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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藍
天
再
現
的
歷
史
使
命
與
當
前
任
務

─
─

請
馬
政
府
從
道
統
、
正
統
出
發
，
走
向
「
和
合
」
的
「
台
灣
新
生
」

李
發
強

一
、
前　

言

台
灣
是
一
個
令
人
喜
愛
的
美
麗
之
島
，
也
是

一
個
叫
人
困
惑
的
不
安
社
會
。
四
百
年
來
的
歷
史
發

展
，
這
裡
充
滿
喜
怒
哀
樂
與
恩
怨
情
仇
。
在
當
前
強

鄰
環
伺
下
，
台
灣
在
理
想
與
現
實
的
嚴
重
挑
戰
下
，

究
應
何
去
何
從
，
正
急
切
期
待
真
正
愛
台
無
私
，
有

德
有
智
的
賢
者
，
作
出
歷
史
的
貢
獻
。

二
、
藍
天
再
現
，
考
驗
馬
蕭

去
︵
二○

○

八
︶
年
三
月
，
總
統
改
選
，
泛
藍

馬
蕭
，
面
對
貪
腐
的
阿
扁
政
權
，
向
選
民
宣
示
﹁
台

灣
向
前
行
，
台
灣
一
定
贏
﹂
的
決
心
；
主
張
﹁
不

統
、
不
獨
、
不
武
﹂
維
持
現
狀
；
要
﹁
找
回
台
灣

倫
理
、
正
義
、
公
平
的
核
心
價
值
﹂
；
要
﹁
重
建
平

和
、
理
性
、
的
社
會
風
氣
﹂
；
要
台
灣
回
到
﹁
安
居

樂
業
﹂
；
要
﹁
重
振
台
灣
的
經
濟
實
力
﹂
、
﹁
確
保

台
灣
的
尊
嚴
﹂
；
並
提
出
﹁
六
、
三
、
三
﹂
的
經
濟

遠
景
和
十
二
項
的
愛
台
建
設
。

選
舉
結
果
，
馬
蕭
人
氣
，
如
日
中
天
，
獲
得
空

前
勝
利
。
國
民
黨
勝
而
不
驕
，
不
開
香
檳
，
不
噴
彩

帶
，
衹
﹁
從
感
恩
出
發
，
從
謙
卑
做
起
﹂
，
要
﹁
完

全
負
責
，
全
面
執
政
﹂
。
選
民
相
見
，
都
以
﹁
恭

喜
﹂
互
賀
；
中
共
也
不
例
外
的
示
好
，
說
是
兩
岸
和

解
的
﹁
歷
史
機
遇
﹂
。

五
月
廿
日
，
總
統
就
職
，
中
外
嘉
賓
雲
集
，

筆
者
亦
應
邀
觀
禮
。
馬
總
統
以
﹁
人
民
奮
起
，
台
灣

新
生
﹂
為
題
，
發
表
動
人
演
說
。
重
申
﹁
不
統
、
不

獨
、
不
武
﹂
的
決
心
；
強
調
﹁
中
華
民
國
與
台
灣
命

運
一
體
﹂
；
﹁
要
在
中
華
民
國
憲
法
之
下
新
生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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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
﹂
。
他
特
別
感
謝
選
民
，
對
他
這
位
﹁
戰
後
移
民

的
新
台
灣
人
﹂
的
接
納
。
說
到
激
動
處
，
使
每
位
觀

禮
者
拍
紅
了
手
掌
心
，
也
頻
頻
揩
拭
激
動
的
眼
淚
，

使
場
內
場
外
，
充
滿
著
﹁
中
興
在
望
﹂
的
感
覺
。

但
是
民
意
如
流
水
，
曾
幾
何
時
，
當
馬
總
統

正
式
就
任
後
，
面
對
前
政
府
貪
腐
的
亂
攤
子
，
油
價

高
漲
，
世
界
經
濟
不
景
氣
，
台
灣
連
連
的
颱
風
災

害
，
劉
內
閣
人
事
未
如
民
意
，
馬
總
統
又
說
﹁
三
不

用
﹂
，
即
﹁
功
臣
不
用
，
民
代
不
用
，
縣
市
長
不

用
﹂
﹂
，
且
要
延
用
黨
外
人
士
如
賴
幸
媛
、
沈
富

雄
、
張
俊
彥
等
。
要
站
在
第
二
線
問
政
。
又
不
斷

傳
出
府
院
黨
及
高
層
人
士
之
間
的
不
協
調
。
又
說

﹁
六
、
三
、
三
﹂
經
濟
計
劃
，
要
到
第
二
任
才
能
實

現
等
。
尤
其
選
民
渴
望
能
立
竿
見
影
的
興
利
除
弊
，

也
未
見
表
現
。
在
一
片
不
滿
下
，
媒
體
批
評
不
斷
；

國
之
大
老
如
王
公
作
榮
等
，
不
斷
投
書
批
評
、
建

言
，
說
博
士
內
閣
，
是
博
而
不
士
的
半
截
博
士
。
民

意
支
持
度
，
由
百
分
之
六
十
六
，
降
到
二
十
三
。
頓

使
人
心
對
﹁
藍
天
再
現
﹂
、
﹁
台
灣
新
生
﹂
的
信

心
，
降
至
谷
底
。
部
份
人
民
認
為
簡
直
就
是
﹁
阿
扁

無
恥
，
英
九
無
能
，
人
民
無
奈
﹂
，
去
掉
一
個
壞
總

統
，
又
來
了
一
個
笨
總
統
！

由
於
﹁
天
下
興
亡
，
匹
夫
有
責
﹂
，
筆
者
係
年

逾
八
十
，
旅
台
六
十
餘
年
的
外
省
平
民
。
長
期
以

來
，
我
以
﹁
遺
民
世
界
﹂
的
﹁
創
格
完
人
﹂
自
許
關
心

國
事
。
過
去
曾
為
大
專
學
生
，
主
辦
過
三
民
主
義
、

國
學
、
台
灣
史
蹟
研
究
會
多
年
並
參
予
民
族
精
神
教

育
及
愛
國
思
想
教
育
。
如
今
面
對
此
局
，
很
是
憂

心
，
幸
從
﹁
國
是
評
論
﹂169

期
中
，
看
到
國
立
台
灣

師
大
，
也
是
本
省
學
者
林
安
梧
教
授
的
大
作
：
﹁
保

台
灣
以
存
中
國
文
化
之
道
統
，
存
中
國
文
化
之
道
統

以
保
台
灣
﹂
。
並
首
從
聯
合
報
上
看
到
慈
濟
的
證
嚴

法
師
﹁
和
與
合
﹂
的
專
論
，
令
我
彷
彿
又
看
到
﹁
台
灣

新
生
﹂
的
新
希
望
。
因
此
激
使
我
撰
述
﹁
藍
天
再
現

的
歷
史
使
命
與
當
前
任
務
﹂
。
希
望
馬
政
府
能
從
道

統
、
正
統
出
發
，
走
向
﹁
和
合
﹂
的
﹁
台
灣
新
生
﹂
。

三
、
藍
天
再
現
的
歷
史
使
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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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
統
中
國
本
是
一
個
文
化
大
國
，
不
幸
在
近
代

