
一
六
年
，
袁
世
凱
去
世
，
留
下
殘
破
的
共
和
與
內
戰
，
各
界
對
於
實
現
西
方
自
由
主
義
也
逐
漸
不
抱

希
望
。就

算
中
國
的
國
際
地
位
已
經
改
變
，
其
自
信
也
會
被
內
部
的
混
亂
動
搖
。
一
九
一
八
年
，
中
華
民
國
成
立
才

剛
滿
七
年
，
中
國
已
經
發
生
了
兩
次
君
主
復
辟
；
國
民
黨
發
動
一
次
叛
亂
但
被
鎮
壓
︵
資
助
袁
世
凱
的
要
角
正
是

英
國
︶
。
國
民
黨
趕
緊
清
理
門
戶
，
並
在
南
方
的
港
口
都
市
廣
州
重
組
，
卻
仍
風
雨
飄
搖
。
原
本
效
忠
袁
世
凱
的
多

位
將
領
掌
握
權
力
，
卻
毫
不
團
結
。
儘
管
故
事
錯
綜
複
雜
，
但
不
變
的
事
實
是
，
第
一
，
行
政
體
系
雖
完
全
聽
命

軍
閥
且
軍
閥
之
間
的
結
盟
根
本
稱
不
上
安
穩
，
中
央
政
府
的
所
有
行
政
單
位
仍
在
北
京
運
作
，
也
受
到
國
際
認

可
。
國
家
財
源
完
全
來
自
外
國
資
助
及
外
人
經
營
的
中
國
海
關
營
收
，
當
時
的
總
稅
務
司
是
英
國
人
安
格
聯
爵
士

︵Sir Francis A
glen

︶
，
也
稱
為
﹁
太
上
財
政
總
長
﹂
。
此
外
，
還
有
其
他
祕
密
提
供
政
客
與
將
領
的
外
國
資
金
，
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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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
資
金
還
往
往
有
附
帶
條
件
。
軟
弱
的
中
央
政
府
、
強
壯
的
地
方
派
系
、
聯
邦
主
義
的
新
思
維
，
正
好
讓
反
對
袁

世
凱
稱
帝
的
勢
力
獨
立
，
而
越
來
越
多
省
分
開
始
宣
布
自
治
。
同
時
，
害
怕
外
國
干
預
的
情
緒
到
處
瀰
漫
。
所
有

交
戰
的
黨
派
，
不
論
彼
此
如
何
結
盟
，
都
以
維
持
或
重
建
國
家
統
一
為
目
標
。
他
們
害
怕
分
裂
或
混
亂
的
中
國
會

使
外
強
干
涉
，
領
土
控
制
權
反
而
落
入
西
方
強
權
手
中
。

另
一
方
面
，
外
國
觀
察
者
把
這
一
切
當
成
鬧
劇
。
他
們
嘲
笑
﹁
軍
閥
﹂
如
何
逃
避
打
仗—

打
仗
可
能
流
失

軍
隊
，
而
沒
有
軍
隊
的
﹁
軍
閥
﹂
怎
麼
稱
得
上
軍
閥
。
一
個
在
華
北
工
作
的
美
國
醫
生
在
一
九
二
三
年
於
天
津
出

版
諷
刺
書
︽
兒
童
的
中
國
事
物
入
門
︾
︵C

hild’s Prim
er of T

hings C
hinese

︶
，
其
中
第
三
課
︿
內
戰
﹀
以
此
開

頭
：

各
位
孩
子
大
家
好
！

看
看
王
龍
星
和
胡
阿
茂
，

帶
著
千
個
阿
兵
哥
，

走
上
山
坡
又
下
來
！

詩
的
結
尾
說
他
們
在
﹁
在
山
谷
裡
野
餐
﹂
，
其
實
不
然
，
軍
閥
花
在
統
治
與
人
力
的
費
用
龐
大
，
而
且
不
斷
增

加
。
7

中
央
政
府
的
軍
人
保
衛
國
家
，
拿
取
中
國
海
關
的
營
收
和
日
本
的
現
金
；
地
方
的
士
兵
則
保
衛
自
己
，
搜
刮

伸
手
可
及
的
一
切
。
代
價
就
是
民
不
聊
生
的
社
會
與
普
遍
的
無
力
與
屈
辱
感
。
將
領
和
政
客
一
點
也
沒
有
救
中
國

的
模
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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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
的
勝
利
？
這
個
嘛
，
李
大
釗
給
了
自
己
的
提
問
一
個
簡
單
的
答
案
，
這
篇
文
章
穿
插
了
幾
個
還
沒
有
被
翻

譯
過
的
外
國
新
詞
，
其
中
提
到
許
多
中
文
還
沒
跟
上
的
新
發
展
與
新
思
想
，
他
寫
到
這
是
﹁
布
爾
什
維
克
主
義

︵B
olshevism

︶
的
勝
利
﹂
︵
譯
注
：B

olshevism

音
譯
為
﹁
布
爾
什
維
克
主
義
﹂
，
原
為
俄
文
﹁
多
數
派
﹂
之
意
，

指
列
寧
創
建
的
俄
國
無
產
階
級
政
黨
，
後
來
泛
指
蘇
聯
共
產
主
義
︶
。
德
國
人
推
翻
軍
國
主
義
，
如
同
俄
國
人
推
翻

沙
皇
。
這
是
世
界
歷
史
的
運
動
，
俄
國
革
命
是
秋
天
將
至
的
第
一
片
落
葉
。
這
篇
文
章
刊
登
在
︽
新
青
年
︾
，
︽
新

青
年
︾
很
快
便
成
為
引
領
激
進
思
想
的
先
驅
刊
物
。
李
大
釗
是
中
國
第
一
位
對
俄
國
十
月
革
命
表
態
支
持
的
思
想

家
，
他
也
支
持
中
國
實
施
布
爾
什
維
克
主
義
。
8

紅
色
的
旗
幟
也
將
在
其
他
地
方
飛
揚
。
李
大
釗
並
不
指
望
巴
黎
和

會
為
中
國
，
甚
至
為
世
界
帶
來
希
望
。

同
一
期
的
︽
新
青
年
︾
包
括
前
醫
學
院
學
生
周
樹
人
當
時
的
系
列
散
文
︿
隨
感
﹀
。
晚
清
興
起
西
式
教
育
機
構

與
海
外
留
學
，
周
樹
人
亦
躬
逢
其
盛
。
此
時
，
他
任
職
北
京
公
家
機
關
，
並
把
精
力
轉
向
政
治
，
以
文
學
表
達
政

治
理
念
。
他
稍
早
於
一
九
一
八
年
以
筆
名
﹁
魯
迅
﹂
發
表
的
第
一
篇
文
章
，
更
將
為
中
國
文
化
帶
來
革
命
。
他
在

︿
隨
感
錄
三
十
五
﹀
則
隱
晦
地
評
論
和
平
將
帶
來
的
機
會
。
自
從
共
和
體
制
成
立
，
他
寫
道
：
﹁
常
常
聽
人
說
到

﹃
保
存
國
粹
﹄
。
﹂
9

但
他
思
索
，
這
是
什
麼
意
思
？
我
們
又
為
何
會
是
如
此
一
團
糟
？
﹁
有
的
人
會
說
一
切
就
是
因

為
我
們
沒
能
保
存
國
粹
，
我
們
讓
自
己
門
戶
洞
開
﹂
︵
意
即
打
開
通
商
口
岸
︶
。
但
是
，
難
道
我
們
在
那
之
前
就
好

好
的
嗎
？
﹁
我
有
一
位
朋
友
說
得
好
：
﹃
若
要
我
們
保
存
國
粹
，
也
須
國
粹
能
保
存
我
們
。
﹄
﹂
周
樹
人
雖
然
未
以

﹁
魯
迅
﹂
之
名
舉
起
蘇
聯
共
產
主
義
的
紅
旗
，
但
他
安
靜
地
訂
下
了
革
命
的
時
程
表
，
他
也
沒
有
指
望
依
靠
威
爾
遜

保
衛
自
己
的
國
家
，
轉
而
嚴
格
地
自
我
檢
討
，
從
根
莖
與
枝
幹
分
析
中
國
文
化
。
﹁
無
論
國
粹
與
否
，
只
要
其
有
保

存
我
們
的
力
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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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
多
人
說
，
把
我
們
從
沉
悶
的
知
識
分
子
救
出
來
吧
！
當
時
既
然
有
受
到
︽
新
青
年
︾
與
新
興
領
袖
影
響
而

激
烈
覺
醒
與
啟
蒙
的
革
命
分
子
，
就
一
定
也
有
沉
浸
在
奢
侈
與
刺
激
享
樂
的
年
輕
學
生
。
我
們
須
承
認
危
機
，
但

無
須
讓
危
機
占
據
日
常
生
活
。
戰
爭
開
創
中
國
經
濟
暴
漲
，
造
就
社
會
與
經
濟
變
化
，
城
市
地
區
尤
其
明
顯
。
最

鮮
明
的
例
子
就
是
戰
爭
期
間
在
十
個
月
內
相
繼
開
幕
的
兩
大
百
貨
公
司
，
在
上
海
南
京
路
上
僅
相
隔
四
十
五
公

尺
。
古
典
裝
飾
的
先
施
百
貨
共
有
五
層
樓
，
內
有
電
梯
、
鐘
塔
和
空
中
花
園
，
其
同
時
是
百
貨
也
是
飯
店
。
一
九

一
七
年
十
月
開
幕
當
天
的
來
客
數
就
達
一
萬
人
次
。
10

先
施
百
貨
創
辦
人
馬
應
彪
出
生
廣
東
，
早
年
移
民
澳
洲
。
他

在
雪
梨
看
到
百
貨
公
司
，
驚
為
天
人
，
便
於
一
九○
○

年
在
香
港
成
立
自
己
的
百
貨
公
司
。
同
樣
是
由
澳
洲
華
僑

郭
氏
兄
弟
開
設
的
永
安
百
貨
，
在
一
九
一
八
年
九
月
六
日
開
幕
，
裝
飾
的
華
麗
與
商
品
的
豐
富
程
度
與
先
施
百
貨

不
相
上
下
，
而
且
人
潮
一
樣
眾
多
。
永
安
百
貨
開
幕
不
到
三
週
，
就
賣
出
了
一
半
庫
存
，
消
費
者
的
購
買
能
力
遠

遠
超
出
預
期
。
兩
家
百
貨
公
司
都
占
滿
了
上
海
報
紙
的
廣
告
版
面
，
廣
告
強
調
的
就
是
﹁
現
代
﹂
；
﹁
現
代
﹂
一
詞

往
往
就
是
西
方
的
代
名
詞
，
但
並
非
總
是
相
等
，
而
且
意
義
也
隨
時
變
化
。
這
兩
間
百
貨
是
娛
樂
和
展
示
的
場

所
，
它
們
販
賣
生
活
風
格
，
銷
售
新
青
年
的
新
生
活
。

南
京
路
新
開
幕
的
百
貨
公
司
幫
助
塑
造
了
這
個
新
市
場
，
但
其
實
這
個
新
市
場
早
已
成
形
。
總
統
徐
世
昌
身

上
穿
的
便
是
燕
尾
服
與
絲
綢
帽
。
中
國
的
男
男
女
女
都
改
變
了
服
裝
、
鞋
子
與
帽
子
，
改
變
了
舉
手
投
足
和
對
待

身
體
的
方
式
，
改
變
了
家
中
的
照
明
與
格
局
，
也
改
變
了
日
常
用
品
的
使
用
和
展
現
方
式
。
11

他
們
騎
腳
踏
車
、
聽

留
聲
機
、
學
習
彈
奏
外
國
樂
器
，
並
隨
著
不
同
風
格
的
音
樂
唱
歌
跳
舞
。
這
些
生
活
方
式
也
改
變
了
他
們
的
消
費

模
式
和
興
趣
。
以
中
國
的
城
市
來
看
，
這
些
改
變
隨
著
航
線
、
鐵
路
和
郵
政
路
線
向
內
陸
滲
透
。
來
自
外
國
的
英

美
菸
草
公
司
︵B

ritish A
m

erican Tobacco

︶
是
這
個
領
域
的
最
大
玩
家
，
但
其
他
類
型
的
公
司
︵
包
括
中
國
和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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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
也
都
跟
上
了
這
股
潮
流
。
他
們
也
和
英
美
菸
草
一
樣
雇
用
中
國
藝
術
家
，
演
化
出
一
種
新
潮
而
自
覺
的
視
覺

形
象
；
﹁
現
代
﹂
女
性
沒
有
纏
足
，
她
們
穿
著
流
行
服
飾
，
手
裡
拿
著
香
菸
。
全
國
的
行
銷
網
絡
把
這
樣
的
﹁
現

代
﹂
女
人
印
在
受
歡
迎
的
新
年
海
報
上
，
送
到
南
京
路
之
外
的
每
戶
人
家
。
12

這
個
新
的
消
費
世
界
將
成
為
戰
後
二

十
年
主
要
的
政
治
場
所
。
但
是
，
隨
著
戰
爭
時
期
的
經
濟
熱
潮
，
主
導
這
個
世
界
的
就
是
閃
閃
發
亮
的
上
海
商

店
、
飯
店
，
以
及
新
都
會
享
樂
代
表
與
銷
售
的
一
切
。
魯
迅
擔
心
中
國
的
文
化
與
﹁
國
粹
﹂
，
並
主
張
應
該
從
根
莖

到
枝
幹
重
新
檢
討
。
上
海
和
其
他
城
市
的
都
會
人
士
選
擇
不
同
路
線
，
透
過
﹁
摩
登
﹂
塑
造
中
國
文
化
，
就
連

﹁
摩
登
﹂
一
詞
也
是
外
來
的
。

當
然
，
無
論
是
窮
書
生
還
是
窮
光
蛋
，
仍
有
許
多
人
站
在
永
安
百
貨
外
面
探
頭
，
怯
於
入
內
。
即
使
如
此
，

﹁
西
化
﹂
的
都
會
菁
英
和
﹁
傳
統
﹂
大
眾
文
化
並
非
涇
渭
分
明
，
新
式
生
活
穩
定
地
擴
散
到
整
個
中
國
的
路
線
有
跡

可
循
。
極
其
貧
窮
的
棚
屋
與
富
有
家
庭
都
過
著
英
美
菸
草
公
司
刻
畫
的
絢
爛
新
生
活
，
兩
家
也
都
點
著
美
商
標
準

石
油
公
司
︵Standard O

il C
om

pany

︶
或
英
商
亞
細
亞
石
油
公
司
︵A

stiatic Petroleum

︶
製
造
的
燈
，
或
燒
著

國
外
進
口
的
煤
油
。
13

然
而
，
中
國
一
樣
不
能
倖
免
於
天
災
，
有
時
候
甚
至
可
謂
多
災
多
難
，
更
別
提
還
有
人
禍
，

中
國
鄉
村
或
城
市
邊
緣
的
生
活
確
實
可
能
相
當
艱
難
。
但
是
希
望
改
變
中
國
的
人
，
例
如
傳
教
士
和
激
進
人
士
，

談
到
中
國
的
問
題
總
是
誇
大
其
詞
。
一
八
九
九
年
一
位
知
名
的
傳
教
士
寫
道
：
﹁
無
論
走
到
哪
裡
，
景
色
永
遠
都
是

一
樣
：
貧
窮
、
貧
窮
、
貧
窮
，
更
貧
窮
。
﹂
14

以
此
亙
古
不
變
且
﹁
封
建
﹂
的
角
度
看
待
中
國
鄉
村
生
活
的
觀
點
，

仍
有
不
小
的
影
響
力
，
並
且
模
糊
了
都
會
地
區
的
活
力
與
鄉
村
生
活
的
真
實
面
貌
。

中
國
人
和
中
國
正
在
改
變
。
隨
著
二
十
世
紀
露
出
曙
光
，
他
們
截
然
不
同
的
生
活
消
費
模
式
與
社
會
人
際
關

係
成
為
中
國
特
色
。
當
然
，
無
論
在
任
何
地
方
、
任
何
國
家
或
任
何
時
間
，
我
們
都
能
找
到
﹁
改
變
﹂
。
許
多
改
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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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國
的
事
物
在
美
國
與
歐
洲
同
樣
造
成
影
響
，
然
而
中
國
的
﹁
改
變
﹂
之
所
以
獨
特
，
則
是
因
為
他
們
不
斷
嚴
格

地
區
別
﹁
中
國
的
﹂
與
﹁
外
國
的
﹂
。
中
國
給
人
的
樣
貌
與
感
受
和
二
十
或
三
十
年
前
大
為
不
同
，
而
這
樣
刻
意
區

別
的
緊
繃
習
慣
還
需
要
很
長
、
很
長
的
時
間
才
能
放
鬆
。
此
外
，
邁
向
新
中
國
的
道
路
，
似
乎
也
被
中
國
自
找
的

政
治
僵
局
牽
制
或
扭
曲
。
雖
然
清
朝
已
退
居
紫
禁
城
的
角
落
，
但
整
個
國
家
的
革
命
似
乎
只
進
行
了
一
半
。
一
九

一
八
年
，
學
生
高
舉
旗
幟
，
藉
由
攻
擊
普
魯
士
的
軍
國
主
義
反
對
中
國
的
軍
國
主
義
；
他
們
要
求
重
建
中
國
而
非

破
壞
中
國
，
他
們
還
要
求
中
國
擺
脫
帝
國
主
義
的
控
制—

而
這
又
是
另
一
個
大
問
題
。
北
京
的
外
國
士
兵
、
在

上
海
盛
大
慶
祝
勝
利
的
外
僑
，
他
們
都
是
中
國
的
戰
時
盟
友
，
但
他
們
依
然
是
中
國
的
問
題
，
無
論
戰
爭
期
間
或

是
此
刻
，
而
且
，
此
刻
的
和
平
使
問
題
更
形
鮮
明
。

當
多
方
觀
察
全
國
慶
祝
勝
利
的
報
導
時
，
便
會
看
見
更
多
中
國
人
將
諸
多
希
望
寄
託
在
勝
利
的
跡
象
，
也
會

看
見
實
踐
這
些
希
望
的
隱
晦
阻
礙
，
更
不
用
說
此
刻
還
有
各
形
各
色
入
駐
中
國
境
內
的
外
國
勢
力
。
15

一
八
四○

年

代
以
來
，
由
英
國
領
軍
的
歐
洲
列
強
透
過
條
約
站
穩
中
國
，
他
們
靠
著
武
力
或
武
力
威
脅
侵
占
了
諸
多
領
土
且
享

有
眾
多
特
權
。
中
國
的
主
權
重
挫
。
一
八
九○
年
代
，
日
本
也
加
入
列
強
；
一
九
一
八
年
之
前
，
美
國
絕
大
部
分

的
時
間
也
都
很
樂
意
在
﹁
瓜
分
中
國
﹂
的
行
列
分
一
杯
羹
。
大
把
土
地
被
遠
東
俄
羅
斯
瓜
分
，
曾
經
宣
示
效
忠
清

朝
的
國
家
也
轉
為
外
國
殖
民
地
，
例
如
印
度
支
那
。
英
國
和
德
國
掠
奪
香
港
和
青
島
，
日
本
取
得
臺
灣
。
日
、

英
、
法
以
﹁
租
借
﹂
之
名
，
占
領
廣
東
省
的
廣
州
灣
和
九
龍
，
以
及
滿
洲
的
大
連
。
中
國
東
北
領
土
，
也
在
之
後

被
日
本
和
俄
國
相
爭
；
一
九○

四
至○

五
年
，
日
本
大
敗
堅
強
的
對
手
，
這
場
較
勁
因
而
落
幕
。
不
受
外
國
控
制

的
領
土
，
就
被
列
強
稱
為
﹁
勢
力
範
圍
﹂
，
要
求
最
高
的
商
業
與
戰
略
利
益
。
簡
而
言
之
，
外
國
勢
力
要
求
率
先
得

到
任
何
可
能
的
利
益
，
礦
產
、
鐵
路
特
許
、
核
貸
、
建
立
汽
船
航
線
、
設
立
醫
院
或
學
校
等
等
，
任
何
事
、
每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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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

十
九
世
紀
，
歐
洲
等
國
的
殖
民
擴
張
是
全
球
現
象
，
而
中
國
是
少
數
依
舊
存
在
而
免
於
被
某
個
帝
國
完
全
鯨

吞
的
政
府
。
但
中
國
和
其
他
倖
存
的
國
家
一
樣
，
即
便
領
土
完
整
，
主
權
仍
舊
降
格
。
有
些
人
覺
得
這
種
﹁
半
﹂

或
﹁
次
﹂
殖
民
的
結
果
才
是
最
糟
糕
的
狀
態
。
資
深
反
清
革
命
者
孫
逸
仙
，
也
是
廣
州
政
府
的
領
袖
，
他
認
為
如

此
部
分
領
地
被
多
重
的
外
國
勢
力
瓜
分
控
制
，
其
實
比
完
全
失
去
獨
立
更
糟
糕—

眾
人
前
來
盡
是
為
了
掠
奪
，

無
人
付
出
。
殖
民
者
應
當
施
惠
，
但
沒
有
任
何
一
個
國
家
認
為
自
己
對
中
國
與
其
人
民
有
一
丁
點
責
任
。
這
不
是

殖
民
，
而
是
﹁
次
﹂
殖
民
，
等
級
更
為
低
下
。
16

分
析
者
與
歷
史
學
家
也
許
不
太
苟
同
孫
逸
仙
對
殖
民
強
權
是
否
善

盡
施
惠
義
務
的
質
疑
；
但
是
十
九
世
紀
末
的
帝
國
的
確
經
常
把
﹁
白
種
人
的
負
擔
﹂
︵W

hite M
an ’s B

urden

，
譯

注
：
出
自
英
國
詩
人
魯
德
亞
德
．
吉
卜
林
︹Joseph R

udyard K
ipling

︺
，
該
詞
的
解
讀
觀
點
之
一
為
白
人
統
治
其

他
國
家
，
同
時
也
須
推
動
發
展
，
故
為
負
擔
︶
這
種
說
法
放
在
心
上—

如
果
他
們
真
的
有
﹁
心
﹂
這
種
東
西
的

話
。
清
朝
有
為
官
員
和
後
來
的
共
和
體
制
眼
前
必
須
應
付
的
是
，
來
自
多
達
十
多
個
互
相
競
爭
或
排
斥
的
外
國
勢

力
。

實
際
上
，
這
意
味
著
中
國
扮
演
地
主
的
角
色
，
招
待
世
界
各
地
的
外
國
勢
力
住
進
城
鎮
，
沿
著
緬
甸
與
法
屬

印
度
支
那
的
鐵
路
與
航
線
，
直
到
快
速
發
展
的
東
北
滿
洲
省
分
。
所
以
在
一
九
一
七
年
三
月
十
六
日
前
後
，
走
進

港
口
都
市
天
津
東
北
大
門
的
中
國
人
，
會
先
後
通
過
日
本
、
法
國
、
英
國
與
德
國
的
租
界
。
跨
過
海
河
到
北
邊
河

岸
，
又
會
進
入
比
利
時
的
租
界
，
往
西
繼
續
漫
步
會
經
過
俄
國
，
然
後
是
義
大
利
，
最
後
進
入
奧
匈
帝
國
控
制
的

區
域
。
途
中
的
路
標
至
少
有
八
種
語
言
，
一
路
上
還
有
來
自
這
些
國
家
或
國
家
殖
民
地
的
警
察
︵
英
屬
印
度
的
錫

克
人
、
法
屬
印
度
支
那
的
安
南
人
︶
。
這
些
地
方
各
自
擁
有
不
同
的
法
律
和
規
定
，
與
﹁
本
地
人
﹂
來
往
也
有
不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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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化
，
有
些
文
化
甚
至
更
為
呆
板
、
制
式
或
粗
暴
，
總
之
應
有
盡
有
。
所
以
必
須
機
靈
點
。
若
是
想
要
坐
在
任
何

租
界
都
有
的
公
園
或
廣
場
休
息
一
下
︵
而
且
必
須
是
沒
有
規
定
禁
止
﹁
本
地
人
﹂
入
內
的
地
方
︶
，
還
會
看
到
各
國

設
立
的
牌
坊
，
紀
念
一
九○

○

年
清
朝
與
拳
民
圍
攻
時
，
因
此
喪
命
的
外
國
人
民
與
士
兵
。
那
些
牌
坊
用
來
紀
念

勝
利
，
也
紀
念
中
國
人
敗
在
他
們
手
上
。

不
同
的
租
界
也
有
各
自
別
出
心
裁
的
建
築
，
強
調
該
國
文
化
，
展
現
在
領
事
館
、
市
政
廳
、
教
堂
和
軍
營
等

地
。
並
非
所
有
地
區
都
會
盡
其
所
能
地
全
面
開
發
，
因
為
殖
民
主
義
卑
鄙
的
手
並
非
拿
到
能
取
得
的
就
滿
足
，
許

多
國
家
更
是
亟
欲
擴
張
。
就
連
天
津
這
條
險
惡
、
蜿
蜒
的
河
流
，
中
國
的
管
轄
權
也
受
到
損
害
；
各
國
為
此
聯
合

成
立
了
﹁
海
河
工
程
局
﹂
︵C

onservancy B
oard

︶
，
裁
決
關
於
這
條
河
的
管
理
與
改
善
。
這
些
外
國
租
界
在
不
同

時
期
建
立
，
僑
居
與
商
業
模
式
幾
乎
趕
不
上
政
治
現
實
的
變
化
；
一
座
華
北
的
城
市
，
可
能
這
裡
有
一
片
比
利
時

領
事
的
，
那
裡
有
一
點
英
國
的
，
還
有
一
點
法
國
的
，
整
個
世
界
就
濃
縮
盤
踞
在
海
河
岸
邊
。
中
國
過
去
當
然
有

先
例
，
清
楚
限
制
外
國
訪
客
暫
留
在
中
國
某
個
區
域
，
並
且
要
各
自
為
自
己
的
行
為
負
責
，
所
以
某
個
程
度
而
言

這
種
租
界
形
式
並
不
陌
生
。
但
是
，
此
刻
的
這
些
租
界
是
新
的
，
都
是
中
國
在
脅
迫
之
下
允
許
的
，
雖
然
中
國
名

義
上
維
持
領
土
所
有
權
︵
所
以
稱
為
﹁
租
﹂
︶
，
然
而
，
其
主
權
實
則
虛
假
。
無
論
條
約
的
用
字
或
精
神
為
何
，
外

國
和
外
僑
仍
舊
把
中
國
視
為
長
久
的
外
國
殖
民
地
。

沿
著
長
江
出
海
口
往
內
陸
九
百
六
十
五
公
里
的
漢
口
租
界
，
盤
踞
的
國
家
較
少
，
範
圍
較
小
，
但
河
岸
兩
旁

的
影
響
亦
同
。
有
些
城
市
只
有
一
個
租
界
，
例
如
鎮
江
或
九
江
；
有
些
出
租
給
兩
個
，
如
英
國
與
法
國
的
租
界
在

廣
州
沙
面
島
︵Sham

een

，
兩
國
刻
意
在
江
外
填
築
成
島
的
租
界
︶
比
鄰
。
南
方
福
建
省
廈
門
對
面
港
口
美
麗
的
鼓

浪
嶼
，
則
有
英
國
的
租
界
。
有
些
城
市
開
放
給
外
國
人
通
商
居
住
，
例
如
寧
波
和
福
州
，
雖
然
不
是
租
界
，
卻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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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正
式
的
外
僑
區
。
這
些
區
域
多
半
是
港
口
都
市
︵
最
大
的
例
外
是
俄
羅
斯
控
制
的
鐵
路
樞
紐
哈
爾
濱
︶
，
一
片
片

廣
大
的
飛
地
由
河
岸
和
海
岸
的
航
線
連
結
，
或
是
透
過
中
國
新
建
的
鐵
路
往
來
。
這
些
城
市
受
到
外
國
軍
隊
保

護
，
河
流
上
方
還
有
空
軍
巡
視
。
數
個
國
家
的
官
員
與
公
民
在
中
國
還
能
享
受
治
外
法
權
，
他
們
受
各
自
的
領
事

館
審
判
，
不
受
中
國
法
律
約
束
。
外
國
的
法
院
設
在
中
國
，
外
國
的
監
獄
建
在
中
國
，
外
國
人
偶
爾
還
會
被
自
己

領
事
館
的
警
察
處
決
。
治
外
法
權
還
有
兩
項
無
形
的
好
處
：
不
論
實
際
的
階
級
，
多
數
歐
美
人
在
許
多
中
國
人
眼

裡
身
上
都
有
碰
不
得
的
光
環
。
許
多
外
僑
與
遊
客
在
與
中
國
人
互
動
時
都
抱
著
同
一
種
想
法
：
殺
人
不
必
負
責
。

有
時
候
，
他
們
還
真
的
用
不
著
負
責
。
17

那
個
世
界
裡
的
設
施
每
天
都
有
報
章
雜
誌
報
導
。
英
文
報
紙
︵
美
國
或
英
國
︶
或
法
、
德
、
俄
、
日
文
的
報

紙
充
滿
了
廣
告
和
新
聞
，
關
於
銀
行
、
船
運
與
鐵
路
；
電
報
、
郵
政
及
保
險
；
領
事
館
、
法
院
、
議
會
和
交
易

所
。
那
個
世
界
的
消
費
文
化
走
在
尖
端
，
百
貨
公
司
的
傳
單
、
汽
車
仲
介
廣
告
、
電
影
院
節
目
單
、
餐
廳
和
飯
店

的
促
銷
等
等
，
一
覽
無
遺
。
那
兒
也
有
各
式
專
賣
店
，
如
摩
德
利
︵S. M

outrie

︶
和
羅
賓
森
︵R

obinsons

︶
販
賣

琴
譜
、
鋼
琴
、
留
聲
機
；
別
發
洋
行
︵K

elly &
 W

alsh
︶
和
伊
文
思
公
司
︵E

dw
ard Evans

︶
出
版
和
進
口
書
籍
；

文
丘
里
公
司
︵F. V
enturi

︶
進
口
高
級
酒
和
白
蘭
地
。
勝
利
當
週
的
︽
字
林
西
報
︾
上
還
可
以
看
到
更
多
證
據
：

點
心
店
和
烘
焙
妨
、
南
京
路
的
﹁
甜
食
城
堡
﹂
︵Sw

eetm
eat C

astle

︶
；
旅
行
社
宣
傳
豪
華
之
旅
︵
景
點
是
日
本
控

制
的
大
連
︶
；
小
型
廣
告
徵
求
園
藝
專
家
、
女
性
速
記
員
、
單
身
房
間
出
租
、
賣
車
、
賣
獵
槍
與
郵
票
等
。
最
近
開

幕
的
花
旗
總
會
︵A

m
erican C

lub

︶
舉
辦
社
交
活
動
，
並
在
南
京
路
的
總
部
召
開
工
商
會
議
；
扶
輪
社
︵R

otary 

C
lub

︶
正
在
籌
備
中
；
上
海
義
勇
隊
︵Shanghai V

olunteer C
orps

，
譯
注
：
一
八
五
三
年
為
抵
禦
太
平
軍
侵
入
，

英
、
美
領
事
召
集
外
國
僑
民
於
上
海
公
共
租
界
成
立
的
武
裝
軍
事
組
織
︶
的
美
國
分
隊
舉
行
年
度
夏
令
營
和
步
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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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
練
。
而
喪
葬
承
辦
業
者
手
頭
總
是
不
缺
義
大
利
的
大
理
石
和
蘇
格
蘭
的
花
崗
石
；
墓
園
、
教
堂
和
醫
院
也
總
是

忙
碌
。戰

爭
末
期
約
有
兩
萬
七
千
名
外
國
人
住
在
上
海
，
三
分
之
一
是
日
本
人
，
略
少
於
四
分
之
一
是
英
國
人
，
美

國
人
則
在
三
千
人
上
下
，
這
三
個
國
家
的
居
民
便
是
前
三
大
社
群
。
整
個
中
國
約
有
四
萬
名
外
國
人
，
住
在
四
十

八
個
﹁
通
商
口
岸
﹂
，
另
有
十
八
萬
名
俄
國
人
和
日
本
人
住
在
滿
洲
或
大
連
。
18

位
於
上
海
且
本
身
也
是
大
雇
主
的

工
部
局
︵International Settlem

ent C
ouncil

，
譯
注
：
一
八
五
四
年
上
海
公
共
租
界
內
自
行
組
成
的
最
高
行
政
機

構
，
主
管
治
安
、
納
稅
與
市
政
建
設
等
，
初
由
租
地
人
會
議
選
舉
董
事
組
成
董
事
會
，
一
八
六
九
年
擴
大
為
納
稅

人
會
議
選
舉
︶
，
在
固
定
施
行
的
普
查
紀
錄
中
可
見
八
十
個
職
業
領
域
，
包
括
精
算
師
、
建
築
師
、
拍
賣
員
；
牙

醫
、
潛
水
伕
、
布
商
；
攝
影
師
、
水
管
工
、
警
察
。
基
督
徒
的
教
堂
有
劍
橋
大
學
出
身
的
教
長
；
電
力
公
司
和
水

力
公
司
需
要
合
格
的
工
程
師
；
醫
院
需
要
專
業
的
護
理
師
和
醫
師
；
交
響
樂
團
需
要
指
揮
。
他
們
在
上
海
工
作
、

居
住
、
玩
樂
，
並
與
大
約
兩
百
萬
名
住
在
上
海
外
國
控
制
區
域
內
外
的
中
國
人
合
作
。

中
國
境
內
與
那
個
世
界
重
疊
的
是
之
前
割
讓
的
殖
民
地
，
也
是
正
式
納
入
外
國
帝
國
版
圖
的
地
區
。
最
古
老

也
最
古
怪
的
是
小
小
的
澳
門
，
由
葡
萄
牙
持
有
，
可
追
溯
至
一
五
五
七
年
︵
雖
然
中
國
從
頭
到
尾
堅
持
否
認
其
合

法
性
︶
。
葡
萄
牙
指
定
的
總
督
治
理
澳
門
，
包
括
半
島
和
兩
座
鄰
近
島
嶼
。
里
斯
本
國
會
選
出
一
位
議
員
管
理
澳
門

的
預
算
，
而
澳
門
最
高
法
院
則
設
在
葡
屬
印
度
的
果
阿
︵G

oa
︶
，
並
由
葡
萄
牙
從
印
度
或
非
洲
的
殖
民
地
派
兵
駐

守
。
澳
門
的
教
會
附
屬
於
果
阿
的
大
主
教
區
。
澳
門
是
個
睏
倦
的
自
由
港
口
，
一
九
二○

年
大
約
住
了
八
萬
五
千

人
，
十
分
之
九
是
中
國
人
。
但
是
澳
門
的
葡
萄
牙
人
︵
澳
門
人
︶
其
實
會
在
中
國
各
個
通
商
口
岸
工
作
，
特
別
集

中
於
某
些
職
業
類
別
，
如
印
刷
工
和
事
務
員
，
尤
其
是
銀
行
行
員
。
他
們
是
澳
門
的
梅
索
蒂
斯
︵m

estizo

，
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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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歐
洲
與
美
洲
的
混
血
︶
，
繼
承
葡
萄
牙
與
中
國
的
遺
產
，
發
展
出
獨
特
的
方
言
和
文
化
。
他
們
非
常
以
身
為
葡

萄
牙
人
為
榮
，
但
之
所
以
以
此
為
榮
其
實
多
半
因
為
他
們
和
葡
萄
牙
幾
乎
沒
有
直
接
關
係
。
城
市
的
核
心
地
區
南

灣
︵Praia G

rande

︶
沿
著
水
岸
長
達
二
．
四
公
里
，
十
七
世
紀
初
期
的
教
堂
遺
跡
占
據
天
際
線
，
恰
好
帶
出
殖
民

地
沉
滯
頹
圮
的
陳
舊
氛
圍
。
一
九
二○

年
的
旅
遊
指
南
描
述
澳
門
為
﹁
南
中
國
的
樂
園
﹂
，
距
離
香
港
約
三
個
小
時

的
航
程
。
19

對
許
多
後
來
的
居
民
而
言
，
澳
門
總
是
與
姦
淫
聯
想
，
還
有
合
法
賭
場
與
妓
院
。

一
九
一
八
年
，
澳
門
的
街
道
、
教
堂
、
夜
總
會
與
清
真
寺
，
連
續
三
天
慶
祝
大
戰
勝
利
。
澳
門
的
學
校
也
共

襄
盛
舉
，
踐
踏
並
燃
燒
德
國
國
旗
。
英
屬
香
港
的
天
主
教
大
教
堂
也
舉
辦
一
日
聚
會
、
禮
拜
和
晚
宴
慶
祝
勝
利
，

澳
門
的
葡
萄
牙
後
裔
三
天
前
就
擠
滿
大
教
堂
。
當
時
，
已
知
至
少
有
七
十
五
名
英
屬
香
港
居
民
參
戰
死
亡
，
超
過

六
百
人
參
戰
。
20

參
戰
者
來
自
香
港
各
行
各
業
，
並
受
香
港
政
府
治
理
，
有
些
也
來
自
剛
成
立
的
香
港
大
學
。
英
國

一
八
四
一
年
拿
下
香
港
這
塊
殖
民
地
，
一
八
九
八
年
，
憑
著
北
邊
的
租
界
大
幅
擴
張
領
土
︵
打
了
一
場
短
暫
但
兇

狠
的
仗
︶
。
到
了
一
九
二○

年
，
將
近
七
十
五
萬
香
港
人
住
在
半
島
北
端
的
沿
岸
城
市
維
多
利
亞
，
以
及
跨
過
港
灣

的
九
龍
郊
區
。
當
時
那
裡
只
有
大
約
四
千
五
百
名
英
國
人
。
旁
遮
普
地
區
︵Punjabi

，
譯
注
：
位
於
印
度
北
部
︶

的
錫
克
人
在
巡
捕
房
工
作
或
當
守
衛
。
帕
西
人
︵Parsee
，
譯
注
：
源
於
波
斯
的
民
族
，
後
來
立
足
於
印
度
，
信
仰

祆
教
︶
則
一
度
是
商
界
要
角
，
但
人
數
逐
漸
減
少
。
德
國
人
曾
經
擁
有
自
己
的
大
型
夜
總
會
，
而
且
就
像
帕
西

人
，
曾
在
一
八
九
一
年
盛
大
慶
祝
殖
民
地
五
十
周
年
，
一
九
一
四
年
十
月
之
後
便
被
拘
禁
或
遣
返
。
一
九
二○

年
，
當
地
約
有
一
千
五
百
名
日
本
人
和
五
百
名
美
國
人
；
葡
萄
牙
人
稍
微
多
於
兩
千
五
百
名
，
泰
半
住
在
油
麻
地

的
郊
區
。
雖
然
一
八
四○

年
代
香
港
的
對
外
貿
易
開
始
勝
過
澳
門
，
卻
一
直
不
如
上
海
，
儘
管
如
此
，
香
港
仍
是

重
要
的
貨
物
集
散
地
，
並
開
始
逐
漸
發
展
工
業
。
許
多
對
中
國
感
興
趣
的
英
國
人
都
以
香
港
作
為
離
岸
基
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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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
轄
殖
民
地
又
特
別
勢
利
，
英
國
菁
英
堅
守
精
細
的
社
會
階
級
，
把
房
屋
蓋
在
島
上
的
山
丘
，
而
且
英
國
人

口
快
速
翻
新
，
大
約
每
五
年
就
更
換
一
批
。
因
此
人
口
普
查
官
約
翰
．
洛
伊
︵John Lloyd

︶
認
為
，
管
理
香
港
市

政
的
香
港
幹
部
︵H

ong K
ong C

adets

︶
毫
無
﹁
公
共
精
神
﹂
可
言
。
21

總
督
抵
達
和
離
開
的
儀
式
就
辦
在
皇
后
碼

頭
，
他
們
在
象
徵
大
英
帝
國
的
維
多
利
亞
女
王
肖
像
附
近
登
陸
，
這
座
肖
像
和
南
非
金
百
利
與
加
拿
大
多
倫
多
的

肖
像
相
同
。
香
港
總
會
︵H

ong K
ong C

lub

︶
、
匯
豐
銀
行
總
行
大
廈
、
冷
清
的
板
球
場
與
皇
家
海
軍
造
船
廠
就
在

附
近
。
殖
民
地
的
官
員
相
當
缺
乏
幽
默
感
，
竟
然
立
了
十
九
世
紀
最
重
要
的
銀
行
家
，
昃
臣
爵
士
︵Sir T

hom
as 

Jackson

，
譯
注
：
一
八
六
六
年
任
職
於
香
港
的
匯
豐
銀
行
，
為
匯
豐
銀
行
奠
定
繁
榮
的
基
礎
︶
的
銅
像
，
但
此
舉

也
預
告
了
匯
豐
銀
行
將
在
中
國
成
長
茁
壯
。
肖
像
揭
幕
之
時
，
銀
行
的
旗
幟
和
殖
民
地
的
旗
幟
並
排
飛
揚
。
一
九

一
八
年
十
一
月
十
三
日
，
香
港
慶
祝
勝
利
時
，
維
多
利
亞
女
王
和
昃
臣
爵
士
被
成
排
的
燈
籠
照
亮
，
當
地
的
歐
洲

人
在
甲
板
行
進
，
身
穿
化
妝
舞
會
的
服
裝
，
﹁
儘
管
端
莊
，
但
完
全
放
縱
﹂
，
一
旁
圍
觀
此
景
的
則
是
角
色
完
全
相

反
的
中
國
人
，
人
人
無
不
﹁
目
瞪
口
呆
﹂
。
22

一
九
一
八
年
十
一
月
，
即
使
較
偏
遠
且
並
非
外
國
租
界
或
無
外
國
社
區
之
地
，
也
有
慶
祝
大
會
與
搖
旗
的
學

童
。
在
安
慶
，
群
眾
擠
滿
軍
事
指
揮
所
，
聆
聽
安
徽
省
的
官
員
演
講
，
四
名
外
國
人
也
輪
番
上
臺
代
表
自
己
的
國

家
，
並
向
臺
下
觀
眾
強
調
外
來
的
國
家
多
麼
深
入
中
國
，
不
僅
僅
只
是
港
口
城
市
的
飛
地
。
首
先
代
表
日
本
的
是

領
事
加
藤
外
松
，
但
是
代
表
法
國
的
卻
是
耶
穌
會
的
傳
教
士
努
里
神
父
︵Father Jean N

oury

︶
，
代
表
英
國
的
則

是
來
自
安
慶
北
方
一
百
一
十
公
里
的
四
川
中
國
內
地
會
︵C

h
in

a In
lan

d
 M

ission

︶
的
羅
伯
．
楊
︵R

obert 

Young

︶
；
美
國
則
是
兩
年
前
來
到
安
慶
美
國
基
督
教
聖
公
會
︵Protestant E

piscopal C
hurch of A

m
erica

︶
工
作

的
約
翰
．
史
萊
克
︵John K

night Shryock

︶
。
在
中
國
，
許
多
代
表
中
華
民
國
疆
界
之
外
地
區
的
不
是
外
交
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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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是
傳
教
士
。
整
體
來
說
，
有
優
點
也
有
缺
點
。

當
時
，
中
國
的
一
千
七
百○

四
個
縣
，
幾
乎
每
個
縣
都
有
傳
教
士
或
特
派
團
。
23

他
們
來
自
歐
洲
各
地
和
北

美
，
代
表
五
花
八
門
的
教
派
。
大
型
的
國
家
教
會
有
自
己
的
分
支
，
例
如
英
國
國
教
的
英
國
海
外
傳
道
會

︵C
hurch M

issionary Society

︶
，
但
也
有
專
門
的
教
會
組
織
，
例
如
中
國
內
地
會
。
透
過
個
別
布
道
者
或
各
地
分

會
，
海
外
的
傳
教
團
體
便
能
和
中
國
緊
密
相
連
。
例
如
，
挪
威
人
的
鄉
村
生
活
便
包
含
了
前
往
中
國
傳
教
；
美
國

中
西
部
城
鎮
和
英
格
蘭
偏
鄉
也
會
固
定
報
導
中
國
的
傳
教
新
聞
。
24

天
主
教
在
中
國
發
展
穩
固
，
在
陝
西
省
、
上
海

皆
有
大
批
追
隨
者
。
法
國
的
教
友
也
經
常
關
心
中
國
的
孤
兒
。
25

教
派
之
間
雖
有
時
會
互
相
爭
取
信
徒
，
但
一
九
一

八
年
大
致
已
經
確
立
，
各
自
在
劃
定
的
範
圍
內
活
動
。
安
徽
省
有
九
個
基
督
教
教
會
，
約
有
一
百
五
十
名
外
國
員

工
。
只
有
中
國
內
地
會
和
美
國
基
督
教
聖
公
會
在
安
慶
設
立
分
部
。
中
國
內
地
會
於
一
八
六
九
年
成
立
，
並
在
一

八
九
四
年
成
立
一
間
辦
給
初
來
者
的
語
言
學
校
。
到
了
一
九
一
八
年
，
安
慶
已
有
一
座
天
主
教
大
教
堂
、
一
間
教

堂
、
兩
間
學
校
和
一
間
醫
院
，
還
有
六
個
鄉
村
的
﹁
外
站
﹂
。
兩
個
組
織
的
成
員
通
常
互
不
往
來
，
也
不
會
與
天
主

教
徒
打
交
道
。
26

只
有
三
個
基
督
教
的
教
會
信
徒
超
過
一
千
人
，
一
九
一
七
年
，
三
個
組
織
的
信
徒
一
共
約
有
六
千

人
，
相
當
於
當
時
天
主
教
徒
的
十
倍
。
該
省
一
九
一○
年
的
總
人
口
則
是
一
千
七
百
萬
人
。
27

這
個
數
字
怎
麼
看
都

有
點
微
不
足
道
，
頗
為
失
敗
。

傳
教
任
務
對
於
文
化
和
智
識
的
影
響
，
遠
遠
超
過
實
際
看
得
見
的
成
果
，
至
少
一
本
一
九
二
二
年
年
度
總
結

的
傳
教
報
告
如
此
寫
道
。
這
本
報
告
的
書
名
輕
率
露
骨
，
帶
有
征
服
意
味
：
︽
基
督
宗
教
占
領
中
國
︾
︵T

he 

C
hristian O

ccupation of C
hina

︶
，
這
是
為
當
年
在
上
海
十
年
一
度
的
中
國
傳
教
會
議
撰
寫
的
書
籍
。
傳
教
在
三
個

領
域
對
中
國
有
實
質
的
影
響
。
第
一
，
傳
教
為
外
國
文
化
、
科
學
、
哲
學
知
識
傳
入
中
國
的
重
要
媒
介
。
第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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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
信
基
督
教
的
信
徒
形
成
的
社
群
，
在
某
些
地
方
影
響
深
遠
，
例
如
福
州
，
其
與
當
地
的
鄉
村
或
城
市
的
仕
紳
地

位
相
當
，
甚
至
超
越
。
28

第
三
，
傳
教
士
在
教
育
與
醫
學
，
甚
至
越
來
越
多
的
社
會
活
動
，
皆
有
各
自
的
影
響
力
。

很
多
人
刻
意
進
入
傳
教
士
學
校
，
因
為
以
英
語
教
學
，
並
教
授
西
式
數
學
，
都
是
在
港
口
城
市
工
作
重
要
的
技

能
。
為
滿
足
世
俗
目
的
的
學
生
與
以
傳
播
福
音
為
教
學
目
的
的
職
員
，
兩
者
逐
漸
因
為
傳
教
士
以
宗
教
為
主
的
教

育
內
容
而
產
生
衝
突
。
同
時
，
社
會
福
音
運
動
的
想
法
成
長
，
教
育
專
業
化
，
因
此
越
來
越
多
外
國
傳
教
士
心
中

更
牽
掛
世
俗
。
某
些
組
織
成
為
社
會
福
利
的
重
要
團
體
，
例
如
基
督
教
青
年
會
；
甚
至
也
有
組
織
低
調
地
進
行
政

治
討
論
與
行
動
。
傳
教
意
想
不
到
地
將
在
未
來
證
實
其
影
響
力
。

所
以
，
當
一
個
初
抵
中
國
的
人
，
當
他
從
載
著
遊
客
的
郵
輪
踏
上
碼
頭
時
，
眼
前
景
象
就
如
同
帝
國
領
地
。

如
果
取
道
鐵
路
橫
越
歐
洲
往
東
，
或
從
舊
金
山
穿
過
太
平
洋
，
或
從
澳
洲
往
北
，
眼
前
的
上
海
看
起
來
就
是
帝
國

的
另
一
個
殖
民
地
，
也
是
通
往
中
國
廣
大
殖
民
權
力
結
構
的
大
門
。
孫
逸
仙
的
分
析
認
為
﹁
不
是
殖
民
﹂
對
中
國

來
說
，
反
而
正
是
問
題
，
多
方
殖
民
統
治
者
，
也
是
國
民
黨
必
須
處
理
、
面
對
、
反
對
，
甚
至
對
抗
的
現
實
。
但

是
，
外
強
的
結
盟
不
容
易
長
久
維
持
，
可
能
互
相
挑
撥
，
所
以
這
也
是
中
國
的
機
會
。
然
而
，
把
在
中
國
的
外
國

勢
力
當
成
殖
民
還
有
另
一
個
問
題
：
預
設
上
千
名
外
國
居
民
的
內
心
與
行
為
都
是
殖
民
者
，
然
而
絕
大
多
數
並
不

是
，
至
少
並
不
如
同
我
們
的
直
覺
想
像
。
他
們
並
不
是
前
來
為
國
效
力
，
也
沒
有
想
要
推
行
帝
國
主
義
。
嘴
巴

上
，
他
們
可
能
宣
稱
兩
者
都
是
，
實
際
上
，
他
們
只
是
移
居
或
旅
居
，
穿
越
海
洋
，
橫
跨
大
陸
，
千
里
迢
迢
來
到

這
裡
工
作
或
尋
求
機
會
。
一
個
男
人
離
開
加
拿
大
到
中
國
的
保
險
公
司
工
作
，
並
非
為
了
擴
張
帝
國
；
一
個
英
國

女
人
來
上
海
的
醫
院
工
作
不
是
為
了
殖
民
這
座
城
市
；
在
山
東
開
店
的
日
本
商
人
也
不
是
。
來
自
羅
德
島
的
李
度

︵Lester K
nox Little

，
譯
注
：
美
國
籍
，
一
九
四
三
至
一
九
五○

年
任
海
關
總
稅
務
司
︶
進
入
中
國
海
關
，
還
有
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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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
上
海
︽
中
國
報
︾
︵C

hina Press

︶
的
托
瑪
斯
．
密
勒
︵T

hom
as M

illard

︶
，
也
都
不
是
為
了
幫
助
美
國
控
制
中

國
。
反
之
，
我
們
必
須
記
得
，
他
們
的
主
要
目
的
是
個
人
發
展
，
而
非
背
後
那
股
由
殖
民
力
量
確
實
且
蠻
橫
地
塑

造
出
充
滿
機
會
的
世
界
。
29

他
們
每
個
人
的
行
為
都
是
獨
自
選
擇
的
。

當
然
，
這
並
不
表
示
絕
大
多
數
外
僑
的
世
界
觀
不
受
帝
國
或
帝
國
主
義
影
響
，
也
不
受
十
九
世
紀
末
期
由

﹁
科
學
﹂
理
論
興
起
、
護
航
並
普
及
的
種
族
歧
視
影
響
。
在
中
國
的
外
僑
，
他
們
的
想
法
和
行
為
，
他
們
對
種
族
與

種
族
關
係
的
觀
點
，
在
當
時
可
謂
司
空
見
慣
。
他
們
是
一
般
的
男
人
女
人
，
因
此
他
們
也
是
一
般
的
種
族
主
義

者
。
他
們
懷
有
令
人
不
快
的
觀
點
且
輕
易
彰
顯
，
但
他
們
並
不
特
別
，
他
們
對
待
生
活
和
工
作
遇
見
的
中
國
人
的

方
式
也
是
。
而
且
，
拜
條
約
、
協
議
與
殘
忍
的
軍
事
力
量
所
賜
，
他
們
在
當
地
︵
如
上
海
、
天
津
、
漢
口
等
城
市
︶

已
經
握
有
權
力
，
自
然
希
望
一
直
保
有
權
力
。
一
九
一
八
年
的
遊
行
隊
伍
中
，
有
些
人
剛
到
亞
洲
，
有
些
在
中
國

已
經
是
第
三
代
。
無
論
待
了
多
久
，
對
這
些
人
而
言
，
脫
去
帝
國
主
義
的
盔
甲
決
計
無
法
想
像
，
就
像
是
少
了
殼

的
烏
龜
。
在
中
國
的
外
僑
堅
信
一
旦
卸
下
防
備
會
發
生
什
麼
事
：
他
們
稱
為
﹁
拳
民
主
義
﹂
︵B

oxerism

︶
。
一
九

○
○

年
拳
民
起
義
造
成
上
百
名
外
國
男
女
老
幼
被
殺
，
上
千
名
華
人
基
督
徒
殉
難
。
中
國
民
族
主
義
在
外
僑
心
中

留
下
永
久
的
陰
影
；
在
外
僑
眼
中
，
這
代
表
的
僅
是
殺
戮
的
仇
外
情
結
。
這
些
外
僑
認
為
所
有
外
國
人
的
﹁
弱
點
﹂

︵
他
們
很
快
便
針
對
弱
項
護
衛
︶
，
都
直
接
或
間
接
地
鼓
勵
潛
藏
在
中
國
人
心
中
﹁
狂
熱
﹂
的
拳
匪
。

雖
然
清
朝
打
的
仗
大
多
都
輸
了
，
但
當
時
朝
廷
對
列
強
的
開
放
並
不
如
後
來
政
治
分
析
宣
稱
的
誇
張
與
持

久
。
反
對
和
批
評
滿
族
的
人
經
常
指
出
清
朝
的
衰
弱
，
並
無
能
魯
莽
地
將
中
國
置
於
險
處
；
如
果
當
時
人
民
能
確

實
看
見
外
國
勢
力
受
限
的
客
觀
事
實
，
民
心
便
得
以
安
撫
，
激
動
的
民
族
主
義
也
就
不
會
如
此
高
漲
。
或
多
或
少

地
，
清
朝
能
有
效
控
管
那
些
不
受
歡
迎
的
客
人
，
穩
住
中
國
社
會
與
經
濟
，
足
以
證
明
其
韌
性
與
適
應
能
力
。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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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沒
被
撲
滅
。
中
國
活
了
下
來
。
十
九
世
紀
清
朝
最
大
的
問
題
是
太
平
天
國
之
亂
︵
一
八
五○

至
六
四
年
︶
，
雖
然

有
人
認
為
一
八
三
九
年
後
的
外
國
勢
力
助
長
太
平
天
國
之
亂
，
但
那
是
一
場
內
亂
。
30

大
清
帝
國
與
共
和
體
制
的
民

族
占
據
疆
界
內
多
數
土
地
，
他
們
多
半
逐
漸
謹
慎
地
接
受
不
斷
深
入
自
家
的
世
界
帝
國
。
從
個
人
層
面
，
可
以
看

到
人
們
逐
漸
適
應
外
國
文
化
與
外
國
貨
物
。
拳
民
起
義
是
極
大
例
外
，
並
非
常
態
。
然
而
，
如
果
沒
人
相
信
這
個

論
點
，
如
果
這
個
論
點
僅
會
造
成
政
治
不
便
又
無
法
迎
合
時
代
，
那
麼
，
審
慎
的
評
估
也
就
沒
有
任
何
分
量
。
雖

然
外
強
受
到
包
圍
與
牽
制
，
但
對
許
多
人
而
言
，
外
強
仍
是
中
國
的
核
心
問
題—

而
且
是
中
國
未
結
束
的
政
體

革
命
，
以
及
心
理
革
命
。

一
九
一
八
年
初
，
這
樣
的
弔
詭
在
上
海
以
血
腥
的
方
式
呈
現
。
七
月
十
九
日
晚
上
，
虹
口
北
區
的
上
海
公
共

租
界
街
上
，
離
一
臺
人
力
車
不
遠
處
，
中
國
人
和
日
本
人
鬥
毆
︵
同
一
個
地
點
在
四
個
月
後
則
正
慶
祝
戰
勝
︶
。
三

天
前
，
日
籍
水
手
和
中
籍
店
員
的
爭
執
延
燒
成
致
命
的
種
族
衝
突
：
日
本
居
民
組
成
團
體
，
攻
擊
華
捕
與
百
姓
。

當
地
巡
捕
那
時
便
害
怕
進
一
步
的
攻
擊
，
果
然
，
就
在
七
月
十
九
日
悶
熱
的
星
期
五
夜
晚
，
數
群
日
本
男
子
在
附

近
的
街
上
攻
擊
巡
捕
。
最
後
造
成
數
人
受
傷
，
兩
名
旁
觀
的
日
本
人
、
一
名
布
商
與
一
名
非
值
勤
的
巡
捕
中
槍
身

亡
。
事
後
調
查
歸
咎
中
日
之
間
互
相
憎
惡
的
情
結
而
引
爆
該
起
事
件
。
31

日
本
於
一
九
一
五
年
提
出
︽
二
十
一

條
︾
，
共
和
體
制
的
人
民
將
箭
靶
轉
向
東
方
的
鄰
居
。
在
快
速
變
遷
的
現
實
中
，
外
交
要
求
成
為
導
火
線
。
日
本
在

上
海
的
人
口
穩
定
成
長
，
一
九
一○

至
一
五
年
間
甚
至
翻
倍
。
戰
爭
期
間
租
界
和
居
留
區
的
歐
洲
人
出
征
，
日
本

外
交
官
很
樂
意
填
滿
他
們
留
下
的
警
務
職
缺
。
一
九
一
四
和
一
八
年
，
日
本
人
在
上
海
的
貿
易
分
紅
也
雙
倍
成

長
。
海
關
稅
務
統
計
資
料
顯
示
，
戰
爭
開
始
後
，
居
留
中
國
的
日
本
人
數
量
也
同
樣
增
加
，
若
是
拉
大
時
間
脈
絡

來
看
，
一
九○

三
年
以
來
日
本
居
民
與
公
司
成
長
了
約
二
十
倍
。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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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九
一
八
年
十
一
月
，
如
夢
似
幻
的
勝
利
裡
面
暗
藏
的
潰
瘍
不
光
潛
藏
在
歐
洲
人
間
的
強
硬
與
怨
恨
，
另
一

方
面
，
歐
洲
各
國
亦
不
斷
受
到
日
本
帝
國
主
義
的
入
侵
與
挑
戰
。
一
九○

四
至○

五
年
，
日
本
擊
敗
俄
國
取
得
中

國
東
北
滿
洲
各
省
，
一
九
一
四
年
又
進
攻
德
國
在
山
東
的
領
土
。
英
國
報
導
指
出
，
一
九
一
八
年
上
海
鬥
毆
事
件

的
巡
捕
來
自
山
東
，
對
日
本
侵
犯
山
東
特
別
敏
感
，
拒
絕
在
日
本
居
留
區
的
街
上
妥
協
。
但
這
不
只
是
山
東
問

題
。
許
多
觀
察
者
最
擔
心
的
是
日
本
外
交
官
似
乎
約
束
不
了
自
家
國
人
，
暴
動
之
後
，
他
們
更
是
回
以
激
烈
偏
袒

的
要
求
，
要
求
居
留
區
的
巡
捕
隊
增
派
更
多
日
本
人
，
甚
至
要
求
更
多
居
留
區
的
正
式
治
理
權
。
也
許
，
他
們
想

要
的
是
上
海
地
區
的
獨
立
殖
民
地
。
﹁
虹
口
之
亂
﹂
算
不
上
上
海
第
一
次
暴
動
，
但
卻
是
首
次
由
外
國
社
群
刻
意
發

動
的
紛
亂
。
七
月
十
九
日
晚
上
，
有
人
聽
見
其
中
一
個
團
體
的
人
說
：
﹁
找
上
中
國
人
就
對
了
，
不
需
要
找
什
麼
理

由
﹂
，
那
個
團
體
也
曾
涉
入
殖
民
地
攻
擊
事
件
。
33

巡
捕
因
為
中
國
人
的
身
分
遭
受
攻
擊
，
但
他
們
同
時
受
雇
於
英

國
治
理
的
公
共
租
界
。
日
本
不
只
透
過
外
交
官
，
也
透
過
日
籍
居
民
，
在
中
國
擴
張
權
力
。
共
和
體
制
的
土
地
上

其
實
早
有
此
現
象
，
但
是
此
刻
，
中
國
境
內
其
他
國
家
的
勢
力
範
圍
也
開
始
出
現
此
現
象
，
而
且
日
後
更
甚
。

七
月
暴
動
的
法
律
爭
議
還
未
落
幕
，
日
本
與
中
國
新
一
輪
的
衝
突
又
橫
掃
上
海
，
而
且
橫
掃
全
中
國
。
這
起

衝
突
源
自
巴
黎
，
而
非
中
國
，
儘
管
一
九
一
八
年
十
一
月
整
個
國
家
街
上
的
樂
觀
主
義
也
是
關
鍵
因
素
之
一
。
威

爾
遜
親
自
前
往
巴
黎
參
與
會
議
，
這
場
會
議
將
會
依
據
中
國
大
街
與
講
臺
上
的
訴
求
，
擬
定
和
平
條
約
與
世
界
秩

序
。
中
國
也
派
了
龐
大
的
代
表
團
。
他
們
帶
了
包
羅
萬
象
的
討
論
議
題
：
他
們
希
望
﹁
重
議
﹂
的
問
題
包
括
放
棄

勢
力
範
圍
、
撤
除
外
駐
軍
隊
、
廢
除
治
外
法
權
、
歸
還
租
界
。
這
些
議
題
與
凡
爾
賽
將
討
論
的
主
題
無
關
，
但
在

巴
黎
、
在
各
家
各
戶
裡
、
在
全
世
界
的
中
國
人
眼
中
，
都
相
信
威
爾
遜
的
十
四
點
原
則
。
從
美
國
官
員
和
外
交
大

使
給
予
的
同
情
來
看
，
他
們
也
相
信
會
議
將
會
歸
還
德
國
在
中
國
的
領
土—
而
且
，
巴
黎
和
會
可
以
決
定
這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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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
題
。
34

中
國
代
表
團
的
成
員
都
是
國
內
天
資
聰
穎
、
能
言
善
道
之
人
，
是
回
應
國
家
挑
戰
的
中
國
新
世
代
。
當
時
的

外
交
總
長
陸
徵
祥
︵Lou Tseng-Tsiang

︶
生
於
上
海
，
畢
業
於
同
文
館
；
即
從
前
的
﹁
翻
譯
學
院
﹂
，
創
立
於
一
八

六
二
年
，
培
養
嫻
熟
外
國
知
識
與
語
言
的
菁
英
。
一
八
九
二
年
，
陸
徵
祥
在
俄
國
任
職
，
開
始
當
時
尚
未
成
熟
的

外
交
事
務
，
並
赴
海
牙
與
多
處
談
判
，
與
比
利
時
將
軍
的
女
兒
結
婚
，
也
曾
任
中
國
駐
荷
蘭
公
使
。
國
民
黨
則
派

出
王
正
廷
︵C

. T. W
ang

︶
出
任
代
表
團
，
他
和
陸
徵
祥
一
樣
出
生
基
督
教
家
庭
，
曾
於
日
本
、
美
國
密
西
根
大
學

與
耶
魯
大
學
留
學
。
一
九
一
一
年
革
命
爆
發
後
，
他
便
投
入
國
家
政
治
事
務
，
在
中
國
基
督
教
青
年
會
頗
具
影
響

力
，
並
於
一
九
一
一
年
出
任
總
幹
事
。
代
表
團
最
受
注
目
的
，
莫
過
於
最
年
輕
且
曾
於
哥
倫
比
亞
大
學
留
學
的
顧

維
鈞
博
士
，
人
稱
V
．
K
．
威
靈
頓
顧
︵V
. K

. W
ellington K

oo

，
以
威
靈
頓
公
爵
命
名
。
譯
注
：
第
一
代
威
靈

頓
公
爵
，
一
七
六
九
至
一
八
五
二
年
，
英
國
陸
軍
元
帥
，
曾
於
一
八
一
五
年
滑
鐵
盧
戰
役
擊
敗
拿
破
崙
，
並
兩
次

出
任
英
國
首
相
︶
，
顧
維
鈞
的
博
士
論
文
正
是
探
討
﹁
中
國
境
內
的
外
國
人
現
況
﹂
，
並
明
白
表
示
改
變
現
況
的
野

心
。
進
入
外
交
部
後
，
他
很
快
就
升
任
大
使
，
首
先
到
墨
西
哥
，
一
九
一
五
年
又
到
美
國
。
他
一
開
口
，
風
采
翩

翩
，
辯
才
無
礙
。
中
國
並
非
首
次
參
與
國
際
會
議
，
一
九○

七
年
，
陸
徵
祥
曾
代
表
中
國
參
加
海
牙
和
平
會
議
，

但
這
次
會
議
等
級
完
全
不
同
。
中
國
的
代
表
團
當
然
能
夠
勝
任
，
但
是
他
們
參
加
會
議
的
目
的
和
英
國
、
法
國
、

美
國
是
否
相
同
就
很
難
說
，
當
然
，
和
日
本
的
目
的
更
是
完
全
不
同
。

雖
然
中
國
代
表
支
持
日
本
的
提
議
，
在
受
到
英
美
阻
撓
的
國
際
聯
盟
提
案
加
入
種
族
平
等
，
但
中
日
雙
方
代

表
於
山
東
的
利
益
互
相
衝
突
。
中
國
要
求
歸
還
目
前
被
日
本
占
領
的
地
區
；
日
本
則
以
參
戰
之
名
要
求
分
紅
。
一

九
一
八
年
九
月
二
十
八
日
，
被
軍
閥
控
制
的
徐
世
昌
政
府
在
北
京
已
經
祕
密
承
認
日
本
軍
隊
進
駐
山
東
，
以
交
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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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本
的
資
助
，
然
而
，
中
國
代
表
渾
然
不
知
，
甚
至
當
時
的
外
交
總
長
陸
徵
祥
也
毫
不
知
情
。
顧
維
鈞
在
會
議
舌

戰
群
儒
，
以
外
交
慣
例
為
根
據
，
加
以
主
張
山
東
乃
﹁
文
明
之
搖
籃
，
中
華
文
化
之
聖
地
﹂
，
一
切
卻
無
用
武
之

地
。
中
國
在
那
次
會
議
毫
無
立
場
，
原
以
為
自
己
能
夠
分
享
協
約
國
的
勝
利
光
環
，
到
了
距
離
德
國
一
九
一
四
年

進
軍
範
圍
僅
四
十
八
公
里
之
處
，
竟
不
比
在
外
國
租
界
更
有
說
服
力
。

一
九
一
九
年
四
月
，
協
約
國
的
主
要
四
國
再
次
討
論
山
東
問
題
，
然
而
﹁
四
國
會
議
﹂
只
剩
三
國
，
因
為
義

大
利
退
出
會
議
，
會
議
面
臨
取
消
危
機
。
當
時
健
康
狀
況
已
經
亮
紅
燈
的
威
爾
遜
，
害
怕
一
切
努
力
付
諸
流
水
，

這
不
僅
危
急
國
際
聯
盟
成
立
的
計
畫
，
戰
爭
恐
怕
可
能
因
此
再
度
爆
發
。
日
本
不
滿
大
會
拒
絕
種
族
平
等
的
提

議
，
對
山
東
問
題
不
肯
退
讓
；
英
國
與
法
國
則
因
為
一
九
一
七
年
曾
經
承
諾
支
持
日
本
，
交
換
日
本
在
地
中
海
的

海
軍
支
援
，
所
以
對
日
本
妥
協
。
英
國
總
理
勞
合
喬
治
︵D

avid Lloyd G
eorge

︶
也
證
實
，
英
國
在
戰
時
﹁
面
臨

龐
大
壓
力
﹂
，
﹁
急
需
日
本
幫
助
﹂
。
威
爾
遜
最
終
被
說
服
接
受
日
本
的
主
張
，
雖
然
他
也
感
到
痛
苦
，
他
曾
有
自
信

能
將
德
國
在
中
國
的
權
利
回
歸
中
國
，
最
後
卻
沒
能
守
住
。
雖
然
沒
有
寫
在
條
約
中
，
但
日
本
代
表
主
張
這
是
他

們
的
輿
論
能
夠
接
受
的
，
畢
竟
他
們
從
戰
爭
一
開
始
就
對
德
宣
戰
，
他
們
的
犧
牲
需
要
回
報
。
根
據
報
導
，
如
此

妥
協
保
住
了
威
爾
遜
所
謂
的
﹁
公
平
待
遇
﹂
、
﹁
從
骯
髒
的
過
去
挖
出
最
好
的
東
西
﹂
。
多
數
美
國
代
表
大
為
震
驚
，

但
威
爾
遜
的
首
席
顧
問
愛
德
華
．
豪
斯
︵E

dw
ard H

ouse
︶
向
威
爾
遜
保
證
﹁
比
起
我
們
與
許
多
西
方
列
強
感
興

趣
的
協
定
，
其
實
這
個
也
不
算
更
糟
糕
。
﹂
先
把
國
際
聯
盟
建
立
起
來
，
面
對
日
本
則
維
持
一
致
的
支
持
，
然
後
讓

國
際
聯
盟
解
決
殖
民
議
題
。
然
而
，
威
爾
遜
當
天
晚
上
還
是
失
眠
：
﹁
我
滿
腦
子
都
是
日
中
爭
議
。
﹂
35

討
論
期
間
，
英
國
首
相
勞
合
喬
治
擺
出
了
他
在
中
國
同
胞
面
前
熟
悉
的
姿
態
；
威
爾
遜
的
媒
體
祕
書
雷
．
貝

克
︵R

ay Stannard B
aker

︶
認
為
他
﹁
和
鰻
魚
一
樣
滑
溜
﹂
。
勞
合
喬
治
非
常
同
情
中
國
，
一
週
前
才
說
﹁
日
本
人



滾出中國　　064

恐
嚇
中
國
，
強
迫
他
們
同
意
︽
二
十
一
條
︾
，
這
是
歷
史
上
數
一
數
二
的
囂
張
行
徑
﹂
。
但
是
，
四
月
二
十
九
日
他

與
威
爾
遜
、
法
國
總
理
克
里
蒙
梭
︵C

lem
enceau

︶
及
日
本
代
表
又
在
會
議
中
表
示
：

中
國
的
停
滯
合
理
化
了
外
國
人
在
那
裡
的
所
作
所
為
。
中
國
人
就
像
阿
拉
伯
人
，
是
非
常
聰
明
的
民
族
，
但

他
們
站
在
一
個
無
法
表
現
的
舞
臺
。
如
果
戈
登
沒
在
那
裡
組
織
中
國
的
軍
隊
，
中
國
早
就
滅
於
太
平
天
國
了
。
我

們
必
須
承
認
，
中
國
的
處
境
與
這
場
會
議
的
其
他
強
國
不
同
。
36

勞
合
喬
治
的
意
思
是
，
這
個
國
家
之
所
以
仍
存
在
，
是
因
為
我
們
在
十
九
世
紀
把
她
撐
了
起
來—

他
指
的

正
是
查
理
．
戈
登
︵C

harles G
eorge G

ordon

，
譯
注
：
一
八
三
三
至
一
八
八
五
年
，
英
國
軍
官
，
太
平
天
國
動
亂

時
期
在
中
國
指
揮
傭
兵
﹁
常
勝
軍
﹂
，
協
助
作
戰
，
獲
得
慈
禧
太
后
封
賞
，
世
人
稱
為
﹁
中
國
人
戈
登
﹂
︶
帶
領
一

支
軍
隊
幫
助
清
朝
平
定
叛
亂
。
這
段
歷
史
確
實
不
堪
，
但
是
，
任
何
以
現
狀
對
過
去
歷
史
的
評
論
也
一
樣
不
精

確
。
然
而
，
重
要
的
是
做
出
傳
言
，
不
是
事
實
。
中
國
的
主
張
在
喧
鬧
之
中
沒
人
聽
見
，
畢
竟
法
國
想
要
報
復
德

國
，
義
大
利
想
要
取
得
前
奧
匈
帝
國
的
領
土
，
德
國
正
值
饑
荒
與
革
命
，
而
蘇
聯
共
產
主
義
正
從
俄
國
大
舉
入
侵

歐
洲
。這

談
不
上
誰
背
叛
了
誰
，
這
是
政
治
現
實
的
慣
常
戲
碼
。
客
觀
來
說
，
失
去
山
東
也
不
致
天
崩
地
裂
。
清
朝

和
共
和
體
制
已
經
學
會
與
外
國
租
界
共
存
並
利
用
。
近
十
年
又
開
了
新
的
通
商
口
岸
。
日
本
在
凡
爾
賽
力
爭
的
也

是
﹁
一
般
條
件
﹂
的
進
駐
，
以
及
德
國
從
前
的
經
濟
特
權
。
37

事
實
上
，
日
本
確
實
在
三
年
後
便
將
領
土
歸
還
中

國
，
也
不
再
開
發
新
的
居
留
區
。
38

此
外
，
德
國
與
奧
匈
帝
國
在
中
國
其
他
各
地
的
領
土
不
受
巴
黎
和
會
影
響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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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一
七
年
共
和
體
制
將
這
些
領
土
充
公
，
未
來
的
歸
還
也
因
此
有
了
先
例—

反
而
是
俄
羅
斯
帝
國
瓦
解
後
，
留

下
勢
力
脆
弱
不
堪
的
領
地
。

然
而
，
一
心
以
為
這
場
會
議
將
完
全
重
建
現
存
國
際
關
係
的
中
國
，
宛
如
參
加
的
是
另
一
場
會
議
。
中
國
準

備
在
一
九
一
九
年
三
月
會
議
提
出
領
土
收
回
宣
言
，
草
稿
的
前
言
指
出
﹁
反
對
各
國
以
帝
國
主
義
為
來
往
原
則
﹂
，

這
是
中
國
赴
凡
爾
賽
會
議
的
核
心
目
標
。
39

這
也
是
少
數
非
歐
洲
或
美
國
，
而
且
仍
然
獨
立
的
國
家
所
提
出
的
強
力

宣
言
，
但
是
會
議
裡
幾
乎
沒
人
信
以
為
真
。
會
議
不
僅
為
帝
國
背
書
，
並
玷
汙
外
交
努
力
推
動
的
改
變
。
中
國
人

期
待
巴
黎
和
會
改
變
世
界
，
威
爾
遜
期
待
國
際
聯
盟
改
變
世
界
。
如
此
的
誤
會
將
造
成
危
機
。
本
該
支
持
和
平
會

議
的
原
則
明
顯
敗
壞
，
最
終
造
成
中
國
的
災
難
，
而
且
，
這
場
談
判
竟
也
暴
露
了
控
制
共
和
體
制
軍
閥
不
為
人
知

的
自
私
陰
謀
。

一
九
一
九
年
五
月
二
日
，
日
本
要
求
接
收
的
消
息
傳
回
中
國
，
舉
國
震
驚
。
十
一
月
祝
勝
遊
行
時
懷
抱
的
希

望
頓
時
澆
熄
。
一
片
譁
然
之
中
，
六
月
二
十
八
日
，
中
國
代
表
拒
絕
在
協
議
簽
字
。
他
們
收
到
指
示
，
必
須
附
加

限
制
條
款
才
可
簽
字
，
但
由
於
大
會
不
允
許
任
何
國
家
以
此
方
式
簽
名
，
因
此
遭
到
拒
絕
。
中
國
代
表
團
被
憤
怒

的
中
國
學
生
圍
困
在
飯
店
︵
代
表
團
也
樂
見
此
現
象
︶
。
40

巴
黎
的
示
威
僅
是
全
球
各
地
中
國
社
群
的
抗
議
事
件
之

一
，
而
且
，
每
個
示
威
規
模
都
不
如
中
國
當
地
的
重
大
。
示
威
的
消
息
在
五
月
三
日
傳
回
中
國
，
北
京
的
學
生
於

五
月
四
日
聚
集
在
共
和
體
制
首
都
的
中
心
，
紫
禁
城
南
面
的
天
安
門
，
距
離
十
一
月
祝
勝
典
禮
只
有
幾
百
公
尺

遠
。
首
都
的
警
官
告
訴
準
備
遊
行
的
學
生
，
不
管
你
們
做
什
麼
，
都
千
萬
不
要
引
來
﹁
外
國
干
涉
﹂
。
41

那
天
他
們

的
怒
氣
不
是
指
向
外
國
列
強
，
而
是
背
叛
中
國
的
官
員
。
不
論
他
們
認
為
魯
迅
口
中
的
中
華
文
化
能
否
保
存
中

國
，
五
月
二
日
之
前
，
他
們
仍
然
有
理
由
相
信
中
國
政
府
與
官
員
應
該
力
求
保
存
。
結
果
政
府
背
叛
人
民
，
把
山



滾出中國　　066

東
出
賣
給
日
本
以
獲
得
內
戰
資
金
。

來
自
首
都
各
學
院
的
三
千
名
學
生
發
起
強
烈
的
示
威
遊
行
，
並
且
引
起
小
型
暴
動
。
他
們
遊
行
到
東
交
民

巷
，
意
圖
向
協
約
國
大
使
遞
交
陳
情
信
，
但
當
天
是
週
日
，
春
暖
花
開
的
週
日
，
多
數
大
使
都
出
城
到
西
山
。
學

生
與
警
察
對
峙
多
時
，
後
來
步
行
到
了
交
通
總
長
曹
汝
霖
的
住
宅
。
曹
汝
霖
是
前
任
外
交
副
總
長
，
深
入
參
與
一

九
一
五
年
對
日
談
判
，
以
及
一
九
一
八
年
的
祕
密
貸
款
。
部
分
學
生
闖
進
曹
汝
霖
的
宅
邸
放
火
。
曹
汝
霖
則
逃
到

東
交
民
巷
一
處
外
國
控
制
的
旅
館
︵
他
不
是
唯
一
如
此
躲
避
的
人
，
不
論
是
帝
國
主
義
的
朋
友
或
敵
人
，
都
發
現

這
個
近
在
咫
尺
的
安
全
天
堂
非
常
方
便
︶
。
但
宅
邸
裡
的
駐
日
公
使
就
沒
那
麼
幸
運
，
他
被
打
成
了
重
傷
。
42

三
十

多
名
學
生
遭
到
逮
捕
，
其
他
學
生
在
設
法
救
出
他
們
時
，
又
將
遊
行
進
一
步
發
展
成
全
國
學
生
運
動
。
五
月
四
日

發
起
的
遊
行
並
非
意
欲
改
變
整
個
國
家
，
但
他
們
優
秀
的
大
使
在
凡
爾
賽
受
挫
，
而
北
洋
政
府
似
乎
並
不
願
意
面

對
日
本
或
中
國
的
種
種
難
題
。

這
個
運
動
演
變
為
打
擊
帝
國
主
義
與
中
國
普
遍
文
化
的
全
國
運
動
。
整
個
中
國
到
處
都
在
示
威
，
連
海
外
的

華
人
社
區
也
是
。
當
時
，
運
動
最
有
效
的
武
器
就
是
抵
制
日
本
商
品
與
日
商
服
務
。
這
個
策
略
源
自
回
應
美
國
排

華
移
民
法
案
立
法
，
並
兩
次
用
來
抵
制
日
本
，
分
別
是
一
九○

九
年
的
滿
洲
爭
議
，
以
及
一
九
一
五
年
四
月
至
五

月
的
︽
二
十
一
條
︾
。
﹁
韓
國
為
什
麼
會
滅
亡
？
﹂
當
時
上
海
一
張
海
報
如
此
寫
著
，
﹁
因
為
他
們
的
人
民
缺
乏
團

結
精
神
、
勇
氣
和
愛
國
的
羞
恥
心
。
﹂
43

愛
國
者
不
會
買
日
本
商
品
。
一
九
一
九
年
五
月
和
六
月
之
間
，
全
中
國
各

大
城
市
、
各
界
團
體
紛
紛
加
入
抗
議
。
雖
由
學
生
運
動
領
頭
，
然
而
，
若
要
成
功
便
必
須
團
結
，
並
鼓
勵
其
他
團

體
加
入
：
賣
日
本
商
品
的
商
人
、
運
送
日
本
商
品
的
船
運
公
司
、
搬
運
日
本
商
品
的
碼
頭
工
人
。
畢
竟
，
雖
然
聚

集
在
天
安
門
的
學
生
有
三
千
人
，
但
是
先
施
百
貨
開
幕
那
天
有
一
萬
人
，
之
後
每
天
還
多
出
好
幾
千
人
。
如
果
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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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
消
費
者
潛
在
的
政
治
能
力
可
以
利
用
，
也
許
會
比
丟
臉
的
新
共
和
體
制
有
效
。
在
無
法
徵
得
同
情
，
也
無
法
說

服
的
地
方
，
力
拚
抵
制
的
人
就
加
以
封
鎖
或
威
脅
。
他
們
遊
行
、
發
傳
單
，
並
在
公
共
場
所
的
牆
壁
貼
滿
海
報
。

北
京
數
百
位
學
生
遭
到
逮
捕
的
新
聞
傳
到
上
海
，
上
海
的
夥
伴
於
六
月
五
日
發
動
整
整
一
週
的
全
市
罷
工
，
商

人
、
店
員
、
工
廠
工
人
全
都
加
入
。
無
論
中
國
或
外
國
的
地
方
政
府
，
則
以
新
的
規
定
回
應
：
禁
止
示
威
或
張
貼

抵
制
傳
單
，
有
時
還
會
動
用
暴
力
。
44

如
此
回
應
使
過
去
的
要
求
重
新
浮
上
檯
面
，
同
時
再
度
引
發
新
的
。
各
種
組

織
如
雨
後
春
筍
遍
及
全
中
國
，
成
為
挑
戰
現
況
並
對
抗
中
外
政
府
的
推
手
。

宣
傳
抵
制
的
同
時
，
他
們
越
來
越
傾
向
魯
迅
的
建
議
，
將
政
治
僵
局
︵
若
非
道
德
僵
局
︶
視
為
文
化
僵
局
。

什
麼
樣
的
文
化
令
國
家
領
導
者
缺
乏
自
重
與
國
家
榮
譽
感
，
甚
至
不
惜
賣
國
滿
足
自
私
短
視
的
目
標
。
如
果
中
國

的
文
化
不
能
救
中
國
，
便
須
檢
討
文
化
。
這
次
的
運
動
後
來
稱
為
﹁
五
四
運
動
﹂
，
欣
然
接
受
早
已
開
始
發
展
的
知

識
變
化
潮
流
，
也
就
是
﹁
新
文
化
運
動
﹂
，
主
張
中
國
的
語
言
、
文
學
、
社
會
與
性
別
關
係
需
要
重
新
審
視
並
翻

新
。
國
家
需
要
身
懷
新
思
想
與
新
才
能
的
新
男
女
出
手
拯
救
。
所
有
事
物
都
是
﹁
新
的
﹂
或
﹁
年
輕
的
﹂
。
新
創
的

雜
誌
與
期
刊
數
量
驚
人
，
短
時
間
就
超
過
六
百
本
，
每
一
本
的
名
字
都
有
個
﹁
新
﹂
字
。
進
口
的
印
刷
紙
張
數
量

大
增
。
既
有
的
刊
物
不
斷
改
變
方
向
，
刊
登
呼
籲
改
革
的
翻
譯
文
章
。
45

在
凡
爾
賽
看
似
強
勢
的
表
現
，
說
得
殘
酷

一
點
，
就
是
失
敗
了
。
顧
維
鈞
身
為
一
位
見
過
世
面
的
現
代
外
交
官
，
比
在
場
任
何
一
位
都
受
過
更
好
的
教
育
，

縱
然
表
現
傑
出
，
還
是
失
敗
。
會
議
沒
能
幫
助
中
國
，
中
國
需
要
更
多
。
這
個
新
運
動
幅
原
廣
闊
、
精
力
充
沛
、

錯
綜
複
雜
、
兼
容
並
蓄
。
儘
管
經
常
矛
盾
，
但
是
因
為
舊
的
文
化
失
敗
了
，
這
個
運
動
必
須
採
取
新
的
文
化
，
無

論
新
文
化
出
自
何
處
。

另
一
個
中
國
自
身
同
樣
未
果
的
和
平
會
議
，
則
是
一
九
一
八
年
十
一
月
徐
世
昌
宣
布
的
暫
停
軍
事
行
動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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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一
九
年
二
到
五
月
，
北
洋
政
府
的
代
表
和
國
民
黨
領
導
的
南
方
政
府
在
上
海
斷
斷
續
續
地
會
面
。
這
個
會
議
的

失
敗
和
在
凡
爾
賽
的
失
敗
直
接
相
關
，
國
民
黨
不
斷
強
調
山
東
問
題
，
直
指
北
洋
軍
閥
接
受
並
使
用
日
本
的
貸

款
。
五
四
運
動
才
開
始
兩
週
，
學
生
還
在
城
市
的
街
頭
示
威
，
談
判
者
選
擇
辭
去
他
們
的
職
務
，
巴
黎
和
會
崩

盤
。
46

祝
勝
遊
行
及
遊
行
者
的
態
度
，
突
顯
初
生
的
共
和
體
制
與
人
民
錯
綜
複
雜
的
重
大
問
題
。
國
家
受
損
而
降
格

的
主
權
、
傲
慢
與
自
負
的
外
國
觀
察
者
與
外
僑
、
國
家
未
決
的
政
治
革
命
與
軍
閥
權
力
等
，
一
切
浮
現
，
原
形
畢

露
。
不
過
，
其
中
也
有
年
輕
人
的
理
想
、
商
人
的
生
意
頭
腦
、
專
業
人
士
的
才
華
。
此
外
，
也
有
傳
教
士
社
群
、

政
府
核
心
專
家
顧
問
、
柯
蘭
之
類
的
訪
客
、
各
國
駐
外
單
位
員
工
等
外
國
盟
友
的
同
情
與
奉
獻
。

人
人
皆
面
對
艱
難
的
任
務
。
但
對
其
他
人
而
言
，
此
刻
中
國
的
情
況
似
乎
變
得
簡
單
。
一
九
一
九
年
四
月
三

日
，
安
提
羅
科
斯
號
︵SS A

ntilochus

︶
從
上
海
離
港
，
兩
千
兩
百
名
德
國
居
民
被
迫
遣
返
。
整
個
過
程
混
亂
，
充

滿
報
復
意
味
。
47

不
只
日
本
在
中
國
看
見
新
的
機
會
，
許
多
協
約
國
也
覺
得
少
了
德
國
之
後
，
租
界
競
賽
又
重
新
洗

牌
。
在
上
海
，
公
共
租
界
的
政
府
甚
至
展
開
遊
說
，
希
望
擴
張
管
轄
領
土
。
但
是
，
一
九
一
八
年
十
一
月
，
北

京
、
上
海
、
安
慶
等
許
多
城
市
的
人
民
表
達
他
們
需
要
新
的
國
際
關
係
，
搶
救
中
國
的
榮
譽
和
新
共
和
體
制
的
未

來
。
一
九
一
一
至
一
二
年
展
開
新
局
面
的
革
命
可
謂
鮮
血
淋
漓
，
但
是
，
若
革
命
分
子
和
革
命
敵
手
兩
邊
都
不
怕

外
國
干
預
，
也
許
造
成
的
傷
害
將
可
能
更
大
。
共
和
體
制
在
妥
協
間
誕
生
，
襁
褓
中
就
遭
遇
反
革
命
的
袁
世
凱
對

抗
國
民
黨
，
又
遇
上
貪
汙
腐
敗
。
大
戰
結
束
後
六
個
月
，
對
於
共
和
體
制
的
許
多
希
望
已
經
粉
碎
，
至
少
威
爾
遜

信
徒
的
信
心
已
經
熄
滅
。
到
了
最
後
，
強
權
似
乎
依
然
戰
勝
公
理
。
因
此
，
某
些
人
開
始
認
為
恢
復
中
國
的
尊

嚴
、
獨
立
和
強
大
，
必
須
求
以
蠻
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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槍
桿
看
出
去
的
世
界
似
乎
比
較
單
純
。
手
裡
握
著
槍
桿
的
你
，
能
清
楚
知
道
自
己
有
了
改
變
什
麼
的
力
量
，

不
僅
能
改
變
自
身
的
性
命
，
還
有
別
人
的
。
至
少
，
我
們
可
以
藉
此
保
衛
自
己
，
當
談
判
和
妥
協
都
行
不
通
，
訴

諸
暴
力
有
時
似
乎
不
可
避
免
，
有
時
更
可
能
是
改
變
未
來
的
唯
一
途
徑
。
中
國
需
要
改
變
，
巴
黎
和
會
挫
敗
後
，

許
多
人
相
信
必
須
再
次
革
命
。
所
有
溫
文
儒
雅
，
所
有
遊
行
抗
議
，
所
有
新
創
雜
誌
和
公
開
激
辯
，
結
果
竟
是
一

九
一
八
年
十
一
月
我
們
見
到
的
這
個
國
家
：
被
將
領
踐
踏
，
分
崩
離
析
，
脆
弱
不
堪
。
軍
閥
為
了
競
爭
地
位
互
相

攻
打
割
據
，
為
了
獲
得
錢
財
壓
榨
地
方
。
國
家
權
力
落
入
軍
國
主
義
手
中
，
中
國
局
勢
動
盪
分
裂
。
改
革
者
心
灰

意
冷
。
若
要
救
中
國
，
必
須
打
擊
軍
閥
。
診
斷
出
國
家
弊
病
的
人
會
逐
漸
看
到
軍
人
背
後
潛
藏
或
露
出
馬
腳
的
利

益
導
向
：
﹁
權
力
﹂
或
﹁
帝
國
主
義
國
家
﹂
兩
詞
經
常
攜
手
現
身
。

為
了
有
效
使
用
武
器
，
需
要
訓
練
；
為
了
發
揮
暴
力
的
最
高
效
益
，
需
要
組
織
與
紀
律
；
需
要
錢
，
需
要

人
，
需
要
安
全
的
基
地
。
國
民
黨
的
領
袖
孫
逸
仙
從
來
不
是
和
平
愛
好
者
。
一
九
一
一
年
，
一
名
粗
心
的
革
命
分

子
隨
手
丟
了
一
根
菸
，
不
慎
點
燃
地
下
砲
彈
工
廠
，
意
外
促
成
起
義
。
在
那
之
前
，
孫
逸
仙
早
已
發
動
多
次
暴
力

革
命
行
動
，
意
圖
推
翻
滿
清
。
一
次
次
革
命
行
動
不
但
沒
有
達
到
各
地
群
起
反
清
的
目
的
，
反
而
徒
增
革
命
烈
士

名
單
。
孫
逸
仙
也
從
來
不
羞
於
尋
求
外
援
，
或
要
求
在
海
外
建
立
分
部
與
軍
火
補
給
，
似
乎
也
從
不
會
為
了
金
援

的
種
種
困
難
條
件
而
心
煩
。
1

一
九
二
六
年
夏
天
，
孫
逸
仙
的
政
黨
準
備
再
次
謀
求
機
會
，
這
次
的
新
盟
友
，
最
後

不
僅
改
變
中
國
政
治
，
還
改
變
全
世
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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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使
多
數
外
國
政
府
都
拒
絕
孫
逸
仙
，
但
中
國
人
並
不
缺
外
國
朋
友
，
而
且
一
堆
顧
問
還
會
自
動
自
發
地
冒

出
。
有
些
人
出
自
善
意
，
有
些
人
則
奉
兩
位
老
闆
︵
一
個
是
中
國
，
一
個
是
自
己
的
國
家
︶
行
事
，
有
些
人
有
時

僅
僅
只
是
寄
生
蟲
。
他
們
幫
忙
起
草
新
法
規
、
規
畫
行
政
改
革
或
執
行
宣
傳
活
動
等
，
而
政
治
或
軍
事
顧
問
的
薪

水
優
渥
︵
或
是
回
扣
優
渥
︶
。
自
從
李
泰
國
︵H

oratio N
elson Lay

︶
一
八
五
九
年
擔
任
海
關
總
稅
務
司
，
許
多
外

國
人
受
雇
於
現
代
中
央
政
府
或
在
主
要
省
分
擔
任
要
職
。
2

這
種
模
式
也
曾
有
先
例
，
最
近
的
前
例
就
是
任
職
清
朝

朝
廷
的
羅
馬
天
主
教
科
學
家
、
製
圖
師
、
音
樂
家
，
但
是
，
此
刻
的
人
數
和
職
務
已
呈
倍
數
成
長
。
3

接
任
李
泰
國

總
稅
務
司
職
位
的
便
是
羅
伯
特
．
赫
德
︵U

lsterm
an R

obert H
art

︶
，
而
他
也
是
此
類
模
式
最
有
名
的
例
子
。
他

在
六
十
年
任
期
創
建
嚴
密
的
海
關
組
織
，
一
八
五
四
至
一
九
五○

年
間
該
組
織
雇
用
了
大
約
一
萬
一
千
名
外
國
職

員
。
部
分
很
可
能
就
是
帶
著
槍
或
專
業
技
能
的
傭
兵
，
在
一
八
五
一
至
六
四
年
間
，
於
翻
天
覆
地
的
太
平
天
國
動

亂
為
地
方
勢
力
效
勞
︵
有
些
也
為
叛
軍
工
作
，
當
時
相
當
需
要
砲
兵
︶
。
也
有
如
同
英
籍
德
國
人
德
璀
琳
︵G

ustav 

D
etring

︶
的
有
力
人
士
，
德
璀
琳
在
天
津
活
躍
數
十
年
，
擔
任
清
朝
高
官
李
鴻
章
的
顧
問
，
協
助
調
停
。
4

海
軍
上

將
和
少
尉
也
會
幫
中
國
工
作
；
在
動
亂
時
，
打
零
工
的
人
與
暴
徒
會
和
中
國
的
海
盜
結
夥
搶
劫
。
5

十
九
世
紀
時
，

法
國
人
日
意
格
︵Prosper Q

iquel

︶
督
導
福
州
海
軍
廠
；
馬
格
里
爵
士
︵Sir H

alliday M
arcartney

︶
和
美
籍
的

蒲
安
臣
︵A

nson B
urlingam

e

︶
當
過
中
國
的
外
交
使
節
；
浸
信
會
傳
教
士
李
提
摩
太
︵T

im
othy R

ichard

︶
與
山

西
巡
撫
岑
春
煊
於
一
九○

二
年
共
同
開
辦
山
西
大
學
堂
。
有
些
人
樂
於
幫
助
新
生
的
中
國
；
有
些
人
樂
於
賺
取
大

筆
的
薪
水
，
有
些
人
則
認
為
幫
助
中
國
是
人
道
作
為
︵
或
榮
耀
他
們
的
神
︶
或
實
現
政
治
目
標
，
無
論
為
的
是
中

國
的
政
府
或
自
家
政
府
。

現
代
中
國
的
歷
史
不
是
外
國
人
所
創
，
但
中
國
的
歷
史
是
國
際
化
的
，
有
時
異
國
風
味
甚
至
頗
重
。
外
國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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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會
在
特
定
時
刻
介
入
造
成
關
鍵
影
響
，
廣
州
就
是
一
例
。
一
九
二○

年
代
初
期
，
這
座
城
市
發
生
不
少
奇
怪
的

邂
逅
。
例
如
某
張
由
人
脈
廣
闊
的
國
民
黨
新
秀
傅
秉
常
所
拍
攝
的
照
片
，
6

當
時
他
任
職
廣
州
外
交
專
員
。
照
片
中

間
、
手
拿
著
香
菸
和
公
事
包
、
頭
戴
寬
邊
帽
的
是
米
哈
伊
爾
．
格
倫
森
伯
格
︵M

ikhail G
ruzenberg

︶
，
另
一
個
較

為
人
熟
知
的
化
名
則
是
鮑
羅
廷
︵M

ikhail M
arkovich B

orodin

︶
。
這
位
魅
力
十
足
的
四
十
歲
俄
國
人
是
共
產
黨

第
三
國
際
在
中
國
的
主
要
探
員
。
共
產
黨
第
三
國
際
是
煽
動
並
支
持
共
產
黨
全
球
叛
亂
的
組
織
，
繼
而
實
現
外
交

的
蘇
維
埃
聯
邦
。
鮑
羅
廷
曾
在
美
國
、
墨
西
哥
與
英
國
等
從
事
地
下
工
作
︵
曾
在
蘇
格
蘭
入
獄
︶
。
倚
著
手
杖
、
斜

戴
草
帽
一
面
觀
望
的
是
馬
坤
︵M

orris C
ohen

︶
，
他
也
經
常
出
入
監
獄
。
他
在
華
沙
附
近
出
生
，
父
母
後
來
移
居

英
格
蘭
。
馬
坤
年
紀
稍
輕
，
一
戰
時
曾
入
加
拿
大
陸
軍
；
人
生
至
此
，
當
過
拳
擊
選
手
、
小
偷
、
詐
騙
犯
、
流

氓
，
還
有
房
地
產
仲
介
。
此
刻
，
很
可
能
︵
因
為
沒
人
真
的
確
定
︶
是
軍
火
走
私
販
、
調
停
人
與
保
鏢
。
兩
人
都

在
革
命
後
的
中
國
新
首
都
和
國
民
黨
合
作
，
也
幫
國
民
黨
工
作
。
當
中
國
進
入
新
階
段
，
全
國
上
下
高
尚
與
卑
鄙

之
人
，
都
在
新
興
的
臨
時
政
府
暫
時
找
到
位
置
，
解
決
中
國
的
問
題
。

孫
逸
仙
的
外
國
顧
問
團
也
兼
容
並
蓄
且
國
際
化
，
外
國
顧
問
團
的
部
分
目
的
是
平
衡
革
命
人
士
與
外
國
官
員

之
間
的
勢
力
，
雖
然
顧
問
團
裡
並
非
人
人
都
能
獲
得
外
交
官
的
青
睞
，
馬
坤
絕
對
無
法
。
馬
坤
靠
著
與
加
拿
大
埃

德
蒙
頓
︵E

dm
onton

︶
在
中
國
城
的
關
係
崛
起
，
一
九
二
二
年
十
二
月
以
鐵
路
合
約
仲
介
的
身
分
來
到
上
海
，
竟

很
快
成
為
孫
逸
仙
的
侍
衛
，
並
稱
自
己
是
孫
逸
仙
的
﹁
副
官
﹂
。
顧
問
團
裡
的
成
員
不
僅
有
這
類
四
肢
發
達
的
類

型
，
也
有
頭
腦
聰
明
的
人
物
，
至
少
具
備
專
業
知
識
，
例
如
來
自
加
州
奧
克
蘭
的
律
師
羅
伯
．
諾
曼
︵R

obert 

Stanley N
orm

an

︶
，
他
是
孫
逸
仙
的
法
律
顧
問
，
也
是
孫
與
外
國
官
員
的
媒
介
。
機
師
和
飛
機
製
造
商
也
被
延

攬
，
中
國
人
士
的
顧
問
也
常
有
外
國
記
者
。
前
︽
時
代
︾
記
者
莫
里
森
︵G

. E
. M

orrison

︶
曾
幫
袁
世
凱
工
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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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
在
上
海
創
立
︽
中
國
報
︾
，
後
來
改
為
︽
中
國
週
評
︾
︵C

hina W
eekly R

eview

︶
的
托
瑪
斯
．
密
勒
則
是
黎
元
洪

的
顧
問
。
孫
逸
仙
的
敵
人
當
然
也
有
顧
問
。
戴
著
義
肢
的
英
國
退
役
將
領
法
蘭
克
．
薩
頓
︵Frank Sutton

︶
協
助

握
有
滿
洲
的
軍
閥
張
作
霖
，
經
營
瀋
陽
兵
工
廠
；
帝
俄
時
期
落
難
的
軍
人
在
張
作
霖
的
軍
隊
擔
任
要
職
。
張
作
霖

的
手
下
張
宗
昌
接
收
三
輛
蘇
俄
的
裝
甲
列
車
，
俄
國
的
工
程
師
又
幫
他
造
了
更
多
。
此
外
，
在
海
外
出
生
或
受
教

育
的
中
國
人
也
紛
紛
出
頭
。
來
自
英
國
殖
民
地
特
立
尼
達
島
︵Trinidadian

︶
的
律
師
陳
友
仁
︵E

ugene C
hen

︶

完
全
不
會
說
中
文
，
他
完
美
的
英
文
常
讓
面
前
的
交
談
對
象
一
頭
霧
水
，
他
也
回
來
加
入
國
民
黨
，
位
居
重
要
職

務
。
比
起
可
疑
的
馬
坤
，
陳
友
仁
更
讓
英
國
官
員
心
煩
，
許
多
英
國
官
員
打
從
內
心
不
屑
這
個
講
著
英
文
的
深
膚

色
中
國
人
，
把
他
當
成
殖
民
地
的
叛
徒
。
7

一
九
一
九
年
，
上
海
的
南
北
和
談
失
敗
，
以
國
民
黨
為
主
的
南
方
政
府
更
加
被
排
擠
在
共
和
體
制
的
正
式
政

權
外
。
儘
管
政
局
詭
異
，
一
九
一
九
年
七
月
到
一
九
二○

年
三
月
，
在
中
央
政
府
同
意
下
，
南
方
政
府
仍
然
分
到

關
稅
的
盈
餘
。
8

國
民
黨
在
廣
州
成
立
另
一
個
政
府
︵
他
們
認
定
的
正
當
政
府
︶
的
計
畫
失
敗
。
命
運
之
輪
開
始
轉

向
，
一
九
二○

年
十
月
後
，
廣
東
省
改
由
前
革
命
將
領
陳
炯
明
主
導
，
名
義
為
省
長
。
陳
炯
明
是
先
進
或
稱
特
異

的
改
革
者
，
他
相
當
接
受
無
政
府
主
義
。
他
的
口
號
﹁
廣
東
人
的
廣
東
﹂
也
反
應
了
他
的
聯
邦
主
義
主
張
，
他
也

反
對
其
他
省
分
軍
隊
掠
奪
當
地
的
行
為
。
雖
然
孫
逸
仙
想
要
統
一
國
家
，
但
陳
炯
明
和
越
來
越
多
人
則
希
望
以
聯

省
自
治
解
決
中
國
的
問
題
。
9

陳
炯
明
以
廣
東
省
東
方
為
據
點
，
驅
逐
占
領
廣
州
的
廣
西
軍
隊
與
孫
逸
仙
的
政
權
。

一
九
二○

年
十
一
月
，
陳
炯
明
允
許
孫
逸
仙
回
到
廣
州
，
重
建
以
國
民
黨
為
國
家
政
府
的
共
和
體
制
，
找
來
幾
百

名
一
九
一
二
年
十
二
月
選
出
的
舊
國
會
議
員
老
調
重
彈
，
於
一
九
二
一
年
五
月
共
同
推
舉
孫
逸
仙
為
大
總
統
。

孫
逸
仙
就
職
當
天
約
有
十
二
萬
人
上
街
歡
慶
。
10

陳
炯
明
的
軍
隊
、
學
校
學
生
，
就
連
武
術
團
和
女
演
員
都
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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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街
頭
。
海
軍
砲
艦
從
河
邊
鳴
放
禮
砲
，
裝
飾
電
燈
的
勝
利
拱
門
豎
立
。
然
而
，
如
癡
如
醉
的
廣
州
春
天
過
後
，

陳
炯
明
自
治
的
野
心
，
以
及
孫
逸
仙
欲
以
廣
東
為
基
地
發
動
全
國
統
一
戰
爭
的
意
圖
，
兩
者
的
矛
盾
再
度
激
化
。

一
九
二
二
年
六
月
，
孫
逸
仙
罷
黜
陳
炯
明
的
省
長
職
務
與
人
馬
，
衝
突
於
是
引
爆
。
孫
逸
仙
在
武
器
和
軍
隊
都
不

敵
的
情
況
下
敗
走
，
在
廣
州
搭
上
英
國
的
砲
艦
。
雖
然
接
受
外
國
援
助
逃
亡
不
是
第
一
次
，
但
這
次
砲
艦
轟
炸
了

陳
炯
明
的
軍
隊
，
牽
連
了
無
辜
百
姓
喪
命
。
一
九
二
三
年
二
月
，
孫
逸
仙
再
次
歸
來
，
收
買
雲
南
傭
兵
，
擊
退
陳

炯
明
。
11

革
命
似
乎
要
起
或
揚
言
要
起
。
它
就
像
一
場
粗
俗
的
鬧
劇
，
隨
意
步
下
舞
臺
又
不
斷
修
改
劇
情
。
這
也
是

一
齣
暗
黑
又
血
腥
的
喜
劇
，
每
每
行
動
便
要
損
失
諸
多
人
命
，
死
的
偏
偏
都
不
是
主
角
。

一
九
二
二
至
二
三
年
，
孫
逸
仙
逃
到
上
海
的
房
子
，
安
全
地
待
在
法
國
租
界
。
曾
與
他
聯
絡
的
蘇
維
埃
政
府

特
使
此
時
前
來
拜
訪
，
包
括
當
時
蘇
聯
駐
北
京
大
使
阿
道
夫
．
越
飛
︵A

dolf Joffe

︶
。
雙
方
就
此
展
開
合
作
計

畫
。
這
件
事
沒
什
麼
好
隱
瞞
，
雖
然
公
共
租
界
的
警
察
盡
其
所
能
監
視
與
記
錄
。
外
國
人
帶
著
合
作
提
案
找
上
孫

逸
仙
也
沒
什
麼
稀
奇
，
眾
所
皆
知
他
的
全
國
基
礎
建
設
重
建
計
畫
。
他
計
畫
新
建
十
六
萬
公
里
的
鐵
路
、
一
百
多

萬
公
里
的
道
路
、
三
個
巨
型
港
口
、
新
的
運
河
、
新
的
電
話
線
、
新
的
大
型
重
工
業
工
廠
、
新
的
林
地
、
西
北
乾

旱
地
區
的
灌
溉
系
統
。
12

某
方
面
來
說
，
這
些
全
國
規
模
的
建
設
計
畫
算
是
領
先
時
代
，
但
是
當
時
的
觀
察
者
認
為

他
想
得
太
美
。
儘
管
如
此
，
在
外
國
人
眼
中
仍
然
或
許
有
利
可
圖
。
而
且
孫
逸
仙
說
過
，
每
項
事
業
都
需
要
外
國

的
專
業
知
識
。
所
以
有
的
人
會
向
孫
逸
仙
提
出
計
畫
，
在
美
國
發
行
國
債
，
為
工
業
發
展
募
款
；
有
的
人
會
提
出

資
助
建
港
的
計
畫
。
一
九
二
四
年
六
月
，
孫
逸
仙
寫
信
給
實
業
家
福
特
︵H

enry Ford

︶
，
問
他
願
不
願
意
訪
問
中

國
，
﹁
這
個
全
新
長
久
的
工
業
系
統
，
有
機
會
實
現
您
的
想
法
與
理
念
﹂
。
13

福
特
的
辦
公
室
回
覆
，
謝
謝
您
的
邀

請
，
但
福
特
先
生
無
訪
中
計
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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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海
當
地
的
媒
體
記
錄
孫
逸
仙
與
越
飛
會
面
，
兩
人
在
一
月
二
十
六
日
簽
署
宣
言
，
正
巧
孫
逸
仙
返
回
廣
州

的
路
也
鋪
好
了
。
這
次
的
邂
逅
之
所
以
特
別
，
正
是
因
為
一
位
派
駐
獨
立
國
家
的
大
使
與
一
名
國
家
反
叛
人
物
，

達
成
了
協
議
。
14

這
個
協
議
證
實
蘇
聯
準
備
鬆
手
在
中
國
剩
餘
的
領
土
，
並
否
認
任
何
使
蒙
古
脫
離
中
國
控
制
的
意

圖
，
而
且
認
同
孫
逸
仙
的
觀
點
，
中
國
統
一
是
最
迫
切
的
政
治
議
題
，
優
先
於
引
進
共
產
主
義
。
最
後
一
點
準
確

命
中
蘇
維
埃
政
府
對
中
國
情
勢
與
策
略
的
分
析
，
也
就
是
與
全
國
的
革
命
運
動
合
作
，
在
此
就
是
和
國
民
黨
建
立

﹁
聯
合
陣
線
﹂
。
儘
管
如
此
，
第
三
共
產
國
際
於
一
九
二
一
年
已
經
開
始
培
養
政
治
立
場
弱
勢
的
中
國
人
，
例
如

︽
新
青
年
︾
雜
誌
的
編
輯
陳
獨
秀
及
特
別
活
躍
的
工
人
團
體
，
一
九
二
一
年
正
式
成
立
中
國
共
產
黨
。
這
個
雙
管
齊

下
的
中
國
政
策
到
頭
來
將
與
第
三
共
產
國
際
的
全
國
政
治
策
略
串
連
。
15

他
們
相
信
發
動
中
國
社
會
革
命
的
時
候
未

到
，
但
指
日
可
待
，
須
事
先
準
備
。
孫
逸
仙
是
第
三
共
產
國
際
事
業
在
中
國
的
最
佳
人
選
。

國
民
黨
轉
向
蘇
聯
並
非
事
先
決
定
。
孫
逸
仙
曾
向
美
國
和
英
國
尋
求
支
持
，
希
望
英
美
認
同
他
的
南
方
政

府
，
但
兩
國
都
不
打
算
為
他
的
主
張
背
書
。
不
過
這
位
多
管
齊
下
的
革
命
分
子
不
斷
發
掘
所
有
可
能
。
一
九
二
三

年
，
孫
逸
仙
在
返
回
廣
州
的
途
中
，
甚
至
以
勝
利
的
姿
態
拜
訪
英
國
在
香
港
的
殖
民
地
；
赴
香
港
大
學
演
說
之

前
，
先
在
港
督
官
邸
用
午
餐
，
並
在
匯
豐
銀
行
用
茶
。
他
對
學
生
說
：
﹁
我
們
必
須
以
這
裡
優
良
的
英
國
政
府
為

例
，
拓
展
至
全
中
國
。
﹂
獲
得
熱
烈
掌
聲
。
但
就
算
英
國
的
殖
民
治
理
說
起
來
堪
稱
模
範
︵
現
代
學
者
質
疑
實
際
治

理
是
否
真
的
有
效
︶
，
即
使
東
道
主
聽
了
他
的
評
論
受
寵
若
驚
，
自
我
感
覺
也
非
常
良
好
，
但
是
，
孫
逸
仙
還
是
沒

有
收
到
任
何
實
質
幫
助
。
沒
有
資
金
進
來
，
沒
人
承
認
他
的
政
府
。
英
國
政
府
就
像
其
他
外
強
，
認
為
孫
逸
仙
已

經
過
氣
，
只
會
囉
哩
叭
唆
，
製
造
麻
煩
。
他
滿
口
和
平
重
建
，
但
又
用
砲
艦
轟
炸
廣
州
。
他
們
反
而
會
討
論
其
他

中
國
檯
面
上
的
人
物
，
多
半
是
軍
閥
，
例
如
引
起
日
本
注
意
的
﹁
基
督
將
軍
﹂
馮
玉
祥
；
掌
握
滿
洲
的
張
作
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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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老
派
的
強
人
風
格
反
而
較
討
英
國
人
喜
歡
；
還
有
逐
漸
真
正
控
制
北
洋
政
府
的
吳
佩
孚
。
16

然
而
，
越
飛
為
廣
州

帶
來
蘇
聯
顧
問
、
軍
火
和
金
援
。
再
者
，
一
九
二
三
年
十
月
六
日
，
剛
從
格
拉
斯
哥
監
獄
出
來
的
鮑
羅
廷
搭
上
從

上
海
出
發
的
船
，
和
兩
百
隻
綿
羊
一
起
抵
達
廣
州
。
他
選
擇
不
在
香
港
轉
船
，
免
得
被
英
國
逮
捕
。
鮑
羅
廷
興
高

采
烈
地
對
記
者
宣
布
，
此
行
是
貿
易
任
務
，
但
其
實
他
是
受
命
前
來
指
導
孫
逸
仙
發
動
全
國
革
命
。
17

國
際
情
勢
正
朝
對
中
國
有
利
的
方
向
發
展
。
雖
然
一
九
二
六
年
仍
看
似
平
靜
，
但
曾
經
陷
害
清
朝
和
後
繼
政

權
的
主
要
遊
戲
規
則
似
乎
正
在
改
變
。
俄
國
年
輕
的
布
爾
什
維
克
政
府
發
表
了
戲
劇
性
的
︽
卡
拉
漢
宣
言
︾

︵K
arakhan D

eclaration
︶
，
廢
除
沙
俄
在
中
國
的
特
權
與
租
界
。
雖
然
實
際
上
並
未
完
全
實
行
，
但
是
仍
然
對
中
國

的
輿
論
與
政
局
造
成
重
大
影
響
；
蘇
聯
未
堅
守
此
宣
言
，
例
如
他
們
並
無
歸
還
在
滿
洲
的
鐵
路
權
。
第
二
，
一
九

二
一
至
二
二
年
華
盛
頓
會
議
的
海
軍
條
約
︵W

ashington N
aval C

onference

︶
限
制
太
平
洋
的
軍
事
競
爭
，
並
簽

署
︽
九
國
公
約
︾
，
確
立
了
美
國
政
府
對
中
國
的
﹁
門
戶
開
放
﹂
政
策
。
這
個
政
策
最
有
名
的
代
表
是
一
八
九
九
年

八
月
清
朝
海
關
總
稅
務
司
、
英
籍
官
員
阿
爾
弗
雷
德
．
希
皮
斯
利
︵A

lfred H
ippisley

︶
起
草
的
條
款
。
該
條
款
保

證
一
八
九○

年
代
末
期
在
中
國
﹁
瓜
分
租
界
﹂
的
列
強
於
新
勢
力
範
圍
不
會
相
互
排
斥
，
聲
明
中
國
主
權
與
國
土

完
整
。
這
段
侵
占
初
期
，
所
有
國
家
利
益
均
霑
。
一
九
二
二
年
，
為
了
限
制
日
本
，
︽
九
國
公
約
︾
的
締
約
國
家
再

度
重
申
這
個
有
點
模
糊
的
原
則
，
同
意
﹁
尊
重
中
國
主
權
、
獨
立
、
治
理
與
領
土
完
整
﹂
以
及
﹁
不
在
中
國
牟
取

特
權
﹂
。
同
時
，
日
本
也
同
意
放
棄
當
時
在
巴
黎
和
會
不
願
妥
協
的
利
益
：
當
時
從
德
國
轉
讓
給
日
本
的
權
利
六
個

月
內
全
數
歸
還
中
國
。
18

在
華
盛
頓
進
行
的
談
判
可
不
是
為
了
廢
除
現
在
中
國
口
中
經
常
提
起
的
﹁
不
平
等
條
約
﹂
，
但
顧
維
鈞
的
目
標

正
是
如
此
。
他
又
帶
領
大
批
樂
觀
的
中
國
代
表
前
往
會
議
。
19

再
一
次
，
他
們
滿
懷
希
望
。
顧
維
鈞
和
同
事
遊
說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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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代
表
，
試
圖
徹
底
扭
轉
中
國
的
地
位
。
列
強
原
則
上
同
意
停
止
進
一
步
侵
犯
，
如
此
一
來
，
難
免
必
須
同
意
尊

重
﹁
中
國
主
權
、
獨
立
與
領
土
完
整
﹂
。
針
對
這
點
妥
協
的
地
區
，
若
有
違
反
事
宜
，
適
當
情
況
之
下
必
須
重
新
檢

討
改
正
。
這
種
不
切
實
際
的
說
法
同
意
讓
中
國
在
﹁
適
當
情
況
之
下
﹂
恢
復
。
所
謂
適
當
情
況
，
大
致
包
括
國
內

擁
有
和
平
穩
定
的
中
央
政
府
和
法
規
。
如
此
一
來
，
如
同
蘇
聯
的
宣
言
，
日
本
暫
停
了
山
東
通
商
口
岸
與
租
界
的

動
作
。
英
國
甚
至
致
力
歸
還
威
海
衛
的
租
界
，
表
面
上
也
鼓
勵
日
本
照
做
，
雖
然
這
個
山
東
的
基
地
一
直
是
英
國

東
亞
戰
略
優
勢
。
20

然
而
，
從
廣
州
的
動
盪
來
看
，
距
離
實
際
修
改
條
約
的
先
決
條
件
還
差
得
遠
，
遙
遠
到
外
國
的

外
交
官
能
輕
易
說
出
這
些
承
諾
。
如
此
如
夢
似
幻
的
共
和
體
制
，
連
外
國
的
外
交
官
也
能
安
心
鬆
懈
，
當
作
白
日

夢
。

光
憑
口
說
，
無
法
幫
助
中
國
，
至
少
無
法
提
供
立
即
幫
助
。
雖
然
顧
維
鈞
等
人
在
一
九
一
九
年
的
表
現
驚
豔

大
會
和
大
眾
輿
論
，
多
少
贏
得
了
道
德
支
持
，
但
是
一
九
二
二
年
在
華
盛
頓
，
其
他
國
家
開
始
覺
得
中
國
的
要
求

很
煩
，
中
國
參
加
會
議
的
企
圖
也
不
符
合
會
議
主
題
。
儘
管
如
此
，
中
國
外
交
官
在
之
後
的
談
判
立
下
先
例
，
尤

其
是
讓
原
本
對
通
商
口
岸
沒
有
控
制
權
的
中
國
提
高
關
稅
︵
儘
管
只
是
暫
時
︶
。
這
個
議
題
三
個
月
後
會
再
次
討

論
，
並
在
另
一
個
會
議
達
成
協
議
，
達
成
協
議
的
會
議
遲
至
一
九
二
五
年
十
月
，
條
件
是
中
國
取
消
過
境
貨
物
的

稅
收
。
對
許
多
人
而
言
，
這
件
事
情
代
表
中
國
有
權
透
過
制
訂
關
稅
收
復
主
權
。
這
不
是
列
強
原
本
想
要
的
目

的
，
但
是
，
一
旦
談
判
從
某
個
領
域
著
手
，
外
國
的
外
交
官
便
能
創
造
出
符
合
民
族
主
義
的
要
求
和
期
望
逐
步
進

入
的
空
間
。

列
強
相
信
這
個
空
間
能
滿
足
中
國
的
面
子
，
又
能
保
障
外
國
的
特
權
。
例
如
，
華
盛
頓
會
議
同
意
成
立
國
際

司
法
專
家
委
員
會
，
但
委
員
會
也
是
到
了
一
九
二
六
年
才
成
立
。
這
個
委
員
會
負
責
調
查
外
強
放
棄
治
外
法
權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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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能
性
，
費
時
九
個
月
，
經
過
許
多
討
論
和
文
件
，
又
走
訪
中
國
各
地
的
監
獄
和
法
庭
︵
在
持
續
的
衝
突
與
政
治

動
亂
中
，
這
個
過
程
實
在
尷
尬
︶
，
委
員
會
的
結
論
毫
不
令
人
意
外
：
除
非
中
國
的
法
律
系
統
完
全
獨
立
，
否
則
無

法
廢
除
治
外
法
權
。
21

因
此
，
現
況
再
次
得
到
背
書
，
不
過
這
次
外
強
收
集
了
完
整
證
據
，
提
出
合
理
的
理
由
支
持

結
論
。
以
前
的
外
強
經
常
使
用
砲
艦
，
現
在
的
他
們
訴
諸
委
員
會
。
結
果
看
起
來
一
樣
，
但
至
少
沒
人
被
殺
。

南
方
派
系
曾
派
代
表
參
加
一
九
一
九
年
的
巴
黎
和
會
，
但
是
，
孫
逸
仙
卻
被
華
盛
頓
會
議
排
除
在
外
，
只
有

國
際
認
同
的
北
洋
政
府
派
出
代
表
。
外
國
列
強
並
不
希
望
表
現
出
承
認
廣
州
的
敵
對
政
權
為
正
當
，
況
且
他
們
對

廣
州
動
盪
的
局
勢
也
沒
有
好
感
。
中
國
的
﹁
軍
閥
割
據
﹂
時
代
如
同
一
陣
越
演
越
烈
的
漩
渦
，
軍
國
主
義
者
在
全

國
、
各
省
、
各
縣
互
相
征
討
或
威
嚇
，
孫
逸
仙
的
政
府
看
來
就
只
像
派
系
之
一
，
披
著
單
薄
的
﹁
正
當
政
權
﹂
外

衣
。
在
不
被
承
認
的
情
況
下
，
孫
逸
仙
譴
責
華
盛
頓
會
議
的
協
議
，
轉
而
專
心
穩
固
廣
州
的
革
命
基
地
。
為
了
布

局
，
國
民
黨
監
督
並
鼓
勵
中
國
現
代
模
範
城
市
發
展
，
找
來
許
多
學
成
歸
國
、
充
滿
幹
勁
且
志
在
以
科
學
和
理
性

建
造
南
方
城
市
的
年
輕
人
。
22

過
去
，
廣
州
在
外
國
眼
中
象
徵
灰
暗
、
破
敗
、
衰
老
的
中
國
。
這
座
頑
固
的
城
市
由
保
守
的
官
員
管
理
，
住

著
仇
視
外
國
的
人
民
。
這
裡
也
確
實
是
十
九
世
紀
鴉
片
戰
爭
最
血
腥
、
抗
爭
最
久
的
地
點
，
即
使
條
約
同
意
外
國

進
駐
，
當
地
仍
然
抵
抗
。
因
此
，
英
國
官
員
有
時
必
須
重
拾
武
力
表
明
立
場
。
英
國
人
也
似
乎
只
懂
此
方
法
，
此

舉
當
然
無
法
令
頑
強
的
城
市
和
受
苦
的
人
民
對
英
國
產
生
好
感
。
無
論
字
面
或
影
像
，
廣
州
的
形
象
都
充
滿
敵

意
。
外
國
攝
影
師
拍
攝
城
裡
狹
窄
、
陰
暗
、
颳
風
的
街
道
，
這
些
照
片
代
表
這
座
城
市
停
滯
不
前
、
固
守
傳
統
、

未
開
化
。
其
實
陰
暗
的
街
巷
有
助
調
適
城
市
濕
熱
的
天
氣
，
但
在
外
國
人
眼
中
象
徵
退
步
和
頹
圮
。
許
多
中
國
改

革
者
後
來
也
接
受
類
似
批
評
。
23

水
上
妓
院
和
為
數
眾
多
的
艇
家
也
是
批
評
之
一
。
相
比
於
國
際
化
、
見
過
世
面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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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海
，
廣
州
完
全
相
反
。

不
過
，
若
是
身
為
遊
歷
一
九
二○

年
代
廣
州
的
客
觀
遊
客
，
則
會
發
現
這
座
城
市
根
本
不
像
鄙
視
的
描
述
。

它
是
一
座
自
信
、
自
覺
、
現
代
的
都
會
，
人
口
大
約
一
百
三
十
萬
，
而
且
正
值
快
速
更
新
。
24

一
九
二
三
年
之
前
，

長
時
間
治
理
廣
州
的
陳
炯
明
是
名
改
革
者
，
在
他
的
推
動
下
，
廣
州
率
先
在
一
九
二
一
年
成
立
市
政
府
，
市
長
是

孫
逸
仙
的
兒
子
孫
科
。
城
市
的
城
牆
在
一
九
一
八
至
二
二
年
間
逐
步
拆
毀
，
開
闢
新
路
。
城
牆
的
磚
瓦
回
收
鋪
設

成
堤
岸
，
拓
展
日
漸
繁
榮
的
外
灘
。
一
度
只
有
晦
暗
舊
巷
的
城
市
，
現
在
有
公
園
、
寬
廣
的
新
路
、
高
聳
的
市
政

廳
和
壯
觀
的
百
貨
公
司
。
新
版
旅
遊
書
籍
也
強
調
這
種
新
舊
反
差
。
25

儘
管
當
地
的
政
治
糾
結
又
不
斷
翻
盤
，
發
展

建
設
的
腳
步
依
舊
不
斷
加
速
。
企
業
家
也
重
新
塑
造
廣
州
，
其
中
不
乏
海
外
歸
國
人
士
。
廣
州
的
先
施
百
貨
比
上

海
早
了
五
年
；
大
新
公
司
︵Sun C

om
pany

︶
的
十
二
層
百
貨
大
樓
高
高
矗
立
在
新
建
的
外
灘
。
新
區
域
正
拓
展
，

舊
地
區
正
重
建
。
廣
州
城
市
的
居
民
穿
著
時
髦
的
西
式
服
裝
，
玩
著
洋
人
的
運
動
，
上
電
影
院
看
洋
人
的
電
影
；

若
非
臉
貼
著
臉
，
也
會
手
挽
著
手
跳
舞
。
西
洋
的
音
樂
從
當
時
最
新
的
勝
利
牌
留
聲
機
流
洩
，
而
且
人
們
絲
毫
不

會
因
為
擁
抱
彼
此
或
國
際
化
潮
流
，
就
認
為
自
己
比
較
不
愛
國
。
當
地
的
媒
體
活
躍
，
香
港
的
報
紙
也
在
那
兒
販

售
。
儘
管
如
此
，
還
是
有
人
擔
心
墮
落
，
也
有
人
認
為
這
座
城
市
設
下
了
陷
阱
，
誘
捕
並
腐
化
無
辜
的
青
年
。
不

過
，
又
有
人
認
為
這
裡
是
中
國
現
代
的
典
範
，
好
過
強
大
西
方
勢
力
扭
曲
且
破
壞
的
城
市
，
例
如
上
海
。

儘
管
如
此
，
廣
州
某
些
部
分
仍
然
受
到
帝
國
主
義
影
響
，○
．
三
平
方
公
里
的
沙
面
島
︵
當
時
的
外
國
人
稱

﹁Sham
een

﹂
︶
上
有
兩
個
外
國
租
界
。
一
八
五
七
至
六○

年
，
第
二
次
鴉
片
戰
爭
後
，
外
國
從
河
流
沙
岸
填
築
小

島
。
來
自
賓
夕
法
尼
亞
的
貴
格
派
信
徒
諾
拉
．
沃
恩
︵N

ora W
aln

︶
在
一
九
二
四
年
搬
進
沙
面
島
的
一
棟
房
屋
，

當
時
她
的
英
籍
丈
夫
喬
治
．
奧
斯
蘭
希
爾
︵G

eorge O
sland-H

ill

︶
被
派
到
廣
州
郵
局
擔
任
局
長
；
其
中
僱
用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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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
過
一
百
名
外
國
人
擔
任
要
職
，
因
為
根
據
清
朝
簽
訂
的
條
約
，
須
與
法
國
人
共
同
管
理
郵
局
。
沃
恩
一
九
二
一

年
來
到
中
國
，
在
基
督
教
女
青
年
會
工
作
，
後
來
著
作
廣
受
好
評
的
︽
中
國
流
浪
記
︾
︵T

he H
ouse of E

xile

︶
，
描

寫
她
與
中
國
家
庭
深
交
的
故
事
，
但
她
其
實
大
多
待
在
外
國
人
的
居
住
地
和
被
占
領
的
中
國
。
沃
恩
在
廣
州
時
居

住
於
英
國
租
界
，
附
近
是
﹁
沙
面
市
議
會
﹂
︵Sham

een M
unicipal C

ouncil

︶
和
較
小
的
法
國
租
界
。
26

那
是
個
美

麗
的
地
方
，
散
步
一
圈
只
要
二
十
分
鐘
，
一
路
經
過
公
園
修
剪
整
齊
的
草
皮
、
﹁
中
國
南
方
令
人
羨
慕
的
﹂
網
球

場
、
遊
戲
場
、
教
堂
、
領
事
館
、
銀
行
、
商
行
與
船
運
公
司
。
鴿
子
在
白
楊
樹
的
涼
蔭
下
四
處
悠
轉
。
沙
面
島
上

有
兩
座
橋
通
往
中
國
大
陸
，
這
個
設
計
也
有
控
制
進
出
的
用
意
。
沃
恩
注
意
到
了
，
其
他
人
也
是
，
雖
然
沙
面
島

是
觀
光
景
點
，
卻
是
排
外
且
有
諸
多
限
制
的
地
方
：
中
國
人
甚
至
無
法
使
用
長
椅
；
除
了
照
顧
外
國
小
孩
的
中
國

家
僕
，
而
且
必
須
在
傍
晚
之
前
。
27

如
同
多
數
外
國
控
制
的
飛
地
，
無
論
大
小
，
沙
面
島
也
有
中
國
沿
岸
常
見
的
企
業
，
如
太
古
洋
行

︵B
utterfield &

 Sw
ire

︶
、
匯
豐
銀
行
、
怡
和
洋
行
︵Jardine M

atheson &
 C

o

︶
、
標
準
石
油
公
司
、
大
阪
商
船
株

式
會
社
︵O

SK

︶
、
日
本
郵
船
︵N

Y
K

︶
、
廣
粵
會
︵C

anton C
lub

︶
、
共
濟
會
︵M

asonic H
all

︶
、
維
多
利
亞
酒

店
︵
一
名
記
者
回
憶
這
是
亞
洲
兩
家
最
差
的
酒
店
之
一
︶
。
關
稅
局
與
郵
局
的
總
部
都
設
在
廣
州
外
灘
，
但
局
長
住

在
島
上
，
島
上
還
有
大
約
三
百
五
十
名
外
籍
人
士
以
及
一
千
名
中
國
人
。
來
自
沙
面
島
的
觀
點
可
能
已
經
過
時
。

英
國
殖
民
地
部
︵B

ritish C
olonial O

ffice

︶
的
一
名
年
輕
的
語
言
學
生
維
克
多
．
珀
塞
爾
︵V

ictor Purcell

︶
覺

得
那
裡
美
不
勝
收
，
但
跟
不
上
時
代
。
他
回
憶
：
﹁
我
在
寫
作
的
同
時
，
可
以
聽
到
樹
上
濃
密
的
樹
葉
不
斷
傳
來
鴿

啼
。
﹂
四
十
年
後
，
他
依
舊
非
常
懷
念
。
島
上
沒
有
汽
車
。
英
國
總
領
事
的
交
通
工
具
是
八
人
轎
子
，
以
總
領
事
的

身
分
地
位
在
早
期
中
國
當
然
合
適
。
但
是
，
廣
州
的
中
國
官
員
已
經
不
坐
轎
子
，
他
們
搭
乘
進
口
汽
車
，
行
駛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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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
闊
的
大
道
，
武
裝
的
保
鏢
站
在
側
踏
板
上
。
總
領
事
展
現
威
望
的
方
式
還
沉
溺
在
過
去
的
輝
煌
時
代
，
有
時
，

英
國
人
的
想
法
也
是
。
某
些
珀
塞
爾
遇
到
的
英
國
人
，
家
族
歷
史
還
可
以
追
溯
到
鴉
片
戰
爭
之
前
的
廣
州
，
然
而

舊
時
印
象
沒
有
助
益
。
從
前
墓
園
裡
的
教
堂
，
以
及
曾
經
豎
立
在
教
堂
和
教
堂
庭
院
的
墓
碑
、
紀
念
碑
，
都
為
了

蓋
新
路
而
剷
除
。
沙
面
島
充
斥
著
歷
史
痕
跡
。
對
珀
塞
爾
和
同
儕
來
說
，
似
乎
有
大
把
時
間
說
著
無
傷
大
雅
的
粗

魯
笑
話
。
一
本
旅
遊
書
簡
潔
地
寫
道
：
﹁
廣
州
偶
爾
的
騷
動
以
及
從
三
角
洲
運
河
來
的
海
盜
，
對
居
民
來
說
，
增
添

的
是
趣
味
，
而
非
危
險
。
﹂
28

廣
州
其
他
重
要
地
點
也
有
外
僑
居
留
，
這
些
地
點
特
色
彼
此
似
乎
非
常
不
同
，
但
共
同
點
都
是
試
圖
幫
助
中

國
，
如
廣
州
基
督
教
大
學
︵C

anton C
hristian C

ollege

︶
，
以
及
由
鮑
羅
廷
帶
領
而
逐
漸
壯
大
的
共
產
第
三
國
際

顧
問
團
總
部
。
雖
然
，
美
國
的
長
老
會
和
浸
信
會
在
廣
州
有
多
處
中
心
，
沙
面
島
也
有
，
但
是
基
督
教
大
學
︵
中

文
稱
為
嶺
南
大
學
︶
是
廣
州
最
重
要
的
傳
教
基
地
。
嶺
南
大
學
於
一
八
八
八
年
創
立
，
校
園
廣
闊
，
位
於
河
南

島
，
隔
著
珠
江
面
對
市
區
。
嶺
南
大
學
是
所
跨
教
派
的
學
校
，
主
要
由
美
國
人
資
助
，
但
是
一
九
二○

年
代
的
傳

教
機
構
多
數
其
實
由
中
國
及
海
外
華
人
出
資
，
因
此
嶺
南
大
學
的
狀
態
並
不
尋
常
。
教
職
員
多
數
為
美
國
人
，
和

中
國
人
的
比
例
大
約
是
二
比
一
。
嶺
南
大
學
象
徵
傳
教
事
業
正
在
全
球
改
變
，
在
中
國
也
是
，
雖
然
中
國
看
來
似

乎
總
是
落
後
十
年
。
大
學
代
表
傳
教
事
業
新
潮
又
傳
統
的
面
貌
。
該
校
許
多
學
生
積
極
參
與
全
國
反
基
督
宗
教
的

活
動
，
但
他
們
同
時
也
得
參
加
星
期
日
的
禮
拜
。
反
基
督
宗
教
的
活
動
在
一
九
二
二
年
開
始
橫
掃
中
國
校
園
，
導

致
許
多
大
學
行
政
單
位
居
劣
勢
。
反
基
督
宗
教
對
課
堂
、
例
行
公
事
、
人
事
、
校
名
，
甚
至
學
校
所
有
人
產
生
重

大
改
變
。
但
是
，
即
使
在
進
步
的
嶺
南
大
學
，
某
些
老
舊
的
方
式
依
然
停
滯
不
前
。
一
名
學
生
說
：
﹁
我
們
還
是
要

聽
傳
教
士
無
聊
的
宣
教
，
每
天
兩
小
時
，
還
有
星
期
天
一
整
個
上
午
。
﹂
而
且
大
多
學
生
都
﹁
很
討
厭
這
種
宗
教
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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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
﹂
。
29

有
些
資
深
教
職
員
還
是
會
把
自
己
優
先
定
位
成
傳
教
士
；
其
他
較
年
輕
的
則
完
全
不
遵
守
基
督
宗
教
，
他

們
在
那
裡
的
身
分
是
教
育
家
。
一
名
較
年
輕
的
美
國
講
師
厄
爾
．
斯
威
士
︵E

arl Sw
isher

︶
把
嶺
南
大
學
舒
適
的

西
式
生
活
，
與
加
拿
大
女
性
傳
教
士
刻
苦
的
環
境
比
較
，
她
們
獨
居
在
珠
江
上
游
的
﹁
福
音
船
﹂
，
周
圍
全
是
艇

家
。
他
認
為
那
樣
的
刻
苦
環
境
是
真
正
的
傳
教
工
作
，
獨
立
於
時
代
之
外
，
就
像
總
領
事
的
轎
子
。
嶺
南
大
學
並

沒
有
利
用
美
國
的
身
分
尋
求
治
外
法
權
保
護
校
園
︵
英
籍
大
新
公
司
就
有
；
一
九
二
二
年
孫
逸
仙
的
砲
艦
轟
炸
廣

州
時
，
大
新
公
司
就
掛
著
英
國
國
旗
︶
，
但
還
是
成
為
杯
葛
和
打
擊
帝
國
主
義
的
目
標
。
30

俄
國
人
在
他
們
的
總
部
，
生
活
一
點
也
不
簡
陋
，
雖
然
第
一
位
軍
事
顧
問
拜
訪
前
線
時
意
外
溺
斃
。
他
們
多

半
住
在
廣
州
東
邊
郊
區
唐
山
的
房
屋
，
雖
然
俄
國
人
不
和
其
他
外
國
人
來
往
，
但
外
國
人
多
半
都
是
這
樣
。
傳
教

士
和
生
意
人
不
混
在
一
起
，
在
家
鄉
遵
守
的
小
細
節
，
到
了
國
外
往
往
還
會
變
本
加
厲
。
珀
塞
爾
和
幾
名
顧
問
團

的
俄
國
人
住
在
同
一
棟
公
寓
，
卻
只
有
在
公
寓
火
警
時
才
會
見
到
那
幾
人
，
但
他
們
大
概
不
像
他
，
躲
進
了
一
家

酒
吧
兼
妓
院
賭
場
；
那
是
另
一
個
政
治
派
別
的
白
俄
難
民
佩
卓
夫
︵Petroff

︶
經
營
的
，
那
裡
比
較
容
易
藏
些
麻
醉

劑
。
華
北
也
有
其
他
顧
問
團
，
一
九
二
三
至
二
七
年
間
，
約
有
兩
百
七
十
名
男
女
在
顧
問
團
工
作
。
政
治
探
員
中

也
有
電
影
團
隊
，
而
且
革
命
基
地
武
漢
之
後
還
曾
超
現
實
地
出
現
伊
爾
瑪
．
鄧
肯
︵Irm

a D
uncan

︶
帶
領
的
舞
蹈

團
，
她
是
現
代
舞
者
伊
莎
朵
拉
．
鄧
肯
︵Isadora D

uncan
︶
的
女
兒
，
也
是
社
運
人
士
。
蘇
聯
顧
問
在
廣
州
的
生

活
和
其
他
在
中
國
的
外
國
人
沒
什
麼
兩
樣
，
雖
然
他
們
的
性
愛
風
俗
習
慣
常
成
為
大
眾
閒
聊
話
題
。
他
們
搭
人
力

車
遊
覽
城
市
、
採
購
、
上
電
影
院
。
就
像
所
有
外
派
中
國
的
僑
民
一
樣
，
他
們
也
會
尋
找
可
靠
的
女
裁
縫
；
蘇
聯

顧
問
的
裁
縫
則
是
嫁
給
廣
州
人
又
會
說
法
語
的
非
洲
女
人
。
他
們
也
嘗
試
當
地
食
物
。
小
孩
在
社
區
裡
出
生
，
遇

到
什
麼
麻
煩
時
，
就
舉
家
遷
到
安
全
的
香
港
避
難
。
鮑
羅
廷
後
來
把
他
的
小
孩
送
到
上
海
的
美
國
學
校
。



083　　第 2章 　搞革命

剛
從
俄
國
來
的
顧
問
覺
得
同
事
已
經
順
服
於
殖
民
地
那
些
微
不
足
道
的
舒
適
生
活
，
雙
方
因
而
產
生
對
立
，

軍
隊
與
民
間
官
員
之
間
也
是
如
此
。
在
他
們
的
回
憶
錄
中
，
那
些
顧
問
美
化
他
們
和
中
國
人
的
關
係
。
亞
歷
山

大
．
切
萊
帕
諾
夫
︵A

lexander C
herepanov

︶
寫
道
：
﹁
不
像
資
本
主
義
國
家
來
的
傭
兵
顧
問
，
我
們
很
容
易
在

中
國
交
到
朋
友
。
﹂
31

但
是
深
刻
的
文
化
齟
齬
又
是
無
所
不
在
。
某
名
俄
國
顧
問
曾
向
中
國
同
事
抱
怨
這
裡
的
音
樂

很
難
聽
、
食
物
很
臭
；
他
們
不
會
主
持
會
議
，
連
飲
料
都
拿
不
好
。
32

除
了
最
後
一
個
批
評
，
其
他
都
是
外
國
人
的

標
準
怨
言
。
一
九
二
五
年
十
二
月
，
嶺
南
大
學
校
長
在
私
人
聚
會
詢
問
鮑
羅
廷
是
否
真
的
喜
歡
中
國
人
，
鮑
羅
廷

聽
聞
﹁
似
乎
頗
驚
訝
﹂
，
﹁
他
想
了
想
，
說
他
沒
有
考
慮
過
這
個
問
題
。
﹂
33

意
識
型
態
上
，
這
是
不
相
關
的
問
題
。

蘇
聯
的
顧
問
就
像
在
嶺
南
大
學
的
傳
教
士
教
育
家
，
他
們
也
有
自
己
廣
泛
的
信
念
，
但
基
本
上
是
技
術
專
家
。
他

們
也
是
來
宣
揚
革
命
的
傳
教
士
，
擅
長
的
則
是
政
治
，
而
非
基
督
徒
的
精
神
或
道
德
革
命
。
34

然
而
，
沙
面
島
不
是
唐
山
或
嶺
南
，
這
裡
依
然
是
廣
州
最
重
要
的
外
強
據
點
。
雖
然
看
似
無
害
又
古
怪
，
反

而
成
為
活
生
生
的
爭
議
。
從
沙
面
島
引
發
的
危
機
，
可
以
看
出
外
國
控
制
的
小
地
方
，
如
何
對
所
屬
城
市
與
中
外

關
係
造
成
影
響
，
影
響
範
圍
遠
超
出
小
島
面
積
和
實
際
可
見
利
益
。
局
勢
混
亂
時
，
廣
州
人
如
果
不
能
逃
到
葡
屬

澳
門
或
英
屬
香
港
，
他
們
就
會
到
租
界
尋
求
庇
護
，
中
國
其
他
地
方
亦
然
。
一
九
一
九
年
五
月
四
日
，
北
京
的
交

通
總
長
曹
汝
霖
就
是
如
此
。
沙
面
島
市
議
會
將
關
閉
橋
上
的
大
門
，
警
察
會
保
護
他
們
，
必
要
的
話
，
海
軍
也
會

登
岸
，
珠
江
附
近
就
停
著
一
、
兩
艘
砲
艦
。
儘
管
如
此
，
載
滿
廣
州
人
的
船
隻
會
擠
滿
島
上
的
碼
頭
，
尋
求
治
外

法
權
可
能
的
微
薄
庇
佑
。
一
九
二○

年
起
，
外
國
政
府
的
規
定
更
為
嚴
格
。
治
理
英
國
租
界
的
﹁
土
地
章
程
與
地

方
規
章
﹂
︵Land R

egulations and B
ye-Law

s

︶
並
沒
有
禁
止
中
國
人
居
住
，
但
總
有
諸
多
限
制
。
所
有
中
國
居
民

都
要
向
警
察
註
冊
，
他
們
多
半
就
是
外
僑
或
外
商
的
家
僕
或
雇
員
。
還
有
一
條
記
載
於
一
九
二
四
年
某
本
書
的
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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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
規
定
，
要
求
中
國
人
天
黑
後
必
須
提
著
燈
籠
進
租
界
。

這
些
規
定
都
無
法
阻
止
一
九
二
四
年
六
月
，
一
名
越
南
民
族
主
義
者
在
維
多
利
亞
酒
店
企
圖
刺
殺
法
屬
印
度

支
那
的
總
督
。
他
沒
有
成
功
，
但
手
榴
彈
殺
死
了
其
他
五
名
法
國
公
民
。
於
是
，
更
多
限
制
出
爐
，
過
橋
進
入
沙

面
島
的
人
都
必
須
擁
有
通
行
證
。
雖
然
爆
破
事
件
促
使
新
規
定
產
生
，
也
有
人
表
示
若
人
人
都
知
道
租
界
儲
藏
物

資
，
動
亂
時
就
會
吸
引
盜
賊
，
而
時
好
時
壞
的
孫
逸
仙
政
府
當
然
也
助
長
了
這
種
危
機
。
但
是
，
規
定
的
用
意
也

包
含
將
中
國
的
觀
光
客
和
﹁
不
受
歡
迎
的
人
﹂
阻
擋
在
沙
面
島
之
外
，
也
避
免
他
人
利
用
規
定
牟
取
來
往
快
速
發

展
的
上
海
外
灘
之
捷
徑
。
35

這
件
事
引
起
當
地
激
烈
反
應
，
沙
面
島
的
中
國
居
民
抗
議
長
達
一
個
月
，
抗
議
造
成
微

弱
的
警
力
棄
逃
，
逼
迫
當
局
修
改
規
定
。
不
必
身
為
布
爾
什
維
克
才
會
每
天
被
羞
辱
你
的
帝
國
主
義
和
諸
多
成
見

惹
惱
。
憤
怒
沒
有
政
治
界
線
，
而
憤
怒
的
人
會
組
成
更
廣
大
的
抗
爭
。

華
人
在
中
國
出
入
租
界
與
出
入
租
界
的
限
制
，
一
直
都
是
中
外
關
係
的
小
型
地
方
騷
動
來
源
。
但
五
四
運
動

後
，
新
政
治
思
維
將
從
新
稜
鏡
看
待
這
類
事
件
。
加
上
社
會
與
政
治
動
員
形
式
已
經
因
五
四
運
動
進
化
並
得
到
驗

證
，
現
在
成
為
對
抗
外
國
政
府
的
利
器
。
其
中
包
括
勞
工
工
會
、
貿
易
抵
制
委
員
會
、
罷
工
糾
察
隊
員
與
宣
傳
小

隊
，
無
不
紀
律
嚴
明
、
效
率
高
超
。
現
在
上
場
的
是
嶄
新
的
抗
議
戲
碼
，
近
期
的
抗
議
人
士
從
上
次
運
動
學
習
，

再
者
，
從
前
社
會
團
體
之
間
並
不
互
相
溝
通
，
但
是
現
在
渠
道
敞
開
，
並
透
過
每
次
新
的
社
會
爭
議
重
複
啟
動
，

不
斷
增
長
茁
壯
。
轉
捩
點
便
是
一
九
二
二
年
一
月
至
三
月
的
香
港
海
員
大
罷
工
。
發
動
罷
工
的
是
甫
成
立
的
海
員

工
會
。
由
於
戰
後
通
貨
膨
脹
，
他
們
要
求
船
運
公
司
提
高
薪
資
。
香
港
殖
民
政
府
試
圖
打
擊
、
禁
止
工
會
。
在
香

港
警
察
開
槍
殺
死
數
名
海
員
後
，
罷
工
於
是
演
變
為
政
治
抗
爭
，
規
模
擴
大
至
各
行
各
業
。
十
萬
名
罷
工
人
士
來

自
政
府
部
門
員
工—

正
中
英
國
政
府
要
害
。
政
府
讓
步
，
罷
工
勝
利
。
這
不
是
第
一
次
，
也
並
非
最
後
一
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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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
對
政
治
激
進
主
義
之
人
的
行
動
，
反
而
真
正
點
燃
了
政
治
激
進
主
義
。
36

孫
逸
仙
在
廣
州
的
政
府
曾
經
支
持
罷
工
者
，
上
千
名
罷
工
者
四
面
八
方
地
從
各
殖
民
地
往
港
口
上
游
移
動
。

英
國
觀
察
員
事
後
調
查
，
還
針
對
中
國
勞
工
熟
練
的
運
動
組
織
能
力
提
出
警
告
。
他
們
相
信
孫
逸
仙
現
在
利
用
勞

工
動
亂
獲
取
支
持
，
比
起
從
前
，
新
的
政
治
氣
象
意
味
工
人
和
各
行
各
業
隨
時
會
為
自
己
的
利
益
挺
身
而
出
，
有

時
甚
至
只
是
出
於
同
情
其
他
的
抗
議
人
士
。

阻
止
動
亂
發
生
需
要
新
的
策
略
，
這
也
包
括
鼓
勵
雇
主
改
變
態
度
。
香
港
罷
工
結
束
後
，
上
海
公
共
租
界
代

理
警
務
處
長
在
祕
密
報
告
中
建
議
，
公
司
應
以
同
情
的
眼
光
看
待
合
法
的
勞
工
要
求
，
不
管
要
求
多
不
合
理
。
他

也
認
為
，
需
要
更
敏
銳
的
情
報
單
位
推
測
可
能
發
生
的
事
。
他
寫
道
，
我
們
已
經
不
能
再
發
布
誇
張
的
公
告
或
指

望
派
出
警
察
就
能
解
決
問
題
。
37

這
是
一
份
有
先
見
之
明
的
報
告
，
於
是
，
上
海
的
情
報
收
集
活
動
增
加
，
緊
急
應

變
計
畫
也
更
新
。
一
般
來
說
，
此
類
機
構
與
組
織
通
常
擅
長
處
理
已
經
結
束
的
危
機
，
而
非
即
將
發
生
的
。
不

過
，
這
是
一
份
合
理
且
特
別
具
有
前
瞻
性
的
分
析
，
並
提
出
數
項
建
議
。
然
而
，
一
九
二
五
年
五
月
三
十
日
，
這

份
報
告
的
先
見
之
明
淪
毫
無
必
要
。
一
位
公
共
租
界
的
英
籍
巡
長
愛
德
華
．
埃
弗
森
︵E

dw
ard Everson

︶
看
見
眼

前
龐
大
又
狂
暴
的
示
威
行
動
，
頓
時
驚
慌
失
措
，
下
令
錫
克
與
中
國
屬
下
對
群
眾
近
距
離
開
槍
，
造
成
十
二
人
死

亡
。
學
生
與
勞
工
躺
在
南
京
路
的
血
泊
之
中
，
就
在
那
兩
座
光
彩
奪
目
、
象
徵
中
國
現
代
化
的
百
貨
公
司
附
近
。

原
本
因
不
滿
日
商
紡
織
廠
勞
動
情
況
而
發
動
的
抗
議
，
爆
發
成
衝
突
，
演
變
為
持
續
的
全
國
反
英
運
動
。
38

巡
長
埃

弗
森
以
為
群
眾
即
將
占
領
他
所
指
揮
的
巡
捕
房
，
奮
戰
到
了
五
月
三
十
日
當
天
，
他
認
為
自
己
守
住
了
巡
捕
房
，

但
英
國
在
接
下
來
的
衝
突
節
節
敗
退
。
五
卅
事
件
的
慘
案
在
中
國
全
國
，
甚
至
在
全
球
都
引
起
迴
響
。
這
件
事
當

然
傳
到
廣
州
，
而
且
廣
州
準
備
好
了
。



滾出中國　　086

一
九
二
三
年
起
，
鮑
羅
廷
帶
領
逐
漸
擴
大
的
軍
事
與
政
治
顧
問
團
隊
，
持
續
幫
助
孫
逸
仙
累
積
國
民
黨
的
實

力
。
蘇
聯
的
資
金
和
軍
火
大
量
湧
進
，
地
方
可
能
的
反
對
勢
力
也
一
一
平
定
。
一
九
二
四
年
一
月
，
國
民
黨
全
國

代
表
大
會
中
，
鮑
羅
廷
確
定
孫
逸
仙
將
以
列
寧
主
義
的
路
線
重
組
國
民
黨
，
容
許
剛
起
步
的
中
國
共
產
黨
黨
員
加

入
國
民
黨
，
並
指
派
其
中
幾
位
積
極
活
躍
的
年
輕
黨
員
在
國
民
黨
內
擔
任
要
職
。
其
中
一
位
顧
問
認
為
，
如
此
一

來
，
一
人
的
工
作
可
抵
十
人
。
39

這
些
遊
歷
世
界
的
冒
險
家
的
共
通
語
言
是
中
國
革
命
，
以
及
他
們
頭
號
敵
人
的
語

言
：
英
語
。
孫
逸
仙
早
年
幾
乎
住
在
國
外
與
香
港
，
鮑
羅
廷
成
年
後
幾
乎
都
在
俄
國
外
工
作
。
在
那
張
國
民
黨
於

廣
州
南
方
黃
埔
︵W

ham
poa

︶
新
成
立
的
軍
校
開
學
典
禮
照
片
上
，
可
以
看
見
鮑
羅
廷
就
站
在
孫
逸
仙
旁
邊
。
這

位
﹁
貿
易
專
員
﹂
靈
巧
地
轉
戰
黨
內
強
大
且
極
具
影
響
力
的
顧
問
職
位
。
一
九
二
四
年
十
月
，
廣
州
地
方
人
士
不

滿
孫
逸
仙
於
廣
州
強
徵
稅
收
，
而
鮑
羅
廷
卻
大
舉
打
擊
地
方
反
對
勢
力
，
造
成
重
創
廣
州
的
事
變
。
︵
譯
注
：
即
廣

州
商
團
事
變
。
一
九
一
一
年
，
辛
亥
革
命
造
成
社
會
動
盪
，
廣
州
商
人
為
求
自
衛
便
於
一
九
一
二
年
成
立
廣
州
商

團
，
在
多
次
政
權
更
迭
一
直
保
持
中
立
，
但
若
政
策
嚴
重
損
害
商
界
利
益
時
，
有
時
便
會
與
政
府
抗
爭
。
︶
此
時
蘇

聯
的
軍
艦
載
著
整
個
貨
櫃
的
武
器
和
軍
火
抵
達
，
接
下
來
兩
年
，
蘇
聯
更
送
進
八
萬
枝
步
槍
、
二
十
四
架
飛
機
、

兩
百
座
大
砲
和
三
百
支
機
關
槍
。
40

武
器
非
常
重
要
，
隨
著
武
器
而
來
的
顧
問
和
機
師
也
很
重
要
；
但
黨
內
結
構
改

組
和
嶄
新
的
大
型
組
織
運
作
模
式
，
才
是
國
民
黨
勢
力
茁
壯
的
關
鍵
。
誠
如
早
期
有
人
評
論
，
俄
國
人
發
現
國
民

黨
﹁
不
是
一
個
黨
，
而
是
信
念
團
體
﹂
。
41

但
是
，
國
民
黨
擷
取
軍
事
指
揮
結
構
的
精
髓
，
已
經
轉
型
為
階
層
分

明
、
權
力
集
中
的
組
織
，
並
視
自
己
為
先
鋒
政
黨
。
當
然
，
若
是
黨
中
出
現
派
系
，
可
能
會
拖
累
或
歪
曲
國
民

黨
，
但
在
該
黨
最
強
盛
的
時
刻
，
全
新
的
政
黨
組
織
能
夠
動
員
並
吸
引
大
量
支
持
，
繼
而
實
現
政
治
目
標
。
在
中

國
的
經
驗
裡
，
沒
有
其
他
政
黨
能
有
如
此
成
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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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
而
，
一
九
二
五
年
三
月
十
二
日
，
五
十
八
歲
的
孫
逸
仙
因
癌
症
英
年
早
逝
，
國
民
黨
的
組
織
結
構
自
然
受

到
考
驗
。
當
時
他
前
往
北
京
與
新
的
中
央
政
府
商
談
，
病
逝
在
顧
維
鈞
家
中
。
孫
逸
仙
去
世
時
，
鮑
羅
廷
和
其
他

人
在
他
身
邊
，
很
快
地
，
前
總
統
的
遺
風
爭
論
群
起
。
42

蘇
聯
大
使
卡
拉
漢
是
葬
禮
的
主
悼
者
；
另
一
個
基
督
教
葬

禮
則
由
孫
逸
仙
的
家
人
在
同
一
時
間
舉
行
。
其
實
，
全
國
各
地
都
有
紀
念
會
，
孫
逸
仙
的
一
生
象
徵
中
國
尚
未
結

束
的
多
舛
命
運
與
受
到
壓
迫
的
國
際
地
位
。
他
的
革
命
事
業
一
直
慘
不
忍
睹
，
但
他
的
演
說
、
遊
說
與
公
眾
形

象
，
已
成
為
一
位
獨
特
的
護
國
政
治
領
袖
。
他
似
乎
站
在
國
民
黨
之
上—

如
果
不
算
真
正
脫
離
。
他
在
後
期
試

圖
以
國
民
黨
為
推
手
達
成
目
標
，
從
許
多
原
本
蔑
視
廣
州
革
命
政
權
的
人
身
上
博
得
認
同
。
身
為
職
業
革
命
分
子

的
孫
逸
仙
，
儘
管
不
願
成
為
一
個
象
徵
，
仍
幾
乎
成
為
真
正
超
越
政
治
之
人
。
去
世
之
前
，
他
北
上
接
見
許
多
外

國
大
使
與
觀
察
者
，
刺
激
全
中
國
的
政
治
氣
氛
，
引
爆
了
上
海
的
五
卅
事
件
。
43

孫
逸
仙
簡
短
的
政
治
遺
囑
由
他
最

親
近
的
政
治
助
手
汪
精
衛
草
擬
，
後
來
成
為
革
命
奮
鬥
的
教
典
。
遺
囑
最
重
要
的
是
中
國
的
自
由
與
國
家
之
間
的

平
等
。
結
論
寫
著
，
廢
除
所
謂
﹁
不
平
等
條
約
﹂
是
重
要
任
務
。
此
刻
，
國
民
黨
的
權
力
落
入
三
人
統
治
的
局

勢
，
三
人
都
是
受
過
日
本
教
育
的
革
命
分
子
：
領
導
黨
內
多
數
左
派
的
汪
精
衛
、
聯
合
保
守
派
的
胡
漢
民
、
舊
金

山
出
生
的
廖
仲
楷
。
廖
仲
楷
持
續
提
倡
與
俄
國
來
往
，
並
負
責
與
共
產
黨
結
盟
的
細
節
。
孫
逸
仙
最
後
留
下
的
文

件
包
括
一
封
致
蘇
聯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會
的
信
，
命
令
國
民
黨
繼
續
與
這
個
平
等
對
待
中
國
的
國
家
合
作
。
這
份
文

件
鞏
固
廖
仲
楷
的
地
位
與
草
擬
這
份
文
件
的
左
派
，
但
孫
逸
仙
並
未
簽
名
，
反
對
者
也
不
認
同
。

一
九
二
五
年
六
月
，
抗
議
行
動
遍
布
全
中
國
，
力
討
上
海
五
卅
事
件
的
公
道
。
此
時
，
廣
州
的
國
民
黨
正
在

對
抗
與
陳
炯
明
結
盟
的
軍
閥
。
在
俄
國
指
揮
下
，
國
民
黨
在
戰
場
表
現
優
異
，
並
利
用
上
海
屠
殺
引
起
的
公
憤
。

共
產
黨
運
動
人
士
說
服
香
港
工
會
以
罷
工
表
示
抗
議
，
於
是
，
六
月
二
十
三
日
先
在
廣
州
舉
辦
集
會
，
隨
後
接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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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型
遊
行
。
眾
多
遊
行
隊
伍
包
括
童
子
軍
樂
團
、
嶺
南
大
學
的
百
人
隊
伍
及
黃
埔
軍
校
武
裝
學
生
。
那
天
風
很

大
，
氣
氛
熱
鬧
。
這
場
革
命
一
直
很
刺
激
。
廣
州
宛
如
聖
地
麥
加
，
吸
引
全
中
國
興
奮
的
年
輕
人
。
他
們
可
以
在

廣
州
生
活
、
工
作
、
洞
悉
中
國
人
的
未
來
。
那
兒
有
其
他
地
方
不
見
的
大
量
共
產
書
籍
和
雜
誌
，
公
開
販
賣
；
而

且
新
成
立
的
組
織
尚
有
許
多
職
位
空
缺
。
剛
到
廣
州
的
人
，
日
以
繼
夜
的
政
治
狂
熱
交
錯
私
生
活
激
烈
的
社
會
文

化
反
動
。
年
輕
的
激
進
分
子
改
編
孫
逸
仙
有
名
的
遺
囑
﹁
革
命
尚
未
成
功
﹂—

﹁
愛
情
尚
未
成
功
，
同
志
仍
須
努

力
﹂
。
月
曆
寫
滿
忙
碌
的
革
命
活
動
，
註
記
集
會
和
遊
行
。
三
個
月
後
，
三
月
八
日
，
一
萬
人
走
上
街
頭
宣
揚
國
際

婦
女
節
。
44

六
月
二
十
三
日
，
雖
也
狂
熱
，
但
不
過
也
是
另
一
個
尋
常
的
政
治
天
，
然
而
，
火
熱
的
廣
州
革
命
舞
臺

盛
大
演
出
了
一
項
行
動
。

演
講
後
，
示
威
者
潛
入
新
的
外
灘
，
也
就
是
與
沙
面
島
隔
著
運
河
相
望
的
沙
基
︵Shakee

︶
。
中
國
工
人
已
經

在
某
次
罷
工
和
抵
制
之
後
退
出
這
兩
個
租
界
，
外
籍
居
民
也
撤
離
，
現
在
由
英
國
與
法
國
海
軍
、
民
間
的
武
裝
義

勇
隊
看
守
。
他
們
駐
守
在
沙
袋
後
方
的
壕
溝
，
面
前
是
帶
刺
的
鐵
絲
網
圍
護
。
他
們
頗
為
期
待
這
座
島
被
攻
擊
，

而
且
已
經
選
好
亞
細
亞
石
油
公
司
大
樓
作
為
最
後
防
守
地
點
。
英
籍
的
海
關
稅
務
司
亞
瑟
．
愛
德
華
︵A

rth
ur 

E
dw

ards

︶
已
經
關
閉
辦
公
室
，
雖
然
國
民
黨
政
府
請
他
不
要
關
閉
，
之
後
這
個
舉
動
將
成
為
他
的
夢
魘
。
附
近
有

超
出
常
規
的
外
國
海
軍
待
命
：
兩
艘
英
國
軍
艦
、
兩
艘
法
國
軍
艦
、
一
艘
美
國
、
一
艘
日
本
。
英
國
總
領
事
協
同

指
揮
防
禦
。
總
領
事
前
一
天
就
寫
信
給
市
政
府
外
交
官
員
，
請
他
們
防
止
想
要
壯
烈
犧
牲
的
煽
動
者
或
學
生
侵
犯

租
界
，
﹁
如
此
一
來
，
他
們
就
不
會
說
英
國
的
帝
國
主
義
殘
殺
無
害
的
中
國
青
年
。
﹂
那
天
下
午
，
他
一
反
常
態
地

仍
相
當
清
醒
︵
他
的
小
酌
習
慣
當
時
眾
所
皆
知
︶
，
情
勢
非
常
緊
張
，
那
天
天
氣
炎
熱
，
眾
人
的
脾
氣
更
是
火
爆
。
45

我
們
不
知
道
開
槍
的
是
誰
，
是
打
敗
陳
炯
明
後
士
氣
大
振
的
軍
校
學
生
？
還
是
外
國
士
兵
和
義
勇
隊
？
但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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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
知
道
接
下
來
二
十
分
鐘
的
屠
殺
，
法
國
和
英
國
二
十
七
公
尺
外
的
機
關
槍
朝
著
運
河
對
岸
掃
射
，
至
少
五
十
二

名
中
國
人
和
一
名
法
國
人
死
亡
。
活
下
來
的
軍
校
學
生
努
力
回
想
，
他
們
表
示
衝
突
持
續
一
個
小
時
才
停
止
。
郵

局
局
長
喬
治
．
奧
斯
蘭
希
爾
一
手
拿
著
左
輪
手
槍
，
一
手
扶
著
舵
把
，
子
彈
飛
過
頭
上
之
際
，
讓
快
艇
撤
出
幾
名

外
籍
婦
人
和
兒
童
。
傷
者
不
計
其
數
。
紅
十
字
會
此
時
現
身
，
攝
影
師
捕
捉
到
沙
面
島
上
殘
忍
的
一
刻
：
每
一
位

試
著
在
槍
林
彈
雨
尋
找
掩
護
，
最
後
躺
在
門
廊
與
碎
石
堆
的
死
者
面
容
。
廣
州
各
地
民
間
和
政
府
組
成
﹁
沙
基
事

件
調
查
委
員
會
﹂
，
提
供
罹
難
者
的
資
料
。
半
數
罹
難
者
是
軍
官
學
校
的
學
生
，
其
他
也
有
大
學
生
、
店
員
、
工
人

和
學
童
：
年
齡
分
布
在
十
五
到
七
十
歲
。
46

另
一
張
同
樣
殘
忍
的
照
片
裡
是
維
多
利
亞
酒
店
門
廊
的
歐
洲
人
，
他
們

掃
射
之
後
，
臉
上
明
顯
露
出
滿
意
的
表
情
。
美
國
記
者
哈
雷
特
．
阿
班
︵H

allett A
bend

︶
寫
道
，
前
一
年
轟
炸
事

件
的
證
據
還
在
那
家
酒
店
，
乾
涸
的
血
還
沾
在
餐
廳
牆
上
。
此
刻
新
鮮
的
血
凝
結
在
對
面
美
不
勝
收
、
開
滿
九
重

葛
的
小
島
上
。

廣
州
的
暴
力
事
件
，
以
及
香
港
或
上
海
公
共
租
界
的
警
察
事
件
並
非
無
端
發
生
。
怒
氣
翻
騰
，
情
勢
敏
感
，

事
件
頻
傳
。
人
們
缺
乏
耐
性
、
自
制
或
常
識
。
人
們
缺
乏
這
些
特
質
的
原
因
來
自
許
多
潛
藏
在
駐
中
外
國
官
員
與

外
僑
文
化
之
中
，
他
們
期
待
以
武
力
解
決
問
題
，
此
舉
無
疑
貶
低
了
中
國
人
的
性
命
價
值
。
二
十
七
米
外
的
機
關

槍
毫
無
文
明
節
制
可
言
。
許
多
外
國
人
眼
中
，
集
會
成
員
都
是
潛
在
的
暴
民
。
每
次
遊
行
，
不
管
規
畫
多
麼
完

善
，
即
使
口
號
和
旗
幟
都
事
先
報
備
同
意
，
在
許
多
外
國
居
民
眼
中
都
可
能
是
仇
外
暴
動
。
當
代
政
治
運
動
完
全

被
視
為
原
始
。
英
國
等
人
看
見
的
不
是
政
黨
員
工
、
軍
校
學
生
或
工
會
工
人
：
他
們
只
看
見
從
前
通
商
口
岸
的
暴

民
攻
擊
：
一
八
九
一
年
的
長
江
動
亂
、
一
九○

五
年
的
上
海
等
等
︵
譯
注
：
一
八
九
一
年
長
江
沿
岸
諸
多
地
區
為

反
傳
教
士
而
燒
毀
教
會
相
關
機
構
、
殺
死
傳
教
士
與
教
民
；
一
九○

五
年
上
海
發
生
抵
制
美
貨
運
動
︶
。
最
甚
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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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們
看
見
﹁
拳
民
﹂
。
他
們
看
見
的
不
是
民
族
主
義
者
或
反
帝
國
主
義
的
政
治
動
員
，
而
是
看
見
﹁
拳
民
主

義
﹂—

仇
恨
洋
人
、
通
殺
無
赦
。
這
個
觀
念
深
植
外
國
人
對
中
國
文
化
的
認
知
，
從
社
會
學
的
論
文
到
大
眾
文
化

皆
是
如
此
。
維
克
多
．
珀
塞
爾
在
許
多
方
面
都
是
一
位
敏
銳
的
觀
察
者
，
但
他
並
不
認
為
廣
州
是
座
現
代
化
的
都

市
，
而
是
現
代
化
之
前
的
城
市
。
這
並
不
表
示
英
國
官
員
和
其
他
人
沒
有
察
覺
中
國
的
政
治
朋
友—

蘇

聯—

扮
演
的
角
色
，
也
並
不
表
示
他
們
沒
有
察
覺
新
興
的
共
產
黨
勢
力
擴
張
或
改
組
的
國
民
黨
，
但
他
們
把
這

些
都
當
成
表
面
易
碎
的
殼
，
底
下
裝
著
根
深
柢
固
的
仇
外
舊
時
情
緒
。
與
其
說
鮑
羅
廷
是
共
產
第
三
國
際
探
員
，

他
反
而
更
像
大
眾
小
說
裡
抓
小
孩
的
魔
鬼
︵
其
實
，
他
很
快
就
會
變
成
這
類
新
潮
小
說
的
人
物
︶
。
47

他
是
救
世
領

袖
，
是
戲
偶
大
師
，
操
縱
他
的
玩
具
攻
擊
英
國
人
。
見
到
上
海
和
廣
州
慘
死
的
屍
體
，
以
及
在
長
江
漢
口
的
六
一

一
事
件
︵
譯
注
：
五
卅
慘
案
餘
波
未
平
，
六
月
十
一
日
英
國
水
兵
在
江
漢
關
附
近
用
刺
刀
戳
傷
中
國
工
人
，
引
發

暴
力
衝
突
，
中
國
群
眾
死
傷
十
餘
人
︶
，
中
國
的
抗
議
人
士
在
北
京
貼
出
海
報
，
回
應
英
國
人
的
諷
刺
畫
。
中
國
人

問
：
﹁
誰
才
是
拳
民
？
﹂

﹁
恨
﹂
是
個
強
烈
的
字
眼
，
用
來
形
容
許
多
中
國
人
對
於
沙
基
慘
案
的
情
緒
，
卻
很
貼
切
。
然
而
，
若
是
少
了

灌
溉
，
這
頂
多
是
個
貧
瘠
的
情
緒
。
慢
慢
站
上
國
民
黨
舞
臺
中
央
的
是
蔣
介
石
，
黃
埔
軍
校
校
長
，
三
十
八
歲
，

出
身
中
國
東
方
浙
江
省
，
在
日
本
受
過
訓
練
，
政
治
方
面
與
孫
逸
仙
關
係
密
切
。
某
位
學
者
曾
在
蔣
介
石
的
文
件

找
出
一
百
則
敘
述
和
口
號
，
將
殺
害
事
件
之
後
的
公
憤
指
向
英
國
人
。
法
國
人
在
沙
面
島
的
角
色
，
以
及
日
本
人

在
上
海
的
角
色
，
都
被
巧
妙
地
擺
在
一
旁
，
好
讓
大
眾
的
政
治
抗
爭
有
效
地
對
準
英
國
人
。
口
號
的
草
稿
寫
著
：

﹁
所
有
的
英
國
﹃
敵
人
﹄
都
該
殺
﹂
；
英
國
人
是
﹁
野
蠻
人
﹂
；
一
定
要
﹁
打
倒
﹂
、
﹁
消
滅
﹂
他
們
。
他
們
是
中
國

人
主
要
的
障
礙
，
也
是
反
帝
國
主
義
世
界
革
命
的
障
礙
。
﹁
他
們
殺
中
國
人
就
像
殺
豬
、
殺
狗
。
﹂
他
在
六
月
二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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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日
寫
道
：
﹁
別
把
他
們
當
人
。
﹂
﹁
我
出
生
就
是
為
了
洗
刷
國
恥
。
﹂
48

國
民
黨
準
備
立
刻
對
主
要
敵
人
英
國
開

戰
，
但
蘇
聯
的
顧
問
反
對
，
主
張
廣
州
太
孤
立
，
英
國
人
最
終
會
打
敗
他
們
。
這
樣
的
看
法
有
點
過
度
小
心
，
畢

竟
政
治
活
動
不
斷
進
化
，
全
國
反
帝
的
民
族
主
義
也
許
會
帶
來
勝
利
，
只
是
可
能
要
付
出
極
大
的
代
價
：
國
民
黨

全
新
的
軍
隊
無
法
全
身
而
退
，
全
國
統
一
的
目
標
將
會
延
宕
。
取
而
代
之
的
是
費
時
十
六
個
月
，
而
且
令
廣
州
陷

入
極
大
抵
制
和
罷
工
困
境
，
重
創
英
國
當
地
與
香
港
的
貿
易
。
中
國
共
產
黨
的
新
興
人
物
周
恩
來
說
：
﹁
鴉
片
戰
爭

後
便
不
曾
有
過
。
﹂
49

後
來
證
實
，
自
制
是
更
明
智
的
選
擇
。
五
卅
慘
案
與
相
關
的
不
幸
事
件
，
成
為
一
九
四
一
年

以
前
英
人
在
中
國
最
深
的
傷
口
，
而
且
徹
底
破
壞
英
人
的
地
位—

完
全
是
自
找
的
。

蔣
介
石
並
沒
有
對
英
國
開
戰
，
但
中
國
共
產
黨
的
黨
員
一
年
內
翻
漲
十
倍
。
當
時
基
於
利
害
關
係
結
盟
，
起

初
就
明
顯
的
緊
張
關
係
越
演
越
烈
。
一
派
擔
心
蘇
聯
顧
問
的
角
色
，
因
為
鮑
羅
廷
已
經
浮
出
水
面
，
成
為
革
命
黨

最
具
影
響
力
的
人
物
；
另
一
派
相
信
，
基
於
策
略
與
政
治
的
理
由
，
社
會
革
命
是
必
要
的
。
50

某
些
廣
州
之
外
的
資

深
國
民
黨
要
角
警
覺
到
情
勢
發
展
。
一
九
二
五
年
八
月
，
國
民
黨
親
共
的
主
要
人
物
廖
仲
楷
遭
到
刺
殺
，
此
案
更

象
徵
左
派
與
右
派
之
間
潛
在
的
嫌
隙
。
刺
殺
調
查
結
果
最
終
將
罪
嫌
指
向
英
國
，
然
而
，
多
位
與
此
案
相
關
的
保

守
派
遭
到
逮
捕
，
部
分
避
走
，
而
右
派
領
袖
胡
漢
民
被
迫
放
逐
。
51

儘
管
國
民
黨
的
能
力
持
續
提
升
，
尤
其
是
武
裝

軍
隊
，
蔣
介
石
的
地
位
也
因
此
更
高
，
但
是
，
蘇
聯
顧
問
緊
密
的
控
制
及
積
極
能
幹
的
年
輕
共
產
黨
員
，
持
續
惡

化
孫
逸
仙
死
後
尚
未
解
決
的
國
民
黨
領
導
人
問
題
。
不
過
，
國
民
黨
的
工
作
繼
續
推
進
，
並
於
七
月
一
日
正
式
改

組
為
名
稱
響
亮
、
野
心
勃
勃
的
中
華
民
國
國
民
政
府
。

後
來
證
實
，
無
論
在
黃
埔
軍
校
大
聲
疾
呼
反
對
帝
國
主
義
與
激
進
大
眾
政
治
，
或
是
回
頭
打
擊
黨
內
左
派
，

蔣
介
石
都
有
能
力
勝
任
兩
者
。
一
九
二
六
年
三
月
，
由
於
害
怕
黨
內
反
對
者
攻
擊
，
蔣
介
石
發
動
反
對
俄
國
人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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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變
。
效
忠
他
的
軍
隊
逮
捕
共
產
黨
員
，
並
包
圍
蘇
聯
顧
問
的
總
部
。
此
事
件
隨
後
平
息
，
但
蔣
介
石
的
意
思
已

經
到
位
。
風
波
之
後
，
新
任
的
軍
事
顧
問
主
管
斯
蒂
潘
諾
夫
將
軍
︵G

eneral V. A
. Stepanov

︶
列
出
幾
點
自
我
檢

討
：
顧
問
團
太
緊
迫
盯
人
，
主
導
中
國
的
同
事
，
而
非
指
導
他
們
；
軍
隊
的
政
治
宣
傳
太
偏
激
，
偏
向
共
產
主

義
、
土
地
問
題
和
反
帝
國
主
義
；
權
力
集
中
太
快
。
年
輕
的
共
產
黨
分
子
一
心
急
著
控
制
國
民
黨
，
而
非
與
他
們

合
作
後
再
轉
化
他
們
。
﹁
我
們
通
常
不
注
重
中
國
人
的
習
慣
、
風
俗
和
禮
節
。
﹂
他
繼
續
寫
，
﹁
這
可
能
不
是
什
麼

重
大
失
誤
，
卻
足
以
引
發
中
國
人
對
俄
國
顧
問
的
不
滿
情
緒
。
﹂
蔣
介
石
可
能
讀
了
拿
破
崙
的
故
事
，
﹁
欲
求
光
芒

和
權
力
，
渴
望
成
為
中
國
的
英
雄
﹂
，
不
過
黃
埔
軍
校
的
學
生
對
司
令
官
極
為
忠
誠
，
而
且
他
們
多
半
來
自
不
錯
的

背
景
。
雖
然
他
們
是
國
家
的
革
命
人
士
，
政
治
態
度
多
半
還
是
傾
向
保
守
。
52

倘
若
換
掉
幾
個
詞
，
斯
蒂
潘
諾
夫
的
自
我
檢
討
也
可
說
是
傳
教
團
體
內
部
的
懊
惱
反
省
：
起
初
是
反
基
督
宗

教
運
動
，
爾
後
同
時
還
有
傳
教
士
在
中
國
曖
昧
的
立
場
︵
他
們
多
半
利
用
治
外
法
權
的
方
便
獲
得
庇
護
，
因
此
形

同
與
在
中
國
的
外
國
勢
力
串
通
一
氣
︶
。
不
管
他
們
覺
得
自
己
離
沙
面
島
多
遠
，
他
們
還
是
屬
於
沙
面
島
的
世
界
。

實
際
上
或
感
受
上
，
外
籍
人
士
盛
氣
凌
人
地
對
待
中
國
同
事
，
這
樣
的
態
度
助
長
反
基
督
宗
教
運
動
。
上
海
和
廣

州
的
槍
殺
事
件
，
強
迫
外
國
員
工
公
開
表
明
立
場
且
選
邊
站
，
這
麼
做
不
但
無
法
討
好
中
國
人
，
同
時
也
得
罪
外

國
社
群
。
沙
基
慘
案
緊
接
的
餘
波
之
中
，
嶺
南
大
學
一
位
英
籍
職
員
，
也
是
守
舊
派
的
公
理
會
福
音
傳
教
士
，
被

從
校
園
經
由
沙
面
島
祕
密
地
帶
出
廣
州
。
厄
爾
．
斯
威
士
和
其
他
多
位
美
籍
教
職
員
都
簽
署
了
一
份
譴
責
殺
戮
宣

