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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年
四
月
3

，
「
南
洋
臨
委
」
在
第
三
國
際
指
示
下
宣
布
解
散
，
並
以
馬
來
亞
共
產
黨
取
而
代
之
。
這
意
味
著
東
南

亞
的
共
產
運
動
進
入
了
去
集
權
化
和
地
方
分
立
的
發
展
階
段
4

。

馬
共
成
立
之
初
，
活
動
主
力
在
工
人
/
工
會
鬥
爭
，
影
響
面
不
廣
，
普
遍
認
為
只
及
於
海
南
籍
群
體
，
期
間
也

經
歷
過
幾
次
內
部
的
派
系
衝
突
和
分
裂
。
但
自

一
九
三
七
年
中
國
抗
戰
以
來
，
馬
共
領
袖
在
中
國
民
族
主
義
情
緒
的

凝
聚
之
下
，
積
極
發
動
抗
日
援
華
運
動
，
並
在

一
九
三
八
年
四
月
的
中
常
委
會
議
中
，
將
「
援
助
中
國
自
衛
戰
爭
，

不
替
日
本
法
西
斯
侵
略
者
搬
運
、
開
礦
、
割
膠
'
抵
制
日
貨
，
募
捐
及
組
織
慰
勞
隊
和
國
際
義
勇
軍
，
積
極
援
助
中

華
民
族
驅
逐
日
本
出
中
國

..•... 

」
列
為
鬥
爭
綱
領
之
一
，
且
主
張
懲
辦
法
西
斯
侵
略
者
的
奸
細
，
沒
收
其
財
產
充
作

反
侵
略
的
經
費
。
5

當
時
，
以
陳
嘉
庚
為
首
的
南
洋
僑
領
已
發
動
僑
界
，
先
後
成
立
「
華
僑
籌
服
祖
國
傷
兵
難
民
委
員
會
」
(
簡
稱

「
龍
服
會
」
)
和
「
南
洋
華
僑
露
脹
祖
國
難
民
總
會
」
(
簡
稱
「
南
僑
總
會
」
)
，
號
召
華
僑
踴
躍
捐
輸
，
救
濟
傷
兵
難

民
，
支
持
祖
國
抗
戰
。
由
於
殖
民
地
總
督
要
求
捐
款

一
概
匯
交
南
京
中
央
政
府
行
政
院
收
6

，
馬
共
於
是
另
外
成
立

了
「
馬
來
亞
華
僑
各
界
抗
敵
後
援
會
」
(
簡
稱
「
抗
援
」
)
，
以
依
附
在
「
簿
脹
會
」
的
半
公
開
形
式
進
行
募
捐
，
所

得
款
項
祕
密
匯
到
香
港
交
廖
承
志
辦
公
室
，
以
支
援
八
路
軍
、
新
四
軍
、
東
江
抗
日
游
擊
隊
、
瓊
崖
抗
日
獨
立
隊
等

中
共
所
領
導
的
部
隊
。
此
外
，
「
抗
援
」
也
配
合
「
南
僑
總
會
」
發
動
其
會
員
參
加
回
國
服
務
的
機
工
隊

7

。

「
抗
援
」
的
行
動
邏
輯
基
本
上
延
續
了
「
南
洋
臨
委
」
及
其
後
繼
者
馬
共
的
尚
武
、
激
進
精
神
。
除
了
賣
花
、

募
捐
、
義
演

、
義
頁

、
獻
金
、
徵
召
機
工
回
國
服
務
這
類
一
般
性
工
作
，

「
抗
援
」
還
暗
中
擔
負
了
其
他
任
務
，
如

懲
戒
漢
奸
、
低
制
口
貨
、
糾
察
會
場
等
等

，
堅
決
和
各
種
破
壞
抗
口
救
國
連
動
的
勢
力
進
行
鬥
爭
。

由
於
手
段
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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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
，
致
使
無
數
在
此
間
活
動
的
共
產
黨
人
被
殖
民
政
府
逮
捕
驅
逐
，
加
上

一
九
三
九
年
歐
戰
爆
發
以
後
，
馬
共一度

採
取
更
激
進
的
反
帝
策
略
，
鼓
勵
勞
資
對
立
和
發
動
罷
工
示
威
，
無
視
殖
民
政
府
的
強
勢
鎮
壓
，
直
到
中
共
在

一九

四
0
年
中
下
旬
出
手
平
預
方
休
。
8

到
這
裡
，
我
們
已
經
很
清
楚
了
解
，
馬
共
和
中
共

一
直
維
繫
著
非
常
緊
密
的
、

從
厲
的
、
指
導
的
關
係
。
其
黨
員
雖
以
本
地
群
眾
為
對
象
，
但
領
導
層
源
自
於
中
共
指
派
的
知
識
份
子
。
馬
共
的
歷

史
從

一
開
始
就
有
跨
越
遊
走
在
不
同
地
域
的
性
質
。

3

一
般
指
馬
共
成
立
於

一
九
三
0
年
四
月
三
十
日
，
地
點
在
森
美
蘭
的
瓜
拉
比
勞
(
只
E
E
E
B
Y
Z
m
m
g
r
S
E
E
D
)

，
不
過
惕
進

發
則
主
張
它
於
四
月
中
旬
的
某

一
天
在
柔
佛
的
巫
浮
加
什
(
∞
丘
。Y
E
m
告
"』
。
了
。
『
)
成
立
。
見
(U﹒
計-
g
z∞
"
心
計
呵
。
、
各
吉
夫

』
全
e
s
p

遠
遠
§
宮
、
3
3
5
個
名
。
『
何
一
切
。

z
岳
∞
g

切
。2
叩
門
咕
"
石
油
斗
)
"
老
一
泣
。
凶
了

4

的
﹒
可
〈
。=
m
h
p悶
。
之
咱
這
曳P
全

3
、§
的
。
君
主
§
話
、
司
"
召
﹒

-
2
，M
h﹒

5

〈
馬
來
亞
共
產
黨
十
大
鬥
爭
綱
頡
(
馬
來
亞
共
產
黨
中
央
常
委
會
通
過
，

一
九
三
八
年
四
月
)
〉
，
收
入一干

一世
紀
出
版
社
編
輯

部
編
，
《
戰
前
地
下
鬥
爭
時
期
(
二
)
|
|
反
法
西
斯
、
援
華
抗
日
階
段
》
(
吉
隆
坡

.. 

二
十

一世
紀
，
二
O

-0
)
，
頁
二
。

6

陳
嘉
庚
，
《
南
僑
回
憶
錄
〔
新
版
〕
(
上
)
》
(
新
加
坡

.. 

八
方
，

一
九
九
三
)
，
頁
五
八
l
六
0
。

7

相
關
資
料
見
陳
青
山
，
〈
馬
來
亞
「
抗
握
會
」
與
華
僑
抗
日
運
動
〉
'
收
入
新
馬
僑
友
會
編
，

《馬
來
亞
人
民
抗
日
門
爭
史
料
選

輯
》
(
香
港
.. 

見
證
'

一
九
九
二
)
，
頁
三
二

-
l
二
五
;
馬
林
，

〈
「
抗
敵
後
援
會
」
在
馬
華
抗
日
救
國
運
動
中
的
歷
史
作

用
丫
收
入
新
馬
僑
友
會
編
，
《
馬
來
亞
人
民
抗
日
鬥
爭
史
料
選
輯

γ

頁
三
二
五
|
四
一
。

8

楊
進
發
，
〈
馬
來
亞
共
產
黨
領
導
屑
、
思
想
與
組
織
的
研
究
(

一
九
三
六
l

一
九
四

一
)
丫
《
新
馬
華
族
頡
導
層
的
初
探γ
頁

三
一
八
l

一
九
。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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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九
四

一
年
秒
，
馬
來
亞
的
天
空戰
雲
密
布

，
「
抗
戰
」
已
非
「
國
內
」
之事
。
盛
傳
日
軍
將
登
陸
新
加
坡
，

一
殖
民
地
政
府
遂
將
兵
力
集
中
在
馬
來
亞
最
南
端
的
小
島
上
。
其
時
英
軍
對
迎
戰
日
本
頗
有
自
信
。
一
九
四

一
年
十
二

月
八
日
，
日
軍
取
道
泰
國
南
部
進
入
英
屬
馬
來
亞
境
地
的
吉
蘭
丹
(
叭
。

-
S
S
D
)，
接
著
揮
軍
南
下
，
在
短
短
的

一

個
月
時
間
內
攻
佔
北
馬
各
州
直
抵
雪
蘭
義
古

巴
巴
穹
『
)
，
英
軍
兵
敗
如
山
倒
，
失
去
了
馬
來
亞
的
半
壁
江
山

。
十

二
月
二
十
日
，
政
府
釋
放
全
馬
各
地
被
關
押
的
約
二
百
名
馬
共
黨
員
和
抗
日
份
子
，
並
同
意
讓
共
產
黨
派
員
到
三

。
一
特
別
訓
練
學
校
」
(
5
戶
∞
宮
旦
旦
司
巴
巴
品
∞
仿
古
巴
)
接
受
游
擊
戰
訓
練
，
開
始
跟
過
去
的
宿
敵
聯
手
對
抗
新
的

侵
略
者
。
一
九
四
二
年
二
月
十
五
日
，
新
加
坡
淪
陷
，
全
馬
失
守
，
但
馬
共
早
在
一
九
四
二
年
一
月

一
日
就
已
做
出

反
應
，
在
雪
蘭
義
州
成
立
了
「
馬
來
亞
人
民
抗
日
軍
」
(
玄
且
還

2
3

名
古
〉
E
F
E
E
D
S
O〉
5

呵
，
簡
稱
「
抗
日

軍
」
)
的
第
一
獨
立
隊
，
其
他
各
州
也
跟
進
，
先
後
成
立
獨
立
隊

9

。
馬
共
號
召
全
國
人
民
武
裝
起
來
保
衛
馬
來

亞
，
「
抗
日
軍
」
成
為
此
間
最
有
規
模
的
軍
事
力
量
。

戰
後
，
殖
民
政
府
因
馬
共
「
抗
日
有
功
」
而
承
認
其
合
法
地
位
，
允
其
公
開
活
動
。
但
這
段
表
面
和
諧
共
存
的

日
子
並
沒
有
維
持
很
久
。
一
九
四
七
年
，
馬
共
因
揭
發
其
總
書
記
萊
特

(
E
F
H
E
R
)為法
、
英
、
日

三
面
間
諜
而

經
歷
了
一
場
內
部
風
暴
，
年
僅
二
十
三
歲
的
陳
平
繼
任
為
總
書
記
，
並
於
一
九
四
八
年

三
月
召
開
的
第
九
次
擴
大
的

中
央
會
議
通
過
改
以
武
裝
鬥
爭
為
「
最
主
要
和
最
高
的
鬥
爭
形
式
」

ω

。
一
九
四
八
年
六
月
中
旬
，
英
國
殖
民
政
府

在
全
馬
頒
布
緊
急
狀
態
(
開
E
O品
g
a
)
，
正
式
展
開
一
場
長
達
數
十
年
的
惡
鬥
。
馬
共
組
成
「
馬
來
亞
民
族
解
放

