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十七期 070

一
、
前　

言

今
︵
二○

○

九
︶
年
是
國
共
內
戰
，
兩
岸
分
治

的
六
十
週
年
；
也
是
當
年
，
我
們
一
群
原
在
武
漢
區
各

大
專
院
校
就
讀
的
愛
國
青
年
，
重
披
戰
袍
集
體
來
台
的

六
十
週
年
。

六
十
年
來
，
艱
難
的
國
局
，
不
是
用
驚
濤
駭
浪
、

翻
天
覆
地
，
所
可
形
容
於
萬
一
。
因
此
學
者
稱
這
一
年

是
﹁
政
治
海
嘯
年
﹂
，
書
坊
中
並
有
﹁
大
撤
退
﹂
﹁
大

江
大
海
﹂
、
﹁
巨
流
河
﹂
等
巨
著
的
問
世
，
報
章
雜
誌

更
有
很
多
文
情
並
茂
的
大
作
刊
出
。
讓
人
看
了
之
後
，

都
有
不
甚
﹁
國
破
山
河
在
，
恨
別
鳥
驚
心
﹂
、
江
山
依

舊
、
人
事
已
非
、
﹁
壯
志
未
酬
人
已
老
，
匣
中
寶
劍
夜

有
聲
﹂
、
﹁
大
江
東
去
浪
濤
盡
千
古
風
流
人
物
，
是
非

成
敗
轉
頭
空
﹂
之
慨
。
也
想
到
每
次
大
陸
探
親
去
來
，

總
是
充
滿
﹁
歷
史
之
痛
、
民
族
之
愛
、
故
鄉
之
戀
和
對

和
平
之
願
﹂
。
一
切
的
變
化
，
都
會
使
人
直
覺
﹁
中
原

成
敗
寧
非
數
，
後
世
忠
邪
自
有
知
﹂
的
悔
、
愧
和
愁
、

撼
的
痛
楚
。
如
今
人
生
暮
年
，
時
不
我
予
，
更
有
﹁
日

暮
鄉
關
何
處
是
，

波
江
上
使
人
愁
﹂
的
傷
感
，
也
是

﹁
一
部
春
秋
史
，
幾
多
孤
臣
淚
﹂
！

我
看
到
中
國
革
命
家
毛
澤
東
先
生
，
早
年
的
一
首

寓
意
深
長
的
詞
話
：
﹁
鷹
繫
長
空
，
魚
翔
淺
底
，
萬
類

 

李
發
強

誰
主
浮
沉─

─

從
﹁
和
平
發
展
﹂
看
明
日
中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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霜
天
競
自
由
，
問
蒼
茫
大
地
，
誰
主
浮
沉
﹂
，
很
是
為

其
豪
情
霸
氣
，
想
到
中
國
的
命
運
。
筆
者
當
年
是
本
著

﹁
愛
國
以
命
﹂
和
﹁
一
次
革
命
兩
面
作
戰
﹂
的
心
情
，

集
體
來
台
。
飽
受
﹁
血
洗
臺
灣
、
解
放
台
灣
、
和
平
統

一
﹂
文
攻
武
嚇
如
洗
三
溫
暖
。
同
時
說
也
傷
感
，
在
我

門
集
體
來
台
後
，
由
於
孫
立
人
將
軍
，
缺
乏
同
理
心
，

不
承
認
國
家
預
官
制
度
，
也
不
相
信
我
們
是
為
共
赴
國

難
而
來
，
竟
誣
我
等
二
十
三
位
學
友
，
思
想
複
雜
，
而

囚
解
廣
州
企
圖
處
死
，
成
為
冤
獄
。
另
在
兩
岸
開
放

探
親
後
，
筆
者
與
湖
北
十
多
位
知
名
人
士
，
應
湖
北
省

府
之
邀
返
鄉
訪
問
時
，
為
響
應
江
澤
民
主
席
呼
籲
，

民
辦
大
學
，
而
與
星
雲
法
師
聯
合
創
辦
弘
道
大
學
於
湖

北
黃
石
，
卻
因
不
諒
解
星
雲
與
許
家
屯
之
關
係
，
而
阻

斷
興
學
，
因
此
深
覺
在
兩
岸
擁
抱
中
華
民
族
，
都
很
幸

苦
。
如
今
六
十
年
後
又
看
到
胡
錦
濤
總
書
記
的
﹁
建
立

互
信
、
擱
置
爭
議
、
存
異
求
同
、
共
求
雙
贏
﹂
十
六
字

訣
，
和
胡
六
點
的
﹁
告
臺
灣
同
胞
書
﹂
，
又
燃
起
我
對

和
平
的
希
望
。
筆
者
為
能
知
識
報
國
，
曾
於
前
年
發

表
﹁
正
視
二
二
八
愛
比
恨
長
遠
﹂
拙
文
，
希
望
以
民
族

大
愛
化
解
個
人
仇
恨
。
又
於
去
年
發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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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現
在
決

定
再
寫
這
篇
﹁
誰
主
浮
沉─

─

從
和
平
發
展
看
明
日
中

國
﹂
，
一
探
偉
大
的
傳
統
中
國
，
將
走
向
何
方
。
敬
請

高
明
指
教
！

二
、
歷
史
的
回
顧

傳
統
的
中
國
，
是
一
個
地
大
物
博
，
人
口
眾

多
，
文
化
優
秀
的
世
界
大
國
；
尤
其
是
中
華
文
化
，

人
、
德
並
重
，
主
張
王
道
治
國
，
天
人
合
一
，
受
到
舉

世
的
重
視
。
例
如
有
七
十
五
位
的
諾
貝
爾
得
獎
人
，

於
一
九
八
八
年
一
月
集
會
巴
黎
，
曾
發
表
宣
言
說
：

﹁
如
果
人
類
要
在
二
十
一
世
紀
生
存
下
去
，
必
得
回
頭

二
千
五
百
年
，
去
吸
收
孔
子
的
智
慧
﹂
。
這
也
驗
證
西

方
史
家
所
說
：
﹁
中
國
的
奇
蹟
，
在
永
遠
能
同
化
侵
略

者
和
征
服
者
，
過
去
如
此
，
將
來
還
是
如
此
﹂
。
但
是

中
華
文
化
所
孕
育
的
中
華
政
治
歷
史
，
卻
總
是
一
如
外

國
政
治
，
總
是
治
亂
相
乘
，
分
合
無
定
，
一
如
當
前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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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
，
本
是
一
個
中
國
，
因
為
政
爭
，
分
成
兩
個
政
體
，