言
，
但
那
份
宣
言
採
取
中
國
人
的
說
法
，
表
示
第
一
槍
來
自
沙
面
島
，
而
且
遊
行
的
人
全
都
手
無
寸
鐵
。
隨
著
大

罷
工
迅
速
展
開
，
學
校
關
閉
，
斯
威
士
和
他
的
同
事
前
往
香
港
避
難
，
卻
被
英
國
人
轟
走
。
53

蔣
介
石
發
動
北
伐
，
同
時
宣
示
他
在
國
民
黨
的
領
導
地
位
。
對
孫
逸
仙
而
言
，
廣
州
是
達
成
全
國
目
標
的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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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
，
廣
州
是
統
一
中
國
的
基
地
，
但
是
陳
炯
明
和
其
他
地
方
勢
力
認
為
這
種
想
法
扭
曲
，
甚
至
會
傷
害
區
域
的
發

展
和
繁
榮
；
而
孫
逸
仙
和
陳
炯
明
的
對
立
部
分
便
來
自
於
此
。
一
九
二
五
年
，
國
民
黨
的
﹁
國
民
革
命
軍
﹂
正
式

確
立
名
稱
。
到
了
一
九
二
六
年
八
月
，
已
成
長
為
人
數
達
十
五
萬
的
精
銳
大
軍
。
國
民
革
命
軍
訓
練
精
良
、
組
織

嚴
密
，
身
為
效
忠
國
民
黨
的
黨
軍
。
國
民
黨
內
的
政
治
工
作
非
常
重
要
，
多
數
由
共
產
黨
員
主
導
，
但
是
軍
官
團

私
自
對
蔣
介
石
無
不
忠
心
耿
耿
。
這
種
重
疊
的
文
化
將
在
之
後
顯
現
重
要
性
，
但
是
等
到
國
民
革
命
軍
在
中
國
各

地
點
燃
戰
火
、
國
民
黨
的
新
國
民
政
府
統
一
中
國
之
前
，
這
般
重
要
性
還
未
透
出
跡
象
。

浪
漫
的
北
伐
大
業
也
有
痛
苦
的
阻
礙
，
但
無
論
從
什
麼
標
準
來
看
，
都
是
壯
烈
勇
猛
之
舉
。
54

簡
單
來
說
，
國

民
革
命
軍
七
月
九
日
從
南
方
基
地
往
北
，
攻
無
不
克
。
一
九
二
六
年
八
月
十
一
日
拿
下
湖
南
長
沙
，
接
著
往
北
進

入
長
江
，
圍
攻
武
昌
四
十
天
，
並
在
十
月
十
日
拿
下
這
裡
。
十
一
月
五
日
拿
下
九
江
，
三
天
後
又
拿
下
江
西
的
首

府
南
昌
。
第
二
支
軍
隊
從
廣
州
東
方
出
發
進
入
福
建
，
又
從
福
建
往
東
北
推
進
。
國
民
革
命
軍
最
終
包
圍
上
海
；

而
國
民
黨
也
以
南
京
為
新
首
都
，
打
開
中
國
歷
史
新
的
一
章
。
軍
閥
割
據
的
中
國
忍
受
一
九
二
四
至
二
五
年
大
規

模
且
破
壞
性
的
混
戰
，
混
戰
牽
涉
超
過
五
十
萬
名
軍
人
，
這
是
一
場
真
正
的
戰
爭
；
引
發
這
些
衝
突
的
人
公
開
表

現
出
的
愛
國
壯
志
及
重
建
國
家
的
野
心
，
但
實
際
造
成
的
是
延
長
國
家
分
裂
。
55

隔
年
，
國
民
革
命
軍
掃
蕩
北
方
，

進
入
山
東
，
並
派
兵
往
北
京
前
進
。
敵
對
軍
閥
的
勢
力
崩
潰
，
節
節
退
敗
；
有
的
棄
逃
，
有
的
轉
向
。
馮
玉
祥
一

年
前
就
歸
順
國
民
黨
︵
譯
注
：
一
九
二
四
至
二
六
年
間
蘇
聯
透
過
軍
事
援
助
馮
玉
祥
，
勸
說
他
加
入
國
民
黨
︶
，
而

蘇
聯
在
馮
於
喀
拉
干
︵
張
家
口
︶
的
駐
軍
地
早
已
操
作
多
時
。
軍
閥
的
外
國
傭
兵
能
逃
的
都
已
經
逃
了
；
專
家
顧

問
，
例
如
張
作
霖
兵
工
廠
的
指
揮
薩
頓
則
立
刻
避
走
海
外
。
南
京
的
新
政
府
還
繼
續
對
抗
反
對
或
反
叛
軍
隊
長
達

兩
年
，
國
民
政
府
的
實
力
每
一
年
都
進
一
步
增
長
。
俄
國
人
重
要
的
地
位
一
直
維
持
到
一
九
二
七
年
初
：
他
們
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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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
策
略
，
有
些
在
戰
場
上
帶
兵
，
有
些
執
行
飛
行
偵
察
任
務
，
掃
射
敵
人
和
運
輸
；
行
動
之
中
也
死
了
幾
個
俄
國

人
。
但
贏
得
勝
利
的
關
鍵
，
仍
是
堅
持
政
治
理
念
並
英
勇
作
戰
的
國
民
革
命
軍
，
以
及
軍
隊
獲
得
的
普
遍
支
持
。

另
一
個
重
要
原
因
，
則
是
國
民
黨
探
員
和
敵
人
之
間
的
豪
賭
。
國
民
革
命
軍
的
軍
隊
晝
夜
血
戰
，
許
多
對
手
察
覺

風
向
轉
變
，
紛
紛
在
被
殲
滅
之
前
投
誠
。
軍
隊
之
間
雖
不
見
得
有
政
治
向
心
力
，
但
是
國
民
黨
的
中
華
民
國
國
民

政
府
的
國
旗
仍
得
以
飄
揚
，
取
代
崩
潰
的
北
洋
政
府
的
五
色
旗
。

這
就
是
中
國
的
外
國
租
界
開
始
恐
慌
的
信
號
，
信
號
遍
及
大
使
館
與
領
事
館
、
貿
易
遊
說
團
體
、
報
社
、
夜

總
會
、
商
辦
與
世
界
各
地
的
外
交
部
。
左
派
與
右
派
之
間
、
中
共
與
保
守
派
系
之
間
、
民
間
與
軍
方
領
袖
之
間
，

蔣
介
石
與
共
產
第
三
國
際
的
顧
問
之
間
，
醞
釀
多
時
的
政
治
緊
張
局
勢
，
原
本
要
將
此
刻
勝
利
的
聯
盟
五
馬
分

屍
，
但
在
分
裂
之
前
，
聯
盟
已
經
帶
來
一
場
革
命
，
完
全
嚇
壞
外
強
。
書
店
裡
堆
滿
大
部
頭
的
歷
史
著
作
，
書
名

與
外
國
媒
體
的
恐
慌
一
致
：
︽
布
爾
什
維
克
化
的
中
國
：
世
界
最
大
的
危
險
？
︾
、
︽
中
國
怎
麼
了
？
︾
、
︽
中
國
瘋

了
嗎
？
︾
然
而
，
革
命
其
實
也
令
國
民
黨
內
部
較
為
保
守
的
派
系
緊
張
。
煽
動
反
帝
國
主
義
的
情
緒
，
利
用
對

︽
二
十
一
條
︾
、
巴
黎
和
會
與
山
東
問
題
、
南
京
路
與
沙
基
慘
案
的
痛
苦
與
憤
怒
，
形
成
國
民
政
府
北
伐
強
大
的
基

礎
。
他
們
在
分
析
中
國
的
困
境
時
，
取
巧
地
連
結
軍
國
與
帝
國
主
義
，
表
示
兩
者
彼
此
助
長
對
中
國
的
威
脅
，
此

舉
果
然
非
常
有
效
。
全
中
國
的
牆
壁
、
海
報
、
傳
單
與
集
會
的
口
號
，
都
見
得
到
軍
國
與
帝
國
主
義
。
然
而
，
這

股
動
力
也
很
有
可
能
潰
堤
失
控
。
雖
然
，
許
多
國
民
黨
領
袖
和
迅
速
同
情
他
們
的
人
都
在
此
時
支
持
北
伐
，
但
他

們
已
經
沒
有
社
會
革
命
的
胃
口
，
甚
至
更
懶
得
理
會
左
派
及
來
自
俄
國
的
盟
友
。
廣
州
的
國
民
政
府
於
一
九
二
六

年
十
二
月
搬
到
武
漢
，
鮑
羅
廷
和
他
的
團
隊
也
一
起
過
去
，
但
權
力
已
經
往
軍
隊
移
動
，
移
向
蔣
介
石
。
最
為
激

烈
的
廣
州
政
治
運
動
，
此
時
也
延
燒
到
了
武
漢
，
蔣
介
石
等
人
也
在
南
京
建
立
了
他
們
宣
稱
正
當
的
國
民
政
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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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武
漢
政
府
對
立
︵
譯
注
：
此
即
分
別
以
蔣
介
石
與
汪
精
衛
為
首
的
寧
漢
分
裂
︶
。

由
於
北
伐
，
國
民
黨
開
始
與
外
國
勢
力
摩
擦
，
甚
至
即
將
到
達
大
動
干
戈
的
地
步
。
陳
友
仁
嗅
到
衝
突
，
於

是
在
一
九
二
六
年
十
月
，
著
手
協
調
停
止
省
港
大
罷
工
，
但
中
外
關
係
並
未
改
善
。
如
果
國
民
革
命
軍
的
軍
隊
攻

擊
南
京
地
區
外
國
持
有
的
建
築
或
殺
害
外
國
人
民
，
英
國
和
美
國
的
軍
艦
就
會
猛
烈
攻
擊
。
上
萬
支
外
國
軍
隊
已

經
派
到
上
海
、
香
港
與
天
津
防
禦
。
英
國
海
軍
的
艦
艇
來
回
巡
邏
長
江
。
戰
爭
似
乎
一
觸
即
發
，
但
是
，
這
是
誰

與
誰
的
戰
爭
？
某
些
觀
察
者
，
包
括
許
多
英
國
人
都
認
為
，
經
過
兩
年
中
國
民
族
主
義
運
動
慍
怒
又
痛
苦
的
衝
突

後
，
英
國
與
國
民
黨
之
間
的
對
峙
，
其
實
代
替
的
是
英
國
與
蘇
聯
之
間
的
戰
爭
。
中
國
只
是
這
場
戰
爭
的
前
線
之

一
。
一
九
二
六
年
的
英
國
大
罷
工
似
乎
又
開
啟
了
另
一
道
前
線
，
一
九
二
七
年
五
月
英
國
警
察
掃
蕩
蘇
聯
在
倫
敦

的
貿
易
委
員
會
︵A

R
C

O
S

︶
，
搜
走
文
件
，
並
關
閉
一
個
顯
然
參
與
破
壞
性
政
治
活
動
的
機
構
。
英
國
與
蘇
聯
的
外

交
關
係
破
裂
。
到
處
都
有
開
戰
的
言
論
。
但
現
實
局
勢
的
改
變
使
得
英
國
必
須
想
出
新
的
中
國
政
策
，
他
們
在
一

九
二
六
年
十
二
月
公
布
策
略
，
一
九
二
七
年
一
月
又
加
入
數
個
實
質
的
單
邊
改
革
計
畫
。
56

但
一
切
為
時
已
晚
。

不
斷
變
化
的
局
勢
當
中
，
最
戲
劇
性
的
就
是
一
九
二
七
年
一
月
三
日
到
四
日
，
長
江
岸
邊
漢
口
的
僵
局
。
區

區
七
十
五
英
畝
的
英
國
租
界
一
直
是
衝
突
和
爭
議
的
來
源
，
此
處
最
常
發
生
中
國
人
出
入
與
居
住
的
老
問
題
；
一

九
一
一
年
，
英
國
的
市
政
廳
為
了
在
衝
突
期
間
管
控
進
出
，
甚
至
立
起
城
牆
和
大
門
。
市
政
和
商
會
的
爭
議
之

外
，
情
況
又
因
中
國
人
平
日
受
到
的
待
遇
惡
化
。
火
上
加
油
的
是
，
英
國
的
義
勇
隊
在
五
卅
事
件
抗
議
期
間
，
又

於
漢
口
殺
了
八
個
人
。
反
帝
國
主
義
的
口
號
燃
起
大
眾
運
動
，
幫
助
國
民
黨
邁
向
勝
利
。
國
民
黨
的
幹
部
和
軍
隊

一
起
進
入
漢
口
。
一
九
二
六
年
後
，
租
界
區
便
不
斷
成
為
政
治
攻
擊
的
目
標
。
英
國
在
天
津
的
租
界
區
發
生
反
國

民
黨
行
動
，
國
民
黨
黨
員
被
敵
人
逮
捕
並
處
決
，
局
勢
因
而
激
烈
。
因
此
，
一
九
二
七
年
一
月
整
整
兩
天
，
英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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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
支
海
軍
小
隊
阻
擋
憤
慨
的
群
眾
；
為
了
避
免
發
生
慘
案
，
英
國
海
軍
撤
退
，
國
民
革
命
軍
進
入
租
界
駐
守
。
兩

天
之
後
，
英
國
的
市
政
廳
正
式
將
行
政
權
交
給
新
成
立
的
國
民
黨
市
政
府
。
同
一
天
，
英
國
更
小
的
九
江
租
界
也

被
示
威
者
占
領
並
洗
劫
。
一
九
二
七
年
一
月
四
日
，
英
國
海
軍
退
出
漢
口
外
灘
，
輕
描
淡
寫
地
說
，
亞
洲
民
族
主

義
長
久
持
續
對
抗
外
國
帝
國
的
歷
史
中
，
此
刻
極
具
象
徵
意
義
。
歷
史
上
首
次
，
歐
洲
帝
國
的
前
哨
敗
給
民
族
主

義
對
手
，
而
且
再
也
收
不
回
去
。

接
下
來
會
如
何
？
又
是
發
生
在
哪
裡
？
這
些
都
是
外
國
人
的
惡
夢
。
他
們
害
怕
一
九
二
五
年
的
沙
面
島
慘

案
，
再
加
上
他
們
長
期
執
著
中
國
人
攻
擊
領
土
的
幻
想
，
並
曾
在
一
個
世
代
前
的
拳
民
起
義
目
睹
惡
夢
成
真
。
現

在
，
隨
著
國
民
革
命
軍
北
討
，
五
卅
事
件
和
沙
基
慘
案
的
餘
波
仍
舊
蕩
漾
，
中
國
境
內
上
百
處
外
國
人
居
留
之

處
，
每
個
租
界
、
居
住
地
與
傳
教
地
點
，
每
間
外
國
人
經
營
的
學
校
或
醫
院
，
甚
至
每
艘
外
國
人
擁
有
的
輪
船
，

都
成
為
民
族
主
義
和
反
對
帝
國
主
義
可
能
起
事
的
地
點
。
舉
凡
所
有
與
中
國
同
事
、
僕
人
、
雇
員
及
社
區
的
關

係
，
都
受
到
考
驗
。
學
生
和
家
僕
罷
工
；
教
堂
會
眾
要
求
脫
離
傳
教
團
體
自
立
；
消
費
者
的
抵
制
重
創
英
國
貿

易
。
街
上
的
意
外
可
能
隨
即
演
變
成
政
治
事
件
。
更
不
用
說
戰
爭
助
長
了
社
會
動
亂
。
戰
敗
棄
逃
的
士
兵
變
成
強

盜
︵
軍
隊
流
出
的
武
器
落
入
罪
犯
手
裡
︶
，
小
偷
趁
火
打
劫
；
戰
勝
的
部
隊
實
現
長
期
呼
喊
的
反
帝
口
號
。
一
股
前

所
未
見
的
人
口
遷
移
潮
流
往
海
岸
擴
散
。
一
九
二
六
年
末
期
，
上
千
名
外
國
人
遷
往
上
海
、
廣
州
和
天
津
，
許
多

人
搭
船
離
開
中
國
，
人
數
非
常
多
，
尤
其
是
傳
教
士
，
他
們
從
此
再
也
沒
有
回
來
。
八
千
名
基
督
教
傳
教
士
，
僅

有
五
百
人
留
在
原
地
。
57

一
切
如
同
全
球
危
機
。
各
界
紛
紛
預
測
骨
牌
效
應
。
中
國
之
後
的
下
一
個
是
否
將
是
越
南
？
或
是
韓
國
？
也

許
是
印
度
？
阮
必
成
︵N

guyễ n Á
i Q

uố c

︶
，
亦
即
較
後
人
熟
知
的
胡
志
明
，
他
在
廣
州
擔
任
鮑
羅
廷
的
翻
譯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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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二
五
年
春
天
在
廣
州
建
立
越
南
共
產
黨
先
驅
。
印
尼
的
革
命
分
子
、
後
來
的
共
產
黨
領
袖
陳
麻
六
甲
︵T

an 

M
alaka

︶
也
曾
待
過
這
座
革
命
城
市
。
南
亞
的
民
族
主
義
者
活
躍
於
武
漢
，
印
製
書
籍
流
通
全
中
國
。
印
度
的
英

國
政
府
派
遣
一
名
情
報
員
到
上
海
協
同
監
視
社
運
人
士
。
一
切
就
如
同
對
抗
共
產
主
義
的
世
界
大
戰
。
美
國
、
法

國
與
日
本
都
加
強
武
力
。
義
大
利
、
西
班
牙
、
葡
萄
牙
及
荷
蘭
的
海
軍
與
軍
艦
紛
紛
待
命
。
英
國
派
了
兩
萬
名
精

銳
﹁
上
海
防
禦
軍
﹂
︵Shanghai D

efence Force

︶
保
護
公
共
租
界
，
這
也
是
一
九
一
八
至
三
九
年
間
最
大
的
軍
事

派
遣
；
皇
家
海
軍
援
軍
抵
達
，
很
多
人
搶
著
血
染
﹁
紅
軍
﹂
鼻
子
的
機
會
。
邱
吉
爾
寫
信
給
英
國
首
相
史
丹

利
．
鮑
德
溫
︵Stanley B

aldw
in

︶
，
﹁
毒
氣
的
使
用
並
不
違
背
邏
輯
、
情
感
與
人
道
方
面
？
﹂
58

在
上
海
，
公
共
租
界
的
政
府
等
著
。
防
禦
計
畫
啟
動
；
帶
刺
的
鐵
絲
網
護
欄
立
起
；
外
國
軍
隊
的
援
軍
就

緒
。
漢
口
傳
來
的
消
息
令
人
擔
心
。
上
海
的
外
國
警
察
持
續
與
國
民
黨
敵
對
的
軍
閥
合
作
，
以
揪
出
並
逮
捕
國
民

黨
在
公
共
租
界
和
法
國
租
界
的
探
員
，
將
他
們
移
交
。
多
數
立
刻
處
決
。
一
九
二
七
年
一
月
下
旬
，
警
務
的
政
治

單
位
﹁
情
報
室
﹂
討
論
找
人
畫
卡
通
，
做
成
政
治
宣
傳
的
傳
單
和
海
報
帶
回
中
國
。
例
如
﹁
蔣
介
石
的
邪
惡
面
﹂
、

﹁
把
他
畫
成
肆
無
忌
憚
、
貪
婪
且
嗜
血
的
叛
徒
﹂
。
他
們
的
結
論
是
他
最
適
合
畫
成
﹁
烏
龜
、
水
蛭
、
蟒
蛇
、
狼
與

﹃
走
狗
﹄
﹂
。
59

十
週
之
後
，
四
月
十
一
、
十
二
日
，
警
察
為
保
護
租
界
而
關
閉
圍
欄
和
閘
門
，
只
准
護
衛
車
隊
往
北

進
入
閘
北
，
上
頭
載
著
上
百
名
武
裝
男
人
，
他
們
是
當
時
顯
赫
的
地
下
勢
力
杜
月
笙
的
手
下
。
隔
天
，
天
剛
拂

曉
，
這
些
幫
派
分
子
便
對
勞
工
總
部
發
動
攻
擊
，
目
標
還
有
其
他
與
國
民
黨
聯
盟
並
由
共
產
黨
主
導
的
動
亂
派

系
，
這
些
派
系
在
蔣
中
正
的
軍
隊
進
入
之
前
已
經
掌
握
上
海
。
國
民
革
命
軍
的
部
隊
進
來
後
，
開
始
支
持
幫
派
的

攻
擊—

反
社
會
革
命
的
運
動
應
聲
展
開
。
一
切
都
是
經
過
計
畫
的
。
蔣
介
石
三
月
二
十
六
日
抵
達
上
海
，
而
杜

月
笙
和
他
的
幫
派
是
他
抵
達
上
海
後
首
先
會
面
的
人
。
北
伐
分
裂
，
兩
方
曾
經
互
相
競
爭
、
現
在
互
相
攻
打
，
多



滾出中國　　098

方
派
系
開
始
靠
向
在
武
漢
和
南
京
自
稱
國
民
政
府
並
且
曾
經
對
立
的
權
力
中
心
。
四
月
十
三
日
，
一
群
和
平
遊
行

者
在
上
海
北
方
的
寶
山
路
反
對
鎮
壓
，
卻
被
國
民
革
命
軍
軍
隊
以
機
關
槍
掃
射
。
死
在
國
民
黨
手
中
的
人
數
，
大

約
是
兩
年
前
在
南
京
路
上
被
公
共
租
界
警
察
殺
死
的
十
倍
。

蘇
聯
在
廣
州
的
介
入
對
國
民
黨
重
生
扮
演
極
為
重
要
的
角
色
。
蘇
聯
幫
助
國
民
黨
黨
內
重
組
並
成
立
軍
隊
。

蘇
聯
的
軍
隊
、
金
錢
和
指
導
對
國
民
黨
重
組
與
北
伐
非
常
重
要
，
國
民
黨
因
此
得
以
控
制
中
國
的
中
心
，
並
獲
得

其
他
地
區
至
少
名
義
上
的
聯
盟
。
中
國
歷
史
上
首
次
外
強
直
接
且
全
面
地
介
入
內
戰
。
蘇
聯
採
取
折
衷
方
式
達
成

目
的
，
藉
由
擾
亂
殖
民
地
、
製
造
中
國
動
亂
，
從
側
翼
包
抄
剛
開
始
對
抗
蘇
聯
的
歐
洲
敵
人
，
並
執
行
共
產
國
際

主
義
意
識
型
態
。
﹁
革
命
的
傳
教
士
﹂
首
先
以
廣
州
為
中
心
，
製
造
緊
張
與
國
際
政
治
衝
突
；
廣
州
順
勢
成
為
各
地

革
命
行
動
的
總
部
，
接
著
往
中
國
的
南
方
、
東
方
與
中
心
擴
散
，
對
外
國
政
府
︵
與
他
們
的
維
安
單
位
︶
和
輿
論

造
成
重
大
影
響
。
雖
然
就
某
些
方
面
而
言
影
響
稍
縱
即
逝—

例
如
全
球
經
濟
危
機
、
中
日
緊
張
關
係
和
歐
洲
法

西
斯
主
義
的
興
起
，
只
會
是
︽
中
國
革
命
的
悲
劇
︾
︵T

he T
ragedy of the C

hinese R
evolution

︶
的
模
糊
記

憶—

卻
留
下
莫
大
的
後
遺
症
。
其
中
極
為
重
要
的
便
是
反
史
達
林
的
伊
羅
生
︵H

arold Isaacs

︶
，
他
也
是
著
作

︽
中
國
革
命
的
悲
劇
︾
的
作
者
；
以
廣
州
為
場
景
的
小
說
︽
征
服
者
︾
︵Les C

onquérants

︶
作
者
安
德
烈
．
馬
爾
羅

︵A
ndré M

alraux

︶
，
也
撰
寫
了
以
上
海
起
義
與
政
變
為
背
景
的
小
說
︽
人
的
價
值
︾
︵La C

ondition hum
aine

︶
。

這
些
小
說
將
一
九
二
六
至
二
七
年
的
事
件
銘
記
在
歐
洲
文
化
之
中
，
將
事
件
重
新
詮
釋
為
個
人
生
存
危
機
的
情

節
。
馬
爾
羅
寫
下
這
些
小
說
時
從
沒
去
過
中
國
，
他
隔
著
安
全
的
距
離
，
將
政
治
災
難
的
苦
痛
轉
化
為
藝
術
。

鮑
羅
廷
也
是
這
類
藝
術
家
，
但
追
求
的
是
共
產
第
三
國
際
，
他
是
實
用
主
義
至
上
的
藝
術
家
。
實
用
主
義
和

槍
枝
及
金
錢
一
樣
，
是
他
的
成
功
關
鍵
，
並
且
造
就
國
民
黨
核
心
領
導
人
的
團
結
，
雖
然
這
股
團
結
之
力
已
經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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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
成
不
同
的
武
裝
陣
營
。
有
些
同
僚
批
評
他
的
作
法
，
尤
其
是
蔣
介
石
肅
清
上
海
後
那
段
重
要
的
時
期
，
發
起
批

評
聲
浪
的
是
剛
抵
達
中
國
的
羅
易
︵M

anabendra N
ath R

oy

︶
，
他
曾
是
反
英
國
殖
民
的
印
度
革
命
分
子
，
也
是

中
國
共
產
黨
領
導
張
國
燾
口
中
的
﹁
亞
洲
之
星
﹂
，
但
他
也
是
﹁
學
者
﹂
與
理
論
家
，
﹁
滿
嘴
空
話
﹂
。
相
反
的
，
張

國
燾
認
為
鮑
羅
廷
﹁
緊
貼
最
重
要
的
現
實
﹂
。
60

現
實
步
步
逼
近
，
而
且
不
留
餘
地
。
蘇
聯
的
中
國
部
署
，
在
北
、
東
、
南
紛
紛
遭
受
猛
烈
攻
擊
。
一
九
二
七

年
四
月
六
日
，
在
仍
由
張
作
霖
控
制
的
北
京
，
主
要
的
外
國
外
交
官
同
意
警
察
搜
查
蘇
聯
大
使
館
。
英
國
軍
隊
在

他
們
的
使
館
附
近
圍
成
人
牆
，
確
保
無
人
進
入
尋
求
庇
護
。
結
果
搜
出
大
量
洩
漏
蘇
聯
在
華
機
關
地
下
工
作
的
資

料
，
此
外
，
二
十
二
名
俄
人
與
三
十
六
名
中
國
人
遭
到
逮
捕
，
包
括
共
產
黨
高
層
與
國
民
黨
黨
員
。
俄
國
人
最
終

將
被
釋
放
，
然
而
，
至
少
有
二
十
名
中
國
人
被
火
速
處
決
，
其
中
包
括
共
產
黨
建
黨
元
老
李
大
釗
。
在
天
津
和
上

海
，
蘇
聯
的
領
事
館
受
到
搜
查
並
封
鎖
。
外
交
信
使
遭
扣
押
，
通
聯
紀
錄
被
搜
走
。
鮑
羅
廷
的
妻
子
芬
妮

︵Fanny

︶
被
逮
捕
，
後
來
靠
著
高
額
賄
賂
才
得
以
出
獄
。
四
月
九
日
到
十
五
日
之
間
，
蔣
介
石
的
盟
軍
和
國
民
黨

的
保
守
派
系
攻
擊
廈
門
、
寧
波
、
南
京
與
上
海
等
地
的
左
派
和
共
產
黨
人
士
，
攻
擊
地
點
甚
至
包
括
革
命
發
源
地

廣
州
，
就
連
省
港
大
罷
工
的
總
部
也
未
倖
免
。
鎮
壓
過
程
，
上
百
人
被
殺
。
恐
怖
滋
長
恐
怖
：
左
派
在
武
漢
和
長

沙
反
攻
，
逮
捕
並
殺
害
政
治
敵
人
與
任
何
可
疑
人
物
。
但
是
，
國
民
黨
在
武
漢
的
左
派
領
袖
軍
事
力
量
衰
退
時
，

依
舊
看
不
懂
現
實
的
羅
易
轉
交
了
一
封
史
達
林
致
中
國
共
產
黨
的
電
報
，
下
令
他
們
撤
離
辦
公
室
，
並
加
速
勢
力

範
圍
內
的
鄉
村
革
命
。
他
們
決
定
受
夠
了
，
轉
向
他
們
的
盟
軍
，
並
向
蔣
介
石
投
誠
。
61

鮑
羅
廷
在
中
國
最
後
拍
到
的
照
片
中
，
一
張
是
一
九
二
七
年
九
月
，
他
正
在
戈
壁
沙
漠
的
臨
時
營
帳
獵
捕
松

雞
。
一
個
月
前
，
汽
車
和
貨
車
各
五
輛
的
車
隊
從
寧
夏
省
銀
川
出
發
，
載
著
各
式
各
樣
的
人
物
，
包
括
七
月
末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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鮑
羅
廷
一
起
離
開
漢
口
的
蘇
聯
顧
問
、
他
的
保
鏢
與
廚
師
、
陳
友
仁
兩
個
兒
子
和
美
籍
的
共
產
黨
記
者
安
娜
．
路

易
斯
壯
︵A

nna L
ouise Strong

︶
。
62

國
民
黨
官
員
在
武
漢
禮
貌
地
送
他
離
開
。
雖
然
史
達
林
的
電
報
曝
光
，
孫

科
、
汪
精
衛
等
人
仍
然
都
來
到
了
車
站
。
馮
玉
祥
提
供
他
們
安
全
路
線
，
向
北
前
往
蘇
聯
控
制
的
蒙
古
。
遊
戲
結

束
了
。
雖
然
，
一
切
看
起
來
就
像
一
九
二○

和
三○

年
代
徒
步
行
經
西
北
人
煙
稀
少
的
外
國
探
險
隊
，
但
探
險
隊

不
會
帶
著
無
線
電
操
作
員
。
這
是
逃
亡
中
的
政
黨
，
不
是
探
險
旅
程
。
蘇
聯
在
中
國
的
事
業
崩
盤
，
能
夠
逃
出
中

國
的
亦
如
是
。
同
志
情
誼
及
整
整
四
年
的
共
事
經
驗
依
舊
存
在
。
他
們
帶
著
鮑
羅
廷
取
道
一
條
安
全
路
線
，
躲
避

國
民
黨
所
控
城
市
裡
的
通
緝
。
許
多
能
逃
走
之
人
，
最
終
也
許
還
是
會
後
悔
九
月
底
成
功
抵
達
烏
蘭
巴
托
︵
譯

注
：
蒙
古
共
和
國
首
都
︶
。
因
為
他
們
多
半
沒
能
活
過
史
達
林
的
肅
清
，
即
使
是
機
靈
的
鮑
羅
廷
也
萬
萬
沒
料
到
。
63

一
九
二
七
年
春
夏
，
反
對
左
派
的
動
作
在
中
國
全
境
越
演
越
烈
。
共
產
黨
本
身
在
共
產
第
三
國
際
的
命
令

下
，
發
動
一
系
列
公
開
叛
亂
，
卸
下
任
何
與
國
民
黨
合
作
的
偽
裝
，
奪
下
南
昌
與
汕
頭
等
城
市
，
並
再
度
失
手
。

如
果
這
些
無
意
義
的
舉
動
不
那
麼
血
腥
，
我
們
也
許
還
能
將
其
視
為
鬧
劇
。
十
二
月
十
一
日
由
工
人
、
村
民
與
軍

校
學
生
組
成
的
武
裝
部
隊
控
制
大
部
分
的
廣
州
中
心
，
並
稱
此
勢
力
範
圍
為
﹁
廣
州
蘇
維
埃
﹂
，
宣
布
重
大
的
社
會

與
經
濟
改
革
。
紅
旗
飄
揚
，
但
精
疲
力
盡
的
城
市
沒
有
支
持
這
番
叛
亂
。
商
店
關
閉
。
廣
州
工
人
沒
有
表
態
。
共

產
黨
控
制
這
座
城
市
兩
天
，
接
著
在
十
二
月
十
三
日
，
效
忠
國
民
黨
的
軍
隊
從
湖
南
島
外
灘
登
陸
，
攻
打
裝
備
不

全
的
共
產
黨
軍
，
日
以
繼
夜
地
屠
殺
。
攻
擊
中
沒
有
俄
國
人
死
亡
，
但
他
們
隨
後
被
帶
去
遊
街
，
然
後
處
決
，
其

中
包
括
副
領
事
。
上
千
人
被
捕
捉
槍
斃
，
有
些
是
叛
徒
，
但
多
數
只
是
同
情
者
或
不
幸
的
旁
觀
者
。
許
多
人
被
綁

起
推
上
船
，
溺
斃
在
珠
江
。
載
滿
屍
體
的
推
車
的
相
片
在
全
球
流
傳
。
嶺
南
大
學
的
斯
威
士
近
距
離
見
證
革
命
與

報
復
。
他
寫
下
，
街
道
﹁
堆
滿
死
人
﹂
，
女
人
被
殺
害
後
的
屍
體
赤
裸
殘
缺
。
64

廣
州
年
輕
自
由
的
女
人
，
身
上
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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麗
的
西
服
與
髮
型
曾
經
象
徵
廣
州
的
現
代
化
與
國
際
化
，
現
在
卻
被
視
為
隸
屬
共
產
黨
的
標
記
。
中
國
的
北
伐
革

命
，
在
繁
榮
的
都
會
處
決
無
數
頂
著
鮑
伯
頭
的
年
輕
女
子
，
最
後
在
一
九
二
七
年
以
雷
霆
萬
鈞
之
姿
拿
下
勝
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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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
命
進
駐
一
座
座
城
市
。
外
國
顧
問
一
個
接
著
一
個
來
到
中
國
，
提
供
改
革
的
形
式
、
組
織
、
資
源
，
甚
至

革
命
的
語
言
，
現
在
卻
一
個
又
一
個
不
是
逃
了
，
就
是
死
在
廣
州
街
頭
、
在
牢
裡
凋
零
，
或
尋
求
外
國
租
界
的
保

護
︵
這
正
是
反
覆
出
現
的
政
治
諷
刺
︶
。
上
海
的
外
國
勢
力
和
外
交
後
盾
已
約
略
和
國
民
黨
形
成
聯
盟
，
首
次
成
功

便
是
上
海
的
四
月
事
變
︵
譯
注
：
一
九
二
七
年
國
民
黨
在
上
海
清
黨
的
四
一
二
事
變
︶
。
一
九
二○

年
代
的
冷
戰
，

國
民
黨
與
外
強
聯
手
，
對
抗
蘇
聯
、
共
產
第
三
國
際
與
他
們
在
中
國
的
探
員
。
這
樣
的
關
係
不
容
易
，
而
且
一
直

以
來
都
很
脆
弱
，
尤
其
因
為
蔣
介
石
和
他
的
盟
軍
和
從
前
來
自
共
產
黨
的
同
志
一
樣
，
誓
言
削
減
外
國
勢
力
。
現

在
，
新
的
政
權
致
力
鞏
固
權
力
、
威
力
、
財
力
，
不
斷
以
勒
索
或
遊
說
等
方
式
，
要
求
上
海
的
有
錢
人
借
款
或
捐

獻
。
偶
爾
做
點
綁
架
稍
稍
有
所
助
益
，
直
接
抹
除
共
產
黨
的
汙
點
更
是
有
效
。
情
勢
不
只
看
起
來
，
連
感
覺
都
像

是
反
革
命
，
尤
其
是
外
國
的
外
交
官
、
租
界
與
居
留
地
的
政
府
都
開
始
和
國
民
黨
合
作
。
萬
一
新
世
界
的
城
市
革

命
失
敗
，
也
許
，
舊
世
界
的
鄉
村
可
以
彌
補
失
衡
？

彭
湃
出
發
尋
找
解
答
。
﹁
五
月
的
某
天
，
我
開
始
農
民
運
動
。
﹂
彭
湃
在
一
九
二
六
年
出
版
的
書
中
，
娓
娓
敘

述
這
段
單
打
獨
鬥
的
鄉
村
改
革
故
事
。
彭
湃
時
年
二
十
九
歲
，
出
身
廣
東
省
東
方
海
豐
縣
的
大
地
主
家
庭
。
彭
湃

的
家
庭
不
僅
家
境
富
裕
，
人
脈
也
廣
闊
，
祖
父
經
營
木
材
、
堅
果
油
與
房
地
產
，
獲
利
可
觀
，
因
而
擁
有
大
筆
土

地
，
以
及
鄉
紳
階
級
的
地
位
與
野
心
。
彭
家
在
海
豐
擁
有
的
土
地
住
了
一
千
五
百
人
。
一
度
與
孫
逸
仙
結
盟
的
軍

閥
陳
炯
明
也
是
海
豐
人
。
一
九
一
八
年
，
受
了
許
久
舊
式
古
文
教
育
的
彭
湃
，
由
於
陳
炯
明
的
政
策
而
獲
選
為
當



105　　第 3章 　大 地

地
留
日
學
生
。
彭
湃
進
了
日
本
早
稻
田
大
學
，
接
觸
國
際
化
的
現
代
思
潮
，
攻
讀
政
治
等
學
科
，
所
學
所
見
和
早

年
在
家
鄉
讀
的
孔
子
思
想
大
異
其
趣
。
在
那
個
風
華
正
茂
的
時
代
，
彭
湃
和
許
多
留
學
生
一
樣
投
身
政
治
活
動
。

早
稻
田
大
學
是
社
會
主
義
運
動
的
溫
床
。
當
時
留
日
的
中
國
學
生
，
目
睹
山
東
問
題
與
巴
黎
和
會
的
慘
敗
之
時
，

無
不
震
驚
如
同
雷
擊
。

一
九
二
一
年
彭
湃
回
到
中
國
，
當
時
擔
任
省
長
的
陳
炯
明
指
派
他
擔
任
家
鄉
海
豐
縣
的
教
育
局
局
長
。
陳
炯

明
希
望
彭
湃
這
類
青
年
回
饋
所
學
，
帶
領
廣
東
進
行
全
盤
的
學
校
改
革
。
新
的
學
校
以
完
全
﹁
現
代
﹂
與
科
學
的

學
程
，
試
圖
為
中
國
的
再
生
打
下
基
礎
。
陳
炯
明
渴
望
的
現
代
化
還
包
括
推
倒
海
豐
的
城
牆
，
建
設
向
西
直
接
通

往
廣
州
、
向
東
直
接
開
向
汕
頭
的
新
公
路
。
1

但
是
，
彭
湃
回
國
不
久
，
似
乎
就
加
入
廣
州
的
共
產
主
義
社
會
青
年

聯
盟
，
在
海
豐
與
鄰
近
縣
市
策
畫
一
系
列
將
震
驚
全
球
的
活
動
。
2

看
似
無
害
的
農
民
組
織
運
動
發
展
成
血
腥
的
鄉

村
革
命
，
而
農
民
運
動
後
來
竟
也
成
為
野
蠻
屠
殺
的
代
名
詞
。

中
國
閃
耀
亮
麗
的
現
代
化
城
市
非
常
容
易
引
人
注
目
，
但
是
一
九
二○

年
代
的
中
國
還
是
農
村
社
會
，
絕
大

部
分
的
人
口
還
是
靠
土
地
吃
飯
的
農
民
。
土
地
所
有
權
的
形
式
相
當
多
元
：
中
國
浩
瀚
的
土
地
裡
，
擁
有
位
於
亞

熱
帶
的
地
區
一
年
收
成
兩
次
的
稻
作
，
也
有
連
一
粒
米
也
種
不
出
來
的
西
北
嚴
酷
乾
燥
之
地
，
各
地
鄉
村
社
會
的

性
質
自
然
因
此
迥
然
不
同
。
僅
能
維
持
生
計
的
耕
作
與
高
度
商
業
化
的
農
業
並
存
。
有
些
地
區
的
人
與
土
地
連
結

緊
密
，
有
些
人
則
依
季
節
移
居
外
地
尋
找
其
他
工
作
，
久
而
久
之
，
各
地
形
態
便
成
了
當
地
傳
統
。
從
首
都
往
北

延
伸
的
華
北
平
原
和
中
國
南
方
與
東
南
方
的
山
區
省
分
，
兩
者
之
間
的
差
異
代
表
了
中
國
鄉
村
形
形
色
色
的
社
會

結
構
。
與
廣
東
省
東
方
及
北
邊
比
鄰
的
福
建
省
，
類
似
彭
湃
家
族
的
宗
族
控
制
土
地
，
有
時
還
須
與
競
爭
者
對

抗
。
一
九
二○

年
，
中
國
人
口
推
估
已
達
四
億
五
千
萬
人
，
約
是
全
球
人
口
四
分
之
一
，
人
數
高
於
歐
洲
，
而
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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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十
名
中
國
人
就
有
八
名
在
某
些
人
口
密
度
非
常
高
的
地
方
居
住
與
耕
作
。
3

鄉
村
偶
有
向
城
市
移
動
的
潮
流
，
例
如
上
海
每
年
都
會
擠
進
來
自
北
方
江
蘇
的
社
會
底
層
鄉
村
移
民
。 

某
些
地

區
也
有
持
續
移
入
的
現
象
，
例
如
從
山
東
省
移
入
滿
洲
，
或
移
入
十
九
世
紀
遭
到
太
平
天
國
之
亂
蹂
躪
的
省
分
；

平
原
人
口
壓
力
過
大
時
，
人
們
會
移
入
高
地
，
當
然
也
移
到
海
外
。
彭
湃
提
供
了
一
些
海
豐
因
為
移
出
而
造
成
的

影
響
。
他
估
計
海
豐
有
六
分
之
五
的
移
民
都
移
到
海
外
，
多
數
搭
著
外
國
人
的
船
，
循
著
宛
如
帝
國
筋
骨
的
航

線
，
抵
達
被
殖
民
的
東
南
亞
。
留
下
四
分
之
三
的
人
在
香
港
當
建
築
工
人
、
小
販
或
人
力
車
伕
。
其
他
多
半
也
在

廣
州
從
事
相
同
的
工
作
，
有
些
又
往
北
來
到
汕
頭
從
事
一
樣
的
工
作
。
他
們
的
勞
力
如
同
貨
物
，
他
們
隨
時
可
以

離
開
土
地
，
又
憑
藉
親
屬
關
係
和
對
祖
先
的
責
任
與
土
地
緊
緊
相
連
。
他
們
在
海
外
透
過
獨
特
的
方
言
保
持
密
切

關
係
︵
廣
東
省
的
東
邊
並
不
說
廣
東
話
︶
，
並
且
把
錢
寄
回
家
鄉
，
有
能
力
時
也
會
返
鄉
。
海
豐
瀕
海
，
位
於
香
港

東
方
，
地
理
上
和
廣
東
省
大
部
分
地
區
之
間
隔
著
南
嶺
。
十
分
之
七
的
土
地
是
山
脈
，
如
此
隔
離
的
特
性
也
是
塑

造
當
地
社
會
與
認
同
的
重
要
角
色
。
那
裡
多
數
人
是
﹁
福
佬
﹂
︵H

oklo

︶
，
也
就
是
早
期
北
邊
福
建
移
民
的
後
代
，

另
外
約
三
成
是
﹁
客
家
﹂
︵H
akka

︶
，
和
福
佬
一
樣
是
漢
族
，
也
是
移
民
的
後
代
，
但
語
言
和
習
俗
不
同
。
彭
湃

本
身
是
客
家
，
但
他
的
家
庭
已
與
當
地
同
化
，
他
並
不
會
說
客
家
話
。

然
而
，
彭
湃
在
早
稻
田
大
學
學
習
的
語
言
則
是
社
會
主
義
架
構
之
下
，
關
於
改
造
與
革
命
的
語
言
。
那
兒
特

別
關
心
鄉
村
教
育
和
土
地
改
革
，
這
種
社
會
主
義
式
的
辯
論
與
思
維
深
深
吸
引
彭
湃
。
理
想
的
﹁
新
村
運
動
﹂
受

到
托
爾
斯
泰
的
啟
發
高
過
於
馬
克
斯
，
吸
引
當
時
各
式
各
樣
的
中
國
觀
察
者
，
除
了
彭
湃
，
還
有
同
樣
在
早
稻
田

大
學
留
學
的
共
產
黨
創
黨
人
士
李
大
釗
；
此
外
，
這
個
時
期
最
主
要
的
還
有
滔
滔
不
絕
且
積
極
倡
導
的
魯
迅
胞

弟—

作
家
周
作
人
。
4

雖
然
動
機
不
同
，
甚
至
對
於
落
實
﹁
新
村
運
動
﹂
的
理
解
也
不
同
，
但
是
談
到
釐
清
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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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
立
場
一
致
。
對
他
們
而
言
，
中
國
二
十
世
紀
最
大
的
挑
戰
不
是
城
市
，
城
市
固
然
可
以
自
行
運
作
得
當
，
因

為
城
市
會
以
不
同
的
方
式
和
程
度
與
世
界
經
濟
連
結
。
工
業
化
逐
漸
穩
健
，
速
度
更
因
世
界
大
戰
與
隨
之
而
來
的

和
平
加
快
。
中
國
最
大
的
挑
戰
也
不
是
政
治
困
境
，
政
治
困
境
必
會
隨
著
共
和
體
制
成
熟
與
全
國
教
育
回
春
而
進

化
。
反
倒
是
整
個
國
家
的
心
臟
地
帶—

幅
員
廣
闊
的
鄉
村
與
上
億
農
民
，
似
乎
才
是
中
國
重
建
最
大
的
挑
戰
。

他
們
人
數
太
多
，
教
育
太
少
，
生
活
太
窮
。
農
民
似
乎
受
困
在
貧
窮
的
循
環
之
中
，
中
國
當
然
也
一
同
困
於
其
中
。

彭
湃
分
析
，
自
一
九
一
一
年
革
命
開
始
，
相
對
穩
定
的
鄉
村
經
濟
便
遭
到
破
壞
。
長
年
務
農
的
農
夫
越
來
越

窮
，
土
地
所
有
權
集
中
在
少
數
地
主
階
級
。
這
個
新
興
的
階
級
勾
結
新
興
的
共
和
體
制
，
貪
婪
竊
盜
的
政
府
利
用

暴
力
手
段
討
債
，
毫
不
手
軟
地
以
各
種
莫
名
其
妙
的
新
稅
榨
取
。
例
如
新
學
校
不
論
蓋
在
何
處
，
對
於
鄉
村
地
區

就
是
一
筆
昂
貴
的
稅
收
。
彭
湃
也
發
現
列
寧
思
想
的
標
準
要
件
：
﹁
帝
國
主
義
﹂
摧
毀
地
方
手
工
產
業
；
﹁
帝
國
主

義
者
﹂
控
制
關
稅
，
維
持
高
價
；
﹁
帝
國
主
義
者
﹂
和
軍
閥
結
盟
，
在
中
國
的
土
地
打
仗
，
並
利
用
各
種
形
式
壓
榨

鄉
村
窮
人
支
付
戰
爭
費
用
。
彭
湃
的
政
治
分
析
主
要
是
地
主
和
農
夫
的
關
係
變
化
，
但
其
他
分
析
觀
點
也
同
意
鄉

村
社
會
經
歷
快
速
又
混
亂
的
變
化
，
因
此
暗
藏
各
種
形
式
的
暴
力
。
5

在
外
灘
散
步
，
準
備
去
自
家
夜
總
會
吃
飯
的
上
海
大
班
︵
譯
注
：
大
班
是
十
九
到
二
十
世
紀
初
在
中
國
大
陸

或
香
港
企
業
商
行
的
外
籍
高
階
主
管
，
原
為
粵
語
口
語
詞
︶
，
若
知
道
自
己
的
身
分
竟
然
會
影
響
遙
遠
的
中
國
鄉
村

︵
他
自
認
遙
遠
︶
，
必
定
非
常
不
解
。
鄉
村
通
常
是
他
沒
見
過
的
世
界
，
靠
近
城
市
且
相
對
富
裕
的
縣
市
也
許
大
班

還
見
過
，
休
假
時
，
他
可
能
會
去
那
裡
搭
船
、
騎
馬
或
打
獵
。
他
可
能
會
認
為
自
己
是
透
過
某
種
﹁
滴
漏
﹂
的
方

式
︵trickle-dow

n effect

，
譯
注
：
財
富
從
有
錢
人
滴
流
到
窮
人
︶
，
促
進
中
國
﹁
現
代
化
﹂
。
但
是
，
說
真
的
，

他
不
會
仔
細
思
考
中
國
外
灘
以
外
的
事
。
然
而
，
反
帝
國
主
義
者
看
到
的
是
整
個
中
國
，
而
且
透
過
理
論
分
析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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稜
鏡
看
待
。

提
到
中
國
的
鄉
村
經
濟
或
社
會
，
總
是
會
被
直
覺
認
知
為
﹁
退
步
﹂
與
﹁
傳
統
﹂
以
及
﹁
饑
荒
之
地
﹂
，
而
鄉

村
人
民
永
遠
生
活
在
災
難
邊
緣
。
英
國
社
會
學
家
陶
尼
︵R

. H
. T

aw
ney

︶
一
九
三
二
年
出
版
的
社
會
研
究
經
典

中
，
某
段
話
常
被
提
起
：
﹁
有
些
地
區
，
鄉
村
人
民
的
處
境
就
像
某
個
站
在
水
裡
的
人
，
水
淹
到
脖
子
，
只
消
漣
漪

就
足
以
淹
死
他
。
﹂
6

這
種
誇
張
的
比
喻
可
以
延
伸
到
中
國
境
內
所
有
鄉
村
，
當
地
的
苦
難
又
因
地
主
階
級
的
貪
婪

與
暴
力
壓
迫
明
顯
惡
化
，
除
此
之
外
，
還
有
大
、
小
軍
閥
的
掠
奪
。
當
然
，
其
他
地
區
的
生
活
也
可
能
與
中
國
鄉

村
生
活
一
樣
困
苦
。
許
多
鄉
村
家
庭
的
日
常
狀
態
便
是
經
濟
嚴
重
匱
乏
。
此
外
，
氣
候
異
常
也
可
能
造
成
重
大
災

情
，
例
如
聖
嬰
現
象
。
這
就
是
一
八
七
六
至
七
九
年
華
北
饑
荒
造
成
至
少
一
千
萬
人
死
亡
的
原
因
；
一
九
二○

至

二
一
年
，
同
樣
地
區
至
少
五
十
萬
人
因
乾
旱
死
亡
。
水
災
的
破
壞
程
度
也
相
當
可
觀
且
帶
走
無
數
人
命
，
更
留
下

後
續
危
難
，
例
如
食
物
短
缺
和
作
物
毀
壞
。
然
而
，
中
國
國
家
的
緊
急
災
害
救
援
能
力
，
早
在
清
朝
末
年
就
因
為

內
憂
外
患
而
侵
蝕
殆
盡
。
一
般
而
言
，
由
於
新
作
物
和
農
地
開
發
，
所
以
人
口
增
加
會
提
高
糧
食
生
產—

﹁
饑
荒

之
邦
﹂
實
為
無
稽
之
談
。
但
是
，
即
使
如
此
，
許
多
人
還
是
相
信
中
國
若
要
進
步
，
就
必
須
解
決
體
制
的
問
題
。

類
似
陶
尼
的
外
國
分
析
者
又
加
強
這
種
觀
點
。
一
八
七○

年
代
與
後
來
幾
次
饑
荒
救
援
都
有
傳
教
士
參
與
；

他
們
在
全
球
宣
傳
，
為
了
幫
助
饑
荒
地
區
、
提
升
關
注
、
募
集
資
金
。
﹁
中
國
是
正
遭
受
饑
荒
災
難
的
國
家
﹂
，
從

此
，
這
種
想
法
根
深
柢
固
。
7

此
外
，
傳
教
士
的
報
告
與
其
中
用
詞
都
將
中
國
描
述
成
保
守
、
傳
統
且
壓
抑
的
世

界
。
他
們
要
在
中
國
傳
教
並
拯
救
中
國
，
帶
領
中
國
走
向
相
反
、
現
代
、
高
級
的
世
界
。
傳
教
士
在
報
告
寫
下
中

國
﹁
一
成
不
變
﹂
等
等
未
經
思
索
且
毫
無
意
識
的
陳
腔
濫
調
。
不
只
是
傳
教
士
，
甚
至
像
陶
尼
等
社
會
科
學
家
也

覺
得
能
如
此
形
容
。
上
海
某
場
研
討
會
就
表
示
：
﹁
許
多
在
其
他
地
方
已
成
為
過
往
回
憶
的
事
情
，
在
中
國
卻
是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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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進
行
之
事
。
﹂
中
世
紀
歐
洲
的
重
要
史
學
家
艾
琳
．
包
爾
︵E

ileen Pow
er

︶
在
一
九
二
一
年
訪
問
中
國
，
覺
得

自
己
彷
彿
回
到
過
去
。
8

任
何
剛
從
外
國
汽
船
上
岸
的
訪
客
、
傳
教
士
或
包
爾
等
遊
客
，
甚
至
對
同
一
年
的
彭
湃
而

言
，
事
實
上
，
中
國
鄉
村
就
像
古
代
歐
洲
，
那
兒
沒
有
機
械
動
力
，
那
兒
是
﹁
封
建
﹂
的
社
會
與
家
庭
關
係
，
他

們
迷
信
宗
教
儀
式
和
信
仰
，
而
且
害
怕
改
變
。
許
多
都
市
的
中
國
青
年
也
是
如
此
認
為
；
他
們
未
曾
到
過
外
國
，

也
以
自
己
的
城
市
為
中
心
，
觀
望
與
他
們
越
來
越
脫
節
的
鄉
村
。

雖
然
廣
州
有
許
多
盛
裝
打
扮
在
時
髦
百
貨
公
司
閒
逛
的
消
費
者
，
把
革
命
當
成
流
行
，
一
面
追
求
戀
愛
，
又

一
面
玩
票
政
治
。
但
是
，
彭
湃
並
不
空
談
，
反
而
付
諸
行
動
，
著
手
進
行
改
變—

他
的
改
革
起
點
就
是
他
家
的

土
地
。
雖
然
現
代
研
究
建
議
我
們
應
該
調
整
中
國
鄉
村
體
制
當
時
正
歷
經
危
機
的
觀
念
，
但
是
，
所
有
分
析
也
都

同
意
當
時
中
國
面
臨
許
多
問
題
，
這
些
問
題
針
對
的
地
區
不
同
，
規
模
與
複
雜
程
度
也
不
同
，
就
像
帝
國
主
義
與

﹁
軍
閥
主
義
﹂
等
一
樣
，
這
些
問
題
也
值
得
改
革
者
與
革
命
分
子
關
注
。
9

確
實
，
一
九
二
七
年
，
共
產
第
三
國
際

與
國
民
黨
在
武
漢
結
盟
的
最
後
階
段
，
爭
議
就
圍
繞
在
鄉
村
革
命
，
因
為
這
是
羅
易
擅
長
的
領
域
，
而
且
類
似
彭

湃
的
著
作
也
令
當
時
的
人
們
轉
而
思
考
中
國
鄉
村
的
能
力
與
人
口
，
以
此
作
為
鬥
爭
基
礎
。
這
不
只
攸
關
迫
切
或

優
先
，
而
是
戰
略
問
題
：
廣
大
的
鄉
村
人
口
難
道
不
能
成
為
銳
不
可
擋
的
革
命
勢
力
？
10

中
國
能
否
從
鄉
村
重
新
出

發
？
回
想
一
九○
○

年
，
華
北
鄉
村
大
批
人
民
組
成
武
裝
義
勇
隊
，
在
拳
民
起
義
期
間
想
將
外
國
勢
力
連
根
拔

起
，
如
羅
伯
特
．
赫
德
等
觀
察
者
不
斷
思
考
倘
若
加
以
組
織
領
導
，
這
群
人
會
形
成
什
麼
樣
的
能
量
？
他
寫
道
：

﹁
試
想
，
武
裝
、
操
練
、
訓
導
兩
千
兩
百
萬
或
更
多
的
拳
民
，
並
為
其
注
入
愛
國
的
動
機
。
﹂
他
們
可
以
﹁
拿
回
所

有
外
國
人
在
中
國
拿
走
的
，
並
且
帶
著
中
國
的
旗
幟
和
軍
隊
，
前
往
今
天
許
多
幻
想
也
到
不
了
的
地
方
，
醞
釀
不

敢
想
像
的
動
亂
和
災
難
。
﹂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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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中
國
共
產
黨
而
言
，
正
統
的
馬
列
主
義
便
隱
含
了
此
想
法
，
而
且
目
的
正
是
實
現
革
命
：
這
股
鄉
村
勢
力

將
由
都
市
的
無
產
階
級
，
以
及
像
他
們
那
樣
的
知
識
分
子
領
導
。
但
是
，
勢
力
仍
潛
伏
，
尚
未
開
啟
。

彭
湃
很
快
就
疏
遠
了
陳
炯
明
與
海
豐
當
地
仕
紳
。
一
九
二
二
年
夏
天
，
他
在
教
育
局
局
長
任
內
號
召
了
學
生

組
織
五
一
遊
行
，
也
因
而
丟
了
工
作
。
根
據
他
的
書
，
接
下
來
，
他
不
顧
朋
友
建
議
，
前
往
海
豐
鄉
下
尋
找
當
地

村
民
，
朋
友
認
為
他
浪
費
了
時
間
和
才
能
。
彭
湃
寫
道
：

我
穿
著
學
生
的
白
西
裝
，
戴
著
硬
帽
，
來
到
一
座
村
莊
。
村
裡
一
名
年
約
三
十
多
歲
的
農
夫
，
看
見
我
過

去
。
他
一
邊
堆
肥
，
一
邊
對
我
說
：
「
先
生
，
請
坐
，
抽
根
菸
。
你
是
來
收
稅
的
吧
？
這
裡
的
人
還
沒
搭
過
任
何
戲

臺
。
」
我
回
答
：
「
我
不
是
來
收
戲
稅
的
，
我
來
和
你
交
朋
友
。
因
為
你
的
生
活
很
苦
，
我
來
聊
聊
。
」
那
個
男
人

回
答
：
「
啊
。
這
是
我
們
的
命
。
先
生
，
我
改
天
請
你
喝
茶
，
我
們
沒
有
時
間
跟
你
聊
聊
，
請
原
諒
。
」

︵
譯
注
：
彭
湃
的
引
言
由
英
文
翻
譯
為
中
文
，
非
擷
取
自
彭
湃
的
著
作
。
︶

彭
湃
繼
續
寫
道
：
﹁
他
說
完
，
就
走
了
。
﹂
誰
能
怪
彭
湃
？
一
名
穿
著
西
裝
、
正
經
八
百
的
年
輕
學
生
，
與
一

名
辛
苦
翻
動
肥
料
的
農
夫
，
這
是
一
幅
多
麼
不
協
調
的
邂
逅
畫
面
。
兩
個
世
界
之
間
的
鴻
溝
似
乎
無
法
跨
越
。
當

地
其
他
人
遇
到
這
個
革
命
新
手
，
也
以
為
他
是
來
收
租
或
收
稅
，
或
是
什
麼
心
懷
不
軌
的
密
使
。
狗
兒
朝
著
他

吠
。
家
家
戶
戶
大
門
深
鎖
。
那
天
晚
上
，
彭
湃
的
家
人
為
他
幹
的
好
事
氣
得
不
跟
他
說
話
。

地
主
的
兒
子
發
現
自
己
和
佃
農
鄰
居
說
著
不
同
的
語
言
，
過
分
禮
貌
又
深
奧
，
他
們
聽
也
聽
不
懂
。
他
的
服

裝
更
是
判
他
出
局
。
幾
經
思
考
，
彭
湃
修
改
了
語
調
和
說
詞
，
重
新
選
擇
服
裝
。
穿
上
適
當
的
衣
服
後
︵
或
說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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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
為
適
當
的
︶
，
站
到
了
廟
口
對
面
的
空
地
︵
許
多
農
夫
上
市
場
時
，
都
會
經
過
那
間
廟
或
在
這
塊
空
地
休
息
︶
。

他
每
天
站
在
那
裡
，
連
續
演
講
兩
個
星
期
，
說
著
地
主
過
得
比
努
力
工
作
的
佃
農
還
要
好
，
這
是
多
麼
不
公
平
的

事
，
還
提
出
﹁
地
主
壓
榨
農
民
的
證
據
﹂
，
主
張
﹁
農
民
必
須
聯
合
起
來
﹂
對
抗
這
種
情
形
。
漸
漸
的
，
彭
湃
吸
引

一
群
固
定
的
聽
眾
，
但
這
群
聽
眾
多
半
不
了
了
之
，
因
為
人
們
看
著
這
個
地
主
家
發
瘋
似
的
兒
子
在
眾
人
面
前
出

糗
，
只
是
當
成
笑
話
︵
書
裡
真
的
這
樣
寫
，
他
的
後
代
也
沒
否
認
︶
。
他
也
發
現
因
為
彭
氏
家
族
收
租
，
大
約
有
三

十
人
把
他
當
成
譴
責
的
目
標
。
終
於
，
一
、
兩
個
人
同
意
私
下
和
他
聊
聊
。
某
天
晚
上
，
他
們
聚
在
海
豐
市
郊
彭

湃
家
的
油
燈
旁
。
他
問
他
們
，
為
什
麼
聽
聽
他
的
想
法
這
麼
困
難
？
他
們
回
答
，
﹁
換
掉
你
穿
的
衣
服
，
改
掉
你
說

的
話
﹂
。
此
外
，
他
們
提
醒
他
，
人
們
沒
有
空
閒
時
間
，
而
且
他
們
不
認
識
你
。
他
們
說
，
必
須
有
人
介
紹
彭
湃
，

而
且
是
農
夫
相
信
的
人
。
他
們
又
說
：
﹁
我
們
有
些
人
在
工
作
結
束
後
經
常
討
論
你
的
演
講
。
我
們
其
實
滿
感
興

趣
，
但
你
的
方
法
大
錯
特
錯
。
﹂

從
歷
史
中
數
次
因
稅
收
引
起
的
叛
亂
或
其
他
形
式
的
抵
抗
就
能
發
現
，
中
國
鄉
村
的
人
民
非
常
有
能
力
捍
衛

自
身
利
益
。
鄉
村
人
民
不
需
要
像
彭
湃
這
種
去
過
城
市
的
激
進
分
子
才
能
理
解
自
己
的
處
境
，
或
找
到
捍
衛
利
益

的
方
法
。
海
豐
本
身
就
有
悠
久
的
防
衛
組
織
傳
統
，
例
如
紅
旗
黨
與
黑
旗
黨
等
，
他
們
保
護
會
員
利
益
，
爭
取
資

源
，
懲
奸
除
惡
，
而
且
三
合
會
也
很
活
躍
。
彭
湃
也
說
過
，
一
八
九
五
年
，
該
縣
也
曾
發
生
叛
亂
，
雖
然
受
到
鎮

壓
，
卻
廣
為
流
傳
。
一
位
名
叫
楊
其
珊
的
年
長
農
夫
，
在
當
地
以
武
術
精
悍
出
名
，
被
當
地
人
當
成
領
袖
。
他
找

到
彭
湃
，
想
弄
清
楚
地
主
的
兒
子
在
盤
算
些
什
麼
。
少
了
與
這
樣
的
地
方
團
體
聯
合
，
彭
湃
不
太
可
能
有
什
麼
進

展
。
此
外
，
惡
名
昭
彰
的
地
主
兒
子
竟
然
站
出
來
反
對
父
親
，
看
起
來
真
是
有
點
虛
偽
。
當
地
人
發
出
實
際
警

告
：
受
過
高
等
教
育
、
後
臺
穩
固
的
彭
湃
，
說
這
種
話
當
然
不
會
有
事
。
當
地
的
仕
紳
終
究
會
保
護
同
類
，
而
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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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於
尊
重
讀
書
人
的
悠
久
傳
統
，
也
會
容
忍
受
過
教
育
的
年
輕
人
出
面
抗
議
，
就
憑
這
一
點
也
會
保
全
他
。
確
實

如
此
，
人
們
總
是
特
別
禮
貌
對
待
彭
湃
，
給
他
喝
茶
抽
菸
，
就
連
反
對
農
會
的
人
也
是
，
至
少
起
初
接
觸
時
確
實

如
此
，
再
者
，
他
還
發
現
拉
攏
支
持
陳
炯
明
的
觀
眾
相
當
容
易
。
但
是
，
普
通
的
村
民
起
而
抗
議
，
可
能
必
須
付

出
高
昂
的
代
價
。

儘
管
一
開
始
並
不
順
利
，
但
是
彭
湃
在
自
家
對
著
一
小
群
人
講
述
的
想
法
引
起
了
足
夠
的
興
趣
，
組
成
了
所

謂
的
﹁
農
會
﹂
。
他
們
也
同
意
陪
彭
湃
走
訪
其
他
村
莊
。
那
天
晚
上
，
他
在
日
記
歡
欣
地
寫
著
：
﹁
就
快
成
功
了
！
﹂

他
們
等
到
白
天
的
工
作
結
束
後
，
晚
上
前
往
村
莊
，
因
為
農
村
經
濟
的
制
度
中
，
人
們
白
天
完
全
沒
有
空
閒
時

間
。
新
夥
伴
為
彭
湃
引
見
其
他
人
，
與
其
像
從
前
一
樣
馬
上
開
始
說
教
，
他
會
先
與
他
們
問
答
，
並
靠
著
變
魔
術

與
留
聲
機
，
吸
引
更
多
觀
眾
。
基
督
教
的
傳
教
士
和
英
美
菸
草
公
司
的
業
務
員
在
鄉
下
推
銷
時
，
也
用
上
相
同
的

道
具
。
儘
管
最
近
的
煤
燈
已
經
進
步
為
燃
燒
進
口
煤
油
，
為
漆
黑
的
夜
晚
帶
來
光
明
，
但
在
鄉
下
，
畢
竟
夜
晚
沒

什
麼
事
情
好
做
，
所
以
現
在
招
攬
觀
眾
對
彭
湃
來
說
已
經
不
是
難
事
。
可
是
，
他
們
不
會
加
入
農
會
。
彭
湃
用
了

一
種
比
喻
描
述
農
民
的
憂
慮
：
﹁
參
加
農
會
就
像
過
河
，
這
一
頭
是
悲
慘
，
那
一
頭
是
快
樂
，
誰
想
要
淹
死
在
河

裡
？
﹂
於
是
他
思
考
，
如
果
所
有
人
都
一
起
加
入
農
會
，
彼
此
就
可
以
互
相
幫
助
過
河
，
到
達
不
同
的
未
來
。
這

個
新
生
的
組
織
開
始
介
入
小
型
糾
紛
，
成
功
留
住
會
員
。
人
多
勢
眾
，
成
功
日
漸
容
易
。

雖
然
天
真
的
彭
湃
起
初
只
懂
得
以
笨
拙
的
方
式
走
訪
家
鄉
附
近
的
村
莊
，
後
來
卻
換
來
一
支
快
速
吸
引
當
地

農
村
社
區
的
組
織
，
這
不
僅
讓
地
方
當
權
者
害
怕
，
最
終
還
動
用
暴
力
鎮
壓
。
一
九
二
二
年
秋
天
，
據
報
一
天
就

有
二
十
名
新
會
員
加
入
，
農
會
和
地
區
分
部
成
立
各
式
福
利
部
門
，
包
括
診
所
。
一
九
二
三
年
一
月
一
日
，
海
豐

總
農
會
成
立
，
宣
稱
代
表
二
萬
農
戶
，
約
估
共
十
萬
人
，
約
占
四
分
之
一
縣
民
。
三
月
三
日
，
農
會
舉
辦
﹁
農
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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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年
慶
祝
活
動
，
約
有
九
千
人
參
加
，
其
中
三
分
之
二
是
會
員
。
現
場
有
舞
龍
舞
獅
和
煙
火
等
一
般
新
年
慶
祝
，

但
也
有
政
治
演
說
和
一
場
激
進
的
戲
劇
演
出
，
內
容
關
於
佃
租
爭
議
，
進
一
步
強
調
全
面
革
命
的
重
要
。
12

彭
湃
擔

任
主
席
，
楊
其
珊
擔
任
副
主
席
。
表
面
上
，
這
是
一
支
互
助
防
衛
的
組
織
。
農
會
下
設
部
門
，
調
解
會
員
之
間
或

會
員
與
非
會
員
之
間
的
糾
紛
，
並
從
事
教
育
工
作
。
但
是
，
農
會
的
領
導
也
會
討
論
激
進
的
社
會
改
革
計
畫
。
隨

著
農
會
壯
大
的
消
息
傳
開
，
其
他
年
輕
的
知
識
分
子
也
前
來
支
持
。
那
年
的
佃
租
爭
議
中
，
彭
湃
動
員
六
千
人
遊

行
至
地
方
法
官
辦
公
室
，
抗
議
非
法
監
禁
農
會
會
員
，
後
來
農
會
會
員
也
獲
得
釋
放
。
鄰
近
縣
市
也
開
始
成
立
農

會
，
其
中
包
括
著
名
的
陸
豐
縣
，
於
是
農
會
內
部
開
始
激
烈
地
爭
辯
策
略
。
此
刻
的
農
會
如
此
龐
大
，
會
員
忠
心

耿
耿
，
這
股
勢
力
接
下
來
又
該
如
何
作
為
？

儘
管
陳
炯
明
支
持
這
個
團
體
；
不
僅
因
為
此
組
織
與
他
的
軍
隊
運
勢
成
反
比
，
而
且
他
需
要
海
豐
作
為
安
全

基
地
。
一
九
二
三
年
七
月
，
地
方
仕
紳
聯
合
起
來
打
倒
農
會
，
囚
禁
許
多
幹
部
，
包
括
楊
其
珊
，
甚
至
痛
打
他
一

頓
。
雙
方
爭
執
的
越
演
越
烈
起
於
一
連
串
天
災
，
颱
風
接
連
肆
虐
海
岸
、
摧
毀
作
物
，
並
造
成
嚴
重
水
災
。
依
照

慣
例
，
地
主
會
降
低
佃
租
讓
農
民
喘
息
，
但
農
會
的
成
功
加
深
了
對
立
氣
氛
，
導
致
地
主
不
願
降
租
。
為
了
抗

議
，
農
會
首
先
發
起
拒
繳
佃
租
，
其
他
行
動
接
連
發
動
，
那
年
七
月
農
會
因
此
遭
到
鎮
壓
並
解
散
。
武
裝
民
兵
與

警
察
攻
擊
農
會
總
部
、
摧
毀
檔
案
，
並
控
告
他
們
煽
動
叛
亂
以
及
﹁
妻
子
共
有
﹂
︵
保
守
的
社
會
不
斷
出
現
的
具
爭

議
指
控
︶
。
彭
湃
逃
到
廣
州
尋
求
陳
炯
明
支
持
，
但
沒
有
實
質
成
果
。

然
而
，
在
類
似
海
豐
與
陸
豐
的
鄉
村
社
會
，
往
往
對
組
織
相
當
忠
誠
。
雖
然
社
運
人
士
試
圖
復
興
農
會
，
反

對
者
仍
然
說
服
陳
炯
明
，
最
終
於
一
九
二
四
年
三
月
下
令
關
閉
所
有
相
關
組
織
。
彭
湃
則
前
往
廣
州
，
在
改
組
為

全
新
革
命
政
黨
的
國
民
黨
內
，
擔
任
﹁
農
民
部
﹂
祕
書
。
彭
湃
發
現
所
有
鄉
村
社
運
人
士
都
發
現
的
：
鄉
村
社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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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
動
是
緩
慢
的
事
業
，
需
要
極
大
的
耐
心
與
同
情
的
盟
友
。
他
不
是
第
一
個
發
起
鄉
村
社
會
運
動
的
人
，
也
不
是

省
內
唯
一
一
人
，
也
有
其
他
人
因
社
會
主
義
土
地
改
革
的
論
點
啟
發
。
13

就
像
彭
湃
，
他
們
發
現
動
員
鄉
村
社
群
需

要
花
費
時
間
，
也
發
現
會
付
出
慘
重
的
代
價
，
而
且
非
常
清
楚
各
種
合
法
或
非
法
的
勢
力
打
擊
。
楊
其
珊
入
獄
及

獄
中
待
遇
就
是
血
淋
淋
的
證
明
。
然
而
，
鄉
村
社
運
人
士
幾
乎
總
是
找
得
到
容
納
他
們
的
組
織
，
他
們
隨
時
準
備

運
作
。
當
被
逼
到
極
限
時
，
他
們
當
然
也
能
起
而
捍
衛
自
身
，
但
彭
湃
等
人
希
望
建
立
的
組
織
似
乎
不
容
易
實

現
，
就
像
彭
湃
遇
到
的
第
一
名
農
人
所
說
，
他
們
挑
戰
的
是
﹁
命
運
﹂
，
那
不
是
什
麼
可
以
明
顯
指
認
的
錯
誤
。

讓
我
們
暫
且
討
論
一
下
專
有
名
詞
。
對
中
國
共
產
黨
員
與
眾
人
而
言
，
中
國
鄉
村
裡
的
農
夫
︵farm

ers

︶
就

等
於
是
﹁
農
民
﹂
︵peasants
︶
。
但
是
，
彭
湃
和
共
產
主
義
者
口
裡
的
﹁
農
民
﹂
，
就
和
許
多
新
詞
一
樣
其
實
源
自

日
本
。
日
本
為
了
翻
譯
外
國
書
籍
中
的
﹁peasant

﹂
，
因
而
創
造
﹁
農
民
﹂
一
詞
。
中
國
許
多
外
國
書
籍
則
是
由
日

文
間
接
翻
譯
而
來
，
因
此
許
多
專
有
名
詞
，
如
﹁
農
民
﹂
、
﹁
共
產
主
義
者
﹂
與
﹁
社
會
主
義
者
﹂
等
，
都
是
由
此

而
生
。
隨
之
而
來
的
還
有
﹁
封
建
主
義
﹂
與
﹁
封
建
社
會
﹂
整
體
系
統
的
分
析
，
以
及
其
特
色
與
歷
史
軌
跡
描

述
。
一
九
二○

年
代
之
前
，
多
數
外
國
觀
察
者
會
使
用
﹁
農
夫
﹂
一
詞
，
將
﹁
農
夫
﹂
變
成
﹁
農
民
﹂
的
舉
動
是

為
了
特
定
的
社
會
觀
點
，
而
且
暗
示
必
須
有
所
改
變
。
如
此
一
來
，
便
將
中
國
歷
史
上
光
榮
︵
至
少
修
辭
上
是
︶
、

社
會
基
石
且
傳
統
認
為
良
善
的
職
業
，
轉
而
成
為
愚
昧
、
退
步
的
﹁
階
級
﹂
︵
另
一
個
新
的
概
念
︶
，
而
且
需
要
救

贖
。
同
樣
的
，
﹁
封
建
﹂
是
老
舊
、
不
良
且
受
到
壓
迫
的
，
在
馬
克
斯
主
義
者
的
分
析
中
注
定
要
落
入
新
興
的
中
產

階
級
手
裡
，
而
且
﹁
封
建
主
義
﹂
、
﹁
軍
閥
主
義
﹂
、
﹁
帝
國
主
義
﹂
都
是
革
命
攻
擊
的
目
標
。

彭
湃
在
廣
州
成
為
﹁
農
民
運
動
講
習
所
﹂
首
位
主
任
，
也
是
農
講
所
首
批
學
生
唯
一
的
講
師
，
學
生
多
半
是

來
自
都
市
的
年
輕
男
性
。
14

此
後
兩
年
，
農
講
所
訓
練
了
七
百
七
十
名
社
運
人
士
，
他
們
接
著
便
下
鄉
進
行
組
織
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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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
，
但
對
這
些
社
運
人
士
的
多
數
而
言
，
鄉
村
幾
乎
是
另
一
個
無
法
理
解
的
世
界
。
彭
湃
的
講
習
中
，
非
常
強
調

實
務
訓
練
與
經
驗
。
他
帶
領
學
生
到
城
市
附
近
的
鄉
村
，
傳
授
他
在
海
豐
學
到
的
事
物
：
穿
著
打
扮
、
言
談
方

式
、
如
何
建
立
信
任
、
尋
找
當
地
代
表
等
等
。
農
講
所
最
後
一
批
學
生
，
不
僅
最
大
批
，
也
是
年
輕
的
湖
南
農
夫

之
子
毛
澤
東
指
揮
訓
練
的
學
生
，
他
們
甚
至
在
一
九
二
六
年
訪
問
海
豐
。
彭
湃
講
授
他
們
廣
州
和
東
江
流
域
地
區

的
情
況
，
此
刻
他
們
須
親
自
考
察
。
這
一
批
學
生
也
從
他
的
著
作
受
惠
。
他
將
海
豐
直
至
一
九
二
四
年
的
運
動
過

程
寫
下
，
於
一
九
二
六
年
一
月
發
表
在
毛
澤
東
編
輯
的
新
期
刊
︽
中
國
農
民
︾
。

後
來
證
明
，
在
海
豐
建
立
的
網
絡
相
當
有
韌
性
。
一
九
二
五
年
，
國
民
黨
新
建
的
軍
隊
兩
次
攻
擊
東
方
的
陳

炯
明
及
其
盟
軍
時
，
一
九
二
三
年
看
似
瓦
解
的
海
豐
組
織
再
度
復
活
。
彭
湃
帶
著
講
習
所
的
畢
業
生
進
入
戰
場
，

軍
隊
前
進
時
，
彭
湃
的
團
隊
緊
跟
在
後
，
召
集
眾
多
鄉
村
人
民
舉
行
會
議
。
同
時
，
已
經
出
獄
的
楊
其
珊
等
人
帶

領
農
夫
隊
伍
攻
擊
陳
炯
明
的
軍
隊
，
令
他
們
撤
退
困
難
。
15

據
報
，
當
時
有
超
過
三
萬
人
在
重
建
的
農
會
總
部
前
慶

祝
勝
利
，
農
會
成
為
土
地
上
當
家
的
勢
力
。
接
著
，
再
度
血
流
成
河
。
與
農
會
作
對
之
人
若
是
沒
能
逃
走
，
都
將

審
判
處
決
。
某
些
人
的
土
地
充
公
以
供
組
織
活
動
。
租
金
調
降
百
分
之
二
十
五
，
當
地
成
立
武
裝
義
勇
隊
。
各
種

宗
教
機
構
都
遭
到
攻
擊
。
氏
族
的
忠
誠
吸
引
更
多
支
持
者
︵
此
時
，
多
數
彭
氏
宗
親
都
加
入
了
他
的
惡
業
︶
，
但

是
，
如
此
一
來
反
而
為
當
時
的
臨
時
政
府
製
造
更
多
敵
人
。
戰
亂
造
成
社
會
動
盪
，
引
起
更
多
暴
力
，
走
私
與
強

盜
趁
隙
而
入
，
其
中
多
半
是
落
敗
的
軍
人
持
槍
所
為
。
由
於
廣
州
局
勢
不
穩
，
彭
湃
和
手
上
的
軍
隊
被
召
回
，
一

旦
革
命
軍
的
武
力
撤
退
，
陳
炯
明
和
支
持
者
又
再
度
以
手
裡
抓
到
的
人
償
還
血
債
。

此
時
的
海
豐
陷
入
革
命
與
反
革
命
的
循
環
。
一
九
二
五
年
十
月
，
國
民
黨
的
軍
隊
重
返
，
但
傷
害
已
經
難
以

彌
補
。
許
多
農
會
社
運
人
士
已
經
被
殺
。
當
地
仕
紳
整
備
武
裝
隊
伍
，
或
指
揮
陳
炯
明
的
軍
隊
鎮
壓
反
對
勢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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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
連
僅
僅
懷
疑
涉
入
或
與
涉
入
之
人
關
聯
者
一
一
成
為
目
標
。
直
到
一
九
三○

年
，
鐘
擺
不
斷
來
回
擺
盪
，
海

豐
和
鄰
近
縣
市
持
續
混
戰
，
當
地
的
社
會
天
翻
地
覆
。
鐘
擺
每
盪
一
次
，
便
暴
力
四
起
，
兩
方
反
覆
復
仇
，
社
會

秩
序
全
然
瓦
解
。
一
九
二
六
年
三
月
，
蔣
介
石
討
伐
廣
州
共
產
黨
員
的
舉
動
徹
底
改
變
了
氛
圍
，
反
而
給
大
眾
所

謂
﹁
布
爾
什
維
克
﹂
政
權
的
敵
人
壯
膽
。
但
是
，
隨
著
北
伐
進
展
到
長
江
，
蔣
介
石
的
反
共
立
場
越
來
越
明
確
，

紅
色
勢
力
據
點
鼓
勵
自
己
堅
持
並
加
強
鬥
爭
。
中
國
共
產
黨
遵
從
共
產
第
三
國
際
的
指
示
，
展
開
一
連
串
如
黑
色

鬧
劇
般
的
都
市
叛
亂
，
每
每
必
定
濺
血
，
也
每
每
難
堪
地
逃
亡
。
但
是
，
一
九
二
七
年
十
月
，
彭
湃
等
人
在
海
豐

與
鄰
近
地
區
從
國
民
黨
政
府
手
中
奪
下
權
力
，
並
於
十
一
月
二
十
一
日
以
勝
利
之
姿
宣
布
成
立
﹁
海
陸
豐
工
農
兵

蘇
維
埃
政
府
﹂
。
接
著
，
他
們
大
肆
展
開
土
地
徵
收
，
燒
掉
地
契
並
殺
害
地
主
與
其
他
﹁
反
革
命
者
﹂
。
根
據
眾
人

說
法
，
一
九
二
六
年
那
份
報
告
和
藹
可
親
的
敘
述
者
也
參
與
其
中
。
一
九
二
二
年
站
在
路
邊
的
地
主
之
子
，
糾
纏

路
過
的
人
聽
他
說
要
怎
麼
改
善
他
們
的
生
活
。
到
了
連
續
三
天
慶
祝
蘇
維
埃
政
府
成
立
的
大
會
上
，
他
在
大
會
高

潮
時
，
手
裡
拿
著
長
刀
，
抓
著
捕
獲
的
新
政
府
敵
人
，
把
刀
架
在
那
人
的
脖
子
上
，
揮
刀
砍
了
那
個
人
的
頭
，
然

後
和
其
他
新
蘇
維
埃
政
府
的
幹
部
一
起
坐
下
享
受
宴
會
。
16

﹁
回
家
的
時
候
，
﹂
彭
湃
在
慶
祝
大
會
閉
幕
時
告
訴
觀
眾
：

每
個
代
表
至
少
都
要
殺
十
個
反
革
命
分
子
，
而
且
必
須
帶
著
農
民
和
工
人
再
殺
十
個
，
每
個
代
表
總
共
要
殺

二
十
個
：
三
百
個
代
表
，
一
共
會
殺
六
千
個
。
但
那
樣
還
是
不
夠
，
因
為
一
定
會
有
漏
網
之
魚
…
…
我
們
要
殺
！

殺
！
殺
！
直
到
汕
尾
港
口
和
馬
宮
岸
邊
的
水
都
變
紅
，
所
有
兄
弟
的
衣
服
都
染
上
反
革
命
分
子
的
血
。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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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以
他
們
殺
！
殺
！
殺
！
殺
掉
他
們
的
敵
人—

牧
師
、
基
督
教
徒
、
間
諜
、
地
主
、
軍
人
、
氏
族
領
導
。

他
們
殺
人
，
為
了
算
舊
帳
與
報
復
之
前
殺
人
的
人
；
他
們
殺
人
，
為
了
證
明
對
目
標
的
堅
持
；
他
們
殺
人
，
因
為

他
們
害
怕
不
能
證
明
對
目
標
的
堅
持
；
他
們
殺
人
，
為
了
確
保
不
留
未
來
報
復
的
活
口
；
他
們
殺
人
，
讓
猶
豫
之

人
看
看
受
害
者
被
踩
在
腳
下
；
他
們
殺
人
，
因
為
艱
難
的
革
命
要
站
上
血
色
的
舞
臺
；
他
們
殺
人
，
純
粹
因
為
他

們
可
以
。
四
竄
的
難
民
描
述
小
孩
殺
大
人
、
政
府
殺
老
人
、
食
人
肉
的
故
事—

一
場
勝
利
的
饗
宴
。
故
事
在
流

傳
過
程
中
也
不
斷
被
加
油
添
醋
，
他
們
的
敵
人
為
宣
傳
也
誇
大
其
詞
，
新
聞
報
導
寫
成
恐
怖
事
件
，
蘇
維
埃
政
府

極
端
暴
力
的
故
事
在
全
球
成
為
頭
條
。
估
計
約
有
五
千
人
被
殺
︵
離
彭
湃
的
目
標
也
不
遠
︶
。
但
是
，
畢
竟
，
這
是

革
命
，
而
且
一
九
二
七
年
十
二
月
，
蘇
維
埃
在
廣
州
的
敵
人
對
手
下
敗
將
也
毫
不
憐
憫
，
其
中
包
括
海
陸
豐
參
加

起
義
的
民
兵
。
鐘
擺
已
經
向
蘇
維
埃
的
支
持
者
展
現
過
，
一
旦
自
己
被
推
翻
，
當
地
又
會
展
現
多
少
憐
憫
。

革
命
恐
怖
不
是
海
陸
豐
所
發
明
。
西
方
人
描
述
法
國
大
革
命
最
暴
力
的
時
期
就
經
常
見
到
這
個
詞
。
另
一
個

與
革
命
恐
怖
緊
密
相
關
的
字
詞
，
甚
至
可
以
定
義
為
革
命
恐
怖
的
工
具
，
那
便
是
﹁
斷
頭
臺
﹂
。
但
是
，
俄
國
布
爾

什
維
克
權
力
的
團
結
與
鞏
固
，
成
為
中
國
共
產
黨
主
要
的
模
範
，
將
恐
怖
的
思
維
、
語
言
與
行
為
視
為
正
常
。
18

當

地
的
暴
力
文
化
也
是
原
因
，
例
如
海
豐
傳
統
的
旗
黨
。
但
一
切
的
殺
戮
都
不
能
拯
救
海
陸
豐
的
蘇
維
埃
政
府
。
為

了
保
全
自
己
，
彭
湃
實
施
激
進
且
恐
怖
的
擴
張
政
策
，
一
開
始
成
功
往
東
，
但
這
種
政
策
鞏
固
另
一
支
聯
盟
回
頭

鎮
壓
。
因
此
，
他
的
敵
人
在
一
九
二
八
年
二
月
回
來
了
，
歷
經
十
天
激
烈
的
戰
爭
，
國
民
黨
軍
隊
拿
下
海
豐
，
摧

毀
蘇
維
埃
政
權
。
農
民
群
起
奮
戰
，
但
義
勇
隊
不
敵
受
過
專
業
訓
練
的
對
手
。
其
後
，
另
一
波
報
復
行
動
再
起
，

但
彭
湃
和
支
持
者
在
西
北
的
山
區
重
振
旗
鼓
，
在
大
南
山
建
立
新
的
蘇
維
埃
。
這
一
次
的
蘇
維
埃
政
府
維
持
超
過

四
年
，
掠
奪
附
近
的
低
地
，
侵
犯
當
地
村
落
、
城
鎮
、
警
察
和
軍
哨
；
也
吸
引
各
種
支
持
者
：
被
趕
出
城
市
的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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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
人
士
、
因
為
省
分
禁
止
鴉
片
而
威
脅
生
計
的
客
家
、
投
機
者
和
土
匪
。
19

主
要
的
資
金
來
源
是
綁
架
和
強
取
。
一

九
二
八
年
末
，
彭
湃
前
往
上
海
，
擔
任
中
國
共
產
黨
的
組
織
高
層
，
卻
遭
到
出
賣
與
逮
捕
，
並
於
一
九
二
九
年
處

決
。
和
他
共
事
的
許
多
家
人
在
接
下
來
的
幾
年
也
相
繼
遭
捕
、
處
決
。 

極
度
兇
殘
的
海
豐
蘇
維
埃
化
身
鄉
村
共
產
主
義
勢
力
艱
難
且
偏
執
多
疑
的
堡
壘
。
一
九
二
七
年
後
，
被
打
敗

的
共
產
黨
叛
亂
者
撤
退
到
山
間
要
塞
，
尤
其
是
廣
東
東
方
、
福
建
與
江
西
的
高
地
，
當
地
因
而
經
常
出
現
兇
狠
的

內
鬥
，
以
及
為
了
推
翻
地
主
階
級
、
﹁
暴
君
﹂
和
﹁
地
痞
﹂
的
動
員
計
畫
。
20

鄉
村
動
員
一
直
是
國
民
革
命
軍
北
伐

的
核
心
策
略
。
農
民
講
習
所
的
畢
業
生
皆
下
鄉
幫
助
軍
隊
鋪
路
，
鄉
村
的
社
運
人
士
則
從
實
質
方
面
幫
助
軍
隊
進

攻
。
於
是
，
他
們
也
在
鄉
村
燃
起
戰
火
，
成
立
﹁
農
會
﹂
，
煽
動
降
租
與
土
地
重
配
，
最
有
名
的
則
在
湖
南
。
然

而
，
在
國
民
黨
眼
中
，
此
舉
一
直
只
是
一
個
戰
略
，
本
身
並
無
社
會
或
革
命
政
策
的
意
義
，
目
的
則
是
摧
毀
敵
軍

和
敵
軍
的
支
持
者
。
21

黃
埔
軍
校
的
學
生
是
國
民
革
命
軍
的
核
心
軍
隊
，
他
們
是
鄉
村
仕
紳
的
兒
子
：
他
們
要
的
是

軍
事
勝
利
，
不
是
社
會
革
命
。
然
而
，
這
種
經
驗
卻
為
數
量
不
多
但
逐
漸
成
長
的
共
產
黨
社
運
人
士
，
提
供
一
條

通
往
不
同
未
來
的
道
路
。

毛
澤
東
則
是
這
條
新
道
路
上
最
能
言
善
道
且
富
遠
見
之
人
。
如
同
彭
湃
，
社
運
人
士
也
發
現
農
夫
需
要
長
時

間
的
動
員
時
間
，
但
是
一
旦
行
動
，
動
作
便
非
常
快
速
，
宛
如
洪
水
衝
破
水
壩
。
毛
澤
東
表
示
：
﹁
目
前
農
民
運
動

的
興
起
是
一
個
極
大
的
問
題
。
﹂
他
繼
續
，
﹁
其
勢
如
暴
風
驟
雨
，
迅
猛
異
常
，
無
論
什
麼
力
量
都
壓
抑
不
住
。
他

們
將
沖
刷
潰
破
一
切
束
縛
的
網
羅
，
朝
著
解
放
的
路
上
迅
跑
。
﹂
22

他
敦
促
他
的
同
胞
﹁
迅
速
地
選
擇
﹂
，
他
向

﹁
每
個
中
國
人
﹂
詢
問
：
農
民
崛
起
時
，
你
要
站
在
哪
一
邊
？
農
民
一
旦
行
動
，
暴
力
行
為
就
會
越
滾
越
大
。
他
總

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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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
竟
革
命
不
是
請
客
吃
飯
，
不
是
做
文
章
，
不
是
繪
畫
繡
花
，
不
能
那
樣
雅
致
，
那
樣
從
容
不
迫
、
文
質
彬

彬
，
那
樣
溫
良
恭
謙
讓
，
革
命
是
暴
動
，
是
一
個
階
級
推
翻
另
一
個
階
級
的
暴
烈
行
動
。

這
一
段
出
自
毛
澤
東
針
對
湖
南
農
民
運
動
所
寫
的
報
告
，
一
九
二
七
年
三
月
發
表
。
如
果
彭
湃
親
切
的
言
論

為
的
是
善
意
描
述
啟
發
道
路
上
的
種
種
想
像
，
那
麼
，
說
出
這
番
話
的
毛
澤
東
，
則
是
為
了
幾
乎
控
制
不
了
的
興

奮
，
以
及
這
場
宛
如
顛
覆
社
會
的
嘉
年
華
帶
來
的
喜
悅
。
農
民
要
他
們
的
敵
人
戴
上
尖
帽
遊
街
，
農
民
﹁
躺
在
﹂

地
主
女
兒
的
床
上
，
他
們
無
所
畏
懼
，
毫
不
遲
疑
。
毛
澤
東
眼
見
湖
南
在
幾
個
月
內
就
形
成
了
一
股
強
大
的
力

量
，
他
表
示
，
孫
逸
仙
搞
了
四
十
年
都
搞
不
成
。
他
敦
促
他
的
同
胞
看
看
鄉
村
，
將
感
到
﹁
前
所
未
有
的
震
撼
﹂
。

鄉
村
窮
人
的
力
量
若
是
釋
放
就
會
橫
掃
鄉
村
，
一
旦
釋
放
就
會
極
度
暴
力
。
由
黨
的
社
運
人
士
馴
服
並
指
導
恐
怖

的
行
為
，
就
是
共
產
黨
鄉
村
革
命
的
關
鍵
。
毛
澤
東
主
張
為
摧
毀
革
命
的
敵
人
，
﹁
製
造
一
陣
子
的
恐
怖
是
必
要

的
﹂
，
這
種
想
法
很
快
就
變
成
了
黨
內
專
屬
的
作
風
。

之
後
幾
年
，
毛
澤
東
的
報
告
皆
須
仔
細
編
輯
。
接
下
來
幾
個
官
方
版
本
都
經
過
修
改
，
確
保
報
告
適
當
呈
現

無
產
階
級
領
導
在
湖
南
扮
演
的
重
要
角
色
，
否
則
從
馬
克
斯
主
義
來
看
，
這
是
份
不
正
統
的
資
料
。
毛
澤
東
此
時

對
於
馬
克
斯
主
義
理
解
多
少
並
不
明
確
。
他
和
共
產
黨
多
數
人
與
盟
友
一
樣
，
先
受
到
行
動
和
革
命
吸
引
，
隨
後

才
確
立
意
識
型
態
。
毛
澤
東
在
一
八
九
三
年
出
生
於
湖
南
省
湘
潭
縣
，
自
稱
﹁
貧
農
﹂
之
子
︵
譯
注
：
中
共
於
農

村
推
動
土
地
改
革
時
將
人
口
依
經
濟
情
況
分
為
五
種
階
級
，
分
別
為
地
主
、
富
農
、
中
農
、
貧
農
與
雇
農
︶
，
由
於

天
資
聰
穎
、
具
好
奇
心
，
受
到
羅
賓
漢
等
大
眾
文
化
的
英
雄
啟
發
，
又
遇
到
一
些
激
進
的
老
師
，
在
湖
南
省
會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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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
換
過
不
少
學
校
。
他
在
長
沙
成
立
讀
書
會
，
並
在
一
九
一
八
年
前
往
北
京
，
在
北
京
大
學
擔
任
圖
書
館
員
，
在

圖
書
館
櫃
臺
工
作
時
，
利
用
工
作
優
勢
認
識
了
許
多
當
時
主
要
的
知
識
分
子
。
他
經
人
介
紹
與
當
時
大
學
的
圖
書

館
主
任
李
大
釗
見
面
，
並
透
過
李
大
釗
認
識
更
多
受
馬
克
斯
主
義
與
俄
國
革
命
吸
引
的
社
運
人
士
；
他
也
加
入
了

激
進
的
社
團
。
毛
澤
東
一
直
受
到
無
政
府
主
義
暴
力
吸
引
，
但
他
將
被
共
產
第
三
國
際
的
代
表
網
羅
，
成
為
一
九

二
一
年
中
國
共
產
黨
創
黨
元
老
之
一
。
除
了
一
九
一
九
年
沒
什
麼
火
花
的
﹁
新
村
運
動
﹂
，
毛
澤
東
在
一
九
二
六
年

之
前
對
鄉
村
問
題
，
以
及
他
自
己
成
長
的
鄉
村
世
界
，
都
沒
顯
現
太
多
興
趣
。
他
在
湖
南
的
經
驗
改
變
他
的
焦

點
，
但
他
的
結
論
被
一
九
二
七
年
的
共
產
黨
領
導
階
層
拒
絕
。
他
想
吹
起
鄉
村
鬥
爭
的
號
角
，
這
想
法
卻
深
埋
在

黨
選
擇
於
城
市
起
義
的
政
策
之
下
。
此
外
，
一
九
二
七
年
四
月
末
，
蔣
介
石
前
所
未
有
地
以
浩
大
規
模
整
肅
共
產

黨
，
共
產
黨
更
注
定
要
控
制
並
勒
住
湖
南
即
興
的
暴
力
革
命
。
23

當
毛
澤
東
得
意
洋
洋
地
發
表
他
在
湖
南
的
報
告
，
另
一
個
討
論
中
國
鄉
村
經
濟
問
題
的
重
要
著
作
正
準
備
出

版
。
作
者
是
美
國
農
學
家
約
翰
．
洛
辛
．
卜
凱
︵John Lossing B

uck

︶
。
一
九
二
七
年
三
月
二
十
四
日
當
天
，
紀

律
不
佳
的
國
民
革
命
軍
占
領
南
京
，
進
入
南
京
大
學
打
殺
外
籍
人
士
，
他
急
忙
抓
起
放
在
家
裡
的
初
稿
。
士
兵
心

中
充
滿
反
對
帝
國
主
義
的
激
情
，
直
接
攻
擊
革
命
的
敵
人
。
卜
凱
和
家
人
躲
在
家
僕
的
家
中
逃
過
攻
擊
，
其
他
外

籍
人
士
則
在
美
國
與
英
國
軍
艦
設
下
防
線
後
撤
離
南
京
。
動
亂
平
息
後
，
他
們
被
帶
到
美
國
的
驅
逐
艦
，
送
到
上

海
。
24

一
九
三○

年
該
書
出
版
，
題
名
為
︽
中
國
農
家
經
濟
︾
︵C

hinese Farm
 E

conom
y

︶
，
這
是
首
部
經
過
長
年

調
查
中
國
鄉
村
經
濟
困
境
的
研
究
，
成
果
豐
碩
，
之
後
更
持
續
產
出
許
多
資
料
。
卜
凱
的
著
作
結
合
兩
條
主
軸
，

一
是
熱
中
調
查
的
新
共
和
體
制
希
望
得
到
統
計
數
據
，
另
一
是
越
來
越
憂
心
鄉
村
問
題
的
傳
教
士
與
中
國
的
基
督

教
。
卜
凱
的
家
庭
度
過
一
九
二
七
年
的
難
關
，
表
示
第
三
條
主
軸
即
將
開
花
結
果
：
他
的
妻
子
賽
珍
珠
︵P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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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denstricker B
uck

︶
已
經
在
醞
釀
劇
情
和
人
物
，
她
所
創
作
的
小
說
在
一
九
三
一
年
獲
得
普
利
茲
獎
，
那
便
是
描

繪
中
國
鄉
村
社
會
的
︽
大
地
︾
︵T

he G
ood Earth

︶
。

賽
珍
珠
想
要
傳
達
中
國
鄉
村
生
活
的
特
色
與
當
地
人
的
心
態
，
卜
凱
則
想
要
事
實
。
想
要
解
決
問
題
，
便
必

須
先
確
定
真
有
問
題
，
然
後
瞭
解
問
題
概
要
。
接
著
，
執
行
法
律
或
相
關
政
策
還
需
要
資
料
。
建
立
國
家
必
須
知

道
國
家
代
表
、
控
制
、
整
頓
些
什
麼
。
一
九
一
二
年
新
成
立
的
共
和
體
制
一
直
專
注
在
國
家
需
要
國
歌
、
國
旗
、

頭
銜
與
裝
飾
、
慶
典
與
制
服
，
還
有
資
料
，
非
常
非
常
多
的
資
料
。
25

國
民
黨
的
國
民
政
府
比
起
其
推
翻
的
政
權
，

似
乎
更
熱
中
調
查
。
外
交
官
也
是
如
此
熱
中
，
他
們
經
常
收
到
抱
怨
，
抱
怨
來
自
外
商
和
其
他
被
追
問
各
種
統
計

數
據
的
利
益
團
體
。
不
只
是
中
國
政
府
遇
到
此
現
象
，
外
國
也
經
常
責
備
中
國
的
資
料
欠
缺
真
的
很
惱
人
。
經
常

有
﹁
中
國
和
其
他
東
方
國
家
都
一
樣
，
完
全
不
在
乎
統
計
﹂
等
評
論
。
因
此
，
新
政
府
部
門
、
中
國
的
大
學
和
研

究
機
構
展
開
各
式
各
樣
的
調
查
與
資
料
收
集
。
26

就
連
彭
湃
一
九
二
六
年
的
報
告
也
能
看
出
當
下
注
重
統
計
的
心

態
，
他
的
報
告
特
別
寫
到
關
於
教
育
、
移
民
、
土
地
持
有
與
租
賃
形
式
等
調
查
。
當
然
，
調
查
比
行
動
簡
單
多

了
，
但
無
論
如
何
還
是
需
要
資
訊
，
更
不
用
說
中
國
農
村
的
資
訊
。

一
九
一
五
年
，
卜
凱
以
美
國
北
部
長
老
會
農
業
傳
教
士
的
身
分
來
到
中
國
，
並
在
安
徽
省
南
宿
州
服
務
。
身

為
農
夫
之
子
︵
這
幾
乎
是
入
選
美
國
傳
教
事
業
的
條
件
︶
，
卜
凱
畢
業
於
康
乃
爾
大
學
，
而
南
宿
州
的
任
務
看
來
正

好
符
合
他
對
農
業
工
作
的
興
趣
。
這
樣
的
任
務
也
許
能
夠
幫
助
教
會
發
展
，
甚
至
幫
助
教
會
募
款
，
但
卜
凱
逐
漸

將
重
心
轉
移
到
農
業
工
作
，
而
非
將
之
作
為
傳
教
工
具
。
一
九
二○
年
，
卜
凱
在
南
宿
州
的
模
範
農
場
和
地
方
農

業
教
育
的
資
助
中
斷
，
於
是
接
受
南
京
大
學
農
業
森
林
學
院
的
教
職
。
他
在
南
京
大
學
持
續
進
行
統
計
工
作
，
希

望
能
夠
建
立
具
體
資
料
，
瞭
解
鄉
村
問
題
，
包
括
他
在
安
徽
親
身
體
驗
的
問
題
。
27

他
主
張
如
果
中
國
想
在
世
界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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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
計
數
據
占
有
地
位
，
就
需
要
﹁
可
靠
的
統
計
﹂
，
再
者
﹁
自
我
改
進
之
前
，
需
要
自
我
瞭
解
﹂
。
卜
凱
的
結
論

是
，
中
國
農
夫
最
需
要
貸
款
管
道
。
在
他
眼
中
，
他
們
也
需
要
教
育
，
但
一
般
而
言
，
只
要
沒
有
氣
象
災
難
等
緊

急
事
件
，
他
們
似
乎
過
得
還
算
可
以
，
至
少
調
查
樣
本
是
如
此
。
此
結
論
建
立
在
和
平
穩
定
的
社
會
，
但
是
，
實

際
上
一
九
二○

年
代
的
中
國
並
非
這
樣
的
社
會
。
卜
凱
的
研
究
對
象
經
過
特
地
挑
選
，
儘
管
眼
前
的
證
據
顯
示
鄉

村
破
裂
，
他
似
乎
依
舊
無
視
。
即
使
盜
匪
對
著
他
開
槍
，
他
也
不
放
棄
自
己
精
心
安
排
的
統
計
數
據
。
28

他
的
資
料
並
沒
有
反
映
南
宿
州
生
活
的
艱
辛
。
南
宿
州
距
離
南
京
往
天
津
的
鐵
路
不
遠
，
約
位
於
上
海
西
北

方
四
百
八
十
公
里
。
賽
珍
珠
的
私
人
信
函
以
及
︽
大
地
︾
一
書
確
實
傳
達
更
多
關
於
卜
凱
夫
妻
去
過
的
鄉
村
的
資

訊—

那
個
疲
乏
、
陌
生
的
世
界
。
29

一
位
年
輕
的
英
格
蘭
公
理
會
傳
教
士
瑪
喬
莉
．
克
萊
門
特
︵M

arjorie 

C
lem

ents

︶
十
年
後
抵
達
距
離
南
宿
州
西
北
六
百
公
里
的
滄
州
，
她
的
信
裡
描
述
的
是
常
見
的
失
望
：
﹁
泥
土
、
噪

音
和
混
亂
﹂
，
疾
病
、
粗
魯
和
對
她
而
言
的
﹁
不
道
德
﹂
。
30

然
而
，
就
與
多
數
傳
教
士
一
般
，
他
們
過
分
強
調
此
情

況
，
她
只
看
到
想
看
的
，
包
括
那
些
不
願
看
到
︵
或
聞
到
、
聽
到
的
︶
卻
避
免
不
了
的
，
諸
如
暴
力
事
件
、
貧

窮
、
缺
乏
標
準
的
衛
生
習
慣
。
雖
然
卜
凱
夫
妻
或
克
萊
門
特
等
傳
教
士
住
在
﹁
內
地
﹂
，
四
周
都
是
鄉
村
，
文
化
上

他
們
仍
與
家
鄉
相
連
，
就
和
住
在
沿
岸
的
外
國
社
群
一
樣
，
例
如
上
海
或
賽
珍
珠
童
年
長
時
間
待
過
的
長
江
沿
岸

城
市
鎮
江
。
31

農
夫
的
困
境
、
﹁
無
知
﹂
，
以
及
中
國
鄉
村
社
會
偶
發
的
暴
力
與
﹁
骯
髒
﹂
等
描
述
，
經
常
在
外
國
觀
察
者
的

書
信
和
文
學
著
作
出
現
。
這
些
主
題
非
常
常
見
，
常
見
到
足
以
成
為
真
實
報
導
，
但
是
，
描
寫
世
界
各
地
鄉
村
生

活
的
著
作
也
會
出
現
類
似
的
敘
述
，
無
論
是
一
九
三○

年
代
羅
伯
遜
．
斯
科
特
︵J. W

. R
obertson Scott

︶
刊
登
在

︽
鄉
村
人
︾
︵T

he C
ountrym

an

︶
的
文
章
，
憤
怒
地
書
寫
英
格
蘭
鄉
村
的
貧
窮
現
象
，
甚
至
賽
珍
珠
談
到
卜
凱
在
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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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州
老
家
的
農
場
也
是
如
此
。
32

都
市
人
在
任
何
鄉
間
受
到
的
驚
嚇
程
度
都
很
深
，
但
是
都
市
窮
人
的
生
活
和
世
界

也
很
令
人
震
撼
。
亨
利
．
梅
休
︵H

enry M
ayhew

︶
在
︽
倫
敦
窮
人
的
辛
勞
與
生
活
︾
︵T

he Life and Labour of 

the London Poor

︶
書
中
描
述
維
多
利
亞
時
代
的
倫
敦
，
彷
彿
另
一
個
星
球
；
卜
威
廉
︵W

illiam
 B

ooth

︶
的
︽
最

黑
暗
的
英
格
蘭
︾
︵In D

arkest E
ngland

︶
講
的
是
自
己
國
家
內
﹁
底
層
百
分
之
十
﹂
的
生
活
。
愛
德
華
時
代
與
一

戰
後
的
英
國
，
就
如
同
報
導
中
的
中
國
，
斷
炊
是
每
戶
人
家
常
見
的
事
。
全
球
窮
人
生
活
常
見
的
髒
汙
、
無
知
與

臭
味
，
歐
洲
城
市
的
報
導
也
有
。
喬
治
．
歐
威
爾
︵G

eorge O
rw

ell

︶
在
︽
通
往
威
根
碼
頭
之
路
︾
︵T

he R
oad to 

W
igan P

ier

︶
直
白
地
說
﹁
低
下
階
級
的
臭
味
﹂
。
他
在
書
中
寫
到
，
這
些
想
法
出
自
認
為
自
己
不
是
勞
工
階
級
的

人
，
而
且
理
由
充
足
：
乾
淨
要
花
錢
，
他
們
當
然
臭
。
歐
威
爾
還
從
毛
姆
︵W

. Som
erset M

augham

︶
的
︽
中
國

小
景
︾
︵O

n a C
hinese Screen

︶
一
書
引
用
中
國
的
例
子
，
毛
姆
書
中
對
英
國
窮
人
的
看
法
也
是
如
出
一
轍
。
毛
姆

主
張
，
中
國
人
沒
有
注
意
到
自
己
的
處
境
，
因
為
他
們
﹁
一
輩
子
都
住
在
非
常
臭
的
環
境
中
。
﹂
33

該
如
何
理
解
與
描
述
中
國
鄉
村
，
已
經
不
是
問
題
。
出
生
於
康
乃
狄
克
的
公
理
會
傳
教
士
亞
瑟
．
史
密
斯

︵A
rthur H

. Sm
ith

︶
在
一
八
七
二
年
後
定
居
於
華
北
五
十
年
，
一
八
九
九
年
，
他
的
著
作
︽
中
國
鄉
村
生
活
：
社

會
學
研
究
︾
︵V

illage Life in C
hina: A

 Study in Sociology
︶
是
評
論
中
國
的
先
驅
。
他
說
，
鄉
村
是
﹁
小
小
的
帝

國
﹂
，
﹁
若
經
過
調
查
，
我
們
就
能
從
更
好
的
立
場
，
對
任
何
需
要
修
正
的
地
方
提
出
辦
法
﹂
。
他
的
修
正
方
式
大
概

就
是
：
中
國
的
問
題
很
多
，
而
基
督
教
﹁
遲
早
可
以
解
決
所
有
問
題
﹂
。
34

一
九
二
七
年
八
月
，
卜
凱
想
必
已
經
搬

離
鄉
村
。
雖
然
那
一
年
他
曾
說
，
應
該
進
行
﹁
鄉
村
社
會
調
查
﹂
以
找
出
﹁
教
會
應
該
對
抗
的
問
題
﹂
。
他
也
倡
導

應
該
推
廣
﹁
較
佳
的
農
業
與
鄉
村
社
會
改
良
﹂
，
因
為
那
﹁
就
是
基
督
教
的
行
動
﹂
。
35

廣
義
而
言
，
傳
教
事
業
也
一

面
正
在
進
化
，
﹁
社
會
福
音
﹂
的
思
想
與
組
織
扮
演
要
角
。
許
多
傳
教
團
體
推
動
醫
療
與
教
育
工
作
，
並
以
此
與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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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改
信
的
人
接
觸
。
此
外
，
就
像
卜
凱
的
主
張
，
這
些
活
動
越
來
越
常
以
基
督
善
行
為
基
礎
。
但
是
，
這
類
傳
教

活
動
在
二
十
世
紀
期
間
的
中
國
各
各
宗
教
領
域
皆
越
來
越
盛
行
。
各
式
各
樣
的
社
會
福
利
相
繼
發
展
，
當
然
也
包

括
基
督
教
青
年
會
所
推
動
的
。
一
九
二○

年
代
初
期
，
學
生
領
導
反
基
督
宗
教
運
動
，
將
傳
教
任
務
、
外
人
居
留

與
帝
國
主
義
都
扣
在
一
塊
兒
，
加
速
了
改
變
。
傳
教
事
業
面
臨
危
機
，
加
上
國
民
黨
一
九
二
六
至
二
七
年
北
伐
，

導
致
許
多
傳
教
團
體
修
改
策
略
，
轉
而
加
入
中
國
基
督
宗
教
協
會
︵C

hinese N
ational C

hristian C
ouncil

︶
主
導

的
社
會
改
革
與
福
利
運
動
。
他
們
知
道
，
若
傳
教
事
業
想
要
存
活
，
他
們
必
須
真
正
幫
助
中
國
解
決
現
實
問
題
。
36

卜
凱
從
美
國
社
會
科
學
研
究
會
與
洛
克
斐
勒
基
金
會
資
助
的
太
平
洋
關
係
研
究
所
︵In

stitute of Pacific 

R
elations

︶
得
到
一
大
筆
經
費
，
他
的
事
業
因
此
突
飛
猛
進
。
這
個
中
立
的
研
究
組
織
於
一
九
二
五
年
在
檀
香
山
成

立
，
為
紀
念
威
爾
遜
的
國
際
主
義
，
試
圖
確
切
瞭
解
太
平
洋
邊
陲
國
家
的
問
題
，
與
理
念
相
同
的
單
位
建
立
聯

盟
，
和
各
式
敵
人
對
話
。
37

︽
中
國
農
家
經
濟
︾
就
在
它
的
贊
助
下
出
版
，
卜
凱
帶
領
了
規
模
更
大
的
團
隊
整
理
並

分
析
來
自
中
國
一
萬
七
千
個
農
地
區
域
的
資
料
，
集
成
三
冊
︽
中
國
土
地
利
用
︾
︵Land U

tilization in C
hina

︶
，

並
在
一
九
三
七
年
出
版
。
他
的
工
作
也
吸
引
了
國
民
政
府
的
注
意
與
資
助
。
卜
凱
在
南
京
的
中
外
同
事
人
數
不
斷

增
加
，
而
且
訓
練
了
一
批
中
國
學
生
。
他
們
的
著
作
廣
為
流
通
，
研
究
內
容
也
經
常
在
太
平
洋
關
係
研
究
所
的
年

度
論
壇
等
會
議
發
表
。
統
計
分
析
因
此
注
入
了
更
多
數
據
，
例
如
，
一
萬
七
千
個
農
地
樣
本
中
，
土
地
持
有
的
大

小
和
形
式
、
種
植
的
作
物
、
戶
口
經
濟
的
細
節
，
甚
至
是
家
具
清
單
︵
家
具
木
頭
是
否
拋
光
？
是
否
塗
上
油
漆
或

亮
光
漆
？
︶
資
料
全
為
敘
述
，
完
全
沒
有
提
出
政
策
建
議
，
就
連
可
能
的
問
題
評
估
也
不
超
過
五
行
。
38

就
在
三
冊

套
書
即
將
付
梓
之
際
，
傷
亡
慘
重
的
對
日
戰
爭
一
觸
即
發
。
而
在
此
書
研
究
與
寫
作
期
間
，
共
產
黨
開
始
進
行
後

來
所
謂
的
﹁
土
地
革
命
戰
爭
﹂
，
衝
突
地
點
包
括
大
南
山
，
江
西
蘇
維
埃
共
和
制
訂
的
最
戲
劇
化
之
革
命
土
地
政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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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展
開
。
卜
凱
描
述
中
國
鄉
村
，
而
共
產
黨
則
是
即
將
著
手
改
造
中
國
鄉
村
。

但
他
們
不
是
唯
一
想
要
改
變
世
界
的
人
。
卜
凱
在
先
前
的
著
作
確
實
提
到
解
決
方
法
，
他
指
出
另
一
個
改
善

中
國
鄉
村
的
重
要
途
徑
：
教
育
。
彭
湃
認
同
鄉
村
教
育
的
重
要
性
，
海
豐
農
會
發
起
許
多
教
育
措
施
，
但
不
如
拒

繳
租
金
、
土
地
充
公
、
民
兵
組
織
、
蘇
維
埃
權
力
的
兇
殘
來
得
戲
劇
化
，
因
此
經
常
被
忽
略
。
不
過
，
卜
凱
與
賽

珍
珠
兩
人
一
再
為
了
教
育
工
作
回
到
中
國
，
耶
魯
大
學
的
畢
業
生
晏
陽
初
︵
英
文
名
字
是Jam

es Yen

︶
，
也
正
在
華

北
推
動
重
要
的
鄉
村
重
建
運
動
。
晏
陽
初
生
於
四
川
，
在
傳
教
士
學
校
接
受
教
育
，
一
九
一
六
年
赴
耶
魯
大
學
。

他
是
基
督
徒
，
也
加
入
基
督
教
青
年
會
的
行
動
。
一
戰
期
間
與
之
後
，
他
和
許
多
年
輕
的
中
國
基
督
徒
知
識
分
子

進
入
中
國
勞
工
旅
。
那
時
，
他
先
教
勞
工
識
字
，
很
快
又
為
他
們
辦
方
言
報
。
中
國
勞
工
旅
的
經
驗
令
他
領
會
新

式
大
眾
教
育
對
於
重
建
中
國
社
會
極
為
重
要
。
39

民
主
化
與
擴
大
教
育
是
新
文
化
運
動
與
五
四
運
動
的
核
心
。
他
們

主
張
就
連
書
寫
文
字
也
需
要
改
革
。
隨
著
白
話
文
書
寫
與
教
學
逐
漸
盛
行
，
古
典
中
文
或
文
言
文
很
快
就
被
拋

棄
。
晏
陽
初
在
西
線
發
現
兩
種
無
知
：
第
一
種
無
知
是
他
在
中
國
工
人
身
上
看
到
許
多
令
中
國
蒙
羞
的
舉
動
，
如

吐
痰
；
更
重
要
的
是
，
他
發
現
自
己
對
廣
大
同
胞
的
無
知
，
他
的
同
胞
們
工
作
認
真
，
而
且
只
要
有
機
會
，
不
只

渴
望
也
有
能
力
學
習
。

我
們
從
賽
珍
珠
和
克
萊
門
特
的
著
作
發
現
中
國
鄉
村
帶
給
他
們
的
衝
擊
，
類
似
晏
陽
初
之
人
的
衝
擊
也
一
樣

強
烈
。
數
以
百
計
或
更
甚
數
以
千
計
受
晏
陽
初
所
推
行
的
運
動
而
鼓
舞
的
男
女
，
也
與
外
國
人
一
樣
感
到
不
自
在

與
奇
異
。
這
位
耶
魯
的
畢
業
生
就
像
彭
湃
一
樣
到
國
外
尋
找
靈
感
，
也
和
彭
湃
一
樣
在
廣
州
的
同
胞
間
尋
找
資

金
。
彭
湃
受
到
日
漸
激
進
的
社
會
主
義
行
動
計
畫
啟
發
，
晏
陽
初
則
跨
過
太
平
洋
，
逐
漸
往
外
發
展
，
最
終
觸
及

白
宮
。
但
他
的
起
點
是
鄉
村
，
北
京
西
南
一
百
九
十
三
公
里
的
定
縣
。
晏
陽
初
一
九
二○

年
七
月
回
到
中
國
，
首



滾出中國　　126

先
他
參
與
規
畫
中
國
基
督
教
青
年
會
創
辦
的
﹁
大
眾
教
育
運
動
﹂
。
這
個
運
動
的
策
略
是
動
員
大
眾
，
建
立
全
新
且

長
久
的
基
礎
，
提
升
大
眾
識
字
率
。
他
們
首
先
舉
辦
激
勵
人
們
的
集
會
和
展
覽
，
接
著
為
志
願
教
師
編
寫
﹁
千
字
﹂

入
門
做
為
課
堂
教
材
，
學
生
趨
之
若
鶩
。
這
個
運
動
的
故
事
很
精
采
，
利
用
聰
明
的
推
廣
策
略
與
宣
傳
活
動
，
獲

得
支
持
與
資
助
。
晏
陽
初
以
及
他
與
美
國
的
交
情
便
是
這
項
運
動
最
珍
貴
的
資
產
，
他
能
獲
得
來
自
美
國
的
金

援
。
識
字
是
改
造
公
民
與
國
家
之
鑰
，
提
升
男
人
和
女
人
的
素
養
，
以
及
中
國
文
化
與
政
治
地
位
。
試
想
，
晏
陽

初
於
一
九
二
八
年
在
美
國
對
觀
眾
說
：
人
民
識
字
就
能
提
高
收
入
，
而
且
儘
管
只
是
少
量
提
高
，
﹁
他
們
就
能
買
你

們
昂
貴
的
農
地
機
器
﹂
。
再
者
，
如
果
四
億
中
國
人
都
能
攢
一
點
錢
，
﹁
一
年
買
兩
份
︽
週
六
晚
報
︾
﹂
，
你
能
想
像

︽
週
六
晚
報
︾
會
多
賺
多
少
錢
嗎
？
40

這
種
牽
強
卻
聰
明
又
貼
近
生
活
的
例
子
，
利
用
了
外
國
人
長
久
以
來
將
中
國

市
場
視
為
潛
力
無
限
的
目
光
。
美
金
湧
進
。
但
晏
陽
初
等
人
發
現
教
育
推
廣
本
身
還
是
有
所
限
制
，
也
許
，
還
有

其
他
更
有
影
響
力
的
方
式
，
能
夠
更
深
入
且
更
廣
泛
地
解
決
問
題
。

晏
陽
初
開
始
想
要
找
一
個
﹁
模
範
﹂
地
區
，
以
醞
釀
後
來
稱
為
﹁
鄉
村
改
革
﹂
的
全
國
計
畫
。
緣
分
將
他
帶

到
定
縣
，
當
時
的
定
縣
就
曾
有
過
教
育
運
動
，
主
要
歸
功
當
地
的
望
族
。
定
縣
人
口
約
四
十
萬
，
和
海
豐
差
不

多
，
但
地
形
差
異
甚
大
。
定
縣
位
於
乾
燥
的
華
北
平
原
，
農
夫
多
半
種
植
小
米
、
小
麥
、
棉
花
，
收
成
的
四
分
之

三
做
為
糧
食
。
41

定
縣
起
初
因
為
大
眾
教
育
運
動
計
畫
成
為
焦
點
，
接
著
又
推
行
公
共
衛
生
與
基
礎
建
設
等
技
術
計

畫
。
與
其
倚
靠
其
他
成
功
案
例
或
中
規
中
矩
地
舉
辦
，
晏
陽
初
希
望
可
以
創
造
一
個
模
範
地
區
，
若
要
成
功
，
還

必
須
當
地
政
治
意
願
和
資
源
皆
允
許
。
定
縣
的
調
查
與
分
析
隨
即
便
進
行
，
甚
至
連
當
地
的
俗
語
和
受
歡
迎
的
戲

劇
都
一
一
記
載
。
定
縣
距
離
北
京
不
遠
，
因
而
吸
引
了
不
少
遊
客
，
甚
至
發
展
出
考
察
行
程
，
介
紹
縣
內
成
果
。

國
民
黨
北
伐
餘
波
之
後
，
進
入
一
九
三○

年
代
初
期
，
﹁
鄉
村
問
題
﹂
成
為
知
識
分
子
的
焦
點
與
公
共
議
題
。
海
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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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湖
南
雖
然
沒
有
一
舉
成
功
，
卻
是
重
要
的
反
例
。
晏
陽
初
不
知
不
覺
呼
應
了
赫
德
的
評
論
，
他
招
募
人
才
的
圈

子
，
就
是
拳
民
的
圈
子
。
差
別
在
於
那
些
年
輕
人
不
靠
武
器
打
仗
，
而
是
靠
文
字
。
42

晏
陽
初
的
工
作
部
分
跨
越
了
太
平
洋
，
也
跨
越
了
國
家
行
動
的
網
絡
。
與
他
一
起
推
行
運
動
的
夥
伴
往
往
像

他
一
樣
受
過
美
國
教
育
。
他
們
的
人
脈
不
離
慈
善
、
教
育
與
發
展
活
動
的
社
交
圈
：
出
版
大
亨
洛
克
斐
勒
、
未
來

大
力
支
持
蔣
介
石
的
路
思
義
︵H

enry Luce

，
譯
注
：
創
辦
︽
時
代
︾
、
︽
財
富
︾
與
︽
生
活
︾
三
大
雜
誌
的
美
國

媒
體
大
亨
，
被
稱
為
﹁
時
代
之
父
﹂
︶
，
以
及
基
督
教
青
年
會
。
雖
然
晏
陽
初
一
直
是
基
督
徒
，
也
和
傳
教
組
織
合

作
，
但
他
的
運
動
還
是
較
接
近
社
會
福
音
運
動
，
在
經
過
一
九
二○

年
代
的
反
基
督
宗
教
運
動
，
以
及
一
九
二
六

至
二
七
年
的
反
傳
教
士
事
件
後
，
他
的
運
動
也
同
時
被
視
為
自
主
運
作
的
中
國
基
督
宗
教
協
會
運
動
。
中
國
基
督

宗
教
協
會
許
多
職
員
也
像
他
接
受
基
督
教
，
但
否
認
由
外
國
的
基
督
徒
或
傳
教
組
織
主
導
。
一
九
二
二
年
年
度
傳

教
報
告
標
題
也
不
再
使
用
﹁
基
督
宗
教
占
領
中
國
﹂
。
43

但
另
一
個
也
受
到
教
育
運
動
啟
發
的
重
要
鄉
村
實
驗
，
卻

完
全
獨
立
於
任
何
基
督
教
、
傳
教
或
社
會
主
義
機
構
。
這
個
實
驗
受
到
彭
湃
的
海
豐
運
動
很
大
影
響
，
但
卻
完
全

相
反
。梁

漱
溟
的
父
親
梁
濟
是
名
清
朝
小
官
，
一
九
一
八
年
十
一
月
他
在
歐
戰
剛
結
束
時
自
殺
，
自
殺
的
原
因
多
少

由
於
當
前
的
墮
落
時
代
而
五
味
雜
陳
。
44

梁
漱
溟
也
發
現
自
己
對
於
時
代
深
感
同
情
。
在
這
個
時
代
，
總
會
有
人
深

受
馬
克
斯
主
義
或
極
度
美
式
的
自
由
主
義
吸
引
，
並
同
時
想
要
讓
中
國
回
到
最
鼎
盛
的
狀
態
。
一
九
一
一
年
末
，

梁
漱
溟
曾
參
與
北
京
地
區
的
反
清
革
命
，
接
著
在
支
持
新
政
府
的
報
社
擔
任
記
者
，
但
後
來
失
去
興
趣
。
他
的
思

想
逐
漸
轉
向
佛
教
，
並
開
始
勾
勒
以
儒
家
教
育
與
文
化
為
基
礎
的
改
革
計
畫
。
他
後
來
表
示
，
這
個
計
畫
並
不
只

是
為
了
中
國
，
也
關
係
到
國
界
之
外
。
梁
漱
溟
就
像
彭
湃
，
也
像
晏
陽
初
，
下
鄉
努
力
實
踐
思
想
。
他
在
山
東
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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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縣
刻
意
避
開
晏
陽
初
的
海
外
資
源
，
發
起
類
似
的
鄉
村
改
造
行
動
。
一
九
二
七
年
夏
天
，
他
到
廣
東
拜
訪
國
民

黨
，
親
眼
目
睹
共
產
黨
的
社
運
人
士
如
何
喚
醒
鄉
村
社
會
。
他
認
定
，
誰
能
贏
得
農
夫
的
心
，
就
能
贏
得
中
國
：

因
此
鄉
村
動
員
對
拯
救
國
家
十
分
重
要
，
尤
其
須
以
中
共
之
手
拯
救
。
45

一
九
三○

年
代
初
期
，
各
種
理
念
的
實
驗
運
動
，
以
及
模
範
地
區
、
學
校
與
農
業
所
，
在
中
國
鄉
村
宛
如
百

花
齊
放
。
鄉
村
或
農
業
問
題
似
乎
從
來
不
曾
如
此
重
要
，
也
從
來
不
曾
擁
有
如
此
大
量
的
派
別
。
46

發
起
的
運
動
大

大
小
小
總
計
超
過
百
項
。
一
群
具
影
響
力
的
現
代
作
家
也
專
門
書
寫
鄉
村
問
題
，
或
以
鄉
村
為
主
題
或
場
景
，
形

成
重
要
流
派
，
例
如
沈
從
文
。
耕
地
問
題
、
上
海
電
影
明
星
與
社
會
事
件
並
排
列
在
報
章
雜
誌
版
面
。
百
家
爭
鳴

的
運
動
吸
引
能
量
、
資
金
和
政
治
支
持
，
雖
然
並
非
總
是
與
政
治
有
牽
連
。
梁
漱
溟
和
晏
陽
初
將
受
到
新
建
的
國

民
黨
共
和
體
制
拉
攏
，
中
國
基
督
宗
教
協
會
的
鄉
村
運
動
也
是
。
一
九
二
七
年
，
蔣
介
石
在
上
海
與
衛
斯
理
安
女

子
學
院
畢
業
的
宋
美
齡
結
婚
，
和
孫
逸
仙
成
為
姻
親
，
並
且
公
開
宣
布
改
信
衛
理
公
會
。
這
位
過
去
的
﹁
紅
色
將

軍
﹂
此
後
經
常
請
求
傳
教
事
業
的
資
金
與
人
脈
支
持
。
隨
著
共
產
黨
鄉
村
革
命
的
威
脅
日
漸
升
高
，
﹁
鄉
村
重
建
﹂

也
開
始
變
調
成
重
整
由
共
產
黨
手
中
奪
回
的
領
土
，
或
重
建
共
產
主
義
難
以
動
員
的
區
域
。
即
使
一
九
三○

年
，

國
民
黨
公
告
了
新
的
地
租
法
，
但
﹁
鄉
村
重
建
﹂
的
實
質
作
為
也
證
明
了
國
民
黨
其
實
沒
有
實
行
真
正
土
地
改
革

的
政
治
意
志
。
一
九
二
七
年
，
毛
澤
東
在
湖
南
農
民
運
動
報
告
頌
揚
的
鄉
村
力
量
著
實
令
人
害
怕
，
但
那
份
報
告

也
沒
有
任
何
異
化
支
持
者
的
意
圖
。
此
外
，
國
民
黨
以
控
制
與
塑
造
新
國
家
政
治
運
動
為
目
標
，
代
表
他
們
不
容

忍
任
何
自
治
運
動
。
47

隨
著
日
本
一
九
三○

年
代
開
始
侵
略
，
政
局
持
續
不
安
，
定
縣
與
鄒
平
縣
的
模
範
實
驗
最
終

也
逐
漸
縮
減
。
這
些
運
動
宛
如
旋
風
掃
過
，
而
在
全
球
經
濟
蕭
條
與
日
本
侵
略
之
下
，
農
夫
的
處
境
也
只
能
越
來

越
困
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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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們
多
數
人
直
覺
想
到
共
產
黨
革
命
之
前
的
中
國
鄉
村
，
腦
海
浮
現
的
景
象
大
多
很
黑
暗
。
拼
湊
這
個
景
象

的
是
賽
珍
珠
的
小
說
、
傳
教
士
的
描
述
、
中
國
共
產
黨
的
報
告
，
以
及
支
持
共
產
黨
的
外
國
人
著
作
，
如
韓
丁

︵W
illiam

 H
inton

︶
的
著
名
小
說
︽
翻
身
︾
︵Fanshen

，
一
九
六
六
年
︶
，
描
寫
一
九
四
八
年
山
西
的
土
地
改
革
。

我
們
看
到
一
個
身
陷
緊
急
危
機
的
社
會
，
經
濟
環
境
困
難
且
持
續
惡
化
；
女
性
地
位
卑
微
，
她
們
被
當
成
財
產
而

纏
腳
又
未
受
教
育
也
是
對
中
國
女
子
的
普
遍
認
知
；
土
匪
和
軍
隊
四
處
蹂
躪
。
乾
旱
和
饑
荒
近
在
咫
尺
，
地
主
剝

削
佃
農
勞
力
，
賦
稅
宛
如
細
菌
增
長
。
那
是
座
充
滿
苦
難
的
世
界
。
事
實
上
，
賽
珍
珠
因
為
筆
下
王
龍
︵
︽
大
地
︾

的
主
角
︶
的
生
活
和
世
界
，
在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被
抨
擊
了
數
十
年
。
他
們
批
評
書
中
沒
有
談
到
農
民
︵
農
夫
︶

自
我
拯
救
的
能
力
，
認
為
他
們
缺
乏
尊
嚴
和
政
治
思
維
。
48

毛
澤
東
在
湖
南
頓
悟
到
農
民
不
但
創
造
自
己
的
歷
史
，

也
創
造
中
國
的
歷
史
，
重
建
煥
然
一
新
的
世
界
，
然
而
卻
也
同
時
增
強
了
這
個
普
遍
的
觀
念
：
鄉
村
充
滿
苦
難
、

仇
恨
、
黑
暗
，
唯
有
透
過
解
放
暴
力
才
能
獲
救
。

但
是
，
我
們
不
妨
先
關
掉
這
些
威
嚇
的
聲
音
，
看
看
其
他
鄉
村
報
告
。
楊
懋
春
︵
或
名M

artin Yang

︶
是
一

位
社
會
科
學
學
者
，
一
九○

四
年
生
於
山
東
。
他
的
出
生
地
臺
頭
鎮
距
離
青
島
市
不
遠
，
當
時
仍
是
德
國
殖
民

地
。
結
束
在
傳
教
士
學
校
的
教
育
後
，
楊
懋
春
先
在
山
東
省
省
會
濟
南
的
齊
魯
大
學
︵
山
東
基
督
教
大
學
︶
當
老

師
，
後
來
進
入
北
京
的
燕
京
大
學
就
讀
。
一
九
二○

年
代
，
楊
懋
春
受
到
梁
漱
溟
啟
發
，
參
加
他
在
鄒
平
縣
的
鄉

村
重
建
運
動
。
一
九
四
五
年
，
他
在
美
國
工
作
期
間
，
以
自
己
的
故
鄉
為
題
出
版
了
獨
樹
一
格
的
民
族
志
著
作
，

其
中
包
括
一
篇
悲
傷
的
鄉
村
童
年
生
活
，
收
錄
在
自
傳
性
的
章
節
︿
天
賜
的
故
事
﹀
︵T

he story of T
ien-sze

︶
。
49

楊
懋
春
的
世
界
實
在
悲
慘
：
因
歉
收
而
困
苦
的
生
活
、
病
死
的
家
人
、
飽
受
外
國
暴
力
威
脅
︵
德
國
掠
奪
的
傳

言
︶
、
一
九
一
四
年
攻
擊
後
占
領
殖
民
地
的
日
本
。
家
庭
經
濟
全
靠
﹁
努
力
工
作
和
節
儉
度
日
﹂
苦
撐
。
但
這
篇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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憶
錄
也
是
一
名
居
住
在
自
然
環
境
的
青
年
，
如
何
透
過
教
育
受
到
兼
容
並
蓄
的
影
響
，
包
括
聖
經
、
中
國
古
典
大

眾
小
說
、
英
國
海
軍
中
將
納
爾
遜
︵H

oratio N
elson

︶
的
道
德
故
事
。
楊
懋
春
寫
作
時
其
實
遠
離
正
被
日
本
再
度

占
領
的
家
鄉
，
而
且
他
的
作
品
絕
對
因
為
遠
離
家
鄉
增
色
不
少
，
但
是
，
我
們
從
那
本
書
看
到
的
鄉
村
世
界
，
以

及
他
所
描
述
的
﹁
明
日
村
莊
﹂
，
是
一
條
通
往
未
來
的
不
同
路
徑
。

麻
煩
的
是
，
這
些
夢
想
在
各
自
的
道
路
上
都
是
真
的
，
而
當
亂
世
，
唯
有
最
強
的
毛
澤
東
才
會
成
為
主
流
。

隨
著
共
產
第
三
國
際
設
計
的
鄉
村
革
命
一
再
失
敗
，
而
毛
澤
東
從
落
敗
但
堅
韌
的
中
國
共
產
黨
內
崛
起
，
逐
漸
大

權
在
握
，
脫
穎
而
出
的
就
是
憑
藉
鄉
村
大
眾
之
力
推
動
的
暴
力
政
治
與
社
會
改
革
。
眾
人
的
關
注
之
所
以
轉
往
中

國
鄉
村
，
並
非
因
為
粗
略
的
現
代
統
計
資
料
指
出
鄉
村
危
機
，
而
是
攸
關
中
國
國
家
政
治
命
運
的
策
略
性
決
定
。

這
是
中
國
的
危
機
，
不
是
農
夫
的
危
機
，
而
領
導
行
動
者
就
會
成
為
救
世
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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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
下
來
談
談
的
時
候
到
了
。
暴
力
已
經
善
盡
其
職
，
廣
州
已
拿
下
了
全
國
。
國
民
黨
建
立
的
國
民
政
府
很
快

就
被
視
為
實
質
政
府
，
也
逐
漸
被
承
認
為
合
法
政
府
，
雖
然
海
內
外
仍
不
斷
質
疑
政
權
該
如
何
實
質
轉
移
。
儘
管

如
此
，
即
使
整
個
國
家
許
多
地
區
只
是
名
義
上
受
到
新
政
府
統
治
，
但
是
被
國
際
認
可
的
前
任
北
洋
政
府
也
並
無

不
同
。
再
說
，
這
個
新
政
權
是
主
動
活
潑
的
建
國
者
，
而
過
去
的
北
洋
政
府
並
非
如
此
。
每
當
海
內
外
人
民
想
到

中
國
的
苦
難
，
必
定
直
接
聯
想
到
北
洋
政
府
。
一
九
二
七
年
之
後
，
國
民
黨
的
舉
止
就
像
是
中
國
政
府
，
扮
演
重

建
國
家
主
權
與
尊
嚴
的
推
手
。
因
此
，
評
論
者
、
分
析
家
、
外
交
官
、
媒
體
以
及
國
民
黨
治
理
的
人
民
，
都
認
真

看
待
這
個
政
府
。

另
外
，
雖
然
北
伐
期
間
大
興
反
帝
國
主
義
運
動
，
英
國
和
其
他
國
家
的
威
望
因
為
失
去
漢
口
與
九
江
的
租
界

而
受
到
打
擊
︵
威
望
和
軍
力
也
是
一
種
自
我
防
衛
的
盔
甲
︶
，
但
所
有
外
強
的
法
律
與
實
體
機
構
幾
乎
毫
髮
未
傷
。

中
國
的
英
僑
覺
得
被
外
交
官
拋
棄
，
外
交
官
們
與
自
己
切
割
又
夾
著
尾
巴
逃
跑
，
可
是
他
們
的
生
活
大
致
而
言
不

比
過
去
差
；
外
強
占
領
的
島
嶼
仍
然
滿
是
軍
隊
和
艦
隊
。
外
國
的
旗
幟
仍
然
高
掛
，
橫
行
霸
道
地
飛
揚
。
條
約
依

舊
有
效
，
試
圖
修
訂
的
談
判
擱
置
，
華
盛
頓
會
議
要
求
的
變
更
也
沒
有
執
行
。
憎
恨
如
膿
瘡
，
而
且
瘡
口
無
數
，

但
是
大
多
外
國
居
民
依
舊
過
著
日
常
生
活
，
享
受
的
特
權
完
整
無
缺
。
只
有
教
育
圈
出
現
實
質
變
化
。
一
九
二
八

年
，
教
育
部
公
布
註
冊
新
制
度
，
要
求
外
人
經
營
的
學
校
須
由
中
國
管
理
。
1

但
畢
竟
外
強
並
未
深
耕
傳
教
士
的
教

育
事
業
，
因
此
多
數
外
國
人
也
不
擔
心
這
項
改
變
。
因
此
，
一
九
一
九
到
二
七
年
之
間
，
任
何
一
位
受
到
民
族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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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
起
義
感
動
與
鼓
舞
的
中
國
廣
大
民
眾
，
他
們
可
能
會
站
在
上
海
外
灘
，
看
著
若
無
其
事
的
外
國
大
班
、

﹁M
issees

﹂
和
獅
鷺
︵
譯
注
：
﹁M

issees

﹂
是
上
海
外
灘
的
中
國
家
僕
對
上
海
英
僑
的
稱
呼
；
獅
鷲
則
是
歐
洲
皇
家

和
貴
族
紋
章
常
見
的
獅
身
鷹
首
圖
樣
︶
，
然
後
想
著
那
些
衝
動
的
歲
月
莫
非
只
是
一
場
夢
。
似
乎
什
麼
都
沒
有
改
變
。

軍
閥
似
乎
也
還
在
。
國
民
政
府
執
政
頭
十
年
與
各
省
強
大
的
軍
閥
私
下
協
商
，
因
此
，
儘
管
他
們
的
軍
隊
掛

著
新
共
和
體
制
的
旗
幟
，
軍
隊
依
然
留
據
舊
有
地
盤
，
軍
閥
則
接
受
新
政
黨
政
府
的
職
位
。
軍
閥
主
要
為
滿
洲
的

張
作
霖
、
山
西
的
閻
錫
山
、
控
制
河
南
、
陝
西
和
甘
肅
的
馮
玉
祥
。
新
政
府
分
發
官
職
當
紅
利
；
馮
玉
祥
任
軍
隊

總
司
令
，
閻
錫
山
任
內
政
部
長
。
就
連
孫
逸
仙
也
很
務
實
，
只
要
可
能
推
動
中
國
重
建
，
也
都
非
常
願
意
商
量
、

妥
協
，
和
帝
國
主
義
或
任
何
魔
鬼
合
作
吃
飯
。
孫
逸
仙
總
是
到
處
交
際
，
尋
找
提
供
武
器
、
專
家
與
錢
等
資
源
的

可
能
。
一
旦
目
的
達
到
，
便
再
度
評
估
或
更
新
手
段
。

國
民
黨
領
導
的
國
民
政
府
的
革
命
尚
未
成
功
。
畢
竟
，
多
數
革
命
都
是
未
完
成
的
革
命
，
他
們
也
很
快
發
現

在
面
對
根
深
的
權
力
前
，
理
想
也
必
須
妥
協
。
歷
史
上
，
法
國
大
革
命
中
頑
強
的
雅
各
賓
派
︵Jacobins

︶
雖
然
曾

得
勢
一
陣
子
，
但
是
，
最
終
實
踐
派
仍
然
占
了
上
風
，
而
羅
伯
斯
比
爾
︵R

obespierre

︶
和
純
粹
主
義
者
最
後
也
被

送
上
了
斷
頭
臺
。
推
翻
一
個
統
治
者
遠
比
推
翻
一
個
統
治
階
級
容
易
；
同
理
，
奪
得
權
力
能
帶
來
一
時
的
震
攝
，

但
隨
後
是
緩
慢
且
困
難
得
多
的
社
會
重
建
，
而
權
力
有
可
能
會
在
重
建
的
過
程
動
搖
。
國
民
黨
依
然
是
個
革
命
政

黨
，
不
但
力
求
阻
擋
外
強
侵
蝕
，
也
致
力
改
變
中
國
和
中
國
人
︵
心
靈
、
身
體
、
衣
服
、
傳
統
服
飾
甚
至
月
曆
︶
，

儘
管
他
們
為
了
清
黨
而
讓
雄
辯
與
野
心
隨
之
妥
協
，
但
他
們
仍
試
著
鞏
固
權
力
。
剷
除
共
產
黨
的
工
作
持
續
進

行
，
蔣
介
石
的
政
黨
也
開
始
對
付
陣
營
內
的
活
躍
分
子
，
關
閉
了
幾
個
激
進
的
黨
內
派
系
。
年
輕
的
軍
校
學
生
受

到
一
九
一
九
年
之
後
十
年
的
諸
多
事
件
點
燃
，
也
因
廣
州
在
革
命
高
峰
時
讓
人
們
看
見
國
家
與
個
人
的
可
能
性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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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
發
，
他
們
發
起
的
許
多
運
動
也
被
國
民
黨
摧
毀
。

某
些
人
主
張
國
民
黨
在
一
九
四
九
年
末
期
沒
能
守
住
政
權
，
遠
因
就
是
北
伐
勝
利
時
肅
清
黨
內
所
有
重
要
且

活
躍
的
人
物
。
他
們
斷
言
國
民
黨
自
此
注
定
失
敗
，
因
此
歷
史
學
家
長
久
以
來
不
是
把
國
民
政
府
當
成
歷
史
上
的

爛
笑
話
，
就
是
當
成
過
渡
時
期
。
國
民
政
府
的
﹁
政
權
﹂
︵
經
常
被
人
貼
上
這
種
帶
有
嘲
弄
意
味
的
標
籤
︶
雖
然
常

遭
人
責
罵
，
卻
很
少
有
人
仔
細
研
究
，
因
此
鮮
為
人
知
。
2

就
學
者
的
觀
點
而
言
，
真
正
的
故
事
則
是
在
共
產
黨
於

一
九
四
九
年
逐
漸
振
興
與
掌
握
大
權
才
展
開
。
從
共
產
黨
最
黑
暗
的
一
九
二
七
年
到
二
十
年
後
的
勝
利
，
眾
人
的

興
趣
似
乎
只
在
於
找
出
共
產
主
義
的
力
量
，
以
及
最
終
帶
來
勝
利
的
動
員
機
制
。
3

那
是
一
段
生
動
的
故
事
，
但
國

民
黨
統
治
中
國
大
陸
的
二
十
二
年
間
，
其
實
非
常
積
極
，
胸
懷
大
志
且
忙
著
應
付
風
起
雲
湧
的
變
化
。
國
家
內
外

沒
有
片
刻
安
寧
，
他
們
必
須
面
對
動
亂
、
內
戰
及
外
國
侵
略
，
再
者
，
國
民
政
府
更
犯
下
了
毀
滅
性
的
錯
誤
。
國

民
政
府
一
面
逃
避
某
些
原
本
可
以
好
好
處
理
的
問
題
，
例
如
土
地
所
有
權
，
另
一
面
又
顯
得
大
膽
頑
強
。
國
民
政

府
重
建
並
重
整
中
國
，
與
中
共
分
享
的
成
果
更
是
遠
比
與
前
任
共
和
體
制
多
。
國
民
黨
內
的
諸
位
領
導
者
從
來
沒

有
完
全
真
正
團
結
：
他
們
以
莫
名
其
妙
的
速
度
出
走
又
回
歸
，
但
是
，
至
少
他
們
全
都
希
望
喚
醒
且
拯
救
中
國
，

強
化
並
擴
展
國
家
的
影
響
。
儘
管
跌
跌
撞
撞
，
但
政
府
持
續
越
久
，
中
國
的
願
景
也
越
大
，
海
內
外
中
國
人
的
想

法
亦
隨
之
變
化
。

國
民
黨
當
權
之
初
並
未
做
出
改
變
，
但
它
的
朋
友
確
實
因
此
有
了
變
化
，
尤
其
是
外
國
的
朋
友
。
國
民
黨
開

始
和
他
們
對
話
，
協
商
再
協
商
：
國
民
黨
認
為
如
果
革
命
的
力
量
沒
有
動
搖
他
們
，
也
許
談
判
會
削
減
外
強
的
地

位
。
革
命
勢
力
終
究
過
分
反
覆
無
常
也
無
法
預
測
，
而
群
眾
運
動
仍
容
易
鬆
散
、
難
以
指
揮
。
經
歷
多
年
不
斷
訴

求
恢
復
主
權
，
新
政
權
沉
浸
在
世
紀
最
盛
大
的
五
四
運
動
思
維
，
以
及
廣
州
那
些
年
的
政
治
動
員
，
他
們
想
要
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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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
且
順
利
地
談
判
、
簽
名
、
封
緘
，
然
後
執
行
。
不
論
在
巴
黎
或
華
盛
頓
，
協
商
每
每
受
挫
，
但
是
現
在
的
外
交

煥
然
一
新
，
國
民
黨
能
以
對
等
的
位
置
協
商
。
國
民
黨
開
始
和
各
國
及
南
京
的
外
國
公
使
大
玩
外
交
遊
戲
；
首
先

是
留
學
日
本
的
黃
郛
，
接
著
是
王
正
廷
︵
外
國
人
熟
知
的
名
字
是C

. T. W
ang

︶
，
接
連
與
外
國
的
外
交
官
和
特
使

豪
賭
。
一
九
三
一
年
底
之
前
，
曾
有
些
成
功
的
例
子
。
他
們
是
天
資
聰
穎
、
深
具
世
界
觀
的
菁
英
，
而
且
受
到
自

家
外
交
人
員
的
支
持
。

他
們
先
談
漢
口
、
九
江
和
南
京
，
以
及
其
他
一
九
二
六
至
二
七
年
北
伐
高
峰
期
間
未
決
之
事
。
根
據
典
型
慣

例
，
外
強
會
逐
一
條
列
動
亂
期
間
受
到
的
與
財
產
損
失
，
精
確
地
轉
換
成
索
賠
清
單
，
呈
到
各
國
領
事
與
外
交
官

手
上
。
外
交
官
員
接
著
會
尋
找
最
有
可
能
理
賠
的
政
府
。
由
於
國
民
黨
已
經
統
一
中
國
，
於
是
，
索
賠
清
單
便
送

到
了
南
京
。
外
交
檔
案
內
容
豐
富
，
詳
細
記
載
貨
物
損
失
、
財
產
毀
壞
和
遭
洗
劫
的
私
人
物
品
。
想
看
看
當
時
傳

教
士
的
生
活
細
節
或
中
國
外
商
辦
公
室
放
些
什
麼
物
品
，
檔
案
皆
記
載
詳
細
，
分
毫
不
差
。
謄
寫
這
些
索
賠
的
人

最
後
還
會
列
入
漢
口
和
九
江
這
兩
個
前
英
國
租
界
的
職
員
損
失
，
因
為
那
兩
處
已
經
永
遠
歸
還
。
激
進
的
媒
體
譴

責
外
交
官
的
明
顯
疏
忽
導
致
英
國
喪
失
外
哨
，
但
即
使
最
好
戰
的
評
論
也
知
道
，
這
個
糾
結
不
會
解
開
了
。

一
九
二
七
年
一
月
，
英
國
政
府
與
國
民
黨
首
次
好
好
坐
下
面
對
面
商
談
長
江
流
域
租
界
問
題
。
雙
方
分
別
派

出
英
國
租
界
參
贊
歐
文
．
歐
瑪
利
︵O

w
en O

’M
alley

︶
，
以
及
出
生
在
加
勒
比
海
且
令
人
困
惑
的
國
民
黨
左
派
要

角
陳
友
仁
。
兩
人
達
成
權
宜
之
計
。
歐
瑪
利
是
極
富
野
心
的
外
交
官
員
，
一
九
二
五
年
受
任
中
國
之
前
，
完
全
沒

有
中
國
事
務
經
驗
。
歐
瑪
利
事
後
想
起
陳
友
仁
，
只
覺
得
討
厭
，
他
是
﹁
來
自
特
立
尼
達
的
黑
鬼
﹂
。
4

雖
然
兩
人

的
背
景
與
政
治
立
場
差
異
甚
鉅
，
再
加
上
英
方
態
度
顯
然
輕
蔑
︵
特
立
尼
達
的
英
國
政
府
更
宣
稱
陳
友
仁
離
開
前

涉
入
多
起
詐
欺
案
件
︶
，
兩
人
仍
然
達
成
中
英
共
同
管
理
英
國
租
界
的
決
議
。
陳
友
仁
明
白
地
表
示
，
此
項
決
議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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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做
為
其
他
租
界
談
判
的
先
例
，
而
英
國
也
承
諾
不
以
武
力
重
新
占
領
漢
口
與
九
江
，
因
此
一
九
二
八
年
即
將
派

到
上
海
的
防
衛
軍
隊
只
會
自
衛
。
如
此
一
來
，
漢
口
成
為
二
十
世
紀
大
英
帝
國
在
亞
洲
或
非
洲
革
命
而
放
手
的
首

塊
領
土
。
對
幅
員
廣
大
的
大
英
帝
國
而
言
，
多
數
人
都
忘
了
這
件
事
，
但
對
當
時
中
國
沿
岸
的
英
僑
而
言
，
﹁
投

降
﹂
實
為
痛
苦
。
英
國
官
員
也
擔
心
此
事
會
影
響
其
他
地
方
的
民
族
主
義
運
動
，
如
印
度
與
阿
富
汗
。
5

英
國
外
交
官
之
間
異
議
聲
浪
不
斷
，
國
民
黨
內
部
開
始
分
裂
的
高
層
也
是
，
譴
責
兩
人
外
交
手
腕
不
僅
愚

鈍
，
更
別
提
協
議
交
涉
的
拙
劣
，
但
決
議
依
舊
成
立
。
兩
人
的
職
位
都
做
得
不
長
：
反
左
的
清
黨
開
始
後
，
陳
友

仁
流
亡
；
歐
瑪
利
則
在
涉
入
某
次
貨
幣
投
機
醜
聞
後
，
﹁
准
予
辭
職
﹂
。
英
國
租
界
的
雇
員
要
求
退
休
金
，
債
券
持

有
人
要
求
賠
償
，
但
多
數
都
徒
勞
無
功
。
其
他
人
繼
續
待
在
唯
一
實
質
有
效
的
漢
口
中
國
行
政
機
構
，
居
留
條
件

與
該
區
域
的
前
德
國
租
界
居
民
相
同
，
而
且
，
他
們
發
現
其
實
天
也
沒
因
此
塌
下
來
。
他
們
開
玩
笑
地
說
，
因
為

英
國
在
長
江
一
丁
點
的
地
盤
成
了
﹁
特
別
行
政
區
﹂
︵Special A

dm
inistrative D

istrict

，SA
D

︶
，
所
以
現
在
生
活

很
﹁
傷
心
﹂
︵SA

D

︶
。
中
國
人
當
然
不
見
這
個
雙
關
語
，
再
者
，
不
論
外
國
人
和
中
國
談
判
的
內
容
多
麼
有
力
，

對
於
希
望
從
內
部
改
造
中
國
的
人
，
一
樣
視
若
無
睹
、
事
不
關
己
。

國
民
黨
的
地
位
確
立
後
，
他
們
將
目
標
轉
向
其
他
外
僑
居
住
地
和
租
界
，
以
及
外
強
的
治
外
法
權
與
機
構
。

革
命
期
間
，
為
了
試
探
國
民
黨
，
英
國
和
其
他
外
國
政
府
都
表
示
，
一
旦
政
局
穩
定
便
願
意
重
新
討
論
條
約
。
這

種
標
準
的
說
法
和
籠
統
條
件
看
來
便
是
一
塊
不
具
任
何
承
諾
的
大
餅
，
局
勢
定
將
不
會
承
認
新
條
約
。
畢
竟
這
是

﹁
中
國
﹂
，
那
兒
充
斥
不
曾
實
現
的
陳
腔
濫
調
與
任
何
實
質
行
動
。
英
國
官
員
內
部
會
議
的
資
料
記
載
了
他
們
最
喜

愛
的
中
國
成
語
﹁You m

ing w
u shi

﹂—

有
名
無
實
。
他
們
到
處
都
寫
，
甚
至
懶
得
書
寫
完
整
，
有
時
只
寫
﹁Yu 

M
ing

︙
︙
！
﹂
，
沾
沾
自
喜
地
在
報
告
的
邊
緣
寫
上
成
語
的
音
譯
。
6

外
國
的
外
交
官
員
和
遊
說
團
體
認
為
，
那
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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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然
永
遠
不
可
能
有
﹁
穩
定
﹂
的
一
天
。

但
是
，
一
九
二
七
年
國
民
政
府
政
權
確
立
，
就
算
反
對
勢
力
在
一
九
二
九
和
三○

年
對
國
民
政
府
猛
攻
，
他

們
也
沒
有
被
擊
潰
。
外
國
的
外
交
官
員
很
清
楚
，
認
真
協
商
的
時
候
到
了
。
國
民
黨
就
要
穩
穩
待
下
了
。
一
九
二

七
到
二
八
年
，
蔣
中
正
在
上
海
、
廣
州
等
城
市
血
染
街
頭
的
反
共
肅
清
，
當
然
也
有
幫
助
外
國
認
清
事
實
的
作

用
。
但
在
正
式
承
認
國
民
政
府
之
前
，
英
國
、
美
國
與
日
本
三
國
要
求
針
對
一
九
二
七
年
三
月
二
十
四
日
的
南
京

事
件
和
解
。
國
民
革
命
軍
拿
下
南
京
時
，
殺
了
數
名
外
國
人
，
甚
至
洗
劫
外
國
領
事
館
，
此
外
，
四
處
傳
言
歐
洲

婦
女
受
辱
，
外
國
輿
論
激
起
。
然
而
，
另
一
方
面
，
美
國
軍
艦
以
外
僑
撤
退
為
由
藉
口
向
城
內
開
火
，
導
致
眾
多

中
國
人
民
傷
亡
，
國
民
黨
要
求
道
歉
。
英
國
軍
艦
當
時
同
樣
發
動
攻
擊
。
任
何
一
方
都
不
願
妥
協
，
談
判
因
此
也

無
從
有
所
進
展
。
7

儘
管
南
京
事
件
成
為
僵
局
，
美
國
、
英
國
和
國
民
黨
於
公
開
場
合
與
外
交
辭
令
堅
定
的
態
度
，
竟
然
因
為
官

員
私
下
友
好
的
互
動
，
開
始
鬆
動
、
改
變
。
官
員
越
常
互
相
接
觸
，
越
發
現
自
己
至
少
在
表
面
上
互
相
喜
歡
，
或

者
至
少
發
現
彼
此
相
處
愉
快
，
可
以
一
起
休
閒
，
也
可
以
談
正
事
。
中
國
的
外
交
部
長
多
半
留
學
海
外
，
因
此
溝

通
得
宜
。
例
如
王
正
廷
，
畢
業
於
耶
魯
大
學
，
英
語
流
利
，
喜
好
精
緻
衣
裳
、
紅
酒
與
雪
茄
。
從
較
不
正
式
的
外

交
報
告
可
以
發
現
，
國
事
講
完
後
，
這
些
世
界
公
民
喜
歡
把
酒
言
歡
或
單
純
飲
酒
。
8

最
尷
尬
的
例
外
就
是
蔣
介

石
，
他
那
頑
固
陰
沉
的
個
性
很
難
相
處
。
但
是
，
一
九
二
七
年
十
二
月
，
在
上
海
一
場
奢
侈
的
基
督
婚
禮
上
，
蔣

介
石
娶
了
衛
斯
理
安
女
子
學
院
畢
業
的
宋
美
齡
。
自
信
又
聰
明
的
宋
美
齡
充
滿
魅
力
，
彌
補
蔣
的
缺
點
綽
綽
有

餘
，
當
時
的
宋
美
齡
本
身
已
是
珍
貴
的
外
交
資
產
。
9

一
名
衛
理
會
又
反
共
的
總
統
與
一
名
出
身
長
春
藤
盟
校
的
菁

英
，
當
然
可
能
為
受
困
的
中
國
找
到
出
路
。
這
些
外
交
官
員
終
於
幫
南
京
事
件
找
到
了
讓
所
有
國
家
顏
面
不
失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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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決
之
道
。
英
國
和
美
國
都
不
願
為
自
家
海
軍
官
員
的
行
動
道
歉
，
但
他
們
皆
對
於
當
時
須
以
武
力
保
護
僑
民
而

惋
惜
。
此
舉
沒
有
實
質
意
義—

有
名
無
實—

但
也
足
以
令
人
接
受
。
白
紙
黑
字
簽
了
，
賠
償
金
也
付
了
。
此

事
件
也
只
記
錄
在
愛
麗
斯
．
荷
巴
特
︵A

lice T
isdale H

obart

︶
的
︽
在
南
京
城
牆
之
內
︾
︵W

ithin the W
alls of 

N
anking

︶
。
與
這
座
城
市
更
密
不
可
分
的
反
而
是
未
來
另
一
件
恐
怖
事
件
：
一
九
三
七
年
十
二
月
，
日
軍
攻
下
南

京
，
揮
動
了
吞
噬
全
城
居
民
的
浩
劫
。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
儘
管
各
國
外
交
官
確
實
互
通
有
無
、
交
換
消
息
，
並
小
心
地
嚴
防
中
國
的
離
間
戰
略
，
但

雖
然
協
議
原
則
上
一
致
，
後
來
卻
沒
有
嚴
格
執
行
。
另
一
方
面
，
他
們
各
自
覺
得
自
己
和
中
國
保
有
特
殊
關
係
，

不
希
望
為
了
﹁
親
愛
的
同
事
﹂
而
使
得
與
中
國
的
關
係
有
所
妥
協
。
﹁
親
愛
的
同
事
﹂
便
是
藍
浦
生
︵Sir M

iles 

Lam
pson

︶
對
各
國
的
稱
呼
，
藍
浦
生
是
身
高
、
腰
圍
與
性
格
都
令
人
畏
懼
且
自
恃
甚
高
的
英
國
公
使
。
美
國
外
交

官
覺
得
是
自
己
開
創
了
﹁
門
戶
開
放
﹂
政
策
，
一
直
幫
助
中
國
對
抗
傲
慢
的
大
英
帝
國
及
近
來
特
別
貪
婪
的
日

本
。
英
方
則
認
為
，
美
國
的
政
策
高
尚
卻
空
洞
，
還
有
美
國
一
貫
的
理
想
主
義
特
色
，
美
國
傳
教
團
體
身
上
的
這

個
特
質
又
尤
其
明
顯
，
凡
英
國
觀
察
者
無
不
討
厭
，
甚
至
普
遍
認
為
基
督
教
的
傳
教
事
業
正
是
問
題
來
源
，
少
了

會
更
好
。
英
國
人
覺
得
中
國
人
欣
賞
自
己
有
話
直
說
和
誠
實
交
易
的
態
度
。
日
本
則
相
信
自
己
的
文
化
和
歐
洲
人

與
美
國
人
不
同
，
因
此
與
中
國
更
親
密
，
而
且
亞
洲
對
抗
帝
國
主
義
的
行
動
中
，
許
多
日
本
人
自
然
把
中
國
列
為

盟
友
。
日
本
在
中
國
也
有
不
同
形
式
的
利
益
平
衡
，
特
別
是
東
北
，
而
且
日
本
人
的
野
心
與
英
美
也
不
盡
相
同
。

因
此
，
每
一
方
都
覺
得
自
己
和
中
國
有
著
特
殊
交
情
，
不
論
同
事
多
麼
﹁
親
愛
﹂
，
都
無
須
因
此
玷
汙
了
與
中
國
的

交
情
。一

九
二
八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日
上
午
，
藍
浦
生
以
外
交
國
書
正
式
行
文
蔣
介
石
，
因
此
英
國
成
為
第
一
個
以
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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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儀
式
正
式
承
認
國
民
政
府
的
國
家
。
藍
浦
生
的
座
車
從
英
國
領
事
館
開
往
約
五
公
里
外
的
總
統
府
。
不
久
前
，

南
京
街
頭
牆
上
還
貼
著
反
帝
國
主
義
口
號
，
國
民
革
命
軍
和
警
察
沿
路
護
送
藍
浦
生
。
總
統
府
會
客
廳
裡
，
中
國

樂
隊
演
奏
英
國
國
歌
︿
天
佑
吾
王
﹀
。
這
位
英
國
公
使
身
著
正
式
服
裝
、
頭
戴
軍
帽
，
與
蔣
介
石
會
面
。
兩
人
透
過

翻
譯
寒
暄
，
英
國
軍
艦
皇
家
薩
福
克
號
︵H

M
S Suffolk

︶
同
時
在
長
江
鳴
放
二
十
一
響
禮
砲
。
兩
人
客
套
地
聊
著

英
王
喬
治
五
世
的
健
康
情
形
。
蔣
介
石
離
開
後
，
藍
浦
生
和
國
民
黨
部
會
首
長
共
進
午
餐
，
在
座
還
有
最
近
歸
順

的
軍
閥
馮
玉
祥
與
閻
錫
山
。
距
離
沙
基
慘
案
和
蔣
介
石
震
怒
下
令
攻
打
英
國
﹁
野
蠻
人
﹂
還
不
到
兩
年
半
，
此
時

南
京
燈
火
通
明
、
一
派
祥
和
，
而
英
國
率
先
其
他
外
強
，
在
全
套
的
外
交
大
戲
中
，
正
式
承
認
國
民
黨
的
國
民
政

府
。
10

當
天
上
午
中
英
又
簽
下
協
議
，
經
過
兩
週
談
判
，
達
成
恢
復
中
國
主
權
的
另
一
項
重
要
事
宜
：
自
設
進
口
貨

物
關
稅
。
協
議
簽
訂
後
立
即
舉
行
慶
祝
典
禮
。
一
八
四
二
年
，
距
離
此
時
薩
福
克
號
鳴
放
禮
砲
不
遠
處
，
中
英
兩

國
在
船
上
簽
訂
︽
南
京
條
約
︾
。
中
英
︽
南
京
條
約
︾
結
束
第
一
次
鴉
片
戰
爭
，
條
約
內
容
之
一
便
是
從
價
稅
率
不

得
超
出
百
分
之
五
︵
譯
注
：
從
價
稅
率
乃
以
商
品
價
格
為
標
準
徵
收
的
關
稅
︶
，
其
他
條
約
的
﹁
最
惠
國
待
遇
﹂
也

重
申
這
一
項
。
但
是
，
一
九
二
八
年
七
月
二
十
五
日
，
美
國
公
使
馬
克
謨
︵John V

. A
. M

acM
urray

︶
承
認
中
國

關
稅
完
全
自
主
，
並
承
諾
達
成
各
國
在
華
盛
頓
會
議
等
之
後
所
有
後
續
會
議
。
對
諸
國
外
強
來
說
，
這
是
非
常
重

要
的
象
徵
。
長
久
以
來
，
關
稅
是
條
約
的
基
礎
，
防
止
外
國
貨
品
受
到
打
壓
，
從
約
束
中
國
的
整
份
條
約
取
走
這

一
條
，
無
疑
危
害
整
份
條
約
。
對
國
民
政
府
而
言
，
這
則
是
單
純
的
中
國
主
權
問
題
，
當
然
也
是
實
際
的
問
題
：

關
稅
收
入
直
到
一
九
四
一
年
一
直
是
中
國
最
大
宗
的
收
入
。
恢
復
關
稅
自
主
允
許
中
國
提
升
實
力
、
重
建
經
濟
，

募
得
需
要
的
資
金
，
而
且
，
關
稅
也
可
能
是
政
治
工
具
。
關
稅
能
保
護
初
生
的
中
國
工
業
。
更
重
要
的
是
，
新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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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
議
是
互
惠
協
議
。
即
使
英
國
外
交
官
私
下
開
玩
笑
地
說
，
中
國
貨
物
根
本
不
可
能
湧
進
不
列
顛
群
島
，
中
國
仍

然
因
為
協
議
而
享
有
互
惠
的
待
遇
。
11

因
為
美
國
承
認
在
先
，
英
國
別
無
選
擇
，
只
能
勉
強
同
意
。
但
是
，
在
中
國
高
人
一
等
的
英
國
︵
不
僅
是
自

認
，
從
任
何
客
觀
角
度
而
言
都
是
︶
，
此
舉
看
似
同
意
輕
輕
挑
掉
整
份
條
約
的
一
小
條
。
同
時
，
中
美
協
議
將
於
一

九
二
九
年
一
月
一
日
生
效
，
中
英
協
議
也
在
中
美
簽
訂
後
五
個
月
簽
下
。
訂
下
時
程
表
的
不
是
英
國
，
雖
然
藍
浦

生
堅
稱
一
開
始
英
國
拒
絕
妥
協
，
是
幫
美
國
同
事
鋪
路
。
但
情
況
漸
次
鮮
明
，
國
民
政
府
開
始
指
望
美
國
，
每
當

想
尋
找
果
斷
又
通
情
達
理
的
國
際
盟
友
時
，
就
會
找
上
美
國
。
和
英
國
政
權
之
間
似
乎
已
經
沒
空
間
了
。
中
國
的

談
判
員
深
受
美
國
在
巴
黎
和
會
與
華
盛
頓
會
議
的
政
策
﹁
精
神
﹂
吸
引
，
雖
然
此
精
神
隨
時
都
可
以
為
了
方
便
而

遺
忘
。然

而
，
儘
管
如
此
，
於
一
九
二
七
年
五
月
南
京
事
件
後
關
閉
的
美
國
南
京
領
事
館
，
連
馬
克
謨
也
無
法
說
服

國
民
黨
重
開
時
要
同
時
舉
行
慶
祝
大
會
，
﹁
以
增
添
場
面
威
儀
與
相
互
熱
誠
﹂
。
美
國
為
重
開
領
事
館
擬
定
了
計

畫
，
以
美
軍
中
國
旗
艦
為
中
心
，
由
五
、
六
隻
驅
逐
艦
護
送
，
載
著
即
將
上
任
的
領
事
與
美
國
海
軍
長
江
巡
邏
隊

的
指
揮
官
海
軍
少
將
斯
特
林
二
世
︵Yates Stirling Jr.
︶
開
進
南
京
。
上
任
儀
式
包
括
行
禮
致
敬
，
還
有
軍
人
組
成

的
儀
隊
與
遊
行
。
國
民
政
府
主
要
握
有
權
勢
的
菁
英
認
為
如
此
太
過
高
調
，
令
人
聯
想
到
意
圖
剷
除
帝
國
主
義
根

基
，
於
是
拒
絕
此
提
案
。
當
領
事
館
於
一
九
二
八
年
十
二
月
十
五
日
重
開
時
，
沒
有
任
何
樂
聲
。
12

如
今
，
南
京
已

確
定
是
共
和
體
制
的
首
都
，
問
題
也
因
此
更
加
緊
張
，
北
京
降
格
了
，
甚
至
改
名
為
北
﹁
平
﹂
，
北
方
和
平
之
意
，

取
代
代
表
首
都
的
﹁
京
﹂
字
。

馬
克
謨
進
一
步
爭
取
，
若
是
少
了
隆
重
儀
式
，
將
貶
低
中
國
人
眼
中
的
美
國
，
如
此
一
來
會
﹁
危
害
﹂
美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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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
事
館
的
官
員
，
因
為
大
眾
沒
能
見
到
國
民
黨
正
式
承
認
他
們
。
13

無
論
如
何
，
象
徵
意
義
是
必
要
的
，
就
連
對
明

顯
放
棄
帝
國
主
義
象
徵
與
裝
飾
的
美
國
也
是
。
縝
密
的
拜
會
、
談
判
、
紙
筆
往
來
等
隨
之
而
來
的
儀
式
都
很
複

雜
；
公
開
展
現
的
外
交
活
動
就
算
不
拐
彎
抹
角
，
也
很
尷
尬
。
自
從
外
國
的
外
交
官
和
特
使
從
一
八
三○

年
代
開

始
抵
達
中
國
，
每
次
一
來
，
就
要
清
朝
用
新
的
規
矩
和
語
言
互
動
，
要
求
美
國
自
認
合
宜
的
禮
貌
、
待
遇
與
認

同
，
時
而
成
功
，
時
而
失
敗
。
表
面
看
來
這
是
中
外
關
係
的
運
作
程
序
，
基
於
彼
此
同
意
的
國
際
外
交
規
範
與
慣

例
，
然
而
，
追
根
究
柢
不
離
國
家
尊
嚴
、
文
化
和
日
漸
重
要
的
﹁
種
族
﹂
意
識
。
馬
克
謨
深
深
浸
淫
在
中
國
外
交

機
構
固
有
的
習
俗
和
態
度
，
現
在
，
他
必
須
詢
問
祖
國
長
官
，
若
是
國
民
黨
阻
擋
這
種
莊
嚴
且
重
要
的
儀
式
，
未

來
該
如
何
承
認
國
民
黨
的
權
威
？
他
的
長
官
簡
短
回
答
：
﹁
以
完
全
認
可
的
外
邦
禮
儀
對
待
。
﹂
14

舊
的
外
交
模
式
徘
徊
不
去
，
不
僅
因
為
外
強
的
想
像
，
也
因
為
公
使
館
還
在
北
京
。
外
交
官
其
實
也
是
：
他

們
在
那
裡
過
得
很
舒
服
，
高
級
住
所
符
合
裝
模
作
樣
的
外
表
。
威
望
很
重
要
：
英
國
人
占
據
古
老
的
﹁
府
﹂
，
也
就

是
富
麗
堂
皇
的
宮
殿
；
相
較
之
下
，
美
國
一
九○
六
年
設
置
的
公
使
館
，
由
美
國
財
政
部
的
建
築
師
設
計
，
如
同

華
盛
頓
的
建
築
，
不
過
整
座
館
區
就
是
一
棟
防
禦
堡
壘
。
外
交
使
團
坐
落
在
﹁
東
交
民
巷
﹂
，
是
享
有
治
外
法
權
的

飛
地
，
由
外
國
特
使
組
成
委
員
會
管
理
。
一
九
二○

年
早
期
，
雖
然
城
外
的
中
國
戰
火
連
天
，
在
北
京
行
使
外
交

仍
是
相
當
愉
快
之
事
。
歐
瑪
利
的
妻
子
以
安
．
布
里
其
︵A

nn B
ridge

︶
為
筆
名
出
版
的
︽
北
京
野
餐
︾
︵Peking 

P
icnic

︶
中
描
述
與
世
隔
絕
的
樂
園
，
該
書
在
一
九
三
二
年
熱
賣
，
成
為
她
個
人
最
暢
銷
的
真
人
真
事
小
說
。
當
時

有
的
是
時
間
尋
找
骨
董
、
嬉
戲
或
悠
閒
地
在
寺
廟
郊
遊
、
舉
辦
野
餐
，
讓
一
群
家
僕
服
侍
，
就
算
偶
爾
可
能
出
現

一
、
兩
個
盜
匪
，
但
也
不
會
壞
了
安
逸
的
生
活
。
雖
然
中
國
其
他
地
方
滿
是
喧
囂
，
不
過
在
這
個
世
界
裡
，
安
格

聯
爵
士
︵Sir Francis A

glen

，
譯
注
：
安
格
聯
時
任
中
國
海
關
總
稅
務
司
︶
抓
著
北
洋
政
府
的
錢
包
，
英
國
和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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儕
又
贊
助
各
地
的
軍
閥
，
一
直
以
來
都
沒
發
生
什
麼
嚴
重
的
事
。
馬
克
謨
甚
至
還
有
充
裕
的
時
間
練
習
帶
來
這
裡

的
全
新
柯
達
相
機
。
15

後
來
，
隨
著
國
民
政
府
一
九
二
八
年
六
月
逼
近
北
京
，
日
本
關
東
軍
點
燃
炸
彈
，
將
載
著
軍
閥
張
作
霖
的
火

車
炸
成
碎
片
。
人
稱
﹁
老
帥
﹂
的
張
作
霖
正
要
撤
回
根
據
地
滿
洲
，
卻
在
爆
炸
事
件
身
亡
。
藍
浦
生
和
馬
克
謨
皆

目
送
他
的
火
車
離
開
北
京
，
兩
人
想
到
可
靠
的
老
帥
出
發
情
景
，
紛
紛
感
到
惋
惜
。
英
國
首
相
回
憶
：
﹁
他
總
是
以

正
眼
直
視
著
你
，
直
言
不
諱
。
﹂
一
切
通
常
就
是
為
了
錢
或
為
了
武
器
。
16

日
本
人
深
諳
此
道
理
。
張
作
霖
長
期
順

從
他
們
，
他
的
勢
力
亦
支
持
日
本
在
滿
洲
的
地
位
，
而
日
本
也
以
金
錢
的
形
式
支
持
他
的
勢
力
。
由
於
國
民
政
府

勝
利
，
加
上
懷
疑
張
作
霖
幫
助
國
民
黨
，
因
而
引
燃
爆
炸
事
件
。
密
謀
殺
害
張
作
霖
之
人
，
希
望
製
造
動
亂
，
從

中
獲
益
，
但
是
這
次
卻
行
不
通
。
17

藍
浦
生
和
許
多
人
都
不
願
相
信
犯
下
此
案
的
是
日
本
，
但
最
終
都
深
深
後
悔
讓

日
本
介
入
北
京
的
野
餐
，
以
及
中
國
的
問
題
。

布
里
其
的
小
說
開
頭
有
位
英
國
外
交
官
，
享
受
﹁
數
不
盡
的
閒
暇
﹂
，
直
到
該
書
出
版
的
一
九
三
二
年
，
小
說

情
節
突
然
變
成
純
屬
虛
構
。
大
量
文
件
湧
入
公
使
館
，
油
輪
和
海
輪
每
天
載
來
拜
訪
、
詢
問
或
遊
說
外
交
官
的
調

查
員
、
委
員
與
特
派
員
。
無
數
的
調
查
、
會
議
與
報
導
如
火
如
荼
地
進
行
。
帶
頭
的
當
然
是
國
民
政
府
，
政
府
裡

許
多
人
受
過
良
好
的
社
會
科
學
與
法
律
訓
練
，
透
過
調
查
與
統
計
，
以
正
確
的
知
識
為
根
基
，
打
造
夢
想
的
國

家
。
18

他
們
拿
著
問
卷
轟
炸
商
號
與
公
使
館
，
要
求
提
供
資
料
。
他
們
知
道
比
對
手
獲
得
更
多
資
訊
有
多
麼
重
要
。

尖
酸
之
人
總
會
說
著
調
查
和
分
析
比
行
動
容
易
多
了
，
而
且
批
評
他
們
經
常
刻
意
以
調
查
取
代
行
動
。
國
民
政
府

執
政
初
期
的
中
國
出
現
許
多
尖
酸
外
國
人
，
與
很
多
沒
用
的
報
告
。
外
交
官
往
往
會
感
慨
：
﹁
有
名
無
實
！
﹂
但
現

代
化
的
國
家
需
要
知
識
，
那
些
外
國
外
交
官
也
都
知
道
。
他
們
動
身
見
客
之
前
，
會
急
忙
背
誦
辦
公
室
牆
上
照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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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
的
中
國
臉
孔
。
他
們
年
輕
的
員
工
囫
圇
地
翻
譯
國
民
黨
的
資
料
、
會
議
紀
錄
與
報
導
，
領
事
圈
組
成
情
報
系

統
，
但
只
有
在
中
國
人
需
要
討
論
時
情
報
系
統
才
會
展
開
布
署
。

國
民
政
府
北
伐
結
束
後
，
數
年
間
漫
談
的
改
革
有
四
條
主
軸
：
通
商
口
岸
的
行
政
異
動
、
深
受
外
國
影
響
的

個
人
行
動
、
外
交
官
間
的
雙
邊
談
判
，
以
及
國
際
聯
盟
的
活
動
。
許
多
討
論
的
核
心
圍
繞
著
上
海
﹁
問
題
﹂
。
這
不