中
國
，
遭
遇
中
英
鴉
片
戰
爭
、
中
日
甲
午
戰
爭
等
，

使
中
國
成
為
列
強
的
次
殖
民
地
，
民
族
信
心
，
喪
失

殆
盡
。
幸
有
國
父
孫
中
山
先
生
，
上
承
中
國
五
千
年

的
道
統
文
化
，
下
接
清
代
政
權
，
創
建
正
統
的
中
華

民
國
。
但
在
對
日
抗
戰
勝
利
之
後
，
國
父
的
三
民
主

義
又
在
西
方
資
本
主
義
和
蘇
俄
共
產
主
義
的
夾
擊

下
，
失
去
政
權
。
退
守
台
灣
後
，
又
受
到
﹁
乞
丐
趕

廟
公
﹂
的
侮
辱
。
同
時
我
們
必
能
記
得
，
毛
澤
東
為

實
現
共
產
主
義
，
不
惜
製
造
十
年
浩
劫
的
文
化
大
革

命
，
批
孔
揚
秦
，
想
為
孔
子
穿
上
馬
克
斯
的
外
衣
，

似
不
順
利
。
後
來
幸
有
鄧
小
平
先
生
宣
示
﹁
有
中
國

特
色
的
社
會
主
義
﹂
，
反
過
來
為
馬
克
斯
穿
上
孔
子

的
外
衣
，
回
到
中
華
文
化
的
民
生
主
義
。
這
使
我
們

想
到
外
國
學
者
曾
如
是
說
：
﹁
中
國
文
化
的
奇
蹟
，

是
永
遠
能
同
化
侵
略
者
和
征
服
者
，
過
去
如
此
，
將

來
還
是
如
此
﹂
。
因
此
，
蔣
公
中
正
提
示
國
人
：

﹁
民
族
文
化
之
盛
衰
，
為
國
家
存
亡
之
所
繫
，
如
其

優
良
文
化
被
喪
失
，
則
其
國
雖
存
猶
亡
，
反
之
，

如
果
能
被
保
存
發
揚
，
則
其
國
雖
弱
必
強
﹂
。
也
因

此
，
使
我
興
起
文
化
救
國
和
以
中
華
文
化
統
一
中
國

的
信
念
。
所
以
，
我
要
強
調
﹁
復
活
道
統
﹂
和
﹁
捍

衛
正
統
﹂
是
﹁
藍
天
再
現
﹂
和
﹁
台
灣
新
生
﹂
的
首

要
使
命
的
主
張
。

先
說
﹁
道
統
﹂
：
道
是
道
理
，
統
是
系
統
。

一
切
傳
道
之
統
系
，
一
切
日
用
事
物
當
行
之
理
，
都

是
道
統
。
人
類
為
求
生
存
，
而
法
天
地
之
德
以
成
道

統
。
因
此
，
堯
法
天
以
成
其
大
，
而
以
﹁
允
執
厥

中
﹂
傳
舜
，
舜
以
大
孝
著
稱
，
再
以
﹁
人
心
惟
危
，

道
心
惟
微
，
惟
精
惟
一
，
允
執
厥
中
﹂
傳
予
禹
。

禹
以
﹁
至
誠
不
息
，
公
而
忘
私
﹂
之
精
神
，
平
定
洪

水
。
湯
以
執
中
而
絀
夏
，
服
諸
侯
。
文
武
遵
后
稷
公

劉
之
業
，
則
太
王
，
王
季
之
法
，
篤
仁
、
敬
老
、
慈

幼
、
施
仁
政
於
民
。
周
公
修
禮
作
樂
，
改
制
度
，
統

一
國
家
。
孔
子
集
其
大
成
，
以
﹁
誠
、
仁
、
中
、

行
﹂
為
教
化
之
本
，
成
為
數
千
年
來
中
國
之
道
統
，

並
形
成
﹁
大
、
剛
、
中
、
正
﹂
之
民
族
特
性
與
中
國

人
。
﹂
筆
者
有
幸
曾
承
國
學
大
師
陳
立
夫
先
生
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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贈
其
法
書
，
文
曰
﹁
律
己
以
誠
，
待
人
以
仁
，
處
事