又
為
如
何
回
到
﹁
一
個
中
國
﹂
，
而
爭
吵
難
決
，
真
是

可
恥
極
了
。

近
代
中
國
的
分
裂
，
追
本
溯
源
，
應
自
哥
倫
布

發
現
新
大
陸
，
暢
通
世
界
航
運
，
工
業
革
命
，
生
產

過
剩
，
資
本
主
義
興
起
，
向
外
爭
奪
殖
民
地
，
引
起

帝
國
侵
略
及
勞
資
對
立
，
又
發
生
馬
克
斯
共
黨
革
命
。

於
是
在
中
國
於
一
八
四○
年
發
生
中
英
鴉
片
戰
爭
，

一
八
九
四
年
發
生
甲
午
中
日
戰
爭
，
一
九○

○

年
發
生

八
國
聯
軍
入
侵
中
國
等
，
使
中
國
不
但
割
失
香
港
、
台

灣
，
還
要
賠
款
，
這
不
但
使
中
國
成
為
次
殖
民
地
，
民

族
信
心
盡
失
，
且
民
窮
財
盡
，
一
切
落
後
。
因
此
民
族

自
強
之
聲
四
起
，
如
維
新
變
法
，
如
中
體
西
用
，
洋
務

運
動
，
如
中
山
先
生
全
民
革
命
，
如
﹁
五
四
運
動
﹂
，

要
民
主
、
科
學
。
如
陳
獨
秀
、
毛
澤
東
等
輸
入
共
產
思

想
等
，
不
一
而
足
。
這
些
自
強
運
動
，
使
古
老
中
國
，

起
了
根
本
變
化
，
三
民
主
義
的
中
華
民
國
，
及
時
取
代

了
立
國
二
六
八
年
的
清
廷
。
三
十
八
年
後
，
卻
又
被
共

產
黨
打
倒
，
天
道
無
常
，
滄
桑
多
變
，
一
切
是
非
，
且

讓
史
家
評
述
。

三
、
自
強
的
變
奏

一
如
上
述
，
中
國
在
中
英
鴉
片
戰
爭
後
，
為
恢
復

民
族
信
心
，
自
強
運
動
紛
紛
出
現
，
最
具
規
模
的
是
孫

中
山
先
生
的
三
民
主
義
救
國
運
動
，
中
山
先
生
以
﹁
因

襲
我
國
之
固
有
思
想
，
規
撫
歐
洲
學
說
事
蹟
及
其
獨
見

創
獲
﹂
，
為
其
思
想
淵
源
，
先
是
於
一
八
九
四
年
二
月

上
書
李
鴻
章
，
請
以
﹁
人
盡
其
才
、
地
盡
其
利
、
物
盡

其
用
、
貨
暢
其
流
﹂
富
強
中
國
，
未
受
重
視
。
實
則
中

山
先
生
於
一
八
八
五
年
中
法
戰
敗
之
年
，
就
已
決
心
革

命
救
國
，
但
仍
望
滿
清
自
立
自
強
，
至
一
八
九
四
年
中

日
甲
午
戰
爭
失
敗
，
於
是
於
檀
香
山
成
立
興
中
會
，
展

開
革
命
運
動
，
自
一
八
九
五
年
起
至
一
九
一
一
年
，
先

後
發
動
廣
州
、
惠
州
、
潮
州
、
欽
州
等
十
次
起
義
，
均

告
失
敗
，
直
至
同
年
十
月
十
日
武
昌
起
義
，
一
舉
成

功
，
才
建
立
中
華
民
國
，
民
國
元
年
中
山
先
生
任
臨
時

總
統
，
改
組
同
盟
會
為
國
民
黨
，
民
國
三
年
再
改
稱
中

華
民
國
革
命
黨
。
民
國
八
年
改
組
中
華
革
命
黨
為
中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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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民
黨
迄
今
，
又
歷
經
討
袁
護
法
，
聯
俄
容
共
，
發
明