是
唯
一
的
問
題
，
卻
是
最
棘
手
的
問
題
，
而
且
在
國
際
之
間
被
放
大
檢
視
。
麻
煩
之
處
便
在
於
，
身
為
公
共
租
界

的
上
海
並
不
屬
於
任
何
一
個
國
家
，
卻
又
同
時
是
每
個
國
家
的
問
題
：
上
海
不
受
任
何
單
一
國
家
控
制
，
卻
有
十

幾
個
國
家
一
同
享
有
通
商
口
岸
的
利
益
。
由
於
上
海
曖
昧
不
清
的
狀
態
，
就
算
是
祕
密
會
議
也
無
法
以
政
治
手
段

控
制
這
裡
。
一
九
二
五
年
五
卅
事
件
之
後
，
事
態
嚴
重
得
令
人
緊
繃
。
警
察
與
警
察
的
無
能
衍
生
血
案
，
帶
來
重

重
危
機
，
外
交
官
希
望
改
善
，
但
英
國
、
美
國
與
日
本
組
成
的
上
海
工
部
局
卻
毫
無
與
外
交
官
合
作
的
意
願
。
外

交
官
、
社
會
改
革
者
與
國
際
聯
盟
都
試
圖
解
決
此
問
題
。
他
們
希
望
可
以
有
效
做
出
改
變
，
但
不
能
引
發
暴
動
。

即
便
如
此
，
倚
靠
蠻
力
解
決
中
國
問
題
的
想
法
，
從
來
都
不
會
在
政
治
場
景
缺
席
太
久
。

即
使
是
上
海
最
保
守
的
外
國
利
益
團
體
，
終
究
也
會
發
現
自
己
必
須
採
取
行
動
。
他
們
發
現
天
津
英
租
界
的

同
胞
或
上
海
法
租
界
的
鄰
居
，
已
經
納
入
改
革
計
畫
。
一
九
一
九
年
，
天
津
英
租
界
工
部
局
新
任
中
國
代
表
；
一

九
二
六
年
，
天
津
的
公
園
對
所
有
居
民
開
放
；
一
九
二
八
年
，
土
地
章
程
修
改
，
允
許
指
派
五
位
華
人
董
事
。
雖

然
指
派
中
國
人
管
理
只
是
象
徵
，
但
實
為
重
要
。
再
者
，
上
海
的
硬
派
人
士
也
會
發
現
外
國
人
對
待
當
地
多
數
人

口
的
方
式
與
英
國
殖
民
的
香
港
和
新
加
坡
不
同
。
如
同
孫
逸
仙
所
主
張
的
，
適
切
的
殖
民
主
義
至
少
須
對
殖
民
地

負
起
責
任
。
許
多
上
海
外
僑
相
信
自
己
對
公
共
租
界
的
中
國
人
毫
無
虧
欠
，
因
為
他
們
始
終
認
為
中
國
人
根
本
沒

有
權
利
住
在
那
裡
。
外
國
的
外
交
官
隱
晦
不
談
該
市
眾
多
的
中
國
人
口
，
此
舉
終
究
將
在
上
海
釀
成
慍
怒
。
一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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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七
年
，
外
國
的
地
方
納
稅
人
拒
絕
廢
除
進
出
租
界
公
園
的
種
族
限
制
，
雖
然
隔
年
仍
舊
廢
除
了
。
另
外
，
雖
然

一
九
二
八
年
通
過
華
人
可
占
有
兩
席
代
表
，
但
後
來
在
一
九
三○

年
一
場
爭
吵
激
烈
的
會
議
中
，
租
界
的
納
稅
人

拒
絕
將
席
次
增
加
為
五
席
。
19

英
國
外
交
官
通
常
沒
有
介
入
太
多
公
共
租
界
的
日
常
事
務
，
他
們
也
沒
有
介
入
的
正
式
管
道
。
他
們
在
英
國

的
租
界
擁
有
權
力
，
但
在
上
海
公
共
租
界
沒
有
。
而
且
，
英
國
外
交
官
沒
有
要
求
自
家
國
民
合
作
的
權
力
，
不
像

日
本
政
府
。
一
九
三○

年
住
在
公
共
租
界
的
日
本
居
民
有
三
萬
六
千
人
，
半
數
必
須
加
入
當
地
的
日
本
居
留
民

團
，
日
本
居
民
必
須
聽
命
團
體
與
日
本
領
事
警
察
形
成
的
網
絡
。
20

但
是
英
國
和
美
國
政
府
只
對
個
人
擁
有
審
判

權
，
而
且
只
能
針
對
個
人
行
為
。
他
們
可
以
與
工
部
局
一
起
參
與
政
治
事
務
，
也
可
以
自
行
與
管
理
外
僑
的
同
胞

聯
絡
，
而
且
多
半
也
有
點
效
果
。
21

一
九
二
七
年
起
，
英
美
政
府
開
始
頻
繁
干
涉
，
希
望
掌
管
改
革
，
甚
至
涉
入
工

部
局
的
組
成
。
這
不
是
容
易
的
事
，
主
導
工
部
局
事
務
的
公
司
經
理
、
房
地
產
開
發
商
與
專
業
人
士
，
緊
守
自
主

權
。
然
而
，
要
求
工
部
局
改
革
的
壓
力
越
來
越
大
。
當
外
國
的
地
方
納
稅
人
在
一
九
三○

年
拒
絕
增
加
華
人
董
事

席
次
時
，
總
領
事
立
刻
發
起
重
新
投
票
，
倉
促
召
開
﹁
緊
急
大
會
﹂
，
大
力
促
成
更
好
的
結
果
。
英
語
的
記
者
也
很

令
人
擔
心
，
因
此
有
人
勸
說
編
輯
不
要
太
激
進
，
敦
促
業
主
重
新
任
用
編
輯
︵
當
時
著
名
的
開
鍘
事
件
便
是
︽
字

林
西
報
︾
的
編
輯
被
開
除
︶
，
至
少
當
時
便
有
一
名
極
為
種
族
歧
視
的
小
報
編
輯
被
帶
上
了
法
庭
，
報
紙
隨
後
也
遭

停
刊
。
22

外
交
官
開
始
組
成
一
個
他
們
認
為
理
念
正
確
的
圈
子
，
他
們
網
羅
狹
窄
上
海
之
外
，
在
中
國
得
利
的
英
國

國
民
與
大
公
司
。
這
些
人
在
一
九
三○

年
代
將
主
導
上
海
工
部
局
。

上
海
這
些
改
變
的
動
作
是
重
要
的
：
那
裡
的
英
國
人
，
尤
其
英
國
媒
體
，
廣
義
地
代
表
了
英
國
看
待
中
國
的

方
式
，
而
且
受
到
英
國
外
交
官
控
制
。
這
當
然
不
能
代
表
英
國
整
體
，
但
是
英
國
社
群
在
中
國
最
重
要
的
現
代
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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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城
市
，
的
確
呈
現
好
戰
與
自
治
的
形
象
，
這
點
明
顯
是
個
問
題
。
外
交
鼓
勵
的
改
革
確
實
解
除
或
緩
和
了
某
些

緊
張
，
但
是
上
海
的
改
變
還
是
相
當
保
守
。
改
變
的
提
倡
似
乎
須
擴
大
進
行
，
且
須
交
由
他
人
承
擔
此
任
務
。
例

如
，
一
九
二
八
年
五
月
，
亞
洲
帝
王
號
︵SS E

m
press of A

sia

︶
從
溫
哥
華
來
到
上
海
碼
頭
，
兩
個
背
景
截
然
不
同

的
英
國
人
下
船
：
歷
史
上
最
重
要
的
英
國
公
司
怡
和
洋
行
的
後
裔
湯
尼
．
凱
瑟
克
︵W

. J. ‘Tony ’ K
esw

ick

︶
，
以

及
前
自
由
黨
國
會
議
員
、
時
任
印
度
立
法
院
主
席
的
懷
德
爵
士
︵Sir Frederick W

hyte

︶
。
他
們
兩
人
在
船
上
一
定

已
經
相
談
過
，
懷
德
給
了
凱
瑟
克
自
己
剛
再
版
的
著
作
︽
中
國
與
外
強
︾
︵C

hina and Foreign Pow
ers

︶
，
這
本
書

受
到
皇
家
國
際
事
務
研
究
所
︵R

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
ffairs

︶
，
也
就
是
較
為
人
所
知
﹁
漆
咸
樓
﹂

︵C
hatham

 H
ouse

︶
贊
助
，
引
起
廣
泛
討
論
。
23

兩
人
皆
代
表
不
同
面
向
的
動
力
，
在
各
自
的
菁
英
圈
改
善
人
際
關

係
，
強
化
溝
通
與
理
解
，
力
求
中
英
關
係
的
新
平
衡
。
凱
瑟
克
當
時
才
二
十
二
歲
，
三
年
前
曾
在
中
國
工
作
，
外

界
認
為
他
和
弟
弟
約
翰
代
表
英
國
企
業
領
導
逐
漸
崛
起
的
新
世
代
，
他
們
身
上
不
帶
一
九
二○

年
代
混
亂
的
汙

名
。
凱
瑟
克
領
導
的
公
司
沒
有
鴉
片
貿
易
與
十
九
世
紀
中
期
英
國
攻
擊
中
國
的
包
袱
，
因
此
備
受
期
待
。
他
們
也

確
實
比
前
人
更
和
藹
可
親
、
隨
機
應
變
。
外
國
仕
紳
與
中
國
同
儕
之
間
的
關
係
開
始
放
鬆
，
如
同
其
他
圈
子
，
共

通
的
文
化
或
共
同
經
驗
︵
例
如
海
外
大
學
︶
也
同
樣
有
所
助
益
。
24

凱
瑟
克
可
能
讀
了
懷
德
送
的
書
，
也
可
能
沒
有
，
但
凱
瑟
克
的
公
司
正
是
贊
助
懷
德
在
中
國
任
務
的
十
家
公

司
之
一
。
懷
德
到
處
旅
行
，
試
圖
建
立
菁
英
網
絡
。
共
和
體
制
的
中
國
並
不
缺
這
種
訪
客
，
他
們
有
的
自
告
奮

勇
，
有
的
受
到
中
國
機
構
或
政
府
邀
請
，
還
有
的
如
同
懷
德
，
由
外
國
的
利
益
團
體
指
派
，
希
望
解
決
中
國
在
國

際
遭
遇
的
困
難
。
懷
德
雖
不
是
中
國
專
家
，
但
一
九
二
七
年
他
倒
是
受
邀
到
檀
香
山
，
在
第
二
屆
太
平
洋
關
係
研

究
所
的
研
討
會
發
表
公
正
的
英
中
關
係
調
查
報
告
。
懷
德
在
中
國
建
立
人
脈
、
互
相
交
際
，
刻
意
挑
選
網
絡
的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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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
，
而
當
時
在
中
國
的
外
僑
仕
紳
和
中
國
仕
紳
幾
乎
沒
有
機
會
互
動
，
兩
者
不
論
社
交
或
政
治
幾
無
交
流
。
身
為

局
外
人
，
他
不
屬
於
外
國
人
在
中
國
控
制
的
任
何
地
盤
，
在
中
國
人
眼
中
不
帶
任
何
汙
點
。
25

例
如
，
充
滿
危
機
的

一
九
二
五
至
二
七
年
，
在
上
海
整
個
租
界
工
部
局
最
討
厭
國
民
黨
也
最
討
厭
國
民
政
府
的
時
候
，
當
地
的
龍
頭
企

業
都
加
入
了
董
事
會
，
如
怡
和
洋
行
、
匯
豐
銀
行
、
亞
細
亞
石
油
和
渣
打
銀
行
。
他
們
底
下
的
巡
捕
曾
襲
擊
國
民

政
府
在
租
界
的
分
部
，
逮
捕
國
民
黨
的
運
動
人
士
，
把
他
們
交
給
政
治
敵
方
，
在
敵
方
手
中
的
運
動
人
士
當
然
不

會
好
過
。
上
海
外
商
涉
入
五
卅
慘
案
，
卻
鮮
少
配
合
之
後
的
調
查
。
好
幾
年
，
中
國
納
稅
人
協
會
多
次
爭
取
更
公

平
的
稅
賦
和
代
表
席
次
，
外
商
長
年
極
力
反
抗
。
名
聲
髒
掉
、
臭
掉
的
上
海
英
僑
︵Shanghailander

︶
就
是
現
在

希
望
重
新
搭
起
橋
梁
的
外
商
。
因
此
，
一
九
二
九
年
懷
德
受
邀
擔
任
國
民
政
府
官
方
顧
問
時
，
商
人
不
禁
慶
賀
。

但
是
，
一
九
三○

年
，
他
和
比
利
時
鋼
鐵
大
亨
的
妻
子
跑
到
日
本
，
鋼
鐵
大
亨
之
妻
不
久
之
後
自
殺
，
這
項
優
勢

自
此
全
毀
。
26

少
了
文
化
和
溝
通
合
作
的
基
礎
，
中
外
關
係
在
諸
如
此
類
隨
機
且
不
幸
的
事
件
之
中
飄
搖
。
另
外
，

一
九
二
九
年
中
日
專
家
佐
分
利
貞
男
自
殺
，
他
早
期
曾
與
國
民
政
府
建
立
關
係
。
當
時
，
佐
分
利
貞
男
剛
被
提
名

為
日
本
駐
華
公
使
，
而
他
的
繼
任
者
又
因
為
涉
入
一
九
一
五
年
日
本
想
控
制
北
洋
政
府
所
提
出
的
︽
二
十
一
條
︾
，

而
被
國
民
政
府
打
回
票
。
佐
分
利
貞
男
之
死
對
僵
局
也
無
助
益
。
27

兩
個
新
登
上
國
際
關
係
舞
臺
的
非
政
府
機
構
促
使
懷
德
轉
向
中
國
事
務
：
一
九
二○

年
成
立
的
皇
家
國
際
關

係
研
究
院
︵R

IIA

︶
，
以
及
一
九
二
五
年
成
立
的
太
平
洋
關
係
研
究
院
︵Institute of Pacific R

elations

，IPR

︶
。

兩
個
機
構
都
受
威
爾
遜
在
巴
黎
和
會
的
影
響
，
並
且
認
同
若
能
在
第
一
時
間
著
手
研
究
問
題
，
若
專
業
的
利
害
關

係
人
與
外
事
居
留
地
以
外
的
專
家
能
夠
多
方
討
論
，
就
可
以
解
決
問
題
。
英
國
人
萊
昂
內
爾
．
柯
帝
斯
︵L

ionel 

C
urtis

︶
改
革
的
熱
忱
促
成R

IIA

。
柯
帝
斯
是
帝
國
理
想
主
義
者
，
也
是
個
天
才
策
畫
人
。
巴
黎
和
會
期
間
，
他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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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場
聆
聽
世
界
各
地
代
表
正
式
或
非
正
式
的
辯
論
，
從
中
汲
取
靈
感
。
他
和
其
他
人
一
樣
，
沒
有
料
到
光
是
收
集

問
題
的
正
確
資
訊
就
如
此
困
難
。
在
英
國
倫
敦
的R

IIA

和
在
紐
約
的
對
外
關
係
委
員
會
︵C

ouncil on Foreign 

R
elations

︶
應
運
而
生
。
柯
帝
斯
網
羅
外
交
官
、
政
治
家
、
學
者
、
記
者
和
商
界
要
角
，
辯
論
全
球
商
業
利
益
須
面

對
的
實
際
問
題
。
這
些
問
題
及
廣
大
的
全
球
策
略
問
題
，
都
須
瞭
解
討
論
。
28

一
九
二
六
年
起
，
柯
帝
斯
開
始
將
焦
點
放
在
中
國
。
他
的
推
動
利
器
一
開
始
是IPR

。IPR

的
源
頭
其
實
是
基

督
教
青
年
會
的
地
區
會
議
，
後
來
發
展
為
在
檀
香
山
召
開
的
﹁
太
平
洋
民
族
問
題
﹂
研
討
會
，
接
著
又
擴
大
成
為

當
地
的
研
究
機
構
。IPR

和R
IIA

都
盡
是
傑
出
人
才
，
而
且IPR

兩
年
一
度
的
會
議
雖
不
對
外
開
放
，
然
而
與
會
的

菁
英
跨
越
﹁
種
族
藩
籬
﹂
︵
這
也
是IP

R

的
宗
旨
︶
的
舉
動
本
身
就
是
了
不
起
的
進
步
。
雖
然IP

R

深
受
美
國
的
太

平
洋
策
略
影
響
，
但
是
這
個
機
構
提
供
中
國
與
日
本
發
聲
舞
臺
，
並
與
其
他
殖
民
強
國
平
起
平
坐
。IPR

的
︽
太
平

洋
事
務
︾
︵Pacific A

ffairs

︶
期
刊
第
一
期
的
第
一
篇
文
章
作
者
，
就
是
中
國
的
知
識
分
子
與
教
育
改
革
者
胡
適
，

此
事
深
具
重
大
意
義
與
象
徵
。
再
者
，IPR

著
重
特
定
區
域
，
即
新
興
定
義
的
太
平
洋
，
由
此
可
見
其
獨
特
之
處
。

雖
然
柯
帝
斯
將IPR

視
為
英
國
帝
國
主
義
利
益
的
推
手—

他
的
長
期
願
景
是
一
個
根
植
英
國
帝
國
的
國
協—

但

是
，IPR

卻
成
為
推
動
﹁
太
平
洋
問
題
﹂
研
究
與
討
論
最
重
要
的
非
政
府
組
織
，
一
如
研
討
會
的
標
題
。
這
就
是
實

質
的
改
變
，
亞
洲
不
再
是
以
歐
洲
為
中
心
的
﹁
遠
東
﹂
；
太
平
洋
地
區
是
獨
立
運
作
、
獨
立
思
考
的
地
區
。
柯
帝
斯

對IPR

的
活
動
影
響
甚
深
，
而R

IIA

就
是IPR

的
英
國
代
理
，
然
而
，IPR

在
京
都
、
檀
香
山
與
中
國
的
會
議
，
以

及
英
國
與
美
國
的
觀
察
者
所
面
對
的
，
都
是
這
個
新
太
平
洋
共
同
體
中
各
個
國
家
的
實
際
問
題
。
29

柯
帝
斯
參
加
一
九
二
九
年IP

R

在
京
都
的
研
討
會
後
，
直
接
轉
往
上
海
。
他
在
公
開
的
晚
宴
宣
布
上
海
就
是

﹁
問
題
核
心
的
死
結
﹂
，
也
是
﹁
偉
大
的
古
老
文
明
與
另
外
四
分
之
三
的
人
類
種
族
遲
來
的
接
觸
﹂
。
30

打
開
死
結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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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
務
交
給
了
南
非
法
官
李
查
．
費
瑟
姆
︵R

ichard Feetham

︶
。
在
柯
帝
斯
的
建
議
下
，
他
受
上
海
工
部
局
之
邀
調

查
並
試
著
解
決
上
海
公
共
租
界
問
題
。
倘
若
能
釐
清
真
相
，
進
行
討
論
，
那
麼
就
能
提
出
合
乎
邏
輯
的
解
決
方

案
。
從R

IIA

延
伸
到IPA

的
脈
落
非
常
清
楚
。
上
海
的
大
人
物
們
聚
集
在
甫
落
成
的
華
懋
飯
店
宴
會
廳
，
四
周
全

是
優
秀
的
中
國
法
學
專
家
、
外
國
事
務
研
究
員
和
歷
史
學
家
政
治
，
這
些
人
彙
整
了
調
查
與
專
著
，
其
中
埋
藏
了

許
多
攻
擊
上
海
工
部
局
的
合
法
根
基
。
此
外
，
工
部
局
的
總
董
哈
利
．
阿
恩
霍
德
︵H

arry A
rnhold

︶
致
詞
介
紹

柯
帝
斯
時
，
他
們
卻
沒
有
成
功
影
響
世
界
輿
論
，
他
們
﹁
被
當
成
頑
皮
的
男
孩
，
我
們
把
他
們
叫
做
﹃
上
海
心
態
﹄

︵Shanghai m
ind

︶
。
﹂
他
們
輕
率
地
面
對
破
壞
上
海
工
部
局
國
際
名
聲
的
事
件
和
排
他
主
義
政
策
。
﹁
上
海
心
態
﹂

的
標
籤
出
自
英
國
︽
曼
徹
斯
特
衛
報
︾
︵M

anchester G
uardian

︶
記
者
亞
瑟
．
蘭
桑
姆
︵A

rthur R
ansom

e

︶
。
蘭

桑
姆
曾
於
一
九
二
七
年
一
月
至
八
月
來
到
中
國
，
他
較
為
人
知
的
其
實
是
後
來
非
常
成
功
的
童
書
，
但
論
到
中
國

經
驗
，
就
會
聯
想
到
他
所
創
的
那
個
琅
琅
上
口
的
詞
。
他
在
一
九
二
七
年
五
月
的
文
章
表
示
，
上
海
就
是
﹁
東
方

的
阿
爾
斯
特
﹂
︵U

lster

，
譯
注
：
愛
爾
蘭
島
東
北
的
省
分
，
其
中
六
郡
組
成
現
今
屬
於
英
國
的
北
愛
爾
蘭
，
主
要

信
奉
新
教
︶
，
上
海
的
英
國
人
要
的
是
戰
爭
，
而
不
是
世
界
大
戰
後
的
﹁
調
整
﹂
，
而
且
他
們
把
國
民
政
府
當
成
拳

民
。
蘭
桑
姆
的
文
章
包
含
了
許
多
足
以
讓
阿
恩
霍
德
等
人
的
名
聲
惡
臭
數
年
不
散
的
事
實
。
31

他
們
面
對
種
種
挑

戰
，
面
對
挑
戰
的
回
擊
方
式
就
包
括
了
費
瑟
姆
的
調
查
，
以
及
不
情
願
地
制
定
地
方
改
革
。

一
切
都
合
理
至
極
，
但
其
實
和
另
一
個
天
真
的
計
畫
並
無
不
同
。
不
到
一
年
前
，
上
海
工
部
局
幾
位
董
事
和

倫
敦
的
外
交
部
，
嚴
肅
地
討
論
將
上
海
建
立
成
由
國
際
聯
盟
管
理
的
自
由
港
，
如
但
澤
︵D

anzig

︶
。
一
八
六○

年

代
起
，
上
海
的
外
國
利
益
團
體
已
提
出
類
似
的
想
法
；
時
至
一
九
二
九
年
甚
至
更
不
可
能
實
行
。
32

費
瑟
曼
花
了
昂

貴
的
一
年
半
︵
工
務
局
付
給
他
優
渥
的
酬
勞
︶
，
翻
閱
工
部
局
的
檔
案
，
盡
可
能
地
徵
求
資
料
，
但
打
從
一
開
始
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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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同
被
斷
了
手
腳
，
因
為
多
數
中
國
利
益
團
體
隨
即
便
拒
絕
和
此
計
畫
扯
上
關
係
，
而
且
就
算
他
們
接
受
調
查
，

也
定
會
立
即
要
求
歸
還
外
僑
居
留
地
。
他
們
的
參
與
與
否
其
實
無
妨
，
因
為
早
在
一
年
前
，
費
瑟
曼
便
清
楚
地
向

英
國
政
府
表
示
，
他
的
解
方
會
是
﹁
中
外
自
治
行
政
區
﹂
。
33

英
國
外
交
官
讀
了
報
告
總
結
，
認
為
上
海
工
部
局
拿

了
香
蕉
請
到
猴
子
，
無
須
認
真
對
待
這
份
報
告
。
中
國
的
意
見
當
然
也
是
類
似
。
一
位
資
深
外
交
部
的
官
員
表

示
：
﹁
毫
無
價
值
﹂
；
財
政
部
長
更
說
，
真
是
﹁
詩
情
畫
意
﹂
。
34

費
瑟
曼
的
報
告
把
控
制
上
海
公
共
租
界
之
人
的
信
念
當
作
前
提
，
例
如
阿
恩
霍
德
與
其
他
外
國
利
益
團

體—

他
們
認
為
自
己
的
命
運
能
夠
自
行
塑
造
。
然
而
，
這
是
上
海
神
話
。
外
交
鎮
定
自
若
，
至
少
英
國
和
美
國

便
是
如
此
。
而
在
中
國
各
地
，
還
有
許
多
和
阿
恩
霍
德
持
同
樣
想
法
的
人
一
樣
擁
有
能
力
與
企
圖
，
並
準
備
付
諸

實
現
。中

國
人
最
感
興
趣
的
不
是IP
R

或R
IIA

，
反
而
是
國
際
聯
盟
。
中
國
外
交
官
曾
經
協
助
起
草
盟
約
，
一
九
二

○

年
代
更
是
積
極
參
與
國
際
聯
盟
的
年
會
。
儘
管
國
際
聯
盟
將
一
再
讓
他
們
失
望
︵
中
國
從
來
不
曾
獲
得
國
際
聯

盟
大
會
事
務
理
事
會
的
永
久
席
次
︶
，
然
而
，
國
際
聯
盟
對
於
中
國
外
交
官
而
言
，
依
舊
是
至
關
重
要
的
國
際
事
務

參
與
管
道
。
第
一
，
他
們
試
圖
利
用
國
際
聯
盟
修
改
條
約
；
第
二
，
國
際
聯
盟
能
當
作
要
求
各
國
承
認
中
國
偉
大

文
明
地
位
的
舞
臺
。
國
民
政
府
之
前
的
政
權
，
包
括
清
朝
執
政
的
最
後
十
年
，
外
交
官
皆
不
斷
地
試
著
將
中
國
安

插
進
國
際
組
織
或
公
約
制
訂
。
例
如
國
際
海
事
安
全
標
準
、
一
八
九
九
與
一
九○

四
年
關
於
戰
爭
事
務
的
海
牙
公

約
及
鴉
片
問
題
。
中
國
代
表
在
會
議
桌
前
親
自
聲
明
中
國
的
國
家
地
位
，
駁
斥
﹁
垂
危
的
文
明
﹂
或
﹁
東
亞
病
夫
﹂

等
糟
糕
的
笑
話
，
並
且
要
求
相
對
的
尊
重
。
國
際
聯
盟
能
提
供
遠
遠
更
好
的
研
討
，
例
如
編
纂
國
際
法
律
與
慣

例
，
從
這
些
研
討
也
能
清
楚
看
出
清
朝
十
九
世
紀
簽
訂
的
條
約
，
不
僅
充
滿
深
遠
的
不
平
等
，
而
且
甚
至
直
到
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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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尚
未
廢
除
。
在
新
的
國
際
規
範
中
，
這
些
﹁
不
平
等
﹂
的
條
約
會
被
判
定
失
效
，
或
直
接
視
為
不
適
用
且
多

餘
。
國
際
聯
盟
經
常
出
現
中
國
的
困
境
和
修
改
條
約
的
渴
望
，
但
是
，
伴
隨
道
德
論
述
同
時
存
在
的
，
卻
仍
還
有

對
等
且
實
際
的
商
業
雙
邊
協
商
。
35

一
九
三
一
年
之
前
，
英
國
在
面
對
中
國
問
題
時
，
很
少
想
到
國
際
聯
盟
。
外
國

與
中
國
的
外
交
官
能
一
起
輕
鬆
地
喝
酒
聊
天
，
也
能
一
同
在
會
議
達
成
實
質
進
展
，
但
是
，
兩
方
的
立
足
點
當
然

全
然
不
同
。

一
九
三○

年
代
的
發
展
著
重
在
聯
盟
指
定
的
農
業
等
顧
問
工
作
，
但
是
，
國
際
聯
盟
最
重
大
的
成
就
，
莫
過

於
國
際
聯
盟
的
技
術
層
面
剛
好
符
合
中
國
恢
復
權
利
的
渴
望
，
更
提
供
了
國
家
現
代
化
與
功
能
的
廣
泛
討
論
。
這

項
成
就
便
是
公
共
衛
生
，
尤
其
是
檢
疫
。
一
開
始
，
中
國
的
檢
疫
由
外
人
領
導
的
中
國
海
關
把
守
。
一
九
三○

年
，
中
國
成
立
全
國
海
港
檢
疫
管
理
處
，
由
備
受
尊
敬
的
防
疫
專
家
伍
連
德
擔
任
處
長
，
檢
疫
在
此
時
從
海
關
轉

回
中
國
。
移
交
海
港
檢
疫
局
的
工
作
概
要
與
沿
革
時
，
英
國
海
關
總
稅
務
司
梅
樂
和
︵Sir Frederick M

aze

︶
寫
給

職
員
的
備
註
提
到
：
﹁
檢
疫
之
於
國
家
主
權
而
言
非
常
重
要
。
﹂
梅
樂
和
想
必
非
常
不
懂
何
謂
諷
刺
。
36

此
外
，
因

為
檢
疫
可
能
會
妨
礙
貿
易
，
治
外
法
權
其
實
阻
礙
了
過
去
檢
疫
程
序
的
啟
動
。
建
立
新
檢
疫
處
對
全
球
衛
生
而
言

相
當
重
要
︵
例
如
，
過
去
十
年
滿
洲
便
遭
肺
鼠
疫
襲
擊
，
另
外
還
有
霍
亂
︶
此
外
，
從
檢
疫
也
可
以
看
出
中
國
能

否
列
入
現
代
國
家
，
是
否
有
適
當
合
宜
的
行
為
，
是
否
應
該
值
得
平
等
且
尊
重
的
對
待
。
在
檳
榔
嶼
出
生
、
留
學

英
國
劍
橋
大
學
的
伍
連
德
，
向
上
海
的
外
國
船
運
公
司
經
理
指
出
相
同
的
重
點
，
他
說
，
我
的
員
工
訓
練
精
良
且

經
驗
豐
富
，
他
們
具
備
必
要
的
﹁
知
識
、
方
法
、
態
度
﹂
，
在
歐
洲
、
美
國
、
中
國
與
日
本
受
過
訓
練
。
他
們
都
是

世
界
頂
尖
的
。
他
可
能
還
加
上
這
一
句
：
他
們
就
和
中
國
一
樣
，
需
要
受
到
尊
重
。
37

中
國
外
交
官
努
力
在
國
際
聯
盟
重
塑
國
際
的
認
知
與
慣
例
，
強
調
中
國
十
九
世
紀
的
不
平
等
條
約
留
下
了
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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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
後
遺
症
。
他
們
也
在
南
京
展
開
動
作
，
雙
邊
包
抄
各
國
並
且
發
表
重
大
聲
明
。
國
民
政
府
希
望
重
啟
修
正
條
約

的
對
話
。
一
九
二
九
年
四
月
，
國
民
政
府
公
布
，
一
九
三○

年
一
月
一
日
起
終
止
治
外
法
權
。
當
然
，
此
舉
引
起

英
、
美
、
法
等
主
要
外
國
勢
力
反
彈
，
然
而
，
一
月
過
去
了
，
一
九
三○

年
也
過
去
了
，
任
何
實
質
改
變
都
沒
有

發
生
。
38

當
然
改
革
時
有
出
現
。
一
九
三
一
年
五
月
，
藍
浦
生
和
王
正
廷
搭
船
出
遊
長
江
支
流
時
，
兩
人
擬
定
了
草

約
，
約
定
英
國
將
會
交
回
治
外
法
權
，
英
國
在
中
國
的
勢
力
已
然
萎
縮
。
面
積
狹
小
且
長
期
冗
餘
的
鎮
江

︵C
hinkiang

︶
租
界
就
離
遊
船
之
處
不
遠
，
鎮
江
在
一
九
二
九
年
十
一
月
五
日
已
經
回
歸
；
英
國
在
廈
門
︵A

m
oy

︶

更
小
的
租
界
也
悄
悄
地
在
一
九
三○

年
九
月
放
棄
︵
這
個
租
界
早
在
五
年
前
最
後
一
位
雇
員
遣
散
時
便
不
復
存

在
︶
；
一
九
三○

年
十
月
一
日
，
藍
浦
生
因
瘧
疾
躺
在
醫
院
病
床
的
同
時
，
英
國
租
借
的
威
海
衛
也
由
當
時
的
總
督

莊
士
敦
爵
士
︵Sir R

eginald Flem
ing Johnston

︶
交
還
國
民
政
府
。
39

其
他
英
國
在
中
國
的
小
地
盤
也
一
一
撤

裁
，
包
括
寧
波
中
外
委
員
會
︵N
in

gbo Sin
o-foreign

 com
m

ittee

︶
和
在
芝
罘
︵
煙
臺
︶
的
﹁
國
際
委
員
會
﹂

︵International C
om

m
ittee

︶
。
40

營
口
︵
牛
庄
︶
名
義
上
的
租
界
也
早
就
淹
沒
在
遼
河
之
中
，
一
九
二○

年
代
，
英

國
外
交
官
早
已
僅
將
該
地
當
成
概
念
。
英
國
許
多
領
土
︵
如
果
分
成
十
一
塊
、
共
十
六
平
方
公
里
的
英
屬
廈
門
也

能
稱
為
領
土
的
話
︶
帶
來
的
麻
煩
早
已
高
過
實
際
價
值
。
那
些
地
方
經
常
由
於
行
政
官
員
的
行
為
︵
那
兒
吸
引
不

了
才
華
洋
溢
、
充
滿
抱
負
的
人
才
︶
、
城
牆
、
大
門
、
堤
防
與
旗
幟
等
等
問
題
爆
發
抗
爭
與
衝
突
。
41

某
種
程
度
而

言
，
歸
還
這
些
領
土
算
是
簡
化
問
題
，
但
是
當
地
的
英
國
國
民
依
然
享
有
治
外
法
權
，
而
現
在
藍
浦
生
和
他
的
團

隊
可
以
把
重
心
放
在
治
外
法
權
以
及
還
握
在
手
上
的
重
要
領
土
：
上
海
公
共
租
界
︵
以
及
重
要
的
表
親
租
界
：
廈

門
的
鼓
浪
嶼
︶
，
以
及
天
津
︵
大
型
︶
和
廣
州
︵
中
型
︶
的
租
界
。
至
於
漢
口
，
他
們
想
要
重
新
獲
得
某
種
保
證
或

﹁
保
留
狀
態
﹂
，
但
仍
舊
未
能
得
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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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
屋
外
交
是
個
新
發
明
。
兩
人
其
實
想
要
避
開
媒
體
追
捕
，
因
為
藍
浦
生
為
求
重
新
修
正
條
約
而
南
下
南
京

已
經
不
是
祕
密
。
他
們
搭
著
藍
浦
生
資
深
領
事
同
事
的
船
﹁
流
浪
者
號
﹂
，
外
出
好
幾
天
。
他
們
出
乎
意
料
地
選
擇

遊
船
作
為
談
話
地
點
。
遊
船
是
上
海
外
僑
典
型
的
休
閒
活
動
，
就
像
街
上
的
人
力
車
一
樣
尋
常
。
洋
人
社
區
每
年

必
定
舉
辦
從
城
市
出
發
的
船
屋
假
期
；
就
連
巡
捕
房
的
外
國
工
人
也
會
集
資
向
公
家
租
船
。
他
們
組
成
小
隊
，
有

時
沿
著
梧
桐
江
，
經
過
英
國
總
領
事
館
，
往
西
進
入
蜿
蜒
的
河
道
，
穿
過
上
海
與
太
湖
之
間
的
沖
積
平
原
，
一
路

漫
遊
九
十
多
公
里
。
洋
人
之
間
還
有
一
股
小
小
的
文
學
潮
流
，
記
錄
旅
遊
的
詩
意
以
及
開
船
的
﹁
老
大
﹂

︵low
dahs

︶
和
船
員
的
特
質
。
度
假
行
程
漸
漸
加
入
了
打
獵
，
多
半
是
獵
野
禽
，
打
獵
的
人
越
來
越
多
，
影
響
就
越

來
越
大
。
即
使
修
改
的
規
定
包
括
禁
止
狩
獵
的
季
節
，
他
們
仍
然
把
土
地
當
成
自
家
領
土
隨
意
來
去
。
42

船
屋
獵
人

隨
意
進
入
當
地
農
夫
的
土
地
時
，
代
表
的
就
是
治
外
法
權
問
題
，
因
為
他
們
正
是
帶
著
英
國
人
的
身
分
四
處
走
動

︵
甚
至
有
人
建
議
他
們
須
隨
時
帶
著
護
照
︶
。
43

此
外
，
受
到
治
外
法
權
保
護
者
的
同
行
人
也
享
有
治
外
法
權
，
或
至

少
是
類
似
的
豁
免
權
。
在
謹
慎
的
中
國
人
心
中
，
所
有
擁
有
﹁
白
皮
膚
﹂
的
人
應
該
都
擁
有
這
項
權
利
。
一
九
二

九
年
七
月
，
倫
敦R

IIA

召
開
的IPR

會
議
也
出
現
了
打
獵
的
比
喻
。
一
位
講
者
說
道
：
﹁
在
這
裡
，
若
是
有
位
中
國

先
生
在
蘇
格
蘭
買
了
一
片
原
野
，
我
們
能
夠
提
供
保
護
；
但
是
，
假
設
你
在
中
國
買
了
一
塊
打
獵
用
地
，
中
國
人

卻
不
能
提
供
同
樣
的
保
護
。
﹂
44

王
正
廷
想
在
﹁
流
浪
者
號
﹂
獵
捕
的
可
是
比
松
雞
還
更
為
巨
大
。
但
他
往
往
變
成
獵
物
，
不
斷
遭
受
國
民
政

府
內
外
沒
有
耐
心
的
民
族
主
義
者
騷
擾
，
因
此
他
非
常
謹
慎
而
且
似
乎
有
效
。
一
九
三
一
年
六
月
六
日
，
藍
浦
生

和
王
正
廷
互
換
草
約
內
容
；
七
月
，
更
與
美
國
互
換
草
約
。
爾
後
，
只
有
上
海
維
持
了
﹁
保
留
狀
態
﹂
十
年
，
天

津
五
年
，
新
合
約
廢
除
了
前
約
的
遺
毒
。
其
他
外
強
更
加
小
心
。
法
國
向
英
國
表
示
他
們
這
番
作
為
很
蠢
。
日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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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
一
開
始
置
身
事
外
，
後
來
也
被
迫
加
入
，
雖
然
他
們
想
﹁
保
留
﹂
的
是
滿
洲
。
45

荷
蘭
人
在
四
月
底
乾
脆
直
接
低

頭
投
誠
。
五
月
四
日
，
國
民
黨
單
方
面
宣
布
廢
除
條
約
，
一
九
三
二
年
一
月
一
日
起
生
效
，
藍
浦
生
希
望
合
約
可

以
在
那
之
前
簽
訂
。
但
是
，
互
換
草
約
不
到
一
週
，
東
方
二
百
四
十
公
里
之
處
，
一
名
年
輕
英
國
人
便
遭
中
國
憲

兵
逮
捕
並
殺
害
，
這
起
事
件
的
餘
波
使
得
時
程
停
滯
。
約
翰
．
托
爾
布
恩
︵John T

horburn

︶
遇
害
當
晚
在
南
京

與
上
海
的
主
要
鐵
道
徘
徊
，
被
人
當
成
間
諜
。
除
了
有
間
諜
嫌
疑
，
更
糟
的
是
他
看
似
穿
著
軍
裝
，
身
上
持
有
武

器
，
而
且
開
槍
傷
害
兩
名
接
近
他
的
憲
兵
。
這
名
十
九
歲
的
年
輕
人
似
乎
傻
傻
地
想
展
開
冒
險
，
卻
被
憲
兵
抓
住

且
殺
害
，
更
甚
者
，
憲
兵
為
求
掩
蓋
而
丟
棄
屍
體
。
他
的
失
蹤
事
件
受
到
高
度
關
注
，
中
國
的
英
僑
於
是
動
員
，

試
圖
阻
礙
條
約
修
正
。
抗
議
的
英
國
人
竟
然
比
夜
總
會
和
跑
馬
場
裡
的
還
多
︵
夜
總
會
塞
不
下
這
麼
多
人
︶
。
媒
體

高
調
報
導
，
並
主
張
此
事
證
明
英
國
人
等
外
國
人
若
是
少
了
治
外
法
權
，
就
不
會
安
全
。
扭
轉
情
勢
的
倒
楣
鬼
托

爾
布
恩
遇
害
時
，
其
實
仍
擁
有
治
外
法
權
。
46

即
使
隨
著
外
島
租
界
和
其
他
小
片
中
國
土
地
的
歸
還
，
外
國
在
中
國
擁
有
控
制
的
區
域
萎
縮
了
，
外
國
人
口

還
是
持
續
成
長
，
而
且
進
化
。
以
船
堅
砲
利
征
服
的
時
代
已
經
過
去
。
隨
著
上
海
公
共
租
界
壯
大
，
便
一
路
往
城

西
擴
張
到
﹁
馬
路
﹂
之
外
︵
譯
注
：
﹁
馬
路
﹂
指
今
日
上
海
市
黃
浦
區
南
京
東
路
；
一
八
五
一
年
洋
行
大
班
於
現
在

南
京
東
路
以
北
、
河
南
中
路
以
西
新
建
花
園
，
為
第
一
座
跑
馬
場
，
後
來
又
在
花
園
南
邊
擴
建
道
路
專
供
賽
馬
使

用
，
稱
為
﹁
馬
路
﹂
︶
，
隨
著
土
地
價
值
上
漲
，
舊
房
產
開
始
切
成
數
戶
，
新
建
房
屋
又
住
滿
家
庭
。
他
們
通
常
擁

有
數
量
比
在
家
鄉
同
儕
還
多
的
家
僕
。
他
們
在
回
憶
錄
裡
提
到
奶
媽
、
小
廝
、
廚
師
和
園
丁
苦
力
；
他
們
的
居
住

環
境
和
在
英
國
、
美
國
郊
區
的
家
沒
有
兩
樣
︵
那
兒
是
他
們
永
遠
的
﹁
家
﹂
︶
，
這
裡
也
有
網
球
、
草
地
滾
球
、
業

餘
戲
劇
、
花
展
、
犬
展
和
慈
善
工
作
；
巡
捕
房
處
理
違
規
停
車
和
煞
車
燈
失
靈
。
生
活
裡
當
然
也
包
括
中
式
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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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
，
例
如
把
洋
涇

英
語
和
英
印
語
當
成
祕
密
語
言
：tiffin

︵
午
餐
︶
、chit

︵
帳
單
︶
、m

askee

︵
不
要
緊
︶
、

M
issy have got?

︵
太
太
在
家
嗎
？
︶
從
一
本
當
地
仲
介
女
兒
寫
給
兒
童
看
的
小
詩
集
可
以
一
窺
上
海
英
僑
的
家

庭
：
﹁
奶
媽
很
有
用
︵
而
且
完
全
不
會
罵
人
︶
／
我
﹃
從
來
﹄
不
用
自
己
穿
衣
，
母
親
也
不
編
織
﹂
。
關
於
苦
力
的

詩
：
﹁
我
載
著
小
主
人
／
經
過
湧
泉
去
上
學
﹂
。
小
主
人
戴
著
探
險
頭
盔
。
這
裡
當
然
還
建
有
花
園
，
手
冊
和
報
紙

專
欄
也
會
提
到
花
園
的
﹁
除
草
婦
﹂
：
﹁
他
們
坐
在
草
皮
／
長
長
一
排
藍
色
／
像
猴
子
一
樣
聊
天
／
邊
除
草
邊

聊
。
﹂
47托

爾
布
恩
十
六
歲
時
加
入
這
個
世
界
，
尋
求
﹁
發
達
﹂
的
機
會
，
在
外
商
展
場
做
過
許
多
低
階
銷
售
員
的
工

作
︵
也
常
被
開
除
︶
。
他
是
殖
民
主
義
的
冰
箱
銷
售
員
。
所
有
來
到
上
海
的
激
進
分
子
都
會
談
到
自
己
與
中
國
的
淵

源
，
絕
大
多
數
的
居
民
都
是
像
托
爾
布
恩
那
樣
的
移
民
，
他
們
都
如
同
他
在
一
九
一
七
年
抵
達
的
父
親
一
樣
，
尋

求
任
何
為
外
國
人
保
留
的
特
權
。
這
個
年
輕
人
曾
經
興
起
參
加
上
海
義
勇
隊
的
念
頭
。
他
和
其
他
來
到
上
海
的
年

輕
朋
友
也
被
逮
到
盤
算
各
種
﹁
野
貓
﹂
冒
險
計
畫
。
托
爾
布
恩
失
蹤
當
週
，
兩
艘
載
著
年
輕
外
國
船
員
的
船
隻
從

上
海
開
向
橫
濱
，
還
有
兩
名
俄
國
小
夥
子
推
著
獨
輪
推
車
要
環
遊
世
界
。
48

神
祕
的
上
海
充
斥
欲
望
，
大
眾
焦
點
逐

漸
聚
集
在
娼
妓
︵
最
好
是
﹁
白
的
﹂
︶
、
麻
醉
藥
和
間
諜
。
這
很
有
可
能
是
事
實
，
因
為
這
三
項
生
意
都
生
氣
蓬
勃

且
明
目
張
膽
。
居
民
自
嘲
自
己
的
生
活
其
實
很
平
凡
，
例
如
為
了
帳
單
跟
廚
師
吵
架
︵
因
為
家
僕
可
能
會
﹁
揩

油
﹂
︶
，
但
他
們
也
喜
歡
上
海
身
分
為
自
己
帶
來
的
異
國
格
調
。
觀
光
客
會
欺
負
人
力
車
伕
、
討
價
還
價
，
或
要
人

帶
他
們
去
﹁
鴉
片
菸
館
﹂
︵
至
少
某
次
便
因
此
出
了
人
命
︶
，
雖
然
他
們
最
後
都
會
去
夜
總
會
、
被
俄
羅
斯
的
老
闆

娘
欺
騙
，
然
後
點
了
昂
貴
的
假
香
檳
。
49

托
爾
布
恩
幻
想
自
己
踏
上
雜
誌
︽
男
孩
冒
險
故
事
︾
︵B

oy’s O
w

n

︶
某
篇

故
事
的
冒
險
，
結
果
造
成
不
幸
，
但
是
對
於
外
交
官
來
說
，
更
嚴
重
的
問
題
就
深
埋
在
托
爾
布
恩
離
開
的
世
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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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
個
世
界
擁
有
根
深
柢
固
且
安
穩
的
家
庭
生
活
，
享
受
奶
媽
和
車
伕
苦
力
的
舒
適
，
以
及
背
後
房
地
產
、
能
源
、

貿
易
與
服
務
業
等
大
量
投
資
。
捍
衛
這
些
建
設
之
人
，
便
緊
抓
著
他
的
失
蹤
事
件
，
藉
此
要
求
他
們
自
認
為
的
權

利
，
還
有
條
約
帶
來
的
特
權
。

托
爾
布
恩
事
件
一
發
不
可
收
拾
，
修
約
進
度
因
此
延
宕
。
不
僅
如
此
，
還
有
其
他
因
素
介
入
，
尤
其
是
英
國

的
國
民
政
府
成
立
︵
譯
注
：
指
一
九
三
一
至
四○

年
間
英
國
由
多
個
政
黨
籌
組
的
聯
合
政
府
︶
，
以
及
隨
之
而
來
的

政
局
動
盪
，
中
國
的
新
發
展
又
完
全
改
變
了
局
勢
。
英
國
一
直
關
注
上
海
問
題
。
雖
然
問
題
的
徵
兆
在
南
方
，
但

畢
竟
上
海
不
是
中
國
，
而
且
國
民
政
府
建
立
的
國
家
面
臨
的
災
難
其
實
在
滿
洲
。
阿
恩
霍
德
和
上
海
的
同
事
一
直

相
信
他
們
可
以
塑
造
自
己
的
未
來
，
就
算
無
法
塑
造
，
他
們
也
要
在
上
海
保
護
﹁
與
生
俱
來
的
權
利
﹂
。
一
九
三
一

年
，
英
國
和
美
國
的
外
交
官
對
這
種
想
法
已
經
徹
底
無
動
於
衷
，
而
且
試
圖
讓
自
家
國
人
醒
悟
。
在
滿
洲
，
日
本

的
關
東
軍
也
相
信
他
們
有
權
利
塑
造
自
己
的
未
來
，
這
個
權
利
還
同
時
能
塑
造
日
本
的
未
來
。
他
們
的
外
交
官
希

望
矯
正
此
想
法
，
卻
遭
到
威
脅
、
排
擠
、
忽
視
。

讓
我
們
回
到
稍
早
，
瞭
解
新
危
機
的
來
源
。
中
國
的
新
政
治
局
勢
及
國
民
黨
的
勝
利
，
已
讓
日
本
表
現
出
不

滿
。
日
軍
展
現
了
他
們
好
鬥
的
一
面
，
尤
其
在
一
九
二
八
年
張
作
霖
被
暗
殺
之
時
，
更
能
看
出
他
們
不
受
制
於
任

何
政
治
勢
力
。
一
九
二
八
年
春
天
，
隨
著
國
民
革
命
軍
往
北
迫
近
山
東
省
會
濟
南
，
日
本
政
府
派
出
防
衛
隊
，
保

護
濟
南
兩
千
名
日
本
人
。
中
國
境
內
的
外
強
經
常
如
此
調
動
軍
隊
。
英
國
軍
隊
於
天
津
及
北
方
的
唐
山
煤
礦
增

兵
，
所
有
外
強
都
相
當
提
防
民
族
主
義
高
漲
的
國
民
革
命
軍
。
雖
然
日
本
軍
隊
與
進
入
山
東
的
中
國
軍
隊
於
四
月

底
達
成
協
議
，
日
軍
同
意
撤
除
路
障
與
防
禦
，
雙
方
仍
然
發
生
衝
突
。
在
談
妥
停
戰
與
國
民
革
命
軍
撤
出
多
數
軍

力
之
前
，
雙
方
均
犯
下
了
殘
酷
的
暴
行
。
國
民
黨
新
任
的
國
際
事
務
交
涉
員
被
捕
，
除
了
挖
眼
割
耳
，
並
與
其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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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
員
一
起
以
機
關
槍
處
決
。
日
本
人
也
發
現
自
家
國
人
的
屍
體
被
草
率
掩
埋
，
有
些
還
遭
閹
割
。
一
週
後
，
日
軍

大
幅
增
兵
，
在
場
的
日
軍
指
揮
官
以
個
人
名
義
發
出
最
後
通
牒
，
表
示
即
將
橫
掃
當
地
的
中
國
軍
隊
。
雙
方
未
達

妥
協
之
前
，
日
軍
已
經
大
肆
進
攻
中
國
。
中
國
軍
民
死
傷
估
計
高
達
一
萬
一
千
人
，
而
日
軍
僅
損
失
三
十
八
人
。
50

外
國
評
論
若
非
主
動
與
日
軍
建
立
關
係
，
大
多
也
都
冷
漠
以
對
。
一
名
濟
南
的
英
國
軍
事
觀
察
員
表
示
：
﹁
日
軍
的

表
現
令
人
敬
佩
。
﹂
是
的
，
他
們
的
行
為
﹁
非
常
殘
酷
﹂
，
但
他
繼
續
：
﹁
中
國
人
終
於
得
到
他
們
一
直
想
要
的
。
﹂

他
們
得
到
了
﹁
拳
民
起
義
以
來
最
有
效
的
教
訓
。
﹂
51

中
國
各
地
民
情
激
昂
，
但
是
國
民
政
府
軍
力
疲
乏
，
軍
隊
人
數
更
遠
遜
山
東
的
日
軍
，
也
不
敢
與
之
較
量
。

蔣
介
石
的
日
記
，
除
了
偶
爾
可
見
對
英
國
政
府
的
謾
罵
，
尚
有
發
誓
每
天
都
要
想
出
一
種
﹁
殺
了
日
本
人
的
方

法
﹂
。
52

中
國
在
公
開
場
合
屈
身
安
撫
攻
擊
他
們
的
日
本
，
國
際
上
則
廣
為
接
受
此
事
件
的
日
方
聲
明
版
本
。
儘
管

中
國
表
示
日
本
對
此
暴
力
事
件
應
該
負
責
，
許
多
通
商
口
岸
的
外
國
人
卻
不
以
為
然
，
甚
至
對
事
件
的
暴
行
也
不

以
為
然
。
日
軍
在
明
顯
占
有
優
勢
的
情
況
下
，
仍
於
衝
突
之
際
犯
下
野
蠻
行
徑
，
而
日
本
的
指
揮
官
未
經
日
本
政

府
指
示
便
擅
自
行
動
，
在
在
都
是
中
日
關
係
動
盪
搖
擺
與
難
以
預
料
的
徵
兆
。
日
本
居
留
中
國
的
問
題
不
斷
，
日

本
的
野
心
持
續
不
墜
。
雖
然
濟
南
事
件
一
年
之
後
達
成
雙
方
協
議
，
皆
承
認
責
任
，
日
本
也
同
意
撤
軍
山
東
，
但

是
暗
殺
張
作
霖
的
事
件
顯
示
日
本
在
中
國
國
土
的
自
治
勢
力
想
要
主
導
局
勢
。
日
本
的
外
交
官
和
政
治
人
物
亦
難

以
跟
進
。

此
外
，
另
有
許
多
攸
關
利
害
的
關
係
。
一
九
三
一
年
，
日
本
在
華
利
益
不
僅
廣
泛
，
而
且
快
速
增
長
。
中
國

從
來
不
是
英
國
海
外
大
宗
貿
易
的
對
象
，
但
是
一
九
三
一
年
，
日
本
五
分
之
一
的
穀
物
卻
從
中
國
進
口
，
而
中
國

四
分
之
一
的
進
出
口
貿
易
握
在
日
本
手
上
。
日
本
於
中
國
長
城
以
南
的
建
設
和
居
留
地
與
英
、
法
相
當
，
但
略
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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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國
：
上
海
公
共
租
界
的
日
本
居
民
約
兩
萬
人
，
也
是
最
大
的
外
僑
社
區
︵
除
了
滿
洲
，
上
海
公
共
租
界
占
日
本

在
華
人
口
三
分
之
一
︶
；
日
人
在
工
部
局
占
有
二
席
董
事
；
天
津
與
漢
口
都
有
日
本
的
租
界
；
沿
著
長
江
及
中
國
沿

岸
尚
有
航
運
路
線
。
然
而
，
這
一
區
日
本
人
的
職
業
與
社
會
組
成
截
然
不
同
，
多
半
是
小
販
和
小
店
店
員
。
在
上

海
則
有
澡
堂
員
工
、
一
千
名
事
務
員
、
一
千
六
百
名
工
廠
雇
員
︵
多
半
是
工
頭
︶
、
十
三
名
鐘
錶
師
傅
、
三
百
五
十

名
家
僕
。
53

他
們
的
心
態
類
似
移
居
至
此
且
自
稱
上
海
英
僑
的
英
國
人
，
但
他
們
的
人
數
比
例
更
高
。
他
們
受
到
日

本
在
中
國
的
機
構
嚴
格
指
導
，
也
比
較
激
進
，
加
入
許
多
超
民
族
主
義
組
織
︵
如
青
年
團
︶
的
地
方
分
部
後
，
也

較
暴
力
。
他
們
不
僅
僅
只
是
住
在
這
裡
的
店
員
。

如
同
英
國
和
法
國
，
日
本
也
有
租
借
的
土
地—

大
連
，
雖
然
是
一
九○

四
至○

五
年
日
俄
戰
爭
之
後
奪
取

的
。
這
可
不
是
沉
睡
的
威
海
衛
或
默
默
無
聞
的
廣
州
灣
。
大
連
經
過
全
面
建
設
為
大
型
港
口
，
英
國
記
者
稱
之
為

﹁
日
本
的
香
港
﹂
。
一
九
三○

年
，
大
連
人
口
達
到
四
十
萬
，
四
分
之
一
是
日
本
人
。
英
國
遊
客
歷
史
學
家
阿

諾
．
托
恩
比
︵A

rnold Toynbee

︶
：
﹁
如
同
置
身
英
國
或
德
國
的
大
城
鎮
郊
區
。
﹂
當
地
事
務
員
的
房
子
讓
他
想
起

南
部
倫
敦
，
但
雄
偉
的
公
共
建
築
就
連
﹁
美
國
的
鐵
路
大
亨
也
會
敬
佩
。
﹂
54

大
連
是
中
國
第
二
繁
榮
的
港
口
，
世

上
三
分
之
二
的
黃
豆
都
靠
著
南
滿
鐵
路
載
到
港
口
，
在
這
裡
轉
運
。
日
本
憑
藉
這
條
鐵
路
深
入
東
北
，
鐵
路
沿
線

長
達
一
千
一
百
二
十
公
里
，
凡
靠
近
鐵
路
的
城
鎮
都
受
到
日
本
控
制
，
每
座
城
鎮
都
是
日
本
的
軍
營
。
此
外
，
農

村
人
口
逐
漸
成
長
，
多
數
來
自
日
本
控
制
的
韓
國
，
他
們
已
是
日
本
的
子
民
，
也
被
帝
國
的
仲
介
鼓
勵
到
中
國
居

留
。
對
日
本
的
居
民
和
遊
客
來
說
，
滿
洲
是
熟
悉
自
在
的
地
方
。

鞋
匠
、
商
人
和
澡
堂
老
闆
等
也
表
示
日
僑
在
中
國
的
世
界
更
像
家
鄉
。
在
華
日
僑
和
日
本
當
地
之
間
，
也
因

交
通
的
快
速
讓
個
人
旅
行
便
宜
快
速
，
當
然
貨
物
也
是
。
來
自
日
本
市
場
的
漁
獲
可
以
快
速
運
到
日
本
在
上
海
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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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的
虹
口
地
區
。
55

這
使
在
華
日
僑
在
地
理
與
情
感
都
更
接
近
家
鄉
，
這
一
點
和
需
要
花
上
好
幾
週
才
能
回
到
母
國

的
歐
洲
人
或
北
美
人
非
常
不
同
。
距
離
接
近
是
危
險
的
誘
惑
。
再
者
，
一
九○

四
至○

五
年
，
日
本
對
俄
國
的
重

大
戰
爭
主
要
戰
場
就
在
滿
洲
。
托
恩
比
拜
訪
前
俄
國
占
領
的
租
借
地
亞
瑟
港
︵Port A

rthur

︶
，
見
到
紀
念
戰
爭
的

博
物
館
和
當
地
城
鎮
，
他
感
到
憂
慮
。
他
頗
有
先
見
之
明
地
認
為
：
﹁
這
裡
的
一
景
一
物
都
充
滿
整
個
日
本
的
情

感
，
最
後
可
能
會
是
解
決
滿
洲
問
題
所
遇
到
最
危
險
的
障
礙
。
﹂
。
56

日
人
對
於
那
場
戰
爭
的
喪
命
者
負
有
情
感
義

務
，
並
且
相
信
人
口
稀
少
、
未
受
開
發
、
歷
史
上
位
於
中
國
邊
陲
的
滿
洲
擁
有
極
大
資
源
，
兩
者
都
強
化
了
近
距

離
的
誘
惑
且
刺
激
掠
奪
這
片
土
地
的
欲
望
。
此
外
，
和
其
他
外
國
在
華
機
構
不
同
，
南
滿
鐵
路
設
有
軍
隊
。
57

滿
洲
的
問
題
不
只
有
日
本
。
雖
然
日
後
修
訂
一
八
六
五
年
所
簽
的
﹁
不
平
等
﹂
條
約
時
，
遙
遠
的
比
利
時
會

被
趕
出
天
津
的
租
界
︵
一
九
三
一
年
也
變
成
﹁
特
別
行
政
區
﹂
︶
，
但
隔
壁
的
俄
國
人
仍
然
握
有
東
北
的
獎

品—

中
東
鐵
路
。
中
東
鐵
路
在
一
九○

三
年
七
月
一
日
開
通
，
從
海
參
威
往
東
南
經
過
滿
洲
，
減
省
了
大
約
九

百
六
十
五
公
里
，
這
條
鐵
路
就
如
同
一
國
裡
的
另
一
小
國
。
哈
爾
濱
市
因
這
條
鐵
路
建
城
，
往
南
的
支
線
通
往
瀋

陽
。
中
東
鐵
路
有
自
己
的
旗
幟
、
教
育
系
統
與
軍
隊
，
也
有
自
己
的
內
河
船
舶
，
以
及
超
過
一
萬
六
千
名
雇
員
。

中
東
鐵
路
控
制
滿
洲
北
部
，
而
且
這
一
直
都
是
重
點
。
沙
皇
政
權
治
理
中
東
鐵
路
直
到
一
九
二
四
年
，
後
來
由
中

俄
共
同
管
理
，
但
實
際
上
是
俄
國
控
制
的
區
域
。
人
稱
﹁
少
帥
﹂
的
張
學
良
承
接
父
親
的
事
業
，
他
是
滿
洲
三
省

的
主
要
軍
閥
，
他
決
定
伸
張
中
國
對
於
中
東
鐵
路
的
主
權
，
準
確
來
說
是
他
自
身
的
主
權
。
一
九
二
八
年
十
二
月

的
接
下
來
數
月
，
他
發
動
了
一
連
串
挑
釁
，
包
括
逮
捕
並
拘
留
俄
國
大
使
。

三
年
前
，
蘇
聯
顧
問
在
共
產
第
三
國
際
指
示
下
幫
助
廣
州
組
兵
統
一
中
國
。
然
而
，
曾
經
作
為
革
命
國
際
主

義
的
推
手
，
共
產
第
三
國
際
一
直
是
蘇
聯
外
交
政
策
的
兵
工
廠
。
一
九
二
九
年
外
交
政
策
的
考
量
獲
勝
，
這
種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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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
引
起
了
外
灘
酒
吧
裡
的
硬
派
上
海
英
僑
注
意
；
十
一
月
，
前
廣
州
顧
問
布
留
赫
爾
元
帥
︵G

en
eral V

asily 

B
lyukher

︶
侵
略
滿
洲
。
張
作
霖
的
軍
隊
以
善
戰
聞
名
︵
他
們
其
實
更
擅
長
洗
劫
︶
，
但
無
法
抵
抗
可
以
長
驅
直

入
、
低
空
轟
炸
的
蘇
聯
軍
機
。
哥
薩
克
︵C

ossack

，
譯
注
：
東
俄
的
游
牧
民
族
︶
的
騎
兵
隊
也
很
威
猛
。
他
們
的

攻
擊
快
速
、
準
確
、
戰
無
不
勝
。
南
京
中
央
政
府
在
一
九
二
九
年
大
打
外
交
戰
，
為
張
學
良
的
行
動
壯
膽
並
答
應

提
供
軍
事
支
持
，
現
在
國
民
黨
卻
歇
手
。
蘇
聯
保
住
了
中
東
鐵
路
的
地
位
︵
譯
注
：
此
為
中
東
鐵
路
事
件
，
張
學

良
為
響
應
南
京
政
府
王
正
廷
的
外
交
進
展
，
認
為
蘇
聯
當
時
正
值
內
外
交
困
的
處
境
，
鎖
定
蘇
聯
控
制
的
中
東
鐵

路
，
談
判
未
果
後
與
蘇
聯
開
戰
，
結
果
蘇
聯
勝
利
︶
。
但
是
，
如
同
在
濟
南
，
國
民
政
府
建
立
的
國
家
受
到
外
強
攻

擊
時
，
國
際
間
再
度
未
展
現
任
何
同
情
。
58

滿
洲
省
存
在
兩
股
的
勢
力
，
各
自
與
其
他
外
強
密
不
可
分
，
這
兩
股
勢
力
便
是
中
國
的
大
眾
民
族
主
義
，
以

及
日
本
關
東
軍
。
民
族
主
義
有
兩
種
形
式
。
其
一
是
受
到
官
方
政
策
的
影
響
，
例
如
可
能
由
於
收
回
關
稅
自
主
權

而
面
臨
經
濟
衝
擊
，
開
始
驅
使
中
國
船
商
遠
離
南
滿
鐵
路
和
行
經
關
東
軍
租
借
領
土
的
貨
物
。
另
一
方
面
，
又
有

一
股
來
自
平
民
且
持
續
的
民
族
主
義
，
這
是
國
民
黨
在
一
九
二
九
至
三
一
年
公
開
命
令
與
外
交
手
段
想
要
穩
穩
搭

乘
的
力
道
，
中
國
的
街
道
、
報
紙
、
商
會
、
學
校
與
大
學
都
可
見
到
影
響
。
日
曆
到
處
標
註
著
﹁
國
恥
日
﹂
，
各
式

各
樣
的
事
件
都
將
那
一
年
塑
造
為
民
族
主
義
年
。
國
定
紀
念
日
外
，
民
族
主
義
在
其
他
方
面
也
自
行
開
枝
散
葉
。

每
逢
這
些
日
子
，
就
有
專
文
、
公
開
的
集
會
、
撼
動
人
心
的
演
說
、
歌
曲
、
口
號
與
海
報
。
此
景
隨
著
收
回
威
海

衛
與
鎮
江
更
為
沸
騰
。
這
種
氣
氛
也
回
過
頭
來
影
響
國
家
或
地
區
領
導
的
傾
向
，
決
定
付
出
行
動
收
復
中
國
主

權
，
例
如
一
九
二
八
至
二
九
年
張
學
良
於
中
東
鐵
路
的
作
為
。
沒
有
任
何
公
眾
人
物
禁
得
起
不
與
民
族
主
義
站
在

同
一
陣
線
。
但
比
這
些
更
重
要
的
是
發
展
、
凝
聚
日
常
的
國
家
認
同
，
國
家
社
會
的
想
像
便
在
這
個
過
程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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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工
具
就
是
上
海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的
教
育
書
籍
、
地
圖
、
地
理
課
本
，
以
及
通
達
的
交
通
網
絡
、
刊
載

﹁
全
國
民
眾
﹂
消
費
商
品
廣
告
的
報
紙
，
以
及
大
眾
文
化
。
59

一
個
中
國—

中
國
人
之
間
共
享
這
種
與
日
俱
增
的

感
受
，
跨
越
語
言
、
地
區
文
化
與
共
和
體
制
界
線
，
從
滿
洲
到
雲
南
，
回
過
頭
來
又
強
調
中
國
受
到
外
強
降
格
的

對
比
。
這
絕
非
公
正
或
成
熟
的
過
程
，
以
無
數
方
面
而
言
也
是
破
碎
的
，
卻
銳
不
可
擋
。

相
反
地
，
對
於
主
張
日
本
未
來
能
在
中
國
有
不
同
光
景
的
人
而
言
，
這
種
民
族
主
義
讓
他
們
更
憤
怒
。
資
淺

的
日
本
軍
官
無
論
看
待
衰
弱
的
日
本
政
府
、
腐
敗
的
民
主
社
會
或
軍
隊
長
官
，
內
心
盡
是
無
法
苟
同
。
一
九
三
一

年
，
懷
有
如
此
心
態
的
日
本
軍
官
便
共
謀
促
使
一
場
災
難
爆
發
：
他
們
是
關
東
軍
軍
官
石
原
莞
爾
與
板
垣
征
四

郎
。
這
一
年
的
各
種
事
件
促
使
他
們
發
動
攻
擊
。
五
月
四
日
︵
自
然
也
是
國
恥
日
，
如
同
巴
黎
和
會
背
叛
周
年
︶
，

這
天
國
民
政
府
頒
布
命
令
，
一
九
三
二
年
一
月
一
日
起
，
中
國
的
司
法
審
判
權
擴
大
到
所
有
享
有
治
外
法
權
的
外

僑
。
這
項
命
令
宣
布
的
日
子
正
值
國
民
大
會
前
夕
，
國
民
大
會
是
孫
逸
仙
計
畫
的
憲
政
發
展
過
程
之
一
。
這
項
命

令
雖
然
增
加
各
國
外
交
官
的
壓
力
，
但
仍
然
對
於
當
時
正
值
進
行
的
各
項
條
約
修
正
毫
無
幫
助
。
對
英
國
人
與
日

本
人
而
言
，
該
命
令
也
顯
示
在
中
國
的
統
治
下
，
外
僑
的
未
來
生
活
堪
慮
。
那
年
夏
天
，
英
國
人
為
托
爾
布
恩
失

蹤
死
亡
事
件
的
示
威
時
，
日
本
軍
官
又
策
動
超
過
五
百
起
事
件
，
直
指
中
國
﹁
未
能
﹂
保
護
日
本
國
人
。
但
傷
害

最
大
的
兩
起
，
分
別
是
七
月
內
蒙
古
日
本
情
報
局
官
員
中
村
震
太
郎
遇
害
；
另
一
起
幾
乎
在
同
一
時
間
發
生
，
地

點
靠
近
長
春
，
韓
國
僑
民
與
中
國
農
夫
互
相
衝
突
，
稱
為
萬
寶
山
事
件
。
這
起
事
件
引
發
韓
國
國
內
反
中
，
並
導

致
中
國
人
持
續
強
力
抵
制
日
貨
以
表
憤
慨
，
這
也
是
繼
五
卅
事
件
抵
制
英
貨
後
最
大
的
運
動
。
60

︵
譯
注
：
內
蒙
古

的
事
件
為
日
軍
參
謀
中
村
震
太
郎
等
人
前
往
中
國
大
興
安
嶺
東
側
進
行
調
查
繪
圖
，
進
入
禁
止
區
域
，
被
張
學
良

部
下
關
玉
衡
扣
留
，
隨
後
處
決
滅
跡
。
萬
寶
春
事
件
為
一
九
三
一
年
四
月
，
長
農
稻
田
公
司
未
經
政
府
批
准
於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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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
縣
騙
取
萬
寶
村
附
近
農
民
的
土
地
，
違
法
轉
租
給
朝
鮮
人
耕
種
水
稻
。
朝
鮮
人
開
掘
由
馬
家
哨
口
至
姜
家
窩
堡

長
達
二
十
公
里
的
水
渠
，
截
流
築
壩
。
工
程
損
害
了
當
地
農
民
熟
地
，
侵
害
農
戶
的
利
益
。
日
本
警
察
介
入
保
護

朝
鮮
人
，
因
而
發
生
衝
突
。
︶

外
國
人
與
中
國
人
之
間
，
所
有
摩
擦
、
僵
持
或
像
萬
寶
山
水
渠
的
爭
議
，
一
定
都
會
透
過
民
族
主
義
的
稜
鏡

看
待
。
對
於
石
原
莞
爾
與
板
垣
征
四
郎
等
人
而
言
，
每
起
偶
發
事
件
都
在
鋪
路
，
為
了
一
舉
貶
低
破
壞
日
本
在
中

國
的
事
業
。
而
且
該
事
業
對
日
本
的
未
來
茲
事
體
大
，
他
們
認
為
越
小
的
事
情
越
重
要
。
一
九
二
九
年
後
，
全
球

經
濟
開
始
蕭
條
，
日
本
經
濟
受
挫
，
加
深
他
們
的
擔
憂
。
61

此
外
，
張
學
良
不
似
其
父
親
會
與
日
人
合
作
，
加
上
他

欲
伸
手
控
制
滿
洲
，
許
多
原
本
支
持
其
父
親
、
已
半
脫
離
中
國
的
軍
隊
和
民
間
團
體
，
現
在
紛
紛
遠
離
。
張
學
良

名
義
上
與
南
京
政
府
結
盟
，
此
舉
更
令
當
地
勢
力
和
日
本
失
望
。
一
九
三○

年
十
月
，
國
民
政
府
討
伐
反
抗
的
閻

錫
山
，
由
於
張
學
良
的
軍
隊
加
入
，
閻
錫
山
徹
底
失
敗
，
更
顯
示
張
學
良
對
國
民
政
府
的
忠
誠
。
62

以
石
原
莞
爾
與

板
垣
征
四
郎
為
首
的
小
群
軍
官
計
謀
，
最
終
促
使
關
東
軍
展
開
大
動
作
的
暴
力
事
件
，
大
日
本
帝
國
陸
軍
與
日
本

政
府
為
了
日
本
的
現
在
與
未
來
，
此
刻
必
須
保
住
滿
洲
。

在
殖
民
地
前
線
﹁
現
場
﹂
的
人
欲
拓
展
帝
國
利
益
，
這
是
經
典
戲
碼
，
畢
竟
利
益
就
在
眼
前
。
行
動
偶
爾
會

失
敗
，
例
如
，
一
八
九
五
年
詹
森
︵L

eander Starr Jam
eson

︶
﹁
遠
征
﹂
川
斯
瓦
共
和
國
︵Transvaal R

epublic

︶

就
是
惡
名
昭
彰
的
例
子
。
先
刻
意
發
動
抗
爭
動
搖
既
有
秩
序
，
接
著
在
非
官
方
指
示
之
下
以
﹁
恢
復
秩
序
﹂
為
藉

口
，
意
圖
讓
川
斯
瓦
納
入
英
國
殖
民
的
掌
控
。
但
是
，
這
種
戲
碼
也
常
常
成
功
，
因
為
策
動
者
知
道
自
己
擁
有
廣

大
後
援
，
而
且
一
定
有
人
希
望
出
現
化
解
當
前
僵
局
的
決
定
性
行
動
。
無
論
如
何
，
巴
黎
、
倫
敦
，
甚
至
東
京
當

局
，
在
前
線
產
生
改
變
前
，
根
本
遠
水
救
不
了
近
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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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關
中
國
事
務
所
有
善
意
的
協
商
再
協
商
，
都
在
一
九
三
一
年
九
月
十
八
日
和
煦
的
天
氣
下
消
融
。
無
數
的

IP
R

會
議
、
獨
立
的
委
員
會
、
方
針
報
告
等
會
議
；
學
界
和
商
界
在
閒
適
氣
氛
交
換
觀
點
、
在
愉
悅
晚
宴
互
相
敬

酒
，
確
保
自
身
見
地
可
以
合
理
開
放
，
但
這
一
切
都
不
能
拯
救
中
國
，
不
能
阻
止
石
原
莞
爾
的
計
畫
以
及
引
爆
的

暴
力
。
一
顆
小
型
炸
彈
爆
炸
，
接
著
，
為
了
回
應
全
國
對
此
破
壞
行
動
的
震
驚
，
關
東
軍
攻
擊
張
學
良
的
軍
隊
駐

地
，
改
寫
南
滿
鐵
路
瀋
陽
︵
奉
天
︶
段
的
情
勢
。
關
東
軍
一
連
串
的
動
作
並
未
受
到
大
日
本
帝
國
陸
軍
或
東
京
政

府
熱
切
支
持
。
密
謀
者
對
日
本
官
員
的
憎
惡
大
到
派
兵
將
日
本
領
事
困
在
瀋
陽
，
此
舉
並
非
為
了
維
護
其
安
全
，

而
是
要
他
不
要
擋
路
。
63

關
東
軍
的
軍
隊
持
續
讓
即
興
的
計
畫
付
諸
實
現
，
他
們
回
應
中
國
的
攻
擊
，
透
過
游
擊
戰

術
，
並
拉
攏
怨
恨
張
學
良
的
反
叛
勢
力
，
在
南
滿
以
驚
人
的
速
度
擴
張
並
穩
坐
勝
利
。
遠
在
東
京
的
國
民
和
軍
人

試
圖
拉
住
關
東
軍
的
韁
繩
卻
毫
無
效
果
。
關
東
軍
無
視
、
閃
避
他
們
，
或
拿
眼
前
既
定
的
事
實
誘
惑
他
們
。
勝
利

的
鮮
甜
滋
味
吸
引
其
他
人
加
入
，
於
是
，
東
京
政
府
在
十
二
月
初
也
一
同
墮
落
，
鷹
派
獲
得
控
制
權
，
決
定
好
好

把
握
石
原
莞
爾
等
人
在
現
場
製
造
的
機
會
。

一
九
三
二
年
八
月
，
除
了
中
東
鐵
路
地
區
，
絕
大
部
分
的
滿
洲
已
經
順
服
。
張
學
良
將
軍
隊
撤
出
滿
洲
省
，

和
國
民
政
府
一
起
進
行
不
抵
抗
政
策
，
目
的
是
讓
其
他
壓
力
抑
制
侵
略
者
。
此
時
，
正
是
國
際
聯
盟
扮
演
決
定
性

角
色
的
時
刻
，
他
們
也
確
實
在
日
內
瓦
為
此
舉
行
會
議
，
商
量
解
決
方
案
，
並
希
望
以
威
爾
遜
的
精
神
提
出
國
際

仲
裁
，
協
調
公
平
且
長
治
的
方
法
。
十
二
月
十
日
調
查
委
員
會
成
立
，
國
際
聯
盟
指
派
英
國
第
二
代
李
頓
伯
爵
布

爾
沃—

李
頓
︵V

ictor B
ulw

er-Lytton

︶
為
主
席
。
委
員
會
成
員
親
赴
現
場
、
南
京
與
日
本
調
查
。
他
們
抵
達
滿
洲

時
，
滿
洲
已
經
成
立
獨
立
的
滿
洲
國
；
在
天
津
過
著
放
逐
公
子
生
活
的
清
朝
末
代
皇
帝
溥
儀
，
被
日
本
扶
植
成
為

滿
洲
國
之
首
。
沒
有
人
相
信
這
是
真
的
：
這
是
一
個
傀
儡
政
權
，
滿
洲
﹁
偽
﹂
政
權
。
64

一
九
三
二
年
三
月
十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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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
李
頓
和
調
查
委
員
抵
達
上
海
，
歡
迎
他
們
的
是
閘
北
郊
區
的
斷
垣
殘
壁
。
民
族
主
義
的
憤
恨
不
斷
升
溫
，
日

人
先
發
制
人
的
行
動
極
具
挑
釁
意
味
，
已
經
在
城
市
北
方
殘
酷
地
喧
騰
五
週
。
65

未
掩
埋
的
屍
體
散
發
惡
臭
，
上
海

的
夜
總
會
也
沒
有
多
好
聞—

酒
吧
和
抽
菸
室
飄
散
著
外
國
人
得
意
洋
洋
的
惡
臭
，
終
於
有
人
有
膽
子
給
中
國
人

一
點
教
訓
。
外
國
人
心
中
也
希
望
漢
口
、
九
江
和
南
京
一
樣
發
生
閘
北
的
報
復
。
外
國
人
登
上
上
海
高
樓
樓
頂
觀

賞
炸
彈
落
下
。

撰
寫
報
告
的
可
以
是
前
英
屬
孟
加
拉
總
督
、
前
印
度
總
督
的
兒
子
，
或
曾
擔
任
德
屬
東
非
總
督
、
法
國
殖
民

部
隊
總
監
以
及
征
服
菲
律
賓
的
職
業
美
國
軍
人
，
他
會
在
報
告
中
直
接
接
受
並
強
調
日
本
的
殖
民
觀
點
。
66

征
服
者

提
出
的
論
證
，
與
英
國
、
德
國
、
法
國
及
美
國
等
獲
取
新
殖
民
地
的
國
家
都
擁
有
相
似
的
劇
本
：
安
撫
動
盪
的
前

線
、
恢
復
秩
序
，
以
及
促
進
繁
榮
、
發
展
、
﹁
文
明
﹂
。
但
李
頓
等
人
的
遣
詞
造
句
較
為
婉
轉
，
一
九
三
二
年
十
月

的
報
告
結
論
直
接
指
出
重
點
。
他
們
不
相
信
滿
洲
獨
立
，
也
不
喜
歡
那
裡
壓
迫
的
氛
圍
。
他
們
譴
責
關
東
軍
攻
擊

滿
洲
省
。
他
們
謹
慎
地
表
示
依
據
國
際
認
可
的
條
約
，
日
本
的
利
益
應
該
受
到
認
可
與
尊
重
，
但
是
他
們
要
求
滿

洲
回
歸
中
國
，
以
自
治
的
形
式
，
而
且
受
到
中
國
實
質
控
制
。
日
本
在
日
內
瓦
的
代
表
要
求
給
予
時
間
考
慮
報
告

與
建
議
，
一
九
三
三
年
五
月
日
本
走
出
國
際
聯
盟
理
事
會
的
廳
堂
，
從
此
走
出
國
際
聯
盟
。
李
頓
報
告
只
是
暴
露

國
際
聯
盟
的
失
敗
。
滿
洲
國
持
續
發
展
，
除
了
名
稱
，
一
切
都
朝
著
日
本
殖
民
地
楷
模
的
目
標
邁
進
。
上
萬
日
本

人
很
快
便
在
政
策
鼓
勵
之
下
移
居
，
滿
洲
國
的
城
市
經
過
更
新
，
成
為
真
正
的
現
代
化
公
共
建
築
。
67

溥
儀
於
一
九

三
四
年
三
月
一
日
立
為
滿
洲
國
皇
帝
，
即
康
德
皇
帝
︵
但
他
感
慨
地
說
，
不
是
清
朝
的
皇
帝
︶
。
為
了
跟
上
現
代
的

腳
步
，
他
穿
著
滿
洲
國
軍
裝
，
高
階
將
領
向
他
磕
頭
，
承
認
他
的
新
地
位
。
南
方
的
廣
州
則
正
在
舉
行
﹁
野
獸
遊

行
﹂
以
示
抗
議
，
並
發
起
另
一
樁
抵
制
。
南
京
政
府
行
政
院
院
長
汪
精
衛
宣
布
，
皇
帝
即
位
是
場
﹁
滑
稽
的
喜



滾出中國　　164

劇
﹂
，
極
重
的
﹁
叛
國
罪
﹂
。
68

隨
著
康
德
皇
帝
溥
儀
即
位
，
﹁
遠
東
危
機
﹂
出
現
多
種
面
向
，
對
於
國
際
聯
盟
的
信

用
與
權
威
，
以
及
戰
後
國
際
秩
序
而
言
，
造
成
的
影
響
可
是
一
點
都
不
好
笑
。
他
們
形
同
跛
行
。

一
九
三
三
年
三
月
之
前
，
很
多
人
仍
覺
得
中
國
的
問
題
可
以
透
過
商
量
和
談
判
解
決
。
進
行
研
究
，
撰
寫
報

告
，
提
出
有
憑
有
證
、
深
具
說
服
力
的
建
議
。
中
國
的
問
題
一
直
都
是
國
際
問
題
，
不
只
是
中
國
的
問
題
，
也
不

只
是
滿
洲
的
問
題
。
新
品
種
的
全
球
問
題
解
決
專
家
興
起
，
他
們
信
奉
國
際
主
義
，
他
們
進
入
中
國
︵
也
得
到
超

過
辛
勞
應
得
的
報
酬
︶
。
他
們
在
中
國
、
在IPR

或
其
他
會
議
、
在
日
內
瓦
、
在
漆
咸
樓
遇
到
同
類
一
起
討
論
。
這

種
幻
覺
會
持
續
，
而
像
石
原
莞
爾
這
樣
的
人
才
會
形
成
實
質
改
變
，
而
且
他
們
的
方
式
無
須
協
商
。
國
民
政
府
藉

由
伸
張
中
國
主
權
得
到
實
質
成
果
，
儘
管
這
些
成
果
籠
罩
在
滿
洲
的
陰
影
底
下
。
雖
然
國
家
有
內
部
問
題—

幾

乎
每
年
都
有
重
大
叛
亂
，
共
產
黨
員
也
持
續
在
中
國
偏
南
地
區
起
義—

國
民
政
府
仍
然
成
功
拆
除
外
強
立
基
中

國
的
支
柱
。
外
國
控
制
的
租
界
清
單
大
為
縮
減
。
國
民
政
府
也
彷
彿
保
住
主
權
般
繼
續
運
作
，
即
使
從
許
多
模
棱

兩
可
的
例
子
可
見
外
國
仍
然
保
留
次
要
特
權
。
國
民
黨
繼
續
以
國
家
政
府
之
姿
治
理
國
家
，
推
動
並
執
行
新
法

律
，
而
這
些
法
律
並
沒
有
豁
免
外
國
公
司
或
個
人
，
無
論
於
教
育
或
公
共
衛
生
，
或
商
標
與
電
影
審
查
。
外
國
在

中
國
的
遊
戲
，
一
直
以
最
大
化
治
外
法
權
為
主
，
並
擴
張
治
外
法
權
的
部
署
，
讓
外
國
在
中
國
控
制
或
掌
管
的
任

何
地
區
得
到
豁
免
。
清
朝
與
早
期
共
和
體
制
的
官
員
致
力
抵
抗
，
但
幾
十
年
來
只
有
不
斷
出
現
越
來
越
多
先
例
，

而
先
例
似
乎
又
成
為
外
國
利
益
持
續
的
最
佳
理
由
。
治
外
法
權
接
二
連
三
地
廢
除
了
。
但
在
滿
洲
落
入
日
本
手
中

後
，
修
改
條
約
的
程
序
跟
著
停
擺
。
現
實
政
治
建
議
，
面
對
日
本
這
個
中
國
有
史
以
來
最
大
的
帝
國
主
義
威
脅
，

國
民
政
府
應
該
暫
緩
修
改
條
約
，
號
召
各
界
團
結
，
支
持
抗
日
。

實
質
的
外
國
利
益
不
願
中
國
改
革
或
積
極
擴
張
：
磚
頭
和
灰
泥
比
較
重
要
。
外
國
擁
有
的
基
礎
建
設
已
經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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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
幾
十
年
，
仍
有
外
人
想
在
中
國
投
資
。
最
具
象
徵
的
就
是
華
懋
飯
店
，
這
個
熱
門
地
點
於
一
九
二
九
年
在
上
海

南
京
路
與
外
灘
交
叉
口
開
幕
，
紀
念
印
度
富
商
沙
遜
爵
士
︵Sir V

ictor Sassoon

︶
光
臨
上
海
，
當
時
他
正
想
將
印

度
的
投
資
轉
向
上
海
房
地
產
。
這
樣
的
發
展
約
持
續
了
九
十
年
，
外
僑
定
居
也
是
，
某
些
家
庭
在
中
國
已
經
到
了

第
三
代
，
有
些
在
第
四
代
結
束
：
沙
遜
家
族
一
八
四○

年
代
起
就
開
始
在
中
國
經
商
。
除
了
最
狹
隘
的
短
視
移
居

者
，
他
們
投
資
算
計
的
是
以
國
家
利
益
為
本
，
有
時
更
攸
關
國
家
存
亡
。
即
使
膚
淺
，
外
國
拒
絕
向
中
國
民
族
主

義
投
降
是
完
全
理
性
的
。
但
是
如
何
回
應
中
國
，
還
有
一
個
更
廣
泛
的
基
本
問
題
，
這
個
問
題
是
無
形
的
，
帶
著

有
色
與
有
毒
的
態
度
：
一
九
三○

年
代
對
中
國
與
中
國
文
化
的
輕
視
，
如
此
的
輕
視
一
度
被
描
述
為
﹁
帶
刺
的
鐵

絲
網
，
織
成
外
國
在
中
國
的
帝
國
主
義
﹂
。
69

這
樣
的
觀
念
無
法
透
過
條
約
獲
得
修
正
，
卻
必
須
面
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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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也
是
一
種
宣
戰
，
以
獨
特
的
方
式
。
一
九
三
五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八
日
，
國
際
中
國
藝
術
展
於
倫
敦
柏
林
頓

府
開
幕
，
這
裡
也
是
皇
家
藝
術
學
院
。
中
國
藝
術
收
藏
從
未
同
時
展
出
如
此
包
羅
萬
象
、
豐
富
多
元
的
展
品
，
其

中
七
百
八
十
件
出
自
北
京
故
宮
博
物
院—

從
前
中
國
皇
帝
居
住
的
紫
禁
城
宮
殿
。
三
千○

八
十
件
展
品
來
自
兩

百
八
十
位
捐
助
者
；
四
個
月
內
吸
引
了
四
十
一
萬
七
百
六
十
八
人
參
觀
；
賣
出
十
萬
份
展
覽
目
錄
；
書
店
擺
滿
中

國
藝
術
叢
書
；
演
講
、
廣
播
與
媒
體
充
斥
中
國
不
為
人
知
的
光
芒
。
從
未
有
過
如
此
展
覽
，
得
以
扭
轉
中
國
以
及

中
國
文
明
與
文
化
的
認
知
。

首
先
映
入
參
觀
者
眼
簾
的
是
高
五
．
七
公
尺
、
一
千
三
百
年
前
的
彌
勒
佛
雕
像
，
由
一
塊
完
整
的
大
理
石
雕

刻
而
成
。
十
四
間
展
示
廳
擺
滿
藝
術
品
，
參
觀
者
能
一
覽
從
商
代
開
始
，
直
到
十
八
世
紀
的
中
國
三
千
年
歷
史
。

這
是
新
形
式
、
擁
有
新
色
彩
的
抗
爭
。
在
眾
多
展
品
中
，
最
驚
人
的
是
繪
畫
，
此
領
域
的
中
國
藝
術
鮮
少
為
外
人

所
知
，
外
國
觀
眾
也
大
多
無
法
理
解
。
除
了
為
數
稀
少
的
收
藏
圈
，
提
到
中
國
藝
術
想
到
的
不
外
乎
瓷
器
、
少
部

分
中
國
古
代
的
陶
藝
文
化
，
或
是
外
國
人
統
稱
為
﹁
骨
董
﹂
的
小
玩
意
兒
，
英
國
人
便
特
別
喜
歡
收
集
鼻
煙
壺
。

展
覽
會
場
層
出
不
窮
的
展
品
挑
戰
狹
隘
的
認
知
：
屏
風
、
書
法
、
雕
像
、
浮
雕
、
銅
器
、
玉
器
、
繪
畫
。

為
了
襯
托
藝
術
品
，
展
場
為
﹁
寒
酸
﹂
的
牆
壁
覆
上
帆
布
。
但
中
國
藝
術
品
相
較
於
﹁
機
器
製
造
﹂
與
粗
俗

的
文
藝
復
興
葉
片
壁
帶
，
仍
然
形
成
強
烈
對
比
。
某
些
中
國
人
可
能
認
為
主
題
太
過
繁
複
，
人
潮
妨
礙
了
細
細
欣

賞
藝
術
品
的
興
致
，
但
這
就
是
展
出
的
成
功
和
大
量
人
潮
造
成
的
問
題
，
公
開
展
示
中
國
富
有
也
令
人
尷
尬
。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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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人
和
評
論
家
建
議
，
應
以
藝
術
的
角
度
，
而
非
中
國
的
角
度
思
考
這
場
展
覽
。
有
人
評
論
：
﹁
如
果
你
敞
開
心
胸

走
向
這
些
壺
，
便
能
聽
到
它
們
說
著
希
臘
的
詩
歌
。
我
想
你
會
發
現
兩
者
一
樣
精
緻
，
引
人
讚
嘆
。
﹂
不
是
每
個
人

都
同
意
這
種
看
法
。
藝
術
評
論
家
克
里
夫
．
貝
爾
︵C

live B
ell

︶
問
道
：
﹁
中
國
的
林
布
蘭
在
哪
裡
？
﹂
怎
麼
在
一

五○
○

年
後
就
走
下
坡
了
。
另
一
位
作
家
則
問
，
難
道
真
有
任
何
人
在
這
些
雕
像
前
，
能
用
﹁
醜
陋
的
神
像
﹂
形

容
？
現
場
展
品
驚
豔
眾
人
，
﹁
西
方
的
軍
人
、
商
人
、
傳
教
士
早
該
把
文
明
帶
給
這
群
擁
有
如
此
傳
統
的
民
族
。
﹂

幾
乎
每
篇
關
於
柏
林
頓
府
展
覽
的
報
導
都
透
露
著
政
治
意
涵
。
1

這
場
展
覽
讓
眾
人
看
見
，
原
來
中
國
文
化
價
值
不
斐
，
自
成
一
格
，
以
特
有
的
方
式
貢
獻
世
界
文
化
。
因

此
，
中
國
文
化
必
須
保
存
。
﹁
難
怪
，
﹂
從
北
京
護
送
展
品
前
來
的
官
方
代
表
鄭
天
錫
︵F. T

. C
heng

︶
心
想
：

﹁
有
人
認
為
，
展
覽
加
速
了
日
本
隨
後
侵
略
中
國
。
﹂
為
什
麼
？
因
為
﹁
日
本
害
怕
展
覽
引
發
太
多
對
中
國
的
同

情
﹂
。
2

鄭
天
錫
是
留
學
倫
敦
的
律
師
，
後
來
擔
任
駐
英
大
使
，
他
的
玩
笑
帶
著
嚴
肅
的
意
圖
。
對
國
民
政
府
而

言
，
日
本
頻
頻
挑
釁
，
加
上
國
際
社
會
對
於
中
國
文
明
抱
持
懷
疑
，
對
於
中
國
困
境
看
似
漠
不
關
心
，
參
展
無
異

力
拚
國
家
存
亡
。

中
國
知
識
分
子
數
十
年
來
不
斷
憂
心
國
家
滅
絕—
亡
國
。
一
八
九
四
至
九
五
年
對
日
戰
敗
，
割
讓
臺
灣
，

一
八
九
七
年
德
國
侵
占
膠
洲
灣
，
令
人
不
知
所
措
的
﹁
瓜
分
租
界
﹂
時
代
就
此
開
始
，
﹁
亡
國
﹂
一
詞
因
此
首
見
於

一
八
九○

年
代
。
俄
國
欲
壑
難
填
、
法
國
與
英
國
獸
性
大
發
，
紛
紛
立
樁
標
示
﹁
勢
力
範
圍
﹂
，
迅
速
占
據
新
租

界
。
範
圍
不
大
但
位
置
關
鍵
的
領
土
似
乎
永
遠
與
中
國
分
離
。
若
從
歐
洲
列
強
制
訂
政
策
的
一
小
群
政
治
家
、
外

交
官
和
軍
官
的
觀
點
而
言
，
這
些
動
作
具
有
地
理
戰
略
意
義
。
對
中
國
的
觀
察
者
而
言
，
卻
如
同
世
界
末
日
，
擊

潰
了
對
於
清
朝
治
國
能
力
的
信
心
。
一
九○

○

年
，
拳
民
起
義
與
隨
後
的
戰
爭
穩
固
了
歐
洲
和
日
本
的
收
益
：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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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似
乎
正
將
西
藏
脫
離
清
朝
控
制
；
一
九○

四
至○

五
年
，
日
俄
為
爭
奪
滿
洲
，
在
滿
洲
發
動
戰
爭
；
一
九○

八

年
，
日
本
完
全
切
斷
韓
國
對
中
國
的
宗
主
權
。
3

清
朝
喪
失
部
分
國
土
，
但
直
到
一
九
一
一
年
依
舊
存
活
，
即
使
朝
廷
的
威
望
已
經
破
碎
，
絕
大
部
分
的
領
土

仍
然
完
整
。
新
建
共
和
體
制
的
成
就
即
是
在
多
國
占
領
的
滿
族
帝
國
下
，
建
立
國
家
，
入
主
中
國
歷
史
核
心
。
外

蒙
古
已
經
丟
了
，
蒙
古
共
和
國
也
已
成
立
，
至
少
中
華
民
國
現
在
獲
得
的
是
前
清
名
義
上
的
疆
域
。
一
九
一
一
至

二
一
年
，
革
命
人
士
和
復
辟
派
最
憂
心
的
是
，
若
不
迅
速
找
出
解
決
危
機
之
法
，
恐
怕
外
國
會
乘
機
瓜
分
。
雖
然

接
下
來
二
十
年
，
軍
閥
割
據
，
烽
火
連
天
，
缺
乏
有
效
治
國
的
政
權
，
而
且
新
疆
與
西
藏
的
自
治
運
動
活
躍
，
但

是
共
和
體
制
的
主
權
名
義
上
仍
然
完
整
：
疆
域
依
舊
不
變
。
4

滿
洲
國
的
成
立
改
變
了
一
切
。
滿
洲
國
看
似
自
此
永
遠
脫
離
中
國
，
快
速
廣
大
的
定
居
計
畫
似
乎
也
支
持
建

國
。
科
學
也
來
背
書
，
日
本
歷
史
與
考
古
學
者
又
碰
巧
公
正
地
提
出
了
新
研
究
結
果
，
表
示
滿
洲
從
來
就
不
屬
於

中
國
。
滿
洲
歷
史
上
屬
於
大
韓
帝
國
民
族
，
而
現
在
韓
國
已
納
入
日
本
帝
國
。
然
而
，
即
使
中
國
漢
人
大
批
定
居

東
北
是
相
對
近
代
的
歷
史
︵
禁
止
移
居
東
北
的
法
令
直
到
一
八
七
八
年
才
解
除
︶
，
但
漢
人
定
居
仍
是
事
實
。
滿
洲

人
是
中
國
人
，
如
同
中
國
其
他
民
族
。
李
頓
報
告
直
白
地
提
過
不
只
一
次
：
滿
洲
是
﹁
中
國
不
可
分
割
的
部
分
。
﹂
5

伴
隨
局
勢
發
展
的
通
常
還
包
含
來
自
外
國
的
雜
音
，
他
們
談
論
﹁
垂
危
的
國
家
﹂
，
以
及
誰
有
權
利
繼
承
這
些

國
家—

還
有
這
些
國
家
的
利
益
；
此
外
，
普
遍
的
文
化
觀
點
都
已
先
入
為
主
地
預
設
中
國
文
明
與
文
化
是
退
步

落
後
的
。
十
九
世
紀
末
，
這
種
觀
點
又
結
合
了
﹁
科
學
﹂
的
種
族
論
點
與
社
會
達
爾
文
主
義
的
思
維
。
中
國
滅
絕

似
乎
完
美
符
合
這
些
模
型
。
自
從
首
位
英
國
特
使
馬
甘
尼
︵Lord G

eorge M
acartney

︶
抵
達
中
國
，
一
七
九
四
年

一
月
他
便
做
出
結
論
：
清
朝
是
﹁
古
老
又
瘋
狂
的
一
流
巡
防
艦
﹂
，
某
天
很
可
能
﹁
變
成
漂
流
的
殘
骸
﹂
，
最
後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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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片
一
片
在
岸
上
擱
淺
﹂
，
堅
決
的
語
氣
盡
是
貶
抑
。
6

中
國
難
逃
墜
落
命
運
。

抨
擊
中
國
文
明
正
好
也
支
持
列
強
瓜
分
土
地
。
十
八
世
紀
，
外
人
對
於
中
國
與
中
國
文
化
絕
大
多
數
抱
持
無

疑
的
正
面
態
度
，
然
而
，
馬
甘
尼
使
節
團
所
著
的
書
籍
與
文
章
，
卻
迅
速
扭
轉
此
觀
念
。
十
八
世
紀
是
中
國
藝
術

風
格
的
全
盛
時
期
，
外
人
對
中
國
的
印
象
是
英
國
皇
家
植
物
園
︵K

ew
 G

ardens

︶
裡
的
寶
塔
，
以
及
中
國
是
理
性

開
明
的
專
制
政
府
。
7

然
而
，
隨
著
外
人
對
中
國
越
來
越
熟
識
，
加
上
第
一
手
的
中
國
報
導
出
版
，
以
及
外
人
與
中

國
商
業
往
來
頻
率
增
加
，
再
者
居
留
於
中
國
的
外
人
在
鴉
片
戰
爭
後
提
高
，
再
再
都
使
厭
惡
與
輕
視
同
時
滋
長
。

對
中
國
的
好
感
逐
漸
被
懷
疑
擠
開
，
而
純
粹
的
輕
視
又
再
度
取
代
懷
疑
。
中
國
破
舊
衰
老
。
一
八
七
三
至
七
四

年
，
約
翰
．
湯
姆
森
︵John T

hom
son

︶
出
版
劃
時
代
的
攝
影
集
，
定
義
視
覺
的
中
國
。
他
行
遍
首
都
、
通
商
口

岸
，
見
識
社
會
﹁
百
態
﹂
，
然
而
，
相
片
中
優
美
卻
殘
破
的
遺
跡
及
褪
色
的
宏
偉
景
觀
令
人
驚
訝
。
英
式
美
學
至
上

的
古
物
收
藏
家
加
上
歷
史
文
物
地
景
，
映
照
的
就
相
當
於
殖
民
。
落
後
正
是
征
服
統
治
的
正
當
理
由
。

鄙
夷
手
下
敗
將
能
讓
勝
利
的
外
強
得
到
不
少
好
處
，
但
是
，
中
國
的
問
題
並
不
是
僅
僅
只
是
外
國
的
文
化
優

越
感
就
能
說
明
。
馬
甘
尼
宣
判
清
朝
的
未
來
。
他
在
一
七
九
四
年
信
心
十
足
地
斷
言
時
，
可
能
根
本
沒
有
想
到
這

裡
正
是
戰
場
。
接
見
馬
甘
尼
使
節
團
的
清
朝
當
時
非
常
強
盛
。
但
是
，
一
八
三
九
至
四
二
年
，
正
值
工
業
化
的
英

國
帶
著
蒸
汽
驅
動
的
軍
艦
、
先
進
的
武
器
與
組
織
到
來
，
儘
管
清
朝
軍
隊
奮
戰
，
英
國
仍
然
大
敗
清
朝
。
依
照
當

代
的
看
法
，
這
是
現
代
世
界
戰
勝
古
代
世
界
。

中
國
是
古
老
的
，
充
其
量
是
靜
止
，
最
糟
的
是
落
在
進
步
與
現
代
的
世
界
之
後
。
這
種
形
象
普
遍
流
傳
。
一

九
一
一
年
，
美
國
社
會
學
協
會
會
長
描
述
中
國
是
﹁
歐
洲
中
世
紀
再
現
﹂
。
8

事
實
上
，
中
國
的
人
民
與
統
治
者
都

已
準
備
接
受
在
外
國
發
現
的
實
用
事
物
；
據
他
們
的
說
法
，
他
們
都
頗
為
﹁
現
代
﹂
。
每
一
件
外
國
事
物
和
觀
念
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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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人
試
著
瞭
解
。
湯
姆
森
的
照
片
捕
捉
到
了
正
在
轉
型
的
文
化
，
雖
然
眾
人
只
注
意
到
斷
垣
殘
壁
。
中
國
意
欲
以

自
己
的
步
調
和
方
式
做
出
改
變
，
在
外
國
觀
察
者
與
交
談
者
眼
中
看
到
的
卻
是
保
守
態
度
的
煙
幕
，
或
甚
至
是
仇

外
情
結
。
清
朝
官
員
警
告
外
國
外
交
官
和
顧
問
不
要
催
促
，
於
是
，
中
國
被
解
讀
為
充
滿
敵
意
，
敵
對
著
宛
如
在

門
口
紮
營
、
占
據
沿
岸
重
要
城
市
租
界
與
居
留
地
的
外
國
。
務
實
治
理
解
讀
成
頑
固
無
知
。

一
九○

○
年
之
後
，
清
朝
實
施
﹁
新
政
﹂
，
推
動
快
速
變
革
。
命
令
整
頓
中
國
的
政
府
組
織
與
教
育
系
統
，
廢

除
以
古
典
書
籍
為
內
容
的
科
舉
考
試
，
開
辦
﹁
西
式
﹂
學
堂
。
這
波
遲
來
的
改
革
引
發
大
眾
進
一
步
期
盼
，
然

而
，
希
望
落
空
。
再
加
上
﹁
瓜
分
租
界
﹂
時
期
的
失
敗
記
憶
猶
新
，
便
促
成
了
一
九
一
一
年
十
月
的
軍
事
起
義
，

清
朝
結
束
。
雖
然
繼
任
的
中
華
民
國
也
擁
抱
各
種
形
式
的
﹁
現
代
﹂
，
甚
至
連
一
九
一
八
年
戰
爭
勝
利
的
慶
典
也
規

定
穿
著
燕
尾
服
與
禮
帽
，
然
而
，
國
外
仍
然
沒
人
把
中
國
當
一
回
事
。
中
國
文
明
與
文
化
是
退
步
的—

這
種
信

念
由
於
中
國
在
共
和
體
制
時
期
不
斷
任
用
外
國
人
而
愈
加
強
化
。
中
國
並
未
被
視
為
現
代
國
家
，
反
而
普
遍
被
視

為
混
種
，
在
兩
邊
世
界
都
少
了
根
。
無
論
中
國
採
取
什
麼
形
式
，
抱
持
敵
意
的
外
國
觀
察
者
總
能
把
它
轉
化
成
失

敗
的
象
徵
。

海
外
學
者
對
此
類
觀
點
毫
不
質
疑
。
雖
然
中
國
身
為
西
歐
之
外
的
文
明
國
家
，
全
球
各
地
也
分
布
眾
多
華
人

社
區
，
但
學
術
界
卻
毫
無
中
國
地
位
，
大
學
院
校
各
種
領
域
的
學
科
完
全
不
見
中
國
。
在
歐
洲
或
北
美
極
少
數
學

院
任
職
且
與
中
國
相
關
者
，
通
常
都
是
退
休
的
傳
教
士
、
外
交
官
員
或
前
中
國
海
關
的
職
員
。
某
些
學
術
研
究
品

質
相
當
優
秀
，
但
絕
大
部
分
都
不
太
禁
得
起
時
間
的
考
驗
或
直
接
被
淘
汰
。
此
外
，
關
於
中
國
的
學
術
研
究
也
常

隸
屬
﹁
東
方
研
究
﹂
科
系
，
在
像
是
政
治
或
歷
史
的
主
流
學
門
裡
，
中
國
毫
無
地
位
。
9

二
十
世
紀
初
期
，
大
學
與

學
術
研
究
的
專
業
仍
然
正
值
推
展
，
即
使
如
此
，
也
有
人
察
覺
並
表
示
，
極
為
缺
乏
與
中
國
相
關
的
學
科
。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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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
研
究
中
國
且
真
正
持
有
教
職
的
學
者
，
卻
鮮
少
對
當
代
事
務
發
言
，
他
們
多
半
從
事
語
言
教
學
，
很
少
有
人

想
要
深
入
傳
教
、
商
業
或
外
交
領
域
。
研
究
中
國
是
為
了
實
際
應
用
，
不
是
智
識
探
討
，
研
究
中
國
無
法
獲
得
任

何
有
意
義
的
知
識
。

於
是
，
大
眾
吸
收
到
關
於
中
國
的
知
識
，
便
交
由
媒
體
與
自
稱
專
家
之
人
傳
達
。
一
九
二○

年
代
，
外
國
記

者
大
幅
報
導
國
民
政
府
北
伐
。
其
中
偶
爾
有
些
振
奮
且
正
面
的
新
聞
，
例
如
一
九
二
五
至
二
七
年
事
件
的
平
衡
報

導
，
或
亞
瑟
．
蘭
桑
姆
痛
批
上
海
租
界
反
對
改
革
的
外
僑
，
此
外
，
批
評
如
浪
潮
湧
進
媒
體
。
﹁
中
國
通
﹂
布
蘭
德

︵J. O
. P. B

land

︶
一
九
三
二
年
的
︽
中
國
：
可
惜
之
處
︾
︵C

hina: T
he P

ity of It

︶
就
在
批
評
中
國
人
﹁
性
格
﹂

的
缺
失
；
10

美
國
籍
的
上
海
記
者
羅
德
尼
．
吉
伯
特
︵R

odney G
ilbert

︶
在
一
九
二
六
年
出
版
︽
中
國
怎
麼
了
︾

︵W
hat’s W

rong w
ith C

hina

︶
，
也
許
你
也
發
現
了
，
書
名
並
沒
有
問
號
，
而
且
他
的
答
案
遍
山
遍
野
，
例
如
：

中
國
的
詩
是
多
愁
善
感
的
空
話
…
…
。
中
國
獨
尊
的
哲
學
龐
大
笨
重
，
基
本
立
論
幼
稚
無
知
。
中
國
的
歷
史

雜
亂
無
章
、
混
亂
、
表
達
拙
劣
、
充
滿
歧
視
，
而
且
儒
家
經
典
的
倫
理
若
非
天
真
的
陳
腔
濫
調
，
就
是
拿
傳
統
的

歧
見
隨
意
編
成
教
條
。

沒
人
提
過
吉
伯
特
根
本
沒
有
能
力
閱
讀
這
些
被
他
完
全
鄙
棄
的
經
典
，
而
他
更
提
到
，
這
類
文
體
的
邏
輯
特

性
讓
他
更
加
客
觀
。
11

這
些
偏
頗
和
不
實
的
例
子
俯
拾
皆
是
。
然
而
，
人
們
卻
認
真
看
待
這
些
觀
點
和
評
論
家
。

當
然
，
無
論
是
詩
、
哲
學
、
倫
理
與
歷
史
等
領
域
，
都
有
為
中
國
權
利
辯
護
、
詮
釋
與
倡
議
的
人
。
但
是
親

華
派
是
以
自
我
為
中
心
的
小
眾
。
許
多
人
讀
過
亞
瑟
．
瓦
利
︵A

rthur W
aley

︶
一
九
一
七
年
後
出
版
的
中
日
詩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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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
譯
。
瓦
利
曾
任
大
英
博
物
館
助
理
，
在
現
代
主
義
與
文
化
心
臟
位
置
的
倫
敦
，
他
可
是
響
噹
噹
的
人
物
。
但

是
，
吉
伯
特
和
布
蘭
德
的
讀
者
似
乎
才
是
與
中
國
關
係
更
為
直
接
的
人
：
他
們
的
讀
者
是
實
際
與
中
國
互
動
的

人
，
是
準
備
出
發
到
中
國
的
商
人
或
軍
人
。
中
國
的
讀
者
也
讀
他
們
的
著
作
，
發
現
自
己
的
文
化
遭
到
曲
解
，
受

到
西
方
主
流
出
版
商
與
廣
受
尊
敬
的
專
家
踐
踏
。
當
時
，
相
較
於
瓦
利
，
吉
伯
特
和
布
蘭
德
重
要
許
多
。

另
外
，
瓦
利
從
沒
到
過
中
國
，
而
布
蘭
德
擁
有
在
中
國
工
作
三
十
年
的
威
信
。
布
蘭
德
曾
是
︽
泰
晤
士
報
︾

駐
上
海
記
者
長
達
十
年
；
吉
伯
特
在
中
國
待
了
十
七
年
，
多
半
從
事
新
聞
工
作
。
任
何
到
過
中
國
的
人
都
可
以
寫

一
本
關
於
中
國
的
書
︵
而
且
許
多
人
真
的
就
這
樣
寫
了
︶
。
12

但
是
中
國
沿
岸
的
記
者
壟
斷
來
自
中
國
的
報
導
，
尤

其
是
主
導
公
共
言
論
、
報
導
中
國
與
其
困
境
的
記
者
。
13

提
到
中
國
就
會
想
到
瓦
利
的
文
章
，
但
是
通
商
口
岸
的
編

輯
，
例
如
伍
海
德
︵H

. G
. W

. W
oodhead

︶
、
筆
名
為
﹁
帕
南
．
威
爾
﹂
︵Putnam

 W
eale

︶
的
柏
群
．
萊
諾
克

斯—

辛
普
森
︵B

ertram
 Lenox-Sim

pson
︶
與
葛
林
︵O

. M
. G

reen

︶
，
他
們
如
同
布
蘭
德
與
吉
伯
特
，
都
是
出
版

商
和
雜
誌
編
輯
為
了
大
量
即
時
報
導
中
國
動
亂
而
尋
求
的
對
象
。
這
些
作
者
很
樂
意
撰
文
，
不
光
是
為
了
謀
生
，

還
因
為
他
們
是
社
運
人
士
或
遊
說
專
家
，
拿
著
中
國
的
病
灶
與
缺
陷
當
成
鐵
證
，
捍
衛
外
僑
在
中
國
的
特
權
。
帕

南
．
威
爾
一
九
二
七
年
在
上
海
工
部
局
擔
任
公
關
。
一
九
三○

年
葛
林
被
英
國
外
交
官
除
去
︽
字
林
西
報
︾
的
編

輯
職
務
後
，
在
倫
敦
受
聘
為
上
海
的
硬
派
人
士
遊
說
。
伍
海
德
是
一
九
三
一
年
中
國
沿
岸
英
人
社
區
反
對
修
約
與

托
爾
布
恩
事
件
的
主
要
煽
動
者
。
吉
伯
特
早
期
在
中
國
假
冒
藥
商
，
這
個
經
驗
可
能
也
滿
實
用
。
出
售
﹁
專
治
臉

色
蒼
白
的
威
廉
博
士
粉
紅
藥
丸
﹂
是
個
踏
板
，
讓
他
以
中
國
權
威
的
姿
態
兜
售
資
訊
贗
品
。

雖
然
，
中
國
的
形
象
遠
看
還
算
正
面
，
但
是
親
身
接
觸
可
能
會
失
望
或
傻
眼
。
英
國
陶
藝
家
李
奇
聞

︵B
ernard Leach

︶
一
九
一
四
至
一
六
年
在
北
京
的
經
驗
，
便
暗
示
了
中
國
不
久
後
會
遇
上
的
問
題
。
李
奇
聞
後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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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為
英
國
二
十
世
紀
非
常
重
要
的
陶
藝
家
，
當
時
他
從
日
本
搬
到
中
國
首
都
，
部
分
為
了
到
景
仰
的
陶
藝
文
化
核

心
朝
聖
。
在
此
同
時
，
李
奇
聞
和
普
魯
士
的
音
樂
家
暨
教
師
衛
西
琴
︵A

lfred W
estharp

︶
亦
糾
纏
不
清
，
衛
西
琴

希
望
結
合
﹁
西
方
﹂
與
﹁
東
方
﹂
︵
﹁
東
西
合
璧
﹂
是
種
周
而
復
始
的
時
尚
︶
。
但
是
，
這
段
困
難
的
人
際
關
係
主
導

了
李
奇
聞
在
中
國
數
個
月
的
生
活
，
更
成
為
離
開
的
主
因
，
不
過
，
他
遇
到
的
困
難
不
僅
如
此
。
一
九
一
一
年

後
，
在
中
國
旅
行
的
過
程
很
難
避
免
遇
到
動
亂
。
李
奇
聞
抵
達
時
正
逢
日
本
︽
二
十
一
條
︾
以
及
袁
世
凱
獨
裁
危

機
。
最
主
要
的
是
，
想
要
逃
離
外
國
勢
力
與
社
會
籠
罩
的
次
殖
民
世
界
與
社
會
實
在
很
難
，
即
使
北
京
也
是
如

此
。
再
者
，
雖
然
李
奇
聞
認
為
中
國
﹁
深
奧
﹂
而
日
本
﹁
膚
淺
﹂
，
中
國
的
人
民
生
活
﹁
辛
苦
﹂
但
﹁
自
然
﹂
，
而

且
﹁
相
較
我
們
偉
大
機
械
城
市
的
邪
惡
，
中
國
不
邪
惡
﹂
。
即
使
如
此
，
中
國
還
是
令
他
失
望
了
。
他
很
快
就
回
到

日
本
工
作
讀
書
，
往
後
全
部
作
品
都
歸
功
於
日
本
的
影
響
，
日
本
的
技
巧
和
風
格
，
以
及
與
之
共
事
的
陶
藝
家
；

來
自
中
國
更
長
久
的
傳
承
，
影
響
都
不
如
日
本
。
他
在
中
國
並
未
找
到
志
同
道
合
的
陶
藝
家
。
李
奇
聞
認
為
日
本

的
藝
術
氣
息
活
躍
，
中
國
不
是
。
14

十
九
世
紀
末
之
後
，
日
本
風
︵Japonism

e

︶
對
海
外
藝
術
家
與
藝
術
現
代
潮
流

的
影
響
遠
超
過
中
國
。
李
奇
聞
並
非
不
曉
得
中
國
藝
術
的
成
就
，
而
且
他
對
中
國
哲
學
一
直
相
當
熱
中
，
但
是
塑

造
他
的
是
日
本
，
即
使
當
時
他
知
道
相
較
之
下
日
本
並
不
如
中
國
。

其
他
回
應
中
國
問
題
的
方
式
比
起
李
奇
聞
更
為
直
接
，
也
較
不
痛
苦
。
簡
單
來
說
，
他
們
認
為
無
法
相
信
擁

有
如
此
過
往
的
現
代
中
國
，
因
此
乾
脆
把
東
西
打
包
，
直
接
帶
到
國
外
。
例
如
一
九○

七
年
原
籍
匈
牙
利
的
英
國

人
奧
萊
爾
．
斯
坦
因
︵A

urel Stein

︶
與
一
九○

八
年
法
國
人
伯
希
和
︵Paul Pelliot

︶
在
甘
肅
敦
煌
石
窟
發
現
大

批
文
物
，
並
將
文
物
帶
出
海
外
。
當
時
似
乎
沒
人
在
意
此
事
。
15

甚
至
有
人
告
訴
瑞
典
藝
術
史
家
喜
仁
龍
︵O

svald 

Sirén

︶
，
這
麼
做
很
簡
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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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
要
尋
找
看
起
來
有
潛
力
的
地
點
後
，
你
的
翻
譯
就
可
以
幫
你
買
下
那
塊
地
。
地
是
你
的
，
你
想
做
什
麼
都

可
以
。
而
且
如
果
你
想
挖
地
，
我
也
想
不
到
任
何
權
力
可
以
阻
止
你
。

那
人
還
說
，
如
果
官
方
來
找
麻
煩
，
就
分
他
一
半
找
到
的
東
西
。
16

喜
仁
龍
沒
有
找
到
可
能
的
地
點
，
但
他
透

過
仲
介
尋
找
賣
家
已
經
足
夠
，
隨
後
買
了
許
多
重
要
文
物
並
帶
出
海
外
。
到
了
一
九
二○

年
中
期
，
中
國
的
態
度

轉
為
強
硬
，
開
始
質
疑
並
阻
止
這
種
探
勘
。
但
是
，
當
時
認
定
為
﹁
國
家
寶
藏
﹂
的
大
批
文
物
已
經
消
失
。
許
多

故
意
作
對
並
為
此
舉
辯
護
的
人
會
說
，
文
物
在
國
外
反
而
會
得
到
重
視
並
好
好
保
護
，
而
且
外
國
學
者
擁
有
設

備
、
受
過
訓
練
，
是
欣
賞
與
保
存
的
最
佳
人
選
。
現
代
的
中
國
令
過
去
的
中
國
失
望
了
，
斯
坦
因
和
伯
希
和
可
以

從
未
來
的
手
中
拯
救
中
國
。

然
而
，
問
題
還
有
更
深
的
一
面
。
外
國
讀
者
理
所
當
然
地
認
為
中
國
的
文
化
老
舊
，
中
國
人
當
然
因
此
也
有

缺
陷
。
告
訴
外
國
讀
者
這
種
觀
念
的
材
料
層
出
不
窮
。
想
要
更
瞭
解
中
國
或
準
備
前
往
中
國
的
人
，
有
各
式
各
樣

的
權
威
文
章
可
以
閱
讀
。
眾
人
推
薦
的
中
國
專
家
包
括
明
恩
溥
︵A

rthur H
enderson Sm

ith

，
譯
注
：
一
八
四

五—

一
九
三
二
年
，
美
國
公
理
會
來
華
傳
教
士
，
一
八
七
二
年
受
美
國
公
理
會
派
遣
來
華
︶
，
他
的
散
文
集
︽
中
國

人
的
性
格
︾
︵C
hinese C

haracteristics

︶
在
一
八
八○
年
代
後
期
出
版
，
其
中
包
括
︿
漠
視
時
間
﹀
、
︿
漠
視
精

確
﹀
、
︿
思
緒
含
混
﹀
與
︿
能
忍
且
韌
﹀
等
文
章
。
這
本
關
於
中
國
的
偽
社
會
學
著
作
，
反
映
的
顯
然
是
傳
教
士
在

華
北
農
村
生
活
遇
到
的
諸
多
挫
折
，
即
使
如
此
，
到
了
一
九
二○

年
代
，
該
書
仍
名
列
閱
讀
清
單
。
17

即
使
後
來
有

興
趣
的
讀
者
必
須
主
動
尋
找
才
能
取
得
這
類
指
南
，
但
傷
害
已
經
造
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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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
植
大
眾
文
化
的
﹁
中
國
﹂
形
象
與
種
族
歧
視
諷
刺
漫
畫
，
使
得
英
語
人
士
等
外
人
對
於
中
國
與
中
國
人
一

致
抱
持
負
面
觀
感
。
華
人
移
民
在
北
美
與
澳
洲
造
成
壓
力
，
當
地
的
勞
工
騷
動
與
排
外
政
策
又
火
上
加
油
，
再
次

固
著
了
海
外
華
人
的
負
面
中
國
形
象
。
如
同
布
瑞
特
．
哈
特
︵B
ret H

arte

，
譯
注
：
一
八
三
六—

一
九○

二
年
，

美
國
作
家
，
著
作
短
篇
小
說
與
詩
，
以
描
寫
加
州
淘
金
潮
著
名
︶
詩
作
裡
就
有
這
句
：
﹁
異
教
的
中
國
佬
很
怪
﹂
。
18

在
這
裡
，
中
國
惡
棍
會
在
深
夜
遊
走
倫
敦
，
美
國
中
國
城
會
有
﹁
堂
口
﹂
︵
幫
派
︶
逞
兇
打
鬥
，
鴉
片
和
古
柯
鹼
毒

販
會
誘
惑
並
玷
汙
年
輕
的
白
人
女
性
。
湯
瑪
斯
．
柏
克
︵T

hom
as B

urke

，
譯
注
：
一
八
八
六—

一
九
四
五
年
，

英
國
作
家
，
短
篇
小
說
與
報
導
常
以
倫
敦
工
人
階
級
為
題
︶
小
說
集
︽
萊
姆
豪
斯
的
夜
晚
︾
︵Lim

ehouse N
ights

︶

的
︿
中
國
人
和
孩
子
﹀
︵T

he C
hink and the C

hild

︶
裡
，
對
任
何
﹁
白
皙
的
倫
敦
東
區
孩
子
﹂
而
言
，
如
書
中

的
路
西
亞
︵Lucia

︶
，
所
有
中
國
男
人
都
很
危
險
，
中
國
詩
人
也
不
例
外
。
格
里
菲
斯
︵D

.W
. G

riffith

，
譯
注
：

一
八
七
五—

一
九
八
四
年
，
美
國
導
演
，
代
表
作
是
白
人
優
越
主
義
的
爭
議
電
影
︽
一
個
國
家
的
誕
生
︾
︹T

he 

B
irth of a N

ation

〕
︶
將
這
個
故
事
改
編
成
無
人
不
知
的
電
影
︽
殘
花
淚
︾
︵B

roken B
lossom

s

，
一
九
一
九
年
︶
，

散
播
︵
並
強
化
︶
當
時
普
遍
的
種
族
威
脅
思
想
。
這
種
思
想
攪
亂
文
獻
，
也
攪
亂
小
說
、
電
影
和
媒
體
。
19

此
外
，

英
國
作
家
亞
瑟
．
沃
德
︵A

rthur Sarsfield W
ard

︶
以
﹁
薩
克
斯
．
羅
默
﹂
︵Sax R

ohm
er

︶
為
筆
名
，
寫
了
許
多

故
事
，
其
中
某
則
故
事
關
於
一
名
邪
惡
的
醫
生
﹁
傅
滿
洲
﹂
︵Fu M

an-chu

︶
，
他
還
有
﹁
黃
禍
化
身
﹂
的
別
名
。

一
九
一
二
年
，
此
系
列
的
故
事
在
全
球
到
處
流
通
。
故
事
裡
的
傅
滿
洲
是
仇
外
的
中
國
罪
犯
天
才
，
他
的
父
母
在

拳
民
事
件
被
洋
人
殺
害
，
他
的
犯
罪
動
機
就
是
報
仇
。
傅
滿
洲
的
形
象
在
各
種
大
眾
媒
體
放
送
，
舉
凡
電
影
、
舞

臺
劇
與
廣
播
；
模
仿
他
的
人
很
多
，
這
本
書
也
翻
譯
成
多
國
語
言
。
在
西
方
文
化
裡
，
彷
彿
傅
滿
洲
真
有
其
人
。

不
僅
只
是
青
少
年
小
說
劇
情
。
在
常
見
的
媒
體
炒
作
中
，
類
似
的
人
物
、
關
鍵
字
和
比
喻
就
是
毒
品
走
私
或



滾出中國　　178

人
口
販
子
。
20

中
國
人
的
形
象
幾
乎
不
脫
羅
默
的
觀
點
，
但
是
這
位
倫
敦
南
區
人
並
沒
有
直
接
接
觸
中
國
人
的
經

驗
。
歐
洲
與
英
美
的
流
行
文
化
充
滿
中
國
惡
棍
等
類
似
種
族
歧
視
的
描
繪
。
雖
然
尚
有
其
他
深
入
挖
掘
中
國
文
化

的
大
眾
小
說
，
部
分
小
說
內
容
奇
思
幻
想
、
無
傷
大
雅
，
例
如
歐
內
司
特
．
布
拉
馬
︵E

rnest B
ram

ah

︶
的
凱
龍

︵K
ai Lung

，
譯
注
：
此
故
事
系
列
於
一
九○

○

至
四○

年
間
共
出
版
六
本
，
描
述
性
格
單
純
的
說
書
人
凱
龍
在
遊

歷
中
國
期
間
遭
遇
土
匪
與
莽
夫
等
趣
事
︶
和
垂
柳
圖
案
的
格
言
，
搞
笑
卻
大
受
歡
迎
，
但
內
容
大
多
相
當
負
面
，

能
當
成
羅
默
與
追
隨
者
著
作
的
續
集
。
其
他
藝
術
形
態
的
表
演
則
是
將
中
國
展
現
為
奇
景
，
標
榜
中
國
非
常
希

罕
，
例
如
毛
姆
一
九
二
二
年
知
名
的
劇
作
︽
蘇
伊
士
運
河
以
東
︾
︵E

ast of Suez

︶
，
開
場
就
是
一
幕
無
聲
的
場

景
，
呈
現
擁
擠
的
北
京
街
頭
，
動
用
了
六
十
名
中
國
臨
時
演
員
。
21

或
是
把
中
國
元
素
當
成
顛
三
倒
四
的
喜
劇
靈

感
，
例
如
一
九
一
六
年
奧
斯
卡
．
阿
什
︵O
scar A

sche

︶
的
音
樂
劇
︽
朱
清
周
︾
︵C

hu C
hin C

how

︶
，
改
編
自

︽
阿
里
巴
巴
和
四
十
大
盜
︾
，
片
中
著
名
的
臺
詞
﹁
中
國
來
的
，
中
國
上
海
來
的
﹂
。
這
齣
劇
作
就
像
是
一
位
中
國
專

家
告
訴
讀
者
中
國
人
另
一
種
性
格
就
是
﹁
顛
三
倒
四
﹂
。
22

﹁
中
國
﹂
魔
術
師
在
雜
耍
團
表
演—

有
些
真
的
來
自

中
國
，
有
些
則
是
﹁
黃
臉
﹂
的
高
加
索
人
。
中
國
的
特
技
演
員
、
侏
儒
、
巨
人
、
模
仿
表
演
者
和
裹
小
腳
的
女
人

全
都
登
場
。
23

後
見
之
明
可
能
會
將
以
上
劇
碼
視
為
笑
柄
，
當
代
高
修
養
的
人
一
定
會
嘲
笑
這
些
表
演
，
但
是
，
見

到
這
些
諷
刺
形
象
的
中
國
讀
者
和
觀
眾
笑
不
出
來
，
而
且
英
美
文
學
對
這
種
形
象
緊
抓
不
放
，
不
想
見
到
都
難
。

中
國
人
該
如
何
回
應
？
中
國
人
自
己
也
會
批
評
中
國
的
文
化
、
社
會
，
甚
至
是
中
國
人
的
﹁
性
格
﹂
，
畢
竟
，

這
是
一
九
一
五
年
後
新
文
化
運
動
的
主
要
動
機
，
接
著
，
一
九
一
九
年
的
五
四
運
動
變
得
洶
湧
澎
湃
且
延
續
不

斷
。
但
那
是
中
國
的
事
情
。
就
讓
魯
迅
和
李
大
釗
帶
著
同
胞
進
行
；
明
恩
溥
和
吉
伯
特
又
有
什
麼
資
格
呢
？
因

此
，
中
國
知
識
分
子
與
國
民
政
府
高
層
將
收
復
權
利
與
救
贖
國
家
的
艱
難
任
務
帶
進
文
化
領
域
，
拚
命
的
程
度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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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
廢
除
治
外
法
權
、
要
求
關
稅
自
主
與
修
改
條
約
。
他
們
的
努
力
成
果
更
快
顯
現
，
也
更
為
成
功
。

他
們
的
文
化
行
動
轟
動
一
時
。
兩
次
世
界
大
戰
之
間
，
國
際
組
織
與
文
化
外
交
宛
如
百
花
盛
開
。
24

國
際
聯
盟

的
中
國
代
表
積
極
支
持
一
九
二
二
年
成
立
國
際
智
力
合
作
委
員
會
︵International C

om
m

ittee on Intellectual 

C
o-operation

︶
。
他
們
表
示
，
畢
竟
﹁
歐
洲
尚
未
發
展
出
文
明
之
時
，
中
國
已
是
智
識
國
家
。
﹂
25

這
一
點
的
確
無

庸
置
疑
，
雖
然
中
國
古
代
歷
史
上
毫
無
先
例
，
而
且
就
連
在
這
個
聯
合
國
科
教
文
組
織
的
前
身
，
中
國
要
求
的
代

表
席
次
也
遭
到
拒
絕
。
在
國
際
聯
盟
，
中
國
的
焦
點
不
離
爭
取
全
球
的
政
治
地
位
。
中
國
官
員
想
要
獲
得
的
不
僅

是
國
際
認
同
，
他
們
也
認
為
必
須
展
現
不
同
的
文
化
才
能
獲
取
適
當
的
地
位
。
一
九
三
三
年
滿
洲
淪
陷
與
上
海
戰

爭
︵
譯
注
：
一
九
三
二
年
一
二
八
事
變
的
日
軍
空
襲
︶
之
後
，
中
國
才
在
國
際
合
作
委
員
會
建
立
自
己
的
國
家
委

員
會
。
委
員
會
與
國
際
聯
盟
的
合
作
主
要
是
技
術
層
面
，
但
在
太
平
洋
關
係
研
究
所
，
中
國
能
採
取
較
早
且
較
全

面
的
策
略
來
表
達
文
化
。

IPR

第
四
次
大
會
預
計
於
一
九
三
一
年
九
月
在
杭
州
舉
行
。
兩
年
前
的
京
都
大
會
廣
泛
地
討
論
﹁
機
器
時
代
與

傳
統
文
化
﹂
，
但
會
議
的
重
點
仍
在
政
治
問
題
，
特
別
是
治
外
法
權
與
租
界
，
還
有
滿
洲
。
中
國
代
表
對
於
文
化
議

題
完
全
沒
有
投
稿
，
不
像
與
會
的
日
本
希
望
讓
這
座
古
老
的
首
都
彰
顯
自
身
的
文
化
。
中
國
的IR

P

祕
書
處
可
能
感

到
矮
人
一
截
，
於
是
決
心
要
在
杭
州
鉅
細
靡
遺
地
呈
現
中
國
文
化
，
畢
竟
杭
州
本
身
也
是
傳
承
中
國
文
化
的
代

表
。
首
先
，
他
們
必
須
準
備
許
多
報
告
，
在
會
議
之
前
先
出
版
；
而
且
是
英
文
版
，
報
告
前
言
提
到
：
﹁
提
供
讀
者

確
鑿
的
事
實
和
實
際
成
就
，
呈
現
最
佳
的
中
國
。
﹂
26

中
央
研
究
院
︵
中
國
新
成
立
的
國
家
層
級
學
術
研
究
機
構
︶

院
長
胡
適
與
蔡
元
培
，
以
及
科
學
家
丁
文
江
︵V. K

. T
ing

︶
是
最
主
要
的
撰
稿
人
。

丁
文
江
的
文
章
表
達
這
群
具
影
響
力
的
知
識
分
子
之
擔
憂
。
他
主
張
，
中
國
歷
史
根
基
是
神
話
，
是
﹁
不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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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
的
說
法
。
老
一
輩
的
中
國
學
者
如
此
傳
授
，
而
歐
洲
的
外
交
官
與
傳
教
士
利
用
此
說
法
合
理
自
身
行
為
與
文

化
優
越
的
立
場
。
他
諷
刺
地
說
：
﹁
難
怪
，
現
代
的
漢
學
家
比
較
細
膩
，
但
老
派
思
想
不
易
改
掉
。
﹂
而
且
﹁
歷
史

的
真
相
就
是
真
相
。
﹂
然
而
，
科
學
研
究
的
結
論
並
非
如
此
。
他
主
張
中
國
的
敏
捷
與
適
應
能
力
始
終
如
一
，
快
速

學
習
西
方
影
響
，
而
且
﹁
指
控
中
國
不
合
理
的
保
守
主
義
與
退
步
︙
︙
，
根
本
毫
無
根
據
。
﹂
他
針
對
的
是
﹁
無
知

的
傳
教
士
與
商
人
﹂
，
但
也
包
括
因
為
國
家
的
政
治
危
機
便
對
自
己
文
化
失
望
的
中
國
人
。
同
陣
營
的
撰
稿
人
強
調

丁
文
江
所
謂
的
中
國
文
明
，
並
進
一
步
補
充
，
即
使
轉
變
之
中
，
仍
然
是
文
化
。
一
九
三
一
年
的IPR

會
議
證
明
其

變
動
不
斷
，
隨
著
那
年
秋
天
的
滿
洲
事
件
，
主
辦
單
位
將
會
議
移
至
上
海
公
共
租
界
。
與
會
者
在
上
海
的
討
論
地

點
改
在
湧
泉
路
的
萬
國
體
育
會
，
就
在
尷
尬
的
租
界
界
線
之
內
。
27

類
似
的
諷
刺
持
續
到
一
九
三○

年
代
，
殖
民
者

外
強
提
供
中
國
對
抗
帝
國
主
義
的
安
全
園
地
。

IPR

的
報
告
欲
將
科
學
成
就
及
基
礎
置
入
中
國
文
化
，
向
世
界
呈
現
﹁
確
鑿
﹂
的
事
實
。
這
份
報
告
不
僅
論
證

中
國
文
明
的
獨
特
性
、
真
實
性
與
價
值
，
中
國
文
明
同
時
積
極
貢
獻
普
世
文
化
，
為
花
團
錦
簇
的
人
類
發
展
增

色
。
中
國
是
世
界
的
一
部
分
，
攻
擊
中
國—
暗
指
日
本—

就
是
攻
擊
世
界
。
但
是
，
日
本
依
然
持
續
進
犯
。

上
海
戰
爭
期
間
，
商
務
印
書
館
的
東
方
圖
書
館
完
全
炸
毀
。
這
棟
大
樓
是
全
中
國
學
校
教
科
書
的
來
源
。
蔡
元
培

在
致
愛
因
斯
坦
及
世
界
其
他
知
識
分
子
時
，
要
求
他
們
譴
責
如
此
﹁
大
舉
摧
毀
中
國
教
育
文
化
﹂
的
行
為
。
李
頓

到
中
國
考
察
時
，
圖
書
館
員
向
他
請
願
：
﹁
這
不
僅
是
我
國
的
損
失
，
更
是
全
世
界
的
損
失
。
﹂
28

李
頓
的
報
告
將

一
九
三
二
年
秋
天
持
續
的
衝
突
簡
稱
為
﹁
變
相
的
戰
爭
﹂
。
29

文
化
就
是
前
線
。

倫
敦
雖
不
像
是
中
國
對
日
抗
戰
、
力
求
主
權
與
尊
重
的
戰
場
。
但
是
將
這
個
主
張
帶
到
改
變
世
界
秩
序
列
強

的
首
都
也
很
重
要
，
而
且
這
樣
的
秩
序
正
是
國
民
政
府
極
力
改
變
的
。
國
民
政
府
擁
有
真
誠
的
盟
友
，
雖
然
這
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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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
友
看
起
來
有
點
奇
怪
又
有
點
不
真
實
。
一
九
三
五
年
十
一
月
國
際
中
國
藝
術
展
的
構
想
來
自
一
群
為
數
不
多
的

英
國
陶
瓷
收
藏
家
，
而
過
去
二
十
年
來
的
收
藏
也
反
應
了
中
國
的
重
大
變
化
。
收
藏
家
主
要
包
括
大
維
德
爵
士

︵Sir Percival D
avid

︶
，
他
的
家
族
事
業
涉
及
中
印
鴉
片
貿
易
，
直
到
一
九
一
七
年
禁
煙
為
止
；
富
有
的
商
人
喬

治
．
尤
摩
弗
帕
勒
斯
︵G

eorge E
um

orfopoulos

︶
；
剛
從
大
英
博
物
館
版
畫
與
繪
圖
管
理
員
職
務
退
休
，
也
是
中

國
藝
術
學
者
與
詩
人
的
羅
倫
斯
．
賓
揚
︵Laurence B

inyon

︶
；
還
有
博
物
館
東
方
古
物
部
門
管
理
員
羅
伯
特
．
霍

布
森
︵R

obert Lockhart H
obson

︶
。
30

藝
術
為
什
麼
重
要
？
答
案
之
一
便
是
，
藝
術
與
外
國
在
中
國
的
粗
暴
歷
史
緊
密
交
織
。
清
朝
傾
覆
與
動
盪
的

共
和
體
制
為
中
國
藝
術
的
海
外
市
場
擴
張
，
創
造
了
絕
佳
的
條
件
。
收
藏
起
初
多
半
來
自
十
八
世
紀
大
幅
成
長
的

出
口
貿
易
，
並
為
中
國
商
品
塑
造
強
勢
的
市
場
，
尤
其
是
陶
瓷
。
主
要
因
為
這
是
中
國
專
為
出
口
製
造
的
物
品
，

並
迎
合
歐
洲
人
的
喜
好
。
然
而
，
戰
爭
改
變
了
一
切
。
十
九
世
紀
的
衝
突
使
得
勝
利
軍
與
追
隨
的
陣
營
大
肆
掠

奪
。
一
八
六○

年
，
清
朝
位
於
首
都
西
北
的
夏
宮
圓
明
園
遭
到
洗
劫
；
一
九○

○

年
，
拳
民
起
義
席
捲
首
都
，
各

式
品
項
輸
出
至
外
國
的
博
物
館
、
拍
賣
公
司
與
收
藏
家
，
進
一
步
刺
激
了
需
求
。
滿
洲
淪
陷
流
出
更
多
私
人
藝
術

品
，
有
些
來
自
舊
政
權
官
員
的
收
藏
，
有
些
甚
至
出
自
皇
宮
。
溥
儀
和
他
弟
弟
拿
了
也
賣
了
很
多
藝
術
品
。
一
九

三
五
年
之
前
，
沒
有
任
何
有
效
的
出
口
管
制
或
古
物
規
定
，
這
也
表
示
許
多
文
物
來
自
新
的
或
不
為
人
知
的
發
掘

地
點
。
掠
奪
並
未
真
正
停
歇
。
透
過
在
中
國
的
仲
介
，
例
如
英
籍
的
卜
士
禮
︵Stephen B

ushell

，
譯
注
：
一
八
四

四—

一
九○

八
年
，
英
國
醫
生
，
一
八
六
八
年
前
往
北
京
擔
任
英
國
駐
華
使
館
醫
師
，
在
中
國
居
住
長
達
三
十
二

年
，
精
通
中
國
藝
術
、
文
字
與
錢
幣
︶
或
福
開
森
︵John C

. Ferguson
，
譯
注
：
一
八
六
六—

一
九
四
五
年
，
美

國
教
育
家
，
一
八
八
七
年
來
到
南
京
，
先
後
於
南
京
與
上
海
經
營
多
所
大
學
，
促
進
中
西
文
化
交
流
︶
；
或
從
海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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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經
銷
商
網
絡
，
例
如
盧
芹
齋
︵C

. T. Loo

，
譯
注
：
一
八
八○

—

一
九
五
七
年
，
浙
江
湖
州
人
，
國
際
著
名
的
大

骨
董
商
，
先
後
旅
居
法
國
與
美
國
等
地
，
將
許
多
中
國
國
寶
級
的
文
物
販
賣
至
國
外
︶
和
山
中
商
會
︵Yam

anaka 

and C
o

，
譯
注
：
日
籍
骨
董
商
山
中
定
次
郎
於
一
九
一
七
年
於
紐
約
曼
哈
頓
創
立
之
店
舖
，
專
售
中
日
藝
術
品
︶
。

穩
定
的
藝
術
品
貨
源
就
這
麼
流
轉
到
外
國
的
收
藏
家
或
博
物
館
手
中
。
31

大
維
德
與
尤
摩
弗
帕
勒
斯
都
是
市
場
轉
變

的
重
大
獲
益
者
，
回
過
頭
來
也
是
推
動
藝
術
品
研
究
與
欣
賞
的
重
要
人
士
。
新
的
藝
術
品
深
深
改
變
了
海
外
理
解

中
國
藝
術
的
方
式
。
大
維
德
資
助
中
國
藝
術
的
大
學
教
職
︵
後
來
更
將
全
數
收
藏
捐
給
倫
敦
大
學
︶
；
一
九
三
四

年
，
尤
摩
弗
帕
勒
斯
將
眾
多
收
藏
品
以
大
幅
低
於
市
價
的
價
格
賣
給
大
英
博
物
館
和
維
多
利
亞
與
艾
伯
特
博
物
館

︵V
ictoria and A

lbert M
useum

︶
。

時
間
點
似
乎
正
好
。
此
外
，
一
九
三
五
年
的
展
覽
也
符
合
皇
家
藝
術
學
院
以
國
家
為
主
軸
的
展
出
，
最
成
功

的
是
一
九
三○

年
的
義
大
利
藝
術
展
，
參
訪
人
次
將
近
六
萬
人
。
由
此
看
來
，
中
國
在
諸
多
國
家
中
也
占
有
一
席

之
地
。
如
果
波
斯
也
參
展
︵
一
九
三
一
年
確
實
有
參
展
︶
，
那
麼
中
國
應
該
也
能
。
一
九
三
四
年
二
月
，
這
個
想
法

首
次
由
中
國
駐
英
公
使
郭
泰
祺
正
式
提
出
：
﹁
中
國
精
神
證
實
能
挑
戰
、
刺
激
西
方
思
維
，
﹂
而
且
﹁
中
國
與
西
方

的
關
係
日
漸
可
觀
。
﹂
32

所
言
甚
是
。
十
月
，
這
項
計
畫
獲
得
國
民
政
府
官
方
批
准
，
同
意
共
同
贊
助
展
覽
，
但
須

依
照
國
民
政
府
推
動
廣
大
文
化
外
交
的
條
件
。

展
覽
非
常
成
功
，
獲
得
眾
多
媒
體
奉
承
報
導
，
英
國
等
各
界
人
士
都
在
談
論
暫
時
在
自
家
土
地
的
中
國
﹁
寶

藏
﹂
。
上
千
人
從
海
外
遠
道
而
來
，
光
是
某
團
德
國
學
生
就
有
五
百
人
。
︽
紐
約
客
︾
報
導
：
﹁
值
得
穿
越
大
西
洋

一
看
。
﹂
33

媒
體
充
斥
關
於
中
國
的
文
章
。
展
覽
又
得
到
故
宮
博
物
院
同
意
，
由
在
中
國
的
皇
家
海
軍
巡
艦
皇
家
薩

福
克
號
將
收
藏
品
運
到
英
國
。
這
波
熱
烈
的
情
緒
因
此
推
向
另
一
波
高
峰
。
收
藏
品
在
朴
茨
茅
斯
︵Portsm

out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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卸
下
，
並
由
巨
型
巡
洋
艦
皇
家
胡
德
號
︵H

M
S H

ood

︶
的
火
砲
護
衛
下
穿
越
甲
板
，
此
舉
之
象
徵
意
義
再
恰
當
不

過
：
這
是
一
趟
激
烈
的
政
治
冒
險
，
尷
尬
地
與
帝
國
主
義
的
有
形
建
設
牽
連
，
而
且
不
只
是
中
國
會
做
此
聯
想
。

故
宮
博
物
院
的
收
藏
品
早
已
是
政
治
意
義
重
大
的
物
件
。
一
九
三
三
年
，
由
於
擔
心
日
本
越
過
滿
洲
界
線
侵

略
中
國
，
超
過
兩
萬
一
千
件
藝
術
品
已
經
先
從
故
宮
博
物
院
搬
進
上
海
法
國
租
界
的
倉
庫
。
34

蔣
介
石
強
烈
支
持
展

覽
。
收
藏
品
送
上
薩
福
克
號
之
前
先
在
上
海
舉
辦
初
展
，
總
理
汪
精
衛
主
持
開
幕
儀
式
。
宋
子
文
、
孔
祥
熙
︵H

. 

H
. K

ung

︶
與
其
他
高
官
皆
一
同
出
席
，
中
國
承
認
的
外
國
大
使
也
一
併
參
與
，
包
括
日
本
。
晚
宴
會
場
掛
著
孫
逸

仙
的
肖
像
。
這
是
場
國
宴
。
國
民
黨
的
地
下
盟
軍
也
一
一
到
場
。
35

尷
尬
的
是
，
代
表
國
際
譴
責
日
本
侵
占
滿
洲
的

李
頓
，
還
被
選
為
皇
家
藝
術
學
院
本
次
展
覽
官
方
籌
委
會
的
主
席
。

雖
然
政
府
給
予
官
方
支
持
，
但
北
京
的
知
識
分
子
發
起
公
開
活
動
阻
止
收
藏
品
出
借
，
也
進
一
步
主
張
，
若

真
要
出
借
，
只
能
由
中
國
學
者
決
定
出
借
品
項
，
並
且
批
評
伯
希
和
涉
入
籌
委
會
。
敦
煌
文
物
探
勘
此
時
已
被
視

為
盜
取
﹁
國
家
寶
藏
﹂
。
另
有
傳
言
直
稱
故
宮
的
收
藏
品
在
英
國
會
被
賣
掉
或
扣
留
當
作
資
金
借
貸
的
擔
保
。
36

中

國
如
何
被
呈
現
？
被
誰
呈
現
？
以
什
麼
樣
的
條
件
呈
現
？
變
成
爭
議
更
多
的
問
題
。
而
且
，
這
個
問
題
絕
不
能
交

給
﹁
無
知
的
傳
教
士
和
商
人
﹂
解
決
，
許
多
情
況
下
也
不
能
交
給
漢
學
家
，
不
管
他
們
是
不
是
﹁
現
代
﹂
漢
學

家
。
不
能
將
它
們
交
給
搶
劫
中
國
祖
產
的
人
。
抗
議
的
人
表
示
，
甚
至
不
能
交
給
發
起
展
覽
的
中
華
文
化
之
友
。

大
維
德
與
尤
摩
弗
帕
勒
斯
在
中
國
颳
起
的
風
暴
在
倫
敦
沒
人
注
意
到
。
他
們
修
改
部
分
中
國
籌
委
會
提
供
的
展
品

出
處
，
等
於
暗
示
最
懂
中
國
文
化
的
是
他
們
，
而
非
中
國
的
專
家
。

同
時
，
日
本
政
府
對
於
李
頓
涉
入
感
到
不
受
尊
重
，
一
開
始
拒
絕
合
作
。
當
然
，
英
國
駐
日
本
大
使
克
萊
武

︵R
obert C

live

︶
向
日
本
外
交
部
副
部
長
重
光
葵
暗
示
，
指
派
李
頓
並
不
代
表
結
果
已
成
定
局
，
﹁
在
我
看
來
根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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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
什
麼
。
﹂
37

但
是
，
日
本
藝
術
史
家
瀧
精
一
再
次
強
調
日
本
的
立
場
。
克
萊
武
說
：
﹁
他
似
乎
把
民
族
主
義
的
精

神
拓
展
到
藝
術
領
域
。
﹂
最
後
，
經
過
更
多
英
國
外
交
官
的
遊
說
，
日
本
帝
國
政
府
也
出
面
提
供
幾
項
日
本
的
重
要

收
藏
。
但
是
，
日
本
一
九
三
六
年
在
波
士
頓
也
有
風
靡
一
時
的
展
覽
，
而
且
展
覽
名
稱
直
白
地
稱
為
﹁
日
本
藝
術

寶
藏
﹂
。
雖
然
該
展
大
受
歡
迎
，
但
影
響
不
如
中
國
的
展
覽
深
刻
。
38

來
自
澳
洲
，
身
兼
藝
術
家
身
分
的
學
生
諾
拉
．
海
森
︵N

ora H
eysen

︶
在
一
九
三
五
年
寫
給
父
母
的
信
提

到
：

整
個
倫
敦
都
在
瘋
中
國
。
人
們
穿
著
中
國
的
長
袍
，
骨
董
商
行
擺
滿
中
國
的
物
品
，
許
多
文
章
鉅
細
靡
遺
地

描
述
著
中
國
。
書
店
也
販
賣
中
國
藝
術
專
書
。

海
森
描
述
自
己
參
觀
後
﹁
為
其
美
麗
震
驚
﹂
。
39

評
論
家
普
遍
說
他
們
﹁
感
到
謙
卑
﹂
。
其
中
一
位
說
：
﹁
當
下

只
能
羞
愧
地
低
下
頭
。
﹂
另
有
許
多
人
談
論
中
國
的
﹁
精
神
﹂
文
明
，
和
西
方
的
﹁
物
質
﹂
文
化
。
海
森
也
注
意
到

了
其
他
實
用
的
回
應
。
這
場
展
覽
是
全
城
話
題
，
美
國
雜
誌
︽
時
尚
︾
︵Vogue

︶
宣
稱
：
﹁
每
個
人
都
打
賭
這
場
展

覽
對
時
尚
的
影
響
不
亞
於
在
巴
黎
的
義
大
利
展
。
﹂
40

一
則
報
導
表
示
：
﹁
女
王
訂
了
藍
寶
石
色
的
洋
裝
﹂
。
另
一
則

說
：
﹁
時
尚
界
熱
情
讚
揚
。
﹂
貿
易
方
面
，
英
國
色
彩
協
會
︵B

ritish C
olour C

ouncil

︶
建
議
紡
織
廠
為
一
九
三

六
年
時
尚
新
裝
準
備
相
似
顏
色
；
倫
敦
雀
肯
辛
頓
區
的
貝
克
百
貨
公
司
︵B

arker ’s departm
ent store

︶
便
有
販

售
：
﹁
中
國
藍
﹂
、
﹁
中
國
綠
﹂
與
﹁
滿
洲
褐
﹂
。
﹁
周
朝
綠
﹂
取
自
一
千
年
前
的
花
瓶
，
成
為
隔
年
秋
天
的
主
流
顏

色
，
同
時
還
有
﹁
廣
州
色
﹂
、
﹁
另
一
種
綠
﹂
與
﹁
乳
白
玉
﹂
。
室
內
設
計
也
受
到
影
響
，
中
式
壁
紙
和
牆
上
掛
飾
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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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風
潮
。
商
家
們
則
確
保
家
庭
主
婦
都
能
夠
在
店
裡
找
到
帶
有
些
許
﹁
東
方
色
彩
﹂
的
商
品
。
41

英
國
長
期
以
來
一
直
吸
收
中
國
商
品
，
最
大
宗
的
就
是
茶
。
羅
伯
特
．
霍
布
森
表
示
，
﹁
雖
然
英
國
每
間
房
子

裡
都
找
得
到
中
國
的
東
西
，
它
們
是
奇
怪
又
詭
異
的
商
品
，
目
的
是
勾
起
外
國
人
的
興
趣
﹂
。
皇
家
藝
術
學
院
的
訪

客
接
觸
到
的
是
﹁
真
正
的
中
國
藝
術
﹂
。
儘
管
如
此
，
至
少
他
也
明
白
藝
術
學
院
餐
廳
的
中
國
雞
尾
酒
︵
一
杯
布
朗

克
斯
︹B

ronx

︺
加
上
一
杯
白
色
佳
人
︹W

hite Lady

︺
︶
和
明
信
片
販
賣
部
穿
著
紅
旗
袍
值
班
的
年
輕
中
國
女
人
，

可
能
不
代
表
﹁
道
地
﹂
的
中
國
文
化
，
而
這
也
是
他
想
告
訴
西
方
大
眾
的
。
42

如
同
朝
聖
中
國
文
化
的
奧
斯
伯
．
希

茲
威
爾
︵O

sbert Sitw
ell

，
譯
注
：
一
八
九
二—

一
九
六
九
年
，
第
五
代
希
茲
威
爾
男
爵
，
英
國
作
家
︶
所
言
，
希

望
﹁
在
其
湮
滅
之
前
﹂
能
夠
品
嘗
，
我
們
可
以
將
此
感
想
與
一
九
三○

年
代
開
始
的
文
化
朝
聖
連
結
。
他
們
急
忙

前
往
上
海
，
因
為
那
裡
﹁
不
是
中
國
﹂
︵
當
然
那
裡
的
確
是
中
國
︶
，
在
北
京
胡
同
租
一
間
有
院
子
的
房
子
，
觀
察

社
區
的
季
節
變
化
，
體
驗
戲
院
和
妓
院
，
接
著
在
回
憶
錄
攻
擊
外
國
居
民
不
像
自
己
一
樣
﹁
入
境
隨
俗
﹂
。
買
春
的

觀
光
客
和
愛
慕
虛
榮
的
人
，
就
如
同
歷
史
學
家
費
正
清
︵John Fairbank

︶
，
他
們
的
研
究
都
會
開
花
結
果
，
成
為

戰
後
理
解
中
國
的
材
料
。
43

但
是
柏
林
頓
府
展
覽
的
影
響
，
遠
遠
超
出
訪
客
欣
賞
的
美
學
場
域
。

鄭
天
錫
在
展
覽
開
幕
前
對
媒
體
敘
述
收
藏
品
的
重
要
性
。
他
巧
妙
地
將
展
覽
的
政
治
意
涵
交
織
在
演
講
裡
。

他
告
訴
記
者
：

用
你
的
心
靈
觀
看
，
那
麼
，
看
到
的
就
不
只
會
是
中
國
藝
術
品
，
也
會
看
見
中
國
的
文
明
與
文
化
，
那
些
不

是
由
刺
刀
創
造
，
而
是
對
於
美
的
愛
好
，
而
且
任
何
事
物
當
然
都
不
比
和
平
、
美
德
、
正
直
與
情
感
更
美
。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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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國
其
他
單
位
也
想
引
進
展
覽
。
大
都
會
藝
術
博
物
館
、
州
政
府
部
門
、
中
國
外
交
官
等
，
各
方
動
作
再
度

同
時
交
錯
著
政
治
與
文
化
意
義
，
但
在
展
覽
品
回
到
中
國
之
前
，
一
切
的
作
為
都
尚
未
開
花
結
果
。
45

一
九
三
五
年
四
月
，
中
國
政
府
出
借
收
藏
品
前
，
在
上
海
舉
辦
的
預
展
致
詞
表
示
：
﹁
我
們
唯
一
的
目
標
是
令

西
方
欣
賞
中
國
藝
術
之
美
。
﹂
但
這
句
話
並
不
誠
實
。
每
次
展
覽
總
是
不
斷
強
調
政
治
意
涵—

一
九
三
六
年
四
月

初
曼
徹
斯
特
的
相
關
展
覽
，
大
使
郭
泰
祺
感
謝
當
地
的
自
由
派
報
紙
︽
曼
徹
斯
特
衛
報
︾
︵M

a
n

ch
ester 

G
uardian

︶
。
他
發
現
評
論
者
將
該
報
稱
為
︽
捍
衛
滿
洲
報
︾
︵M

anchurian G
uardian

︶
以
表
對
中
國
的
支
持
，

加
上
鄭
天
錫
也
到
場
覆
誦
他
的
刺
刀
、
和
平
、
正
直
演
說
；
兩
週
後
在
維
多
利
亞
與
艾
伯
特
博
物
館
，
尤
摩
弗
帕

勒
斯
收
藏
品
的
常
設
展
開
幕
時
也
是
。
46

這
不
只
是
都
市
和
知
識
分
子
之
間
的
事
。
整
個
中
國
都
在
舉
辦
相
關
課
程

和
演
講
。
各
省
透
過
幻
燈
片
和
雜
誌
也
可
看
見
展
覽
，
全
國
的
媒
體
紛
紛
報
導
。
若
要
從
平
衡
、
同
情
，
甚
至

﹁
科
學
﹂
的
角
度
理
解
中
國
文
化
，
﹁
中
國
展
覽
﹂
正
是
文
化
與
智
性
的
地
標
。
該
展
覽
絕
對
是
當
季
不
可
或
缺
的

社
交
重
點
；
︽
紐
約
客
︾
雜
誌
調
侃
：
﹁
親
愛
的
梅
費
爾
︵M

ayfair

，
譯
注
：
皇
家
藝
術
學
院
所
在
地
︶
居
民
，
真

是
可
憐
，
只
能
硬
著
頭
皮
忍
耐
。
﹂
但
該
場
展
覽
風
行
一
時
，
吸
引
數
十
萬
英
國
人
加
入
柏
林
頓
府
外
的
排
隊
長

龍
。

柏
林
頓
府
的
門
還
開
放
時
，
林
語
堂
的
代
表
作
︽
吾
國
與
吾
民
︾
︵M

y C
ountry and M

y People

︶
在
英
國
出

版
。
這
本
書
即
將
在
英
國
暢
銷
，
造
成
重
要
影
響
，
成
為
文
化
戰
爭
前
線
的
第
三
條
機
智
的
彈
藥
。
中
國
人
以
寫

作
回
應
書
寫
中
國
之
人
，
中
國
的
作
家
也
開
始
站
上
國
家
與
國
家
困
境
的
舞
臺
中
央
。
林
語
堂
是
其
中
最
為
人
津

津
樂
道
的
，
其
他
還
有
劇
作
家
熊
式
一
︵Shih-I H

siung

︶
、
藝
術
家
蔣
彝
︵C

hiang Yee

︶
、
記
者
暨
小
說
家
蕭
乾

︵H
siao C

hien

︶
。
這
個
博
採
眾
長
的
團
體
包
括
許
多
自
告
奮
勇
的
文
化
仲
介
，
他
們
都
將
大
力
宣
傳
中
國
人
眼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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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中
國
︵
至
少
是
他
們
希
望
別
人
理
解
的
那
一
面
︶
。
以
英
文
解
釋
中
國
一
直
都
是
中
國
革
命
分
子
與
激
進
人
士
的

目
標
。
孫
逸
仙
和
汪
精
衛
等
人
在
中
國
之
外
出
版
英
文
書
籍
，
目
的
是
向
中
國
內
外
的
英
美
人
士
傳
達
中
國
觀

點
，
希
望
獲
取
支
持
，
目
標
對
象
也
包
括
一
個
日
漸
重
要
的
族
群
：
身
處
海
外
無
法
閱
讀
也
無
法
口
說
中
文
的
華

人
。
這
些
期
刊
中
最
明
顯
具
政
治
意
味
的
是
︽
民
眾
論
壇
︾
︵T

he People’s Tribune

︶
，
而
較
有
效
果
的
是
︽
中
國

評
論
週
報
︾
︵T

he C
hina C

ritic

︶
。
︽
中
國
評
論
週
報
︾
於
一
九
二
八
年
，
由
一
群
來
自
上
海
的
海
外
作
家
創
辦
，

旨
在
﹁
公
正
呈
現
中
國
與
世
界
之
間
發
生
的
問
題
﹂
。
47

這
份
期
刊
可
能
由
國
民
黨
資
助
，
至
少
一
開
始
是
，
但
後

來
成
為
上
海
獨
立
出
版
、
首
部
華
人
編
輯
的
英
語
刊
物
，
並
高
度
流
通
。
這
股
風
潮
又
因
一
九
三
五
年
的
文
化
期

刊
︽
天
下
月
刊
︾
︵T

’ien H
sia

︶
邁
向
另
一
波
高
峰
。
48

當
時
的
總
理
孫
科
在
創
刊
序
文
寫
道
：
﹁
國
際
智
力
合
作

委
員
會
在
國
際
聯
盟
沒
能
得
到
應
得
的
重
視
﹂
。
為
了
促
進
，
孫
科
宣
布
成
立
﹁
中
山
文
化
教
育
館
﹂
，
而
且
發
行

新
雜
誌
，
旨
在
﹁
帶
動
國
際
文
化
理
解
﹂
。
不
過
這
份
雜
誌
引
起
的
火
花
不
如
他
之
前
的
夥
伴
林
語
堂
，
特
別
是
幽

默
的
部
分
。

一
九
三○

年
起
，
林
語
堂
就
是
︽
中
國
評
論
週
報
︾
的
明
星
寫
手
。
林
語
堂
是
基
督
教
家
庭
的
第
三
代
，
一

八
九
五
年
生
於
福
建
，
起
初
他
和
父
親
一
樣
，
朝
著
成
為
牧
師
邁
進
。
林
語
堂
曾
於
上
海
的
聖
約
翰
大
學
就
讀
，

並
在
北
京
的
清
華
大
學
教
授
英
國
文
學
，
一
九
一
九
年
起
為
期
四
年
，
他
先
在
哈
佛
大
學
攻
讀
碩
士
學
位
，
又
在

法
國
的
基
督
教
青
年
會
與
中
國
勞
工
旅
工
作
，
接
著
在
德
國
萊
比
錫
大
學
獲
得
古
典
漢
語
語
音
學
博
士
。
比
起
一

九
一
九
年
八
月
十
六
日
與
他
同
行
到
美
國
的
一
百
四
十
五
位
學
生
，
他
的
職
業
更
為
奔
波
，
雖
然
大
體
看
來
，
越

來
越
多
出
國
留
學
的
青
年
男
女
都
是
如
此
。
還
沒
下
船
，
他
們
就
被
迫
想
起
自
己
在
美
國
移
民
法
的
身
分
：
他
們

被
官
員
﹁
成
群
趕
到
甲
板
上
，
排
隊
走
向
隔
離
區
接
受
身
體
檢
查
﹂
，
如
同
牲
畜
。
49

林
語
堂
回
國
後
，
先
在
北
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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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學
執
教
，
後
來
又
到
廈
門
為
左
派
的
武
漢
政
府
工
作
，
接
著
進
入
中
研
院
。
他
持
續
活
躍
於
文
學
與
新
聞
領

域
，
在
中
國
獲
得
讚
譽
，
並
創
辦
多
份
期
刊
。
由
於
︽
吾
國
與
吾
民
︾
出
版
，
使
他
成
為
海
外
傳
譯
中
國
極
為
重

要
的
人
物
。

想
在
國
外
找
到
聽
眾
，
為
中
國
發
聲
之
人
就
必
須
說
英
文
。
天
才
林
語
堂
更
是
以
幽
默
作
為
利
劍
。
他
的
認

真
程
度
不
亞
於
任
何
人
，
他
的
英
文
散
文
通
順
流
利
、
逗
趣
機
鋒
，
筆
下
的
﹁
中
國
人
﹂
是
英
美
人
士
從
未
遇
過

的
形
象
。
催
生
︽
吾
國
與
吾
民
︾
的
是
賽
珍
珠
。
賽
珍
珠
的
︽
大
地
︾
在
一
九
三
二
年
出
版
後
，
震
撼
國
際
讀

者
，
最
終
賣
出
超
過
兩
百
萬
本
。
賽
珍
珠
為
︽
吾
國
與
吾
民
︾
作
序
，
其
中
寫
道
：
﹁
此
為
至
今
描
述
中
國
最
重
要

的
一
本
著
作
。
而
且
，
最
棒
的
是
，
是
中
國
人
寫
的
。
﹂
50

書
中
部
分
內
容
來
自
林
語
堂
自
己
編
輯
的
中
文
雜
誌
，

而
且
藉
此
可
見
中
國
人
也
有
幽
默
感
。
51

林
語
堂
打
從
一
開
始
就
訂
立
了
政
治
目
標
，
直
指
﹁
中
國
通
﹂
。
他
以
玩

笑
的
口
吻
大
膽
寫
道
：
﹁
許
多
偉
大
的
事
物
都
會
被
誤
解
，
這
就
是
中
國
的
命
運
。
﹂
而
他
的
國
家
﹁
受
到
極
為
巨

大
的
誤
解
﹂
。
所
以
，
與
其
被
當
成
偉
大
，
寧
願
被
人
理
解
嗎
？
當
然
。
而
他
問
道
：
﹁
誰
來
當
那
個
傳
譯
？
﹂
那

些
﹁
中
國
通
，
︙
︙
在
他
們
的
能
力
範
圍
之
內
的
確
非
常
靈
通
﹂
，
而
那
些
﹁
能
力
範
圍
不
出
三
個
中
國
字
的
人
﹂

竟
成
了
公
認
的
權
威
。
這
種
例
子
每
出
現
一
次
，
就
會
出
現
﹁
一
萬
個
吉
伯
特
，
一
萬
個
伍
海
德
﹂
。
於
是
，
﹁
中

國
人
便
經
常
被
描
述
成
既
幼
稚
又
扭
曲
的
愚
蠢
形
象
﹂
。
52

林
語
堂
認
為
，
身
為
中
國
人
便
是
要
展
現
﹁
共
同
的
人
類
價
值
﹂
。
他
主
張
：
﹁
所
有
合
理
的
國
際
批
評
，
必

須
以
此
為
基
礎
﹂
。
他
很
開
心
地
以
﹁
中
國
人
的
性
格
﹂
作
文
章
，
喜
歡
睡
午
覺
、
緩
慢
地
閱
讀
小
說
、
上
戲
院
、

參
與
中
國
的
文
學
革
命
，
以
及
需
要
﹁
喜
悅
瘋
癲
的
時
刻
﹂
。
一
九
三
六
年
後
，
林
語
堂
會
在
美
國
待
上
三
十
年
，

累
積
個
人
成
就—

他
是
第
一
位
登
上
︽
紐
約
時
報
︾
暢
銷
排
行
榜
榜
首
的
中
國
作
家
；
尤
其
另
一
本
著
作
︽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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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的
藝
術
︾
︵T

he Im
portance of L

iving

︶
，
兼
容
並
蓄
地
討
論
中
國
的
哲
學
家
與
文
學
︵
以
及
惠
特
曼
︹W

alt 

W
hitm

an
︺
等
人
︶
，
﹁
第
一
手
﹂
敘
述
中
國
人
的
生
活
。
林
語
堂
的
中
國
平
易
近
人
、
清
新
、
迷
人
，
乍
看
熟
悉

又
不
太
熟
悉
。
他
的
方
法
看
似
離
奇
，
但
他
的
目
標
絕
對
嚴
肅
。

一
九
三○
年
代
中
期
海
外
的
中
國
風
潮
也
可
在
舞
臺
劇
、
廣
播
與
學
校
見
到
。
熊
式
一
將
京
劇
改
編
為
︽
王

寶
川
︾
︵L

ady Precious Stream

︶
搬
上
西
方
舞
臺
。
該
劇
一
九
三
四
年
十
一
月
在
倫
敦
首
映
，
接
著
連
續
演
出
三

年
。
此
外
也
在
紐
約
上
演
，
改
編
成
廣
播
和
適
合
在
學
校
演
出
的
版
本
，
並
翻
譯
成
其
他
歐
洲
語
言
。
看
過
這
齣

戲
的
人
，
有
些
曾
任
英
國
首
相
，
有
些
是
未
來
的
英
國
首
相
，
也
有
皇
室
成
員
、
文
藝
巨
擘
，
例
如
普
里
斯
特
利

︵J. B
. Priestley

，
譯
注
：
一
八
九
四—

一
九
八
四
年
，
英
國
作
家
，
著
作
小
說
、
戲
劇
、
社
論
等
，
作
品
可
見
左

翼
思
想
和
穿
越
時
空
等
主
題
︶
與
蕭
伯
納
︵G

eorge B
ernard Shaw

︶
。
中
國
大
使
館
在
一
九
三
四
年
舉
辦
私
人
演

出
，
演
出
此
劇
，
到
場
的
來
賓
包
括
英
國
外
交
祕
書
、
財
政
大
臣
、
三
位
內
閣
成
員
、
李
頓
爵
士
、
威
爾
斯
︵H

. 

G
. W

ells

，
譯
注
：
一
八
六
六—

一
九
四
六
年
，
英
國
著
名
小
說
家
，
以
科
幻
小
說
與
反
烏
托
邦
主
題
影
響
後
世
︶

和
其
他
重
要
人
物
。
蕭
伯
納
立
刻
拔
擢
熊
式
一
。
據
說
熊
式
一
送
給
蕭
伯
納
一
齣
現
代
劇
本
，
蕭
伯
納
讀
了
之
後

建
議
他
：
﹁
試
試
不
同
的
東
西
。
試
試
非
常
中
國
且
非
常
傳
統
的
東
西
。
﹂
53

不
過
，
這
齣
戲
依
據
外
國
人
的
品
味

和
期
待
打
造
，
一
點
也
不
﹁
傳
統
﹂
，
而
且
熊
式
一
後
來
決
定
與
此
作
品
斷
絕
關
係
。
︽
王
寶
川
︾
除
了
商
業
成

功
，
同
時
也
是
長
久
的
文
化
政
治
操
作
，
這
方
面
十
足
現
代
。

柏
林
頓
府
的
門
已
開
，
畫
家
蔣
彝
也
出
版
︽
中
國
繪
畫
︾
︵T

he C
hinese Eye: A

n Interpretation of C
hinese 

Painting

︶
。
在
熊
式
一
的
背
書
下
，
這
本
受
歡
迎
的
賞
析
希
望
幫
助
讀
者
﹁
瞭
解
與
欣
賞
中
國
畫
作
﹂
。
54

蔣
彝
於

一
九
三
三
年
抵
達
英
國
，
當
時
他
不
懂
英
語
，
旅
英
前
曾
任
九
江
縣
縣
長
，
為
人
非
常
公
正
，
因
此
對
於
自
己
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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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
的
種
族
歧
視
︵
無
論
對
象
是
赴
英
的
法
國
軍
人
或
倫
敦
街
上
的
小
孩
︶
，
大
感
震
驚
。
他
很
快
便
成
為
華
僑
與
親

華
人
士
圈
內
的
要
角
。
他
在
東
方
學
院
教
授
中
文
，
意
外
地
因
﹁
唯
一
住
在
倫
敦
的
中
國
藝
術
家
﹂
之
身
分
，
變

成
重
要
人
物
，
是
故
他
也
致
力
擔
任
文
化
交
流
的
中
介
。
他
曾
出
版
許
多
旅
行
書
籍
，
︽
啞
行
者
︾
系
列
的
第
一
本

便
以
中
國
旅
者
的
觀
點
描
述
並
繪
畫
英
國
湖
區
︵L

ake D
istrict

︶
風
光
。
蔣
彝
的
著
作
從
中
國
藝
術
家
的
角
度
撰

寫
，
而
非
外
國
評
論
、
收
藏
家
或
藝
術
史
家
，
以
平
易
近
人
的
方
式
說
明
中
國
繪
畫
與
書
法
；
另
一
系
列
的
作

品
，
間
接
重
現
與
西
方
人
距
離
較
近
的
家
園
與
城
市
，
例
如
牛
津
、
倫
敦
、
紐
約
及
巴
黎
等
地
風
貌
。
英
國
文
學

有
個
古
老
的
比
喻
，
來
自
中
國
的
訪
客
代
表
風
俗
與
習
慣
。
哥
德
斯
密
︵O

liver G
oldsm

ith

︶
的
︽
世
界
公
民
：

旅
居
倫
敦
的
中
國
哲
學
家
來
信
︾
︵T

he C
itizen of the W

orld, or, Letters from
 a C

hinese Philosopher, residing in 

L
ondon

，
一
七
六○

至
六
一
年
︶
是
最
有
名
的
著
作
之
一
。
現
在
，
出
乎
意
料
地
，
真
正
來
自
中
國
的
風
俗
與
習

慣
來
了
。
另
外
，
中
國
童
書
曾
經
都
只
是
嚴
肅
的
傳
教
紀
錄
，
或
以
海
盜
為
主
角
的
冒
險
故
事
，
現
在
，
開
始
出

現
需
求
，
而
蔣
彝
也
著
手
發
展
。
55

林
語
堂
、
熊
式
一
、
蔣
彝
都
是
務
實
的
企
業
家
。
他
們
乘
勝
追
擊
，
各
自
也
受
惠
外
國
人
士
的
建
議
或
協

助
。
他
們
幸
運
地
從
轉
變
中
的
文
化
關
係
獲
益
。
個
人
的
發
展
軌
跡
與
國
民
政
府
積
極
的
文
化
外
交
兩
相
揉
合
，

而
滿
洲
危
機
醞
釀
出
的
同
情
，
加
上
賽
珍
珠
的
︽
大
地
︾
大
獲
成
功
，
也
為
他
們
找
到
願
意
聆
聽
的
聽
眾
。

所
以
中
國
的
形
象
，
無
論
人
們
宣
稱
多
麼
獨
立
與
具
批
判
性
，
實
則
完
全
與
國
民
政
府
的
國
家
串
通
一
氣
、

合
為
一
體
。
左
派
則
傳
出
其
他
觀
點
的
聲
音
，
今
日
的
中
國
在
哪
裡
？
提
問
的
團
體
有
時
也
很
批
判
。
皇
家
藝
術

學
院
展
出
的
中
國
文
化
截
至
一
八○

○

年
。
︽
王
寶
川
︾
改
編
自
京
劇
。
蔣
彝
雖
然
協
助
策
畫
一
九
三
五
年
倫
敦
知

名
的
中
國
現
代
藝
術
展
，
其
作
品
也
在
此
展
出
，
但
他
似
乎
也
沒
有
呈
現
現
代
中
國
，
或
如
同
某
篇
左
派
文
章
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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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
的
標
題
：
﹁
活
的
中
國
﹂
︵L

iving C
hina

︶
。
一
九
二
八
年
起
就
在
上
海
工
作
的
堪
薩
斯
州
人
艾
德
加
．
斯
諾

︵E
dgar Snow

︶
於
一
九
三
六
年
編
輯
了
一
本
文
選
，
文
選
連
同
其
他
書
刊
呈
現
不
同
的
看
法
，
例
如
魯
迅
，
並
且

點
出
國
民
政
府
專
制
的
一
面
。
其
中
一
位
作
者
柔
石
的
文
章
被
翻
譯
成
外
語
，
他
正
是
一
九
三
一
年
二
月
被
處
決

的
﹁
左
聯
五
烈
士
﹂
之
一
︵
譯
注
：
左
聯
五
烈
士
為
一
九
三○

至
三
五
年
的
地
下
組
織
﹁
中
國
左
翼
作
家
聯

盟
﹂
︶
。
當
時
的
中
國
，
一
面
在
國
外
展
出
並
保
護
中
國
文
化
，
一
面
在
國
內
毫
不
遲
疑
地
殺
害
作
家
。
56

斯
諾
的
文
選
並
未
帶
來
深
刻
影
響
。
林
語
堂
的
︽
吾
國
與
吾
民
︾
在
美
國
賣
了
五
萬
五
千
本
，
前
四
個
月
就

發
行
到
第
七
刷
。
蔣
彝
的
小
書
也
熱
賣
，
當
年
年
底
重
刷
五
次
。
︽
王
寶
川
︾
演
出
三
年
，
意
謂
觀
賞
人
數
眾
多
。

不
過
，
這
些
都
只
能
稱
為
馬
馬
虎
虎
。
雖
然
柏
林
頓
府
的
參
觀
人
數
剛
超
過
四
十
萬
，
上
千
人
還
會
從
媒
體
得
知

展
覽
的
消
息
，
但
是
一
九
三○

年
代
，
英
國
電
影
院
約
有
十
億
進
場
人
次
，
一
九
三
五
年
國
際
中
國
藝
術
展
開
幕

當
年
，
美
國
電
影
院
的
進
場
人
次
是
二
十
三
億
三
千
萬
。
一
部
電
影
的
觀
賞
人
次
便
遠
遠
超
過
最
盛
大
的
中
國
藝

術
展
。
一
九
二○

與
三○

年
代
，
中
國
也
越
來
越
常
出
現
在
大
螢
幕
。
57

從
數
字
來
看
，
電
影
院
更
重
要
。
國
民
政

府
知
道
，
於
是
也
著
手
從
大
螢
幕
改
變
中
國
在
世
界
的
形
象
。

在
共
和
體
制
的
中
國
，
電
影
是
樁
大
生
意
，
而
且
不
斷
成
長
。
一
九
二
七
年
，
上
海
已
有
二
十
六
家
電
影

院
。
美
國
所
有
大
公
司
都
在
上
海
設
立
辦
公
室
，
而
好
萊
塢
的
出
口
價
值
在
一
九
一
三
至
二
五
年
間
成
長
十
七

倍
。
多
數
美
國
電
影
都
會
在
中
國
放
映
。
58

電
影
也
是
政
治
的
攻
擊
目
標
。
一
九
二○

年
代
，
上
海
法
國
租
界
和
公

共
租
界
的
電
影
院
就
是
抗
議
地
點
：
外
國
的
民
族
主
義
者
不
滿
﹁
十
分
冒
犯
﹂
的
刻
板
印
象
，
政
治
保
守
人
士
抗

議
自
己
的
國
家
被
描
寫
得
如
此
﹁
激
進
﹂
。
國
際
化
的
上
海
已
經
習
慣
電
影
院
的
紛
擾
，
諸
如
某
部
電
影
裡
潦
倒
的

義
大
利
海
軍
、
︽
西
線
無
戰
事
︾
的
法
國
人
︵
與
敵
軍
友
好
的
場
景
︶
。
意
外
的
是
，
一
九
二
九
年
，
哈
羅
德
．
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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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
德
︵H

arold Lloyd

︶
的
喜
劇
︽
不
怕
死
︾
︵W

elcom
e D

anger!

