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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前　

言

﹁
世
事
紛
紜
無
窮
盡
，
天
數
茫
茫
不
可
知
﹂
，
變
總

是
不
變
的
真
理
。
前
︵
二
０
０
九
︶
年
是
國
共
分
裂
分
治

的
六
十
週
年
，
今
︵
二
０
一
一
︶
年
是
中
華
民
國
辛
亥
革

命
的
一
百
週
年
，
凡
是
生
長
在
這
個
時
代
的
中
國
人
，
都

會
為
這
個
時
代
的
巨
變
，
興
起
無
限
的
感
慨
。
因
為
我
們

是
上
承
鴉
片
戰
爭
以
來
，
因
列
強
侵
華
，
喪
權
辱
國
，
失

去
民
族
自
信
心
，
成
為
次
殖
民
地
而
羞
憤
。
中
承
國
共
分

裂
，
生
民
塗
炭
，
使
十
三
億
的
中
國
人
，
陷
於
﹁
毀
滅
與

重
生
、
失
敗
與
成
功
、
希
望
與
失
望
﹂
的
生
死
搏
鬥
中
而

痛
苦─

根
據
趙
紫
陽
智
囊
陳
一
諮
的
說
法
，
中
共
因
﹁
革

命
奪
權
﹂
，
取
得
政
權
後
又
﹁
繼
續
革
命
﹂
，
經
過
三
面

紅
旗
，
十
年
文
革
，
非
正
常
死
亡
的
軍
民
，
高
達
八
千
萬

以
上
。
這
個
數
字
是
對
日
抗
戰
死
亡
的
一
倍
；
一
、
二
次

世
界
大
戰
死
亡
的
總
合
。
因
此
中
華
民
族
付
出
如
此
慘
重

的
代
價
應
有
補
償
。
下
思
國
脈
民
命
，
兩
岸
仍
在
為
﹁
一

個
中
國
﹂
問
題
，
各
持
己
見
，
中
國
究
應
走
向
何
方
，
應

是
炎
黃
子
孫
，
無
法
不
關
心
的
事
，
因
而
憂
心
。

筆
者
生
逢
不
辰
，
飽
經
憂
患
，
於
一
九
四
九
，
懷
著

﹁
一
次
革
命
，
兩
面
作
戰
﹂
的
幻
想
，
並
向
外
宣
言
﹁
有

我
在
不
許
中
國
亡
，
有
我
在
誰
敢
亡
中
國
﹂
。
以
大
學
流

─

從
中
共
「
建
國
大
業
」
一
甲
子
回
顧
「
辛
亥
革
命
」
一
百
年

湖
北
同
鄉
會

理　

事　

長 

李
發
強

和
平
共
存
是
王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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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生
，
結
隊
隨
軍
來
台
。
長
期
的
兩
岸
隔
絕
，
禁
不
住