三
民
主
義
、
著
述
：
民
權
初
步
，
孫
文
學
說
，
實
業
計

劃
、
地
方
自
治
開
始
實
行
法
、
五
權
憲
法
、
軍
人
精
神

教
育
、
中
國
革
命
史
及
建
國
大
綱
等
，
為
三
民
主
義
建

國
，
充
實
內
容
。

中
山
先
生
一
生
奔
走
國
事
，
曾
經
倫
敦
蒙
難
，
最

後
不
幸
於
民
國
十
四
年
三
月
十
二
日
，
以
六
十
之
年
早

逝
，
舉
國
哀
悼
，
痛
失
偉
人
。
中
國
共
產
黨
，
尊
為
革

命
先
行
者
，
胡
錦
濤
總
書
記
於
二○
○

六
年
，
紀
念
中

山
先
生
一
四○

週
年
誕
辰
時
更
說
：
﹁
中
國
共
產
黨
人

是
孫
中
山
先
生
遺
志
的
繼
承
者
﹂
，
國
人
對
此
應
該
安

慰
，
那
就
是
國
民
黨
雖
在
大
陸
失
去
政
權
，
但
中
山
先

生
的
思
想
，
仍
受
中
共
尊
重
。

共
產
思
想
，
始
於
十
六
世
紀
，
創
始
於
馬
克
思

及
恩
格
斯
，
至
於
社
會
主
義
與
共
產
主
義
之
名
，
係
由

梁
啟
超
最
早
傳
入
中
國
。
一
九
一
七
年
列
寧
在
俄
國
共

產
革
命
取
得
政
權
，
並
聲
明
願
放
棄
在
華
特
權
，
引
起

國
人
好
感
，
民
國
八
年
五
四
運
動
，
掀
起
民
主
、
科
學

新
文
化
運
動
。
繼
在
北
京
大
學
密
設
﹁
馬
克
思
主
義
研

究
會
﹂
，
民
國
十
年
，
蘇
俄
派
來
國
際
共
黨
代
表
維
丁

斯
基
，
指
導
成
立
中
國
共
產
黨
，
並
於
上
海
及
嘉
興
南

湖
船
上
，
召
開
籌
設
共
黨
第
一
次
全
國
代
表
大
會
，
正

式
在
中
國
成
立
共
產
黨
。
出
席
十
三
人
，
他
們
是
董
必

武
、
毛
澤
東
、
張
國
燾
等
，
選
陳
秀
為
書
記
，
主
張
無

產
階
級
專
政
，
廢
除
資
本
私
有
；
其
後
，
並
在
蘇
俄
指

示
下
，
以
個
人
身
份
參
加
國
民
黨
，
如
周
恩
來
任
黃
埔

軍
校
政
治
部
主
任
，
毛
澤
東
代
理
宣
傳
部
長
等
。
使
國

共
之
間
，
曾
有
北
伐
、
抗
戰
之
兩
次
合
作
，
但
因
同
床

異
夢
，
又
各
走
極
端
，
以
致
生
死
慘
鬥
。
於
是
中
共
從

北
京
出
發
，
再
經
上
海
、
瑞
金
、
延
安
，
先
是
建
立

﹁
一
國
兩
制
﹂
的
蘇
維
埃
政
權
，
同
時
歷
經
知
識
份
子

搞
革
命
到
全
面
內
戰
的
﹁
革
命
奪
權
﹂
成
功
，
再
經
權

力
內
鬥
、
三
反
五
反
、
三
面
紅
旗
、
文
化
大
革
命
等
的

﹁
不
斷
革
命
﹂
，
以
至
鄧
小
平
﹁
改
革
開
放
﹂
的
﹁
告

別
革
命
﹂
時
代
，
主
張
﹁
建
設
有
中
國
特
色
的
中
國
社

會
主
義
﹂
，
這
是
劃
時
代
的
巨
大
變
化
，
它
不
但
是
從

西
方
霸
道
文
化
回
到
王
道
的
中
華
文
化
，
也
從
﹁
摸

著
石
頭
過
河
﹂
，
挽
救
了
中
國
共
產
黨
的
盲
點
，
更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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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中
華
民
族
的
生
存
發
展
找
到
舞
台
，
而
在
二
十
一
世

紀
的
今
天
，
使
中
國
崛
起
，
受
到
舉
世
矚
目
。
這
也
正

是
中
國
人
自
鴉
片
戰
爭
以
來
，
使
中
國
的
自
強
運
動
又

有
了
新
的
成
果
，
但
是
因
自
強
運
動
，
所
造
成
的
中
西

文
化
衝
突
，
以
致
國
共
內
戰
瘋
狂
撕
裂
六
十
年
後
，
看

似
和
平
曙
光
再
現
，
但
是
﹁
世
事
紛
紜
無
窮
盡
，
天
數

茫
茫
不
可
知
﹂
，
如
果
有
一
方
估
計
錯
誤
，
則
自
強
的

變
奏
，
很
難
肯
定
﹁
一
個
中
國
﹂
之
爭
，
會
在
何
時
落

幕
。

四
、
分
裂
的
修
補

國
共
分
裂
形
成
兩
個
政
體
，
是
中
國
的
不
幸
，
不

忍
再
述
。
依
辭
源
說
，
所
謂
法
﹁
國
體
﹂
就
是
代
表
國

家
的
根
本
體
制
，
依
統
制
權
不
同
，
可
分
為
君
主
體
制

與
民
主
體
制
。
所
謂
﹁
政
體
﹂
，
依
治
權
形
式
，
又
可

分
為
獨
裁
與
立
憲
兩
種
。
因
此
本
文
所
指
之
國
體
與
政

體
，
依
兩
岸
形
式
，
雖
然
都
是
立
憲
政
體
，
所
異
者
應

係
何
種
立
憲
。

為
了
修
補
兩
岸
的
分
姴
，
從
胡
錦
濤
先
生
先
提
出

﹁
建
立
互
信
、
擱
置
爭
議
、
存
異
求
同
、
共
求
雙
贏
﹂

的
十
六
字
箴
言
，
馬
英
九
先
生
於
就
任
國
民
黨
主
席
，

回
覆
胡
總
書
記
賀
電
，
也
提
出
﹁
正
視
現
實
、
建
立
互

信
、
擱
置
爭
議
、
共
創
雙
贏
﹂
十
六
字
箴
言
，
應
該

說
，
雙
方
對
兩
岸
的
和
平
發
展
理
想
，
雖
各
有
所
指
，

但
已
是
在
接
近
中
。

接
著
胡
總
書
記
又
提
出
所
謂
的
﹁
和
平
發
展
胡
六

點
﹂
的
內
容
有
：

一
、
恪
守
一
個
中
國
，
增
進
政
治
互
信
，
世
界
上

只
有
一
個
中
國
，
中
國
主
權
和
領
土
完
整
不
容
分
割
。

二
、
兩
岸
簽
訂
綜
合
性
經
濟
合
作
協
議
，
探
討
兩

岸
經
濟
共
同
發
展
，
與
亞
太
區
域
經
濟
合
作
機
制
相
銜

接
的
可
行
途
徑
。

三
、
台
灣
文
化
豐
富
了
中
華
文
化
的
內
涵
，
台
灣

同
胞
愛
鄉
愛
土
的
台
灣
意
識
，
不
等
於
台
獨
意
識
。

四
、
希
望
民
進
黨
停
止
台
獨
分
裂
活
動
，
只
要
民

進
黨
改
變
台
獨
分
裂
立
場
，
大
陸
願
正
面
回
應
。

五
、
台
灣
參
與
國
際
組
織
問
題
，
在
不
造
成
兩
個

中
國
，
一
中
一
台
的
前
提
下
，
通
過
兩
岸
務
實
協
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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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出
合
情
合
理
安
排
。