軍
」
(
Z
E
-
a
s
z
色
。
E
-
F
E角
色
。
口
〉
B
Y

簡
稱
「
解
放
軍
」
)
，
挖
出
抗
日
時
期
預
藏
的
武
器
，
召
集
黨
員
參

加
游
擊
戰
鬥
。
英
國
殖
民
者
集
合
帝
國
資
源
強
勢
剿
共
，
馬
共
在
各
方
面
條
件
懸
殊
的
情
況
下
處
於
風
。

從
一
九
五
0

年
始
，
殖
民
地
政
府
雷
厲
風
行
推
動
「
新
村
計
畫
」
(
切
『
街
頭
直
言
)
，
在
全
馬
各
地
建
立
數
百
個

「
新
村
」
(
Z
o
t
ξ
〈
E
m
m
m
M
)
，
把
原
來
散
居
在
鄉
村
和
森
林
邊
緣
的
華
人
民
果
園
林

-
m其
中
，
通
過

一
種
集
中
營
管
理

方
式
，
封
鎖
和
控
制
了
糧
食
、
物
資
、
情
報
和
人
口
的
流
動
，
成
功
地
將
馬
共
和
其
(
潛
在
的
)
支
持
者
隔
離
開

來
。

「
新
村
計
畫
」
對
馬
共
打
擊
甚
深
，
各
地
部
隊
開
始
面
對
飢
餓
的
局
面
。
一
九
五

三
年
始
，
「
解
放
軍
」
陸
續

向
北
撤
退
到
馬
泰
邊
境
，
駐
紮
在
泰
國
南
部
的
勿
洞
(
切
已
。
品
)
、
苦
羅

(
ω且
8
)
等
地
區
。
其
時
有
部
份
不
及
北

一
撤
而
被
遺
下
的
部
隊
，
因
守
在
檳
城
浮
羅
山
背
(
宮
一

-
R
M
S
-自
己
)
、
霹
靂
州
(
2
E
R
)、
馬
六
甲

(
YA
O
E
E
)和
柔

一佛
州
北
部

(
Z。
H
A
V
O
E
Z
E
己
的
森
林
裡

。
這
些
成
了

孤
軍
的
隊
伍
，
有
者
奮
戰
到
底
，
部
份
出去
投
敵
，
個
別

戰
士
則
偷
渡
到
印
尼
的
蘇
門
答
臘
和
其
他
外
海
的
島
嶼
，
另
謀
出
路
。

「
解
放
軍
」
的
主
力
撤
退
到
馬
泰
邊
境
後
，
糧
困
的
問
題
暫
且
緩
解
，
但
隨
即
面
對
男

一
個
尷
尬
的
局
面
:
當

戰
場
不
在
境
內
，
鬥
爭
目
標
不
明
，
士
氣
受
影
響
，
兵
員
招
募
也
有
困
難
。
一
九
五
五
年
底
，
馬
共
主
動
發
表
結
束

武
裝
鬥
爭
聲
明
，
要
求
與
馬
來
亞
聯
盟
政
府
會
談
。
然
而
即
將
赴
英
談
判
獨
立
地
位
的
政
府
代
表
團
態
度
強
硬
，
以

一
致
「
華
玲
會
議
」
(
切
臼Z
E
m吋
巴
巴
破
局
，
馬
共
堅
決
以
「
不
投
降
」
為
前
提
持
續
鬥
爭
。
一
九
五
七
年
馬
來
亞
取

9

羅
武
，
《
馬
來
亞
的
反
抗
(
一
九
四二
l

一
九
四
五
)
》
(
香
港:
海
泉
出
版
社
，
一
九
八
二
)
，
頁
二
|
一
八
、
四
七
。

ω

陳
田
，
〈
馬
來
亞
共
產
黨
史
料
(
一
九
三
O
|

一
九
六
二
)
〉
，
收
入
林
雁
等
編
，
《
陳
田
紀
念
文
集
》
(
吉
隆
坡.. 

策
略
資
訊
研

究
中
心
，
二
O
O
八
)
，
頁

一
二
三
l

二
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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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獨
立
，
政
府
以
強
勢
的
「
剿
址
(
」
姿
態
拒
絕
再
與
馬
共
進
行
和
談
，
而
馬
共
也
拒
絕
承
認
「
主
權
不
完
整
」
的
獨

立
，
雙
方
都
錯
過
和
解
的
歷
史
時
機
。

馬
來
亞
獨
立
令
馬
共
的
處
境
愈
發
艱
難
，
遂
於
一
九
五
九
年
指
示
縮
減
人
員
，
降
低
游
擊
活
動
級
別
，
檢
討
前

景
，
逐
漸
停
止
武
裝
鬥
爭
，
其
主
要
領
導
人
則
於
一
九
六
0
年
底
敢
程
前
往
中
國
「
作
客
」
。
然
而
不
到
兩
年
時

間
，
中
共
總
書
記
鄧
小
平
於

一
九
六

一
年
中
接
見
馬
共
領
導
層
時
表
示
東
南
亞
的
形
勢
大
好
，
促
馬
共
恢
復
武
裝
。

馬
共
遂
於
一
九
六

二
年
推
翻
原
「
值
旗
息
鼓
」
政
策
，
執
行
「
新
方
針
」
路
線
。

在
「
新
方
針
」
的
指
示
下
，
馬
共
自
一
九
六
九
年
始
先
後
派
遣

7

支
突
擊
隊
南
下
，
並
成
功
跟
國
內
的
地
下
組

織
接
頭
，
遂
於
一
九
七
一
年
在
霹
靂
州
成
立
「
第
五
突
擊
隊
」(
5
突
)
，

一
九
七
三
年
在
彭
亨
州
擴
大
組
成
「
第

六
突
擊
隊
」
(
6
突
)
。
兩
支
隊
伍
的
任
務
是
要
在
馬
境
內
恢
復
「
解
放
軍
」
北
撤
前
在
該
兩
州
的
地
盤
，
但

5

突

面
對
嚴
峻
的
圍
剿
，
在
一
九
八
0
年
代
初
期
宣
告
瓦
解
，
所
幸
有
相
當
人
數
的
戰
士
成
功
折
返
邊
區
，
而
6

突
則
堅

持
到

一
九
八
八
年
才
非
常
戲
劇
性
地
被
「
招
降
?
為
馬
共
歷
史
留
下
懸
念
。

在
中
國
，
馬
共
高
層
經
由
中
共
安
排
，
落
戶
在
湖
南
省
四
方
山
。
中
共
以
代
號
「
$
己
軍
事
基
地
為
掩
飾
，

同
意
馬
共
開
設
廣
播
電
台
。

一
九
六
九
年
底
，
「
馬
來
亞
革
命
之
聲
」
電
台
正
式
運
作
，
以
三
語
廣
播
(
華
語
、
馬

來
語
及
淡
米
爾
語
)
向
東
南
亞
地
區
放
送
消
息
。一
九
八
0
年
，
新
加
坡
總
理
李
光
耀
到
訪
中
國
，
中
共
隨
即
要
求

馬
共
於
一
九
八

一
年
中
關
閉
「
革
命
之
聲
」
電
台
。
馬
共
遂
將
電
台
設
備
轉
移
到
邊
區
，
改
設
「
馬
來
亞
民
主
之

聲
」
'
繼
續
廣
播
。

在
新
加
坡
，
由
於
政
治
和
地
理
條
件
的
限
制
，
馬
共
的
活
動
採
取
地
下
路
線
，「
星
洲
人
民
抗
英
同
盟
」

(
旦
旦
當
宮
門
O
M
M的
。
1
。
"
∞
〉E
F
E

∞Y
E

品
已
。
，
簡
稱
「
抗
英
同
盟
」
)
等
組
織
對
工
會
、
學
校
和
農
村
進
行
滲
透
。

一

九
五
四
年
，
李
光
輝
與

一
批
左
翼
菁
英
共
同
籌
組
人
民
行
動
黨

(2
。1
o
d
〉
旦
S
E
R
Y

簡
稱
行
動
黨
)
，
以
反

對
黨
之
姿
帽
起
，
並
於
一
九
五
九
年
贏
得
自
治
邦
議
會
大
選
。

一
九
六

一
年
行
動
黨
發
生
內
部
份
裂
，
黨
內
的
左
翼

人
士
脫
黨
另
組
社
會
主
義
陣
線
(
E
a
g
r
m
E
Z

白
白
宮
室
品
，
簡
稱
社
陣
)。
一
九
六
三
年
二
月
二
日
，
行
動
黨

政
府
大
肆
逮
捕

一
百
一
十
名
左
翼
人
士
，
包
括
社
陣
黨
人
、
工
會
領
袖
、
地
下
組
織
成
員
及
共
產
黨
員

，
是
為
「
冷

藏
行
動
」
(
。
它
白
白
片

F
E
E
-
已
∞
片
。8
)
口
。
事
實
上
，
在
大
速
捕
行
動
之
前
，
馬
共
考
慮
到
保
全
幹
部
之
必
要
，
分
批

把
地
下
成
員
撒
到
印
尼
，
其
中
部
份
人
員
被
派
往
蘇
門
答
臘
的
漁
村
，
伺
機
打
通
海
路
，
偷
渡
返
馬

。
這
支
來
自
新

加
坡
的
流
亡
隊
伍
，
在
印
尼
展
開
長
期
的
流
亡
生
涯
，
一
直
至
一
九
七
0
年
代
中
期
才
開
始
思
考
何
去
何
從
口
。
期

間
有
的
成
員
在
潛
返
新
馬
執
行
任
務
時
被
捕
，
另一
部
份
人
則
經
由
組
織
安
排
前
往
中
國
，
或
潛
伏
在
港
澳
接
應
陸

刊
相
關
研
究
及
逮
捕
名
單
詳
見•. 
。
g
間
建
旦
夕

"
，已
習
E
5

口
的
。
一
已
∞S
R
u
羊
肉

a
T
E

士
三
穹
的
B
S
S
R
Z

臼-
a
g
s
E口
多
問

。
且
也
口
的
。
叫
去
。
母

3
ω
5

它
可
白
白
幢
幢
苟
且
苟
同

m
u
a
m
m
旦
旦
-
口
出

虹

口
。
口
『
叩
門gn
m
。
『
S
m
E
Z
E
芒
。
口
已
〉
E
R
E
-
o口
。
同Z
Z
S
E
D
m
o
叫
〉
∞
-
曲

(
阿
〉
出
〉
)
W
M
M
'
N
U

』Z
且
由
u
旦
旦
∞
自
由
)
。
品
。

口
張
泰
、
永
，
〈
地
下
航
線
解
密
|
|
半
個
多
世
紀
前
活
躍
於
印
尼
與
新
加
坡
之
間
的

一
條
地
下
航
線
丫
收
入

二
十

一
世
紀
出
版
社

編
輯
部
編
，
《
深
埋
心
中
的
秘
密
:
新
加
坡
與
慣
榔
嶼
的
故
事
》
(
吉
隆
坡
;

二
十

一
世
紀
，
二
O
O
八
)
，
頁
三
八l
-
O
六
;

陳
劍
主
編
，
《
浪
尖
逐
夢.. 