以
中
，
成
物
以
行
。
知
斯
四
者
而
篤
行
之
，
則
身
修

而
家
亦
齊
矣
﹂
。
這
使
我
對
中
華
道
統
文
化
有
更
進

一
步
的
認
識
，
受
益
無
窮
。
並
從
﹁
韓
愈
﹂
之
﹁
原

道
﹂
而
知
﹁
道
統
之
傳
，
有
自
來
矣
﹂
。
中
華
民
族

以
此
生
存
原
理
流
傳
子
孫
，
代
代
遵
守
，
且
知
政
統

可
斷
，
道
統
不
可
斷
。
國
父
中
山
先
生
革
命
時
，
國

際
共
黨
代
表
馬
林
，
問
其
革
命
思
想
之
淵
源
。
國
父

說
：
﹁
中
國
有
一
個
道
統
，
自
堯
、
舜
、
禹
、
湯
、

文
、
武
、
周
公
、
孔
子
，
相
繼
不
絕
，
我
的
思
想
基

礎
，
就
是
這
個
道
統
，
我
的
革
命
，
就
是
繼
承
這
個

道
統
思
想
，
來
發
揚
光
大
﹂
，
所
以
說
國
父
就
是
繼

孔
子
之
後
，
集
古
令
道
統
之
大
成
者
。

說
到
道
統
，
尚
須
一
談
文
化
，
文
化
是
人
類

社
會
由
野
蠻
到
文
明
，
共
同
努
力
所
得
的
成
績
。
也

是
人
類
生
活
、
思
想
、
哲
學
與
歷
史
的
結
晶
。
更
是

宗
教
、
道
德
、
科
學
、
藝
術
、
法
律
和
風
俗
、
習
慣

的
綜
合
體
。
是
以
道
統
與
文
化
乃
是
互
為
內
涵
的

一
體
兩
面
，
其
對
國
家
民
族
的
生
存
發
展
，
關
係

至
為
密
切
，
已
如
上
述
蔣
公
之
宣
示
。
中
華
文
化
來

自
儒
、
釋
、
道
三
家
思
想
。
儒
家
重
人
重
德
、
釋
家

明
心
見
性
，
道
家
清
靜
無
為
，
形
成
三
綱
、
五
常
、

四
維
、
八
德
，
特
重
﹁
倫
理
之
道
、
天
人
合
一
、

內
聖
外
王
﹂
之
中
道
思
想
，
也
就
是
中
庸
之
道
。

因
此
受
到
世
人
之
尊
敬
與
重
視
。
陳
立
夫
先
生
說
：

﹁
資
本
主
義
重
財
輕
德
，
共
產
主
義
重
物
輕
人
，
三

民
主
義
人
德
並
重
﹂
。
學
者
梁
敬
錞
教
授
說
：
﹁
中

國
文
化
有
安
定
天
下
之
本
領
﹂
。
徐
子
明
教
授
認
為

﹁
中
國
文
化
為
救
世
之
寶
﹂
。
曾
有
七
十
五
位
諾
貝

爾
得
獎
人
，
於
一
九
八
八
年
一
月
集
會
巴
黎
，
發
表

宣
言
說
：
﹁
如
果
人
類
要
在
廿
一
世
紀
生
存
下
去
，

就
必
須
回
顧
到
二
千
五
百
年
前
，
去
汲
取
孔
子
的

智
慧
﹂
。
這
就
是
我
們
力
請
馬
總
統
要
﹁
台
灣
新

生
﹂
，
必
先
復
活
中
華
道
統
文
化
的
真
理
所
在
。

再
說
﹁
正
統
﹂
：
所
謂
正
統
，
依
蘇
軾
﹁
正

統
論
﹂
之
說
，
凡
統
一
天
下
一
系
相
承
者
，
謂
之
正

統
。
關
於
正
統
之
說
，
自
孔
子
至
歷
代
歷
史
學
者
都

很
重
視
。
今
年
三
月
，
台
大
歷
史
學
者
王
德
毅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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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
，
曾
在
﹁
國
是
評
論
﹂
一
七
六
期
，
發
表
﹁
中
國

歷
史
上
的
正
統
史
觀
﹂
宏
文
，
頗
有
價
值
。
王
教
授

說
：
﹁
我
國
自
三
代
至
今
，
四
千
有
餘
年
，
有
治
有

亂
，
有
分
裂
，
也
有
統
一
。
在
大
一
統
的
時
代
，
名

正
言
順
地
稱
之
曰
正
統
，
一
旦
天
下
大
亂
，
列
國
紛

爭
，
各
自
稱
王
，
則
正
統
之
歸
屬
，
就
有
爭
議
了
。

史
學
家
對
此
，
或
基
於
政
治
現
實
，
先
確
定
一
個
正

統
的
政
權
，
而
將
其
他
政
權
皆
稱
為
僭
偽
。
或
者
朝

代
衰
亂
，
君
弱
臣
強
，
政
權
轉
移
到
權
臣
之
手
，
雖

美
其
名
曰
﹁
禪
讓
﹂
，
實
為
篡
位
竊
國
，
史
家
對
此

政
權
之
論
定
，
也
要
看
看
其
施
政
是
否
得
到
民
心
和

享
國
的
久
暫
而
後
言
。
﹂

歷
史
的
發
展
，
孔
子
生
當
周
室
東
遷
兩
百
年

後
，
諸
侯
爭
霸
，
各
自
稱
王
，
孔
子
為
安
定
天
下
，

尊
王
攘
夷
，
而
修
春
秋
，
使
亂
臣
賊
子
懼
。
此
後

歷
史
，
政
權
改
變
，
自
東
漢
至
隋
，
中
有
三
國
、

晉
、
五
胡
十
六
國
及
南
北
朝
等
，
治
亂
相
乘
，
而
多

爭
議
。
如
歐
陽
修
所
言
﹁
魏
之
取
漢
，
無
異
漢
之
取

秦
，
而
秦
之
取
周
也
。
夫
得
正
統
漢
也
，
得
漢
者
魏

也
，
得
魏
者
晉
也
，
晉
嘗
統
天
下
也
。
惟
就
其
本
末

而
言
之
，
則
魏
進
而
正
之
不
疑
﹂
。
另
有
司
馬
光
修

﹁
資
治
通
鑑
﹂
，
也
是
尊
曹
魏
而
將
蜀
漢
與
東
吳
並

列
，
且
在
漢
魏
之
爭
中
，
用
﹁
諸
葛
亮
入
寇
﹂
之

語
。
唐
宋
歷
史
學
者
，
認
為
有
違
﹁
春
秋
﹂
大
義
，

故
有
朱
熹
等
修
﹁
通
鑑
綱
目
﹂
，
變
其
主
張
。
宋
末

學
者
劉
友
善
撰
﹁
通
鑑
綱
目
發
明
﹂
，
盧
陵
學
者

蕭
常
撰
﹁
續
後
漢
書
﹂
，
宋
儒
黃
震
撰
﹁
古
今
紀

要
﹂
，
元
之
郝
經
修
﹁
續
後
漢
書
﹂
，
張
樞
亦
修

﹁
續
後
漢
書
﹂
等
，
都
支
持
朱
熹
之
見
。
後
來
為
示

與
已
往
不
同
，
將
蕭
、
郝
、
張
等
之
﹁
續
後
漢
書
﹂

改
名
為
﹁
季
漢
書
﹂
。
他
們
痛
斥
陳
壽
以
曹
魏
為
正

統
之
過
，
責
陳
壽
為
一
小
人
，
﹁
不
配
執
史
筆
﹂
。

王
教
授
在
結
論
中
說
：
﹁
正
統
是
上
下
兩
個
政

權
相
接
的
，
推
論
朱
熹
的
說
法
，
上
一
個
政
統
的
政

權
尚
未
完
全
消
滅
，
則
下
一
個
政
權
的
正
統
地
位
就

尚
未
獲
得
，
如
元
朝
得
正
統
是
在
宋
祥
典
帝
蹈
海
而

死
後
，
明
朝
的
正
統
是
在
元
順
帝
在
塞
外
崩
殂
後
。

清
朝
的
得
正
統
，
是
在
平
定
台
灣
鄭
氏
以
後
。
中
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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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國
是
承
繼
清
朝
為
正
統
的
，
至
今
已
九
十
七
年
，