六
、
兩
岸
就
軍
事
問
題
接
觸
交
流
，
探
討
建
立
軍

事
安
全
互
信
機
制
，
在
一
中
原
則
基
礎
上
，
協
商
正
式

結
束
兩
岸
敵
對
狀
態
，
達
成
和
平
協
議
。

以
上
，
﹁
胡
六
點
﹂
是
為
紀
念
一
九
七
九
年
中
共

人
大
常
委
會
發
表
﹁
告
台
灣
同
胞
書
﹂
的
三
十
週
年
，

以
﹁
攜
手
推
動
兩
岸
關
係
和
平
發
展
、
同
心
實
現
中
華

民
族
偉
大
復
興
﹂
而
發
。
在
此
之
間
，
尚
有
鄧
小
平
於

一
九
八
三
年
發
表
﹁
鄧
六
點
﹂
之
﹁
和
平
統
一
、
一
國

兩
制
﹂
之
談
話
，
繼
有
一
九
八
一
年
中
共
主
席
葉
劍

英
之
﹁
葉
九
點
﹂
﹁
告
台
灣
同
胞
書
﹂
，
一
九
九
五
年

江
澤
民
主
席
﹁
告
台
灣
同
胞
書
﹂
之
﹁
江
八
點
﹂
等
。

歸
納
總
義
，
都
是
希
望
早
日
和
平
統
一
中
國
。
但
這
次

胡
總
書
記
的
講
話
，
則
是
充
分
表
達
對
台
政
策
，
已
由

以
往
﹁
解
放
台
灣
﹂
而
﹁
和
平
統
一
﹂
變
為
﹁
和
平

發
展
﹂
的
宣
示
，
且
在
全
文
中
前
後
使
用
﹁
和
平
發

展
﹂
一
詞
，
超
過
二
十
三
次
之
多
，
雖
然
他
的
講
話

﹁
棉
花
藏
針
，
軟
中
帶
硬
﹂
，
但
卻
非
常
務
實
，
像
他

所
提
﹁
經
濟
協
議
﹂
，
如
無
協
調
，
則
台
灣
會
被
迫
關

在
亞
洲
關
稅
大
門
之
外
，
將
難
以
生
存
。
但
美
中
不
足

的
是
，
過
去
表
示
為
﹁
和
平
統
一
﹂
什
麼
都
可
以
談
，

這
次
未
再
見
表
態
。
不
過
經
國
共
兩
黨
主
席
及
﹁
江
陳

相
會
﹂
，
未
因
台
獨
強
阻
，
而
仍
獲
得
兩
岸
三
通
等
的

重
大
進
展
，
但
是
在
十
一
月
中
旬
由
中
共
智
囊
核
心
人

物
鄭
必
堅
等
二
十
八
位
文
武
專
家
，
前
來
台
灣
，
參
加

﹁
兩
岸
一
甲
子
研
討
會
﹂
，
經
過
對
軍
事
、
外
交
、

經
濟
、
文
化
等
的
交
流
後
，
似
是
很
不
滿
意
台
灣
學

者
，
主
張
﹁
一
國
良
制
﹂
及
﹁
和
平
協
議
﹂
尚
未
成

熟
之
說
。
但
未
久
中
共
上
海
東
亞
研
究
所
長
章
念
馳
所

長
，
則
發
表
專
文
，
認
為
﹁
和
平
發
展
，
大
陸
應
勿
急

躁
﹂
，
﹁
大
陸
不
要
做
了
幾
天
善
事
就
要
回
報
﹂
。
可

是
在
同
月
下
旬
，
卻
又
有
共
軍
少
將
羅
援
在
中
共
一
項

經
濟
研
討
會
中
，
竟
嚴
批
馬
英
九
﹁
不
獨
、
不
統
、
不

武
﹂
是
﹁
和
平
分
裂
﹂
，
因
而
主
張
對
台
動
武
，
很
是

令
人
玩
味
。

但
不
管
怎
樣
，
胡
錦
濤
主
席
的
﹁
和
平
發
展
﹂

談
話
，
總
是
兩
岸
和
解
的
一
大
進
步
，
雖
然
說
過
兩
岸

協
商
，
要
先
易
後
難
，
先
經
後
政
，
但
政
治
協
商
總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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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臨
。
首
先
要
談
的
，
除
了
希
望
﹁
一
國
兩
制
﹂
不
如