余
柱
業
口
述
歷
史
檔
案
》
(
吉
陸
坡.. 
策
略
資
訊
研
究
中
心
，
二
O
O
六
)
;
賀
巾
，
《
流
亡
》
(
吉

隆
坡.. 
策
略
資
訊
研
究
中
心
，
二
O

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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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到
來
的
同
志
;
有
一
些
人
脫
離
組
織
下
落
不
明
，
還
有

一
些
人
滯
留
在
印
尼
終
老
。
成
功
到
達
中
國
者
，
可
能
被

留
下
來
為
馬
共
電
台
服
務
，
等
待
機
會
回
到
馬
泰
邊
區
上
隊
。

一
些
在
中
國
出
生
或
成
長
的
馬
共
第
二
代
成
員
，
學

成
後
也
會
被
派
往
邊
區
貢
獻
他
們
的
力
量
。

馬
新
兩
地
，
無
論
是
殖
民
時
期
或
後
來
的
自
治
/
獨
立
時
期
的
執
政
者
，
反
共
立
場
都
非
常
堅
定
，
對
共
產
黨

人
絕
不
寬
待
。
在
緊
急
法
令
之
下
，
不
少
馬
共
黨
員
、
被
俘
的
游
擊
戰
士
、
輸
送
物
資
的
民
運
人
員
或
疑
是
共
黨
同

情
者
的
一
般
群
眾
被
收
押
在
監
，
若
被
捕
時
持
有
武
器
將
可
被
判
死
刑
。
這
些
人
被
判
刑
後
關
押
在
全
馬
各
地
的
扣

留
營
，
有
的
人
審
訊
後
被
驅
逐
出
境
，
另一
些
人
則
在
被
拘
押
數
年
至
十
數
年
後
，
甚
至
將
近
刑
期
屆
滿
時
才
被
驅

逐
，
有
些
家
屬
也
因
此
陪
同
出
境
。
他
們
抵
達
中
國
後
，
大
部
份
被
中
國
政
府
安
置
在
海
南
、
廣
東
、
福
建
各
省
的

「
華
僑
農
場
」
拓
墾
'
從
此
入
籍
中
國
，
其
中
也
有
人
加
入
中
國
共
產
黨
，
由
馬
共
變
成
中
共
。
這
些
人
在
一
九
七

0
年
代
中
國
宣
布
有
條
件
的
華
僑
可
申
請
出
國
的
政
策
後
，
陸
續
移
居
香
港
，
取
得
港
籍
並
持
英
國
護
照
，
少
部
份

人
則
到
了
澳
門
。

一
九
八
九
年
馬
共
與
馬
來
西
亞
及
泰
國
政
府
簽
訂
和
平
協
議
，
正
式
解
除
武
裝

。
一
九
九
一
年
馬
來
西
亞
政
府

開
放
回
國
申
請
時
，
約
有
四
百
名
邊
區
的
戰
士
選
擇
返
馬
定
居
。
這
批
解
甲
歸
國
的
戰
士
回
國
迄
今
滿

二
十
載
，
在

生
活
上
的
適
應
和
發
展
可
自
成

一
個
歷
史
階
段

。
在
新
加
坡
出
生
的
馬
共
成
員
，
則
必
須
簽
署
一
分
政
治
聲
明
才
能

入
境
。
大
多
數
來
自
新
加
坡
的
馬
共
不
願
為
此
否
定
自
己

一
生
的
信
念
，
拒
絕
回
歸
而
入
籍
泰
國
，
並
選
擇
定
居
在

泰
國
政
府
為
安
置
他
們
而
建
設
的
幾
個
和
平
新
村
裡
。

從
上
述
簡
介
可
知
，
馬
共
歷
史
是

一
部
不
斷
在
移
動
和
跨
境
的
歷
史
，
無
論
在
人
員
的
穿
越
或
地
理
疆
域
的
跨

越
上
。
馬
共
最
初
的
成
立
和
組
織
，
皆
由
中
共
派
員
指
導
，
其
後
的
發
展
也
深
受
中
國
民
族
主
義
及
中
國
國
內
局
勢

的
影
響
。

一
九
二
O
、

三
0
年
代
，
無
法
在
中
國
立
足
的
中
共
南
下
馬
來
亞
變
身
為
馬
共
，

一
九
五
0
、
六
0
年
代

無
法
立
足
馬
來
亞
的
馬
共
回
歸
中
國
後
變
成
中
共
，
此
為
人
員
的
移
動
與
穿
越
。
在
疆
域
上
，
馬
共
的
鬥
爭
跨
出
了

本
土
的
界
線
，
且
跨
越
多
個
不
同
的
地
域
。
馬
共
雖
為
本
土
而
戰
，
最
後
卻
只
有
小
部
份
人
回
到
原
來
出
發
的
地

方
，
其
餘
大
多
數
人
都
置
身
域
外
口
。

附錄二/馬來亞共產黨

(
二
)
史
前
史

•• 

類
黨
史
的
重
要
文
件

馬
共
黨
史
遲
遲
未
修
花
，
跟
它
的
疆
域
跨
度
太
太
，
導
致
彼
此
互
看
不
見
有
關
。
但
就
我
的
理
解
，
馬
共
並
不

是
一
直
處
於
「
無
史
」
的
狀
態
。
早
在
一
九
四
六
年

一
月
中
，
距
日
本
投
降
尚
不
足
半
年
，
馬
共
就
出
版
了
言
論
集

《
南
島
之
春
γ

裡
面
收
入
的

〈
馬
來
亞
共
產
黨
史
略
〉
(
以
下
簡
稱
〈
史
略
〉
)
，
估
計
是
馬
共
有
史
以
來
的
第
一
篇

黨
史
川
。
它
是
一
篇
名
副
其
實
的
「
史
略
于
篇
幅
不
足
七
頁
，
極
其
簡
短
，
除
了
交
代
馬
共
成
立
的
大
略
及
戰
前

的
國
際
形
勢
，
其
他
大
部
份
內
容
乃
幾
次
代
表
大
會
的
綱
領
和
目
標
。
該
〈
史
略
〉
自

一
九
二
五
年
說
起
，
至

一
九

四
六
年
止
，
剛
好
滿

二
十
年
。
對
於

一
個
尚
在
摸
索
、
又
經
歷
戰
事
的
黨
而

言
，
二
十
年
時
間
或
許
夠
不
上
一
篇
滿

313 

的
潘
婉
明
，

〈
在
地
﹒
跨
境
﹒
身
體
移
動

﹒

知
識
傳
播
|
|
馬
來
亞
共
產
黨
史
的
再
思
考

〉
'

《
莘
人
研
究
國
際
學
報

》
三
卷
二
期

(
二
O

一
一
)
，
頁
五
七
|
七
一

M門
《南
島
之
春

》
(
新
加
坡
.. 
馬
來
亞
出
版
社
，

一
九
四
六
)
，

頁
八
|
一
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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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載
功
業
的
黨
史
，
但
作
為
最
早
出
版
的
類
黨
史
文
獻

，

〈
史
略
〉
的
內
容
稍
嫌
薄
弱
，
乏
善
可
陳

。

馬
共
的
第

二
篇
黨
史
很
可
能
是

一
九
六
二
年
由
中
央
委
員
陳
田
所
撰
的

一
篇
未
命
名
的
文
件

。
一
九
六
0
年

一
底
，
為
尋
求
中
共
支
持
其
撤
兵
計
畫

，
馬
共
中
央
決
定
調
派
陳
平
、
李
安
東
及
陳
田

三
人
北
上
中
國
的
。
陳
田
當
時

一
可
能
沒
有
意
料
到

，
他
此
去
不
再
復
返

，

終
老
中
國
。
初
到
北
京
，
陳
田
即
著
手
整
理
、
撰
寫
黨
史
資
料
，
並
於

一

一九
六
二
年
五
月
二
十
五
日
寫
就

一
篇
以
「
庄
聲
」
署
名
的
手
稿
，
不
過
內
容
只
交
代
馬
共
自
創
立
以
來
到

一
九
五
九

一
年
的
發
展
。
陳
田
後
半
生
的
歲
月
都
流
亡
在
中
國
，
但

一
直
至

一
九
九
0
年
去
世
為
止
，
他
都
沒
有
再
續

寫
下
去
，

因
此
這
份
文
件

一
直
停
留
在
「
手
稿
」
的
狀
態

，

且
沒
有
訂
題
。
後
來
它
被
收
入
在
《
陳
田
紀
念
文
集
》
，
才
由
編

一
者
題
名
為
〈
馬
來
亞
共
產
黨
史
料
〉
(
以
下
簡
稱
〈
史
料
〉
)
惱
。

一

〈
史
料
〉
的
內
容
主
要

以
大
事
紀
的
形
式
安
排
，
按
時
序
陳
述
，
尤
其
著
重
歷
次
中
央
擴
大
會
議
及
其
他
各
次

一
重
大
會
議
的
召
開
，
並

二

記
錄
每
次
會
議
通
過
的
決
議
、
綱
領
、
主
張
、
宣

言
、
任
務
、
決
定
或
意
見

，
中
間
也

一
安
插
他
對
那
些
影
響
馬
共
決
策
和
方
針
的
國
際
動
向
所
做
的
分
析
。
陳
田
的
敘
述
相
當
有
條
理

，

思
想
正
統
。
〈
史

料
〉
從
馬
來
亞
遭
受
殖
民
開
始
談
起

，

開
宗
明
義
指
馬
共
的
誕
生
「
是
馬
克
思
列
寧
主
義
同
馬
來
亞
民
族
解
放
運
動

一

和
工
人
運
動
相
結
合
的
產
物
」
。
陳
田
把
馬
共
鬥
爭
放
入

一
個
馬
克
思
主
義
的
理
論
框
架
來
理
解

，

因
此
全
文
諸
多

一

針
對
黨
的
錯
誤
所
進
行
的
檢
討
，
最
後
都
歸
結
出
「
對
馬
列
主
義
的
鬥
爭
策
略
掌
握
不
夠
」
、
「
對
馬
列
主
義
理
論

一

修
養
不
夠
」
的
結
論
。
整
體
而
言
，
陳
田
的
文
字
清
晰
，
心
思
細
密
，
言
論
端
正
，
但
也
可
見
出
他
的
個
性
略
帶
保

守
、

注
重
瑣
屑
。
〈
史
料
〉
雖
然
在
措
詞
方
面
頗
為
含
蓄
、
內
斂
，
卻
不
失
坦
率
。
陳
田
對
馬
共
在

一
九
五
0
年
代

初
露
敗
象
的
記
述
跳
躍
得
很
快
，
但
他
沒
有
迴
避
，
坦
承
投
敵
者
眾
，
「
處
境
空
前
困
難
于
以
致
「
現
在
，
除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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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小
股
隊
伍
活
動
之
外
，
中

、

南
馬
一
帶
的
部
隊
可
以
說
已
經
崩
潰
了
」
口
。

陳
田
之
後
，

馬
共
最
重
要
的
黨
史
文
獻
當
數
總
書
記
陳
平
回
憶
錄
《
我
方
的
歷
史
》
。
距
那
份
未
命
名
的
「
手

一
稿
」
四
十
年
後
，

陳
平
回
憶
錄
的
英
文
版
首
先
在

二
O
O
三
年
出
版
，
次
年
翻
譯
成
中
文
，
備
受
蠣
目
。
《
我
方
的

歷
史
》
雖
然
以
回
憶
錄
形
式
成
書
，
但
它
既
是
「
最
高
領
導
」
的
現
身
說
法
，
即
被
各
界
視
為
某
種
權
威
的
代

言
，

一
可
用
以
檢
驗
馬
共
的
歷
史
。
陳
平
似
乎
也
有
意
扮
演
這
種
角
色
，
因
為
他
要
說
的
是
「
我
方
」
的
歷
史
而
非
「
我

一
的
」
。然

而
，
當
陳
平
試
圖
用
全
視
的
角
度
敘
述
他
未
參
與
的
情
節
，
「
我
方
」
和
「
我
」
之
間
不
自
覺
地
出
現
了
角

一

力
和
推
卸
。
細
讀
文
本
，
我
們
大
致
可
以
將
《
我
方
的
歷
史
》
分
為
三
個
部
份
，
首
先
是
自
我
背
景
介
紹
，
說
明
他

一
個
人
的
成
長
及
其
走
向
共
產
主
義
的
經
過
。
此
佔
篇
幅
極
短
，
約
二
十
頁
;
其
次
是
他
在
馬
來
亞
參
加
革
命
期
間

一 (
一
九
四
O
l

一
九
六

一
)
的
種
種
，
依
順
序
敘
述
.. 