雖
退
守
台
灣
，
但
仍
是
正
統
﹂
。
並
說
：
﹁
台
灣

者
，
實
一
地
名
，
並
非
國
號
，
國
人
應
以
中
華
民
國

國
民
自
豪
，
並
堅
持
捍
衛
中
華
民
國
為
正
統
。
﹂

經
以
上
正
統
與
僭
越
之
分
析
，
又
使
我
們
聯

想
到
，
在
今
年
四
月
十
二
日
，
副
總
統
當
選
人
蕭
萬

長
先
生
，
與
中
共
總
書
記
胡
錦
濤
先
生
博
鰲
之
會
，

蕭
萬
長
先
生
提
出
十
六
字
箴
言
，
首
提
﹁
正
視
現

實
﹂
，
就
是
暗
示
中
華
民
國
仍
然
存
在
之
事
實
。
繼

於
四
月
廿
九
日
連
戰
榮
譽
主
席
與
胡
錦
濤
總
書
記
相

會
時
，
胡
也
提
出
十
六
字
箴
言
，
在
第
四
句
中
提
出

﹁
共
求
雙
贏
﹂
之
句
的
玄
機
。
回
憶
民
國
三
十
八

年
，
國
共
內
戰
，
國
民
黨
敗
退
來
台
，
中
共
自
此
宣

示
﹁
中
華
民
國
已
經
消
滅
﹂
，
在
台
灣
的
民
進
黨
獲

執
政
後
，
號
召
台
獨
，
厲
行
﹁
去
中
、
去
蔣
﹂
，

與
前
總
統
李
登
輝
，
到
處
宣
稱
﹁
中
華
民
國
已
經
死

亡
﹂
。
此
時
蕭
萬
長
先
生
提
出
﹁
正
視
現
實
﹂
，
意

在
中
華
民
國
在
台
澎
金
馬
仍
是
主
權
國
家
，
同
理
馬

英
九
總
統
所
示
﹁
台
灣
新
生
﹂
，
亦
是
意
在
泛
藍
執

政
，
就
是
中
華
民
國
仍
然
健
在
。
我
們
欣
慰
胡
錦
濤

先
生
在
蕭
胡
會
中
，
提
出
﹁
以
行
動
智
慧
，
創
造
歷

史
機
遇
﹂
的
卓
見
。
另
在
連
胡
會
時
，
又
表
示
﹁
中

國
共
產
黨
人
，
從
來
就
是
中
山
先
生
的
支
持
者
，
合

作
者
，
繼
承
者
﹂
。
而
中
山
先
生
曾
說
﹁
民
生
主
義

就
是
共
產
主
義
。
﹂
鄧
小
平
先
生
說
﹁
有
中
國
特
色

的
社
會
主
義
﹂
。
如
此
以
來
國
共
本
來
就
是
一
家
，

如
果
都
回
到
中
華
文
化
，
除
了
一
時
的
政
權
之
爭

外
，
﹁
政
治
的
藝
術
在
於
包
容
與
妥
協
﹂
，
捍
衛

正
統
是
藍
天
再
現
的
使
命
，
中
共
如
何
﹁
追
求
雙

贏
﹂
，
都
在
一
念
之
間
。
希
望
馬
總
統
能
夠
英
雄
造

時
勢
，
復
活
道
統
，
捍
衛
正
統
，
完
成
使
命
。

四
、
泛
藍
再
現
的
當
前
任
務

人
類
歷
史
，
治
亂
相
乘
，
分
合
交
替
，
紛
紜

世
事
，
茫
茫
難
測
，
常
是
一
部
春
秋
史
，
千
年
孤

臣
淚
。
中
國
因
鴉
片
戰
爭
，
成
為
列
強
的
次
殖
民

地
，
民
族
信
心
喪
失
殆
盡
。
中
日
甲
午
戰
爭
，
失

去
台
澎
，
卻
於
光
復
之
後
，
又
發
生
台
獨
問
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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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民
黨
應
當
慚
愧
致
歉
。
國
人
為
求
自
強
，
竟
致
國