﹁
一
國
良
制
﹂
，
可
以
一
勞
永
逸
外
，
就
是
對
未
來
的

政
體
應
如
何
為
是
，
可
以
預
料
，
爭
議
難
免
，
也
許
會

水
到
渠
成
。
好
在
什
麼
都
可
以
談
，
有
言
在
先
。
值
得

重
視
的
是
作
家
丁
匯
中
於
﹁
國
是
評
論
﹂
一
九
二
期
發

表
﹁
讀
鄧
小
平
遺
囑
有
感
﹂
的
說
，
曾
自
其
嘉
農
友
人

趙
教
授
處
，
獲
得
來
自
北
京
某
大
學
副
校
長
之
﹁
鄧
小

平
遺
囑
﹂
資
料
。
該
遺
囑
係
鄧
小
平
先
生
於
一
九
九
二

年
六
月
某
日
的
上
午
十
時
，
在
北
京
市
景
山
後
街
鄧
家

小
院
，
召
集
王
瑞
林
、
曾
慶
紅
及
胡
錦
濤
三
位
先
生
，

所
作
政
治
遺
囑
，
重
點
有
六
：

一
、 

認
為
中
共
國
體
，
既
稱
﹁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
，

就
要
推
行
民
主
與
法
制
，
就
應
學
習
美
國
憲
法
，

建
成
一
個
權
力
來
自
人
民
的
國
家
。

二
、 

統
一
台
灣
是
重
大
問
題
，
因
兩
岸
政
體
差
距
太

大
，
解
決
之
道
：

�
一
是
非
萬
不
得
已
不
要
用
武
。

�
是
大
陸
經
濟
要
急
起
直
追
。

��

是
一
國
兩
制
不
夠
，
可
以
考
慮
聯
邦
制
憲
政
之

路
。

三
、 

對
於
發
展
問
題
，
要
讓
全
國
人
民
的
腦
袋
代
替
總

書
記
和
總
理
的
腦
袋
。
那
就
是
要
開
放
。

四
、 

對
中
美
關
係
，
美
國
是
欺
負
中
國
最
小
的
大
國
，

我
們
應
學
習
美
國
憲
法
。
中
國
共
產
黨
如
能
改
稱

人
民
黨
或
社
會
黨
，
則
中
美
關
係
就
會
改
善
。

五
、 

﹁
六
、
四
﹂
問
題
，
是
中
國
改
革
開
放
過
程
的
必

然
現
象
，
責
任
是
跑
不
掉
的
，
做
領
袖
就
得
有
擔

當
。
歷
史
會
對
﹁
六
、
四
﹂
有
一
個
理
性
的
說

法
。

六
、 

關
於
制
度
建
設
，
領
導
人
要
靠
人
民
來
選
，
不
能

靠
小
圈
子
和
槍
桿
子
，
古
說
﹁
得
民
心
者
得
天

下
﹂
，
一
切
要
從
基
層
做
起
。

以
上
六
點
，
並
非
遺
囑
全
文
，
祇
是
摘
錄
不
到

十
分
之
一
的
文
字
。
從
這
些
內
容
看
，
鄧
小
平
先
生
的

確
是
一
位
無
論
思
想
、
智
慧
、
經
驗
、
見
解
，
都
是
極

為
成
熟
的
一
位
敢
言
敢
行
的
政
治
家
，
他
的
﹁
具
有
中

國
特
色
的
社
會
主
義
﹂
、
﹁
實
踐
是
檢
驗
真
理
的
標

準
﹂
、
﹁
不
問
黑
貓
白
貓
，
會
捉
老
鼠
的
貓
就
是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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貓
﹂
，
都
是
名
言
，
也
都
深
得
人
心
。

在
過
去
，
馬
克
思
曾
說
﹁
共
產
黨
會
在
資
本
發

達
的
國
家
出
現
﹂
，
但
蘇
俄
和
中
國
都
不
是
資
本
主
義

發
達
的
國
家
。
馬
克
斯
的
理
想
是
﹁
各
盡
所
能
，
各
取

所
需
﹂
，
中
共
卻
不
得
不
改
為
﹁
各
盡
所
能
，
各
取
所

值
﹂
。
毛
澤
東
要
四
個
堅
持
，
如
今
則
祗
﹁
堅
持
共
產

黨
執
政
﹂
。
毛
澤
東
熱
中
階
級
鬥
爭
，
現
在
也
祇
是
口

號
。
類
此
情
形
，
在
鄧
小
平
﹁
告
別
革
命
﹂
後
，
一
切

也
都
在
變
。
變
成
馬
列
史
毛
鄧
外
加
中
山
思
想
的
共
同

思
想
政
體
。

在
國
共
合
作
期
間
，
毛
澤
東
曾
經
三
次
自
承
﹁
共

產
主
義
不
適
於
中
國
﹂
，
三
次
承
認
﹁
只
有
三
民
主
義

能
救
中
國
﹂
，
我
說
這
些
，
不
是
為
了
批
評
，
只
是
說

明
共
產
主
義
也
不
是
一
成
不
變
的
主
義
。

筆
者
為
了
真
正
認
識
中
共
，
曾
蒙
大
陸
友
人
，

贈
我
中
共
黨
章
、
憲
法
、
中
共
奮
鬥
史
及
新
時
期
的

中
國
現
代
史
等
書
，
也
從
台
灣
看
到
國
共
黨
史
，
中

共
革
命
七
十
年
，
台
海
兩
岸
關
係
實
錄
等
書
。
其
中

花
了
我
很
多
時
間
，
看
到
陳
志
奇
教
授
，
從
一
九
七
九

到
一
九
九
七
，
八
年
間
，
所
彙
集
的
國
共
之
間
為
﹁
一

個
中
國
﹂
等
的
見
解
，
就
文
獻
、
政
策
、
談
話
及
評
論

等
，
超
過
五
七○

項
，
逾
一
三
四
萬
文
字
，
爭
論
不

休
，
代
價
很
高
，
但
讓
我
覺
得
，
於
今
最
為
可
能
影
響

兩
岸
的
，
講
話
恐
怕
就
是
辜
汪
會
談
中
的
汪
道
涵
大
老

所
說
，
﹁
一
個
中
國
並
不
等
於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
也

不
等
於
中
華
民
國
，
而
是
兩
岸
同
胞
共
同
締
造
的
中

國
﹂
！
如
此
說
來
，
立
憲
的
傳
統
中
國
，
應
是
未
來
兩

岸
最
能
接
受
的
政
體
。

當
然
，
在
國
體
決
定
後
，
我
們
還
要
關
心
政
體

的
內
容
。
首
先
我
們
應
該
關
心
的
是
文
化
問
題
，
也
就

是
對
中
華
文
化
的
堅
持
，
所
謂
文
化
是
文
明
的
結
晶
、

是
民
族
的
靈
魂
，
關
乎
文
治
教
化
，
中
華
文
化
是
重
視

王
道
文
化
以
四
維
八
德
治
國
，
以
愛
與
互
助
，
天
下
為

公
、
世
界
大
同
為
理
想
、
與
西
方
以
霸
道
互
爭
的
文

化
，
有
天
壤
的
區
別
，
國
學
大
師
陳
立
夫
先
生
，
認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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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義
人
德
並
重
﹂
，
就
是
因
為
文
化
不
同
，
而
認
同
亦