加
入
馬
共
、
參
與
抗
日
、
地
下
活
動
、
游
擊
戰
鬥
、
負
責

一
已
。
聯
繫
、
退
伍
復
員
、
黨
內
鬥
爭
、
追
查
叛
徒
、
發
動
武
裝
、
建

立
根
據
地
失
利
、
新
村
打
擊

、
伏
擊
欽
差
、
撤

…
退
邊
區
、
華
玲
會
談
、
還
散
部
隊
、
北
撤
中
國
等
等
。
這
其
中
有
許
多
事
他
都
沒
有
親
歷
其
境
，
但
他
對
自
己
赴
華

一

的
陳
平
口
述
，
伊
恩

﹒

訣
德
(

一g
t
E

『
皂
、
諾
瑪
﹒
米
拉
佛
洛
爾

(Z
2
5
且
至
『
值
3
0『)
譯
，
《
我
方
的
歷
史

》
(
史
、
白
普
夫

足
足
。
毛
)
(
新
加
坡.. 
玄
旦

3
歪
曲
叩
門
向
閻
明
》
神
戶
戶
淳
，
二
O
O
四
)
，
頁
三
六
八
七

0
。

…
的
陳
田
，
〈
馬
來
亞
共
產
黨
史
料
(

一
九
三
O
|
一
九
六
二
)
〉
'
頁
八二
l

二
二
八
。

一
η

同
前
註
'
頁
三
二
六
|
三

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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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之
前
所
發
生
的
馬
共
歷
史
的
重
大
事
件
，
都

一
一
評
論
作
為
交
代
，
包
括
在
和
豐

(
ω
5個
巴
巴
苟
且
)
擊
斃
英
籍
園

一丘
經
理
、
攻
佔
話
望
生
(
。

E
Z
E
g
m
)警
察
局
宣
布
建
立
解
放
區
、
英
軍
濫
殺
害
冬
加
旦

(
E
g
z
m
c
-己平
民

事
件
、
李
明
從
被
判
死
刑
到
獲
得
特
赦
的
傳
奇
等
。
這
個
部
份
的
篇
幅
極
長
，
共
佔
三
百
餘
頁
;
最
後
是
流
亡
中
國

期
間
(

一
九
六
二
一

九
八
九
)
的
種
種
及
和
平
協
議
的
簽
訂
，
內
容
包
含
馬
共
政
策
由
「
健
旗
息
鼓
」
轉
變
為

一「
新
方
針
」
的
經
過
、
在
湖
南
設
立
「
馬
來
亞
革
命
之
聲
」
電
台
、
兩
次
肅
反
引
起
的
中
央
分
裂
、
「
革
命
之
聲
」

一停
播
後
由
泰
南
發
送
的
「
民
主
之
聲
」
替
代
、
合
艾
和
平
協
議
的
催
生
與
實
現
、
解
除
武
裝
後
的
人
員
安
排
與
安
置

一等
等
。
這
個
部
份
的
篇
幅
中
等
，
不
足
百
頁
。

一

從
以
上
的
簡
述
可
知
，
陳
平
回
憶
錄
的

三
大
部
份
比
例
明
顯
不
均
。
他
以
五
分
之

三
強
的
篇
幅
敘
述

二
十

一
年

一的
經
歷
，
卻
以
不
足
五
分
之

一
的
篇
幅
交
代
另
外
二
十
七
年
的
歷
史
。
他
做
這
樣
的
分
配
並
不
令
人
意
外
，
大
致
可

-

理
解
為
他
長
年
駐
外
，
既
未
掌
控
部
隊
也
未
大
權
在
握
，
而
馬
共
的
鬥
爭
在
中
後
期
也
無
大
作
為
的
結
果
。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
無
論
在
哪

一
個
階
段
，
陳
平
的
敘
事
都
不
斷
地
在
「
我
方
」
與
「
我
」
之
間
發
生
角
色
跳
躍
。
《
我
方
的

一

歷
史
》
前
面
的
部
份
，
陳
平
習
慣
用
「
我
的
」
來
說
明
他
的
地
位
及
展
現
他
的
信
心
，
如
我
的
軍
隊

(
2
『

一臼
『
自
己
、
我
的
人
(
旦
河B
S
)
、
我
的
司
令
員
(
旦
河E
F
-
-
g屯
的
。
E
E
g

告
門
)
、
我
的
政
治
事
務
官

(
2吃
B
E
g


-臼B
E
O茁
g
『
)
、
我
的
副
手(
2
已
。3
)
甚
至
是
我
的
游
擊
隊
(
2
m
E
E
-
-
B
)

。
可
是
越
到
後
面
，
特
別
是

一在
華
期
間
，
他
越
多
使
用
「
我
們
」
'
越
發
加
深
他
代
表
「
我
方
」
發
言
的
意
味
，
雖
然
在
語
氣
上
逐
漸
顯
得
氣

一弱
。
每
當
檢
討
過
去
馬
共
鬥
爭
所
犯
下
的
各
種
錯
誤
時
，
他
叉
開
始
將
「
我
」
和
其
他
「
大
多
數
意
見
」(
B
a
g
q

峙 。
2
2
8
)
進
行
切
割
，
稱
異
於
「
我
」
的
其
他
人
為
「
他
們
」

。

在
蕪
的
重
大
決
策
上
，
陳
平
甚

至
多
次
表
示
「
我

南洋人民共和國備忘錄附錄二/馬來亞共產黨

-

只
好
少
數
服
從
多
數
」

(
H
P
=
s
z口
的
)
、
「
我
保
持
中
立
」C
S
。
E
D
O
E
S
-
E
E
/
-
Z
E自
5
旦

D
O
E
S
-
)
或
「
我

無
能
為
力
」
(
B
E
品
H
g

己
已
已
。
)
。
閃
閃

-

縱
觀
《
我
方
的
歷
史
》
全
文
，
陳
平
的
敘
事
中
有

一
貫
的
「
我
」
'
卻
沒
有

一
致
的
「
我
方
了
「
我
」
在
知
情

的
範
圍
內
總
是
洋
溢
著
熱
情
與
自
信
、
年
輕
而
堅
定
、
在
摸
索
中
行
動
、
敢
於
提
出
批
判
，
有
適
時
承
擔
責
任
也
承

于認
失
誤
的
一
面
。
然
「
我
方
」
卻
不
是

一
個
集
體
，
而
是
視
戰
略
的
對
錯
、
決
策
的
成
敗
、
責
任
或
責
難
的
輕
重
等

一後
見
之
明
，
由
「
我
」
、
「
我
們
」
或
「
他
們
」
自
由
重
組
。
「
我
」
與
「
我
方
」
的
交
錯
與
跳
躍
，
固
然
出
於
陳
平

一對
個
人
隱
私
和
馬
共
歷
史
有
所
掩
飾
，
但
究
其
原
因
，
乃
因
為
總
書
記
不
在
場
之
故

。
換
句
話
說
，
這
是
讓
缺
席
者

一來
填
寫
歷
史
現
場
。
事
實
上
，
《
我
方
的
歷
史
》
作
為
類
黨
史
文
獻
的
有
效
性
及
意
義
不
大
，
因
為
傳
記
原
就
是
承

一

載
個
人
意
志
的
文
體
。
但
《
我
方
的
歷
史
》
因
有
英
文
版
，
成
為
西
方
世
界
能
閱
讀
的
少
數
馬
共
文
本
之一
，
遂
令

它
比
其
他
馬
共
文
獻
擔
當
了
更
多
的
關
注
和
批
評
。

一一
一
、
文
獻
敘
而
未
論
的
整
理
與
彙
編

一
和
平
協
議
簽
訂
距
今
已
逾
二
十
年
，
馬
共
黨
史
的
生
產
確
有
延
岩
，
但
並
不
意
味
著
他
們
對
於
本
黨
歷
史
的
保

一

存
不
厭
焦
慮
。
馬
共
的
出
版
機
構

二
十

一
世
紀
出
版
社
自
成
立
以
來
，
積
極
編
鑫
各
類
系
列
叢

書

，
試
圖
透
過
自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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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
聲
來
抗
衡
殖
民
者
及
國
家
長
久
以
來
的
片
面
演
繹
。
該
出
版
社
據
稱
由
馬
共
基
金
注
資
，
由二
十

一
世
紀
聯
誼
會

的
核
心
幹
部
擔
任
編
輯
，
其
立
場
亦
代
表
著
以
北
馬
局
/
陳
平
為
首
的
馬
共
中
央
的
「
主
流
」
及
「
正
統
」
。
他
們

有
一
系
列
的
出
版
計
畫
，
有
其
時
間
表
及
議
程
，
按
照
既
定
的
框
架
詮
釋
這
場
革
命
鬥
爭
史
。

自

二
O

-
0
年
始
，
馬
共
陸
續
推
出
的
《
馬
共
文
集
》
系
列
，
將
黨
史
各
個
階
段
的
文
件
依
分
期
內
彙
編
成

冊
，
其
中
包
括
馬
共
最
早
的
出
版
品
《
南
島
之
春
》
內
的
篇
章
、
黨
的
章
程
、
各
次
擴
大
會
議
的
決
議
、
鬥
爭
綱

領
、

主
張
、
通
告
、
廣
播
稿
、
學
習
材
料
等
等
。
截
至
目
前
(

二
O

三
二
年
七
月
)
為
止
，
《
馬
共
文
集
》
已
有
七

輯
付
梓
。
第

一
輯
整
理
了
建
黨
初
期
的
背
景
和
主
要
領
袖
的
簡
歷
;
第

二
輯
收
入
了
反
法
西
斯
、
援
華
時
期
的
重
要

文
件
;
第

三
輯
則
是
抗
日
時
期
的
黨
軍
文
件
，
不
過
內
容
取
自

一
九
五
三
年
中
共
「
中
央
對
外
聯
絡
部
」
編
印
的

《
馬
來
亞
革
命
資
料
(
第
三
輯
)
》
;
第
四
和
第
五
輯
介
紹
日
據
時
期
馬
來
亞
抗
日
軍
的
歷
史
，
但
內
容
剪
輯
，
自
早
前