共
分
裂
，
又
為
統
一
而
困
，
造
成
浩
劫
，
國
共
都
有

責
任
。
台
灣
在
統
獨
之
爭
中
，
面
臨
考
驗
。
今
日
台

灣
，
藍
天
重
現
，
馬
蕭
當
選
正
副
總
統
，
視
如
中

興
。
人
心
望
治
，
馬
蕭
如
何
完
成
當
前
任
務
，
面
臨

考
驗
。
謹
依
輕
重
緩
急
，
試
為
馬
政
府
設
想
如
下
：

︵
一
︶
﹁
和
合
﹂
台
灣
族
群
，
建
設
台
灣
為
文

化
大
國
：
我
們
都
知
道
，
毛
澤
東
十
年
文
革
﹁
除

四
舊
，
立
四
新
﹂
，
對
中
華
文
化
傷
害
至
深
。
蔣
中

正
在
台
灣
以
復
興
文
化
保
留
了
中
華
文
化
，
貢
獻
偉

大
。
而
今
台
灣
與
大
陸
本
為
一
體
，
中
因
地
殼
變
動

而
出
現
海
峽
。
台
灣
居
民
多
係
閩
粵
漢
人
及
少
數
原

住
民
，
是
一
個
移
民
社
會
。
先
民
渡
海
來
台
，
先
要

突
破
海
禁
，
再
冒
﹁
十
渡
六
死
，
三
留
一
還
﹂
之
危

險
，
登
上
台
灣
後
，
又
為
生
存
發
展
，
爭
田
奪
地
，

克
服
天
災
人
禍
，
不
惜
與
族
人
互
鬥
。
再
為
抵
抗
荷

蘭
、
西
班
牙
，
尤
其
日
本
入
侵
等
，
時
近
百
年
，
曾

發
生
嚴
重
流
血
衝
突
。
迨
鄭
成
功
驅
荷
復
台
後
，
因

反
清
復
明
與
清
廷
對
抗
，
而
有
長
期
海
禁
，
至
鄭
氏

降
清
後
，
雖
曾
派
劉
銘
傳
等
能
臣
治
台
，
要
使
台
灣

現
代
化
，
曾
有
台
灣
使
用
電
燈
早
於
日
本
東
京
二
年

之
紀
錄
。
但
台
灣
與
滿
清
並
不
合
作
，
在
清
廷
治
台

二
一
二
年
期
間
，
曾
發
生
三
年
一
小
亂
，
五
年
一
大

亂
，
高
達
二
百
餘
次
的
大
小
衝
突
，
因
使
清
廷
若
非

施
琅
之
堅
奏
，
曾
想
放
棄
台
灣
。
連
日
本
侵
佔
台
灣

五
十
一
年
，
中
因
財
力
負
荷
及
統
治
不
易
，
亦
有
出

售
台
灣
之
議
。
日
本
治
台
，
以
﹁
六
三
法
案
﹂
，
殘

酷
的
對
待
台
胞
，
尤
其
曾
任
台
灣
民
政
長
官
的
後
藤

新
平
，
在
其
著
作
中
羞
辱
台
胞
﹁
怕
死
、
愛
錢
、

愛
作
官
﹂
，
但
其
﹁
皇
民
化
﹂
政
策
仍
很
成
功
。
李

登
輝
願
去
日
本
領
﹁
後
藤
獎
﹂
，
且
一
再
表
示
﹁
中

華
民
國
已
經
滅
亡
﹂
；
﹁
釣
魚
台
是
日
本
領
土
﹂

等
，
何
其
可
恥
！
另
如
陳
水
扁
，
雷
厲
風
行
﹁
去
中

去
蔣
﹂
，
將
總
統
府
的
國
父
銅
像
丟
到
倉
庫
中
，
將

蔣
公
的
﹁
復
興
中
華
文
化
會
﹂
改
為
﹁
國
家
文
化
建

設
會
﹂
，
將
﹁
中
正
紀
念
堂
﹂
改
為
﹁
自
由
廣
場
﹂

等
。
不
惜
挑
起
族
群
對
立
，
現
在
卻
因
貪
腐
入
獄
，

據
估
貪
污
超
過
三
十
億
台
幣
，
還
說
是
政
治
迫
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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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個
人
認
為
一
個
國
家
可
以
包
含
多
個
民
族
，
一
個

民
族
也
可
分
為
多
個
國
家
。
但
是
如
以
﹁
台
灣
人
不

是
中
國
人
，
台
灣
文
化
不
是
中
國
文
化
，
台
灣
地
位

宋
定
論
﹂
等
說
法
，
鼓
吹
台
灣
獨
立
，
實
是
違
心
之

論
，
也
是
不
可
能
。
因
此
馬
政
府
必
須
設
法
造
化
人

心
，
化
解
族
群
對
立
，
建
立
以
人
、
德
為
本
，
行
王

道
、
去
霸
道
，
如
證
嚴
法
師
所
說
，
用
﹁
和
與
合
﹂

的
大
愛
精
神
，
使
族
群
團
結
，
我
們
也
要
反
省
，

四
百
年
來
的
台
灣
，
為
何
抗
爭
不
斷
，
本
省
林
安
梧

教
授
說
﹁
台
灣
人
有
奴
性
，
也
有
蠻
性
﹂
，
不
無
道

理
，
但
仍
更
應
為
建
設
台
灣
，
成
為
文
化
大
國
而
努

力
，
如
果
中
華
文
化
在
台
灣
生
根
，
至
少
族
群
對
立

和
台
獨
思
想
必
會
化
解
。

目
前
，
抗
爭
與
動
亂
，
在
台
灣
似
乎
不
足
為

奇
，
但
是
代
價
太
高
。
像
光
復
一
年
四
個
月
時
，

所
發
生
的
﹁
二
二
八
﹂
事
件
，
在
本
質
上
是
治
安

事
件
，
卻
變
質
為
政
治
事
件
後
，
硬
說
﹁
官
逼
民

反
﹂
，
但
當
民
間
調
委
會
向
﹁
陳
儀
長
官
﹂
提
出

三
十
一
條
通
諜
，
要
陳
儀
政
府
交
出
台
灣
政
權
和

在
台
的
三
軍
指
揮
權
，
這
豈
不
是
變
成
﹁
民
逼
官

降
﹂
，
試
問
不
要
代
價
嗎
？
但
是
﹁
二
二
八
﹂
時
，

並
無
﹁
台
獨
﹂
主
張
，
今
天
陳
水
扁
要
﹁
轉
型
正

義
﹂
，
使
﹁
二
二
八
﹂
變
為
﹁
台
獨
﹂
運
動
，
從
國

家
民
族
利
益
看
，
是
否
值
得
？
台
灣
為
什
麼
如
此
好

爭
，
也
有
人
笑
說
：
台
灣
中
央
山
脈
將
台
灣
一
分
為

二
，
台
灣
西
岸
河
流
都
是
反
向
的
由
東
向
西
流
，
違

反
由
西
向
東
慣
例
，
不
也
反
常
嗎
？
令
我
苦
笑
！

最
近
有
位
大
陸
人
士
來
訪
，
她
語
重
心
長
的

說
：
大
陸
經
共
產
革
命
到
十
年
文
革
浩
劫
，
死
亡

八
千
餘
萬
人
，
是
抗
戰
死
亡
的
一
倍
，
至
今
傷
口
仍

痛
。
台
灣
四
百
年
來
，
頻
頻
動
亂
，
連
大
陸
善
意
來

台
的
陳
雲
林
等
，
也
要
用
流
血
圍
困
。
對
貪
腐
有
證

的
陳
水
扁
，
也
要
相
挺
。
因
此
使
她
想
到
，
﹁
自
由

誠
可
貴
，
民
主
價
更
高
，
為
了
安
定
故
，
兩
者
均
可

拋
﹂
，
她
的
話
令
我
長
歎
！
筆
者
也
曾
經
為
此
，
寫

過
一
篇
﹁
正
視
二
二
八
愛
比
恨
長
遠
﹂
的
文
章
，
希

望
用
愛
的
文
化
化
解
台
灣
的
仇
恨
。

其
實
四
百
餘
年
來
的
台
灣
，
誠
如
寫
﹁
台
灣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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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
的
連
雅
堂
先
生
說
：
﹁
台
灣
固
無
史
也
，
荷
人