︶
，
裡
頭
照
常
敘
述
中
國
城
的
危
險
、
陰
謀
與
活

人
獻
祭
，
卻
在
上
海
引
發
眾
怒
。
所
有
人
大
感
震
驚
，
演
出
的
明
星
也
是
。
勞
埃
德
告
訴
美
國
領
事
：
﹁
這
部
電
影

不
是
要
傷
害
中
國
人
的
尊
嚴
，
純
粹
只
是
趣
味
。
﹂
59

此
後
，
國
民
黨
的
上
海
分
部
設
立
審
查
制
度
，
對
抗
諸
如
此

類
、
天
真
無
邪
的
種
族
歧
視
﹁
趣
味
﹂
。

有
問
題
的
戲
劇
或
電
影
，
一
度
由
在
海
外
留
學
的
中
國
學
生
首
先
提
報
並
抗
議
。
一
九
二
八
年
，
許
多
在
倫

敦
以
中
國
為
題
的
舞
臺
劇
，
都
使
外
交
部
、
宮
務
大
臣
與
英
國
戲
院
的
審
查
單
位
看
得
哈
哈
大
笑
。
中
國
學
生
要

求
倫
敦
的
中
國
外
交
官
提
出
抗
議
，
然
而
，
英
方
卻
對
抱
怨
冷
淡
回
應
。
這
種
現
象
在
所
難
免
，
畢
竟
中
國
如
此

﹁
古
色
古
香
﹂
，
這
類
表
演
﹁
明
顯
是
以
幻
想
的
國
度
為
背
景
﹂
，
﹁
眼
力
好
﹂
的
觀
眾
不
會
當
真
。
宮
務
大
臣
覺
得

中
國
人
應
該
有
點
幽
默
感
。
那
些
形
象
根
本
不
可
能
糾
正
，
只
能
當
成
諷
刺
。
筆
名
老
舍
的
作
家
舒
慶
春
以
倫
敦

為
場
景
的
小
說
︽
二
馬
︾
，
也
寫
到
中
國
城
電
影
的
爭
議
。
60

這
件
事
情
發
生
的
時
候
，
舒
慶
春
正
在
倫
敦
教
書
。

︽
二
馬
︾
的
靈
感
來
自
倫
敦
華
人
學
生
遭
遇
的
種
族
歧
視
，
以
尖
酸
的
口
吻
書
寫
尋
常
的
黃
禍
，
並
指
出
這
種
問
題

存
在
以
及
惡
化
問
題
的
電
影
。

一
九
二○

年
，
紐
約
的
華
人
學
生
向
領
事
抱
怨
兩
部
電
影
卻
徒
勞
無
功
。
但
一
九
三
三
年
德
國
的
華
人
學
生

抗
議
新
電
影
︽
上
海
之
死
︾
︵Tod Ü

ber Shanghai

︶
﹁
揶
揄
中
國
與
中
國
人
民
﹂
，
中
國
的
行
動
反
而
奏
效
。
外
交

部
正
式
抗
議
，
而
且
一
九
三
一
年
國
民
黨
成
立
的
國
家
電
影
審
查
委
員
會
就
此
禁
止
所
有
德
國
電
影
。
61

此
事
證

實
，
訴
諸
良
好
的
文
化
關
係
化
解
﹁
誤
會
﹂
無
用
，
把
產
業
打
擊
到
谷
底
效
果
更
好
。

若
是
描
述
中
國
鴉
片
和
賭
博
現
象
，
或
者
中
國
人
是
邪
惡
、
暴
力
、
滑
稽
、
退
步
或
甚
至
卑
微
或
僕
役
的
角

色
︵
洗
衣
工
或
家
僕
都
算
︶
，
這
類
外
國
電
影
就
會
被
禁
，
詆
毀
中
國
人
或
中
國
的
也
是
。
結
果
通
過
的
電
影
所
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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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
幾
，
因
為
這
些
就
是
中
國
人
和
中
國
在
大
螢
幕
各
式
各
樣
形
象
的
引
伸
。
審
查
就
連
諷
刺
主
題
也
不
允
許
：
審

查
制
度
不
認
得
諷
刺
。
審
查
員
可
能
會
要
求
剪
掉
冒
犯
的
部
分
，
或
者
乾
脆
禁
止
整
部
電
影
。
電
影
院
和
發
行
商

基
於
經
濟
考
量
優
先
在
法
國
租
界
與
公
共
租
界
上
映
，
儘
管
國
民
黨
在
那
裡
沒
有
權
力
，
但
審
查
制
度
也
適
用
於

租
界
。
審
查
制
度
也
包
括
其
他
主
題
：
激
進
政
治
、
性
、
迷
信
︵
如
電
影
︽
賓
漢
︾
︹B

en H
ur

︺
︶
或
奇
異
怪
誕
的

主
題
。
外
國
政
府
單
位
也
會
管
制
電
影
中
的
外
國
女
人
形
象
，
這
是
殖
民
地
的
慣
例
。
一
九
三
六
年
與
三
七
年
，

約
有
三
十
部
好
萊
塢
電
影
遭
禁
，
比
例
約
是
十
部
電
影
中
就
有
一
部
禁
播
。
電
影
產
業
內
部
也
有
規
範
：
當

梅
．
蕙
絲
︵M

ae W
est

︶
在
一
九
三
六
年
的
電
影
︽
情
海
奇
花
︾
︵K

londike A
nnie

︶
中
，
說
自
己
是
﹁
偏
好
東
方

愛
人
的
西
方
女
人
﹂
，
並
在
片
中
有
個
中
國
男
友
時
，
不
論
究
竟
是
觀
眾
或
片
廠
，
總
之
沒
有
人
高
興
。
一
九
三
三

年
，
中
國
外
交
官
向
美
國
政
府
及
東
南
亞
殖
民
地
領
事
館
、
哥
倫
比
亞
公
司
抗
議
法
蘭
克
．
卡
普
拉
︵F

ran
k 

C
apra

︶
執
導
的
︽
閻
將
軍
的
苦
茶
︾
︵T

he B
itter Tea of G

eneral Yen

︶
，
要
求
道
歉
與
加
入
前
言
。
前
言
須
說
明

該
電
影
純
屬
﹁
文
學
想
像
﹂
，
描
述
﹁
兩
個
文
明
之
間
令
人
難
過
的
衝
突
﹂
，
而
非
藉
此
描
述
﹁
中
國
的
真
實
情

況
﹂
。
62

好
萊
塢
在
中
國
市
場
蒸
蒸
日
上
，
因
此
面
對
審
查
必
須
有
所
動
作
。
一
九
三
六
年
，
中
國
由
於
︽
情
海
奇

花
︾
和
︽
將
軍
晨
死
︾
︵T

he G
eneral D

ied A
t D

aw
n

︶
兩
部
電
影
約
束
派
拉
蒙
公
司
。
該
公
司
一
九
三
五
年
一
共

進
口
了
三
十
五
部
電
影
，
此
時
面
臨
全
面
禁
止
的
危
機
。
片
廠
主
管
表
示
：
﹁
我
們
日
後
製
作
的
所
有
電
影
，
都
不

會
納
入
任
何
可
能
對
貴
國
人
民
情
感
和
政
府
造
成
不
利
影
響
的
元
素
。
﹂
63

新
穎
鬥
爭
的
第
一
招
是
經
濟
和
政
治
的
壓
力
。
第
二
招
則
交
由
洛
杉
磯
南
百
老
匯
的
五
五
一
、
一
一
五
一
室

發
動
。
這
是
中
國
於
一
九
三
二
年
年
底
為
好
萊
塢
特
別
設
立
的
領
事
辦
公
室
：
可
以
刪
減
或
禁
止
個
別
電
影
，
可

以
威
脅
所
有
片
廠
。
對
於
問
題
的
根
源
，
雙
方
也
有
共
同
努
力
的
方
向
。
片
廠
若
想
順
利
通
過
審
查
，
或
想
在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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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拍
攝
，
便
非
得
與
中
國
打
交
道
不
可
。
拍
電
影
的
人
，
就
像
劇
場
製
作
人
，
一
直
努
力
拍
出
原
汁
原
味
的
中

國—

至
少
跳
脫
傅
滿
洲
的
框
架
。
格
里
菲
斯
拍
攝
︽
殘
花
淚
︾
時
，
甚
至
雇
用
中
國
人
擔
任
服
裝
與
場
景
顧

問
。
現
在
片
廠
更
清
楚
，
如
果
電
影
要
在
中
國
拍
攝
，
他
們
便
需
要
官
方
的
幫
助
，
如
果
劇
本
惹
惱
官
員
，
幫
助

就
不
會
來
。
所
以
從
沒
到
過
美
國
的
二
十
三
歲
外
交
官
江
易
生
︵Y
i Seng K

iang

︶
被
派
任
為
副
領
事
，
掌
管
影
片

業
務
。
他
的
工
作
內
容
可
以
從
一
九
三○

年
代
電
影
工
業
往
來
的
文
件
推
測
，
裡
頭
提
到
江
易
生
拜
訪
片
廠
，
宣

傳
自
己
上
任
，
並
且
指
導
還
是
沒
有
學
到
教
訓
的
勞
埃
德
：
四
川
並
不
說
廣
東
話
，
此
言
指
的
是
他
以
中
國
為
主

題
的
新
電
影
︽
貓
掌
︾
︵C

at’s Paw

︶
；
無
論
如
何
，
︽
貓
掌
︾
還
是
被
禁
了
。
江
易
生
也
接
受
訪
問
，
談
論
電
影
的

中
國
形
象
問
題
。
業
界
媒
體
報
導
︽
中
國
獅
吼
︾
︵C

hina R
oars

︶
的
劇
本
通
過
了
江
易
生
的
審
核
，
他
也
同
意

︽
唐
人
街
陰
影
︾
︵Shadow

 of C
hinatow

n

︶
的
劇
本
︵
由
貝
拉
．
盧
戈
西
︹B

ela Lugosi

︺
主
演
︶
。
另
一
方
面
，

他
找
律
師
寫
訴
狀
，
為
﹁
中
國
佬
﹂
︵chink

︶
的
這
個
稱
呼
打
官
司
。
他
也
為
了
︿
乞
丐
米
妮
﹀
︵M

innie the 

M
oocher

︶
和
︿
萊
姆
豪
斯
藍
調
﹀
︵Lim

e H
ouse B

lues

︶
，
找
上
廣
播
電
臺
；
其
中
的
歌
詞
如
﹁
萊
姆
豪
斯
，
黃

皮
膚
的
中
國
佬
喜
歡
玩
耍
的
地
方
﹂
。
64

江
易
生
在
山
洪
之
中
建
造
大
壩
，
他
的
職
責
無
人
不
知
，
片
廠
顯
然
和
他

來
往
密
切
。

國
民
政
府
接
著
轉
向
好
萊
塢
的
電
影
製
作
公
司
。
米
高
梅
︵M

G
M

︶
公
司
很
清
楚
賽
珍
珠
的
小
說
在
學
界
與

社
會
的
評
價
，
因
此
積
極
和
江
易
生
接
洽
，
希
望
透
過
江
易
生
獲
得
外
交
部
的
支
持
，
合
作
拍
攝
︽
大
地
︾
電

影
。
賽
珍
珠
的
傑
作
在
一
九
三
八
年
的
爭
議
聲
中
，
為
她
贏
得
諾
貝
爾
文
學
獎
，
而
這
本
書
想
要
說
服
讀
者
書
中

的
中
國
非
常
道
地
。
然
而
，
其
中
對
性
的
描
述
太
大
膽
，
若
不
修
改
便
無
法
符
合
好
萊
塢
的
影
片
製
作
守
則
，
但

電
影
的
製
片
歐
文
．
托
爾
伯
格
︵Irving T

halberg

︶
想
要
盡
可
能
拍
得
寫
實
。
歷
經
多
次
外
交
交
涉
，
國
民
政
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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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下
立
場
：

一
、
該
電
影
應
呈
現
中
國
與
中
國
人
民
真
實
且
怡
人
的
形
象
。

二
、
中
國
政
府
得
派
員
指
導
電
影
製
作
。

三
、
米
高
梅
公
司
對
於
中
國
顧
問
的
建
議
應
盡
可
能
採
納
。

四
、
若
中
國
政
府
決
定
在
影
片
加
入
序
言
，
米
高
梅
公
司
必
須
配
合
。

五
、
米
高
梅
公
司
員
工
於
中
國
拍
攝
之
場
景
須
經
中
國
審
查
通
過
得
以
輸
出
。

六
、
中
國
政
府
希
望
劇
中
角
色
皆
為
中
國
人
。

收
到
限
制
條
款
的
米
高
梅
公
司
於
一
九
三
四
年
三
月
正
式
簽
字
同
意
。
談
判
過
程
透
過
美
國
在
中
國
的
外
交

官
，
而
中
國
最
終
則
派
出
陳
立
夫
，
他
是
國
民
黨
位
高
權
重
的
官
員
，
也
是
蔣
介
石
主
要
的
支
持
者
。
好
萊
塢
的

片
廠
從
未
如
此
正
式
承
諾
外
國
政
府
。
65

當
時
幾
乎
沒
有
其
他
電
影
，
因
為
涉
及
敏
感
的
政
治
而
在
製
作
過
程
受
到
如
此
密
切
的
關
注
。
中
國
派
了
兩

名
特
使
︵
由
米
高
梅
公
司
出
資
︶
指
導
電
影
製
作
。
江
易
生
甚
至
早
在
協
定
簽
署
之
前
就
開
始
審
查
劇
本
。
一
九

三
四
年
，
國
家
電
影
審
查
委
員
會
前
委
員
少
將
杜
庭
修
︵T

ing-hsiu Tu

︶
抵
達
加
州
緊
盯
製
作
過
程
，
為
了
老
舍

的
︽
二
馬
︾
，
他
和
江
易
生
主
導
臨
時
演
員
的
任
用
，
從
加
州
的
華
人
社
區
尋
角
。
杜
庭
修
在
國
外
叫
做T

heodore 

Tu

︵
或
﹁T

eddy

﹂
︶
，
個
性
海
派
，
在
美
國
讀
過
五
年
書
。
一
九
二○
年
，
他
和
大
批
派
留
的
學
生
一
起
前
往
美

國
，
這
個
留
學
計
畫
一
年
前
也
選
派
林
語
堂
。
杜
庭
修
是
位
男
中
音
，
曾
在
勞
倫
斯
大
學
、
西
北
大
學
修
習
音
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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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教
育
，
最
後
畢
業
於
哥
倫
比
亞
大
學
，
求
學
期
間
曾
於
費
城
的
美
國
音
樂
學
院
與
波
士
頓
交
響
樂
廳
表
演
。
一

九
二
五
年
回
到
中
國
後
，
他
教
﹁
基
督
將
軍
﹂
馮
玉
祥
的
軍
隊
唱
軍
歌
。
一
九
二
八
年
蔡
元
培
於
上
海
成
立
國
家

音
樂
學
院
，
杜
庭
修
也
功
不
可
沒
。
杜
庭
修
還
為
中
國
童
子
軍
的
軍
歌
作
曲
，
籌
辦
一
九
三
一
年
盛
大
的
南
京
全

國
運
動
會
，
幫
國
民
政
府
的
國
歌
翻
譯
官
方
版
本
，
擔
任
基
督
教
青
年
會
南
京
祕
書
，
甚
至
發
行
中
國
民
歌
唱

片
。
66

不
過
，
這
些
經
歷
都
與
他
被
派
去
好
萊
塢
，
並
在
那
裡
獲
得
﹁
東
方
卡
羅
素
﹂
︵C

aruso of the E
ast

，
譯

注
：
義
大
利
著
名
男
高
音
︶
的
名
號
無
關
，
但
由
此
可
見
監
督
中
國
在
海
外
的
形
象
，
與
國
民
政
府
企
圖
透
過
體

育
、
音
樂
、
青
年
組
織
與
教
育
重
塑
公
民
，
兩
者
密
不
可
分
。
這
些
行
動
集
合
成
為
一
九
三
四
年
軍
國
主
義
的

﹁
新
生
活
運
動
﹂
，
此
運
動
有
個
混
血
的
特
色
：
以
某
些
基
督
教
的
方
式
結
合
﹁
傳
統
﹂
中
國
文
化
。
授
予
杜
庭
修

軍
階
是
出
自
禮
貌
，
但
國
民
黨
的
主
要
目
標
是
徹
底
軍
事
化
中
國
社
會
。

結
果
，
派
拉
蒙
電
影
公
司
發
現
杜
庭
修
並
不
是
可
靠
的
技
術
指
導
；
在
中
國
遭
禁
的
︽
將
軍
晨
死
︾
就
是
找

他
指
導
製
作
。
︽
大
地
︾
的
電
影
製
作
便
再
找
了
其
他
人
指
導
，
包
括
胡
適
︵
當
時
他
正
在
加
州
參
加IPR

兩
年
一

度
的
會
議
︶
，
此
外
還
有
林
語
堂
。
67

米
高
梅
公
司
讓
江
易
生
與
駐
華
盛
頓
中
國
大
使
館
預
覽
了
︽
大
地
︾
，
林
語
堂

也
看
了
，
他
發
電
報
給
中
國
政
府
表
示
通
過
。
68

胡
適
覺
得
電
影
平
庸
、
演
出
誇
張
；
雖
然
不
是
熱
愛
，
但
他
也
勉

為
其
難
地
同
意
。
如
果
沒
有
這
層
介
入
，
電
影
可
能
真
的
更
糟
。
外
國
的
觀
眾
是
否
察
覺
變
化
，
這
一
點
很
難

說
。
雖
然
米
高
梅
也
雇
用
父
親
曾
任
香
港
殖
民
地
高
官
的
伍
德
豪
斯
︵P. G

. W
odehouse

，
譯
注
：
一
八
八
一—

一

九
七
五
年
，
英
國
幽
默
小
說
家
，
著
作
等
身
︶
擔
任
首
映
之
夜
的
影
評
，
他
給
予
正
面
肯
定
︵
符
合
他
收
下
的
酬

勞
︶
，
即
使
如
此
，
他
表
示
自
己
﹁
對
中
國
人
從
不
心
軟
。
﹂
69

最
後
，
領
銜
主
演
的
都
是
高
加
索
演
員
，
此
外
一
切
符
合
一
九
三
四
年
的
協
議
。
中
國
方
面
沒
有
要
求
加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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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
但
為
了
打
好
關
係
，
米
高
梅
公
司
還
是
提
供
了
一
段
：

偉
大
國
家
之
靈
魂
乃
由
其
最
平
凡
的
人
民
表
現
。
盼
觀
眾
從
這
名
農
夫
的
故
事
發
現
中
國—

中
國
的
人

性
、
勇
氣
、
繼
承
自
過
去
的
深
刻
遺
產
與
對
未
來
宏
偉
的
展
望
。

電
影
只
經
過
稍
微
修
剪
就
順
利
通
過
審
查
。
米
高
梅
的
電
影
成
功
上
映
，
更
重
要
的
是
，
該
公
司
其
他
影
片

在
中
國
市
場
都
很
安
全—
米
高
梅
的
事
業
規
模
可
不
輸
派
拉
蒙
。
電
影
首
映
當
天
，
副
領
事
江
易
生
在
電
影
院

外
擺
放
了
一
棵
中
國
山
毛
櫸
和
一
塊
匾
額
以
表
慶
祝
。
但
更
偉
大
的
功
勞
是
國
民
政
府
的
介
入
，
他
們
成
功
大
幅

改
變
了
一
部
電
影
，
這
部
電
影
在
一
九
五
五
年
前
，
至
少
有
兩
千
三
百
萬
美
國
人
，
以
及
其
他
一
百
八
十
三
個
國

家
的
兩
千
萬
人
看
過
。
一
九
五
八
年
研
究
人
員
估
計
，
政
府
官
員
深
入
參
與
電
影
製
作
，
改
變
了
美
國
人
看
待
中

國
與
中
國
人
的
方
式
，
此
影
響
比
起
任
何
一
件
藝
術
作
品
更
為
龐
大
。
70

文
化
戰
爭
茲
事
體
大
。
一
九
二○

年
代
普
遍
可
見
詆
毀
中
國
與
中
國
文
化
的
現
象
，
甚
至
否
認
中
國
文
化
的

價
值
。
這
種
思
維
深
植
歐
洲
與
美
國
文
化
，
在
日
本
也
越
來
越
常
見
，
即
使
日
本
在
歷
史
與
文
化
方
面
與
中
國
關

係
密
切
。
71

中
國
創
造
了
對
偶
情
節
：
古
老
對
比
現
代
；
平
凡
對
比
非
凡
；
低
下
對
比
優
越
。
政
治
上
，
依
照
林
語

堂
的
說
法
，
一
次
就
會
產
生
﹁
一
萬
個
﹂
中
國
通
在
國
際
報
章
與
廣
播
媒
體
痛
罵
中
國
。
72

國
民
政
府
與
個
別
的
文

化
企
業
家
不
斷
努
力
在
海
外
呈
現
中
國
的
各
式
樣
貌
，
這
也
是
中
國
國
內
廣
大
文
化
改
革
的
部
分
。
胡
適
和
林
語

堂
批
評
自
己
的
國
家
毫
不
留
情
，
但
他
們
批
評
的
是
自
己
的
國
家
。
在
外
國
人
心
中
，
中
國
的
地
位
絕
對
與
持
續

至
一
九
三○

年
代
的
殖
民
外
強
息
息
相
關
，
而
這
種
思
維
此
刻
又
因
日
本
在
東
北
建
立
滿
洲
國
增
強
。
欲
將
殖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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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義
連
根
拔
除
，
必
須
挑
戰
殖
民
主
義
文
化
與
智
識
的
基
礎
，
柏
林
頓
府
和
鬧
區
電
影
院
都
是
戰
場
。

傅
滿
洲
從
沒
消
失
在
螢
幕
上
；
電
影
或
其
他
媒
體
針
對
中
國
的
種
族
歧
視
還
會
持
續
數
十
年
；
中
國
的
﹁
古

色
古
香
﹂
長
存
歐
洲
人
與
美
國
人
的
想
像
。
儘
管
如
此
，
﹁
古
色
古
香
﹂
在
後
來
變
得
非
常
重
要
；
一
九
一
九
至
三

七
年
之
間
，
中
國
與
中
國
文
化
將
經
歷
戲
劇
性
的
轉
變
，
遠
離
負
面
與
直
覺
的
厭
惡
，
趨
向
同
情
的
共
識
。
一
九

三
七
年
七
月
日
本
對
中
國
展
開
全
面
進
攻
，
全
球
同
情
中
國
的
輿
論
也
達
到
高
峰
，
日
本
難
以
追
趕
。
中
國
與
中

國
人
發
展
的
新
形
象
當
然
本
身
具
有
問
題
。
米
高
梅
公
司
的
︽
大
地
︾
，
目
標
是
塑
造
勤
奮
、
高
尚
的
中
國
農
夫
形

象
，
許
多
方
面
就
像
充
滿
抱
負
的
美
國
人
或
值
得
拔
擢
的
角
色
。
電
影
完
全
沒
有
提
到
劇
中
英
雄
王
龍
面
對
的
問

題
背
後
有
什
麼
政
治
脈
絡
，
也
沒
提
到
現
實
生
活
的
解
決
方
法
。
斯
諾
編
譯
短
篇
小
說
集
︽
活
的
中
國
︾
︵Living 

C
hina

︶
，
當
中
的
作
家
有
不
同
想
法
。
洛
杉
磯
的
電
影
拍
攝
圓
滿
結
束
，
此
時
斯
諾
來
到
中
國
共
產
黨
捲
土
重
來

的
總
部
延
安
訪
談
。
訪
談
內
容
隔
年
出
版
，
名
為
︽
紅
星
照
耀
中
國
︾
︵R

ed Star O
ver C

hina

，
譯
注
：
發
行
中
文

版
時
為
避
開
國
民
政
府
審
查
，
改
名
為
︽
西
行
漫
記
︾
︶
。
此
書
又
是
另
一
種
向
世
界
宣
傳
中
國
的
方
式
。

國
民
政
府
從
外
交
出
擊
，
對
於
推
動
形
象
改
革
非
常
重
要
。
中
國
努
力
爭
取
尊
重
，
先
與
各
國
談
判
條
約
，

接
著
加
入
國
際
聯
盟
等
國
際
組
織
。
然
而
，
日
本
一
九
三
一
至
三
二
年
入
侵
，
吸
引
一
群
記
者
前
往
中
國
。
﹁
變
相

的
戰
爭
﹂
接
續
而
來
，
加
上
一
九
三
二
年
被
趕
出
城
市
的
共
產
黨
在
鄉
村
發
起
暴
動
，
意
味
中
國
有
源
源
不
斷
的

新
聞
可
以
報
導
。
73

即
將
轉
向
的
文
化
也
非
常
重
要
，
國
民
政
府
持
續
不
斷
、
史
無
前
例
的
文
化
外
交
是
造
成
轉
變

的
主
因
。
國
民
政
府
正
式
與
米
高
梅
公
司
和
皇
家
藝
術
學
院
談
判
；
贊
助
林
語
堂
在
︽
中
國
評
論
週
報
︾
的
俏
皮

話
，
間
接
促
成
這
位
英
語
世
界
最
受
歡
迎
的
中
國
作
家
。
國
民
政
府
也
派
了
文
化
黨
工
到
好
萊
塢
，
同
時
監
督
電

影
進
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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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然
，
這
個
中
國
的
新
形
象—

高
尚
的
農
夫
、
﹁
睿
智
﹂
、
﹁
靈
性
﹂
、
深
受
文
化
藝
術
薰
陶
、
舞
文
弄
墨
、

熱
愛
鑑
賞—

更
是
如
同
諷
刺
畫
，
其
自
成
一
格
、
無
法
取
代
。
中
國
與
日
本
在
北
方
幾
次
停
戰
破
裂
，
加
上
日

本
軍
隊
勢
力
不
斷
擴
大
，
在
這
種
情
況
下
，
打
造
新
形
象
顯
然
必
須
依
靠
政
治
助
力
。
然
而
，
即
使
沒
有
遭
到
反

對
，
政
治
方
面
仍
是
保
守
，
完
全
談
不
上
時
髦
、
花
俏
、
現
代
或
上
海
稱
的
﹁
摩
登
﹂
。
在
柏
林
頓
府
的
展
覽
，
中

國
文
化
停
在
一
八○

○
年
，
但
在
片
廠
、
畫
室
、
咖
啡
館
和
中
國
新
興
城
市
的
夜
總
會
，
文
化
正
以
中
國
歷
史
從

未
見
過
的
飛
快
速
度
再
製
，
其
中
完
全
不
見
明
朝
的
花
瓶
或
繪
畫
。

文
化
飛
快
發
展
的
同
時
，
災
難
從
北
方
擴
散
、
逼
近
，
然
後
長
驅
直
入
上
海
。
74

一
九
三
七
年
七
月
七
日
晚

上
，
駐
紮
在
北
京
西
南
小
鎮
宛
平
的
中
日
軍
隊
互
相
開
槍
。
衝
突
地
點
位
於
十
二
世
紀
的
建
築
珍
寶
，
即
是
綿
延

約
二
百
六
十
米
且
有
五
百
隻
石
獅
環
繞
的
盧
溝
橋
︵
由
於
馬
可
波
羅
曾
於
著
作
提
到
此
橋
，
西
方
人
稱
之
﹁
馬
可

波
羅
橋
﹂
︶
。
這
場
交
戰
未
經
計
畫
、
純
屬
意
外
；
經
過
四
日
越
演
越
烈
的
行
動
，
當
地
指
揮
官
撤
退
以
求
停
戰
。

這
類
的
誤
會
之
前
也
發
生
過
。
前
線
布
滿
軍
隊
，
卻
聽
命
不
同
指
揮
，
效
忠
不
同
軍
官
，
個
個
形
同
未
爆
彈
。
但

是
蔣
介
石
和
日
本
新
任
首
相
近
衞
文
麿
都
決
定
，
取
得
控
制
權
的
時
機
已
到
。
彼
此
都
害
怕
對
方
的
意
圖
，
彼
此

都
害
怕
對
方
很
快
就
會
要
求
對
決
。
雙
方
陣
營
進
行
謀
略
，
同
時
，
外
界
氣
氛
狂
熱
，
對
於
﹁
中
國
問
題
﹂
和
日

本
問
題
，
盼
望
找
到
徹
底
的
解
決
之
道
。
兩
週
內
，
中
國
與
日
本
開
戰
。
這
場
長
達
八
年
的
磨
難
與
這
座
位
於
宛

平
的
馬
可
波
羅
橋
永
遠
無
法
切
割
。
然
而
，
兇
殘
的
結
果
卻
幫
助
中
國
伸
張
領
土
完
整
、
國
家
身
分
、
文
化
與
文

明
價
值
，
並
且
受
到
國
際
認
同
與
接
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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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在
跳
舞
的
朋
友
們
，
你
們
有
的
跳
狐
步
，
有
的
跳
華
爾
滋
，
為
何
不
上
前
線
去
殺
敵
？
你
們
有
的
暢
飲
白

蘭
地
，
有
的
飲
下
威
士
忌
，
為
何
不
給
軍
隊
捐
點
錢
給
軍
火
去
殺
敵
？

正
在
跳
舞
的
朋
友
們
：
你
們
身
上
散
發
出
被
奴
役
的
腐
氣
，
為
何
還
把
錢
花
在
化
妝
品
？
根
除
這
種
腐
氣
，

就
只
有
將
熱
血
獻
給
民
族
。
你
們
在
過
年
時
尋
歡
作
樂
，
今
宵
我
們
就
以
炸
彈
作
為
薄
禮
，
為
你
們
增
添
歡
娛
。

正
在
跳
舞
的
朋
友
們
：
假
如
你
們
喜
歡
這
禮
物
，
我
們
舞
廳
見
！
1

那
是
一
九
三
九
年
三
月
一
日
夜
晚
。
九
點
二
十
五
分
，
第
一
顆
炸
彈
在
上
海
南
京
路
東
方
酒
店
的
窗
戶
爆

炸
。
約
莫
一
個
小
時
後
，
第
二
顆
落
在
湧
泉
路
仙
樂
斯
宮
殿
夜
總
會
︵C

iro ’s palatial nightclub

︶
前
院
，
另
有
兩

顆
在
國
泰
︵C

athay

︶
和
天
堂
︵Paradise

︶
夜
總
會
外
，
以
及
南
京
路
大
東
方
舞
廳
︵G

reat E
astern B

all R
oom

︶

入
口
。
那
是
作
戲
，
那
只
是
包
在
香
菸
罐
裡
的
煙
火
，
創
造
的
聲
響
大
於
致
命
。
除
了
炸
彈
，
還
有
這
段
甜
美
的

話
，
油
印
在
傳
單
上
，
在
公
共
租
界
街
道
投
擲
，
致
在
上
海
跳
舞
的
朋
友
。

執
行
者
自
稱
﹁
血
魂
除
奸
團
﹂
，
一
九
三○

與
四○
年
間
，
反
日
攻
擊
隊
多
次
使
用
這
個
稱
號
。
蔣
介
石
的
效

忠
者
組
成
了
這
個
受
法
西
斯
主
義
鼓
舞
的
邪
惡
組
織
，
在
國
民
黨
的
國
家
運
作
。
一
九
三
八
年
夏
季
，
上
海
毫
無

日
軍
侵
略
的
消
息
，
這
個
組
織
派
遣
武
裝
小
隊
進
入
危
機
四
伏
的
上
海
，
提
醒
人
們
應
該
效
忠
的
對
象
是
誰
。
傳

單
針
對
此
事
大
作
文
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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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家
正
值
存
亡
之
際
，
你
們
不
過
是
生
活
在
「
孤
島
」
的
奴
隸
。
你
們
相
信
或
幻
想
跳
舞
就
能
救
國
，
還
是

想
像
自
己
已
經
贏
得
勝
利
，
正
在
跳
舞
慶
祝
？
2

︵
譯
注
：
以
上
兩
則
由
英
文
翻
譯
，
非
傳
單
原
文
︶

這
個
組
織
搜
查
的
叛
國
有
三
種
，
一
種
是
實
際
與
日
本
合
作
的
叛
國
；
一
種
是
面
對
侵
略
採
取
被
動
而
不
以

武
力
抵
抗
的
常
見
叛
國
；
第
三
種
則
是
靈
魂
中
微
妙
的
叛
國
，
身
上
帶
有
西
方
現
代
的
﹁
腐
氣
﹂
。
對
於
受
過
教
育

的
都
市
人
而
言
，
狐
步
和
華
爾
滋
曾
經
代
表
社
會
與
文
化
革
命
，
例
如
一
九
二○

年
代
蜂
擁
到
廣
州
參
與
革
命
的

人
；
透
過
全
面
現
代
與
西
化
，
﹁
跳
舞
﹂
也
許
真
的
能
救
國
。
當
時
他
們
這
麼
想
，
但
現
在
這
些
舞
步
卻
被
視
為
叛

國
的
動
作
。

日
本
的
入
侵
算
來
已
經
第
二
十
個
月
。
3

日
軍
沿
著
長
江
深
入
內
陸
，
已
經
進
攻
了
九
百
六
十
五
公
里
。
蔣
介

石
的
戰
爭
豪
賭
早
已
目
不
忍
睹
。
一
九
三
七
年
八
月
，
他
選
擇
在
上
海
迎
戰
日
軍
。
打
了
三
個
月
後
，
軍
隊
損
失

二
十
萬
人
，
包
括
三
萬
名
將
領
。
日
軍
面
對
頑
強
的
抵
抗
，
直
接
在
上
海
南
北
增
派
大
批
軍
力
猛
攻
，
強
逼
中
國

撤
退
。
上
海
北
方
郊
區
滿
目
瘡
痍
。
一
九
三
七
年
十
二
月
，
首
都
南
京
淪
陷
。
一
九
三
八
年
十
月
，
臨
時
首
都
武

漢
也
失
守
。
國
民
政
府
此
時
遷
到
四
川
重
慶
。
日
本
軍
隊
控
制
河
北
、
山
西
與
山
東
，
此
外
還
有
中
國
中
部
的
江

蘇
和
安
徽
。
一
九
三
九
年
三
月
，
前
線
已
經
深
入
河
南
與
湖
北
。
南
方
的
敵
軍
也
剛
拿
下
廣
州
。
儘
管
偶
有
勝

利
，
防
守
還
是
從
沿
岸
節
節
敗
退
，
離
海
越
來
越
遠
。
戰
爭
死
傷
已
經
高
達
數
十
萬
，
城
鎮
盡
是
斷
垣
殘
壁
，
鄉

村
同
樣
破
敗
不
堪
。
國
民
政
府
軍
隊
試
圖
抵
擋
日
軍
西
進
而
炸
毀
黃
河
提
防
，
至
少
五
十
萬
名
國
民
因
此
犧
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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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們
完
全
沒
有
收
到
警
告
。
一
九
三
七
年
十
二
月
，
日
本
攻
下
南
京
，
國
民
政
府
棄
之
不
顧
，
日
本
軍
隊
指
揮
官

放
任
軍
人
大
肆
掠
奪
，
殺
死
上
萬
軍
民
。
4

怎
麼
有
人
還
能
跳
舞
？
怎
麼
有
人
還
會
投
擲
炸
彈
？
中
國
這
場
苦
戰
竟
是
如
此
詭
異
。
此
刻
，
中
國
面
對
史

上
最
大
的
存
亡
危
機
，
國
民
政
府
高
層
汪
精
衛
脫
離
國
民
政
府
投
向
敵
軍
，
成
立
日
本
扶
植
的
政
府
，
與
此
同

時
，
中
國
境
內
還
窩
藏
著
過
去
的
主
權
破
碎—

十
個
外
國
控
制
的
居
留
地
、
租
界
和
租
借
地
。
這
是
中
國
主
權

淪
喪
的
象
徵
，
現
在
成
了
極
為
珍
貴
的
戰
爭
資
產
，
這
些
地
方
與
日
本
控
制
的
區
域
之
間
形
成
緩
衝
，
阻
擋
可
能

發
起
的
衝
突
；
不
論
衝
突
來
自
國
際
輿
論
與
政
治
論
戰
，
還
是
暗
殺
與
殲
滅
通
敵
者
。
隨
著
日
本
也
在
公
共
租
界

競
爭
控
制
權
，
英
國
與
美
國
的
外
交
官
不
得
不
因
上
海
局
勢
再
度
面
對
中
國
問
題
。
但
是
，
中
國
也
因
此
得
到
了

內
陸
從
來
沒
有
受
到
的
關
注
，
即
使
當
時
內
陸
失
勢
初
期
國
民
政
府
幾
乎
不
審
查
外
媒
，
希
望
國
際
之
間
以
同
情

的
口
吻
報
導
。
上
海
周
邊
遭
到
轟
炸
與
之
後
的
南
京
事
件
震
驚
世
界—

威
斯
坦
．
奧
登
︵W

. H
. A

uden

，
譯

注
：
一
九○

七─

一
九
七
三
年
，
英
國
作
家
。
一
九
三
八
年
中
日
戰
爭
期
間
曾
與
小
說
家
克
里
斯
多
福
．
伊
舍
伍

︹C
hristopher Isherw

ood

︺
合
著
︽
戰
地
行
︾
︹Journey toa W

ar

︺
︶
將
重
創
的
中
國
首
都
列
入
惡
魔
占
據
的
地
點

清
單
，
但
是
，
這
般
震
驚
很
快
便
被
遺
忘
。
5

克
服
漠
然
是
國
民
黨
的
要
務
：
國
民
政
府
若
想
生
存
便
必
須
接
受
西

方
世
界
，
在
試
圖
西
化
又
同
時
排
斥
西
化
︵
音
樂
、
跳
舞
、
衣
服
、
腐
氣
︶
之
間
，
抱
持
極
大
的
矛
盾
，
幾
乎
無

法
解
決
。
國
民
政
府
對
抗
日
本
時
，
一
面
爭
取
西
方
注
意
，
一
面
又
對
抗
西
方
。

一
九
三○

與
四○

年
代
，
從
上
海
街
道
與
幽
暗
舞
廳
清
楚
可
見
戰
爭
與
西
方
問
題
兩
相
交
錯
，
圍
困
中
國
。

這
座
城
市
變
成
諸
多
衝
突
的
前
線—

不
同
形
式
的
現
代
互
雜
、
互
相
競
爭
交
戰
的
政
權
、
帝
國
主
義
和
反
帝
國

主
義
的
角
力
。
上
海
似
乎
站
在
中
日
戰
爭
之
外
，
不
僅
因
其
國
際
地
位
，
也
因
其
尖
銳
的
都
市
文
化
。
﹁
血
魂
﹂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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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
鐵
﹂
等
狂
熱
分
子
痛
恨
上
海
︵
不
當
差
時
卻
盡
其
所
能
地
享
受
︶
；
一
九
三
三
年
已
被
趕
出
上
海
的
中
國
共
產

黨
又
完
全
不
信
任
上
海
，
認
為
那
是
通
敵
的
城
市
。
6

上
海
的
行
政
管
理
四
分
五
裂
，
英
國
、
美
國
、
法
國
、
義
大

利
的
軍
隊
進
駐
，
維
繫
衝
突
之
中
的
天
堂
。
身
為
中
間
地
帶
，
缺
乏
有
效
的
單
一
主
權
，
也
無
單
一
適
用
的
法
律

制
度
，
法
國
租
界
和
公
共
租
界
充
滿
機
會
，
只
要
本
身
不
涉
及
當
下
圖
利
的
投
機
事
業
，
政
府
便
總
是
遲
遲
才
肯

動
作
。
日
本
侵
略
之
前
，
長
達
數
十
年
的
時
間
，
上
海
在
全
球
眼
中
從
未
如
此
重
要
，
對
中
國
也
從
未
如
此
重

要
。
全
球
的
旅
者
過
境
︵
一
九
二○

年
代
中
期
，
航
行
世
界
的
郵
輪
每
年
都
會
停
駐
上
海
︶
，
記
者
、
特
派
員
、
巡

迴
藝
人
、
劇
作
家
、
小
說
家
與
詩
人
來
來
去
去
。
到
了
一
九
三
五
年
，
上
海
約
有
六
萬
名
外
僑
，
美
國
、
日
本
與

歐
洲
的
人
數
都
達
到
史
上
高
峰
。
然
而
，
上
海
依
舊
完
全
屬
於
中
國
，
兼
容
並
蓄
又
融
合
多
國
語
言
，
而
問
題
更

是
四
處
叢
生
。

一
九
三
七
年
七
月
日
本
發
動
侵
略
後
，
﹁
上
海
問
題
﹂
反
而
因
為
上
海
反
常
的
地
位
出
現
新
的
功
能
。
蔣
介
石

刻
意
在
上
海
對
抗
日
軍
，
而
非
躲
在
戰
爭
爆
發
的
北
邊
，
目
的
就
是
在
外
強
可
見
之
處
抗
日
。
外
僑
居
留
地
的
居

民
再
度
爬
上
屋
頂
觀
戰
。
戰
爭
已
經
再
近
不
過
，
北
邊
郊
區
遭
摧
毀
，
傷
亡
拉
進
了
公
共
租
界
中
心
：
一
九
三
七

年
八
月
十
四
日
，
一
顆
中
國
的
炸
彈
掉
在
南
京
路
上
。
那
條
路
擠
滿
難
民
，
沙
遜
爵
士
的
華
懋
飯
店
門
口
炸
死
了

上
百
人
。
雖
然
整
座
城
市
某
些
地
方
就
像
布
勒
哲
爾
︵B

ruegel
，
譯
注
：
一
五
二
五—

一
五
六
九
年
，
文
藝
復
興

時
期
布
拉
班
特
畫
家
︶
筆
下
灰
暗
的
屠
殺
與
死
亡
。
三
個
月
後
，
戰
場
移
地
。
蔣
介
石
的
軍
隊—

德
國
訓
練
的

最
精
良
軍
隊—

在
上
海
附
近
被
擊
潰
，
無
情
地
被
趕
到
西
邊
。

收
容
數
十
萬
難
民
的
法
國
租
界
與
公
共
租
界
就
這
麼
被
拋
下
，
其
他
居
留
地
或
租
界
，
如
天
津
、
廈
門
與
後

來
的
武
漢
，
同
樣
都
被
孤
立
。
經
年
累
月
的
戰
爭
創
造
城
市
經
濟
熱
潮
，
人
口
增
加
近
百
萬
人
。
上
海
之
所
以
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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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
，
是
因
為
中
國
政
府
的
機
關
依
舊
在
租
界
運
作
；
中
國
人
與
日
本
人
仍
同
坐
在
上
海
工
部
局
，
也
依
舊
在
巡
捕

房
和
中
國
海
關
並
肩
工
作
。
支
持
南
京
的
報
章
雜
誌
撤
出
。
雖
然
北
方
的
外
僑
居
留
地
因
日
本
軍
隊
而
脫
離
上
海

工
部
局
控
制
，
但
是
日
本
為
了
避
免
與
美
、
英
正
面
衝
突
，
也
沒
有
奪
取
居
留
地
。
多
國
共
管
在
一
九
三
七
年
之

後
又
持
續
了
六
年
。
即
使
日
本
針
對
工
部
局
官
方
邊
界
以
外
管
轄
已
久
的
地
區
，
多
次
以
暴
力
爭
取
控
制
，
但
至

少
在
名
義
上
，
公
共
租
界
的
邊
界
、
機
構
和
稱
呼
持
續
保
留
。
7

太
平
洋
關
係
研
究
所
和
皇
家
國
際
關
係
研
究
院
的
研
究
人
員
還
是
繼
續
工
作
，
他
們
一
如
既
往
地
相
信
，
客

觀
分
析
能
提
供
解
決
方
案
。
8

學
界
心
中
還
是
縈
繞
希
望
：
他
們
全
面
記
錄
、
熱
烈
分
析
，
並
得
到
鏗
鏘
有
力
的
結

論
。
但
是
，
結
論
完
全
無
謂
。
士
兵
不
會
停
下
來
看
報
告
；
立
志
扭
轉
中
國
境
內
帝
國
主
義
的
人
也
不
會
費
時
閱

讀
外
國
智
庫
與
教
授
的
論
證
。
國
際
聯
盟
，
此
刻
完
全
無
用
。
同
時
，
上
海
主
要
的
外
強
還
是
無
憂
無
慮
地
認

為
，
上
海
依
據
協
議
是
中
立
區
，
外
頭
如
火
如
荼
的
衝
突
可
以
置
身
事
外—

畢
竟
戰
爭
就
是
上
海
的
家
常
便

飯
，
他
們
早
就
經
驗
豐
富
。

雖
然
研
究
分
析
如
此
不
實
際
，
但
是
研
究
的
兩
大
基
論
十
分
重
要
：
將
上
海
的
西
式
風
格
治
理
作
為
模
範
，

以
及
點
出
上
海
﹁
世
界
一
家
﹂
的
國
際
化
特
性
。
關
於
公
共
租
界
歷
史
的
回
憶
錄
與
迷
思
仍
然
縈
繞
兩
者
。
主
張

維
護
上
海
現
況
的
核
心
說
詞
，
便
是
上
海
身
為
﹁
模
範
居
留
地
﹂
：
由
此
觀
點
，
上
海
工
部
局
是
現
代
化
行
政
與
市

政
效
率
的
模
範
，
工
部
局
與
董
事
會
的
公
眾
要
角
組
成
公
正
的
公
僕
，
依
法
指
導
上
海
市
政
。
上
海
是
中
國
的
燈

塔
，
教
導
中
國
﹁
現
代
﹂
城
市
應
該
如
何
治
理
。
這
般
自
負
反
而
成
為
反
帝
國
主
義
建
立
新
管
理
制
度
的
標
準
。

國
民
政
府
的
外
交
官
針
對
﹁
不
平
等
條
約
﹂
抨
擊
外
國
，
要
求
收
回
治
外
法
權
和
其
他
外
國
特
權
，
與
此
同
時
，

為
了
管
理
中
國
控
制
的
上
海
，
並
為
回
歸
準
備
，
於
是
在
一
九
二
七
年
成
立
﹁
上
海
特
別
市
﹂
和
現
代
警
隊
。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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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
除
了
直
接
挑
戰
外
強
，
也
為
親
自
表
現
管
理
的
模
範
。
9

這
股
動
力
最
重
要
的
外
在
表
現
是
在
江
灣
建
造
的
新
市

政
廳
。
十
字
形
的
市
政
廳
位
於
上
海
中
心
西
北
方
，
外
圍
環
繞
美
式
網
狀
道
路
。
俯
瞰
堅
固
的
市
政
總
部
，
中
心

是
公
共
廣
場
，
那
裡
準
備
蓋
一
座
高
聳
的
寶
塔
。
而
市
政
廳
外
圍
將
設
置
博
物
館
、
體
育
館
、
醫
院
和
禮
堂
。
上

海
銳
不
可
擋
的
新
中
心
，
不
僅
俱
足
功
能
性
，
更
象
徵
國
民
黨
共
和
體
制
的
抱
負
。
10

紙
上
看
來
雄
偉
驚
人
的
市
政

廳
，
卻
是
另
一
座
歷
史
的
失
落
之
城
。
市
政
廳
是
少
數
一
九
三
七
年
之
前
完
成
的
計
畫
：
因
此
日
本
勝
利
遊
行
特

地
經
過
市
政
廳
的
殘
骸
，
以
表
這
只
是
中
國
的
春
秋
大
夢
。

由
於
中
國
受
條
約
牽
制
而
缺
乏
主
權
，
上
海
︵
尤
其
是
上
海
︶
先
是
成
為
區
域
性
的
避
難
處
，
接
著
成
為
全

球
難
民
埠
。
上
海
一
直
是
座
難
民
城
：
一
八
五○

年
代
起
，
上
海
地
產
發
展
的
重
要
因
素
就
是
躲
避
內
戰
的
人
潮

湧
進
。
一
戰
期
間
，
來
自
德
國
與
奧
匈
帝
國
等
敵
對
國
家
的
人
把
上
海
當
成
家
；
戰
爭
之
後
，
韓
國
與
印
度
的
民

族
主
義
人
士
則
在
那
裡
躲
藏
。
許
多
俄
國
人
也
會
來
到
這
裡
，
有
些
直
接
來
自
西
伯
利
亞
失
敗
的
反
布
爾
什
維
克

政
權
，
有
些
來
自
中
東
鐵
路
地
區
，
有
些
來
自
哈
爾
濱
。
一
九
三
八
年
十
一
月
﹁
水
晶
之
夜
﹂
︵K

ristallnacht

，
譯

注
：
納
粹
襲
擊
德
國
境
內
所
有
猶
太
人
的
事
件
，
被
認
為
是
組
織
性
殺
害
猶
太
人
的
開
端
︶
以
及
納
粹
反
猶
政
策

與
法
令
強
化
之
後
，
德
國
與
奧
地
利
的
猶
太
難
民
陸
續
輾
轉
落
腳
上
海
，
人
數
超
過
一
萬
五
千
人
。
一
九
三
七
年

後
，
上
海
又
吃
力
地
容
納
一
百
萬
中
國
居
民
與
來
自
戰
區
的
日
本
平
民
，
此
時
，
城
市
的
資
源
再
度
受
到
擠
壓
。
11

一
九
三
九
年
八
月
，
上
海
公
共
租
界
和
法
國
租
界
史
無
前
例
地
實
施
進
入
上
海
限
制
：
此
後
，
上
海
不
再
是
座
開

放
的
城
市
。
許
多
美
國
人
由
於
大
蕭
條
來
到
上
海
尋
找
工
作
；
諸
多
日
本
左
派
人
士
與
自
由
主
義
者
由
於
國
內
日

益
增
長
的
政
治
鎮
壓
，
而
到
上
海
追
求
更
多
自
由
，
太
平
洋
戰
爭
開
打
之
後
亦
同
。

到
了
一
九
三○

年
代
，
如
此
多
元
的
種
族
混
合
發
展
成
為
森
羅
萬
象
的
文
化
：
越
南
烘
焙
坊
與
日
本
餐
廳
相



滾出中國　　208

鄰
、
義
大
利
和
美
國
的
咖
啡
店
並
肩
。
報
紙
的
語
言
有
法
語
、
日
語
、
俄
語
、
德
語
和
英
語
；
英
語
報
紙
的
目
標

讀
者
普
遍
針
對
英
國
、
美
國
、
中
國
或
以
英
語
為
母
語
的
猶
太
人
。
上
海
義
勇
隊
的
團
員
來
自
八
個
國
家
︵
如
果

加
上
上
海
蘇
格
蘭
人
，
就
是
九
個
︶
。
工
部
局
組
織
的
交
響
樂
團
指
揮
是
義
大
利
人
，
樂
手
有
俄
國
、
德
國
、
匈
牙

利
、
菲
律
賓
、
葡
萄
牙
、
中
國
與
義
大
利
等
國
籍
。
剛
來
自
法
國
的
時
裝
店
在
霞
飛
路
開
張
；
那
條
路
上
還
有
英

國
的
出
版
社
、
俄
國
的
歌
劇
團
與
合
唱
團
。
而
且
如
同
一
本
無
禮
的
小
書
提
醒
讀
者
的
：
﹁
上
海
也
有
中
國
人
。
﹂
12

一
九
三
五
年
，
上
海
擁
有
二
十
一
個
外
國
領
事
館
，
十
一
個
外
國
商
會
和
一
個
流
亡
政
府
︵
其
他
政
府
的
社
運
人

士
也
躲
在
那
裡
︶
。
其
他
亞
洲
海
港
城
市
也
有
類
似
的
多
國
景
象
，
但
規
模
都
不
及
上
海
。
許
多
旅
遊
叢
書
為
此
得

意
，
歷
史
研
究
也
喜
愛
此
現
象
。

這
種
正
宗
的
四
海
一
家
文
化
，
就
是
由
搭
乘
輪
船
與
火
車
來
到
上
海
的
人
組
成
，
法
令
也
為
此
背
書
。
公
共

租
界
的
政
府
傲
慢
到
擁
有
自
己
的
旗
幟
，
一
度
在
外
灘
矗
立
飛
揚
，
宣
示
所
有
權
。
旗
幟
的
中
心
是
工
部
局
的
官

印
，
一
八
六
八
年
設
計
，
上
有
十
二
個
國
家
的
國
旗
圖
案
，
並
以
拉
丁
文
寫
著
﹁O

m
nia Juncta in U

no

﹂
︵
合
眾

為
一
︶
。
沒
有
什
麼
比
媒
體
、
旅
遊
導
覽
與
回
憶
錄
更
能
描
述
當
地
生
活
中
四
海
一
家
理
想
的
強
大
。
也
沒
有
什
麼

更
能
說
明
政
治
上
的
偶
然
：
德
國
和
哈
布
斯
堡
王
朝
︵H

absburg E
m

pire

︶
的
旗
幟
在
一
九
一
七
年
後
改
為
空

白
；
除
了
﹁
工
部
局
﹂
三
個
中
文
字
，
上
頭
完
全
沒
有
中
國
的
蹤
影
，
而
且
拉
丁
文
在
黃
埔
江
岸
毫
無
意
義
。

兩
個
概
念
互
相
交
織
。
這
裡
的
上
海
由
各
國
聯
手
合
作
創
造
了
世
界
的
楷
模
。
同
樣
的
，
中
國
海
關
職
員
也

來
自
各
國
。
這
樣
四
海
一
家
的
理
想
非
常
吸
引
初
來
乍
到
的
外
國
人
，
特
別
是
俄
國
人
和
走
避
歐
洲
反
猶
暴
力
的

人
。
雖
然
公
共
租
界
內
高
密
度
的
中
國
人
也
有
著
相
同
的
想
法
。
但
是
，
四
海
一
家
的
理
想
在
政
治
思
維
其
實
是

排
外
的
。
這
裡
的
四
海
一
家
，
骨
子
裡
其
實
是
盎
格
魯
的
四
海
一
家
：
只
要
是
由
英
國
主
導
，
就
能
容
忍
多
國
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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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合
作
。
上
海
工
部
局
的
官
方
語
言
是
英
語
，
高
階
官
員
是
英
國
人
，
英
國
董
事
掌
握
大
權
，
英
國
的
社
會
習
俗

與
文
化
主
導
居
留
地
的
生
活
。
多
國
組
成
的
上
海
義
勇
隊
，
指
揮
官
聽
令
英
國
陸
軍
，
武
器
和
砲
彈
的
來
源
是
英

屬
香
港
。
斯
諾
一
九
三○

年
諷
刺
地
說
這
裡
是
﹁
扮
相
蹩
腳
的
英
國
殖
民
地
﹂
。
13

﹁
模
範
居
留
地
﹂
的
想
法
也
很
強
大
，
維
護
外
強
的
人
又
總
能
找
到
中
國
管
理
失
當
的
例
子
，
於
是
忙
著
再
找

更
多
新
的
理
由
。
但
模
範
居
留
地
的
概
念
就
和
四
海
一
家
的
理
想
一
樣
空
洞—

有
名
無
實—

英
國
外
交
官
還

是
喜
歡
這
樣
說
笑
。
學
者
和
研
究
人
員
鍾
愛
的
﹁
上
海
問
題
﹂
，
簡
而
言
之
就
是
上
海
無
所
不
在
的
貪
汙
。
雖
然
這

座
城
市
還
維
持
貿
易
的
基
本
功
能
，
鴉
片
和
土
地
才
是
財
富
的
重
要
來
源
，
兩
者
的
共
生
關
係
更
可
從
毒
品
的
俚

語
﹁
土
﹂
窺
見
。
鴉
片
的
利
潤
投
入
土
地
和
房
地
產
，
﹁
土
﹂
變
成
土
，
兩
者
獲
利
皆
可
觀
。
此
外
，
居
留
地
缺
乏

有
效
的
法
律
監
督
，
也
利
於
操
作
各
種
金
融
投
機
。
一
九○

九
至
一○

年
橡
膠
等
股
票
大
漲
，
工
部
局
英
國
總
董

也
涉
入
其
中
，
卻
不
能
舉
發
，
因
為
英
國
外
交
官
員
承
認
，
找
不
到
夠
多
未
涉
入
之
人
組
成
陪
審
團
。
但
上
海
的

英
國
最
高
法
院
需
要
的
陪
審
員
才
不
過
五
個
。
14

印
度
終
止
合
法
鴉
片
貿
易
時
，
一
位
常
坐
工
部
局
的
董
事
愛
士
拉

︵E
dw

ard Isaac E
zra

︶
受
到
刺
激
，
開
始
透
過
非
法
途
徑
﹁
進
口
印
度
貨
物
﹂
︵
他
的
訃
文
寫
的
也
是
此
委
婉
的
說

法
︶
。
15關

係
緊
密
的
利
益
集
團
成
形
，
廣
泛
影
響
上
海
公
共
租
界
，
新
計
謀
隨
即
出
現
。
一
九
二
七
年
，
一
群
市

民
，
包
括
兩
名
工
部
局
董
事
和
一
名
巡
捕
房
督
察
組
成
一
家
公
司
，
將
商
業
靈

賽
跑
引
進
公
共
租
界
。
另
有
兩

家
公
司
迅
速
跟
進
，
其
中
一
家
在
法
國
租
界
。
雖
然
包
裝
成
運
動
，
實
則
只
是
賭
博
工
具
，
套
句
邱
吉
爾
精
闢
的

形
容
這
就
是
﹁
活
的
賭
博
輪
盤
﹂
︵
說
實
在
也
適
用
整
座
城
市
︶
，
而
且
是
獲
利
驚
人
的
賭
盤
。
16

為
保
護
賽
狗
場
，

工
部
局
董
事
抗
爭
長
達
三
年
。
中
國
政
府
和
英
國
外
交
官
則
是
端
出
捍
衛
治
外
法
權
的
高
超
道
德
原
則
反
對
。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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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同
時
，
中
國
客
人
投
入
金
錢
，
這
些
公
司
從
中
抽
取
百
分
之
二
十
。
每
逢
賽
狗
之
夜
，
就
能
賣
出
上
萬
張
票
。

最
後
，
公
共
租
界
的
美
籍
總
辦
︵
譯
注
：
一
八
六○

年
代
後
，
工
部
局
設
立
了
總
辦
一
職
，
為
工
部
局
各
機
構
與

董
事
會
之
間
的
聯
絡
人
︶
反
擊
這
個
總
是
套
用
同
樣
說
詞
的
強
大
集
團
。
一
九
三○

年
十
月
，
他
告
訴
各
位
董

事
：

中
國
人
不
懼
痛
苦
與
艱
辛
，
也
要
以
此
反
對
工
部
局
，
與
其
說
是
管
理
從
前
所
謂
的
「
模
範
居
留
地
」
，
實
則

仗
著
治
外
法
權
進
行
剝
削
圖
利
。
若
純
粹
由
中
國
人
治
理
，
就
不
會
發
生
這
種
事
。
17

此
話
戳
到
痛
處
，
而
且
背
後
還
有
驚
人
的
事
實
：
上
海
公
共
租
界
的
犯
罪
率
總
是
比
周
圍
其
他
地
區
高
。
完

全
不
足
模
範
。
如
果
真
要
說
是
什
麼
的
模
範
，
就
是
缺
失
制
度
治
理
的
楷
模
。

更
深
層
的
問
題
則
是
，
每
個
工
部
局
的
巡
捕
房
每
月
都
有
來
自
﹁
地
方
事
業
﹂
︵
也
就
是
幫
派
︶
的
收
益
，
依

照
階
級
分
配
得
利
，
從
巡
官
到
最
低
階
的
華
捕
。
18

但
比
起
法
國
租
界
的
結
構
性
貪
汙
，
這
又
是
九
牛
一
毛
。
一
九

一
八
至
二
五
年
，
法
國
租
界
警
務
處
的
華
捕
督
察
就
是
當
地
主
要
犯
罪
集
團
的
成
員
黃
金
榮
，
而
一
九
二
五
至
三

二
年
間
，
政
府
當
局
祕
密
允
許
上
海
青
幫
壟
斷
鴉
片
買
賣
，
四
處
開
設
賭
場
營
利
。
事
實
上
他
們
把
巡
捕
業
務
直

接
發
包
給
幫
派
。
一
九
三
一
年
，
法
國
租
界
的
警
務
處
總
監
費
沃
立
︵É

tienne Fiori

︶
告
訴
公
共
租
界
的
督
察
，

他
們
﹁
真
傻
，
不
懂
得
照
做
﹂
，
而
且
他
們
和
流
氓
說
好
﹁
對
他
們
的
鴉
片
和
賭
博
事
業
睜
一
隻
眼
閉
一
隻
眼
，
條

件
便
是
維
護
法
國
區
的
秩
序
。
﹂
19

該
集
團
也
向
公
共
租
界
提
出
同
樣
的
交
易
，
很
多
巡
捕
都
對
此
方
式
和
獲
利
條

件
很
心
動
，
但
政
治
上
不
可
行
，
即
使
英
國
、
荷
蘭
、
法
國
殖
民
地
的
鴉
片
事
業
都
由
政
府
獨
占
︵
一
九
二○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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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
英
屬
香
港
五
分
之
一
的
政
府
營
收
來
自
鴉
片
所
得
稅
金
︶
。
20

法
國
人
自
己
也
稱
之
﹁
與
魔
鬼
簽
訂
的
契
約
﹂
，

逐
漸
成
為
公
開
醜
聞
，
法
國
外
交
部
一
九
三
二
年
終
於
採
取
行
動
。
法
國
與
青
幫
達
成
維
持
壟
斷
生
意
的
協
議
，

但
只
能
在
租
界
之
外
，
而
且
由
法
國
當
局
協
助
運
送
鴉
片
存
貨
。
21

帶
頭
涉
案
的
主
要
法
國
官
員
未
盡
保
護
職
責
的

代
價
是
致
命
的
：
一
九
三
二
年
三
月
，
一
週
內
便
有
三
人
相
繼
神
祕
死
亡
。

美
國
人
也
在
做
生
意
。
律
師
阿
樂
滿
︵N

orw
ood A

llm
an

︶
是
前
美
國
領
事
，
一
九
二
五
至
三
三
年
曾
任
墨

西
哥
榮
譽
領
事
。
一
九
二
八
至
二
九
年
，
他
盡
其
所
能
抵
抗
上
海
工
部
局
打
壓
賭
博
，
因
為
上
海
少
數
的
墨
西
哥

人
中
，
就
有
一
名
是
輪
盤
生
意
的
主
要
營
運
者
。
22

但
這
無
損
阿
樂
滿
之
後
成
為
受
人
尊
敬
的
市
議
員
。
另
一
方

面
，
當
地
強
大
的
美
國
利
益
集
團
確
定
自
身
受
到
上
海
的
美
國
法
律
機
構
之
縱
容
，
在
前
後
二
十
年
間
，
造
就
範

圍
廣
大
的
詐
欺
金
融
。
雷
文
︵Frank Jay R

aven

︶
在
一
九
三
一
至
三
四
年
擔
任
工
部
局
董
事
，
他
是
自
身
利
益
掛

帥
的
經
典
代
表
，
也
是
美
國
社
群
的
支
柱
。
他
憑
著
﹁
美
國
東
方
銀
行
﹂
︵A

m
erican O

riental B
ank

︶
建
立
房
地

產
和
金
融
公
司
的
網
絡
。
然
而
，
美
國
東
方
銀
行
無
力
償
還
長
達
三
年
，
一
九
三
五
年
倒
閉
，
並
拖
累
三
家
中
國

銀
行
，
許
多
美
國
傳
教
事
業
將
資
金
存
在
雷
文
的
銀
行
，
自
然
受
到
嚴
重
的
財
務
傷
害
。
當
地
一
家
主
要
的
英
國

報
紙
在
審
訊
一
陣
子
後
指
出
：
﹁
不
是
只
有
上
海
會
製
造
這
種
投
機
犯
罪
﹂
，
但
該
地
區
應
該
對
﹁
普
遍
的
特
殊
現

象
﹂
提
出
更
高
的
警
告
。
﹁
雖
然
它
是
美
國
的
銀
行
﹂
，
但
其
實
是
﹁
美
國
人
在
上
海
開
的
銀
行
﹂
，
而
且
不
受
制

於
任
何
美
國
銀
行
法
律
規
範
。
23

因
此
才
會
造
成
如
此
大
的
紕
漏
，
讓
雷
文
在
治
外
法
權
的
保
護
之
下
創
立
銀
行
，

而
美
國
的
法
律
卻
管
不
到
。
而
且
為
了
得
逞
，
雷
文
和
他
的
法
律
團
隊
收
買
了
美
國
在
中
國
的
法
律
單
位
，
或
令

他
們
三
緘
其
口
。
這
並
不
困
難
，
當
地
法
院
的
法
警
還
有
像
是
山
繆
．
泰
特
布
姆
︵Sam

uel T
itlebaum

︶
的
人

物
，
此
人
後
來
在
一
九
四
一
年
被
控
侵
占
，
並
發
現
他
一
直
使
用
假
名
工
作
︵
以
便
掩
飾
之
前
的
犯
罪
紀
錄
︶
。
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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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
泰
特
布
姆
被
送
進
監
牢
，
但
還
是
沒
人
知
道
他
的
真
名
。
24

難
怪
上
海
注
定
被
某
位
記
者
說
成
﹁
待
售
中
的
城
市
﹂
，
刊
登
在
一
九
四○

年
上
海
與
紐
約
同
步
發
行
的
報
導

揭
發
內
幕
，
上
海
就
是
這
種
勾
當
的
市
場
︵
而
且
盜
版
馬
上
就
會
在
上
海
出
現
︶
。
但
城
市
本
身
是
無
辜
的
：
治
外

法
權
一
直
都
是
殖
民
主
義
在
中
國
最
重
要
的
武
器
裝
備
，
也
是
治
外
法
權
助
長
了
這
些
醜
聞
。
上
海
的
公
共
租
界

和
法
國
租
界
並
不
壟
斷
犯
罪
，
其
他
地
方
當
然
也
有
道
德
或
法
律
墮
落
的
立
法
委
員
和
官
員
。
但
不
可
否
認
治
外

法
權
和
破
碎
的
行
政
體
制
助
長
犯
罪
，
提
供
詐
欺
機
會
，
例
如
雷
文
，
而
主
權
和
政
權
的
灰
色
地
帶
就
是
靈

賽

跑
集
團
行
動
的
地
帶
。
為
了
關
閉
靈

賽
跑
集
團
，
公
共
租
界
當
局
最
後
在
體
育
場
設
下
障
礙
物
和
鎮
暴
警
隊
防

止
任
何
人
進
入
。
這
全
然
是
齣
鬧
劇
：
外
國
治
理
的
左
手
鎮
壓
右
手
，
核
心
則
建
立
在
公
共
租
界
的
政
治
文
化
。

最
終
結
果
當
然
就
是
法
國
租
界
生
意
興
隆
的
逸
園
賽
狗
場
。

然
而
，
雖
然
治
外
法
權
阻
礙
中
國
的
治
理
︵
只
要
有
治
外
法
權
之
處
就
有
問
題
出
現
︶
，
卻
能
用
來
抵
抗
日

本
。
同
樣
的
，
任
何
條
約
保
障
的
中
國
公
民
也
可
以
出
租
自
己
的
身
分
給
中
國
的
利
益
團
體
，
因
此
，
一
九
三
七

年
後
，
支
持
國
民
政
府
的
報
紙
便
可
以
表
面
上
隸
屬
於
美
國
或
英
國
的
報
社
︵
一
九
四○

年
時
仍
有
十
家
︶
。
國
民

黨
探
員
可
以
繼
續
在
租
界
活
動
，
反
日
探
員
可
以
搭
乘
外
籍
船
隻
往
來
通
商
口
岸
。
未
受
占
領
的
上
海
一
度
成
為

蔣
介
石
作
戰
的
加
工
食
物
來
源
、
情
報
總
部
與
財
務
中
心
。
在
這
些
相
當
極
端
的
情
形
下
，
中
日
之
戰
許
多
方
面

都
是
一
場
相
當
奇
怪
的
戰
爭
：
前
線
滲
透
性
高—

物
資
與
人
可
以
輕
易
穿
過
；
忠
誠
也
是
多
元
光
譜
，
可
以
容

納
非
國
民
黨
的
蔣
介
石
盟
友
以
及
與
日
本
同
謀
的
汪
精
衛
。
汪
精
衛
深
信
唯
有
談
判
才
能
實
現
和
平
、
拯
救
中

國
，
因
而
脫
離
蔣
介
石
，
並
於
一
九
四○

年
成
立
南
京
國
民
政
府
。
這
不
是
一
場
非
黑
即
白
的
戰
爭
。
25

反
觀
中
國

東
部
被
日
方
占
領
的
核
心
地
帶
，
現
場
的
外
國
記
者
只
要
報
導
眼
見
的
事
實
，
就
足
以
反
駁
日
本
人
的
政
治
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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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
，
有
時
會
主
動
發
起
精
神
上
的
抗
日
活
動
。
26

此
時
，
國
民
政
府
受
困
於
長
江
西
方
幾
千
公
里
的
重
慶
，
並
且
遭

受
猛
烈
轟
炸
，
上
海
無
疑
就
是
逃
出
戰
爭
的
大
門
。

日
本
入
侵
滿
洲
後
，
國
民
黨
必
須
暫
停
廢
除
治
外
法
權
與
收
回
租
界
的
努
力
。
上
海
以
及
其
他
在
天
津
、
漢

口
、
廈
門
等
有
損
主
權
的
島
嶼
，
當
時
還
看
不
見
外
強
掌
控
終
止
的
日
期
，
遑
論
香
港
和
臺
灣
兩
個
殖
民
地
。
因

此
，
雖
然
就
在
門
外
的
戰
爭
造
成
極
大
壓
力
，
公
共
租
界
的
工
部
局
和
法
國
租
界
的
公
董
局
︵
譯
注
：
一
八
六
二

年
四
月
成
立
，
上
海
法
租
界
的
最
高
行
政
當
局
︶
開
始
管
理
這
片
領
土
。
一
九
三
八
年
，
上
海
工
部
局
的
年
度
報

告
表
示
為
了
改
善
社
會
與
工
業
福
利
，
他
們
參
與
日
內
瓦
的
國
際
勞
工
組
織
、
開
設
新
的
公
共
圖
書
館
分
館
、
搬

遷
老
舊
墓
園
、
推
動
校
園
交
通
安
全
活
動
，
並
在
上
海
首
處
圓
環
實
驗
交
通
管
制
。
地
方
納
稅
人
年
度
大
會
花
了

大
把
時
間
討
論
工
部
局
交
響
樂
團
的
未
來
，
廢
除
交
響
樂
團
的
議
案
徹
底
受
到
反
對
。
27

所
以
上
海
依
舊
正
常
營

業
。
更
不
用
說
，
這
座
城
市
繼
續
生
產
、
交
易
，
繼
續
扮
演
抵
抗
日
本
的
角
色
，
或
單
純
維
持
中
國
的
經
濟
活

絡—

認
真
工
作
，
也
認
真
玩
樂
。

一
九
三
九
年
三
月
，
恐
怖
分
子
的
目
標
是
舞
廳
和
夜
總
會
，
因
為
中
國
打
仗
的
歲
月
就
是
中
國
跳
舞
的
歲

月
。
炸
彈
落
下
時
，
上
海
在
跳
舞
。
就
連
手
榴
彈
丟
進
舞
廳
、
餐
廳
、
飯
店
時
，
上
海
也
在
跳
舞
。
一
九
三
七
年

後
，
整
座
城
市
在
日
軍
包
圍
之
下
變
成
﹁
孤
島
﹂
；
雖
然
危
險
，
但
在
外
國
控
制
之
下
仍
舊
保
持
中
立—

上
海
的

人
民
仍
在
跳
舞
。
一
九
四
一
年
十
二
月
七
日
，
珍
珠
港
被
轟
炸
之
後
，
日
軍
終
於
進
入
上
海
，
在
高
聳
的
大
樓
升

起
日
旗
，
從
前
的
上
海
電
影
也
曾
以
那
些
高
樓
象
徵
現
代
。
上
海
人
還
是
在
跳
舞
。
十
二
月
的
那
天
他
們
跳
舞

︵
很
多
人
的
舞
伴
此
刻
已
經
換
了
︶
，
直
到
一
九
四
五
年
八
月
，
這
座
城
市
再
度
回
到
國
民
政
府
控
制
。
那
是
雞
尾

酒
、
現
代
音
樂
、
現
代
造
型
與
現
代
人
的
流
水
年
華
。
中
國
從
未
如
此
國
際
化
，
如
此
繁
忙
，
如
此
受
到
摧
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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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此
身
負
重
傷
。

中
國
的
舞
蹈
狂
熱
從
國
民
政
府
一
九
二
七
至
二
八
年
確
立
政
權
開
始
。
28

專
為
歐
洲
顧
客
設
置
的
跳
舞
場
所
之

前
就
有
，
但
是
從
這
個
時
間
點
開
始
，
中
國
老
闆
眼
見
快
速
成
長
的
中
國
跳
舞
市
場
，
紛
紛
開
設
新
的
夜
總
會
和

舞
廳
。
一
九
二
二
年
，
瑞
典
裔
的
美
籍
樂
隊
指
揮
﹁
小
白
﹂
史
密
斯
︵‘W

hitey’ Sm
ith

︶
抵
達
上
海
，
他
表
示

﹁
中
國
人
還
沒
學
會
西
式
舞
步
。
﹂
29

一
九
三
七
年
﹁
小
白
﹂
離
開
時
，
中
國
人
已
經
停
不
下
來
。
橫
越
太
平
洋
的

船
運
越
來
越
便
宜
且
快
速
，
貨
物
、
想
法
與
外
國
人
從
美
國
來
到
中
國
的
速
度
也
更
快
︵
比
從
歐
洲
來
更
快
︶
。
戰

爭
期
間
與
戰
後
，
美
國
城
市
的
舞
廳
宛
如
雨
後
春
筍
，
風
潮
也
迅
速
地
吹
向
海
外
。
一
九
二
二
年
，
年
輕
的
美
國

記
者
伯
奈
．
賀
許
︵B

urnett H
ershey

︶
說
：
﹁
裝
著
爵
士
樂
的
貨
櫃
輪
船
正
通
過
金
門
大
橋
。
﹂
他
大
膽
地
說
，

﹁
沒
有
爵
士
樂
的
上
海
，
就
不
是
上
海
。
﹂
30

音
樂
化
為
樂
譜
與
唱
片
，
隨
著
樂
手
一
起
旅
行
，
可
見
大
眾
喜
好
。

舞
臺
上
的
舞
者
跳
著
一
起
飄
洋
過
海
的
新
舞
步
。
中
國
也
有
一
群
又
一
群
的
學
生
航
向
海
外
留
學
。
他
們
帶
著
學

位
證
書
與
海
外
生
活
歸
國
，
他
們
的
觀
點
變
了
，
衣
服
、
髮
型
與
習
慣
也
變
了
，
而
且
迷
上
了
爵
士
樂
和
舞
蹈
。

沒
有
什
麼
比
上
海
的
爵
士
世
界
，
對
英
國
文
化
控
制
權
產
生
更
迅
速
且
全
面
的
破
壞
。
住
在
通
商
口
岸
的
外

國
人
過
去
在
飯
店
的
舞
廳
跳
舞
，
到
了
一
九
二○
與
三○

年
代
，
專
門
的
舞
廳
和
夜
總
會
也
加
入
不
斷
變
化
的
夜

生
活
。
一
九
三
九
年
三
月
，
永
安
百
貨
的
大
東
方
舞
廳
等
場
所
引
起
了
民
間
治
安
組
織
注
意
，
這
間
舞
廳
建
於
中

國
人
熱
舞
高
潮
的
一
九
二
八
年
。
這
是
針
對
學
生
與
都
市
居
民
的
平
民
文
化
事
業
，
他
們
聘
請
知
名
女
舞
者
當

家
，
舞
廳
因
而
聲
名
大
噪
。
霓
虹
招
牌
高
掛
在
南
京
路
，
招
牌
上
有
穿
著
舞
衣
的
女
人
和
穿
著
燕
尾
服
的
舞
伴
。

走
上
新
新
百
貨
的
五
樓
就
是
天
堂
舞
廳
，
這
也
是
另
一
間
高
貴
精
緻
的
舞
廳
，
採
職
業
伴
舞
制
度
，
共
有
六
十
位

舞
者
，
客
人
買
票
輪
流
跟
她
們
跳
舞
。
對
照
之
下
，
一
九
三
六
年
開
幕
的
仙
樂
斯
宮
殿
可
稱
為
極
致
奢
華
的
夜
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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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
目
標
客
群
是
中
國
與
外
國
菁
英
。
仙
樂
斯
以
裝
飾
派
藝
術
風
格
，
閃
閃
發
亮
的
霓
虹
高
聳
建
築
物
是
沙
遜
爵

士
投
資
的
地
產
之
一
，
外
灘
的
華
懋
飯
店
也
是
。

在
這
些
公
共
場
合
交
錯
相
遇
的
男
女
，
在
當
時
中
國
社
會
可
謂
相
當
大
膽
。
而
這
些
地
方
也
代
表
這
座
城
市

複
雜
的
多
國
環
境
。
大
東
方
舞
廳
的
老
闆
是
澳
洲
裔
的
中
國
人
，
舞
廳
深
受
日
本
與
中
國
顧
客
喜
歡
。
在
夜
總
會

演
奏
的
樂
手
有
非
裔
美
國
人
、
菲
律
賓
人
、
俄
國
人
和
日
本
人
，
之
後
還
會
加
入
德
國
的
猶
太
難
民
。
一
九
三
四

年
，
第
一
支
全
由
中
國
人
組
成
、
由
幫
派
贊
助
的
樂
隊
，
在
中
國
人
經
營
的
新
飯
店
演
奏
。
31

夜
總
會
和
舞
伴
制
的

舞
廳
雇
用
俄
羅
斯
舞
者
，
這
些
舞
者
大
受
外
國
色
情
報
導
喜
愛
。
記
者
亨
利
．
錢
普
利
︵H

enri C
ham

ply

︶
寫

道
：
﹁
半
裸
的
身
軀
穿
著
夜
宴
裙
衫
。
隨
著
世
人
共
享
的
爵
士
樂
，
挽
著
穿
長
袍
或
民
族
服
裝
的
黃
種
人
旋
轉
﹂
。
32

中
國
的
評
論
者
也
注
意
到
了
。
報
導
曝
光
後
，
這
個
世
界
便
再
也
難
以
掩
藏
：
所
有
夜
總
會
都
燈
火
通
明
；
天
堂

夜
總
會
甚
至
聘
請
了
自
家
霓
紅
燈
設
計
師
，
而
夜
總
會
在
許
多
層
面
都
代
表
象
徵
享
樂
現
代
主
義
閃
閃
發
亮
的
峰

塔
。
錢
普
利
等
歐
洲
種
族
主
義
者
、
中
國
的
社
會
評
論
家
與
教
育
家
，
還
有
威
脅
現
代
主
義
的
愛
國
人
士
，
這
些

也
是
焦
慮
發
作
的
源
頭
。

逸
園
舞
廳
︵C
anidrom

e B
allroom

︶
正
是
一
九
三○
年
代
上
海
的
政
治
、
文
化
、
科
技
、
現
代
與
犯
罪
關
係

錯
綜
複
雜
又
互
相
影
響
的
例
子
。
舞
廳
的
正
式
名
稱
為
﹁
法
國
賽
場
﹂
︵T

he C
ham

ps de C
ourses Français

︶
，
公

共
租
界
的
賽
狗
事
業
瓦
解
，
法
國
賽
場
正
好
得
利
。
悉
心
規
畫
的
賽
場
蓋
在
法
國
租
界
，
這
片
廣
闊
土
地
原
為

︽
字
林
西
報
︾
擁
有
者
的
地
產
，
一
九
二
八
年
末
開
幕
時
，
館
場
可
容
納
兩
萬
觀
眾
，
包
括
跑
道
、
田
徑
場
和
一
棟

藝
術
風
的
飯
店
與
舞
廳
，
從
飯
店
還
可
遠
望
燈
火
通
明
的
賽
場
。
比
賽
往
往
是
一
瞬
間
的
眼
花
撩
亂
，
卻
如
中
邪

似
地
大
受
歡
迎
，
該
公
司
的
賭
注
收
益
自
然
驚
人
。
法
國
租
界
政
府
從
收
益
抽
成
，
但
須
透
過
獨
立
的
公
司
，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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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法
國
法
律
禁
止
政
府
單
位
從
賭
博
牟
利
。
33

眾
所
皆
知
的
上
海
青
幫
涉
入
這
樁
生
意
，
他
們
透
過
法
國
代
理
人
在

董
事
會
內
運
作
。
每
名
觀
賽
的
中
國
觀
眾
其
實
都
違
反
了
法
規
，
因
為
現
身
賭
博
場
合
便
已
是
違
法
，
但
狗
還
是

照
跑
。
走
進
場
館
的
大
門
要
花
五
毛
錢
，
對
都
市
的
勞
工
階
級
而
言
是
天
文
數
字
，
而
樓
上
的
舞
廳
又
更
是
尊
貴

的
場
所
。

一
九
三
四
年
四
月
十
三
日
，
非
裔
美
國
人
巴
克
．
克
萊
頓
︵B

uck C
layton

︶
與
他
的
﹁
哈
林
紳
士
樂
隊
﹂

︵H
arlem

 G
entlem

en
︶
在
逸
園
舞
廳
首
次
演
出
，
蔣
介
石
的
夫
人
和
她
的
姊
姊
宋
藹
玲
︵
丈
夫
是
財
政
部
長
孔
祥

熙
︶
也
在
觀
眾
席
。
光
是
舞
池
本
身
就
比
克
萊
頓
在
美
國
表
演
過
的
任
何
一
家
夜
總
會
大
。
克
萊
頓
回
憶
：
就
像

在
﹁
不
同
的
世
界
﹂
。
松
滬
會
戰
後
為
了
讓
觀
眾
回
流
，
舞
廳
引
進
燒
烤
餐
廳
，
放
了
一
個
﹁
電
視
架
﹂
播
放
賽
場

的
賽
事
，
他
們
吹
噓
說
是
﹁
電
視
的
前
身
﹂
，
用
餐
的
人
不
用
離
開
桌
子
就
能
跟
上
比
賽
進
度
。
34

此
外
，
他
們
也

奇
招
盡
出
，
雇
用
動
物
訓
練
師
和
猴
子
團
，
讓
猴
子
穿
上
衣
服
、
馬
褲
再
戴
上
帽
子
，
將
猴
子
綁
在
狗
身
上
，
訓

練
成
騎
士
。
賽
場
經
理
吹
噓
：
﹁
整
場
秀
鬧
瘋
了
。
﹂
35

一
切
盡
是
完
美
的
組
合
：
爵
士
樂
與
裝
飾
藝
術
、
幫
派
與

政
治
菁
英
、
新
式
賭
博
與
粗
俗
的
特
技
表
演
，
一
切
都
在
法
國
殖
民
力
量
的
保
護
傘
下
。
難
怪
上
海
吸
引
了
灑
狗

血
的
記
者
、
小
說
家
與
電
影
導
演
等
。
他
們
前
來
尋
求
靈
感
，
也
真
的
得
到
了
靈
感
。
他
們
根
本
就
不
需
要
捏
造

任
何
東
西
，
上
海
本
身
就
超
乎
所
有
想
像
。

熱
心
督
導
電
影
︽
大
地
︾
的
杜
庭
修
、
認
真
致
力
改
革
全
國
身
心
健
康
的
基
督
教
青
年
會
，
以
及
童
子
軍
運

動
與
協
助
錄
製
︿
耶
穌
恩
友
﹀
︵W

hat a friend w
e have in Jesus

︶
的
勝
利
唱
片
公
司
︵V

ictor C
om

pany

︶
，
全

都
一
敗
塗
地
。
新
生
活
運
動
呼
籲
模
範
公
民
：
早
睡
早
起
、
準
時
、
排
隊
、
不
賭
不
嫖
、
向
長
輩
敬
禮
、
遵
守
禮

儀
、
帽
子
戴
正
、
鞋
子
穿
好
、
呼
吸
新
鮮
空
氣
、
不
酒
醉
、
不
亂
丟
垃
圾
或
抽
菸
，
不
在
茶
室
、
戲
院
與
車
船
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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譁
、
節
儉
。
然
而
，
都
市
人
嘲
笑
這
些
命
令
；
上
海
也
聽
不
到
青
年
合
唱
團
在
被
敵
軍
包
圍
的
西
邊
高
唱
杜
庭
修

的
愛
國
歌
曲
。
上
海
充
斥
美
國
爵
士
唱
片
和
日
漸
流
行
的
﹁
黃
色
音
樂
﹂
︵
即
上
海
流
行
歌
曲
︶
，
在E

M
I

唱
片
公

司
的
上
海
工
廠
製
成
唱
片
，
整
日
在
一
九
三○

年
代
如
雨
後
春
筍
的
廣
播
電
臺
播
送
，
當
然
還
有
驚
人
的
電
影
產

量
。
想
要
在
跳
舞
面
前
將
社
會
軍
事
化
，
相
當
棘
手
。
在
炸
彈
四
射
之
前
，
人
們
難
以
聽
見
政
治
；
當
炸
彈
停

了
，
人
們
只
聽
見
音
樂
。
36

在
戰
前
，
不
斷
嘗
試
勒
緊
這
種
都
市
文
化
的
動
作
，
包
括
電
影
審
查
、
廣
播
與
出
版
管
制
，
以
及
喊
到
沙
啞

的
愛
國
與
道
德
教
條
。
一
九
三
四
年
末
，
新
生
活
運
動
之
一
就
是
上
海
的
大
學
生
組
成
小
隊
，
追
查
贊
助
舞
廳
的

老
師
和
同
學
。
37

但
是
修
改
一
部
電
影
或
禁
止
一
首
歌
曲
造
成
的
改
變
微
乎
其
微
。
上
海
已
經
懂
得
太
多
，
也
對
自

己
的
世
故
自
信
滿
滿
，
對
自
己
的
墮
落
滿
不
在
乎
。
當
時
社
會
諷
刺
劇
也
拿
此
開
玩
笑
，
說
著
上
海
男
人
為
了
太

多
選
擇
而
為
難
。
漫
畫
家
蕭
劍
青
一
九
三
六
年
的
選
集
︽
漫
畫
上
海
︾
帶
領
讀
者
進
入
許
多
景
象
：
在
舞
廳
、
夜

總
會
與
澡
堂
等
地
，
或
透
過
旅
遊
仲
介
、
在
街
上
、
在
舞
臺
上
以
及
穿
著
摩
登
的
女
大
學
生
，
滿
足
肉
體
的
欲

望
。
38

一
九
三
四
年
一
本
色
彩
繽
紛
的
圖
畫
雜
誌
︽
時
代
漫
畫
︾
發
行
，
之
後
開
始
有
人
仿
效
，
而
新
生
活
運
動
幹

部
與
血
魂
除
奸
團
也
正
好
撻
伐
。
39

發
行
三
年
以
來
，
這
本
月
刊
集
結
身
體
與
政
治
、
社
會
諷
刺
與
尖
銳
評
論
、
詼

諧
與
色
情
。
刊
物
的
畫
家
受
到
喬
治
．
格
羅
茲
︵G

eorge G
rosz

，
譯
注
：
一
八
九
三─

一
九
五
九
年
，
德
國
藝
術

家
，
畫
風
幽
默
諷
刺
，
反
應
現
實
生
活
︶
、
約
翰
．
哈
特
斐
德
︵John H

eartfield

，
譯
注
：
一
八
九
一─

一
九
六

八
年
，
德
國
藝
術
家
，
以
蒙
太
奇
攝
影
著
名
，
作
品
諷
刺
政
治
︶
、
詹
姆
士
．
瑟
伯
︵Jam

es T
hurber

，
譯
注
：
一

八
九
四─

一
九
六
一
年
，
美
國
小
說
家
、
漫
畫
家
，
擅
長
肢
體
幽
默
、
荒
謬
情
節
︶
與
其
他
墨
西
哥
、
日
本
的
漫

畫
家
影
響
。
這
本
漫
畫
就
與
這
座
城
市
一
樣
，
兼
容
並
蓄
，
完
全
現
代
。
一
篇
介
紹
﹁
現
代
語
言
﹂
的
文
章
收
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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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探
戈
、
爵
士
、
華
爾
滋
、
查
爾
斯
頓
與
狐
步
，
當
然
也
有
咖
啡
、
咖
哩
、
土
司
、
愛
克
發
︵A

gfa

︶
及
柯
達
，
而

且
當
然
不
會
漏
了—

帝
國
主
義
。
40

性
與
政
治
兩
者
在
︽
時
代
漫
畫
︾
密
不
可
分
。
兩
者
都
非
常
戲
劇
化
，
而
且
顯
著
。
雖
然
也
有
女
性
藝
術

家
，
但
男
性
想
像
的
女
體
滿
地
綻
放—

或
大
或
小
的
色
情
意
象
，
充
斥
一
九
三○

年
代
中
國
的
視
覺
藝
術
。
41

赤

裸
的
女
人
身
穿
透
明
衣
裳
或
衣
不
蔽
體
，
在
讀
者
面
前
大
方
炫
耀
現
代
泳
裝
，
或
乾
脆
坦
露
胸
脯
令
讀
者
眉
開
眼

笑
。
國
民
政
府
關
注
﹁
女
性
問
題
﹂
，
例
如
著
名
的
作
家
魯
迅
；
但
仍
始
料
未
及
種
種
以
現
代
自
由
為
由
的
社
會
奇

觀
。
啤
酒
、
香
菸
、
威
士
忌
、
可
口
可
樂
和
煤
油
，
透
過
廣
告
上
穿
著
泳
裝
或
旗
袍
的
女
人
︵
喜
笑
盈
腮
、
嫵
媚

誘
人
、
短
袖
、
短
髮
、
暴
露
雙
腿
︶
，
遍
布
中
國
的
視
覺
藝
術
。
、
中
國
興
盛
的
電
影
工
業
、
當
地
的
電
影
明
星

︵
如
阮
玲
玉
、
胡
蝶
︶
及
電
影
雜
誌
，
皆
與
︽
時
代
漫
畫
︾
縱
橫
交
錯
。
漫
畫
內
頁
到
處
可
見
夜
總
會
、
俱
樂
部
和

舞
蹈
。︽

時
代
漫
畫
︾
裡
的
政
治
傾
向
則
以
抨
擊
得
意
的
中
產
階
級
和
貪
汙
的
官
僚
為
典
型
，
有
時
還
算
安
全
。
這
些

是
無
人
反
對
的
標
的
；
但
雜
誌
偶
爾
也
會
踩
到
危
險
的
地
雷
。
一
九
三
六
年
，
該
雜
誌
由
於
攻
擊
中
國
駐
日
大
使

而
禁
刊
六
個
月
，
而
且
越
來
越
常
拿
日
本
人
做
文
章
。
由
於
國
民
政
府
希
望
在
變
得
夠
強
之
前
不
要
挑
釁
敵
軍
，

因
而
整
個
一
九
三○

年
代
中
期
都
與
日
本
玩
拖
延
遊
戲
，
所
以
當
不
能
說
出
日
本
國
名
時
，
︽
時
代
漫
畫
︾
就
用

﹁×
×

國
﹂
代
替
。
同
時
，
蔣
介
石
的
軍
隊
展
開
一
連
串
動
作
，
意
圖
撲
殺
共
產
黨
員
在
中
國
中
部
的
叛
亂
。
一
九

三
三
年
，
他
說
日
本
是
﹁
表
皮
的
病
痛
﹂
，
共
產
黨
是
﹁
心
臟
的
絕
症
﹂
。
42

一
九
三
七
年
六
月
，
︽
時
代
漫
畫
︾
社

會
文
化
版
一
篇
漫
畫
，
則
是
關
於
載
滿
槍
枝
的
﹁×

×

國
﹂
軍
艦
，
拉
著
和
平
天
使
行
經
無
法
無
天
的
太
平
洋
。

蔣
介
石
的
第
三
個
比
喻
，
我
們
或
許
可
以
稱
為
﹁
靈
魂
的
疾
病
﹂
：
西
化
的
文
化
在
不
受
管
束
的
︽
時
代
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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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
︾
扉
頁
，
或
在
上
海
的
舞
廳
地
板
散
布
；
條
約
國
更
以
武
力
及
細
則
保
護
這
種
文
化
。
當
然
，
多
數
人
沒
有
跳

過
舞
，
或
沒
讀
過
︽
時
代
漫
畫
︾
，
甚
至
不
識
字
︵
雖
然
他
們
可
以
聽
收
音
機
，
當
時
每
十
戶
人
家
就
可
以
找
到
四

臺
收
音
機
︶
。
很
多
人
有
閒
錢
到
逸
園
看
賽
狗
，
但
廣
大
的
民
眾
無
法
。
他
們
的
故
事
也
是
上
海
的
故
事
：
貧
窮
的

都
市
、
居
留
地
邊
緣
的
違
章
建
築
與
難
民
營
。
一
九
三
七
年
七
月
後
，
百
萬
人
湧
進
公
共
租
界
和
法
國
租
界
就
不

離
開
了
。
這
些
人
需
要
吃
，
需
要
工
作
。
街
上
的
屍
體
也
需
要
收
拾
。
應
付
這
場
危
機
消
耗
了
上
海
外
國
當
局
許

多
精
力
。
43

但
至
少
他
們
在
這
方
面
還
有
點
事
要
做
。

雖
然
國
民
政
府
的
﹁
特
勤
﹂
單
位
拿
著
炸
彈
和
刀
槍
約
束
自
家
國
民
，
但
他
們
並
沒
有
攻
擊
、
挑
戰
公
共
租

界
政
府
當
局
。
國
民
黨
嘴
上
依
舊
反
對
帝
國
主
義
和
﹁
不
平
等
條
約
﹂
，
但
收
回
外
國
特
權
仍
懸
而
未
解
。
民
族
主

義
的
說
詞
反
而
被
日
本
人
偷
走
，
尤
其
是
漢
奸
和
日
本
代
理
人
頻
頻
攻
擊
﹁
英
美
霸
權
﹂
。
正
面
挑
戰
公
共
租
界
現

況
的
是
日
本
人
。
一
九
三
七
年
到
四
一
年
十
二
月
之
間
，
上
海
外
人
治
理
的
核
心
地
區
開
始
上
演
抗
爭
不
平
等
。

這
件
事
有
三
個
面
向
。
首
先
，
日
本
軍
隊
強
迫
上
海
工
部
局
和
法
國
公
董
局
壓
制
中
國
的
民
族
主
義
和
愛
國
主

義
：
他
們
封
殺
所
有
廣
播
、
電
影
和
記
者
，
而
且
嚴
禁
任
何
支
持
國
民
政
府
的
行
為
。
例
如
國
慶
日
、
各
種
﹁
國

恥
日
﹂
︵
例
如
︽
二
十
一
條
︾
︶
、
滿
洲
危
機
等
，
都
是
明
顯
的
目
標
。
抗
日
行
動
展
開
時
，
日
本
成
功
收
買
外
國
維

安
機
構
達
成
自
己
的
目
的
。
第
二
，
日
本
從
未
正
式
對
中
宣
戰
，
因
而
維
持
條
約
國
的
身
分
。
他
們
在
工
部
局
和

分
支
單
位
都
有
自
己
人
，
外
交
官
更
遊
說
取
得
更
多
公
共
租
界
內
的
代
表
席
次
維
持
利
益
。
第
三
，
日
本
讓
英

國
、
法
國
、
美
國
一
起
承
擔
責
任
，
因
此
僅
費
了
少
許
力
氣
治
理
中
國
人
口
最
多
的
城
市
。
在
此
期
間
難
民
又
使

得
人
口
數
更
加
膨
脹
。
他
們
付
出
丁
點
代
價
，
獲
得
龐
大
利
益
。
英
國
和
美
國
代
理
占
領
的
地
區
，
如
此
的
占
領

既
經
濟
又
實
惠
。
整
體
而
言
，
許
多
外
國
的
非
戰
人
士
其
實
非
常
同
情
中
國
，
但
在
權
宜
與
其
他
不
可
抗
力
的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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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
之
下
，
只
好
勉
強
持
續
這
種
合
作
關
係
。

有
人
開
始
預
測
日
軍
即
將
進
入
公
共
租
界
。
一
九
三
七
年
十
二
月
三
日
，
曾
經
領
導
松
滬
會
戰
的
將
軍
松
井

石
根
監
督
六
千
名
士
兵
進
行
勝
利
遊
行
，
從
南
京
路
到
外
灘
，
穿
越
租
界
的
心
臟
地
區
。
這
條
路
線
常
見
此
類
的

軍
事
演
出
：
英
國
、
美
國
和
上
海
義
勇
隊
便
經
常
在
這
條
路
線
遊
行
；
一
九
一
八
年
的
﹁
凱
澤
﹂
也
是
，
由
此
可

見
日
本
的
雙
重
用
意
。
然
而
，
儘
管
已
經
有
所
預
防
，
仍
有
少
數
中
國
攻
擊
者
留
在
租
界
，
並
轟
炸
遊
行
。
44

三
天

後
，
類
似
事
件
又
在
發
生
，
於
是
日
本
軍
隊
公
然
在
租
界
內
行
動—

此
舉
有
違
長
久
的
協
議—

從
飯
店
抓
了

四
名
中
國
嫌
犯
，
帶
回
自
己
控
制
的
地
區
。
隨
著
中
國
人
的
暴
動
越
演
越
烈
，
日
本
也
對
公
共
租
界
的
協
同
維
安

施
加
越
來
越
多
壓
力
。
上
海
工
部
局
發
出
公
告
，
禁
止
反
日
的
廣
播
或
刊
物
，
並
將
每
年
懸
掛
中
國
國
旗
的
日
數

減
低
到
只
剩
幾
天
。
然
而
，
即
使
有
這
些
處
理
措
施
又
擴
大
監
視
，
仍
然
無
法
阻
擋
地
下
組
織
快
速
且
殘
暴
的
攻

擊
，
轟
炸
並
射
擊
敵
人
和
其
機
構
。
為
回
應
日
本
要
求
，
一
九
三
九
年
二
月
工
部
局
終
於
同
意
警
務
處
主
動
與
日

本
警
察
合
作
。
他
們
進
行
聯
合
突
擊
，
租
界
政
府
將
逮
捕
的
嫌
犯
交
給
日
本
。
工
部
局
透
過
英
國
外
交
官
請
求
重

慶
的
蔣
介
石
，
請
他
直
接
下
令
暗
殺
公
共
租
界
外
的
漢
奸
，
但
不
要
動
到
租
界
內
，
以
免
全
面
崩
盤
，
導
致
日
本

接
收
。
45

局
勢
毫
無
減
緩
的
跡
象
。
一
九
四
一
年
二
月
，
工
部
局
成
立
上
海
西
區
特
殊
巡
捕
隊
︵W

estern Shanghai 

A
rea Special Police

︶
與
上
海
特
別
市
政
府
的
傀
儡
政
權
聯
合
運
作
。
英
國
人
和
其
他
工
部
局
警
務
處
的
職
員
開
始

發
現
自
己
正
為
漢
奸
和
他
們
背
後
的
日
本
主
人
工
作
。

同
時
，
上
海
工
部
局
數
十
年
來
共
享
控
制
權
的
君
子
協
議
開
始
動
搖
。
英
國
在
工
部
局
一
直
占
有
很
多
席

次
，
雖
然
不
再
是
絕
對
多
數
，
但
表
面
上
來
自
世
界
各
國
的
董
事
會—

五
名
中
國
、
兩
名
日
本
、
兩
名
美
國
、

五
名
英
國—

掩
飾
英
國
仍
然
占
有
工
部
局
及
警
務
處
多
數
職
位
的
事
實
。
此
時
，
不
斷
傳
來
要
求
增
加
日
本
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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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的
壓
力
，
工
部
局
被
迫
同
意
。
此
外
，
選
舉
權
的
條
件
為
房
地
產
，
因
此
擁
大
批
租
界
內
土
地
的
英
國
公
司
之

投
票
數
便
能
提
高
。
少
數
住
在
租
界
的
日
本
居
民
會
在
選
舉
中
投
給
日
本
人
。
但
是
，
依
照
傳
統
慣
例
，
各
國
會

分
配
參
選
人
數
比
例
，
以
確
保
董
事
會
的
國
籍
平
衡
。
日
本
人
只
會
推
出
兩
位
候
選
人
，
而
英
國
人
也
會
分
配
人

數
投
給
日
本
參
選
人
以
求
回
饋
。
一
九
三
九
年
，
這
種
平
衡
開
始
變
化
，
安
排
日
本
人
投
票
的
日
本
居
留
民
團
發

起
行
動
，
要
求
更
多
日
本
代
表
席
。

外
強
在
上
海
的
歷
史
紀
錄
中
，
鮮
少
出
現
比
接
下
來
投
票
大
戰
更
荒
唐
的
事
件
。
一
九
四○

年
的
工
部
局
董

事
會
選
舉
之
前
，
日
本
公
司
開
始
將
名
義
上
較
大
的
土
地
切
割
成
小
單
位
，
為
了
讓
在
領
事
館
註
冊
的
每
一
單
位

都
擁
有
一
張
選
票
。
日
本
選
民
因
而
變
成
雙
倍
。
隨
著
歐
戰
爆
發
，
英
國
在
中
國
的
外
交
官
也
以
同
樣
手
段
回
應

日
本
在
上
海
下
的
戰
帖
，
提
高
英
國
的
選
舉
人
數
比
例
。
因
此
，
一
九
四○

年
的
選
舉
結
果
並
沒
有
改
變
控
制
的

平
衡
，
但
選
舉
產
生
的
裂
縫
在
其
後
迅
速
擴
大
。
一
九
四
一
年
二
月
，
英
國
的
票
數
是
一
九
三
九
年
的
十
倍
，
但

當
時
真
正
住
在
上
海
的
英
國
人
口
其
實
較
少
。
由
此
可
見
，
英
國
外
交
官
和
盟
友
深
諳
選
舉
操
縱
。
46

但
由
於
這
種

怨
恨
使
日
本
居
留
民
團
七
十
歲
的
委
員
長
林
雄
吉
︵H

ayashi Yukichi

︶
在
一
九
四
一
年
一
月
納
稅
人
年
度
大
會
，

對
著
上
海
工
部
局
的
英
籍
總
董
凱
西
克
開
槍
。
凱
西
克
死
裡
逃
生
，
但
工
部
局
沒
有
。
為
了
避
免
眾
怒
爆
發
，
英

國
和
美
國
的
領
事
與
日
本
外
交
官
倉
促
達
成
協
議
，
暫
停
選
舉
程
序
，
並
指
定
臨
時
董
事
會
管
理
租
界
。

權
威
遭
到
質
疑
再
加
上
承
受
壓
力
的
同
時
，
工
部
局
發
現
治
理
的
權
利
本
身
就
是
不
定
時
炸
彈
，
而
工
部
局

就
坐
在
這
顆
炸
彈
上
。
幫
日
本
人
維
持
治
安
也
是
，
工
部
局
依
然
承
擔
當
地
戰
爭
源
源
不
絕
的
代
價
。
一
百
萬
名

難
民
逃
進
公
共
租
界
和
法
國
租
界
，
很
多
人
和
家
人
或
朋
友
住
在
一
起
，
另
有
十
四
萬
人
住
在
多
處
難
民
營
。
一

百
萬
人
中
，
四
分
之
一
住
在
法
國
耶
穌
會
教
士
在
租
界
旁
設
置
的
難
民
營—
危
險
的
﹁
安
全
地
區
﹂
，
約
七
萬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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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
人
流
落
街
頭
。
47

隨
著
上
海
的
經
濟
開
始
自
行
調
整
，
上
百
家
小
店
一
間
間
接
連
開
設
，
多
數
難
民
不
再
直
接
向

慈
善
機
構
或
政
府
牟
取
資
源
，
但
他
們
的
福
祉
又
間
接
成
為
外
國
行
政
當
局
的
責
任
。
城
裡
的
人
要
吃
飯
，
家
庭

要
燃
料
，
公
共
衛
生
要
維
護
。
房
租
盤
旋
而
上
。
上
海
工
部
局
只
好
主
動
參
與
糧
食
採
購
，
試
圖
調
節
價
格
，
但

內
部
資
源
也
逼
近
極
限
。
經
濟
脆
弱
反
映
在
勞
動
關
係
方
面
，
罷
工
隨
即
引
發
，
而
日
本
和
幕
後
操
作
的
代
理
又

以
此
對
英
美
施
壓
，
煽
動
外
國
工
廠
勞
工
動
亂
。
這
些
紛
擾
，
加
上
長
期
財
務
管
理
不
當
，
意
味
上
海
工
部
局
在

一
九
三
九
年
走
向
破
產
，
不
得
已
向
英
國
政
府
恭
敬
地
要
求
借
貸
。

到
處
的
資
金
都
很
吃
緊
。
兌
換
率
貶
值
，
海
外
利
潤
縮
減
，
價
格
提
升
。
太
平
洋
關
係
研
究
所
報
導
，
投
機

者
在
期
貨
、
股
票
、
黃
金
和
房
地
產
投
入
﹁
巨
大
金
額
﹂
。
﹁
每
天
上
百
萬
美
元
﹂
就
在
賭
桌
上
流
轉
。
48

可
謂
賭
場

歲
月
。
法
國
租
界
拿
逸
園
的
收
入
支
持
許
多
社
會
福
利
。
公
共
租
界
一
直
藉
由
發
放
執
照
賺
取
比
例
不
錯
的
收

入
，
而
現
在
又
設
置
臨
時
自
願
娛
樂
稅
。
上
海
跑
馬
總
會
固
定
直
接
提
供
賭
注
營
收
給
董
事
會
或
贊
助
慈
善
事

業
。
一
九
三
七
年
後
，
傀
儡
政
府
和
許
多
情
報
與
維
安
單
位
徹
底
利
用
局
勢
。
就
像
許
多
幫
派
原
本
或
後
來
，
就

是
將
賭
場
當
作
金
源
。
上
海
西
區
、
公
共
租
界
或
法
國
租
界
以
外
的
地
方
，
一
直
都
是
外
國
政
府
標
註
為
待
擴
張

的
地
區
。
他
們
造
橋
鋪
路
，
主
動
建
設
。
住
宅
區
沿
著
街
巷
發
展
，
外
國
政
府
便
向
那
些
房
屋
收
稅
，
同
時
維
護

當
地
治
安
，
劃
下
地
盤
。
如
今
，
這
些
地
區
成
為
暴
力
犯
罪
的
市
郊
花
園—

上
海
﹁
歹
土
﹂
。

歹
土
充
滿
迷
樣
神
話
，
理
由
充
分
：
這
裡
是
艾
爾
．
卡
彭
︵A

l C
apone

，
譯
注
：
一
八
九
九─

一
九
四
七

年
，
美
國
芝
加
哥
犯
罪
集
團
創
始
人
︶
的
芝
加
哥
，
而
且
沒
有
任
何
限
制
。
這
座
城
市
喜
愛
跳
舞
與
投
機
，
賭
場

和
夜
總
會
興
盛
，
妓
院
如
雨
後
春
筍
，
日
本
人
資
助
的
毒
品
幫
派
也
在
這
裡
快
樂
度
日
。
一
旦
發
生
衝
突
，
就
用

極
端
暴
力
解
決
。
當
然
，
某
種
程
度
而
言
，
這
不
過
是
上
海
的
家
常
便
飯
。
在
一
個
沒
有
單
一
公
權
力
能
作
主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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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區
，
空
缺
就
由
投
機
者
和
罪
犯
填
滿
。
中
國
低
下
的
主
權
被
層
層
剝
皮
，
直
至
暴
力
赤
裸
的
最
底
層
。
長
年
運

作
的
結
果
就
是
上
海
歹
土
。
儘
管
那
兒
有
土
地
章
程
、
好
聽
的
說
詞
、
模
範
租
界
等
陳
腔
濫
調
，
還
有
不
容
質
疑

的
公
正
官
員
，
上
海
公
共
租
界
一
直
都
是
塊
歹
土
。

不
過
公
共
租
界
表
面
還
是
維
持
正
常
，
雖
然
質
疑
聲
浪
不
間
斷
，
而
且
處
處
都
是
危
險
。
日
本
的
傀
儡
政
權

發
起
﹁
恢
復
權
利
﹂
的
運
動
以
及
﹁
反
帝
國
主
義
﹂
的
政
治
宣
傳
，
這
些
完
全
就
是
中
國
民
族
主
義
者
的
政
治
修

辭
主
軸—

汪
精
衛
和
其
他
﹁
中
華
民
國
維
新
政
府
﹂
的
通
敵
者
便
是
以
此
自
居
。
日
本
此
刻
正
好
利
用
反
帝
國

主
義
，
而
且
目
標
只
針
對
英
國
和
美
國
。
外
國
軍
民
與
日
本
軍
隊
互
動
時
總
是
緊
張
，
而
且
多
次
發
生
暴
力
衝

突
，
連
足
球
比
賽
也
是
。
一
九
四
一
年
三
月
十
五
日
，
逸
園
賽
場
舉
辦
地
方
足
球
聯
盟
決
賽
。
中
國
的
東
華
足
球

隊
與
工
部
局
警
務
處
的
職
員
進
行
十
一
人
制
比
賽
。
法
國
裁
判
判
一
名
中
國
球
員
出
局
，
東
華
隊
因
而
全
隊
離
場

抗
議
。
接
著
兩
萬
名
觀
眾
暴
動
，
衝
進
球
場
，
丟
擲
棍
棒
、
石
頭
、
磚
塊
，
放
火
燒
看
臺
。
警
察
懷
疑
這
是
﹁
職

業
策
動
﹂
，
但
經
濟
和
政
治
的
緊
張
關
係
也
助
長
暴
動
，
群
眾
大
喊
﹁
豬
！
﹂
、
﹁
狗
！
﹂
、
﹁
外
國
流
氓
！
﹂
49

警
務
處
的
加
拿
大
籍
警
員
肯
尼
斯
．
波
納
︵K

enneth B
onner

︶
將
新
聞
剪
報
收
集
在
剪
貼
簿
裡
，
從
頭
記
錄

野
蠻
的
暴
動
。
從
松
滬
會
戰
軍
隊
交
戰
起
，
一
頁
又
一
頁
無
縫
接
續
到
以
牙
還
牙
的
恐
怖
戰
爭
。
尋
常
的
暴
力
事

件
甚
至
和
隨
之
而
來
的
武
裝
犯
罪
沒
有
兩
樣
，
武
裝
犯
罪
又
更
使
暴
力
事
件
火
上
加
油
。
剪
報
的
標
題
總
是
驚

恐
：
﹁
上
海
一
戰
紀
念
日
，
炸
彈
爆
炸
，
子
彈
四
射
。
﹂
﹁
六
顆
炸
彈
落
地
︙
︙
，
巡
捕
與
幫
派
在
老
閘
交
戰
，
三

人
死
亡
︙
︙
，
又
一
大
道
官
員
︵
譯
注
：
上
海
市
大
道
政
府
，
為
抗
日
戰
爭
時
期
日
本
扶
植
的
傀
儡
政
權
︶
被

殺
︙
︙
，
鹽
稅
官
身
中
多
槍
︙
︙
，
槍
手
射
殺
親
日
官
員
︙
︙
，
婚
禮
遭
炸
彈
轟
炸
︙
︙
，
炸
彈
落
在
賭

場
︙
︙
，
中
國
人
死
於
舞
廳
射
殺
︙
︙
，
南
京
外
交
部
長
中
槍
。
﹂
年
末
的
頭
條
是
﹁
脫
韁
的
恐
怖
年
代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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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
韁—

他
們
殺
害
或
綁
架
彼
此
的
銀
行
家
，
他
們
殺
害
彼
此
的
記
者
，
他
們
轟
炸
法
院
、
銀
行
與
報
社
，

他
們
槍
殺
傀
儡
政
權
的
官
員
與
疑
似
支
持
國
民
政
府
的
人
，
他
們
槍
殺
法
院
官
員
和
夜
總
會
巨
星
。
工
部
局
警
務

處
最
高
階
的
日
本
和
中
國
官
員
都
被
暗
殺
，
低
階
的
巡
捕
也
是
；
命
案
現
場
留
下
的
傳
單
寫
著
：
﹁
你
們
這
些
人
像

奴
隸
一
樣
替
外
人
工
作
︙
︙
，
我
們
是
奉
獻
國
家
的
英
雄
，
為
天
行
道
，
終
結
你
們
。
﹂
50

多
數
殺
人
犯
都
是
憑
著

個
人
觀
點
行
事
。
他
們
殺
了
俄
羅
斯
移
民
協
會
︵R

ussian E
m

igrants ’ A
ssociation

︶
會
長
和
繼
任
會
長
；
他
們
殺

了
法
國
警
務
處
中
國
偵
察
隊
的
隊
長
和
繼
任
隊
長
，
還
有
法
國
租
界
的
代
理
督
察
與
一
名
知
名
法
國
律
師
。
他
們

打
算
殺
了
英
國
在
公
共
租
界
的
總
辦
，
此
後
，
總
辦
就
坐
進
英
國
大
使
的
防
彈
轎
車
，
在
上
海
四
處
躲
避
。
波
納

把
報
導
剪
下
來
貼
在
剪
貼
簿
裡
，
但
沒
有
什
麼
能
收
納
暴
力
。
就
像
逸
園
裡
騎
在
靈

上
的
猴
子
，
租
界
的
政
府

當
局
都
穿
上
舞
臺
服
裝
，
再
和
戰
爭
與
恐
怖
行
動
的
犬
，
套
在
同
一
個
軛
上
，
一
同
演
出
這
場
混
亂
的
暴
動
。

一
九
四
一
年
十
二
月
八
日
上
午
，
日
本
占
領
上
海
公
共
租
界
，
不
啻
為
解
脫
。
51

將
近
兩
年
之
後
，
最
令
人
驚

奇
的
是
，
公
共
租
界
、
工
部
局
和
底
下
機
構
都
維
持
不
變
，
任
職
的
職
員
也
是
。
當
地
日
本
勢
力
並
不
想
把
租
界

交
給
傀
儡
政
權
的
盟
友
。
十
二
月
八
日
上
午
，
日
本
宣
布
即
將
進
駐
，
提
示
租
界
行
政
當
局
和
警
務
處
迎
接
他

們
。
英
國
和
美
國
的
工
部
局
董
事
於
一
九
四
二
年
一
月
辭
職
，
由
中
立
國
或
軸
心
國
的
代
表
取
代
。
某
些
部
門
的

英
籍
首
長
也
辭
職
，
高
階
巡
長
則
是
﹁
退
休
﹂
。
全
都
非
常
恰
當
且
正
式
。
但
多
數
人
都
留
在
職
位
，
因
為
他
們
沒

有
其
他
謀
生
的
方
法
。
這
對
日
本
來
說
正
好
，
他
們
也
不
想
付
錢
維
持
敵
人
的
生
計
。
其
他
英
國
人
仍
在
許
多
工

部
局
委
員
會
服
務
，
而
總
辦
高
飛
．
菲
利
浦
︵G

odfrey Phillips
︶
又
續
任
三
個
月
。
52

日
本
占
領
之
下
，
上
海
不

再
是
汪
洋
中
的
﹁
孤
島
﹂
，
但
同
盟
國
國
民
被
困
住
了
。
新
的
德
國
與
瑞
士
董
事
行
事
和
之
前
的
英
美
董
事
頗
為
相

像
，
他
們
唯
恐
失
去
工
部
局
的
主
權
，
而
且
謹
慎
對
待
預
算
。
他
們
非
常
在
意
象
徵
。
敵
軍
職
員
離
職
也
得
到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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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
偽
的
稱
讚
和
豐
厚
的
離
職
金
。
上
海
義
勇
隊
解
散
了
，
但
禮
數
非
常
周
到
，
舉
辦
退
休
典
禮
。
工
部
局
的
官
方

語
言
依
然
是
英
文
，
就
連
日
本
的
職
員
處
理
內
部
文
件
也
用
英
文
，
這
就
是
文
化
的
力
量
，
敗
方
亦
然
。

香
港
的
解
脫
卻
是
非
常
短
暫
。
一
九
三
七
年
起
，
香
港
也
因
大
戰
改
變
。
首
先
的
紛
擾
來
自
北
方
，
一
九
三

七
年
八
月
十
六
日
，
三
千
五
百
名
從
上
海
撤
退
的
婦
幼
搭
船
來
到
香
港
。
幾
百
名
美
國
人
也
來
到
殖
民
地
或
前
往

馬
尼
拉
，
另
有
九
百
名
印
度
人
搭
著
印
度
政
府
特
許
的
船
直
接
航
向
加
爾
各
答
。
在
香
港
，
無
親
無
故
的
人
暫
住

跑
馬
地
。
根
據
描
述
﹁
沒
有
阿
媽
﹂
的
跑
馬
地
讓
上
海
英
僑
難
民
生
活
困
難
。
53

然
而
，
他
們
的
到
來
喚
醒
香
港
這

灘
死
水
。
英
屬
香
港
與
飛
黃
騰
達
的
上
海
相
形
之
下
總
是
失
色
，
因
此
過
著
低
調
的
生
活
。
香
港
依
然
是
貨
物
集

散
阜
。
一
九
三
六
年
有
兩
萬
艘
遠
洋
船
隻
載
著
四
千
萬
噸
貨
櫃
進
入
，
那
是
和
平
的
最
後
一
年
。
裡
頭
住
了
一
百

萬
名
居
民
，
兩
萬
兩
千
名
華
人
，
除
了
孫
逸
仙
廣
州
政
府
那
幾
年
的
狂
熱
，
以
及
一
九
二
五
至
二
六
年
的
抵
制
與

罷
工
，
他
們
居
住
的
城
市
其
實
還
不
如
上
海
破
爛
的
邊
緣
地
區
。
中
國
的
砲
彈
似
乎
離
他
們
很
遠
。
奧
登
和
伊
舍

伍
一
九
三
八
年
拜
訪
時
，
匯
豐
銀
行
的
總
經
理
祁
禮
賓
︵V

andeleur G
rayburn

︶
告
訴
他
們
，
﹁
那
只
是
本
地
人

打
打
架
﹂
。
他
可
能
是
在
扮
演
兩
位
馬
克
斯
主
義
者
幫
他
選
定
的
角
色
，
但
是
他
私
下
也
寫
了
：
﹁
說
戰
爭
也
太
誇

張
，
根
本
只
是
幫
派
玩
玩
。
﹂
54

隨
著
日
軍
侵
入
華
中
地
區
，
對
於
先
遷
到
武
漢
，
再
遷
到
重
慶
的
落
難
政
府
來
說
，
香
港
成
為
重
要
的
聯
繫

地
。
一
九
三
八
年
十
月
，
日
本
攻
擊
並
占
領
廣
州
與
鄰
近
地
區
之
前
，
中
國
的
補
給
路
線
就
是
取
道
香
港
。
甚
至

在
那
之
後
，
飛
出
日
本
控
制
領
土
的
中
國
飛
機
，
仍
是
以
香
港
為
重
要
聯
絡
地
點
。
儘
管
英
國
不
甚
情
願
，
仍
然

讓
三
十
二
名
中
國
探
員
待
在
他
們
的
殖
民
地
，
補
給
並
支
援
焦
頭
爛
額
的
國
民
政
府
。
55

日
本
對
英
國
施
壓
禁
止
直

接
運
輸
之
前
，
中
國
三
分
之
二
的
軍
需
品
經
由
殖
民
地
輸
送
。
某
些
上
海
商
人
也
南
下
香
港
，
遷
廠
至
安
全
的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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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領
土
。
中
國
片
廠
基
於
安
全
考
量
搬
到
殖
民
地
，
香
港
不
僅
成
為
電
影
工
業
中
心
，
也
是
中
國
政
府
發
動
宣
傳

戰
、
召
集
海
外
華
人
支
持
與
國
際
媒
體
同
情
的
重
鎮
。
日
方
施
壓
漸
增
，
加
上
英
國
政
府
採
取
保
守
主
義
，
為
了

避
免
類
似
過
去
天
津
與
上
海
的
英
日
衝
突
，
殖
民
地
的
審
查
機
制
於
是
趨
於
嚴
格
。
一
九
四○

年
六
月
，
對
日
關

係
越
來
越
緊
張
，
英
國
官
方
下
令
撤
離
英
國
婦
幼
，
雖
然
三
千
五
百
名
居
民
確
實
離
開
，
但
許
多
人
又
透
過
關
係

繼
續
留
下
，
接
受
護
理
訓
練
或
從
事
其
他
當
地
需
求
的
工
作
。
撤
離
也
暴
露
了
其
他
方
面
的
緊
張
。
根
據
法
律
，

任
何
在
殖
民
地
出
生
之
人
都
是
英
國
子
民
，
但
這
個
規
定
只
適
用
於
﹁
歐
洲
種
族
﹂
。
許
多
亞
裔
歐
人
或
亞
裔
英
人

欲
往
澳
洲
，
卻
發
現
由
於
種
族
歧
視
的
移
民
政
策
無
法
登
陸
，
只
好
返
回
香
港
。
56

多
數
難
民
也
前
往
香
港
。
一
九

四
一
年
十
二
月
之
前
，
約
有
五
十
萬
名
中
國
人
穿
過
寬
鬆
的
邊
界
進
入
香
港
。

一
九
四
一
年
十
二
月
八
日
，
日
本
軍
隊
也
穿
過
同
一
條
邊
界
。
英
國
臨
時
接
到
通
知
，
隨
即
採
取
行
動
，
拆

毀
橋
梁
，
退
守
到
可
能
是
軍
事
史
上
名
稱
最
糟
糕
的
防
禦
位
置—

醉
酒
灣
防
線
︵G

in D
rinker ’s Line

︶
。
香
港

奮
力
防
禦
，
而
且
撐
得
比
日
軍
預
期
更
久
。
但
是
，
早
些
年
香
港
還
能
受
到
英
方
保
護
，
現
已
脫
離
大
英
帝
國
的

利
益
範
圍
，
廣
州
淪
陷
後
，
這
個
殖
民
地
被
日
本
團
團
包
圍
。
從
開
戰
第
一
天
的
轟
炸
就
可
看
出
香
港
無
法
對
抗

日
本
軍
機
。
香
港
抵
抗
的
目
的
是
阻
止
日
軍
前
進
，
除
了
為
榮
譽
而
防
守
，
也
向
重
慶
的
國
民
政
府
表
示
英
國
不

是
說
著
玩
。
首
相
邱
吉
爾
下
令
奮
戰
到
底
，
總
指
揮
官
和
軍
隊
堅
持
到
一
九
四
一
年
聖
誕
節
，
但
那
是
無
望
的
掙

扎
。
非
常
少
人
成
功
突
破
並
脫
逃
，
除
了
名
聲
遠
播
的
中
國
﹁
獨
腳
將
軍
﹂
陳
策
︵
譯
注
：
曾
經
協
助
孫
逸
仙
在

廣
州
對
抗
陳
炯
明
，
當
時
負
傷
截
斷
一
腿
，
有
﹁
獨
腳
將
軍
﹂
之
稱
︶
帶
領
的
小
隊
。
57

狠
毒
的
評
論
將
香
港
抹
黑
為
飛
船
和
酒
鬼
︵
即
使
這
條
地
堡
和
戰
壕
鋪
成
的
防
線
只
是
恰
巧
以
海
灣
命
名
︶
。

﹁
說
香
港
是
碉
堡
有
什
麼
用
？
﹂
當
地
評
論
者
萊
斯
利
．
萊
德
︵Leslie R

ide
︶
在
戰
敗
的
浪
頭
激
動
表
示
：
﹁
這
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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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家
庭
還
在
那
裡
，
夜
總
會
還
在
營
業
，
你
也
可
以
打
電
話
給
你
太
太
，
像
在
辦
公
室
那
樣
︵
而
且
不
回
家
吃
晚

餐
的
理
由
更
好
︶
。
﹂
萊
德
主
張
：
﹁
香
港
政
府
腐
敗
到
核
心
。
裡
面
沒
人
相
信
日
本
會
攻
擊
這
座
美
麗
的
島
，
這

顆
東
方
明
珠
，
這
個
大
班
聖
地
。
﹂
58

他
聲
稱
，
香
港
一
被
攻
擊
就
馬
上
淪
陷
，
並
非
英
軍
棄
守
防
禦
，
並
非
幫
派

和
通
敵
者
在
九
龍
造
反
，
也
不
是
日
軍
登
上
這
座
島
嶼
。
萊
德
一
點
也
不
誇
張
。
十
二
月
十
三
日
，
日
軍
從
九
龍

派
出
三
名
軍
官
和
香
港
談
投
降
，
他
們
抓
了
兩
名
英
國
人
質
，
其
中
一
名
是
總
督
夫
人
的
祕
書
瑪
維
絲
．
李

︵M
arvis Lee

︶
，
她
還
帶
了
她
的
兩
隻
臘
腸
犬
奧
圖
和
蜜
姬
。
她
在
香
港
總
會
享
用
三
明
治
時
告
訴
記
者
：
﹁
我
不

忍
心
丟
下
牠
們
。
﹂
59

英
人
在
亞
洲
慘
敗
的
消
息
立
刻
引
來
惡
毒
的
相
互
指
責
，
憤
怒
的
評
論
家
與
記
者
指
責
當
局
的
﹁
馬
奇
諾
心

態
﹂
︵M

aginot M
entalities

，
譯
注
：
出
自
二
次
大
戰
為
抵
禦
德
軍
於
法
國
東
方
邊
界
建
立
的
馬
奇
諾
防
線
，
由

於
造
價
昂
貴
，
加
上
附
近
地
形
崎
嶇
，
法
軍
因
而
疏
於
守
備
，
導
致
德
軍
突
破
防
線
︶
，
並
把
新
加
坡
說
成
﹁
飛
船

坡
﹂
︵B

lim
pore

︶
，
由
威
士
忌
蘇
打
、
粉
紅
琴
酒
與
種
族
主
義
催
生
的
無
能
堡
壘
。
60

香
港
保
衛
戰
暴
露
殖
民
地
的

慣
性
偏
執
，
吝
於
包
容
亞
裔
英
國
子
民
等
族
群
，
如
葡
萄
牙
人
︵
即
澳
門
人
︶
、
亞
裔
英
國
人
、
印
度
人
等
等
。
蔣

介
石
夫
人
搬
到
香
港
太
平
山
山
頂
之
前
，
住
在
那
裡
唯
一
一
位
非
歐
洲
人
是
亞
裔
富
商
何
東
︵R

obert H
otung

，

譯
注
：
何
東
之
父
為
荷
蘭
裔
猶
太
人
，
母
親
為
中
國
人
︶
，
該
區
在
一
九○

四
年
的
命
令
之
下
只
保
留
給
﹁
非
亞
洲

人
﹂
；
小
島
長
洲
一
九
一
九
年
也
同
樣
保
留
半
數
面
積
。
殖
民
地
一
位
立
法
委
員
辯
護
這
項
針
對
特
定
種
族
的
命
令

竟
表
示
，
這
完
全
不
是
﹁
種
族
﹂
議
題
。
雪
上
加
霜
的
是
，
這
項
命
令
由
英
國
與
美
國
傳
教
士
發
起
。
華
人
不
准

進
入
香
港
跑
馬
地
，
也
不
能
任
職
當
地
菁
英
組
成
的
香
港
管
理
機
構
。
約
在
日
本
攻
擊
前
一
年
，
移
民
部
門
與
空

襲
警
報
部
門
爆
發
兩
起
英
國
官
員
醜
聞
，
暗
示
底
下
深
藏
更
大
的
危
機
冰
山
。
隨
著
人
們
試
圖
於
戰
敗
與
餘
波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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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存
，
英
人
與
他
們
香
港
子
民
之
間
的
嫌
隙
，
以
及
英
人
內
部
的
問
題
，
紛
紛
浮
上
檯
面
。

伴
隨
日
本
攻
擊
是
一
連
串
血
腥
事
件
，
俘
虜
、
傷
患
、
護
理
師
與
醫
生
慘
遭
屠
殺
。
上
千
名
華
人
死
亡
，
上

千
名
婦
女
被
姦
。
日
軍
全
面
掠
奪
香
港
，
從
中
剝
削
利
益
，
羞
辱
被
捕
的
英
人
。
紀
錄
顯
示
英
人
被
迫
坐
上
華
人

和
印
人
的
人
力
車
，
或
被
拉
上
街
頭
示
眾
。
一
九
四
二
年
一
月
五
日
，
日
人
下
令
英
國
子
民
集
合
，
先
住
在
﹁
骯

髒
的
小
妓
院
﹂
，
接
著
集
中
到
香
港
赤
柱
監
獄
旁
草
率
搭
成
的
拘
留
營
。
有
些
人
懇
求
拘
留
在
山
頂
。
美
國
記
者
項

美
麗
︵E

m
ily H

ahn
︶
觀
察
寫
道
：
﹁
想
想
，
香
港
滿
是
自
以
為
國
王
的
公
僕
，
腳
底
踩
著
一
堆
苦
力
。
記
好
了
。

忽
然
之
間
，
變
成
這
樣
！
﹂
為
了
幫
助
他
們
﹁
記
好
了
﹂
，
日
方
資
助
拍
攝
電
影
︽
香
港
攻
略
戰
︾
，
英
文
片
名
為

﹁T
he B

attle of H
ong K

ong
﹂
或
﹁T

he D
ay E

ngland Fell

﹂
。
為
了
拍
攝
，
英
國
囚
犯
被
拉
出
拘
留
營
，
帶
到
香

港
皇
后
像
廣
場
遊
街
，
從
山
頂
重
現
投
降
場
面
。
攝
影
機
圍
繞
他
們
沮
喪
的
臉
，
以
及
諷
刺
英
國
帝
國
主
義
的
全

套
裝
備
：
一
個
男
人
被
迫
穿
上
馬
褲
。
61

日
軍
攻
占
一
周
年
時
，
該
部
電
影
在
東
京
、
上
海
與
香
港
放
映
。
瑪
維

絲
．
李
和
她
的
兩
隻
狗
印
成
明
信
片
，
在
軍
方
媒
體
流
傳
。

除
了
損
失
一
千
七
百
名
英
軍
的
香
港
保
衛
戰
，
日
本
撲
向
英
國
在
中
國
其
他
租
界
和
居
留
地
的
過
程
多
半
和

平
有
序
，
只
有
上
海
出
現
短
暫
的
同
盟
國
抵
抗
，
英
國
砲
艦
皇
家
海
燕
號
︵H

M
S Peterel

︶
拒
絕
被
日
本
接
收
，

指
揮
官
回
覆
：
﹁
滾
出
我
的
船
！
﹂
海
燕
號
幾
分
鐘
後
就
沉
沒
，
雖
然
保
全
名
節
，
但
是
至
少
有
七
人
喪
命
。
在
廣

州
香
港
西
北
方
一
四
四
公
里
，
戰
爭
從
美
籍
海
關
總
稅
務
司
李
度
開
始
。
德
籍
猶
太
醫
生
難
民
告
訴
他
十
二
月
八

日
上
午
香
港
的
衝
突
。
前
一
天
晚
上
李
度
應
酬
後
走
回
英
屬
沙
面
島
的
家
，
﹁
街
道
漆
黑
，
城
市
死
寂
﹂
。
他
已
經

接
到
解
雇
通
知
，
通
知
來
自
受
傀
儡
政
權
控
制
的
中
國
海
關
。
他
和
一
小
群
同
盟
國
國
民
，
多
半
是
嶺
南
大
學
的

傳
教
士
和
職
員
，
軟
禁
在
家
裡
。
時
值
溫
暖
舒
適
的
冬
天
，
他
種
花
植
草
、
彈
琴
、
晒
日
光
浴
、
閱
讀
。
他
在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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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日
的
筆
記
寫
下
，
當
他
﹁
午
餐
後
，
在
陽
臺
安
靜
地
坐
下
，
抽
著
煙
斗
，
難
以
想
像
香
港
正
在
大
戰
。
﹂
62

一
九

四
二
年
一
月
一
日
，
他
看
見
日
本
官
員
穿
著
日
間
的
燕
尾
服
，
他
們
的
妻
兒
穿
著
和
服
，
走
在
街
上
沿
路
探
訪
。

四
個
月
後
，
他
與
其
他
平
民
被
遷
移
到
廈
門
維
多
利
亞
酒
店
，
接
著
轉
往
上
海
，
還
順
道
接
了
汕
頭
與
廈
門
的
同

盟
國
平
民
。
外
國
人
在
中
國
的
居
留
地
重
新
洗
牌
，
而
且
是
一
連
串
非
自
願
的
遷
移
。
戰
爭
本
身
已
經
將
許
多
外

僑
趕
到
相
對
安
全
的
外
國
租
界
。
許
多
傳
教
士
待
在
外
站
，
有
些
被
迫
遷
走
。
衝
突
發
生
後
，
日
本
居
民
從
武
漢

的
租
界
或
國
民
政
府
控
制
的
居
住
地
逃
出
。
此
刻
，
同
盟
國
國
民
被
拘
留
或
監
禁
，
但
是
被
占
領
的
城
市
各
有
不

同
步
調
。
多
數
較
小
的
通
商
口
岸
或
滿
洲
的
城
市
裡
，
會
如
同
李
度
一
樣
被
軟
禁
在
家
，
或
集
中
在
酒
店
、
學

校
。
這
些
人
的
感
受
明
顯
都
是
不
舒
適
、
不
確
定
、
無
聊
。
有
些
還
能
進
行
無
言
的
對
抗
。
為
紀
念
聖
喬
治
日
︵St 

G
eroge ’s D

ay

︶
和
莎
士
比
亞
誕
辰
，
與
世
隔
絕
的
北
京
燕
京
大
學
英
籍
職
員
還
邀
請
美
國
同
事
參
加
奇
怪
的
野

餐
，
地
點
是
某
任
中
國
總
理
偽
裝
成
佛
寺
的
住
家
。
吃
了
香
腸
當
午
餐
後
︵
向
苦
難
的
時
光
致
意
︶
，
之
前
在
北
京

的
報
社
擔
任
編
輯
的
李
治
︵W

illiam
 Sheldon R

idge

︶
致
詞
。
李
治
手
拿
︽
亨
利
五
世
︾
︵H

enry V

︶
對
他
們

說
：
﹁
現
在
，
全
英
國
的
青
年
內
心
如
火
！
﹂
而
聖
喬
治
︵
英
格
蘭
︶
會
殺
了
那
隻
龍
。
他
們
唱
著
︿
天
佑
吾
王
﹀
與

︿
星
條
旗
﹀
︵T

he Star-Spangled B
anner

︶
，
在
民
歌
聲
中
跳
舞
。
63

他
們
能
做
的
事
情
就
有
這
些
，
還
有
等
待
。

北
京
殘
餘
的
英
國
社
群
最
後
被
集
中
到
鮮
少
利
用
的
英
國
使
館
，
位
於
外
國
控
制
的
東
交
民
巷
。
英
國
外
交

官
還
能
維
持
前
首
都
宮
殿
的
舒
適
與
尊
嚴
，
然
而
，
一
九
三
六
年
末
，
他
們
正
式
搬
到
南
京
大
使
館
。
憑
著
尊
嚴

與
慎
重
，
他
們
保
住
前
使
館
，
否
則
數
十
年
的
檔
案
又
能
存
放
在
哪
裡
，
而
且
或
許
鐘
擺
又
會
再
次
向
北
，
盪
到

首
都
的
位
置
。
一
九
三
七
年
盧
溝
橋
事
變
爆
發
後
，
宅
院
成
為
英
國
居
民
的
臨
時
避
難
所
，
但
在
一
九○

一
年
拳

民
事
件
後
允
許
的
外
國
駐
兵
，
以
及
之
後
外
國
控
制
而
建
立
的
東
交
民
巷
，
都
會
在
一
九
四○

年
八
月
撤
除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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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四
一
年
十
二
月
，
東
交
民
巷
只
有
少
數
領
事
職
員
，
也
將
某
些
房
間
出
租
給
仍
留
在
北
京
的
英
僑
。
一
九
四
二

至
四
三
年
的
冬
季
，
此
區
出
現
一
部
關
於
太
平
洋
戰
爭
的
離
奇
文
學
著
作
︽
太
后
與
我
︾
︵D

éca
d

en
ce 

M
andchoue

︶
，
這
是
一
部
以
回
憶
錄
之
名
，
實
為
細
節
豐
富
的
情
色
幻
想
著
作
，
作
者
是
老
早
被
高
尚
的
貴
格
會

家
庭
驅
逐
出
英
國
的
埃
德
蒙
．
巴
恪
思
爵
士
︵Sir E

dm
und B

ackhouse

︶
。
回
憶
錄
中
，
他
假
扮
英
國
外
交
領
事

人
員
，
不
僅
住
在
使
館
，
而
且
欺
負
軍
閥
並
威
嚇
中
國
官
員
。
雖
然
故
事
荒
誕
，
但
結
局
似
乎
正
好
。
巴
恪
思
爵

士
偽
造
文
書
並
詐
欺
，
儘
管
如
此
仍
然
建
立
漢
學
家
的
名
聲
，
而
此
刻
他
坐
在
使
館
裡
，
細
細
描
述
他
與
許
多
人

的
性
交
經
驗
，
其
中
包
括
奧
伯
利
．
比
亞
茲
萊
︵A

ubrey B
eardsley

，
譯
注
：
一
八
七
二─

一
八
九
八
年
，
英
國

插
畫
藝
術
家
︶
、
羅
斯
伯
里
伯
爵
︵L

ord R
osebury

，
譯
注
：
一
八
四
七─

一
九
二
九
年
，
曾
任
英
國
首
相
︶
、
保

爾
．
魏
爾
倫
︵Paul V

erlaine
，
譯
注
：
一
八
四
四─

一
八
九
六
年
，
法
國
詩
人
︶
、
慈
禧
太
后
與
王
爾
德
。
寫
作

想
必
幫
他
消
磨
時
間
，
如
同
燕
京
大
學
職
員
以
︿
爛
醉
如
泥
﹀
︵D

ow
n am

ong the D
ead M

en

，
譯
注
：
英
國
民

謠
，
飲
酒
歌
曲
︶
一
曲
跳
舞
。
64

珍
珠
港
事
變
後
，
日
軍
全
面
猛
烈
地
征
服
東
南
亞
的
同
盟
國
國
民
，
然
而
，
正
當
人
們
試
著
募
款
，
他
們
在

上
海
的
同
胞
去
看
賽
狗
、
舉
辦
派
對
、
和
骨
董
商
討
價
還
價
。
占
領
上
海
的
日
本
軍
官
和
想
在
傀
儡
政
權
發
跡
的

政
客
走
遍
市
場
，
尋
找
象
徵
階
級
的
裝
飾
品
。
珍
珠
港
事
變
爆
發
，
一
九
三
五
年
籌
畫
柏
林
頓
府
展
覽
的
大
維
德

爵
士
正
好
抵
達
上
海
加
入
搶
購
。
65

戲
院
依
然
開
張
，
夜
總
會
也
是
，
炸
彈
也
繼
續
墜
落
：
一
九
四
二
年
三
月
七

日
，
偉
宮
舞
廳
︵G

rantow
n ballroom

︶
遭
到
轟
炸
。
事
後
人
稱
這
段
日
子
為
﹁
馬
不
停
蹄
的
暴
力
﹂
，
但
日
本
將

油
門
催
到
底
，
不
再
受
到
任
何
外
國
媒
體
或
法
律
禮
儀
約
束
。
支
持
國
民
政
府
的
記
者
或
情
報
活
動
的
嫌
犯
很
快

就
被
日
本
憲
兵
扣
押
並
狠
狠
毒
打
，
但
整
體
而
言
是
少
數
。
一
九
四
二
年
，
上
海
跑
馬
總
會
春
季
會
議
的
報
導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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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片
弄
臭
了
上
海
英
人
在
亞
洲
戰
線
的
名
聲
。
但
他
們
之
後
會
說
，
日
本
強
迫
我
們
開
會
，
籌
畫
大
型
遊
行
慶
祝

新
加
坡
淪
陷
。
會
議
進
行
到
一
半
，
軍
樂
隊
還
走
進
賽
場
，
繞
著
跑
道
遊
行
。
當
時
是
﹁
同
盟
國
殲
滅
週
﹂
，
跑
馬

總
會
百
分
之
七
十
的
利
潤
給
了
日
本
軍
隊
，
其
餘
留
下
。
遊
行
結
束
後
，
比
賽
和
下
注
照
常
繼
續
進
行
。
66

這
種
反
常
情
況
對
於
多
數
上
海
的
同
盟
國
國
民
而
言
，
最
好
的
狀
態
約
持
續
了
十
四
個
月
。
在
回
憶
錄
和
文

件
中
，
他
們
過
著
貧
窮
不
安
，
但
本
質
上
熟
悉
的
生
活—

雖
然
繼
任
的
日
本
訂
下
限
制
收
入
的
規
定
，
很
多
人

更
被
炒
了
魷
魚
，
有
些
被
趕
出
家
門
，
另
外
也
禁
止
他
們
使
用
私
人
汽
車
：
搭
公
車
和
電
車
︵
通
常
只
是
近
距
離
︶

對
很
多
人
來
說
是
陌
生
且
羞
辱
的
天
方
夜
譚
；
家
務
工
作
、
採
購
食
物
和
煮
飯
也
是
。
一
九
四
二
年
和
四
三
年
，

在
紅
十
字
會
協
助
下
，
約
有
兩
千
五
百
人
搭
船
到
葡
屬
東
非
或
印
度
，
交
換
日
本
平
民
。
很
多
人
再
也
沒
有
回

來
。
一
九
四
二
年
十
月
，
八
千
名
留
在
上
海
的
人
依
照
命
令
在
公
共
場
合
戴
上
國
籍
臂
章
，
不
准
進
入
電
影
院
、

劇
院
和
餐
廳
，
並
且
必
須
遵
守
宵
禁
。
一
九
四
二
年
十
一
月
，
日
本
逮
捕
拘
留
約
三
百
名
違
反
治
安
的
嫌
疑
犯
。

一
九
四
三
年
二
月
和
三
月
，
十
二
個
﹁
平
民
集
中
營
﹂
分
別
在
上
海
、
揚
州
和
山
東
濰
縣
︵
收
容
中
國
北
部
的
平

民
︶
成
立
，
除
了
極
為
老
弱
之
人
，
其
他
都
關
了
進
去
，
包
括
大
部
分
在
燕
京
大
學
野
餐
的
人
。
集
中
營
都
是
倉

促
成
立
、
設
備
不
良
之
處
，
不
過
，
接
下
來
兩
年
半
都
待
在
裡
面
的
人
多
數
經
驗
是
不
適
與
勞
累
，
而
非
痛
苦
或

危
險
。
他
們
在
棚
屋
、
倉
庫
、
學
校
建
築
裡
的
生
活
，
可
謂
超
現
實
。
完
全
沒
有
﹁
非
常
有
用
﹂
的
阿
媽
或
家

僕
。
一
名
年
輕
英
國
女
子
和
家
人
抵
達
揚
州
集
中
營
時
寫
道
：
﹁
真
是
麻
煩
。
完
全
得
靠
﹃
自
己
﹄
解
開
繩
子
、
卸

下
行
李
，
搬
我
們
的
﹃
四
張
﹄
床
。
﹂
但
至
少
她
還
燙
了
頭
髮
準
備
迎
接
集
中
營
的
生
活
。
67

在
中
國
的
同
盟
國
平

民
通
常
可
以
免
除
香
港
或
東
南
亞
殖
民
地
官
員
遭
受
的
羞
辱
與
惡
劣
的
環
境
。
一
九
四
五
年
平
均
死
亡
率
其
實
仍

然
﹁
低
於
上
海
歐
洲
人
的
一
般
數
據
﹂
。
對
健
康
的
長
期
影
響
另
當
別
論
，
而
且
戰
爭
還
要
再
進
行
一
年
，
死
神
的



滾出中國　　232

鐮
刀
將
會
掃
過
集
中
營
。
不
過
，
拘
留
者
一
開
始
在
集
中
營
的
健
康
檢
查
結
果
是
﹁
好
得
驚
人
﹂
。
68

他
們
也
不
用

經
歷
殘
暴
的
侵
略
或
戰
敗
的
創
傷
。

逃
跑
完
全
可
行
，
因
為
反
日
游
擊
隊
就
在
不
遠
處
，
很
容
易
到
達
，
但
只
有
少
數
人
逃
跑
。
通
常
是
單
身
男

人
，
而
且
因
為
感
到
無
聊
，
所
以
不
遠
千
里
地
往
西
前
進
。
︵
其
中
之
一
曾
是
托
爾
布
恩
的
朋
友
，
這
下
他
真
的
嘗

到
了
冒
險
的
滋
味
︶
69

狀
態
最
脆
弱
的
外
國
社
群
是
沒
被
拘
留
的
，
可
能
因
為
他
們
在
日
益
艱
難
的
戰
爭
中
必
須
靠

自
己
餬
口
；
或
是
印
度
人
，
因
為
日
本
對
他
們
別
有
企
圖
。
蘇
巴
斯
．
鮑
斯
︵Subhas C

handra B
ose

︶
領
導
的
印

度
獨
立
聯
盟
︵Indian Independent League

︶
和
印
度
國
民
軍
︵Indian N

ational A
rm

y

︶
探
員
，
在
中
國
三
千

人
的
印
度
社
群
中
相
當
活
躍
。
70

另
外
，
在
納
粹
探
員
半
賄
賂
、
半
施
壓
之
下
，
日
本
滿
不
情
願
地
在
上
海
虹
橋
劃

出
﹁
特
別
區
﹂
，
並
於
一
九
四
三
年
三
月
十
八
日
命
令
一
九
三
七
年
後
抵
達
的
猶
太
難
民
搬
進
去
。
日
子
越
來
越
難

過
。
很
多
印
度
人
在
戰
爭
後
期
一
貧
如
洗
。
多
數
印
度
巡
捕
在
一
九
四
四
至
四
五
年
間
遭
到
解
散
。
據
說
，
許
多

貧
民
窟
的
猶
太
人
因
營
養
不
良
與
後
來
的
美
國
空
襲
而
喪
命
。
但
是
，
在
這
塊
八
百
公
尺
長
、
一
．
二
公
里
寬
的

小
小
﹁
特
別
區
﹂
中
，
多
元
的
教
育
、
文
化
與
宗
教
活
動
卻
蓬
勃
發
展
。

所
有
尚
存
的
租
界
幾
乎
在
太
平
洋
戰
爭
時
期
都
交
還
了
，
部
分
甚
至
交
還
兩
次
：
一
九
四
三
年
一
月
十
一

日
，
英
國
和
美
國
在
重
慶
正
式
簽
下
條
約
，
廢
除
治
外
法
權
和
外
強
在
小
島
的
權
利
；
同
年
夏
天
，
占
領
公
共
租

界
的
傀
儡
政
府
為
了
表
現
反
帝
國
的
民
族
主
義
，
又
在
南
京
簽
了
一
次
。
71

就
像
在
重
慶
的
英
美
外
交
官
，
這
些
管

理
上
海
公
共
租
界
的
人
也
別
無
選
擇
。
但
是
，
仍
然
說
了
不
少
國
際
化
和
治
理
﹁
模
範
﹂
的
說
詞
。
市
政
府
甚
至

舉
辦
了
官
印
設
計
比
賽
，
因
為
原
本
的
官
印
少
了
日
本
國
旗
。
72

國
際
化
的
說
詞
其
實
非
常
重
要
。
日
本
軍
隊
和
情
報
單
位
試
圖
盡
其
所
能
地
從
充
公
的
敵
軍
財
產
圖
利
，
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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儡
政
權
也
是
。
所
以
，
為
了
貶
低
從
前
工
部
局
的
象
徵
，
日
本
的
商
業
團
體
和
外
交
官
都
利
用
過
去
帝
國
夥
伴
的

同
一
套
說
詞
。
公
共
租
界
交
還
之
後
，
正
要
離
開
的
工
務
局
總
董
岡
崎
勝
男
︵
職
業
外
交
官
與
前
奧
運
選
手
，
也

是
未
來
的
日
本
外
務
大
臣
︶
在
廣
播
對
他
的
中
國
繼
任
者
向
所
有
國
家
的
民
間
和
商
業
團
體
請
益
。
他
補
充
：
﹁
我

深
深
相
信
，
這
座
偉
大
城
市
的
繁
榮
，
與
營
利
、
預
算
編
列
、
借
貸
、
公
共
會
計
等
關
係
密
不
可
分
。
﹂
73

日
本
的

商
人
和
外
交
官
就
和
前
任
英
國
一
樣
，
萬
般
不
願
將
治
理
好
的
上
海
交
給
中
國
人
。

但
是
，
此
刻
正
是
民
族
主
義
者
行
動
與
演
說
的
時
機—

當
然
還
有
音
樂
。
為
了
慶
祝
回
歸
，
名
義
上
的
漢

奸
市
長
陳
公
博
寫
了
︿
大
上
海
進
行
曲
﹀
，
在
﹁
愛
國
特
別
音
樂
會
﹂
上
由
前
工
部
局
交
響
樂
團
演
奏
：

大
上
海
！

大
上
海
！

我
們
的
財
富
不
斷
成
長
；

我
們
的
文
明
不
斷
進
步
；

讓
我
們
回
春
中
國
、
保
衛
東
亞
；

完
美
我
們
的
自
由
與
獨
立
。

︵
譯
注
：
歌
詞
由
英
文
翻
譯
，
非
中
文
原
文
。
︶

一
九
四
三
年
八
月
一
日—

交
還
日—

一
篇
新
聞
敦
促
讀
者
﹁
令
上
海
成
為
模
範
城
市
﹂
，
如
此
﹁
才
不
會

令
我
們
的
日
本
朋
友
失
望
﹂
︵
某
方
面
來
說
日
本
的
現
身
合
乎
﹁
自
由
與
獨
立
﹂
︶
。
無
論
這
些
話
或
陳
公
博
的
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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勵
，
都
沒
什
麼
人
聽
見
。
即
使
受
到
占
領
，
城
市
狂
熱
的
文
化
持
續
進
行
。
同
日
下
午
五
點
，
逸
園
準
備
開
始
當

天
十
二
場
比
賽
的
第
一
場
。
偉
大
夜
總
會
︵W

eida nightclub

︶
開
門
營
業
，
保
證
有
來
自
夏
威
夷
的
六
人
樂
團
、

﹁
夏
威
夷
氣
氛
﹂
、
﹁
甘
醇
美
酒
﹂
、
﹁
嬌
媚
舞
孃
﹂
等
節
目
。
舞
者
出
場
到
偉
大
夜
總
會
伴
舞
之
前
，
先
在
霞
飛
路

的
瓦
得
瑪
舞
蹈
學
校
︵W

aldem
ar ’s D

ancing A
cadem

y

︶
排
練
舞
步
。
一
九
三
七
年
，
法
國
幫
派
電
影
︽
逃
犯
貝

貝
︾
︵Pépé L

e M
oko

，
譯
注
：
描
述
巴
黎
盜
匪
集
團
首
領
逃
到
阿
爾
及
利
亞
躲
避
警
察
，
在
那
裡
與
一
女
子
相

戀
，
卻
因
想
念
故
鄉
被
警
察
引
誘
回
鄉
而
遭
逮
捕
︶
在
杜
美
大
戲
院
播
放
，
給
熱
愛
道
德
墮
落
的
人
觀
賞
；
︽
鴉
片

戰
爭
︾
︵O

pium
 W

ar
︶
，
又
名
︽
萬
世
流
芳
︾
，
準
備
在
南
京
大
戲
院
和
美
琪
大
戲
院
上
映
，
給
熱
愛
﹁
英
國
是
奸

商
先
驅
﹂
等
政
治
宣
傳
的
人
觀
賞
。
傀
儡
政
權
總
統
汪
精
衛
五
月
曾
預
先
觀
賞
了
這
部
中
日
合
資
的
電
影
。
那
年

夏
天
的
流
行
歌
曲
就
是
來
自
這
部
電
影
，
就
連
重
慶
也
聽
得
到
，
演
唱
人
就
是
電
影
女
主
角—

滿
洲
出
生
的
日

本
人
，
中
文
姓
名
是
李
香
蘭
。
李
香
蘭
的
這
首
歌
融
入
了
美
國
爵
士
風
格
的
︿
賣
糖
歌
﹀
，
琅
琅
上
口
，
歌
曲
內
容

為
反
鴉
片
，
大
勝
陳
公
博
乏
味
的
民
族
主
義
。
74

上
海
於
戰
爭
時
期
欲
從
﹁
英
美
腳
鐐
解
放
﹂
的
情
結
，
以
及
隨
之
而
來
的
成
功
反
帝
國
主
義
政
治
宣
傳
，
兩

者
在
充
滿
西
方
文
化
的
交
還
過
程
非
常
明
顯
。
上
海
的
大
報
︽
申
報
︾
發
行
紀
念
特
刊
，
內
頁
充
滿
西
裝
店
與
雪

茄
等
商
店
的
祝
賀
文
。
即
使
美
國
電
影
已
經
不
在
大
螢
幕
上
映
，
︽
上
海
時
報
︾
仍
會
刊
登
好
萊
塢
的
八
卦
消
息

︵
傑
基
．
庫
根
︹Jackie C

oogan

︺
又
要
離
婚
了
︶
。
上
海
工
部
局
在
沙
遜
爵
士
名
下
華
懋
飯
店
的
夜
總
會
︵
已
被

充
公
︶
舉
辦
雞
尾
酒
餐
會
，
作
為
非
正
式
的
送
別
會
。
中
國
都
市
在
一
九
三○

年
代
經
歷
文
化
強
勢
西
轉
，
主
要

轉
向
美
國
，
可
從
︿
大
上
海
進
行
曲
﹀
以
及
夜
總
會
的
夏
威
夷
音
樂
窺
見
，
同
時
透
過
鐵
路
、
航
運
、
郵
政
網
絡

和
廣
播
傳
送
的
人
與
貨
物
，
滲
透
全
中
國
。
因
此
，
這
也
是
某
種
詭
異
的
美
國
主
義
勝
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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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
然
是
勝
利
，
然
而
新
條
約
終
止
了
英
美
在
中
特
權
，
對
國
民
政
府
而
言
也
是
勝
利
。
但
在
重
慶
，
勝
利
的

典
禮
較
少
，
受
到
的
羞
辱
反
而
較
多
。
面
對
日
本
的
屠
殺
，
英
軍
竟
然
潰
散
，
這
點
激
怒
蔣
介
石
和
國
民
政
府
高

層
，
同
時
徹
底
瓦
解
英
國
在
他
們
眼
中
的
地
位
。
香
港
淪
陷
，
接
著
是
新
加
坡
。
一
九
三
一
年
九
月
之
後
，
在
中

國
的
英
國
只
是
苟
延
殘
喘
，
接
著
潰
散
崩
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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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
有
打
字
機
或
紙
張
，
沒
有
可
以
放
機
器
的
桌
子
或
坐
下
的
椅
子
，
也
沒
有
辦
公
的
場
所
，
這
該
如
何
打

仗
？
沒
有
打
字
員
，
就
算
有
，
卻
沒
錢
付
他
們
工
資
；
他
們
找
不
到
住
處
，
不
易
取
得
食
物
、
烹
飪
的
油
、
穿
的

衣
服
，
甚
至
牙
刷
，
這
該
怎
麼
打
仗
？
這
就
是
中
國
海
關
代
理
總
稅
務
司
周
驪
︵C

ecil H
enry B

encraft Joly

︶
，

在
一
九
四
一
年
十
二
月
面
對
的
難
題
。
不
僅
如
此
，
中
國
海
關
所
有
檔
案
盡
數
遺
失
，
多
數
職
員
和
外
站
也
都
撤

除
，
這
裡
幾
乎
沒
有
交
易
需
要
審
查
，
也
沒
有
營
收
可
得
，
因
此
沒
有
繼
續
運
作
的
道
理
，
更
別
說
讓
外
籍
總
稅

務
司
領
導
。
一
九
三
七
年
，
中
國
海
關
的
營
利
依
然
占
國
民
政
府
收
入
百
分
之
四
十
五
，
因
此
還
可
容
忍
外
籍
人

士
任
職
；
到
了
一
九
四
一
年
，
收
入
已
經
縮
減
為
比
百
分
之
一
多
一
點
點
。
1

十
二
月
底
，
周
驪
在
寒
冷
陰
暗
的
重

慶
觀
望
局
勢
。
兩
百
顆
日
軍
炸
彈
轟
炸
過
的
城
市
還
沒
恢
復
，
曾
經
風
光
的
海
關
，
此
時
前
景
並
不
樂
觀
。

海
關
看
似
悽
慘
的
未
來
，
預
示
了
通
商
口
岸
及
從
中
獲
利
的
人
會
有
什
麼
結
局
，
周
驪
便
是
其
中
之
一
。
他

的
家
庭
與
英
國
在
中
發
展
息
息
相
關
。
一
八
九
二
年
他
於
澳
門
出
生
，
其
父
親
當
時
在
澳
門
擔
任
領
事
，
哥
哥
和

姊
夫
都
在
海
關
工
作
；
他
的
妻
子
生
於
天
津
，
岳
父
曾
在
中
國
鐵
路
擔
任
會
計
。
周
驪
的
妹
妹
嫁
給
任
職
於
標
準

石
油
公
司
的
美
國
人
；
周
驪
的
母
親
守
寡
後
，
靠
著
教
韓
國
儲
君
英
文
支
持
家
計
。
2

數
十
年
來
全
家
的
利
益
都
靠

通
商
口
岸
提
供
的
機
會
。
此
時
，
周
驪
要
捍
衛
這
些
利
益
，
而
且
不
光
為
了
自
己
，
還
有
海
關
內
的
所
有
外
籍
員

工
，
超
過
九
百
五
十
名
，
占
全
體
職
員
百
分
之
十
二
。
3

周
驪
的
職
務
是
早
在
一
八
九
八
年
清
朝
與
英
國
交
換
合
約
之
前
就
開
始
的
共
生
關
係
，
可
惜
不
是
非
常
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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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
。
合
約
中
，
英
國
主
張
海
關
總
稅
務
司
一
職
須
由
英
人
擔
任
，
職
務
關
係
到
英
國
在
中
國
對
外
貿
易
的
大
宗
，

而
且
預
期
未
來
數
十
年
也
會
如
此
。
這
般
洋
洋
得
意
的
自
信
最
後
證
明
只
是
稍
縱
即
逝
的
優
越
。
但
是
，
自
從
一

九
三
一
年
日
本
占
領
滿
洲
，
英
國
控
制
中
國
對
外
貿
易
，
海
關
反
而
能
讓
國
民
政
府
保
護
共
和
體
制
當
下
要
緊
的

國
際
信
譽
。
繼
續
讓
外
籍
人
士
擔
任
總
稅
務
司
極
為
重
要
，
如
此
才
能
讓
中
國
從
海
關
營
收
取
得
貸
款
。
此
外
，

到
了
一
九
三
一
年
，
日
本
對
中
貿
易
已
經
威
脅
至
英
國
，
一
旦
提
出
替
換
英
人
職
位
的
想
法
，
海
關
就
有
可
能
落

入
日
人
控
制
。
加
上
越
來
越
多
港
口
落
入
侵
略
者
手
中
，
外
籍
職
員
儘
管
受
雇
於
中
國
，
他
們
的
中
立
立
場
對
於

保
護
中
國
利
益
還
是
相
當
有
用
。
一
九
四
一
年
十
二
月
初
，
周
驪
在
滇
緬
邊
界
的
騰
越
擔
任
稅
務
司
，
在
與
世
隔

絕
的
外
站
度
過
快
樂
時
光
。
此
時
，
他
被
召
回
國
民
政
府
的
臨
時
首
都
重
慶
，
處
理
這
場
政
治
災
難
。

日
本
接
管
上
海
公
共
租
界
時
，
完
全
控
制
中
國
海
關
及
其
員
工
、
檔
案
與
設
備
。
雖
然
當
時
的
總
稅
務
司
梅

樂
和
接
到
遷
移
重
慶
的
命
令
，
但
是
他
並
未
照
做
。
他
表
示
留
在
上
海
才
能
善
盡
職
責
。
許
多
偏
激
的
同
事
認
為

他
是
看
中
上
海
相
對
安
全
︵
當
時
已
有
將
近
一
萬
兩
千
人
死
於
重
慶
的
轟
炸
︶
，
他
個
人
也
偏
愛
舒
適
生
活
︵
其
中

一
人
的
形
容
是
﹁
酒
池
肉
林
﹂
︶
。
所
以
梅
樂
和
與
中
國
海
關
形
同
囊
中
物
。
一
九
四
一
年
十
二
月
十
三
日
，
汪
精

衛
的
通
敵
政
府
正
式
在
破
碎
的
南
京
運
作
，
下
令
解
散
海
關
內
所
有
同
盟
國
國
民
。
4

部
分
英
人
對
於
這
個
決
定
感

到
困
惑
，
例
如
在
上
海
海
關
擔
任
襄
辦
二
十
七
年
的
歐
文
．
甘
德
︵O

w
en G

ander

︶
就
不
懂
﹁
為
何
海
關
內
的
外

國
職
員
會
受
政
治
局
勢
影
響
﹂
。
5

太
平
洋
戰
爭
剛
開
始
的
時
候
，
通
商
口
岸
不
與
現
實
同
流
是
個
共
識
。
經
過
數

十
年
的
革
命
與
軍
閥
混
戰
，
普
遍
的
認
知
已
經
形
成
：
中
國
海
關
是
完
全
中
立
的
官
方
機
構
，
無
論
各
種
衝
突
的

原
因
與
結
果
，
都
不
受
妨
礙
。
梅
樂
和
也
建
議
中
國
和
中
立
國
的
職
員
待
在
崗
位
，
超
過
一
百
名
中
立
國
的
職
員

在
整
場
戰
爭
都
照
做
。
這
樣
對
重
慶
政
府
可
能
才
是
最
好
的
。
梅
樂
和
也
向
職
員
保
證
，
接
替
他
的
岸
本
廣
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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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
常
適
合
這
個
艱
難
任
務
﹂
。
6

岸
本
廣
吉
曾
任
日
本
海
關
最
高
機
要
，
因
為
經
常
維
護
中
國
雇
員
的
利
益
，
其
實

頗
受
歡
迎
。
在
被
占
領
地
區
的
工
作
者
橫
豎
沒
什
麼
選
擇
。
投
奔
自
由
中
國
的
選
項
看
似
直
接
，
但
是
拖
著
全
家

穿
越
戰
區
向
西
跋
涉
幾
乎
不
太
可
能
。
基
於
這
點
，
國
民
政
府
下
令
，
只
有
高
階
官
員
必
須
於
一
九
四
三
年
之
前

遷
往
重
慶
。
與
敵
人
有
某
種
程
度
的
共
處
，
也
不
失
為
合
理
考
量
。

於
是
中
國
海
關
詭
異
的
歷
史
分
歧
由
此
開
始
，
岸
本
廣
吉
的
辦
公
處
維
持
舊
有
的
海
關
，
包
括
多
數
員
工
、

絕
大
多
數
外
站
，
以
及
所
有
營
運
紀
錄
。
岸
本
廣
吉
的
海
關
也
有
打
字
員
。
此
外
，
雖
然
一
八
六○

年
代
在
赫
德

爵
士
治
理
之
下
︵
即
梅
樂
和
的
舅
舅
；
海
關
家
族
淵
源
綿
密
︶
，
中
國
海
關
獲
得
清
朝
認
可
，
海
關
的
價
值
理
念
也

發
展
成
形
，
但
是
，
如
同
周
驪
在
重
慶
代
理
的
官
方
總
稅
務
司
，
岸
本
廣
吉
任
內
沒
有
外
國
貿
易
可
以
審
理
，
同

時
也
缺
乏
持
續
存
在
的
理
由
。
日
本
長
時
間
遊
說
而
終
於
獲
得
的
中
國
海
關
，
結
果
只
是
個
空
殼
。

周
驪
抵
達
重
慶
後
，
才
發
現
大
事
不
妙
，
自
己
根
本
被
國
民
政
府
擺
了
一
道
。
國
民
政
府
長
久
以
來
試
圖
破

壞
外
人
主
導
海
關
的
傳
統
，
加
上
珍
珠
港
事
變
後
，
英
國
面
對
日
本
的
侵
略
以
失
敗
作
收
，
更
激
勵
國
民
政
府
破

壞
的
決
心
。
隨
著
香
港
與
新
加
坡
分
別
在
一
九
四
一
與
四
二
年
初
淪
陷
，
殖
民
者
僅
存
的
光
芒
也
消
失
殆
盡
。
英

國
外
交
官
絲
毫
沒
有
立
場
協
助
他
，
甚
至
覺
得
幫
他
﹁
會
帶
來
傷
害
﹂
，
於
是
周
驪
找
了
一
九
二
九
年
起
擔
任
中
國

銀
行
顧
問
的
加
州
人
亞
瑟
．
楊
︵A

rthur Young

︶
，
向
國
民
政
府
要
求
資
源
。
7

在
重
慶
的
英
國
大
使
赫
拉
斯
．
西

摩
︵Sir H

orace Seym
our

︶
對
於
一
九
四
二
年
廢
除
舊
約
後
趁
勢
簽
訂
新
約
感
到
樂
觀
。
他
苦
笑
地
說
：
﹁
對
於

英
國
與
中
國
的
貿
易
現
況
不
會
有
實
質
影
響
。
﹂
8

重
慶
和
昆
明
只
有
十
一
家
公
司
存
在
。
半
數
沒
有
生
意
，
剩
下

的
股
票
也
快
速
貶
值
。
其
中
一
家
公
司
由
賽
普
勒
斯
人
經
營
；
太
古
集
團
只
有
一
艘
單
螺
旋
槳
輪
船
；
怡
和
在
政

府
部
門
有
個
絲
綢
採
購
；
匯
豐
銀
行
正
從
福
州
搬
來
。
中
國
法
院
也
開
始
彷
彿
毫
無
治
外
法
權
般
行
動
。
一
九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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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年
八
月
︽
南
京
條
約
︾
簽
約
一
百
年
，
重
慶
的
社
論
要
求
廢
除
條
約
。
國
民
黨
和
中
國
的
民
族
主
義
者
依
然
普

遍
決
心
對
抗
帝
國
主
義
。
外
頭
當
然
可
見
蔣
介
石
和
邱
吉
爾
以
盟
友
身
分
肩
並
肩
對
抗
法
西
斯
主
義
的
海
報
，
但

是
一
位
外
交
官
抵
達
蘭
州
，
見
到
當
地
大
型
的
宣
傳
壁
畫
是
鴉
片
戰
爭
、
五
卅
慘
案
、
一
九○

○

年
拳
民
事
件

後
，
外
國
軍
隊
進
入
北
京
、
英
日
國
旗
並
排
，
嚇
得
他
臉
色
發
白
。
9

權
力
從
受
困
的
英
國
轉
向
美
國
，
預
示
帝
國

的
接
力
棒
交
接
。
菲
律
賓
淪
陷
並
不
如
英
國
那
般
玷
汙
了
美
國
在
中
的
名
譽
：
但
是
這
張
帝
國
主
義
的
標
籤
，
美

國
一
直
閃
躲
，
而
英
國
一
直
拿
著
到
處
吹
噓
。

梅
樂
和
爵
士
設
法
搭
上
離
開
上
海
的
遣
返
船
，
並
從
葡
屬
東
非
盡
快
回
到
崗
位
。
他
在
重
慶
受
到
冷
漠
對

待
，
不
過
即
使
如
此
還
是
值
得
。
他
的
同
事
說
，
梅
樂
和
來
﹁
搶
了
收
銀
機
，
然
後
走
人
﹂
。
10

一
九
四
三
年
三

月
，
美
國
達
特
茅
斯
大
學
︵D

artm
outh C

ollege

︶
的
畢
業
生
李
度
接
任
官
方
總
稅
務
司
，
當
時
周
驪
已
經
﹁
驚

恐
地
逃
了
﹂
。
11

那
年
一
月
十
一
日
，
中
英
在
重
慶
簽
訂
新
約
，
象
徵
新
的
里
程
碑
，
英
國
放
棄
治
外
法
權
與
所
有

剩
餘
的
租
界
，
還
意
外
放
棄
了
英
國
指
派
海
關
總
稅
務
司
的
權
力
。
美
國
也
在
同
日
簽
訂
了
類
似
條
約
，
但
是
，

美
國
擁
有
的
經
濟
與
軍
事
能
力
，
也
代
表
國
民
政
府
認
為
延
長
外
人
管
理
中
國
海
關
暫
時
仍
然
有
利
可
圖
。
一
度

搭
上
交
換
船
遣
返
的
李
度
在
八
月
回
到
重
慶
。
他
在
抵
達
時
提
到
：
﹁
戰
事
狀
態
看
起
來
不
錯
，
但
海
關
前
景
非
常

黯
淡
﹂
。
他
的
首
要
任
務
是
﹁
員
工
維
生
的
薪
水
﹂
。
他
的
同
事
告
訴
他
：
﹁
什
麼
都
沒
了
，
連
尊
嚴
也
是
。
﹂
12

重
慶
是
座
高
低
起
伏
的
山
城
，
﹁
街
道
擁
擠
、
狹
窄
、
難
聞
﹂
，
13

此
地
位
居
高
處
，
跨
越
陡
峭
的
砂
岩
，
俯

瞰
往
北
流
的
嘉
陵
江
；
南
方
邊
界
即
為
長
江
。
一
八
九
一
年
，
重
慶
正
式
開
放
，
數
十
年
來
卻
鮮
少
當
成
通
商
口

岸
，
除
了
英
國
商
人
阿
綺
波
德
．
立
德
︵A

rchibald Little

︶
曾
經
勘
查
超
過
十
年
，
希
望
能
讓
第
一
艘
輪
船
開
進

長
江
三
峽
的
急
湍
。
14

可
惜
那
段
歷
史
幾
乎
不
被
列
入
英
國
在
中
的
豐
功
偉
業
。
此
外
，
重
慶
著
名
的
是
惡
劣
的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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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
和
破
舊
的
街
道
。
擁
擠
的
巷
弄
、
﹁
千
種
噪
音
﹂
、
惡
臭
等
等
，
一
切
嚇
壞
了
一
九
二
一
年
來
訪
的
毛
姆
。
15

一
九

三
一
年
重
慶
有
二
十
四
家
公
司
，
一
九
三
六
年
調
查
發
現
一
百
三
十
八
名
外
僑
裡
多
半
是
傳
教
士
，
而
且
多
數
為

美
籍
。
日
本
曾
經
建
立
過
一
個
租
界
，
但
就
如
同
其
他
許
多
類
似
的
地
區
，
幾
乎
沒
有
建
設
。
這
是
通
商
口
岸
較

偏
遠
的
外
站
：
一
九
三
一
年
，
某
名
從
舒
適
上
海
來
到
這
裡
的
英
國
人
，
表
示
住
在
這
裡
需
要
﹁
堅
韌
的
神
經
和

自
制
﹂
。
﹁
這
裡
連
來
了
威
士
忌
新
品
牌
都
是
件
大
事
，
會
傳
上
好
幾
天
﹂
。
但
是
，
科
技
還
是
能
滲
透
與
世
隔
絕

的
中
國
，
乃
至
住
在
長
江
上
游
的
人
們
：
一
九
三
七
年
五
月
，
重
慶
的
英
國
居
民
甚
至
能
透
過
短
波
收
音
機
收
聽

英
王
喬
治
六
世
的
加
冕
典
禮
。
16

與
廣
大
英
國
帝
國
溝
通
的
渴
望
，
漸
漸
容
易
得
到
安
撫
，
早
期
的
地
理
隔
絕
也
很
快
得
以
穿
透
。
一
九
二
四

年
，
輪
船
在
重
慶
和
宜
昌
之
間
航
行
一
年
後
，
便
完
全
取
代
了
帆
船
。
一
九
三
一
年
十
月
起
，
重
慶
就
有
定
期
的

飛
機
航
班
，
將
武
漢
到
上
海
原
本
兩
週
的
旅
程
，
縮
短
為
兩
天
。
一
九
三○

年
代
中
期
，
從
重
慶
的
報
導
也
可
以

感
覺
遲
來
的
進
步
，
這
裡
逐
漸
跟
上
一
九
二○

年
代
中
國
城
市
的
生
活
。
重
慶
關
閉
鴉
片
館
、
建
造
新
路
︵
也
管

制
交
通
︶
、
設
立
自
來
水
廠
、
從
英
國
進
口
路
燈
，
野
心
勃
勃
地
想
要
﹁
與
上
海
的
繁
華
匹
敵
﹂
。
但
是
，
即
使
外

國
船
運
公
司
開
始
在
長
江
營
運
，
一
九
三
六
年
，
從
上
海
運
送
第
二
座
電
廠
的
設
備
還
是
得
花
三
個
月
。
就
算
裝

了
新
燈
，
部
分
地
區
還
是
一
片
漆
黑
；
一
九
三
七
年
，
甚
至
還
有
個
廣
為
相
信
的
傳
聞
：
外
國
人
會
殺
棄
嬰
，
然

後
吃
掉
。
17

一
九
三
四
年
十
月
，
蔣
介
石
的
軍
隊
打
敗
從
江
西
蘇
維
埃
撤
退
的
紅
軍
，
並
追
到
四
川
，
該
省
的
地
方
勢
力

第
一
次
發
現
來
自
南
京
政
府
的
注
意
與
壓
力
。
他
們
並
不
喜
歡
，
四
川
的
軍
閥
寧
願
遠
遠
地
愛
國
。
一
九
一
一
年

革
命
之
後
，
他
們
一
直
享
受
著
獲
利
可
觀
的
自
治
，
雖
然
並
不
見
得
會
與
四
川
人
民
共
享
。
軍
閥
也
成
功
挑
戰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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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勢
力
，
外
國
公
司
在
長
江
上
游
的
船
運
事
業
也
有
他
們
的
份
。
一
九
四
一
年
，
周
驪
面
對
的
問
題
之
一
就
是
重

慶
海
關
一
直
受
制
於
當
地
顯
要—

劉
湘
將
軍
的
船
運
長
期
完
全
不
搭
理
海
關
。
18

一
九
二
六
年
之
前
，
沒
有
外
籍

職
員
派
駐
重
慶
海
關
。
即
使
政
府
已
經
開
始
重
視
重
慶
，
但
要
在
重
慶
建
立
海
關
威
嚴
非
常
困
難
。

這
座
晦
暗
泥
濘
的
城
市
不
太
像
首
都
的
候
選
，
但
此
處
仍
舊
擁
有
對
外
隔
絕
的
地
理
優
勢
。
所
以
先
是
中

國
，
接
著
是
外
國
，
陸
續
來
到
重
慶
。
一
九
三
七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日
，
國
民
政
府
宣
布
遷
都
重
慶
，
政
府
官
員
攜

家
帶
眷
擠
上
開
往
長
江
上
游
的
輪
船
。
各
國
外
交
官
也
隨
後
搭
著
自
家
砲
艦
前
來
。
面
對
日
本
進
犯
，
原
本
井
然

有
序
的
撤
退
變
成
洪
水
宣
洩
，
尤
其
在
一
九
三
八
年
武
漢
淪
陷
後
，
重
慶
平
靖
時
期
五
十
萬
的
人
口
至
少
暴
增
為

兩
倍
。
由
於
大
河
長
江
，
重
慶
已
經
是
中
國
人
口
密
集
的
城
市
。
一
九
三
七
年
初
，
四
川
郊
區
不
穩
定
的
政
治
局

勢
與
嚴
重
的
饑
荒
帶
來
大
量
難
民
。
一
開
始
，
許
多
輪
船
剛
到
上
游
時
根
本
沒
有
停
泊
的
地
方
，
靠
岸
之
後
也
沒

有
住
宿
或
食
物
的
著
落
。

政
府
各
部
會
和
軍
隊
紛
紛
搬
遷
，
不
只
是
人
，
國
家
其
餘
的
部
分
也
跟
進
。
軍
火
庫
改
址
，
許
多
工
廠
也

是
。
一
九
三
七
至
四○

年
間
，
光
是
軍
火
設
備
就
有
將
近
二
十
萬
噸
送
到
西
邊
。
一
九
三
九
年
，
美
國
記
者
藍

道
．
古
爾
德
︵R

andall G
ould

︶
發
現
上
海
美
亞
織
綢
廠
把
設
備
運
到
上
游
生
產
；
河
南
一
家
棉
布
紡
織
廠
也
是

︵
自
來
水
廠
也
一
起
搬
遷
︶
。
赤
腳
的
工
人
直
接
上
工
；
因
為
當
地
沒
有
建
造
材
料
，
臨
時
搭
建
的
電
力
熔
爐
和
鑄

鋼
廠
也
從
下
游
運
上
去
。
剛
蓋
好
的
華
聯
鋼
鐵
︵H

ua Lien Iron and Steel

︶
已
經
開
始
製
造
機
關
槍
。
中
央
大
學

的
教
職
員
從
南
京
撤
退
六
週
後
又
復
校
。
他
們
就
連
實
驗
的
牲
畜
都
運
到
上
游
，
牛
也
一
起
帶
到
了
重
慶
。
重
慶