已
出
版
的
馬
共
各
領
袖
的
回
憶
錄
，
重
複
性
很
高
;
第
六
和
第
七
輯
則
整
理
了
戰
後
和
半
時
期
有
關
抗
日
軍
復
員
及

自
治
獨
立
運
動
方
面
的
文
件
。

《
馬
共
文
集
》
的
安
排
非
常
紊
亂

，
它
並
不
是
純
粹
的
文
獻
彙
編
，
當
中
有
許
多
內
容
是
資
料
搜
索
和
剪
貼
的

結
果
，
各
輯
中
還
附
錄
了
相
當
篇
幅
的
學
者
論
文
。
我
們
不
難
理
解
它
所
以
如
此
的
原
因
，
多
年
的
戰
鬥
和
流
徙
造

成
許
多
文
獻
快
失
，
而
保
存
下
來
的
也
未
必
集
合

一
處
。
編
者
坦
言
，
《
馬
共
文
集
》
的
整
理
和
編
輯
工
作
並
不
簡

單
，
「
不
是
『
有
求
必
應
』
、
垂
手
可
得
的
」
鉤
。
總
的
來
說，這
些
文
獻
距
類
黨
史
的
性
質
甚
遠
，
但
它
們
卻
是
未

來
黨
史
生
產
過
程
中
至
為
重
要
的
參
考
及
引
用
材
料

。

無
序
何
嘗
不
是

一
種
秩
序
，
紊
亂
有
時
比
井
然
能
透
露
更
多

訊
息
，
研
讀
它
的
意
義
正
在
於
此
。

此
外
，
二
十

一
世
紀
出
版
社
也
積
極
出
版
其
他
書
籍
，
包
括
《
馬
泰
邊
區
風
雲
錄
系
列
》
(
四
輯
)
、
《
歲
月
留

痕
叢
書
系
列
》
(
五
輯
)
、
《
探
索
之
旅
叢
書
系
列
》
、
個
別
領
導
及
戰
士
回
憶
錄
、
小
說
、
畫
冊
等
等
。
馬
共
出
版

品
的
質
素
不
齊
，
但
《
十
年
叢
書
系
列
》
(
五
輯
)
的
出
版
卻
異
常
珍
貴
。

一
九
五
八
年
，
馬
共
為
紀
念
「
抗
英
民

族
解
放
戰
爭
十
周
年
于
在
部
隊
出
版
了

一
系
列
共
十
四
輯
的
《
十
年
》
叢
書
。
這
批
文
獻
經
過
將
近
一
甲
子
的
戰

火
歲
月
，
有
十

三
輯
保
存
下
來
，
只
有

一
輯
從
缺
，
今
由

二
十

一
世
紀
出
版
社
集
結
重
新
出
版
。

除
了
二
十
一
世
紀
以
外
，
坊
間
還
有
其
他
左
翼
背
景
的
出
版
社
也
加
入
充
實
書
肆
的
行
列
。
因
此
晚
近
十
年
，

以
中
文
為
媒
介
的
馬
共
/
左
翼
出
版
品
似
有
「
大
量
出
土
」
的
現
象
。

一
般
認
為
，
這
是
馬
來
西
亞
政
治
環
境
小
開

放
的
結
果
。
無
可
否
認
，
就
數
量
言
，
確
質
有
持
續
迅
速
成
長
之
勢
;
就
市
場
的
銷
路
言
，
也
充
份
反
映
出
老
左
們

的
熱
情
，
而
這
種
情
形

一
時
還
不
會
改
變
。
但
這
無
疑
也
是
危
機
所
在
:
如
果
「
大
量
出
土
」
的
文
獻
僅
可
「
內

銷
于
那
麼
很
可
以
預
見
，
這
不
是

一
個
拓
展
而
是
正
在
萎
縮
的
市
場
。

附錄二/馬來亞共產黨

川
口
根
據
黨
內
的
分
期
，
馬
共
將
黨
史
分
為
六
個
時
期

.. 

戰
前
地
下
鬥
爭
時
期
(

一
九
三
0
年
四
月
至
一
九
四

一
年
十
二
月
)
;
抗
日

戰
爭
時
期
(

一
九
四

一
年
十
二
月
至

一
九
四
五
年
八
月
)
;
戰
後
和
平
時
期
(

一
九
四
五
年
八
月
至

一
九
四
八
年
六
月
)
;
抗
英

民
族
解
放
戰
爭
時
期
(

一
九
四
八
年
六
月
至

一
九
五
七
年
八
月
)
;
國
內
權
命
戰
爭
時
期

(
一
九
五
七
年
九
月

至
一
九
八
九
年
十

二
月
)
;
和
平
民
主
鬥
爭
時
期
(

一
九
八
九
年
十

二
月
至
今
)
。

叫
“二
十

一
世
紀
出
版
社
編
輯
部
編
，
《
戰
前
地
下
鬥
爭
時
期
(

一
).. 

迎
黨
初
期
階
段

》
(
肯
隆
坡
:

二
十

一
世
紀
，
二
O

-
0
)
，

頁
…川
。

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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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
翼
文
獻
近
十
年
累
積
有
成

，
數
量
確
實
可
觀
。
仔
細
研
讀
文
本
，
不
難
發
現
它
們
在

一
個
可
允
許
的
範
間
內

相
互
駁
斥
、
暗
中
較
勁
。
我
樂
見
這
種
歧
異

，

它
代
表
多
元
，
同
時
也
是
一
種
內
部
的
對
話
。
非
主
流
也
有
其
「
主

流
論
述
」
'
作
為
更
邊
緣
者
觀
照
的
「
中
心
」
。
因
此
，
當
更
邊
緣
者
對
某
一
「
主
流
」
提
出
控
訴
時
，
對
話
甚
至

對
抗
便
可
望
達
成
。
換
句
話
說
，
當
其
他
陣
營
紛
紛
出
版
形
式
和
格
局
雷
同
的
文
獻
來
頑
頡
以
「
正
統
」
自
居
的
馬

共
中
央
派
，
儘
管
它
們
都
非
常
一
致
地
呈
現
了
論
述
破
碎
、
文
果
無
華
的
共
同
性
，
也
無
損
其
文
獻
價
值
。
而
更
令

人
動
容
的
是
，
即
使
它
們
當
中
許
多
是
思
路
紊
亂
、
時
序
斷
裂
、
敘
事
跳
躍
、
記
憶
定
格
的
短
篇
，
卻
都
是
凝
聚
了

某
個
人
的
青
春
和
生
命
所
譜
寫
成
的
。

誠
如
上
述
的
分
析
，
馬
共
在
出
版
方
面
的
表
現
非
常
積
極
，
多
年
探
索
的
經
驗
，
也
讓
他
們
越
發
自
信
了
。
但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
當
他
們
的
出
版
能
力
和
技
巧
越
純
熟

，

對
文
獻
傳
世
的
意
義
就
越
欠
缺
思
慮
;
為
了
與
時
間
競

賽

，
也
傾
向
量
和
速
度
的
增
大
，
而
忽
略
論
述
生
產
的
重
要
性
。
換
言
之
，
馬
共
及
其
他
左
翼
文
獻
的
論
述
性
不

夠
，
它
們
經
常
以
文
獻
匯
編
為
目
的
，
而
且
也
有
政
治
口
號
化
和
標
準
化
的
問
題
。
這
樣
的
文
獻
雖
有
抗
衡
的
動

機
，
卻
不
具
有
抗
衡
的
力
量
，
跟
學
術
研
究
也
沒
有
交
集
。
從
體
裁
、
篇
幅
，
以
及
大
部
份
文
獻
的
敘
事
內
容
看

，

馬
共
及
左
翼
陣
營
尚
停
留
在
「
敘
述
」
而
非
「
論
述
」
的
階
段
，
他
們
都
太
過
著
眼
於
記
錄
過
程
、
描
寫
細
節
、
分

辨
是
非

、

咬
定
立
場
、

爭
奪
正
統
。
在
這
個
過
程
中

，
他
們
彼
此
質
問
、
要
求
交
代
、
相
互
攻
訐
。
每
個
陣
營
乃
至

於
每
個
個
人
都
在
各
自
的
立
場
和
認
識
上

，

檢
視
自
己
的
歷
史
傷
痛
，
以
自
我
為
中
心

，

沉
溺
在
己
方
/
個
人
的
記

憶
中
而
看
不
見
其
他
人

，

甚
至
不
知
有
其
他
人
存
在
。
也
正
因
為
如
此

，

它
們
僅
能
以
「
小
歷
史
」
的
格
局
出
現
。

不
過
有
趣
的
是
，
馬
共
及
左
翼
並
不
認
同
「
小
歷
史
」
敘
事
。

三
、
文
學
.. 

罵
共
書
寫
的
「
馬
共
書
寫
」

一
九
九
0
年
代
以
來
的
「
馬
共
書
寫
」
出
現

一
項
重
大
突
破

，
即
由
馬
共
書
寫
的

「
馬
共
書
寫
」
紛
紛
出
版

了
。
事
實
上
，
馬
共
作
家
的
創
作
多
不
是
新
著
，
只
是
受
限
於
撰
寫
當
時
的
環
境
而
未
能
流
通
。
被
馬
共
尊
稱
為

「
人
民
文
學
家
」
的
已
故
作
家
金
枝
芒
所
撰
《
抗
英
戰
爭
小
說
選
》
(
二

O
O

四
)
幻
、
長
篇
《
飢
餓
》
(
二O
O

八
)
n和
《
烽
火
牙
拉
頂
》
(
二
。
一
一
)
刃
，
就
是
馬
共
在
戰
鬥
期
間
由
內
部
印
刷

、
傳
閱
的
讀
本
。
新
加
坡
出
生

的
賀
巾
是
另
一
位
重
要
的
馬
共
作
家
，
他
在
一
九
五0
至
一
九
六
0
年
代
初
發
表
的
作
品
，
今
均
收
入
在
《
賀
巾
小

說
選
集
》
(
一
九
九
九
)
川
的
，
其
中
包
含
當
時
備
受
好
評
的
〈
沈
郁
蘭
同
學
〉
、
〈
青
春
曲
〉
等
代
表
作
。
一
九
八

0

年
代
他
輾
轉
來
到
部
隊
，

開
始
寫
作
過
去
在
新
加
坡
從
事
地
下
活
動
的
故
事
，
集
結
收
入
在
《
崢
嶸
歲
月
》
(
一
九

九
九
)
鈞
。
他
的
長
篇
《
巨
浪
》
(
二
O
O

四
)
詢和
《
流
亡

》
(
二
O

一
一
)
則
是
馬
共
解
散
以
後
在
曼
谷
撰
寫
的

到
金
枝
芒
，

《
抗
英
戰
爭
小
說
選
》
(
吉
隆
坡.. 

二
十

一
世
紀
，

二
O
O
四
)
。

n

金
枝
芒
，
《
飢
餓
》
(
吉
隆
坡.. 