不
同
的
結
果
，
所
以
堅
持
中
華
文
化
，
也
就
是
鄧
小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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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
生
﹁
具
有
中
國
特
色
的
社
會
主
義
﹂
的
實
現
，
也
就

是
中
山
先
生
要
恢
復
固
有
道
德
的
原
因
。

其
次
是
我
們
所
要
推
行
的
民
主
，
應
該
不
是
美

國
式
的
﹁
選
錢
民
主
﹂
，
也
不
是
台
灣
現
行
的
﹁
庸
俗

民
主
﹂
，
我
們
要
的
是
禮
運
大
同
式
的
﹁
天
下
為
公
，

選
賢
與
能
的
民
主
﹂
，
英
國
戰
時
首
相
邱
吉
爾
曾
說
，

﹁
民
主
不
是
最
好
的
東
西
，
但
我
們
又
有
什
麼
可
以
替

代
﹂
，
因
為
民
主
是
由
人
民
作
主
，
可
以
長
治
欠
安
。

中
山
先
生
曾
說
﹁
人
類
奮
鬥
的
目
的
是
為
求
生

存
﹂
，
意
即
﹁
人
類
生
存
的
意
義
，
在
能
有
正
確
的
奮

鬥
方
向
，
而
不
是
為
征
服
別
人
﹂
。
另
為
人
類
發
展
到

今
天
，
因
地
球
暖
化
，
足
以
毀
滅
人
類
，
我
們
應
該

保
護
地
球
村
的
利
益
重
於
政
治
利
益
，
否
則
地
球
毀
滅

了
，
權
力
又
有
何
用
？

我
們
遺
憾
國
共
兩
黨
因
意
識
形
態
的
不
同
，
造
成

了
嚴
重
的
分
裂
，
幸
有
兩
岸
的
互
讓
帶
來
和
平
發
展
的

機
會
，
但
戰
爭
難
，
和
比
戰
更
難
，
如
何
修
補
分
姴
和

平
發
展
，
恐
怕
不
是
一
蹴
可
成
的
事
。
像
最
近
十
二
月

二
日
台
灣
的
三
合
一
縣
市
長
選
舉
，
綠
勝
於
藍
，
也
要

有
和
平
的
對
策
。

五
、
和
平
的
呼
喚

﹁
和
平
﹂
與
﹁
戰
爭
﹂
，
是
常
繫
人
心
的
兩
個

名
詞
。
傳
統
的
中
國
文
化
，
強
調
﹁
和
平
﹂
為
處
世
之

本
，
﹁
家
和
萬
事
興
﹂
，
是
生
存
發
展
的
真
理
。
兩

岸
分
治
六
十
年
後
，
胡
錦
濤
主
席
，
提
出
﹁
和
平
發

展
﹂
，
應
是
時
代
的
心
聲
，
我
們
希
望
能
以
互
信
實
現

理
想
，
茲
再
提
出
一
些
建
議
如
下
：

一
、
大
為
不
爭
：
中
國
文
化
主
張
王
道
治
國
，
就

是
要
﹁
和
平
治
國
﹂
。
中
國
先
賢
王
船
山
早
就
說
過
：

﹁
大
勝
不
以
力
，
大
為
不
以
爭
，
大
爭
不
以
劇
。
故
曰

小
不
忍
則
亂
大
謀
﹂
，
世
界
上
只
有
諾
貝
爾
和
平
獎
，

沒
有
鬥
爭
勝
利
獎
，
就
是
要
和
平
不
要
鬥
爭
。

二
、
化
解
誤
會
：
國
共
內
爭
應
是
一
場
誤
會
：

因
為
國
共
是
同
一
民
族
、
同
一
文
化
、
同
一
歷
史
、
同

一
地
理
，
血
濃
於
水
，
都
是
為
自
強
救
國
而
由
知
識
分

子
組
黨
，
且
都
主
張
實
行
社
會
主
義
，
並
在
﹁
聯
俄
容

共
﹂
下
，
有
過
兩
次
合
作
，
毛
澤
東
、
周
恩
來
等
，
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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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
是
國
民
黨
的
重
要
幹
部
。
毛
澤
東
亦
曾
三
次
表
示
，

﹁
共
產
主
義
不
適
宜
於
中
國
，
只
有
三
民
主
義
才
能
救

中
國
﹂
。
所
不
同
的
是
，
國
民
黨
主
張
以
中
華
王
道
文

化
的
三
民
主
義
救
中
國
，
共
產
黨
則
是
主
張
以
西
方
霸

道
文
化
的
共
產
主
義
救
中
國
。
如
今
六
十
年
後
，
中
共

已
使
中
國
自
強
崛
起
，
但
中
共
的
共
產
主
義
，
已
非
馬

克
斯
的
純
正
共
產
主
義
，
尤
其
經
過
鄧
小
平
先
生
修
正

為
﹁
具
有
中
國
特
色
的
社
會
主
義
﹂
後
，
也
已
經
與
中

華
文
化
相
融
和
，
成
為
中
國
人
的
自
強
結
果
，
胡
錦
濤

主
席
也
強
調
﹁
和
諧
社
會
﹂
。
如
果
我
們
都
是
真
心
為

中
華
民
族
的
生
存
發
展
，
我
們
何
不
承
認
中
華
民
國
存

在
的
事
實
，
學
習
德
、
韓
，
互
不
排
斥
參
加
國
際
活
動

空
間
。
而
不
只
說
：
﹁
台
灣
是
中
國
的
一
省
，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代
表
中
國
﹂
，
才
是
雙
嬴
的
基
礎
。
使
一
場