的
公
車
也
是
南
京
開
來
的
。
輪
船
與
費
時
四
十
九
天
的
車
隊
運
來
一
萬
兩
千
箱
故
宮
博
物
院
的
收
藏
。
19

中
國
人
辦

的
英
文
報
社
︽
自
由
西
報
︾
︵H

ankow
 H

erald

︶
也
把
設
備
運
到
西
邊
發
行
﹁
重
慶
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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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然
，
戰
爭
也
來
了
，
從
天
空
來
。
一
九
三
九
年
五
月
，
正
午
天
晴
，
日
軍
的
炸
彈
接
二
連
三
地
落
在
重

慶
，
隔
天
又
有
近
四
十
架
飛
機
在
空
中
列
隊
，
再
次
轟
炸
還
在
燃
燒
的
城
市
。
儘
管
先
前
機
場
遭
到
攻
擊
，
重
慶

其
實
毫
無
準
備
，
火
勢
在
舊
城
蔓
延
成
長
條
狀
的
火
海
，
約
五
千
人
葬
身
。
空
襲
之
後
，
身
心
受
創
且
無
家
可
歸

的
倖
存
者
露
宿
街
頭
，
約
二
十
萬
人
驚
恐
地
逃
出
城
市
。
市
中
心
五
分
之
四
遭
到
摧
殘
，
四
川
人
和
外
地
人
的
屍

體
往
下
游
漂
。
雖
然
外
國
使
館
還
可
從
國
旗
分
辨
，
但
已
在
日
軍
的
轟
炸
下
支
離
破
碎
，
罹
難
者
包
括
以
為
中
立

區
較
安
全
而
闖
入
的
中
國
人
。
報
社
和
政
府
的
中
央
通
訊
社
電
臺
皆
毀
損
，
此
舉
似
乎
威
脅
著
要
封
殺
空
襲
的
慘

忍
暴
行
，
但
是
城
市
此
刻
擠
滿
了
外
國
記
者
與
攝
影
師
，
他
們
的
報
導
引
發
世
界
輿
論
。
︽
生
活
︾
︵Life

︶
雜
誌
寫

道
：
﹁
現
代
戰
爭
史
上
最
可
怕
的
城
市
轟
炸
﹂
，
而
且
這
座
城
市
﹁
遠
比
羅
馬
古
老
﹂
；
文
明
的
前
哨
遭
到
圍
攻
。
20

照
片
裡
盡
是
成
堆
的
焦
屍
與
滿
目
瘡
痍
的
城
市—

﹁
慘
絕
人
寰
的
轟
炸
﹂—

就
連
習
慣
西
班
牙
內
戰
空
襲
新
聞

的
人
也
為
此
景
震
驚
。
21

重
慶
向
四
處
開
拓
，
往
地
底
下
挖
掘
又
重
建
。
隨
著
居
民
、
商
家
、
政
府
搬
離
破
碎
的
中
心
，
城
市
跨
過
河

流
，
往
西
擴
張
。
受
到
重
創
的
城
市
屹
立
不
搖
，
從
岩
石
中
挖
出
空
襲
避
難
所
。
然
而
，
破
碎
的
市
區
也
出
現
了

重
建
的
機
會
。
建
築
物
很
快
就
重
生
，
而
且
比
從
前
﹁
更
大
、
更
新
潮
﹂
，
設
計
風
格
偏
重
﹁
現
代
且
國
際
化
﹂
。

因
為
建
材
持
續
欠
缺
，
多
數
房
屋
都
是
木
板
條
和
泥
漿
搭
建
，
不
過
有
些
也
拿
廢
墟
回
收
的
磚
頭
建
造
。
因
此
，

也
有
觀
察
者
表
示
，
重
慶
看
來
像
是
一
座
大
型
舞
臺
。
一
度
被
鄙
為
﹁
中
世
紀
﹂
的
城
市
，
現
在
卻
看
得
出
其
中

居
住
著
多
國
人
士
。
電
影
院
、
夜
總
會
、
冰
淇
淋
店
，
甚
至
滑
冰
場
紛
紛
開
幕
。
這
裡
成
立
了
三
個
交
響
樂
團
，

在
杜
庭
修
一
九
三
九
年
去
世
之
前
，
還
籌
辦
大
型
愛
國
歌
曲
演
唱
會
。
部
分
故
宮
博
物
院
的
珍
寶
開
設
臨
時
展
，

另
有
中
國
藝
術
與
攝
影
陳
列
。
兩
家
電
影
製
片
廠
設
法
製
作
電
影
。
緬
甸
富
裕
的
難
民
開
車
前
來
；
某
位
美
國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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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
表
示
曾
經
見
過
晚
宴
服
和
寵
物
獵
豹
。
然
而
，
對
多
數
難
民
而
言
，
牆
上
賞
心
悅
目
的
廣
告
仍
然
遙
不
可
及
。
22

作
家
林
語
堂
後
來
抵
達
重
慶
時
，
發
現
上
海
的
銀
樓
與
絲
綢
店
、
北
京
的
藥
局
、
上
海
與
香
港
大
報
的
臨
時

辦
公
室
、
北
京
知
名
的
大
三
元
粵
菜
餐
廳
、
上
海
南
京
路
的
冠
生
圓
食
品
公
司
。
有
錢
的
人
在
這
裡
可
以
享
受
上

海
糕
餅
、
福
州
肉
碎
與
雲
南
火
腿
。
商
務
印
刷
、
中
華
、
開
明
與
世
界
圖
書
出
版
社
都
在
這
裡
成
立
。
他
總
結
：

﹁
一
言
以
蔽
之
，
各
大
城
市
皆
濃
縮
進
了
重
慶
。
﹂
23

在
這
些
擁
擠
的
街
道
、
國
民
政
府
的
新
世
界
，
來
自
沿
岸
、

世
界
一
家
的
中
國
，
遇
上
中
國
中
心
的
﹁
大
後
方
﹂
、
﹁
下
江
人
﹂
；
移
入
者
遇
上
了
機
警
的
四
川
人
。
人
們
操
著

各
地
含
糊
不
清
的
方
言
，
無
法
理
解
彼
此
，
這
樣
的
挑
戰
靠
著
書
寫
解
決
，
他
們
甚
至
也
寫
英
文
。

隨
著
戰
爭
發
展
，
國
民
政
府
的
共
和
體
制
七
零
八
落
，
對
外
聯
絡
依
賴
重
慶
作
為
主
要
窗
口
。
林
語
堂
發
現

重
慶
許
多
書
店
擠
滿
買
不
起
書
的
窮
人
，
他
們
就
站
上
整
天
看
書
。
24

海
明
威
和
約
翰
．
史
坦
貝
克
︵Jo

h
n 

Steinbeck

，
譯
注
：
一
九○

二—

一
九
六
八
年
，
美
國
作
家
，
曾
獲
一
九
六
二
年
諾
貝
爾
文
學
獎
，
主
要
代
表
作
有

︽
憤
怒
的
葡
萄
︾
等
︶
的
盜
版
翻
譯
就
擺
在
書
店
，
服
務
那
些
此
刻
已
經
沒
有
圖
書
館
等
地
可
去
的
外
國
文
學
讀

者
。
然
而
數
量
有
限
，
選
擇
也
不
多
。
林
語
堂
還
失
望
地
提
到
，
重
慶
沒
人
知
道
他
的
近
作
。
一
九
四
一
年
末
與

一
九
四
二
年
五
月
，
香
港
和
緬
甸
相
繼
淪
陷
，
此
後
，
補
給
重
慶
的
唯
一
生
命
線
是
美
國
經
由
喜
馬
拉
雅
山
的
空

運
，
這
個
重
要
的
後
勤
支
援
輸
送
了
上
千
噸
補
給
品
、
上
千
人
，
損
失
了
六
百
架
飛
機
和
兩
千
條
人
命
。
這
種
情

況
下
，
書
本
不
會
是
優
先
物
資
。
25

儘
管
如
此
，
某
個
美
國
文
化
計
畫
還
是
設
計
出
新
穎
輕
巧
的
微
縮
膠
捲
閱
讀

器
，
將
閱
讀
器
連
同
美
國
國
會
圖
書
館
的
科
學
研
究
影
片
、
妥
善
保
管
的
中
國
文
學
典
籍
，
一
起
送
到
中
國
。
26

發

生
在
重
慶
的
反
差
與
荒
謬
也
需
要
一
本
像
上
海
︽
時
代
漫
畫
︾
的
月
刊
予
以
剖
析
，
但
是
補
給
短
缺
意
味
完
全
沒

有
圖
畫
雜
誌
，
除
了
美
國
戰
爭
情
報
處
︵U

S O
ffice of W

ar Inform
ation

︶
發
行
的
一
本
刊
物
。
︽
生
活
︾
雜
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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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
是
被
視
為
珍
寶
。
在
木
板
條
和
泥
漿
搭
建
的
屋
裡
，
重
慶
人
並
不
是
躺
在
現
代
中
國
都
市
鋪
的
溫
床
。

但
是
即
使
沒
有
新
書
進
來
，
重
慶
的
空
運
仍
載
來
了
目
擊
者
和
記
者
，
先
從
香
港
，
珍
珠
港
事
變
後
又
從

﹁
駝
峰
航
線
﹂
。
項
美
麗
說
：
﹁
幾
乎
所
有
寫
文
章
的
人
都
去
了
那
裡
。
﹂
瑪
莎
．
蓋
爾
霍
恩
︵M

artha G
ellhorn

，

譯
注
：
一
九○

八—

一
九
九
八
年
，
美
國
記
者
，
被
譽
為
美
國
二
十
世
紀
最
偉
大
的
戰
地
記
者
之
一
︶
在
一
九
四

一
年
四
月
抵
達
中
國
，
為
︽
考
利
葉
周
刊
︾
︵C

ollier’s

︶
報
導
，
她
的
新
丈
夫
海
明
威
也
滿
腹
牢
騷
地
跟
來
。
︵
他

私
下
表
示
：
﹁
中
國
是
個
爛
透
了
的
國
家
。
﹂
︶
攝
影
師
瑪
格
麗
特
．
布
林
克—

懷
特
︵M

argaret B
ourke-W

hite

︶

也
和
劇
作
家
丈
夫
歐
斯
金
．
考
德
威
爾
︵E

rskine C
aldw

ell

︶
前
來
。
如
同
格
雷
厄
姆
．
佩
克
︵G

raham
 Peck

，

譯
注
：
一
九
一
四─

一
九
六
八
年
，
一
九
三
五
年
首
次
抵
達
中
國
，
任
職
美
國
戰
爭
情
報
處
︶
說
的
，
許
多
短
暫

停
留
的
訪
客
都
走
著
同
一
條
參
訪
路
徑—

﹁
機
場
、
戰
地
孤
兒
院
、
防
空
洞
、
醫
院
、
夫
人
、
機
場
﹂
︵
蔣
夫
人

經
常
提
到
自
己
援
助
戰
爭
孤
兒
︶
。
不
過
，
仍
然
或
多
或
少
有
其
他
待
得
較
久
的
人
。
27

蓋
爾
霍
恩
撰
寫
報
導
；
美

國
記
者
白
修
德
︵T

heodore W
hite

︶
為
︽
時
代
︾
寫
文
章
；
哈
里
森
．
福
爾
曼
︵H

arrison Form
an

︶
為
︽
紐
約

先
驅
論
壇
報
︾
︵N

ew
 York H

erald Tribune
︶
工
作
；
還
有
德
國
記
者
君
特
．
史
坦
︵G

ünther Stein

︶
等
，
他
們

都
協
助
重
慶
於
戰
爭
期
間
維
持
向
全
球
曝
光
，
﹁
讓
那
個
城
市
每
日
都
存
在
於
地
圖
上
﹂
。
項
美
麗
說
，
多
數
記
者

都
是
﹁
保
王
派
﹂
。
他
們
報
導
勝
利
，
不
報
導
戰
敗
，
協
力
編
織
重
慶
抗
敵
的
故
事
。
而
且
，
一
開
始
他
們
很
少
寫

到
盟
友
的
問
題—

至
少
一
開
始
是
，
至
少
出
版
品
也
是
。
瑪
莎
．
蓋
爾
霍
恩
發
現
儘
管
天
氣
惡
劣
和
資
源
匱

乏
，
重
慶
的
確
是
座
啟
發
靈
感
的
城
市
，
但
她
也
說
：
﹁
我
再
也
不
想
來
了
。
﹂
項
美
麗
提
到
天
氣
對
心
情
的
影
響

︵
如
同
別
人
口
中
﹁
糟
糕
的
濃
霧
﹂
︶
，
對
於
像
她
一
樣
曾
經
住
在
倫
敦
的
人
，
倒
是
還
可
忍
受
。
印
度
記
者
卡
拉
達

︵D
. F. K

araka

︶
見
到
窮
困
的
重
慶
，
倒
是
想
起
自
己
在
牛
津
的
學
生
生
活
。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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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是
中
國
出
現
臨
時
成
立
的
外
國
社
群
。
記
者
與
外
交
官
等
身
負
任
務
的
男
男
女
女
，
他
們
前
來
消
除
疑

慮
，
找
尋
真
相
，
提
供
建
議
，
說
教
傾
聽
。
一
九
四
一
至
四
二
年
，
不
僅
英
國
軍
隊
表
現
不
盡
理
想
，
英
國
政
府

也
沒
有
滿
足
國
民
政
府
離
譜
的
借
貸
要
求
︵
國
民
政
府
要
一
百
萬
英
鎊
，
後
來
拿
到
五
十
萬
︶
，
儘
管
如
此
，
英
國

政
府
仍
然
試
著
以
訴
諸
文
化
的
方
式
拯
救
自
己
的
地
位
。
英
國
首
次
指
派
文
化
專
員
籌
畫
各
種
活
動
，
包
括
交

流
、
獎
學
金
與
贈
送
書
籍
設
備
。
中
英
科
學
合
作
館
成
立
，
館
長
是
科
學
家
李
約
瑟
︵Joseph N

eedham

︶
。
文
學

活
動
也
來
助
陣
。
羅
伯
特
．
佩
恩
︵R

obert Payne

，
譯
注
：
一
九
一
一—

一
九
八
三
年
，
英
國
作
家
，
曾
為
毛
澤

東
、
史
達
林
、
馬
克
斯
等
知
名
歷
史
人
物
作
傳
︶
在
重
慶
北
方
的
復
旦
大
學
臨
時
校
區
教
授
英
詩
，
只
是
缺
少
書

本
有
點
困
難
︵
詩
人
暨
評
論
家
威
廉
．
燕
卜
蓀
︹W

illiam
 E

m
pson

︺
在
北
京
大
學
昆
明
校
區
，
則
靠
著
強
大
的
記

憶
回
想
文
本
，
教
了
兩
年
的
詩
與
評
論
。
︶
美
國
戰
爭
情
報
處
利
用
十
足
反
映
西
方
文
化
價
值
的
雜
誌
、
影
片
、
展

覽
、
文
宣
與
廣
播
，
滲
透
戰
爭
時
期
的
中
國
。
難
民
和
逃
難
者
也
逐
漸
從
香
港
和
被
占
領
的
通
商
口
岸
進
入
重

慶
。
多
數
陸
續
被
他
們
的
外
交
官
送
到
印
度
，
其
他
人
盡
量
在
當
地
有
所
發
揮
。
有
些
白
俄
人
開
了
餐
廳
；
︽
自
由

西
報
︾
有
踢
踏
舞
教
師
刊
登
的
廣
告
；
熱
愛
中
國
的
英
國
人
約
翰
．
麥
考
斯
蘭
︵John M

cC
ausland

︶
在
重
慶
電

臺
工
作
，
用
﹁
有
教
養
、
語
調
優
美
的
完
美
英
國
紳
士
英
語
﹂
主
持
廣
播
，
但
除
此
之
外
拒
絕
說
英
文
︵
他
與
荷

蘭
同
事
一
起
拿
到
了
中
國
國
籍
︶
；
一
位
在
加
州
文
圖
拉
︵V

entura

︶
的
牙
醫
和
牙
醫
太
太
記
錄
且
翻
譯
了
這
個

電
臺
的
廣
播
，
提
供
美
國
廣
播
網
播
放
；
由
此
可
見
重
慶
與
中
國
外
界
薄
弱
的
聯
繫
。
29

飛
越
喜
馬
拉
雅
山
的
飛
機
也
載
著
打
造
﹁
自
由
中
國
﹂
︵
這
個
詞
很
快
就
會
出
現
︶
的
男
男
女
女
抵
達
。
一
九

四
四
年
春
，
英
國
資
訊
部
︵B

ritish M
inistry of Inform

ation

，
譯
注
：
成
立
於
一
戰
末
期
，
於
兩
戰
期
間
負
責
公

關
與
政
治
宣
傳
的
部
門
︶
派
遣
英
國
時
尚
攝
影
師
賽
西
爾
．
比
頓
︵C

ecil B
eaton

︶
到
中
國
。
這
份
工
作
和
他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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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三○

年
代
效
力
的
︽
時
尚
︾
雜
誌
完
全
不
同
。
他
發
現
﹁
中
國
沒
有
北
京
野
餐
、
馬
球
小
馬
，
也
沒
有
花
團
錦

簇
的
牡
丹
可
以
作
標
本
﹂
。
這
裡
不
是
安
．
布
里
其
的
中
國
，
也
不
是
北
京
的
美
學
家
哈
洛
德
．
愛
克
頓
︵H

arold 

A
cton

，
譯
注
：
一
九○

四—

一
九
九
四
年
，
英
國
作
家
、
美
學
家
，
曾
於
一
九
三
二
至
三
九
年
旅
居
中
國
，
期
間

與
文
學
家
陳
世
驤
合
譯
︽
桃
花
扇
︾
英
文
版
，
並
著
作
其
他
詩
詞
與
戲
劇
書
籍
︶
的
中
國
。
相
反
的
，
比
頓
努
力

拍
攝
砲
彈
工
廠
和
遊
行
；
他
的
︽
時
尚
︾
美
學
直
覺
展
現
在
政
治
人
物
、
官
夫
人
、
成
都
警
察
、
街
頭
小
販
、
突

擊
隊
、
消
防
員
與
護
士
等
照
片
中
。
描
述
中
國
的
刊
物
供
過
於
求
，
而
這
些
照
片
也
跟
著
流
通
，
不
僅
在
英
美
媒

體
，
也
在
希
望
轉
變
中
國
觀
感
的
書
籍
中
出
現
。
某
位
作
者
引
導
讀
者
先
看
照
片
，
照
片
呈
現
了
﹁
東
方
與
西
方
﹂

共
同
的
人
性
，
以
及
﹁
中
國
和
英
國
注
定
要
當
朋
友
﹂
。
基
於
戰
爭
時
期
的
審
查
和
禮
節
，
比
頓
為
此
行
寫
下
少
了

較
尖
銳
評
論
的
文
章
，
但
是
他
震
撼
力
十
足
的
影
像
，
仍
舊
捕
捉
了
一
個
貧
窮
卻
自
信
、
為
了
戰
爭
而
動
員
的
社

會
。
不
過
，
他
抵
達
印
度
後
在
日
記
寫
道
：
﹁
我
感
覺
像
從
監
獄
，
或
從
蓋
世
太
保
手
中
被
放
了
出
來
。
﹂
30

︽
紐
約
客
︾
︵T

he N
ew

 Yorker

︶
的
插
畫
家
索
爾
．
斯
坦
伯
格
︵Saul Steinberg

︶
在
一
九
四
三
年
七
月
加
入

美
國
海
軍
心
理
戰
隊
，
他
送
回
美
國
的
圖
畫
包
括
美
國
空
軍
第
十
四
航
空
隊
的
戲
院
生
活
、
交
給
中
國
游
擊
隊
的

破
壞
指
南
，
以
及
一
本
給
軍
人
的
中
國
生
活
須
知
。
此
時
，
美
國
空
軍
轟
炸
隊
正
從
西
南
方
倉
促
建
成
的
大
機
場

飛
來
，
約
有
六
萬
美
國
人
駐
守
在
中
國
直
到
戰
爭
結
束
。
他
們
嗜
肉
的
飲
食
習
慣
與
家
鄉
物
品
種
種
需
求
隨
之
而

來
，
自
然
也
帶
給
中
國
莫
大
壓
力
。
一
九
四
三
年
，
蔣
夫
人
說
，
我
們
就
是
沒
有
足
夠
的
﹁
牛
、
豬
、
雞
﹂
給
他

們
吃
。
這
是
史
上
最
大
、
最
急
的
一
次
外
國
人
潮
湧
入
中
國
鄉
間
。
︽
紐
約
客
︾
出
版
斯
坦
伯
格
的
漫
畫
，
當
中
描

繪
了
不
同
文
化
與
經
濟
力
量
的
交
會
，
可
見
禮
尚
往
來
之
中
逐
漸
升
溫
的
緊
張
。
其
中
一
本
手
冊
寫
道
：
﹁
不
要
把

每
家
店
的
東
西
買
光
。
故
鄉
中
國
城
的
骨
董
更
好
，
而
且
請
慎
選
吃
飯
的
地
方
。
﹂
31

寫
給
軍
人
的
須
知
也
出
現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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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蘭
克
．
卡
普
拉
令
人
震
撼
的
電
影
︽
中
國
戰
役
︾
︵T

he B
attle for C

hina

，
一
九
四
四
年
︶
；
美
軍
雇
用
他
拍
攝

﹁
我
們
為
何
而
戰
﹂
系
列
電
影
，
這
是
第
六
部
。
旁
白
說
道
：
﹁
中
國
是
歷
史
，
中
國
是
土
地
，
中
國
是
人
民
。
﹂

日
軍
轟
炸
上
海
、
武
漢
與
重
慶
的
影
像
，
不
斷
地
穿
插
在
﹁
三
千
萬
人
﹂
進
入
重
慶
的
場
景
。
逆
流
而
上
的
船
隻

﹁
載
滿
沉
甸
甸
的
珍
貴
工
具
，
送
給
新
中
國
﹂
，
﹁
熊
熊
燃
燒
的
重
慶
，
象
徵
堅
不
可
摧
的
精
神
﹂
。
如
同
這
個
系
列

的
所
有
電
影
，
︽
中
國
戰
役
︾
也
是
從
故
事
長
片
挑
選
材
料
，
融
合
敵
人
的
新
聞
剪
輯
。
32

因
此
，
某
些
︽
大
地
︾

沒
用
上
的
片
段
被
卡
普
拉
拿
來
表
現
日
本
進
犯
時
的
西
遷
畫
面
。
比
起
他
在
一
九
三
三
年
拍
攝
的
︽
閻
將
軍
的
苦

茶
︾
，
某
種
程
度
而
言
算
是
進
步
。

若
說
重
慶
媒
體
大
軍
傳
出
的
中
國
抗
日
故
事
虛
實
參
半
，
或
說
訪
客
的
快
閃
行
程
也
是
如
此
，
這
樣
的
結
論

或
多
或
少
並
不
公
允
。
但
是
，
四
面
八
方
的
報
導
確
實
包
含
某
個
程
度
的
幻
想
。
媒
體
也
在
越
來
越
嚴
密
的
審
查

制
度
中
工
作
，
而
且
發
現
越
來
越
需
要
發
表
嚴
肅
的
批
評
，
也
必
須
與
支
持
中
國
的
海
外
人
士
溝
通
。
發
表
批
評

時
，
國
民
政
府
探
員
便
以
譴
責
外
媒
作
為
反
擊—

﹁
嫖
妓
、
酒
醉
、
愚
蠢
的
男
人
﹂
，
一
面
對
外
交
官
提
出
抱

怨
，
一
面
更
加
勒
緊
審
查
。
33

他
們
也
採
取
更
積
極
的
行
動
，
意
圖
美
化
不
快
的
情
況
，
強
調
若
是
在
情
況
允
許
之

下
，
戰
爭
期
間
也
可
於
柏
林
頓
府
舉
辦
文
化
活
動
，
接
著
又
重
提
送
貓
熊
到
外
國
動
物
園
的
老
派
外
交
方
式
。
可

愛
的
貓
熊
也
是
此
時
開
始
成
為
中
國
的
標
誌
。
太
平
洋
戰
爭
剛
開
始
，
中
國
為
答
謝
美
國
援
華
聯
合
會
︵U

nited 

C
hina R

elief

，
譯
注
：
一
九
四
一
至
四
六
年
於
美
國
成
立
的
民
間
組
織
，
為
中
國
抗
日
募
集
資
源
與
資
金
︶
，
贈
送

了
兩
隻
幼
小
的
貓
熊
到
美
國
布
朗
克
斯
動
物
園
︵B

ronx Z
oo

︶—
﹁
象
徵
毛
茸
茸
的
溫
暖
感
謝
﹂
。
在
英
國
，
蔣

彝
著
手
繪
製
倫
敦
動
物
園
的
貓
熊
﹁
明
﹂
。
一
九
三
八
年
，
抵
達
倫
敦
的
﹁
明
﹂
引
發
近
乎
歇
斯
底
里
的
熱
潮
。
34

當
時
國
民
政
府
也
派
出
他
們
最
珍
貴
的
外
交
資
產
：
蔣
夫
人
宋
美
齡
。
一
九
四
一
年
，
宋
美
齡
告
訴
蓋
爾
霍
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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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
說
自
己
的
﹁
價
值
相
當
軍
隊
的
十
個
師
﹂
，
蔣
夫
人
在
一
九
四
三
年
激
動
人
心
的
美
國
之
旅
，
在
好
萊
塢
露
天
劇

場
和
麥
迪
遜
廣
場
花
園
迎
接
群
眾
，
在
國
會
上
下
兩
議
院
聯
席
會
議
演
講
，
其
創
造
的
價
值
其
實
已
經
遠
遠
超
過

十
個
師
。
她
對
現
場
觀
眾
說
：
﹁
我
說
的
是
你
們
的
語
言
，
不
僅
是
心
中
的
語
言
，
也
是
口
中
的
語
言
︙
︙
。
在
本

質
與
基
礎
上
，
我
們
是
為
了
相
同
的
目
標
奮
鬥
。
﹂
35

中
國
的
社
運
人
士
已
在
海
外
集
會
反
覆
宣
揚
重
慶
的
困
境
，
為
中
國
的
抗
日
事
業
召
集
輿
論
，
也
為
救
援
行

動
募
集
金
錢
，
例
如
姚
念
瑗
。
姚
念
瑗
數
十
年
後
將
以
筆
名
﹁
鄭
念
﹂
聞
名
。
她
走
遍
英
國
，
後
來
又
去
美
國
與

澳
洲
，
不
只
宣
傳
軍
人
承
受
戰
爭
的
恐
怖
，
還
有
很
大
部
分
著
墨
在
﹁
日
本
飛
機
為
中
國
百
姓
帶
來
的
恐
怖
﹂
。
一

九
三
八
年
九
月
，
﹁
受
傷
的
中
國
﹂
︵Stricken C

hina

︶
在
英
國
海
斯
廷
斯
︵H

astings

︶
南
岸
展
覽
，
裡
頭
有
一

座
完
美
的
迷
你
中
國
花
園
，
還
有
一
間
陳
列
中
國
手
工
藝
品
的
小
巧
店
舖
。
在
在
都
與
電
影
和
照
片
裡
日
軍
轟
炸

帶
來
的
﹁
死
亡
、
毀
滅
、
悲
痛
﹂
形
成
強
烈
對
比
。
共
產
主
義
者
、
傳
教
士
、
國
際
主
義
者
、
中
國
的
學
生
與
外

交
官
同
心
協
力
，
其
中
還
包
括
不
少
在
戰
爭
開
始
後
滯
留
外
國
，
並
意
外
發
現
自
己
其
實
正
為
國
家
大
事
奔
走
的

人
。
姚
念
瑗
後
來
在
澳
洲
坎
培
拉
的
扶
輪
社
演
講
：
﹁
重
慶
的
人
民
已
經
學
會
如
何
每
日
面
對
死
亡
﹂
，
受
到
媒
體

廣
泛
報
導
。
36

當
時
她
講
述
的
是
親
身
經
歷
：
姚
念
瑗
在
重
慶
的
老
家
在
她
與
外
交
官
夫
婿
出
發
前
往
澳
洲
時
遭
到

轟
炸
。
雖
然
在
轟
炸
範
圍
之
外
描
述
此
事
比
較
容
易
，
但
是
重
慶
成
為
剛
經
歷
歐
戰
轟
炸
的
外
國
人
心
中
難
以
抹

滅
之
恐
怖
。
一
九
三
七
年
之
前
，
鮮
少
人
聽
過
重
慶
，
這
個
在
﹁
無
人
知
曉
地
圖
﹂
上
標
記
的
地
名
，
如
今
成
為

恐
怖
代
名
詞
。
37

如
作
家
蕭
乾
的
︽
中
國
不
是
契
丹
︾
︵C

hina but not C
athy

︶
一
書
書
名
，
他
也
強
調
正
遭
受
攻

擊
的
是
一
個
開
化
的
文
明
，
而
非
遙
遠
、
奇
異
，
更
不
是
﹁
古
色
古
香
﹂
。
38

英
國
外
交
官
、
在
通
商
口
岸
流
亡
且
為
中
國
辯
護
之
人
，
也
喜
歡
這
種
人
性
與
團
結
的
訊
息
；
但
是
對
他
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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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言
，
這
麼
做
是
因
為
方
便
宣
稱
長
久
以
來
都
是
這
樣
。
英
國
和
中
國
如
今
成
為
盟
友
，
英
國
同
時
也
強
調
其
實

彼
此
一
直
都
是
朋
友
。
撰
寫
中
國
的
書
籍
急
著
出
版
，
包
括
熟
悉
的
作
者
。
葛
林
自
從
一
九
三○

年
被
︽
字
林
西

報
︾
除
去
編
輯
職
務
後
，
一
直
堅
持
不
懈
地
為
通
商
口
岸
的
社
群
辯
護
。
他
的
著
作
︽
中
國
外
僑
︾
︵T

h
e 

Foreigner in C
hina

，
一
九
四
二
年
︶
便
是
寫
給
將
上
海
泥
灘
建
設
為
繁
榮
都
市
的
外
國
人
，
向
他
們
致
敬
。
雖
然

治
外
法
權
與
租
界
無
法
青
山
常
在
，
但
葛
林
認
為
兩
者
一
度
非
常
重
要
。
而
且
平
心
而
論
，
難
道
它
們
沒
有
幫
助

催
生
現
代
中
國
嗎
？
一
位
英
國
外
交
官
一
九
四
三
年
十
月
在
重
慶
演
說
時
表
示
，
治
外
法
權
與
租
界
在
中
國
與
西

方
之
間
打
造
了
﹁
不
可
見
的
連
結
﹂
。
講
述
友
誼
、
合
作
與
協
助
之
時
，
他
也
間
接
強
調
﹁
一
小
群
在
中
國
的
英
國

人
︵
與
美
國
人
︶—

傳
教
士
、
官
員
、
商
人
﹂
如
何
建
立
這
樣
的
夥
伴
關
係
。
39

相
反
的
，
蘭
州
的
國
民
政
府
宣
傳
團
隊
在
城
牆
畫
滿
五
卅
慘
案
的
圖
畫
，
描
述
當
時
英
國
警
察
如
何
在
上
海

街
頭
以
槍
制
伏
學
生
。
某
些
英
國
的
文
化
科
學
支
援
資
金
其
實
來
自
拳
亂
賠
款
，
可
見
英
國
拿
著
中
國
的
錢
行

善
，
追
根
究
柢
就
是
一
九○
○

年
所
受
的
屈
辱
。
在
英
格
蘭
，
蕭
乾
發
現
自
己
和
﹁
中
國
人
戈
登
﹂
的
後
代
住
在

一
起
，
又
發
現
某
個
援
救
中
國
的
展
覽
裡
展
出
的
中
國
古
物
，
正
是
拳
亂
掠
奪
而
來
的
珍
寶
。
過
去
難
以
輕
易
遺

忘
、
改
寫
或
迴
避
。

然
而
，
中
國
並
非
孤
軍
對
抗
帝
國
，
而
且
對
日
抗
戰
期
間
，
中
國
更
加
意
識
到
，
自
身
在
廣
大
的
國
際
事
務

中
能
夠
掌
握
什
麼
角
色
。
對
印
度
未
來
的
總
理
賈
瓦
哈
拉
爾
．
尼
赫
魯
︵Jaw

aharlal N
ehru

︶
來
說
，
一
九
三
九

年
的
重
慶
是
﹁
勇
於
為
自
由
奮
鬥
的
當
代
象
徵
﹂
。
時
任
印
度
國
會
領
袖
的
他
在
一
九
三
九
年
八
月
訪
問
中
國
，
當

時
沒
有
名
片
，
且
必
須
面
對
接
二
連
三
難
以
消
化
的
中
國
宴
會
。
尼
赫
魯
在
防
空
洞
躲
過
五
次
空
襲
，
其
中
一
次

和
蔣
介
石
一
起
。
他
的
結
論
是
，
中
國
是
﹁
非
常
穩
重
的
民
族
﹂
，
印
度
的
民
族
主
義
者
可
以
﹁
從
他
們
身
上
學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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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
多
﹂
。
但
是
這
種
印
中
互
動
正
是
英
國
眼
中
的
惡
夢
，
英
國
擔
心
泛
民
族
主
義
者
不
久
之
後
就
會
挑
戰
他
們
。
他

們
多
年
來
盡
可
能
地
阻
撓
任
何
印
度
民
族
主
義
派
系
與
國
民
黨
交
流
，
但
現
在
尼
赫
魯
從
中
國
的
首
都
，
透
過
收

音
機
表
示
﹁
在
這
個
已
經
厭
惡
帝
國
主
義
和
侵
略
的
世
界
，
兩
者
的
大
限
之
期
不
遠
矣
。
﹂
英
國
無
可
奈
何
只
好
端

出
向
來
拿
手
的
情
報
系
統
，
在
印
度
設
下
監
督
這
個
關
係
的
精
密
情
資
單
位
。
前
上
海
工
部
局
警
務
處
總
督
肯
尼

斯
．
波
恩
︵K

enneth B
ourne

︶
就
是
其
中
一
位
指
揮
官
，
他
的
小
隊
監
督
中
國
外
交
官
與
居
民
活
動
。
為
回
饋
尼

赫
魯
，
蔣
介
石
也
於
一
九
四
二
年
二
月
訪
印
，
雖
然
當
時
的
局
勢
已
經
戲
劇
性
地
扭
轉
到
最
壞
，
他
的
目
的
在
於

說
服
莫
罕
達
斯
．
甘
地
︵M

ahatm
a G

handi

︶
不
要
妨
礙
抗
日
。
蔣
介
石
對
於
印
度
自
治
表
示
最
大
支
持
。
他
告

訴
羅
斯
福
，
他
為
在
印
度
見
到
當
地
的
政
治
局
勢
與
英
國
的
頑
固
大
感
﹁
震
驚
﹂
，
覺
得
自
己
有
必
要
這
麼
做
。
40

然
而
，
英
國
會
確
定
所
有
人
都
知
道—

印
度
是
我
們
家
的
事
，
而
且
我
們
在
中
國
沒
有
帝
國
財
產
。
英
國

當
然
有
香
港
，
但
他
會
說
那
完
全
是
另
一
回
事
，
那
是
完
全
不
同
的
殖
民
與
帝
國
世
界
。
他
們
堅
定
地
說
，
香
港

不
是
中
國
。
英
國
的
戰
爭
目
標
並
不
包
括
放
棄
香
港
，
日
本
占
領
的
殖
民
地
更
是
整
個
戰
爭
期
間
令
人
擔
憂
的
問

題
。
珍
珠
港
事
變
後
立
刻
湧
進
重
慶
的
人
部
分
來
自
香
港
。
搶
先
抵
達
的
人
之
一
，
竟
是
最
不
可
能
出
現
之
人
：

菲
莉
絲
．
哈
洛
普
︵Phyllis H

arrop

︶
，
她
是
殖
民
地
中
國
事
務
祕
書
處
的
女
助
理
︵L

ady A
ssistant

︶
，
這
個
職

務
偕
同
警
察
調
查
娼
妓
走
私
案
件
。
和
德
國
人
短
暫
的
婚
姻
使
她
獲
得
許
可
文
件
，
一
九
四
二
年
一
月
從
香
港
逃

到
葡
屬
澳
門
，
又
從
那
裡
搭
船
到
法
國
廣
州
灣
租
界
的
白
瓦
特
城
︵Fort B

ayard

，
譯
注
：
今
日
的
湛
江
︶
。
哈
洛

普
從
那
個
超
現
實
的
地
方
︵
她
覺
得
反
倒
像
﹁
法
國
郊
區
﹂
︶
靠
著
腳
踏
車
和
轎
子
，
接
著
又
搭
貨
車
、
火
車
、
飛

機
和
一
小
群
人
抵
達
國
民
政
府
控
制
的
重
慶
。
哈
洛
普
沿
途
以
目
擊
者
的
身
分
報
導
日
軍
攻
擊
香
港
、
虐
待
囚
犯

等
暴
行
的
第
一
手
消
息
。
官
職
身
分
也
讓
她
的
文
章
具
有
分
量
，
另
外
還
有
一
篇
由
逃
出
者
香
港
大
學
心
理
學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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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教
授
萊
斯
利
．
萊
德
所
寫
的
報
導
，
他
在
一
九
四
二
年
三
月
十
日
，
打
下
震
驚
英
國
評
論
者
的
英
國
政
府
宣
言

之
基
礎
。
人
人
都
知
道
哈
洛
普
，
她
代
表
香
港
發
生
的
邪
惡
暴
力
。
她
告
訴
記
者
：
﹁
我
的
中
國
家
僕
被
刺
刀
刺

死
﹂
、
﹁
我
的
阿
媽
被
強
暴
﹂
。
41

英
國
人
和
中
國
人
同
樣
都
被
敵
人
摧
殘
。
某
條
新
聞
口
號
說
：
﹁
記
得
香
港
﹂
。
英

國
的
幽
默
週
刊
︽
謗
趣
︾
︵Punch

︶
刊
出
一
則
可
怕
的
卡
通
圖
畫
，
畫
上
的
復
仇
之
劍
磨
得
發
亮
。
42

若
要
理
解
中
國
南
方
香
港
前
線
的
詭
異
之
處
，
就
得
瞭
解
哈
洛
普
故
事
的
政
治
地
理
。
雖
然
日
本
占
領
香
港

及
九
龍
半
島
的
都
會
地
區
，
但
是
他
們
沒
有
冒
險
進
入
郊
區
，
共
產
黨
的
游
擊
隊
因
而
能
在
那
裡
運
作
。
澳
門
面

臨
日
本
巨
大
的
壓
力
，
卻
仍
維
持
中
立
，
葡
萄
牙
也
是
，
但
是
非
常
孤
立
，
而
一
九
四
一
年
六
月
抵
達
澳
門
的
英

國
領
事
約
翰
．
里
夫
斯
︵John R

eeves

︶
設
法
在
戰
爭
期
間
保
持
主
動
樂
觀
。
廣
州
灣
的
法
國
政
府
屬
於
維
希
政
權

︵V
ichy

，
譯
注
：
一
九
四○

至
四
四
年
，
二
戰
期
間
納
粹
德
國
控
制
下
的
法
國
政
府
︶
，
也
非
常
小
心
避
免
觸
怒
日

本
。
儘
管
如
此
，
透
過
賄
賂
和
假
文
件
，
以
及
一
些
中
立
的
沿
岸
船
運
，
哈
洛
普
還
是
逃
出
了
香
港
。
一
九
四
三

年
二
月
，
日
本
拿
下
廣
州
灣
，
澳
門
雖
然
毫
髮
無
傷
，
但
已
經
與
日
本
達
成
協
議
。
里
夫
斯
在
領
事
館
裡
行
動
，

和
日
本
只
隔
一
道
矮
牆
。
他
主
要
的
工
作
是
幫
助
一
萬
人
取
得
援
助
，
這
一
萬
人
可
能
是
逃
出
香
港
到
澳
門
的

人
、
被
日
本
送
出
海
的
人
，
或
在
臨
時
難
民
營
的
人
。
他
們
多
半
是
居
住
在
香
港
的
澳
門
後
代
，
也
包
括
印
度

人
、
馬
來
人
和
其
他
同
盟
國
的
人
，
如
菲
律
賓
人
。
這
是
龐
大
又
艱
鉅
的
任
務
，
但
里
夫
斯
樂
在
其
中
。
他
揚
起

領
事
館
的
旗
幟
︵
而
且
這
面
旗
幟
是
為
了
抗
日
勝
利
當
天
升
起
而
走
私
進
來
的
︶
，
經
營
報
紙
︵
寫
專
欄
和
打
油

詩
︶
，
甚
至
主
持
復
原
委
員
會
，
計
畫
戰
後
香
港
建
設
。
他
後
來
寫
到
這
段
經
驗
：
﹁
我
愛
極
了
！
﹂
國
民
政
府
的

保
鏢
祕
密
地
守
在
背
後
，
而
他
身
上
通
常
也
都
會
帶
著
左
輪
手
槍
︵
連
打
曲
棍
球
也
會
帶
︶
。
儘
管
如
此
，
澳
門
之

戰
是
場
痛
苦
的
戰
爭
。
大
約
十
五
萬
的
人
口
中
，
十
萬
是
一
九
三
八
年
從
廣
州
逃
避
日
本
侵
略
的
中
國
人
，
在
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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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洋
戰
爭
期
間
又
上
升
到
五
十
萬
人
。
光
是
一
九
四
二
年
，
就
有
超
過
兩
萬
七
千
人
餓
死
在
不
幸
的
殖
民
地
。
日

本
大
抵
上
得
到
了
想
要
的
，
殖
民
地
的
幫
派
也
是
。
43

雖
然
里
夫
斯
主
要
透
過
無
線
電
和
世
界
各
地
的
同
盟
國
溝
通
，
他
也
和
中
國
南
部
重
要
的
英
國
組
織
﹁
英
軍

服
務
團
﹂
︵B

ritish A
rm

y A
id G

roup

︶
聯
絡
。
英
軍
服
務
團
是
萊
德
逃
出
香
港
前
成
立
的
組
織
，
44

目
標
是
協
助

人
們
逃
離
香
港
、
打
開
同
盟
國
軍
民
拘
留
營
的
溝
通
管
道
，
以
及
獲
得
日
軍
活
動
情
資
。
服
務
團
還
有
一
個
目

標
：
讓
英
國
盡
可
能
接
近
被
占
領
的
殖
民
地
；
而
且
必
須
非
常
謹
慎
，
因
為
當
時
禁
止
執
行
政
治
工
作
。
服
務
團

在
一
九
四
二
年
在
殖
民
地
北
方
三
百
二
十
公
里
的
韶
關
即
興
成
立
，
兩
艘
曾
經
是
妓
院
的
船
就
是
總
部
，
此
後
，

服
務
團
開
始
成
長
茁
壯
，
並
往
四
面
八
方
擴
展
。
英
軍
服
務
團
幫
助
英
國
、
印
度
、
香
港
的
中
國
軍
人
、
公
僕
與

平
民
逃
出
。
一
九
四
二
年
起
，
美
國
空
軍
第
十
四
航
空
隊
襲
擊
香
港
的
基
礎
建
設
和
船
運
，
服
務
團
也
幫
助
中
彈

的
軍
人
。
英
軍
服
務
團
是
個
土
生
土
長
的
獨
特
組
織
，
職
員
來
自
香
港
的
多
元
族
群
，
甚
至
身
穿
走
私
出
來
的
九

龍
製
造
制
服
。
如
萊
德
所
言
，
服
務
團
完
全
沒
有
﹁
大
班
心
態
﹂
，
但
仍
致
力
於
高
舉
英
國
國
旗
。
雖
然
他
們
和
在

新
界
活
動
的
共
產
黨
分
支
以
及
國
民
政
府
合
作
，
萊
德
仍
然
希
望
在
日
本
投
降
後
，
他
們
就
能
火
速
進
入
香
港
。

重
要
的
是
，
確
保
解
放
女
王
殖
民
地
的
是
英
軍
，
而
非
國
民
政
府
，
更
非
美
國
。

同
盟
國
國
民
在
香
港
拘
留
營
的
生
活
比
在
上
海
克
難
，
而
且
他
們
在
日
本
占
領
後
立
刻
遭
到
拘
留
。
然
而
，

比
起
外
面
的
生
活
，
在
拘
留
營
裡
意
志
較
不
受
到
威
脅
，
政
治
立
場
也
不
那
麼
困
難
。
日
本
派
遣
的
總
督
磯
谷
廉

介
抵
達
殖
民
地
時
說
：
香
港
﹁
不
是
中
國
的
一
部
分
﹂
。
45

日
本
泛
亞
洲
主
義
的
意
識
型
態
和
解
放
說
詞
，
也
許
會

讓
汪
精
衛
的
通
敵
政
府
以
為
英
國
占
領
的
土
地
會
回
歸
中
國
，
但
是
相
反
的
，
如
同
一
戰
期
間
的
青
島
，
香
港
被

日
本
併
吞
，
而
且
立
刻
易
主
日
本
。
一
八
九
七
年
紀
念
維
多
利
亞
女
王
登
基
的
銅
像
被
搬
到
日
本
，
原
地
則
改
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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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
國
宣
言
。
46

不
久
之
後
日
本
公
司
和
居
民
陸
續
抵
達
，
開
始
清
理
英
國
的
遺
跡
：
街
道
和
地
區
都
換
上
新
的
日
本

名
、
學
校
教
導
新
的
官
方
語
言
、
公
開
舉
行
讚
揚
日
本
勝
利
與
紀
念
日
的
典
禮
、
慶
祝
日
本
節
日
與
儀
式
。
如
同

每
座
被
侵
略
的
城
市
，
當
地
總
有
些
人
會
與
新
勢
力
聯
盟
，
但
也
有
些
人
是
在
英
國
官
員
的
促
使
下
跟
進
，
目
的

是
希
望
見
到
秩
序
重
建
，
保
護
居
民
不
受
戰
爭
匱
乏
傷
害
。
多
數
人
則
是
沒
有
選
擇
。
日
本
政
權
立
刻
擺
出
官

僚
、
任
性
與
殘
忍
的
一
面
。
如
同
在
其
他
被
占
領
的
城
市
，
不
同
派
系
的
軍
隊
和
各
種
機
構
為
了
權
威
和
利
益
互

相
競
爭
。
一
九
三
八
年
廣
州
淪
陷
後
，
香
港
人
口
因
為
中
國
難
民
膨
脹
，
但
因
遣
返
計
畫
︵
起
初
鼓
勵
，
後
來
強

制
︶
，
香
港
人
口
逐
漸
減
少
。
隨
著
居
民
另
覓
新
機
，
他
們
也
把
食
物
供
給
的
壓
力
帶
到
其
他
地
方
，
尤
其
是
一
九

四
三
至
四
四
年
奪
走
百
萬
人
命
的
廣
東
省
饑
荒
。

儘
管
奇
怪
，
英
國
人
開
始
在
香
港
赤
柱
的
拘
留
營
重
建
被
中
斷
的
社
會
與
鐵
網
外
的
政
府
，
演
變
為
溫
室
裡

的
模
仿
笑
話
。
47

尋
常
的
官
商
緊
張
關
係
在
起
初
互
相
指
責
的
氣
氛
中
愈
趨
高
張
，
但
是
，
在
拘
留
營
裡
的
高
階
官

員
殖
民
地
輔
政
司
詹
遜
︵Franklin G

im
son

︶
，
以
國
王
之
名
建
立
權
威
︵
總
督
當
時
被
拘
禁
在
臺
灣
，
和
在
東
南

亞
被
抓
的
人
一
起
牧
羊
︶
。
在
詹
遜
的
命
令
下
，
委
員
會
成
立
，
準
備
恢
復
生
活
，
但
是
這
種
生
活
多
了
前
殖
民
地

菁
英
奇
妙
的
點
綴
，
尤
其
是
男
人
與
女
人
都
得
學
煮
飯
、
洗
衣
、
縫
紉
。
老
師
教
導
孩
童
讀
書
，
舉
行
考
試
評

分
，
未
來
作
為
文
憑
資
格
。
殖
民
地
生
活
的
左
右
梁
柱—
酒
和
僕
人—

都
沒
了
。
被
拘
留
的
人
修
葺
花
園
、

演
出
戲
劇
與
音
樂
、
舉
行
宗
教
禮
拜
、
互
相
八
卦
、
一
起
打
牌
。
然
後
，
一
切
變
得
非
常
、
非
常
無
聊
。
至
少
有

四
十
名
寶
寶
在
拘
留
營
受
孕
，
另
有
二
十
樁
婚
姻
，
還
有
幾
件
離
婚
。
被
拘
留
的
人
穿
得
不
好
、
吃
得
不
好
，
醫

療
補
給
也
非
常
稀
少
。
但
死
亡
人
數
比
預
期
要
少
。

就
像
在
澳
門
的
里
夫
斯
，
他
們
也
開
始
思
考
未
來
。
事
實
上
，
計
畫
戰
後
復
原
的
團
體
不
只
三
個
。
里
夫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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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
導
的
成
員
大
概
最
具
代
表
性
，
包
括
印
度
、
中
國
、
葡
萄
牙
與
歐
裔
亞
洲
人
。
詹
遜
的
消
息
大
概
最
多
，
因
為

他
的
團
體
內
有
許
多
前
官
員
。
但
是
在
倫
敦
，
只
有
殖
民
地
計
畫
處
︵C

olonial O
ffice ’s Planning U

nit

︶
是
唯

一
的
官
方
代
表
。
48

他
們
全
都
針
對
大
局
開
始
剖
析
，
剖
析
之
後
認
為
戰
敗
的
震
驚
和
英
國
此
刻
無
法
治
理
的
空

檔
，
正
好
提
供
徹
底
重
建
殖
民
地
的
機
會
。
一
九
四
四
年
，
日
本
真
的
提
出
香
港
回
歸
中
國
的
想
法
︵
經
過
重
慶

的
一
連
串
祕
密
和
平
會
談
︶
，
英
國
當
然
不
願
照
做
。
此
時
的
香
港
在
英
國
人
心
中
攸
關
榮
譽
，
也
是
重
要
的
經
濟

策
略
資
產
，
而
且
戰
後
英
國
失
去
在
中
的
治
外
法
權
，
香
港
的
地
位
此
刻
更
是
舉
足
輕
重
。
整
個
一
九
三○

年

代
，
許
許
多
多
英
國
公
司
面
對
國
民
政
府
的
政
策
，
已
經
將
地
址
搬
到
香
港
。
英
屬
香
港
戰
後
只
會
更
重
要
。
儘

管
如
此
，
普
遍
仍
舊
認
為
未
來
應
該
建
立
更
民
主
與
代
議
的
政
治
體
系
，
殖
民
地
治
理
應
該
納
入
更
多
在
香
港
的

中
國
人
。
在
赤
柱
的
委
員
會
認
為
，
過
去
香
港
義
勇
隊
的
中
國
人
為
殖
民
地
奮
戰
犧
牲
，
如
此
的
改
革
能
夠
持
續

鞏
固
那
樣
的
忠
誠
和
奉
獻
。

當
然
，
還
有
第
四
個
討
論
香
港
問
題
、
規
畫
香
港
未
來
的
團
體
。
這
個
團
體
在
重
慶
國
民
政
府
外
交
部
歐
洲

司
開
會
，
但
是
會
議
沒
有
太
多
成
果
。
49

不
肯
讓
步
的
英
國
，
不
僅
在
一
九
四
二
年
修
約
時
拒
絕
討
論
香
港
，
一
九

四
三
年
十
一
月
同
盟
國
領
袖
召
開
開
羅
會
議
時
亦
同
，
由
此
可
見
開
會
沒
有
意
義
。
邱
吉
爾
在
一
九
四
二
年
十
一

月
著
名
的
主
張
：
﹁
我
們
一
定
會
排
除
萬
難
﹂
，
而
且
他
﹁
不
是
為
了
主
持
大
英
帝
國
清
盤
﹂
才
當
選
首
相
。
50

即

使
面
對
羅
斯
福
總
統
可
畏
的
逼
迫
，
香
港
很
明
顯
的
還
是
不
在
議
程
當
中
。
開
羅
會
議
的
結
論
倒
是
允
諾
中
國
從

日
本
手
中
收
回
臺
灣
與
滿
洲
，
並
將
移
交
日
本
在
中
國
的
財
產
作
為
賠
償
。
除
了
四
百
二
十
五
平
方
哩
的
香
港
和

十
一
平
方
哩
的
澳
門
，
中
國
長
久
盼
望
的
統
一
指
日
可
待
。

開
羅
會
議
的
成
就
非
凡
，
同
時
又
令
中
國
徹
底
失
望
。
中
國
在
此
會
議
位
列
同
盟
國
﹁
四
強
﹂
，
象
徵
重
要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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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際
地
位
︵
雖
然
會
議
必
須
分
成
開
羅
和
德
黑
蘭
兩
場
，
因
為
蘇
聯
在
太
平
洋
戰
場
位
居
中
立
，
而
且
史
達
林
只

去
了
德
黑
蘭
那
場
。
︶
。
但
實
際
運
作
上
，
中
國
並
沒
有
獲
得
他
們
希
望
的
﹁
中
國
戰
場
﹂
主
角
地
位
，
也
沒
有
光

復
緬
甸
並
重
開
滇
緬
公
路
。
儘
管
如
此
，
蔣
介
石
在
之
後
的
日
記
提
到
開
羅
會
議
與
十
二
月
一
日
發
表
的
︿
開
羅

宣
言
﹀
，
仍
稱
之
為
﹁
中
國
外
交
事
務
史
上
的
最
大
勝
利
﹂
。
他
表
示
，
不
只
中
國
，
全
世
界
都
這
麼
看
待
開
羅
會

議
。
中
國
領
袖
與
同
盟
國
強
國
共
同
開
會
，
無
論
從
任
何
標
準
而
言
，
都
是
全
球
政
治
了
不
起
的
一
刻
。
蔣
介

石
、
羅
斯
福
與
邱
吉
爾
的
合
照
展
現
了
世
界
秩
序
已
經
不
同
。
︵
不
太
清
楚
誰
邀
請
了
宋
美
齡
，
她
的
身
分
又
是
什

麼
？
為
何
也
和
同
盟
國
的
領
袖
合
照
？
︶
羅
斯
福
本
人
付
出
極
大
努
力
確
保
蔣
介
石
認
為
會
議
成
功
，
邱
吉
爾
和

英
國
代
表
對
於
中
國
占
用
那
麼
多
時
間
則
是
不
解
且
惱
怒
。
英
國
指
揮
官
艾
倫
．
布
魯
克
︵A

lan B
rooke

︶
覺
得

與
中
國
代
表
實
際
談
起
軍
事
，
真
是
﹁
有
夠
浪
費
時
間
﹂
。
51

但
事
實
是
，
這
個
會
議
找
來
一
個
貧
困
的
國
家
，
因

為
偉
大
的
同
盟
若
要
維
繫
，
就
需
要
中
國
。
邱
吉
爾
認
為
，
假
裝
中
國
是
﹁
強
國
﹂
乃
是
﹁
情
感
﹂
用
事
。
然

而
，
他
沒
有
選
擇
，
只
能
聽
羅
斯
福
講
述
中
國
戰
後
的
地
位
，
接
受
蔣
介
石
加
入
。
但
是
，
美
國
總
統
在
與
英
國

首
相
私
下
午
餐
時
，
明
顯
提
出
他
可
能
會
交
還
香
港
以
示
善
意
，
這
個
想
法
遭
到
斷
然
拒
絕
。
而
且
當
英
國
駐
埃

及
大
使
基
爾
汗
男
爵
︵Lord K

illearn

︶
來
打
招
呼
時
，
又
會
提
醒
蔣
介
石
不
愉
快
的
過
去
。
基
爾
汗
男
爵
就
是
整

個
國
民
政
府
北
伐
期
間
，
擔
任
英
國
駐
華
公
使
的
藍
浦
生
。
十
八
個
月
前
基
爾
汗
命
令
英
國
坦
克
包
圍
埃
及
皇

宮
，
逼
迫
國
王
解
散
政
府
。
英
國
的
在
中
政
策
一
直
在
光
譜
兩
端
來
回
游
移
，
並
在
其
他
殖
民
地
上
演
赤
裸
暴

行
。
一
九
二○

年
代
在
廣
州
和
英
國
交
手
過
的
蔣
介
石
非
常
清
楚
。
開
羅
會
議
可
謂
一
場
無
聲
的
會
議
，
沒
有
任

何
人
說
彼
此
的
語
言
。

開
羅
會
議
成
為
戰
爭
期
間
中
美
關
係
的
高
峰
。
會
議
後
，
美
國
外
交
官
幾
乎
立
刻
拿
著
國
民
政
府
誇
大
不
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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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計
畫
向
華
府
要
求
大
筆
新
借
貸
。
52

中
國
根
本
沒
有
任
何
理
由
需
要
美
國
的
金
錢
，
而
且
雖
然
重
慶
的
抵
抗
意
味

著
日
軍
在
中
國
受
到
牽
制
，
但
中
國
的
態
度
、
期
待
與
行
動
，
總
有
某
些
部
分
令
人
不
安
。

到
處
都
是
錢
的
問
題
。
對
周
驪
來
說
，
一
九
四
三
年
他
真
正
要
的
是
退
職
金
。
珍
珠
港
事
變
後
，
中
國
海
關

的
外
籍
職
員
數
量
大
減
。
不
只
是
李
度
資
遣
未
受
占
領
地
區
的
外
班
員
工
，
如
水
手
、
水
上
稽
查
員
與
調
查
員
，

一
九
四
三
年
七
月
三
十
日
，
日
本
占
領
地
區
的
英
美
籍
中
國
海
關
員
工
也
遭
到
強
制
退
職
︵
再
一
次
地
，
重
慶
政

府
不
認
可
中
國
海
關
在
岸
本
廣
吉
領
導
下
的
任
何
作
為
，
包
括
在
一
九
四
一
年
十
二
月
早
已
解
散
同
一
批
人
︶
。
當

時
他
們
多
半
待
在
上
海
拘
留
營
或
被
遣
返
。
一
九
三
一
年
後
，
戰
爭
的
威
脅
延
長
了
在
海
關
的
職
務
；
太
平
洋
戰

爭
一
開
始
他
們
的
職
務
便
終
止
了
。
李
度
和
十
幾
名
外
籍
高
階
職
員
還
是
覺
得
自
己
能
為
中
國
的
國
民
政
府
效

力
，
但
是
規
則
和
遊
戲
改
變
了
。
一
九
四
四
年
，
中
國
海
關
舉
行
九
十
周
年
紀
念
，
李
度
朗
讀
赫
德
爵
士
一
八
六

四
年
的
海
關
精
神
指
導
，
但
這
段
歷
史
和
精
神
都
已
無
關
緊
要
。
中
國
海
關
再
也
不
是
就
連
梅
樂
和
時
期
都
是
半

自
治
且
外
籍
領
導
的
封
地
，
像
李
度
那
樣
的
人
發
現
自
己
必
須
加
強
中
文
能
力
，
因
為
海
關
的
官
方
語
言
忽
然
轉

為
中
文
。
多
數
外
國
職
員
因
而
張
口
結
舌
。

李
度
的
長
久
目
標
是
確
保
混
亂
之
中
每
位
員
工
都
能
獲
得
公
平
的
結
果
，
特
別
是
日
子
所
剩
無
幾
的
外
籍
員

工
。
外
界
說
再
多
邱
吉
爾
式
帝
國
主
義
的
高
尚
情
操
或
是
國
際
主
義
︵
有
人
說
中
國
海
關
是
﹁
小
國
際
聯
盟
﹂
︶
，

仍
不
及
退
職
金
和
資
遣
細
節
，
這
才
是
受
困
在
末
日
機
構
中
國
海
關
的
人
面
對
的
現
實
。
他
們
要
拿
到
應
得
的
，

他
們
要
強
勢
的
貨
幣
，
才
不
會
因
人
為
操
作
的
低
兌
換
率
變
得
一
文
不
值
。
他
們
會
指
著
雇
用
契
約
的
條
款
。
唯

我
論
堅
持
到
了
最
後
，
他
們
沒
有
發
現
中
國
對
西
方
的
關
係
正
在
進
行
革
命
，
而
中
國
海
關
的
異
動
就
是
革
命
作

為
之
一
。
不
受
條
約
約
束
的
中
國
不
會
重
視
職
員
對
於
補
償
的
期
待
，
中
國
不
再
需
要
周
驪
和
他
的
同
事
了
。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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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
人
會
很
失
望
。
通
商
口
岸
廢
除
後
，
當
地
任
職
的
員
工
完
全
得
不
到
補
助
，
直
到
一
九
五○

年
代
，
英
國
政
府

才
會
付
給
他
們
善
意
的
費
用
。
中
國
海
關
的
處
境
則
好
轉
一
些
，
因
為
李
度
拿
到
了
強
勢
貨
幣
。

一
九
四
三
年
，
李
度
抵
達
重
慶
，
此
時
的
空
襲
頻
率
已
經
趨
緩
。
雖
然
較
少
恐
怖
攻
擊
，
對
每
天
搭
著
轎
子

上
班
的
他
而
言
，
這
座
城
市
仍
然
充
斥
﹁
骯
髒
、
惡
臭
、
茅
坑
、
豬
隻
與
臭
水
溝
﹂
。
總
稅
務
司
在
那
裡
力
拚
資
金

餵
飽
員
工
和
員
工
的
家
庭
︵
如
他
所
言
，
﹁
三
萬
張
嘴
﹂
︶
，
遇
到
國
民
政
府
的
民
族
主
義
者
攻
擊
，
也
要
站
出
來
保

護
員
工
。
一
九
四
四
年
十
一
月
，
某
位
政
府
部
長
說
海
關
的
中
國
職
員
﹁
都
是
外
國
人
的
奴
隸
﹂
。
李
度
監
督
營
收

來
源
，
一
九
四
四
年
六
月
美
國
副
總
統
亨
利
．
華
萊
士
︵H

enry W
allace

︶
來
到
重
慶
並
計
畫
戰
後
復
原
時
，
李

度
告
訴
他
一
九
四
三
年
三
分
之
一
的
營
收
來
自
於
與
日
本
占
領
地
區
的
合
法
貿
易
。
看
來
重
慶
相
當
忙
碌
，
無
論

是
黑
市
買
賣
︵
五
十
美
元
的
鋼
琴
可
以
賣
到
三
千
美
元
︶
，
或
打
敗
日
本
之
後
的
復
原
預
備
。
53

到
處
都
在
談
論
抗

戰
，
卻
幾
乎
沒
有
行
動
的
跡
象
，
反
而
都
在
進
行
援
助
和
借
貸
。
美
國
會
給
中
國
戰
爭
剩
餘
的
船
艦
嗎
？
會
提
供

資
金
重
建
港
口
、
燈
塔
或
鐵
路
嗎
？
中
國
也
都
準
備
收
下
。
中
國
孤
軍
奮
戰
四
年
。
道
德
上
，
他
們
應
得
支
援
，

或
者
至
少
這
是
評
論
者
口
中
中
國
領
袖
的
立
場
。

戰
爭
本
身
似
乎
已
經
不
太
重
要
，
直
到
一
九
四
四
年
五
月
，
日
本
第
一
軍
開
始
將
中
國
撕
成
兩
半
。
面
對
敵

軍
至
今
最
大
的
進
犯
，
國
民
政
府
軍
隊
不
僅
訓
練
不
佳
、
軍
備
不
整
、
準
備
不
全
，
甚
至
領
導
無
方
，
想
當
然
爾

立
刻
潰
散
。
隨
之
而
來
的
是
混
亂
、
悲
慘
、
毀
滅
以
及
數
十
萬
人
逃
難
，
此
情
此
景
徹
底
震
驚
蔣
介
石
的
盟
友
。

軍
人
拋
下
武
器
逃
跑
︵
某
些
軍
官
跑
得
更
快
︶
，
盜
匪
襲
擊
難
民
，
河
南
鄉
村
的
居
民
不
再
抱
持
希
望
，
群
起
攻
擊

國
民
政
府
的
軍
人
。
54

李
度
把
私
人
檔
案
裡
一
份
令
人
憂
心
的
報
告
拿
走
，
那
是
由
洛
陽
的
稅
務
司
李
桐
華
寫
下

的
。
李
桐
華
帶
著
一
百
名
職
員
和
家
屬
先
搭
驢
車
，
接
著
徒
步
逃
難
。
搶
劫
他
們
的
人
有
村
民
、
土
匪
、
車
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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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
退
軍
人
，
甚
至
自
己
的
守
衛
。
道
路
都
被
洗
劫
一
空
。
李
度
暫
時
落
入
敵
軍
手
中
，
看
見
另
外
兩
名
俘
虜
被

殺
，
他
則
幸
運
地
逃
脫
。
和
他
們
一
起
逃
跑
的
一
百
二
十
名
銀
行
官
員
只
剩
六
名
。
日
軍
用
機
關
槍
掃
射
抓
到
的

人
，
或
者
用
手
榴
彈
解
決
。
某
天
晚
上
，
建
築
物
和
貨
車
燃
起
熊
熊
大
火
，
點
亮
夜
空
。
李
度
說
：
﹁
那
幅
景
象
讓

我
想
起
電
影
裡
的
戰
爭
畫
面
。
﹂
55

絕
望
之
際
，
美
國
逼
迫
蔣
介
石
向
共
產
黨
妥
協
。
共
產
黨
在
首
都
以
北
八
百
公
里
的
總
部
延
安
愈
趨
茁
壯
。

這
個
位
於
中
國
西
北
山
區
的
小
小
集
鎮
，
一
九
三
七
年
成
為
國
民
政
府
與
共
產
黨
統
一
戰
線
協
議
下
，
陝
甘
寧
邊

區
的
首
都
。
一
九
三
九
年
遭
到
日
軍
轟
炸
後
，
延
安
幾
乎
始
終
安
然
無
恙
。
共
產
黨
軍
隊
從
江
西
費
力
撤
退
，
花

費
一
年
時
間
，
一
九
三
五
年
十
月
抵
達
延
安
，
並
且
存
活
下
來
，
之
後
他
們
稱
這
段
歷
程
為
﹁
長
征
﹂
。
如
同
重

慶
，
延
安
相
對
不
易
進
入
。
他
們
在
延
安
建
立
模
範
新
城
市
，
展
示
他
們
對
中
國
的
願
景
。
他
們
的
故
事
一
開
始

在
報
章
和
一
九
三
七
年
出
版
的
︽
紅
星
照
耀
中
國
︾
一
書
戲
劇
性
地
流
傳
。
一
九
三
六
年
，
著
作
︽
紅
星
照
耀
中

國
︾
的
斯
諾
從
上
海
前
往
共
產
黨
的
總
部
延
安
。
隨
著
更
多
記
者
和
左
派
人
士
到
了
陝
甘
寧
，
文
章
紛
紛
出
爐
。

戰
爭
期
間
國
民
政
府
官
方
禁
止
外
國
與
延
安
聯
繫
，
然
而
，
來
到
延
安
的
人
寫
了
許
多
讚
美
的
文
章
，
表
示
那
裡

似
乎
是
另
一
個
中
國
、
另
一
個
未
來
。
延
安
沒
有
貪
汙
。
相
反
的
，
雖
然
資
源
短
缺
，
地
方
的
社
會
組
織
團
結
一

致
、
充
滿
幹
勁
。
延
安
本
身
吸
引
十
萬
難
民
，
許
多
學
富
五
車
、
身
懷
絕
技
的
男
男
女
女
都
選
擇
加
入
共
產
黨
，

絕
大
多
數
不
是
因
為
他
們
認
同
共
產
黨
的
意
識
型
態
，
而
是
因
為
他
們
認
為
這
裡
才
是
真
正
的
抗
爭
中
心
。
許
多

人
受
到
斯
諾
的
書
啟
發
。

華
萊
士
造
訪
重
慶
時
說
服
國
民
政
府
允
許
美
國
官
方
進
入
禁
區
，
記
者
也
成
功
進
入
。
美
軍
假
稱
，
他
們
需

要
利
用
共
產
黨
網
絡
，
才
能
攔
截
被
占
區
的
飛
行
員
而
取
得
情
報
，
於
是
組
成
觀
察
團
體
，
綽
號
叫
做
﹁
迪
克
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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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團
﹂
︵D

ixie M
ission

︶
；
因
為
是
在
﹁
造
反
﹂
的
領
土
。
一
九
四
四
年
七
月
，
迪
克
西
使
團
抵
達
延
安
。
延
安

的
天
氣
能
見
度
較
高
，
但
不
只
這
一
點
勝
過
多
霧
的
重
慶
。
延
安
是
﹁
不
同
的
國
家
﹂
，
住
著
﹁
不
同
的
人
民
﹂
。

沒
有
警
察
，
沒
有
乞
丐
，
﹁
沒
有
窮
到
絕
望
的
跡
象
﹂
。
有
﹁
使
命
感
﹂
，
有
領
導
者
和
被
領
導
的
人
、
有
男
有
女
，

無
不
相
處
融
洽
。
一
名
外
國
居
民
提
到
共
產
黨
員
晚
上
跳
舞
和
那
裡
的
留
聲
機
，
可
能
就
是
他
對
當
地
生
活
永
遠

的
印
象
。
與
迪
克
西
使
團
一
起
抵
達
延
安
的
美
國
大
使
第
二
祕
書
謝
偉
思
︵John Stew

art Service

︶
報
告
：
﹁
完

全
沒
有
重
慶
官
僚
的
那
些
廢
話
。
﹂
謝
偉
思
一
九○

九
年
生
於
中
國
，
父
母
任
職
於
成
都
基
督
教
青
年
會
︵
之
後
在

雷
文
案
中
損
失
終
身
積
蓄
︶
。
一
九
三
三
年
，
他
開
始
在
中
國
的
外
事
單
位
工
作
。
他
和
家
人
經
歷
四
川
的
軍
閥
交

戰
，
更
能
感
受
共
產
黨
治
理
之
下
的
延
安
有
何
差
異
。
他
提
到
一
名
外
國
記
者
曾
說
：
﹁
我
們
來
到
崎
嶇
的
北
邊
，

找
到
中
國
最
現
代
的
地
方
。
﹂
56

一
位
前
傳
教
士
去
過
延
安
後
表
示
：
﹁
這
就
是
我
希
望
看
到
中
國
的
樣
子
。
﹂
57

一
九
四
四
年
，
︽
紐
約
時
報
︾

記
者
拜
訪
延
安
，
報
導
他
在
那
裡
遇
到
的
人
，
包
括
西
班
牙
內
戰
的
共
和
政
府
軍
、
在
上
海
聖
約
翰
大
學
的
美
國

畢
業
生
、
曾
任
職
基
督
教
青
年
會
的
牧
師
、
傳
教
士
訓
練
的
醫
生
、
許
多
曾
經
留
學
海
外
的
醫
護
人
員
、
歸
國
學

人
、
﹁
去
過
全
世
界
海
洋
﹂
的
水
手
。
58

這
樣
的
世
界
一
家
中
國
並
不
陌
生
。
延
安
擁
有
許
多
這
樣
的
驚
人
之
處
，

但
似
乎
要
靠
那
裡
的
人
才
可
能
成
就
某
些
事
業
。
延
安
的
情
況
曝
光
，
加
深
許
多
人
對
周
恩
來
本
來
就
有
的
老
練

印
象
。
周
恩
來
早
在
重
慶
統
一
戰
線
時
期
就
開
始
領
導
中
共
。
這
些
是
務
實
的
人
，
而
非
只
會
空
談
。
來
訪
記
者

哈
里
森
．
福
爾
曼
總
結
：
﹁
中
國
共
產
黨
不
是
共
產
黨
﹂
。
越
來
越
多
觀
察
者
都
在
覆
誦
這
句
話
。
59

事
實
上
中
共
在
延
安
非
常
務
實
，
他
們
為
了
迎
接
西
方
訪
客
，
早
已
迅
速
改
頭
換
面
，
下
令
撤
走
反
國
民
黨

的
海
報
和
口
號
，
換
上
支
持
同
盟
國
的
，
小
心
翼
翼
地
向
世
界
呈
現
穩
健
的
形
象
。
此
舉
果
然
有
用
。
另
一
名
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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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在
報
導
裡
頭
開
玩
笑
，
去
過
重
慶
那
個
亂
七
八
糟
的
地
方
，
延
安
看
來
就
是
﹁
中
國
的
仙
境
﹂
。
謝
偉
思
等
人
並

不
光
憑
第
一
印
象
就
被
唬
住
，
他
們
還
在
外
國
人
的
小
圈
子
裡
找
線
民
。
其
中
一
個
重
要
消
息
來
源
是
英
國
人
林

邁
可
︵M

ichael Lindsay

︶
，
他
在
共
產
黨
內
教
授
無
線
電
工
程
，
也
是
無
線
電
通
訊
顧
問
。
林
邁
可
交
際
廣
闊
。

他
的
父
親
林
賽
︵A

 D
. Lindsay

︶
曾
是
大
名
鼎
鼎
的
牛
津
大
學
貝
利
奧
爾
學
院
︵B

alliol C
ollege

︶
院
長
。
林
邁

可
一
九
三
七
年
末
以
教
育
顧
問
的
身
分
來
到
北
京
燕
京
大
學
。
他
和
妻
子
李
效
黎
在
前
首
都
祕
密
與
共
產
黨
合

作
，
太
平
洋
戰
爭
初
期
逃
出
游
擊
隊
把
持
的
北
京
。
這
對
夫
妻
從
日
本
占
領
的
地
區
走
到
共
產
黨
的
基
地
，
這
條

路
線
也
是
上
千
名
來
自
北
京
的
師
生
走
過
的
。
和
延
安
其
他
外
國
人
不
同
的
是
，
林
邁
可
不
是
共
產
黨
員
，
許
多

去
到
延
安
的
人
也
不
是
。
他
單
純
相
信
﹁
任
何
會
思
考
的
人
都
有
責
任
對
抗
日
本
軍
隊
﹂
。
林
邁
可
協
助
共
產
黨
設

計
無
線
電
傳
輸
系
統
，
直
接
將
新
聞
傳
到
美
國
，
也
就
是
後
來
的
北
京
電
臺
。
60

謝
偉
思
從
延
安
發
送
正
面
的
報
導
到
美
國
國
務
院
，
同
時
加
深
美
國
對
於
國
民
政
府
的
憂
慮
，
不
僅
不
信

任
，
甚
至
輕
蔑
。
到
了
一
九
四
四
年
，
幾
乎
沒
有
外
國
觀
察
員
相
信
國
民
政
府
有
心
認
真
打
仗
。
相
反
地
，
他
們

假
裝
抵
抗
，
同
時
把
兵
力
留
待
與
共
產
黨
戰
後
勢
必
發
生
的
對
決
。
事
實
上
，
中
國
軍
隊
在
緬
甸
節
節
勝
利
，
一

九
四
五
年
春
，
他
們
又
在
湖
南
省
西
部
擊
退
一
支
新
的
日
軍
，
並
收
復
之
前
日
本
第
一
軍
攻
占
廣
西
的
大
片
土

地
。
但
是
，
國
民
政
府
高
層
貪
汙
的
傳
言
無
所
不
在
，
成
為
同
盟
國
眼
中
的
致
命
傷
害
。
蔣
夫
人
一
九
四
三
年
拜

訪
紐
約
時
，
下
榻
華
道
夫
阿
司
多
里
亞
酒
店
︵W

aldorf A
storia

︶
，
包
下
一
整
層
樓
︵
以
及
曼
哈
頓
醫
院
一
整
層

樓
︶
。
媒
體
捕
捉
到
她
穿
著
皮
草
在
酒
店
的
身
影
，
此
時
，
中
共
八
路
軍
似
乎
正
在
抗
敵
。
但
是
，
其
實
不
然
。
共

產
第
三
國
際
延
安
的
聯
絡
員
孫
平
︵Peter V

ladim
irov

︶
在
日
記
提
到
，
事
實
上
，
中
共
的
策
略
是
避
免
與
日
軍
大

規
模
作
戰
，
反
而
專
注
在
阻
撓
國
民
政
府
進
入
收
復
地
。
61

某
些
記
者
提
醒
讀
者
，
但
是
謝
偉
思
對
共
產
黨
的
正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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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論
影
響
力
更
大
，
加
上
輿
論
普
遍
厭
惡
蔣
夫
人
，
以
及
她
貌
似
貪
汙
的
亂
象
。

戰
爭
的
中
國
戰
場
現
在
改
由
美
國
控
制
。
英
國
沒
有
發
揮
空
間
，
因
此
幾
乎
全
神
貫
注
地
為
和
平
準
備
，
這

一
點
與
國
民
黨
、
中
國
共
產
黨
︵
和
其
他
許
多
傀
儡
政
權
︶
同
步
。
對
英
國
而
言
，
主
要
目
標
是
重
建
東
亞
與
東

南
亞
的
帝
國
，
包
括
重
占
香
港
，
並
盡
可
能
提
高
在
中
國
的
地
位
，
尤
其
此
時
已
無
十
九
世
紀
的
條
約
特
權
庇

護
。
英
國
外
交
官
和
領
導
人
長
期
憂
心
上
海
，
此
地
在
中
國
國
土
虛
有
其
表
的
統
治
狀
況
百
出
，
頻
頻
造
成
困

擾
。
因
此
，
日
本
占
領
上
海
，
並
從
一
九
四
三
年
二
月
開
始
拘
留
同
盟
國
平
民
，
對
於
英
國
不
失
為
一
份
禮
物
。

現
在
無
人
反
對
交
回
租
界
或
廢
除
治
外
法
權
，
不
是
國
民
政
府
有
心
情
容
忍
任
何
反
對
，
而
是
最
終
執
行
交
回
與

廢
除
也
不
會
造
成
地
方
騷
動
。
因
此
，
怡
和
洋
行
、
帝
國
化
工
與
英
美
菸
草
公
司
可
以
專
注
規
畫
戰
後
重
新
營

業
，
穩
固
中
國
市
場
，
並
且
盡
量
避
免
市
場
太
習
慣
對
手
的
商
品
。

太
平
洋
戰
爭
時
期
英
國
在
中
國
最
成
功
的
操
作
，
也
是
其
中
最
諷
刺
、
最
不
客
氣
的
。
一
九
四
三
年
，
專
責

戰
爭
事
務
的
特
別
行
動
處
︵Special O

perations E
xecutive

︶
展
開
﹁
行
動
懊
悔
﹂
︵O

peration R
em

orse

︶
計

畫
，
由
銀
行
家
和
商
人
於
戰
爭
期
間
聯
手
經
營
。
﹁
懊
悔
﹂
成
立
巨
大
黑
市
，
為
英
國
在
中
國
的
活
動
賺
進
價
值
七

千
七
百
七
十
萬
英
鎊
，
等
同
二○

一
五
年
的
二
十
七
億
英
鎊
。
62

﹁
懊
悔
﹂
成
立
的
關
鍵
在
於
國
民
政
府
要
求
盟
友

購
買
法
幣
，
但
匯
率
根
本
與
現
實
脫
勾
。
意
思
就
是
當
同
盟
國
代
理
會
以
更
昂
貴
的
法
幣
購
買
貨
物
：
蓋
機
場
用

的
鏟
子
一
把
五
美
元
，
在
中
國
要
二
十
五
美
元
。
他
們
覺
得
自
己
被
騙
了
，
他
們
確
實
是
。
但
外
交
代
表
又
無
法

改
變
中
國
的
貨
幣
政
策
：
中
國
告
訴
他
們
，
改
變
貨
幣
政
策
會
加
速
通
膨
。
63

英
國
認
為
這
道
程
序
根
本
只
是
圖
利

貪
汙
的
官
員
，
所
以
決
定
略
過
，
改
做
黑
市
生
意
。
起
初
他
們
出
售
印
度
盧
比
和
英
鎊
、
銀
行
匯
票
等
各
種
貨
幣

工
具
，
接
著
又
賣
珍
貴
的
寶
石
、
手
錶
、
鋼
筆
和
其
他
價
值
高
但
體
積
小
的
物
品
，
甚
至
一
度
出
售
高
級
摩
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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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
。
這
些
貨
物
從
印
度
流
入
未
受
占
領
的
中
國
地
區
，
接
著
藉
由
偽
裝
成
英
國
產
品
部
︵B

ritish M
in

istry of 

Production

︶
的
代
理
，
透
過
效
率
高
超
、
範
圍
廣
大
的
網
絡
分
發
出
去
。
他
們
兌
現
的
訂
單
深
至
敵
軍
占
領
的
上

海
，
貨
物
來
源
遠
可
溯
及
瑞
士
和
南
非
。
﹁
懊
悔
﹂
賺
來
的
法
幣
則
分
給
英
國
和
其
他
同
盟
國
機
構
運
用
；
官
員
也

是
因
此
才
同
意
這
個
遊
戲
，
即
便
不
是
出
自
良
心
，
但
至
少
仍
遵
守
了
參
加
規
則
。
法
幣
能
夠
賄
賂
任
何
可
能
有

利
英
國
在
中
國
動
作
的
人
，
也
可
收
買
，
還
能
確
保
行
動
機
密
。
當
時
的
術
語
是
﹁
軟
化
﹂
，
但
以
﹁
掐
住
脖
子
﹂

形
容
可
能
更
恰
當
：
﹁
懊
悔
﹂
車
輛
載
送
的
法
幣
，
推
估
每
一
趟
都
有
六
噸
之
多
。

表
面
上
，
﹁
懊
悔
﹂
的
用
意
是
資
助
情
報
擷
取
以
及
英
國
的
行
動
。
戰
爭
末
期
，
﹁
懊
悔
﹂
的
資
金
空
運
到
集

中
營
給
拘
留
人
，
也
投
入
香
港
，
幫
助
重
建
殖
民
地
。
但
細
看
這
個
龐
大
企
業
的
內
部
紀
錄
，
也
能
清
楚
發
現
目

的
就
是
讓
英
國
國
旗
在
備
受
戰
爭
摧
殘
的
中
國
市
場
飛
揚
。
鑽
石
是
英
商
在
中
國
最
好
的
朋
友
，
而
且
這
樁
成
功

得
不
可
思
議
的
事
業—

赤
裸
裸
的
資
本
主
義—

幫
助
戰
爭
時
期
穿
著
卡
其
褲
的
商
人
，
準
備
戰
爭
結
束
後
隨

即
瓜
分
中
國
。

所
以
，
可
想
而
知
，
就
在
戰
爭
最
後
這
段
時
期
，
林
語
堂
丟
了
他
的
幽
默
感
。
而
且
既
然
蔣
介
石
從
來
就
沒

幽
默
感
，
不
難
料
到
他
將
攻
擊
從
前
的
盟
友
。
從
這
兩
人
的
反
應
可
以
看
出
，
光
譜
上
的
中
國
民
族
主
義
者
，
想

到
中
國
在
西
方
眼
中
的
地
位
，
有
多
麼
心
灰
意
冷
。
對
立
足
在
延
安
的
共
產
黨
而
言
，
逐
漸
為
國
際
熟
知
的
他

們
，
從
來
沒
有
這
種
幻
覺
。
多
數
現
存
的
資
料
中
，
關
於
戰
爭
時
期
中
國
、
美
國
、
英
國
的
關
係
，
都
指
出
西
方

人
對
他
們
身
陷
困
難
的
朋
友
愈
加
感
到
幻
滅
。
但
這
個
幻
滅
的
過
程
賦
予
國
民
黨
陣
營
動
力
。
美
國
和
英
國
原
本

希
望
一
九
四
三
年
二
月
簽
了
友
誼
新
約
後
能
夠
盡
釋
前
嫌
，
但
他
們
想
得
美
。

一
九
四
三
年
夏
，
林
語
堂
出
版
︽
啼
笑
皆
非
︾
︵B

etw
een Tears and Laughter

︶
。
書
一
開
頭
就
很
生
氣
，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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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
一
路
氣
了
兩
百
四
十
三
頁
；
完
全
沒
有
笑
話
。
他
寫
道
，
五
百
萬
名
中
國
士
兵
陣
亡
，
目
的
不
是
﹁
為
了
把
英

國
人
留
在
香
港
﹂
，
這
個
﹁
鴉
片
戰
爭
的
戰
利
品
﹂
。
一
九
三
九
年
日
本
要
求
英
國
關
閉
滇
緬
公
路
，
刻
意
令
中
國

資
源
短
缺—
海
岸
淪
陷
後
，
那
是
唯
一
的
後
勤
通
路—

英
國
同
意
，
而
且
將
收
回
東
南
亞
殖
民
地
優
先
於
支

持
中
國
前
線
。
林
語
堂
控
訴
，
英
國
甚
至
拒
絕
讓
國
民
政
府
成
立
自
己
的
空
軍
。
而
且
在
他
眼
中
，
美
國
也
沒
好

到
哪
裡—

戰
爭
初
期
允
許
﹁
油
和
廢
鐵
運
送
到
東
京
，
以
轟
炸
中
國
的
女
人
和
小
孩
。
﹂
64

像
林
語
堂
那
樣
諷
刺

英
國
戰
時
目
標
的
評
論
並
不
罕
見
，
美
國
政
府
內
部
也
普
遍
這
麼
認
為
。
林
語
堂
對
英
國
目
標
的
理
解
也
相
當
正

確
。

林
語
堂
對
於
大
西
洋
憲
章
︵A

tlantic C
harter

，
譯
注
：
一
九
四
一
年
八
月
，
美
國
總
統
羅
斯
福
和
英
國
首
相

兩
人
會
商
後
，
宣
布
英
美
兩
國
對
於
戰
後
共
同
的
目
標
原
則
共
八
點
，
稱
為
大
西
洋
憲
章
︶
刪
除
殖
民
主
義
虛
偽

的
舉
動
也
非
常
不
滿
：
羅
斯
福
和
邱
吉
爾
承
諾
同
盟
國
會
尊
重
﹁
所
有
民
族
﹂
的
民
族
自
決
，
但
是
他
們
根
本
沒

有
意
願
，
尤
其
英
國
對
於
歐
洲
諸
帝
國
。
林
語
堂
進
一
步
主
張
，
除
了
科
學
與
﹁
唯
物
的
文
明
﹂
，
中
國
應
該
拒
絕

西
方
。
儘
管
如
此
，
林
語
堂
仍
表
示
，
﹁
令
英
國
人
再
度
成
為
紳
士
，
就
要
把
他
們
運
回
蘇
伊
士
運
河
以
西
﹂
。
所

以
英
國
還
是
有
希
望
。
同
時
，
中
國
應
該
認
清
盟
友
的
真
面
目
，
整
頓
軍
備
並
且
振
作
起
來
，
如
此
一
來
，
﹁
西
方

國
家
便
無
法
阻
撓
她
，
或
令
她
失
望
。
﹂
賽
珍
珠
和
她
的
丈
夫
暨
出
版
商
理
查
．
威
爾
許
︵R

ichard W
elsh

，
譯

注
：
威
爾
許
是
賽
珍
珠
的
第
二
任
丈
夫
；
第
一
任
是
本
書
第
三
章
提
到
的
美
國
農
學
家
卜
凱
︶
，
奉
勸
林
語
堂
維
持

早
期
的
幽
默
風
格
，
以
中
國
人
的
身
分
向
西
方
讀
者
傳
達
中
國
的
面
向
。
但
是
林
語
堂
已
經
厭
倦
當
個
幽
默
睿
智

的
哲
人
，
就
像
許
多
在
中
國
的
人
已
經
厭
倦
同
盟
國
。
︽
紐
約
時
報
︾
評
論
他
的
書
﹁
尖
銳
、
粗
暴
、
放
肆
﹂
；
林

語
堂
﹁
自
以
為
是
、
高
傲
、
偽
善
、
自
命
清
高
﹂
。
然
而
，
書
中
關
於
英
國
的
戰
爭
目
標
，
以
及
珍
珠
港
事
變
前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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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
國
的
姑
息
政
策
，
全
被
他
說
中
了
。
65

林
語
堂
可
能
只
是
被
鄙
為
無
關
緊
要
的
人
物
，
被
當
成
文
化
人
而
非
政
治
評
論
家
。
獲
得
更
多
關
注
的
反
而

是
國
民
黨
威
權
與
腐
敗
的
報
導
和
評
論
，
而
且
並
未
因
為
蔣
介
石
發
表
個
人
的
政
治
信
念
而
緩
和
。
一
九
四
三
年

三
月
，
他
出
版
一
本
專
為
黨
、
政
府
官
員
、
學
生
和
學
童
著
作
的
書
，
名
為
︽
中
國
之
命
運
︾
。
這
本
書
激
怒
在
重

慶
的
各
國
外
交
官
。
英
國
將
該
書
翻
譯
並
摘
要
，
也
給
美
國
一
份
。
這
份
報
告
飛
到
倫
敦
與
華
盛
頓
，
並
對
外
流

到
媒
體
。
有
人
把
這
份
報
告
當
成
任
何
獨
裁
政
權
都
可
能
產
出
的
宣
言
︵
此
人
是
一
位
外
交
官
，
也
許
不
是
希
特

勒
，
但
一
定
是
佛
朗
哥
︶
。
66

對
英
國
而
言
該
書
的
問
題
不
是
反
民
主
的
語
調
，
而
是
對
外
國
帝
國
主
義
洋
洋
灑
灑

的
批
評
，
尤
其
是
在
現
代
中
國
的
英
國
。
全
書
超
過
一
半
的
內
容
是
在
重
述
那
段
歷
史
。
蔣
介
石
開
場
就
講
述
滿

族
和
他
們
面
對
外
強
肆
虐
時
有
多
麼
軟
弱
，
接
著
又
老
調
重
提
共
和
體
制
繼
承
清
朝
不
平
等
條
約
，
世
界
各
地
外

強
齊
聚
在
中
國
牟
利
，
種
下
各
租
界
與
上
海
公
共
租
界
的
不
公
不
義
。
他
說
，
這
些
地
方
就
是
賭
博
、
娼
妓
、
毒

品
和
幫
派
興
盛
的
地
方—

確
實
很
難
否
認—

也
是
投
機
當
道
的
地
方
，
並
且
毀
壞
對
法
律
的
尊
重
，
危
害
中

國
人
民
。

︽
中
國
之
命
運
︾
暗
示
，
雖
然
英
美
已
經
放
棄
特
權
，
故
事
卻
還
沒
結
束
：
民
族
主
義
者
認
為
帝
國
主
義
對
中

國
的
影
響
入
骨
。
這
樣
還
不
夠
，
該
書
似
乎
也
將
範
圍
擴
大
至
共
和
體
制
目
前
控
制
的
大
中
國
，
包
括
西
藏
和
蒙

古
，
甚
至
似
乎
包
括
東
南
亞
大
陸
。
這
些
地
區
都
曾
接
受
中
國
文
明
影
響
。
英
國
資
訊
部
馬
上
擱
置
印
刷
英
文
版

的
計
畫
。
﹁
我
沒
看
過
為
了
政
治
利
用
歷
史
而
更
惡
毒
的
手
法
。
﹂
歷
史
學
家
費
正
清
在
日
記
寫
道
：
﹁
受
人
尊
敬

的
政
治
家
不
會
寫
出
這
種
小
書
。
﹂
另
一
位
讀
者
佩
恩
當
時
在
昆
明
教
書
，
認
為
該
書
﹁
冒
犯
且
不
可
容
忍
﹂
。
67

該
書
也
氣
壞
中
國
自
由
主
義
的
知
識
分
子
與
左
派
人
士
，
他
們
盡
可
能
與
之
保
持
安
全
距
離
。
但
該
書
引
發
的
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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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
不
僅
如
此
，
同
盟
國
開
始
質
疑
國
民
黨
領
導
的
中
國
值
不
值
得
拯
救
，
或
是
到
了
戰
後
的
世
界
能
否
與
之
共
同

合
作
。更

驚
人
的
是
在
國
民
黨
的
國
家
四
處
散
布
的
貪
汙
報
導
，
而
且
某
些
人
和
大
元
帥
非
常
親
近
。
此
外
，
國
民

黨
的
特
務
機
關
展
開
血
腥
鎮
壓
，
這
些
並
不
限
於
孤
立
的
上
海
街
頭
。
如
果
佛
朗
哥
負
責
寫
文
章
，
那
麼
搞
特
務

的
似
乎
就
是
希
萊
姆
︵H

einrich H
im

m
ler

，
譯
注
：
納
粹
政
權
的
要
角
，
被
稱
為
史
上
最
大
的
劊
子
手
︶
，
在
場

的
外
交
官
將
這
些
報
導
視
為
警
訊
，
高
調
的
中
國
評
論
家
賽
珍
珠
也
同
意
。
在
那
之
前
，
所
有
路
思
義
旗
下
的
媒

體
都
聲
嘶
力
竭
支
持
蔣
介
石
的
中
國
，
然
而
一
九
四
三
年
五
月
︽
生
活
︾
雜
誌
的
文
章
也
指
出
這
一
點
。
68

令
眾
人

吃
驚
的
是
，
國
民
黨
一
面
投
身
反
帝
國
主
義
，
同
時
又
想
取
得
區
域
的
領
導
地
位
。
任
何
一
九
三○

年
代
認
真
聆

聽
中
國
外
交
官
的
人
，
也
許
不
會
那
麼
意
外
：
這
一
點
早
在
國
際
聯
盟
以
及
國
民
黨
掌
握
大
權
時
就
不
斷
覆
誦
。

這
個
意
識
型
態
的
影
響
可
從
蔣
介
石
的
著
作
窺
見
，
在
動
員
中
國
抗
敵
的
教
育
與
其
他
機
制
更
為
明
顯
。
此
外
，

日
本
與
漢
奸
政
權
為
求
己
利
的
反
帝
國
主
義
說
詞
也
不
斷
地
被
強
調
。

反
帝
國
的
民
族
主
義
也
許
能
夠
成
功
將
﹁
英
國
人
﹂
送
回
蘇
伊
士
運
河
以
西
，
但
西
方
人
會
留
下
他
們
的
文

化
與
價
值
觀
，
就
像
被
占
領
的
上
海
。
上
海
獨
樹
一
格
的
現
代
社
會
與
文
化
將
會
深
植
：
雞
尾
酒
、
舞
池
、
傑

基
．
庫
根
的
八
卦
、
逸
園
賽
狗
場
︵
戰
爭
結
束
後
繼
續
舉
行
比
賽
︶
、
爵
士
樂
。
一
九
四
五
年
六
月
，
距
離
戰
爭
結

束
只
有
幾
週
，
一
場
摩
登
的
盛
會
在
上
海
大
劇
院
舉
行
。
李
香
蘭
站
在
爵
士
交
響
樂
團
前
，
歌
曲
靈
感
來
自
蓋
希

文
︵G
eorge G

ershw
in

，
譯
注
：
一
八
九
八—

一
九
三
七
年
，
美
國
音
樂
家
，
風
格
結
合
古
典
音
樂
、
爵
士
樂
和

布
魯
斯
︶
，
由
被
徵
召
的
日
本
音
樂
家
服
部
良
一
作
曲
。
樂
手
出
身
前
工
部
局
交
響
樂
團
，
主
要
是
俄
國
人
和
西
歐

的
猶
太
難
民
。
交
響
樂
以
一
節
中
國
人
初
次
聽
到
的
布
基
烏
基
︵boogie-w

oogie
，
譯
注
：
富
饒
節
奏
的
音
樂
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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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
，
發
源
於
一
八
七○

年
代
非
裔
美
人
社
群
，
一
九
二○

年
代
末
期
興
盛
︶
舞
蹈
節
奏
收
尾
，
演
奏
地
點
是
匈
牙

利
人
設
計
的
現
代
舞
廳
，
演
唱
者
是
滿
洲
出
生
的
日
本
女
人
。
69

如
此
本
質
上
大
雜
燴
的
影
響
、
文
化
與
人
物
都
會

持
續
到
戰
後
，
但
對
於
混
血
的
反
對
聲
浪
也
會
日
漸
升
高
。
一
個
思
想
的
主
體
正
在
形
成
，
並
在
林
語
堂
的
著
作

與
︽
中
國
之
命
運
︾
中
，
指
出
中
國
的
問
題
不
是
帝
國
主
義
，
而
是
西
方
本
身
。
那
個
疾
病
不
是
皮
肉
也
不
是
心

臟
，
而
是
靈
魂
。
洗
劫
中
國
漢
人
五
千
年
歷
史
精
華
的
不
是
西
方
列
強
而
是
西
方
文
化
，
並
且
羞
辱
、
降
格
、
奴

化
中
國
人
。
引
用
林
語
堂
於
一
九
四
七
年
一
月
出
版
的
︽
中
國
之
命
運
︾
官
方
英
文
譯
本
前
言
，
﹁
政
治
的
革
命
﹂

需
要
﹁
文
化
與
道
德
的
重
建
﹂
相
伴
。
這
番
話
雖
然
看
來
陳
腔
濫
調
，
卻
將
演
變
為
巨
大
的
恐
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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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九
四
七
年
底
，
廣
州
沙
面
島
先
前
的
租
界
區
域
已
經
恢
復
戰
爭
前
的
寧
靜
與
美
麗
。
當
時
，
在
日
本
投
降

之
後
，
某
些
政
治
關
係
良
好
的
中
國
人
搬
進
了
外
國
人
的
房
屋
，
因
此
後
來
在
驅
逐
他
們
不
成
的
時
候
，
局
面
有

些
緊
張
，
但
多
數
屋
主
最
後
都
成
功
拿
回
了
他
們
的
財
產
。
儘
管
遭
遇
了
通
貨
膨
漲
，
進
口
也
受
到
限
制
，
但
前

景
看
來
還
算
不
錯
，
令
紐
約
城
市
銀
行
︵N

ational C
ity B

ank of N
ew

 York

，
譯
注
：
今
花
旗
銀
行
前
身
︶
有
足

夠
的
信
心
在
島
上
重
新
開
設
廣
州
分
行
，
和
其
他
八
十
家
外
商
在
城
裡
營
業
。
有
人
說
要
把
該
區
打
造
為
文
化
中

心
，
因
為
沙
面
市
議
會
過
去
的
基
礎
建
設
非
常
充
實
。
有
件
趣
事
，
某
個
英
國
領
事
館
的
員
工
受
到
碩
大
的
樟
腦

樹
啟
發
，
將
靈
感
化
為
詩
詞
創
作
，
刊
登
在
︽
南
華
早
報
︾
︵South C

hina M
orning Post

︶
上
。
1

有
個
遊
客
說
，

那
裡
﹁
是
個
安
靜
的
地
方
，
永
遠
都
像
週
日
早
晨
﹂
。
因
此
，
當
大
批
群
眾
在
一
九
四
八
年
一
月
十
六
日
星
期
五
蜂

擁
過
橋
，
推
擠
過
警
方
路
障
，
包
圍
英
國
領
事
館
時
，
自
然
震
驚
了
所
有
人
。
群
眾
意
圖
拉
下
在
領
事
館
飛
揚
的

英
國
國
旗
，
接
著
拿
起
磚
頭
和
花
園
的
裝
飾
丟
向
窗
戶
。
兩
個
鐘
頭
後
，
軍
隊
恢
復
秩
序
，
但
領
事
館
早
已
遭
到

入
侵
和
縱
火
，
領
事
和
副
領
事
在
逃
出
之
前
，
還
躲
在
廚
師
的
床
底
下
。
渣
打
銀
行
和
太
古
集
團
︵B

utterfield 

Sw
ire

︶
的
辦
公
室
也
遭
縱
火
。
三
個
鐘
頭
後
，
記
者
從
香
港
搭
機
趕
來
，
還
可
看
見
熊
熊
火
焰
飛
舞
。
沙
面
島
的

領
事
館
旗
幟
被
了
扯
下
來
，
但
示
威
者
其
實
也
同
樣
要
求
把
香
港
的
旗
幟
降
下
。
他
們
大
喊
：
﹁
打
倒
英
國
帝
國
主

義
！
﹂
、
﹁
交
回
香
港
九
龍
！
﹂

英
國
殖
民
政
府
開
始
驅
逐
兩
千
名
在
前
九
龍
寨
城
內
搭
建
棚
屋
的
人
，
激
起
了
一
波
由
學
生
帶
頭
發
起
的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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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性
示
威
抗
議
。
這
些
被
英
國
人
視
為
非
法
居
住
者
的
人
所
引
發
的
爭
議
，
延
燒
了
好
幾
個
月
，
但
另
一
個
更
重

大
的
議
題
也
早
就
爭
論
了
數
十
年—

在
一
八
九
八
年
租
界
擴
張
之
前
，
中
國
地
方
政
府
的
機
構
就
已
設
立
在
此

地
。
那
麼
，
這
塊
六
．
五
英
畝
的
區
域
，
主
權
究
竟
該
歸
屬
於
誰
？
2

︵
譯
注
：
一
八
四
七
年
清
朝
政
府
擴
建
九
龍

寨
城
；
中
英
第
二
次
鴉
片
戰
爭
後
，
清
朝
於
一
八
六○

年
︽
北
京
條
約
︾
將
九
龍
半
島
南
部
連
同
鄰
近
的
昂
船
洲

割
讓
給
英
國
，
然
而
一
八
九
八
年
中
英
︽
展
拓
香
港
界
址
專
條
︾
將
九
龍
半
島
北
部
與
新
界
租
借
給
英
國
，
卻
不

包
括
九
龍
寨
城
，
故
成
為
英
國
殖
民
地
內
的
清
朝
飛
地
。
︶
中
國
政
府
一
直
堅
持
他
們
在
城
內
擁
有
司
法
管
轄
權
；

英
國
則
反
對
這
個
聲
明
，
多
年
來
不
時
主
張
自
己
的
權
利
，
但
同
時
保
持
小
心
謹
慎
。
九
龍
在
戰
爭
期
間
發
展
快

速
，
但
是
英
國
並
不
打
算
將
這
塊
土
地
用
於
都
會
發
展
，
而
是
想
建
設
為
公
園
，
於
是
在
一
九
三○

年
代
，
數
百

名
居
民
便
被
驅
趕
出
去
。
戰
爭
之
後
，
難
民
再
度
跨
越
租
界
，
回
到
此
地
，
此
時
，
城
牆
已
被
拆
除
、
石
頭
拿
去

興
建
機
場
跑
道
的
九
龍
城
寨
，
吸
引
了
新
一
批
的
居
民
移
入
。
殖
民
政
府
不
顧
廣
東
當
局
的
抗
議
，
依
然
堅
持
要

把
城
寨
蓋
成
公
園
，
並
派
遣
查
封
官
，
意
圖
施
展
權
力
。
保
護
查
封
官
的
警
察
高
舉
標
牌
，
寫
著
﹁
解
散
，
否
則

開
槍
﹂
，
要
把
居
民
趕
出
他
們
﹁
偷
工
減
料
的
城
市
﹂
，
摧
毀
他
們
﹁
破
木
蓋
的
小
屋
﹂
。
英
語
報
紙
消
遣
地
指
出
，

這
次
﹁
入
侵
﹂
以
一
扇
柵
門
作
為
﹁
攻
擊
地
點
﹂
，
整
場
行
動
規
畫
得
如
此
完
善
，
儼
然
是
由
﹁
羅
馬
軍
團
﹂
發
起

的
攻
擊
。
警
察
見
到
象
徵
性
的
抗
議
活
動
，
但
發
現
牆
上
張
貼
了
各
種
口
號
：
﹁
尊
重
我
們
的
主
權
，
保
護
我
們
的

財
產
﹂
、
﹁
團
結
一
致
保
護
主
權
﹂
、
﹁
認
清
誰
才
是
敵
人
﹂
。
當
地
的
中
文
報
紙
刊
出
一
張
照
片—

一
個
孩
子
待

在
房
子
的
殘
骸
之
中
，
標
題
問
：
﹁
這
流
淚
的
小
女
孩
該
何
去
何
從
？
﹂

非
法
居
住
者
直
接
搬
回
了
九
龍
城
寨
，
而
且
升
起
中
國
國
旗
。
殖
民
政
府
總
督
聲
稱
警
察
搞
砸
了
整
件
事

情
。
九
龍
的
對
峙
僵
局
越
演
越
烈
，
有
時
還
會
演
變
為
暴
力
事
件
，
全
國
學
生—

廣
州
、
上
海
、
天
津
、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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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
、
北
京—

憤
而
群
起
，
回
應
九
龍
的
呼
救
。
在
天
津
，
社
運
人
士
要
求
所
有
華
北
學
生
抗
議
這
次
﹁
英
國
的

暴
行
﹂
。
在
上
海
，
交
通
大
學
和
同
濟
大
學
罷
課
。
在
南
京
，
抗
議
人
士
在
英
國
大
使
館
、
中
國
外
交
部
和
其
他
政

府
機
構
外
集
結
，
要
求
香
港
的
主
權
回
歸
中
國
。
3

大
約
有
一
萬
名
群
眾
在
上
海
外
灘
示
威
，
在
外
國
人
持
有
的
商

務
大
樓
和
酒
店
張
貼
印
著
﹁
對
抗
帝
國
主
義
﹂
、
﹁
趕
走
帝
國
主
義
﹂
、
﹁
打
倒
帝
國
主
義
﹂
的
海
報
。
他
們
帶
著
中

國
國
旗
，
呼
喊
反
美
口
號
，
也
拿
粉
筆
在
美
國
軍
車
寫
下
標
語
，
直
到
他
們
的
代
表
獲
准
進
入
英
國
領
事
館
遞
交

陳
情
書
才
肯
離
開
。
牆
上
可
見
用
瀝
青
寫
的
﹁
滾
！
骯
髒
的
英
國
人
﹂
和
﹁
滾
！
骯
髒
的
美
國
禽
獸
﹂
等
字
跡
。

牆
上
的
字
跡
也
許
不
容
易
洗
刷
，
但
是
全
中
國
政
治
場
景
的
激
動
之
情
才
是
真
的
洗
刷
不
掉
。
英
國
領
事
之
後
曾

困
惑
地
說
：
﹁
我
們
從
沒
料
到
領
事
館
會
被
燒
。
世
界
已
經
和
平
，
而
且
我
們
人
在
一
個
友
善
的
國
家
。
﹂
廣
州
一

個
團
體
宣
布
：
﹁
抗
戰
已
經
結
束
，
不
平
等
條
約
已
經
廢
除
，
但
是
英
國
帝
國
主
義
再
次
侵
略
，
傷
害
我
們
的
同

胞
，
沙
基
慘
案
的
仇
也
還
沒
報
。
﹂
4

英
國
放
棄
對
九
龍
的
計
畫
，
幫
派
搬
進
無
人
治
理
的
地
帶
，
直
到
一
九
五○

年
的
大
火
摧
毀
重
建
的
棚
屋
城
。

廣
州
和
南
京
當
局
將
發
生
在
沙
面
的
暴
動
歸
咎
於
共
產
主
義
者
的
煽
動
。
事
實
上
，
事
件
是
由
國
民
黨
內
的

民
族
主
義
派
系
策
畫
，
目
的
是
利
用
反
帝
國
主
義
，
轉
移
大
家
對
中
國
內
亂
的
注
意
力
，
並
讓
省
政
府
主
席
宋
子

文
難
堪
。
結
果
，
局
勢
完
全
失
控
，
整
個
國
家
充
斥
抗
議
與
不
滿
，
一
月
時
發
生
的
短
暫
暴
動
就
是
強
而
有
力
的

證
明
。
美
國
官
員
總
結
，
這
些
事
件
當
然
是
人
為
煽
動
，
但
是
示
威
者
的
﹁
誠
懇
﹂
，
卻
是
﹁
無
庸
置
疑
﹂
。
5

國
民

政
府
與
實
力
增
強
、
信
心
滿
滿
的
共
產
黨
內
戰
打
得
不
順
，
而
且
沙
面
事
件
前
一
天
，
共
產
黨
在
東
北
的
軍
隊
發

動
決
定
性
攻
擊
，
從
此
之
後
穩
坐
滿
洲
。
但
是
最
能
表
現
國
民
黨
真
正
大
勢
已
去
的
跡
象
，
也
許
是
上
海
舞
廳
裡

舞
男
舞
女
在
同
月
稍
晚
展
開
的
抗
議
行
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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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海
的
夜
總
會
勢
力
窮
盡
所
有
辦
法
抵
制
本
該
在
一
九
四
七
年
九
月
生
效
的
全
國
舞
廳
禁
令
。
舞
廳
禁
令
之

所
以
會
出
現
，
部
分
是
出
自
於
針
對
現
代
商
業
娛
樂
世
界
普
遍
存
在
的
鄙
視
態
度
；
另
一
方
面
，
由
於
經
濟
瀕
臨

失
控
，
因
此
政
府
希
望
推
動
節
儉
的
生
活
方
式
。
內
戰
期
間
，
跳
舞
被
視
為
極
為
奢
侈
的
活
動
，
更
不
用
說
當
時

的
通
貨
膨
脹
完
全
不
見
緩
解—

一
九
四
八
年
一
月
的
上
海
物
價
幾
乎
是
一
年
前
的
二
十
倍
，
而
且
逐
漸
成
為
常

態
。
6

但
是
一
九
四
七
年
末
，
舞
廳
雇
用
的
男
女
人
數
約
為
二
十
萬
人
，
即
使
炸
彈
子
彈
滿
天
飛
，
也
不
見
舞
廳
停

業
。
再
說
，
舞
者
還
能
做
什
麼
其
他
工
作
？
一
位
抗
議
者
說
：
﹁
我
還
得
餵
八
張
嘴
巴
吃
飯
。
﹂
另
一
個
哭
著
說
：

﹁
根
本
就
是
判
我
們
死
刑
。
﹂
她
們
大
喊
：
﹁
我
們
不
想
變
成
妓
女
。
﹂
當
天
最
後
，
估
計
有
五
千
名
抗
議
人
士
包

圍
奉
命
行
事
的
市
政
廳
，
並
且
到
處
破
壞
。
鎮
暴
警
察
必
須
平
息
暴
動
，
數
名
涉
案
人
士
遭
到
逮
捕
，
並
審
判
入

獄
。
但
四
月
一
日
起
，
禁
令
遭
到
廢
除
，
舞
廳
再
度
開
張
。
7

中
國
起
火
燃
燒
的
時
候
，
政
府
必
須
容
忍
跳
舞
的
城

市
。

這
群
暴
動
的
舞
者
登
上
了
報
紙
，
報
導
還
附
上
了
照
片
，
成
為
中
國
內
戰
期
間
有
趣
的
插
曲
，
並
顯
示
這
種

相
對
新
穎
的
文
化
深
植
於
都
會
休
閒
生
活
中
，
同
時
表
示
跳
舞
在
經
濟
活
動
中
扮
演
的
角
色
，
以
及
有
許
多
人
依

然
厭
惡
、
反
對
跳
舞
文
化
。
這
場
發
生
在
一
月
三
十
一
日
的
上
海
舞
者
暴
動
嘉
年
華
，
也
是
國
民
黨
權
力
衰
弱
的

徵
兆
，
同
時
可
見
就
連
幾
乎
沒
有
政
治
文
化
的
舞
廳
，
也
對
這
個
時
代
感
到
不
滿
。
然
而
，
即
使
全
中
國
都
處
於

狂
熱
的
不
安
狀
態
，
一
九
四
五
年
八
月
，
整
個
國
家
的
未
來
看
來
卻
是
前
所
未
見
地
好
。
蔣
介
石
以
﹁
四
強
﹂
領

導
者
之
姿
結
束
戰
爭
，
是
勝
利
的
同
盟
國
，
在
聯
合
國
中
主
導
並
決
定
世
界
的
新
秩
序
。
他
的
聲
望
達
到
顛
峰
，

儘
管
海
外
夥
伴
的
批
評
聲
浪
愈
來
愈
大
，
而
且
毫
不
掩
飾
，
加
上
戰
爭
後
期
，
外
國
對
於
中
國
政
權
普
遍
喪
失
信

心
。
8

國
民
政
府
的
軍
力
從
未
如
此
強
盛
，
收
回
滿
洲
、
殖
民
地
臺
灣
以
及
日
本
租
界
地
區
的
主
權
。
除
了
英
屬
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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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
與
葡
屬
澳
門
外
，
國
民
政
府
將
占
領
中
國
的
外
強
通
通
掃
空
，
並
在
光
復
之
後
再
度
強
調
不
平
等
條
約
已
經
廢

除
。
地
方
上
，
國
民
政
府
毫
不
在
乎
地
毀
壞
移
交
的
承
諾
，
而
戰
爭
時
期
日
本
的
作
為
是
既
定
事
實 

，
前
外
國
租

界
或
居
留
地
的
雇
員
和
債
權
人
都
得
不
到
任
何
賠
償
。
就
連
私
人
外
商
害
怕
的
事
情
也
成
真
了—

他
們
想
要
收

回
原
先
的
廠
房
或
事
業
，
卻
處
處
受
阻
。
中
國
抵
抗
侵
略
，
擊
敗
百
萬
日
軍
以
及
太
平
洋
戰
爭
龐
大
的
戰
爭
機

器
，
付
出
了
可
怕
的
代
價
，
但
是
在
一
九
四
五
年
八
月
，
中
國
看
似
獲
得
了
非
常
優
渥
的
回
報
。
中
國
的
姿
態
驕

傲
挺
拔
：
屈
辱
、
瓜
分
、
次
等
的
地
位
都
已
平
反
，
成
為
真
正
獨
立
、
傲
視
群
雄
的
國
家
。

內
戰
開
打
不
到
四
年
，
中
國
卻
大
勢
已
去
。
國
民
政
府
逃
到
臺
灣
，
在
臺
北
建
立
中
華
民
國
臨
時
首
都
，
準

備
﹁
光
復
大
陸
﹂
，
但
毫
無
成
果
。
一
九
四
九
年
十
月
，
中
國
共
產
黨
宣
布
﹁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
中
央
人
民
政
府

成
立
，
國
民
黨
開
始
加
緊
內
部
清
查
，
揪
出
令
國
民
黨
﹁
丟
掉
中
國
﹂
的
嫌
犯
，
最
終
成
為
暴
力
掃
蕩
。
9

在
美
國

與
歐
洲
則
是
另
一
種
肅
清
，
參
議
員
尤
金
．
麥
卡
錫
︵E

ugene M
cC

arthy

︶
展
開
獵
巫
行
動
，
尋
找
蘇
維
埃
間
諜

或
支
持
者
，
也
就
是
促
成
這
場
動
搖
世
界
的
歷
史
事
件
之
人
。
打
擊
美
國
左
派
鋪
天
蓋
地
的
行
動
中
，
目
標
包
括

太
平
洋
關
係
研
究
所
︵Pacific R

elations

︶
以
及
美
國
國
務
院
內
批
評
國
民
黨
政
府
的
人
。
幫
助
美
國
進
入
延
安
的

大
功
臣
謝
偉
思
︵John Service

︶
被
糾
纏
了
好
幾
年
。
即
使
真
正
的
蘇
維
埃
間
諜
被
揪
了
出
來
，
這
場
反
民
主
的

大
肆
取
締
還
是
波
及
到
了
自
由
主
義
者
和
左
派
人
士
。
10

冷
戰
冷
卻
了
民
主
，
但
亞
洲
的
情
況
卻
更
為
嚴
峻
，
而
且

是
一
場
激
烈
又
危
險
的
軍
事
衝
突
：
一
九
五○

至
五
三
年
，
美
國
、
英
國
與
其
他
十
四
個
聯
合
國
會
員
國
出
兵
韓

國
，
與
中
國
軍
隊
和
蘇
聯
空
軍
對
戰
。
一
九
五
一
年
的
某
日
，
美
國
飛
機
無
預
警
地
轟
炸
靠
近
威
海
衛
的
蘇
聯
機

場
。
而
中
國
則
是
提
供
越
南
獨
立
同
盟
會
︵V

iet M
inh

，
譯
注
：
一
九
四
一
年
五
月
成
立
，
目
的
是
帶
領
越
南
脫

離
法
國
殖
民
與
抵
抗
日
軍
入
侵
︶
補
給
、
訓
練
與
顧
問
，
對
抗
接
受
美
國
協
助
的
法
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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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九
四
五
年
八
月
八
日
，
蘇
聯
對
日
本
宣
戰
，
並
入
侵
滿
洲
，
中
國
共
產
黨
在
蘇
聯
的
協
助
之
下
充
滿
信

心
，
獲
得
資
源
並
成
長
茁
壯
，
與
此
同
時
，
國
民
政
府
則
持
續
快
速
凋
零
。
任
何
調
解
、
美
軍
支
援
或
金
援
都
無

法
拯
救
分
裂
、
怯
懦
、
無
能
的
國
民
黨
，
也
無
法
阻
止
其
鬥
志
高
昂
、
意
志
堅
定
、
陣
容
堅
強
、
紀
律
嚴
明
、
武

裝
精
良
的
對
手
。
美
國
協
助
國
民
黨
成
立
使
用
恐
怖
手
段
的
特
務
機
構
︵terror apparatus

︶
，
並
提
供
設
備
。
特

務
機
構
粗
暴
地
行
動
，
而
且
似
乎
前
所
未
有
地
武
斷
，
但
是
以
濫
殺
為
警
惕
的
作
為
反
而
對
國
民
政
府
造
成
莫
大

傷
害
。
特
務
機
構
的
非
法
殺
人
行
為
，
透
露
了
國
民
黨
的
邪
惡
以
及
即
將
到
來
的
失
敗
。
例
如
一
九
四
六
年
七

月
，
身
為
詩
人
及
學
者
的
聞
一
多
便
是
其
中
一
名
受
害
者—

他
的
朋
友
指
出
：
﹁
凶
器
是
美
國
的
滅
音
左
輪
手

槍
。
﹂
聞
一
多
死
前
曾
在
另
一
位
受
害
者
的
葬
禮
上
慷
慨
激
昂
地
發
表
悼
詞
，
激
動
地
說
：
﹁
還
剩
下
多
少
日
子
？

你
完
了
！
大
勢
已
去
！
﹂
11

不
久
之
後
，
他
就
遭
到
殺
害
。

日
本
投
降
，
醞
釀
多
時
的
中
國
地
位
爭
奪
戰
隨
之
展
開
。
中
國
共
產
黨
的
軍
隊
現
在
自
稱
人
民
解
放
軍
，
他

們
走
出
基
地
，
並
在
轉
眼
之
間
將
勢
力
範
圍
擴
張
兩
倍
。
但
是
美
軍
到
達
天
津
，
接
收
日
軍
在
北
方
的
地
盤
，
並

空
運
十
一
萬
名
國
民
黨
軍
人
到
南
京
與
北
京
把
持
這
兩
座
城
市
。
國
民
政
府
從
華
北
沿
著
鐵
路
進
入
滿
洲
，
在
俄

國
離
開
之
後
接
收
城
市
。
一
名
美
國
人
觀
察
到
，
城
市
中
所
有
工
廠
都
被
搬
走
了
，
只
剩
下
啤
酒
廠
、
烈
酒
廠
、

香
菸
公
司
，
因
為
占
領
的
軍
隊
需
要
那
些
補
給
。
但
是
中
共
也
從
山
東
載
了
數
萬
大
軍
穿
過
渤
海
灣
，
而
且
當
美

國
試
著
把
雙
方
帶
上
談
判
桌
調
停
的
時
候
，
滿
洲
郊
區
絕
大
多
數
都
落
入
了
共
產
黨
的
控
制
。
蔣
介
石
投
入
軍
隊

守
住
城
市
，
但
是
中
共
兵
力
不
斷
增
長
，
將
這
些
城
市
團
團
包
圍
。
內
戰
時
好
時
壞
，
時
而
又
因
美
國
的
介
入
而

停
火
。
中
共
失
去
延
安
，
但
取
得
了
大
部
分
的
山
東
。
一
九
四
七
年
冬
，
他
們
發
動
攻
擊
，
沿
線
炸
毀
滿
洲
所
有

鐵
路
，
阻
絕
滿
洲
城
市
的
補
給
，
中
共
因
此
徹
底
拿
下
滿
洲
。
一
九
四
八
年
九
月
，
在
人
民
解
放
軍
取
得
長
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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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
大
約
有
二
十
萬
百
姓
在
這
個
﹁
活
墳
﹂
中
餓
死
。
隨
著
長
春
失
守
，
保
住
滿
洲
的
希
望
也
沒
了
。
中
共
往
南

乘
勝
追
擊
。
中
共
不
再
是
支
游
擊
隊
，
而
是
身
經
百
戰
、
訓
練
有
素
、
軍
備
充
實
的
軍
隊
，
而
且
一
一
擊
潰
︵
或

收
買
︶
委
靡
不
振
的
國
民
黨
軍
隊
。
一
九
四
九
年
一
月
，
人
民
解
放
軍
占
領
北
京
、
天
津
和
多
數
長
江
以
北
的
華

東
地
區
，
並
在
五
月
時
跨
越
長
江
。
12

國
民
政
府
大
吃
敗
仗
，
五
十
萬
士
兵
遭
到
殲
滅
，
於
是
決
定
撤
退
。
將
近
二
十
年
無
間
斷
的
戰
爭
，
疲
憊
的

人
民
轉
向
中
共
帶
來
的
和
平
，
多
數
人
選
擇
相
信
共
產
黨
是
好
的
。
﹁
中
國
人
民
站
起
來
了
！
﹂
一
九
四
九
年
，
宣

布
新
國
家
成
立
的
前
三
週
，
毛
澤
東
在
會
議
中
這
麼
說
，
但
這
個
說
法—

自
立
、
自
決
、
自
我
解
放—

只
是

動
聽
，
而
不
是
真
正
的
結
果
。
中
國
共
產
黨
的
勝
利
並
沒
有
帶
來
自
立
自
強
的
新
時
代
，
起
初
只
不
過
是
換
了
夥

伴
，
以
及
為
了
促
進
中
國
發
展
，
與
外
國
盟
友
和
專
家
合
作
而
展
開
的
新
階
段
。
一
切
不
過
就
是
換
掉
舊
的
，
找

來
新
的
，
同
時
中
國
開
始
和
西
方
作
對
，
在
韓
國
數
次
大
敗
美
國
領
導
的
聯
合
國
軍
隊
。

戰
爭
結
束
了
，
而
中
國
共
產
黨
也
勝
利
了
。
回
顧
二
十
世
紀
中
期
種
種
幫
助
中
國
的
行
動
，
從
來
沒
有
一
個

國
家
收
到
如
此
多
元
的
幫
助
，
同
時
來
自
官
方
和
私
人
企
業
，
希
望
重
建
這
個
經
歷
數
十
年
內
戰
與
侵
略
的
國

家
。
13

這
些
善
意
的
代
價
極
其
高
昂
。
中
國
帶
著
戒
心
歡
迎
這
些
幫
助
，
接
著
轉
為
憎
恨
，
最
後
出
於
現
實
政
治
與

國
家
尊
嚴
的
因
素
，
驅
逐
這
些
善
意
。
即
使
經
歷
一
九
四
九
年
政
權
轉
變
，
在
救
援
等
其
他
諸
多
領
域
中
，
許
多

事
業
多
半
是
繼
續
維
持
運
作
，
而
非
中
斷
。
慈
善
與
人
道
行
動
起
初
隨
著
傳
教
事
業
展
開
，
而
後
隨
著
政
治
、
教

育
、
軍
事
與
科
學
任
務
逐
漸
茁
壯
，
先
是
民
間
慈
善
機
構
組
織
的
援
助
行
動
，
第
二
次
世
界
大
戰
後
亦
有
聯
合
國

善
後
救
濟
總
署
︵U

N
R

R
A

︶
。
中
國
共
產
黨
當
權
後
，
中
國
、
蘇
聯
和
共
產
主
義
東
方
集
團
國
家
進
入
合
作
無
間

的
新
紀
元
。
外
國
專
家
如
過
江
之
鯽
進
入
中
國
，
有
些
說
著
全
新
的
語
言
，
有
些
雖
然
說
著
舊
語
言
，
卻
穿
插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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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主
義
的
國
際
主
義
︵Socialist internationalism

，
譯
注
：
認
為
國
家
政
體
之
間
應
該
互
相
合
作
，
共
同
建
立
和

平
的
社
會
，
終
結
資
本
主
義
的
剝
削
︶
與
兄
弟
會
的
新
術
語
。
然
而
，
許
多
方
面
而
言
，
他
們
和
其
取
代
的
專
家

一
樣
，
帶
著
兄
長
式
作
風
，
高
傲
且
自
私
。
一
九
六○

年
七
月
，
隨
著
中
國
與
蘇
聯
的
關
係
瓦
解
，
這
些
新
來
的

外
國
專
家
忽
然
撤
退
。
眾
多
計
畫
只
進
行
到
一
半
就
中
止
，
只
剩
下
非
常
少
數
的
盟
友
，
在
這
個
情
況
下
，
中
國

在
此
世
紀
首
次
真
正
獨
自
決
定
自
己
的
道
路
。

自
從
一
八
四○

年
代
西
方
人
開
始
居
留
中
國
，
便
開
始
出
現
﹁
愈
多
外
國
勢
力
在
這
裡
愈
好
﹂
的
想
法
。
外

交
官
和
商
人
信
心
滿
滿
地
認
為
，
就
算
貿
易
沒
有
提
升
﹁
文
明
﹂
的
程
度
︵
以
歐
洲
人
和
美
國
人
的
認
知
標
準
而

言
︶
，
也
會
為
國
家
帶
來
無
比
的
財
富
。
愈
多
貿
易
，
國
家
和
人
民
就
會
愈
強
盛
，
同
時
﹁
無
知
﹂
、
﹁
迷
信
﹂
和

﹁
殘
忍
﹂
的
社
會
習
俗
就
會
衰
退
。
基
督
教
傳
教
士
搭
著
最
早
開
往
中
國
的
船
，
志
在
救
贖
中
國
，
透
過
基
督
教
的

戒
律
與
價
值
重
新
塑
造
中
國
社
會
。
多
數
商
人
會
為
了
謀
求
更
多
利
益
滿
口
天
花
亂
墜
，
而
許
多
傳
教
士
則
只
專

注
在
快
速
救
贖
個
人
靈
魂
。
但
是
，
對
於
那
些
維
護
外
商
或
遊
說
政
府
增
加
更
多
通
商
口
岸
的
人
︵
最
早
先
開
放

了
五
個
，
一
八
六○

年
後
又
開
放
了
更
多
，
但
數
目
還
是
有
限
︶
來
說
，
這
種
西
方
人
有
利
中
國
的
想
法
便
成
為

了
必
要
說
詞
。
儘
管
如
此
，
許
多
地
方
仍
有
人
誠
心
相
信
這
種
想
法
。
一
八
六
三
年
，
總
管
大
清
帝
國
海
關
署

︵Im
perial M

aritim
e C

ustom
s Service

︶
的
赫
德
爵
士
︵Sir R

obert H
art

︶
將
中
國
的
進
步
視
為
己
任
，
監
督
各

式
各
樣
的
計
畫
。
雖
然
赫
德
任
職
於
世
俗
機
構
，
卻
是
個
擁
有
虔
誠
信
仰
的
人
，
這
一
點
也
影
響
他
建
設
中
國
的

目
標
。
海
關
署
善
盡
了
核
心
功
能
：
評
估
關
稅
、
管
理
進
出
中
國
的
貨
物
。
但
海
關
署
也
為
清
朝
培
養
一
群
專

家
，
以
及
為
中
國
缺
少
的
專
業
技
術
建
立
了
招
募
委
員
會
。
一
八
六○
年
代
，
委
員
會
的
主
要
任
務
是
強
化
這
個

國
家
的
軍
事
實
力
，
但
其
成
就
卻
遠
不
只
於
此
，
包
括
翻
譯
計
畫
、
翻
譯
學
校
、
公
共
衛
生
、
醫
學
與
科
學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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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
，
此
外
也
建
立
燈
塔
、
繪
製
河
流
與
港
口
路
線
圖
、
成
立
西
式
郵
政
。
14

海
關
官
員
忙
於
發
展
與
教
育
計
畫
，
發

起
反
對
纏
足
和
殺
害
女
嬰
的
運
動—

兩
者
在
外
國
人
心
中
都
是
非
常
嚴
重
的
議
題
。
相
關
人
士
一
致
認
為
自
己

的
作
為
都
是
好
的
。

出
於
實
際
的
理
由
，
部
分
傳
教
事
業
很
早
就
著
手
進
行
醫
療
與
教
育
工
作
。
起
初
，
這
純
粹
是
招
攬
聽
眾
的

方
法
。
這
就
可
憐
了
醫
院
裡
頭
患
有
頭
痛
的
病
人
：
傳
教
士
醫
院
的
等
待
區
沒
有
一
刻
是
安
靜
的
，
因
為
那
裡
可

以
留
住
一
定
數
量
的
聽
眾
，
福
音
派
便
以
他
們
為
傳
道
目
標
。
傳
教
士
學
校
的
學
生
不
只
上
課
，
也
學
習
詩
歌
和

祈
禱
文
，
以
及
基
督
教
的
道
德
準
則
和
行
為
舉
止
。
十
九
世
紀
末
和
二
十
世
紀
初
，
社
會
福
音
︵Social G

ospel

︶

的
思
維
開
始
發
展
起
來
，
更
為
強
化
了
這
些
活
動
，
除
了
繼
續
本
來
的
傳
教
目
的
，
也
開
始
致
力
將
這
種
思
維
拓

展
到
其
他
領
域
。
醫
院
、
學
校
、
大
學
成
為
傳
教
士
重
要
的
著
力
點
，
它
們
不
再
只
是
宗
教
的
附
屬
機
構
，
而
是

基
督
宗
教
活
動
的
主
要
推
手
。
針
對
教
育
、
社
會
、
產
業
等
越
來
越
多
的
行
動
中
，
基
督
教
青
年
會
︵Y

M
C

A

︶
是

主
力
。
15

傳
教
事
業
是
分
布
範
圍
最
廣
泛
的
外
國
勢
力—

中
國
百
分
之
九
十
五
的
縣
市
都
有
基
督
教
的
身
影
。
理

想
上
，
傳
教
士
也
能
就
地
回
應
危
機
，
也
能
在
饑
荒
或
水
災
時
向
他
們
的
國
際
支
援
單
位
遊
說
協
助
。
16

著
名
的
有

一
八
七
六
至
七
九
年
華
北
饑
荒
時
期
高
度
參
與
的
山
東
義
賑
會
︵Shandong Fam

ine R
elief C

om
m

ittee

︶
、
一
九

二
一
至
二
二
年
的
華
洋
義
賑
會
︵International Fam

ine R
elief C

om
m

ission

︶
等
。
這
些
團
體
將
傳
教
事
業
融
入

清
朝
與
共
和
體
制
的
大
眾
生
活
，
也
促
使
更
多
傳
教
團
體
從
事
宗
教
以
外
的
活
動
。
17

晚
清
與
共
和
體
制
初
期
的
改
革
中
，
也
能
見
到
外
國
顧
問
與
專
家
的
活
躍
。
18

赫
德
在
之
前
相
當
與
眾
不
同
，

因
為
他
獲
得
了
高
階
官
員
的
青
睞
，
但
卻
不
是
以
外
交
官
的
身
分
。
但
是
，
到
了
一
九
二○

年
代
，
每
個
政
府
機

構
似
乎
都
有
自
己
的
顧
問
，
而
各
個
帝
國
在
中
國
的
競
賽
也
變
成
在
各
處
室
安
插
專
家
的
競
爭
。
這
種
作
法
成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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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
貸
談
判
的
固
定
手
段
，
而
且
能
夠
控
制
中
央
政
府
機
構
，
日
本
一
九
一
五
年
五
月
的
︽
二
十
一
條
︾
就
是
明
顯

的
例
子
。
一
九
一
四
年
，
中
國
政
府
內
有
荷
蘭
、
德
國
、
義
大
利
、
日
本
的
財
務
顧
問
以
及
美
國
、
日
本
的
憲
法

專
家
；
國
防
部
有
德
國
、
日
本
、
法
國
專
家
；
交
通
部
的
顧
問
來
自
德
國
、
法
國
、
丹
麥
。
前
︽
時
代
︾
雜
誌
記

者
，
澳
洲
人
喬
治
．
厄
內
斯
特
．
莫
理
循
︵G

eorge E
rnest M

orrison

︶
深
受
袁
世
凱
總
統
器
重
。
另
一
個
英
國

人
，
前
上
海
公
共
租
界
巡
捕
房
巡
長
布
魯
斯
︵C

. D
. B

ruce

︶
為
警
務
提
供
建
言
。
政
府
的
法
務
顧
問
是
比
利
時

人
。
19

其
他
尚
有
省
分
層
級
的
顧
問
以
及
較
基
層
的
顧
問
。
他
們
就
像
獵
鷹
一
樣
看
著
彼
此
的
顧
問
，
注
意
其
他
國

家
可
能
會
獲
得
什
麼
利
益
。
這
些
人
有
的
全
心
投
入
工
作
；
有
的
對
得
起
專
業
；
有
的
消
磨
時
間
以
累
積
通
常
相

當
優
渥
的
薪
水
。

一
九
二○

與
三○

年
代
是
顧
問
和
專
家
獲
得
機
會
的
黃
金
時
期
，
有
政
府
開
出
的
高
階
職
缺
，
也
有
自
由
業

者
高
價
兜
售
專
業
知
識
給
任
何
願
意
付
錢
雇
用
他
們
的
小
牌
將
軍
。
外
國
專
家
在
中
央
政
府
掛
名
並
坐
擁
高
薪
，

安
撫
他
們
的
外
交
官
。
互
相
競
爭
的
軍
閥
也
提
供
資
源
，
包
括
國
民
黨
，
讓
各
種
外
國
的
軍
事
與
其
他
顧
問
瓜

分
。
光
譜
的
一
端
是
接
續
赫
德
的
安
格
聯
爵
士
，
他
緊
緊
看
著
共
和
體
制
的
荷
包
，
理
所
當
然
地
成
為
總
統
聽
信

的
人
。
而
光
譜
的
另
一
端
，
是
一
隻
手
臂
留
在
加
里
波
利
︵G

allipoli

，
譯
注
：
一
九
一
五—

一
九
一
六
年
一
次
大

戰
期
間
，
英
法
為
打
通
博
斯
普
魯
斯
海
峽
以
利
支
援
俄
國
，
並
占
領
鄂
圖
曼
帝
國
首
都
伊
斯
坦
堡
，
故
由
土
耳
其

加
里
波
利
半
島
登
陸
的
戰
役
︶
的
英
國
人
﹁
獨
臂
﹂
薩
頓
，
自
私
貪
婪
、
身
懷
軍
事
戰
術
經
驗
的
他
來
到
中
國
，

幫
助
張
作
霖
的
軍
隊
改
良
壕
溝
迫
擊
砲
。
20

這
種
專
業
水
準
參
差
不
齊
的
現
象
一
路
持
續
到
一
九
二
七
年
之
後
的
國

民
政
府
。
一
九
三
三
年
後
，
德
國
軍
事
顧
問
提
供
國
民
黨
軍
隊
關
鍵
的
訓
練
。
先
是
蘇
聯
，
接
著
是
志
願
的
美
國

飛
行
員
協
助
飛
虎
隊
︵Flying T

igers

︶
在
空
中
對
抗
日
軍
入
侵
，
英
國
則
掌
握
海
軍
。
一
九
二
九
年
起
，
美
國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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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
瑟
．
楊
︵A

rthur Young

︶
擔
任
財
政
部
與
中
國
中
央
銀
行
的
經
濟
顧
問
，
不
過
一
九
三
五
至
三
六
年
的
全
國
貨

幣
改
革
是
由
英
格
蘭
銀
行
協
助
。
21

蔣
介
石
和
他
的
前
任
統
治
者
一
樣
，
會
為
了
政
治
理
由
，
同
時
也
為
了
維
持
外

交
勢
力
平
衡
指
派
象
徵
的
職
位
。
一
九
三
六
年
，
英
國
人
仍
然
把
持
中
國
海
關
總
稅
務
司
，
來
自
美
國
、
法
國
、

德
國
、
奧
地
利
、
南
斯
拉
夫
的
顧
問
分
別
在
五
大
部
會
擔
任
要
職
，
而
此
時
占
多
數
的
是
美
國
人
。
22

顧
問
來
到
中
國
，
可
能
被
厭
惡
或
引
起
爭
議
，
也
可
能
會
被
辭
退
。
一
九
三
八
年
五
月
，
德
國
軍
事
任
務
在

日
本
的
堅
持
之
下
終
結
。
23

戰
爭
時
期
，
蔣
介
石
與
美
籍
將
軍
喬
瑟
夫
．
史
迪
威
︵Joseph Stillw

ell

︶
之
間
的
恩
怨

更
是
傳
唱
不
完
。
﹁
尖
酸
的
喬
﹂
︵V

in
egar Jo

e

︶
史
迪
威
在
公
開
場
合
稱
他
的
上
司
蔣
介
石
為
﹁
花
生
﹂

︵peanut

，
譯
注
：
也
有
笨
蛋
、
沒
用
的
人
之
意
︶
。
一
九
四
二
年
，
史
迪
威
被
派
到
中
國
擔
任
參
謀
長
，
他
沒
有
經

營
這
段
關
係
的
耐
心
，
也
沒
有
戰
場
帶
兵
的
經
驗
。
當
時
的
大
環
境
中
，
同
盟
國
內
部
出
現
不
同
派
系
，
兩
人
對

於
策
略
和
運
作
也
意
見
不
一
，
加
上
私
人
憎
惡
，
因
此
容
易
滋
長
對
立
。
而
史
迪
威
也
要
負
擔
許
多
責
任
：
英
國

和
英
國
的
指
揮
官
，
特
別
是
路
易
斯
．
蒙
巴
頓
︵Louis M

ountbatten

︶
，
和
蔣
介
石
一
樣
令
他
不
順
眼
，
但
是
史

迪
威
沒
有
指
示
手
下
製
造
意
外
事
故
暗
殺
蒙
巴
頓
，
他
卻
對
蔣
介
石
這
麼
做
。
一
九
四
四
年
九
月
，
羅
斯
福
要
求

中
國
任
命
史
迪
威
為
中
國
軍
隊
統
帥
，
這
個
要
求
不
僅
不
切
實
際
，
對
中
國
更
是
奇
恥
大
辱
。
史
迪
威
遭
到
斷
然

辭
退
。
24

權
宜
之
計
也
會
促
成
奇
怪
的
合
作
關
係—
日
本
的
中
國
遠
征
軍
司
令
岡
村
寧
次
將
軍
在
一
九
四
五
年
帶

著
軍
隊
投
降
後
，
幾
乎
立
刻
開
始
指
導
國
民
政
府
反
共
。
一
九
五○

年
，
國
民
政
府
在
臺
灣
正
式
授
予
他
職
位
。
25

這
些
人
當
中
，
許
多
人
︵
無
一
例
外
都
是
男
人
︶
在
各
自
的
領
域
舉
足
輕
重
。
26

與
此
同
時
，
在
中
國
國
家
直

接
的
勢
力
範
圍
之
外
，
外
國
的
慈
善
機
構
與
人
道
組
織
也
成
立
了
一
個
龐
大
部
門
，
以
社
會
福
音
與
傳
教
士
的
教

育
、
醫
療
行
動
為
基
礎
，
協
助
打
造
共
和
體
制
的
中
國
。
其
中
一
項
任
務
，
是
處
理
賠
款
留
下
的
後
遺
症
。
一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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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年
，
拳
民
之
亂
後
為
懲
罰
清
朝
簽
訂
了
︽
辛
丑
條
約
︾
。
其
中
的
庚
子
賠
款
，
原
是
為
了
賠
償
外
國
因
軍
事
行

動
與
占
領
華
北
之
花
費
與
個
人
生
命
財
產
之
損
失
。
懲
罰
性
的
賠
償
由
關
稅
作
為
抵
押
。
但
賠
償
估
算
往
往
過
於

浮
誇
，
以
美
國
來
說
，
是
合
理
金
額
的
兩
倍
，
讓
某
些
外
交
官
員
幾
乎
立
刻
感
到
後
悔
。
一
九○

八
年
，
美
國
政

府
將
賠
償
金
額
減
少
了
將
近
一
半
，
而
既
然
已
經
支
付
大
筆
金
額
，
剩
餘
的
賠
償
便
轉
為
教
育
計
畫
資
助
。
27

起
初
這
些
經
費
花
在
中
國
學
生
赴
美
與
成
立
留
學
先
修
大
學
，
即
後
來
的
清
華
大
學
。
這
個
計
畫
將
會
帶
著

胡
適
、
林
語
堂
、
杜
庭
修
等
人
越
過
太
平
洋
，
以
及
最
後
總
共
大
約
兩
萬
兩
千
名
學
生
到
達
世
界
各
地
。
28

一
九
二

五
年
，
這
些
計
畫
又
改
為
成
立
中
華
文
化
教
育
基
金
會
。
基
金
會
資
助
了
眾
多
計
畫
，
例
如
設
置
中
國
國
家
圖
書

館
︵
一
九
二
九
年
︶
、
提
供
中
國
地
質
調
查
局
雙
倍
資
源
︵
此
為
當
時
中
國
研
究
機
構
中
，
唯
一
品
質
優
良
而
受
到

國
際
認
可
的
機
構
︶
、
培
養
大
學
科
學
研
究
與
教
學
能
力
、
海
外
學
術
訪
問
。
特
別
的
是
，
該
基
金
會
身
為
外
國
資

助
單
位
，
管
理
董
事
會
卻
完
全
是
由
中
國
賢
達
所
組
成
。
29

同
時
，
英
國
也
將
絕
大
部
分
賠
償
金
轉
向
新
成
立
的
中
國
政
府
採
購
委
員
會
，
從
英
國
購
買
基
礎
建
施
設
備

︵
鐵
路
建
設
居
多
︶
、
資
助
香
港
大
學
、
在
倫
敦
成
立
大
學
華
人
會
︵U

niversities C
hina C

om
m

ittee

︶
以
促
進
學

術
交
流
。
30

其
他
獲
得
賠
款
的
外
強
亦
成
立
教
育
、
科
學
、
文
化
專
案
，
或
花
在
他
們
國
內
的
產
業
發
展
。
故
宮
博

物
院
、
中
央
政
府
新
成
立
的
研
究
機
構—

中
央
研
究
院
、
中
國
的
大
學
和
教
育
單
位
等
，
都
獲
得
補
助
。
31

這
些
作
為
的
目
的
，
都
並
非
出
於
無
私
。
降
低
賠
款
的
目
的
是
拔
掉
民
族
主
義
反
對
聲
浪
的
刺
，
以
利
中
國

繼
續
支
付
大
部
分
的
債
務
︵
分
成
四
十
年
︶
，
並
且
避
免
單
邊
毀
約
與
可
能
造
成
的
市
場
衝
擊
。
每
個
情
況
都
有
進

一
步
的
文
化
外
交
目
標
，
或
以
購
買
關
係
牽
制
中
國
，
圖
利
自
家
市
場
或
國
家
利
益
。
而
且
這
些
外
國
的
懷
柔
計

畫
有
個
完
美
的
優
點
，
就
是
全
部
花
費
都
由
中
國
買
單
。
清
朝
和
接
續
政
權
的
財
政
決
策
能
力
因
而
大
受
限
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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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
初
，
付
出
賠
款
後
，
讓
整
個
國
家
的
可
用
歲
入
剩
下
不
到
一
半
，
而
且
，
即
使
賠
款
減
少
了
，
將
關
稅
營
收
作

為
債
務
抵
押
的
作
法
仍
妨
礙
了
中
國
的
財
政
。
後
來
有
人
半
開
玩
笑
地
主
張
這
麼
做
完
全
是
為
了
中
國
的
長
期
利

益
，
因
為
被
軍
閥
控
制
的
北
洋
政
府
的
軍
事
花
費
不
斷
，
又
毫
無
效
益
，
只
讓
內
戰
衝
突
更
為
嚴
重
。
但
︽
辛
丑

條
約
︾
的
庚
子
賠
款
矮
化
了
中
國
政
府
的
主
權
自
主
，
成
為
長
期
憤
恨
不
滿
的
源
頭
。

儘
管
如
此
，
這
些
針
對
文
化
、
科
學
、
教
育
領
域
的
重
大
投
資
，
長
期
累
積
下
來
的
成
果
斐
然
，
即
使
就
許

多
方
面
而
言
，
這
只
是
讓
各
國
透
過
不
同
方
式
與
規
模
繼
續
進
行
指
派
顧
問
的
遊
戲
。
這
類
計
畫
希
望
能
夠
拉
近

彼
此
之
間
的
關
係
與
語
言
，
能
跟
親
美
、
親
日
或
親
英
的
菁
英
建
立
連
結
，
因
為
跟
這
樣
的
人
才
好
做
生
意
、
達

成
共
識
。
儘
管
在
海
外
留
學
過
，
地
主
國
卻
並
非
都
對
中
國
學
生
懷
抱
好
感
：
美
國
史
上
唯
一
一
項
以
﹁
種
族
﹂

為
歧
視
依
據
的
立
法—

美
國
排
華
法
案—

直
到
一
九
四
三
年
之
後
才
廢
除
。
32

不
過
，
整
體
來
說
，
這
些
連
結

都
持
續
維
繫
了
下
去
，
那
些
由
外
國
成
立
或
援
助
的
機
構
也
對
中
國
帶
來
深
遠
影
響
。

這
種
國
家
推
動
的
計
畫
與
私
營
部
門
的
投
資
緊
密
銜
接
。
一
九
二
一
年
，
基
督
教
傳
教
團
體
已
經
在
中
國
資

助
了
超
過
兩
百
五
十
家
醫
院
、
九
所
醫
學
院
、
十
四
所
大
學
。
33

但
傳
教
事
業
本
身
的
基
金
並
不
充
裕
；
而
﹁
醫

院
﹂
一
詞
對
很
多
機
構
來
說
，
也
只
是
理
想
中
的
描
述
。
相
較
之
下
，
直
到
美
國
在
一
九
五○

年
十
二
月
對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下
達
貿
易
禁
令
時
，
私
營
的
洛
克
斐
勒
基
金
會
︵R

ockefeller Foundation

︶
在
過
去
四
十
年
間
，
已

經
在
資
助
中
國
的
計
畫
上
花
了
五
千
五
百
萬
美
元
︵
相
當
於
二○

一
四
年
的
四
億
美
元
︶
，
34

目
標
是
﹁
於
中
國
逐

步
發
展
科
學
醫
藥
系
統
﹂
。
35

基
金
會
補
助
了
約
七
十
五
家
中
國
機
構
：
醫
院
、
大
學
、
學
院
，
為
自
然
科
學
、
社

會
學
、
經
濟
學
、
農
業
、
土
壤
科
學
、
公
共
衛
生
、
鄉
村
建
設
等
部
門
奠
定
基
礎
。
社
會
改
革
家
晏
陽
初
在
定
縣

施
行
的
平
民
教
育
、
農
學
家
卜
凱
在
南
京
大
學
的
研
究
，
都
獲
得
了
大
筆
投
資
。
一
九
二
七
至
三
七
年
，
位
於
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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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
的
燕
京
大
學
有
四
分
之
一
的
預
算
來
自
基
金
會
，
位
於
天
津
的
南
開
大
學
也
是
另
一
個
重
要
的
遺
產
受
贈
單

位
。
基
金
會
本
身
的
基
金
來
自
洛
克
斐
勒
家
族
在
標
準
石
油
公
司
的
控
股
，
在
一
九○

九
年
之
前
幾
乎
壟
斷
整
個

美
國
市
場
；
一
九
一
三
年
，
約
翰
．
洛
克
斐
勒
︵John D

. R
ockefeller

︶
的
私
人
資
產
比
美
國
聯
邦
政
府
的
全
部

預
算
還
高
。
紐
約
標
準
石
油
公
司
︵Standard O

il C
om

pany of N
ew

 York

︶
是
中
國
最
大
的
美
商
。
此
外
，
透
過

愛
麗
斯
．
何
芭
特
︵A

lice T
isdale H

obart

︶
的
小
說
︽
中
國
燈
油
︾
︵O

il for the Lam
ps of C

hina

︶
以
及
一
九
三

五
年
改
編
而
成
的
電
影
，
這
家
公
司
可
能
就
代
表
了
中
國
普
羅
大
眾
心
中
對
駐
中
美
國
人
的
印
象
。
紐
約
標
準
石

油
靠
著
創
新
的
行
銷
手
法
成
功
立
足
中
國
，
但
這
家
公
司
當
然
也
好
好
利
用
了
治
外
法
權
與
十
九
世
紀
中
期
條
約

所
賦
予
的
低
廉
關
稅
。
洛
克
斐
勒
大
方
付
出
，
但
就
像
其
他
因
賠
款
成
立
的
計
畫
一
樣
，
洛
克
斐
勒
也
間
接
從
中

得
利
。洛

克
斐
勒
基
金
會
投
注
在
中
國
的
資
金
，
百
分
之
四
十
拿
去
捐
助
他
們
的
頭
號
機
構—

北
京
協
和
醫
學

院
。
醫
學
院
成
立
於
一
九
二
一
年
，
離
紫
禁
城
約
八
百
公
尺
。
為
了
支
持
醫
學
院
每
年
的
運
作
，
基
金
會
又
挹
注

更
多
資
金
。
北
京
協
和
醫
學
院
是
另
一
個
國
外
﹁
模
範
﹂
機
構
，
不
僅
有
闊
綽
的
經
費
用
於
醫
療
訓
練
與
研
究
，

裡
頭
的
設
備
也
是
最
先
進
的
。
附
屬
醫
院
的
病
人
通
常
是
北
京
居
民
，
但
孫
逸
仙
也
是
在
那
裡
診
斷
出
末
期
癌

症
，
一
九
二
五
年
，
他
的
遺
體
在
那
裡
進
行
解
剖
、
舉
行
簡
易
喪
禮
、
進
行
防
腐
處
理
。
蔣
介
石
與
宋
美
齡
也
曾

是
那
裡
的
病
患
。
醫
學
院
校
園
的
規
模
龐
大
，
前
身
是
皇
宮
，
內
部
的
新
式
樓
房
則
採
因
地
制
宜
的
風
格
，
融
合

中
國
建
築
設
計
︵
主
要
是
屋
頂
︶
與
歐
美
標
準
，
這
種
風
格
常
見
於
傳
教
事
業
的
建
築
。
建
築
師
哈
利
．
何
塞

︵H
arry H

ussey

︶
表
示
英
國
公
使
館
是
他
重
要
的
靈
感
來
源
。
36

一
九○
六
年
，
醫
學
院
成
立
之
初
，
由
英
國
倫
敦

會
︵London M

issionary Society

︶
、
美
國
公
理
會
︵A

m
erican B

oard of Foreign M
issions

︶
與
美
國
長
老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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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

erican Presbyterian M
ission

︶
聯
合
主
持
，
但
洛
克
斐
勒
的
基
金
將
這
家
醫
學
院
從
堪
用
、
普
通
的
標
準

︵
資
金
不
足
的
傳
教
機
構
常
見
的
現
象
︶
，
變
成
一
間
以
國
際
標
準
檢
視
也
非
比
尋
常
的
醫
學
院
如
同
中
國
的
約
翰

霍
普
金
斯
大
學
、
菁
英
機
構
。

北
京
協
和
醫
學
院
的
任
務
並
不
﹁
因
地
制
宜
﹂
，
而
是
要
成
為
中
國
科
學
醫
學
的
模
範
，
建
立
﹁
中
國
所
有
學

校
必
須
達
到
的
標
準
﹂
，
尤
其
他
們
希
望
畢
業
生
都
加
入
這
個
目
標
。
北
京
協
和
醫
學
院
做
過
一
些
領
先
世
界
的
研

究
，
訓
練
出
一
批
優
秀
的
醫
生
︵
一
九
四
三
年
有
三
百
一
十
三
位
︶
。
已
在
全
中
國
行
醫
一
段
時
間
的
傳
教
士
與
醫

生
也
在
這
裡
提
升
知
識
與
技
術
。
37

一
位
中
國
觀
察
者
在
啟
用
典
禮
上
表
示
，
醫
學
院
﹁
重
視
品
質
而
非
數
量
﹂
，

而
且
﹁
即
使
只
有
一
個
學
生
，
也
會
是
一
個
訓
練
完
備
的
學
生
﹂
。
38

菁
英
主
義
是
個
優
點
，
但
也
是
個
問
題
。
在

洛
克
斐
勒
基
金
會
龐
大
的
資
金
資
助
之
下
，
北
京
協
和
醫
學
院
的
目
標
究
竟
是
否
恰
當
，
在
整
個
機
構
運
作
的
歷

史
上
還
是
備
受
爭
議
。
協
和
的
畢
業
生
進
入
中
國
政
府
的
健
康
部
門
，
擔
任
重
要
的
領
導
職
位
，
身
負
艱
難
任

務
，
但
洛
克
斐
勒
基
金
會
並
沒
有
幫
助
他
們—

只
有
百
分
之
三
．
六
的
基
金
流
向
中
國
機
構
。
而
且
外
派
到
醫

學
院
的
外
籍
職
員
都
住
在
宮
殿
般
﹁
自
給
自
足
的
小
島
﹂
上
，
享
受
豐
厚
的
薪
水
、
華
美
的
房
屋
，
擁
有
自
己
的

電
力
、
瓦
斯
、
水
源
供
應
。
他
們
舒
適
的
生
活
媲
美
上
海
租
界
的
富
商
。
院
長
住
在
僅
存
的
滿
族
宮
殿
，
內
部
盡

是
現
代
化
的
設
施
。
39

儘
管
協
和
被
特
別
視
為
一
個
模
範
機
構
，
他
們
卻
規
避
國
民
政
府
針
對
所
有
醫
學
與
教
育
機

構
必
須
以
華
人
為
管
理
層
的
規
定
，
他
們
的
中
國
人
管
理
階
層
都
有
名
無
實
。
董
事
會
直
到
一
九
四○

年
代
末
期

才
實
質
獨
立
。
那
是
個
美
國
機
構
，
由
美
國
人
從
美
國
經
營
，
用
的
是
美
國
投
資
的
錢
。

一
九
二
一
年
九
月
北
京
協
和
醫
學
院
開
幕
啟
用
，
科
學
醫
學
的
價
值
是
普
遍
共
識
。
40

但
是
，
有
些
人
不
服
，

為
什
麼
要
由
外
國
人
主
導
這
門
科
學
，
而
且
他
們
主
導
的
方
式
真
的
符
合
中
國
的
需
求
嗎
？
發
問
的
其
中
一
人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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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理
學
家
竺
可
楨
︵C

oching C
hu

︶
，
他
是
庚
子
賠
款
選
送
的
第
二
批
留
學
生
，
在
一
九
一○

年
十
月
抵
達
美
國

的
時
候
，
才
剛
在
上
海
讓
日
本
理
髮
師
剪
去
辮
子
。
當
時
一
群
年
輕
的
民
族
主
義
學
生
在
美
國
創
立
中
國
科
學
社

︵Science Society of C
hina

︶
，
宗
旨
是
以
科
學
救
中
國
；
一
九
一
八
年
，
竺
可
楨
獲
得
哈
佛
大
學
氣
象
學
博
士
學

位
，
已
經
是
該
社
的
領
導
人
物
。
之
後
竺
可
楨
會
回
到
家
鄉
，
主
持
中
央
研
究
院
的
氣
象
學
機
構
︵
一
九
二
七
至

三
六
年
︶
，
並
在
一
九
三
六
年
成
為
浙
江
大
學
校
長
，
一
九
四
九
年
後
，
持
續
為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服
務
超
過
二
十

年
，
領
導
科
學
研
究
。
41

首
位
利
用
中
國
歷
史
文
獻
重
建
國
家
氣
象
歷
史
的
人
就
是
竺
可
楨
，
但
他
會
發
現
，
要
取

得
某
個
中
國
國
家
機
構
近
期
的
資
料
非
常
困
難
，
那
個
機
構
就
是
由
外
國
人
控
制
的
中
國
海
關
總
稅
務
司
。
一
九

三
一
年
，
他
領
導
的
研
究
機
構
根
據
研
究
結
果
表
示
，
除
非
能
夠
﹁
自
由
取
用
獨
立
運
作
的
氣
象
報
告
機
構
底
下

的
觀
察
資
料
﹂
，
否
則
﹁
在
天
氣
學
的
發
展
中
，
最
終
將
被
迫
居
於
次
要
地
位
﹂
。
42

科
學
領
域
的
奮
鬥
，
也
包
括
了

民
族
主
義
的
困
境
。

一
八
七
三
年
，
赫
德
曾
經
提
供
中
國
海
關
總
稅
務
司
的
資
源
給
﹁
科
學
﹂
領
域—

由
英
國
皇
家
學
會
定
義

與
代
表
的
科
學—

根
據
海
關
各
分
部
與
燈
塔
的
資
料
，
發
展
出
中
國
第
一
個
氣
象
學
網
絡
。
43

這
個
網
絡
全
面
收

集
資
料
並
加
以
研
究
，
成
長
茁
壯
後
與
東
亞
暴
風
警
報
系
統
整
合
。
上
海
耶
穌
會
的
徐
家
匯
學
院
氣
象
臺
與
海
關

署
密
切
合
作
了
六
十
年
，
這
個
氣
象
臺
不
僅
是
名
列
全
球
研
究
網
絡
的
私
營
機
構
，
也
是
為
法
國
殖
民
帝
國
工
作

的
科
學
系
統
。
44

就
當
時
而
言
，
這
樣
的
安
排
很
有
效
率
，
但
是
，
如
同
竺
可
楨
後
來
指
出
，
氣
象
臺
專
門
研
究
中

國
海
上
經
濟
與
發
布
相
關
預
報
，
因
此
全
是
為
了
外
國
沿
岸
與
遠
洋
船
運
的
利
益
。
其
他
與
北
京
協
和
醫
學
院
並

駕
齊
驅
的
機
構
，
似
乎
也
以
西
方
科
學
為
優
先
考
量
，
而
非
由
中
國
人
認
定
的
中
國
發
展
需
求
。
也
可
以
說
，
中

國
需
要
推
行
公
共
衛
生
或
助
產
士
，
而
非
一
小
群
專
科
醫
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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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國
海
關
總
稅
務
司
和
徐
家
匯
氣
象
臺
的
氣
象
工
作
，
打
從
一
開
始
，
明
顯
就
與
在
中
國
的
外
國
勢
力
關
係

密
切
，
並
持
續
至
一
九
三○

年
代
。
氣
象
臺
針
對
深
深
影
響
海
上
通
訊
的
颱
風
進
行
了
開
創
性
的
研
究
。
但
是
極

端
氣
候
導
致
反
覆
的
乾
旱
與
洪
災
，
中
國
毫
無
招
架
之
力
，
這
才
是
更
大
的
問
題
，
耶
穌
會
的
科
學
家
卻
沒
有
處

理
。
這
樣
中
國
要
怎
麼
加
強
因
應
？
同
時
，
徐
家
匯
氣
象
臺
每
日
以
俄
語
、
英
語
、
法
語
製
作
廣
播
，
卻
沒
有
中

文
，
而
且
氣
象
臺
的
贊
助
完
全
來
自
外
國
，
包
括
法
國
海
軍
、
上
海
法
國
租
界
當
局
、
法
屬
印
度
支
那
政
府
、
法

國
外
交
部
和
多
個
外
國
船
運
公
司
。
那
些
機
構
既
然
投
入
了
贊
助
，
當
然
會
希
望
獲
得
回
饋
。
法
國
海
軍
每
日
獲

得
兩
次
氣
象
預
報
，
而
且
委
託
耶
穌
會
進
行
地
球
物
理
學
研
究
。
此
外
，
一
九
三○

年
代
，
資
料
規
律
地
傳
送
到

東
京
中
央
氣
象
臺
，
即
使
一
九
三
七
年
戰
爭
爆
發
時
，
還
是
繼
續
傳
送
給
日
本
在
上
海
的
海
軍
機
關
。
45

在
這
個
攸

關
國
防
的
領
域
，
外
國
軍
事
機
構
卻
擁
有
特
權
，
能
夠
取
得
中
國
政
府
機
構
產
出
的
敏
感
資
訊
，
實
為
無
法
繼
續

容
忍
的
矛
盾
。
沒
有
國
家
可
能
容
忍
這
種
事
情
，
但
中
國
必
須
容
忍
。

即
將
掌
權
的
國
民
政
府
決
心
掌
控
氣
象
網
絡
，
將
資
料
收
集
的
方
向
導
向
中
國
需
求
。
為
了
增
長
新
國
家
的

軍
事
能
力
，
此
舉
的
目
的
也
在
統
率
自
然
資
源
，
發
展
策
略
性
的
生
產
與
科
學
研
究
。
46

劃
時
代
的
氣
象
學
研
究
與

氣
象
預
報
即
將
從
外
國
主
導
的
氣
象
臺
收
回
，
交
由
中
央
與
地
方
政
府
控
制
。
但
是
如
同
其
他
方
面
，
中
國
殘
缺

的
主
權
阻
礙
了
此
處
的
發
展
企
圖
。
國
民
政
府
持
續
施
壓
，
氣
象
學
家
同
時
謀
求
別
的
辦
法—

如
同
國
民
政
府

探
員
在
其
他
領
域
的
作
為—

他
們
成
立
獨
立
於
海
關
總
稅
務
司
之
外
的
氣
象
臺
，
而
且
設
備
更
好
。
47

徐
家
匯
氣

象
臺
並
沒
有
因
為
政
府
的
計
畫
而
振
奮
，
反
而
明
顯
提
高
警
覺
。
十
九
世
紀
末
至
二
十
世
紀
初
，
徐
家
匯
氣
象
臺

一
直
是
中
國
氣
象
研
究
的
先
鋒
，
擁
有
收
集
原
始
氣
象
資
料
的
特
權
，
而
且
耶
穌
會
一
直
在
國
際
氣
象
組
織

︵International M
eteorological O

rganization

︶
大
會
中
代
表
﹁
中
國
﹂
。
氣
象
臺
主
任
並
不
樂
見
氣
象
臺
的
地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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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
損
，
一
九
三
七
年
五
月
，
甚
至
提
議
一
項
由
國
際
聯
盟
資
助
、
耶
穌
會
主
持
，
在
中
國
成
立
全
國
的
氣
象
服

務
。
這
個
提
議
最
終
未
果
，
但
由
此
可
見
這
類
外
國
機
構
異
想
天
開
的
一
面
，
就
和
那
些
夢
想
著
﹁
上
海
自
由

市
﹂
，
或
在
太
平
洋
戰
爭
期
間
嚴
肅
主
張
英
國
天
津
租
界
是
﹁
中
立
國
家
﹂
的
人
一
樣
。
48

戰
爭
把
這
些
問
題
通
通
拱
上
臺
面
。
日
本
即
將
占
領
北
京
之
際
，
部
分
北
京
協
和
醫
學
院
的
學
生
和
職
員
往

西
南
長
途
跋
涉
，
到
達
後
來
的
西
南
聯
合
大
學
︵
聯
大
︶
。
最
有
名
的
是
整
個
護
理
學
院
團
隊
離
開
北
京
，
往
南
前

進
一
千
多
公
里
，
於
一
九
四
二
年
抵
達
重
慶
。
但
多
數
教
職
員
仍
留
在
原
處
，
身
為
美
國
經
營
的
機
構
，
醫
學
院

在
珍
珠
港
事
變
之
前
，
並
未
受
到
日
本
侵
犯
；
事
變
之
後
，
醫
學
院
停
止
教
學
，
但
僅
在
六
年
後
便
於
一
九
四
七

年
恢
復
授
課
。
許
多
出
走
的
人
對
後
來
的
發
展
不
聞
不
問
。
協
和
的
學
生
多
半
來
自
富
裕
家
庭
，
曾
在
傳
教
事
業

設
立
的
學
院
就
讀
；
他
們
能
夠
負
擔
相
當
公
立
學
校
五
倍
的
學
費
。
超
過
一
半
的
畢
業
生
在
畢
業
後
出
國
留
學
，

其
中
約
一
半
的
留
學
生
從
事
醫
學
教
學
。
協
和
提
供
的
舒
適
圈
鼓
勵
這
群
菁
英
﹁
如
同
教
士
般
孤
立
﹂
，
遠
離
外
面

的
世
界
以
及
中
國
新
興
的
衛
生
基
礎
建
設
。
一
九
二
五
至
二
六
年
，
中
外
教
職
員
的
比
例
大
約
相
當
；
即
使
一
九

四○

至
四
一
年
的
中
外
教
職
員
比
例
是
十
比
一
，
外
籍
人
士
依
舊
占
去
半
數
高
階
職
位
。
直
到
一
九
四
七
年
，
才
有

中
國
人
擔
任
院
長
。
北
京
協
和
醫
學
院
幾
乎
從
來
沒
有
在
中
國
的
土
地
扎
根
，
因
此
從
未
被
承
認
為
正
式
學
校
。
49

戰
爭
的
餘
波
令
徐
家
匯
氣
象
臺
面
臨
越
演
越
烈
的
政
治
問
題
。
氣
象
工
作
政
治
化
與
軍
事
化
成
為
全
球
現

象
，
再
者
，
戰
爭
時
期
與
戰
後
的
民
族
主
義
意
識
高
漲
，
表
示
中
國
政
府
機
構
非
常
想
要
保
護
自
家
領
域
，
收
回

那
些
受
到
危
害
的
主
權
。
一
九
四
一
年
後
，
中
國
海
關
總
稅
務
司
的
外
國
人
成
為
明
顯
的
目
標
；
留
下
那
些
外
國

人
只
是
為
了
取
悅
可
能
的
外
援
，
加
上
中
國
的
海
事
建
設
遭
到
毀
壞
，
需
要
獲
得
重
建
技
術
。
李
度
接
管
海
關

後
，
仍
有
外
籍
人
士
擔
任
高
階
職
位
，
例
如
一
九
四
六
年
六
月
，
不
管
當
時
的
輿
論
如
何
批
評
，
仍
不
得
已
地
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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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
國
人
普
里
契
德
︵E

. A
. Pritchard

︶
出
任
上
海
稅
務
司
。
據
報
導
，
財
政
部
長
宋
子
文
對
這
種
他
稱
之
為
﹁
狹

隘
的
沙
文
民
族
主
義
﹂
有
所
批
評
，
但
國
民
政
府
當
然
可
以
隨
心
所
欲
地
使
用
手
段
，
而
且
完
全
不
會
違
背
民
族

主
義
的
原
則
。
50

徐
家
匯
氣
象
臺
也
是
明
顯
的
目
標
，
更
是
在
一
九
四
七
年
與
國
民
政
府
中
央
氣
象
局
發
生
衝
突
的

對
象
。
一
九
四
七
年
二
月
，
政
府
下
令
關
閉
氣
象
臺
﹁
以
維
護
︵
中
國
︶
國
家
權
利
﹂
，
但
是
，
雖
然
氣
象
臺
必
須

服
從
國
家
命
令
且
隸
屬
於
上
海
氣
象
局
，
中
國
依
然
無
法
完
全
控
制
它
。
51

一
九
四
五
年
夏
末
，
日
本
投
降
，
國
民
政
府
返
回
被
解
放
的
城
市
，
恣
意
擄
掠
，
以
財
物
充
公
和
勒
索
的
行

徑
摧
毀
城
市
脆
弱
的
經
濟
。
外
國
企
業
必
須
想
盡
辦
法
拿
回
自
己
的
資
產—

先
是
在
一
九
四
二
年
被
日
本
侵

占
，
又
在
一
九
四
五
年
基
於
﹁
敵
人
財
產
管
理
法
﹂
落
入
國
民
政
府
手
中
。
投
降
之
後
，
日
軍
和
罪
犯
︵
兩
者
差

異
在
一
夕
之
間
崩
壞
︶
大
肆
搜
刮
可
得
財
物
。
52

國
民
政
府
利
用
職
權
之
便
，
透
過
正
式
或
非
正
式
的
管
道
盡
情
得

利
，
沒
收
財
產
。
他
們
很
快
就
﹁
五
子
登
科
﹂
：
房
子
、
車
子
、
金
子
、
銀
子
、
女
子
。
但
這
還
只
是
開
端
。
一
旦

象
徵
軍
官
地
位
和
舒
適
生
活
的
財
富
齊
全
了
，
他
們
會
開
始
奪
取
磨
坊
、
店
舖
、
造
船
所
、
工
廠
，
以
及
任
何
可

以
伸
手
的
倉
儲
，
包
括
數
十
萬
公
噸
陸
續
抵
達
的
物
資
。
戰
後
中
國
的
國
際
救
援
行
動
變
成
貪
汙
和
腐
敗
的
代
名

詞
，
規
模
之
大
前
所
未
有—

就
連
對
中
國
而
言
也
是
。
53

政
治
也
介
入
了
。
中
國
人
問
，
為
什
麼
要
在
市
中
心
重

新
舉
辦
賽
馬
呢
？
那
種
活
動
可
是
與
租
界
和
治
外
法
權
所
代
表
的
舊
秩
序
緊
密
相
連
啊
。
再
者
，
賽
馬
總
會
會
長

樊
克
令
︵C

ornell Franklin

︶
是
美
國
籍
律
師
，
曾
經
擔
任
上
海
工
部
局
總
董
，
這
個
身
分
當
然
更
是
沒
有
幫
助
。

於
是
，
賽
馬
再
也
沒
有
舉
辦
過
。
54

多
數
公
司
最
後
成
功
拿
回
資
產
，
然
而
，
在
一
個
破
敗
又
分
裂
的
國
家
裡
經
營

事
業
，
再
加
上
連
年
的
內
戰
與
通
貨
膨
脹
，
都
對
勞
工
關
係
和
企
業
本
身
造
成
龐
大
壓
力
。

從
中
國
西
部
前
來
的
國
民
政
府
官
員
正
忙
著
搜
刮
油
水
的
同
時
，
約
有
兩
千
兩
百
名
來
自
三
十
八
個
不
同
國



289　　第 8章 　外國專家

家
的
外
籍
人
士
也
接
連
抵
達
，
開
始
中
國
史
上
首
度
單
次
規
模
最
大
的
救
援
行
動
。
聯
合
國
善
後
救
濟
總
署

︵U
N

R
R

A
︶
透
過
中
國
的
夥
伴
，
即
中
國
善
後
救
濟
署
︵C

h
in

a N
atio

n
al R

elief an
d

 R
eh

ab
ilitatio

n 

A
dm

inistration
，C

N
R

R
A

︶
，
從
一
九
四
五
年
一
月
至
一
九
四
七
年
十
二
月
計
畫
結
束
，
提
供
了
中
國
價
值
約
五

億
兩
千
萬
美
元
的
物
資
與
服
務
，
其
中
多
數
來
自
美
國
。
四
百
名
中
國
人
將
渡
海
至
國
外
研
習
受
訓
。U

N
R

R
A

調

派
上
百
名
外
籍
職
員
到
中
國
的C

N
R

R
A

︵
組
織
本
身
常
見
調
派
，
就
像
中
國
海
關
和
郵
政
總
局
的
外
國
顧
問
和
職

員
︶
。
55

超
過
兩
百
四
十
萬
公
噸
貨
物
送
進
中
國
，
其
中
的
四
分
之
三
經
過
上
海
。
國
民
政
府
唯
恐
失
去
甫
受
承
認

的
主
權
，
要
求
物
資
的
運
輸
須
透
過C

N
R

R
A

讓
中
國
的
管
理
單
位
執
行
，
而
非
直
接
透
過U

N
R

R
A

。
這
件
事
情

引
發
的
政
治
角
力
一
直
持
續
到
計
畫
結
束
，
從
國
民
政
府
的
單
位
名
稱
就
能
看
出
端
倪
：
行
政
院
善
後
救
濟
署

︵
行
政
院
為
國
民
政
府
內
閣
部
門
︶
。
然
而
，
爭
議
最
大
的
來
源
，
卻
是
貪
汙
與
據
稱
的
能
力
不
足
。
救
援
物
資
在

上
海
的
倉
庫
腐
爛
，
或
被
拿
到
市
場
出
售
。
此
時
，
湖
南
陷
入
饑
荒
，
︽
生
活
︾
雜
誌
公
布
照
片
，
鋪
天
蓋
地
的
災

難
襲
擊
三
千
三
百
萬
人
。
官
員
把C

N
R

R
A

的
麵
粉
賣
給
餐
廳
，
軍
人
則
肆
意
拿
取
。
米
行
老
闆
對
著
︽
生
活
︾
的

攝
影
記
者
微
笑
的
同
時
，
一
個
孩
子
就
在
他
面
前
乞
討
。
56

﹁
整
個
上
海
都
依
賴U

N
R

R
A

的
物
資
生
活
，
﹂
英
國

作
家
與
教
授
佩
恩
在
一
九
四
七
年
寫
道
：
﹁
貪
汙
的
氣
味
滿
布C

N
R

R
A

的
辦
公
室
。
﹂
57

一
位
中
國
學
者
後
來
開
玩
笑
道
：
﹁
我
們
曾
說
，C

N
R

R
A

代
表
的
是
﹃C

hin
a N

ever R
eally R

eceived 

A
nything

﹄
︵
中
國
其
實
什
麼
都
沒
收
到
︶
。
﹂
58

這
麼
說
並
不
公
平
。
例
如
，
蔣
介
石
在
一
九
三
八
年
下
令
炸
毀
黃

河
堤
防
，
導
致
洪
水
氾
濫
，
而C

N
N

R
A

協
助
災
區
復
原
的
功
勞
極
大
。C

N
N

R
A

進
行
預
備
工
程
，
將
河
水
導
回

原
本
河
道
；
一
九
四
二
至
四
三
年
河
南
饑
荒
不
斷
，
估
計
約
四
百
萬
人
死
亡
，
而C

N
R

R
A

重
建
了
該
地
區
的
農

業
。
59U

N
R

R
A

的
援
助
確
實
抵
達
了
中
國
，
卻
也
遭
遇
嚴
重
的
運
輸
問
題
，
被
戰
爭
摧
毀
的
眾
多
交
通
設
施
更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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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
情
況
雪
上
加
霜
。
然
而
，U

N
R

R
A

有
時
甚
至
沒
有
嘗
試
讓
物
資
深
入
港
口
以
外
的
地
區
。
上
海
商
人
劉
鴻
生
和

他
在
劍
橋
念
過
書
的
兒
子
劉
念
義
長
期
與
美
國
情
報
單
位
經
營
關
係
，
累
積
優
勢
，
在C

N
R

R
A

取
得
重
要
職
位
。

他
們
是
高
明
老
練
的
管
理
者
，
而
且
自
願
獻
身
服
務
，
但
同
時
，
劉
念
義
將U

N
R

R
A

的
船
隻
導
向
本
身
家
族
企
業

控
制
的
碼
頭
，
優
先
取
得
能
夠
重
振
家
族
生
意
的
設
施
和
物
資
。
60C

N
R

R
A

的
名
聲
這
麼
差
，
實
在
一
點
都
不
奇

怪
。
組
織
運
作
期
間
，
總
出
納
、
副
會
長
和
主
任
祕
書
都
曾
被
法
院
傳
喚
，
後
來
因
物
資
處
理
或
財
務
問
題
遭
到

判
刑
。
61U

N
R

R
A

承
認
必
須
針
對
濫
用
職
權
進
行
﹁
極
大
規
模
﹂
的
調
查
，
但
最
終
起
訴
的
人
數
很
少
，
多
數
濫

權
情
形
都
未
受
調
查
。
62

外
籍
職
員
也
沒
有
免
於
這
類
的
控
訴
，
但
他
們
的
問
題
更
大
。
一
位
在
美
國
受
過
教
育
，
尖
酸
的C

N
R

R
A

省

幹
部
雖
然
把
最
鋒
利
的
矛
頭
留
給
國
民
黨
官
員
，
一
九
四
六
年
末
，
他
還
是
提
到
對
外
國
職
員
的
看
法
：

有
幾
個
是
好
人
，
但
多
半
都
是
「
觀
光
客
」
，
想
來
「
看
看
中
國
」
。
他
們
只
做
一
點
點
事
情
，
卻
愛
在
沙
面

喝
酒
跳
舞
。
有
些
是
愚
蠢
的
理
想
主
義
者
，
例
如
有
個
「
社
會
福
利
工
作
者
」
，
提
議
要
「
幫
每
個
嬰
兒
量
體

重
」
，
還
要
「
用
顯
微
鏡
檢
查
食
物
」
。

︵
譯
注
：
本
引
言
由
英
文
翻
譯
，
非
原
文
︶

他
說
，
他
們
想
在
﹁
中
國
的
鄉
村
設
計
紐
約
的
公
園
大
道
﹂
。
63

外
國
租
界
行
政
機
構
的
前
職
員
，
以
及
中
國

海
關
總
稅
務
司
曾
經
雇
用
的
英
美
員
工
，
都
不
能
算
是
人
道
主
義
的
觀
光
客
︵U

N
R

R
A

四
百
名
英
國
職
員
中
，
有

四
分
之
一
是
在
中
國
招
募
的
︶
，
但
是
，
他
們
是
否
熟
悉
當
地
、
擁
有
人
脈
，
或
者
略
懂
中
國
的
語
言
︵
雖
然
也
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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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
本
不
該
這
樣
假
設
︶
都
很
難
說
。
這
些
人
曾
經
為
外
強
部
署
的
局
勢
工
作
，
改
朝
換
代
後
，
這
些
人
又
被
安
排