二
十
一
世
紀
，

二
O
O
八
)
。

幻
金
枝
芒
，
《
烽
火
牙
拉
頂
》
(
吉
隆
坡
:二
十

一
世
紀
，
二
O

一
一
)
。

刊
的
賀
巾
，
《
賀
巾
小
說
選
集
》
(
新
加
坡
.. 
新
華
文
化
，

一
九
九
九
)
。

釣
賀
巾
，
《
崢
嶸
歲
月
》
(
香
港
:
南
島
，

一
九
九
九
)
。

必
賀
巾

，

《
巨
浪
》
(
吉
隆
坡.. 
朝
花
，
二
O
O
四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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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著
，
分
別
為
紀
念

一
九
五
四
年
「
五

一
三
學
運
」
屆
滿
五
十
週
年
，
以
及
記
錄
本
人
在

一
九
六
0
至

一
九
七
0
年

代
流
亡
印
尼
的
生
涯
而
作
。

對
馬
華
文
學
稍
有
認
識
的
人
都
知
道
，
馬
華
作
家
在
現
實
主
義
傳
統
的
指
導
下
，
有
很
鮮
明
的
突
出
「
此
時
此

地
」
U

以
及
「
以
文
學
述
史
」
的
寫
作
動
機
和
使
命
。
雖
然
創
作
結
果
未
必
切
合
歷
史
的
軌
跡
，
但
論
者
不
能
忽
視

這
個
背
景
。
下
文
將
以
這
兩
位
馬
共
所
書
寫
的
「
馬
共
書
寫
」
為
例

，
淺
談
他
們
的
作
品
如
何
在
文
學
與
歷
史
之
間

相
互
滲
透
，
儘
管
都
有
政
治
意
識
型
態
的
包
袱
，
但
賀
巾
顯
然
比
金
枝
芒
更
有
意
識
地
抗
衡
純
粹
的
政
治
服
務
。

南洋人民共和國備忘錄

(
一
)
金
枝
芒

•• 

當
事
人
的
口
述
歷
史
、
宣
傅
與
創
作

金
枝
芒
無
論
是
其
人
其
文
，
都
是
馬
華
文
學
中
「
死
而
復
生
」
的
殊
例
。
金
枝
芒
本
名
陳
樹
英
，
一
九
三

0
年

代
到
馬
來
亞
教
書
，
戰
前
就
以
「
殷
枝
陽
」
、
「
乳
嬰
」
等
筆
名
活
躍
文
壇
，
戰
後
更
以
「
周
容
」

一
名
掀
起
了

「
馬
華
文
藝
獨
特
性
」
的
論
戰
。
但
隨
著

一
九
四
八
年
緊
急
狀
態
的
頒
佈
'
金
枝
芒
像
在
空
氣
中
蒸
發
了

一
樣
，
失

去
蹤
影
。
事
後
得
知
，
當
時
他
響
應
馬
共
號
召
參
加
武
裝
游
擊
戰
鬥
'
乃
名
符
其
實
的
「
軍
中
作
家
于
直
至

一
九

六
0
年
代
才
返
回
中
國
，
加
入
湖
南
「
革
命
之
聲
」
電
台
。

《
抗
英
戰
爭
小
說
選
》
收
入
的

三
篇
小
說
所
描
寫
的
故
事
，
從
馬
共
的
角
度
，
都
是
實
際
發
生
過
的
事
實
，
其

中
〈
烽
火
中
的
牙
拉
頂
〉
所
寫
的
更
是
馬
共
史
上
著
名
的
戰
役
詣
。
該
書
在
封
底
及
內
文
多
處
附
加
具
體
的
地
園
，

馬
共
方
面
表
現
出
「
述
史
」
的
意
圖
非
常
強
烈
。
編
者
在
序
中
指
出
，
來
到
邊
區
的
戰
士
們
知
道
「
周
力
」
(
金
枝

芒
)
同
志
要
把
霹
靂
和
吉
蘭
丹
州
戰
鬥
中
的
英
雄
事
蹟
記
錄
下
來
，
大
家
都
踴
躍
分

享
自
己
的
戰
鬥
經
歷
和
戚
受
，

成
用
文
字
或
用
口
述
提
供
給
作
者
"
。
曾
經
參
與
過
相
關
戰
役
的
戰
士
當
漢
添
'
在
日
後
回
憶
時
也
證
質
了
這

一

點
。
他
指
出
，

一
九
五
八
年
他
輾
轉
到
達
邊
區
，
在
北
馬
局
(
馬
共
在
泰
馬
邊
境
的
總
部
)
逗
留
的

一個
多
月
期

間
，
向

J
I責文
宣
的
周
同
志
介
紹
了
他
在
丹
霹
兩
州
的
戰
鬥
事
蹟
'
記
錄
成
冊
後
在
部
隊
油
印
出
版
，
供
邊
區
的
同

志
閱
讀
到
。
換
句
話
說
，
這
些
故
事
屬
於
馬
共
自
己
的
、
以
文
藝
形
式
呈
現
的
口
述
歷
史
採
集
，
儘
管
只
取
其
所

掃而
。

〈
烽
火
中
的
牙
拉
頂
〉
以
布
賴(2
-
3
)
周
圍
地
區
在
日
據
時
期
及
緊
急
狀
態
初
期
所
發
生
的
事
為
中
心
，
描

述
這
裡
的
人
民
如
何
支
持
馬
共
並
招
傑
各
種
劫
難
。
根
據

二
O
O
八
年
的
田
野
資
料
訓
，
故
事
的
核
心
人
物
，
包
括

幻

一
九
四
七
年
底
，
馬
共
作
家
金
枝
芒
(
周
容
)
在
《
戰
友
報
》
發
表
〈
談
馬
華
文
藝
〉
一
文

，
與
以
胡
愈
之為
首
的
一批
南
來

文
人
掀
起
了
一
場
「
馬
華
文
學
獨
特
性
」
的
論
戰
。

甘
心
一
九
四
八
年
七
月
，
馬
共
的
游
擊
隊
攻
陷
話
望
生
(
。

E
Z
z
m
g
∞)
警
察
局
，
宣
布
「
解
放
」
該地
區
。
但他
們
的
勝
利
只
維

持
了
約
五
天
，
因
英
國
援
軍
大
批
進
駐
而
撤
退

。
牙
拉
頂
位
於
話
望
生
約
十
公
里
外
的
地
方
，
靠
近
更
為
人
所
熟
知
的
而
恥

(
2
-
2

)
地
區
。

m
u方
山
，
〈
寫
在
前
面
|
|
悼
念
金
枝
芒
老
前
輩
逝
世
十
六
周
年

〉
，
收
入
金
技
芒
，
《
抗
英
戰
爭
小
說
選
》
'頁
九
。

到
這
些
冊
子
後
來
出
版
成

一
系
列
的
《
十
年
》
。
所
謂
「
十
年
于
意
即
自

一
九
四
八
年
緊
急
狀
態
以
來
的
卡
年
「
抗
英
戰
爭
」
。
見

曾
漢
、
添
'
〈
轉
戰
邊
區
〉
'

(
漫
漫
林
海
路
》
(
香
港.. 

見
證
'
二
O
O
三
)
，
頁
一
四
五
l
凹
六
。

到
這
部
份
的
田
野
資
料
，
由
曾
在
此
執
行
田
野
工
作
的
陳
丁
輝
博
士

(d
=
→g
m
E
Z)
提
供
，
特
此
致
謝。
同ht
z
z
m
m
d
口

Z
O
E

z
z
g
d
g
已
可
呵
。
可
-
m
d
z
n
g
o
Q
O

士
z
n
歪
曲
一
詛
咒
且
已
開

g
m
a
ga
(
一
句
皂
，8)﹒
→
古
的
阻
的
仰
。
『

F
E
r
-
-
h
e
-
8
2
.
(

按
旦
這
又
失



眾
戰
士
和
走
狗
「
唐
嚴
」
的
角
色
，
都
有
其
人
，
而
且
情
節
與
口
述
採
集
所
得
相
當
接
近
。
但
金
枝
芒
作
為

一
名
共

產
黨
員
，
其
創
作
肩
負
教
育

、
宣
傳

、
鼓
舞
士
氣
的
責
任
。
為
了
達
到
指
導
和
激
勵
戰
士
的
功
能，
作
者
讓
戰
士
從

容
就
義
、
讓
群
眾
慷
慨
犧
牲

、
讓
走
狗
面
目
揮
揮

、
讓
官
兵
人
面
獸
心
。
這
種
極
忠
極
奸
的
人
物
設
計
，
原
是
革
命

文
學
中
很
常
見
的
，
但
令
人
費
解
的
是，
文
中
對
參
與
該
戰
役
者
，

其
盲
從
、
好
鬥
、
無
紀
律
、
形
同
烏
合
方
面
的

描
寫
，
似
乎
也
無
所
保
留
，
透
露
了
馬
共
局
部
的
乃
至
於
整
體
的
困
境
與
侷
限
。

事
實
上
在
馬
共
的
鬥
爭
史
上
，
我
們
對
這
類
沒
有
對
策
的
戰
鬥
並
不
陌
生
。
因
此
，
金
枝
芒
雖
忠
於
現
實
主
義

一教
誨
，
卻
跟
他
自
己
提
出
的
有
作
用
、
有
力
量
、
真
正
服
務
於
人
民
鬥
爭
的
文
藝
，
是
「
必
然
和
『
此
時
此
地
』
的

-

政
治
鬥
爭
，
從
配
合
發
展
到
結
合
」
泊
的
主
張
結
合
不
起
來
，
反
而
與
他
處
理
女
性
被
強
暴
的
情
節
更
能
呼
應
。
在

他
筆
下
，
女
性
身
受
的
殘
害
過
於
粗
糙
及
粗
暴
，
似
乎
是
為
了
激
怒
男
性
，
或
以
此
激
發
已
被
激
怒
了
的
戰
士
/
男

人
的
戰
鬥
力
，
來
達
到
另

一
種
動
員
效
果
。
這
使
作
者
亦
自
陷
於
「
施
暴
者
」
的
強
勢
位
置
，
既
消
費
了
女
性
身

體
，
也
不
具
文
學
實
質
。

《
飢
餓
》
則
是
金
枝
芒
名
留
馬
華
文
學
史
的
力
作
衍
。
如
果
這
部
在

一
九
六
0
年
只
能
以
手
抄
油
印
、
內
部
流

通
的
作
品
沒
有
被
重
新
編
印
出
版
，
今
天
還
知
道
它
存
在
的
，
可
能
只
剩
下
作
者
正
在
凋
零
中
的
昔
日
戰
友
了
。

《
飢
餓
》
是
一
部
細
描
死
亡
的
長
篇小
說
，

一
度
因
為
不
利
於
士
氣
而
停
止
傳
閱
。
《
飢
餓
》
和
〈
烽
火
中
的
牙
拉

頂
〉
一
樣
是
口
述
資
料
採
集
的
成
果
，
但
令
人
意
外
的
是
，
《
飢
餓
》
的
架
構
、
筆
觸
或
文
字
，
遠
比
〈
烽
火
中
的