啟
之
，
鄭
氏
作
之
，
開
物
成
務
，
以
立
我
丕
基
，
至

今
有
三
百
餘
年
矣
﹂
！
又
如
本
省
學
者
，
也
是
中
研

院
院
士
的
陳
奇
祿
博
士
說
：
﹁
中
華
民
族
在
台
灣
的

拓
展
，
雖
比
中
國
大
陸
其
它
地
區
為
遲
，
但
是
拓
展

過
程
，
都
是
最
為
清
楚
，
最
足
以
說
明
，
中
華
民
族

涵
化
力
量
的
偉
大
﹂
！
熱
愛
台
灣
的
同
胞
們
！
我
們

還
忍
心
要
台
灣
動
亂
嗎
？

︵
二
︶
化
解
國
共
之
爭
，
以
中
華
文
化
統
一
中

國
：
國
民
黨
與
共
產
黨
之
爭
，
是
不
幸
也
是
其
來
有

自
。
我
們
說
不
幸
，
先
是
國
民
黨
未
能
認
真
實
現

三
民
主
義
。
加
上
毛
澤
東
共
產
革
命
，
過
分
堅
持
，

他
們
用
恨
和
鬥
爭
的
手
段
，
非
達
到
﹁
槍
桿
子
出

政
權
﹂
不
可
。
他
以
詩
詞
明
志
的
說
：
﹁
天
大
地
大

吾
為
主
，
無
法
無
天
是
為
民
﹂
、
﹁
問
蒼
茫
大
地
，

誰
主
浮
沉
﹂
、
﹁
不
須
放
屁
，
試
看
天
地
翻
覆
﹂
、

﹁
俱
往
矣
！
數
風
流
人
物
還
看
今
朝
﹂
！
他
這
種

不
可
一
世
的
豪
氣
，
增
加
了
國
共
之
間
的
不
幸
，

也
使
中
共
認
為
他
的
開
國
與
治
國
有
功
也
有
過
。

馬
克
斯
共
產
主
義
之
所
以
能
在
中
國
生
根
，

一
是
貧
窮
是
共
產
主
義
的
溫
床
，
二
是
中
國
自
鴉
片

及
甲
午
等
的
戰
爭
，
使
中
國
內
憂
外
患
。
終
在
國
父

中
山
先
生
上
承
中
華
道
統
文
化
，
參
考
西
方
進
步
思

想
及
其
個
人
獨
到
見
解
，
創
立
了
救
國
救
世
的
三
民

主
義
，
推
翻
滿
清
建
立
中
華
民
國
。
共
產
主
義
也
在

國
際
影
響
下
，
成
為
中
國
自
強
的
競
爭
者
。
依
常
理

說
，
國
父
曾
說
﹁
民
生
主
義
就
是
共
產
主
義
﹂
，
主

張
﹁
聯
俄
容
共
﹂
，
毛
澤
東
、
周
恩
來
等
，
都
曾
以

個
人
身
分
參
加
國
民
黨
。
論
三
民
主
義
與
共
產
主
義

的
本
質
，
雖
然
三
民
主
義
淵
源
於
中
華
王
道
文
化
，

共
產
主
義
淵
源
於
西
方
霸
道
文
化
。
而
二
者
之
關

係
，
胡
漢
民
先
生
曾
說
：
﹁
共
產
主
義
是
民
生
主
義

的
理
想
，
民
生
主
義
是
共
產
主
義
的
實
行
﹂
。
這
說

明
三
民
主
義
與
共
產
主
義
都
是
社
會
主
義
，
並
非
水

火
不
容
。
如
果
不
是
為
了
政
權
，
而
是
為
了
中
國
自

強
，
似
乎
沒
有
戰
爭
的
必
要
。
再
說
自
鄧
小
平
先

生
，
從
﹁
實
踐
檢
驗
真
理
﹂
中
，
宣
示
﹁
有
中
國
特

色
的
社
會
主
義
﹂
，
就
是
表
示
社
會
主
義
中
國
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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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立
於
孔
子
和
中
山
先
生
思
想
之
上
。
大
陸
學
者
曾

在
兩
岸
孫
中
山
思
想
與
現
代
中
國
學
術
研
討
會
中
，

提
出
﹁
三
民
主
義
統
一
中
國
﹂
的
主
張
。
如
本
文
前

述
，
今
年
四
月
國
民
黨
榮
譽
主
席
連
戰
先
生
與
中
共

總
書
記
胡
錦
濤
先
生
相
晤
時
，
胡
總
書
記
更
告
訴
連

榮
譽
主
席
說
：
﹁
中
國
共
產
黨
人
，
從
來
就
是
中
山

先
生
的
堅
定
支
持
者
、
合
作
者
、
繼
承
者
﹂
。
並
回

應
蕭
萬
長
，
胡
錦
濤
兩
氏
於
博
鰲
會
晤
時
，
蕭
氏
所

提
﹁
正
視
現
實
，
開
創
未
來
，
擱
置
爭
議
，
追
求
雙

贏
﹂
的
十
六
字
箴
言
，
再
回
應
﹁
建
立
互
信
、
擱
置

爭
議
，
求
同
存
異
，
共
求
雙
贏
﹂
的
十
六
字
箴
言
。

在
二
者
之
中
，
等
於
是
已
不
再
否
定
中
華
民
國
的
存

在
，
並
進
一
步
希
望
變
﹁
追
求
雙
贏
﹂
為
﹁
共
求
雙

贏
﹂
，
胡
錦
濤
總
書
記
的
胸
襟
與
遠
見
，
已
為
江
澤

民
先
生
之
交
大
校
長
顧
毓
秀
博
士
所
說
﹁
和
平
統
一

興
中
華
；
天
下
為
公
進
大
同
﹂
，
獲
得
落
實
。
同
時

中
華
王
道
人
德
並
重
，
講
求
﹁
內
聖
外
王
﹂
、
﹁
誠

仁
中
行
﹂
，
注
重
以
修
身
為
本
的
誠
正
修
齊
，
治
國

平
天
下
之
道
的
中
華
文
化
，
為
統
一
中
國
之
基
礎
，

能
就
胡
主
席
於
二○

○

八
年
跨
年
夜
對
兩
岸
和
平
發

展
所
提
新
六
點
主
張
，
展
開
對
談
，
並
及
早
規
劃
以

中
國
文
化
統
一
中
國
之
步
驟
！
則
中
國
幸
甚
，
世
界

幸
甚
！︵

三
︶
強
化
內
閣
人
事
，
擁
抱
真
正
民
意
：

藍
天
再
現
，
台
灣
新
生
，
是
台
灣
兩
千
三
百

萬
同
胞
的
共
同
願
望
，
當
前
的
民
意
低
潮
，
有
待
馬

劉
內
閣
的
智
慧
化
解
。
好
在
民
調
中
，
雖
然
不
如
理

想
，
但
是
人
心
希
望
仍
是
寄
託
在
馬
蕭
身
上
，
認
為

馬
蕭
施
政
，
絕
對
比
泛
綠
要
好
，
這
就
是
泛
藍
的
本

錢
。
因
此
希
望
馬
蕭
百
尺
竿
頭
，
大
力
邁
進
，
要
再

使
人
民
信
心
恢
復
！
首
先
要
強
化
內
閣
人
事
，
對
於

人
才
任
用
，
必
須
三
思
而
行
，
有
道
是
﹁
受
知
固
不

易
，
識
人
誠
尤
難
﹂
。
用
人
之
道
，
應
首
重
對
泛
藍

之
忠
誠
，
次
求
道
德
修
養
，
再
求
適
才
適
所
。
曾
國

藩
曾
說
：
﹁
用
人
之
道
，
官
紳
並
重
，
取
之
欲
廣
，

用
之
欲
慎
。
有
操
守
而
無
官
氣
，
有
條
理
而
無
大

言
﹂
。
又
說
：
﹁
雖
有
良
藥
，
茍
不
當
於
病
，
不
逮

下
品
。
雖
有
賢
才
，
茍
不
適
於
人
，
不
逮
庸
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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筍
子
有
說
：
﹁
口
能
言
之
，
身
能
行
之
，
國
寶
也
。