歷
史
的
誤
會
，
應
就
此
迎
刃
而
解
。

三
、
敬
異
求
同
：
國
共
對
中
國
自
強
的
貢
獻
。

如
國
民
黨
之
推
翻
滿
清
、
建
立
共
和
、
完
成
北
伐
、
抗

戰
勝
利
等
。
共
產
黨
剷
除
封
建
思
想
、
帝
國
主
義
，
建

立
﹁
具
有
中
國
特
色
的
社
會
主
義
﹂
，
推
動
四
個
現
代

化
，
擁
有
核
武
，
發
展
太
空
，
使
中
國
崛
起
。
雖
然
毛

主
席
犯
了
三
面
紅
旗
，
十
年
文
革
的
錯
誤
，
鄧
小
平
批

評
他
﹁
晚
年
的
毛
澤
東
甚
至
無
法
表
現
自
己
的
意
見
，

於
最
後
犯
下
大
錯
。
在
建
國
與
治
國
之
間
，
要
以
三
七

分
帳
﹂
。
但
是
中
共
幹
部
，
仍
認
為
﹁
沒
有
毛
澤
東
就

沒
有
新
中
國
，
沒
有
鄧
小
平
就
沒
有
現
代
化
﹂
。
大
陸

人
民
在
瘋
狂
的
時
代
，
曾
有
﹁
天
大
地
大
，
不
如
共
產

黨
恩
情
大
，
河
深
海
深
，
不
如
毛
主
席
的
恩
情
深
﹂
、

﹁
相
信
毛
主
席
要
相
信
到
迷
信
的
程
度
，
服
從
毛
主
席

要
服
從
到
盲
從
程
度
﹂
、
﹁
爹
親
娘
親
不
如
共
產
黨

親
﹂
，
甚
至
說
﹁
沒
有
毛
主
席
，
中
國
怎
麼
辦
﹂
？
也

不
能
完
全
否
定
中
共
的
核
心
價
值
。
當
然
中
共
在
革
命

過
程
中
，
一
如
鄧
小
平
說
﹁
殺
二
十
萬
人
，
穩
定
二
十

年
﹂
的
作
法
。
一
如
趙
紫
陽
總
書
記
智
囊
陳
一
諮
在
其

﹁
民
主
中
國
﹂
一
文
中
說
：
﹁
大
躍
進
失
敗
，
餓
死

四
千
三
百
萬
人
。
僅
四
九─

七
九
年
，
非
正
常
死
亡
，

就
高
達
八
千
萬
人
以
上
﹂
，
這
個
數
字
是
我
們
對
日
抗

戰
死
亡
軍
民
的
一
倍
，
也
是
第
一
、
二
次
世
界
大
戰
死

亡
人
數
的
總
合
。
所
謂
﹁
人
命
關
天
﹂
，
我
們
不
完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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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認
﹁
階
級
鬥
爭
是
進
步
的
動
力
﹂
，
但
也
不
是
絕