到
援
助
單
位
。
這
種
看
似
換
湯
不
換
藥
的
做
法
，
也
是
國
民
政
府
的
爭
議
來
源
。U

N
R

R
A

的
內
部
報
告
中
，
批
評

這
些
調
派
到
中
國
機
構
的
職
員
﹁
態
度
高
傲
﹂
。
64

前
美
國
外
交
事
務
官
員
葛
超
智
︵G

eorge W
. K

err

︶
卻
持
不
同

意
見
，
他
總
結
：
﹁
長
達
一
世
紀
以
來
，
美
國
不
斷
試
圖
以
慈
善
改
善
中
國
人
民
的
生
活
。
這
是
最
近
的
一
次
行

動
，
但
不
會
是
最
後
一
次
。
﹂
65

那
是
傳
教
事
業
社
會
與
慈
善
工
作
的
高
峰
，
以
及
洛
克
斐
勒
基
金
會
的
高
峰
。

U
N

R
R

A

一
部
分
的
職
責
是
設
法
遣
返
滯
中
的
外
國
難
民
，
包
括
歐
洲
人
和
東
南
亞
華
僑
。U

N
R

R
A

並
與
美

國
陸
軍
的
﹁
行
動
圍
攻
﹂
︵O

peration B
eleaguer

︶
大
型
計
畫
合
作
，
將
日
本
軍
民
送
回
日
本
。
日
本
投
降
後
，

出
現
大
批
移
動
潮
，
外
籍
人
士
數
量
持
續
減
少
。
一
般
而
言
，
外
國
租
界
的
職
員
必
須
離
開
，
只
有
極
少
數
人
找

到
其
他
工
作
。
中
國
海
關
總
稅
務
司
的
外
籍
職
員
人
數
急
遽
下
降
。
有
些
外
國
團
體
是
一
整
群
人
一
起
搭
船
離

開
。
一
九
四
五
年
十
二
月
，
七
萬
兩
千
五
百
名
在
上
海
的
日
本
人
於
一
年
內
陸
續
被
驅
離
。
在
滿
洲
的
日
本
人
則

經
歷
了
更
為
血
腥
痛
苦
的
過
程
：
戰
敗
後
的
一
年
中
，
十
七
萬
九
千
人
死
於
飢
餓
、
疾
病
與
暴
行
，
五
人
中
就
有

一
人
是
日
本
平
民
居
民
。
66

一
千
名
英
籍
印
度
人
在
外
國
治
理
的
警
務
處
解
散
後
立
刻
被
遣
返
回
國
。
將
近
四
千
名

俄
國
人
接
受
蘇
維
埃
公
民
身
分
，
搭
船
回
去
蘇
聯
。
很
多
人
直
接
被
送
去
古
寧
格
︵G

ulag

，
譯
注
：
前
蘇
聯
政
府

負
責
管
理
全
國
勞
改
營
的
機
構
︶
。
一
九
四
六
年
，
超
過
五
千
名
德
國
猶
太
難
民
取
得
入
境
美
國
的
簽
證
；
一
九
四

八
至
四
九
年
，
則
有
將
近
三
千
人
獲
准
進
入
以
色
列
。
最
奇
怪
的
遣
送
是
一
九
四
九
年
初
，
約
五
千
名
無
國
籍
且

更
謹
慎
聰
明
的
俄
羅
斯
人
去
了
菲
律
賓
，
他
們
待
在
圖
巴
包
島
︵Tubabao Island

︶
上
美
國
分
發
的
帳
棚
，
有
些

人
待
了
兩
年
之
久
，
才
被
轉
往
澳
洲
或
美
國
。
67

中
國
城
市
裡
多
元
民
族
的
合
唱
開
始
減
弱
了
。

那
些
留
下
的
人
必
須
習
慣
毫
無
特
權
的
生
活
，
尤
其
是
不
再
擁
有
治
外
法
權
。
現
在
，
英
國
人
和
美
國
人
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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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自
己
的
法
律
地
位
和
其
他
在
中
國
的
外
籍
居
民
相
同
。
他
們
好
歹
也
是
勝
利
的
同
盟
國
子
民
，
但
此
時
卻
在
中

國
法
律
面
前
並
無
差
別
。
只
是
，
大
批
在
中
國
的
美
國
官
員
仍
然
享
有
特
權
，
此
為
終
將
引
爆
的
難
題
。
這
些
外

交
與
軍
事
人
員
︵
在
一
九
四
六
年
末
仍
有
約
一
萬
名
軍
人
︶
並
不
受
中
國
法
律
的
限
制
。
香
港
出
生
的
英
籍
歐
亞

人
查
爾
斯
．
阿
徹
︵C

harles A
rcher

︶
涉
入
的
謀
殺
案
，
為
新
秩
序
帶
來
重
大
考
驗
。
阿
徹
一
九
四
七
年
八
月
殺

了
中
國
黑
市
商
人
余
生
孝
︵Y

u
 Sh

en
gxiao

，
音
譯
︶
，
他
的
共
犯
是
美
國
海
軍
湯
瑪
斯
．
馬
洛
︵T

h
om

as 

M
alloy

︶
。
余
生
孝
跟
馬
洛
交
易
金
條
，
結
果
余
生
孝
中
槍
身
亡
，
阿
徹
和
馬
洛
互
相
指
控
。
馬
洛
受
到
軍
法
審

判
，
被
判
終
身
監
禁
，
在
美
國
服
刑
。
一
九
四
一
年
十
二
月
二
日
，
阿
徹
被
中
國
法
院
審
判
、
定
罪
，
不
久
前
，

他
恰
巧
也
是
舊
時
治
外
法
權
系
統
中
，
最
後
一
個
於
被
判
處
入
監
的
英
國
人
。
報
紙
頭
條
寫
著
﹁
一
百
七
十
三
年

來
第
一
個
以
謀
殺
起
訴
的
英
國
人
﹂
。
阿
徹
也
被
處
以
終
身
監
禁
。
一
位
英
國
官
員
哈
洛
德
．
吉
爾
︵H

arold G
ill

︶

︵
前
上
海
巡
捕
︶
表
示
訴
訟
過
程
﹁
極
為
公
正
﹂
。
但
後
來
一
位
英
國
評
論
員
表
示
，
阿
徹
的
判
決
比
馬
洛
嚴
重
，

因
為
他
是
在
中
國
監
獄
服
刑
。
事
實
上
，
那
是
英
國
控
制
上
海
工
部
局
時
蓋
的
監
獄
。
68

治
外
法
權
實
施
的
幾
十
年

前
，
過
失
殺
人
和
謀
殺
案
件
一
直
是
衝
突
的
引
爆
點
。
一
八
二○

年
代
開
始
，
甚
至
更
早
之
前
，
治
外
法
權
的
支

持
者
常
以
過
去
中
國
法
院
中
不
公
不
義
的
判
決
案
例
做
為
證
據
。
但
阿
徹
的
判
決
沒
有
什
麼
好
抱
怨
，
除
非
他
寧

願
在
英
國
被
絞
死
，
而
且
幾
乎
一
定
會
判
絞
刑
。

美
國
軍
事
人
員
持
續
享
有
豁
免
權
才
是
更
大
的
問
題
。
可
能
沒
人
在
乎
黑
市
商
人
余
生
孝
，
但
是
一
九
四
六

年
的
平
安
夜
，
一
位
出
身
菁
英
家
庭
的
北
京
大
學
學
生
沈
崇
遭
到
美
國
海
軍
下
士
威
廉
．
皮
爾
森
︵W

illiam
 

P
ierson

︶
強
暴
，
引
發
全
國
性
的
抗
議
。
69

美
軍
駐
紮
在
中
國
的
軍
隊
已
經
因
為
紀
律
鬆
散
與
行
為
不
檢
為
人
詬

病
。
他
們
也
像
馬
洛
一
樣
從
事
黑
市
買
賣
，
不
僅
如
此
，
還
經
常
酩
酊
大
醉
、
在
大
街
滋
事
、
尋
花
問
柳
。
報
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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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諷
刺
漫
畫
總
有
﹁
吉
普
女
孩
﹂
︵jeep girl

︶
：
年
輕
的
中
國
女
性
和
相
對
有
錢
但
毫
無
教
養
的
外
國
軍
人
廝
混
。

美
國
軍
隊
甚
至
被
拿
來
和
日
本
軍
隊
比
較
，
而
且
戰
爭
時
期
官
方
就
開
始
鼓
勵
反
﹁
吉
普
女
孩
﹂
的
活
動
，
很
多

人
認
為
這
些
女
人
受
到
的
攻
擊
，
其
實
針
對
的
是
夥
伴
美
國
。
雖
然
皮
爾
森
受
到
軍
法
審
判
，
並
判
處
十
五
年
監

禁
，
判
決
卻
在
美
國
上
訴
時
被
駁
回
。
他
甚
至
未
受
中
美
共
同
審
判
，
而
且
最
後
無
罪
開
釋
，
加
上
被
告
辯
稱
沈

崇
為
自
願
，
這
兩
件
事
深
深
激
怒
了
民
族
主
義
者
。
北
京
大
學
的
校
長
胡
適
要
求
學
生
勿
將
法
律
審
判
問
題
與
美

軍
駐
紮
的
政
治
問
題
混
淆
，
但
他
們
還
是
如
此
。
共
產
黨
也
狡
猾
地
利
用
這
個
案
件
進
行
政
治
操
作
，
如
同
余
生

孝
事
件
一
個
月
後
的
上
海
人
力
車
伕
被
殺
事
件
。
沈
崇
案
與
處
置
方
式
深
深
影
響
了
美
國
在
中
國
的
新
形
象
。
不

僅
因
為
美
軍
支
持
蔣
介
石
的
政
府
，
還
因
為
美
軍
是
酒
鬼
、
野
人
、
強
姦
犯
、
殺
人
犯
。
國
民
黨
沒
有
保
護
中
國

的
主
權
，
也
沒
有
保
護
沈
崇
。

一
九
四
九
年
五
月
二
十
五
日
，
共
產
黨
軍
隊
進
入
上
海
，
某
些
外
籍
人
士
立
刻
搭
機
離
境
，
但
國
民
黨
管
制

的
長
江
開
放
後
，
其
他
人
則
是
井
然
有
序
地
離
開
。
和
他
們
一
起
離
開
的
亨
利
．
卡
蒂
爾—

布
雷
松
︵H

en
ri 

C
artier-B

resson

︶
記
錄
此
情
此
景
，
成
為
他
的
攝
影
代
表
作
：
一
九
四
九
年
九
月
，
蓄
著
鬍
子
、
穿
著
長
袍
、
戴

著
遮
陽
帽
的
天
主
教
神
父
前
往
上
海
的
戈
登
號
︵U

SS G
eneral W

. H
. G

ordon

，
譯
注
：
美
國
軍
隊
運
輸
艦
︶
；

其
他
人
最
後
一
次
搭
上
人
力
車
前
往
碼
頭
。
70

但
很
多
人
以
為
這
不
過
是
日
常
公
事
，
只
是
再
次
換
個
政
府
。
外
國

企
業
和
多
數
私
人
公
司
已
經
見
過
幾
次
類
似
的
改
變
，
而
且
都
適
應
了
。
最
大
的
那
幾
家
外
商
一
開
始
可
能
有
些

狼
狽
，
但
最
後
都
與
國
民
黨
建
立
了
雖
不
和
睦
但
可
行
的
關
係
。
例
如
標
準
石
油
和
英
美
菸
草
都
同
意
納
稅
，
雖

然
根
據
條
約
，
他
們
並
沒
有
這
個
義
務
。
一
九
三○

年
代
，
英
美
菸
草
是
中
國
最
大
的
納
稅
人
。
71

因
此
，
一
九
四

九
年
的
政
權
轉
換
應
該
不
會
有
什
麼
不
同
才
對
。
而
且
主
流
分
析
都
將
中
國
共
產
黨
描
述
為
﹁
農
村
社
會
主
義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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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非
純
理
論
的
馬
克
斯
主
義
。
美
國
官
方
則
較
為
謹
慎
，
為
了
避
免
危
及
職
員
或
﹁
自
取
其
辱
﹂
，
一
九
四
九
年
夏

天
，
國
務
院
下
令
關
閉
上
海
與
天
津
所
有
領
事
館
。
72

一
九
四
九
年
五
月
二
十
五
日
，
穿
著
軟
底
鞋
、
漫
步
進
入
上

海
的
軍
隊
看
起
來
並
不
恐
怖
。
布
雷
松
拿
著
徠
卡
相
機
拍
下
政
權
轉
換
的
諸
多
時
刻
：
鄉
下
男
孩
和
城
市
菁
英
互

相
對
看
；
人
民
解
放
軍
的
軍
人
盯
著
滿
是
美
國
冰
箱
的
商
店
櫥
窗
，
一
臉
茫
然
。

一
九
五○
年
一
月
，
英
國
政
府
正
式
承
認
共
產
黨
政
權
，
速
度
快
得
近
乎
失
禮
。
﹁
他
們
要
和
我
們
做
生

意
。
﹂
一
九
四
九
年
十
月
，
英
國
外
交
部
向
支
持
這
個
決
定
的
內
閣
報
告
這
件
事
，
他
們
推
論
﹁
我
們
在
他
們
土
地

上
擁
有
不
可
動
搖
的
基
石
，
只
能
靠
生
意
來
維
持
。
﹂
73

國
民
黨
現
在
已
經
沒
有
能
力
收
復
大
陸
，
而
且
完
全
被
趕

了
出
去
。
反
正
英
國
人
從
來
沒
喜
歡
過
蔣
介
石
，
當
然
，
蔣
介
石
也
從
不
喜
歡
英
國
人
。
中
央
人
民
政
府
以
謹
慎

的
冷
靜
態
度
評
論
了
英
國
的
承
認
，
並
承
諾
會
與
所
有
友
善
的
國
家
建
立
外
交
關
係
，
接
著
卻
完
全
陷
入
沉
默
。

這
番
詭
異
對
話
接
下
來
的
發
展
是
，
英
國
假
定
他
們
與
中
國
的
關
係
可
視
為
國
與
國
之
間
正
常
的
雙
邊
外
交
協

議
。
英
國
已
經
承
認
中
央
人
民
政
府
了
，
他
們
要
的
不
就
是
這
個
嗎
？
然
而
，
對
中
國
共
產
黨
而
言
，
他
們
不
可

能
不
把
英
國
當
成
帝
國
主
義
者
，
或
在
這
個
世
紀
仍
於
中
國
殘
餘
的
外
強
勢
力
。
與
西
方
強
國
的
關
係
，
都
是
透

過
這
片
稜
鏡
看
待—

強
烈
的
意
識
型
態
與
根
深
柢
固
的
民
族
主
義
。
他
們
可
能
會—

也
可
能
不
會—

建
立

有
效
的
國
與
國
關
係
。
但
首
先
，
新
的
政
府
必
須
拆
除
帝
國
主
義
遺
留
的
建
設
，
盡
可
能
消
除
其
帶
來
的
影
響
和

﹁
奴
僕
﹂—

毛
澤
東
在
一
九
四
九
年
六
月
向
史
達
林
如
此
描
述—

並
且
防
範
帝
國
主
義
捲
土
重
來
。
74

有
形
的
部

分
包
括
上
海
總
會
大
樓
、
教
會
學
校
、
帝
國
化
工
的
總
部
和
工
廠
、
︽
字
林
西
報
︾
大
樓
，
但
無
形
的
影
響
仍
留
在

在
中
國
社
會
與
中
國
人
的
心
中
。

美
國
對
於
英
國
承
認
共
產
黨
政
權
就
沒
那
麼
高
興
了
。
美
國
仍
然
持
續
支
持
國
民
黨
，
他
們
已
經
投
入
大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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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
助
、
借
貸
、
物
資
以
及
大
把
的
善
意
。
經
過
聯
合
國
善
後
救
濟
總
署
的
援
助
之
後
，
又
通
過
了
一
九
四
八
年
的

中
國
援
助
法
案
︵C

hina A
id B

ill

︶
。
此
法
案
接
續
聯
合
國
善
後
救
濟
總
署
的
工
作
，
並
如
杜
魯
門
總
統
一
九
四
八

年
二
月
所
言
，
希
望
藉
由
提
供
﹁
喘
息
時
間
﹂
，
來
解
決
經
濟
危
機
造
成
的
政
治
危
機
。
經
過
計
算
，
在
一
九
四
五

年
到
一
九
四
九
年
三
月
之
間
，
美
國
總
共
提
供
了
十
億
六
千
萬
美
元
的
軍
事
與
經
濟
支
援
，
以
及
四
億
美
元
的
借

貸
。
美
國
的
策
略
是
提
供
國
民
政
府
物
質
援
助
，
同
時
在
國
民
政
府
與
共
產
黨
之
間
居
中
調
停
。
接
下
來
的
任
務

都
是
依
照
這
個
主
軸
進
行
，
其
中
最
著
名
的
人
物
是
一
九
四
五
至
四
七
年
的
馬
歇
爾
將
軍
︵G

en
eral G

eorge 

M
arshall

︶
，
但
卻
沒
有
取
得
任
何
進
展
。
美
國
並
不
想
要
主
動
採
取
軍
事
介
入
的
手
段
，
從
戰
略
或
經
濟
利
益
的

角
度
來
說
，
也
不
認
為
有
此
必
要
。
但
他
們
也
不
希
望
完
全
收
回
對
這
位
長
期
盟
友
的
支
持
，
儘
管
美
國
的
駐
外

官
員
開
始
在
中
國
的
﹁
解
放
區
﹂
遇
到
共
產
黨
幹
部
與
軍
隊
，
看
見
他
們
和
國
民
政
府
官
員
之
間
﹁
令
人
痛
苦
的

差
異
﹂
。
再
者
，
美
國
看
上
國
民
黨
重
要
的
特
質
以
及
其
中
的
自
由
主
義
思
想
，
對
他
們
而
言
，
這
些
都
比
蔣
介
石

與
蔣
介
石
的
國
家
還
重
要
，
所
以
不
想
放
棄
支
持
。
但
是
他
們
的
目
光
被
理
想
的
家
長
主
義
蒙
蔽
，
因
而
無
法
瞭

解
中
國
在
一
八
四
二
年
之
後
被
外
國
矮
化
的
歷
史
中
，
美
國
在
其
中
扮
演
的
角
色
究
竟
有
多
複
雜
。

美
國
的
策
略
一
開
始
應
該
要
歸
功
於
路
思
義
的
媒
體
、
中
國
與
中
國
人
長
久
以
來
在
美
國
的
文
化
印
象
，
以

及
傳
教
團
體
的
遊
說
力
量
。
此
外
，
戰
時
中
國
在
美
國
的
宣
傳
機
器
也
幫
忙
鼓
吹
，
每
年
還
有
千
名
傳
教
士
休
假

回
國
，
他
們
講
述
、
教
學
、
書
寫
中
國
的
種
種
；
戰
時
的
主
要
庇
護
援
助
組
織
﹁
援
華
聯
合
會
﹂
多
年
來
在
美
國

的
宣
傳
，
也
發
揮
了
作
用
；
賽
珍
珠
的
作
品
以
及
米
高
梅
公
司
的
︽
大
地
︾
也
同
樣
產
生
影
響—

這
些
力
量
讓

中
國
在
美
國
人
心
中
占
有
一
席
之
地
，
因
此
不
能
輕
易
將
中
國
人
民
與
其
精
緻
的
古
老
文
化
拱
手
讓
給
新
來
的
暴

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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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
然
中
國
共
產
黨
公
開
與
蘇
聯
結
盟
，
讓
美
國
更
難
想
出
務
實
的
策
略
，
但
是
一
九
四
九
年
八
月
，
美
國
國

務
院
公
布
︽
中
美
關
係
白
皮
書
︾
，
闡
述
了
美
國
與
中
國
的
關
係
。
引
用
其
中
一
位
作
者
的
話
：
﹁
叫
中
國
遊
說
團

不
要
再
威
脅
了
。
﹂
根
據
這
份
白
皮
書
，
﹁
失
去
中
國
﹂
不
是
美
國
的
責
任
，
要
怪
就
怪
國
民
政
府
。
美
國
已
經
盡

全
力
了
。
一
九
五○

年
一
月
，
國
務
卿
迪
安
．
艾
奇
遜
︵D

ean A
cheson

︶
宣
布
，
美
國
不
會
干
預
任
何
攻
擊
臺
灣

的
行
動
。
75

國
民
政
府
丟
了
大
陸
，
也
沒
人
幫
忙
他
們
保
住
臺
灣
。

儘
管
如
此
，
共
產
黨
還
是
害
怕
外
國
會
反
擊
。
毛
澤
東
認
為
，
他
們
可
能
會
占
領
主
要
沿
岸
港
口
，
派
駐
大

批
軍
隊
。
一
九
四
九
年
五
月
，
毛
澤
東
宣
稱
英
國
海
軍
艦
隊
與
國
民
黨
聯
手
，
造
成
人
民
解
放
軍
的
﹁
重
大
損

失
﹂
。
76

這
種
說
法
幾
乎
可
以
確
定
是
在
影
射
﹁
紫
石
英
號
事
件
﹂
︵A

m
ethyst incident

︶
，
也
就
是
西
方
國
家
在

中
國
領
土
最
後
一
次
軍
事
行
動
。
四
月
時
，
護
衛
艦
皇
家
紫
石
英
號
在
長
江
流
域
鎮
江
一
帶
，
遭
到
人
民
解
放
軍

的
砲
彈
擊
潰
，
其
他
三
艘
試
圖
靠
近
的
軍
艦
也
被
砲
彈
攻
擊
，
大
約
有
三
十
人
陣
亡
。
紫
石
英
號
在
擱
淺
了
一
百

天
後
，
終
於
成
功
回
到
海
上
，
成
為
英
國
帝
國
勇
敢
的
傳
奇
終
章
。
同
時
，
上
海
虹
橋
墓
園
聚
集
了
兩
千
名
外

僑
，
為
部
分
罹
難
者
舉
行
最
高
的
軍
事
榮
譽
葬
禮
。
皇
家
空
軍
飛
過
空
中
，
向
死
者
致
敬
。
這
是
英
國
的
步
槍
最

後
一
次
在
上
海
鳴
放
，
也
是
英
國
帝
國
的
軍
人
最
後
一
次
在
上
海
行
進
。
在
上
海
街
的
聖
三
一
堂
與
墓
園
中
，
也

最
後
一
次
舉
行
一
世
紀
以
來
通
商
口
岸
生
活
中
的
所
有
儀
式
。
77

但
國
民
政
府
也
在
城
市
周
圍
挖
掘
壕
溝
、
架
設
刺

網
，
作
為
軍
事
防
禦
。
從
南
京
開
來
的
最
後
一
輛
火
車
於
同
一
天
早
上
抵
達
，
很
快
就
傳
來
共
產
黨
軍
隊
進
入
首

都
的
報
導
。
隔
天
，
皇
家
海
軍
撤
出
上
海
，
最
後
一
批
美
軍
則
在
兩
天
後
離
開
。

此
時
，
光
只
有
撤
出
軍
事
人
員
已
經
不
夠
了
，
外
國
記
者
發
現
上
海
的
主
流
輿
論
都
在
為
人
民
解
放
軍
對
英

國
船
艦
的
攻
擊
喝
采
，
因
為
﹁
一
百
年
來
欺
負
中
國
人
的
外
國
人
終
於
得
到
了
報
應
﹂
。
美
國
大
使
司
徒
雷
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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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
發
現
中
國
人
對
此
事
件
﹁
事
關
國
家
尊
嚴
的
弦
外
之
音
﹂
。
78

就
連
內
戰
期
間
，
國
民

政
府
得
知
敵
軍
打
敗
高
高
在
上
的
皇
家
海
軍
，
也
感
到
一
絲
欣
慰
。
依
照
個
性
，
英
國
人
自
己
機
靈
地
從
這
次
戰

敗
擷
取
勝
利
的
部
分
，
為
英
勇
的
海
軍
解
圍
，
而
紫
石
英
號
的
船
員
在
那
年
十
一
月
也
於
倫
敦
舉
行
遊
行
，
通
過

喝
采
的
群
眾
，
但
對
於
外
國
將
近
一
百
一
十
年
在
中
國
擁
有
的
軍
事
優
越
與
信
心
而
言
，
這
樣
坑
坑
巴
巴
的
結
尾

令
人
擔
憂
。

違
反
直
覺
地
，
新
的
政
權
成
功
清
除
了
剩
餘
的
外
國
勢
力—

那
﹁
不
可
動
搖
的
基
石
﹂—

而
使
用
的
主
要

方
法
就
是
不
讓
他
們
離
開
中
國
。
這
個
過
程
稱
為
﹁
人
質
資
本
主
義
﹂
：
外
國
企
業
收
到
命
令
，
要
他
們
繼
續
營

運
，
禁
止
裁
撤
任
何
員
工
，
並
提
升
薪
資
和
福
利
以
及
避
免
歇
業
。
79

一
開
始
，
除
了
與
鞏
固
政
權
相
關
的
事
情
以

外
，
新
政
權
沒
有
能
力
處
理
占
領
領
土
的
治
理
細
節
。
他
們
需
要
預
防
經
濟
崩
潰
、
優
先
恢
復
生
產
，
並
與
中
國

的
企
業
圈
建
立
關
係
︵
不
論
來
自
哪
一
國
︶
，
刺
激
經
濟
成
長
。
隨
著
局
勢
和
人
事
漸
趨
穩
定
，
新
政
權
的
姿
態
開

始
轉
為
主
動
。
韓
戰
開
打
，
加
上
美
國
在
一
九
五○

年
十
二
月
二
日
實
施
貿
易
禁
令
，
兩
週
後
又
凍
結
所
有
在
美

國
的
中
國
資
產
，
讓
整
個
遊
戲
產
生
改
變
。
中
共
展
開
反
擊
，
逐
漸
沒
收
美
國
所
屬
的
公
司
行
號
，
而
外
國
企
業

普
遍
發
現
環
境
變
得
越
來
越
不
利
。

例
如
，
一
九
四
九
年
五
月
共
產
黨
拿
下
上
海
的
時
候
，
徐
家
匯
氣
象
臺
的
問
題
更
加
惡
化
了
。
一
九
五○

年

十
二
月
十
二
日
，
共
產
黨
政
權
正
式
接
收
氣
象
臺
，
完
全
併
入
上
海
氣
象
臺
。
一
九
四
九
年
十
二
月
，
史
達
林
問

毛
澤
東
：
﹁
中
國
有
氣
象
服
務
嗎
？
﹂
他
得
到
否
定
的
答
案
，
於
是
繼
續
說
：
﹁
應
該
要
設
立
這
個
系
統
。
﹂
竺
可

楨
在
一
九
五
一
年
時
宣
稱
中
國
曾
經
有
過
氣
象
服
務
，
但
整
個
系
統
都
只
服
務
徐
家
匯
，
還
有
英
美
的
船
運
利

益
。
竺
可
楨
後
來
寫
到
，
外
國
人
於
氣
象
臺
的
所
有
作
為
，
都
只
是
為
了
帝
國
主
義
列
強
的
經
濟
利
益
以
及
打
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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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國
。
直
到
一
九
四
九
年
，
特
別
是
直
到
一
九
五○

年
收
回
徐
家
匯
氣
象
臺
之
後
，
帝
國
主
義
列
強
於
氣
象
前
線

的
﹁
文
化
侵
犯
﹂
才
算
結
束
。
80

一
開
始
，
北
京
協
和
醫
學
院
還
是
維
持
正
常
運
作
，
但
剩
下
的
外
國
職
員
逐
漸
發

現—
其
他
外
資
機
構
的
外
籍
員
工
也
會
發
現—

他
們
的
同
事
和
學
生
成
為
了
政
治
動
員
的
目
標
。
這
些
政
治

動
員
針
對
的
就
是
外
籍
人
士
的
職
位
和
作
為
，
以
及
他
們
的
背
景
。
韓
戰
爆
發
後
，
一
九
五○

年
七
月
中
國
展
開

﹁
抗
美
援
朝
﹂
，
外
籍
員
工
成
為
批
鬥
大
會
的
目
標
，
而
一
九
五
一
年
一
月
十
六
日
，
北
京
協
和
醫
學
院
被
收
歸
國

有
。
那
裡
一
位
美
國
研
究
員
馬
爾
康
．
伯
森
︵M

alcolm
 B

erhson

︶
因
捏
造
的
間
諜
指
控
而
被
逮
捕
，
四
年
後
才

出
獄
。
隨
著
反
美
行
動
越
演
越
烈
，
批
評
也
越
發
凶
猛
。
隔
年
，
一
場
展
覽
宣
稱
北
京
協
和
醫
學
院
是
﹁
間
諜
中

心
﹂
，
外
國
職
員
把
中
國
病
人
當
白
老
鼠
，
進
行
醫
學
實
驗
：
﹁
究
竟
有
多
少
中
國
人
被
殺
害
，
還
不
得
而
知
。
﹂
81

北
京
協
和
醫
學
院
和
徐
家
匯
氣
象
臺
都
是
自
治
的
外
國
機
構
，
在
中
國
各
自
的
領
域
具
有
影
響
力
，
居
於
領

導
地
位
，
收
回
這
兩
個
機
構
必
然
受
到
諸
多
關
注
。
他
們
被
迫
收
歸
國
有
的
時
間
點
，
恰
巧
碰
上
快
速
推
展
的
韓

戰
，
但
中
國
在
歷
時
數
十
年
取
回
主
權
的
過
程
中
，
在
此
時
也
來
到
了
合
理
的
顛
峰
，
同
時
，
中
國
中
央
政
府
在

各
個
層
面
的
考
量
和
影
響
範
圍
也
開
始
向
外
擴
張
。
就
連
動
機
最
良
善
的
外
國
專
家
和
援
助
者
，
他
們
和
中
國
的

關
係
依
舊
是
局
限
在
家
長
主
義
的
框
架
之
下
。
在
這
種
關
係
裡
，
不
可
能
只
有
人
道
主
義
的
努
力
存
在
。
但
是
，

推
崇
民
族
主
義
的
政
治
，
會
使
人
道
作
為
極
為
脆
弱
。
基
於
實
用
主
義
的
考
量
，
有
用
的
外
國
機
構
仍
能
繼
續
維

持
運
作
，
然
而
，
在
遇
上
國
防
或
其
他
更
為
重
要
的
考
量
時
，
就
不
是
如
此
了
。
畢
竟
，
在
上
海
處
於
﹁
孤
島
﹂

時
期
時
，
日
本
發
現
，
如
果
別
人
願
意
承
擔
這
些
花
費
，
最
好
就
讓
他
們
承
擔
，
能
因
此
保
持
他
們
的
生
產
力
是

再
好
不
過
的
。
再
怎
麼
說
，
都
比
純
粹
因
為
政
治
因
素
而
關
閉
來
得
好
。
民
族
主
義
也
有
實
用
的
一
面
。

將
外
國
機
構
實
際
沒
收
或
國
有
化
從
來
就
不
是
常
態
。
不
論
是
國
民
黨
或
共
產
黨
政
府
，
幾
乎
很
少
侵
占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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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資
產
。
最
大
的
例
外
都
與
戰
爭
相
關
：
一
九
一
七
年
與
一
九
四
五
年
對
德
奧
宣
戰
後
，
中
國
政
府
占
有
了
敵
人

的
地
產
，
在
日
本
投
降
後
也
是
。
儘
管
如
此
，
北
京
協
和
醫
學
院
與
徐
家
匯
氣
象
臺
被
收
歸
國
有
，
確
實
顯
示
了

中
央
人
民
政
府
建
立
之
後
，
中
國
的
外
國
勢
力
一
直
持
續
式
微
。
一
九
五
一
年
末
，
絕
大
多
數
的
西
方
人
士
都
離

開
了
中
國
，
在
那
之
後
，
還
在
這
個
國
家
營
運
的
只
有
一
家
英
國
公
司—

殼
牌
石
油
，
以
及
兩
家
銀
行
。
其
他

人
都
走
了
。
共
產
黨
政
權
的
經
濟
優
先
順
位
與
韓
戰
，
造
就
了
這
段
複
雜
的
過
程
。
期
間
並
沒
有
發
生
直
接
的
決

裂
，
而
且
各
方
其
實
都
期
待
能
夠
維
持
關
係—

雖
然
某
些
英
、
法
、
美
的
領
事
館
被
迫
關
閉
，
官
員
也
被
驅
逐

出
境
。
中
國
正
走
上
有
史
以
來
幾
乎
是
最
為
孤
立
與
自
立
的
道
路
。

還
有
另
外
一
個
原
因
導
致
外
國
領
事
館
紛
紛
關
閉
，
就
是
新
政
府
的
敵
對
態
度
。
既
然
領
事
館
關
閉
，
之
前

的
任
務
也
就
以
更
快
的
速
度
不
了
了
之
。
英
國
重
建
了
之
前
遭
到
縱
火
的
廣
州
領
事
館
︵
自
費
，
要
求
賠
償
的
年

代
早
已
過
了
︶
，
又
在
一
九
五
三
年
初
關
閉
︵
城
裡
只
有
十
二
個
英
國
人
︶
，
隨
後
，
與
一
年
前
賣
掉
的
重
慶
、
廈

門
、
昆
明
、
青
島
、
南
京
及
武
漢
領
事
館
一
樣
，
廣
州
領
事
館
也
被
英
國
政
府
售
出
。
82

外
國
在
中
國
的
官
方
勢
力

大
幅
減
少
。
但
這
樣
的
局
勢
之
下
，
有
兩
個
特
別
的
例
外
：
香
港
與
澳
門
仍
是
殖
民
地
。
毛
澤
東
在
一
九
四
六
年

對
外
國
記
者
說
：
﹁
我
對
香
港
沒
有
興
趣
。
﹂
在
中
國
就
有
夠
多
事
要
做
了
。
後
來
發
表
的
談
話
更
是
強
調
，
只
要

在
香
港
與
澳
門
的
中
國
人
不
被
虧
待
，
那
麼
新
的
政
權
就
樂
意
在
現
階
段
維
持
現
狀
。
兩
個
殖
民
地
都
會
為
中
國

扮
演
重
要
的
經
濟
與
外
交
角
色
，
而
且
也
會
是
取
得
情
報
的
基
地
。
人
民
解
放
軍
占
領
廣
東
的
時
候
，
他
們
的
指

揮
官
小
心
地
避
免
衝
突
發
生
。
一
九
四
九
年
十
月
十
七
日
，
接
收
香
港
北
方
邊
界
的
時
候
，
大
抵
上
情
況
還
算

﹁
平
靜
﹂
；
在
澳
門
反
而
引
起
較
多
騷
動
，
因
為
難
民
和
國
民
黨
的
逃
兵
都
湧
進
了
狹
小
的
城
市
。
83

隨
著
韓
戰
貿
易

禁
令
開
始
，
這
兩
座
城
市
的
經
濟
角
色
愈
趨
重
要
。
然
而
，
容
忍
也
有
其
限
度
。
一
九
五
二
年
，
葡
萄
牙
政
府
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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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美
國
施
壓
，
加
強
邊
界
管
制
，
以
符
合
貿
易
禁
令
。
中
國
在
邊
界
回
以
一
連
串
暴
力
軍
事
行
動
與
封
鎖
，
導
致

里
斯
本
讓
步
，
要
求
澳
門
免
除
禁
令
。
一
九
五
五
年
，
殖
民
地
四
百
周
年
的
慶
祝
活
動
在
中
國
的
壓
力
下
取
消
：

銷
毀
紀
念
郵
票
、
停
止
興
建
中
葡
友
誼
紀
念
碑
。
透
過
香
港
總
督
，
中
國
非
正
式
但
簡
明
地
傳
達
了
對
此
事
的
不

滿—

香
港
總
督
認
為
這
個
訊
息
也
是
說
給
他
聽
的
；
此
外
，
中
國
也
透
過
地
方
勢
力
強
大
的
中
間
人
傳
達
，
這

些
人
都
是
在
幕
後
掌
握
澳
門
的
人
。
兩
個
殖
民
地
對
中
國
都
有
極
大
用
處
，
因
此
不
能
允
許
外
國
政
府
因
為
管
理

失
當
或
任
何
象
徵
殖
民
勝
利
的
活
動
而
危
害
現
況
。

外
國
在
中
國
的
建
設
中
，
還
有
一
個
單
位
的
核
心
目
標
就
是
最
終
成
為
多
餘
的
機
構
，
然
後
離
開
中
國
。
理

論
上
，
基
督
教
傳
教
事
業
的
目
的
就
是
建
立
自
給
自
足
與
自
我
管
理
的
教
會
，
之
後
他
們
的
角
色
就
不
重
要
了
。

傳
教
事
業
的
文
化
與
實
踐
往
往
與
遍
布
世
界
的
殖
民
主
義
密
切
結
合
，
而
且
在
中
國
，
他
們
更
需
要
依
賴
治
外
法

權
與
外
國
列
強
建
立
的
基
礎
。
這
個
充
滿
各
式
各
樣
傳
教
團
體
的
世
界
︵
據
估
計
在
一
九
四
九
年
共
有
一○

九
個

活
躍
的
傳
教
團
體
︶
，
呈
現
了
所
有
想
得
到
的
外
國
世
俗
生
活
與
文
化
。
傳
教
士
住
在
有
柵
門
的
社
區
、
外
國
風
格

的
房
屋
，
過
著
歐
美
生
活
。
84

在
醫
療
、
社
會
、
教
育
等
偏
世
俗
領
域
工
作
的
傳
教
士
，
可
能
看
不
出
來
他
們
跟
通

商
口
岸
機
構
的
員
工
有
什
麼
分
別
。
﹁
傳
教
士
也
會
染
上
虱
子
嗎
？
﹂
據
說
曾
有
共
產
黨
幹
部
問
過
這
個
問
題
。
85

他
們
真
的
會
為
了
信
仰
犧
牲
自
己
？
當
然
，
傳
教
士
會
這
麼
回
答
，
他
們
馬
上
就
可
以
端
出
殉
教
歷
史
，
列
出
那

些
死
在
拳
民
、
歹
徒
和
共
產
黨
手
中
的
名
單
，
但
提
到
在
帝
國
傳
教
的
複
雜
性
，
以
及
文
化
帝
國
主
義
，
他
們
的

立
場
就
不
太
穩
固
。
他
們
自
己
說
的
話
也
毫
無
幫
助
。
回
想
他
們
在
一
九
二
二
年
的
傳
教
報
告
︽
基
督
宗
教
占
領

中
國
︾
的
內
容
，
就
連
在
當
時
來
看
都
有
很
多
問
題
，
但
教
會
好
戰
人
士
說
的
話
會
被
新
的
敵
人
直
接
取
用
。
﹁
他

拿
手
術
刀
打
開
中
國
的
福
音
大
門
，
西
洋
的
砲
彈
連
根
門
栓
都
舉
不
起
來
﹂
，
這
段
話
不
斷
用
來
描
述
美
國
醫
療
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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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士
先
驅
伯
駕
︵Peter Parker

︶
。
一
九
五○

年
十
二
月
在
廣
州
嶺
南
大
學
的
批
鬥
大
會
上
，
首
先
就
是
搬
出
這
句

話
當
眾
譴
責
外
國
職
員
。
86

自
己
人
傳
出
的
批
評
也
從
沒
短
少
。
賽
珍
珠
就
是
批
評
傳
教
世
界
最
主
要
的
人
物
。
﹁
外
國
傳
教
有
必
要

嗎
？
﹂
她
在
一
九
三
三
年
的
一
本
爭
議
性
的
手
冊
中
提
出
此
問
。
她
的
結
論
是
：
唯
有
停
止
宣
說
和
傳
道
，
才
會

有
基
督
教
的
社
會
行
動
。
一
九
二○

年
代
的
學
生
反
基
督
教
運
動
、
國
民
政
府
革
命
的
動
盪
、
國
民
黨
將
國
家
權

力
伸
及
教
育
與
健
康
照
護
，
都
大
大
震
撼
了
外
國
傳
教
事
業
的
建
設
。
因
此
，
自
一
九
二○

年
代
初
，
教
會
與
宗

教
組
織
持
續
推
動
改
革
，
中
國
人
基
督
教
信
徒
逐
漸
取
得
領
導
地
位
，
但
是
到
了
一
九
四
九
年
，
外
國
的
傳
教
社

群
還
是
非
常
龐
大
。
多
數
傳
教
團
體
和
個
人
都
相
信
，
這
次
不
過
是
中
國
的
轉
變
之
一
，
他
們
能
夠
安
然
度
過
。

對
基
督
教
的
傳
教
士
來
說
，
政
權
轉
換
到
共
產
黨
的
過
程
，
起
初
在
全
國
各
地
都
還
算
順
利
，
但
這
樣
的
光

景
不
會
持
續
。
為
了
向
新
政
權
澄
清
自
己
的
立
場
，
中
國
的
基
督
教
組
織
逐
漸
瞭
解
到
，
他
們
必
定
要
與
傳
教
事

業
，
甚
至
與
任
何
外
國
關
係
都
保
持
距
離
。
一
九
五○

年
與
周
恩
來
的
會
議
決
定
了
界
線
。
他
們
必
須
斷
絕
任
何

海
外
金
錢
援
助
，
也
不
能
再
聽
命
於
任
何
外
籍
人
士
。
這
些
界
線
後
來
成
為
︿
基
督
宗
教
宣
言
﹀
的
內
容
，
由
基

督
教
會
的
主
要
領
導
人
物
起
草
，
於
一
九
五○

年
七
月
發
布
。
這
份
宣
言
把
基
督
教
納
入
帝
國
主
義
侵
犯
中
國
的

歷
史
之
中
，
也
將
其
視
為
未
來
潛
在
的
帝
國
主
義
威
脅
。
基
督
教
與
帝
國
主
義
﹁
有
所
關
連
﹂
，
所
以
中
國
的
基
督

教
徒
必
須
與
外
國
切
割
關
係
。
經
過
這
類
自
我
檢
討
之
後
，
為
了
去
除
中
國
基
督
教
的
帝
國
主
義
汙
點
，
一
九
五

一
年
時
興
起
了
﹁
三
自
愛
國
運
動
﹂
，
要
求
教
會
自
行
募
款
、
自
行
管
理
、
自
行
傳
教
。
87

對
於
在
教
會
、
學
校
、

學
院
工
作
的
外
國
傳
教
士
來
說
，
處
境
早
已
變
得
更
為
脆
弱
艱
難
，
而
對
他
們
的
中
國
人
同
事
而
言
，
和
傳
教
士

的
往
來
也
是
越
來
越
危
險
。
在
遭
受
譴
責
的
氛
圍
中
，
又
充
滿
了
各
種
足
以
癱
瘓
機
構
運
作
的
質
疑
，
倫
敦
傳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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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L

ondon M
issionary Society

︶
於
一
九
五○

年
九
月
決
定
在
隔
年
年
底
前
完
全
撤
出
中
國
。
十
二
月
時
，
中

國
內
地
會
︵C

hina Inland M
ission

︶
做
出
撤
離
所
有
員
工
的
宣
布
，
人
數
約
有
一
千
人
，
包
含
員
工
與
他
們
的

眷
屬
。
一
九
五
一
年
一
月
十
八
日
，
二
十
所
由
外
國
資
助
、
多
半
屬
於
傳
教
團
體
的
學
院
，
都
轉
由
政
府
資
助
。

傳
教
團
體
的
撤
退
，
很
快
就
演
變
成
了
毫
無
尊
嚴
的
落
荒
而
逃
。

其
中
有
一
個
特
別
的
例
外
：
天
主
教
會
絲
毫
沒
有
要
撤
走
外
籍
人
士
的
意
思
。
天
主
教
會
在
中
國
的
追
隨
者

遠
多
於
基
督
教
會
，
歷
史
也
更
為
悠
久
。
天
主
教
會
的
回
應
既
激
進
又
直
接
，
但
招
致
的
結
果
也
十
分
殘
酷
。
眾

多
外
籍
教
士
遭
到
逮
捕
。
彷
彿
回
到
十
九
世
紀
的
動
亂
一
般
，
在
南
京
與
廣
州
設
立
孤
兒
院
的
愛
爾
蘭
、
加
拿
大

與
法
國
修
女
，
都
因
為
忽
視
對
她
們
的
指
控
而
被
遊
街
示
眾
、
審
問
、
監
禁
，
然
後
遣
返
回
國
。
據
說
廣
州
在
兩

年
內
就
有
兩
千
名
嬰
兒
死
去
。
困
惑
的
外
交
大
使
問
，
我
們
又
回
到
十
九
世
紀
充
斥
殺
嬰
和
屠
殺
傳
聞
的
恐
怖
時

代
嗎
？
我
們
又
回
到
一
八
七○

年
動
盪
不
安
的
天
津
，
屠
殺
外
國
修
女
嗎
？
88

羅
馬
教
廷
的
大
使
黎
培
理
︵A

ntonio 

R
iberi

︶
在
一
九
五
二
年
九
月
被
驅
逐
出
境
，
他
是
唯
一
被
迫
離
開
中
國
的
駐
華
公
使
。
他
留
下
了
一
個
分
裂
的
教

會
，
而
且
在
一
波
又
一
波
的
壓
迫
中
吃
盡
苦
頭
。

其
他
行
業
的
外
國
勢
力
處
境
稍
微
好
一
點
，
但
仍
可
能
有
些
波
折
。
外
籍
人
士
的
撤
退
必
須
依
照
政
府
規

定
，
不
管
他
們
之
前
在
中
國
的
職
務
是
什
麼
。
然
而
，
為
了
讓
企
業
中
的
外
國
職
員
留
下
，
政
府
控
制
了
離
境
簽

證
。
海
外
的
總
公
司
必
須
開
始
將
資
金
匯
入
中
國
以
彌
補
營
運
成
本
，
政
府
甚
至
不
准
他
們
的
分
部
或
子
公
司
在

當
地
借
貸
。
在
工
廠
和
辦
公
室
，
新
的
工
會
活
動
以
及
每
個
行
為
都
可
能
受
到
政
治
詮
釋
，
每
件
外
國
人
犯
下
的

過
失
或
被
他
人
解
讀
為
輕
蔑
的
舉
動
，
都
會
引
起
衝
突
。

中
國
企
業
也
有
類
似
的
遭
遇
，
但
是
中
國
人
在
一
九
五○

至
五
二
年
一
連
串
鎮
壓
反
革
命
的
運
動
中
︵
所
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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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鎮
反
﹂
運
動
︶
還
面
臨
了
被
殺
害
的
危
險
。
這
波
運
動
始
於
一
九
五○

年
三
月
，
特
別
將
前
國
民
黨
員
視
為
目

標
，
雖
然
﹁
前
國
民
黨
員
﹂
這
個
定
義
非
常
模
糊
。
這
波
恐
怖
行
動
掃
蕩
了
﹁
歷
史
的
﹂
反
革
命
分
子
、
煽
動
挑

撥
者
、
﹁
帝
國
主
義
漢
奸
﹂
等
，
對
象
可
能
是
任
何
國
民
黨
黨
員
或
國
民
政
府
公
務
員
、
外
國
公
司
或
機
構
的
雇
員

或
相
關
人
士
，
宗
教
機
構
也
包
括
在
內
。
中
央
政
府
提
出
了
處
決
的
人
數
比
例
：
毛
澤
東
指
示
，
新
政
權
處
決
的

人
數
不
能
超
過
千
分
之
一
的
人
口
，
雖
然
許
多
地
方
根
本
超
出
這
個
比
例
。
宣
傳
口
號
和
海
報
充
斥
著
國
民
政
府

的
特
務
形
象
，
幾
乎
都
戴
著
費
多
拉
帽
︵fedora hat

，
譯
注
：
中
間
凹
陷
的
寬
邊
帽
︶
，
看
起
來
就
像
芝
加
哥
的
幫

派
。
間
諜
狂
熱
席
捲
全
國
。
國
民
政
府
的
游
擊
軍
隊
確
實
還
在
這
個
國
家
裡
面
奮
戰
，
並
且
在
美
國
的
掩
護
之
下

襲
擊
沿
岸
。
89

但
絕
大
多
數
被
﹁
鎮
反
﹂
肅
清
的
人
，
都
不
是
游
擊
隊
，
也
不
是
特
務
。
對
外
國
的
外
交
官
來
說
，

最
怵
目
驚
心
的
是
兩
位
外
國
人
在
北
京
被
公
開
審
理
與
處
決
，
罪
名
是
間
諜
罪—

一
名
日
本
人
和
一
名
義
大
利

人
被
控
主
導
了
由
美
國
策
畫
的
暗
殺
毛
澤
東
行
動
。
這
個
事
件
傳
達
的
訊
息
很
清
楚
：
沒
有
人
是
安
全
的
。
90

日
本
投
降
後
，
上
海
的
逸
園
成
為
鎮
壓
顛
峰
最
惡
名
昭
彰
的
地
點
。
在
日
軍
占
領
期
間
，
那
裡
仍
然
繼
續
舉

辦
賽
狗
，
但
在
國
民
政
府
回
來
後
就
停
了
。
舞
廳
繼
續
開
張
，
體
育
場
也
舉
辦
運
動
比
賽
︵
一
九
四
五
年
十
二
月

的
賽
事
中
，
美
國
的
陸
軍
隊
和
海
軍
隊
讓
全
場
歡
騰
鼓
舞
︶
。
一
九
五○

年
十
月
，
舞
者
還
能
還
能
隨
著
﹁
喇
叭
王

大
勇
﹂
︵T

ayong

，
音
譯
︶
領
導
的
九
人
爵
士
樂
隊
，
在
舞
池
內
踩
著
布
基
烏
基
的
節
奏
起
舞
。
91

但
是
，
一
九
五

一
年
二
月
二
十
一
日
，
︽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懲
治
反
革
命
條
例
︾
公
布
，
全
國
展
開
了
大
規
模
的
行
動—

大
規
模

的
逮
捕
、
大
規
模
的
審
問
、
大
規
模
的
處
決
。
四
月
二
十
七
日
當
晚
，
上
海
警
察
發
動
突
襲
，
逮
捕
了
八
千
人
。

隔
天
下
午
，
在
一
萬
人
的
群
眾
面
前
，
九
個
﹁
頭
號
﹂
反
革
命
分
子
被
關
在
柵
欄
裡
，
在
過
去
上
海
外
人
踢
足

球
、
狗
兒
賽
跑
的
運
動
場
上
被
一
一
提
審
。
現
在
人
們
口
裡
抨
擊
的
狗
，
是
帝
國
主
義
的
﹁
走
狗
﹂
，
群
眾
要
求
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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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們
處
以
死
刑
。
那
些
人
在
隔
天
就
被
槍
決
。
四
月
二
十
八
日
，
估
計
約
有
兩
百
八
十
萬
人
在
工
作
場
所
、
學
校

與
家
庭
聆
聽
有
關
訴
訟
的
廣
播
。
四
月
三
十
日
，
又
有
兩
百
八
十
五
人
在
逸
園
被
審
，
而
且
萬
目
睽
睽
之
下
被
帶

走
、
處
決
。
海
外
新
聞
報
導
突
然
發
現
娛
樂
場
所
還
有
這
番
用
途
。
這
個
場
地
也
在
六
月
十
日
舉
辦
﹁
三
自
﹂
大

會
，
基
督
宗
教
領
袖
大
聲
譴
責
他
們
從
前
的
外
國
傳
教
士
同
事
︵
中
國
公
理
會
教
會
宣
布
開
除
蔣
介
石
與
宋
美

齡
︶
。
三
週
後
，
同
樣
的
場
地
又
舉
辦
盛
大
的
集
會
，
慶
祝
中
國
共
產
黨
建
黨
三
十
周
年
。
92

一
九
五
一
年
，
中
共
又
發
起
﹁
三
反
﹂—

反
貪
汙
、
反
浪
費
、
反
官
僚
主
義
，
接
著
又
在
一
九
五
二
年
二
月

加
入
﹁
五
反
﹂—

反
行
賄
、
反
偷
稅
漏
稅
、
反
偷
工
減
料
、
反
盜
騙
國
家
財
產
、
反
盜
竊
國
家
經
濟
情
報
。
幾
乎

沒
有
什
麼
不
被
這
些
運
動
涵
蓋
，
而
在
韓
戰
的
背
景
下
，
這
些
罪
狀
也
被
視
為
反
革
命
罪
。
93

一
九
五
一
年
，
光
是

在
上
海
就
有
三
千
人
被
處
決
；
一
九
五
六
年
，
中
國
政
府
宣
布
全
國
共
有
八
十
萬
人
被
殺
。
毛
澤
東
之
後
在
一
個

公
開
場
合
對
觀
眾
說
：
﹁
如
果
不
殺
了
他
們
，
人
民
就
無
法
抬
起
頭
。
﹂
94

雖
然
如
此
，
表
面
上
，
外
國
人
生
活
的
風
景
看
起
來
還
是
相
同
。
外
派
中
國
的
人
還
是
在
虹
橋
打
高
爾
夫
球

︵
但
是
一
個
揮
竿
很
猛
的
外
國
人
說
，
萬
一
讓
球
打
中
球
僮
，
可
是
會
引
起
不
得
了
的
事
件
︶
。
95

一
九
五○

年
八

月
，
︽
字
林
西
報
︾
發
行
第
一
百
號
，
許
多
單
位
都
道
賀
致
意
：
匯
豐
銀
行
、
怡
和
洋
行
、
渣
打
銀
行
、
利
華
兄
弟

︵L
ever B

ro
th

ers

︶
、
帝
國
化
工
；
還
有
一
些
當
地
的
公
司
：
安
利
︵A

rn
h

o
ld

s

︶
、
上
海
業
廣
地
產
公
司

︵Shanghai Land Investm
ent C

om
pany

︶
、
別
發
洋
行
。
這
一
期
報
紙
還
刊
登
開
士
頓
菸
草
︵C

apstan N
avy C

ut 

cigarettes

︶
的
廣
告
，
泛
美
航
空
仍
在
宣
傳
自
家
的
同
平
流
層
快
剪
飛
機
︵Stratosphere C

lipper

︶
。
之
後
︽
字
林

西
報
︾
又
刊
登
了
國
泰
皮
草
店
、
福
利
公
司
︵H

all &
 H

oltz

︶
和
惠
羅
公
司
︵W

hiteaw
ays

︶
的
聖
誕
禮
物
、

﹁
美
食
家
﹂
︵G

astronom
e

︶
超
市
的
魚
子
醬
、
白
昂
其
︵B

ianchi

︶
的
聖
誕
蛋
糕
、
聖
拉
薩
羅
︵San L

azaro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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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鋼
琴
廣
告
。
教
堂
的
禮
拜
繼
續
；
皇
家
亞
洲
學
會
︵R

oyal A
siatic Society

︶
依
舊
舉
辦
演
講
；
克
拉
克
．
蓋
博

︵C
lark G

able

︶
、
瑪
娜
．
洛
伊
︵M

yrna Loy

︶
、
威
廉
．
鮑
威
爾
︵W

illiam
 Pow

ell

︶
主
演
的
︽
曼
哈
頓
通
俗
劇
︾

︵M
anhattan M

elodram
a

︶
仍
在
羅
克
西
︵R

oxy

︶
戲
院
上
映
。
夜
總
會
幾
乎
都
還
在
營
業
，
排
班
舞
者
也
還
在

工
作
，
但
只
提
供
咖
啡
和
茶
。
︽
曼
哈
頓
通
俗
劇
︾
是
十
六
年
前
的
舊
片
，
報
紙
另
一
邊
的
欄
位
列
出
離
境
簽
證
核

准
的
名
單
，
還
有
一
則
新
聞
報
導
菲
律
賓
社
群
為
即
將
離
開
的
朋
友
舉
辦
送
別
會
。
怡
和
洋
行
的
釀
酒
廠
也
還
在

釀
製
啤
酒
，
但
在
充
斥
恐
怖
和
鎮
壓
的
局
勢
當
中
，
沒
有
人
敢
喝
。
96

一
九
五
一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
這
份
報
紙
最

後
一
次
發
行
，
向
﹁
偉
大
的
國
際
兄
弟
情
誼
﹂
致
謝
，
就
此
道
別
。
拍
賣
行
魯
意
師
摩
︵L. M

oore &
 C

o.

︶
在
另

一
個
欄
位
刊
登
廣
告
，
出
售
一
間
房
屋
和
所
有
家
具
，
屋
主
是
曾
任
英
國
商
會
主
席
的
馬
錫
爾
︵Sir R

obert 

C
alder M

arshall

︶
。

是
誰
在
買
那
些
皮
草
？
據
說
是
住
在
﹁
小
克
里
姆
林
宮
﹂
︵Little K

rem
lin

︶
或
﹁
紫
禁
城
﹂
的
居
民
。
這
兩

個
住
宅
區
坐
落
在
上
海
虹
橋
，
社
區
都
設
有
守
衛
和
柵
門
。
大
批
新
進
的
俄
國
顧
問
住
在
那
裡
，
人
數
越
來
越

多
，
部
分
人
還
住
在
怡
和
洋
行
上
海
經
理
之
前
的
住
所
。
97

住
宿
地
點
分
配
下
來
的
時
候
，
有
些
人
可
能
會
露
出
滿

意
的
微
笑
。
科
學
家
和
技
術
師
取
代
洋
行
大
班
，
來
這
裡
﹁kom

andirovka

﹂
︵
出
差
︶
。
俄
國
人
湧
進
霞
飛
路
，

首
先
購
買
行
李
箱
，
然
後
裝
滿
行
李
箱
，
逐
漸
清
空
剩
下
的
進
口
奢
侈
品
存
貨
。
加
拿
大
的
銀
狐
皮
草
特
別
受
到

歡
迎
。
這
些
熱
切
的
採
購
者
是
一
九
四
九
至
六○

年
間
來
到
中
國
的
先
鋒
部
隊
，
估
計
共
約
有
兩
萬
名
俄
國
人
和

東
歐
人
。
這
是
單
次
外
派
﹁
中
國
幫
手
﹂
中
最
大
的
一
群
。
他
們
在
中
國
國
家
最
高
層
工
作
，
也
進
入
工
廠
與
大

型
基
礎
建
設
計
畫
。
他
們
在
中
國
的
大
學
工
作
，
訓
練
人
民
解
放
軍
甫
成
立
的
空
軍
和
海
軍
，
並
重
建
衛
生
照
護

系
統
。
同
時
，
大
約
有
三
萬
八
千
名
中
國
人
前
往
另
一
個
方
向
，
到
蘇
聯
和
東
歐
留
學
和
工
作
。
新
的
學
生
和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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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學
者
一
窩
蜂
地
去
上
俄
語
課
。
針
對
不
諳
俄
語
的
人
，
也
有
許
多
翻
譯
書
籍
；
這
些
新
的
教
科
書
、
技
術
手

冊
、
文
學
、
藝
術
作
品
，
在
一
九
五
四
至
五
七
年
間
，
占
了
中
國
出
版
品
的
百
分
之
四
十
。
98

﹁
中
蘇
友
好
﹂
不
僅

有
協
會
、
展
覽
與
刊
物
，
一
九
五
六
年
，
在
上
海
鴉
片
與
地
產
大
亨
哈
同
︵Silas A

aron H
ardoon

︶
之
前
的
住
所

中
，
還
舉
辦
過
規
模
盛
大
的
展
覽
。
99

這
段
歷
史
中
，
蘇
維
埃
在
中
國
的
計
畫
推
估
約
花
費
了
高
達
兩
百
五
十
億
美
元
︵
二○

一
二
年
幣
值
︶
，
相
當

於
蘇
聯
平
均
一
年G

D
P

的
百
分
之
一
。
100

光
看
這
些
數
字
無
法
傳
達
這
些
工
作
的
深
度
與
廣
度
。
一
九
五
三
至
五
七

年
，
以
經
濟
發
展
為
目
標
的
﹁
中
國
五
年
計
畫
﹂
期
間
，
蘇
聯
與
東
歐
的
貢
獻
包
括
建
設
一○

八
家
工
廠
，
並
為

另
外
八
十
八
家
中
國
自
籌
資
源
建
立
的
工
廠
提
供
設
備
，
給
予
約
四
千
項
技
術
。
101

這
些
援
助
沒
有
落
入
精
明
的
劉

氏
家
族
手
裡
；
湖
南
的
商
家
沒
有
因
此
得
到
油
水
。
來
自
蘇
維
埃
的
科
學
家
艾
力
克
西
．
史
特
羅
申
克
︵A

leksei 

V
asil ’evich Stozhenko

︶
在
一
份
一
九
五
六
年
的
報
告
表
示
，
這
些
成
就
﹁
驚
為
天
人
﹂
。

他
們
以
十
二
年
內
追
上
全
球
科
學
（
包
括
我
們
的
）
為
目
標
。
但
眼
前
的
一
切
顯
示
出
，
他
們
不
到
十
二
年

就
會
實
現
…
…
。
他
們
的
建
設
在
四
年
內
已
經
是
我
們
二
十
年
的
好
幾
倍
…
…
，
他
們
有
最
新
的
設
備
，
那
些
設

備
是
我
們
的
機
構
只
能
夢
想
的
，
甚
至
連
莫
斯
科
的
機
構
也
是
…
…
。
在
我
們
的
顧
問
領
導
之
下
，
我
們
的
科
學

家
在
外
國
土
地
實
現
他
們
的
夢
想
。
102

史
特
羅
申
克
也
對
中
國
人
留
下
極
好
的
印
象
。
﹁
他
們
工
作
認
真
、
紀
律
嚴
明
︙
︙
，
在
各
種
科
學
領
域
都
極

有
天
分
，
主
動
果
斷
。
不
僅
對
俄
國
人
，
對
待
彼
此
也
很
熱
心
、
客
氣
。
﹂
他
還
說
，
他
們
都
很
誠
實
，
每
個
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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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

但
是
，
過
去
在
﹁
舊
中
國
﹂
的
外
國
勢
力
特
色
︵
官
方
越
來
越
常
使
用
﹁
舊
中
國
﹂
一
詞
對
照
﹁
新
中

國
﹂
︶
，
在
這
個
新
的
國
家
也
可
以
發
現
。
那
些
顧
問
住
在
獨
棟
別
墅
，
包
括
廣
州
沙
面
島
維
多
利
亞
酒
店
附
近
的

地
區
︵
現
在
劃
為
政
府
特
區
︶
，
比
起
從
前
，
更
不
讓
城
市
中
的
一
般
居
民
接
近
。
一
九
五
四
年
壯
觀
的
﹁
友
誼
賓

館
﹂
在
北
京
開
幕
，
內
有
一
千
五
百
個
房
間
，
一
家
俄
國
學
校
、
約
有
七
百
五
十
輛
汽
車
和
司
機
，
每
週
舉
行
舞

會
、
放
映
電
影
，
在
北
京
西
北
的
大
學
區
自
成
一
座
﹁
俄
羅
斯
島
﹂
。
103

俄
國
顧
問
能
在
每
座
城
市
設
置
的
﹁
友
誼

商
店
﹂
系
統
享
有
購
買
某
些
物
品
的
特
權
，
而
中
國
人
則
不
能
進
入
。
單
身
漢
的
補
給
品
有
時
似
乎
還
包
括
年
輕

的
中
國
女
人
，
至
少
在
舞
會
中
是
有
的
。
帶
著
家
人
一
起
赴
任
的
顧
問
擔
心
小
孩
的
道
德
健
康
，
就
像
通
商
口
岸

時
期
的
家
庭
一
樣
，
也
會
擔
心
這
種
特
權
生
活
會
﹁
寵
壞
﹂
小
孩
。
顧
問
擁
有
的
生
活
水
準
遠
遠
優
於
他
們
家
鄉

的
同
事
：
他
們
有
生
活
費
補
助
，
另
把
薪
水
存
回
家
裡
，
在
俄
國
買
汽
車
或
消
耗
性
商
品
時
還
可
以
插
隊
。
他
們

不
學
中
文
，
想
要
瞭
解
中
國
也
不
容
易
：
化
學
家
米
哈
伊
爾
．
克
洛
奇
科
︵M

ikhail K
lochko

︶
就
寫
到
，
友
誼
賓

館
的
圖
書
館
完
全
沒
有
關
於
中
國
的
書
。

顧
問
似
乎
都
有
蘇
聯
維
安
單
位
監
視
，
同
時
也
被
中
國
人
暗
中
偵
察
。
有
些
人
當
然
需
要
監
控
。
在
許
多
個

人
行
為
不
檢
的
報
告
中
，
當
事
者
包
含
了
蘇
聯
大
使
本
人
，
以
及
許
多
較
低
階
的
顧
問
。
有
時
也
會
出
現
更
為
嚴

重
的
事
件
，
包
括
強
暴
。
令
人
不
悅
的
是
，
這
些
事
件
顯
示
出
中
蘇
之
間
的
關
係
是
多
麼
不
平
等
，
和
從
前
一

樣
，
這
些
顧
問
並
不
受
制
於
中
國
法
律
。
他
們
只
受
蘇
聯
的
司
法
管
轄
。
這
是
剛
開
始
擬
定
協
議
時
，
蘇
聯
方
面

的
要
求
。
這
些
中
國
的
新
朋
友
透
過
祕
密
協
議
與
簽
訂
協
約
，
擁
有
治
外
法
權
：
條
文
寫
著
：
﹁
以
友
誼
與
合
作
之

精
神
，
並
符
合
國
家
主
權
與
領
土
完
整
之
平
等
、
互
惠
、
互
相
尊
重
的
原
則
。
﹂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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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
合
國
善
後
救
濟
總
署
引
進
的
﹁
公
園
大
道
方
法
﹂
在
一
九
四
六
至
四
七
年
受
到
批
評
，
現
在
，
蘇
聯
的
作

法
整
套
引
進
中
國
。
在
大
學
，
博
士
學
位
考
試
鉅
細
靡
遺
地
複
製
蘇
聯
：
桌
上
鋪
著
桌
巾
，
擺
一
盆
花
。
105

精
準
的

模
仿
也
是
有
問
題
的
，
因
為
中
國
社
會
的
各
行
各
業
皆
盛
行
美
國
或
西
歐
的
模
式
，
而
且
已
經
根
深
柢
固
，
在
高

等
教
育
的
領
域
尤
是
如
此
。
擁
有
工
業
背
景
的
俄
國
顧
問
也
引
起
了
矛
盾
。
俄
國
人
發
現
，
許
多
中
國
工
廠
進
口

的
美
國
或
歐
洲
設
備
比
他
們
自
己
的
還
要
先
進
。
聯
合
國
善
後
救
濟
總
署
和
西
方
私
人
企
業
都
為
新
的
政
權
留
下

這
個
問
題
。
接
著
，
中
國
人
開
始
發
現
，
某
些
東
歐
的
工
業
設
備
比
俄
國
的
還
要
進
步
精
緻
。
但
整
個
計
畫
中
最

大
的
問
題
開
始
慢
慢
浮
現
，
而
且
是
政
治
性
的
問
題—

因
為
史
達
林
死
後
，
中
國
和
俄
國
開
始
競
爭
共
產
集
團

的
領
導
地
位
，
而
且
中
國
在
一
九
五
六
年
自
行
發
動
政
治
與
經
濟
計
畫
後
，
與
蘇
維
埃
的
經
濟
模
型
便
開
始
分
道

揚
鑣
。與

蘇
聯
建
立
關
係
從
來
就
不
是
件
容
易
的
事
。
一
九
五○

年
初
，
史
達
林
與
中
國
共
產
黨
針
對
︽
中
蘇
友
好

條
約
︾
談
判
時
，
他
確
保
蘇
聯
不
會
失
去
在
一
九
四
五
年
八
月
與
國
民
政
府
簽
訂
條
約
之
利
益
。
這
一
點
，
他
得

償
所
願
。
一
九
四
五
年
，
國
民
政
府
同
意
蘇
聯
使
用
旅
順
海
軍
基
地—

國
外
通
常
稱
之
為
亞
瑟
港
︵P

o
rt 

A
rthur

︶
，
由
沙
俄
首
次
於
一
八
九
七
年
取
得—
以
及
日
本
之
前
在
大
連
的
租
借
領
土
。
直
到
一
九
五
五
年
五

月
，
蘇
聯
才
放
棄
這
兩
個
地
方
。
過
往
那
些
與
中
國
簽
訂
條
約
的
外
強
占
據
了
中
國
的
基
地
，
招
致
許
多
譴
責
與

指
控
，
而
蘇
維
埃
勢
力
在
大
連
駐
紮
的
紀
錄
中
，
同
樣
也
遭
受
這
些
批
評
。
106

直
到
一
九
五
二
年
，
蘇
聯
繼
續
控
制

中
東
鐵
路
︵
現
在
是
中
國
長
春
鐵
路
︶
。
中
國
曾
於
清
朝
時
期
擁
有
外
蒙
古
的
主
權
，
現
在
希
望
能
夠
拿
回
來
，
卻

被
斷
然
拒
絕
。
中
國
與
蘇
聯
成
立
的
中
蘇
﹁
合
股
公
司
﹂
積
極
地
掠
奪
新
疆
的
自
然
資
源
，
但
卻
因
為
俄
國
的
目

標
與
野
心
而
成
為
交
惡
的
原
因
。
民
族
主
義
的
力
量
如
此
巨
大
，
使
得
大
學
生
舉
行
示
威
行
動
，
反
對
新
疆
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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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
，
讓
新
政
府
大
吃
一
驚
，
被
迫
展
開
宣
傳
，
以
正
當
化
政
府
的
行
為
。
107

中
蘇
友
誼
當
中
，
除
了
精
心
演
出
的
團
結
和
友
愛
，
根
本
毫
無
國
家
尊
嚴
可
言
。
而
且
，
即
使
蘇
聯
的
協
助

計
畫
非
常
重
要
，
其
中
牽
涉
的
金
錢
仍
屬
借
貸
，
而
非
補
助
，
可
以
用
股
分
償
還
。
蘇
聯
讓
中
國
蒙
受
不
少
損

失
：
一
九
四
五
年
，
俄
國
大
肆
洗
劫
了
滿
洲
的
工
業
；
蘇
聯
占
領
後
，
約
百
分
之
五
十
的
當
地
工
廠
都
被
搬
到
蘇

聯
。
108

中
國
在
韓
國
損
失
了
數
萬
人
的
兵
力
，
毛
澤
東
的
長
子
也
是
其
中
之
一
。
中
國
沒
有
從
蘇
聯
獲
得
及
時
有
效

的
支
援
，
不
僅
如
此
，
蘇
聯
還
破
壞
了
中
國
侵
略
臺
灣
的
計
畫
。

但
是
不
管
這
些
損
失
如
何
，
中
國
軍
隊
出
兵
韓
國
，
還
與
美
國
打
得
不
分
高
下
，
這
個
事
實
提
升
了
新
政
府

在
國
內
的
聲
譽
，
更
是
擦
亮
了
毛
澤
東
本
人
的
招
牌
。
伴
隨
韓
戰
發
起
的
各
種
大
型
政
治
活
動
乘
上
了
民
族
主
義

的
浪
頭—

這
股
浪
潮
奠
基
於
對
日
抗
戰
以
及
對
國
際
新
地
位
的
追
求
。
但
是
嶄
新
的
國
際
地
位
其
實
是
個
尷
尬

的
地
位
。
處
於
社
會
主
義
集
團
的
新
中
國
讓
各
國
都
不
太
自
在
，
這
樣
的
角
色
是
國
際
之
間
完
全
沒
有
料
想
到

的
。
一
九
四
九
年
時
，
那
些
還
有
可
能
與
新
政
權
取
得
妥
協
的
國
家
，
現
在
全
都
轉
為
敵
對
的
態
度
。
蔣
介
石
的

政
府
繼
續
在
聯
合
國
安
全
理
事
會
上
代
表
中
國
，
而
且
還
會
繼
續
代
表
二
十
年
。

最
大
的
問
題
隨
著
一
九
五
三
年
史
達
林
逝
世
而
來
，
而
尼
基
塔
．
赫
魯
雪
夫
︵N

ikita K
hrushchev

，
譯
注
：

接
續
史
達
林
，
時
任
蘇
聯
共
產
黨
中
央
委
員
會
第
一
書
記
︶
於
一
九
五
六
年
二
月
的
祕
密
報
告
攻
擊
他
的
前
任

︵
譯
注
：
指
的
是
一
九
五
六
年
蘇
聯
共
產
黨
第
二
十
次
代
表
大
會
之
後
，
赫
魯
雪
夫
召
開
祕
密
會
議
，
在
會
議
中
報

告
︽
關
於
個
人
崇
拜
及
其
後
果
︾
譴
責
史
達
林
。
報
告
既
出
，
嚴
重
影
響
了
中
共
和
東
歐
共
產
集
團
的
主
導
思

想
，
並
引
發
了
一
系
列
動
亂
︶
。
中
國
完
全
沒
料
到
事
情
會
如
此
演
變
，
而
且
感
到
非
常
不
悅
。
一
九
五
六
年
，
毛

澤
東
改
變
方
針
，
帶
領
黨
與
國
家
駛
離
蘇
聯
的
經
濟
計
畫
模
型
，
發
動
大
型
動
員
計
畫
，
例
如
以
十
五
年
內
趕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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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超
越
英
國
為
目
標
的
﹁
大
躍
進
﹂
。
在
對
外
關
係
中
，
人
民
解
放
軍
將
砲
彈
轟
向
岸
外
國
民
政
府
控
制
的
金
門
與

馬
祖
兩
島
，
反
而
讓
自
己
陷
入
危
機
。
︵
譯
注
：
指
的
是
一
九
五
八
年
金
門
的
八
二
三
砲
戰
，
在
美
國
的
援
助
下
造

成
解
放
軍
損
失
，
攻
擊
失
敗
。
︶
毛
澤
東
挑
釁
的
用
詞
與
姿
態
彷
彿
有
意
與
美
國
開
戰
，
讓
赫
魯
雪
夫
十
分
擔
憂
。

意
識
型
態
與
策
略
的
差
異
使
雙
方
本
來
就
有
點
緊
張
的
結
盟
關
係
更
加
惡
化
，
並
且
導
致
中
共
與
蘇
聯
，
甚
至
與

其
他
共
產
黨
集
團
走
向
分
裂
一
途
。
對
毛
澤
東
而
言
，
蘇
聯
的
領
導
人
都
是
﹁
修
正
主
義
者
﹂
，
軟
弱
地
帶
著
共
產

集
團
遠
離
面
對
資
本
主
義
和
帝
國
主
義
時
必
然
會
產
生
的
衝
突
。
中
國
國
家
新
聞
機
構
不
斷
指
責
與
怒
罵
，
讓
集

會
、
會
議
、
高
峰
會
等
場
合
氣
氛
沉
重
。
一
九
六○

年
八
月
，
俄
國
人
受
夠
了
，
斷
然
撤
走
所
有
人
員
，
終
止
所

有
援
助
計
畫
。

然
而
，
只
有
一
個
國
家
，
當
中
央
人
民
政
府
在
舊
中
國
的
遺
跡
上
建
設
新
中
國
時
，
仍
然
保
持
忠
實
的
態

度
。
只
有
一
個
國
家
，
在
後
來
成
為
指
標
的
一
九
六○

年
社
會
主
義
集
團
政
黨
大
會
上
，
拒
絕
與
蘇
聯
一
起
譴
責

中
國
。
從
那
個
時
間
點
開
始
，
成
為
夥
伴
的
兩
國
高
階
領
導
人
互
相
訪
問
，
中
國
還
提
供
了
技
術
協
助
。
一
九
六

四
年
，
兩
國
簽
訂
正
式
結
盟
條
約
。
一
九
六
六
年
，
這
個
新
盟
友
的
總
理
訪
問
北
京
，
中
國
動
員
一
百
萬
人
歡

迎
。
從
機
場
到
市
區
的
路
上
，
排
滿
了
﹁
穿
著
節
慶
服
裝
的
歡
樂
群
眾
﹂
。
他
們
大
呼
﹁
堅
持
反
對
美
國
帝
國
主

義
﹂
、
﹁
堅
持
徹
底
反
對
現
代
修
正
主
義
﹂
。
六
千
名
表
演
者
在
天
安
門
廣
場
為
來
賓
跳
舞
，
一
千
六
百
人
之
多
的
合

唱
團
高
聲
齊
唱
︿
所
有
國
家
勞
工
團
結
﹀
。
空
中
飄
滿
了
兒
童
施
放
的
氣
球
。
109

長
久
以
來
，
中
國
歷
盡
千
辛
萬

苦
，
力
求
他
們
應
得
的
、
完
整
的
尊
嚴
與
尊
重—

這
個
國
家
就
是
如
此
對
待
中
國
，
他
們
的
總
理
受
到
這
樣
的

待
遇
是
當
然
的
。
一
九
四
九
年
十
二
月
，
史
達
林
甚
至
懶
得
走
下
火
車
會
見
毛
澤
東
，
羅
斯
福
也
曾
讓
蔣
介
石
氣

得
流
淚
。
毛
澤
東
以
自
己
的
方
式
發
展
民
族
主
義
與
意
識
型
態
，
帶
來
歷
史
上
最
古
怪
的
偉
大
結
盟
。
中
國
數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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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來
為
求
認
同
與
尊
重
而
付
諸
的
努
力
，
在
一
個
詭
譎
的
場
合
達
到
顛
峰
。
當
時
中
國
動
員
的
群
眾
，
數
量
超
過

來
訪
國
家
一
半
的
人
口
，
夾
道
歡
迎
這
些
來
自
阿
爾
巴
尼
亞
的
好
朋
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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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
澤
東
確
實
出
身
自
鄉
村
，
但
隨
著
逐
漸
大
權
在
握
，
卻
捨
棄
了
在
長
沙
與
北
京
等
都
市
接
受
的
教
育
與
生

活
，
表
現
得
愈
加
像
個
農
民
。
撼
動
聽
眾
最
好
的
方
法
，
莫
過
於
他
刻
意
表
現
的
野
蠻
與
粗
俗
。
毛
澤
東
的
父
親

是
個
窮
人
，
靠
著
精
明
和
努
力
，
在
湖
南
長
沙
西
南
的
韶
山
成
為
一
名
相
對
有
錢
的
農
民
。
毛
澤
東
自
己
分
析

過
，
他
的
父
親
是
名
﹁
富
農
﹂
。
在
他
眼
中
，
這
是
個
專
有
名
詞
，
而
非
只
是
單
純
的
描
述
。
這
個
詞
彙
是
幾
個
特

定
分
類
的
其
中
之
一
，
一
九
四
九
年
之
後
不
久
，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全
體
居
民
都
會
分
別
被
歸
到
這
個
範
疇
裡
。

一
九
三
六
年
七
月
，
毛
澤
東
與
美
國
記
者
斯
諾
在
數
夜
的
談
話
中
提
到
，
他
人
生
的
核
心
課
題
就
是
對
抗
他

父
親
的
暴
君
行
徑
。
這
位
來
自
上
海
的
記
者
，
趁
著
包
圍
共
產
黨
的
軍
隊
短
暫
休
戰
，
動
身
尋
找
他
的
獨
家
新

聞
。
共
產
黨
在
陝
西
山
區
保
安
成
立
了
新
的
基
地
。
毛
澤
東
的
聽
眾
包
括
其
他
共
產
黨
領
導
以
及
他
的
妻
子
，
他

們
也
學
習
到
了
更
多
這
位
領
袖
的
過
去
，
以
及
他
何
以
相
信
持
續
的
鬥
爭
是
必
要
的
。
毛
澤
東
說
，
反
抗
他
父
親

的
時
候
，
他
第
一
次
瞭
解
﹁
透
過
公
然
造
反
﹂
來
捍
衛
權
利
，
究
竟
可
以
獲
得
什
麼
樣
的
成
果
。
斯
諾
的
筆
記
必

須
先
讓
毛
澤
東
的
下
屬
確
認
後
，
他
才
能
起
身
離
席
︵
而
且
若
毛
澤
東
提
出
要
求
，
便
得
在
修
改
之
後
才
能
出

版
︶
，
因
為
整
個
世
界
將
會
透
過
這
些
談
話
瞭
解
毛
澤
東
。
同
樣
地
，
透
過
一
九
三
六
年
十
一
月
發
表
在
︽
中
國
週

評
︾
與
︽
生
活
︾
雜
誌
的
文
章
，
以
及
那
一
年
開
始
大
量
出
現
的
中
文
翻
譯
，
整
個
世
界
也
開
始
瞭
解
中
國
。
1

︽
紅
星
照
耀
中
國
︾
在
英
國
賣
出
十
二
萬
五
千
本
，
在
美
國
超
過
六
萬
五
千
本
，
而
且
全
球
都
在
報
導
這
本
書
。
2

那
是
一
本
魅
力
十
足
的
書
，
而
且
一
直
都
是
。
裡
頭
描
述
了
一
場
冒
險
傳
奇
，
講
述
了
醞
釀
中
的
革
命
。
但
這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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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
都
是
悉
心
安
排
的
操
作
，
為
中
國
共
產
黨
接
下
來
數
十
年
控
制
的
對
外
形
象
立
下
典
範—

黨
的
領
導
、
黨
的

野
心
、
黨
的
實
踐
。
在
這
其
中
，
完
全
不
會
有
計
畫
外
的
狀
況
發
生
。

︽
紅
星
照
耀
中
國
︾
提
供
共
產
黨
迷
信
的
基
礎
。
有
個
男
人
來
自
鄉
村—

百
分
之
九
十
中
國
人
住
的
地

方—

而
他
要
領
導
他
們
起
來
革
命
。
毛
澤
東
說
，
他
的
家
庭
過
得
很
節
省
，
但
向
來
知
足
。
雖
然
年
輕
的
時

候
，
他
自
己
也
得
下
田
工
作
，
但
他
父
親
能
夠
雇
用
額
外
人
力
，
因
此
毛
澤
東
才
能
到
學
堂
修
習
儒
家
教
育
。
當

時
在
那
樣
的
鄉
下
地
方
，
幾
乎
只
有
這
種
教
育
形
式
。
他
父
親
需
要
有
人
記
帳
，
也
要
識
字
的
人
幫
他
打
理
日
漸

複
雜
的
生
意
，
所
以
毛
澤
東
讀
書
學
習
；
但
他
也
沉
浸
在
﹁
舊
中
國
的
浪
漫
，
尤
其
是
那
些
造
反
的
故
事
﹂
。
他
所

有
同
學
都
讀
過
這
些
書
，
但
幾
乎
沒
人
像
毛
澤
東
一
樣
從
中
學
習
。
一
九
三
六
年
在
保
安
的
時
候
，
他
聲
稱
他
開

始
發
現
這
些
故
事
﹁
奇
怪
﹂
的
地
方
：
﹁
所
有
人
物
都
是
武
士
、
軍
官
或
文
人
，
從
來
沒
有
農
民
英
雄
。
﹂
他
得
到

一
個
結
論
：
那
是
因
為
農
民
沒
有
力
量
，
﹁
那
些
故
事
全
都
褒
揚
帶
著
武
器
的
人
、
統
治
人
民
的
人
，
他
們
不
需
要

在
土
地
上
工
作
，
因
為
他
們
擁
有
土
地
、
控
制
土
地
，
而
農
民
幫
他
們
工
作
。
﹂
3

毛
澤
東
說
，
在
一
連
串
的
刺
激
下
，
如
遠
傳
到
連
韶
山
這
種
地
方
都
能
看
到
的
新
思
想
、
藉
由
西
方
科
技
強

化
自
我
需
求
、
滅
國
的
威
脅
、
戰
勝
俄
國
的
日
本
帶
來
的
啟
示
等
，
他
的
政
治
意
識
逐
漸
燃
起
。
但
是
，
一
九
三

六
年
七
月
，
他
也
把
這
個
逐
漸
浮
現
的
想
法
使
用
在
他
的
農
村
世
界
與
中
國
文
學
文
化
之
間
的
強
烈
反
差
中
︵
甚

至
拿
來
跟
通
俗
文
化
互
相
對
比
︶
，
以
及
鄉
村
力
量
與
政
治
力
量
之
間
的
差
異
。
在
保
安
的
那
幾
個
夏
日
夜
晚
，
毛

澤
東
是
在
說
書
，
但
他
也
在
塑
造
革
命
。
中
國
共
產
黨
重
新
取
回
政
權
後
，
也
會
改
造
中
國
的
社
會
與
經
濟
文

化
，
並
將
農
民
的
生
活
與
價
值
視
為
令
國
家
生
存
的
心
臟
，
以
及
在
世
界
與
歷
史
面
前
呈
現
的
形
象
。

農
民
的
全
新
地
位
反
映
出
﹁
舊
中
國
﹂
與
﹁
新
中
國
﹂
、
﹁
舊
社
會
﹂
與
﹁
新
社
會
﹂
之
間
鮮
明
的
區
別
。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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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自
古
以
來
習
慣
二
分
法
的
思
想
文
化
，
﹁
新
﹂
與
﹁
舊
﹂
這
對
組
合
成
為
適
用
生
活
每
個
領
域
的
樣
板
，
每
個
人

也
以
此
樣
板
認
識
自
我
、
自
我
的
歷
史
、
國
家
的
歷
史
。
過
去
當
然
不
會
被
遺
忘
，
也
無
法
擺
脫
，
但
只
要
在
需

要
的
時
候
記
起
就
好
。
每
個
人
都
發
現
自
己
無
法
擺
脫
過
去
，
但
他
們
也
開
始
準
備
要
轉
型
、
脫
胎
換
骨—

如

果
他
們
的
歷
史
允
許
的
話
。
中
共
的
中
國
重
新
描
述
了
自
己
的
國
家
，
懷
抱
著
重
新
塑
造
國
民
的
野
心
。
這
種
想

法
一
點
都
不
奇
怪—

因
為
國
民
政
府
時
期
的
中
國
也
是
如
此
︵
最
顯
著
的
表
現
就
是
新
生
活
運
動
︶
。
但
在
一
九

四
九
年
後
改
頭
換
面
的
中
國
，
比
起
國
民
黨
過
去
曾
經
做
過
的
嘗
試—

甚
至
是
想
像—

都
來
得
更
加
集
權
、

影
響
深
遠
。
在
新
的
中
國
，
無
論
是
鄉
村
、
都
市
、
國
家
的
國
際
地
位
都
脫
胎
換
骨
。
﹁
新
中
國
﹂
是
個
強
而
有
力

的
概
念
，
並
透
過
媒
體
散
布
廣
大
的
政
治
宣
傳
。
不
僅
如
此
，
邁
向
新
中
國
的
過
程
由
內
而
外
顛
覆
每
個
人
的
生

命
，
改
造
了
城
市
與
景
色
，
並
對
國
際
社
會
造
成
重
大
挑
戰
。

因
為
沒
人
喜
歡
國
民
政
府
，
所
以
在
說
起
新
中
國
的
故
事
時
，
這
一
點
提
供
了
極
大
的
幫
助
。
國
民
政
府
自

身
的
極
限
和
失
敗
的
執
政
讓
他
們
自
食
惡
果
，
但
新
中
國
也
是
他
們
成
功
的
果
實
。
他
們
成
功
提
升
了
中
國
的
海

外
形
象
，
加
強
了
美
國
援
華
聯
合
會
、
英
國
援
華
會
︵B

ritish U
nited A

id for C
hina

︶
等
戰
爭
時
期
的
親
華
團
體

所
做
的
宣
傳
。
透
過
海
外
的
中
國
學
者
、
作
家
、
藝
術
家
的
助
力
，
對
中
國
歷
史
、
現
代
文
化
與
中
國
人
的
新
理

解
被
灌
輸
到
了
西
方
人
的
內
心
和
輿
論
之
中
。
但
是
，
後
來
國
民
政
府
自
己
推
翻
這
一
切—

至
少
主
流
說
法
是

這
樣
。
他
們
一
方
面
蹩
腳
地
抵
抗
日
本
，
另
一
方
面
竟
豐
厚
自
己
的
羽
翼
，
建
立
蓋
世
太
保
的
國
家
，
並
向
自
由

主
義
者
與
愛
好
和
平
的
政
黨—

中
國
共
產
黨—

發
動
血
腥
殘
暴
的
戰
爭
。

不
幸
的
是
，
批
評
國
民
政
府
的
都
是
優
秀
的
作
家
。
他
們
越
是
憤
怒
，
就
寫
得
越
好
。
紐
西
蘭
作
家
詹
姆

斯
．
貝
特
蘭
︵Jam

es B
ertram

︶
的
︽
不
被
征
服
的
人
︾
︵U

nconquered

，
一
九
三
九
年
︶
，
以
及
美
國
人
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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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
．
貝
爾
登
︵Jack B

elden

︶
的
︽
中
國
震
撼
世
界
︾
︵C

hina shakes the W
orld

，
一
九
四
九
年
︶
都
是
激
勵
人

心
的
共
產
黨
地
區
見
聞
。
這
兩
本
書
都
為
︽
紅
星
照
耀
中
國
︾
裡
呈
現
的
國
度
增
添
了
新
的
層
次
。
而
伊
羅
生
所

著
的
︽
中
國
革
命
的
悲
劇
︾
︵
一
九
三
七
年
︶
揭
露
了
國
民
黨
統
治
的
血
腥
根
源
。
︽
時
代
︾
雜
誌
記
者
白
修
德
與

賈
安
娜
︵A

nnalee Jacoby

︶
於
一
九
四
六
年
寫
出
了
尖
銳
的
著
作
︽
中
國
驚
雷
︾
︵T

hunder O
ut of C

hina

︶
，
描

述
了
戰
時
的
中
國
，
是
為
最
兇
狠
的
針
砭
。
白
修
德
是
繼
斯
諾
之
後
，
前
往
共
產
黨
區
域
的
外
國
人
之
一
，
但
他

一
點
也
不
天
真
。
這
本
﹁
當
月
選
書
俱
樂
部
﹂
選
出
︵B

ook-of-the-M
onth C

lub

，
譯
注
：
一
九
二
六
年
創
立
於

美
國
紐
約
的
讀
者
服
務
公
司
，
每
月
由
評
審
團
選
出
五
本
新
出
版
書
籍
推
薦
給
讀
者
。
曾
經
獲
選
的
包
括
海
明
威

的
︽
太
陽
照
常
升
起
︾
、
瑪
格
麗
特
．
米
契
爾
的
︽
飄
︾
︶
的
暢
銷
書
賣
了
四
十
五
萬
本
。
白
修
德
和
賈
安
娜
收
集

了
所
有
控
訴
：
貪
汙
、
無
能
、
兇
殘
，
導
致
飢
餓
的
農
民
在
日
本
陸
軍
第
一
軍
侵
略
時
，
轉
而
對
抗
國
民
政
府
的

軍
隊
。
4

再
者
，
︽
紅
星
照
耀
中
國
︾
在
英
國
的
﹁
左
派
圖
書
俱
樂
部
﹂
︵B

ritish Left B
ook C

lub

，
譯
注
：
一
九

三
六—

一
九
四
八
年
專
門
出
版
極
左
派
書
籍
的
出
版
社
，
每
月
推
薦
會
員
書
籍
，
全
盛
時
期
會
員
多
達
五
萬
七
千

人
︶
廣
為
流
傳—

那
些
前
往
共
產
黨
總
部
朝
聖
的
相
關
報
導
，
也
強
化
了
該
書
對
新
星
毛
澤
東
和
他
對
中
國
新

希
望
的
描
繪
。

因
此
，
許
多
外
國
人
準
備
好
要
讓
共
產
黨
從
大
家
對
國
民
政
府
的
懷
疑
中
得
利
。
中
國
國
內
與
海
外
華
人
的

輿
論
一
致
認
為
，
至
少
共
產
黨
的
勝
利
會
帶
來
和
平
。
中
國
共
產
黨
勝
利
之
後
，
立
刻
參
與
了
韓
戰
，
但
這
個
事

實
也
無
損
支
持
者
的
信
心
。
相
反
的
，
那
些
反
對
西
方
重
新
進
入
備
戰
狀
態
、
日
本
重
新
武
裝
與
冷
戰
的
人
，
甚

至
更
加
堅
決
要
讓
共
產
黨
坐
收
懷
疑
國
民
政
府
的
好
處
。
從
這
個
觀
點
看
來
，
為
了
邁
入
和
平
發
展
的
新
紀
元
，

也
為
了
自
衛
，
中
國
必
須
先
展
開
內
部
的
政
治
與
社
會
革
命
。
因
為
局
勢
渾
沌
不
明
，
所
以
人
們
不
相
信
或
聽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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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
去
那
些
跟
暴
力
相
關
的
報
導
，
他
們
無
法
接
受
為
了
建
立
更
好
的
中
國
，
這
些
正
義
的
敵
人
必
須
付
出
暴
力
的

代
價
。
結
果
，
許
多
外
國
觀
察
者
根
本
準
備
照
單
全
收
，
甚
至
相
信
美
國
軍
方
於
一
九
五
二
年
在
中
國
與
北
韓
使

用
生
化
武
器
這
種
錯
誤
的
指
控
。
5

這
個
新
國
家
最
令
人
引
人
注
目
的
，
莫
過
於
將
農
村
作
為
基
礎
：
這
是
一
場
農
民
革
命—

由
一
位
農
民
領

導
，
完
全
掌
控
這
個
全
世
界
人
口
最
多
的
國
家
。
當
時
沒
有
這
種
國
家
存
在
，
在
世
界
史
上
也
沒
有
。
這
個
過
程

牽
涉
了
某
些
層
面
的
徹
底
逆
轉
。
中
國
農
民
過
去
總
是
被
施
予
恩
惠
的
對
象
︵routinely patronized

︶
；
他
們
出

現
在
每
個
與
中
國
有
關
的
論
述
中
，
但
是
，
如
同
毛
澤
東
在
年
幼
時
發
現
的
，
他
們
從
來
不
被
重
視
。
中
國
在
理

論
上
和
主
流
文
化
價
值
百
般
尊
重
他
們
，
但
實
踐
政
治
權
力
時
，
卻
忽
略
他
們
。
除
了
收
稅
時
，
國
家
和
農
民
之

間
根
本
沒
有
連
結
，
甚
至
連
收
稅
的
工
作
也
被
外
包
了
出
去
，
因
此
，
國
家
是
在
好
一
段
距
離
之
外
，
治
理
大
部

分
的
農
村
世
界
。
農
村
人
民
面
對
不
公
不
義
時
從
不
默
默
承
受
，
而
歷
史
中
也
不
乏
起
義
與
抗
爭
。
農
民
叛
亂
的

規
模
可
以
大
到
推
翻
一
個
朝
代
，
而
反
對
徵
稅
的
小
型
暴
動
也
不
計
其
數
。
清
朝
面
對
的
最
大
挑
戰
不
是
外
強
侵

略
，
而
是
在
一
八
五○

至
六
四
年
源
於
廣
西
山
區
鄉
村
的
太
平
天
國
起
義
。
這
起
中
國
最
嚴
重
的
攻
擊
外
國
人
事

件
來
自
西
北
的
鄉
村
青
年—

他
們
後
來
構
成
了
一
八
九
九
至
一
九○

○

年
拳
民
事
件
的
中
堅
力
量
。
6

農
民
有
力

量
。
彭
湃
在
海
豐
抓
住
了
這
股
力
量
，
並
在
國
民
政
府
北
伐
期
間
釋
放
出
來
。
毛
澤
東
則
是
在
湖
南
看
見
這
股
力

量
。

農
民
也
有
文
化
。
共
和
時
期
的
特
色
之
一
就
是
由
中
國
知
識
分
子
發
掘
的
中
國
大
眾
文
化
，
7

而
且
一
面
倒
地

聚
焦
在
農
村
。
當
時
著
名
的
學
者
探
尋
並
收
集
民
俗
歌
曲
、
民
間
傳
說
、
諺
語
、
童
謠
、
故
事
，
例
如
顧
頡
剛
和

魯
迅
的
弟
弟
周
作
人
。
一
九
一
八
年
，
北
京
大
學
校
長
蔡
元
培
也
在
學
校
成
立
民
謠
收
集
部
。
魯
迅
自
己
帶
頭
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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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
普
及
的
視
覺
藝
術
形
式
，
如
著
名
的
木
雕
、
圖
畫
書
與
刻
版
印
刷
年
畫
。
當
時
也
因
為
受
到
托
爾
斯
泰
啟
發
，

促
成
了
這
股
風
潮
，
讓
大
家
相
信
農
民
文
化
與
生
活
是
中
國
身
分
認
同
真
正
的
源
頭
，
也
是
中
國
弊
病
的
良
藥
。

不
僅
如
此
，
浪
漫
主
義
、
民
族
主
義
、
迫
切
的
文
化
革
新
任
務
都
是
當
時
的
時
代
背
景
。
那
些
思
想
家
反
對
﹁
上

海
化
﹂
的
中
國
，
那
是
從
沿
岸
城
市
擴
散
開
來
的
混
血
城
市
文
化
，
那
樣
的
文
化
不
僅
有
損
尊
嚴
，
更
和
中
國
的

失
敗
息
息
相
關
。
而
且
大
眾
文
化
也
是
一
種
政
治
手
段
：
大
眾
熟
悉
的
藝
術
材
料
有
助
於
動
員
。
︽
時
代
漫
畫
︾
在

這
裡
沒
有
生
存
空
間
。

首
先
出
現
在
斯
諾
書
中
的
中
國
奇
聞
，
以
及
後
來
其
他
記
者
與
政
治
朝
聖
者
發
表
的
﹁
新
﹂
中
國
報
導
，
深

深
吸
引
、
啟
發
了
外
國
讀
者
。
中
國
本
身
的
問
題
正
在
逐
步
獲
得
解
決
，
但
似
乎
還
有
更
多
事
物
可
供
世
人
學

習
。
這
裡
似
乎
證
明
另
一
種
經
濟
模
型
，
能
夠
解
決
國
際
貧
窮
問
題
。
而
中
國
成
長
的
軌
跡
最
終
與
蘇
聯
和
西
方

模
式
分
道
揚
鑣
。
中
國
似
乎
沒
有
走
向
浪
費
的
過
度
消
費
。
新
的
國
家
自
立
更
生
，
而
且
免
於
匱
乏
，
感
到
滿

足
。
這
個
中
國
模
式
賦
予
務
農
者
尊
嚴
，
開
創
新
的
性
別
關
係
與
實
用
民
主
的
新
模
型
，
所
以
新
中
國
在
某
些
人

眼
中
是
世
界
的
燈
塔
。
如
果
我
們
想
要
瞭
解
這
是
如
何
發
生
的
，
中
國
農
民
如
何
振
奮
全
球
的
激
進
分
子—

例

如
一
九
七○

年
代
美
國
與
歐
洲
的
女
性
解
放
運
動—
那
麼
我
們
必
須
要
瞭
解
一
九
四
九
年
後
中
國
農
村
發
生
了

什
麼
事
，
這
些
事
又
是
由
誰
報
導
？
如
何
報
導
？
以
及
這
些
報
導
是
如
何
形
成
的
？

一
九
二○

年
代
以
降
，
革
命
分
子
的
要
務
便
是
經
營
、
培
養
農
民
力
量
，
發
揮
最
大
效
果
。
彭
湃
的
蘇
維
埃

主
義
最
終
因
過
於
樂
觀
而
無
法
持
續
下
去
。
國
共
合
作
破
裂
的
關
鍵
原
因
，
正
是
出
在
兩
方
對
農
民
問
題
的
齟

齬
。
之
後
中
國
共
產
黨
仍
然
專
心
醞
釀
城
市
革
命
，
堅
守
這
個
路
線
，
直
到
一
而
再
再
而
三
地
經
歷
血
腥
敗
落

後
，
才
在
一
九
三○

至
三
五
年
間
形
成
新
的
鄉
村
革
命
策
略
，
以
江
西
蘇
維
埃
共
和
自
居
，
接
著
在
陝
甘
寧
邊
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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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延
安
成
立
總
部
。
雖
然
左
派
因
土
地
政
策
衝
突
而
分
裂
，
但
是
共
產
黨
被
趕
出
城
市
後
，
彭
湃
、
毛
澤
東
和
其

他
人
的
經
驗
，
對
重
新
制
訂
政
黨
策
略
影
響
甚
具
。
一
九
三○

與
四○

年
代
，
中
國
共
產
黨
在
中
國
北
方
的
基
地

不
斷
試
驗
改
革
程
序
；
一
九
五○

年
代
，
土
地
所
有
制
度
經
過
改
革
、
各
個
農
村
既
有
的
政
治
勢
力
都
被
擊
潰

後
，
共
產
黨
的
勢
力
便
快
速
部
署
於
全
國
。

毛
澤
東
的
想
法
越
來
越
偏
離
正
統
︵
以
馬
克
斯
主
義
的
術
語
來
說
︶
。
一
九
五○

年
代
中
期
，
他
以
中
國
農
村

地
區
作
為
新
國
家
發
展
的
核
心
。
國
民
黨
內
外
的
民
族
主
義
政
治
計
畫
，
目
標
都
是
透
過
科
技
發
展
與
工
業
重

建
，
將
中
國
打
造
成
強
國
。
8

只
有
在
對
抗
當
時
所
謂
的
﹁
共
匪
﹂
或
從
農
村
徵
兵
，
才
會
為
達
目
的
而
接
觸
、
控

制
農
村
。
孫
逸
仙
主
張
﹁
耕
者
有
其
田
﹂
，
而
國
民
政
府
在
一
九
三○

年
甚
至
通
過
耕
地
改
革
法
，
限
制
地
租
等

級
，
但
從
來
沒
有
實
施
過—
反
而
是
戰
爭
期
間
共
產
黨
的
﹁
解
放
區
﹂
才
有
。
國
民
政
府
檢
討
的
時
候
，
會
將

自
己
的
失
敗
歸
咎
日
本
侵
略
，
或
者
共
產
黨
叛
亂
的
干
擾—

時
機
永
遠
不
對
，
他
們
永
遠
接
應
不
暇
。
但
最
根

本
的
問
題
是
，
驅
動
國
民
政
府
的
願
景
是
現
代
的
，
而
那
樣
的
願
景
全
然
屬
於
都
市
。
共
產
黨
的
體
制
早
年
也
抱

持
這
樣
的
願
景
，
而
且
也
是
一
九
五
三
至
五
七
年
﹁
五
年
計
畫
﹂
的
核
心
，
借
鏡
蘇
聯
的
國
家
成
長
模
型
也
是
如

此
。
然
而
，
與
此
同
時
，
中
國
共
產
黨
也
同
樣
重
視
土
地
。
一
種
完
全
不
同
的
﹁
現
代
﹂
概
念
逐
漸
興
起
。
農
民

的
中
國
才
是
現
代
的
中
國
，
都
市
的
中
國
不
是
。
毛
澤
東
跟
黨
內
的
許
多
領
導
不
一
樣
，
尤
其
是
那
些
早
期
策
畫

人
民
共
和
國
的
人
，
他
在
一
九
四
九
年
之
前
從
未
出
過
國
，
也
沒
見
識
過
什
麼
中
國
的
城
市
。

雖
然
國
民
黨
的
願
景
投
射
到
了
海
外
，
而
且
越
來
越
成
功
，
在
柏
林
頓
府
，
或
透
過
新
聞
媒
體
、
同
情
的
支

持
者
和
宣
傳
活
動
。
但
是
一
個
農
村
式
中
國
的
發
掘
，
對
於
改
變
這
個
國
家
在
海
外
的
形
象
一
直
非
常
重
要
。
賽

珍
珠
的
小
說
︽
大
地
︾
是
關
鍵
的
文
本
。
裡
頭
的
主
角
王
龍
和
他
的
妻
子
阿
蘭
，
還
有
他
們
的
掙
扎
，
對
美
國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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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
造
成
莫
大
影
響
。
賽
珍
珠
在
一
九
四
九
年
說
到
，
她
之
所
以
書
寫
他
們
，
是
因
為
他
們
是
﹁
無
聲
的
一
群
﹂
、

﹁
中
國
主
要
的
人
口
﹂
；
是
中
國
的
﹁
根
本
﹂
。
即
使
歷
經
磨
難
，
他
們
依
然
堅
持
不
懈
，
而
且
﹁
他
們
昨
天
是
那

樣
，
就
和
今
天
一
樣
，
永
遠
如
此
。
﹂
9

她
眼
中
的
中
國
鄉
村
人
民
，
本
質
的
特
徵
就
是
順
從
。
王
龍
對
自
己
的
命

運
無
法
作
主
。
他
任
憑
天
氣
、
蝗
蟲
、
士
兵
和
其
他
人
類
﹁
寄
生
蟲
﹂
擺
布
。
他
能
從
不
幸
之
中
重
生
，
是
因
為

他
當
了
暴
民
，
跟
著
別
人
洗
劫
有
錢
人
家
。
王
龍
完
全
沒
聽
過
政
治
，
他
問
街
上
一
位
滔
滔
不
絕
地
譴
責
有
錢
人

的
革
命
分
子
，
既
然
有
錢
人
看
起
來
這
麼
厲
害
，
那
要
如
何
才
能
說
服
他
們
答
應
讓
天
下
雨
，
這
樣
他
就
可
以
耕

作
。
書
中
沒
有
提
到
社
會
或
社
群
，
或
任
何
團
結
起
來
的
方
式
。
書
中
只
有
家
庭
；
﹁
農
民
﹂
一
詞
甚
至
沒
有
出
現

在
︽
大
地
︾
裡
頭
。
一
九
四
九
年
之
後
，
中
國
一
點
也
不
歡
迎
賽
珍
珠
的
書
和
她
筆
下
的
中
國
，
而
且
由
於
中
國

的
農
村
人
民
在
她
書
中
﹁
反
對
改
革
﹂
的
模
樣
，
使
得
她
一
直
是
左
派
和
共
產
黨
批
評
的
對
象
。
新
中
國
的
諸
多

王
龍
，
可
是
離
﹁
順
從
﹂
的
形
象
遠
得
很
。
他
們
面
對
他
們
的
問
題
，
創
造
他
們
的
歷
史
。
事
實
上
，
他
們
是
轉

變
歷
史
唯
一
可
能
的
動
力
。

白
修
德
和
賈
安
娜
在
︽
中
國
驚
雷
︾
中
又
強
調
這
一
點
，
書
中
將
農
民
的
困
境
擺
在
最
前
方
，
主
張
在
﹁
農

民
將
法
律
掌
握
在
手
，
讓
農
村
燃
起
熊
熊
烈
火
﹂
之
前
，
亟
需
找
到
一
個
解
決
方
法
。
他
們
也
將
焦
點
放
在
中
國

共
產
黨
如
何
在
他
們
控
制
的
地
區
拉
攏
農
民
。
10

其
他
戲
劇
性
的
報
導
讓
海
外
輿
論
產
生
警
覺
：
中
國
裡
正
形
成
一

股
強
大
、
迥
異
、
激
盪
的
勢
力
，
而
且
農
民
當
然
能
夠
涉
足
政
治
。
工
業
合
作
︵industrial co-operative

︶
與
土

地
改
革
是
一
再
出
現
的
書
籍
主
題
，
也
反
映
出
國
民
政
府
在
多
數
方
面
如
何
令
人
失
望
。
11

如
果
你
和
多
數
人
一

樣
，
聽
多
了
舊
中
國
沿
岸
城
市
的
專
家
不
斷
詆
毀
中
國
、
影
響
你
對
中
國
的
願
景
，
那
麼
這
樣
的
觀
點
就
是
史
無

前
例
，
甚
至
﹁
非
中
國
﹂
的
。



滾出中國　　322

某
些
具
有
影
響
力
的
外
國
觀
察
者
樂
觀
地
將
中
國
共
產
黨
描
述
成
土
地
改
革
運
動
，
認
為
他
們
本
質
上
不
是

真
正
的
共
產
黨
。
12

在
俄
羅
斯
的
蘇
維
埃
高
層
一
開
始
也
很
懷
疑
。
一
九
四
九
年
十
二
月
，
毛
澤
東
第
一
次
在
莫
斯

科
會
見
史
達
林
的
時
候
，
他
把
重
點
放
在
強
化
國
家
的
計
畫
。
任
何
美
國
訓
練
出
來
的
國
民
黨
技
術
專
家
都
很
熟

悉
那
一
套
：
以
軍
事
現
代
化
與
工
業
發
展
為
核
心
，
不
談
農
村
和
中
國
的
農
村
人
口
。
13

毛
澤
東
要
求
的
協
助
是
蘇

維
埃
式
的
發
展
原
型
。
但
那
套
原
型
需
要
重
建
經
濟
，
而
重
建
經
濟
必
須
依
賴
農
業
成
長
餵
養
農
村
與
都
市
人

口
，
提
供
輕
工
業
原
料
︵
例
如
棉
花
︶
，
並
藉
由
出
口
農
產
品
獲
得
引
進
機
器
與
技
術
的
資
金
；
光
是
這
一
項
目
就

必
須
占
了
出
口
貿
易
的
四
分
之
三
。
14

農
村
對
這
項
計
畫
極
為
重
要
，
這
一
點
是
國
民
政
府
從
來
沒
有
考
量
的
，
但

是
，
首
先
必
須
保
住
農
村
。

新
政
府
的
首
要
任
務
是
解
除
農
村
的
武
力
。
任
何
活
躍
的
地
方
反
抗
勢
力
、
長
期
的
土
匪
行
徑
，
或
惡
劣
的

地
方
﹁
暴
政
﹂
與
﹁
霸
凌
﹂
，
通
通
都
要
予
以
鎮
壓
。
藉
由
重
新
分
配
土
地
，
並
且
公
開
羞
辱
身
上
貼
著
﹁
地
主
﹂

或
﹁
壞
分
子
﹂
標
籤
的
人
，
再
大
肆
屠
殺
，
就
能
拆
散
既
有
的
社
會
、
政
治
與
經
濟
關
係
。
事
實
上
，
根
本
沒
有

人
是
﹁
地
主
﹂
，
只
是
因
為
出
於
需
要
，
而
把
那
些
與
人
結
怨
、
無
權
無
勢
、
不
受
歡
迎
的
地
方
人
物
塑
造
成
這
種

形
象
。
15

工
作
隊
勸
說
並
輔
導
村
民
，
確
保
他
們
瞭
解
自
己
過
去
的
處
境
。
在
﹁
訴
苦
會
﹂
上
，
男
人
和
女
人
一
個

個
起
立
，
向
自
己
的
社
區
居
民
陳
述
自
己
的
傷
痛
，
以
及
地
主
是
如
何
欺
凌
他
們
。
地
主
所
有
的
土
地
和
財
產
都

會
被
剝
奪
，
只
留
少
許
。
當
時
有
許
多
人
被
殺
害
。
大
約
有
兩
百
萬
人
死
在
控
訴
者
的
手
裡
，
也
有
非
常
多
人
自

殺
。
一
九
二
六
年
，
毛
澤
東
在
湖
南
農
民
運
動
報
告
中
指
出
，
唯
有
經
過
適
當
的
指
導
，
才
能
施
展
極
端
的
暴

力
，
但
是
他
自
己
也
會
把
這
種
結
果
僅
當
作
歷
史
不
公
所
導
致
的
必
然
結
果
，
就
像
那
些
具
影
響
力
的
外
國
觀
察

者
一
樣
。
16

被
殺
的
人
錯
在
過
去
殘
酷
對
待
殺
他
們
的
人
。
土
地
改
革
讓
全
國
動
員
起
來
，
將
全
新
的
﹁
農
民
﹂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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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
逐
漸
灌
輸
給
人
民—

人
們
都
屬
於
同
一
個
階
級
身
分
，
而
且
大
家
都
曾
經
受
到
壓
迫
。
這
也
跟
尊
嚴
有
關
。

新
的
領
導
出
身
貧
苦
與
社
會
的
邊
緣
，
並
且
開
始
加
入
共
產
黨
。
中
國
每
一
個
縣
市
、
每
一
個
村
鎮
的
人
口
，
都

因
土
地
改
革
而
共
謀
了
這
場
推
翻
舊
制
度
的
血
腥
過
程
。
17

這
個
故
事
消
毒
過
的
版
本
，
是
農
民
擺
脫
歷
史
的
﹁
封
建
﹂
衡
軛
，
並
抬
頭
挺
胸
，
而
抵
抗
改
革
的
人
，
主

要
來
自
謹
慎
的
個
人
與
團
體
，
在
面
對
被
指
派
的
任
務
時
產
生
猶
豫
。
但
在
中
國
的
許
多
地
區
，
人
民
起
初
害
怕

這
個
新
的
政
權
就
和
近
幾
十
年
接
二
連
三
橫
掃
他
們
土
地
的
政
權
一
樣
短
命
，
而
這
種
想
法
不
無
道
理
。
特
別
是

在
中
國
南
方
，
根
本
沒
有
所
謂
的
解
放
過
程
，
只
有
人
民
解
放
軍
的
軍
事
征
服
。
當
時
有
人
起
義
反
抗
中
共
，
同

時
，
龐
大
的
游
擊
軍
隊
、
流
離
士
兵
組
成
的
幫
派
與
土
匪
也
在
活
動
。
即
使
中
共
大
權
在
握
，
改
革
的
過
程
還
是

會
有
停
滯
、
轉
折
或
失
敗
。
一
九
四
九
至
五○

年
之
間
，
許
多
社
區
在
抵
制
納
稅
時
，
至
少
有
三
千
名
幹
部
被

殺
。
工
作
隊
往
往
規
模
很
小
又
軟
弱
，
而
且
成
員
多
半
都
很
年
輕
也
沒
經
驗
。
佃
農
和
地
主
之
間
的
關
係
錯
綜
複

雜
，
早
上
才
變
更
的
事
情
，
到
了
晚
上
就
偷
偷
摸
摸
恢
復
。
但
持
續
的
壓
力
與
兩
百
萬
人
被
殺
之
後
，
逐
漸
累
積

為
強
烈
的
影
響
。
﹁
富
農
﹂
一
開
始
還
能
保
有
土
地
，
但
一
直
是
各
種
動
員
行
動
針
對
的
目
標
。
這
種
每
天
都
要
面

對
的
壓
力
極
其
巨
大
。

土
地
改
革
從
中
國
農
民
之
中
創
造
新
的
英
雄
。
其
中
一
位
是
河
南
木
匠
之
子
，
於
一
九
三○

年
定
居
在
山
西

平
順
的
李
順
達
。
18

李
順
達
與
許
多
人
的
故
事
逐
漸
成
為
中
國
與
海
外
對
於
新
農
民
的
投
射
焦
點
。
他
住
在
西
溝

村
，
位
於
乾
燥
多
石
的
太
行
山
，
堅
硬
的
土
地
無
法
耕
作
，
讓
村
民
數
度
考
慮
捨
棄
該
地
。
只
有
來
自
外
地
、
極

端
貧
窮
的
難
民
︵
例
如
李
順
達
的
家
庭
︶
才
會
考
慮
住
在
那
裡
。
根
據
故
事
，
中
共
一
九
三
八
年
首
次
占
領
西
溝

村
，
工
作
隊
來
到
村
莊
，
組
織
農
民
聯
盟
，
李
順
達
也
加
入
。
工
作
隊
開
始
說
起
故
事
，
將
歷
史
的
不
公
不
義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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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放
等
元
素
都
放
在
其
中—

不
外
乎
是
懶
惰
的
地
主
虐
待
欺
騙
佃
農
。
﹁
我
們
又
冷
又
餓
﹂
、
﹁
我
們
日
常
的
食

物
是
玉
米
殼
和
雜
草
﹂
。
佃
農
有
些
不
安
，
但
也
逐
漸
相
信
這
些
說
詞
，
並
且
開
始
行
動
。
李
順
達
身
為
貧
農
，
不

僅
進
行
勸
說
，
自
己
更
是
活
生
生
的
實
例
。
他
被
選
為
﹁
勞
動
英
雄
﹂
，
建
立
互
助
組
，
率
先
實
施
新
式
工
法
，
帶

領
互
助
組
復
育
荒
地
，
提
高
產
量
。

西
溝
的
農
民
要
求
不
在
場
的
地
主
負
責
，
訴
說
他
們
的
痛
苦
，
細
數
地
主
施
加
在
他
們
身
上
的
勒
索
和
暴

力
：
他
們
說
的
就
是
他
們
認
定
的
事
實
。
他
們
為
自
己
訂
立
遠
大
的
目
標
，
並
於
一
九
五
一
年
在
全
國
宣
傳
；
一

九
五
二
年
獲
得
全
國
最
成
功
的
互
助
組
頭
銜
。
當
年
，
李
順
達
名
列
七
十
位
模
範
農
民
代
表
，
在
農
業
部
副
部
長

帶
領
之
下
前
往
蘇
聯
。
在
北
京
，
他
們
首
次
穿
上
西
裝
︵
對
山
西
農
夫
來
說
應
該
很
不
自
在
︶
，
搭
上
火
車
，
下
榻

莫
斯
科
的
飯
店
。
這
棟
飯
店
比
山
西
任
何
一
棟
建
築
都
高
。
他
們
也
參
加
勞
動
節
遊
行
，
瞥
見
史
達
林
一
眼
。
回

程
途
中
，
李
順
達
走
訪
中
國
，
講
述
他
的
西
溝
經
驗
，
以
及
他
在
蘇
聯
烏
克
蘭
、
西
伯
利
亞
的
集
體
示
範
農
場
看

見
科
技
農
耕
的
未
來
。
這
個
未
來
將
由
曳
引
機
打
造
，
但
是
唯
有
真
正
的
集
體
事
業
才
能
購
買
使
用
曳
引
機
。
﹁
現

在
我
完
全
瞭
解
什
麼
是
社
會
主
義
。
﹂
據
說
李
順
達
回
來
後
這
麼
說
。
19

他
也
帶
回
很
可
能
是
西
溝
的
第
一
臺
留
聲

機
，
而
且
他
說
所
有
俄
國
女
人
看
來
都
像
女
演
員
，
在
田
裡
工
作
的
時
候
也
是
。

這
就
是
新
中
國
的
新
農
民
童
話
故
事
，
透
過
宣
傳
機
器
在
國
際
之
間
流
傳
，
向
訪
客
展
示
模
範
集
體
農
場
與

公
社
，
在
通
訊
與
期
刊
撰
寫
相
關
文
章
，
並
在
國
外
的
會
議
研
討
中
國
與
中
國
政
治
。
但
西
溝
的
故
事
與
整
個
土

地
改
革
在
螢
光
幕
後
也
陷
入
問
題
的
泥
沼
：
誤
報
生
產
水
平
、
管
理
不
良
、
預
備
工
作
不
及
、
擴
張
過
快
，
以
及

任
何
人
為
事
業
都
會
遭
遇
的
意
志
脆
弱
與
疏
忽
。
一
九
五
二
年
，
西
溝
工
作
隊
開
始
出
現
可
觀
的
損
失
，
而
為
了

繼
續
動
員
，
維
持
李
順
達
團
隊
在
全
國
的
重
要
角
色
，
意
味
官
員
掩
蓋
、
扭
曲
和
欺
騙
。
20

事
實
上
，
持
續
進
行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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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
體
化
令
許
多
鄉
村
社
區
越
來
越
窮
。
很
少
社
區
單
靠
農
耕
為
生
。
﹁
副
業
﹂
︵
手
工
藝
或
小
生
意
︶
由
於
不
符
合

社
會
主
義
，
因
此
遭
到
禁
止
。
在
許
多
地
方
，
季
節
性
的
遷
移
是
必
要
的
，
但
這
也
不
准
。
鄉
村
經
濟
幾
乎
沒
有

犯
錯
或
另
覓
機
會
的
空
間
。
這
一
點
，
以
及
遲
早
會
發
生
在
土
地
上
的
理
想
與
現
實
鴻
溝
，
即
將
造
成
全
國
難
以

想
像
的
災
難
。

這
個
故
事
從
頭
到
尾
，
發
起
行
動
、
孕
育
培
養
合
作
社
、
設
定
遠
大
目
標
並
超
越
目
標
的
，
都
是
農

民—

在
黨
的
領
導
與
啟
蒙
之
下
。
一
旦
達
到
舒
適
自
滿
的
程
度
就
停
下
的
王
龍
路
線
常
被
提
起
，
然
後
否
決
。

一
度
被
視
為
任
憑
欲
望
擺
布
，
只
比
野
獸
好
一
些
的
農
夫
，
迅
速
躋
身
成
為
新
國
家
的
象
徵
。
在
﹁
舊
中
國
﹂
，
數

十
萬
農
民
遠
渡
重
洋
像
奴
隸
一
般
工
作
；
或
到
加
州
或
澳
洲
，
面
對
太
平
洋
國
家
的
種
族
屠
殺
和
歧
視
法
令
，
拚

了
命
地
在
毫
無
希
望
的
土
地
挖
找
黃
金
。
在
﹁
新
中
國
﹂
，
他
們
穿
著
新
作
的
西
裝
，
由
政
府
部
長
帶
領
參
觀
烏
克

蘭
的
農
場
。
21

李
順
達
絕
非
一
般
農
民
：
他
在
一
九
三
八
年
加
入
中
國
共
產
黨
，
逐
步
晉
升
。
不
過
幾
年
，
一
九
四

五
年
就
被
選
為
宣
傳
重
點
，
宣
揚
他
的
作
為
。
一
九
五
四
年
他
參
加
人
民
大
會
，
一
九
八
三
年
去
世
之
前
始
終
擔

任
全
國
的
政
府
職
位
，
反
應
中
國
革
命
的
興
衰
。
李
順
達
的
革
命
之
路
順
遂
，
但
是
很
多
人
的
貧
窮
和
政
治
運
氣

當
然
都
沒
能
讓
他
們
變
成
聖
人
。
22

無
論
如
何
，
這
真
的
是
件
新
鮮
事
，
一
個
曾
經
沒
有
土
地
的
男
人
，
出
身
貧
窮

省
分
的
低
下
階
級
，
他
的
姓
名
竟
然
出
現
在
中
國
國
家
政
府
，
還
占
據
一
個
職
位
。
看
在
那
個
男
人
本
身
所
有
的

限
制
，
以
及
這
樁
事
業
血
腥
的
偽
善
，
這
是
真
正
的
革
命
。

在
西
溝
發
展
故
事
中
經
常
和
李
順
達
一
同
被
提
起
，
還
有
另
一
位
人
物
，
她
是
合
作
社
的
女
性
副
社
長
申
紀

蘭
。
這
也
是
新
的
。
若
舊
中
國
的
農
民
從
未
被
聽
見
或
看
見
，
舊
中
國
的
女
人
也
不
會
。
晚
清
與
共
和
體
制
初
期

的
改
革
者
將
女
人
的
地
位
放
在
核
心
，
他
們
主
張
，
除
非
法
律
與
文
化
能
夠
鬆
開
對
中
國
女
人
的
束
縛
，
否
則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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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無
法
成
為
現
代
國
家
。
中
國
的
力
量
衰
弱
，
因
為
一
半
的
人
民
不
能
貢
獻
中
國
再
生
。
控
訴
的
清
單
很
長
：
媒

妁
之
言
、
纏
足
、
教
育
與
就
業
管
道
不
足
，
或
是
公
共
場
合
隔
離
女
人
、
貶
低
與
奴
役
女
人
的
族
長
文
化
。
有
人

認
為
，
這
些
也
降
格
並
奴
役
中
國
。
外
國
的
觀
察
者
儘
管
在
國
外
愉
快
地
忽
視
自
己
國
內
的
性
別
不
平
等
，
也
同

意
衡
量
文
明
高
度
時
，
女
人
是
關
鍵
的
角
色
。
在
他
們
眼
中
，
中
國
完
全
是
矮
的
。
一
九
二
三
年
，
魯
迅
在
北
京

大
學
對
女
學
生
演
講
︿
娜
拉
走
後
怎
樣
？
﹀
，
討
論
易
卜
生
︵H

endrik Ibsen

︶
的
劇
作
︽
玩
偶
之
家
︾
︵A

 D
oll’s 

H
ouse

︶
，
最
後
女
主
角
離
開
丈
夫
與
家
人
去
尋
找
自
我
。
易
卜
生
的
作
品
隱
含
對
家
庭
的
尖
銳
觀
點
，
呼
應
五
四

運
動
的
批
評
。
這
齣
戲
在
中
國
引
發
自
身
政
治
與
文
化
的
辯
論
。
23

魯
迅
說
，
娜
拉
不
是
回
到
丈
夫
身
邊
，
就
是
走

向
﹁
不
好
的
結
果
﹂
。
這
需
要
政
治
的
解
決
方
法
。
魯
迅
聲
明
，
易
卜
生
感
興
趣
的
是
詩
，
不
是
他
的
社
會
中
任
何

女
人
的
實
際
結
果—

他
告
訴
聽
眾
，
或
是
﹁
妳
﹂
必
須
面
對
的
實
際
結
果
。
在
中
國
，
除
非
娜
拉
擁
有
﹁
經
濟

權
利
﹂
，
否
則
她
也
要
面
對
一
樣
的
選
擇
，
而
且
獲
得
經
濟
權
利
甚
至
比
獲
得
政
治
權
利
更
難
。
︵
譯
注
：
︽
玩
偶

之
家
︾
內
容
概
要
為
娜
拉
為
家
庭
奉
獻
，
但
經
常
受
到
丈
夫
輕
視
。
娜
拉
不
惜
冒
名
舉
債
為
丈
夫
治
病
，
丈
夫
病

癒
後
發
現
此
事
，
揚
言
要
剝
奪
娜
拉
教
育
子
女
的
權
利
。
但
是
債
主
放
棄
追
究
後
，
丈
夫
又
表
示
原
諒
娜
拉
。
娜

拉
明
白
自
己
只
是
丈
夫
的
玩
偶
。
戲
劇
最
終
以
娜
拉
離
家
關
門
結
束
。
︶

雖
然
性
別
不
平
等
的
基
本
輪
廓
已
經
畫
了
出
來
，
但
是
某
個
程
度
而
言
，
女
性
地
位
的
著
墨
仍
然
是
幅
諷
刺

漫
畫
。
然
而
，
儘
管
共
和
體
制
期
間
，
女
性
的
法
律
與
政
治
權
利
依
然
有
限
，
但
接
受
教
育
的
女
性
人
數
增
加
，

上
學
的
時
間
也
更
長
；
越
來
越
多
女
性
離
家
工
作
︵
當
然
多
數
女
性
一
直
都
在
工
作
︶
，
從
事
的
職
業
也
逐
漸
多

元
；
而
且
更
多
女
性
成
為
全
國
知
名
人
物
。
她
們
在
學
校
和
大
學
教
書
，
在
社
會
、
文
化
、
政
治
組
織
工
作
。
她

們
是
藝
術
家
、
作
家
、
演
員
。
女
性
選
舉
權
運
動
於
一
九
一
二
年
後
展
開
，
從
此
持
續
不
斷
，
女
性
的
政
治
權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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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而
進
入
主
流
，
成
為
省
分
規
定
；
到
了
一
九
四○

年
，
更
納
入
國
家
憲
法
。
許
多
女
性
參
與
改
革
與
革
命
運

動
。
每
個
渴
望
救
國
的
女
性
都
聽
過
秋
瑾
，
她
是
一
九○

七
年
遭
到
處
決
的
反
清
革
命
家
，
也
是
女
子
學
堂
的
校

長
。
另
一
位
知
名
的
女
性
是
為
國
民
政
府
革
命
作
戰
的
謝
冰
瑩
，
她
的
日
記
非
常
暢
銷
。
一
九
三
四
年
，
林
語
堂

將
謝
冰
瑩
的
著
作
譯
成
英
文
；
一
九
四○

年
，
林
語
堂
的
女
兒
又
翻
譯
謝
冰
瑩
的
回
憶
錄
︽
女
叛
徒
︾
，
為
當
時
成

長
中
的
英
語
閱
讀
市
場
介
紹
女
人
在
中
國
的
生
活
。
這
類
著
作
原
本
多
半
局
限
於
慈
禧
太
后
的
論
述
，
或
傳
教
士

筆
下
的
中
國
基
督
教
信
徒
，
但
現
在
範
圍
擴
大
，
逐
漸
可
見
為
自
己
發
聲
或
書
寫
的
中
國
女
性
。
24

女
性
政
治
運
動
大
部
分
偏
向
改
良
主
義
。
一
九
一
一
年
共
和
體
制
成
立
後
，
起
初
二
十
年
間
，
女
性
團
體
與

協
會
如
雨
後
春
筍
。
而
且
民
族
主
義
的
社
運
人
士
希
望
透
過
女
性
消
費
者
購
買
﹁
國
貨
﹂
，
對
抗
帝
國
主
義
。
25

女

人
身
為
消
費
者
、
家
庭
消
費
的
主
宰
、
兒
童
的
教
育
者
，
本
身
就
有
力
量
。
當
時
的
﹁
國
貨
運
動
﹂
，
成
敗
就
看
女

人
的
選
擇
。
然
而
，
愛
國
消
費
與
世
界
各
地
的
國
際
主
義
兩
相
競
爭
之
下
，
最
終
讓
女
人
成
為
文
化
與
政
治
上
的

弱
者
。
一
個
女
人
怎
麼
可
能
既
愛
國
又
現
代
？
而
且
，
雖
然
當
時
有
許
多
活
躍
的
女
性
記
者
，
上
海
都
市
現
代
的

特
色
就
是
以
有
色
眼
光
看
待
女
性
身
體
。
她
們
就
是
文
化
的
抵
押
品
，
刊
登
在
︽
時
代
漫
畫
︾
扉
頁
的
男
性
欲
求

物
。

新
中
國
主
張
自
己
是
不
同
的
。
一
九
五○

年
五
月
一
日
，
政
府
公
告
新
的
婚
姻
法
作
為
改
革
先
鋒
，
打
破
阻

礙
女
人
進
步
的
封
建
圍
牆
。
婚
姻
法
賦
予
離
婚
權
利
，
廢
除
媒
妁
之
言
和
婚
姻
買
賣
，
並
且
規
定
婚
姻
之
中
，
男

女
地
位
與
財
產
權
利
平
等
。
法
律
也
規
定
結
婚
必
須
向
國
家
登
記
戶
籍
，
但
是
只
限
符
合
新
法
定
年
齡
的
男
女
，

亦
有
血
緣
與
其
他
限
制
。
法
律
更
要
求
離
婚
必
須
經
過
調
解
程
序
。
執
行
法
律
往
往
伴
隨
大
型
宣
傳
活
動
，
之
中

也
有
暴
力
。
離
婚
率
大
幅
攀
升
。
法
律
本
身
無
法
解
決
魯
迅
口
中
娜
拉
的
根
本
問
題
，
但
卻
起
了
革
命
作
用
，
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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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在
中
國
鄉
村
。
26

婚
姻
法
在
鄉
村
推
行
，
不
管
多
麼
片
面
，
有
時
甚
至
躊
躇
不
前
，
卻
是
現
任
與
前
任
政
權
法
律

的
重
要
分
野
；
另
一
個
重
要
分
野
是
新
國
家
的
神
話
成
為
正
統
。
社
會
認
為
女
性
地
位
越
來
越
重
要
：
一
九
五
四

年
西
溝
縣
的
申
紀
蘭
當
選
中
國
人
民
大
會
代
表
。
27

如
同
土
地
改
革
的
敘
述
，
中
國
女
人
快
速
解
放
的
故
事
也
到
處
宣
揚
。
新
的
婚
姻
法
發
行
英
文
版
；
英
文
雜

誌
︽
今
日
中
國
女
人
︾
︵W

om
en in C

hina Today

︶
刊
登
女
性
的
故
事
，
讓
她
們
講
述
新
生
活
與
目
標
。
這
不
是
單

純
的
宣
傳
手
段
，
而
是
政
府
批
准
的
宣
傳
，
在
新
中
國
的
種
種
故
事
占
有
一
席
之
地
。
然
而
，
就
像
農
民
的
故

事
，
為
舊
中
國
女
人
訂
作
的
新
歷
史
只
是
越
來
越
慘
澹
。
舊
社
會
是
封
建
暴
君
與
族
長
暴
力
的
場
所
，
女
人
在
其

中
依
照
法
律
沒
有
權
利
，
殺
嬰
與
強
迫
為
娼
均
為
普
遍
。
一
九
二○

與
三○

年
代
短
暫
的
性
別
解
放
被
重
寫
為
不

道
德
，
其
文
化
表
現
純
粹
就
是
色
情
刊
物
。
爭
取
女
權
的
人
當
然
存
在
，
然
而
除
非
符
合
革
命
神
話
，
否
則
將
被

否
決
。
而
且
，
此
處
一
樣
，
革
命
神
話
才
是
重
點
。

中
國
的
歷
史
學
者
必
須
重
新
思
考
他
們
對
於
現
代
中
國
歷
史
的
理
解
，
才
能
容
納
這
些
價
值
觀
的
轉
變
。
例

如
，
新
中
國
的
模
範
農
民
在
舊
中
國
的
形
象
需
要
重
新
包
裝
。
28

左
派
曾
經
反
覆
批
評
十
九
世
紀
的
鄉
村
叛
亂
，
尤

其
是
﹁
迷
信
﹂
與
﹁
仇
外
﹂
的
拳
民
。
那
些
叛
亂
冒
犯
了
唯
有
現
代
化
才
能
救
中
國
的
信
念
。
甚
至
當
他
們
的
敵

意
在
國
民
政
府
北
伐
期
間
開
始
軟
化
，
當
拳
民
的
仇
外
情
結
重
新
被
詮
釋
為
反
帝
國
主
義
的
原
型
，
他
們
對
於
拳

民
信
念
的
本
質
還
是
極
為
矛
盾
，
儘
管
也
為
拳
民
集
體
的
力
量
感
到
驚
訝
。
29

但
是
，
此
時
現
代
歷
史
要
求
重
寫
，

而
且
要
將
無
產
階
級
和
鄉
村
鬥
爭
寫
在
核
心
。
拳
民
被
重
新
塑
造
為
反
帝
國
主
義
的
愛
國
者
，
雖
然
缺
乏
進
步
的

政
治
意
識
︵
那
個
時
代
常
說
的
詞
︶
，
他
們
進
行
的
也
是
政
治
鬥
爭
。
一
九○

○

年
反
傳
教
的
屠
殺
在
一
九
五○

至

五
一
年
攻
擊
天
主
教
與
基
督
教
傳
教
士
的
行
動
得
到
迴
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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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
澤
東
已
將
農
民
角
色
的
理
解
模
板
寫
進
一
九
三
九
年
給
黨
的
教
科
書
。
他
主
張
，
中
國
歷
史
獨
特
之
處
在

於
眾
多
大
規
模
農
民
的
起
義
事
件
。
這
些
是
﹁
中
國
封
建
社
會
中
，
真
正
推
動
歷
史
發
展
的
力
量
﹂
，
需
要
一
些
嫻

熟
的
技
巧
將
此
納
入
馬
克
斯
主
義
的
正
統
，
而
且
即
使
每
次
叛
亂
都
被
平
定
，
每
次
暴
動
仍
會
摧
毀
既
存
的
封
建

體
制
，
並
且
﹁
或
多
或
少
促
進
社
會
生
產
的
力
量
﹂
。
然
而
，
這
些
歷
史
的
農
民
運
動
缺
乏
﹁
正
確
﹂
的
無
產
階
級

領
導
，
他
們
短
暫
的
勝
利
僅
是
一
個
朝
代
的
變
動
，
不
是
革
命
。
30

在
這
番
見
解
引
導
之
下
，
研
究
人
員
探
尋
被
前

朝
扭
曲
與
貶
低
的
歷
史
，
希
望
找
回
這
段
遺
失
的
過
去
。
於
是
研
究
計
畫
興
起
，
旨
在
找
出
太
平
天
國
叛
亂
的
蛛

絲
馬
跡
。
一
九
五
四
年
，
田
野
調
查
來
到
太
平
天
國
的
發
源
地
廣
西
，
開
始
尋
找
物
品
與
手
稿
，
搜
索
這
個
事
件

的
證
詞
和
故
事
。
一
九
五
八
年
，
他
們
在
天
津
找
到
尚
存
的
拳
民
並
進
行
訪
問
。
研
究
團
隊
也
深
入
山
東
鄉
間
訪

談
，
尋
找
歌
曲
或
這
個
大
型
起
義
其
他
實
質
、
非
實
質
的
遺
跡
。
31

很
少
人
此
刻
會
質
疑
為
何
需
要
理
解
太
平
天
國
或
拳
民
之
亂
等
事
件
。
二
次
大
戰
之
後
，
國
際
歷
史
研
究
的

重
要
特
徵
就
是
愈
加
重
視
社
會
文
化
史
的
新
形
式
以
及
﹁
底
層
的
歷
史
﹂
。
中
國
既
定
的
歷
史
寫
作
傳
統
幾
乎
只
在

乎
社
會
菁
英
與
統
治
者
。
一
九
五○

年
代
發
起
的
研
究
計
畫
揭
開
大
量
豐
富
的
新
題
材
，
過
去
只
能
透
過
政
府
得

到
的
紀
錄
︵
而
且
往
往
是
厭
惡
和
鄙
視
的
︶
，
如
今
能
夠
重
新
理
解
；
這
段
新
的
歷
史
，
透
過
展
覽
、
歷
史
遺
跡
、

博
物
館
展
示
，
全
面
向
大
眾
宣
傳
。
一
九
五
八
年
太
平
天
國
博
物
館
在
南
京
開
幕
。
一
九
六
一
年
，
中
國
革
命
歷

史
博
物
館
開
幕
之
時
，
在
眾
多
展
示
當
中
，
太
平
天
國
和
拳
民
代
表
﹁
舊
式
民
主
革
命
﹂
。
32

如
何
一
面
稱
讚
過
去
的
農
民
英
雄
，
一
面
與
他
們
反
覆
失
敗
這
件
事
實
之
間
取
得
平
衡
，
成
為
中
國
學
者
的

難
題
。
只
有
中
國
共
產
黨
幫
助
打
破
這
個
循
環
。
研
究
人
員
也
需
要
找
尋
切
入
事
實
的
方
法—

其
實
太
平
天
國

的
信
念
奠
基
在
本
土
化
的
基
督
教
，
而
影
響
拳
民
世
界
觀
的
大
眾
信
仰
，
其
實
就
和
基
督
宗
教
一
樣
，
受
到
新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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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
大
舉
撻
伐
。
遠
較
安
全
的
研
究
主
題
是
太
平
天
國
的
土
地
重
配
與
性
別
政
策
︵
其
法
律
禁
止
纏
足
︶
，
以
及
拳
民

的
反
帝
國
主
義
︵
其
仇
外
情
緒
︶
。
但
是
更
宏
觀
來
說
，
學
者
另
有
難
題
。
中
國
的
過
去
被
當
成
現
在
利
用
的
工

具
。
無
法
提
供
當
下
需
求
的
歷
史
幾
乎
就
是
無
關
緊
要
，
相
關
研
究
也
不
可
信
。
我
們
現
在
知
道
中
國
許
多
暴
動

與
叛
亂
的
歷
史
，
正
是
因
為
它
們
為
革
命
提
供
來
龍
去
脈
，
但
是
代
價
是
，
沒
有
政
治
功
能
的
歷
史
，
就
會
在
現

今
世
界
被
人
塵
封
。

為
了
新
中
國
全
新
的
國
家
政
治
文
化
，
曾
經
遭
到
貶
低
的
形
式
與
經
驗
拿
來
另
做
他
用
，
其
中
之
一
便
是
恢

復
驕
傲
的
農
民
歷
史
。
其
他
則
有
重
建
藝
術
，
大
幅
擴
張
﹁
文
化
﹂
的
範
圍
。
這
方
面
最
直
接
的
表
現
是
身
體
：

為
了
慶
祝
革
命
，
隨
著
農
民
跳
舞
，
中
國
都
市
也
開
始
跳
舞
。
都
市
的
鄉
村
人
口
暴
漲
起
初
有
兩
種
形
式
。
最
明

顯
的
是
軍
人
，
他
們
多
半
出
身
鄉
村
。
但
最
誇
張
的
是
在
剛
解
放
的
城
市
，
學
生
和
眾
人
為
祝
勝
或
國
慶
遊
行
倉

促
學
成
的
舞
蹈
，
跳
起
來
與
其
說
是
整
齊
劃
一
，
不
如
說
是
歡
天
喜
地
。
這
支
舞
蹈
就
是
採
收
稻
米
的
︿
秧
歌
﹀
。

一
九
四
三
年
之
後
，
毛
澤
東
在
延
安
基
地
指
示
文
學
與
藝
術
應
該
取
材
於
大
眾
，
為
大
眾
而
做
，
因
而
有
了
這
支

現
代
化
的
陝
西
省
舞
蹈
。
舞
蹈
特
色
就
是
五
彩
繽
紛
的
服
裝
、
精
神
抖
擻
的
舞
步
、
敲
鑼
打
鼓
。
秧
歌
相
對
容
易

學
，
而
且
蘊
含
身
為
中
國
人
的
民
族
主
義
美
德
，
但
在
一
九
五○

年
初
期
之
後
失
寵
，
因
為
比
起
從
蘇
聯
傳
來
的

新
式
舞
蹈
，
秧
歌
顯
得
俗
氣
。
33

熱
愛
跳
舞
的
人
們
對
狐
步
和
其
他
舞
廳
舞
蹈
的
喜
愛
，
也
還
會
持
續
一
段
時
間
。

重
新
理
解
中
國
所
需
的
文
化
遺
跡
與
珍
寶
，
一
九
三○
年
代
曾
在
海
外
風
靡
一
時
，
當
時
的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也
公
開
宣
稱
所
有
權
，
尤
其
是
關
於
外
國
竊
賊
，
以
及
用
來
強
調
被
國
民
黨
疏
忽
的
敦
煌
寶
藏
，
或
誤
以
為
被

美
國
人
偷
走
的
﹁
北
京
猿
人
﹂
遺
跡
。
34

為
了
保
存
中
國
遺
產
，
免
於
受
到
日
本
侵
略
，
北
京
圖
書
館
的
典
藏
被
送

到
國
外
，
故
宮
珍
寶
也
在
各
地
旅
行
。
一
九
四
一
年
末
，
美
國
外
交
官
同
意
協
助
運
送
北
京
猿
人
化
石
出
國
，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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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十
二
月
初
的
猿
人
化
石
交
接
美
軍
，
卻
在
珍
珠
港
事
件
後
消
失
不
見
。
雖
然
這
些
特
別
的
考
古
收
獲
被
視
為
科

學
證
據
，
支
持
恩
格
斯
﹁
勞
動
創
造
人
類
﹂
的
理
論
︵
因
為
勞
力
是
演
化
的
決
定
因
素
︶
，
35

中
國
全
新
的
革
命
文

化
事
實
上
是
原
始
的
文
化
。
此
外
，
政
府
當
局
迅
速
立
起
紀
念
碑
，
象
徵
過
去
的
帝
國
主
義
暴
力
，
也
尋
找
革
命

的
遺
物
以
供
展
示
。
上
百
件
火
速
收
集
來
的
物
件
，
包
括
早
期
領
導
人
李
大
釗
行
刑
的
絞
刑
臺
、
處
決
幫
助
紅
軍

的
十
四
歲
少
女
所
用
的
鐮
刀
。
36

一
九
五○

年
，
廣
州
設
立
紀
念
館
，
取
代
一
九
二
六
年
較
小
的
紀
念
館
，
緬
懷
一

九
二
五
年
沙
基
慘
案
的
罹
難
者
。
中
國
革
命
歷
史
博
物
館
名
列
北
京
﹁
十
大
建
築
﹂
，
位
於
新
擴
建
的
天
安
門
東
，

坐
落
國
家
遼
闊
的
中
心
。
首
都
現
在
是
座
完
善
的
展
場
，
提
供
精
心
編
輯
的
故
事
。
全
中
國
的
博
物
館
和
紀
念
館

紛
紛
設
在
抵
抗
、
革
命
、
壓
迫
的
地
點
，
或
是
相
關
革
命
領
導
與
英
雄
的
場
所
。
這
些
地
方
充
其
量
只
是
擺
設
與

主
題
相
關
的
人
造
品
，
或
像
上
海
公
園
的
告
示
牌
一
樣
，
雖
然
是
贗
品
，
但
透
過
陳
列
和
敘
述
添
加
真
實
性
。

說
故
事
是
這
個
國
家
的
主
要
業
務
。
新
的
政
府
快
速
展
開
動
作
，
以
官
方
身
分
控
制
對
外
關
係
，
包
括
資
訊

流
通
。
新
中
國
自
我
投
射
的
形
象
受
到
謹
慎
管
制
。
建
立
形
象
的
主
要
工
具
包
括
新
聞
機
構
︵
新
華
社
︶
、
外
文
出

版
計
畫
與
出
訪
外
國
。
旅
客
入
境
不
僅
受
到
限
制
，
在
中
國
的
活
動
也
遭
嚴
格
控
管
；
公
開
的
資
料
和
各
種
出
口

的
出
版
品
亦
同
，
外
人
不
易
獲
得
資
訊
。
因
此
，
香
港
成
為
﹁
觀
看
中
國
﹂
的
地
點
，
中
國
流
出
的
訊
息
滲
透
唯

一
非
共
產
主
義
管
理
的
國
界
，
外
國
大
使
、
情
報
機
構
、
記
者
與
學
者
篩
選
著
片
段
的
資
訊
。
一
九
六
二
年
以

前
，
中
國
的
難
民
越
過
邊
境
相
對
容
易
。
觀
察
中
國
的
人
訪
問
他
們
，
也
訪
問
慢
慢
從
上
海
與
其
他
城
市
撤
出
的

外
籍
人
士
。
他
們
有
些
人
終
於
因
為
負
債
放
棄
資
產
，
或
者
終
於
出
獄
。
神
祕
的
文
字
、
信
件
、
照
片
紛
紛
被
解

讀
分
析
。
但
在
冷
戰
的
政
治
情
勢
中
，
同
樣
的
，
那
些
訊
息
也
會
被
反
共
人
士
誇
大
，
自
由
主
義
者
或
海
外
的
左

派
也
不
相
信
或
無
視
許
多
不
利
新
政
權
的
訊
息
。
很
難
知
道
事
實
上
到
底
發
生
什
麼
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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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
制
只
是
部
分
。
新
政
權
立
刻
開
始
發
行
外
文
出
版
品
，
宣
傳
國
家
的
轉
變
，
包
括
世
界
語
︵E

speranto

，

譯
注
：
波
蘭
猶
太
醫
生
柴
門
霍
夫
︹L. L. Z

am
enhof

︺
所
創
的
普
世
人
工
語
言
，
欲
以
此
語
言
作
為
國
際
交
流
的

媒
介
，
促
進
世
界
和
平
︶
；
另
有
海
外
廣
播
傳
送
，
先
以
摩
斯
密
碼
傳
播
英
文
。
這
幾
個
特
別
的
行
動
都
沒
有
獲
得

廣
大
的
觀
眾
。
但
是
，
︽
人
民
中
國
︾
︵P

eople’s C
hin

a

，
一
九
五○

年
一
月
︶
、
︽
中
國
文
學
︾
︵C

hin
ese 

Literature

，
一
九
五○

年
︶
、
︽
人
民
畫
報
︾
︵C

hina Pictorial

，
一
九
五
一
年
一
月
︶
以
及
︽
中
國
建
設
︾
︵C

hina 

R
econstructs

，
一
九
五
二
年
一
月
︶
這
幾
份
雜
誌
廣
為
流
傳
，
成
為
中
國
文
化
與
政
治
活
動
的
推
動
利
器
。
37

孫
逸

仙
的
遺
孀
宋
慶
齡
更
是
︽
中
國
建
設
︾
的
名
譽
編
輯
，
其
他
經
常
出
現
在
對
外
關
係
，
但
不
隸
屬
中
共
的
﹁
民
主

人
物
﹂
也
列
為
文
章
作
者
。
一
九
五
二
年
，
中
共
成
立
外
文
出
版
社
︵Foreign L

anguage Press

︶
，
目
的
﹁
用
外

文
說
明
中
國
，
以
書
籍
溝
通
世
界
﹂
。
中
國
影
響
世
界
與
領
導
全
球
的
野
心
與
日
遽
增
，
因
而
透
過
不
同
文
體
，
如

官
員
演
講
、
小
說
、
民
間
故
事
、
傳
記
、
報
導
，
向
世
界
介
紹
北
京
觀
點
。
一
九
五
九
年
，
北
京
廣
播
電
臺
製
作

的
節
目
多
達
二
十
四
種
語
言
，
英
語
廣
播
並
以
美
國
、
澳
洲
、
紐
西
蘭
、
東
南
亞
與
南
亞
等
地
為
放
送
目
標
。
38

另

一
本
文
化
期
刊
︽
東
方
地
平
線
︾
︵E

astern H
orizons

︶
在
香
港
發
行
，
即
使
外
表
上
獨
立
，
實
則
仍
是
官
方
刊

物
。
過
去
國
民
黨
透
過
贊
助
期
刊
、
文
化
外
交
與
外
國
片
廠
的
你
來
我
往
等
方
式
與
外
國
大
眾
溝
通
，
這
些
努
力

都
獲
得
傳
承
。
共
產
黨
政
府
的
作
為
更
為
廣
泛
深
遠
，
但
是
找
到
並
留
下
具
備
語
言
能
力
的
人
員
頗
為
困
難
。
多

數
精
通
外
語
的
中
國
人
會
有
階
級
背
景
的
問
題
，
或
者
曾
經
住
在
國
外
，
而
當
共
產
黨
政
權
開
始
攻
擊
蘇
聯
的
時

候
，
外
籍
人
士
的
投
入
也
隨
之
萎
縮
。

一
群
來
自
各
國
的
外
籍
人
士
成
為
這
項
工
作
的
主
力
。
他
們
來
自
不
同
背
景
，
仍
然
反
應
中
國
一
九
四
九
年

之
前
國
際
化
的
歷
史
。
紐
西
蘭
人
艾
黎
︵R

ew
i A

lley

︶
曾
任
上
海
工
部
局
消
防
員
與
工
廠
督
察
，
是
其
中
一
位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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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
的
政
治
宣
傳
家
。
歐
洲
的
反
猶
政
權
也
促
使
其
他
人
來
到
中
國
：
艾
培
︵Israel E

pstein

︶
與
金
詩
伯
︵Sam

 

G
insbourg

︶
都
出
身
俄
國
猶
太
家
庭
，
為
躲
避
沙
俄
迫
害
逃
到
滿
洲
。
39

憎
惡
德
國
的
觀
眾
，
會
喜
歡
分
別
來
自
德

國
與
奧
地
利
的
左
派
猶
太
人
魏
璐
詩
︵R

uth W
eiss

︶
和
葉
華
︵Eva Sandberg

或Eva Siao

︶
。
日
本
經
濟
學
家
橫

川
次
郎
激
進
的
信
念
導
致
他
在
日
本
丟
了
政
府
的
工
作
，
在
南
滿
鐵
路
研
究
部
工
作
時
又
被
逮
捕
監
禁
；
戰
後
橫

川
次
郎
留
在
中
國
。
英
國
倫
敦
會
教
育
家
的
女
兒
戴
乃
迭
︵G

ladys T
ayler

︶
在
愛
情
和
政
治
交
織
之
中
回
到
中

國
。
戴
乃
迭
生
於
北
京
，
是
牛
津
大
學
中
文
系
第
一
位
學
生
，
她
嫁
給
古
典
文
學
的
學
生
楊
憲
益
，
兩
人
一
起
在

外
文
出
版
社
工
作
幾
十
年
。
40

戴
妮
絲
︵D

enise LeB
reton

︶
與
當
時
在
法
國
留
學
的
丈
夫
李
鳳
白
認
識
，
和
他
一

起
來
到
中
國
。
周
瑛
︵E

sther C
heo

︶
雖
然
出
生
上
海
，
但
在
北
京
廣
播
電
臺
工
作
十
一
年
，
她
也
是
倫
敦
異
國

學
生
戀
情
的
後
代
。

中
國
筆
戰
的
士
兵
中
，
有
人
曾
經
受
到C

N
R

R
A

吸
引
而
來
過
中
國
，
例
如
紐
約
的
酪
農
韓
丁
在
戰
爭
時
期
曾

為
美
國
戰
爭
情
報
室
的C

N
R

R
A

工
作
，
後
來
以
曳
引
機
技
師
的
身
分
回
到
中
國
。
他
的
妹
妹
寒
春
︵Jo

an 

H
inton

︶
是
核
子
物
理
學
家
，
曾
參
與
曼
哈
頓
計
畫
，
受
到
哥
哥
啟
發
而
追
隨
他
，
這
個
舉
動
意
味
叛
國
與
間
諜

兩
項
毫
無
事
實
根
據
的
指
控—

不
養
羊
，
養
核
子—
終
身
跟
隨
她
，
直
到
二○

一○

年
於
北
京
去
世
。
其
他

人
是
共
產
主
義
政
黨
的
兄
弟
派
來
的
：
英
國
共
產
黨
指
派
阿
倫
．
溫
尼
頓
︵A

lan W
innington

︶
與
麥
克
．
夏
皮

羅
︵M

ichael Shapiro

︶
為
新
華
社
工
作
。
人
類
學
家
伊
莎
貝
爾
．
布
朗
︵Isabel B

row
n

︶
雖
然
出
生
在
成
都
的

加
拿
大
傳
教
士
家
庭
，
一
九
四
七
年
偕
同
夫
婿
大
衛
．
克
魯
克
︵D

avid C
rook

︶
在
英
國
共
產
黨
指
示
下
來
到
中

國
研
究
土
地
改
革
。
41

克
魯
克
是
英
國
共
產
黨
員
，
他
曾
參
加
西
班
牙
內
戰
，
並
幫
蘇
聯
國
家
安
全
委
員
會

︵K
G

B

︶
在
西
班
牙
與
上
海
監
視
托
洛
斯
基
主
義
者
。
一
九
二
七
年
與
鮑
羅
廷
一
起
穿
越
滿
洲
邊
界
的
資
深
激
進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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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安
娜
．
路
易
斯
．
斯
特
朗
︵A

nna L
ouise Strong

︶
在
一
九
五
八
年
起
定
居
北
京
，
直
到
一
九
七○

年
去
世
，

固
定
寄
出
︽
來
自
中
國
的
信
︾
宣
傳
共
產
黨
當
時
主
要
的
思
想
。
其
他
還
有
許
多
人
，
包
括
一
位
日
本
貴
族
，
二

十
二
名
聯
合
國
韓
國
軍
隊
的
逃
兵
︵
二
十
一
名
美
國
人
，
一
名
英
國
人
︶
，
還
有
兩
名
在
一
九
五
二
年
被
指
稱
為
蘇

維
埃
間
諜
而
被
趕
出
美
國
的
共
產
主
義
經
濟
學
家
。
42

外
國
專
家
的
酬
勞
、
住
宿
、
飲
食
、
待
遇
都
相
對
要
好
，
即
使
一
九
五○

年
代
，
中
國
籠
罩
在
政
治
風
暴

中
，
他
們
依
然
能
夠
得
到
寵
愛
。
這
樣
的
光
景
不
會
長
久
，
但
在
那
段
期
間
，
他
們
回
憶
錄
裡
的
世
界
是
安
．
布

里
其
可
能
認
得
的
，
甚
至
是
她
在
︽
北
京
野
餐
︾
︵
一
九
三
二
年
︶
裡
描
繪
的
，
尤
其
是
與
嚴
酷
的
革
命
現
實
保
持

愉
悅
的
距
離
。
事
實
上
，
比
起
上
千
個
共
和
時
期
來
到
中
國
的
外
國
專
家
，
他
們
和
在
明
朝
與
清
朝
的
耶
穌
會
數

學
家
與
製
圖
師
擁
有
較
多
共
同
點
。
他
們
多
半
是
技
術
專
家
，
中
國
政
府
利
用
他
們
達
到
政
治
宣
傳
與
文
化
外
交

的
目
的
。
主
要
的
差
別
是
，
不
像
耶
穌
會
，
他
們
多
半
認
同
中
共
政
權
，
也
認
同
中
國
。
反
過
來
，
中
共
多
半
只

把
他
們
當
成
有
用
的
人
才
。
話
雖
如
此
，
許
多
人
獲
得
中
國
國
籍
，
在
中
國
住
了
數
十
年
，
並
且
受
到
黨
的
推

崇
。
43

他
們
在
國
際
間
的
知
名
度
可
能
高
於
一
般
文
學
翻
譯
家
、
語
言
教
師
或
政
治
宣
傳
家
，
因
為
他
們
經
常
接
待

訪
客
；
訪
客
也
希
望
從
他
們
身
上
獲
得
更
多
書
面
之
外
的
訊
息
。
有
些
人
在
中
國
變
得
很
有
名
，
邀
請
參
加
遊
行

或
示
威
，
或
在
集
會
與
政
治
場
合
致
詞
。
海
外
支
持
共
產
黨
政
權
的
人
還
有
﹁
篤
信
者
﹂
與
﹁
百
分
之
三
百
的
人
﹂

這
些
頭
銜
，
例
如
斯
諾
、
瑞
典
激
進
分
子
揚
．
米
爾
達
︵Jan M

yrdal

︶
或
前
加
拿
大
傳
教
士
文
幼
章
︵Jam

es G
. 

