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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和
平
而
歡
呼
！

─
─

淺
談
我
對
和
平
、
和
睦
、
和
諧
的
感
受

劉
逢
吉

幾
千
年
來
，
我
們
的
祖
先
是
熱
愛
和
平
的
，

我
們
的
民
族
是
熱
愛
和
平
的
。
春
秋
戰
國
時
，
戰
亂

不
已
，
聖
人
孔
子
、
孟
子
就
針
對
局
勢
提
出
了
﹁
和

為
貴
﹂
，
勸
人
要
走
中
庸
之
道
，
子
曰
：
﹁
中
也

者
，
天
下
之
大
本
也
；
和
也
者
，
天
下
之
大
道
也
。

致
中
和
，
天
地
位
焉
，
萬
物
育
焉
。
﹂
孟
子
也
說
：

﹁
天
時
不
如
地
利
，
地
利
不
如
人
和
。
﹂
都
道
出
了

﹁
和
﹂
字
乃
至
高
無
尚
。
和
平
的
願
望
乃
人
心
所

向
。

自
從
中
央
倡
導
構
建
和
諧
社
會
以
來
，
世
界

局
勢
正
在
向
和
平
友
好
轉
化
，
和
平
、
和
睦
、
和
諧

之
聲
響
徹
雲
霄
，
廣
播
電
視
、
報
張
雜
誌
盡
情
宣

揚
，
使
人
心
曠
神
怡
，
精
神
振
奮
，
未
來
形
勢
一
派

大
好
。
筆
者
近
來
翻
閱
了
一
些
書
刊
資
料
，
得
益
匪

淺
，
禁
不
住
也
要
為
和
平
而
歡
呼
，
以
盡
到
一
個
炎

黃
子
孫
的
責
任
。
特
別
是
今
年
是
棗
陽
建
市
二
十
週

年
︵
一
九
八
八
年
國
務
院
批
准
棗
陽
由
縣
建
制
改
為

市
建
制
。
︶
和
平
、
和
諧
給
帝
鄉
帶
來
巨
大
變
化
，

今
略
述
一
、
二
，
以
共
同
分
享
這
一
幸
福
！

�
和　

睦

據
︿
棗
陽
志
﹀
祥
瑞
篇
載
：
﹁
光
緒
二
十
一
年

乙
末
，
王
家
城
農
民
謝
元
成
家
麰
︵
音
謀
，
古
代
稱

大
麥
︶
麥
三
畝
兩
岐
者
過
半
，
是
年
其
家猫

犬
同
產

於
雞
棲
，
雞
亦
伏
雛
，
均
不
相
殘
，
論
者
為
係
家
庭

和
睦
所
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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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載
於
︿
棗
陽
志
﹀
︵
公
元
一
九
二
三
年
版
︶