口
不
能
言
，
身
能
行
之
，
國
器
也
。
口
能
言
之
，

身
不
能
行
，
國
用
也
。
口
言
善
，
身
行
惡
，
國
妖

也
。
治
國
者
，
敬
其
寶
，
愛
其
器
，
任
其
用
，
除
其

妖
。
﹂
司
馬
光
在
﹁
資
治
通
鑑
﹂
中
說
：
﹁
才
德
全

盡
，
謂
之
聖
人
。
才
德
兼
亡
，
謂
之
愚
人
。
德
勝

才
，
謂
之
君
子
。
才
勝
德
，
謂
之
小
人
。
凡
取
人
之

術
，
茍
不
得
聖
人
、
君
子
而
與
之
，
與
其
得
小
人
，

不
若
得
愚
人
﹂
。
我
們
欣
慰
馬
總
統
有
不
沾
鍋
之

譽
，
但
非
盡
善
盡
美
，
因
為
﹁
水
清
無
魚
，
人
清
無

友
﹂
，
﹁
用
人
不
宜
刻
，
刻
則
思
效
忠
者
去
﹂
。
唐

僧
取
經
，
雖
孫
悟
空
、
豬
八
戒
有
其
缺
點
，
但
亦
有

其
長
，
故
能
成
功
取
經
。
國
父
革
命
，
曾
借
重
洪

門
，
蔣
公
亦
曾
與
杜
月
生
交
往
，
都
是
用
人
用
長
，

故
能
成
其
大
事
。
當
我
國
退
出
聯
合
國
時
，
時
任
外

交
部
長
周
書
楷
先
生
，
曾
在
聯
大
宣
示
：
﹁
如
果
魔

鬼
有
助
於
我
，
我
也
會
與
其
打
交
道
﹂
，
國
人
或

當
記
憶
在
心
，
是
說
明
用
人
之
微
妙
，
在
能
用
才
適

所
，
人
盡
其
才
，
才
無
遺
珠
之
憾
。

擁
抱
民
意
，
在
能
苦
民
所
苦
，
治
國
有
方
。

治
國
之
道
，
應
先
從
修
身
做
起
，
此
即
我
中
華
文
化

所
有
之
﹁
格
物
、
致
知
、
誠
心
、
正
意
、
修
身
、
齊

家
、
治
國
，
平
天
下
﹂
之
意
。
治
國
之
道
，
古
人
有

以
﹁
以
道
治
天
下
、
無
為
而
治
之
皇
術
﹂
，
有
以

﹁
以
德
化
民
，
選
賢
與
能
之
帝
術
﹂
，
有
以
﹁
昭
人

以
心
、
用
仁
正
名
之
王
術
﹂
，
有
以
﹁
以
義
教
民
，

互
容
互
尊
之
霸
術
﹂
，
有
以
﹁
以
力
治
國
，
注
重
生

產
之
富
國
強
兵
之
術
﹂
。
以
上
皇
、
帝
、
王
、
霸
、

富
國
強
身
之
術
，
雖
係
古
人
之
術
，
但
於
今
日
，
仍

是
符
合
民
意
之
術
，
可
以
參
考
。

立
國
之
道
，
總
是
﹁
成
如
容
易
卻
艱
難
，
有
似

平
凡
最
奇
佳
﹂
，
﹁
千
古
勝
負
決
於
理
，
一
時
勝
負

決
於
力
﹂
。
﹁
安
危
在
是
非
不
在
大
小
，
存
亡
在
虛

實
不
在
眾
寡
﹂
。
今
之
世
界
雖
然
仍
是
弱
肉
強
食
，

但
小
國
如
新
加
坡
、
以
色
列
等
，
仍
是
風
光
國
際
，

台
灣
豈
可
妄
自
菲
薄
。
歐
陽
修
曾
說
﹁
盛
衰
之
道
，

雖
曰
天
意
，
亦
非
人
力
者
也
﹂
可
作
見
證
。

對
於
馬
總
統
，
在
當
今
政
治
人
物
中
，
論
廉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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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出
其
右
者
，
似
不
多
見
，
當
然
亦
非
絕
對
完
美
，