E
n

dicott

︶
。
他
們
從
不
批
評
共
產
黨
，
而
且
大
聲
疾
呼
對
共
產
黨
政
權
的
支
持
，
不
管
北
京
的
風
吹
往
哪
個
方

向
，
他
們
都
全
心
擁
護
，
只
不
過
與
刺
骨
的
寒
冷
保
持
安
全
距
離
。
44

中
國
的
外
國
僕
人
成
功
宣
傳
中
國
。
在
海
外
出
版
具
影
響
力
或
廣
為
閱
讀
的
文
章
，
無
不
經
過
嚴
格
的
情
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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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
理
或
內
容
修
改
，
也
都
與
這
群
外
國
來
的
﹁
中
國
之
友
﹂
有
關
。
例
如
土
地
改
革
。
透
過
克
魯
克
與
韓
丁
等
參

與
者
的
觀
察
，
或
者
夏
皮
羅
、
陳
依
範
︵Jack C

hen

，
譯
注
：
一
九○

八—

一
九
九
五
年
，
陳
友
仁
次
子
︶
、
米
爾

達
在
鄉
村
的
訪
問
，
改
革
過
程
的
敘
述
慢
慢
開
始
在
海
外
流
通
。
克
魯
克
後
來
寫
到
，
他
希
望
從
﹁
已
經
解
放
的

地
區
學
習
這
個
過
程
﹂
，
以
此
為
例
，
﹁
教
導
二
十
世
紀
的
英
國
如
何
締
造
烏
托
邦
﹂
。
45

克
魯
克
夫
妻
的
書
︽
一
個

中
國
農
村
的
革
命
︾
︵R

evolution in a C
hinese village

，
一
九
五
九
年
︶
，
這
本
三
部
曲
中
的
第
一
部
是
一
九
四
八

年
在
河
北
村
莊
居
住
八
個
月
的
研
究
。
大
約
同
時
，
韓
丁
也
伴
隨
一
個
黨
的
工
作
隊
，
在
山
西
邊
界
的
村
莊
住
了

八
個
月
，
之
後
出
版
︽
翻
身
︾
︵
一
九
六
六
年
︶
一
書
。
這
本
書
比
克
魯
克
的
三
部
曲
晚
了
很
多
年
，
因
為
一
九
五

三
年
韓
丁
返
美
時
，
美
國
政
府
沒
收
他
的
筆
記
，
五
年
後
才
還
他
。
資
訊
審
查
的
特
權
並
非
中
共
獨
有
。

這
些
作
家
全
部
都
是
共
產
黨
左
派
的
忠
實
信
徒
，
而
他
們
書
寫
的
資
料
形
形
色
色
︵
從
專
業
並
令
人
敬
佩
的

紀
錄
，
到
膚
淺
又
天
真
無
比
的
文
章
︶
，
但
經
年
累
月
，
他
們
描
繪
鄉
村
中
國
如
何
﹁
站
起
來
﹂
，
然
後
﹁
翻
身
﹂

的
故
事
，
意
味
中
國
如
何
反
轉
自
我
、
自
己
的
思
想
與
自
己
的
村
莊
。
暴
力
的
部
分
並
沒
有
被
掩
蓋
︵
而
且
即
使

是
海
外
最
同
情
中
國
的
政
治
圈
也
會
擔
憂
︶
，
但
沒
有
人
牽
記
這
一
點
。
夏
皮
羅
會
令
他
的
讀
者
相
信
﹁
被
殺
的
地

主
出
乎
意
料
地
少
﹂
。
46

多
數
情
況
中
，
那
些
死
去
的
人
被
寫
成
戰
爭
時
期
叛
國
或
參
與
其
他
明
顯
的
犯
罪
。
畢

竟
，
誰
會
反
對
處
決
叛
徒
？
但
是
戰
爭
時
期
的
創
傷
和
極
端
被
當
成
尋
常
事
務
，
過
去
的
惡
魔
行
徑
被
報
導
出
來

也
無
關
緊
要
。
例
如
陳
依
範
寫
道
：

地
主
強
迫
佃
農
付
出
百
分
之
四
十
五
到
七
十
的
租
地
生
產
。
他
們
一
年
收
取
借
貸
利
息
百
分
之
好
幾
百
。
而

這
些
苦
難
之
外
，
還
加
上
殘
酷
的
軍
隊
、
警
察
、
密
探
、
無
知
、
迷
信
、
法
院
貪
腐
、
幫
派
欺
壓
、
強
迫
勞
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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殺
人
與
強
暴
等
可
怕
的
重
擔
。
47

一
九
四
九
年
後
中
國
鄉
村
有
沒
有
人
活
著
是
個
謎
。
然
而
，
翻
身
的
宣
言
會
找
到
方
法
進
入
海
外
學
校
教
科

書
與
大
眾
歷
史
。
海
外
對
中
國
的
理
解
出
現
重
大
轉
折
，
但
不
過
是
又
被
另
一
幅
諷
刺
漫
畫
取
代
。
土
地
改
革
分

析
寫
成
學
術
論
文
的
模
樣
，
由
學
術
機
構
發
行
，
但
這
些
文
章
都
是
由
篤
信
者
寫
的
。
他
們
的
著
作
也
會
啟
發
並

鼓
勵
下
個
世
代
。
一
九
六
八
年
，
全
世
界
的
激
進
分
子
都
為
︽
翻
身
︾
著
迷
，
一
般
而
言
也
深
受
毛
澤
東
的
政
治

立
場
吸
引
。
左
派
學
者
與
高
姿
態
的
知
識
分
子
從
韓
丁
的
書
中
證
實
此
為
中
國
革
命
的
福
音
。
48

看
看
這
個
新
穎
的

東
西
，
中
國
要
給
世
界
上
一
堂
課
，
瞥
見
可
能
的
﹁
新
烏
托
邦
﹂
。

中
國
透
過
北
京
嚴
格
的
政
治
宣
傳
機
器
向
全
球
大
眾
呈
現
，
除
此
之
外
，
來
到
中
國
的
訪
客
也
很
多
；
一
九

五○

年
代
，
每
年
有
大
約
八
千
到
一
萬
人
。
49

新
國
家
剛
建
立
的
那
一
刻
他
們
就
排
隊
等
著
進
入
，
而
且
中
國
花
了

非
常
多
錢
幫
助
他
們
旅
途
順
暢
。
其
中
一
位
首
先
抵
達
的
是
英
國
共
產
主
義
者
暨
工
會
官
員
梅
莉
安
．
拉
姆
森

︵M
arian R

am
elson

︶
，
她
於
一
九
四
九
年
十
二
月
抵
達
，
參
加
亞
洲
女
性
研
討
會
。
她
返
國
之
後
表
示
：
﹁
中
國

是
自
由
的
，
這
個
事
實
就
像
熾
熱
的
太
陽
照
亮
東
方
﹂
。
50

拉
姆
森
在
這
條
絡
繹
不
絕
的
揭
露
之
路
上
朝
聖
先
鋒
。

西
伯
利
亞
鐵
路
的
盡
頭
是
光
明
、
歡
笑
、
秩
序
、
團
結
與
合
作
，
飛
往
北
京
的
飛
機
或
穿
越
香
港
的
邊
界
也
是
。

沒
有
蒼
蠅
︵
這
個
特
點
一
再
被
提
起
︶
；
火
車
準
時
出
發
；
女
人
和
農
民
抬
頭
挺
胸
；
工
人
安
居
樂
業
；
東
方
的
世

界
無
不
正
確
。
美
國
政
府
刻
意
阻
撓
美
國
人
訪
問
中
國
，
但
一
九
五
一
年
起
，
在
共
產
黨
前
線
組
織
中
英
友
好
協

會
︵B

ritain-C
hina Friendship A

ssociation

︶
的
安
排
下
，
英
國
開
始
固
定
派
出
代
表
；
一
九
五
五
年
起
，
改
由

商
業
團
體
﹁
破
冰
者
﹂
︵Icebreakers

︶
安
排
︵
後
來
也
稱
四
十
八
團
︹48 G

roup

︺
︶
，
訪
問
一
度
稱
霸
皮
草
市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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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公
司
，
例
如
怡
和
洋
行
︵
他
們
把
英
國
人
當
成
沒
有
見
識
的
生
意
人
︶
。
51

一
九
五
四
年
，
前
英
國
首
相
艾
德
禮

︵C
lem

ent A
tlee

︶
率
領
工
黨
官
員
正
式
拜
會
；
一
九
五
五
年
，
沙
特
與
西
蒙
波
娃
來
到
中
國
，
長
篇
稱
讚
﹁
無
限
﹂

的
未
來
，
不
只
是
中
國
，
而
是
全
世
界
，
因
為
﹁
此
為
新
中
國
在
歷
史
上
特
別
令
人
興
奮
的
時
刻
：
長
久
以
來
只

能
夢
想
的
人
性
可
能
在
此
時
即
將
實
現
。
﹂
泛
非
主
義
的
學
者
杜
波
依
斯
︵W

. E
. D

u B
ois

︶
和
雪
麗
．
加
納

︵Shirley G
arner

︶
來
了
兩
次
。
52

有
些
朝
聖
者
驚
奇
不
已
，
決
定
再
次
回
來
為
外
文
出
版
社
工
作
。
回
來
的
人
急

著
寫
作
並
演
講
。
也
有
例
外
，
英
國
首
相
艾
德
禮
就
是
。
但
就
如
多
數
遊
客
，
他
們
見
到
中
國
的
反
應
，
早
在
他

們
抵
達
前
就
是
那
樣
了
。
他
們
期
待
發
現
耶
路
撒
冷
，
而
耶
路
撒
冷
就
在
那
裡
。

一
九
五○

年
代
末
期
，
隨
著
中
共
與
蘇
聯
的
爭
執
越
演
越
烈
，
中
共
的
外
交
政
策
焦
點
大
幅
移
向
非
洲
、
亞

洲
與
拉
丁
美
洲
，
擴
大
中
國
的
影
響
。
一
九
四
九
至
六○

年
間
，
來
到
中
國
的
拉
丁
美
洲
代
表
團
共
計
一
千
五
百

人
。
其
中
有
前
任
總
統
、
藝
術
家
、
智
利
詩
人
聶
魯
達
︵P

ab
lo N

eru
d

a

︶
、
巴
西
小
說
家
阿
瑪
多
︵Jorge 

A
rm

ado

︶
、
和
平
運
動
者
與
科
學
家
。
回
去
之
後
，
這
些
訪
客
就
是
建
立
﹁
友
好
協
會
﹂
或
類
似
團
體
的
主
要
人

物
，
也
以
正
面
口
吻
書
寫
、
談
論
新
中
國
。
非
洲
民
族
主
義
者
也
開
始
設
法
來
到
中
國
，
而
且
獲
得
熱
情
的
接

待
。
一
九
五
六
年
，
共
計
四
百
三
十
五
個
代
表
團
來
自
非
共
產
黨
國
家
。
一
九
五○

年
代
最
後
三
年
，
有
八
十
四

個
代
表
團
從
比
屬
剛
果
來
：
共
產
黨
國
家
、
政
治
立
場
不
同
的
世
界
，
一
個
個
爭
先
恐
後
來
到
中
國
。
53

不
能
來
的

人
，
北
京
廣
播
電
臺
的
反
殖
民
節
目
表
不
是
試
著
啟
發
，
就
是
對
國
際
的
情
報
秩
序
發
出
令
人
不
安
的
挑
戰
，
也

動
搖
聽
眾
的
內
心
。

沒
有
任
何
事
情
是
偶
然
發
生
的
。
這
些
訪
問
的
安
排
，
分
秒
細
節
都
經
過
精
心
排
練
，
根
據
每
位
訪
客
的
政

治
位
階
與
政
治
潛
力
，
無
微
不
至
地
準
備
。
54

參
觀
地
點
有
限
，
導
覽
內
容
也
一
再
重
複
。
訪
客
都
有
導
遊
與
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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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
，
訪
客
歸
國
書
寫
大
量
報
告
靠
的
就
是
他
們
所
提
供
的
材
料
。
熱
情
的
接
待
滿
足
朝
聖
者
的
虛
榮
，
同
時
中
國

也
安
排
最
有
利
用
潛
力
的
訪
客
與
黨
內
高
層
會
面
。
在
國
外
，
另
有
對
策
因
應
這
些
已
安
排
好
的
參
訪
。
英
國
政

府
盡
其
所
能
，
用
盡
機
會
蒙
羞
、
為
難
、
阻
撓
親
共
派
的
主
要
人
物
，
尤
其
在
韓
戰
期
間
。
前
外
交
官
約
翰
．
普

拉
特
︵Sir John Pratt

︶
長
年
批
評
中
國
沿
岸
的
英
國
人
，
他
被
除
去
英
國
的
中
國
大
學
委
員
會
︵U

niversities 

C
hina C

om
m

ittee
︶
委
員
頭
銜
。
資
深
公
僕
莫
妮
卡
．
費
爾
頓
︵M

onica Felton

︶
到
韓
國
訪
問
英
國
戰
俘
之
後

就
被
免
除
城
鎮
規
畫
員
︵tow

n planner

︶
的
職
位
。
外
交
部
的
中
國
專
家
德
里
克
．
班
以
安
︵D

erek B
ryan

︶
和

妻
子
廖
鴻
英
是
親
共
圈
的
主
要
人
物
，
結
果
被
調
派
到
祕
魯
，
他
懂
得
其
中
的
暗
示
，
於
是
辭
職
。
科
學
家
李
約

瑟
一
九
五
二
年
去
了
中
國
後
，
英
國
外
交
部
情
報
研
究
單
位
的
反
共
宣
傳
小
組
進
行
祕
密
行
動
詆
毀
他
的
名
譽
。
55

多
數
訪
問
中
國
的
人
因
為
寫
了
過
分
樂
觀
的
報
告
，
描
述
高
牆
背
後
的
仙
境
，
導
致
自
己
的
事
業
受
到
傷

害
。
李
約
瑟
是
被
攻
擊
者
中
最
傑
出
之
人
，
雖
然
蒙
蔽
他
的
不
是
東
方
耀
眼
的
太
陽
，
而
是
成
功
的
政
治
宣
傳
騙

局
背
後
的
暗
黑
藝
術
。
56

李
約
瑟
是
知
名
的
生
物
化
學
家
，
也
是
皇
家
學
會
會
員
。
一
九
三
七
年
，
三
位
拿
著
英
國

協
會
獎
學
金
的
中
國
科
學
家
抵
達
他
的
實
驗
室
，
從
此
引
起
他
對
中
國
的
興
趣
。
李
約
瑟
接
著
學
習
中
文
，
並
於

一
九
四
二
至
四
六
年
在
重
慶
主
持
中
英
科
學
合
作
館
。
李
約
瑟
信
仰
基
督
教
，
也
是
社
會
主
義
者
，
他
積
極
參
與

在
英
國
的
親
中
行
動
。
一
九
五
二
年
初
春
，
中
國
宣
稱
美
軍
到
處
使
用
生
化
武
器
，
並
拿
美
軍
飛
行
員
俘
虜
的
自

白
以
及
中
國
科
學
家
所
做
的
研
究
背
書
。
李
約
瑟
與
那
些
優
秀
的
中
國
科
學
家
有
私
交
，
基
於
同
情
，
同
意
參
與

獨
立
的
調
查
任
務
。
李
約
瑟
帶
領
團
隊
前
往
中
國
，
進
行
大
量
訪
談
，
評
估
中
國
科
學
家
交
給
他
們
的
調
查
結

果
。
然
而
，
中
國
的
指
控
其
實
是
謊
言
；
在
衰
弱
的
政
治
氛
圍
中
，
科
學
家
無
法
以
所
受
的
訓
練
進
行
公
正
研

究
，
而
中
國
政
府
也
樂
於
利
用
這
項
威
脅
，
並
且
火
上
加
油
，
發
起
公
共
衛
生
的
大
型
抗
爭
運
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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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
戰
期
間
，
誰
知
道
誰
站
在
哪
一
邊
？
政
治
的
心
怎
麼
和
政
治
的
腦
相
連
？
一
九
五
二
年
的
前
二
十
年
，
原

本
是
敵
人
的
共
產
主
義
，
在
戰
爭
期
間
成
為
朋
友
，
然
後
又
變
成
敵
人
。
麥
卡
錫
對
美
國
共
產
主
義
的
戰
爭
其
實

是
在
攻
擊
美
國
的
自
由
主
義
︵
譯
注
：
美
國
參
議
員
麥
卡
錫
以
莫
須
有
戰
術
掃
蕩
共
產
黨
，
指
控
許
多
美
國
共
產

黨
人
或
同
情
共
產
主
義
者
，
進
行
不
恰
當
的
調
查
和
審
問
︶
。
美
國
對
日
本
的
占
領
政
策
﹁
轉
向
﹂
，
加
上
重
新
武

裝
西
德
，
這
兩
件
事
情
加
深
了
對
於
美
國
自
由
主
義
的
懷
疑
︵
譯
注
：
一
九
四
五
年
九
月
二
日
日
本
投
降
後
，
以

美
國
為
首
的
同
盟
國
對
日
本
實
施
軍
事
占
領
，
原
本
用
意
為
消
除
戰
前
的
軍
事
獨
裁
，
然
一
九
五
二
年
占
領
結
束

後
，
隨
著
冷
戰
開
始
，
美
國
與
日
本
簽
定
條
約
，
包
括
持
續
在
日
本
駐
軍
，
以
維
美
國
種
種
利
益
；
一
九
五
四

年
，
美
國
為
了
完
成
戰
後
在
西
歐
對
蘇
聯
的
軍
事
戰
略
部
署
，
促
成
︽
巴
黎
協
定
︾
，
將
西
德
拉
進
北
約
組
織
並
重

新
武
裝
︶
。
就
算
比
李
約
瑟
更
機
靈
的
人
可
能
也
無
法
駕
馭
這
些
政
治
浪
潮
。
以
智
識
而
言
，
李
約
瑟
從
頭
到
尾
對

中
國
的
文
明
、
文
化
與
歷
史
都
非
常
推
崇
，
他
接
著
撰
寫
並
主
編
多
卷
指
標
性
的
著
作
，
集
結
成
︽
中
國
科
學
技

術
史
︾
︵Science and C

ivilization in C
hina

︶
。
但
是
中
國
大
打
文
化
外
交
，
向
所
有
來
到
中
國
，
眼
見
就
信
的

﹁
方
便
的
樂
觀
主
義
者
﹂
施
展
機
靈
的
手
段
，
誘
捕
皇
家
學
會
會
員
李
約
瑟
，
就
像
他
們
誘
捕
許
多
其
他
人
一
樣
。

代
表
團
常
常
被
安
排
在
十
月
一
日
中
國
國
慶
日
前
後
來
訪
，
讓
中
央
集
會
舉
行
時
，
擴
建
的
天
安
門
廣
場
有

外
國
友
邦
的
身
影
，
而
一
九
五
九
年
，
廣
場
周
圍
就
見
到
了
人
民
大
會
堂
和
中
國
革
命
博
物
館
。
57

代
表
團
接
著
繞

中
國
一
圈
，
參
觀
模
範
集
體
農
場
，
訪
問
學
校
、
工
廠
、
水
壩
和
礦
場
。
中
國
的
外
交
越
來
越
主
動
，
也
提
供
越

來
越
多
指
標
性
的
場
合
吸
引
訪
客
。
﹁
科
學
工
作
者
﹂
、
工
會
會
員
、
女
人
，
都
是
場
面
高
調
盛
大
的
研
討
會
主

題
。
和
平
是
一
再
出
現
的
會
議
主
軸
︵
邏
輯
上
是
個
多
餘
的
主
軸
，
因
為
沒
有
人
會
特
地
召
開
戰
爭
研
討
會
︶
，
例

如
，
一
九
五
二
年
十
月
舉
辦
的
﹁
中
國
主
導
之
亞
太
和
平
會
議
﹂
。
58

在
畢
卡
索
象
徵
和
平
的
白
鴿
俯
視
之
下
，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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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

四
名
來
自
四
十
六
個
國
家
的
代
表
齊
聚
北
京
，
包
括
歐
洲
的
﹁
和
平
奮
鬥
者
﹂
。
中
國
負
擔
所
有
旅
費
，
招
待

訪
客
下
塌
豪
華
旅
館
，
奉
上
數
不
盡
的
禮
物
。
日
本
重
新
武
裝
、
韓
戰
、
東
南
亞
反
殖
民
的
奮
鬥
都
是
焦
點
，
中

國
身
為
﹁
亞
洲
與
太
平
洋
的
和
平
保
障
﹂
也
是
。
寒
春
被
分
配
譴
責
美
國
核
武
計
畫
以
及
據
稱
的
﹁
細
菌
戰
﹂
。
國

慶
日
當
天
，
他
們
先
看
著
五
十
萬
人
在
天
安
門
前
行
軍
，
接
著
參
加
毛
澤
東
與
周
恩
來
主
持
的
兩
千
五
百
人
盛

宴
。
北
京
的
工
人
卯
足
全
力
，
及
時
完
成
新
的
和
平
飯
店
：
安
裝
門
鎖
的
效
率
提
升
三
倍
。
最
後
又
有
五
萬
群
眾

聚
集
在
紫
禁
城
內
。
現
場
可
見
擁
抱
、
握
手
、
眼
淚
、
全
體
一
致
的
解
決
方
法
、
常
設
的
委
員
會
與
等
身
的
太
平

洋
專
著
。
代
表
團
分
散
全
國
。
﹁
我
們
尋
求
事
實
的
時
候
，
眼
前
沒
有
任
何
阻
礙
。
﹂
一
位
美
國
代
表
如
是
報
告
。
59

代
表
團
的
奇
異
世
界
意
外
成
了
喜
劇
，
但
中
國
採
取
的
地
理
策
略
時
程
表
卻
是
嚴
肅
的
，
並
在
一
九
五
四
年

日
內
瓦
會
議
，
以
及
一
九
五
五
年
印
尼
萬
隆
︵B

andung

︶
，
獲
得
最
大
成
果
。
60

一
九
五○

年
代
中
期
，
中
國
國
內

與
海
外
政
策
開
始
減
緩
韓
戰
的
軍
事
行
動
。
在
日
內
瓦
，
周
恩
來
透
過
談
判
促
成
越
南
和
平
，
因
而
備
受
注
目
。

他
也
刻
意
拜
訪
英
國
與
其
他
外
強
代
表
。
其
中
一
個
成
果
是
英
國
在
北
京
前
使
館
重
開
駐
中
代
表
處
，
雖
然
尚
不

是
大
使
館
，
因
為
英
國
在
臺
灣
還
設
有
領
事
館
︵
英
國
主
張
此
乃
駐
省
的
領
事
館
，
暗
示
不
承
認
國
民
政
府
︶
。
他

也
和
美
國
大
使
級
的
官
員
對
談
，
一
開
始
著
重
在
未
決
的
韓
戰
問
題
。
那
一
年
，
周
恩
來
與
印
度
簽
訂
協
議
，
同

時
公
布
新
政
策
之
五
點
﹁
和
平
共
存
﹂
原
則
：
互
相
尊
重
領
土
完
整
與
主
權
、
非
激
進
、
不
干
預
內
政
、
平
等
互

惠
、
和
平
共
存
。
除
此
之
外
，
由
印
尼
政
府
主
辦
，
印
度
、
巴
基
斯
坦
、
斯
里
蘭
卡
與
緬
甸
共
同
贊
助
的
萬
隆
會

議
中
，
二
十
九
國
齊
聚
，
討
論
共
同
利
益
與
進
程
。
其
中
最
急
迫
的
是
緩
和
中
國
邊
界
的
緊
張
關
係
、
東
南
亞
華

僑
︵
比
起
效
忠
國
民
政
府
更
效
忠
中
共
的
︶
、
中
國
對
於
革
命
運
動
的
支
持
。
中
國
還
沒
成
為
聯
合
國
會
員
，
遑
論

國
民
黨
仍
掌
握
的
安
理
會
席
次
，
但
中
國
在
萬
隆
與
同
時
間
的
外
交
行
動
獲
得
顯
著
成
功
。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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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
真
的
要
在
蘇
聯
與
美
國
之
間
走
出
不
同
路
線
，
端
出
新
的
調
停
政
策
。
但
是
，
中
國
很
快
又
走
回
軍
事
行
動
。

其
中
一
位
較
不
眼
花
撩
亂
的
訪
客
是
英
國
記
者
詹
姆
斯
．
卡
麥
隆
︵Jam

es C
am

eron

︶
，
一
九
五
四
年
，
他

獲
准
參
加
中
國
建
國
五
周
年
的
慶
典
。
離
開
首
都
的
最
後
一
站
，
他
去
了
毛
澤
東
的
出
生
地
韶
山
，
﹁
比
我
想
像
要

好
得
多
﹂
的
農
莊
。
卡
麥
隆
回
憶
，
他
們
帶
他
去
看
他
家
的
鴨
園
、
毛
澤
東
上
學
的
路
線
、
被
國
民
黨
毀
壞
後
重

建
的
家
。
還
有
一
把
梳
子—

﹁
毛
澤
東
用
來
梳
他
父
親
的
牛
身
上
的
虱
子
﹂
。
這
個
寶
藏
一
度
被
掩
埋
，
現
在
又

找
了
出
來
，
而
且
絲
毫
沒
有
生
鏽
。
一
塊
招
牌
寫
著
﹁
永
遠
不
會
生
鏽
﹂
。
種
種
信
念
與
行
動
圍
繞
著
對
毛
澤
東
的

崇
拜
，
這
種
中
國
革
命
微
小
卻
神
聖
的
奇
蹟
並
不
罕
見
。
61

這
個
奇
蹟
也
呼
應
劃
時
代
的
自
我
欺
騙
、
實
用
的
自
我

保
存
、
政
治
策
略
與
暴
政
等
導
致
中
國
步
向
最
大
災
難
的
要
素—

奠
基
在
快
速
執
行
的
土
地
改
革
與
集
體
化
，

推
動
近
在
眼
前
，
那
是
一
九
五
八
年
春
天
啟
動
的
﹁
大
躍
進
﹂
。
一
九
六
一
年
四
月
，
有
人
問
另
一
個
前
往
韶
山
的

訪
客
：
﹁
你
叔
叔
知
道
過
去
兩
年
發
生
的
事
嗎
？
你
一
定
要
讓
他
知
道
這
裡
的
情
況
。
﹂
62

這
位
訪
客
是
毛
澤
東
的

姪
子
，
而
且
毛
澤
東
確
實
知
道
，
但
是
儘
管
有
一
連
串
的
苦
難
報
導
，
韶
山
一
直
比
其
他
地
方
幸
運
。

 

一
九
五
八
年
，
第
二
個
蘇
維
埃
式
的
五
年
計
畫
不
到
一
年
就
被
拋
棄
，
所
有
精
力
都
轉
向
大
型
的
動
員
行

動
，
規
模
前
所
未
見
。
這
次
動
員
的
說
詞
和
焦
點
都
擺
在
國
際
排
名
，
透
過
國
家
意
志
與
個
人
努
力
，
大
躍
進
將

帶
領
中
國
名
列
前
茅
。
好
幾
年
的
時
間
，
農
民
被
安
排
在
後
院
煉
鋼
，
把
煮
飯
的
鍋
子
和
其
他
家
庭
工
具
融
成
無

用
且
劣
質
的
金
屬
塊
；
合
作
社
變
成
人
民
公
社
後
，
幹
部
燒
掉
人
民
的
房
屋
，
成
立
公
共
廚
房
與
宿
舍
，
一
九
五

八
年
作
物
豐
收
，
人
人
狼
吞
虎
嚥
。
中
央
委
員
會
設
置
農
業
顧
問
局
，
下
令
中
國
的
農
夫
深
深
犁
田
︵
利
用
號
稱

肥
沃
的
土
地
︶
，
播
種
距
離
靠
近
一
點
︵
種
子
互
相
競
爭
會
長
得
更
大
︶
。
毛
澤
東
一
九
五
七
年
宣
布
，
中
國
十
五

年
內
就
會
超
越
英
國
的
工
業
生
產
；
不
，
是
七
年
。
中
國
約
十
五
年
內
就
會
趕
上
美
國
；
不
，
一
九
五
八
年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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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他
決
定
，
十
年
內
就
要
超
越
美
國
。
政
府
下
令
：
﹁
鼓
足
幹
勁
，
力
爭
上
游
。
﹂
統
計
與
報
導
顯
示
這
波
動
員

成
果
極
度
成
功
：
煉
造
鋼
鐵
、
農
作
豐
收
；
國
家
依
照
統
計
資
料
收
稅
，
出
口
農
作
物
。
中
國
已
經
進
入
社
會
主

義
的
時
代
，
而
且
這
裡
是
所
有
可
能
的
世
界
中
最
理
想
的
世
界
，
任
何
事
情
在
這
裡
都
有
可
能
發
生
。

但
是
報
告
是
幻
想
，
數
字
是
謊
言
。
災
難
正
在
發
生
。
所
有
層
級
的
官
員
都
卯
足
全
力
執
行
政
策
，
達
成
上

級
指
示
的
目
標
，
避
免
違
令
引
來
批
評
，
甚
至
處
罰
或
處
決
。
於
是
災
難
降
臨
。
最
低
統
計
數
字
估
計
，
一
九
五

八
至
六
二
年
間
，
中
國
死
亡
人
數
超
出
統
計
預
期
的
兩
千
七
百
萬
人
。
飢
餓
、
疾
病
，
以
及
數
次
政
治
鎮
壓
，
奪

走
上
百
萬
人
命
，
營
養
不
良
更
是
導
致
生
育
率
暴
跌
。
加
上
其
他
災
難
，
總
數
則
更
高
。
63

中
國
餓
死
的
人
數
史
無

前
例
。訪

客
還
是
來
，
他
們
還
是
沒
看
見
。
﹁
以
前
的
時
代
，
﹂
一
位
天
真
又
頑
固
的
英
國
評
論
家
表
示
：
﹁
一
、
兩

千
萬
人
餓
死
，
幾
百
萬
人
在
全
國
的
鄉
鎮
乞
討
或
以
吃
樹
根
為
生
，
都
是
很
正
常
的
。
﹂
一
九
六
四
年
春
天
，
劍
橋

大
學
經
濟
學
的
講
師
暨
英
國
國
家
學
術
院
院
士
瓊
安
．
羅
賓
森
︵Joan R

obinson

︶
來
到
中
國
，
她
補
充
：
﹁
這
次

整
個
國
家
都
被
照
顧
到
了
。
﹂
64

新
的
國
家
把
農
民
的
尊
嚴
視
為
核
心
，
農
民
站
了
起
來
，
憑
他
們
的
力
量
令
黨
治

國
，
而
且
由
於
農
民
，
歷
史
的
過
失
才
能
矯
正
，
但
是
農
民
遭
到
背
叛
、
霸
凌
，
深
受
饑
荒
與
災
難
蹂
躪
。
一
九

六
二
年
後
，
毛
澤
東
指
定
的
繼
承
人
，
中
共
副
主
席
暨
國
家
總
理
劉
少
奇
主
導
新
政
策
，
鬆
綁
控
制
並
允
許
鄉
村

部
分
個
人
企
業
，
饑
荒
因
而
緩
和
。
但
是
摔
了
一
跤
的
毛
澤
東
又
於
過
去
四
年
的
重
創
中
再
添
羞
辱
，
他
發
起
了

﹁
社
會
主
義
教
育
運
動
﹂
。
運
動
期
間
，
再
一
次
地
，
惡
魔
和
個
人
過
去
的
過
錯
又
被
覆
誦
，
而
且
掘
得
更
深
。
65

有

了
對
於
從
前
封
建
制
度
的
怨
念
，
當
下
飢
餓
與
憔
悴
的
痛
苦
就
會
稍
微
緩
和
。

一
項
殘
酷
的
諷
刺
是
，
展
現
新
中
國
國
力
，
並
在
其
他
強
國
中
立
足
的
成
就
，
正
是
是
國
民
黨
原
本
的
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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傲
。
國
民
政
府
的
建
國
計
畫
︵
針
對
國
防
工
業
與
科
技
實
力
︶
真
正
的
繼
承
人
其
實
在
乾
燥
的
庫
魯
克
山
，
新
疆

烏
魯
木
齊
以
南
三
百
二
十
公
里
。
﹁
五
九
六
工
程
﹂
為
紀
念
一
九
五
九
年
六
月
而
命
名
：
當
時
赫
魯
雪
夫
下
令
，
蘇

維
埃
完
全
撤
出
中
國
認
為
韓
戰
之
後
十
分
重
要
的
國
安
計
畫
。
無
論
如
何
，
﹁
救
﹂
中
國
還
是
需
要
科
技
，
光
憑
人

力
和
希
望
救
不
了
中
國
。
雖
然
中
共
於
韓
戰
成
功
牽
制
美
國
，
並
將
一
九
五
三
年
的
南
北
韓
停
戰
協
議
視
為
中
國

的
勝
利
，
中
國
軍
方
學
到
一
個
教
訓
：
他
們
戰
勝
的
技
巧
不
僅
過
時
而
且
不
足
。
人
民
解
放
軍
的
戰
略
壓
倒
聯
合

國
軍
力
，
戰
爭
令
西
方
種
族
歧
視
的
言
論
起
死
回
生
，
稱
其
亞
洲
﹁
游
牧
民
族
﹂
的
威
脅
，
但
是
中
國
的
人
力
損

失
慘
重
：
一
百
萬
人
傷
亡
，
其
中
二
十
萬
陣
亡
。
66

隔
年
發
生
一
九
五
四
年
臺
灣
海
峽
危
機
，
美
國
憑
其
優
越
的
軍

事
科
技
，
信
心
滿
滿
欲
與
中
國
交
戰
，
再
度
敲
響
中
國
的
警
鐘
。

中
國
領
導
階
層
的
現
代
派
與
本
土
派
開
戰
。
現
代
派
想
要
專
業
、
設
備
優
良
的
軍
隊
，
而
本
土
派
對
大
型
動

員
充
滿
信
心
，
認
為
人
民
的
戰
爭
要
由
人
民
的
軍
隊
來
打
。
儘
管
現
代
派
失
勢
，
實
際
上
他
們
的
科
技
計
畫
如
火

如
荼
進
行
。
於
是
一
九
六
四
年
十
月
十
六
日
下
午
三
時
，
中
國
在
新
疆
的
小
隊
引
爆
二
十
公
噸
的
原
子
彈
，
激
起

國
際
之
間
猛
烈
反
彈
。
67

中
國
撐
過
饑
荒
的
歲
月
，
捱
過
蘇
維
埃
援
助
撤
退
；
利
用
歐
洲
與
美
國
的
訓
練
，
拼
湊
可

得
的
破
碎
訊
息
，
靈
機
一
動
，
設
計
出
通
往
十
月
十
六
日
﹁
中
國
人
民
大
勝
利
﹂
的
道
路
。
然
而
，
中
國
的
科
學

家
與
技
師
發
展
這
項
震
驚
世
界
的
武
器
，
可
是
自
力
更
生
、
義
無
反
顧
。
所
以
這
確
實
是
新
中
國
，
一
個
強
壯
的

國
家
，
能
夠
主
導
龐
大
的
資
源
與
人
類
才
智
，
全
心
全
意
專
注
在
一
項
偉
大
的
計
畫
。
這
也
是
一
個
軍
事
的
國

家
，
政
治
野
心
遍
及
全
球
，
對
抗
並
擊
敗
帝
國
主
義
，
敵
人
名
單
越
來
越
多
，
包
括
蘇
聯
，
而
且
中
國
現
在
還
擁

有
核
子
武
器
。

中
國
不
害
怕
戰
爭
。
畢
竟
，
毛
澤
東
不
只
一
次
說
過
嚇
壞
赫
魯
雪
夫
與
其
他
領
袖
的
話
，
當
一
半
的
人
類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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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
子
戰
爭
中
滅
亡
，
一
半
就
會
生
存
；
我
們
會
無
所
不
在
，
而
且
﹁
生
出
比
以
前
更
多
的
小
孩
﹂
，
但
是
﹁
帝
國
主

義
會
被
徹
底
剷
除
﹂
。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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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幼
的
吉
姆
．
巴
拉
德
︵Jim

 B
allard

︶
因
為
剪
刀
而
發
抖
，
那
些
中
國
女
人
手
上
揮
舞
的
金
屬
刀
片
；
讓
他

顫
抖
的
還
有
銳
不
可
擋
的
大
軍
，
排
列
整
齊
、
穩
定
前
進
，
但
是
他
們
完
全
沉
浸
在
自
己
的
世
界
，
呼
喊
著
口

號
，
演
出
思
想
狹
隘
的
革
命
戲
碼
。
這
位
英
國
作
家
一
九
三○

年
出
生
於
上
海
公
共
租
界
，
他
的
父
親
在
那
裡
管

理
一
家
棉
布
印
花
廠
。
一
九
四
五
年
，
他
從
日
本
的
拘
留
營
被
釋
放
後
，
便
離
開
中
國
。
他
的
文
章
兩
次
提
到
兒

時
熟
悉
的
場
景
：
成
排
的
中
國
﹁
除
草
婦
﹂
，
受
雇
到
上
海
人
家
除
草
。
1

他
筆
下
第
一
個
故
事
是
︿
死
亡
的
時
間

地
點
﹀
︵A

 Place and a T
im

e to D
ie

︶
，
於
一
九
六
九
年
秋
天
刊
出
，
正
好
呼
應
了
當
時
進
行
到
第
三
年
的
﹁
無

產
階
級
文
化
大
革
命
﹂
。
2

這
場
動
亂
是
新
中
國
最
龐
大
的
群
眾
運
動
，
對
觀
察
者
的
誘
騙
、
啟
發
與
震
撼
也
是
同

樣
的
規
模
。
對
中
國
舊
時
的
描
述
和
恐
懼
獲
得
新
生
，
而
﹁
黃
禍
﹂
現
在
穿
上
了
紅
色
的
新
裝
。
中
國
從
未
如
此

脆
弱
，
也
從
未
如
此
危
險
、
自
信
、
無
法
預
測
。

巴
拉
德
的
故
事
裡
﹁
大
批
人
馬
﹂
︵
一
支
約
百
萬
人
的
軍
隊
︶
來
到
一
個
不
知
名
的
村
莊
，
而
這
個
村
莊
位
在

已
被
征
服
大
半
的
大
陸
上
︵
這
個
大
陸
或
許
就
是
北
美
洲
︶
。
兩
個
男
人
準
備
賭
上
生
命
保
衛
村
莊
，
卻
發
現
自
己

被
推
擠
到
一
旁
。
﹁
敲
鑼
大
喊
的
士
兵
﹂
蜂
擁
而
來
，
對
他
們
視
若
無
睹
：

裡
頭
還
有
沒
拿
武
器
也
沒
拿
救
生
帶
的
平
民
百
姓
，
女
人
手
上
拿
著
一
本
紅
色
的
小
冊
子
。
他
們
高
舉
著
黨

的
領
袖
或
將
軍
的
大
張
照
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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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們
對
我
們
沒
興
趣
！
一
點
兒
興
趣
也
沒
有
！
﹂
其
中
一
個
男
人
終
於
瞭
解
，
那
些
人
快
速
經
過
，
或
是
包

圍
住
他
，
對
著
他
滔
滔
不
絕
，
卻
似
乎
沒
有
真
正
注
意
到
他
的
存
在
。
他
們
腦
中
滿
是
唯
我
主
義
的
狂
熱
，
正
在

執
行
一
場
宣
傳
行
動
，
由
革
命
的
憤
怒
與
熱
情
交
織
而
成
。
之
後
巴
拉
德
在
他
的
自
傳
小
說
︽
太
陽
的
帝
國
︾

︵Em
pire of the Sun

︶
會
將
他
的
回
憶
訴
說
得
更
清
楚
。
書
中
寫
道
，
一
九
一
四
年
，
十
一
歲
的
巴
拉
德
看
著
在
草

地
上
工
作
的
女
人
，
當
他
﹁
太
靠
近
她
們
的
時
候
，
總
會
感
到
一
絲
恐
懼
而
不
禁
顫
抖
﹂
，
因
為
﹁
他
可
以
想
像
，

如
果
他
昏
倒
、
擋
到
她
們
的
路
，
會
發
生
什
麼
事
﹂
。
房
屋
的
主
人
跟
他
說
了
一
個
古
老
傳
說
，
中
國
人
多
到
可
以

從
北
極
排
到
南
極
。
小
男
孩
問
：
﹁
他
們
可
以
除
掉
全
世
界
的
草
？
﹂
主
人
回
答
：
﹁
你
要
那
麼
說
也
可
以
。
﹂

除
掉
全
世
界
的
草—

一
九
六
九
年
年
底
，
中
國
看
起
來
確
實
向
全
世
界
宣
戰
，
也
對
自
己
宣
戰
，
而
上
海

就
是
這
場
新
鬥
爭
的
總
部
。
一
九
六
九
年
十
一
月
以
後
，
毛
澤
東
以
上
海
或
上
海
周
遭
為
據
點
，
長
達
八
個
月
。

一
九
六
五
年
十
一
月
十
日
，
新
鬥
爭
鳴
放
的
第
一
炮
就
在
上
海—

一
篇
刊
登
在
︽
文
匯
報
︾
上
、
針
對
某
齣
戲

劇
所
撰
的
文
章
。
一
九
六
七
年
一
月
，
革
命
者
的
﹁
人
民
公
社
﹂
推
翻
市
政
廳
，
接
管
這
座
城
市
。
接
下
來
，
全

國
城
市
裡
進
行
的
改
革
運
動
紛
紛
由
這
種
團
體
主
導
，
尤
其
是
前
上
海
演
員
藍
蘋
，
現
在
的
名
字
是
江
青
，
也
是

毛
澤
東
的
妻
子
。
這
個
祕
密
團
體
與
毛
澤
東
將
是
主
要
人
物
，
從
那
些
被
指
控
將
國
家
回
歸
資
本
主
義
的
人
手
中

奪
回
控
制
權
。
但
是
，
上
海
仍
是
中
國
國
際
化
的
首
都
，
過
去
曾
被
賦
予
新
的
生
命—

在
中
蘇
決
裂
之
前
，
經

過
與
東
歐
共
產
集
團
強
烈
的
互
動
，
明
顯
增
添
許
多
東
歐
風
情
。
這
個
城
市
渾
身
是
傷
，
但
其
世
界
主
義
還
是
比

中
國
其
他
地
方
還
要
強
烈
，
因
此
成
為
明
顯
的
目
標
。

這
個
國
家
從
未
如
一
九
六
六
至
六
九
年
這
段
期
間
那
般
好
戰
：
中
國
在
香
港
對
上
英
國
，
在
澳
門
對
上
葡
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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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
；
將
大
批
武
器
輸
入
北
越
，
又
派
遣
建
設
軍
旅
及
空
軍
防
禦
部
隊
；
在
緬
甸
與
柬
埔
寨
醞
釀
革
命
運
動
；
與
蘇

聯
斷
斷
續
續
在
邊
界
交
戰
。
在
海
外
，
任
何
私
下
與
中
國
外
交
官
接
觸
的
人
，
都
會
獲
得
革
命
的
文
宣
和
裝
備

︵
源
源
不
絕
的
徽
章
、
書
籍
、
手
冊
︶
，
激
進
分
子
也
會
拿
到
現
金
。
中
國
在
境
內
訓
練
游
擊
隊
和
革
命
幹
部
，
並

派
遣
顧
問
到
海
外
。
城
裡
的
廣
場
和
體
育
場
盡
是
譴
責
帝
國
主
義
與
修
正
主
義
的
大
型
集
會
。
約
一
百
萬
人
︵
大

批
人
馬
︶
一
度
遊
行
經
過
英
國
在
北
京
的
使
館
區
，
而
好
戰
的
青
年
﹁
紅
衛
兵
﹂
接
著
搗
亂
並
放
火
焚
燒
代
辦
處

以
及
部
分
蘇
聯
大
使
館
。
其
他
被
圍
攻
的
大
使
館
還
有
印
尼
、
蒙
古
與
印
度
等
。
印
度
、
法
國
、
英
國
與
蘇
聯
的

外
交
官
及
其
家
人
遭
到
粗
暴
對
待
，
而
中
國
外
交
官
和
學
生
在
倫
敦
、
仰
光
、
巴
黎
、
莫
斯
科
和
雅
加
達
與
當
地

維
安
警
力
衝
突
。
由
於
這
些
事
件
，
許
多
國
家
與
中
國
切
斷
了
外
交
關
係
。
在
北
京
街
頭
，
外
國
領
袖
的
肖
像
被

高
高
掛
起
並
點
火
焚
燒
，
這
毫
無
意
外
地
也
是
這
齣
憤
怒
戲
碼
的
橋
段
之
一
。
3

但
是
，
這
些
作
為
與
其
說
是
政
策
執
行
，
不
如
說
是
裝
飾
用
的
憤
怒
；
事
實
上
，
大
部
分
時
候
幾
乎
沒
有
政

策
可
言
，
而
只
是
反
覆
提
出
針
對
中
國
革
命
敵
人
的
辯
論
。
這
麼
做
的
原
因
是
要
將
政
治
轉
向
階
級
鬥
爭
，
以
及

刻
意
減
少
所
有
外
交
活
動
；
一
九
六
七
年
一
月
，
中
國
外
交
部
被
激
進
左
派
占
領
後
癱
瘓
。
萬
隆
外
交
成
功
後
，

中
國
政
府
積
極
追
求
第
三
世
界
國
際
主
義
，
並
於
一
九
六
四
年
達
到
高
峰
，
接
著
又
分
裂
。
中
國
曾
經
與
許
多
外

國
政
權
建
立
團
結
關
係
，
同
時
卻
又
積
極
支
持
共
產
主
義
的
政
黨
來
推
翻
這
些
外
國
政
權
，
於
是
友
邦
紛
紛
遠
離

這
個
夥
伴
。
中
國
與
其
他
共
產
黨
雖
有
兄
弟
情
誼
，
卻
無
法
輕
易
與
外
交
政
策
結
合
。
從
尼
赫
魯
︵N

ehru

︶
在
一

九
五
四
年
拜
訪
北
京
之
後
開
始
，
毛
澤
東
曾
與
印
度
領
導
人
有
過
幾
次
溫
馨
的
會
面
。
毛
澤
東
在
第
一
次
會
面
時

表
示
：
﹁
儘
管
我
們
的
意
識
型
態
與
社
會
系
統
存
在
差
異
，
卻
有
個
凌
駕
差
異
的
共
同
點
：
我
們
都
必
須
克
服
帝
國

主
義
。
﹂
但
尼
赫
魯
所
謂
那
段
﹁
因
外
國
統
治
所
受
折
磨
的
共
同
經
驗
﹂
，
以
及
國
家
發
展
面
對
的
相
同
挑
戰
，
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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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
防
止
未
決
的
邊
界
問
題
，
並
在
一
九
六
二
年
導
致
中
印
戰
爭
。
4

一
九
六
三
年
四
月
，
當
時
的
中
國
國
家
元
首
劉

少
奇
正
式
訪
問
印
尼
，
轟
動
海
內
外
，
但
是
強
大
的
印
尼
共
產
黨
在
一
九
六
五
年
九
月
竟
搞
砸
了
一
場
政
變
，
在

秋
後
算
帳
中
約
有
五
十
萬
人
遭
屠
殺
，
其
中
多
數
是
印
尼
華
人
。
周
恩
來
於
一
九
六
四
年
出
訪
非
洲
首
都
，
卻
因

為
被
懷
疑
中
國
的
意
圖
不
軌
，
結
果
狼
狽
作
收
。
一
九
六
五
年
，
他
在
坦
尚
尼
亞
表
示
非
洲
﹁
已
時
機
成
熟
，
可

以
革
命
﹂
，
卻
敲
響
中
國
第
三
世
界
外
交
的
喪
鐘
。
原
訂
的
第
二
次
萬
隆
會
議
隨
後
被
取
消
。
5

中
國
還
是
擁
有
阿

爾
巴
尼
亞
這
位
朋
友
，
但
他
們
除
了
口
頭
上
支
持
，
其
他
什
麼
動
作
也
沒
有
。

儘
管
如
此
，
中
國
在
譴
責
敵
人
的
世
界
時
，
主
軸
始
終
如
一
：
反
對
帝
國
主
義
。
而
且
不
僅
國
內
說
詞
如

此
，
中
國
對
外
從
頭
到
尾
也
將
自
己
視
為
世
界
革
命
的
中
心
與
總
部
，
自
居
仍
在
鬥
爭
中
的
海
外
國
家
應
該
學
習

的
對
象
。
然
而
，
中
國
無
論
如
何
反
對
美
國
干
涉
越
南
、
多
明
尼
加
共
和
國
、
以
阿
戰
爭
，
或
當
時
任
何
正
在
進

行
的
戰
爭
，
過
去
的
未
竟
之
業
仍
然
存
在
：
中
國
南
方
海
岸
有
兩
個
被
外
國
控
制
的
小
據
點
，
也
就
是
一
八
六○

年
與
沙
俄
簽
訂
的
條
約
，
以
及
一
九
一
四
年
與
英
屬
印
度
和
西
藏
簽
訂
的
︽
西
姆
拉
條
約
︾
所
留
下
的
邊
界
問

題
。
即
使
新
政
權
已
經
執
政
了
十
七
年
，
革
命
前
的
文
化
、
遺
物
、
證
據
仍
然
無
所
不
在
。
俄
國
留
下
的
後
遺
症

則
隱
藏
在
中
蘇
意
識
型
態
的
分
歧
，
以
及
中
國
第
二
常
見
的
說
詞
﹁
反
對
修
正
主
義
﹂
之
中
。

真
實
的
外
交
政
策
亂
作
一
團
，
中
國
好
戰
的
毛
澤
東
主
義
反
而
大
受
全
球
歡
迎
。
這
可
能
是
現
代
時
期
中
國

最
成
功
的
單
一
文
化
輸
出
，
勝
過
任
何
哲
學
與
政
治
思
想
。
大
批
毛
澤
東
主
義
專
家
繼
承
了
他
們
在
一
九
五○

年

代
的
政
治
同
路
人
，
攜
帶
經
典
的
﹁
小
紅
書
﹂
︵
︽
毛
主
席
語
錄
︾
︶
，
前
往
﹁
倫
敦
、
巴
黎
、
羅
馬
、
柏

林
﹂—

如
同
一
九
六
八
年
英
國
左
派
的
口
號—

也
去
了
美
國
、
日
本
、
澳
洲
；
此
外
，
他
們
還
去
了
阿
魯
沙

︵A
rusha

︶
、
納
薩
爾
巴
里
︵N

axalbari

︶
、
阿
亞
庫
喬
︵A

yacucho

︶
、
地
拉
那
︵T

irana

︶
，
產
生
更
有
破
壞
力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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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
響
︵
譯
注
：
分
別
位
於
坦
尚
尼
亞
、
印
度
、
祕
魯
、
阿
爾
巴
尼
亞
︶
。
他
們
的
影
響
轉
為
坦
尚
尼
亞
總
統
尼
雷
爾

︵Julius N
yerere

︶
的
烏
賈
瑪
計
畫
︵ujam

aa developm
ent

，
譯
注
：
將
銀
行
與
企
業
國
有
化
、
建
立
農
業
集
體
公

社
，
以
追
求
社
會
平
等
︶
、
西
孟
加
拉
邦
的
納
薩
爾
起
義
︵N

axalite

，
譯
注
：
印
度
共
產
黨
的
起
義
︶
，
以
及
祕
魯

的
光
明
之
路
叛
變
︵Sendero L

um
inoso

，
譯
注
：
祕
魯
共
產
黨
叛
變
︶
；
當
然
，
阿
爾
巴
尼
亞
也
是
。
6

追
趕
毛

澤
東
主
義
風
潮
的
人
會
成
為
時
髦
的
左
派
︵
或
單
純
只
是
時
髦
︶
，
但
是
極
端
且
真
正
的
毛
澤
東
主
義
叛
變
在
二○

一
七
年
仍
然
低
迴
不
去
。

從
未
有
哪
齣
戲
劇
的
評
價
具
有
如
此
震
撼
的
影
響
。
這
場
動
亂
的
開
頭
只
是
抨
擊
一
齣
戲
，
批
評
那
是
一
株

﹁
大
毒
草
﹂
。
︽
海
瑞
罷
官
︾
根
本
說
不
上
是
部
好
戲
，
但
其
創
作
的
動
機
是
出
於
政
治
，
而
非
戲
劇
本
身
。
作
者
吳

晗
是
中
國
主
要
的
明
朝
歷
史
學
家
，
一
九
六○

年
受
北
京
京
劇
團
委
託
著
作
這
齣
戲
，
以
協
助
矯
正
大
躍
進
期
間

各
級
官
員
虛
報
成
績
的
現
象
。
海
瑞
是
明
朝
官
員
，
由
於
剛
正
不
阿
而
遭
到
罷
官
下
獄
。
毛
澤
東
要
幹
部
效
法
海

瑞
，
誠
實
提
報
問
題
，
正
確
提
供
資
料
，
不
要
害
怕
後
果
。
然
而
，
到
了
一
九
六
四
年
，
毛
澤
東
和
其
他
人
開
始

認
為
吳
晗
的
戲
中
暗
藏
了
批
評
。
從
這
個
角
度
詮
釋
，
海
瑞
這
個
角
色
代
表
的
是
韓
戰
英
雄
與
資
深
共
產
黨
領
導

彭
德
懷
元
帥
。
一
九
五
九
年
彭
德
懷
反
對
大
躍
進
，
便
在
毛
澤
東
的
命
令
之
下
遭
受
迫
害
。
這
齣
旨
在
說
教
的

戲
，
正
好
成
了
毛
澤
東
的
藉
口
，
對
抗
那
些
領
導
階
層
中
被
他
當
成
敵
手
的
人
。
這
些
人
為
了
復
甦
饑
荒
之
後
的

經
濟
，
減
緩
了
大
躍
進
中
某
些
極
端
社
會
主
義
的
措
施
。
江
青
以
毛
澤
東
密
使
的
身
分
到
上
海
找
人
寫
好
文
章
，

而
毛
澤
東
本
人
則
親
手
修
訂
了
草
稿
。
7

吳
晗
只
是
個
次
要
目
標
。
中
共
的
領
導
階
層
之
中
出
現
了
政
策
上
的
歧
異
，
有
些
領
導
追
求
實
用
、
程
序
化

的
發
展
模
型
，
而
毛
澤
東
認
為
那
樣
勢
必
導
致
黨
的
腐
敗
，
最
終
也
會
使
得
階
級
鬥
爭
的
手
段
被
捨
棄
。
另
一
方



351　　第 10章 　怪物與惡魔

面
，
毛
澤
東
也
相
當
敏
感
：
一
九
六
四
年
十
月
，
赫
魯
雪
夫
被
蘇
維
埃
政
治
局
的
同
事
罷
免
，
而
他
認
為
赫
魯
雪

夫
被
罷
免
的
理
由
也
可
能
會
被
套
用
到
自
己
身
上—

赫
魯
雪
夫
遭
控
反
覆
無
常
、
指
示
﹁
不
切
實
際
的
計
畫
﹂
、

個
人
凌
駕
於
集
體
領
導
之
上
︵
毛
澤
東
對
彭
德
懷
的
攻
擊
，
恰
恰
就
屬
於
此
類
作
為
︶
。
吳
晗
是
清
華
大
學
的
教

授
，
但
他
也
是
北
京
市
政
府
的
官
員
，
而
打
擊
吳
晗
就
等
於
間
接
打
擊
北
京
市
長—

也
就
是
黨
內
的
資
深
要
角

彭
真
。
此
舉
預
示
了
範
圍
更
廣
的
全
國
性
動
盪—

期
間
，
毛
澤
東
動
員
沒
有
權
力
的
平
民
發
起
批
評
，
攻
擊
反

對
他
的
人
，
並
推
翻
領
導
階
層
的
菁
英—

他
們
曾
擁
有
革
命
的
精
神
與
個
性
，
但
現
在
手
握
大
權
，
享
受
勝

利
，
反
而
過
得
太
舒
適
了
。
至
少
，
這
是
毛
澤
東
的
構
想
。
如
此
一
來
，
從
未
嘗
過
革
命
滋
味
的
新
世
代
就
能
體

驗
到
鬥
爭
，
新
的
領
導
也
會
從
全
國
大
眾
中
崛
起
。
﹁
歷
史
上
，
後
進
總
是
更
為
積
極
。
﹂
一
九
六
四
年
，
毛
澤
東

告
訴
一
位
法
國
來
訪
的
政
客
：
﹁
這
也
是
為
什
麼
年
輕
人
會
超
越
我
們
。
﹂
8

對
吳
晗
的
批
判
蔓
延
開
來
，
彭
真
也

因
為
保
護
屬
下
而
遭
到
攻
擊
：
黨
內
的
領
導
階
層
開
始
分
裂
。
中
國
共
產
黨
已
經
鞏
固
的
國
家
結
構
中
，
現
在
被

丟
下
了
一
顆
原
子
彈
；
但
毛
澤
東
分
析
，
黨
的
力
量
也
是
革
命
分
子
的
巨
大
弱
點
，
因
為
黨
的
力
量
會
加
速
自

滿
，
促
進
反
革
命
。

實
踐
上
，
這
意
味
了
黨
的
領
導
階
層
和
各
層
級
官
員
即
將
面
對
來
自
反
對
者
的
激
進
叛
亂
：
他
們
攻
擊
公
認

的
菁
英
，
攻
擊
彼
此
，
攻
擊
軍
隊
。
面
對
這
些
攻
擊
，
他
們
最
初
的
反
應
就
是
主
動
取
得
控
制
權
：
派
出
﹁
工
作

隊
﹂
展
開
調
查
、
批
評
自
己
部
門
的
員
工
，
挑
出
政
治
背
景
薄
弱
這
種
容
易
的
目
標
，
或
是
一
九
五
七
年
被
貼
上

﹁
右
派
﹂
標
籤
的
人
。
但
毛
澤
東
一
聲
令
下
，
就
破
解
了
這
些
戰
術
。
一
九
六
六
年
八
月
五
日
，
更
激
進
的
派
系
接

獲
毛
澤
東
的
指
令
，
展
開
更
廣
大
的
造
反
，
如
毛
澤
東
所
言
的
﹁
砲
打
司
令
部
﹂
。
新
的
革
命
團
體
攻
擊
工
作
隊
、

占
領
政
府
機
關
、
搜
走
檔
案
，
也
在
大
型
遊
行
中
，
拉
著
剛
被
廢
黜
的
領
導
遊
街
，
粗
魯
地
對
待
並
批
鬥
他
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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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
的
最
高
層
批
准
了
暴
力
的
使
用
。

大
型
叛
亂
變
成
年
輕
人
的
叛
亂
。
學
校
學
生
自
己
組
成
﹁
紅
衛
兵
﹂
，
不
只
批
鬥
，
有
時
甚
至
殺
害
他
們
的
老

師
；
他
們
成
群
結
隊
，
掃
蕩
被
指
控
為
階
級
敵
人
的
住
家
；
鄰
居
監
禁
鄰
居
；
﹁
富
農
﹂
、
﹁
地
主
﹂
和
所
有
其
他

階
級
敵
人
與
反
革
命
分
子
再
度
被
拖
出
去
毒
打
、
關
押
、
殺
害
。
數
不
盡
的
人
自
殺
。
鄉
村
地
區
也
發
生
大
屠

殺
，
許
多
人
甚
至
證
實
了
食
人
事
件
：
加
害
人
吃
掉
被
害
人
的
器
官
和
血
肉
。
數
個
主
要
城
市
上
演
了
叛
亂
分
子

和
軍
人
之
間
的
激
戰
，
他
們
拿
出
長
矛
、
棍
棒
、
長
槍
，
也
有
坦
克
、
大
砲
，
甚
至
戰
機
。
中
國
國
家
主
席
劉
少

奇
在
獄
中
死
於
醫
療
疏
忽
，
彭
德
懷
也
是
。
在
殘
暴
的
破
﹁
四
舊
﹂
運
動
中—

舊
思
想
、
舊
文
化
、
舊
風
俗
、

舊
習
慣—

中
國
的
文
化
遺
產
遭
到
蹂
躪
。
寺
廟
和
遺
址
、
文
物
、
書
籍
、
藝
術
品
無
不
被
人
丟
棄
、
焚
燒
、
搗

毀
。

數
十
萬
戶
住
家
遭
到
洗
劫
；
為
了
消
滅
過
去
的
證
據
，
人
們
急
忙
破
壞
自
己
的
物
品
，
或
賣
出
，
或
丟
棄
。

眾
人
排
隊
丟
掉
書
籍
或
個
人
文
件
，
使
得
紙
張
回
收
業
在
這
段
期
間
大
為
興
盛
。
上
萬
人
被
列
為
﹁
地
主
﹂
，
又
被

貼
上
其
他
的
﹁
壞
﹂
標
籤
，
被
趕
出
城
裡
的
住
處
，
被
迫
搬
回
鄉
下
老
家
。
至
少
有
一
百
五
十
萬
人
被
殺
或
自

殺
，
多
數
都
集
中
在
一
九
六
七
至
七
一
年
間
。
非
常
多
人
終
身
殘
廢
；
上
萬
人
在
接
續
的
暴
力
浪
潮
之
中
經
歷
了

恐
嚇
、
虐
待
。
9

對
許
多
觀
察
者
與
許
多
牽
連
其
中
的
人
而
言
，
文
革
彷
彿
一
場
大
型
的
集
體
發
狂
，
充
滿
了
錯
亂
的
幻
想
又

撲
朔
迷
離
，
彷
彿
墜
入
無
底
深
淵
。
還
能
用
什
麼
方
式
去
描
述
一
場
國
家
將
自
己
當
作
祭
品
的
政
治
行
動
呢
？
在

這
場
行
動
當
中
，
佛
像
戴
上
高
帽
，
然
後
縱
火
焚
燒
；
這
場
行
動
當
中
，
北
京
的
家
貓
被
大
肆
捕
殺
，
然
後
﹁
把

前
腳
綁
在
一
起
，
擺
在
路
邊
。
﹂
10

然
而
，
爆
發
之
後
，
許
多
推
動
這
場
叛
亂
的
人
，
是
那
些
未
受
影
響
、
野
心
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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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
與
惴
惴
不
安
的
人
。
他
們
心
生
害
怕
與
不
滿
，
不
斷
改
變
結
盟
。
其
中
包
括
共
產
黨
官
員
的
孩
子
。
那
些
官
員

在
新
的
政
治
制
度
中
飛
黃
騰
達
，
他
們
的
孩
子
卻
走
向
發
動
攻
擊
一
途
，
以
保
護
自
己
、
自
己
的
福
利
與
未
來
的

工
作
。
同
時
，
在
上
海
，
許
多
年
輕
工
人
發
現
﹁
後
大
躍
進
﹂
時
期
的
經
濟
調
整
，
將
使
他
們
面
臨
飯
碗
不
保
與

生
活
品
質
下
降
的
窘
況
。
他
們
無
法
如
老
一
輩
那
樣
享
有
較
優
渥
的
薪
資
特
權
，
這
些
不
滿
導
致
城
裡
工
廠
或
磨

坊
的
草
根
階
層
起
身
造
反
、
對
抗
現
況
。
實
際
上
，
幾
乎
無
人
倖
免
；
選
對
邊
站
的
重
要
性
攸
關
性
命
。

文
革
也
像
一
場
嘉
年
華
。
許
多
方
面
而
言
，
起
了
解
放
與
活
絡
的
作
用
。
平
日
對
於
年
齡
、
地
位
與
性
別
嚴

格
的
限
制
，
此
時
戲
劇
性
地
迅
速
鬆
綁
；
年
輕
人
周
遊
中
國
，
免
費
搭
乘
大
幅
擴
張
的
鐵
路
系
統
，
﹁
交
流
鬥
爭
經

驗
﹂
。
他
們
湧
入
北
京
︵
根
據
報
告
，
一
九
六
六
年
八
月
之
後
，
北
京
在
四
個
月
內
湧
進
了
一
千
一
百
萬
人
︶
。
11

光

明
從
層
層
紀
律
當
中
釋
放
：
他
們
在
這
段
旅
程
見
識
鄉
村
、
激
情
、
性
、
個
人
探
索
，
淺
嘗
權
利
與
尊
重
的
滋

味
。
12

嘉
年
華
的
黑
暗
不
可
避
免
地
與
光
明
交
織
：
暴
力
、
殘
酷
、
殺
戮
、
偏
執
、
排
斥
與
所
有
社
會
關
係
的
崩

毀
。
到
處
都
是
犯
罪
與
欺
凌
的
機
會
。
北
京
理
所
當
然
地
臭
氣
熏
天
，
因
為
其
衛
生
基
礎
建
設
無
法
應
付
瞬
間
暴

漲
的
人
流
。
上
百
萬
人
帶
著
腦
膜
炎
的
病
菌
移
動
，
導
致
十
六
萬
人
死
於
某
次
疫
情
爆
發
。
13

這
些
革
命
青
年
達
到

目
的
後
，
最
終
竟
是
遭
到
狠
心
背
叛
。
一
九
六
八
年
末
，
開
始
鎮
壓
這
些
革
命
青
年
，
多
數
是
以
暴
力
鎮
壓
。
整

個
﹁
失
落
﹂
世
代
的
生
命
與
生
涯
都
被
扭
曲
侮
辱
。
但
對
許
多
涉
入
其
中
的
人
，
尤
其
是
年
輕
人
，
雖
然
風
暴
依

然
持
續
，
他
們
仍
活
在
喜
悅
的
曙
光
之
中
：
中
國
似
乎
還
掌
握
在
他
們
手
中
，
準
備
重
新
由
他
們
打
造
。

但
說
真
的
，
還
剩
下
什
麼
事
情
可
做
？
新
中
國
還
有
什
麼
沒
有
得
到
？
以
上
海
的
市
容
為
例
，
上
海
正
在
準

備
革
命
十
周
年
紀
念
，
城
市
全
新
的
尊
嚴
展
現
了
勝
利
的
姿
態
，
對
照
屈
辱
的
過
去
，
此
時
已
然
改
頭
換
面
。
14

原

來
閒
人
不
准
進
入
的
上
海
跑
馬
總
會
，
現
在
是
人
民
公
園
，
工
人
可
以
在
新
造
的
湖
上
划
船
。
從
前
是
﹁
經
濟
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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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主
義
起
點
﹂
的
外
灘
，
現
在
是
﹁
美
麗
寬
闊
﹂
的
休
閒
場
所
，
供
人
民
使
用
，
而
外
國
士
兵
與
帝
國
主
義
者
的

雕
像
，
例
如
巴
夏
禮
爵
士
︵Sir H

arry Parkes

，
譯
注
：
一
八
二
八—

一
八
八
五
年
，
英
國
外
交
官
，
一
八
四
一
年

來
到
中
國
，
參
與
中
國
事
務
長
達
二
十
年
︶
，
不
再
看
守
這
個
地
方
。
從
前
不
讓
﹁
華
人
與
狗
﹂
進
入
的
河
岸
公

園
，
現
在
可
見
住
在
附
近
的
退
休
老
人
坐
著
與
孫
子
聊
天
。
﹁
站
起
來
﹂
的
上
海
人
民
，
也
從
一
九
二
五
年
五
卅
事

件
的
犯
人
手
中
收
回
南
京
路
。
工
人
不
再
住
在
低
矮
的
棚
屋
裡
，
而
是
住
在
示
範
房
屋
，
而
且
引
發
瘟
疫
的
露
天

水
溝
也
被
移
除
。
這
個
城
裡
的
人
已
經
洗
去
﹁
殖
民
者
潑
灑
的
汙
穢
與
惡
臭
﹂
。

上
海
是
座
經
過
磨
練
的
城
市
。
﹁
沾
滿
中
國
人
民
血
汗
的
帝
國
主
義
逸
園
﹂
，
已
經
改
建
為
可
容
納
一
萬
四
千

人
的
文
化
廣
場
。
狗
兒
不
再
追
逐
﹁
電
動
兔
子
﹂
；
改
由
新
西
伯
利
亞
的
芭
蕾
舞
者
在
那
裡
表
演
。
曾
被
說
成
﹁
色

情
﹂
電
影
，
例
如
雷
根
︵R

onald R
eagan

︶
主
演
的
︽
寶
馬
名
姬
︾
︵Stallion R

oad

︶
，
不
再
在
那
裡
上
演
、
毒
害

青
年
；
﹁
猥
褻
﹂
與
﹁
反
對
政
府
﹂
的
雜
誌
都
被
教
育
材
料
取
代
。
外
國
樂
手
不
在
仙
樂
斯
的
舞
廳
演
奏
﹁
淫
穢
﹂

音
樂
，
取
而
代
之
的
是
上
海
評
彈
團
的
傳
統
歌
曲
和
弦
樂
。
一
切
都
非
常
值
得
，
而
且
令
人
讚
嘆
。
褪
去
老
舊
又

﹁
不
公
平
的
皮
﹂
，
﹁
罪
惡
之
城
﹂
已
然
清
洗
乾
淨
而
且
煥
然
一
新
。
不
過
，
生
氣
蓬
勃
、
非
官
方
的
世
界
仍
然
留
存

了
下
來
。
香
港
製
作
的
電
影
與
時
尚
仍
然
低
調
地
流
行
，
而
且
頗
具
影
響
力
。
然
而
，
很
多
人
自
願
成
群
結
隊
離

開
上
海
，
其
實
也
不
令
人
訝
異
。

針
對
地
域
平
衡
的
產
業
發
展
策
略
，
促
使
工
業
與
企
業
搬
遷
，
帶
動
上
萬
人
接
受
西
北
或
滿
洲
的
工
作
。
15

並

非
所
有
人
都
自
願
前
往
，
但
也
並
非
所
有
人
都
是
被
徵
召
的
。
中
國
共
產
黨
執
政
後
，
上
海
是
他
們
最
大
的
挑

戰
。
他
們
老
早
就
在
討
論
遷
移
上
海
的
產
業
，
此
舉
目
的
有
數
個
：
幫
助
中
國
其
他
地
區
發
展
；
減
少
資
源
過
度

集
中
某
一
地
區
的
安
全
問
題
︵
而
且
是
沿
岸
地
區
︶
，
並
打
破
這
個
危
險
且
曾
經
妥
協
過
的
城
市
獨
大
的
勢
力
。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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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
產
業
真
的
遷
移
了—

一
九
五
五
至
六○

年
間
，
一
百
四
十
五
座
工
廠
完
全
搬
走—

而
且
上
海
還
不
是
第
一

個
五
年
計
畫
的
優
先
執
行
地
區
。
儘
管
如
此
，
企
業
持
續
搬
遷
，
而
且
上
海
某
些
人
確
實
﹁
被
﹂
搬
走
了
。
早
在

一
九
五
一
年
，
上
海
的
大
學
畢
業
生
就
被
強
力
導
向
中
國
其
他
地
方
就
業
。
一
九
五
二
年
九
月
，
一
個
廣
受
歡
迎

的
一
千
兩
百
人
戲
班
離
開
上
海
，
前
往
滿
洲
支
援
韓
戰
。
一
九
五○

年
代
，
上
萬
人
被
送
到
新
疆
和
中
國
西
部
其

他
省
分
。
一
九
六
三
至
六
六
年
，
七
萬
名
青
年
前
往
新
疆
，
另
外
十
萬
名
則
去
了
其
他
鄉
村
。
16

這
是
國
家
政
策
，

但
上
海
又
特
別
是
主
要
的
目
標
。

另
一
批
離
開
上
海
的
人
，
他
們
的
目
的
地
非
常
不
同—

香
港
。
一
九
四
五
年
至
五
一
年
間
，
邊
境
管
理
開

始
實
施
的
時
候
，
有
一
百
四
十
萬
名
難
民
居
留
在
殖
民
地
，
在
接
下
來
的
十
年
間
，
至
少
又
有
四
十
二
萬
人
過

去
。
17

到
了
一
九
六
一
年
，
難
民
中
估
計
有
十
萬
人
來
自
上
海
。
一
大
群
人
帶
著
他
們
的
資
產
、
技
術
和
人
脈
；
有

些
人
把
他
們
的
事
業
搬
到
這
裡
，
其
他
人
把
船
運
的
利
益
轉
移
過
來
。
其
中
幾
個
上
海
最
重
要
且
資
深
的
企
業
家

族
，
對
於
香
港
戰
後
發
展
迅
速
的
工
業
化
貢
獻
良
多
，
最
明
顯
的
是
紡
織
業
，
根
本
成
了
﹁
上
海
飛
地
﹂
。
他
們
投

資
從
海
外
購
入
的
新
工
廠
；
一
九
四○

年
代
末
期
政
治
因
素
引
發
的
通
貨
膨
脹
，
以
及
對
中
國
的
貿
易
禁
令
，
導

致
許
多
設
備
囤
積
在
倉
庫
，
此
時
正
好
派
上
了
用
場
。
上
海
資
本
飛
往
香
港
的
顛
峰
期
是
一
九
四
八
至
四
九
年
，

但
在
共
產
黨
掌
權
後
，
若
情
況
允
許
，
仍
然
遮
遮
掩
掩
地
繼
續
這
麼
做
。
大
多
數
難
民
沒
什
麼
家
當
好
帶
，
但
隨

著
香
港
經
濟
快
速
起
飛
，
那
些
新
的
磨
坊
與
上
百
座
新
工
廠
，
都
需
要
勞
工
。
這
波
快
速
流
進
的
人
潮
，
對
殖
民

地
的
基
礎
建
設
造
成
莫
大
壓
力
，
但
也
加
速
了
香
港
的
成
長
。

﹁
外
觀
看
來
沒
什
麼
改
變
。
﹂
一
九
六
六
年
六
月
，
即
將
離
開
上
海
的
英
國
領
事
評
論
：
﹁
那
些
帝
國
主
義
的

建
築
依
然
佇
立
在
外
灘
。
﹂
18

但
從
前
在
裡
面
的
人
都
走
了
。
自
一
九
三○

年
代
末
起
，
面
對
國
民
政
府
的
法
令
、



滾出中國　　356

遲
早
要
讓
渡
的
治
外
法
權
、
日
本
侵
略
等
因
素
，
英
國
設
立
的
中
國
公
司
本
就
開
始
逐
一
重
新
註
冊
到
別
處
，
但

在
一
九
四
五
年
之
後
，
速
度
又
更
快
了
。
香
港
的
文
化
截
然
不
同
，
部
分
由
於
中
國
通
商
口
岸
的
地
位
，
部
分
由

於
英
國
殖
民
的
影
響
，
儘
管
如
此
，
對
於
兩
萬
三
千
名
住
在
那
裡
的
英
國
人
來
說
，
香
港
是
在
中
英
僑
熟
悉
的
地

方
。
依
傍
水
岸
的
是
同
一
家
銀
行
︵
而
且
門
口
也
有
銅
獅
守
護
︶
；
在
市
中
心
玩
板
球
，
在
跑
馬
地
舉
辦
賽
馬
；
去

慣
了
上
海
夜
總
會
的
居
民
，
也
能
接
受
改
去
香
港
夜
總
會
。
他
們
在
上
海
習
慣
了
浮
誇
的
英
國
官
員
生
活
，
在
香

港
也
過
得
沒
有
什
麼
不
同
，
而
且
更
加
棒
得
不
得
了
的
是
，
香
港
有
自
己
的
總
督
和
圍
繞
在
總
督
身
邊
的
儀
式
。

一
九
六
三
年
開
始
，
也
有
了
賽
狗
場—

雖
然
是
在
澳
門
，
但
澳
門
也
有
許
多
賭
場
，
讓
放
逐
的
日
子
因
而
增
色

許
多
。留

在
中
國
本
土
的
外
國
人
非
常
少
。
一
九
六
四
年
，
原
為
外
國
社
群
數
量
最
多
的
俄
國
居
民
，
減
少
到
一
千

三
百
二
十
六
人
，
多
半
都
住
在
新
疆
。
一
九
六
五
年
初
，
上
海
有
兩
千
七
百
三
十
名
外
國
人
，
但
其
中
兩
千○

九

十
二
名
是
來
自
非
洲
、
亞
洲
或
拉
丁
美
洲
的
學
生
。
其
他
居
民
只
有
六
十
五
人
不
是
外
交
人
員
。
一
九
六
二
年
，

有
四
十
二
名
英
國
人
︵
多
數
是
英
國
男
人
的
年
老
中
國
遺
孀
︶
，
以
及
五
名
法
國
人
。
這
些
數
字
甚
至
持
續
減
少
：

英
國
領
事
布
魯
克
斐
德
︵D

avid B
rookfield

︶
在
一
九
六
四
至
六
六
年
間
在
職
的
時
候
，
有
五
人
死
亡
與
一
次
受

洗
的
紀
錄
，
其
他
人
在
殘
留
的
外
人
利
益
消
失
之
後
，
隨
即
離
開
。
除
了
波
蘭
的
船
運
代
理
和
一
九
六
四
年
開
幕

的
巴
基
斯
坦
國
際
航
空
，
一
九
六
五
年
底
，
只
有
三
家
外
國
公
司
駐
守
，
全
都
是
英
國
公
司
。
第
四
家
公
司
是
華

比
銀
行
︵B

anque Sino-B
elge

︶
，
連
帶
銀
行
經
理
和
經
理
的
家
人
，
與
其
說
他
們
是
在
繼
續
營
利
的
企
業
，
不
如

說
是
人
質—

這
個
情
況
從
經
理
在
一
九
五
二
年
來
到
這
裡
安
頓
下
來
時
，
就
是
如
此
。
還
有
二
十
七
名
印
度

人
，
多
半
是
經
營
小
店
的
錫
克
人
。
留
下
的
俄
國
人
只
有
六
名
，
還
被
歷
史
上
最
不
可
能
的
上
海
居
民—

西
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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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以
十
比
一
的
人
數
勝
出
。
19

天
津
和
北
京
也
有
小
群
的
外
國
人
逗
留
。
英
國
外
交
官
員
仍
然
繼
續
留
心
他
們

的
福
祉
，
但
訪
客
喬
治
．
蓋
爾
︵G

eorge G
ale

︶
懷
疑
地
表
示
，
那
是
他
們
沒
有
在
寬
闊
但
無
用
的
使
館
玩
尋
寶

遊
戲
的
時
候
才
會
這
麼
做
。
英
國
最
終
在
一
九
五
九
年
放
棄
古
老
的
公
使
館
，
裡
頭
滿
滿
都
是
歷
史
：
檔
案
︵
包

括
一
八
五
八
年
在
廣
州
奪
取
的
中
文
檔
案
︶
、
紀
念
牌
、
紀
念
碑
、
古
代
的
銅
製
大
砲
、
前
居
民
遺
留
的
碎

屑—

包
括
了
不
起
的
幻
想
家
暨
騙
子
巴
恪
思
爵
士
。
20

這
些
東
西
有
一
部
分
運
回
了
英
國
，
部
分
送
人
，
部
分
當

成
破
銅
爛
鐵
變
賣—
若
捫
心
自
問
，
這
些
東
西
數
十
年
來
除
了
帶
來
驕
傲
以
外
，
沒
有
太
多
用
途
。

一
九
六
五
年
，
歐
洲
人
在
上
海
的
人
數
其
實
是
增
加
的
。
三
十
名
外
國
專
家
來
到
上
海
外
語
學
院
教
授
語

文
，
一
夕
之
間
人
數
翻
倍
。
整
個
世
紀
以
來
，
這
種
團
體
在
中
國
所
有
的
矛
盾
特
徵
，
竟
然
就
在
這
群
為
數
不

多
、
來
自
各
國
的
人
之
間
再
度
複
製
：
意
識
型
態
的
熱
情
與
天
真
、
自
大
的
利
己
態
度
，
甚
至
是
單
純
的
恐
華
。
21

多
數
這
種
由
各
式
各
樣
的
人
組
成
的
團
體
，
和
每
年
齊
聚
在
英
國
領
事
館
進
行
聖
誕
節
禮
拜
的
外
國
社
群
︵
人
數

一
年
比
一
年
少
︶
，
彼
此
之
間
並
沒
有
什
麼
關
係
。
英
國
領
事
館
現
在
的
官
方
名
稱
是
﹁
英
國
代
辦
處
﹂
︵O

ffice of 

the B
ritish C

harge d ’ A
ffaires

︶
，
照
顧
在
上
海
的
英
國
僑
民
，
但
訪
客
走
進
領
事
館
時
經
過
的
門
柱
還
是
掛
著
皇

家
徽
章
。
一
九
六
五
年
來
到
中
國
的
人
，
他
們
的
家
族
往
往
與
之
前
的
通
商
口
岸
有
些
淵
源
：
康
斯
坦
斯
．
馬
汀

︵C
onstance M

artin

︶
的
祖
父
是
第
一
任
租
界
巡
捕
督
察
，
當
時
是
一
八
五
四
年
。
還
有
幾
個
出
身
歷
史
響
噹
噹
的

家
族
：
羅
伯
特
．
顛
地
︵R

obert V
yvyan D

ent

︶
的
父
親
在
一
八
六
二
年
出
生
在
外
灘
的
顛
地
洋
行
︵D

ent &
 

C
o.

︶
，
當
時
家
族
企
業
正
值
顛
峰
，
堪
稱
呼
風
喚
雨
的
英
籍
公
司
，
唯
一
的
對
手
只
有
怡
和
洋
行
。
老
顛
地
和
妻

子
、
兒
子
路
易
士
住
在
原
亞
爾
培
路
︵A

venue du R
oi A

lbert

，
譯
注
：
今
上
海
市
黃
浦
區
陝
西
南
路
︶
的
大
房

子
。
麥
士
尼
︵H

usheng Pin M
esny

︶
的
父
親
一
八
六○

年
來
到
上
海
，
在
太
平
天
國
內
戰
期
間
走
私
軍
火
，
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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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
之
後
，
又
擔
任
傭
兵
與
軍
事
顧
問
。
麥
克
班
︵W

. R
. M

cB
ain

︶
在
上
海
的
家
族
事
業
於
一
八
七○

年
代
起
步
；

一
九
二
五
至
二
六
年
，
五
卅
運
動
期
間
，
他
正
任
職
上
海
工
部
局
。
22

麥
克
班
一
度
在
外
灘
擁
有
一
棟
大
樓
，
現
在

則
租
給
殼
牌
公
司
。
一
九
五○

年
代
來
訪
的
外
國
記
者
，
例
如
蓋
爾
，
人
數
以
些
微
差
距
勝
過
尚
存
的
俄
國
人
裁

縫
，
甚
至
是
酒
吧
和
酒
吧
姑
娘
，
但
看
來
真
正
算
是
愛
德
華
時
代
留
存
下
來
的
遺
跡
，
只
有
這
些
人
了
。
︵
譯
注
：

愛
德
華
時
代
為
一
九○

一
至
一○

年
，
英
王
愛
德
華
七
世
在
位
時
期
。
維
多
利
亞
時
代
中
後
期
和
愛
德
華
時
代
被

認
為
是
大
英
帝
國
的
黃
金
時
代
，
之
後
發
生
重
大
政
治
社
會
變
化
。
︶
布
魯
克
斐
德
和
其
繼
任
者
仍
然
保
持
舊
式
的

家
僕
制
度
，
那
是
老
顛
地
或
老
麥
克
班
等
上
海
英
僑
曾
經
引
以
為
傲
的
制
度
。
一
九
六
七
年
，
名
單
上
有
﹁
一
號

小
廝
、
二
號
小
廝
、
家
庭
苦
力
、
廚
師
、
洗
衣
阿
媽
、
保
母
阿
媽
、
園
丁
﹂
，
其
中
許
多
人
長
期
都
在
領
事
館
工

作
。
英
國
領
事
館
的
草
地
還
是
有
除
草
婦
來
修
剪—

一
個
英
國
外
交
官
曾
回
憶
道
：
﹁
草
地
修
剪
得
好
極
了
﹂
。

領
事
館
近
五
十
公
尺
的
旗
竿
依
然
矗
立
，
英
國
國
旗
依
然
高
掛
，
但
是
一
年
只
有
十
五
個
場
合
才
會
這
麼
做
︵
避

免
引
發
爭
議
︶
。
23

所
以
中
國
唯
一
還
被
稱
為
﹁
苦
力
﹂
的
人
很
可
能
就
在
英
國
領
事
館
工
作—

這
個
地
方
紀
念

了
一
八
四
二
年
維
多
利
亞
女
王
的
軍
隊
於
第
一
次
鴉
片
戰
爭
占
領
這
座
城
市
。

如
果
曾
經
在
中
國
無
比
強
勢
的
英
國
人
只
剩
下
一
息
尚
存
，
那
麼
對
於
留
學
劍
橋
的
上
海
商
人
、
與
父
親
在

戰
後
和C

N
R

R
A

互
相
圖
利
的
劉
念
義
來
說
，
這
個
世
界
又
是
如
何
變
化
？
一
九
六
五
年
，
就
和
其
他
一
九
四
九
年

之
後
留
下
或
回
國
的
﹁
國
家
資
本
家
﹂
一
樣
，
劉
念
義
保
有
一
些
過
去
的
利
益
和
地
位
：
以
他
的
情
況
而
言
，
他

可
以
從
過
去
家
族
經
營
的
火
柴
工
廠
獲
得
百
分
之
五
的
營
利
，
藉
此
他
可
以
負
擔
一
輛
汽
車
、
一
名
女
傭
和
一
間

舒
適
的
房
子
。
那
一
年
，
法
國
攝
影
師
馬
克
．
呂
布
︵M

arc R
iboud

︶
拍
攝
了
他
和
妻
子
夏
天
錦
的
肖
像
。
毛
澤

東
的
小
雕
像
令
平
凡
的
壁
爐
赫
然
生
輝
，
他
們
後
方
的
展
示
櫃
擺
滿
裝
飾
玉
器
。
劉
念
義
站
著
，
雙
手
交
叉
站
在



359　　第 10章 　怪物與惡魔

姿
態
高
貴
的
夏
天
錦
身
旁
。
相
片
的
說
明
文
字
寫
著
：
﹁
快
樂
的
資
本
家
﹂
。
他
父
親
為
他
取
的
英
文
名
字
是

Julius
，
向
凱
撒
大
帝
︵Julius C

aesar

︶
致
敬
。
劉
念
義
依
然
不
負
凱
撒
盛
名
。
上
海
的
資
本
家
中
，
外
國
記
者
經

常
訪
問
劉
家
。
訪
客
看
到
這
些
人
在
國
慶
日
時
遊
行
，
紛
紛
感
到
驚
奇
。
記
者
卡
麥
隆
覺
得
﹁
愚
蠢
﹂
或
虛
偽
。

﹁
我
不
能
抱
怨
。
﹂
劉
念
義
的
弟
弟
劉
公
誠
︵
曾
經
叫
做L

eonardo

︶
幾
年
前
曾
告
訴
卡
麥
隆
：
﹁
我
本
以
為
解
放

會
砍
掉
我
的
頭
，
相
反
的
，
卻
救
了
我
。
﹂
一
九
三
八
至
三
九
年
，
他
曾
在
延
安
待
過
一
年
，
這
件
事
也
有
所
幫

助
。
之
後
劉
公
誠
把
他
管
理
的
水
泥
公
司
完
全
交
給
國
家
，
心
想
可
以
留
下
經
理
一
職
。
而
且
他
說
：
﹁
我
再
補
充

一
點
，
現
在
和
工
人
之
間
﹃
沒
有
﹄
糾
紛
。
﹂
果
然
是
快
樂
的
資
本
家
。
24

這
種
日
子
無
法
長
久
。
一
九
六
六
年
八
月
二
十
三
日
，
文
化
大
革
命
的
青
年
準
備
徹
底
檢
修
上
海
。
25

在
鑼
鼓

喧
天
、
震
耳
欲
聾
的
呼
喊
聲
中
，
他
們
在
整
個
城
裡
漆
上
口
號
，
掛
上
布
條
，
貼
上
海
報
。
街
道
和
建
築
物
也
重

新
命
名
：
紅
衛
兵
把
南
京
路
改
為
﹁
反
帝
路
﹂
，
黃
埔
江
改
為
﹁
反
帝
江
﹂
；
上
海
市
也
應
該
叫
做
﹁
反
帝
市
﹂
。

他
們
彼
此
比
賽
誰
取
得
好
，
但
是
想
像
空
間
非
常
狹
隘
。
大
世
界
遊
樂
中
心
變
成
﹁
東
方
紅
﹂
，
而
巨
大
的
毛
澤
東

雕
像
隨
後
就
會
令
門
面
蓬
蓽
生
輝
。
從
前
外
國
擁
有
的
建
築
物
，
門
前
基
石
的
銘
文
被
鑿
壞
、
燒
焦
，
或
塗
上
水

泥
、
油
漆
。
英
國
領
事
館
被
告
知
移
除
他
們
的
皇
家
徽
章
，
他
們
照
做
了—

在
被
洗
劫
︵
還
有
﹁
丟
光
臉
﹂
︶
之

前
先
採
取
動
作
。
外
國
車
的
品
牌
名
也
被
改
了
：
奧
斯
汀
變
成
反
帝
，
福
特
則
是
反
修
正
主
義
。
賽
跑
馬
總
會
的

圖
書
館
被
搗
毀
，
博
物
館
被
闖
入
並
破
壞
。

上
海
幾
乎
一
夕
變
天
。
宗
教
建
築
全
面
遭
到
攻
擊
：
清
真
寺
、
寺
廟
、
教
堂
都
被
洗
劫
，
宗
教
符
號
與
象
徵

都
被
摧
毀
。
城
隍
廟
、
靜
安
寺
、
龍
華
寺
的
文
物
和
經
文
都
遺
失
了
。
代
表
徐
家
匯
天
主
堂
和
聖
三
一
堂
的
尖
頂

和
塔
樓
被
拉
下
，
十
字
架
也
被
拆
走
。
錫
克
教
的
三
處
謁
師
所
被
占
領
。
福
州
路
祆
教
的
禱
告
室
和
墓
園
也
被
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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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霸
占
。
僧
侶
和
修
女
遭
到
惡
劣
的
待
遇
；
上
海
的
伊
斯
蘭
教
長
被
毒
打
︵
北
京
的
則
被
殺
害
︶
。
墓
園
也
遭
到
侵

襲
，
絕
大
多
數
的
墓
碑
都
被
打
破
。
江
海
關
大
樓
前
面
貼
了
兩
張
海
報
，
寫
著
﹁
海
關
大
樓
的
鐘
仍
響
著
帝
國
主

義
如
鬼
魂
般
的
聲
音
﹂
，
以
及
應
該
改
鳴
︿
東
方
紅
﹀
的
訴
求
。
一
週
內
，
新
的
鐘
就
安
裝
完
畢
，
而
那
首
讚
揚
毛

澤
東
的
歌
曲
透
過
四
十
臺
揚
聲
器
響
徹
整
座
城
市
。
隔
壁
大
樓
的
銅
獅
仍
然
守
護
在
前
匯
豐
銀
行
外
，
但
匯
豐
銀

行
變
成
市
政
府
的
總
部
之
後
，
銅
獅
也
被
搬
走
了
。
有
了
毛
澤
東
的
上
海
心
想
：
要
獅
子
做
什
麼
？ 

要
香
港
的
流
行
、
髮
型
做
什
麼
？
好
幾
群
紅
衛
兵
闖
進
理
髮
店
和
咖
啡
廳
，
斥
責
他
們
鼓
勵
﹁
泰
迪
男
孩
和

飛
來
波
女
郎
﹂
︵teddy boys and flappers

，
譯
注
：
泰
迪
男
孩
是
英
國
一
九
五○

年
代
的
次
文
化
，
流
行
於
富
裕

的
青
年
之
間
，
服
裝
風
格
追
求
愛
德
華
王
時
期
的
窄
口
西
裝
褲
、
長
外
套
、
厚
底
鞋
；
飛
來
波
女
郎
的
特
色
則
是

短
裙
、
留
妹
妹
頭
︶
，
命
令
他
們
停
業
。
穿
著
流
行
服
裝
、
鞋
子
或
髮
型
的
人
會
被
當
街
攔
阻
，
可
能
當
場
就
被
剪

掉
頭
髮
、
脫
掉
衣
服
。
年
輕
女
孩
馬
上
剪
掉
自
己
的
辮
子
。
鞋
店
的
皮
鞋
都
被
丟
了
，
因
此
帆
布
鞋
銷
售
一
空
。

一
年
前
呂
布
拍
攝
的
年
輕
時
髦
女
性—
穿
著
俐
落
褲
裝
、
白
色
手
套
、
輕
薄
絲
巾
，
嘴
唇
擦
上
口
紅—

絕
對

不
會
被
輕
易
放
過
。
新
上
海
的
視
覺
宣
傳
一
度
是
﹁
毛
主
席
﹂
賦
予
上
海
無
產
階
級
的
願
景—

﹁
快
樂
生
活
﹂
的

中
產
階
級
，
但
現
在
必
須
穿
著
低
調
、
打
扮
得
像
個
工
人
，
也
要
忘
掉
那
些
熨
燙
整
齊
的
摺
痕
。
26

糖
果
店
不
賣
外

國
糕
點
；
花
店
關
門
大
吉
；
也
不
准
養
金
魚
。
一
位
英
國
外
交
官
表
示
，
他
看
見
十
二
、
三
歲
的
女
學
生
組
成
宣

傳
隊
，
在
街
上
排
隊
，
表
演
舞
蹈
，
高
喊
口
號
，
宣
示
效
忠
毛
主
席
，
儼
然
﹁
福
音
教
派
的
救
世
軍
﹂
。
27

過
去
服

裝
的
﹁
原
罪
﹂
則
由
劉
少
奇
的
妻
子
王
光
美
頂
下
。
她
在
北
京
清
華
大
學
憤
怒
的
群
眾
面
前
身
穿
旗
袍
、
腳
踏
高

跟
鞋—

那
是
一
九
六
三
年
她
出
訪
印
尼
的
服
裝
。
她
的
脖
子
還
掛
著
一
串
乒
乓
球
︵
代
表
當
時
她
脖
子
上
的
珍

珠
項
鍊
︶
。
批
鬥
她
的
人
罵
道
：
﹁
妳
侮
辱
我
們
，
穿
著
這
身
服
裝
和
蘇
卡
諾
︵Sukarno

，
譯
注
：
時
任
印
尼
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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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
︶
，
在
印
尼
打
情
罵
俏
。
妳
令
中
國
人
蒙
羞
，
侮
辱
全
體
中
國
人
。
﹂
28

你
的
服
裝
就
代
表
了
你
，
而
且
可
能
會

讓
你
為
此
付
出
代
價
。
在
激
進
分
子
的
眼
中
，
那
根
本
不
是
王
光
美
最
嚴
重
的
逾
越
，
不
過
正
好
拿
來
批
鬥
、
羞

辱
她
。在

上
海
，
外
灘
和
南
京
路
外
，
暴
力
席
捲
了
每
條
街
巷
、
每
戶
住
家
。
紅
衛
兵
闖
入
被
控
﹁
黑
五
類
﹂
的
人

家
中
。
一
九
六
六
年
八
月
三
十
日
，
他
們
找
上
五
十
一
歲
的
鄭
念
。
在
目
睹
鄰
居
被
攻
擊
後
，
她
心
理
多
少
已
經

有
點
準
備
，
但
接
下
來
發
生
的
事
，
再
怎
麼
有
心
理
準
備
也
不
夠
。
一
幫
人
闖
進
家
中
，
把
她
鎖
在
其
中
一
間
房

間
，
接
著
洗
劫
、
破
壞
、
掠
奪
她
和
女
兒
的
住
家
。
鄭
念
的
衣
服
被
剪
成
碎
片
，
她
的
明
朝
瓷
器
被
踩
破
，
她
的

書
被
丟
到
花
園
的
火
堆
，
家
具
都
壞
了
，
她
的
唱
片
收
藏
被
搗
爛
。
臥
室
床
頭
的
牆
壁
用
她
的
口
紅
寫
上
﹁
帝
國

主
義
走
狗
﹂
。
紅
衛
兵
也
割
破
床
墊
和
布
料
家
具
，
搜
尋
武
器
或
黃
金
。
而
且
這
樣
的
入
侵
不
光
只
有
一
次
。
一
九

六
六
年
八
月
二
十
三
日
，
光
是
上
海
就
有
八
萬
四
千
二
百
二
十
一
戶
遭
到
入
侵
︵
劉
念
義
在
後
來
也
會
被
找
上
︶
。

大
把
的
現
金
、
債
券
、
貴
重
金
屬
都
被
搜
走
，
其
他
貴
重
物
品
如
果
沒
被
搗
毀
︵
或
偷
走
︶
，
就
由
紅
衛
兵
﹁
獻
給

國
家
﹂
。
將
近
五
百
五
十
萬
本
書
與
三
百
三
十
萬
件
﹁
文
化
遺
物
﹂
被
奪
走
，
交
由
城
市
的
骨
董
管
理
單
位
處
理
。

被
搜
刮
的
私
人
物
品
數
量
正
好
證
明
了
搜
刮
行
動
的
規
模
。
九
月
一
日
至
二
十
五
日
之
間
，
中
學
學
生
組
成
的
紅

衛
兵
毆
打
了
超
過
一
萬
人
，
其
中
有
十
一
人
死
亡
。
另
外
一
份
報
告
統
計
有
七
百○

七
人
自
殺
，
而
三
百
五
十
四

人
的
死
亡
與
該
月
的
私
人
住
所
入
侵
行
為
有
關
。
之
所
以
能
夠
計
算
得
出
傷
亡
人
數
，
正
因
為
是
由
官
員
指
揮
、

監
督
青
年
的
暴
行
，
並
提
供
目
標
給
青
年
。
在
北
京
，
地
區
官
員
或
警
察
張
貼
出
攻
擊
目
標
的
名
單
，
寫
上
他
們

的
姓
名
、
年
齡
、
﹁
階
級
來
源
﹂
與
﹁
罪
行
﹂
：
地
主
、
反
革
命
分
子
、
壞
分
子
、
﹁
妨
礙
革
命
者
﹂
。
29

這
是
被
授

與
執
照
的
暴
力
行
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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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
念
本
名
姚
念
媛
，
是
北
洋
政
府
官
員
之
女
。
她
曾
就
讀
燕
京
大
學
與
英
國
倫
敦
政
經
學
院
，
並
在
倫
敦
認

識
她
的
丈
夫
。
丈
夫
任
職
國
民
黨
外
交
部
的
時
候
，
她
也
隨
著
他
外
派
。
戰
爭
期
間
，
她
在
英
國
、
美
國
與
澳
大

利
亞
的
同
盟
國
會
議
與
集
會
上
勇
於
為
中
國
發
聲
。
他
們
夫
妻
在
澳
大
利
亞
的
時
候
，
協
同
設
立
該
國
第
一
間
中

國
大
使
館
。
一
九
四
九
年
共
產
黨
接
管
上
海
，
她
的
丈
夫
在
上
海
主
持
外
交
事
務
辦
公
室
。
之
後
，
他
轉
任
上
海

殼
牌
石
油
公
司
經
理
。
一
九
五
七
年
，
鄭
念
的
丈
夫
去
世
，
她
接
手
顧
問
一
職
，
直
到
公
司
一
九
六
六
年
初
關

閉
。
30

鄭
念
的
世
代
鞏
固
中
國
在
外
交
社
群
的
地
位
，
也
努
力
擊
退
帝
國
主
義
。
鄭
念
的
生
活
代
表
見
過
世
面
的
上

海
中
產
階
級
，
而
她
並
不
引
以
為
意
。
她
喜
愛
歐
洲
古
典
音
樂
、
品
酒
、
早
餐
吃
塗
上
奶
油
的
土
司
，
口
說
流
利

的
英
語
。
每
兩
年
她
都
能
去
一
趟
香
港
，
採
購
在
上
海
買
不
到
的
物
品
。
英
國
的
外
交
官
和
她
很
熟
。
她
的
住
所

華
美
、
設
備
齊
全
，
有
九
間
房
間
、
四
間
浴
室
、
一
架
鋼
琴
、
精
緻
的
骨
董
與
藝
術
收
藏
；
廚
師
、
女
傭
、
園
丁

照
料
她
的
起
居
。
現
在
她
被
指
控
為
間
諜
。

經
過
一
個
月
的
連
番
批
鬥
︵
公
開
羞
辱
與
折
磨
的
大
會
︶
，
鄭
念
被
人
監
禁
，
一
關
就
是
六
年
。
紅
衛
兵
在
一

封
一
九
五
七
年
的
信
加
上
鄭
念
的
名
字—
那
封
信
是
寫
給
一
位
即
將
搬
來
上
海
的
英
國
女
人—

因
此
她
被
指

控
﹁
洩
漏
上
海
穀
物
供
應
資
訊
﹂
。
但
她
要
到
一
九
七
二
年
才
會
知
道
這
件
事
。
鄭
念
出
生
在
澳
大
利
亞
的
女
兒
是

名
年
輕
的
電
影
演
員
，
於
一
九
六
七
年
六
月
被
捉
走
，
並
在
批
鬥
之
中
飽
受
折
磨
，
然
後
被
殺
害
。
劉
家
兩
個
兄

弟
被
攻
擊
譴
責
的
過
程
，
還
在
電
視
上
轉
播
。
31

一
九
六
七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八
日
，
劉
念
義
從
以
前
家
族
企
業
的
總

部
大
樓
墜
樓
身
亡
。
文
化
大
革
命
不
僅
攻
擊
革
命
未
竟
之
業
，
也
攻
擊
中
國
的
世
界
主
義
者
、
中
國
歷
史
，
以
及

數
十
年
來
接
受
全
球
潮
流
與
影
響
的
中
國
文
化
與
社
會
。

政
治
批
准
的
仇
外
情
節
，
外
國
文
化
、
觀
念
、
影
響
遭
受
的
暴
力
攻
擊
，
充
斥
了
整
場
文
化
大
革
命
。
在
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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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
求
學
、
家
人
在
海
外
、
懂
得
外
語
︵
王
光
美
會
說
法
語
、
英
語
、
俄
語
︶
、
了
解
外
國
產
品
與
風
格
的
品
味
，
這

些
都
是
有
毒
的
記
號
，
被
視
為
叛
國
的
意
圖
和
思
想
。
雖
然
文
革
與
支
持
國
際
團
結
的
政
治
立
場
大
相
逕
庭
，
但

顯
然
與
整
個
世
紀
影
響
中
國
革
命
的
民
族
主
義
運
動
有
關
。
比
起
相
信
太
平
盛
世
的
拳
民
，
文
化
大
革
命
反
而
更

類
似
蔣
介
石
對
上
海
外
強
毒
化
中
國
的
譴
責
，
以
及
抵
制
外
國
商
品
的
﹁
國
貨
﹂
運
動
。
這
一
切
看
似
瘋
狂
，
但

絕
對
非
常
現
代
。
在
一
九○

○

年
，
當
時
參
與
叛
亂
的
人
認
為
外
國
的
神
與
其
信
徒
讓
他
們
的
世
界
變
得
扭
曲
。

但
蔣
介
石
和
發
動
抵
制
的
運
動
人
士
是
精
心
算
計
過
的
政
治
計
畫
。
這
些
參
與
文
化
大
革
命
的
革
命
分
子
也
是
。

文
革
的
影
響
無
遠
弗
屆
，
但
音
樂
的
世
界
尤
其
受
害
最
深
。
一
九
六
六
年
六
月
，
作
曲
家
賀
綠
汀
成
為
上
海

首
波
個
人
批
鬥
的
目
標
，
他
是
上
海
音
樂
學
院
的
院
長
。
中
蘇
關
係
還
友
好
熱
絡
的
時
候
，
不
只
將
曳
引
機
和
肥

料
工
廠
引
進
中
國
，
也
有
許
多
文
化
交
流
與
實
習
計
畫
。
有
新
西
伯
利
亞
的
芭
蕾
舞
團
，
也
有
許
多
音
樂
家
、
歌

唱
家
和
舞
蹈
家
。
32

這
個
領
域
的
技
術
發
展
稱
為
﹁
新
音
樂
﹂—

以
歐
洲
的
古
典
傳
統
發
展
中
國
的
樂
曲
與
表

演
，
自
一
九
一
九
年
白
話
文
運
動
以
來
，
也
屬
於
中
國
文
化
與
社
會
的
民
族
主
義
轉
型
。
新
的
音
樂
能
夠
催
生
新

的
中
國
。
一
八
七
九
年
，
中
國
最
早
的
上
海
工
部
局
管
弦
樂
團
是
上
海
音
樂
學
院
的
基
礎
。
一
九
二
七
年
，
蔡
元

培
成
立
音
樂
學
院
，
成
為
孕
育
文
化
與
音
樂
專
才
的
搖
籃
。
上
海
的
歐
洲
難
民
社
群
當
中
，
有
許
多
才
華
洋
溢
的

音
樂
家
，
管
弦
樂
團
也
吸
引
了
許
多
國
際
巨
星
到
上
海
演
出
。
33

一
九
五○

年
代
，
這
個
文
化
又
因
俄
國
與
其
他
社

會
主
義
國
家
的
人
才
交
換
而
增
強
。
中
國
特
別
重
視
鋼
琴
以
及
某
些
西
方
音
樂
家
：
莫
札
特
、
貝
多
芬
、
布
拉
姆

斯
、
舒
伯
特
，
他
們
引
起
了
許
多
共
鳴
。
蘇
維
埃
集
團
顧
問
心
中
的
文
化
優
先
與
充
滿
革
命
企
圖
的
中
國
官
方
文

化
政
策
之
間
，
呈
現
了
緊
張
的
關
係
，
但
對
都
市
的
世
界
主
義
者
與
音
樂
家
而
言
，
這
是
豐
富
且
多
產
的
時
期
。

此
時
年
方
二
十
一
歲
、
出
生
上
海
的
傅
聰
，
在
華
沙
獲
得
知
名
的
蕭
邦
國
際
鋼
琴
獎
第
三
名
，
更
是
全
國
莫
大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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驕
傲
。
根
據
︽
人
民
日
報
︾
︵
官
方
黨
報
︶
報
導
，
現
場
﹁
掌
聲
如
雷
﹂
。
34

中
國
也
掌
聲
如
雷
。
傅
聰
是
第
一
位
亞

洲
人—

更
別
說
是
第
一
位
中
國
人
了—

在
這
樣
的
比
賽
中
獲
獎
。

一
位
波
蘭
音
樂
家
發
現
了
傅
聰
的
天
賦
。
傅
聰
獲
獎
之
前
，
曾
在
波
蘭
留
學
兩
年
。
但
根
據
他
的
父
親
︵
即

知
名
的
中
法
翻
譯
家
傅
雷
︶
所
言
，
他
獲
獎
的
原
因
是
由
於
他
給
兒
子
﹁
密
集
的
中
式
教
育
﹂
。
而
且
傅
雷
還
說
，

畢
竟
﹁
無
論
外
國
如
何
影
響
他
們
的
文
化
，
中
國
人
總
是
吸
收
最
好
的
﹂
。
因
此
，
這
是
真
正
的
中
國
勝
利
，
而

︽
人
民
日
報
︾
正
面
的
報
導
更
是
錦
上
添
花
。
35

一
九
六
五
年
，
毛
澤
東
向
﹁
音
樂
工
作
者
﹂
發
表
談
話
，
呼
應
了

傅
雷
的
評
論
：
﹁
我
們
應
該
向
外
國
學
習
，
並
將
所
學
用
於
創
造
中
國
的
事
物
。
﹂
對
於
外
國
文
化
，
應
該
不
要
拒

絕
，
也
不
要
未
經
思
索
便
加
以
模
仿
。
這
是
傅
雷
小
心
的
論
證
。
然
而
卻
不
夠
小
心
。
傅
雷
公
開
表
揚
兒
子
以
及

自
己
的
教
育
方
法
，
導
致
他
於
一
九
五
七
年
的
反
右
派
行
動
中
遭
到
毒
打
，
因
為
他
並
未
給
予
黨
適
當
的
尊
重
。

兩
年
後
，
傅
聰
出
逃
英
國
，
引
起
更
大
的
震
驚
，
但
對
於
那
些
深
深
懷
疑
上
海
音
樂
圈
的
國
際
主
義
內
涵
之

人
，
以
及
反
對
傅
雷
觀
點
的
人
來
說
，
這
件
事
正
好
拿
來
加
以
操
作
。
音
樂
學
院
屈
服
於
壓
力
，
新
增
中
國
樂
器

學
程
，
也
接
受
少
數
民
族
的
音
樂
家
︵
包
括
在
上
海
的
西
藏
音
樂
家
︶
，
然
皆
非
出
自
真
正
的
熱
情
。
學
院
的
作
曲

家
徒
步
深
入
延
安
鄉
間
，
沿
著
長
征
的
路
線
進
入
安
源
礦
區
。
他
們
訪
問
年
老
的
幹
部
、
農
民
、
工
人
，
聆
聽
他

們
的
經
歷
，
把
故
事
寫
進
革
命
的
交
響
樂
和
清
唱
劇
。
音
樂
學
院
的
教
職
員
不
得
不
因
應
大
躍
進
的
要
求
，
寫
出

﹁
更
多
﹂
、
﹁
更
好
﹂
的
歌
曲
︵
可
能
無
法
﹁
更
快
﹂
︶
。
36

一
九
六○

年
，
音
樂
學
院
舉
辦
年
度
慶
典—

上
海
之

春
，
然
而
在
偏
愛
中
國
﹁
國
家
音
樂
﹂
的
政
黨
壓
迫
了
歐
洲
古
典
音
樂
數
年
後
，
這
場
慶
典
的
氣
氛
猶
如
寒
冬
。

一
九
六
六
年
，
慶
典
最
重
要
的
部
分
，
就
是
在
工
廠
、
軍
營
和
鄉
村
的
表
演
，
而
﹁
中
產
階
級
的
﹃
威
權
﹄
﹂
與
其

﹁
限
制
與
慣
例
﹂
就
是
譴
責
的
對
象
。
37

據
稱
，
超
過
百
分
之
七
十
的
表
演
者
是
﹁
業
餘
工
人
、
農
民
與
軍
人
藝
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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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
，
誓
言
遵
從
﹁
中
央
委
員
會
與
毛
主
席
﹂
，
創
造
﹁
更
多
、
更
好
的
歌
曲
和
舞
蹈
，
代
表
我
們
的
年
代
﹂
。
所
以

巴
哈
、
貝
多
芬
和
史
特
勞
斯
通
通
出
局
，
所
有
的
耳
朵
都
轉
向
了
︿
前
進
，
上
海
光
榮
的
工
人
！
﹀
以
及
︿
紅
軍

不
怕
遠
征
難
﹀
。

中
國
現
在
對
著
不
同
的
音
樂
報
以
如
雷
掌
聲
。
而
音
樂
學
院
的
紅
衛
兵
占
領
並
破
壞
了
傅
雷
與
妻
子
朱
梅
馥

的
住
所
，
三
天
後
，
一
九
六
六
年
九
月
二
日
，
他
們
雙
雙
自
殺
。
38

音
樂
學
院
中
，
其
他
文
化
大
革
命
的
罹
難
者
包

括
鋼
琴
家
李
翠
貞
。
一
九
三○

年
代
，
她
在
倫
敦
求
學
時
與
鄭
念
結
為
好
友
，
同
時
也
是
音
樂
學
院
於
一
九
二
九

年
創
校
時
的
第
一
批
學
生
，
後
來
又
回
母
校
教
學
。
她
的
孩
子
住
在
澳
洲
，
丈
夫
在
香
港
工
作
。
丈
夫
一
九
五
七

年
過
世
之
後
，
她
也
在
香
港
工
作
一
段
時
間
。
她
難
逃
此
劫
。
她
以
為
自
己
長
久
以
來
與
政
治
劃
清
界
線
，
便
能

與
鋼
琴
和
學
生
相
守
，
然
而
，
她
先
因
﹁
英
國
帝
國
主
義
走
狗
﹂
的
罪
名
，
被
學
生
強
迫
在
校
園
的
柵
欄
底
下
爬

行
；
一
九
六
六
年
九
月
九
日
，
同
一
批
學
生
又
對
她
召
開
批
鬥
大
會
，
之
後
她
便
以
瓦
斯
自
盡
。
上
海
交
響
樂
團

的
指
揮
陸
洪
恩
在
文
革
初
期
就
被
拘
禁
。
儘
管
已
經
確
診
精
神
疾
病
，
他
們
卻
不
讓
他
接
受
治
療
，
又
把
他
帶
回

音
樂
學
院
批
鬥
，
控
訴
他
對
﹁
小
紅
書
﹂
不
敬
，
犯
下
反
革
命
之
罪
。
一
九
六
八
年
四
月
二
十
七
日
，
他
在
前
逸

園
賽
狗
場
︵
現
在
重
新
命
名
為
文
化
革
命
廣
場
︶
面
對
廣
大
的
群
眾
接
受
審
判
。
審
判
透
過
電
視
即
時
轉
播
，
整

座
城
市
的
觀
眾
聚
集
在
工
作
場
所
的
電
視
機
前
。
陸
洪
恩
與
其
他
七
人
都
被
判
處
死
刑
，
立
刻
帶
去
槍
決
。
群
眾

聽
到
判
決
後
發
出
歡
呼
、
拍
手
、
呼
喊
口
號
，
並
高
唱
︿
大
海
航
行
靠
舵
手
﹀
。
這
首
歌
的
最
後
一
句
歌
詞
是
﹁
毛

澤
東
思
想
是
不
落
的
太
陽
﹂
。
39

至
少
有
十
七
名
音
樂
學
院
的
教
職
員
死
在
烈
日
之
下
。
其
他
人
被
打
到
殘
廢
、
手

指
骨
折
。
身
陷
囹
圄
者
，
不
計
其
數
，
而
且
多
半
都
是
當
場
就
被
帶
走
。
到
了
一
九
七○

年
，
後
來
的
報
告
簡
潔

記
錄
，
音
樂
學
院
有
兩
百
五
十
名
學
生
，
但
有
三
十
間
臨
時
的
單
人
禁
閉
室
中
，
關
著
音
樂
學
院
八
十
名
教
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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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
。
40

香
港
也
高
唱
讚
美
毛
澤
東
的
歌
曲
：
他
是
舵
手
、
高
升
的
太
陽
、
人
民
的
救
星
。
一
九
六
七
年
一
月
二
十
九

日
起
，
英
國
的
殖
民
地
也
開
始
戒
備
，
不
僅
因
為
邊
界
動
亂
，
也
因
為
澳
門
發
生
針
對
葡
萄
牙
政
府
的
攻
擊
，
戒

備
長
達
一
個
月
。
共
產
主
義
學
校
策
畫
的
衝
突
引
發
了
暴
動
與
左
派
叛
亂
，
最
終
遭
到
葡
萄
牙
政
府
鎮
壓
。
但
事

後
解
決
衝
突
的
正
式
談
判
中
，
葡
萄
牙
人
一
心
掛
念
進
入
澳
門
港
口
的
中
國
海
軍
艦
隊
，
已
經
放
棄
了
對
澳
門
的

實
質
控
制
。
殖
民
地
的
管
理
機
構
聲
明
放
棄
使
用
武
力
，
解
散
了
部
分
高
階
官
員
，
並
同
意
賠
償
。
管
理
機
構
的

名
稱
不
變
，
但
實
質
權
力
已
經
拱
手
讓
出
。
那
裡
還
是
他
們
的
房
子
，
但
他
們
已
經
不
是
主
人
。
那
些
中
國
艦
隊

與
部
署
在
澳
門
邊
境
的
人
民
解
放
軍
，
也
用
來
防
止
好
戰
的
紅
衛
兵
攻
擊
殖
民
地
。
這
樣
的
現
狀
對
中
國
最
好
：

中
國
獲
利—

不
僅
是
經
濟
，
也
透
過
澳
門
的
港
口
，
以
及
更
大
的
香
港
通
往
世
界
。

即
使
如
此
，
套
句
某
些
人
說
的
：
在
香
港
的
英
國
人
並
不
想
要
被
﹁
澳
門
化
﹂
。
快
速
工
業
化
為
香
港
帶
來
壓

力
，
加
上
持
續
吸
收
來
自
中
國
的
難
民
導
致
了
數
次
勞
工
抗
議
，
較
有
名
的
在
一
九
五
六
年
與
一
九
六
六
年
。
但

一
九
六
七
年
五
月
六
日
，
九
龍
人
造
花
工
廠
針
對
薪
資
與
工
作
環
境
展
開
罷
工
，
後
來
竟
演
變
為
警
方
與
勞
工
之

間
的
暴
力
衝
突
。
41

五
天
之
後
，
當
時
被
激
進
人
士
占
領
的
北
京
外
交
部
發
出
正
式
抗
議
，
在
廣
州
與
北
京
也
出
現

大
型
示
威
。
香
港
當
地
的
共
產
主
義
者
認
為
那
是
強
烈
的
暗
示
。
他
們
委
屈
自
己
，
居
住
在
舒
適
、
資
本
主
義
的

香
港
，
現
在
急
於
增
加
革
命
的
履
歷
。
他
們
組
成
﹁
各
界
同
胞
反
英
抗
暴
鬥
爭
委
員
會
﹂
，
得
到
中
國
社
運
分
子
的

各
種
工
具
與
手
法
，
另
有
殖
民
地
內
九
家
與
共
產
黨
相
關
的
報
社
支
持
，
於
是
在
行
政
機
關
外
面
發
動
抗
議
遊

行
。
示
威
者
包
圍
政
府
大
樓
，
背
誦
小
紅
書
，
高
舉
海
報
與
旗
幟
；
六
月
展
開
大
罷
工
。
但
示
威
轉
為
暴
動
，
暴

動
又
演
變
為
威
脅
與
殺
害—

七
月
起
，
甚
至
有
炸
彈
出
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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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計
有
五
十
一
人
被
殺
，
還
有
兩
百
五
十
起
炸
彈
攻
擊
，
並
有
一
千
五
百
個
爆
炸
裝
置
被
拆
除
。
一
九
六
七

年
七
月
八
日
，
邊
界
外
的
中
國
槍
手
開
槍
射
殺
警
察
，
造
成
五
人
死
亡
。
面
對
暴
力
，
左
派
那
些
分
化
香
港
大
眾

的
作
為
也
浮
上
檯
面
，
港
督
戴
麟
趾
爵
士
︵Sir D

avid Trench

︶
便
放
棄
了
一
開
始
的
﹁
溫
婉
﹂
原
則
。
失
序
的

報
導
穿
過
邊
境
、
傳
入
香
港
，
許
多
居
民
擔
心
家
人
與
親
屬
，
對
局
勢
更
無
助
益
。
英
國
鎮
壓
叛
亂
的
工
具
一
一

準
備
就
緒
，
部
署
就
位
。
他
們
在
馬
來
亞
、
肯
亞
、
賽
普
勒
斯
早
已
磨
過
了
刀
。
表
面
上
﹁
溫
暖
人
心
﹂
的
正
面

宣
傳
，
背
地
支
撐
的
卻
是
鐵
與
血
：
未
經
審
判
的
拘
禁
、
關
閉
三
家
挑
釁
的
報
社
、
起
訴
編
輯
和
出
版
商
︵
三
人

入
獄
︶
、
遣
散
罷
工
的
政
府
員
工
。
軍
隊
與
皇
家
空
軍
直
升
機
偕
同
支
援
警
察
，
突
襲
了
商
會
基
地
和
鬥
爭
委
員

會
。
英
國
政
府
大
獲
全
勝
。
香
港
很
少
人
為
失
敗
的
共
產
黨
哀
悼
，
但
事
件
的
情
勢
高
漲
時
，
中
國
一
片
譁
然
。

上
海
首
先
有
感
。
一
九
六
七
年
五
月
十
六
日
，
示
威
者
包
圍
領
事
館
。
領
事
彼
得
．
修
威
特
︵Peter H

ew
itt

︶

的
家
人
搭
車
逃
走
，
但
車
輛
遭
到
攻
擊
。
他
表
示
，
﹁
一
群
紅
衛
兵
接
著
衝
進
領
事
館
，
放
火
燒
了
一
個
肖
像
，
在

牆
上
寫
了
﹃
反
英
擁
毛
﹄
，
並
在
女
王
的
肖
像
、
我
們
的
皇
家
徽
章
和
電
影
螢
幕
上
亂
畫
。
﹂

接
下
來
三
個
半
小
時
，
他
們
衝
進
房
子
洗
劫
，
拉
著
我
在
房
子
和
大
門
之
間
上
上
下
下
，
偶
爾
又
抓
住
我
，

用
小
枝
的
旗
竿
打
我
，
用
蠻
力
把
我
的
頭
壓
倒
在
地
上
，
要
我
屈
服
於
毛
澤
東
。

誠
如
那
名
英
國
領
事
在
一
九
六
六
年
三
月
時
說
的
，
英
國
人
有
他
們
﹁
情
感
上
的
理
由
﹂
，
希
望
能
夠
保
留
外

灘
上
的
建
築
；
但
在
中
國
人
的
想
法
裡
引
發
的
情
感
並
不
相
同
：
那
是
帝
國
主
義
的
遺
跡
，
仍
然
盤
據
在
黃
埔
江

一
座
小
小
的
橋
頭
堡
。
42

修
威
特
回
憶
道
：
他
們
一
直
﹁
很
想
在
我
們
的
草
坪
上
嬉
鬧
﹂
。
接
下
來
五
天
，
他
找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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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
被
破
壞
的
東
西
，
燒
掉
所
有
檔
案
，
接
下
紅
衛
兵
正
式
的
抗
議
，
然
後
搭
機
撤
退
到
北
京
。
他
和
一
名
同
事
一

邊
遭
受
夾
道
攻
擊
，
一
邊
上
了
飛
機
，
整
趟
往
北
的
旅
途
中
，
還
被
飛
機
組
員
訓
斥
。
他
終
於
領
悟
，
這
和
香
港

沒
有
太
大
的
關
係
，
而
是
因
為
民
族
主
義
。

六
個
月
後
，
在
︿
東
方
紅
﹀
的
歌
曲
中
，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的
旗
幟
高
升
在
﹁
中
山
路
三
十
三
號
﹂
︵
譯
注
：

上
海
前
英
國
領
事
館
舊
址
︶—

避
免
賦
予
英
國
任
何
占
領
的
合
法
性
。
該
址
被
市
政
府
充
公
時
，
上
海
的
電
臺
宣

布
，
那
裡
曾
是
﹁
侵
犯
中
國
的
總
部
﹂
。
43

電
臺
也
宣
布
，
這
是
對
抗
修
正
主
義
與
帝
國
主
義
的
盛
大
勝
利
。
﹁
完
全

反
應
了
中
國
的
偉
大
與
聲
譽
﹂
。
經
過
短
暫
討
論
後
，
英
國
決
定
不
採
取
任
何
報
復
行
動
。
畢
竟
，
他
們
是
贏
不
了

的
。
而
且
一
位
倫
敦
的
官
員
說
：
﹁
反
正
這
一
百
二
十
二
年
來
都
沒
付
過
租
金
，
也
不
算
太
壞
。
﹂
44

接
下
來
是
北
京
。
英
國
駐
中
國
代
辦
處
搬
出
了
一
架
鋼
琴
與
一
座
沉
重
的
黃
銅
講
臺
，
當
作
最
後
一
道
防

線
，
這
也
是
一
九○

○

年
拳
民
包
圍
公
使
館
時
的
紀
念
品
，
卻
起
不
了
任
何
作
用
。
文
化
和
歷
史
失
敗
了
：
即
使

那
兩
樣
沉
重
的
物
品
擋
在
門
口
，
還
是
阻
止
不
了
群
眾
。
緊
張
的
情
勢
持
續
攀
升
數
週
，
包
括
攻
擊
當
地
的
外
國

專
家—

其
中
也
有
英
國
人
。
一
九
六
七
年
八
月
二
十
二
日
的
炎
熱
夜
晚
，
約
一
萬
名
紅
衛
兵
入
侵
代
辦
處
。
抗

議
戴
麟
趾
鎮
壓
共
產
黨
報
紙
、
監
禁
數
名
記
者
只
是
表
面
的
理
由
。
當
暴
民
大
喊
﹁
殺
！
殺
！
﹂
衝
進
去
的
時

候
，
裡
頭
二
十
三
名
孤
立
無
援
的
英
國
職
員
火
速
進
行
﹁
末
世
之
戰
﹂
︵A

rm
ageddon

，
譯
注
：
典
故
出
自
︽
新

約
︾
，
描
述
世
界
末
日
之
時
善
惡
對
決
的
最
終
戰
場
︶
。
但
面
對
攻
擊
與
火
燒
，
他
們
被
迫
走
出
安
全
地
區
。
他
們

一
離
開
就
被
抓
起
來
，
還
被
拳
腳
相
向
。
許
多
人
被
迫
跪
下
並
低
頭
拍
照
，
因
為
攻
擊
他
們
的
人
早
就
準
備
了
相

機
，
好
記
錄
他
們
的
屈
辱
。
住
在
對
街
的
阿
爾
巴
尼
亞
人
穿
著
睡
衣
從
大
使
館
出
來
圍
觀
看
熱
鬧
，
據
報
導
，
他

們
還
發
出
﹁
歡
呼
﹂
。
英
國
人
最
終
被
人
民
解
放
軍
帶
走
，
沒
有
人
受
到
重
傷
，
雖
然
代
辦
處
部
分
被
搗
毀
，
裡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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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設
備
也
被
破
壞
。
代
辦
處
代
表
霍
普
森
︵D

onald H
opson

︶
提
交
簡
要
報
告
給
倫
敦
。
情
急
之
中
，
他
把
女
王

的
簽
名
肖
像
放
進
保
險
櫃
，
還
好
只
是
稍
微
燒
焦
。
他
也
因
此
得
到
了
一
點
安
慰
。
45

光
靠
外
派
人
員
的
沉
著
與
勇
氣
，
並
不
能
掩
飾
艱
困
的
情
勢
。
畢
竟
，
如
同
英
國
外
交
部
遠
東
司
司
長
亞

瑟
．
德
拉
梅
爾
︵A

rthur de la M
are

︶
所
寫
：
﹁
在
任
何
情
況
下
，
若
要
較
量
血
腥
瘋
狂
的
程
度
，
中
國
人
永
遠

比
我
們
在
行
。
﹂
46

許
多
方
面
而
言
，
這
句
話
切
中
英
國
或
任
何
外
國
當
時
衰
弱
的
處
境
，
而
且
從
整
個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與
其
外
交
關
係
的
歷
史
來
看
，
不
僅
只
有
此
時
此
刻
。
在
其
後
一
年
，
英
國
的
外
交
官
的
離
境
申
請
都
會

遭
到
拒
絕
，
但
比
起
數
十
名
面
臨
各
種
正
式
或
臨
時
拘
留
的
英
國
人
與
其
他
外
籍
人
士
來
說
，
限
制
出
境
的
處
境

好
多
了
。

唯
一
一
位
在
北
京
的
英
籍
記
者
，
路
透
社
的
安
東
尼
．
葛
瑞
︵A

nthony G
rey

︶
於
一
九
六
七
年
七
月
二
十
一

日
遭
到
軟
禁
，
作
為
針
對
香
港
政
府
逮
捕
左
派
記
者
的
報
復
。
八
月
十
八
日
，
紅
衛
兵
粗
暴
地
占
領
葛
瑞
的
房

屋
，
將
他
軟
禁
在
內
，
毆
打
他
，
並
對
他
施
以
﹁
噴
射
機
﹂
待
遇
︵
譯
注
：
雙
手
綁
在
身
後
，
身
體
向
前
傾
，
維

持
不
動
的
姿
勢
︶
；
他
的
貓
被
刺
死
、
吊
掛
起
來
，
接
下
來
兩
年
中
，
他
又
被
關
在
其
中
一
間
房
間
。
每
天
早
上
，

看
守
他
的
衛
兵
都
會
高
唱
︿
東
方
紅
﹀
吵
醒
葛
瑞
；
每
日
的
政
治
功
課
都
以
︿
大
海
航
行
靠
舵
手
﹀
總
結
；
他
吃

晚
飯
的
時
候
，
他
們
又
唱
起
︿
國
際
歌
﹀
。
更
孤
單
的
拘
禁
似
乎
還
比
較
輕
鬆
。
出
生
於
哈
爾
濱
的
白
俄
羅
斯
自
由

記
者
賽
爾
吉
．
寇
斯
科
︵Serge K

ost

︶
，
什
麼
罪
都
沒
判
，
就
在
上
海
被
監
禁
了
八
年
，
隨
後
又
多
關
了
七
年
才
被

釋
放
。
47

工
程
師
喬
治
．
瓦
特
︵G

eorge W
att

︶
決
定
坦
承
在
蘭
州
的
間
諜
行
為
，
他
是
那
裡
其
中
一
位
監
督
聚
乙

烯
工
廠
的
外
國
工
程
師
，
然
後
被
關
了
三
年
。
瓦
特
認
為
，
那
是
唯
一
有
機
會
被
釋
放
的
方
法
。
判
刑
後
，
他
馬

上
被
抓
去
大
眾
面
前
，
進
行
慣
例
的
羞
辱
。
他
的
另
一
位
德
國
同
事
也
入
獄
。
有
些
人
被
抓
的
原
因
是
攝
影
。
來



滾出中國　　370

自
香
港
的
記
者
諾
曼
．
巴
里
梅
因
︵N

orm
an B

arrym
aine

︶
在
上
海
的
港
口
拍
照
，
因
而
被
逮
捕
並
監
禁
了
十
九

個
月
；
另
一
名
和
他
一
起
被
捕
的
義
大
利
籍
船
員
，
被
關
了
將
近
三
年
才
出
獄
。
這
時
候
，
至
少
有
十
二
名
英
國

人
被
監
禁
，
還
有
十
二
名
日
本
人
、
五
名
西
德
人
與
十
二
名
美
國
人
也
是
。
一
九
六
六
年
八
月
，
最
後
幾
位
在
中

國
的
外
籍
修
女
被
毆
打
並
羞
辱
，
她
們
在
北
京
的
修
道
院
與
教
徽
也
被
搗
毀
，
接
著
便
被
驅
逐
出
境
。
西
歐
與
亞

洲
到
中
國
的
旅
遊
業
自
一
九
六
三
年
興
起
，
在
一
九
六
七
年
之
間
逐
漸
上
升
，
然
後
崩
潰
。
48

若
非
熱
中
政
治
朝

聖
，
可
是
會
冒
上
旅
遊
的
風
險
。

另
有
其
他
逮
捕
、
拘
留
，
以
及
打
著
五
花
八
門
說
詞
的
行
動
，
其
實
盡
是
收
押
人
質
的
行
為
，
但
他
們
偏
不

這
麼
說
。
一
九
六
六
年
九
月
，
多
數
外
國
學
生
收
到
命
令
，
要
他
們
待
在
家
裡
，
而
許
多
外
國
專
家
也
紛
紛
離

境
，
數
量
從
四
百
一
十
一
人
下
降
到
五
十
九
人
。
有
些
人
一
開
始
便
投
身
文
化
大
革
命
的
鬥
爭
，
但
他
們
狂
熱
的

意
識
型
態
最
終
也
無
法
保
護
他
們
不
被
指
控
為
間
諜
。
49

克
魯
克
、
夏
皮
羅
、
李
敦
白
︵Sidney R

ittenberg

，
譯

注
：
一
九
二
一
年—

，
一
九
四
五
年
隨
軍
來
到
中
國
，
是
第
一
個
加
入
中
國
共
產
黨
的
美
國
人
，
曾
在
延
安
工

作
︶
、
戴
乃
迭
、
艾
培
和
他
的
英
籍
妻
子
邱
茉
莉
︵E

lsie Fairfax-C
holm

eley

︶
等
至
少
十
七
位
﹁
中
國
人
民
的
老

朋
友
﹂
，
都
被
拘
禁
了
或
長
或
短
的
時
間
。
英
國
外
交
官
也
很
苦
惱
，
是
否
要
為
邱
茉
莉
那
樣
的
人
交
涉
。
有
人
認

出
她
也
在
六
月
入
侵
代
辦
處
的
群
眾
之
中
，
搗
毀
接
待
室
的
女
王
肖
像
，
扯
下
並
燒
掉
了
英
國
國
旗
。
後
來
英
國

外
交
官
還
是
盡
力
為
她
交
涉
。
幾
名
不
幸
的
人
，
包
括
一
小
群
老
外
僑
，
也
立
刻
被
盯
上
。
曾
經
獲
得
大
英
帝
國

勛
章
︵
分
別
是
官
佐
勛
章
︹O

B
E

︺
與
員
佐
勛
章
︹M

B
E

︺
︶
、
居
住
在
上
海
的
麥
克
班
和
馬
汀
只
能
在
事
後
納
悶

他
們
究
竟
是
怎
麼
引
起
懷
疑
的
。
一
九
六
六
年
九
月
，
紅
衛
兵
侵
入
顛
地
在
上
海
的
家
，
破
壞
許
多
物
品
，
毆
打

並
帶
走
他
的
中
國
友
人
。
而
且
入
侵
者
還
在
他
的
屋
外
搭
起
帳
棚
，
住
了
兩
個
星
期
。
他
還
要
等
上
四
年
，
才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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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
准
離
開
中
國
。
局
勢
最
低
迷
的
時
候
，
上
海
的
外
僑
落
到
了
只
有
七
十
人
。
這
個
數
字
是
否
包
括
關
在
監
牢
裡

的
那
些
人
，
並
不
清
楚
。
50

然
而
，
中
蘇
關
係
此
刻
卻
走
到
了
河
決
魚
爛
之
地
。
一
九
六
七
年
初
，
蘇
維
埃
大
使
館
遭
到
包
圍
，
長
達
兩

週
。
即
使
他
們
沒
有
遭
遇
英
國
那
樣
的
火
燒
結
局
，
這
個
行
動
的
規
模
也
是
史
無
前
例
之
大
。
數
十
萬
名
示
威
者

包
圍
蘇
聯
大
使
館
，
拘
禁
裡
頭
的
職
員
。
一
些
外
交
官
的
家
屬
雖
然
獲
准
離
開
，
卻
在
推
拉
與
欺
凌
之
中
上
了
飛

機
。
北
京
的
機
場
裡
頭
放
了
一
個
維
妙
維
肖
的
假
人
柯
西
金
︵A

lexei K
osygin

︶
，
吊
在
絞
刑
臺
上
，
展
現
示
威
者

的
榮
耀
：
這
位
蘇
聯
總
理
一
手
握
著
染
血
的
短
刀
，
一
手
拿
著
警
棍
，
用
來
暗
示
︽
死
亡
舞
蹈
︾
︵d

an
se 

m
acabre

，
譯
注
：
中
世
紀
歐
洲
盛
行
的
插
畫
，
提
醒
世
人
無
論
人
生
多
風
光
，
最
後
終
須
一
死
︶
。
51

沒
人
笑
得
出

來
。
與
此
同
時
，
真
正
的
柯
西
金
正
在
倫
敦
，
受
到
盛
大
歡
迎
。
他
到
倫
敦
進
行
元
首
訪
問
，
享
用
首
次
為
蘇
聯

領
袖
設
置
的
國
宴
。
對
那
些
指
控
蘇
聯
﹁
修
正
主
義
﹂
、
追
求
﹁
恢
復
資
本
主
義
﹂
、
與
美
國
串
通
以
分
化
中
國
的

人
來
說
︵
周
恩
來
就
曾
在
吃
驚
的
季
辛
吉
面
前
這
麼
說
︶
柯
西
金
的
訪
問
正
中
下
懷
。
但
是
這
也
透
露
出
一
件
事

實
，
就
是
國
際
環
境
已
經
改
變
，
而
中
國
可
能
沒
有
多
少
調
度
空
間
。

和
英
國
一
樣
，
除
了
大
使
館
，
俄
國
也
有
其
他
可
能
引
發
衝
突
的
地
方
：
兩
國
共
享
著
長
達
四
千
三
百
公
里

的
邊
界
。
一
九
六
七
年
二
月
，
大
使
館
包
圍
解
除
後
，
新
的
報
導
注
意
到
約
有
五
百
名
中
國
婦
女
與
兒
童
在
黑
龍

江
省
一
座
不
宜
人
居
的
島
上
紮
營
，
這
座
島
嶼
是
控
制
權
仍
有
爭
議
的
六
百
座
島
嶼
之
一
。
52

珍
寶
島
位
於
烏
蘇
里

江
，
距
離
伯
力
︵K

habarovs

︶
兩
百
四
十
公
里
。
一
九
六
九
年
三
月
二
日
，
靠
近
珍
寶
島
的
蘇
維
埃
邊
界
衛
兵
以

為
他
們
又
要
重
複
這
場
煩
人
的
戲
碼
：
中
國
人
刻
意
入
侵
長
約
一
千
七
百
公
尺
、
寬
約
五
百
公
尺
的
島
。
於
是
衛

兵
整
裝
排
成
一
列
，
逼
退
他
們
。
想
不
到
中
國
人
一
哄
而
散
，
讓
後
面
第
二
排
的
人
開
始
射
擊
，
並
且
另
有
三
百



滾出中國　　372

名
人
民
解
放
軍
，
從
前
一
天
晚
上
挖
掘
的
壕
溝
開
槍
掃
射
。
他
們
殺
了
三
十
名
俄
國
人
，
包
括
起
初
被
帶
到
監
獄

的
傷
患
。
中
國
的
砲
彈
也
開
始
對
著
蘇
維
埃
邊
界
的
衛
兵
轟
炸
。
兩
週
後
，
島
上
又
發
生
更
大
、
更
血
腥
的
交

戰
，
這
次
中
國
傷
亡
慘
重
。

這
場
衝
突
之
後
，
蘇
聯
的
戰
略
火
箭
部
隊
有
整
整
五
天
處
於
警
戒
狀
態
。
中
國
認
為
，
這
個
首
次
在
珍
寶
島

發
生
的
衝
突
，
是
一
九
六
四
年
十
月
十
五
日
以
來
，
蘇
聯
在
邊
界
第
四
千
一
百
八
十
九
次
的
﹁
挑
釁
﹂
。
這
一
天
也

是
五
年
來
漫
長
的
邊
界
衝
突
協
調
破
裂
的
日
子
，
同
時
又
是
中
國
第
一
顆
原
子
彈
試
射
的
前
一
天
。
然
而
，
即
使

中
國
在
一
九
六
九
年
三
月
之
前
已
經
引
爆
了
三
顆
炸
彈
，
現
階
段
他
們
還
是
無
法
有
效
地
使
用
這
項
武
器
。
一
九

六
七
年
，
葛
瑞
被
罵
的
其
中
一
句
話
就
是
﹁
引
燃
我
們
的
氫
彈
，
便
是
給
你
們
這
些
英
美
混
蛋
一
點
顏
色
。
﹂
53

但

其
實
套
具
俗
話
，
這
不
過
是
紙
老
虎
在
耀
武
揚
威
、
實
為
空
洞
的
宣
言
。
蘇
維
埃
兵
工
廠
的
實
力
遠
超
越
中
國
能

夠
說
嘴
的
程
度
，
而
現
在
俄
國
人
會
一
再
提
醒
中
國
這
件
事
實
。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繼
承
的
中
蘇
邊
界
，
來
自
於
破
碎
的
清
朝
主
權
。
54

雖
然
國
民
黨
的
時
程
表
一
直
關
心
著
這

個
地
方
，
但
是
他
們
從
未
真
正
控
制
中
國
核
心
領
土
的
重
要
地
區
，
遑
論
一
九
一
二
年
共
和
體
制
在
名
義
上
取
得

的
邊
界
與
前
線
。
蒙
古
已
經
獨
立
；
新
疆
從
來
不
受
共
和
體
制
控
制
；
西
藏
則
是
保
持
實
質
上
的
獨
立
。
一
九
四

九
年
，
蘇
聯
空
運
人
民
解
放
軍
，
幫
助
共
產
黨
奪
回
新
疆
；
一
九
五○

年
，
軍
隊
入
侵
，
並
且
收
買
西
藏
，
並
於

一
九
五
九
年
以
規
模
龐
大
的
暴
力
鎮
壓
當
地
的
抗
爭
，
加
強
中
國
控
制
。
一
九
五○

年
代
末
期
，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已
經
正
式
穩
坐
清
朝
時
期
絕
大
部
分
的
邊
界
，
但
與
鄰
居
的
爭
議
也
越
拖
越
久
。
邊
界
往
往
畫
得
不
清
不
楚
，

而
歷
史
上
的
主
權
轉
移
仍
然
備
受
爭
議
。
例
如
與
印
度
的
邊
界
，
是
一
條
以
亨
利
．
麥
克
馬
洪
爵
士
︵Sir H

enry 

M
cM

ahon

︶
命
名
的
﹁
線
﹂
︵
譯
注
：
英
國
外
交
官
亨
利
·
麥
克
馬
洪
爵
士
擔
任
英
屬
印
度
外
務
祕
書
期
間
，
主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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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九
一
四
年
討
論
中
印
邊
界
的
西
姆
拉
會
議
，
劃
定
自
不
丹
和
西
藏
交
界
處
，
大
致
沿
分
水
嶺
和
山
脊
線
至
雲
南

獨
龍
江
東
南
的
伊
素
拉
希
山
口
，
這
條
邊
界
稱
為
﹁
麥
克
馬
洪
線
﹂
，
但
中
華
民
國
和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皆
不
承

認
︶
。
毛
澤
東
描
述
他
是
﹁
某
天
畫
了
一
條
線
的
英
國
紳
士
﹂
。
另
有
蘇
維
埃
遠
東
地
區
，
在
一
八
六○

年
簽
訂

︽
北
京
條
約
︾
後
與
清
朝
分
離
；
一
九
六
四
年
，
毛
澤
東
面
對
驚
愕
的
俄
國
，
表
示
﹁
那
件
事
情
我
們
還
沒
談

妥
﹂
。
事
實
上
，
中
國
與
每
一
個
陸
地
邊
界
的
鄰
居
都
有
衝
突
，
海
上
邊
界
那
些
暗
礁
、
沙
洲
與
小
島
的
所
有
權
也

是
。
這
二
十
三
個
爭
議
多
半
會
個
別
和
平
解
決
，
但
在
一
九
六
九
年
三
月
，
面
對
中
國
對
珍
寶
島
無
情
且
暴
力
的

主
權
伸
張
，
現
實
政
治
也
只
能
低
頭
。

這
是
島
群
的
問
題
，
也
是
國
家
本
身
的
問
題
。
一
九
六
八
年
八
月
，
華
沙
公
約
組
織
入
侵
捷
克
斯
洛
伐
克
，

令
中
國
高
層
非
常
頭
痛
。
入
侵
之
後
，
蘇
聯
主
張
布
里
茲
涅
夫
學
說
︵B

rezhnev D
octrine

，
譯
注
：
時
任
蘇
共
中

央
總
書
記
的
布
里
茲
涅
夫
在
一
九
六
八
年
侵
略
捷
克
斯
洛
伐
克
鎮
壓
布
拉
格
之
春
運
動
前
後
，
在
蘇
聯
及
華
沙
條

約
成
員
國
內
，
推
行
的
一
套
對
外
擴
張
和
控
制
東
歐
社
會
主
義
國
家
思
想
和
政
治
的
理
論
︶
，
表
示
任
何
一
個
社
會

主
義
國
家
內
部
的
革
命
，
都
是
整
個
公
約
組
織
的
事
務
，
這
似
乎
預
言
了
可
能
對
中
國
展
開
類
似
的
干
預
。
而
關

於
邊
界
，
一
八
六○

年
的
條
約
所
畫
出
的
邊
界
並
無
任
何
詳
細
內
容
，
這
又
是
一
個
問
題
。
在
毛
澤
東
與
其
他
領

導
人
的
鼓
吹
之
下
，
珍
寶
島
事
件
似
乎
是
中
國
刻
意
安
排
的
武
力
展
示
。
在
他
們
眼
中
，
這
是
預
防
反
擊
的
措

施
，
結
果
卻
是
危
險
的
誤
判
。
中
國
對
蘇
聯
的
憤
怒
程
度
似
懂
非
懂
；
對
另
一
方
來
說
，
俄
國
對
中
國
的
大
膽
則

感
到
震
驚
且
恐
慌
。
一
位
高
階
逃
兵
後
來
表
示
：
﹁
上
百
萬
中
國
人
入
侵
的
惡
夢
，
令
蘇
聯
領
導
亂
了
手
腳
。
﹂
55

一
九
六
九
年
三
月
，
總
理
柯
西
金
試
圖
使
用
北
京
對
莫
斯
科
的
熱
線
電
話
討
論
解
決
之
道
，
卻
被
中
國
首
都
的
接

線
生
拒
絕
。
接
線
生
收
到
命
令
，
不
准
將
這
通
電
話
轉
接
過
去
。
一
九
六
四
年
起
，
蘇
聯
持
續
在
邊
境
增
加
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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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
也
在
距
離
北
京
四
百
八
十
二
公
里
的
蒙
古
配
置
蘇
聯
軍
隊
，
此
時
此
刻
，
又
部
屬
了
更
多
軍
隊
。
九
月
，
柯

西
金
於
北
京
機
場
與
中
國
高
層
領
導
見
面
，
一
觸
即
發
的
危
機
似
乎
得
到
緩
解—

雖
然
在
見
面
之
後
，
中
國
開

始
覺
得
此
舉
根
本
就
是
假
動
作
。
十
月
一
日
的
中
國
國
慶
日
，
人
民
解
放
軍
進
入
備
戰
狀
態
；
十
月
二
十
日
，
蘇

聯
代
表
飛
到
北
京
二
次
會
議
時
，
又
再
度
進
入
備
戰
狀
態
︵
譯
注
：
一
九
六
九
年
十
月
二
十
日
，
蘇
聯
外
交
部
第

一
副
部
長
庫
茲
涅
佐
夫
到
北
京
進
行
中
蘇
邊
境
談
判
，
中
方
根
據
情
報
研
判
蘇
聯
可
能
趁
談
判
突
襲
中
國
︶
。

從
一
九
六
九
年
夏
天
開
始
，
中
國
國
家
已
經
準
備
發
動
預
期
中
的
猛
烈
攻
擊
，
因
此
又
發
生
了
數
百
次
事

件
，
包
括
與
蘇
聯
在
新
疆
邊
界
的
大
型
衝
突
。
中
國
政
府
下
令
火
速
建
築
防
空
洞
，
包
括
後
來
成
為
可
以
容
納
十

萬
人
的
北
京
地
下
防
空
洞
，
並
儲
備
救
急
糧
食
與
其
他
補
給
品
，
擬
定
撤
退
與
防
空
演
習
計
畫
。
北
京
政
府
的
檔

案
從
首
都
撤
出
，
運
往
西
南
。
一
九
六
九
年
十
月
二
十
日
，
在
一
個
恐
怖
的
關
鍵
時
刻
之
前
，
中
共
高
層
一
接
到

通
知
，
便
立
刻
疏
散
到
中
國
各
地
，
唯
恐
蘇
聯
對
北
京
發
動
核
彈
攻
擊
，
因
為
一
次
爆
炸
就
足
以
摧
毀
全
國
。
中

國
軍
隊
進
入
戰
備
狀
態
，
而
且
是
首
次
以
核
武
攻
擊
作
為
作
戰
基
礎
。
十
年
前
，
家
家
戶
戶
後
院
有
煉
鋼
爐
，
現

在
則
是
有
防
空
洞
。

對
中
國
來
說
，
與
蘇
聯
的
邊
界
衝
突
進
行
得
很
不
順
利
，
也
幾
乎
達
不
到
毛
澤
東
的
目
的
，
但
最
終
確
實
推

動
了
某
些
談
判
，
進
而
解
決
特
定
爭
議
。
利
用
培
養
民
間
防
禦
能
力
與
訓
練
義
勇
隊
這
兩
項
大
型
動
員
的
需
求
，

毛
澤
東
也
有
效
終
結
了
部
分
省
分
的
內
戰
。
這
個
暴
力
的
策
略
再
次
帶
來
惡
果
，
但
也
促
使
了
無
法
無
天
的
文
化

大
革
命
走
向
終
結—

雖
然
幾
乎
無
法
阻
止
鮮
血
的
流
淌
。
蘇
維
埃
方
面
，
輿
論
︵
批
評
政
府
的
人
數
不
亞
於
其

他
立
場
的
支
持
者
︶
和
克
里
姆
林
宮
一
樣
警
戒
。
葉
甫
根
尼
．
葉
夫
圖
申
科
︵Yevgeny Yevtuschenko

，
譯
注
：

一
九
三
三—

二○

一
七
年
，
俄
國
詩
人
︶
寫
了
一
首
詩
，
關
於
﹁
新
的
拔
都
可
汗
／
他
們
箭
筒
中
的
炸
彈
喀
喀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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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
﹂
，
加
上
公
認
為
﹁
接
近
歇
斯
底
里
﹂
的
蒙
古
掠
奪
史
，
以
及
來
自
中
國
的
﹁
黃
禍
﹂
威
脅
。
到
處
流
傳
的
笑
話

將
害
怕
的
情
緒
轉
為
不
安
的
幽
默
，
而
且
通
常
帶
有
種
族
歧
視
的
意
味
，
嘲
諷
中
國
龐
大
的
人
口
本
身
就
是
危

險
。
但
同
時
也
有
頭
腦
清
醒
的
分
析
出
現
，
例
如
異
議
人
士
安
得
烈
．
阿
莫
爾
里
克
︵A

ndrei A
m

alrik

，
譯
注
：

一
九
三
八—

一
九
八○

年
，
蘇
聯
作
家
、
異
議
人
士
，
最
著
名
的
著
作
是
︽
蘇
聯
能
否
活
到
一
九
八
四
年
︾
︹W

ill 

the Soviet U
nion Survive U

ntil 1984

︺
，
寫
於
一
九
六
九
年
，
預
言
蘇
聯
將
因
社
會
與
道
德
的
對
立
，
以
及
對
中

國
的
戰
爭
而
瓦
解
︶
在
危
機
高
峰
時
寫
下
的
評
論
，
表
示
﹁
中
國
的
威
脅
﹂
對
蘇
聯
是
確
實
存
在
的
威
脅
。
56

正
是
在
這
樣
的
脈
絡
下
，
巴
拉
德
想
像
他
的
紅
衛
兵
征
服
北
美
洲
。
雖
然
他
是
諷
刺
作
家
，
但
不
是
唯
一
一

人
。
一
九
六
七
年
，
蓋
洛
普
民
調
顯
示
，
四
分
之
三
的
美
國
人
將
中
國
提
名
為
﹁
世
界
和
平
最
大
的
威
脅
﹂
，
勝
過

蘇
聯
。
這
個
民
調
的
百
分
比
在
整
個
一
九
六○

年
代
逐
步
上
升
，
於
中
國
核
彈
試
爆
與
文
化
大
革
命
初
期
又
突
然

暴
漲
。
一
九
六
七
年
，
另
一
個
蓋
洛
普
調
查
發
現
，
百
分
之
七
十
五
的
作
答
者
對
中
國
抱
持
﹁
極
為
負
面
﹂
的
觀

點
。
這
些
民
調
顯
示
對
於
﹁
黃
禍
﹂
的
恐
懼
與
幻
想
又
捲
土
重
來
，
令
人
害
怕
。
美
國
政
壇
、
大
眾
文
化
紛
紛
發

出
聲
音—

尤
其
是
國
務
卿
迪
安
．
魯
斯
克
︵D

ean R
usk

︶
。
一
九
六
七
年
十
月
，
他
表
示
﹁
十
億
名
帶
著
核
子

武
器
的
中
國
大
陸
人
民
﹂
令
他
擔
心
。
一
九
六
六
年
，
針
對
美
國
民
眾
對
於
中
國
人
的
觀
感
做
了
調
查
，
發
現
極

大
比
例
的
人
選
擇
﹁
奸
詐
﹂
、
﹁
狡
猾
﹂
、
﹁
好
戰
﹂
、
﹁
殘
酷
﹂
、
﹁
愚
昧
﹂
。
在
一
片
憂
心
忡
忡
之
中
，
即
使
有
百
分

之
三
十
七
的
人
認
為
他
們
﹁
努
力
﹂
，
但
聽
起
來
也
不
像
正
面
評
價
。
57

冷
戰
文
化
之
中
，
中
國
人
的
勤
奮
可
以
打

通
太
平
洋
底
下
的
隧
道
，
引
爆
洛
杉
磯
地
底
的
核
武
，
就
像
可
笑
但
大
受
歡
迎
的
米
高
梅
電
影
︽
地
道
戰
︾
︵B

attle 

beneath the E
arth

，
一
九
六
七
年
︶
裡
的
故
事
一
樣
。
58

創
造
傅
滿
洲
博
士
這
個
角
色
的
小
說
家
羅
默
在
一
九
五
九

年
去
世
，
但
這
個
由
克
里
斯
多
福
．
李
︵C

hristopher Lee

︶
飾
演
的
犯
罪
大
師
仍
在
大
螢
幕
上
散
布
征
服
世
界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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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
心
。
一
九
六○

年
，
以
中
國
為
場
景
的
電
影
中
，
最
受
歡
迎
的
包
括
︽
諜
網
迷
魂
︾
︵T

he M
an

chu
rian 

C
andidate

，
一
九
六
二
年
︶
，
關
於
韓
戰
的
﹁
洗
腦
﹂
恐
懼
以
及
共
產
黨
密
謀
攻
占
美
國
；
︽
北
京
五
十
五
天
︾

︵55 D
ays at Peking

，
一
九
六
三
年
︶
，
關
於
一
九○

○

年
包
圍
北
京
公
使
館
；
︽
聖
保
羅
砲
艇
︾
︵T

he Sand 

Pebbles

，
一
九
六
六
年
︶
，
關
於
一
九
二○

年
代
長
江
美
軍
砲
艦
的
故
事
。
每
部
電
影
都
呈
現
西
方
人
在
面
對
中
國

暴
民
時
的
無
助
。
就
算
一
九
六
七
年
在
北
京
遭
到
猛
烈
攻
擊
的
英
國
外
交
官
寫
錯
了
報
告
，
就
算
入
侵
代
辦
處
的

群
眾
口
中
喊
的
不
是
﹁
殺
！
﹂
︵
似
乎
真
有
可
能
是
他
寫
錯
了
︶
，
但
仍
可
以
確
定
的
是
，
對
他
們
而
言
，
或
是
對

任
何
大
眾
文
化
的
消
費
者
而
言
，
他
們
期
待
聽
到
的
就
是
：
﹁
殺
！
﹂

儘
管
海
外
大
部
分
的
公
眾
與
政
治
輿
論
都
對
中
國
懷
有
敵
意
，
學
生
抗
議
運
動
仍
然
支
持
毛
澤
東
主
義
。
他

們
是
激
進
的
政
治
與
文
化
叛
亂
中
重
要
且
吵
鬧
的
少
數
團
體
，
構
成
了
一
九
六
八
年
的
法
國
五
月
風
暴
、
西
歐
崛

起
、
北
美
與
日
本
的
新
左
派
。
學
生
抗
議
運
動
的
源
頭
比
一
九
六
八
年
法
國
五
月
風
暴
更
早
。
對
於
信
奉
毛
澤
東

主
義
的
人
、
特
別
是
文
化
大
革
命
的
人
來
說
，
中
國
的
事
件
是
青
年
造
反
的
奇
觀
、
一
個
反
權
威
的
計
畫
，
而
紅

衛
兵
的
行
動
是
戰
術
與
策
略
的
劇
目
，
呼
應
了
崛
起
的
政
治
反
主
流
文
化
。
這
裡
也
是
第
三
世
界
的
一
股
力
量
，

由
一
位
哲
學
家
暨
詩
人
領
導
，
為
越
南
的
革
命
與
抗
爭
提
供
了
靈
感
與
題
材
。
激
進
分
子
發
現
，
紅
衛
兵
的
行
動

產
生
了
無
比
震
撼
的
價
值
。
這
個
特
徵
在
西
德
明
顯
可
見
︵
譯
注
：
一
九
六○

年
代
左
翼
的
示
威
者
及
反
戰
人
士

皆
有
同
情
共
產
主
義
的
色
彩
，
引
起
政
府
正
視
和
緊
張
。
西
德
於
一
九
六
八
年
達
到
緊
張
高
峰
，
稱
為
﹁
六
八
運

動
﹂
︶
，
此
外
，
儘
管
主
流
媒
體
對
於
中
國
與
文
化
大
革
命
抱
持
著
排
斥
的
態
度—

幾
乎
全
世
界
都
是—

但
是

毛
澤
東
主
義
仍
在
各
地
引
起
騷
動
。
同
一
陣
線
的
外
國
同
路
人
給
予
不
加
批
判
的
支
持
。
一
九
六
六
年
八
月
，
一

名
英
國
訪
客
寫
下
在
上
海
的
見
聞
：
﹁
沒
什
麼
可
見
的
暴
行
，
振
奮
的
情
緒
明
顯
可
見
。
﹂
紅
衛
兵
就
像
﹁
學
校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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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級
官
員
或
童
子
軍
隊
長
﹂
。
而
且
不
管
東
方
的
風
吹
向
何
方
，
對
劍
橋
大
學
的
講
師
羅
賓
森
或
科
學
家
李
約
瑟
來

說
，
都
是
甜
美
的
風
，
但
是
文
化
大
革
命
能
夠
成
長
茁
壯
，
靠
的
就
是
年
輕
的
新
世
代
。
59

除
了
︽
北
京
週
報
︾
︵Peking R

eview

︶—

一
九
六
三
至
六
四
年
發
行
了
法
、
德
、
西
、
日
語
版
本—

這

波
運
動
中
還
有
兩
本
重
要
的
書
籍
。
首
先
就
是
小
紅
書
本
身
，
即
毛
澤
東
著
作
的
語
句
編
選
。
毛
主
席
野
心
勃
勃

的
接
班
人
林
彪
將
之
作
為
人
民
解
放
軍
的
訓
練
材
料
，
於
一
九
六
四
年
出
版
。
這
本
書
流
通
世
界
各
地
，
不
只
由

外
文
出
版
社
輸
出
數
十
萬
本
，
還
包
括
在
德
國
、
法
國
、
義
大
利
出
版
的
譯
本
。
在
德
國
，
光
是
在
一
九
六
七
年

就
賣
了
十
萬
本
；
黑
豹
黨
︵B

lack Panther Party

，
譯
注
：
一
九
六
六—

一
九
八
二
年
活
躍
的
美
國
組
織
，
促
進

美
國
黑
人
的
民
權
，
作
風
激
進
︶
讀
小
紅
書
；
德
國
與
美
國
的
激
進
電
影
導
演
拿
小
紅
書
拍
電
影
；
愛
德
華
．
阿

爾
比
︵E

dw
ard A

lbee

︶
將
主
要
內
容
寫
成
戲
劇
︵
譯
注
：
一
九
二
八—

二○

一
六
年
，
美
國
劇
作
家
︶
。
在
外
觀

上
，
這
也
是
一
本
一
眼
就
能
認
出
的
書
。
60

裡
頭
的
句
子
，
不
需
任
何
上
下
文
，
本
身
就
自
成
一
格
。
﹁
革
命
不
是

請
客
吃
飯
﹂
、
﹁
槍
桿
子
裡
出
政
權
﹂
都
在
北
京
之
外
老
遠
的
地
方
被
傳
誦
與
討
論
︵
或
諷
刺
︶
。
若
說
該
書
吸
引
了

忠
實
的
政
治
讀
者
，
其
實
它
也
具
備
了
美
學
的
力
量
，
就
如
同
整
個
文
化
大
革
命
的
視
覺
文
化
一
樣
。
尚
盧
．
高

達
︵Jean-Luc G

odard

︶
一
九
六
七
年
的
電
影
︽
中
國
姑
娘
︾
︵La C

hinoise

︶
中
，
一
群
合
租
公
寓
的
室
友
是
毛

澤
東
主
義
的
追
隨
者
，
裡
頭
到
處
都
是
那
本
書
，
排
滿
了
書
櫃
、
也
疊
在
家
具
上
，
更
是
作
為
象
徵
的
武
器
。
牆

上
的
裝
飾
是
毛
澤
東
的
口
號
、
中
國
的
政
治
宣
傳
海
報
、
有
關
毛
澤
東
的
剪
報
。
高
達
還
在
電
影
裡
頭
用
了
一
九

六
七
年
法
國
的
流
行
歌
曲
︿
毛
毛
﹀
︵M

ao M
ao

︶
，
其
中
有
著
一
句
意
想
不
到
但
琅
琅
上
口
的
歌
詞—

﹁
小
紅

書
轉
動
一
切
﹂
。

另
一
本
轉
動
一
切
的
著
作
是
韓
丁
的
︽
翻
身
︾
，
在
文
化
大
革
命
後
期
，
於
一
九
六
六
年
上
市
。
書
中
最
令
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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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感
興
趣
的
是
團
體
集
會
的
過
程
、
自
我
批
評
與
﹁
訴
苦
﹂
。
女
性
解
放
運
動
的
社
運
人
士
認
為
閱
讀
韓
丁
的
書
有

助
於
﹁
提
升
意
識
﹂
；
對
地
下
氣
象
員
組
織
︵W

eatherm
an U

nderground

，
譯
注
：
美
國
極
左
派
組
織
，
一
九
六

九
年
由
反
越
戰
組
織
學
生
爭
取
民
主
社
會
中
的
激
進
派
分
裂
出
來
，
目
標
是
以
祕
密
暴
力
革
命
推
翻
美
國
政
府
︶

等
激
進
分
子
也
造
成
影
響
。
61

在
其
他
地
方
，
對
於
那
些
在
一
九
六○

年
代
末
期
興
起
、
較
為
廣
大
且
往
往
自
我
陶

醉
的
激
進
文
化
來
說
，
這
本
書
可
能
單
純
就
是
愚
蠢
：
一
九
七
一
年
，
一
本
手
冊
提
出
疑
問
：
公
社
生
活
內
含
的

衝
突
要
怎
麼
解
決
？
﹁
毛
澤
東
主
義
﹂
就
是
其
中
一
個
答
案
；
但
僅
是
名
義
上
的
毛
澤
東
主
義
，
實
質
內
容
已
經
因

為
其
他
目
的
而
被
挪
用
與
改
編
，
收
錄
在
公
社
的
藥
典
裡
頭
，
用
在
交
友
治
療
與
﹁
提
升
意
識
﹂
的
聚
會
中
。
62

劇

作
家
大
衛
．
黑
爾
︵D

avid H
are

︶
與
合
股
劇
團
︵Joint Stock T

heatre

︶
於
一
九
七
五
年
成
功
將
︽
翻
身
︾
改
編

為
舞
臺
劇
以
及
英
國
國
家
廣
播
公
司
的
電
視
節
目
。
對
黑
爾
而
言
，
︽
翻
身
︾
是
一
齣
關
於
革
命
以
及
革
命
的
意

義
、
﹁
為
歐
洲
創
作
的
戲
劇
﹂
。
但
這
齣
戲
劇
忠
於
原
著
，
而
且
韓
丁
也
介
入
了
製
作
，
確
保
戲
劇
忠
於
原
著
，
而

黑
爾
也
教
導
演
員
在
閱
讀
書
本
時
，
﹁
認
同
︽
翻
身
︾
的
技
巧
，
諸
如
團
體
討
論
、
自
我
批
評
等
等
，
並
應
用
於
製

作
當
中
﹂
。
63

類
似
的
例
子
不
勝
枚
舉
：
就
許
多
方
面
而
言
，
歷
史
悠
久
的
中
國
風
藝
術
邁
入
了
全
新
階
段
，
而
且
自
從
一

九
三
五
至
三
六
年
的
皇
家
藝
術
學
院
中
國
展
以
來
，
從
沒
見
過
中
國
造
成
如
此
強
大
的
影
響
。
小
紅
書
不
僅
提
供

發
亮
的
紅
色
封
面
，
在
外
國
人
的
心
中
，
它
也
是
符
號
，
是
態
度
，
是
時
尚
。
時
髦
的
激
進
分
子
手
拿
小
紅
書
和

海
報
，
戴
著
人
民
解
放
軍
的
紅
星
帽
，
穿
著
毛
澤
東
裝
，
再
將
這
些
元
素
融
入
切
．
格
拉
瓦
與
列
寧
等
所
有
激
進

抗
議
者
與
異
議
人
士
的
形
象
。
單
純
求
表
現
的
，
例
如
碧
姬
．
芭
杜
︵B

rigitte B
ard

ot

，
譯
注
：
一
九
三
四

年—

，
法
國
電
影
女
星
︶
、
小
山
米
．
戴
維
斯
︵Sam

m
y D

avis Jr

，
譯
注
：
一
九
二
五—

一
九
九○

年
，
美
國
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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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
︶
、
亞
蘭
．
德
倫
︵A

lain
 D

elo
n

，
譯
注
：
一
九
三
五
年—

，
法
國
演
員
︶
以
及
設
計
師
范
倫
鐵
諾

︵V
alentino

︶
，
都
穿
著
毛
澤
東
裝
的
變
化
款
拍
過
照
，
而
︽
時
尚
︾
雜
誌
於
一
九
六
七
年
九
月
宣
布
，
﹁
巴
黎
時
尚

圈
﹂
都
﹁
為
毛
澤
東
而
瘋
狂
﹂
。
毛
澤
東
裝
在
時
尚
圈
風
行
好
一
段
時
間
，
穿
在
西
方
人
的
身
上
，
或
出
現
在
法
國

那
本
媲
美
︽
花
花
公
子
︾
的
雜
誌
︽
他
︾
︵Lui

︶
裡
頭
。
時
髦
的
激
進
分
子
與
流
行
服
裝
帶
動
的
潮
流
逐
漸
滲
透

大
眾
市
場
，
任
何
人
都
能
打
扮
得
﹁
像
個
很
酷
的
苦
力
﹂
。
歌
手
瑪
莉
安
．
菲
絲
佛
︵M

arianne Faithfull

︶
在
一

九
六
七
年
接
受
訪
問
時
說
：
﹁
我
不
太
讀
書
，
但
我
讀
過
他
的
小
紅
書
語
錄
，
我
知
道
他
在
說
什
麼
。
﹂
64

受
到
影
響
的
可
不
只
是
名
人
的
衣
服
褲
子
。
毛
澤
東
主
義
的
團
體
、
派
系
、
政
黨
在
極
左
派
政
治
扮
演
了
獨

特
、
破
壞
的
角
色
，
程
度
各
有
千
秋
，
遍
及
西
歐
與
北
美
社
會
。
一
九
六
八
年
，
蘇
聯
與
華
沙
公
約
組
織
入
侵
捷

克
斯
洛
伐
克
，
更
加
突
顯
了
對
已
經
穩
固
的
共
產
黨
政
權
在
世
代
與
政
治
方
面
的
幻
滅
。
文
化
大
革
命
呼
籲
大
眾

參
與
政
治
，
反
對
安
逸
的
政
權
，
這
樣
的
主
張
立
刻
吸
引
了
許
多
聽
眾
，
包
括
那
些
認
為
西
歐
左
派
政
黨
是
維
持

現
狀
的
共
謀
，
或
是
向
蘇
聯
買
單
的
無
可
救
藥
的
人
。
逐
漸
增
長
的
﹁
第
三
世
界
﹂
國
家
解
放
運
動
，
以
及
對
美

國
涉
入
越
戰
的
反
對
，
形
同
為
文
化
大
革
命
的
火
爐
裡
添
柴
。
非
裔
美
國
人
的
黑
人
權
力
運
動
人
士
從
中
國
的
例

子
獲
得
啟
發
與
政
治
支
持
。
留
歐
的
亞
洲
、
非
洲
、
拉
丁
美
洲
學
生
，
是
影
響
這
波
運
動
重
要
的
力
量
。
在
西

德
，
毛
澤
東
主
義
興
盛
於
激
進
的
學
生
政
治
運
動
，
而
且
是
以
一
種
戲
劇
性
的
直
接
行
動
作
為
形
式
。
在
法
國
，

毛
澤
東
主
義
扮
演
的
角
色
非
常
活
躍
，
透
過
沙
特
、
西
蒙
波
娃
、
克
莉
斯
蒂
娃
︵Julia K

risteva

︶
、
傅
柯
︵M

ichel 

Foucault

︶
、
阿
圖
色
︵Louis A

lthusser

︶
等
人
的
著
作
，
影
響
廣
至
主
流
知
識
分
子
。
一
九
七○

年
，
法
國
政
府

打
壓
毛
澤
東
主
義
的
報
紙
與
組
織
，
激
起
罕
見
的
抗
議
合
鳴
，
包
括
歌
手
米
克
．
傑
格
︵M

ick Jagger

，
譯
注
：
英

國
滾
石
樂
團
主
唱
︶
、
社
會
主
義
的
政
客
法
蘭
索
瓦
．
密
特
朗
︵Francois M

itterrand

︶
與
沙
特
。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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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許
多
方
面
而
言
，
毛
澤
東
主
義
與
中
國
現
實
的
關
係
，
就
如
亞
蘭
．
德
倫
的
衣
服
褲
子
與
北
京
街
頭
的
服

裝
。
那
是
改
編
了
文
化
大
革
命
的
道
具
與
形
式
，
進
而
產
生
成
政
治
東
方
主
義
，
然
而
卻
缺
少
了
以
中
國
客
觀
的

現
實
經
驗
作
為
基
礎
。
事
實
上
，
基
礎
越
薄
弱
，
外
國
的
毛
澤
東
主
義
就
越
蓬
勃
：
太
多
的
現
實
只
會
讓
人
難
以

承
受
；
一
九
七○

年
代
，
對
所
有
事
件
演
變
過
程
瞭
解
越
多
，
反
而
降
低
了
絕
大
部
分
毛
澤
東
主
義
支
持
者
的
數

量
。
66

如
果
有
時
髦
的
毛
澤
東
主
義
者
，
也
會
有
毛
澤
東
主
義
的
恐
怖
分
子
。
從
這
種
社
會
背
景
當
中
，
興
起
了
追

求
武
裝
抗
爭
的
團
體
：
西
德
的
紅
軍
派
︵R

ed
 A

rm
y Faction

︶
，
又
稱
邁
因
霍
夫
集
團
︵B

aad
er-M

ein
h

of 

G
roup

︶
，
以
及
義
大
利
的
紅
色
旅
︵R

ed B
rigades

︶
與
前
線
組
織
︵Prim

a L
inea

︶
。
高
達
的
︽
中
國
姑
娘
︾
裡

頭
，
重
要
的
一
幕
就
是
嘲
諷
這
樣
的
恐
怖
主
義
缺
乏
社
會
基
礎
，
或
者
也
暗
示
在
現
實
當
中
也
是
如
此
。
但
那
些

團
體
引
爆
炸
彈
又
殺
人
，
直
到
最
後
被
警
察
制
止
，
而
他
們
助
長
了
深
刻
的
政
治
危
機
，
形
同
對
西
德
與
義
大
利

的
公
民
自
由
潑
了
冷
水
。
印
度
也
發
生
動
亂
，
南
美
洲
的
暴
動
尤
其
糟
糕
。
早
在
文
化
大
革
命
以
前
，
中
國
就
提

供
為
兄
弟
政
黨
幹
部
訓
練
。
其
中
，
在
一
九
六
五
年
和
一
九
六
七
年
來
到
中
國
的
祕
魯
共
產
主
義
者
阿
維
馬
埃

爾
．
古
斯
曼
︵A

bim
ael G

uzm
án

︶
，
他
於
一
九
八○

年
發
起
了
﹁
光
明
之
路
﹂
叛
變
，
於
長
達
十
二
年
的
戰
爭
期

間
，
造
成
六
萬
人
死
亡
。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
還
有
那
位
﹁
舵
手
﹂
︶
啟
發
了
全
球
的
革
命
運
動
，
引
起
海
外
支
持
與
模
仿
熱
潮
，
這
些

都
涵
蓋
在
廣
大
的
文
化
大
革
命
的
世
紀
論
述
底
下
，
程
度
之
深
遠
，
連
中
國
自
己
也
承
認
。
在
這
樣
的
想
像
之

中
，
世
界
各
地
的
國
家
解
放
運
動
與
共
產
主
義
革
命
人
士
都
把
中
國—

而
非
蘇
聯—

視
為
對
抗
帝
國
主
義
的

總
部
。
67

毛
澤
東
是
革
命
世
界
的
﹁
救
星
﹂
，
而
且
是
﹁
世
界
各
民
族
心
中
的
紅
太
陽
﹂
。
︽
人
民
日
報
︾
向
讀
者
保

證
，
從
﹁
五
大
洲
﹂
來
的
朝
聖
者
前
往
韶
山
，
興
奮
得
難
以
入
眠
，
狂
喜
不
已
，
就
為
了
探
尋
那
位
舵
手
的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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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
。
他
們
寫
詩
讚
揚
﹁
世
界
人
民
的
燈
塔
﹂
，
研
讀
他
的
著
作
，
發
現
無
論
在
西
歐
或
任
何
地
方
，
唯
有
具
備
毛
澤

東
的
思
想
，
他
們
的
奮
鬥
才
有
可
能
勝
利
。
68

火
燒
北
京
代
辦
處
的
事
件
之
後
，
二
十
五
名
英
國
的
毛
澤
東
主
義
者

在
倫
敦
的
中
國
公
使
館
外
遊
行
，
並
高
呼
小
紅
書
裡
的
口
號
，
讓
好
奇
的
圍
觀
者
困
惑
不
解
。
他
們
受
外
交
官
之

邀
進
入
公
使
館
，
互
相
唱
誦
中
英
文
版
本
的
︿
東
方
紅
﹀
與
︿
大
海
航
行
靠
舵
手
﹀
，
離
開
之
前
，
還
獲
得
毛
澤
東

的
彩
色
照
片
作
為
贈
禮
。
69

如
此
超
現
實
的
戲
碼
，
突
顯
出
一
九
六○

年
代
末
期
，
中
國
與
世
界
的
國
際
關
係
長
久
以
來
充
滿
困
惑
。
文

化
大
革
命
時
期
，
激
烈
的
政
治
鬥
爭
與
每
日
的
政
治
行
動
，
主
軸
都
是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與
外
國
國
家
及
外
國
文

化
的
關
係
。
無
論
是
王
光
美
因
為
在
外
交
場
合
使
中
國
人
蒙
羞
而
遭
到
批
鬥
，
或
鄭
念
收
集
的
貝
多
芬
唱
片
、
上

海
英
國
領
事
館
的
門
柱
、
血
腥
爭
奪
無
人
居
住
的
珍
寶
島
、
外
國
政
治
行
動
、
國
家
尊
嚴
與
屈
辱
問
題
，
全
都
是

文
化
大
革
命
的
核
心
。
這
絕
非
唯
一
的
問
題
，
但
這
是
唯
一
一
個
幾
乎
要
演
變
成
恐
怖
國
際
衝
突
的
問
題
。
同

時
，
在
文
革
的
開
端
，
以
及
暴
力
程
度
開
始
趨
緩
的
一
九
六
九
年
末
期
兩
段
時
期
中
，
中
蘇
關
係
始
終
扮
演
重
要

角
色
。中

國
在
世
界
地
位
的
種
種
問
題
，
靠
著
肅
清
已
故
的
歐
洲
作
曲
家
、
重
新
命
名
街
道
、
監
禁
年
老
的
外
僑
，

甚
至
中
國
駐
倫
敦
公
使
館
的
合
唱
，
根
本
就
無
法
解
決
。
這
場
對
西
方
的
文
化
戰
爭
只
是
引
來
海
外
的
嘲
笑
。
而

此
刻
，
敵
人
來
敲
中
國
的
門
了
：
蘇
聯
的
坦
克
就
在
北
京
門
口
；
美
國
的
軍
隊
與
武
器
進
駐
臺
灣
、
日
本
、
菲
律

賓
與
南
韓
；
中
國
身
陷
的
僵
局
就
如
同
美
國
在
越
南
一
樣
。
中
國
與
整
個
世
界
的
例
行
外
交
對
話
已
經
幾
乎
不
存

在
，
遑
論
參
與
運
動
、
文
化
等
象
徵
性
的
國
際
聚
會
場
合
。
實
際
上
，
中
國
是
個
受
到
蔑
視
的
國
家
。
全
世
界
人

口
最
多
的
國
家
依
然
被
聯
合
國
排
除
在
外
；
世
界
最
強
的
國
家
美
國
，
其
總
統
在
公
開
場
合
甚
至
做
不
到
基
本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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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
重
：
他
不
說
國
家
的
官
方
名
稱
，
而
稱
之
為
﹁
紅
色
中
國
﹂
或
﹁
共
產
主
義
中
國
﹂
。

所
以
當
尼
克
森
總
統
︵
長
期
對
中
國
下
餌
的
共
和
黨
員
︶
在
一
九
七○

年
刻
意
使
用
﹁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

這
個
名
稱
，
北
京
當
局
便
反
覆
思
考
這
個
政
治
舉
動
。
為
了
回
應
這
件
事
，
以
及
兩
國
領
袖
之
間
慎
重
交
換
的
其

他
信
號
，
中
國
求
助
於
歷
史
，
而
且
以
非
凡
的
象
徵
性
排
場
，
再
度
邀
請
斯
諾
來
到
北
京
。
一
九
七○

年
十
月
一

日
，
他
與
毛
澤
東
並
肩
站
在
天
安
門
的
看
臺
觀
賞
國
慶
閱
兵
。
這
個
在
三
十
四
年
前
被
用
來
向
世
界
傳
達
中
國
革

命
的
美
國
人
，
他
的
照
片
刊
登
在
︽
人
民
日
報
︾
上
，
旁
邊
就
寫
著
毛
澤
東
的
話
：
﹁
全
世
界
人
民
，
包
括
美
國
人

民
，
都
是
我
們
的
朋
友
。
﹂
70

中
國
也
求
助
歷
史
上
最
不
可
能
出
現
的
外
交
推
手
，
而
那
也
是
一
九
三
六
年
延
安
紅

軍
被
斯
諾
描
述
為
﹁
奇
怪
﹂
的
愛
好
：
乒
乓
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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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恩
來
也
許
會
說
，
他
們
這
是
以
﹁
小
球
推
動
大
球
﹂
，
正
為
了
世
界
打
乒
乓
球
。
一
九
七
一
年
四
月
，
某
個

意
外
的
舉
動
引
起
全
球
矚
目
，
尤
其
是
白
宮
。
美
國
桌
球
隊
收
到
一
份
臨
時
邀
約
，
邀
請
他
們
參
加
北
京
乒
乓
球

賽
。
比
賽
即
將
在
中
美
都
會
參
加
的
名
古
屋
世
界
盃
結
束
後
舉
辦
。
正
在
日
本
的
中
國
桌
球
隊
，
因
為
當
時
經
常

強
調
的
那
句
話
：
﹁
全
世
界
人
民
，
包
括
美
國
人
民
，
都
是
我
們
的
朋
友
﹂
，
與
美
國
新
朋
友
的
互
動
既
生
硬
又
尷

尬
。
比
賽
期
間
，
兩
邊
隊
員
和
官
員
圍
在
一
塊
兒
，
思
索
著
如
何
開
啟
話
題
，
畢
竟
此
刻
太
平
洋
兩
端
的
心
情
也

是
和
解
：
同
時
，
國
家
對
於
威
脅
的
焦
慮
已
經
過
了
高
峰
，
美
國
民
調
顯
示
，
希
望
美
國
與
中
國
恢
復
正
式
聯
絡

的
占
比
越
來
越
高
。

名
古
屋
最
戲
劇
性
的
事
件
莫
過
於
在
中
國
隊
巴
士
上
的
意
外
接
觸
。
一
名
年
輕
的
美
國
選
手
格
倫
．
科
恩

︵G
lenn C

ow
an

︶
上
了
中
國
隊
的
車
，
針
對
美
方
受
到
的
壓
迫
，
發
表
時
下
憤
青
的
粗
淺
看
法
。
他
的
衣
服
、
頭

髮
、
觀
點
不
再
被
中
國
人
唾
棄
，
雙
方
甚
至
互
換
織
錦
與
禮
物
。
這
個
巧
遇
的
背
後
，
是
計
謀
多
端
、
伺
機
而
動

的
中
國
，
因
為
北
京
正
緊
盯
著
名
古
屋
的
比
賽
。
周
恩
來
個
人
對
中
國
隊
下
了
指
示
；
而
四
月
六
日
夜
晚
，
睡
意

已
濃
的
毛
澤
東
下
令
邀
請
美
國
隊
來
中
國
。

三
天
後
，
由
中
國
負
擔
費
用
，
十
五
名
美
國
隊
的
成
員
飛
到
香
港
，
然
後
穿
過
邊
界
進
入
中
國
。
1

自
十
五
名

左
派
人
士
在
一
九
五
二
年
參
加
和
平
會
議
之
後
，
這
是
人
數
最
多
的
美
國
公
民
訪
問
。
一
位
美
國
國
務
院
官
員
承

認
：
﹁
真
是
令
人
吃
驚
。
﹂
也
許
真
的
可
能
讓
人
大
吃
一
驚
。
來
到
中
國
的
有
科
恩
、
十
八
歲
的
約
翰
．
坦
尼
希
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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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
h

n
 T

an
n

eh
ill

，
他
稱
毛
澤
東
是
今
日
世
上
最
偉
大
且
道
德
與
智
慧
兼
具
的
領
導
人
︶
、
出
生
於
圭
亞
那

︵G
uyana

︶
的
聯
合
國
官
員
喬
治
．
布
拉
斯
韋
特
︵G

eorge B
rathw

aite

︶
和
十
五
歲
的
茱
蒂
．
博
科
斯
基
︵Judy 

B
ochen

ski
︶
以
及
其
他
隊
員
，
他
們
正
式
拜
會
周
恩
來
。
距
離
上
次
美
國
官
員
在
日
內
瓦
與
周
恩
來
近
距
離
會

面
，
已
經
相
隔
十
七
年
，
而
且
當
時
的
國
務
卿
約
翰
．
杜
勒
斯
︵John Foster D

ulles

︶
刻
意
不
悅
地
避
開
與
周
恩

來
面
對
面
的
機
會
。
美
國
頭
號
談
判
員
，
也
是
前
中
央
情
報
局
局
長
沃
爾
特
．
史
密
斯
︵W

alter B
edell Sm

ith

︶
，

右
手
一
直
小
心
拿
著
咖
啡
，
避
免
和
周
恩
來
握
手
。
一
九
七
二
年
，
周
恩
來
回
憶
：
﹁
他
用
左
手
拍
拍
我
的
手

臂
。
﹂
極
端
反
共
的
美
國
遠
東
事
務
助
理
祕
書
長
沃
爾
特
．
羅
伯
森
︵W

alter S. R
obertson

︶
表
示
：
﹁
我
們
不
會

在
酒
吧
裡
跟
罪
犯
喝
酒
。
﹂
但
在
日
內
瓦
，
他
們
﹁
把
罪
犯
帶
來
全
球
會
議
的
酒
吧
﹂
。
2

儘
管
如
此
，
一
九
五
五
與
一
九
七○

年
間
，
中
國
和
美
國
外
交
官
會
晤
次
數
達
一
百
三
十
六
次
，
首
次
在
日

內
瓦
，
接
著
在
華
沙
。
一
九
六○

年
之
前
，
雙
方
大
使
會
面
只
有
約
略
多
於
一
百
次
，
一
九
六○

年
代
更
少
，
尤

其
是
美
國
加
緊
涉
入
越
南
事
務
的
一
九
六
四
年
之
後
。
3

然
而
，
雖
然
國
務
院
說
了
這
麼
多
，
但
是
帶
領
突
破
的
不

是
中
國
專
家
，
而
是
一
連
串
尼
克
森
密
集
推
動
的
政
治
階
段
，
以
及
他
的
國
家
安
全
顧
問
亨
利
．
季
辛
吉
︵H

enry 

K
issinger

︶
發
揮
的
影
響
。
他
們
念
茲
在
茲
的
是
一
九
七
二
年
的
總
統
大
選
。

和
解
當
然
不
是
由
斯
諾
促
成
。
雖
然
他
在
中
國
眼
中
是
個
重
要
人
物
，
在
美
國
官
員
眼
中
卻
不
是
個
受
歡
迎

的
角
色
。
一
九
七○

年
，
中
國
以
為
華
盛
頓
會
理
解
北
京
接
待
斯
諾
這
位
﹁
美
國
朋
友
﹂
的
用
意
，
可
見
中
國
眼

光
之
狹
隘
。
此
時
的
斯
諾
已
是
歷
史
，
連
同
當
時
一
起
前
往
中
國
和
被
指
控
為
共
產
主
義
的
人
都
是
不
名
譽
的
歷

史
。
麥
卡
錫
主
義
的
泥
沼
還
困
住
許
多
人
。
也
是
因
為
如
此
，
一
九
七
一
年
加
拿
大
與
中
國
的
關
係
轉
為
正
常

時
，
他
們
感
到
不
可
思
議
，
為
何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最
受
歡
迎
的
外
國
人
是
去
世
已
久
的
加
拿
大
醫
生
白
求
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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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orm

an B
ethune

，
譯
注
：
一
八
九○

—

一
九
三
九
年
，
加
拿
大
胸
腔
外
科
醫
生
、
加
拿
大
共
產
黨
員
。
一
九
三

八
年
來
到
中
國
擔
任
共
產
黨
戰
地
醫
生
，
一
九
三
九
年
十
一
月
於
河
北
去
世
︶
。
毛
澤
東
寫
了
一
篇
關
於
他
的
悼

文
，
四
處
傳
誦
。
但
是
，
除
了
白
求
恩
在
家
鄉
的
左
派
圈
裡
，
沒
人
知
道
關
於
他
的
生
活
、
工
作
與
他
在
一
九
三

九
年
於
中
國
去
世
的
事
。
一
九
七
二
年
二
月
，
毛
澤
東
與
尼
克
森
第
一
次
在
北
京
見
面
，
毛
澤
東
說
：
﹁
我
喜
歡
右

派
分
子
。
﹂
前
一
年
，
季
辛
吉
祕
密
訪
問
中
國
時
告
訴
周
恩
來
，
只
有
右
派
人
士
能
夠
有
效
地
重
修
舊
好
，
因
為
美

國
親
蔣
與
反
共
遊
說
的
力
量
非
常
穩
固
。

中
國
也
核
發
簽
證
給
七
名
美
國
新
聞
組
織
的
記
者
︵
這
又
是
另
一
個
第
一
次
︶
；
雖
然
每
名
美
國
乒
乓
球
隊
隊

員
似
乎
都
有
在
其
他
機
構
或
報
社
兼
職
。
布
拉
斯
韋
特
幫
︽
烏
木
︾
︵E

bony

，
譯
注
：
美
國
針
對
非
裔
美
國
人
市

場
發
行
的
雜
誌
，
一
九
四
五
年
首
次
發
行
至
今
︶
撰
寫
文
章
。
媒
體
竭
盡
所
能
大
篇
幅
地
報
導
：
美
國
國
家
廣
播

公
司
延
長
黃
金
時
段
新
聞
來
報
導
這
場
﹁
愛
的
盛
宴
﹂
；
︽
時
代
︾
雜
誌
的
封
面
故
事
︿
中
國
：
全
新
的
遊
戲
﹀

︵C
hina: A

 W
hole N

ew
 G

am
e

︶
；
︽
生
活
︾
雜
誌
長
達
二
十
九
頁
的
文
章
︿
深
入
今
日
中
國
﹀
︵Inside C

hina 

Today

︶
。
4

不
過
，
並
非
所
有
報
導
都
是
正
面
的
：
毛
澤
東
的
照
片
到
處
都
是
；
每
個
人
都
穿
著
類
似
且
單
調
的
服

裝
；
大
人
和
小
孩
都
踢
著
正
步
行
進
。
坦
尼
希
爾
在
保
守
的
媒
體
發
表
評
論
，
雖
然
遭
到
公
開
批
評
，
但
這
就
是

青
年
文
化
的
主
流
。
反
對
和
解
的
聲
浪
依
然
活
躍
且
毫
不
寬
容
，
而
且
除
了
被
監
禁
的
外
國
專
家
，
還
有
五
名
美

國
人
還
被
關
在
中
國
：
一
九
五
二
年
被
捕
的
兩
名
中
央
情
報
局
探
員
︵
另
有
一
位
於
一
九
五
一
年
被
監
禁
，
一
九

七○

年
死
於
獄
中
︶
；
兩
名
意
外
飛
入
中
國
領
空
被
擊
落
的
飛
行
員
；
還
有
一
名
女
人
，
一
九
六
八
年
在
漂
進
中
國

海
域
的
船
上
被
捕
，
而
且
祕
密
拘
禁
。
5

乒
乓
球
隊
離
開
中
國
後
，
︽
中
國
建
設
︾
五
月
號
正
要
送
印
，
裡
頭
譴
責

了
美
國
的
進
犯
，
並
列
出
﹁
全
世
界
的
人
民
如
何
對
抗
美
國
帝
國
主
義
﹂
，
當
然
，
還
有
﹁
美
國
走
狗
﹂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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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
一
旦
轉
了
，
事
情
就
快
速
動
了
起
來
。
中
國
尖
銳
的
攻
擊
直
指
出
兩
件
事
：
中
國
評
估
尼
克
森
政
權
﹁
極

端
孤
立
﹂
︵
如
同
中
國
的
抨
擊
文
章
所
言
︶
，
以
及
美
國
依
策
略
須
與
中
國
交
涉
；
中
國
的
領
導
階
層
對
於
與
敵
人

對
談
是
否
合
宜
，
還
是
心
存
疑
慮
。
一
方
面
，
尼
克
森
數
年
來
一
直
在
文
章
與
演
講
中
清
楚
表
明
立
場
，
要
將
中

國
重
新
整
合
入
國
際
社
群
，
包
括
一
九
六
九
年
的
就
職
演
講
。
部
分
貿
易
與
旅
行
限
制
在
乒
乓
球
隊
訪
問
之
後
解

除
。
此
外
，
一
九
七
一
年
為
期
三
天
的
對
談
中
，
季
辛
吉
一
直
在
為
一
九
七
二
年
的
總
統
訪
問
鋪
路
。
對
談
當
中

他
表
示
願
意
改
變
美
國
的
根
本
政
策
，
同
意
﹁
一
中
政
策
﹂
，
承
諾
撤
除
在
臺
灣
的
軍
隊
，
與
北
京
關
係
正
常
化
。
7

他
很
驚
訝
中
國
對
於
臺
灣
議
題
如
此
重
視
，
他
自
己
的
焦
點
反
而
放
在
更
大
的
遊
戲
：
夾
攻
蘇
聯
。
季
辛
吉
強
調

美
國
已
經
準
備
好
一
同
合
作
，
回
應
中
國
北
方
的
威
脅
，
而
且
在
一
九
七
二
年
，
他
以
蘇
維
埃
軍
隊
在
中
國
邊
境

部
屬
的
詳
細
情
報
拉
攏
中
國
。
8

整
個
一
九
七
一
年
與
七
二
年
的
對
話
中
，
美
國
訪
客
與
中
國
地
主
一
再
重
述
﹁
尊
嚴
﹂
與
﹁
光
榮
﹂
二
詞
。

尼
克
森
想
要
光
榮
的
和
平
，
或
至
少
是
光
榮
的
退
出—

美
軍
光
榮
退
出
越
南
。
中
國
重
申
簡
單
的
事
實
：
就
他

們
看
來
，
美
國
從
未
給
予
他
們
任
何
表
示
認
同
的
尊
嚴
。
這
是
美
國
自
己
在
一
九
五
四
年
日
內
瓦
會
議
種
下
的

因
。
杜
勒
斯
連
周
恩
來
的
手
也
不
握
︵
無
論
實
際
或
比
喻
︶
，
與
此
同
時
，
英
國
首
相
安
東
尼
．
艾
登
︵A

nthony 

E
den

︶
立
刻
經
人
引
見
周
恩
來
，
﹁
多
次
握
手
﹂
，
共
進
三
次
晚
餐
，
但
沒
有
下
文
。
9

尼
克
森
大
動
作
修
正
，
並
在

公
開
與
私
人
場
合
一
次
、
兩
次
、
多
次
與
周
恩
來
握
手
。
然
而
，
經
過
二
十
年
來
口
誅
筆
伐
與
政
治
宣
傳
，
臺
灣

問
題
在
中
國
的
尊
嚴
留
下
頑
強
的
汙
點
，
這
不
是
手
伸
出
去
就
能
解
決
的
。

美
國
最
大
的
問
題
是
他
們
持
續
對
蔣
介
石
做
出
承
諾
。
不
顧
全
球
政
治
現
實
的
推
波
助
瀾
，
他
們
依
然
與
過

去
糾
纏
不
清
。
他
們
也
擔
心
，
﹁
背
叛
﹂
其
中
一
個
盟
友
，
會
動
搖
其
他
夥
伴
的
信
心
。
尼
克
森
的
目
標
是
再
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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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美
和
平
是
他
進
入
白
宮
的
入
場
券
之
一
。
一
九
五○

年
秋
天
，
他
首
次
競
選
公
職
，
採
取
的
立
場
是
牽
制
中

國
。
當
時
他
主
張
落
難
的
政
府
與
臺
灣
是
矗
立
在
共
產
中
國
與
﹁
加
州
海
岸
﹂
之
間
的
堡
壘
。
10

擔
任
艾
森
豪
副
手

時
，
他
兩
度
訪
問
這
座
嚴
陣
以
待
的
島
嶼
。
一
九
七
一
至
七
二
年
間
，
中
華
民
國
的
宣
傳
機
器
一
再
提
醒
尼
克
森

的
兩
次
訪
問
與
多
年
來
的
口
頭
支
持
。
到
了
一
九
七
一
年
，
蔣
介
石
已
將
實
質
的
權
力
鞏
固
在
兒
子
蔣
經
國
身

上
，
但
自
己
仍
擔
任
總
統
與
黨
主
席
。
必
須
與
蔣
介
石
打
交
道
的
外
國
官
員
依
然
討
厭
他
，
而
且
每
當
事
不
如
己

意
、
不
符
當
下
目
標
時
，
他
動
不
動
就
會
拿
一
九
五○

年
說
過
的
話
責
備
英
國—

﹁
企
圖
滅
絕
我
東
方
民
族
之
靈

魂
﹂
。
11憑

著
美
國
人
的
同
情
，
中
華
民
國
在
美
國
維
持
廣
泛
又
有
效
的
遊
說
網
絡
。
這
個
網
絡
已
被
宣
告
為
不
祥
、

暗
黑
的
組
織
，
伸
進
臺
灣
的
口
袋
深
處
。
但
是
這
個
組
織
又
是
無
以
著
手
，
因
為
支
持
中
華
民
國
的
人
動
機
眾

多
，
而
且
多
半
深
深
根
基
於
一
九
一
七
年
以
來
中
國
與
外
國
長
達
數
十
年
的
密
切
互
動
。
意
識
型
態
反
共
的
人
、

曾
經
待
過
通
商
口
岸
而
為
了
金
錢
或
情
感
利
益
的
人
、
被
宗
教
壓
迫
嚇
壞
的
基
督
宗
教
團
體
與
教
會
、
華
裔
美
國

人
等
等
。
也
有
政
治
運
動
人
士
、
商
人
、
前
傳
教
士
與
國
民
政
府
的
顧
問
。
當
然
另
有
組
織
化
的
遊
說
團
體
，
例

如
孜
孜
不
倦
的
前
傳
教
士
，
時
任
眾
議
院
議
員
周
以
德
︵W

alter H
. Ju

d
d

︶
領
導
的
﹁
百
萬
人
委
員
會
﹂

︵C
om

m
ittee of O

ne M
illion

︶
。
但
一
九
三○

年
代
的
文
化
外
交
，
諸
如
賽
珍
珠
與
林
語
堂
的
著
作
、
戰
時
美
國

援
華
聯
合
會
的
宣
傳
活
動
，
仍
然
持
續
獲
得
成
果
，
他
們
認
為
中
國
與
中
國
人
就
是
國
民
政
府
，
而
且
就
是
蔣
介

石—

即
使
不
幸
落
敗
。
12

而
且
怎
麼
能
把
真
實
世
界
的
王
龍
和
他
的
家
人
︵
賽
珍
珠
筆
下
的
人
物
︶
留
在
史
達
林

的
高
壓
統
治
之
中
呢
？
這
些
關
係
和
同
情
在
一
九
五○

年
後
持
續
演
化
並
增
強
，
尤
其
因
為
上
萬
名
臺
灣
學
生
到

美
國
追
求
學
術
研
究
，
以
及
﹁
紅
色
中
國
﹂
暗
黑
扭
曲
的
血
腥
政
治
行
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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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九
七
一
年
，
聯
合
國
儀
式
性
地
舉
行
投
票
，
承
認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的
會
員
資
格
、
使
之
取
代
中
華
民

國
，
總
算
實
現
等
待
已
久
的
推
翻
。
事
實
上
，
根
據
周
恩
來
事
後
對
英
國
首
相
愛
德
華
．
希
斯
︵E

dw
ard H

eath

︶

表
示
，
此
舉
﹁
嚇
到
﹂
中
國
人
。
他
們
以
為
還
要
再
等
上
一
年
，
因
此
毫
無
心
理
準
備
。
13

一
九
七○

年
，
他
們
與

四
十
五
個
國
家
建
立
外
交
關
係
；
一
九
七
二
年
十
月
是
七
十
六
個
國
家
。
法
國
、
加
拿
大
、
日
本
、
西
德
與
英
國

的
外
交
部
長
在
尼
克
森
之
後
，
接
連
訪
問
中
國
。
中
華
民
國
的
國
際
地
位
迅
速
降
格
，
令
臺
灣
大
感
震
驚
沮
喪
。

但
國
民
政
府
的
外
交
大
使
不
卑
不
亢
地
收
拾
聯
合
國
紐
約
辦
公
室
的
行
李
，
這
個
國
家
將
要
尋
求
其
他
方
式
維
持

自
己
的
格
調
。
某
些
國
民
政
府
的
盟
友
希
望
維
持
事
實
上
的
﹁
兩
個
中
國
﹂—

或
者
﹁
一
個
中
國
，
但
不
是
現

在
﹂—

如
此
他
們
可
以
繼
續
支
持
蔣
介
石
的
政
府
，
但
是
來
自
北
京
的
壓
力
會
強
迫
他
們
轉
而
正
式
承
認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