這
個
故
事
，
說
的
是
在
清
朝
光
緒
二
十
一
年
︵
歲
次

乙
未
︶
，
棗
陽
市
王
城
鎮
農
民
謝
成
家
十
分
﹁
走

運
﹂
，
他
家
種
的
三
畝
大
麥
，
大
都
出
雙
穗
，
收
成

頗
豐
。
這
年
，
他
家
養
的
貓
、
狗
同

在
雞
籠
裡
產
子
，
雞
也
產

蛋
孵
小
雞
︵
雛
，
未

乾
羽
毛
的
小
鳥
叫

雛
︶
，
貓
、
狗
也

互
不
相
撲
。
群
眾

對
雞
狗
的
和
睦
相

處
很
受
感
動
，
都
說

這
是
一
種
吉
祥
的
好
兆

頭
。
是
年
，
謝
家
財
發
人

旺
，
六
畜
興
旺
。
﹁
人
為
萬
物
之
靈
﹂
，
人
與
人
之

間
、
鄰
閭
之
間
，
若
能
和
睦
相
處
，
也
一
定
能
家
和

人
和
萬
事
興
。
現
今
城
市
樓
房
林
立
，
人
們
居
住
集

中
，
樓
上
樓
下
，
大
院
套
小
院
，
裡
外
十
八
層
，
搞

好
人
際
關
係
，
和
睦
相
處
，
尤
為
重
要
。

�
和　

平

如
今
，
海
峽
兩
岸
形
勢
正
在
向
和
平
友
好
飛
速

發
展
！
三
月
二
十
二
日
，
台
灣
地
區
舉
行
了
選
舉
投

票
，
中
國
國
國
民
黨
籍
馬
英
九
、
蕭
萬
長
獲
勝
，
得

票
七
六
五‧

八
七
萬
張
，
得
票
率
為
五
八‧

五
四

％
，
民
進
黨
籍
候
選
人
得
票
五
四
四‧

五
二
萬

張
，
占
四
一‧

五
五
％
。
而
陳
水
扁
推
動
的

所
謂
﹁
入
聯
公
投
﹂
未
獲
通
過
。
說
明
﹁
台

獨
﹂
不
獲
人
心
，
徹
底
失
敗
。
馬
英
九
、
蕭

萬
長
為
台
灣
執
政
領
導
人
。
想
要
和
平
統
一

祖
國
的
海
峽
兩
岸
人
民
，
無
不
拍
手
稱
快
，

皆
大
歡
喜
。
祖
國
統
一
的
進
程
加
快
了
，
和
平

道
路
越
走
越
寬
廣
。

果
然
，
四
月
十
二
日
，
胡
錦
濤
主
席
在
博
鰲

亞
洲
論
壇
年
會
上
，
會
見
了
台
灣
率
團
出
席
會
議
的

蕭
萬
長
先
生
一
行
。
歡
迎
之
餘
，
胡
錦
濤
說
：
﹁
當

前
兩
岸
經
濟
交
流
合
作
面
臨
著
重
要
的
歷
史
性
機

遇
，
需
要
雙
方
共
同
努
力
，
大
力
推
進
兩
岸
經
濟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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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各
領
域
交
流
合
作
，
繼
續
推
動
兩
岸
周
末
包
機
和