一
牙
拉
頂
〉
成
熟
、
流
暢
、
有
說
服
力
，
使
其
文
學
性
很
稀
罕
地
凌
駕
於
歷
史
和
宣
傳
的
意
義
。
在
小
說
中
，
金
枝
芒

為
了
讓
支
由
十
五
人
(
包
括

一
名
初
生
嬰
兒
)
組
成
的
小
隊
最
後
犧
牲
剩
下
五
人
，
花
了
四
百
多
頁
的
篇
幅
利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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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
達
至
少
七
至
八
個
月
的
時
間
把

他
們

二
致
死
。
作
者
似
乎
是
把
他
所
知
道
的

一
切
關
於
覓
食
的
危
機
和
在
飢
餓

中
掙
扎
瀕
死
的
面
貌
全
都
寫
進
了

一
部
小
說
裡
'
所
以
受
難
者
必
須

一
個

一
個
接
組
死
亡
，
而
不
是
更
接
近
事
實
的

集
體
餓
斃
。
我
們
雖
然
不
知
道
作
者
捨
棄
常
見
的
以
「
歷
史
事
件
」
為
藍
本
的
創
作
手
法
，
改
採
文
學
性
更
濃
厚
的

死
亡
描
寫
的
動
機

，
但
他
筆
下
所
記
錄
的
死
亡
案
例
似
都
有
所
根
據
，
是
口
述
歷
史
，
也
是
戰
友
們
親
身
經
歷
的
磨

一
難
和
考
驗
M
'

雖
然
不
無
選
擇
性
書
寫
。
這
是
文
學
與
歷
史
互
為
滲
透
的

一
種
表
現
。
即
使
死
亡
本
身
不
是
事
件
只

一

是
細
節
，
但
《
飢
餓
》
的
死
亡
情
節
實
在
太
過
具
體

、
太
過
詳
盡
，
也
太
過
深
刻
了

。
金
枝
芒
如
此
竭
力
盡
職
地
記

錄
死
亡
，
已
相
當
於
把

一
場
進
行
中
的
革
命
歷
史
凝
固
在
創
作
之
中
。

h
o
a
b
~
L
F
h
H
h
n
H

叫
阿
迫
切
。EH
E白b
h之
斗
，z
b
w〈
﹒
M
J可
(
M。
-
M
)
﹒
∞
辛
，
三
心
。

立
周
容
，
〈
論
馬
華
文
藝
〉
'
《
戰
友
報
》
'

一
九
四
七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六
日

;
收
入
朱
齊
英
編
，

《
馬
來
亞
民
族
運
動
史
料
選
輯

(
上
、

下
)
》
(
吉
隆
坡
:

馬
來
亞
勞
工
黨
黨
史
工
委
會
，

二
O
O
九
)
，

頁
二
八
O
|

六
六
。

們
必
黃
錦
樹
認
為
《
飢
餓
》
的
文
學
筆
觸
超
越
了
宣
傳
。
莊
擎
輿
則
暗
示
《
飢
餓
》
可
以
填
補
經
典
缺
席
的
空
洞
。
見
黃
錦
樹
，
〈
最

後
的
戰
役
|
|
論
金
枝
芒
的
《
飢
餓
忌
，
頁
七
O

|

七
七
;
莊
華
興
，
〈
從
失
蹤
到
失
憶
|
|
以
郁
達
夫
和
金
枝
芒
為
例
探
討
馬

華
文
學
的
存
在
之
議
〉

'

宣
讀
於
「
歷
史
與
記
憶
|
|
中
國
現
代
文
學
國
際
研
討
會
」
(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

二
O
O
七
年

一
月
四

|

六
日
)
。

U
M曾
漢
添
的
文
章
和
《
飢
餓

》
的
情
節
有
很
多
「
似
曾
相
識
」
之
處
，
文
巾
他
也
捉
到
的
鬥
向
金
枝
芒
鬥
述
f

艱
難
的
雨
林
戰
門
生

活
。

見
當
漠
添
﹒

〈
轉
戰
邊
區
〉
，
頁
九

二
l

一
五
五
;

另
一
方
面
，
准
有
也
在
田
野
中
收
集
到

父
母
親
手
拉
盟
的
故
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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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賀
巾•• 

當
事
人
，
新
加
坡
的
左
翼
經
驗

相
較
於
金
枝
芒
被
奉
為
「
人
民
文
學
家
」
的
地
位
，
賀
巾
在
馬
共
內
部
卻
未
得
到
特
別
的
推
崇

。
事
實
上
賀
巾

早
在
一
九
五
0
年
代
就
是
馬
華
文
壇
頗
負
盛
名
的
左
翼
作
家
，
其
作
品
〈
青
春
曲
〉
和
〈
沈
郁
蘭
同
學
〉
(
以
「
韋

嘉
」
為
筆
名
)
均
描
寫
中
學
生
參
與
活
動
的
情
形
，
前
者
近
似
中
國
左
翼
文
學
中
的
「
成
長
小
說
于
在
當
時
很
受

歡
迎
。
賀
巾
本
名
林
金
泉
，
是
土
生
土
長
的
新
加
坡
人
，
他
創
作
的
題
材
自
然
也
圍
繞
著
生
活
和
地
方
經
驗
，
因
此

我
們
讀
到
有
別
於
其
他
描
寫
武
裝
戰
鬥
的
「
馬
共
書
寫
于
因
為
新
加
坡
的
左
翼
活
動
有
其
環
境
侷
限
，
沒
有
武
裝

的
條
件
，
但
工
運
和
學
運
卻
異
常
活
躍
。

賀
巾
的
創
作
即
反
映
了
這
樣
的
新
加
坡
經
驗
。
他
的
作
品
，
不
論
是
早
期
從
事
地
下
活
動
的
階
段
或
晚
近
重
返

社
會
以
後
，
即
使
是

一
九
八
0
年
代
在
部
隊
期
間
，
也
都
洋
溢
著
青
春
的
氣
息
。

他
筆
下
的
人
物
多
是
來
自
不
同
階

層
的
學
生
和
工
人
，
他
們
熱
情
、
羞
澀
、
幼
稚
、
情
竇
初
開
，
對
人
生
的
價
值
戚
到
困
惑
，
對
社
會
國
家
的
前
途
凰

到
憂
心
，
學
習
成
熟
又
不
失
莽
撞
，
經
常
在
憎
懂
中
萌
生
愛
情
，
復
在
理
想
之
下
受
阻
，
或
彌
堅
。
這
些
青
澀
知
性

的
男
女
學
生
的
人
格
特
質
，
在
彼
此
間
互
相
影
響
，
同
時
也
歐
蒙
他
人
。

《
巨
浪
》
的
故
事
描
寫

一
九
五
0
年
代
新
加
坡
的
華
校
生
，
在
共
產
黨
地
下
組
織
的
影
響
下
，
發
起
反
對
「
民

眾
服
務
法
令
」
(
Z旦
。
E
r
2
5
E
C

泊
、
「
反
黃
運
動
」M
以
及
反
殖
鬥
爭
的
故
事
。
作
者
清
楚
表
明
人
物
純
屬

虛
構
，
且
為
了
不
拘
泥
於
歷
史
事
實
而
再
三
修
改
。
話
雖
如
此
，
小
說
並
沒
有
脫
離
歷
史
的
情
境
和
脈
絡
，
仍
按
照

現
實
主
義
文
藝
的
條
件
進
行
創
作
。
《
巨
浪
》
之
前
的
作
品
集
《
崢
嶸
歲
月
》
裡
收
入
的
多
篇
小
說
，
都
是
悼
念
亡

友
而
作
，
自
承
近
乎
紀
實
。
同
書
名
的
〈
崢
嶸
葳
月
〉

一
文
更
是
「
真
有
統
括
我
們
這

一
代
人
的
含
意
」
，
而
其
中

人
物
，
「
都
還
健
在
」
衍。
〈崢
嶸
歲
月
〉
描
寫
的
是
當
年
參
加
學
運
的
伙
伴
們
，
經
過
將
近
四
十
年
後
重
聚
，
回
顧

人
生
也
慨
嘆
時
代
的
故
事

。
這
些
在
故
事
中
「
都
還
健
在
」
的
人
物
，
全
部
又
出
現
在
《
巨
浪
》
裡
了
。
賀
巾
希
望

讀
者
不
要
對
號
入
座
，
所
以
特
別
澄
清
，
卻
徒
勞
無
功
，
因
為
問
題
不
在
「
虛
構
」
而
在
「
寫
實
于
即
使
對
反
面

人
物
的
描
述
也
竭
盡
「
寫
實
」
的
責
任
。
賀
巾
創
作
可
以
用

一
個
「
質
」
字
道
盡

|
l

他
遵
循
「
寫
實
」
主
義
、
創

作
「
紀
實
」
文
學
，
也
尊
重
「
史
實
」
根
據
。
他
不
是
沒
有
掙
扎
過
，
對
黨
內
的
批
評
，
他
肯
定
也
有
所
覺
察
，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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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

一
九
五
四
年
，
殖
民
政
府
頒
佈
「
國
民
服
役
法
令
」
'
規
定
在
馬
來
亞
及
新
加
坡
出
生
的
十
八
至
二
十
歲
男
性
需
登
記
入
伍
。
此

舉
引
起
華
社
反
彈
，
警
校
生
(
特
別
是
超
齡
生
)
以
求
學
為
自
要
求
免
役
，
於
五
月
十三
日
前
往
總
督
府
請
顱
，
結
果
與
警
方

暴
發
衝
突
，
造
成
四
十
八
名
學
生
被
捕
，
約
五
十
至
六
十
人
受
傷
，
是
為
「
五一
三
事
件
」
。
是
夜
，
超
過
千
名
學
生
集
合
在
中

正
中
學
，
抗
議
政
府
對
學
生
施
暴
。
經
中
華
總
商
會
居
中
協
調
，
學
生
獲
釋
，
而
總
商
會
也
限
於
壓
力
，
宣
佈
提
前
放
假
以
解

散
學
生
。
但
學
生
於
六
月

二
日
軍
返
校
園
展
開
另

一
搜
集
中
，
直
到
教
育
部
惘
言
關
閉
學
校
，
整
個
反
對
運
動
才
於
六
月二
十

四
日
宣
告
結
束
。
詳
見
:
陳
仁
貴
等
編
，
《
情
繫
五

三
二
:

一
九
五
零
年
代
新
加
坡
華
文
中
學
學
生
運
動
與
政
治
變
革
》
(
吉
隆

坡
:

資
訊
策
略
研
究
中
心
，
二
O

一
一
;
E
z
m
o
z
g吋
阻
且
叩
門
口
﹒
且u
M
d問
足
是
已

G
S
肉
、2
2
.
3

而
g
s
g

向
豈
是

r
h
r
r
o
o
r

h
h
E
g
h
h
h
s
m蓮問
Z
H
G
足
，
白
詛
怕
是
。
這
E
E
H
h
a
s
h
p咱
這

M
C
h
(
2
s

-5
個
古
草
旦
河
P
N
O
二
)
。

狗

一
九
五
三
年
十
月
十
二
日
，
十
六
歲
的
女
學
生
莊
玉
珍
在
珍
珠
山

(
2
旦
旦
三
距
離
警
察
局
不
遠
的
地
方
遇
害
。
這
宗
姦
殺
案

震
驚
新
加
坡
社
會
，
華
校
生
組
織
起
來
將
原
來
已
經
存
在
的
「
反
黃
」
呼
聲
推
向
高
潮。「
反
黃運
動
」
的
主
旨
為
打
擊
「
黃
色

文
化
」
'
反
對
美
日
電
影

、
色
情
書
報
、
歌
台
表
演
、
脫
衣
舞
團
等
麻
醉
和
奈
害
群
眾
的
「
黃
色
文
化
」
的
產
物
。

們
叫
賀
巾
，
〈
前苦
思
，
《
崢
嶸
歲
月
》
，
頁

一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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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他
堅
信.. 
「
這
是
史
實
，
總
得
面
對
!