雖
然
遲
了
，
但
外
交
上
的
承
認
意
謂
了
接
受
政
治
現
實
。
但
這
樣
當
然
不
會
解
決
所
有
既
存
問
題
，
尤
其
是

那
三
隻
還
在
新
天
地
糾
纏
的
鬼
魂
：
過
去
的
領
土
、
殖
民
主
義
與
戰
爭
，
也
就
是
臺
灣
、
港
澳
及
日
本
入
侵
，
三

隻
鬼
魂
仍
舊
在
每
個
角
落
現
身
。
報
導
乒
乓
球
隊
訪
問
的
記
者
發
現
了
這
一
點
。
一
九
七
一
年
，
一
位
七
十
八
歲

的
男
子
在
頤
和
園
外
與
他
搭
話
。
這
名
男
子
的
故
事
就
是
過
去
中
國
國
際
化
的
歷
史
概
要
。
他
的
名
字
是

T
．
S
．
蔡
，
操
著
一
口
流
利
的
英
文
，
並
於
一
戰
期
間
在
歐
陸
把
這
項
語
言
能
力
越
磨
越
亮
，
應
該
與
中
國
勞

工
旅
的
工
作
有
關
；
他
還
說
他
為
中
國
的
美
國
公
司
工
作
，
直
到
一
九
四
八
年
。
蔡
先
生
說
：
﹁
毛
主
席
拿
回
我
們

的
驕
傲
。
﹂
這
句
話
曾
在
︽
生
活
︾
雜
誌
裡
被
強
調
。
﹁
現
在
這
裡
沒
有
乞
丐
了
。
﹂
14

我
們
大
概
可
以
想
像
一
九

四
九
年
後
他
遭
受
的
苦
難
：
身
為
一
位
曾
在
國
外
求
學
工
作
的
資
本
家
，
一
九
五○

與
六○

年
代
那
些
林
林
總
總

的
行
動
，
蔡
先
生
會
是
首
要
目
標
。
一
九
六
六
年
那
仇
視
外
國
人
的
夏
天
，
他
會
遭
到
攻
擊
與
羞
辱
。
然
而
，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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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還
在
那
裡
，
戴
著
毛
澤
東
的
徽
章
，
開
口
說
的
都
是
該
說
的
話
，
然
而
，
卻
仍
掩
飾
不
了
他
所
代
表
的
曾
經
國

際
化
且
開
放
的
中
國
。

此
刻
，
過
去
的
鬼
魂
之
一
也
現
身
了
。
一
九
七
二
年
九
月
二
十
五
日
，
曾
任
關
東
軍
發
薪
專
員
，
現
任
日
本

內
閣
總
理
的
田
中
角
榮
，
搭
乘
日
本
航
空
由
東
京
直
飛
的
飛
機
，
走
出
北
京
機
場
；
這
是
二
十
多
年
來
首
架
直
飛

班
機
。
電
視
實
況
轉
播
周
恩
來
接
待
田
中
，
日
本
國
旗
在
航
廈
翻
騰
，
三
百
六
十
名
人
民
解
放
軍
組
成
護
衛
，
軍

樂
隊
演
奏
日
本
國
歌
。
15

田
中
上
次
在
中
國
聽
到
日
本
國
歌
是
一
九
四○

年
，
他
在
滿
洲
被
解
除
軍
職
；
之
後
他
便

逐
步
拓
展
商
業
與
政
治
事
業
。
﹁
尼
克
森
震
撼
﹂
發
生
，
美
國
與
中
國
和
解
的
餘
波
蕩
漾
，
田
中
上
任
兩
個
月
後
就

飛
往
中
國
，
展
開
中
日
關
係
正
常
化
。

舊
時
的
戰
爭
鬼
魂
也
在
機
場
迎
接
田
中
。
在
北
京
的
軍
樂
隊
演
奏
了
中
國
國
歌
︿
義
勇
軍
進
行
曲
﹀
，
這
首
歌

勾
起
一
九
三
五
年
對
日
抗
戰
的
回
憶
。
其
實
，
兩
個
國
家
此
時
依
然
處
於
交
戰
狀
態
，
因
為
北
京
並
不
承
認
一
九

五
二
年
日
本
與
中
華
民
國
簽
訂
的
和
平
條
約
。
但
是
田
中
訪
問
中
國
之
後
，
隨
即
發
生
重
大
改
變
。
日
本
撤
銷
與

中
華
民
國
的
任
何
外
交
承
認
；
中
國
聲
明
放
棄
武
裝
備
戰
，
並
且
保
證
和
平
。
但
是
，
戰
爭
的
陰
影
還
是
揮
之
不

去
，
田
中
身
上
無
法
抹
滅
的
記
號
和
他
一
起
來
到
北
京
：
他
曾
在
占
領
中
國
的
軍
隊
中
擔
任
不
起
眼
的
職
位
。
田

中
內
閣
的
外
務
大
臣
大
平
正
芳
︵
並
繼
任
為
內
閣
總
理
︶
也
有
汙
點
：
一
九
三
九
至
四○

年
，
他
從
大
藏
省
被
調

到
內
蒙
古
張
家
口
興
亞
院
的
辦
公
室
。

一
九
七
二
年
的
對
談
中
，
中
國
並
未
要
求
經
濟
形
式
的
戰
爭
損
失
賠
償
，
周
恩
來
告
訴
田
中
，
因
為
他
們
知

道
這
種
要
求
帶
來
的
﹁
痛
苦
﹂
。
但
道
德
上
的
損
失
賠
償
成
為
中
日
關
係
的
試
金
石
，
而
在
中
國
眼
中
，
未
來
繼
任

的
日
本
政
府
並
未
在
道
德
方
面
給
予
適
當
且
真
誠
的
賠
償
。
不
斷
擴
大
的
﹁
歷
史
問
題
﹂
一
開
始
就
蒙
上
陰
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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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九
七
二
年
訪
問
的
第
一
天
，
人
民
大
會
堂
的
歡
迎
宴
會
裡
，
田
中
為
近
代
﹁
不
愉
快
﹂
的
中
日
關
係
，
以
及
帶

給
中
國
人
民
的
﹁m

eiw
aku

﹂
道
歉
。
﹁m

eiw
aku

﹂
直
譯
為
﹁
麻
煩
﹂
，
完
全
不
足
以
形
容
日
本
侵
略
中
國
造
成
的

影
響
。
隔
日
，
周
恩
來
私
下
告
訴
田
中
，
他
接
受
道
歉
的
﹁
誠
意
﹂
，
但
不
接
受
道
歉
的
用
語
。
他
說
：
﹁
在
中

國
，
這
個
詞
只
會
用
在
非
常
小
的
事
上
。
﹂
16

從
那
之
後
，
因
用
語
而
起
的
衝
突
不
斷
增
加
，
而
且
自
一
九
八
二
年

起
，
日
本
文
部
科
學
省
通
過
的
歷
史
課
本
所
使
用
的
用
語
再
度
引
起
衝
突
，
彼
此
爭
論
那
些
用
語
是
否
刻
意
淡
化

侵
略
，
或
甚
至
根
本
連
提
不
提
。

英
國
與
中
國
重
修
舊
好
的
排
場
就
沒
那
麼
盛
大
了
，
雖
然
一
九
七
一
年
四
月
英
國
乒
乓
球
隊
也
收
到
北
京
的

邀
請
。
17

兩
國
都
相
當
努
力
試
著
對
一
九
六
七
年
的
危
機
︵
譯
注
：
火
燒
英
國
代
辦
處
與
香
港
左
派
暴
動
等
︶
以
及

遭
到
監
禁
的
英
國
人
民
做
出
回
應
，
而
且
逐
漸
有
所
進
展
，
讓
緩
慢
的
復
合
過
程
並
無
太
大
波
瀾
。
一
九
七
二
年

三
月
十
三
日
，
駐
中
代
表
終
於
提
升
到
大
使
層
級
，
而
英
國
也
關
閉
在
臺
灣
剩
下
的
領
事
館
。
時
任
英
國
外
相
的

前
首
相
道
格
拉
斯—

休
姆
爵
士
︵Sir A

lec D
ouglas-H

om
e

︶
在
該
年
十
月
訪
問
北
京
。
愛
德
華
．
希
斯
︵
反
對
黨

黨
魁
︶
則
在
一
九
七
四
年
五
月
訪
問
。
格
拉
斯—
休
姆
的
飛
機
塞
了
一
大
群
記
者
，
還
有
給
大
使
館
的
即
溶
咖

啡
、
果
汁
、
玉
米
穀
片
與
烤
豆
等
緊
急
補
給
。
相
較
過
去
，
英
國
駐
中
國
的
大
使
館
已
經
不
見
富
麗
堂
皇
。
18

中
國

外
交
部
的
禮
賓
官
建
議
在
正
式
歡
迎
道
格
拉
斯—

休
姆
的
宴
會
上
，
由
人
民
解
放
軍
樂
隊
彈
奏
﹁
具
代
表
性
的
合

宜
英
國
民
謠
﹂
，
雖
然
英
國
外
交
官
成
功
婉
拒
這
個
建
議
，
結
果
竟
然
變
成
在
宴
會
上
表
演
一
九
三○

年
代
的
飲
酒

歌
﹁
我
們
又
來
到
這
裡
／
內
心
無
比
歡
喜
／
所
有
的
好
友
和
快
樂
的
伴
侶
﹂
。
19

不
過
，
英
國
人
仍
然
私
下
請
香
港

皇
家
警
察
的
樂
隊
找
來
道
格
拉
斯—

休
姆
母
校
伊
頓
公
學
的
︿
伊
頓
公
學
划
船
歌
﹀
︵E

ton B
oating Song

︶
，
並

成
功
在
宴
會
上
演
奏
；
對
人
民
大
會
堂
來
說
，
這
又
是
另
一
個
第
一
次
︵
英
國
人
心
想
，
大
好
機
會
，
錯
過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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惜
︶
。中

國
的
策
略
是
鼓
勵
強
大
的
西
方
國
家
集
團
對
抗
蘇
聯
，
希
望
從
中
坐
收
利
益
，
一
同
對
付
道
格
拉
斯—

休

姆
口
中
的
﹁
惡
意
的
仇
恨
﹂
；
周
恩
來
還
與
田
中
談
了
約
七
十
五
分
鐘
的
俄
國
人
。
20

然
而
，
雙
方
對
談
之
前
，
該

怎
麼
處
理
歷
史
是
英
國
人
的
當
務
之
急
。
道
格
拉
斯—

休
姆
在
正
式
歡
迎
宴
會
的
最
終
版
致
詞
稿
的
結
尾
提
到
：

﹁
中
國
與
英
國
的
關
係
，
一
直
以
來
崎
嶇
不
平
﹂
。
但
他
提
醒
他
的
聽
眾
，
在
一
九
五○

年
，
英
國
是
第
一
個
承
認

新
中
國
的
西
方
國
家
。
找
到
對
的
用
詞
永
遠
都
是
挑
戰
，
看
看
下
方
費
盡
苦
心
修
改
的
草
稿
便
可
見
一
斑
：

歷
史
上
，
中
國
與
英
國
的
關
係
一
直
以
來
興
衰
多
變
、
崎
嶇
不
平
。
我
不
想
，
我
不
會
在
此
刻
探
討
原
因
。

（
我
想
，
我
現
在
已
經
能
說
十
九
世
紀
是
我
國
歷
史
很
遙
遠
的
時
期
，
當
時
我
國
面
對
世
界
其
他
國
家
的
態
度
和
現

在
普
遍
不
同
）
我
想
要
，
甚
者
，
我
希
望
能
代
表
現
在
和
未
來
，
而
非
過
去
。
21

這
個
希
望
聽
起
來
相
當
不
錯
，
但
事
實
上
要
讓
中
國
領
導
人
遠
離
﹁
崎
嶇
不
平
﹂
的
過
去
非
常
困
難
，
周
恩

來
在
對
話
中
也
一
再
對
英
國
﹁
重
提
﹂
過
去
︵
尤
其
是
日
內
瓦
會
議
︶
。
過
去
一
點
也
不
﹁
遙
遠
﹂
。
一
度
在
對
話

被
激
怒
的
道
格
拉
斯—

休
姆
問
道
：
﹁
把
歷
史
的
問
題
放
在
一
邊
，
我
們
談
談
如
何
處
理
現
況
好
嗎
？
﹂
22

一
九
七
二
年
與
一
九
七
四
年
，
英
國
的
談
話
焦
點
都
不
在
香
港
方
面
。
周
恩
來
說
，
那
是
﹁
歷
史
留
下
的

事
﹂
。
但
他
對
道
格
拉
斯—

休
姆
保
證
，
中
國
不
會
採
取
﹁
突
如
其
來
的
行
動
﹂
。
他
們
不
會
﹁
以
武
力
拿
下
殖
民

地
。
﹂
幸
虧
如
此
：
一
九
六
七
年
，
衝
突
之
後
，
英
國
想
過
所
有
保
衛
殖
民
地
的
可
能
，
並
得
到
如
同
一
九
四
一
年

的
結
論—

保
衛
殖
民
地
是
不
可
能
的
。
23

一
八
九
八
年
的
條
約
規
定
新
界
租
期
為
九
十
九
年
，
期
限
將
近
時
會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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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
談
判
，
但
短
期
之
內
不
會
。
一
九
七
四
年
，
毛
澤
東
告
訴
希
斯
：
﹁
那
是
年
輕
一
代
的
問
題
。
﹂
並
指
向
書
房
裡

的
其
他
高
層
領
導
，
雖
然
同
為
高
層
只
有
一
個
人
會
在
接
下
來
兩
年
的
政
治
扭
轉
與
變
化
生
存
下
來
，
那
人
便
是

強
硬
、
精
實
的
鄧
小
平
。
﹁
我
永
遠
記
得
條
約
的
日
期
。
﹂
周
恩
來
在
會
議
上
說
：
﹁
因
為
我
就
在
那
一
年
出
生
。
﹂
24

個
人
與
政
治
總
是
鮮
明
地
互
相
牽
連
。

如
此
尖
銳
的
問
題
並
非
用
來
測
試
雙
方
的
新
關
係
，
而
是
確
保
﹁
友
誼
﹂
勝
出
，
並
且
重
建
中
國
的
海
外
形

象
。
各
地
高
度
渴
望
來
自
中
國
的
新
聞
。
記
者
跟
著
乒
乓
球
隊
一
起
來
到
中
國
，
人
數
遠
遠
勝
過
外
國
的
外
交
官

員
和
政
客
。
中
國
的
政
治
宣
傳
和
新
聞
機
器
依
舊
盛
產
雜
誌
與
書
籍
，
緊
鑼
密
鼓
地
讚
頌
中
國
的
偉
大
成
就
；
北

京
廣
播
電
臺
也
依
舊
在
國
際
無
線
電
波
頻
率
堅
守
崗
位
。
尼
克
森
代
表
團
第
二
次
前
來
時
，
帶
了
超
過
一
百
名
記

者
和
廣
播
技
師
；
他
們
特
別
在
北
京
機
場
設
置
了
進
口
的
衛
星
電
臺
，
全
程
報
導
此
行
。
尼
克
森
這
次
是
輕
裝
訪

問—

一
九
六
九
年
他
的
羅
馬
尼
亞
之
旅
帶
了
四
百
五
十
人
。
25

道
格
拉
斯—

休
姆
搭
乘
維
克
斯
V
C
一○

客
機
，

上
頭
載
滿
記
者
；
田
中
的
訪
問
受
到
大
幅
報
導
。
但
這
只
是
開
端
。

記
者
、
展
覽
、
交
換
動
物
、
語
言
教
學
，
以
及
電
影
、
音
樂
、
舞
蹈
與
藝
術
的
製
作
等
簽
約
，
都
是
文
化
外

交
新
階
段
的
目
標
。
而
且
，
人
人
都
想
要
貓
熊
。
尼
克
森
以
麝
牛
作
為
回
禮
；
道
格
拉
斯—

休
姆
贈
送
麋
鹿
︵
中

國
原
生
種
，
但
是
到
了
一
九
七
二
年
只
能
在
英
國
捕
獲
︶
；
田
中
帶
來
丹
頂
鶴
。
動
物
外
交
在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擁

有
豐
富
歷
史
，
一
位
英
國
外
交
官
在
一
九
五
九
年
開
玩
笑
地
說
，
如
果
北
京
動
物
園
的
籠
子
裡
裝
著
帝
國
主
義

者
、
有
產
階
級
和
外
國
傳
教
士
，
中
國
人
可
能
真
的
會
﹁
非
常
高
興
﹂
。
當
時
的
英
國
皇
家
莎
士
比
亞
劇
團
還
想
把

彼
得
．
布
魯
克
︵Peter B

rook

，
譯
注
：
英
國
戲
劇
和
電
影
導
演
，
二
十
世
紀
重
要
國
際
劇
場
導
演
︶
的
︽
暴
風

雨
︾
︵T

he Tem
pest

︶
送
到
中
國
，
希
望
交
換
中
國
國
家
京
劇
院
的
演
出
，
但
是
倫
敦
的
中
國
大
使
館
一
再
忽
視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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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
的
來
信
。
也
許
倫
敦
愛
樂
交
響
樂
團
可
能
會
來
中
國
？
畢
竟
英
國
的
音
樂
劇
可
不
只
有
︿
伊
頓
公
學
划
船
歌
﹀
。

皇
家
莎
士
比
亞
劇
團
真
的
來
了
，
倫
敦
愛
樂
交
響
樂
團
也
來
了
，
但
除
了
非
常
少
數
的
特
殊
人
士
，
幾
乎
沒
人
聽

到
他
們
演
出
。
這
波
放
寬
的
文
化
政
策
帶
給
中
國
音
樂
家
的
希
望
，
卻
在
一
九
七
四
年
禁
止
歐
洲
音
樂
的
新
行
動

中
，
又
被
澆
熄
了
。
26

然
而
，
最
重
大
的
行
動
看
起
來
與
共
產
主
義
世
紀
毫
無
關
係
：
在
全
球
巡
迴
展
覽
的
驚
人
考
古
新
發
現
。
一

九
七
二
年
受
命
擔
任
中
國
大
使
的
艾
惕
思
爵
士
︵Sir John A

ddis

︶
，
本
身
也
是
收
藏
家
與
鑑
識
家
。
他
找
上
故
宮

博
物
院
，
希
望
舉
辦
展
覽
，
強
調
一
九
三
五
至
三
六
年
柏
林
頓
府
的
﹁
絕
佳
成
果
﹂
。
27

艾
惕
思
針
對
的
是
一
九
七

二
年
五
月
在
北
京
展
出
的
一
九
四
九
年
後
的
考
古
發
現
。
此
展
覽
最
後
花
了
兩
年
的
時
間
巡
迴
全
球
：
一
九
七
三

年
夏
天
在
巴
黎
，
然
後
到
了
倫
敦
的
皇
家
藝
術
學
院
、
維
也
納
、
斯
德
哥
爾
摩
，
接
著
又
前
往
多
倫
多
、
華
盛
頓

州
、
華
盛
頓
特
區
、
堪
薩
斯
市
與
舊
金
山
。
展
出
物
品
接
著
又
送
到
澳
洲
、
菲
律
賓
及
香
港
。
展
覽
首
次
揭
開
中

國
第
一
位
皇
帝—

秦
始
皇—

陵
寢
挖
出
的
兵
馬
俑
神
祕
面
紗
。
倫
敦
的
展
覽
觀
賞
人
次
遠
超
越
其
知
名
的
前

身
，
高
達
七
十
七
萬
人
。
中
國
和
英
國
的
國
旗
一
同
在
展
覽
租
借
的
皇
家
藝
術
學
院
飛
揚
。
圖
書
和
電
視
紀
錄
片

帶
動
另
一
波
中
國
熱
潮
。
漢
代
的
銅
奔
馬
和
王
后
竇
綰
的
金
縷
玉
衣
，
在
這
個
揭
開
中
國
深
遠
歷
史
的
展
覽
中
，

更
是
脫
穎
而
出
成
為
代
表
。
這
場
展
覽
符
合
雙
方
的
期
望
：
對
英
國
來
說
，
它
為
全
新
的
中
英
關
係
注
入
實
質
元

素
；
對
中
國
來
說
，
它
代
表
北
京
就
是
中
國
遺
產
悉
心
的
守
護
者
。

這
是
一
場
激
烈
的
政
治
行
動
。
中
國
和
英
國
簽
訂
雙
邊
條
約
支
持
這
場
展
覽
。
然
而
展
覽
率
先
在
巴
黎
登

場
，
強
調
首
先
建
立
完
整
外
交
關
係
的
國
家
是
法
國
，
而
非
英
國
。
法
國
的
展
覽
名
稱
是
﹁Tresors d ’art chinois

﹂

︵
中
國
藝
術
珍
寶
︶
，
而
英
國
則
叫
做
﹁
中
國
的
天
才
﹂
︵T

he G
enius of C

hina

︶
。
從
名
稱
就
可
以
看
出
兩
場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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覽
都
沒
有
政
治
階
級
相
關
的
形
容
詞
。
雖
然
名
義
上
是
由
﹁
中
國
展
覽
協
會
﹂
主
辦
，
但
在
皇
家
藝
術
學
院
的
展

覽
是
由
贊
助
商
︽
泰
晤
士
報
︾
主
導
。
魔
鬼
就
在
條
約
的
細
節
，
條
約
規
定
展
覽
品
項
必
須
依
照
馬
克
斯
主
義
的

編
年
模
式
排
列
，
這
是
中
國
隨
後
要
求
的
展
示
與
編
目
模
式
。
他
們
希
望
呈
現
原
始
、
奴
隸
和
封
建
的
社
會
。
結

果
展
覽
卻
用
一
般
的
編
年
方
法
，
和
馬
克
斯
無
關
，
而
且
文
字
還
經
過
︽
泰
晤
士
報
︾
記
者
的
潤
飾
。
開
幕
前
一

刻
，
中
國
大
使
館
威
脅
，
除
非
撤
掉
無
政
治
意
義
的
標
題
，
否
則
就
要
停
止
展
覽
。
報
社
的
董
事
長
回
答
：
﹁
我
不

需
要
聽
你
的
命
令
。
﹂
28

標
題
、
評
論
、
時
期
編
排
的
政
治
意
涵
、
展
覽
本
身
與
館
內
其
他
中
國
物
品
之
間
的
關

係
，
以
及
記
者
接
待
會
的
賓
客
名
單
，
都
如
影
隨
形
地
跟
在
展
覽
身
後
；
例
如
堪
薩
斯
市
的
納
爾
遜—

阿
特
金
斯

博
物
館
︵N

elson-A
tkins

︶
擁
有
一
九
三○

年
代
入
侵
河
南
龍
門
石
窟
取
得
的
唐
代
佛
教
浮
雕
。
展
覽
抵
達
華
盛
頓

特
區
時
，
中
國
已
經
自
己
編
目
，
並
獲
得
否
決
權
，
就
連
博
物
館
販
售
的
紀
念
品
都
可
以
加
以
干
涉
。
展
覽
中
沒

有
﹁
珍
寶
﹂
，
也
沒
有
﹁
天
才
﹂
。
柏
林
頓
府
展
覽
的
影
響
延
續
至
今
：
中
國
重
要
的
考
古
學
家
夏
鼐
在
倫
敦
攻
讀

博
士
時
曾
經
參
觀
一
九
三
五
至
三
六
年
的
展
覽
。
他
還
留
著
門
票
，
也
記
得
當
時
展
示
和
詮
釋
引
起
的
爭
議
。
這

並
非
只
是
文
化
大
革
命
的
政
治
，
還
牽
涉
到
更
久
遠
的
歷
史
爭
議
：
﹁
誰
來
解
釋
中
國
﹂
。
29

當
然
，
現
代
戲
劇
與
藝
術
的
文
化
政
治
也
不
能
輕
易
放
過
。
就
連
看
似
不
重
要
的
細
節
，
例
如
一
九
七
一
年

季
辛
吉
第
二
次
訪
中
時
，
中
國
愛
樂
交
響
樂
團
是
否
應
該
演
奏
貝
多
芬
的
某
一
首
交
響
樂
，
都
讓
毛
澤
東
的
妻
子

江
青
與
周
恩
來
討
論
一
番
。
再
者
，
若
是
讓
步
，
演
出
曾
經
受
到
譴
責
的
音
樂
，
那
麼
可
不
可
以
挑
一
首
革
命
歌

劇
？
又
該
演
奏
哪
一
首
？
中
國
愛
樂
樂
團
已
經
超
過
五
年
沒
有
演
奏
貝
多
芬
；
季
辛
吉
則
覺
得
革
命
歌
劇
﹁
實
在

無
聊
透
頂
﹂
。
30

無
論
如
何
，
這
是
革
命
中
國
的
文
化
。
一
九
七
一
年
秋
天
，
親
中
共
的
英
中
瞭
解
協
會
︵Society 

for A
nglo-C

hinese U
nderstanding

︶
在
倫
敦
舉
辦
當
代
電
影
節
，
首
次
吸
引
英
國
人
出
門
觀
賞
︽
智
取
威
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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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
、
︽
紅
色
娘
子
軍
︾
︵
隔
年
三
月
尼
克
森
也
在
北
京
被
招
待
觀
賞
這
部
片
︶
及
紀
錄
片
。
投
身
政
治
的
人
也
許
會

欣
賞
這
些
電
影
，
但
某
位
影
評
表
示
，
這
些
電
影
﹁
與
其
說
是
美
學
震
撼
，
不
如
說
是
異
國
風
情
﹂
，
而
且
﹁
一
點

點
就
夠
了
﹂
。
31

沒
什
麼
人
去
看
。
後
來
展
出
的
戶
縣
農
民
畫
反
而
比
較
成
功
，
因
為
那
種
展
覽
的
說
教
成
分
較
不

濃
烈
，
但
畫
像
的
重
點
還
是
限
制
在
曳
引
機
、
豬
和
一
堆
堆
的
白
菜
。

沒
有
哪
部
電
影
引
起
的
爭
議
比
米
開
朗
基
羅
．
安
東
尼
奧
尼
︵M

ichelan
gelo A

n
ton

ion
i

︶
的
︽
中
國
︾

︵C
ina

︶
更
大
。
這
部
電
影
在
一
九
七
四
年
一
月
三
十
日
起
禁
演
，
同
時
引
發
聲
勢
浩
大
的
政
治
批
評
。
一
九
七○

年
十
一
月
，
中
國
與
義
大
利
建
立
外
交
關
係
。
義
大
利
國
家
廣
播
電
臺
提
議
拍
攝
紀
錄
片
，
他
們
派
出
以
反
法
西

斯
主
義
著
名
的
安
東
尼
奧
尼
，
似
乎
是
個
安
全
的
賭
注
。
一
九
七
二
年
春
天
，
紀
錄
片
在
中
國
開
拍
，
該
年
十
二

月
在
美
國
上
映
其
中
一
版
，
而
最
後
的
三
小
時
版
本
於
一
九
七
三
年
二
月
上
映
。
一
連
串
的
場
景
與
即
興
的
情

節
，
加
上
偶
爾
出
現
的
簡
短
評
論
，
組
成
這
個
國
家
與
人
民
給
人
的
神
祕
視
覺
印
象
。
安
東
尼
奧
尼
不
能
選
擇
拍

攝
行
程
。
而
在
中
國
人
眼
中
，
安
東
尼
奧
尼
也
沒
有
達
成
他
的
任
務
：
他
的
色
調
太
平
淡
，
沒
有
刺
眼
的
革
命

紅
；
電
影
的
視
角
太
冒
失
；
評
論
似
乎
漫
不
經
心
，
而
且
負
面
；
攝
影
機
的
角
度
沒
有
呈
現
革
命
建
築
的
偉
大
；

拍
攝
團
隊
未
經
許
可
剪
掉
了
幾
幕
，
有
幾
幕
又
是
隱
藏
攝
影
機
拍
的
。
批
評
聲
浪
來
自
四
面
八
方
。
那
部
電
影
根

本
就
是
﹁
嚴
重
反
中
的
挑
釁
﹂
。
安
東
尼
奧
尼
沒
有
拍
出
轟
轟
烈
烈
、
色
彩
鮮
豔
的
農
民
成
就
，
反
而
拍
了
豬
在
骯

髒
的
鄉
間
小
路
尿
尿
、
纏
足
的
女
人
、
晒
衣
服
的
人
民
、
排
隊
拍
照
的
女
孩
。
一
段
木
偶
戲
似
乎
刻
意
暗
指
學
校

兒
童
表
演
的
是
革
命
鬧
劇
。
這
是
﹁
極
大
的
蔑
視
﹂
，
毫
無
﹁
尊
重
﹂
可
言
。
︽
人
民
日
報
︾
寫
道
：
﹁
任
何
心
懷

國
家
尊
嚴
的
中
國
人
看
了
這
部
電
影
絕
對
會
生
氣
。
﹂
32

中
國
的
外
交
官
員
發
起
實
際
行
動
，
威
脅
斷
絕
文
化
關

係
，
阻
止
這
部
電
影
在
西
歐
上
演
。
而
安
東
尼
奧
尼
嘲
諷
地
表
示
，
唯
一
照
做
的
政
府
是
希
臘
的
軍
事
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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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毛
澤
東
中
國
奇
怪
的
盟
友
。

心
中
滿
是
莫
名
其
妙
的
義
大
利
人
其
實
是
江
青
與
文
化
大
革
命
左
派
的
棋
子
，
目
的
是
攻
擊
周
恩
來
，
以
確

保
能
繼
承
病
榻
中
的
毛
澤
東
死
後
的
大
權
。
一
九
七○

年
代
初
期
陸
續
來
到
中
國
的
外
國
學
生
，
若
拍
攝
可
能
造

成
中
國
負
面
形
象
的
照
片
，
便
會
被
攔
阻
，
並
強
迫
銷
毀
底
片
。
33

但
是
，
塑
造
形
象
的
政
治
活
動
與
控
制
主
要
形

象
的
決
心
，
可
以
一
路
回
溯
至
杜
庭
修
為
了
電
影
︽
大
地
︾
而
旅
居
好
萊
塢
，
以
及
中
國
學
生
在
歐
美
抗
議
電
影

與
戲
劇
的
行
動
。
而
長
久
以
來
，
賽
珍
珠
的
事
業
都
聚
焦
在
令
美
國
人
真
正
理
解
中
國
與
中
國
人
民
。
一
九
七
二

年
，
中
美
和
解
有
望
時
，
她
申
請
再
度
造
訪
她
的
誕
生
地
，
但
在
周
恩
來
的
指
示
之
下
，
她
不
敢
相
信
自
己
申
請

居
然
遭
到
駁
回
。
拒
絕
原
因
是
﹁
扭
曲
的
態
度
，
以
及
抹
黑
、
誹
謗
新
中
國
的
人
民
與
領
導
﹂
。
34

儘
管
如
此
，
周
恩
來
確
實
授
權
一
位
老
朋
友
，
荷
蘭
籍
的
電
影
導
演
伊
文
思
︵Joris Ivens

︶
拍
攝
長
達
十
二

小
時
的
紀
錄
片
︽
愚
公
移
山
︾
︵H

ow
 Yukong M

oved the M
ountains

，
一
九
七
六
年
︶
。
伊
文
思
最
早
於
一
九
三

六
年
為
中
國
共
產
黨
工
作
，
中
國
人
在
這
部
紀
錄
片
得
到
了
他
們
心
中
能
代
表
文
化
大
革
命
和
中
國
人
民
的
電

影
，
無
須
調
解
也
沒
有
批
評
︵
但
卓
越
程
度
不
減
︶
。
一
九
七
六
年
三
月
，
︽
愚
公
移
山
︾
在
巴
黎
上
映
時
，
有
十

三
萬
人
耐
心
地
從
頭
坐
到
尾
，
但
這
部
電
影
的
政
治
生
命
還
是
很
短
。
該
年
九
月
，
毛
澤
東
去
世
，
江
青
與
其
他

人
被
捕
，
貼
上
﹁
四
人
幫
﹂
的
名
號
，
伊
文
思
描
繪
的
文
化
正
要
開
始
崩
潰
。

看
來
一
九
七○

年
早
期
建
交
的
新
關
係
仍
彌
漫
著
過
去
歷
史
的
情
緒
，
這
樣
的
情
緒
也
一
直
逗
留
在
一
個
地

方
。
所
有
中
外
會
晤
都
圍
繞
一
個
問
題
，
就
是
臺
灣
的
國
民
政
府
。
一
九
四
九
年
十
月
一
日
被
取
代
的
國
家
組
織

仍
然
完
整
存
在
。
一
九
四
八
年
立
法
院
選
出
的
立
法
委
員
半
數
都
跟
著
國
民
政
府
搬
到
那
座
堡
壘
島
嶼
，
而
七
百

五
十
名
國
民
大
會
代
表
也
在
那
裡
，
代
表
全
中
國
的
選
區
直
到
一
九
九
一
年
，
或
者
在
那
之
前
就
先
死
亡
、
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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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
、
疲
倦
。
這
聽
起
來
很
超
現
實
，
邏
輯
上
卻
成
立
。
憲
法
依
然
實
行
；
就
連
月
曆
也
是
從
一
九
一
二
年
中
華
民

國
建
國
那
年
開
始
。
35

國
民
政
府
的
權
力
人
脈
當
中
，
唯
一
沒
帶
走
的
重
要
人
物
是
幫
助
他
們
的
幫
派
杜
月
笙
，
他

於
一
九
五
一
年
在
香
港
去
世
。
︵
青
幫
頭
頭
黃
金
榮
最
後
一
次
被
人
認
出
，
是
一
九
五
一
年
一
張
刻
意
羞
辱
的
照

片
，
刊
登
在
上
海
報
紙
：
他
在
打
掃
上
海
大
世
界
外
的
街
道
，
那
裡
曾
是
他
名
下
的
遊
樂
場
。
︶
36

落
難
到
臺
灣
的

這
個
國
家
正
是
與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一
同
競
爭
國
際
認
同
的
對
手
，
也
是
位
居
中
國
東
南
方
的
軍
事
威
脅
︵
十
萬

大
軍
在
離
岸
的
島
嶼
︶
，
並
強
烈
譴
責
中
國
的
貧
窮
與
落
後
。
臺
灣
提
供
了
另
一
個
現
代
的
中
國—

中
國
文
化
與

傳
統
、
文
學
、
藝
術
、
語
言
的
安
全
天
堂
。
臺
灣
大
打
宣
傳
，
要
世
界
知
道
這
一
點
。
所
以
中
華
民
國
是
確
實
存

在
的
威
脅
，
同
時
代
表
活
生
生
、
騷
動
的
過
去
，
而
且
早
期
臺
灣
一
直
渴
望
中
國
發
生
危
機
，
尋
找
時
機
重
建
中

華
民
國
。

一
九
五○

年
代
，
臺
灣
和
澎
湖
群
島
，
連
同
有
些
就
在
大
陸
砲
彈
射
程
內
的
二
十
五
座
小
島
，
暫
時
確
定
屬

於
國
民
黨
的
控
制
範
圍
。
中
華
民
國
重
整
軍
力
，
血
洗
共
產
黨
員
與
嫌
疑
人
士
，
儲
備
實
力
保
衛
臺
灣
，
準
備
反

攻
大
陸
。
國
民
黨
已
經
徹
底
重
組
並
改
編
為
效
率
高
超
、
紀
律
嚴
格
的
列
寧
主
義
政
黨
組
織
，
創
造
全
新
的
社
會

動
員
單
位
，
並
在
軍
隊
安
置
政
治
委
員
。
事
實
上
，
國
民
黨
刻
意
依
照
勝
利
的
對
手
改
造
自
己
，
儘
管
說
來
諷

刺
，
卻
也
提
醒
了
我
們
，
兩
個
政
黨
在
歷
史
上
來
自
相
同
的
祖
先
，
手
握
相
同
的
民
族
主
義
時
程
表
。
但
在
一
九

五○

年
一
月
，
委
靡
不
振
的
政
黨
改
革
活
化
進
行
到
一
半
，
杜
魯
門
總
統
就
明
確
表
示
，
美
國
不
會
協
助
臺
灣
防

禦
入
侵
，
而
他
的
分
析
師
也
做
出
結
論—

國
民
政
府
軍
隊
在
這
個
階
段
無
法
憑
自
己
防
禦
。
中
國
共
產
黨
整
備

軍
隊
，
憑
著
蘇
聯
的
支
援
與
協
助
，
快
速
建
立
空
軍
。
一
九
五○
年
四
月
，
他
們
輕
鬆
從
國
民
政
府
手
中
拿
下
海

南
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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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
戰
的
揭
幕
完
全
改
變
了
這
個
策
略
：
這
大
概
是
蔣
介
石
有
生
以
來
最
大
的
好
運
，
而
且
帶
來
的
好
處
比
任

何
遊
說
還
多
。
蔣
介
石
表
示
願
意
派
遣
軍
隊
，
雖
然
麥
克
阿
瑟
將
軍
想
要
越
過
杜
魯
門
、
自
行
批
准
，
但
還
是
遭

到
拒
絕
。
儘
管
如
此
，
人
民
解
放
軍
干
預
韓
戰
之
後
，
國
民
政
府
的
人
力
還
是
介
入
韓
戰
，
尤
其
是
心
理
戰
術
與

處
置
人
民
解
放
軍
的
戰
俘
。
於
是
美
國
的
右
翼
，
如
同
過
去
的
尼
克
森
，
得
以
強
調
中
華
民
國
能
夠
加
入
美
國
從

日
本
南
部
往
下
延
伸
︵
並
保
護
﹁
加
州
海
岸
﹂
︶
的
防
禦
計
畫
。
美
國
於
一
九
五
四
年
與
中
華
民
國
簽
訂
︽
中
美
共

同
防
禦
條
約
︾
，
並
派
遣
美
國
最
大
的
海
外
軍
事
協
助
顧
問
團
，
連
同
軍
機
、
武
器
、
訓
練
等
軍
事
奧
援
，
幫
助
臺

灣
建
立
自
己
的
防
禦
系
統
。
從
此
美
國
海
軍
在
動
盪
的
臺
灣
海
峽
巡
邏
了
三
十
年
。
37

國
民
政
府
從
臺
灣
徵
召
的
人

力
越
來
越
多
，
徹
底
改
造
他
們
的
軍
隊
。
一
九
五
八
年
之
前
，
美
國
兩
度
考
慮
使
用
核
武
對
抗
中
國
，
保
衛
臺

灣
。
同
時
，
臺
灣
也
是
美
國
U
2
偵
察
機
在
東
亞
進
行
間
諜
活
動
的
基
地
，
任
務
範
圍
包
括
西
藏
。
一
九
六○

年

代
中
期
，
常
有
游
擊
隊
從
中
華
民
國
控
制
的
島
嶼
攻
擊
中
國
沿
岸
。
中
央
情
報
局
和
其
他
美
國
機
構
支
持
這
些
行

動
，
也
支
持
國
民
政
府
在
大
陸
的
軍
事
任
務
，
並
在
緬
甸
北
部
發
動
攻
擊
，
直
到
當
地
由
國
民
政
府
控
制
的
海
洛

因
交
易
爆
發
國
際
醜
聞
，
他
們
才
撤
退
到
臺
灣
。
中
華
民
國
的
探
員
也
在
澳
門
與
香
港
行
動
，
一
九
五
五
年
幾
乎

真
要
殺
了
周
恩
來
。
當
時
周
恩
來
正
值
﹁
和
平
攻
勢
﹂
的
高
峰
，
中
國
外
交
表
現
搶
眼
，
甚
至
可
能
推
著
美
國
考

慮
承
認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
38

雖
然
中
華
民
國
的
行
政
機
構
搬
到
臺
灣
，
卻
停
止
了
運
作
，
因
為
當
時
實
施
長
達
三
十
八
年
的
戒
嚴
，
直
到

一
九
八
七
年
才
解
除
。
中
共
派
出
一
千
五
百
名
探
員
進
入
臺
灣
，
其
中
一
千
一
百
名
遭
到
逮
捕
處
決
。
面
對
中
共

頻
繁
的
滲
透
與
間
諜
等
威
脅
，
臺
灣
警
備
總
司
令
部
執
行
戒
嚴
法
令
，
大
張
旗
鼓
實
施
審
查
，
鎮
壓
政
治
活
動
，

尤
其
遏
阻
臺
灣
本
地
人
的
言
論
。
39

整
座
島
嶼
就
像
軍
營
，
而
且
是
刻
意
的
。
國
民
黨
發
起
﹁
總
動
員
﹂
計
畫
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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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
。
40

公
路
、
街
道
、
建
築
到
處
可
見
憲
兵
看
守
。
到
了
一
九
八○

年
代
中
期
，
臺
灣
的
建
築
︵
學
校
、
軍
營
與
政

府
機
關
︶
都
貼
滿
口
號
，
宣
傳
收
復
失
地
的
志
向
：
臺
灣
省
是
中
華
民
國
的
﹁
堡
壘
島
嶼
﹂
，
是
從
﹁
共
匪
﹂
手
中

光
復
大
陸
的
跳
板
。
社
會
軍
事
化
鋪
天
蓋
地
進
行
：
學
生
與
大
學
生
必
須
接
受
軍
事
訓
練
，
軍
隊
成
立
廣
大
的
媒

體
網
絡
。
中
國
悠
久
的
歷
史
中
，
國
家
多
次
慘
遭
擊
敗
又
得
到
救
贖—

這
類
故
事
充
斥
軍
隊
意
識
型
態
養
成
與

高
度
政
治
化
的
教
育
系
統
。
例
如
效
忠
明
朝
的
國
姓
爺
鄭
成
功
的
故
事
，
他
是
抵
抗
滿
族
入
侵
臺
灣
的
將
軍
，
一

六
六
一
年
從
荷
蘭
手
中
奪
回
臺
灣
，
而
且
根
據
歷
史
故
事
，
鄭
成
功
的
目
標
是
在
大
陸
光
復
明
朝
。
41

一
九
八○

年

代
初
期
，
國
家
編
訂
的
小
學
課
本
告
訴
學
童
大
陸
是
﹁
不
見
天
日
的
地
方
﹂
，
九
百
萬
名
學
生
沒
有
自
由
、
食
物
和

居
所
。
解
救
同
胞
﹁
人
人
有
責
﹂
。
42

蔣
介
石
不
時
提
出
新
的
反
攻
計
畫
，
不
斷
詢
問
總
是
不
接
受
、
有
時
更
不
相

信
自
己
的
美
國
盟
友
。
儘
管
如
此
，
持
同
情
立
場
的
報
紙
還
是
予
以
吹
捧
。
43

經
過
日
本
殖
民
統
治
，
臺
灣
經
濟
已
經
轉
型
，
並
留
下
國
家
發
展
的
基
礎
建
設
，
包
括
高
度
識
字
與
接
受
教

育
的
人
口
。
這
些
建
設
捱
過
戰
爭
期
間
美
國
大
肆
的
轟
炸
，
撐
過
一
九
四
五
年
國
民
黨
接
收
臺
灣
之
後
的
掠
奪
。
44

成
功
的
土
地
改
革
︵
在
日
本
軍
官
與
私
人
公
司
徵
收
大
批
土
地
的
幫
助
下
︶
與
教
育
投
資
，
加
上
美
國
長
達
十
五

年
的
經
濟
援
助
計
畫
，
一
九
五○

年
代
末
期
經
濟
開
始
以
出
口
為
導
向
，
小
島
因
而
繁
榮
茁
壯
。
國
民
黨
在
大
陸

鼓
吹
的
，
也
是
國
民
黨
留
學
美
國
的
統
治
菁
英
追
求
的
：
激
進
的
土
地
改
革
、
穩
定
、
經
濟
發
展
，
終
於
有
機
會

在
臺
灣
實
現
。
但
這
個
國
家
誕
生
於
恐
怖
中
：
估
計
一
萬
名
臺
灣
人
於
一
九
四
七
年
二
月
的
抗
爭
被
殺
，
一
九
四

九
年
又
有
一
千
人
罹
難
。
官
方
統
計
，
戒
嚴
時
期
約
有
三
萬
人
由
於
政
治
犯
罪
被
捕
，
一
千
五
百
至
五
千
人
遭
到

處
決
。
那
是
警
察
國
家
。
就
連
普
林
斯
頓
大
學
畢
業
、
曾
任
上
海
市
長
的
臺
灣
省
長
吳
國
楨
也
因
恐
懼
而
在
一
九

五
三
年
逃
亡
。
45

雖
然
國
民
黨
仍
保
留
軍
事
和
恐
怖
主
義
的
武
器
，
但
是
一
九
五○

年
代
初
期
的
危
機
之
後
，
這
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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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
器
的
部
署
終
究
成
為
例
外
，
而
非
規
則
。
儘
管
實
施
戒
嚴
，
又
禁
止
成
立
政
黨
，
國
民
黨
很
早
就
允
許
地
方
選

舉
，
讓
在
中
國
人
統
治
之
下
被
毒
打
、
恐
嚇
、
虐
待
的
臺
灣
人
融
入
這
個
國
家
。

在
臺
灣
的
中
華
民
國
逐
漸
成
為
專
制
國
家
發
展
的
成
功
範
例
。
曾
經
在
非
洲
與
美
洲
國
家
用
來
競
爭
影
響
力

的
海
外
技
術
支
援
，
此
時
成
為
宣
傳
中
華
民
國
的
管
道
。
中
華
民
國
也
投
資
許
多
計
畫
，
以
堡
壘
之
姿
護
衛
中
國

文
化
遺
產
。
一
九
四
九
年
，
載
著
八
十
萬
名
垂
頭
喪
氣
的
士
兵
及
中
國
銀
行
儲
備
金
條
的
船
隊
，
也
載
著
知
識
分

子
、
藝
術
家
與
學
者
，
還
有
三
千
箱
曾
經
周
遊
列
國
的
故
宮
博
物
院
收
藏
、
明
清
檔
案
、
國
家
圖
書
館
的
稀
有
書

籍
與
手
稿
等
珍
寶
。
故
宮
博
物
院
的
收
藏
就
在
臺
北
的
故
宮
博
物
院
展
示
，
中
央
研
究
院
也
在
臺
北
東
邊
重
建
。

儘
管
高
壓
的
政
治
監
視
，
在
﹁
自
由
的
中
國
﹂
還
是
能
追
求
文
化
習
俗
與
宗
教
傳
統
，
並
參
與
學
術
活
動
。
研
究

方
面
並
不
受
到
農
民
革
命
的
歷
史
妨
礙
。
許
多
學
習
語
言
的
學
生
與
海
外
華
人
因
為
文
化
外
交
計
畫
來
到
臺
灣
。

中
國
的
書
寫
文
字
在
臺
灣
安
然
地
保
存
下
來
；
一
九
五○

至
六○

年
代
為
促
進
識
字
率
，
大
陸
實
施
簡
體
字
。
加

上
一
九
五○

與
六○

年
代
，
中
國
共
產
黨
改
革
、
改
建
、
蹂
躪
中
國
的
社
會
與
文
化
，
這
場
刻
意
的
政
治
計
畫
宣

傳
越
來
越
像
真
的
。
但
是
執
行
計
畫
也
付
出
代
價
：
臺
灣
觀
點
與
非
中
國
的
研
究
，
也
就
是
這
個
島
嶼
的
語
言
、

歷
史
與
文
化
，
遭
到
全
面
打
壓
。

中
華
民
國
保
衛
中
國
國
土
的
義
務
也
毫
不
馬
虎
。
雖
然
南
韓
身
為
反
共
盟
友
，
中
華
民
國
卻
一
點
也
不
害
怕

測
試
南
韓
的
耐
心
，
要
求
現
今
位
於
北
韓
邊
界
境
內
的
領
土
權
利
。
一
九
七
二
年
，
美
國
結
束
占
領
沖
繩
，
將
釣

魚
臺
歸
屬
日
本
，
中
華
民
國
也
主
張
擁
有
釣
魚
臺
群
島
，
甚
至
為
此
發
生
激
烈
抗
爭
；
另
外
還
有
中
國
南
海
的
暗

礁
和
島
嶼
。
直
到
一
九
八○

年
代
，
國
民
黨
一
直
在
臺
灣
蠻
橫
地
鎮
壓
臺
獨
運
動
，
到
了
一
九
九
二
年
，
臺
獨
人

士
仍
背
負
叛
亂
罪
名
。
語
言
政
策
歧
視
島
上
主
要
的
閩
南
話
︵
福
建
話
︶
；
許
多
島
民
成
長
於
殖
民
統
治
，
他
們
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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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的
日
語
更
是
嚴
格
禁
止
。
國
民
政
府
除
了
一
中
政
策
別
無
所
求
，
把
反
攻
勝
利
的
希
望
建
立
在
大
陸
政
權
崩
塌
。

在
大
躍
進
的
饑
荒
災
難
時
期
，
此
策
略
似
乎
露
出
曙
光
，
因
此
中
華
民
國
的
軍
隊
在
沿
岸
地
區
動
作
頻
繁
。
蔣
介

石
與
周
恩
來
似
乎
以
香
港
為
中
介
保
持
聯
絡
，
他
們
共
同
協
調
，
確
保
美
國
操
作
的
﹁
一
中
一
臺
﹂
不
會
發
生
。
46

同
時
，
伸
張
主
權
與
要
求
尊
嚴
，
兩
者
都
突
顯
國
民
政
府
與
美
國
的
緊
張
關
係
。
一
九
四
九
年
，
透
過
︽
中

美
關
係
白
皮
書
︾
與
相
關
宣
言
，
美
國
將
國
民
政
府
的
失
敗
歸
咎
於
蔣
介
石
的
領
導
。
國
民
政
府
對
此
始
終
耿
耿

於
懷
。
大
元
帥
的
日
記
記
錄
，
﹁
杜
魯
門
無
視
我
國
主
權
﹂
，
對
待
共
和
國
﹁
比
殖
民
國
家
還
不
如
﹂
。
但
蔣
介
石
也

會
自
我
安
慰
，
說
自
己
對
美
國
的
失
望
皆
由
於
英
國
從
背
後
施
壓
。
47

然
而
，
如
同
蘇
維
埃
在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的

顧
問
，
美
國
駐
臺
人
員
擁
有
完
全
的
外
交
豁
免
權
︵
一
九
六○

年
代
末
期
達
到
近
一
萬
人
的
尖
峰
︶
：
他
們
實
際
上

擁
有
治
外
法
權
，
令
許
多
觀
察
者
想
起
從
前
的
年
代
和
處
境
。
美
國
人
的
薪
資
和
住
宿
遠
優
於
中
華
民
國
同
事
：

他
們
住
在
寬
敞
的
洋
房
、
在
自
己
商
店
消
費
、
開
進
口
車
，
而
且
通
常
不
與
本
地
人
同
行
。
﹁
性
﹂
經
常
是
導
火

線
。
單
身
男
性
擁
有
充
裕
的
資
源
勝
過
華
人
同
事
，
亦
同
時
創
造
了
酒
吧
與
性
服
務
產
業
。
一
本
直
譯
﹁
美
國
話
﹂

的
中
文
手
冊
就
有
一
些
直
截
了
當
的
語
句
：
﹁
讓
我
看
看
你
的
錢
包
﹂
、
﹁
我
們
同
居
﹂
、
﹁
你
要
付
我
多
少
？
﹂
、

﹁
不
要
傷
我
的
心
﹂
。
48

這
是
全
球
五
十
萬
美
國
駐
外
人
員
與
眷
屬
帶
來
的
典
型
影
響
，
然
而
，
美
國
過
去
的
治
外
法

權
，
加
上
國
民
政
府
欲
剷
除
殖
民
主
義
，
這
種
現
象
也
因
此
特
別
醒
目
。
臺
北
一
名
美
國
顧
問
被
控
開
槍
殺
人
，

但
軍
事
法
庭
宣
判
無
罪
。
此
案
引
發
一
九
七
五
年
五
月
二
十
四
日
的
暴
動
，
美
國
大
使
館
與
其
他
機
構
總
部
遭
到

洗
劫
。
臺
北
的
衛
戍
司
令
黃
珍
吾
當
天
並
未
立
刻
採
取
行
動
；
而
且
他
就
是
在
一
九
三
一
年
殺
死
托
爾
布
恩
之

人
。
美
國
大
使
館
的
外
牆
被
漆
上
﹁
趕
走
美
國
鬼
子
﹂
、
﹁
殺
中
國
人
就
無
罪
﹂
以
及
﹁
勿
學
俄
國
人
﹂
。
49

實
際
上
為
﹁
兩
個
中
國
﹂
的
政
策
，
在
進
入
一
九
七○

代
後
，
受
到
來
自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的
壓
力
越
來
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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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
一
九
七
八
年
十
二
月
十
五
日
，
蔣
介
石
死
後
三
年
，
毛
澤
東
死
後
兩
年
，
美
國
總
統
卡
特
提
前
兩
週
通
知
中

華
民
國
，
美
國
即
將
承
認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
50

之
後
鄧
小
平
隨
即
訪
美
，
成
果
不
凡
，
美
國
為
此
舉
辦
的
國
宴
比

乒
乓
球
隊
或
尼
克
森
訪
中
的
都
盛
大
許
多
。
在
德
州
西
蒙
頓
的
馬
術
競
技
會
上
，
嬌
小
的
鄧
小
平
戴
著
高
挑
牛
仔

帽
，
這
幅
景
象
就
算
不
是
看
待
世
界
的
新
方
式
，
至
少
也
是
全
新
的
政
治
關
係
。
美
國
人
口
中
的
﹁
中
共
﹂
、
﹁
紅

軍
﹂
似
乎
永
遠
消
失
了
。
但
是
，
美
國
與
中
華
民
國
斷
交
之
後
，
美
國
國
會
又
執
行
︽
臺
灣
關
係
法
︾
，
大
幅
改
善

斷
交
之
後
的
實
際
後
果
；
許
多
人
視
斷
交
為
背
叛
，
包
括
卡
特
的
後
任
總
統
雷
根
。
︵
譯
注
：
美
國
總
統
卡
特
於
一

九
七
九
年
四
月
十
日
簽
署
︽
臺
灣
關
係
法
︾
表
示
美
國
對
臺
政
策
的
目
標
，
主
要
功
能
包
括
維
持
臺
海
和
平
穩
定

與
現
狀
，
維
持
美
臺
商
業
及
文
化
關
係
、
保
障
人
權
與
臺
灣
安
全
︶

舊
的
政
治
關
係
留
在
原
地
。
美
國
持
續
提
供
盟
友
武
器
與
科
技
，
雖
然
剩
下
的
美
國
官
員
都
撤
退
了
。
雷
根

直
到
一
九
八
四
年
才
放
棄
與
國
民
政
府
恢
復
關
係
。
儘
管
震
驚
，
中
華
民
國
的
經
濟
仍
持
續
成
長
。
在
務
實
的
蔣

經
國
總
統
任
內
，
中
華
民
國
也
解
除
戒
嚴
，
並
立
法
允
許
政
黨
成
立
；
蔣
經
國
在
國
民
黨
的
繼
承
人
︵
臺
灣
人
李

登
輝
︶
監
督
了
盛
大
成
功
的
民
主
轉
銜
過
程
。
二○

○
○

年
，
國
民
黨
輸
掉
總
統
選
舉
，
但
二○

○

八
年
又
重
新

執
政
。
基
於
過
去
鎮
壓
與
暴
力
的
紀
錄
，
對
國
民
黨
而
言
，
這
是
重
大
的
一
刻
。
臺
灣
帶
給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持

續
的
挑
戰
並
非
只
是
長
期
的
分
裂
，
而
是
臺
灣
轉
型
為
真
正
的
中
國
民
主
模
範
，
在
中
國
邊
界
發
展
多
元
社
會
。

不
過
，
這
樣
的
社
會
在
從
前
的
國
民
政
府
陣
營
中
，
沒
有
人
認
為
那
是
好
事
。
蔣
介
石
的
養
子
蔣
緯
國
就
說
，
那

是
暴
民
統
治
。
而
蔣
夫
人
因
厭
惡
而
遠
走
美
國
長
島
；
並
沒
有
太
多
人
想
念
她
。

蔣
介
石
的
遺
體
在
流
亡
期
間
歸
土
，
家
族
期
望
的
安
葬
地
點
是
他
的
故
鄉
浙
江
溪
口
，
兩
處
相
距
遙
遠
。
若

能
埋
葬
在
溪
口
，
將
象
徵
中
國
不
可
分
裂
，
但
是
大
元
帥
最
終
的
策
略
目
標
依
然
清
楚
，
至
少
也
算
是
安
慰
。
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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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本
手
中
拿
回
臺
灣
後
，
無
論
在
美
國
操
作
或
獨
立
運
動
之
下
，
臺
灣
未
曾
再
次
脫
離
中
國
，
儘
管
許
多
深
層
的

策
略
或
民
族
主
義
訴
求
都
希
望
臺
灣
脫
離
。
的
確
，
臺
灣
也
非
正
式
地
加
入
中
國
，
臺
灣
的
狀
態
實
際
來
說
是
擱

置
。
長
久
以
來
中
國
維
持
清
朝
邊
界
領
土
完
整
的
計
畫
維
持
不
變
。
一
九
八
一
年
，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轉
變
政

策
，
提
出
統
一
的
﹁
九
點
方
案
﹂
，
其
中
包
括
﹁
一
國
兩
制
﹂
政
策
。
在
這
樣
的
政
策
下
，
臺
灣
可
以
維
持
政
治
與

經
濟
系
統
，
甚
至
軍
力
，
但
臺
灣
需
要
承
認
兩
岸
統
一
為
必
要
且
不
可
避
免
，
並
認
同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為
中
國

中
央
政
府
：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的
旗
幟
會
在
臺
北
飛
揚
。
這
就
是
共
產
黨
領
導
對
國
民
黨
領
導
這
位
老
朋
友
與
老

同
學
，
做
出
的
重
大
讓
步
︵
鄧
小
平
和
蔣
經
國
還
真
在
一
九
二
六
年
曾
一
起
在
莫
斯
科
留
學
︶
。
儘
管
如
此
，
北
京

保
留
使
用
武
力
的
權
利
，
之
後
又
聲
明
若
臺
灣
宣
布
獨
立
，
或
其
他
國
家
介
入
，
將
會
考
慮
使
用
武
力
。
但
臺
灣

並
不
買
單
。

到
了
一
九
四
九
年
，
喪
失
的
殖
民
地
領
土
只
剩
兩
個
：
澳
門
與
香
港
。
51

沒
有
人
喜
歡
﹁
殖
民
地
﹂
這
個
詞
，

就
連
英
國
也
不
喜
歡
，
而
且
到
了
一
九
八
四
年
，
英
國
官
方
也
不
再
使
用
這
個
詞
，
但
無
論
如
何
香
港
仍
然
是
英

國
的
殖
民
地
。
﹁
殖
民
地
﹂
是
英
國
法
律
與
國
際
法
中
，
對
於
香
港
正
式
法
律
地
位
的
技
術
性
描
述
，
雖
然
中
國
並

不
認
同
，
僅
認
為
此
地
為
受
非
法
侵
占
的
領
土
。
北
京
很
快
就
利
用
聯
合
國
新
會
員
的
身
分
，
要
求
組
織
名
單
的

﹁
殖
民
地
﹂
除
去
香
港
與
澳
門
。
英
國
逃
避
此
問
題
，
維
持
所
有
權
利
，
僅
僅
停
止
每
年
都
該
送
交
聯
合
國
的
殖
民

地
報
告
。
此
後
就
沒
有
討
論
殖
民
地
狀
態
的
事
由
。
52

隨
著
英
國
政
府
部
門
逐
漸
受
到
認
同
、
較
不
被
當
成
殖
民
的

帝
國
，
管
理
香
港
的
機
構
歷
經
殖
民
地
部
、
外
交
與
殖
民
地
部
︵Foreign &

 C
olonial O

ffice

︶
，
後
來
的
外
交
與

聯
邦
事
務
部
︵Foreign &

 C
om

m
onw

ealth O
ffice

︶
。
總
督
與
官
員
都
是
英
國
人
，
往
往
任
職
於
英
國
諸
多
殖
民

地
，
獲
得
晉
升
之
後
輪
替
。
一
九
六
四
年
至
七
一
年
的
香
港
總
督
戴
麟
趾
爵
士
從
索
羅
門
群
島
調
來
，
實
在
很
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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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
像
那
裡
的
經
歷
能
讓
他
有
足
夠
資
格
管
理
香
港
：
但
是
當
然
可
以
，
因
為
殖
民
地
之
間
其
實
大
同
小
異
。
總
督

主
要
負
責
他
們
的
領
土
，
而
且
擁
有
極
大
的
自
主
性
。
他
們
不
是
倫
敦
政
府
的
傀
儡
。
他
們
不
受
倫
敦
政
府
的
經

費
恩
惠
︵
雖
然
英
國
財
庫
最
終
承
諾
支
付
行
政
機
構
經
費
︶
，
他
們
也
不
需
要
貢
獻
財
庫
，
而
且
他
們
都
會
逐
漸
與

當
地
輿
論
同
調
。

總
督
抵
達
領
土
的
盛
大
表
演
，
最
能
表
達
殖
民
的
風
格
與
精
髓
。
衛
奕
信
爵
士
︵Sir D

avid W
ilson

︶
是
最

後
一
位
治
理
香
港
的
職
業
公
僕
︵
雖
然
他
和
之
前
多
數
總
督
不
同
，
他
和
過
去
的
殖
民
地
業
務
毫
無
關
連
︶
。
一
九

八
七
年
四
月
九
日
，
他
搭
機
抵
港
的
就
任
典
禮
絲
毫
不
向
現
代
妥
協
。
典
禮
是
帝
國
顛
峰
時
期
的
產
物
：
衛
奕
信

穿
著
全
套
制
服
，
配
戴
長
劍
，
站
上
總
督
的
舢
舨
位
置
，
穿
過
交
通
管
制
的
碼
頭
，
皇
家
海
軍
與
警
艦
隨
同
在

側
。
他
頭
上
戴
著
三
角
帽
，
帽
子
上
的
鴕
鳥
毛
挺
立
，
和
之
前
二
十
六
任
的
多
數
港
督
一
樣
登
上
了
香
港
皇
后
碼

頭
。
尼
泊
爾
的
廓
爾
喀
部
隊
︵
英
國
自
一
八
四
一
年
起
在
殖
民
地
駐
守
南
亞
的
軍
隊
︶
為
新
指
揮
官
組
成
儀
仗

隊
。
飛
機
組
織
隊
形
飛
過
天
空
，
十
七
發
禮
砲
發
射
祝
賀
。
典
禮
上
，
衛
亦
信
宣
誓
：

定
當
為
女
皇
伊
利
莎
白
陛
下
效
力
，
盡
忠
職
守
，
努
力
服
務
，
並
遵
行
香
港
法
律
與
習
俗
，
以
不
懼
、
不

偏
、
不
私
、
無
私
、
無
欺
之
精
神
，
為
全
體
民
眾
主
持
正
義
。
此
誓
。

這
段
文
字
可
追
溯
至
至
一
八
六
九
年
，
如
同
就
職
典
禮
，
全
程
以
英
文
演
說
。
誓
詞
不
僅
是
責
任
的
承
諾
，

也
是
鮮
少
英
國
人
真
正
認
真
看
待
的
表
演
，
但
同
樣
也
是
鮮
少
英
國
人
真
正
認
真
質
疑
的
。
基
於
一
八
四
二
年
的

︽
南
京
條
約
︾
，
典
禮
在
香
港
舉
行
，
在
中
國
的
舞
臺
。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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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
據
憲
法
，
總
督
的
權
力
受
到
擔
任
顧
問
角
色
的
行
政
局
與
立
法
局
平
衡
，
兩
局
皆
有
職
員
，
並
委
託
外
界

人
士
擔
任
議
員
。
總
督
可
斟
酌
採
用
議
員
的
建
議
，
但
在
一
九
八○

年
代
之
前
，
總
督
多
半
會
接
受
商
界
與
其
他

利
益
團
體
的
意
見
。
和
其
他
殖
民
地
一
樣
，
香
港
擁
有
自
己
的
幹
部
官
員
和
特
殊
的
法
律
傳
統
。
54

一
九
四
六
年
之

前
，
不
准
華
人
擔
任
幹
部
官
員
。
但
也
和
所
有
殖
民
地
一
樣
，
絕
大
多
數
員
工
來
自
當
地
。
他
們
必
須
表
現
英
語

能
力
，
那
也
是
工
作
需
要
的
技
能
，
即
使
與
其
他
說
粵
語
的
同
事
溝
通
，
也
要
使
用
官
方
語
言
英
語
。
學
校
裡
，

也
教
歷
史
，
但
不
教
香
港
歷
史
，
中
國
現
代
歷
史
也
很
少
。
一
九
六
七
年
的
暴
動
之
後
，
由
於
增
派
軍
隊
儲
備
維

安
，
英
國
官
員
隨
之
增
加
，
當
時
估
計
約
有
六
萬
一
千
名
英
國
官
員
與
眷
屬
。
55

一
九
五○

年
，
多
數
公
家
機
關

裡
，
﹁
本
地
﹂
的
華
人
員
工
只
有
少
數
，
而
且
非
常
少
。
到
了
一
九
七
七
年
卻
完
全
相
反
，
儘
管
如
此
，
主
管
級
的

職
務
還
是
只
有
百
分
之
三
十
二
指
派
當
地
人
，
高
階
警
察
則
不
到
一
半
，
其
餘
都
是
英
國
外
派
，
而
且
同
年
又
從

英
國
招
募
五
百
五
十
名
新
人
。
56

一
九
八
二
年
，
還
是
有
三
千
兩
百
名
英
國
公
僕
︵
與
一
千
六
百
名
軍
職
人
員
︶
。

儘
管
實
施
了
職
員
招
募
﹁
在
地
化
﹂
的
政
策
，
仍
有
來
自
倫
敦
的
職
員
，
直
到
一
九
九
四
年
，
最
後
五
名
英
國
人

飛
到
香
港
加
入
皇
家
香
港
警
察
。
57

階
級
較
低
的
官
員
抵
達
香
港
的
排
場
雖
然
遜
於
總
督
，
但
也
很
快
就
學
會
英
國
殖
民
地
的
必
經
之
事
、
心
理

適
應
與
表
面
的
裝
飾
︵
若
是
描
述
詳
盡
，
又
更
是
實
用
︶
，
那
便
是
影
響
社
會
與
文
化
互
動
︵
更
精
確
地
說
，
多
數

情
況
是
根
本
沒
有
互
動
︶
的
種
族
歧
視
。
58

例
如
，
軍
隊
的
士
官
通
常
享
有
補
助
住
所
，
可
以
負
擔
住
在
家
裡
的
幫

傭
，
生
活
方
式
和
地
位
往
往
比
在
英
國
更
好
，
更
不
用
說
比
起
香
港
居
民
。
而
且
，
這
樣
的
生
活
還
不
包
括
公
僕

享
有
的
外
派
津
貼
。
然
而
，
對
某
些
人
來
說
，
這
樣
還
是
不
夠
。
一
九
七○

年
代
末
期
，
香
港
公
家
機
關
各
階
級

都
被
貪
汙
滲
透
，
威
脅
到
了
英
國
政
府
控
制
的
正
當
性
。
英
國
警
官
彼
得
．
葛
柏
︵Peter G

odber

︶
沸
騰
一
時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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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件
後
，
香
港
廉
政
公
署
與
警
察
發
生
衝
突
，
以
致
港
督
同
意
特
赦
過
去
的
貪
汙
案
件
。
59

殖
民
地
早
期
就
有
高
調
的
貪
汙
案
件
，
又
因
二
次
大
戰
之
後
香
港
人
口
演
變
而
惡
化
。
一
九
四○

年
代
末

期
，
難
民
移
入
導
致
人
口
爆
炸
，
在
一
九
五○

與
六○

年
代
持
續
增
長
。
語
言
也
是
幫
兇
。
一
九
七
四
年
之
前
，

英
語
是
唯
一
官
方
語
言
，
然
而
只
有
不
到
四
分
之
一
的
人
口
能
說
或
讀
英
語
。
就
連
政
府
採
用
雙
語
時
，
公
家
事

業
公
司
還
是
寄
給
客
戶
英
語
帳
單
。
直
至
英
國
統
治
結
束
之
前
，
陪
審
員
都
必
須
懂
英
語
。
60

雖
然
一
九
四
六
年
廢

除
了
山
頂
和
長
州
居
民
的
種
族
區
域
限
制
法
令
，
但
是
殖
民
地
從
早
期
就
有
各
種
歧
視
多
數
人
口
的
形
式
，
到
了

一
九
六○

年
代
還
有
市
中
心
的
板
球
俱
樂
部
作
為
代
表
。
有
多
少
中
國
人
打
板
球
？
而
且
場
地
並
不
對
外
開
放
，

即
使
場
地
就
是
向
政
府
承
租
的
。
一
份
地
方
報
紙
表
示
：
﹁
令
人
想
起
上
海
公
園
入
口
禁
止
﹃
華
人
與
狗
﹄
那
段
不

愉
快
的
記
憶
。
﹂
61

一
九
七
八
年
，
板
球
場
改
為
公
園
。

一
九
六○

年
代
開
始
，
獨
特
的
地
方
認
同
開
始
進
入
香
港—

向
外
拓
展
的
、
都
會
的
、
廣
東
話
的
。
雖
然

殖
民
地
的
邊
界
依
然
有
漏
洞
，
許
多
殖
民
地
的
人
和
出
生
地
保
持
聯
絡
，
但
是
教
育
水
準
提
升
、
相
對
繁
榮
、
成

功
的
地
方
電
影
工
業
與
後
來
的
廣
東
流
行
音
樂
等
種
種
因
素
，
逐
漸
促
進
這
股
認
同
。
一
九
五○

年
代
末
期
與
一

九
六○

年
代
初
期
的
嬰
兒
潮
意
味
了
在
一
九
六
一
年
與
七
一
年
的
人
口
普
查
中
，
有
超
過
半
數
人
口
小
於
二
十

歲
。
62

香
港
很
年
輕
，
說
著
廣
東
話
。
電
視
、
收
音
機
和
大
批
活
躍
的
媒
體
，
滋
養
信
心
滿
滿
的
新
式
流
行
文
化
和

地
方
特
色
，
並
融
入
多
元
的
世
界
元
素
：
多
國
居
民
、
快
速
發
展
的
觀
光
產
業
、
廣
納
全
球
的
流
行
時
尚
與
文
化

潮
流
。
殖
民
地
政
府
致
力
促
進
這
股
認
同
︵
對
經
濟
與
政
治
穩
定
極
為
重
要
︶
，
但
這
股
認
同
也
有
自
己
的
動
力
。

香
港
的
時
尚
、
電
影
、
音
樂
伸
及
並
影
響
全
球
華
人
社
群
，
包
括
中
國
本
身
。
如
此
分
明
的
身
分
將
香
港
居
民
與

他
們
在
大
陸
的
根
源
越
推
越
遠
。
一
九
六
四
年
披
頭
四
訪
問
香
港
時
，
有
人
問
保
羅
麥
卡
尼
：
﹁
你
想
去
中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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嗎
？
﹂
他
回
答
：
﹁
我
以
為
這
裡
就
是
中
國
。
﹂
但
那
裡
逐
漸
益
發
不
是
。
一
九
六
七
年
的
暴
動
非
常
戲
劇
性
地
展

示
絕
大
多
數
的
香
港
人
認
同
的
價
值
體
系
和
他
們
的
根
源
不
同—

殖
民
地
大
部
分
的
人
口
此
時
是
由
移
入
者
與

他
們
在
當
地
出
生
的
孩
子
組
成
。

和
多
數
的
殖
民
地
不
同
，
香
港
是
經
濟
成
功
的
伸
展
臺
。
其
外
向
的
性
格
對
出
口
導
向
經
濟
十
分
重
要
。
到

了
一
九
六
七
年
，
香
港
的
港
口
業
務
是
世
界
第
十
五
大
，
而
且
如
果
香
港
是
個
國
家
，
全
球
貿
易
經
濟
就
會
排
名

第
二
十
五
。
英
國
從
中
獲
益
甚
大
：
例
如
，
香
港
政
府
或
擁
有
英
國
供
應
商
的
地
方
企
業
下
訂
單
，
但
獲
利
並
不

會
轉
到
倫
敦
︵
中
國
的
談
判
員
無
法
理
解
，
因
為
這
不
符
合
帝
國
主
義
的
政
治
模
式
，
也
不
符
合
他
們
對
英
國
的

懷
疑
︶
。
結
算
之
下
，
一
九
八
二
年
英
國
得
到
的
總
體
經
濟
效
應
和
英
國
本
土
﹁
幾
乎
相
當
﹂
。
一
九
六○

年
代

起
，
香
港
開
始
吸
引
非
英
國
的
外
僑
居
留
，
這
樣
的
現
象
在
一
九
八○

年
代
也
持
續
成
長
，
因
為
英
國
已
經
是
快

速
成
長
的
國
際
金
融
中
心
，
而
並
非
僅
是
地
區
性
。
但
論
形
式
與
法
律
事
實
，
香
港
仍
是
殖
民
地
的
社
會
。
63

殖
民

地
本
身
也
逐
漸
增
值
，
如
同
一
九
七
九
年
英
國
駐
中
大
使
柯
利
達
︵Percy C

radock

︶
所
言
，
鄧
小
平
在
一
九
七
八

年
之
後
開
始
發
展
改
革
政
策
，
將
香
港
作
為
一
塊
跳
板
，
放
眼
中
國
，
英
國
也
許
能
夠
﹁
進
入
現
代
化
的
一
樓
。
﹂
64

一
九
七
九
年
當
上
英
國
首
相
的
柴
契
爾
瞬
間
愛
上
香
港
。
兩
年
前
她
首
次
訪
問
，
而
且
香
港
明
顯
就
是
她
希

望
英
國
成
為
的
模
樣
。
柴
契
爾
看
見
香
港
規
定
少
、
稅
收
少
、
成
功
的
經
濟
模
型
，
而
且
由
清
廉
︵
遲
來
的
︶
有

效
的
英
國
政
府
法
律
治
理
。
65

香
港
寡
頭
政
治
的
成
員
急
切
敲
著
唐
寧
街
十
號
的
門
：
嘉
道
理
勛
爵
︵L

o
rd 

K
adoorie

，
譯
注
：
一
八
九
九
一—

一
九
九
三
年
，
英
籍
香
港
猶
太
人
，
曾
是
香
港
首
富
，
嘉
道
理
家
族
事
業
包
括

能
源
工
業
、
地
產
、
船
務
、
工
程
、
建
築
與
酒
店
等
︶
、
包
玉
剛
︵Sir Y. K

. Pao

，
譯
注
：
一
九
一
八—

一
九
九
一

年
，
環
球
航
運
集
團
創
始
人
，
世
界
八
大
船
王
之
一
︶
、
何
鴻
章
︵E

ric H
otung

，
譯
注
：
一
九
二
六—

二○

一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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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富
商
何
東
之
孫
，
祖
父
與
父
親
相
繼
去
世
後
返
港
管
理
家
族
產
業
︶
、
亨
利
．
凱
瑟
克
︵H

enry K
esw

ick

，
怡

和
洋
行
︶
紛
紛
提
供
方
案
與
建
議
，
並
表
示
願
意
協
助
與
中
國
對
話
。
柴
契
爾
會
說
，
她
不
總
是
聽
得
懂

﹁
Y
．
K
﹂
的
提
議
，
但
她
幫
他
主
持
輪
船
下
水
儀
式
，
而
且
檔
案
夾
裡
都
是
他
的
信
。
香
港
的
現
實
遠
比
吸
引
首

相
的
那
幅
景
象
更
深
更
複
雜
：
但
願
景
更
加
重
要
。
不
過
，
若
從
社
會
的
角
度
來
看
，
這
種
治
理
形
式
會
令
香
港

的
優
點
與
成
功
大
打
折
扣
。
香
港
的
收
入
差
距
是
亞
洲
最
大
，
從
全
球
標
準
來
看
也
是
高
的
。
66

一
九
八
二
年
，
英

國
與
阿
根
廷
在
福
克
蘭
群
島
發
生
衝
突
，
柴
契
爾
受
到
勝
利
的
鼓
舞
，
同
年
九
月
訪
問
北
京
時
，
完
全
沒
有
將
殖

民
地
與
其
中
人
民
交
還
給
馬
克
斯
政
權
的
心
情
。

但
是
，
鐵
娘
子
失
足
了
。
誠
如
毛
澤
東
所
言
，
中
國
領
導
﹁
年
輕
一
代
﹂
的
歷
史
角
色
就
是
處
理
這
個
未
決

問
題
，
而
那
個
人
就
是
偉
大
的
存
活
者
鄧
小
平
。
鄧
小
平
是
實
用
主
義
者
，
但
對
於
香
港
問
題
，
最
重
要
的
是
他

也
是
反
帝
國
主
義
者
與
民
族
主
義
者
，
而
且
對
他
而
言
，
內
戰
的
歷
史
任
務
尚
未
結
束
。
英
國
已
經
收
到
警
告
：

眼
見
一
八
九
八
年
開
始
且
為
期
九
十
九
年
的
新
界
租
約
將
滿
，
除
非
採
取
某
些
措
施
，
否
則
英
國
只
能
治
理
到
一

九
九
七
年
。
租
約
結
束
之
後
可
能
造
成
的
衝
擊
逐
漸
迫
切
，
香
港
政
府
非
常
憂
心
，
年
復
一
年
，
問
題
會
越
來
越

嚴
重
，
動
搖
香
港
商
業
信
心
，
促
使
投
資
者
轉
向
新
加
坡
或
日
本
。
於
是
，
英
國
在
一
九
七
九
年
試
圖
提
出
技
術

性
的
合
法
手
段
解
決
。
一
九
七
九
年
三
月
，
時
任
總
督
的
麥
理
浩
爵
士
︵Sir M

urray M
acLehose

︶
首
次
訪
問
北

京
，
向
鄧
小
平
提
出
這
個
問
題
與
可
能
的
解
決
方
法
，
卻
被
﹁
斷
然
拒
絕
﹂
︵
他
的
說
法
︶
。
之
後
，
英
國
多
次
希

望
釐
清
情
況
，
又
因
﹁
不
必
要
且
不
適
當
﹂
遭
到
阻
撓
。
一
九
七
九
年
十
一
月
，
中
國
總
理
華
國
鋒
訪
英
，
對
此

問
題
幾
乎
隻
字
未
提
，
只
簡
短
地
表
示
香
港
是
﹁
中
國
的
領
土
﹂
。
然
而
，
中
國
和
香
港
都
在
盤
算
未
來
。
67

因
此
柴
契
爾
在
一
九
八
二
年
出
發
到
中
國
，
開
導
中
國
領
導
人
香
港
為
何
會
這
麼
繁
榮
，
而
且
最
重
要
的
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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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
在
她
眼
中
就
是
出
於
英
國
的
治
理
。
這
段
期
間
，
中
國
發
展
﹁
一
國
兩
制
﹂
政
策
，
雖
然
政
策
目
標
是
臺
灣

這
個
更
大
的
獎
品
，
但
是
同
時
也
可
運
用
在
香
港
，
成
立
﹁
特
別
行
政
區
﹂
，
作
為
廣
大
統
一
計
畫
的
試
驗
。
但

是
，
九
月
二
十
三
日
上
午
在
人
民
大
會
堂
，
英
國
首
相
告
訴
總
理
趙
紫
陽
，
這
個
提
議
將
會
﹁
損
失
慘
重
﹂
：
經
濟

會
﹁
崩
盤
﹂
，
會
使
英
國
與
中
國
﹁
喪
失
名
譽
﹂
。
此
外
，
英
國
﹁
對
香
港
人
民
負
有
道
德
義
務
，
我
們
必
須
遵

守
﹂
。
她
﹁
深
深
相
信
﹂
這
點
，
備
忘
錄
的
這
幾
個
字
更
被
劃
上
了
好
幾
條
強
調
的
底
線
。
68

對
聽
者
而
言
，
那
是

刺
耳
又
羞
辱
的
言
論
：
來
了
維
多
利
亞
的
幽
靈
砲
艦
，
載
著
好
戰
的
巴
夏
禮
爵
士
，
或
是
粗
魯
的
藍
浦
生
又
在
罵

人
，
教
訓
清
朝
和
軍
閥
。

所
以
，
趙
紫
陽
同
樣
清
楚
表
明
自
己
的
立
場
：
﹁
中
國
不
會
在
不
收
回
主
權
的
情
況
下
維
持
發
展
香
港
的
繁

榮
﹂
，
這
個
原
則
優
先
於
﹁
繁
榮
與
安
定
﹂
。
69

隔
天
，
鄧
小
平
的
態
度
同
樣
堅
決
。
英
國
表
面
提
議
所
謂
的
﹁
經
營

合
約
﹂
，
希
望
藉
此
主
導
行
政
，
延
長
對
於
香
港
的
控
制
。
70

但
是
，
鄧
小
平
回
答
：
﹁
如
果
無
法
收
復
主
權
，
意

思
就
是
新
中
國
就
像
清
朝
的
中
國
，
現
在
的
領
導
人
就
像
李
鴻
章
。
﹂
李
鴻
章
是
清
朝
的
高
官
，
一
八
九
五
年
與
日

本
簽
定
︽
馬
關
條
約
︾
，
又
於
一
八
九
八
年
與
英
國
簽
訂
︽
南
京
條
約
︾
，
因
而
被
民
族
主
義
者
指
控
出
賣
中
國
給

外
強
。
鄧
小
平
就
和
趙
紫
陽
一
樣
，
表
示
國
家
名
譽
處
於
成
敗
關
頭
，
大
眾
民
族
主
義
期
待
香
港
回
歸
，
而
他
們

對
於
人
民
負
有
義
務
。
他
也
揶
揄
英
國
首
相
，
這
對
妳
也
好
，
﹁
表
示
英
國
的
殖
民
年
代
結
束
。
這
會
恢
復
英
國
的

名
聲
﹂
。

鄧
小
平
主
張
歷
史
之
必
要
。
柴
契
爾
幾
乎
不
懂
，
幕
僚
也
沒
善
盡
簡
報
之
責
。
首
相
手
中
外
交
與
聯
邦
事
務

部
給
的
︿
中
國
歷
史
快
覽
﹀
，
噤
聲
略
過
英
國
如
何
攻
擊
中
國
：
裡
頭
沒
有
兩
次
鴉
片
戰
爭
、
拳
民
事
件
、
五
卅
事

件
與
沙
基
慘
案
；
安
格
聯
沒
有
控
制
共
和
時
期
的
財
政
；
一
九
三○

年
代
之
前
，
英
國
對
中
國
的
各
種
支
配
都
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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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
發
生
；
萬
縣
沒
有
船
艦
駛
來
︵
譯
注
：
指
一
九
二
六
年
發
生
於
四
川
萬
縣
，
英
國
艦
隊
砲
轟
萬
縣
，
造
成
近
千

人
死
傷
的
﹁
萬
縣
慘
案
﹂
︶
；
紫
石
英
號
未
曾
對
人
民
解
放
軍
開
槍
。
一
九
七
二
年
，
道
格
拉
斯—

休
姆
形
容
中
英

關
係
﹁
崎
嶇
不
平
﹂
；
在
人
民
大
會
堂
的
歡
迎
宴
會
上
，
柴
契
爾
匆
忙
看
過
兩
國
歷
史
關
係
的
報
告
，
慎
重
強
調
中

國
與
英
國
過
去
的
文
化
互
動
豐
富
，
而
談
到
英
國
與
中
國
的
政
治
關
係
，
她
委
婉
地
評
論
﹁
更
多
變
﹂
。
但
是
，
若

英
國
沒
有
幫
助
孫
逸
仙
躲
避
一
八
九
六
年
清
朝
在
倫
敦
公
使
館
的
追
捕
，
若
一
九
四○

至
四
一
年
兩
國
沒
有
站
在

同
一
陣
線
對
抗
法
西
斯
主
義
十
二
個
月
，
現
在
又
是
什
麼
光
景
？
英
國
飛
快
地
忘
了
他
們
在
中
國
的
歷
史
。
同
一

段
黑
暗
時
期
，
因
為
邱
吉
爾
政
府
關
閉
蔣
介
石
政
權
唯
一
的
補
給
通
路—

滇
緬
公
路
，
導
致
重
慶
情
勢
急
速
惡

化
；
同
一
段
黑
暗
時
期
，
面
對
日
本
侵
略
，
英
國
帝
國
軍
隊
潰
散
。
71

對
許
多
人
而
言
，
這
就
是
英
國
對
中
國
最
大

的
背
叛
，
而
非
處
境
艱
難
時
的
團
結
。
柴
契
爾
向
趙
紫
陽
要
求
歸
還
過
去
在
外
灘
的
上
海
領
事
館
，
正
好
表
示
她

對
﹁
過
去
﹂
代
表
的
意
義
與
強
大
力
道
，
沒
有
絲
毫
審
慎
的
認
知
。

極
度
懷
疑
英
國
意
圖
的
情
況
下
，
中
國
表
示
，
除
非
英
國
首
先
讓
步
，
承
認
對
於
香
港
任
何
地
區
沒
有
主

權
，
否
則
中
國
拒
絕
公
開
談
判
。
而
且
，
保
衛
香
港
人
民
的
不
是
你
們
，
是
我
們—

中
國
如
是
說
。
他
們
是
中

國
人
；
他
們
知
道
他
們
的
歷
史
。
對
此
僵
局
，
英
國
外
交
與
聯
邦
事
務
部
最
初
提
出
的
解
決
辦
法
是
：
﹁
我
們
︙
︙

有
條
約
﹂
，
但
被
柴
契
爾
痛
斥
﹁
可
悲
﹂
。
中
國
展
開
砲
火
猛
烈
的
政
治
宣
傳
，
尤
其
強
調
過
去
英
國
以
種
種
不
公

平
的
手
段
取
得
香
港
；
殖
民
地
的
股
市
與
貨
幣
暴
跌
，
恐
慌
的
居
民
將
超
市
的
貨
物
掃
空
。
72

此
時
，
香
港
的
觀
眾

正
在
觀
賞
當
地
導
演
李
翰
祥
斥
資
拍
攝
的
史
詩
電
影
︽
火
燒
圓
明
園
︾
。
這
部
電
影
以
民
族
主
義
觀
點
痛
苦
地
描
寫

一
八
六○

年
華
北
的
動
亂
，
以
及
英
法
聯
軍
破
壞
古
物
的
暴
行—

就
怕
不
是
所
有
香
港
人
都
非
常
﹁
瞭
解
他
們

的
歷
史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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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
管
如
此
，
英
國
緊
抓
不
放
，
希
望
找
到
一
個
方
法
﹁
給
他
們
想
要
的
表
象
，
但
內
容
符
合
我
們
的
要

求
﹂—

又
是
那
句
老
話
，
﹁
有
名
無
實
﹂
。
73

一
九
八
三
年
七
月
起
，
正
式
談
判
展
開
，
依
中
國
看
來
，
英
國
承
認

他
們
贏
不
了
了
。
一
九
八
四
年
九
月
二
十
六
日
的
︽
中
英
聯
合
宣
言
︾
中
，
英
國
放
棄
取
得
任
何
正
式
治
理
的
管

道
，
而
且
明
顯
可
見
這
並
非
﹁
條
約
﹂
：
一
位
主
要
中
國
談
判
員
巧
妙
引
用
莎
士
比
亞
的
名
句
：
﹁
玫
瑰
不
稱
玫

瑰
，
甜
香
如
故
﹂
。
他
﹁
討
厭
﹃
條
約
﹄
一
詞
，
而
且
認
為
不
須
解
釋
原
因
﹂
。
74

但
他
必
須
這
麼
做
，
因
為
英
國
與

中
國
依
然
說
著
不
同
的
政
治
語
言
，
對
於
過
去
的
影
響
，
甚
至
過
去
的
事
實
，
也
抱
持
不
同
的
理
解
。
但
針
對
這

個
主
題
，
英
國
幾
乎
不
聽
中
國
﹁
呆
板
的
覆
述
﹂
、
﹁
不
變
的
冗
長
覆
述
﹂
以
及
﹁
自
言
自
語
﹂
。
駐
中
大
使
柯
利
達

抱
怨
，
中
國
人
愛
用
﹁
情
緒
性
字
眼
﹂
，
例
如
﹁
帝
國
主
義
﹂
，
但
是
那
樣
的
字
眼
是
有
意
義
的
專
有
名
詞
，
而
且

在
北
京
政
府
眼
中
，
更
是
﹁
歷
史
的
創
傷
﹂
、
活
生
生
的
威
脅
。
75

柯
利
達
後
來
這
麼
說
，
我
們
不
是
在
﹁
打
牌
﹂
，

我
們
也
不
覺
得
你
們
在
﹁
打
牌
或
打
乒
乓
球
﹂
。
中
國
官
員
回
答
，
你
們
在
﹁
做
白
日
夢
，
想
拿
新
的
不
平
等
條
約

取
代
舊
的
﹂
。
76

結
果
聯
合
宣
言
只
是
爭
議
的
開
頭
，
不
是
結
尾
。
在
中
國
眼
中
，
宣
言
象
徵
英
國
即
刻
終
止
在
殖
民
地
的
任

何
自
由
操
作
。
英
國
措
手
不
及
。
英
國
在
中
國
根
深
柢
固
的
形
象
就
是
乖
張
荒
謬
的
﹁
殖
民
主
義
﹂
，
殖
民
主
義
本

身
已
是
重
大
阻
礙
，
對
於
接
下
來
的
談
判
更
是
有
害
無
益
。
談
判
過
程
危
機
四
伏
、
磕
磕
絆
絆
：
基
礎
建
設
專

案
、
標
案
涉
嫌
偏
袒
英
國
公
司
︵
怡
和
洋
行
又
是
特
別
被
挑
出
來
痛
罵
的
對
象
，
佐
以
鴉
片
戰
爭
的
歷
史
︶
、
香
港

政
府
的
財
務
政
策
，
以
及
最
後
一
任
總
督
保
守
黨
的
彭
定
康
︵C

hris Patten

︶
主
導
的
民
主
改
革
。
77

雖
然
香
港
標

榜
的
價
值
建
立
在
﹁
中
國
大
陸
內
部
的
自
由
飛
地
﹂
，
但
其
人
民
雖
然
擁
有
經
濟
自
由
，
也
生
活
在
安
定
公
平
的
法

律
系
統
，
卻
沒
有
政
治
權
利
。
雖
然
早
在
一
九
四
一
年
十
二
月
日
軍
攻
陷
的
黑
暗
時
期
，
在
倫
敦
與
被
俘
虜
的
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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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地
官
員
就
曾
提
出
發
展
香
港
真
正
的
憲
政
制
度
，
但
到
了
一
九
五
二
年
又
不
了
了
之
。
78

一
九
八○

年
代
，
行
政

機
構
已
經
進
化
，
能
夠
有
效
回
應
輿
論
，
又
不
須
於
民
主
代
議
做
出
任
何
讓
步
。
總
督
多
半
諮
詢
香
港
的
寡
頭
政

治
家
，
雖
然
他
們
對
媒
體
也
越
來
越
敏
感
。
儘
管
如
此
，
香
港
新
世
代
的
居
民
仍
然
爭
取
民
主
尊
嚴
，
期
待
香
港

自
由
的
媒
體
與
社
會
因
此
臻
於
完
善
。
只
是
，
一
切
不
會
實
現
。

彭
定
康
和
怡
和
洋
行
越
來
越
認
命
，
任
中
國
人
在
他
們
身
上
發
洩
對
香
港
的
憤
怒
。
澳
門
的
日
子
則
好
過
一

些
。
一
九
七
四
年
四
月
，
葡
萄
牙
康
乃
馨
革
命
︵
譯
注
：
一
九
七
四
年
四
月
二
十
五
日
，
葡
萄
牙
里
斯
本
的
中
下

級
軍
官
發
動
﹁
以
康
乃
馨
代
替
步
槍
﹂
的
和
平
政
變
，
獲
得
民
眾
響
應
，
逐
漸
推
翻
該
國
獨
裁
政
權
，
放
棄
海
外

殖
民
地
︶
的
消
息
傳
到
澳
門
，
這
片
土
地
卻
﹁
依
舊
昏
昏
欲
睡
﹂
。
逸
園
的
狗
兒
繼
續
跑
，
賭
場
不
分
日
夜
營
業
。
79

和
英
國
不
同
，
葡
萄
牙
的
新
政
府
決
心
擺
脫
殖
民
帝
國
這
個
身
分
；
技
術
上
來
說
，
透
過
一
九
五
一
年
的
修
憲
，

其
實
是
擺
脫
海
外
的
省
分
，
正
式
否
認
持
有
殖
民
地
。
儘
管
對
於
澳
門
的
治
理
，
葡
萄
牙
長
期
對
中
共
妥
協
，
他

們
也
有
意
正
式
承
認
北
京
政
府
，
因
為
當
時
他
們
還
承
認
在
臺
灣
的
中
華
民
國
。
一
九
七
四
年
五
月
，
殖
民
地
準

備
舉
行
偉
大
的
中
國
沿
岸
畫
家
錢
納
利
︵G

eorge C
hinnery

︶
兩
百
周
年
誕
生
紀
念—

重
新
命
名
街
道
、
發
行

郵
票
、
舉
行
教
會
禮
拜
，
並
在
墳
前
立
碑—

然
而
，
葡
萄
牙
政
府
現
在
卻
希
望
，
而
且
反
常
地
尋
求
解
決
澳
門

問
題
的
方
法
。
一
九
七
五
年
，
承
認
協
議
的
一
項
祕
密
條
款
表
示
葡
萄
牙
放
棄
任
何
對
澳
門
的
主
權
，
並
保
證
歸

還
，
但
磋
商
還
要
花
上
很
長
的
時
間
，
也
沒
有
終
止
日
期
催
促
︵
雖
然
他
們
後
來
覺
得
，
也
許
可
以
在
四
百
五
十

周
年
時
歸
還
︶
。
根
據
澳
督
一
九
八
一
年
的
聲
明
，
歸
還
的
殖
民
地
事
實
上
不
是
殖
民
地
，
而
是
葡
萄
牙
管
理
的
中

國
領
土
，
相
較
香
港
這
塊
更
大
的
餅
只
是
次
要
。
一
九
八
六
年
正
式
的
對
談
展
開
，
而
中
國
直
接
拿
出
︽
中
英
聯

合
宣
言
︾
的
內
容
。
80

一
九
八
七
年
香
港
問
題
達
成
協
議
後
，
澳
門
政
府
還
在
思
索
。
澳
門
的
公
家
機
關
並
沒
有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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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化
，
澳
門
政
府
也
無
法
有
效
處
理
幫
派
暴
力—

或
說
，
儘
管
發
展
憲
政
制
度
，
澳
門
政
府
仍
然
臣
服
於
親
北

京
的
勢
力
，
也
臣
服
於
依
賴
觀
光
業
的
經
濟
所
帶
動
的
賭
場
利
益
。

處
理
葡
萄
牙
在
中
國
四
個
世
紀
及
英
國
兩
個
世
紀
的
後
遺
症
，
偶
爾
會
令
北
京
暴
躁
尖
叫
，
但
是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與
日
本
新
建
立
的
關
係
，
其
憂
煩
不
安
與
口
誅
筆
伐
的
程
度
，
又
是
不
同
的
類
型
。
一
九
七
一
與
七
二

年
，
季
辛
吉
與
尼
克
森
強
烈
懷
疑
日
本
的
企
圖
。
周
恩
來
不
僅
明
確
表
達
害
怕
日
本
將
臺
灣
轉
為
附
庸
國
，
他
還

主
張
日
本
的
目
標
是
重
回
中
國
，
並
且
擴
大
在
中
國
的
權
利
。
中
國
人
不
會
放
棄
戰
爭
；
他
們
發
現
自
己
一
九
七

二
年
面
對
的
日
本
領
導
人
曾
經
參
與
大
戰
，
而
且
就
在
中
國
境
內
。
他
們
有
理
由
這
麼
遲
疑
，
即
使
一
開
始
只
是

情
緒
使
然
。

投
降
之
後
，
日
本
國
內
局
勢
混
亂
，
同
時
開
始
由
美
國
主
導
的
占
領
。
這
段
期
間
，
超
過
五
百
萬
名
軍
人
與

移
居
者
帶
著
暴
行
、
殘
忍
與
貪
汙
的
故
事
回
到
家
鄉
。
東
京
國
際
戰
犯
審
判
又
再
次
強
調
這
些
故
事
。
各
級
軍
官

批
准
的
，
或
殖
民
主
義
戰
爭
機
器
的
士
兵
任
意
犯
下
的
軍
事
暴
行
有
了
充
足
證
據
。
歷
史
學
家
、
社
運
人
士
，
以

及
被
日
本
軍
方
殺
害
的
沖
繩
人
遺
族
從
此
積
極
介
入
，
確
保
這
個
國
家
文
部
科
學
省
核
准
的
學
校
課
本
可
以
適
當

地
記
錄
。
一
九
五
三
年
起
，
日
本
歷
史
學
家
家
永
三
郎
多
次
在
法
庭
要
求
日
本
文
部
科
學
省
承
認
日
本
戰
爭
的
作

為
。
81

但
是
，
日
本
的
經
濟
逐
漸
強
盛
，
記
憶
也
隨
之
褪
色
，
保
守
圈
內
再
度
出
現
戰
爭
有
理
的
聲
浪
。
新
民
族
主

義
者
再
度
主
張
，
日
本
過
去
的
戰
爭
是
為
了
從
歐
洲
殖
民
主
義
與
美
國
霸
權
中
解
放
亞
洲
，
並
抵
擋
共
產
主
義
入

侵
。
其
他
人
認
為
，
還
有
廣
島
、
長
崎
，
以
及
所
有
被
美
國
空
軍
轟
炸
的
城
市
，
日
本
也
是
受
害
者
，
而
且
美
國

並
未
考
慮
這
些
巨
大
災
難
造
成
的
嚴
重
後
果
。

接
著
，
一
九
七
一
年
，
一
位
知
名
的
改
革
記
者
本
多
勝
一
開
始
書
寫
來
自
中
國
的
報
導
，
刊
登
在
大
量
流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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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朝
日
新
聞
︾
，
詳
細
描
述
日
本
暴
行
底
下
的
生
還
者
。
大
眾
紛
紛
為
之
吸
引
。
本
多
勝
一
訪
問
落
入
日
本
人
手

中
的
男
人
與
女
人
，
從
人
性
的
角
度
記
錄
個
人
經
驗
。
匿
名
者
不
讓
日
本
的
殘
暴
遭
人
遺
忘
，
激
烈
地
控
訴
日
本

帝
國
陸
軍
的
戰
爭
罪
行
，
並
在
首
相
田
中
訪
問
中
國
的
前
幾
個
月
集
結
成
冊
出
版
。
其
他
陪
同
訪
問
的
記
者
正
視

歷
史
，
從
戰
爭
的
象
徵
地
點
傳
回
報
導
，
例
如
北
京
城
外
的
馬
可
波
羅
橋
。
首
相
田
中
反
而
在
國
宴
上
笨
拙
地
發

表
談
話
。
一
九
七
二
年
最
終
的
︽
日
中
聯
合
宣
言
︾
，
承
認
日
本
﹁
非
常
清
楚
過
去
日
本
對
中
國
人
民
在
戰
爭
時
期

造
成
的
嚴
重
傷
害
，
並
深
深
自
責
﹂
。
82

不
過
，
這
僅
僅
是
兩
國
針
對
近
代
歷
史
問
題
交
流
的
開
端
。

一
九
四
九
年
之
後
，
中
國
批
准
的
歷
史
研
究
領
域
與
主
題
，
普
遍
來
說
並
未
強
調
一
九
三
一
年
後
日
本
入

侵
。
毛
澤
東
經
常
跟
訪
客
說
笑
，
他
感
謝
日
本
侵
略
中
國
，
讓
他
的
黨
從
蔣
介
石
手
中
起
死
回
生
，
鼓
勵
全
國
抗

日
。
中
國
不
畏
強
權
，
脫
穎
而
出
，
獲
得
勝
利
。
人
民
當
然
從
課
本
裡
學
習
戰
爭
，
全
國
不
分
上
下
也
都
記
得
並

紀
念
戰
爭
，
包
括
老
兵
、
受
害
者
與
眷
屬
。
83

戰
爭
經
驗
也
是
電
影
、
小
說
及
回
憶
錄
的
題
材
。
﹁
人
民
外
交
﹂
行

動
當
中
也
有
日
本
的
代
表
團
，
正
好
提
供
機
會
操
作
大
眾
對
於
昔
日
的
侵
略
者
再
度
現
身
的
反
應
，
鼓
吹
蠢
蠢
欲

動
的
抗
議
︵
而
且
，
日
本
人
一
直
都
是
文
化
大
革
命
之
前
最
大
批
的
訪
客
︶
。
憤
怒
的
情
緒
持
續
高
漲
。
一
九
八
二

年
夏
天
，
日
本
歷
史
課
本
對
於
戰
爭
侵
略
的
描
述
出
現
爭
議
，
然
而
，
日
本
政
府
的
處
理
方
式
引
發
鄰
國
激
烈
抗

議
。
84

日
本
保
守
派
認
為
國
家
通
過
的
教
科
書
深
植
左
派
偏
見
，
因
此
在
國
內
發
動
持
續
的
政
治
抗
爭
。
抗
爭
演
變

為
大
規
模
的
外
交
事
件
，
影
響
日
本
與
諸
多
國
家
的
關
係
。
直
到
日
本
政
府
表
現
足
夠
的
誠
意
，
承
諾
修
改
教
科

書
有
問
題
的
詞
語
，
事
件
才
見
平
息
︵
例
如
關
於
﹁
日
本
侵
略
﹂
中
國
一
度
稱
為
﹁
日
本
進
軍
﹂
中
國
︶
。
雖
然
早

在
一
九
八
二
年
之
前
就
有
修
正
，
修
正
的
教
科
書
也
在
少
數
學
校
使
用
，
但
日
本
國
內
及
亞
洲
其
他
地
方
，
都
在

擔
心
日
本
過
分
自
信
的
國
際
形
象
會
催
化
危
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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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以
，
戰
爭
根
本
沒
有
結
束
，
而
是
一
打
再
打
。
戰
爭
的
爆
點
舉
凡
教
科
書
、
日
本
政
府
的
官
方
聲
明
、
日

本
首
長
與
主
要
政
客
公
開
或
私
人
參
訪
東
京
靖
國
神
社
。
特
定
事
件
造
成
的
傷
害
程
度
，
甚
至
事
件
的
真
實
性
，

都
會
引
發
爭
議
，
例
如
一
九
三
七
至
三
八
年
冬
季
的
暴
行
，
很
快
就
成
為
著
名
的
﹁
南
京
大
屠
殺
﹂
。
關
於
日
本
在

中
國
發
動
生
化
攻
擊
、
對
中
國
人
進
行
殘
忍
的
醫
學
實
驗
，
或
被
迫
做
為
帝
國
軍
隊
性
奴
隸
的
亞
洲
﹁
慰
安
婦
﹂
，

這
些
議
題
眾
說
紛
紜
。
南
京
大
屠
殺
的
﹁
否
認
主
義
者
﹂
，
提
出
﹁
證
明
﹂
，
主
張
﹁
只
有
﹂
六
千
或
四
萬
軍
人
在

南
京
被
殺
。
︵
東
京
大
審
的
結
論
是
二
十
六
萬
男
女
被
殺
，
不
分
百
姓
或
軍
人
。
︶
本
多
勝
一
與
南
京
和
周
邊
城
市

倖
存
者
的
訪
談
便
是
明
明
白
白
的
證
詞
；
華
裔
美
國
人
張
純
如
︵Iris C

hang

︶
慷
慨
激
昂
的
暢
銷
著
作
﹁
證
明
﹂

﹁
大
屠
殺
﹂
確
實
發
生
。
學
界
、
退
伍
軍
人
、
記
者
與
政
客
都
加
入
辯
論
。
這
些
爭
議
也
激
怒
了
在
一
九
八
二
年
鄧

小
平
認
為
自
己
負
有
責
任
的
大
眾
民
族
主
義
。
85

如
同
日
本
軍
隊
在
許
多
戰
爭
與
戰
場
，
他
們
在
戰
爭
期
間
對
中
國

犯
下
的
獸
行
，
以
及
廣
大
占
領
造
成
進
一
步
的
戰
爭
犯
罪
，
這
兩
件
事
情
從
來
就
沒
有
任
何
合
理
的
懷
疑
，
文
字

證
據
不
容
置
疑
。
但
是
，
想
在
數
十
年
來
的
中
日
衝
突
，
找
到
共
同
的
語
言
描
述
發
生
了
什
麼
、
為
何
與
何
時
，

終
究
難
以
駕
馭
：
即
使
中
國
與
日
本
政
府
成
立
﹁
共
同
歷
史
調
查
委
員
會
﹂
，
試
圖
建
構
共
同
的
敘
述
，
還
是
無
法

銜
接
鴻
溝
。

對
於
日
本
新
民
族
主
義
者
改
寫
戰
爭
歷
史
感
到
失
望
的
不
只
是
中
國
，
否
認
戰
爭
深
遠
的
恐
怖
也
不
純
為
日

本
才
有
的
現
象
。
86

但
是
，
一
九
八
二
年
教
科
書
風
波
之
後
，
在
中
國
政
府
鼓
勵
下
，
歷
史
博
物
館
與
紀
念
館
紛
紛

展
開
全
面
升
級
，
或
建
立
新
館
。
一
九
八
五
年
，
南
京
大
屠
殺
紀
念
館
在
被
發
現
不
久
的
集
體
墳
場
開
幕
。
為
了

記
錄
日
軍
七
三
一
部
隊
犯
下
的
人
體
試
驗
暴
行
，
也
為
了
紀
念
一
九
三
一
年
戰
爭
爆
發
，
一
九
八
五
年
與
一
九
九

一
年
分
別
成
立
博
物
館
。
一
九
八
七
年
，
中
國
人
民
抗
日
戰
爭
紀
念
館
成
立
。
87

中
國
的
學
者
在
世
界
各
地
爬
梳
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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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
尋
找
被
忽
略
的
歷
史
證
據
，
研
究
成
果
卷
帙
浩
繁
。
這
波
研
究
的
特
徵
是
將
國
民
政
府
於
戰
爭
時
期
的
角
色

融
入
敘
述
，
並
且
重
新
評
價
國
民
政
府
官
員
與
蔣
介
石
的
地
位
。
共
產
黨
的
敘
述
以
及
海
外
學
者
的
分
析
，
總
是

把
焦
點
放
在
戰
爭
時
期
的
紅
軍
，
隻
字
未
提
國
民
黨
，
或
者
就
把
他
們
說
成
叛
賊
或
懦
夫
，
被
白
修
德
和
其
他
戰

爭
時
期
的
評
論
譴
責
。
為
了
打
開
通
往
臺
灣
的
大
門
，
國
民
政
府
又
被
放
回
中
國
的
奮
鬥
故
事
。

隨
著
外
國
訪
客
越
來
越
容
易
進
入
中
國
，
中
國
的
奇
異
感
不
僅
逐
漸
消
失
，
更
出
現
深
層
的
參
與
。
越
來
越

多
語
言
交
換
的
學
生
，
以
及
一
些
古
怪
的
活
動
：
一
九
七
九
年
美
國
喜
劇
演
員
鮑
伯
．
霍
伯
︵B

ob H
ope

︶
來
到

中
國
並
拍
攝
電
視
特
集
；
一
九
八
一
年
法
國
電
子
音
樂
家
讓—

米
歇
爾
．
雅
爾
︵Jean-M

ichel Jarre

︶
在
中
國
演

出
︵
至
少
雷
射
秀
進
行
順
利
︶
；
︽
芝
麻
街
︾
的
大
鳥
在
一
九
八
三
年
拜
訪
中
國
；
英
國
流
行
搖
滾
樂
團
﹁
轟
！
﹂

︵W
ham

!

︶
於
一
九
八
五
年
舉
行
兩
場
演
唱
會
。
﹁
轟
！
﹂
的
演
出
耗
費
鉅
資
，
但
成
功
達
成
宣
傳
目
標
，
打
響
了

樂
團
在
美
國
的
知
名
度
。
此
時
，
音
樂
審
查
的
標
準
已
經
動
搖
，
資
深
領
導
人
不
再
一
字
一
句
審
查
節
目
。
有
人

聽
過
外
交
部
長
周
南
引
用
莎
士
比
亞
的
名
句
、
舉
辦
宴
會
，
而
且
參
加
﹁
轟
！
﹂
的
演
唱
會
。
文
化
部
副
部
長
周

巍
峙
以
著
作
韓
戰
時
期
愛
國
歌
曲
聞
名
，
他
接
待
樂
團
兩
名
成
員
到
文
化
部
訪
問
，
並
懷
舊
地
提
到
曾
在
布
拉
格

聽
過
保
羅
．
羅
伯
遜
唱
歌
。
羅
伯
遜
自
有
在
中
國
出
名
的
理
由
：
他
曾
翻
唱
後
來
成
為
中
國
國
歌
的
︿
義
勇
軍
進

行
曲
﹀
。
兩
名
樂
團
歌
手
回
答
：
﹁
很
抱
歉
︙
︙
我
們
︙
︙
不
太
清
楚
。
其
實
我
們
不
清
楚
羅
伯
遜
是
誰
。
﹂

﹁
轟
！
﹂
在
廣
州
的
演
唱
會
由
︿
愛
的
機
器
﹀
︵Love M

achine
︶
一
曲
開
場
。
樂
團
的
經
理
一
直
夢
想
進
入
中
國
。

他
和
許
多
英
國
人
一
樣
，
與
從
前
通
商
口
岸
的
世
界
有
所
關
連
：
他
的
父
親
曾
任
亞
細
亞
標
準
石
油
公
司
的
業

務
，
一
九
二
九
年
之
後
在
廣
州
和
香
港
住
過
兩
年
。
一
位
英
國
外
交
官
演
唱
會
之
後
聊
到
，
認
為
﹁
少
了
一
些
互

相
理
解
﹂
。
比
較
像
中
蘇
互
動
年
代
的
交
流
方
式
是
美
國
劇
作
家
亞
瑟
．
米
勒
︵A

rthur M
iller

︶
，
他
於
一
九
八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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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來
到
中
國
，
任
用
中
國
演
員
，
執
導
︽
推
銷
員
之
死
︾
︵D

eath of a Salesm
an

︶
，
在
北
京
人
民
藝
術
劇
院
演

出
。
英
若
誠
與
米
勒
共
同
合
作
這
齣
戲
，
同
時
也
當
過
文
化
部
副
部
長
。
他
做
過
許
多
工
作
，
其
中
之
一
是
﹁
對

抗
﹂
英
國
外
交
官
員
的
間
諜
。
88

此
時
，
關
係
正
常
化
了
，
進
入
了
另
一
個
階
段
。

一
九
八
四
年
，
英
國
製
作
電
視
紀
錄
片
︽
龍
的
心
︾
︵H

eart of the D
ragon

︶
，
一
共
十
二
集
，
每
集
一
小

時
，
在
國
際
間
播
放
；
中
國
就
不
能
抱
怨
他
們
出
現
在
電
視
上
的
時
間
不
夠
。
該
節
目
幾
乎
不
見
明
顯
的
政
治
意

味
；
節
目
的
目
標
是
呈
現
﹁
中
國
文
化
的
﹃
真
相
﹄
﹂
，
以
及
中
國
文
化
﹁
永
恆
﹂
的
精
華—

不
是
﹁
革
命
的
﹂
，

也
不
是
﹁
新
中
國
的
﹂
，
而
是
捱
過
風
暴
的
文
化
。
89

當
然
，
政
治
永
遠
不
可
能
缺
席
。
拍
攝
哈
爾
濱
療
養
院
的
期

間
，
其
中
一
位
病
人
雖
不
知
該
不
該
住
院
，
但
當
他
說
起
中
國
改
革
時
代
的
變
化
，
正
巧
被
攝
影
機
拍
到
。
他
玩

起
文
字
遊
戲
，
改
編
當
時
的
口
號
，
喊
出
自
己
發
明
的
﹁
四
個
現
代
化
﹂
：
﹁
國
宴
﹂
等
級
的
餐
點
、
西
化
的
衣

服
、
高
樓
聳
立
的
國
家
、
豪
華
的
交
通
工
具
。
其
實
，
他
也
不
算
錯
得
離
譜
。

如
果
正
確
理
解
過
去
，
需
要
重
建
南
京
大
屠
殺
與
七
三
一
部
隊
的
往
事
，
需
要
闔
上
香
港
與
澳
門
等
過
去
暴

露
的
創
傷
，
那
麼
中
國
﹁
改
革
開
放
﹂
乘
載
的
風
險
反
而
更
加
深
層
。
政
治
走
上
回
頭
路
，
可
能
會
導
致
茫
然
與

貪
腐
；
躲
藏
在
歷
史
恥
辱
中
的
資
本
主
義
和
帝
國
主
義
鬼
魂
可
能
會
立
刻
回
來
。
隨
著
中
國
一
九
七
八
年
之
後
啟

動
改
革
政
策
，
每
項
發
展
都
伴
隨
這
種
危
險
。
改
革
建
設
的
手
段
之
一
便
是
成
立
﹁
經
濟
特
區
﹂
，
一
九
七
九
年

起
，
在
廣
東
省
開
設
四
個
。
90

這
些
製
造
業
特
區
以
出
口
為
導
向
，
吸
引
外
國
貨
幣
、
資
本
、
專
業
與
技
術
，
協
助

中
國
在
後
毛
澤
東
時
期
發
展
現
代
化
經
濟
。
外
資
同
時
提
供
就
業
，
以
及
學
習
外
國
作
法
、
接
觸
外
國
想
法
的
機

會
。
第
一
家
這
類
企
業
是
在
香
港
註
冊
的
拆
船
公
司
，
在
一
九
七
九
年
獲
准
進
駐
。
公
司
的
原
料
是
中
國
廢
棄
的

船
運
存
貨
，
而
破
銅
爛
鐵
的
銷
售
市
場
則
是
香
港
。
中
國
社
會
主
義
國
家
企
業
的
產
品
到
了
新
的
時
代
，
其
實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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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
拆
成
碎
片
。
短
短
八
個
月
之
後
，
四
個
經
濟
特
區
成
立
：
香
港
北
邊
的
深
圳
，
澳
門
北
邊
的
珠
海
，
以
及
汕
頭

與
福
建
。
這
些
地
區
過
去
都
太
不
安
全
，
無
法
擔
保
國
家
投
資
。
而
經
濟
特
區
最
佳
選
項—

上
海
，
此
時
還
是

無
法
信
任
，
因
為
洋
行
買
辦
的
歷
史
太
過
深
刻
︵
譯
注
：
買
辦
是
清
代
通
商
口
岸
時
期
，
受
到
外
商
雇
用
參
與
經

營
的
中
國
人
，
擔
任
外
商
與
中
國
商
人
，
甚
至
與
中
國
官
員
的
橋
梁
︶
。

批
評
經
濟
特
區
的
人
認
為
設
立
特
區
形
同
重
新
引
進
資
本
主
義
，
金
錢
本
身
就
是
貪
汙
與
犯
罪
的
誘
因
，
即

使
不
會
毀
了
廣
東
省
的
共
產
黨
，
也
極
可
能
產
生
敗
壞
。
支
持
經
濟
特
區
的
人
見
到
了
深
刻
的
轉
型
誕
生
。
小
鎮

深
圳
旋
即
高
樓
林
立
；
新
工
廠
建
造
的
速
度
之
快
，
香
港
和
海
外
投
資
人
完
全
不
顧
阻
礙
與
困
難
，
全
都
受
到
召

喚
。
一
九
八
四
年
，
另
外
十
四
個
經
濟
特
區
開
幕
，
而
且
全
部
都
是
之
前
的
通
商
口
岸
。
上
海
也
是
其
一
，
但
租

約
束
縛
直
到
一
九
九
二
年
才
解
開
。
改
革
深
深
影
響
中
國
經
濟
與
社
會
，
但
改
革
結
果
令
人
質
疑
之
處
倒
也
不

少
。
為
求
意
識
型
態
正
統
並
平
衡
改
革
、
打
倒
犯
罪
貪
汙
與
﹁
精
神
汙
染
﹂
︵
非
常
廣
義
的
色
情
書
刊
，
以
及
﹁
資

產
階
級
自
由
主
義
﹂
︶
的
運
動
於
是
興
起
。
依
照
慣
例
，
公
開
批
鬥
，
遊
街
示
眾
，
之
後
立
刻
處
決
的
戲
碼
再
度
上

演
。
一
九
八
三
年
，
總
計
奪
走
超
過
五
千
條
人
命
。
但
在
相
對
短
暫
的
時
期
內
，
打
擊
運
動
就
止
息
了
。
畢
竟
，

就
像
四
川
鄉
下
看
見
的
一
句
口
號
：
﹁
時
間
就
是
金
錢
。
﹂

歷
史
不
僅
號
召
改
革
，
也
成
為
改
革
工
具
。
一
九
八
六
至
九○

年
，
中
國
進
行
第
七
個
五
年
計
畫
，
學
者
於

這
段
時
間
的
貢
獻
，
就
是
全
面
研
究
中
國
的
通
商
口
岸
。
城
市
歷
史
學
家
忽
然
受
到
重
用
。
政
府
官
員
想
要
知
道

這
些
經
濟
特
區
的
雛
形
過
去
如
何
發
展
？
什
麼
做
對
了
？
什
麼
做
錯
了
？
理
解
過
去
的
成
就
如
何
幫
助
當
今
的
經

濟
發
展
？
規
畫
者
與
管
理
者
要
注
意
什
麼
？
上
海
的
資
本
家
被
放
出
牢
籠
。
但
是
，
大
量
發
行
的
叢
書
，
敘
述
並

條
列
中
國
國
恥
，
這
也
是
部
分
問
題
的
答
案
。
這
些
研
究
計
畫
並
非
為
了
再
次
批
評
過
去
，
而
是
支
持
鄧
小
平
所



滾出中國　　420

謂
的
中
國
﹁
第
二
次
革
命
﹂
。
91

歷
史
依
舊
要
緊
，
但
此
時
歷
史
中
更
重
要
的
部
分
是
，
曾
被
輕
視
的
自
由
運
作
且

開
放
的
通
商
口
岸
。

一
九
八
九
年
，
這
樣
的
轉
向
受
到
嚴
峻
的
考
驗
。
那
一
年
四
月
十
五
日
起
，
接
連
的
兩
個
月
，
北
京
天
安
門

成
為
全
國
各
地
暴
動
的
象
徵
地
點
。
抗
議
的
人
民
不
滿
貪
汙
、
廢
除
價
格
控
制
之
後
的
嚴
重
通
貨
膨
脹
、
新
聞
與

結
社
自
由
受
到
打
壓
。
北
京
多
所
大
學
的
學
生
領
頭
，
他
們
相
當
清
楚
學
生
於
政
治
抗
議
運
動
歷
史
扮
演
的
角

色
。
全
中
國
各
行
各
業
都
加
入
他
們
，
衝
撞
當
下
的
體
制
，
引
發
六
月
四
日
的
暴
力
鎮
壓
，
以
及
之
後
被
官
方
正

式
命
名
的
﹁
反
革
命
暴
亂
﹂
。
事
件
喧
騰
的
同
時
，
外
國
電
視
與
廣
播
史
無
前
例
地
實
況
轉
播
。
中
國
從
來
沒
有
如

此
暴
露
在
外
國
觀
眾
面
前
，
而
且
模
樣
糟
糕
透
頂
。
這
一
次
，
中
國
根
本
毫
不
在
乎
。
反
正
，
﹁
西
方
人
會
忘

記
﹂
，
鄧
小
平
在
暴
力
鎮
壓
之
前
如
是
說
。
92

五
月
，
戈
巴
契
夫
訪
問
北
京
，
為
中
蘇
歷
史
和
解
揭
開
序
幕
，
此
事

卻
因
抗
議
相
形
失
色
，
領
導
高
層
為
此
惱
怒
，
顏
面
盡
失
。

鎮
壓
過
後
，
中
國
開
始
懲
處
他
們
鎖
定
的
事
件
領
導
人
物
。
同
時
，
一
九
九
一
年
中
國
亦
啟
動
新
計
畫
：
﹁
愛

國
主
義
教
育
﹂
。
93

天
安
門
事
件
的
事
後
檢
討
指
出
，
更
大
的
問
題
其
實
是
急
於
奔
向
改
革
，
反
而
模
糊
過
去
的
恐

怖
。
正
是
中
國
共
產
黨
救
了
中
國
，
中
國
才
沒
被
肢
解
、
閹
割
、
降
格
，
但
人
民
卻
忘
了
。
所
以
全
中
國
都
要
上

這
一
堂
歷
史
課
，
無
論
在
學
校
、
工
作
場
合
或
休
閒
活
動
。
電
視
頻
道
充
斥
著
歷
史
戲
劇
與
紀
錄
片
、
新
書
發

行
、
新
博
物
館
與
官
方
核
定
的
歷
史
文
物
地
點
紛
紛
設
立
，
以
利
推
動
愛
國
主
義
教
育
。
94

歷
史
的
核
心
一
直
都
是
﹁
新
中
國
﹂
的
創
建
根
基
，
但
是
一
九
八○

年
之
後
的
世
代
並
沒
有
直
接
從
中
擷
取

精
華
的
經
驗
，
沒
有
去
比
較
﹁
舊
中
國
﹂
，
也
不
懂
衰
弱
不
振
的
中
國
在
強
敵
手
中
遭
受
的
苦
難
。
他
們
需
要
教

導
。
中
國
斥
資
投
資
在
黨
代
會
、
條
約
簽
訂
與
大
屠
殺
等
歷
史
文
物
地
點
，
建
造
新
的
紀
念
場
館
，
記
錄
重
要
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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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
監
獄
與
紅
軍
總
部
也
不
能
遺
漏
，
紀
念
種
種
抗
戰
事
蹟
。
墓
園
的
紀
念
館
、
老
共
產
黨
員
的
﹁
基
地
﹂
、
前
領

導
的
故
居
、
敵
軍
投
降
與
慘
案
的
地
點
等
，
不
是
重
新
建
立
，
就
是
翻
修
美
化
。
國
民
黨
的
領
導
與
對
日
抗
戰
當

然
也
沒
有
遺
漏
︵
甚
至
有
林
語
堂
紀
念
館
︶
，
但
它
們
被
擺
設
在
意
識
型
態
裡
，
是
與
共
產
黨
一
起
的
﹁
統
一
戰

線
﹂
。
此
外
，
另
有
國
民
政
府
監
獄
紀
念
碑
來
平
衡
他
們
的
地
位
。
這
些
都
是
朝
聖
與
紀
念
的
場
所
，
學
校
團
體
、

共
產
黨
小
隊
與
國
家
機
構
都
會
前
來
參
訪
，
也
迅
速
吸
引
快
速
成
長
的
中
國
觀
光
客
。
參
訪
的
價
格
訂
得
低
廉
；

各
地
鋪
上
新
道
路
，
興
建
新
旅
館
，
也
準
備
了
導
覽
書
籍
。
愛
國
教
育
場
址
在
電
視
和
商
展
宣
傳
，
並
有
﹁
紅
色

旅
遊
﹂
行
程
。
旅
遊
商
品
與
服
務
的
收
入
則
幫
助
抵
銷
成
本
。

在
愛
國
主
義
教
育
推
波
助
瀾
之
下
，
一
點
一
滴
的
苦
難
，
在
必
要
時
似
乎
能
翻
漲
成
千
上
萬
倍
。
毛
澤
東
的

出
生
地
韶
山
，
到
了
二○

一○

年
雇
用
一
百
一
十
人
，
守
護
四
萬
個
文
化
遺
物
，
包
括
毛
主
席
晚
年
六
千
件
﹁
個

人
物
品
﹂
。
此
時
，
全
國
至
少
有
十
四
個
紀
念
毛
澤
東
的
遺
址
，
包
括
至
少
三
個
故
居
，
而
且
經
過
防
腐
技
術
處
理

的
主
席
，
仍
在
天
安
門
廣
場
中
央
的
毛
主
席
紀
念
堂
供
人
瞻
仰
。
他
曾
躺
過
的
床
在
前
青
島
德
國
總
督
官
邸
展

示
。
一
九
九
六
年
，
被
指
定
為
﹁
愛
國
教
育
基
地
﹂
的
場
所
有
一
百
處
，
還
會
再
與
之
後
的
一
百
處
官
方
指
定
的

﹁
紅
色
旅
遊
經
典
景
區
﹂
重
疊
。
教
科
書
和
課
堂
再
度
公
然
實
施
民
族
主
義
的
課
綱
，
不
僅
強
調
中
國
曾
是
受
難

者
，
也
強
調
中
國
最
終
是
勝
利
者
。
典
型
的
毛
澤
東
主
義
命
令
是
﹁
千
萬
不
要
忘
記
階
級
鬥
爭
﹂
；
正
在
改
革
的
中

國
﹁
千
萬
不
要
忘
記
國
家
恥
辱
﹂
，
也
千
萬
不
要
忘
記
中
國
共
產
黨
在
歷
史
中
，
擔
任
的
領
頭
與
撥
亂
反
正
之
角

色
。
經
歷
一
九
七○

年
代
的
正
常
化
，
以
及
一
九
八○

年
代
的
改
革
後
，
中
國
過
去
的
傷
口
似
乎
開
始
癒
合
。
然

而
到
了
一
九
九○

年
代
，
傷
口
又
赤
裸
裸
地
打
開
，
讓
現
代
政
治
這
臺
觸
手
無
遠
弗
屆
的
機
器
，
悉
心
照
料
宣
傳

國
家
的
任
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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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九
九
七
年
意
味
著
什
麼
？
那
一
年
七
月
一
日
，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重
新
在
香
港
行
使
主
權
。
中
國
領
導
高

層
與
英
國
政
府
部
長
皆
一
同
出
席
這
場
編
排
得
一
絲
不
苟
的
午
夜
典
禮
，
也
一
起
擔
任
主
禮
嘉
賓
。
大
雨
傾
洩
，

眼
淚
也
因
各
種
可
能
的
理
由
流
下
：
悲
傷
、
喜
悅
、
害
怕
、
疑
惑
或
安
心
。
午
夜
一
過
，
一
行
人
準
備
離
開
的
港

督
登
上
英
國
皇
家
不
列
顛
尼
亞
號
︵B

ritannia

︶
揚
帆
遠
航
。
英
國
國
旗
於
午
夜
時
分
降
下
，
中
國
五
星
旗
冉
冉
升

起
，
與
此
同
時
，
原
本
的
殖
民
地
制
度
由
新
的
特
別
行
政
區
取
代
。
其
他
殖
民
統
治
的
象
徵
，
午
夜
過
後
便
一
一

移
除
︵
許
多
在
一
九
九
七
年
之
前
就
被
取
代
︶
。
在
北
京
，
天
安
門
廣
場
施
放
煙
火
。
革
命
史
展
覽
館
前
放
置
的
電

子
時
鐘
自
從
一
九
九
四
年
便
開
始
倒
數
，
此
時
化
為
零
。
最
後
幾
秒
民
眾
一
同
跟
著
倒
數
。
大
雨
落
在
香
港
，
﹁
洗

刷
﹂
一
個
世
紀
以
來
的
羞
辱
。

除
了
盯
著
時
鐘
，
還
有
很
多
種
期
待
這
一
刻
的
方
式
︵
中
國
各
地
也
有
其
他
倒
數
時
鐘
，
在
香
港
與
深
圳
的

邊
界
，
以
及
北
京
圓
明
園
的
遺
跡
裡
也
有
一
座
，
那
就
是
一
八
六○

年
英
法
聯
軍
洗
劫
並
燒
毀
的
夏
宮
︶
。
特
別
觸

動
我
的
是
一
支
音
樂
錄
影
帶
，
這
首
歌
在
一
九
九
四
年
在
衛
星
音
樂
頻
道
似
乎
無
止
盡
地
重
播
︵
音
樂
錄
影
帶
本

身
對
於
到
中
國
的
旅
客
而
言
，
已
經
是
件
矛
盾
的
奇
事
︶
。
我
在
上
海
的
旅
館
看
到
這
支
音
樂
錄
影
帶
。
一
個
年
輕

女
人
對
著
鏡
頭
彈
吉
他
。
她
的
名
字
是
艾
敬
，
二
十
四
歲
就
以
一
首
琅
琅
上
口
的
歌
曲
︿
我
的
一
九
九
七
﹀
紅
遍

華
語
世
界
。
歌
曲
本
身
是
首
輕
快
的
民
謠
，
偶
爾
穿
插
中
國
歌
劇
的
片
段
。
歌
詞
描
述
她
如
何
從
遙
遠
的
東
北
瀋

陽
出
發
，
經
過
北
京
抵
達
上
海
外
灘
，
往
南
走
到
香
港
。
音
樂
錄
影
帶
也
快
速
切
換
過
去
到
現
在
的
種
種
畫
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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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是
這
首
歌
是
關
於
未
來
：
﹁
什
麼
時
候
我
才
能
去
香
港
？
﹂
她
在
廣
州
的
時
候
如
是
問
。
這
是
首
有
點
大
膽
的
歌

曲
，
想
念
在
香
港
的
愛
人
，
而
香
港
本
身
也
許
也
是
愛
人
。
但
對
中
國
而
言
，
香
港
絕
對
是
未
來
。
這
首
歌
和
音

樂
錄
影
帶
歡
慶
的
氛
圍
，
呈
現
對
於
都
會
自
由
與
現
代
享
受
的
渴
望
。
C
D
封
面
的
艾
敬
站
在
香
港
酒
吧
林
立
的

蘭
桂
坊
。
﹁
香
港
是
什
麼
樣
？
香
港
人
又
是
怎
麼
樣
？
﹂
艾
敬
問
。
在
英
國
最
後
一
塊
大
面
積
殖
民
地
回
歸
前
幾

年
，
中
國
政
府
著
手
贊
助
學
術
研
究
與
電
影
拍
攝
。
這
些
努
力
是
為
了
將
焦
點
放
在
香
港
，
慶
祝
中
國
新
進
的
勢

力
，
並
且
提
醒
過
去
的
積
弱
與
羞
辱
。
文
化
還
是
重
要
的
；
不
論
是
急
促
的
毛
澤
東
主
義
年
代
，
甚
至
國
際
化
的

共
和
體
制
，
文
化
與
政
治
場
域
的
關
連
並
無
減
少
。
1

所
以
艾
敬
的
歌
曲
巧
妙
地
擊
中
政
治
論
述
，
並
且
將
之
顛

覆
。
她
的
一
九
九
七
與
國
家
恥
辱
無
關
，
而
是
個
人
解
放
。

過
去
英
國
殖
民
的
香
港
已
經
轉
變
為
全
球
資
本
主
義
中
心
。
英
國
與
中
國
的
外
交
官
員
幾
乎
爭
執
到
最
後
一

刻
。
象
徵
英
國
權
力
的
正
式
符
號
拆
除
後
，
舊
時
通
商
口
岸
的
標
誌
依
然
無
所
不
在
，
但
是
許
多
九○

年
代
之
後

移
居
香
港
的
人
都
往
北
觀
望
，
等
待
中
國
。
無
論
何
時
，
一
旦
機
會
開
放
就
要
投
身
尋
找
合
作
對
象
，
追
求
中
國

無
限
市
場
的
古
老
幻
想
。
2

對
中
國
政
府
而
言
，
問
題
是
如
何
管
理
，
如
何
找
回
外
國
人
，
同
時
不
重
蹈
覆
轍
，
不

喪
失
主
權
與
尊
嚴
。
重
新
取
回
香
港
是
中
國
歷
史
洪
流
中
的
重
大
勝
利
。
回
歸
政
治
舞
臺
便
是
齣
大
戲
，
也
是
中

國
人
享
受
經
濟
成
長
自
由
的
里
程
碑
。
一
九
四
九
年
後
，
這
座
城
市
繼
承
了
上
海
的
現
代
性
。
高
樓
林
立
的
香
港

此
時
是
另
一
個
版
本
的
中
國
，
也
是
馬
上
就
要
實
現
的
未
來
。
一
九
九
九
年
的
澳
門
回
歸
也
有
一
樣
盛
大
的
排

場
，
但
是
一
九
九
七
年
香
港
回
歸
的
象
徵
地
位
更
為
重
要
，
因
為
香
港
殖
民
不
是
始
於
明
朝
，
而
是
始
於
十
九
世

紀
，
那
是
英
國
打
擊
中
國
主
權
的
時
代
。

艾
敬
的
音
樂
錄
影
帶
令
人
難
忘
，
但
其
實
一
九
九
七
年
之
前
，
已
有
正
統
的
文
化
計
畫
，
而
且
目
的
也
是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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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
廣
大
迴
響
。
當
中
最
主
流
的
是
預
算
驚
人
的
電
影
︽
鴉
片
戰
爭
︾
，
一
九
九
七
年
六
月
九
日
在
人
民
大
會
堂
為
政

府
高
層
舉
辦
首
映
。
這
部
電
影
的
導
演
，
即
電
影
製
作
資
歷
深
厚
的
謝
晉
，
描
述
這
部
片
是
﹁
獻
給
祖
國
和
人
民

特
別
的
禮
物
，
確
保
我
們
和
後
代
永
遠
記
得
國
家
曾
經
蒙
受
的
恥
辱
﹂
。
兩
位
上
海
出
生
的
香
港
高
層
：
即
將
上
任

的
行
政
首
長
董
建
華
與
立
法
局
主
席
范
徐
麗
泰
，
三
天
之
後
出
席
香
港
首
映
。
該
片
已
經
受
到
許
多
大
人
物
背

書
，
例
如
鄧
小
平
的
中
共
領
導
繼
承
人
江
澤
民
；
愛
國
者
也
不
斷
挹
注
資
金
。
政
府
、
官
員
與
黨
單
位
購
買
團
體

票
，
票
根
數
量
難
以
計
算
。
重
塑
這
個
故
事
，
重
點
圍
繞
在
香
港
這
片
土
地
引
發
的
鴉
片
貿
易
戰
爭
，
以
及
英
國

企
圖
﹁
稱
霸
整
個
東
方
，
稱
霸
整
個
十
九
世
紀
﹂
的
野
心
︵
而
且
英
國
的
野
心
由
維
多
利
亞
女
王
親
口
說
出
︶
。
某

個
程
度
來
說
，
這
部
電
影
是
中
國
當
時
斥
資
最
高
的
電
影
。
英
國
在
劇
本
裡
的
角
色
和
原
先
期
待
有
些
不
同
；
然

而
，
重
要
的
是
，
這
部
電
影
最
終
不
是
以
現
代
香
港
為
根
基
，
而
是
過
去
的
中
國
。
香
港
不
是
香
港
人
在
一
九
九

七
年
之
前
締
造
的
，
也
不
是
他
們
之
後
可
能
成
就
的
，
這
反
而
是
歷
史
上
的
偷
竊
，
源
頭
是
骯
髒
的
犯
罪
事
業
和

清
朝
的
衰
弱
與
沙
文
主
義
。
3

其
實
，
現
代
中
國
史
上
不
只
一
次
以
電
影
紀
念
鴉
片
戰
爭
和
回
歸
。
更
早
之
前
還
有
一
九
四
三
年
日
本
贊
助

的
中
國
電
影
︽
萬
世
流
芳
︾
，
當
時
為
了
扶
植
叛
國
的
總
統
汪
精
衛
，
而
在
南
京
上
演
。
那
也
是
官
方
主
導
的
拍
攝

計
畫
，
紀
念
一
九
四
三
年
八
月
一
日
，
上
海
租
界
歸
還
給
賣
國
的
上
海
特
別
市
。
這
種
紀
念
方
式
的
巧
合
，
表
示

二
十
世
紀
中
國
的
政
治
計
畫
都
以
民
族
主
義
與
反
帝
國
主
義
為
中
心
。
中
國
共
產
黨
與
汪
精
衛
一
度
是
盟
友
，
後

來
翻
臉
為
仇
敵
，
能
搬
出
的
戲
碼
一
樣
有
限
。
4

這
並
不
表
示
中
國
共
產
黨
等
於
汪
精
衛
政
權
，
而
是
民
族
主
義
在

現
代
中
國
各
種
競
爭
中
，
始
終
脫
離
不
了
恥
辱
問
題
。

艾
敬
在
歌
曲
裡
說
的
，
接
下
來
三
十
年
在
中
國
都
發
生
了
。
她
的
歌
詞
提
到
父
親
工
作
的
國
營
事
業
關
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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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像
那
些
引
進
首
波
外
商
、
被
拆
除
的
報
廢
船
隻
。
從
一
九
七
九
年
廣
東
省
的
激
烈
改
革
開
始
，
國
營
事
業
都
被

巨
大
的
革
新
與
經
濟
發
展
掃
到
一
旁
。
經
濟
成
長
帶
來
社
會
與
文
化
深
刻
的
轉
型
，
到
現
在
還
在
進
行
，
而
且
全

中
國
遍
布
類
似
蘭
桂
坊
的
酒
吧
區
。
5

香
港
仍
然
非
常
不
同
，
擁
有
獨
樹
一
格
的
中
國
文
化
與
價
值
觀
；
但
就
像
澳

門
一
樣
，
香
港
和
中
國
本
身
經
歷
的
改
變
，
部
分
是
無
關
的
。
例
如
，
上
海
現
正
野
心
勃
勃
準
備
晉
升
為
世
界
一

流
的
都
市
，
二
十
五
萬
外
國
人
急
忙
奔
向
其
中
的
甜
頭
，
當
然
還
有
裡
頭
的
黑
暗
和
髒
汙
。
再
也
不
見
的
只
有
街

上
的
人
力
車
。
6

然
而
，
博
物
館
裡
有
很
多
人
力
車
，
因
為
過
去
的
中
國
成
為
現
在
前
所
未
見
的
生
意
熱
潮
。
據
估
計
，
二○

一
一
年
約
有
一
萬
個
﹁
紅
色
旅
遊
﹂
地
點
、
五
億
次
參
訪
，
占
全
中
國
國
內
旅
遊
五
分
之
一
。
7

不
帶
政
治
味
的
保

護
遺
產
行
動
，
在
對
抗
推
土
機
與
炒
樓
這
場
普
遍
不
公
的
戰
鬥
也
有
所
進
展
。
某
些
明
顯
的
政
治
消
音
甚
為
驚

人
：
天
津
的
前
義
大
利
領
事
館
二○
○

四
年
後
改
裝
為
﹁
義
大
利
風
景
區
﹂
；
這
裡
的
義
大
利
的
殖
民
事
業
轉
型
成

為
國
際
遺
產
的
風
格
。
8

將
殖
民
的
過
去
重
新
包
裝
為
國
際
化
的
方
式
，
現
在
相
當
普
遍
。
儘
管
毛
澤
東
時
期
門
戶

關
閉
，
此
舉
可
以
強
調
中
國
的
延
續
。
中
國
現
代
化
的
城
市
天
際
線
代
表
，
仍
是
上
海
。
一
九
三○

與
四○

年

代
，
全
中
國
都
能
在
電
影
裡
看
到
高
樓
林
立
的
上
海
。
那
幅
景
象
如
今
依
舊
，
但
現
在
北
京
人
民
大
會
堂
代
表
上

海
全
景
的
是
穿
越
外
灘
的
浦
東
天
際
線
。
為
了
看
到
這
一
景
，
每
日
來
自
全
中
國
的
上
千
名
遊
客
，
都
必
須
轉
身

背
對
舊
外
灘
，
背
對
英
國
領
事
館
、
怡
和
洋
行
總
部
、
匯
豐
銀
行
、
沙
遜
爵
士
的
華
泰
飯
店
、
︽
字
林
西
報
︾
大

樓
、
橫
濱
正
金
銀
行
和
上
海
總
會
。

但
就
算
轉
過
身
，
記
憶
仍
舊
栩
栩
如
生
。
每
年
十
月
一
日
的
中
國
國
慶
，
上
海
市
的
官
員
會
齊
聚
在
外
灘
北

端
現
在
還
稱
公
園
的
地
方
，
雖
然
那
裡
完
全
看
不
出
任
何
公
園
的
遺
跡
。
現
在
這
裡
是
一
九
九
三
年
揭
幕
的
﹁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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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英
雄
紀
念
塔
﹂
。
9

三
根
花
崗
石
塔
體
頂
端
併
靠
，
形
成
拔
地
參
天
的
三
面
六
十
公
尺
高
石
碑
，
不
僅
代
表
解
放

戰
爭
中
犧
牲
的
﹁
人
民
英
雄
之
永
恆
榮
耀
﹂
，
也
紀
念
一
九
一
九
年
五
四
運
動
，
甚
至
是
鴉
片
戰
爭
等
廣
大
的
革
命

先
驅
。
紀
念
塔
的
周
圍
是
浮
雕
，
描
述
一
九
四
九
年
之
前
發
生
在
上
海
的
重
要
革
命
歷
史
事
件
，
一
九
四
九
年
五

月
學
生
在
上
海
街
道
大
跳
︿
秧
歌
﹀
是
其
高
峰
。
一
九
四
三
年
之
前
，
離
這
個
地
點
不
遠
，
另
有
一
座
較
不
壯
觀

的
石
碑
矗
立
數
十
年
，
那
是
一
八
六
六
年
豎
起
的
﹁
常
勝
軍
紀
念
碑
﹂
，
紀
念
戈
登
將
軍
領
導
的
洋
槍
隊
，
協
助
清

朝
在
上
海
鎮
壓
太
平
軍
。
這
座
城
市
的
歷
史
就
和
全
中
國
的
城
市
一
樣
，
互
相
堆
疊
、
彼
此
呼
應
。
從
附
近
英
商

帝
國
化
工
前
的
中
國
總
部
就
可
窺
見
變
化
。
一
九
二
三
年
揭
幕
時
，
建
築
外
觀
以
寓
言
故
事
的
浮
雕
裝
飾
，
如
今

已
經
破
損
。
帝
國
化
工
的
名
字
還
可
見
，
大
樓
上
的
文
化
大
革
命
口
號
也
是
，
祝
福
偉
大
的
舵
手
毛
主
席
萬
壽
無

疆
。
現
在
裡
頭
是
間
保
全
公
司
。

每
年
在
外
灘
舉
辦
的
紀
念
典
禮
是
新
鮮
的
陳
釀
。
近
年
來
典
禮
先
從
早
上
軍
樂
隊
演
奏
國
歌
開
始
，
參
加
者

站
立
沉
思
。
接
著
，
無
須
言
語
，
共
產
黨
上
海
市
委
書
記
、
上
海
市
長
與
其
他
官
方
機
構
代
表
會
向
前
一
步
，
將

花
環
放
在
浮
雕
前
。
這
個
典
禮
本
身
呼
應
另
一
個
一
九
二
四
至
四
一
年
，
以
及
一
九
四
五
至
四
八
年
再
次
舉
行
的

典
禮—

十
一
月
十
一
日
，
世
界
大
戰
同
盟
國
犧
牲
紀
念
。
那
個
典
禮
位
在
前
上
海
公
共
租
界
另
一
端
的
歐
戰
紀

念
碑
，
正
好
是
外
來
習
俗
與
文
化
移
入
的
強
力
見
證
，
舉
凡
典
禮
的
沉
默
、
彈
奏
歐
洲
樂
器
的
軍
樂
隊
、
以
歐
洲

音
樂
創
作
的
國
歌
，
就
連
﹁
國
歌
﹂
的
概
念
本
身
也
是
。
現
代
化
具
體
的
形
式
︵
那
些
浮
雕
︶
都
以
相
似
的
方
式

關
連
。
但
這
些
都
不
是
現
代
中
國
與
現
代
中
國
文
化
真
實
的
面
向
。
多
數
的
上
海
觀
光
客
對
典
禮
絲
毫
不
懷
敬

意
，
儘
管
那
裡
就
是
﹁
愛
國
教
育
基
地
﹂
。
多
數
人
沒
有
真
正
參
加
遊
行
：
霓
虹
燈
點
亮
的
浦
東
天
際
線
才
是
名

勝
。
儘
管
人
們
不
太
在
乎
，
恥
辱
仍
然
遍
布
，
因
為
恥
辱
的
故
事
仍
然
位
居
全
國
的
愛
國
教
育
系
統
核
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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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於
當
今
演
變
出
或
爆
發
的
雙
邊
衝
突
等
，
幾
乎
總
是
透
過
歷
史
的
稜
鏡
回
應
，
或
者
這
些
衝
突
本
身
就
與

歷
史
有
關
。
二○

一
二
年
，
中
日
的
釣
魚
臺
爭
議
碰
巧
正
值
九
月
十
八
日
日
本
關
東
軍
攻
擊
滿
洲
週
年
︵
即
九
一

八
事
變
︶
，
於
是
爆
發
街
頭
衝
突
與
網
路
論
戰
。
釣
魚
臺
本
身
又
是
另
一
個
十
九
世
紀
喪
失
領
土
的
歷
史
後
遺
症
。

南
昌
的
示
威
者
吶
喊
﹁
不
要
再
學
李
鴻
章
﹂
，
呼
應
鄧
小
平
針
對
香
港
問
題
給
柴
契
爾
夫
人
的
簡
短
回
答
。
10

另
一

個
口
號
是
﹁
勿
忘
國
恥
，
牢
記
九
一
八
，
收
復
釣
魚
臺
﹂
。
二○

○
○

年
起
，
一
波
要
求
歸
還
一
八
六○

年
從
圓
明

園
搜
刮
的
寶
物
之
爭
議
。
日
本
首
相
田
中
的
道
歉
，
並
不
能
完
全
算
是
第
一
次
；
一
九
七
二
年
︽
日
中
聯
合
宣
言
︾

之
後
的
四
十
年
，
日
本
首
相
安
倍
晋
三
在
二○

一
五
年
為
中
日
戰
爭
七
十
周
年
發
表
的
聲
明
被
放
大
檢
視
，
中
國

與
其
他
評
論
猛
烈
抨
擊
聲
明
。
宣
言
中
陰
沉
且
怨
恨
的
語
言
，
不
僅
代
表
安
倍
自
己
保
守
與
修
正
主
義
的
政
治
傾

向
，
也
代
表
永
不
止
息
的
戰
爭
在
日
本
境
內
引
發
廣
大
慍
怒
。
對
中
國
而
言
，
過
去
越
來
越
重
要
。
最
鮮
明
的

是
，
如
今
中
國
常
苦
苦
地
追
趕
過
去
，
但
趕
不
上
自
己
孕
育
與
鼓
勵
的
大
眾
民
族
主
義
，
大
眾
民
族
主
義
在
社
群

媒
體
、
外
國
大
學
校
園
，
有
時
也
在
中
國
街
上
引
起
暴
動
。
中
國
也
必
須
更
加
機
敏
，
他
們
捍
衛
中
國
名
譽
的
不

當
方
式
，
將
眾
怒
轉
向
自
己
，
而
非
日
本
。

整
體
而
言
，
本
書
勾
勒
的
世
界
為
世
人
所
知
不
足
。
這
個
世
界
當
然
在
英
雄
傳
奇
、
愛
情
故
事
與
驚
險
小
說

中
繼
續
存
在
，
或
是
被
好
萊
塢
改
編
成
電
影
，
例
如
巴
拉
德
的
自
傳
小
說
︽
太
陽
的
帝
國
︾
。
如
我
們
所
見
，
電
影

中
的
世
界
是
浪
漫
的
，
追
溯
至
一
九
二○

年
代
，
主
要
在
一
九
三○

年
代
，
至
今
仍
是
。
但
電
影
仍
然
容
易
被
想

成
餘
興
節
目
，
距
離
遙
遠
，
故
事
人
物
和
觀
眾
沒
有
太
大
關
係
。
電
影
中
多
數
情
況
總
有
顯
著
的
不
對
稱
：
在
中

國
，
西
方
總
是
遠
比
身
在
自
家
的
顯
得
重
要
。
雖
然
我
們
無
法
反
駁
，
但
我
們
也
知
道
當
中
並
非
全
是
真
的
。
這

樣
的
狀
態
真
正
的
含
義
是
，
知
識
與
理
解
之
間
不
斷
具
有
重
大
的
不
平
衡
。
二○

一
一
年
，
我
受
邀
在
倫
敦
的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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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外
交
部
演
講
︽
瓜
分
中
國
︾
。
我
事
先
聲
明
，
我
無
法
對
當
代
政
策
提
供
太
多
啟
發
，
我
這
個
舉
動
似
乎
算
明

智
。
我
並
不
知
道
時
任
的
中
共
主
席
胡
錦
濤
在
想
什
麼
，
也
不
知
道
氣
候
變
遷
和
健
康
照
護
的
行
動
。
我
的
回
應

是
，
我
不
擔
心
那
些
政
策
，
但
我
們
真
的
必
須
多
多
瞭
解
歷
史
。
英
國
外
交
部
成
員
在
進
入
外
交
部
之
前
對
中
國

歷
史
一
無
所
知
，
但
是
中
國
人
無
時
無
刻
都
在
談
中
國
歷
史
。
想
要
知
道
中
英
關
係
如
何
影
響
現
代
的
中
國
，
必

須
坦
白
承
認
這
一
點
。

在
中
國
，
他
們
當
然
非
常
清
楚
。
而
且
有
哪
一
個
國
家
，
每
逢
新
的
領
導
上
任
消
息
公
開
當
天
，
就
換
上
陰

沉
的
服
裝
，
謹
慎
地
前
往
歷
史
博
物
館
？
11

又
有
哪
個
國
家
有
那
麼
多
歷
史
博
物
館
？
這
就
是
習
近
平
和
中
國
共
產

黨
中
央
政
治
局
常
委
在
二○
一
二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九
日
的
措
施
。
這
片
土
地
權
力
最
大
的
領
袖
藉
著
參
觀
國
家
博

物
館
，
以
及
其
中
常
設
的
﹁
復
興
之
路
展
覽
﹂
向
過
去
致
敬
。
第
一
間
展
覽
室
以
陰
暗
的
光
線
為
美
學
基
調
，
藝

術
作
品
與
文
物
沉
痛
地
描
繪
一
八
四○
年
以
降
中
國
屈
辱
與
衰
弱
的
故
事
。
但
是
光
明
緊
接
而
來
；
第
二
間
展
覽

館
全
然
不
同
，
記
錄
一
九
四
九
年
之
後
多
起
事
件
與
勝
利
︵
並
且
以
謹
慎
的
手
法
挑
選
一
些
慘
案
陳
列
︶
。
展
覽
最

末
向
中
國
的
航
空
事
業
致
敬
，
接
著
展
示
行
動
電
話
︵
至
少
我
最
近
去
時
是
如
此
，
而
且
博
物
館
擠
滿
認
真
筆
記

的
學
生
︶
。
中
國
胸
有
成
竹
的
航
空
計
畫
，
充
滿
強
烈
的
國
家
驕
傲
；
中
國
的
經
濟
成
長
和
個
人
繁
榮
從
歷
史
羞
辱

的
框
架
突
破
重
圍
。
黑
暗
的
歷
史
隧
道
終
端
，
承
諾
的
是
智
慧
型
手
機
。

二
十
世
紀
外
國
人
在
中
國
的
故
事
，
和
十
九
世
紀
或
任
何
現
代
中
國
歷
史
一
樣
，
重
要
程
度
之
大
，
不
能
僅

留
給
以
黨
治
國
的
中
國
，
以
及
他
們
審
核
過
的
劇
本
。
中
國
批
准
的
故
事
是
片
面
且
自
私
的
，
而
且
最
終
會
擦
槍

走
火
。
新
的
民
族
主
義
經
常
聽
見
氣
憤
的
示
威
者
大
聲
要
求
戰
爭
，
要
求
殺
了
日
本
人
，
這
樣
的
民
族
主
義
蘊
含

了
災
難
。
但
這
不
只
牽
涉
日
本
。
一
八
三○

年
代
之
後
，
共
謀
羞
辱
中
國
的
國
家
︵
包
括
多
數
的
歐
洲
國
家
與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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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
，
最
終
沒
有
任
何
一
個
是
安
全
的
。
確
實
地
認
識
事
實
也
許
能
幫
助
我
們
瞭
解
憤
怒
的
根
源
。
我
的
目
的
就
是

在
本
書
呈
現
那
個
世
界
，
爬
梳
所
有
複
雜
關
係
與
背
景
；
這
樣
的
﹁
複
雜
關
係
﹂
並
非
掩
飾
懷
舊
之
情
或
護
教
的

說
詞
。
二
十
世
紀
外
國
人
在
中
國
的
歷
史
，
並
非
只
有
頑
固
、
種
族
歧
視
、
暴
力
、
貪
婪
或
單
純
的
無
情
與
漠

然
。
中
國
國
家
歷
史
博
物
館
卻
如
此
大
量
展
示
。
在
那
個
世
界
，
你
也
會
發
現
合
作
、
同
夥
、
聯
合
與
結
盟
。
還

有
許
多
聲
音
為
中
國
辯
護
，
捍
衛
中
國
對
抗
敵
人
，
對
抗
海
外
及
中
國
街
頭
的
無
知
和
偏
見
。
這
些
明
明
就
存

在
，
但
偏
偏
不
在
北
京
的
展
覽
裡
。
另
外
，
那
時
也
少
不
了
自
欺
與
自
滿
，
以
及
真
誠
的
人
道
關
懷
與
無
私
的
技

術
貢
獻
。
那
個
世
界
曾
是
命
令
和
規
範
的
世
界
，
殖
民
勢
力
在
其
中
行
使
，
新
興
的
全
球
化
、
人
、
貨
物
與
思
想

也
在
裡
頭
流
動
，
與
殖
民
勢
力
交
疊
︵
並
影
響
那
個
世
界
︶
。
在
中
國
的
人
曾
在
那
個
世
界
將
來
自
海
外
的
各
式
各

樣
創
新
概
念
融
入
生
活
，
同
時
揉
合
所
有
外
國
與
本
地
的
元
素
，
創
造
自
己
全
新
的
文
化
。
中
國
各
種
政
治
色
彩

或
沒
有
政
治
色
彩
的
人
，
都
會
在
國
際
會
議
與
組
織
解
決
或
對
抗
不
平
等
與
不
正
義
的
外
國
政
治
勢
力
。
中
國
共

產
黨
並
不
獨
占
民
族
主
義
的
美
德
，
而
且
一
九
五○

年
代
中
國
主
權
持
續
降
格
，
中
共
本
身
就
是
共
犯
。

﹁
中
華
民
族
遭
受
的
苦
難
之
重
、
付
出
的
犧
牲
之
大
，
在
世
界
各
段
歷
史
均
屬
罕
見
。
﹂
習
近
平
在
二○

一
二

年
十
一
月
的
博
物
館
之
行
最
後
如
此
表
示
。
中
國
人
民
﹁
從
不
屈
服
，
不
斷
奮
起
抗
爭
，
終
於
掌
握
了
自
己
的
命

運
﹂
。
當
時
，
習
近
平
的
這
番
話
許
了
一
個
﹁
中
國
夢
﹂
，
也
承
諾
﹁
中
國
民
族
偉
大
復
興
﹂
、
個
人
的
理
想
追
求
和

艾
敬
的
︿
我
的
一
九
九
七
﹀
，
一
切
期
盼
終
將
同
歸
於
一
。
中
國
夢
的
基
礎
就
是
這
個
永
不
停
止
的
中
國
夢
魘
。
我

們
必
須
承
認
與
理
解
，
但
我
們
不
需
要
深
信
不
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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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
伸
閱
讀
與
影
音
資
料

一
九
九
七
年
，
我
在
面
試
布
里
斯
托
大
學
教
職
時
被
問
到
：
我
要
怎
麼
教
不
懂
中
文
的
學
生
中
國
歷
史
。
他

們
能
讀
什
麼
？
我
一
時
啞
口
無
言
，
因
為
即
使
在
當
時
，
現
代
中
國
研
究
可
得
的
英
語
材
料
其
實
難
以
想
像
地
大

量
。
只
要
尋
找
，
就
能
找
到
數
不
盡
的
入
門
資
料
、
書
籍
、
回
憶
錄
、
遊
記
、
報
告
、
小
說
、
電
影
、
漫
畫
與
雜

誌
等
等
。
平
心
而
論
，
當
時
與
我
面
試
之
人
的
研
究
領
域
資
料
多
得
是
，
他
從
不
覺
得
尋
找
是
必
要
的
。
但
是
，

本
書
主
張
我
們
必
須
尋
找
。
從
那
時
起
，
大
眾
能
輕
易
取
得
大
筆
資
料
，
而
且
更
進
步
的
研
究
工
具
也
產
出
許
多

新
的
收
藏
與
資
訊
。
一
九
九
七
年
起
，
海
外
也
有
越
來
越
多
大
學
學
者
研
究
中
國
，
特
別
是
以
現
代
中
國
為
題
的

歷
史
學
家
。
我
從
他
們
的
工
作
成
果
學
習
良
多
。

我
認
為
特
別
具
有
啟
發
且
容
易
獲
取
的
書
籍
，
包
括
︵
依
照
本
書
章
節
順
序
排
列
，
書
中
也
有
完
整
的
資
料

來
源
︶
：E

rez M
anela, T

he W
ilsonian M

om
ent (2007)

、Frederick W
akem

an Jr, Policing Shanghai (1995)

、

Out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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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he Shanghai B

adlands (1996)

、Jam
es Farrer and A

ndrew
 D

avid Field, Shanghai N
ightscapes (2015)

、R
ana 

M
itter, C

hina’s W
ar w

ith Japan, 1937–1945 (2013)

、Philip Snow
, T

he Fall of H
ong K

ong (2003)

、Sergey 

R
adchenko, Tw

o Suns in the H
eavens (2009)

、A
ustin Jersild, T

he Sino-Soviet A
lliance (2014)

、N
ancy 

B
ernkopf Tucker, T

he C
hina T

hreat (2012)

、R
oderick M

acFarquhar and M
ichael Schoenhals, M

ao’s Last 

R
evolution (2006)

、W
illiam

 A
. C

allahan, C
hina: T

he Pessoptim
ist N

ation (2010), C
hina D

ream
s (2013)

。

Frank D
ikötter

易
讀
且
具
啟
發
的
文
章
，
令
人
腦
力
激
盪
，
引
起
激
烈
的
辯
論
，
如‘People ’s Trilogy ’ (M

ao’s 

G
reat Fam

ine, 2010, T
he Tragedy of Liberation, 2013, T

he C
ultural R

evolution, 2016)

。Peter H
essler

的

R
iver Tow

n (2001)

、O
racle B

ones (2006)

和C
ountry D

riving (2010)

報
導
近
幾
十
年
中
國
的
文
章
也
相
當
優

秀
。
另
外
，Jeffrey N

. W
asserstrom

編
輯
的T

he O
xford Illustrated H

istory of M
odern C

hina (2016)

是
學
界
近

期
可
以
取
得
背
景
介
紹
的
優
質
書
籍
。

以
下
是
幾
本
我
覺
得
非
常
有
趣
的
回
憶
錄
：G

raham
 Peck

的
著
作
︵
尤
其
是Tw

o K
inds of T

im
e, 1950

︶
、

R
obert Payne

的C
hungking D

iary (1945)
與C

hina A
w

ake (1947)

、E
sther C

heo Y
ing

的B
lack C

ountry G
irl 

in R
ed C

hina (1980)

、Y
ing R

uocheng

與C
laire C

onceison

的Voices C
arry (2009)

。
我
也
非
常
推
薦J. G

. 

B
allard

角
度
完
全
不
同
的M

iracles of Life (2008)

、Joshua A
. Fogel

翻
譯
的Life A

long the South M
anchurian 

R
ailw

ay: T
he M

em
oirs of Ito Takeo (1988)

、C
olin D

ay
與R

ichard G
arrett

所
編
輯
、
作
者
為
戰
爭
時
期
英
國
駐

澳
門
領
事John R

eeves

的T
he Lone Flag (2014)

，
以
及A

rthur M
iller

的Salesm
an in B

eijing (1984)

。Jean-

L
uc G

odard

的
電
影L

a C
hinoise (1967) 

非
常
迷
人
，
而M

ichelan
gelo A

n
ton

ion
i

的C
hung K

uo, C
ina 

(1972)

、Joris Ivens

的
史
詩
紀
錄
片H

ow
 Yukong M

oved the M
ountains (1976)

，
以
及
同
樣
很
長
的
一
九
八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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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電
視
節
目H

eart of the D
ragon

，
都
值
得
一
看
。
一
九
八
五
年
，
﹁
轟
！
﹂
的
中
國
巡
迴
演
出
電
影
︵Foreign 

Skies
，
一
九
八
六
年
︶
呈
現
中
國
改
革
時
期
超
現
實
的
複
雜
感
覺
。W

illiam
 A

. C
allahan

的
民
族
誌
短
片
，
包
括

Toilet A
dventures (2015)

，
都
值
得
一
看
。C

ecil B
eaton

、H
enri C

artier-B
resson

、Jack B
irns

與M
arc R

iboud

拍
攝
的
照
片
都
非
常
驚
人
，
可
以
在
他
們
的
作
品
收
藏
裡
找
到
。B

irns

拍
攝
的
上
海
、
澳
門
和
香
港
都
能
在LIFE

 

Photo A
rchive

線
上
觀
看
。

我
也
建
議
各
位
找
公
開
的
網
路
資
源
：
一
九
三○

年
代
的
中
國
插
畫
雜
誌
︵
在M

IT
 V

isualizing C
ultures 

p
latform

︶
、
美
國
國
務
院
、
總
統
與
中
央
情
報
局
的
資
料
︵h

ttp
s://h

istory.state.gov/

、
中
央
情
報
局
的

E
lectron

ic R
ead

in
g R

oom
、D

R
 P

resid
en

tial L
ibrary

的
電
子
收
藏
︶
。W

ilson
 C

en
ter

的C
old

 W
ar 

International H
istory Project

把
非
常
多
從
蘇
維
埃
集
團
取
得
的
資
料
刊
上
網
︵
附
上
翻
譯
︶
。
一
九
四○

年
代
起

第
一
手
的
尖
銳
資
料
取
得
容
易
︵
在Internet A

rchive

或C
A

D
A

L
 D

igital L
ibrary

︶
；
文
化
大
革
命
的
海
報

︵chineseposters.net

︶
；
香
港
政
府
報
告
︵
香
港
大
學
圖
書
館
的D

igital Initiatives

︶
或
報
紙
︵
香
港
公
共
圖
書

館
的M

M
IS system

︶
；
上
海
的
第
一
份
法
語
報
紙
︵Le Journal de Shanghai

，
在G

allica.fr

︶
；
或YouTube

服

部
良
一
的
音
樂
、
山
口
淑
子
︵
李
香
蘭
︶
的
歌
曲
和
電
影
，
就
會
明
白
為
何
︿
賣
糖
歌
﹀
在
一
九
四
三
年
大
受
歡

迎
。
在M

arxists.org

或B
annedthought.net

，
可
以
盡
情
瀏
覽People’s C

hina

、C
hina R

econstructs

，
以
及
很
多

很
多
雜
誌
的
電
子
檔
。C

hristian H
enriot

的V
irtual C

ities Project

擁
有
許
多
來
自
中
國
的
電
影
、
照
片
、
書
籍

與
資
料
；
而
我
自
己
的
計
畫H

istorical Photographs of C
hina

則
有
超
過
一
萬
張
歷
史
照
片
。
所
以
真
是
如
此
，

如
我
一
九
九
七
年
說
的
，
可
以
讀
、
看
、
聽
的
資
料
很
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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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釋

前
言

1. 

精
采
的
研
究
參
見P

e
te

r H
a

ys G
rie

s, C
h

in
a

’s N
e

w
 N

a
tio

n
a

lism
: P

rid
e

, P
o

litics, a
n

d
 D

ip
lo

m
a

cy (B
e

rk
e

le
y, C

A
: 

U
n

ive
rsity o

f C
a

lifo
rn

ia
 P

re
ss, 20

0
4

); W
illia

m
 A

. C
a

lla
h

a
n

, C
h

in
a

: T
h

e
 P

e
sso

p
tim

ist N
a

tio
n

 (O
xfo

rd
: O

xfo
rd

 

U
n

iversity P
ress, 2010).

2. 

這
一
節
我
取
材
自R

ob
ert B

ickers an
d

 Jeffrey N
. W

asserstrom
, ‘S

h
an

g
h

ai ’s “C
h

in
ese an

d
 D

og
s N

ot A
d

m
itted ” S

ig
n

: 

H
istory, L

eg
en

d
 an

d
 C

on
tem

p
orary S

ym
b

ol ’, C
h

in
a Q

u
arterly 142 (1995), p

p
. 444– 66. 

雖
然
一
九
九
四
年
之
後
針
對
此
題

有
大
量
的
文
獻
，
並
有
許
多
人
表
示
見
過
這
個
標
示
，
但
是
都
已
證
實
為
訛
誤
。

3. 

︽
光
明
日
報
︾
，
一
九
九
四
年
六
月
十
三
日
，
頁
三
。
這
些
報
紙
是
︽
青
年
報
︾
，
大
量
流
通
的
︽
新
民
晚
報
︾
、
︽
文
匯
報
︾
以
及
黨
報

Out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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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
放
日
報
︾
。
︽
世
紀
︾
於
一
九
九
四
年
八
月
刊
登
，
在
其
他
地
方
也
被
刊
出
。
首
篇
駁
斥
的
文
章
出
現
在
一
九
九
四
年
六
月
一
日
︽
黨

史
信
息
報
︾
，
對
此
爭
議
有
許
多
文
章
投
稿
。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
薛
理
勇
原
本
更
長
的
文
章
完
整
說
明
公
園
種
族
排
外
的
歷
史
，
突
顯
造

假
標
示
的
故
事
：
是
流
行
雜
誌
中
的
優
秀
文
章
。

4. Th
e Tim

es
, 4 Jan

u
ary 1907, p

. 3.

5. N
orth

 C
h

in
a H

erald
, 15 N

ovem
b

er 1907, p
. 428; 

大
批
媒
體
資
料
可
在
上
海
市
政
資
料
庫
的
上
海
工
部
局
祕
書
處
檔
案
中
查
到
：

U
1-3-1908, ‘N

otice B
oard

 of M
u

n
icip

al P
arks: “N

o D
og

s or C
h

in
ese A

d
m

itted ” (1925–1931) ’. 

香
港
的
部
分
：
我
曾
分
別

在
一
九
五
九
年
、
一
九
六
七
年
、
一
九
七
八
年
、
一
九
八
六
年
與
一
九
八
七
年
︽
南
華
早
報
︾
讀
到
相
關
爭
論
。

6. 

就
在
公
園
，
根
據
二○

一○
年
我
在
外
灘
歷
史
紀
念
館
看
到
的
文
字
陳
列
，
以
及
一
九
九
九
年
紀
念
館
半
官
方
的
導
覽
，
標
示
的
故
事

是
受
歡
迎
的
簡
化
版
本
與
不
同
規
定
的
混
合
。
然
而
，
陳
列
也
包
括
一
些
近
期
的
舊
漫
畫
，
其
中
清
楚
呈
現
這
個
冒
犯
的
傳
言
：
個
人

觀
察
，
二○

一○

年
十
月
八
日
；
高
達
，
︽
黃
浦
公
園
今
昔
︾
︵
上
海
：
上
海
人
民
美
術
出
版
社
，
一
九
九
九
年
︶
，
頁
八—

十
一
。

第
一
章　

停
戰

1. N
orth

 C
h

in
a H

erald
 (h

ereafter N
C

H
 ), 30 N

ovem
b

er 1918, p
p

. 532–9; S
h

en
bao

, 24 N
ovem

b
er 1918.

2. N
C

H
, 7 D

ecem
b

er 1918, p
p

. 588–9; P
ekin

g an
d Tien

tsin
 Tim

es
, 29 N

ovem
b

er 1918, p
p

. 6–7; 

傳
教
士S

id
n

ey G
am

b
le

在
首
都
拍
攝
的
祝
勝
照
片
：rolls 212, 213, 217–19, in

 S
id

n
ey D

. G
am

b
le P

h
otog

rap
h

s, D
avid

 M
. R

u
b

en
stein

 R
are B

ook 

&
 M

an
u

scrip
t L

ib
rary, D

u
ke U

n
iversity, D

u
rh

am
, N

orth
 C

arolin
a.

3. P
e

k
in

g
 a

n
d

 T
ie

n
tsin

 T
im

e
s

, 22 N
o

ve
m

b
e

r 19
18

, p
. 7. 

關
於
中
國
與
大
戰
，X

u
 G

u
o

q
i, C

h
in

a
 a

n
d

 th
e

 G
re

a
t W

a
r 

(C
am

b
rid

g
e: C

am
b

rid
g

e U
n

iversity P
ress,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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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W
ilso

n
 to

 X
u

, 10
 O

cto
b

e
r 19

18
, in

 P
a

p
e

rs R
e

la
tin

g
 to

 th
e

 F
o

re
ig

n
 R

e
la

tio
n

s o
f th

e
 U

n
ite

d
 S

ta
te

s, 1918
 (U

.S
. 

G
overn

m
en

t P
rin

tin
g

 O
ffice, 1918) (h

ereafter F
R

U
S

), p
. 118.

5. N
C

H
, 3

0
 N

o
ve

m
b

e
r 19

18
, p

p
. 5

4
2–

3
; N

o
rm

a
n

 E
. S

a
u

l, T
h

e
 L

ife
 a

n
d

 T
im

e
s o

f C
h

a
rle

s R
. C

ra
n

e
, 18

58
–

19
39

: 

A
m

erican
 B

u
sin

essm
an

, P
h

ilan
th

ropist, an
d a F

ou
n

der of R
u

ssian
 S

tu
dies in

 A
m

erica
 (L

an
h

am
, M

D
: L

exin
g

ton
 

B
ooks, 2012).

6. 

最
近
的
歷
史
包
括
：Joh

n
 F

itzg
erald

, B
ig

 W
h

ite L
ie: C

h
in

ese A
u

stralian
s in

 W
h

ite A
u

stralia
 (S

yd
n

ey: U
n

iversity of 

N
ew

 S
ou

th
 W

ales P
ress, 2007); E

rika L
ee, A

t A
m

erica’s G
ates: C

h
in

ese Im
m

ig
ration

 d
u

rin
g

 th
e E

xclu
sion

 E
ra, 

1882–1943
 (C

h
a

p
e

l H
ill, N

C
: U

n
ive

rsity o
f N

o
rth

 C
a

ro
lin

a
 P

re
ss, 2003); L

isa
 R

o
se

 M
a

r, B
rok

erin
g

 B
elon

g
in

g
: 

C
h

in
e

se
 in

 C
a

n
a

d
a

’s E
xclu

sio
n

 E
ra

, 18
8

5–
19

4
5

 (O
xfo

rd
: O

xfo
rd

 U
n

ive
rsity P

re
ss, 20

10
); 

另
見Ja

m
e

s B
e

lich
, 

R
e

p
le

n
ish

in
g

 th
e

 E
a

rth
: T

h
e

 S
e

ttle
r R

e
vo

lu
tio

n
 a

n
d

 th
e

 R
ise

 o
f th

e
 A

n
g

lo
-W

o
rld

, 178
3–1939

 (O
xfo

rd
: O

xfo
rd

 

U
n

iversity P
ress, 2009); E

lizab
eth

 S
in

n
, P

acific C
rossin

g: C
aliforn

ia G
old, C

h
in

ese M
igration

, an
d th

e M
akin

g of 

H
on

g K
on

g
 (H

on
g

 K
on

g
: H

on
g

 K
on

g
 U

n
iversity P

ress, 2013); S
tacey B

ieler, ‘P
atriots’ or ‘Traitors’? A

 H
istory of 

A
m

erican
-E

d
u

cated
 C

h
in

ese S
tu

d
en

ts
 (L

on
d

on
: R

ou
tled

g
e, 2009). 

關
於
中
國
勞
工
旅
，X

u
 G

u
oq

i, S
tran

g
ers on

 th
e 

W
estern

 F
ron

t: C
h

in
ese W

orkers in
 th

e G
reat W

ar (C
am

b
rid

g
e, M

A
: H

arvard
 U

n
iversity P

ress, 2011).

7. R
ob

ert R
en

e L
e F

ern
b

ach
, A

 C
h

ild’s P
rim

er of Th
in

gs C
h

in
ese

 (T
ian

jin
: T

ien
tsin

 P
ress L

td
, 1923), p

p
. 2–3.

8. H
an

s van
 d

e Ven
, F

rom
 F

rien
d to C

om
rade: Th

e F
ou

n
din

g of th
e C

h
in

ese C
om

m
u

n
ist P

arty, 1920–1927
 (B

erkeley, 

C
A

: U
n

iversity of C
aliforn

ia P
ress, 1991);

李
大
釗
，
︿B

olsh
evism

的
勝
利
﹀
，
收
錄
於
︽
新
青
年
︾
五
：
五
︵
一
九
一
八
年
十

月
十
五
日
︶
，
頁
四
二
二—

八
。

9. T
ran

slated
 b

y Yan
g

 Xian
yi an

d
 G

lad
ys Yan

g
 in

 L
u

 Xu
n

, S
elected W

orks
, vol. 2 (B

eijin
g

: F
oreig

n
 L

an
g

u
ag

es P
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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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 p
p

. 29–30.
10. N

C
H

, 20 O
ctob

er 1917, p
. 163; 7 S

ep
tem

b
er 1918, p

. 586.
11. H

en
rietta H

arrison
, Th

e M
akin

g of th
e R

epu
blican

 C
itizen

: P
olitical C

erem
on

ies an
d S

ym
bols in

 C
h

in
a 1911–1929

 

(O
xford

: O
xford

 U
n

iversity P
ress, 2000); A

n
ton

ia F
in

n
an

e, C
h

an
g

in
g

 C
loth

es in
 C

h
in

a: F
ash

ion
, H

istory, N
ation

 

(L
o

n
d

o
n

: H
u

rst a
n

d
 C

o
., 2007); F

ra
n

k
 D

ik
o

tte
r, T

h
in

g
s M

o
d

ern
: M

aterial C
u

ltu
re an

d
 E

veryd
ay L

ife in
 C

h
in

a
 

(L
on

d
on

: H
u

rst an
d

 C
o., 2007).

12. 

這
一
節
取
材
自W

ellin
g

ton
 K

. K
. C

h
an

, ‘S
ellin

g
 G

ood
s an

d
 P

rom
otin

g
 a N

ew
 C

om
m

ercial C
u

ltu
re: T

h
e F

ou
r P

rem
ier 

D
ep

artm
en

t S
tores on

 N
an

jin
g

 R
oad

, 1917–1937 ’

，
以
及S

h
erm

an
 C

och
ran

, ‘T
ran

sn
ation

al O
rig

in
s of A

d
vertisin

g
 in

 

E
arly T

w
en

tieth
-C

en
tu

ry C
h

in
a ’, 

皆
出
自S

h
erm

an
 C

och
ran

 (ed
.), In

ven
tin

g N
an

jin
g R

oad: C
om

m
ercial C

u
ltu

re in
 

S
h

an
g

h
ai, 1900–1949

 (Ith
a

ca
, N

Y: C
o

rn
e

ll E
a

st A
sia

 S
e

rie
s, 19

9
9

), p
p

. 19
–36

, 37–58
; K

a
rl G

e
rth

, C
h

in
a M

ad
e: 

C
on

su
m

er C
u

ltu
re an

d th
e C

reation
 of th

e N
ation

 (C
am

bridge, M
A

: H
arvard U

n
iversity A

sia C
en

ter, 2003), ch
apter 1.

13. D
ikotter, Th

in
gs M

odern
, p

p
. 177–81.

14. A
rth

u
r H

. S
m

ith
, Village L

ife in
 C

h
in

a: A
 S

tu
dy in

 S
ociology (N

ew
 York: F

lem
in

g
 H

. R
evell, 1899), p

. 310.

15. 

這
樣
的
勢
力
發
展
過
程
見R
o

b
e

rt B
ick

e
rs, T

h
e S

cram
b

le for C
h

in
a: F

oreig
n

 D
evils in

 th
e Q

in
g

 E
m

p
ire, 1832–1914

 

(L
on

d
on

: A
llen

 L
an

e, 2011).

16. 

見
孫
逸
仙
一
九
二
三
年
的
第
二
次
演
講
，
集
結
成S

an
 M

in
 C

h
u

 I: T
h

e T
h

ree P
rin

cip
les of th

e P
eop

le
, tra

n
s. F

ra
n

k
 W

. 

P
rice (T

aip
ei: C

h
in

a P
u

b
lish

in
g

 C
o., u

n
d

ated
), p

p
. 13–14. 

相
關
分
析
，M

arie-C
laire B

e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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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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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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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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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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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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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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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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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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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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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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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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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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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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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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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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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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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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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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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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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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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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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
p

ro
ch

em
en

t, 1969–

19
72 ’, in

 W
illia

m
 C

. K
irb

y, R
o

b
e

rt S
. R

o
ss a

n
d

 G
o

n
g

 L
i (e

d
s), N

o
rm

a
liza

tio
n

 o
f U

.S
.–

C
h

in
a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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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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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e an
d

 P
ow

er in
 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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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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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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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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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二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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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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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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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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