對
，
因
為
教
育
和
制
度
等
，
也
是
可
以
改
變
人
性
的
。

再
說
中
華
民
國
的
蔣
中
正
總
統
，
也
絕
不
是
如

中
共
文
膽
陳
伯
達
所
著
﹁
人
民
公
敵
蔣
介
石
﹂
，
是
十

惡
不
赦
的
人
。
蔣
先
生
繼
承
中
山
先
生
遺
志
，
完
成
北

伐
、
抗
戰
，
退
據
台
灣
後
，
全
力
推
行
中
山
思
想
，
復

興
中
華
文
化
，
八
二
三
炮
戰
時
，
他
拒
絕
美
、
英
﹁
兩

個
中
國
﹂
的
提
議
，
連
毛
主
席
也
尊
其
是
一
位
愛
國

者
。
從
蔣
氏
日
記
中
發
現
，
在
韓
戰
，
台
海
炮
戰
及
越

戰
時
，
曾
三
次
拒
絕
美
國
使
用
原
子
彈
的
提
議
，
這
種

政
治
家
的
風
範
，
是
不
可
以
成
敗
論
英
雄
的
！
為
了
和

平
發
展
，
我
們
應
互
相
尊
重
、
欣
賞
，
不
讓
英
雄
寂

寞
！

四
、
期
待
和
平
：
六
十
年
來
，
為
求
兩
岸
和
平

發
展
，
我
們
欣
慰
兩
岸
雖
有
堅
持
，
亦
有
互
讓
，
譬
如

中
共
從
﹁
血
洗
台
灣
﹂
、
﹁
解
放
台
灣
﹂
、
﹁
和
平
統

一
﹂
，
到
目
前
的
﹁
和
平
發
展
﹂
，
已
不
再
說
中
華

民
國
已
不
存
在
，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是
中
國
唯
一
的
代

表
，
而
有
默
認
現
實
的
現
象
。
而
中
華
民
國
亦
從
﹁
反

攻
大
陸
﹂
、
﹁
三
民
主
義
統
一
中
國
﹂
、
﹁
不
接
觸
、

不
談
判
、
不
妥
協
﹂
，
而
終
止
﹁
動
員
戡
亂
條
款
﹂
，

承
認
中
共
為
政
治
實
體
，
接
受
﹁
中
華
台
北
﹂
的
委

屈
，
通
過
﹁
國
家
統
一
綱
領
﹂
，
希
望
在
民
主
、
自

由
、
均
富
的
目
標
下
，
在
理
性
、
對
等
、
互
惠
的
原
則

下
，
進
行
近
程
、
中
程
、
遠
程
的
接
觸
談
判
。
並
擬
定

近
程
為
交
流
互
惠
階
段
、
中
程
為
互
信
合
作
階
段
、

遠
程
為
協
商
統
一
階
段
。
繼
有
互
設
海
基
、
海
協
兩

會
，
一
本
﹁
國
家
沒
有
永
遠
的
敵
人
，
祇
有
永
遠
的
利

益
﹂
，
﹁
政
治
的
藝
術
，
在
於
妥
協
與
包
容
﹂
的
精

神
，
追
求
和
平
。
不
意
台
獨
主
張
者
，
缺
乏
遠
見
，
竟

未
想
到
因
中
華
民
國
的
保
障
而
使
台
灣
同
胞
免
於
中
共

革
命
清
算
鬥
爭
之
苦
，
卻
妄
圖
製
造
兩
個
中
國
，
再
使

和
平
分
裂
，
所
謂
識
時
務
者
為
俊
傑
，
我
們
總
不
能
飛

蛾
撲
火
，
讓
台
灣
成
為
覆
巢
！
何
不
為
﹁
化
地
域
觀
念

為
國
家
觀
念
，
化
鄉
土
意
識
為
民
族
意
識
﹂
，
為
自
己

的
民
族
盡
點
心
力
。

人
是
政
治
的
動
物
，
我
們
無
法
對
政
治
置
身
事

外
，
同
樣
的
人
是
有
生
命
的
，
我
們
有
權
維
護
生
命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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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
嚴
。
毛
主
席
雖
然
認
為
﹁
革
命
就
要
殺
人
﹂
，
但
在

百
萬
大
軍
渡
江
時
，
他
也
仍
是
吟
出
﹁
天
如
有
情
天

亦
老
，
人
間
正
道
是
滄
桑
﹂
的
感
傷
。
總
之
兩
岸
需
要

和
平
，
中
華
民
族
也
該
休
養
生
息
，
中
山
先
生
的
遺
願

是
﹁
和
平
、
奮
鬥
、
救
中
國
﹂
，
我
們
不
要
再
有
如
毛

主
席
所
說
：
﹁
與
天
鬥
、
與
地
鬥
、
與
人
鬥
，
快
樂
無

窮
﹂
的
話
！
國
民
黨
雖
然
在
自
強
奮
鬥
中
失
敗
了
，
但

中
山
先
生
的
遺
志
，
仍
為
中
共
繼
承
，
我
們
應
有
﹁
得

魚
同
一
喜
，
何
必
手
持
桿
﹂
的
欣
慰
。
在
﹁
沒
有
永
遠

的
皇
帝
，
也
沒
有
永
遠
的
執
政
黨
﹂
的
歷
史
經
驗
下
，

國
民
黨
應
有
大
黨
的
胸
襟
，
只
要
中
國
能
自
強
，
國
民

黨
仍
是
顧
炎
武
所
說
：
﹁
遠
路
不
須
愁
日
暮
，
老
年
猶

自
望
河
清
﹂
。
﹁
天
地
間
一
番
戰
場
，
古
今
來
多
少
角

色
﹂
。
林
語
堂
說
：
﹁
戰
爭
是
流
血
的
政
治
，
政
治
是

不
流
血
的
戰
爭
﹂
，
國
共
之
爭
是
應
該
止
血
的
時
候

了
。
分
裂
分
治
是
中
華
民
國
的
不
幸
，
我
們
本
是
同
根

生
，
相
煎
何
太
急
。
六
十
年
的
國
家
分
裂
，
﹁
不
是
萬

里
關
山
客
，
那
知
能
斷
腸
﹂
，
可
憐
多
少
﹁
永
定
河
邊

骨
，
猶
是
﹁
春
閨
夢
裡
人
﹂
。
天
下
之
事
﹁
有
似
平
凡

最
奇
絕
，
成
為
容
易
却
艱
難
﹂
！
我
們
與
其
要
投
資
戰

爭
，
不
如
投
資
和
平
，
我
們
希
望
兩
岸
領
導
人
，
都
能

﹁
爭
千
秋
，
不
爭
一
時
﹂
，
一
座
和
平
的
諾
貝
爾
獎
，

正
等
待
胡
錦
濤
、
馬
英
九
兩
位
先
生
攜
手
共
領
，
毛
主

席
說
﹁
問
蒼
茫
大
地
，
誰
主
浮
沉
﹂
？
我
們
中
華
民

族
的
全
體
同
胞
都
在
說
：
要
由
十
三
億
同
胞
共
主
浮

沉
！
，
才
能
長
治
久
安
！

六
、
結　

語

總
之
，
時
代
在
變
，
環
境
在
變
，
真
理
永
遠
不

變
。
﹁
時
代
潮
流
、
浩
浩
蕩
蕩
，
順
之
者
昌
，
逆
之
者

亡
﹂
，
没
有
民
意
的
支
持
很
難
使
政
權
長
治
久
安
！
政

治
人
物
當
知
﹁
禍
者
福
之
所
繫
，
福
者
禍
之
所
伏
﹂
。

又
說
：
﹁
救
已
敗
之
事
者
，
如
馭
臨
崖
之
馬
，
休
輕
策

一
鞭
。
圖
垂
成
之
功
者
，
如
挽
上
灘
之
舟
，
莫
少
停
一

棹
﹂
。
我
們
要
如
何
為
明
日
中
國
的
﹁
和
平
發
展
﹂
寫

歷
史
，
現
在
正
是
關
鍵
時
刻
！

李
發
強
於
二○

○

九
年
十
二
月

寫
於
台
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