如
其
先
父
鶴
凌
先
生
說
，
他
是
﹁
守
經
有
餘
，
達
變

則
不
足
﹂
。
他
的
夫
人
周
美
青
女
士
說
：
﹁
馬
英
九

不
是
一
個
會
關
心
、
體
貼
別
人
的
人
，
人
情
世
故
不

夠
週
到
。
但
他
很
正
直
、
善
良
、
忠
厚
、
溫
和
、
認

真
負
責
。
他
以
歷
史
使
命
，
國
家
責
任
為
志
，
他
會

從
歷
史
潮
流
，
為
台
灣
獻
心
獻
力
。
﹂

馬
總
統
出
身
人
人
羨
慕
的
台
灣
大
學
，
我
也

有
幸
，
曾
在
台
大
服
務
多
年
，
台
大
校
訓
是
﹁
敦

品
、
勵
學
、
愛
國
、
愛
人
﹂
，
今
有
三
位
總
統
來
自

台
大
，
台
大
校
風
崇
尚
自
由
，
年
輕
教
授
多
與
國
家

保
持
距
離
。
他
給
國
人
印
象
，
似
是
勵
學
有
餘
，
敦

品
不
足
，
少
有
愛
國
、
愛
人
的
精
神
，
個
人
自
由
主

義
超
過
國
家
自
由
，
所
以
李
登
輝
、
陳
水
扁
，
都
是

才
勝
於
德
，
作
了
中
華
民
國
的
總
統
，
卻
宣
稱
﹁
中

華
民
國
已
經
滅
亡
﹂
，
阿
扁
的
貪
腐
，
創
造
記
錄
。

扁
師
李
鴻
禧
盲
目
支
持
阿
扁
，
使
得
台
大
校
長
李
嗣

涔
為
台
大
教
育
失
敗
，
向
國
人
道
歉
，
並
在
新
生
訓

練
時
，
要
大
家
﹁
培
養
器
識
﹂
。
為
匡
正
校
風
、

關
懷
人
文
，
使
台
大
以
往
偏
重
理
工
，
忽
視
社
會
之

教
育
，
希
能
獲
得
﹁
均
衡
與
和
諧
﹂
，
特
頒
贈
榮
譽

博
士
給
重
視
美
學
的
漢
寶
德
教
授
和
提
倡
中
華
文
化

﹁
天
人
合
一
﹂
﹁
致
中
和
﹂
的
李
亦
園
教
授
。
這
與

我
們
強
調
道
統
文
化
，
不
謀
而
合
。
出
身
台
大
的
馬

英
九
總
統
，
可
以
說
是
﹁
任
重
而
道
遠
﹂
，
相
信
他

會
遠
離
李
登
輝
、
陳
水
扁
的
錯
誤
。
馬
英
九
的
家
訓

是
﹁
黃
金
非
貴
書
為
貴
、
萬
事
皆
空
善
不
空
﹂
，
他

的
先
父
是
我
在
對
日
抗
戰
參
加
﹁
一
寸
山
河
一
寸

血
、
十
萬
青
年
十
萬
軍
﹂
的
伙
伴
，
他
家
教
極
嚴
，

他
的
理
想
是
﹁
和
平
統
一
興
中
華
、
天
下
為
公
進
大

同
﹂
、
﹁
化
獨
漸
統
，
復
興
文
化
﹂
是
他
的
使
命
。

因
此
，
我
們
可
以
相
信
，
馬
總
統
應
該
是
一
位
不
會

﹁
以
嗜
財
害
命
，
以
政
治
殺
人
，
以
學
術
殺
天
下
﹂

的
半
截
博
士
，
而
是
一
位
能
從
政
治
現
實
繼
續
磨
煉

自
己
，
能
為
﹁
天
地
立
心
，
為
生
民
立
命
，
為
往
聖

繼
絕
學
，
為
天
下
開
太
平
﹂
的
全
能
博
士
，
更
是
為

﹁
復
活
道
統
，
捍
衛
正
統
，
和
合
台
灣
族
群
，
為
天

下
計
利
，
為
萬
世
求
名
，
爭
千
秋
也
爭
一
時
的
苦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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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
﹂
。
這
是
﹁
歷
史
的
機
遇
﹂
，
泛
藍
沒
有
失
敗
的

本
錢
，
我
們
已
經
別
無
選
擇
！
我
們
無
法
改
變
氣

候
，
祇
有
鍛
煉
身
體
。

五
、 
結
語─

灑
淚
播
種
，
歡
呼
收
穫

根
據
歷
史
經
驗
，
﹁
變
是
不
變
的
真
理
﹂
，

人
類
奮
鬥
的
目
的
，
是
為
求
生
存
。
鄧
小
平
說
﹁
實

踐
是
檢
驗
真
理
的
標
準
﹂
，
因
為
歷
史
上
沒
有
永

遠
的
皇
帝
，
也
沒
有
不
變
的
執
政
黨
。
中
華
民
族
的

生
存
發
展
，
道
統
是
保
命
符
，
正
統
是
尊
嚴
。
當
前

是
﹁
歷
史
的
契
機
﹂
。
五
千
年
的
歷
史
文
化
告
訴
我

們
：
﹁
政
治
是
一
時
的
，
經
濟
是
永
久
的
，
文
化
是

永
恆
的
﹂
。
至
於
未
來
，
學
者
告
訴
我
們
，
﹁
和

平
、
科
技
和
文
化
，
將
是
人
類
活
動
的
主
軸
﹂
。
當

經
濟
發
展
到
一
定
程
度
，
民
主
制
度
，
將
無
法
排

斥
。
最
近
中
共
中
央
黨
校
研
究
室
副
主
任
周
天
勇
向

英
國
媒
體
表
示
，
﹁
十
二
年
後
，
中
共
將
會
變
成
民

主
國
家
﹂
。
民
主
的
好
處
是
能
尊
重
多
數
，
長
治
久

安
。
但
民
主
也
不
是
好
東
西
，
台
灣
就
是
受
害
者
，

大
陸
要
民
主
是
對
的
，
但
必
須
真
正
選
賢
與
能
，
否

則
，
中
國
會
再
亂
下
去
，
因
為
﹁
人
能
弘
道
，
道
不

能
弘
人
﹂
，
動
亂
與
好
爭
，
是
人
類
的
本
性
，
但
須

用
文
化
教
育
改
善
。

在
此
，
我
們
希
望
馬
總
統
如
果
要
創
造
﹁
和

合
﹂
的
﹁
新
生
台
灣
﹂
，
使
台
灣
成
為
﹁
優
質
社

會
﹂
，
就
必
須
將
﹁
化
地
域
觀
念
為
國
家
觀
念
，
化

鄉
土
意
識
為
民
族
意
識
﹂
，
融
入
台
灣
人
心
。
如
果

要
﹁
化
獨
漸
統
﹂
，
就
必
須
用
情
感
告
訴
台
胞
，
我

們
沒
有
獨
立
的
條
件
。
如
果
馬
總
統
要
磨
煉
自
己
成

為
一
個
守
經
達
變
的
人
君
，
就
必
須
吸
取
莊
老
道
術

和
儒
家
孔
孟
的
仁
德
精
神
，
做
到
﹁
大
勝
不
以
力
，

大
為
不
以
爭
﹂
，
進
而
做
到
﹁
優
天
下
之
勇
者
，
不

在
勇
而
在
怯
；
窮
天
下
之
辯
者
，
不
在
辯
而
在
訥
；

因
天
下
之
智
者
，
不
在
智
而
在
愚
﹂
。
否
則
﹁
不

盡
人
情
舉
足
盡
是
危
機
，
不
體
物
情
一
生
俱
成
夢

境
﹂
。
一
分
耕
耘
，
一
分
收
穫
，
願
馬
總
統
﹁
灑
淚

播
種
，
歡
呼
收
穫
﹂
！
堅
持
﹁
以
中
華
文
化
統
一
中

國
，
早
日
撥
亂
反
正
，
為
中
華
民
族
開
創
新
局
！
﹂

二○
○

九
年
元
月
寫
於
台
北
寓
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