」
到

一
賀
巾
的
另

一
部
長
篇
《
流
亡
》
可
以
說
是
《
巨
浪
》
的
續
篇

，
故
事
描
寫
兩
名
青
年
學
生
經
過

一
九
五
0
年
代

一的
運
動
浪
潮
後
，
因
相
知
相
愛
而
結
合
，
並
在

一
九
六
0
年
代
新
加
坡
地
下
環
境
越
發
惡
劣
之
際

，

經
由
組
織
安

一
排
，
輾
轉
偷
渡
到
印
尼
，
從
此
展
開
長
達
十
幾
年
的
流
亡
生
涯
。
他
們
在
印
尼
過
著
隱
姓
埋
名
的
生
活
，
在
蘇
門
答

一臘
沿
岸
城
鎮
、
海
島
教
書
，
留
意
海
上
活
動
，
試
圖
開
通
偷
渡
到
馬
來
西
亞
的
路
線

。

一

日
子
過
得
很
平
靜
，
他
們
苦
候
組
織
的
消
息
，
但
組
織
似
乎
已
遺
忘
了
他
們
。
如
果
不
再
堅
持
，
便
可
以
過
上

一
尋
常
人
家
的
生
活
，
但
他
們
卻
沒
有
放
棄
尋
找
組
織
。
終
於
他
們
跟
組
織
聯
繫
上
了
，
調
派
回
雅
加
達
，
隨
行
還
有

一三
名
子
女

。
這
是
黨
與
家
的
分
水
嶺
，
因
為
要
革
命
得
先
「
破
家
了

一
家
五
口
開
始
過
著
集
體
生
活
，
雖
同
住

一

一屋
詹
下
，
但
孩
子
「
歸
公
于
由
組
織
派
員
教
養
，
並
改
稱
父
母
為
「
叔
叔
」
、
「
阿
姨
」
。
大
人
們
也
陸
續
面
對

一

一
被
接

一
渡
的
整
風
。

一

賀
巾
以
自
己
和
妻
子
為
男
女
主
人
公
的
原
型
，
小
說
中
的
許
多
其
他
人
物
的
身
份
也
呼
之
欲
出
。
《
流
亡
》
跟

一《
巨
浪
》

一
樣
，
充
份
地
體
現
了
現
實
主
義
的
文
藝
路
線
，
其
寫
實
程
度
甚
至
造
成
部
份
黨
內
人
士
對
他
有
所
微

一詞
，
認
為
他
好
發
牢
騷
，
把
個
人
的
委
屈
轉
移
到
作
品
中
，
人
物
刻
劃
頗
有
針
對
性
，
有
投
射
對
象
，
特
別
是
將
全

一
體
的
缺
失
集
中
在
某
角
色
人
物
身
上
，
擴
大
其
負
面
形
象
。
內
部
的
批
判
必
然
有
其
「
根
據
?
但
有
意
思
的
是
，

一
這
種
駁
斥
不
但
無
損
於
作
品
的
「
寫
實
」
價
值
，
反
而
更
說
明
了
某
種
「
實
況
」
。
歷
史
與
文
學
交
纏
的
趣
味
，
於

焉
現
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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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
結
馬
共
歷
史
，
有
意
義
的
文
本

一

過
去
很
長

一
段
時
間
，
在
「
大
歷
史
」
的
既
定
框
架
和
期
待
下
，
馬
共
作
為
政
治
史
以
外
的
其
他
可
能
性
被
壓

-

縮
或
被
排
除
了
。
當
然
，
這
不
是
馬
共
單
方
面
的
問
題
，
學
界
對
馬
共
歷
史
的
關
心
也
集
中
在
政
治
相
關
課
題
。
某

一
種
對
「
大
歷
史
」
的
傾
斜
和
執
迷
，
使
得
馬
共
未
能
著
眼
於
微
，
兼
容
「
小
歷
史
」
的
視
野。
然
而
弔
詭
的
是
，
馬

一共
一
方
面
追
求
「
大
歷
史
」

書
寫
，
本
身
卻
更
多
地
生
產
「
小
歷
史
」
文
獻

1

他
們
面
對
極
其
嚴
重
的
論
述
瓶

一頸
，
在
很
大
程
度
上
處
於
形
而
下
的
「
敘
述
」
層
次
。

一

事
實
上
在
我
看
來
，
任
何
文
獻
都
是
有
意
義
的
本
文
，
包
括
剪
貼
成
拼
布
般
的
文
集
資
料
，
以
及
將
個
人
的
生

一
命
經
歷
夾
纏
在
文
字
中
的
文
學
創
作
。
正
因
為
其
論
述
能
力
不
足
，
馬
共
的
焦
慮
才

一
目
了
然
，
真
實
得
無
法
掩

一
蓋
。
這
讓
我
更
加
確
認
，
「
大
寫
」
的
政
治
史
框
架
沒
有
辦
法
應
付
歷
史
的
實
際
狀
況
，
馬
共
的
面
貌
顯
然
比
政
治

一視
野
所
可
以
包
含
的
範
圍
更
宏
大
更
複
雜

。
然
而
「
大
歷
史
」
排
擠
了
其
他
歷
史
主
體
(
如
女
性
、
基
層
、
地
下
成

一
員
、

一
般
戰
士
、
民
運
、
群
眾
等
)
和
主
題
(
如
性
別
實
踐
、
區
域
差
異
、
社
會
生
活
、
庶
民
記
憶
、
森
林
作
戰
、

一
飲
食
與
求
生
技
術
等
)
的
介
入
，
而
這
些
主
體
和
主
題
恰
恰
是
組
合

一
幅
馬
共
歷
史
拼
圓
的
必
要
條
件
。

一

馬
共
對
歷
史
學
者
寄
於
厚
望
，
頻
頻
表
示
馬
共
與
其
他
左
翼
文
獻
的
彙
編
及
出
版
，
乃
為
學
術
鋪
墊
，
呼
籲
學

一
者
為
他
們
走
過
的
足
跡
作
出
公
允
的
評
論
和
總
結
。
然
而
，
馬
共
及
廣
大
的
左
翼
陣
營
其
實
還
沒
有準
備
好
開
誠
面

329 

到
賀
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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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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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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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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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歷
史
，
因
為
他
們
對
歷
史
學
者
的
期
望
並
非
無
條
件
開
放
的
。
相
反
的
，
他
們
執
著
於
各
自
的
框
架
，
不
接
受
自

我
設
定
以
外
的
結
論
|
|
「
別
人
」
的
結
論
。
然
而
左
派
本
身
也
沒
有
「
自
己
」
的
共
識
，
因
為
他
們
根
本
不
是

一

個
整
體
，
並
且
彼
此
看
不
見
他
人
的
存
在
。

這
一
直
是
問
題
的
癥
結
，
如
果
馬
共
及
左
翼
陣
營
未
能
意
識
到
這

一
點
，
更
具
開
放
性
，
這
種
情
況
延
宿
愈

久
，
恐
怕
愈
不
利
於
在
這
場
反
殖
建
國
鬥
爭
中
爭
取
到
應
有
的
歷
史
位
置
和
應
得
的
歷
史
結
論
。
我
以
「
馬
共
作
為

性
別
史
」
的
視
野
來
探
索
另

一
種
可
能
性
，
讓
更
多
個
體
被
納
入
論
述
的
框
架
，
讓
更
多
面
貌
被
包
含
在
內
，
是一

個
新
的
嘗
試
。
而
黃
錦
樹
老
師
則
另
闖

一
條
文
學
的
路
徑
，
用
他
獨
特
的
幽
默
、

一
貫
的
自
我
、
攔
也
攔
不
住
的

「
頑
劣
」
、
有
文
獻
基
確
的
背
景
、
真
假
難
辨
的
佈
局
、
天
馬
行
空
的
奇
想
，
把
他
對
「
馬
址
(
」
的
想
像
轉
化
為

一

則
又

一
則
的
故
事
。
我
作
為
馬
共
歷
史
研
究
者
，
每
讀
他
的
小
說
，
對
他
這
種
「
無
法
無
天
」
的
「
惡
搞
」
很
是
不

安
。
他
邀
我
供
稿
時
，
我
猶
豫
了

一
下
，
但
簡
短
的
對
話
後
，
我
便
答
應

。

其
賀
他
是
用
他
自
己
的
方
式

.. 

「
想
借

文
學
把
馬
共
整
個
帶
進
馬
華
文
學
史
，
讓
它
變
得
不
可
忽
略
。
」

我
們
談
到
「
閱
讀
馬
共
」
。
我
和
錦
樹
老
師
有
不
同
的
閱
讀
方
式
，
我
讀
是
有
畫
面
的
，
有一
張
張
戰
士
的

臉
，
而
他
讀
僅
限
於
文
字
，
戰
士
也
只
是
文
本
。
歷
史
學
者
和
小
說
家
雖
不
相
同
，
但
想
要
把
各
自
的
「
馬
共
」
放

進
專
業
領
域
的
企
間
與
議
程
卻
是

一
致
的
。

黃
錦
樹
燒
芭
是
出
了
名
的
，
請
您
放
輕
鬆
'

一
笑
置
之
。

潘
婉
明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歷
史
系
畢
業
，
國
立
暨
南
國
際
大
學
歷
史
學
研
究
所
碩
士
，
新
加
坡
國
立
大
學
中
文
系
博

士
候
選
人
，
著
有
《
一
個
新
村
，
一
種
華
人
。

... 

重
建
馬
來
(
西
)
亞
華
人
新
村
的
集
體
回
憶
》

。

本
文
根
據
作
者
進
行
中
的
博
士
論
文
及
以
下
兩
篇
已
發
表
文
章
剪
裁
、
修
訂
而
成
，
特
此
註
明

.. 

〈
馬
來
亞
共
產
黨

史
的
生
產
與
問
題
〉
'
《
人
間
思
想
》
夏
季
，
號
第
一
期

(
4
-
O一
二
年
八
月
)
，
頁
一
五
五

|

六
九
;
〈
文
學
與
歷
史

的
相
主
滲
透
|
|
「
馬
共
書
寫
」
的
類
型
、
文
本
與
評
論
〉
'
收
入
徐
秀
慧
等
主
編
，
《
從
近
現
代
到
後
冷
戰

.. 

亞
洲

的
政
治
記
憶
與
歷
史
敘
事
》
(
台
北

•• 

里
仁
，
二

O

一
一
)
，
頁
四
三
九
|

七
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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