大
陸
居
民
赴
台
旅
遊
的
蹉
商
，
繼
續
關
心
台
灣
同
胞

福
祉
，
並
切
實
維
護
台
灣
同
胞
的
正
當
權
益
，
繼

續
促
進
兩
岸
協
商
談
判
。
﹂
蕭
萬
長
先
生
表
示
：

﹁
長
期
以
來
，
兩
岸
經
貿
關
係
一
直
發
揮
穩
定
兩

岸
關
係
的
正
面
作
用
，
現
在
是
一
個
新
的
開
始
，
希

望
盡
快
啟
動
兩
岸
周
末
包
機
，
並
實
現
大
陸
居
民
來

台
旅
遊
。
﹂
蕭
萬
長
先
生
還
從
﹁
雙
方
談
判
政
策
要

開
放
，
態
度
要
務
實
，
步
伐
要
穩
健
，
希
望
能
﹃
正

視
現
實
，
開
創
未
來
，
擱
置
爭
議
，
追
求
雙
贏
﹄
，

為
兩
岸
關
係
開
創
互
信
、
互
諒
、
互
助
、
互
利
的
新

時
代
。
﹂
胡
錦
濤
主
席
指
出
，
在
當
今
世
界
經
濟
形

勢
下
，
兩
岸
同
胞
應
共
同
應
對
挑
戰
，
切
實
加
強
合

作
，
努
力
共
創
雙
贏
。
當
前
兩
岸
關
係
正
朝
著
和
平

穩
定
的
方
向
發
展
，
這
是
人
心
所
向
，
大
勢
所
趨
，

兩
岸
同
胞
是
一
家
人
，
是
血
脈
相
連
的
命
運
共
同

體
，
兩
岸
關
係
的
前
途
應
該
掌
握
在
兩
岸
同
胞
自
己

的
手
中
，
共
同
開
展
和
平
發
展
新
局
面
。
博
鰲
會
結

束
時
，
胡
請
蕭
回
台
後
代
為
轉
達
對
馬
英
九
、
吳
伯

雄
、
連
戰
先
生
等
的
問
候
，
氣
氛
極
為
融
洽
。
胡
錦

濤
提
出
﹁
最
廣
泛
地
團
結
台
灣
同
胞
，
團
結
的
人
越

多
越
好
，
只
有
實
現
大
團
結
，
才
能
促
進
兩
岸
關
係

大
發
展
。
﹂

奇
蹟
出
現
了
！
胡
、
蕭
會
見
具
有
十
分
重
要
的

積
極
意
義
，
台
灣
島
內
反
映
強
烈
，
馬
英
九
表
示
將

在
上
任
後
推
動
建
立
兩
岸
正
常
的
經
貿
關
係
。
國
台

辦
發
言
人
李
維
一
先
生
四
月
十
六
日
在
新
聞
發
布
會

上
表
示
：
在
新
的
形
勢
下
，
我
們
面
臨
經
濟
交
流
與

合
作
，
拓
展
領
域
，
提
升
層
次
，
積
極
推
動
早
日
實

現
兩
岸
直
接
﹁
三
通
﹂
，
造
福
兩
岸
同
胞
。
在
十
六

日
新
聞
發
布
會
上
，
國
務
院
司
法
部
研
究
決
定
，
自

二○
○

八
年
，
台
灣
居
民
可
參
加
大
陸
司
法
考
試
，

成
績
合
格
者
，
由
國
務
院
司
法
行
政
部
門
授
予
法
律

職
業
資
格
，
並
頒
發
資
格
證
書
。
馬
英
九
四
月
十
五

日
也
表
示
，
由
於
時
移
勢
轉
，
未
來
兩
岸
協
商
會
，

應
該
在
大
陸
或
台
灣
舉
行
，
而
無
須
在
第
三
地
。
種

種

象
表
明
，
清
除
﹁
台
獨
﹂
勢
力
後
，
大
陸
和
台

灣
的
局
勢
向
著
和
平
的
方
向
急
轉
直
下
，
一
天
好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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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
祖
國
和
平
統
一
的
願
望
已
是
指
日
可
待
了
。
我

們
期
待
早
日
的
到
來
！

四
月
十
五
曰
，
棗
陽
旅
台
鄉
親
顏
嘉
德
先
生
、

秦
基
君
先
生
、
徐
德
讓
先
生
等
回
鄉
祭
祖
，
特
邀
我

等
老
同
學
、
老
朋
友
餐
聚
，
還
有
市
政
辦
、
市
台
辦

等
負
責
同
志
參
加
。
閒
談
中
，
大
家
對
台
灣
民
選
馬

英
九
、
蕭
萬
長
等
國
民
黨
的
絕
對
優
勢
獲
勝
，
﹁
台

獨
﹂
徹
底
垮
台
，
大
家
的
心
情
十
分
舒
暢
。
舉
杯
高

呼
，
喜
笑
顏
開
，
一
致
歡
呼
海
峽
兩
岸
和
平
統
一
的

進
程
加
快
了
，
直
接
﹁
三
通
﹂
已
為
期
不
遠
了
，
大

陸
居
民
赴
台
旅
遊
更
不
成
問
題
了
。
大
家
一
致
祝
福

和
平
統
一
早
日
到
來
！

�
和　

諧

自
﹁
十
六
﹂
大
以
來
，
提
出
了
構
建
和
諧
社

會
，
以
德
治
國
。
胡
錦
濤
在
﹁
十
七
﹂
大
報
告
中
更

進
一
步
強
調
了
構
建
和
諧
社
會
的
重
要
性
，
要
求
全

國
人
民
深
入
貫
徹
落
實
科
學
發
展
觀
，
積
極
構
建
社

會
主
義
和
諧
社
會
。
社
會
和
諧
是
中
國
特
色
社
會
主

義
的
本
質
屬
性
，
科
學
發
展
和
社
會
和
諧
是
內
在
的

統
一
。
社
會
主
義
和
諧
社
會
，
要
通
過
發
展
增
加
社

會
物
質
財
富
，
不
斷
改
善
人
民
生
活
，
保
障
社
會
公

平
正
義
，
誠
信
友
愛
，
安
定
有
序
，
充
滿
活
力
，

人
與
自
然
和
諧
相
處
，
共
同
建
設
，
共
同
享
有
，

著
力
解
決
人
民
最
關
心
、
最
直
接
、
最
現
實
的
利
益

問
題
，
努
力
形
成
人
民
各
盡
所
能
，
各
得
其
所
，
而

又
和
諧
相
處
，
為
發
展
提
供
良
好
的
社
會
環
境
。

﹁
十
七
大
﹂
報
告
指
出
的
﹁
五
有
﹂
承
諾
；
即
學
有

所
教
、
勞
有
所
得
、
病
有
所
醫
、
老
有
所
養
、
住
有

所
居
。
所
推
進
建
設
和
諧
社
會
。
相
信
這
個
目
標
是

一
定
能
達
到
的
！

改
革
開
放
以
來
，
特
別
是
﹁
十
七
大
﹂
以
來
，

全
國
人
民
認
真
貫
徹
了
科
學
發
展
觀
，
當
構
建
和
諧

社
會
，
中
央
採
取
了
很
多
措
施
。
最
大
限
度
激
發
社

會
創
造
活
力
，
最
大
限
度
增
加
和
諧
因
素
，
最
大
限

度
減
少
不
和
諧
因
素
。
和
諧
社
會
靠
全
社
會
共
同
建

設
，
形
成
社
會
和
諧
人
人
有
責
，
和
諧
社
會
人
人
共

享
。
不
是
嗎
？
﹁
十
六
大
﹂
以
來
，
黨
中
央
採
取
了



為
和
平
而
歡
呼

93

很
多
惠
農
政
策
。
如
對
全
國
農
村
的
農
民
，
取
消
了

幾
千
年
的
皇
糧
國
稅
，
種
糧
食
還
給
予
每
畝
十
～

十
五
元
的
補
貼
；
為
鼓
勵
發
展
牲
豬
，
不
僅
給
予
補

貼
，
還
辦
了
豬
保
險
；
教
育
投
入
增
速
加
快
，
二○

○
七
年
的
教
育
投
入
增
速
達
四
五‧

一
％
，
誰
家
的

孩
子
都
要
上
學
，
義
務
教
育
免
除

了
學
雜
費
、
書
本
費
，
撥
出

資
金
資
助
貧
困
大
學
生
，
使

貧
窮
的
孩
子
也
能
上
得
起

學
；
為
解
決
老
百
姓
看
病

難
，
建
立
了
農
村
新
型
合

作
醫
療
網
。
城
市
社
區
公
共

衛
生
醫
療
團
，
有
些
城
市
還

辦
起
了
平
價
醫
院
、
貧
民
醫
院
。

二○
○

七
年
國
家
安
排
五
百
六
十
億
元
支

持
醫
療
衛
生
體
制
改
革
；
建
立
了
城
鄉
社
會
保
障
體

系
，
普
遍
辦
起
了
社
會
保
險
、
養
老
保
險
、
醫
療
保

險
等
等
。

民
本
社
會
就
是
和
諧
社
會
，
民
本
即
民
生
，

因
為
﹁
民
以
食
為
天
，
黨
以
民
為
天
﹂
，
要
得
民
心

就
要
關
心
民
生
、
尊
重
民
生
，
﹁
民
可
以
載
舟
，
也

可
以
覆
舟
﹂
。
只
有
把
民
生
的
事
情
辦
好
了
，
就
能

收
到
民
心
，
自
然
就
激
起
老
百
姓
的
生
產
建
設
積
極

性
。
就
能
創
造
出
意
想
不
到
的
輝
煌
成
果
。

確
實
，
在
構
建
和
諧
社
會
的
進
程
中
，
棗
陽

的
變
化
也
很
大
，
給
帝
鄉
人
民
帶
來
的
實
惠

也
很
多
，
諸
如
免
去
農
業
稅
︵
皇
糧
︶
，

種
糧
食
給
補
貼
︵
每
畝
十
至
十
五

元
︶
，
統
籌
新
型
合
作
醫
療
保
險
︵
每

人
二
十
元
︶
，
牲
豬
補
貼
加
保
險
，
對

貧
困
學
生
助
救
，
貧
困
中
學
生
也
能
讀
完

大
學
等
等
。
這
些
惠
農
惠
民
政
策
，
老
百
姓

打
心
眼
裡
感
謝
政
府
，
大
大
激
發
了
建
設
小
康

社
會
的
積
極
化
，
未
來
的
棗
陽
，
一
片
輝
煌
。
構
建

和
諧
社
會
的
路
還
很
長
，
還
需
要
我
們
萬
眾
一
心
，

積
極
努
力
去
爭
取
早
日
實
現
。

劉　

逢　

吉　

二○
○

八
年
四
月
三
十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