﹁
日
暮
鄉
關
何
處
是
，

波
江
上
使
人
愁
﹂
，
很
是
思
念

家
鄉
。
特
請
海
外
友
人
，
從
家
鄉
帶
來
一
包
﹁
鄉
土
﹂
，

令
我
再
三
的
親
吻
祭
拜
，
有
歸
鄉
之
感
。

如
今
，
六
十
年
過
去
了
，
我
也
老
了
，
但
是
我
是

六
十
年
歲
月
的
觀
眾
也
是
演
員
，
憶
往
思
恃
，
感
受
特

多
。
所
以
在
看
到
中
共
胡
錦
濤
主
席
於
二
０
０
九
年
除

夕
，
對
台
發
表
﹁
和
平
發
展
﹂
的
﹁
胡
六
點
﹂
談
話
，
曾

激
使
我
借
用
毛
澤
東
﹁
誰
主
浮
沉
﹂
詞
話
，
以
﹁
誰
主
浮

沉─

從
﹁
和
平
發
展
﹂
看
明
日
中
國
﹂
為
題
，
分
別
從

﹁
歷
史
的
回
顧
、
自
強
的
變
奏
、
分
裂
的
修
補
、
和
平
的

呼
喚
﹂
各
點
，
表
達
我
對
和
平
的
祈
禱
。
承
﹁
國
是
評

論
﹂
發
表
後
，
受
到
台
灣
作
家
趙
日
新
、
丁

川
兩
位
先

生
，
大
陸
作
家
詹
華
如
先
生
、
謝
愛
芬
女
士
及
大
陸
教
授

楊
遇
春
、
劉
紀
麟
等
的
贊
許
與
認
同
，
令
我
榮
感
。

接
著
我
的
長
子
萬
鈞
，
從
大
陸
帶
回
中
共
為
慶
祝

建
政
六
十
週
年
的
﹁
大
閱
兵
﹂
及
﹁
建
國
大
業
﹂
等
影
片

光
碟
，
當
我
看
後
，
一
方
面
有
中
華
民
族
盛
世
再
現
的
感

覺
，
另
方
面
對
﹁
建
國
大
業
﹂
光
碟
內
容
，
都
是
開
國
互

鬥
之
事
，
並
非
建
國
工
作
，
令
我
興
起
極
大
的
感
慨
。
因

而
當
中
共
胡
錦
濤
主
席
以
孫
中
山
先
生
繼
承
人
自
許
，
並

將
擴
大
紀
念
辛
亥
革
命
一
百
週
年
，
使
我
決
意
再
寫
這
篇

﹁
和
平
共
存
是
王
道
﹂
，
以
就
教
高
明
。

二
、
民
族
的
憂
患

我
中
華
民
族
、
地
大
物
博
，
人
口
眾
多
，
人
文
鼎

盛
，
雄
踞
東
亞
，
主
張
王
道
，
傲
視
天
下
。
亦
能
殷
憂
啟

聖
，
多
難
興
邦
，
幸
因
文
化
優
異
，
亦
頗
受
舉
世
敬
重
。

但
自
西
方
航
運
發
達
，
科
技
日
新
，
資
本
主
義
興
起
，
形

成
帝
國
主
義
，
入
侵
東
方
，
中
國
成
為
首
要
目
標
。
如
中

英
鴉
片
戰
爭
，
使
我
國
喪
權
辱
國
，
乃
激
起
全
國
知
識
分

子
，
要
求
自
強
救
國
，
但
很
分
歧
。
如
魯
迅
說
：
﹁
漢
字

不
廢
，
中
國
必
亡
﹂
。
胡
適
說
：
﹁
打
倒
孔
家
店
﹂
。
如

五
四
運
動
，
主
張
﹁
民
主
科
學
﹂
。
張
之
洞
則
主
張
﹁
中

體
西
用
﹂
。
如
康
有
為
等
支
持
﹁
維
新
變
法
﹂
等
。
直
到

甲
午
割
台
，
中
山
先
生
成
立
興
中
會
，
主
張
﹁
全
民
革

命
﹂
，
以
民
族
、
民
權
、
民
生
之
三
民
主
義
救
中
國
，
終

於
辛
亥
十
月
，
推
翻
滿
清
，
史
稱
﹁
辛
亥
革
命
﹂
。
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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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０
一
一
︶
年
十
月
，
中
華
民
國
要
為
建
國
百
週
年
，

早
己
籌
劃
要
熱
烈
慶
祝
，
大
陸
中
共
亦
特
別
重
視
﹁
辛
亥

革
命
﹂
的
時
代
意
義
，
將
擴
大
紀
念
，
值
得
重
視
。

民
國
成
立
後
，
共
產
主
義
因
蘇
俄
協
助
，
於
民
國

十
年
正
式
成
立
中
國
共
產
黨
，
因
此
三
民
主
義
陷
於
資
本

主
義
與
共
產
主
義
之
間
，
左
右
失
据
，
終
被
﹁
槍
桿
子
出

政
權
﹂
使
國
民
黨
失
去
大
陸
。
毛
澤
東
為
實
現
政
治
理

想
，
主
張
﹁
階
級
鬥
爭
是
進
步
的
動
力
﹂
，
要
﹁
以
俄
為

師
﹂
，
﹁
一
切
一
邊
倒
﹂
，
不
惜
如
史
大
林
所
說
：
﹁
殺

死
一
個
人
是
悲
劇
，
殺
死
一
百
萬
人
是
一
個
數
字
﹂
。
就

是
主
張
﹁
改
革
開
放
﹂
否
定
﹁
階
級
門
爭
﹂
的
鄧
小
平
，

也
說
﹁
殺
二
十
萬
人
，
可
以
安
定
二
十
年
﹂
。
以
致
有

八
千
萬
以
上
的
中
國
人
﹁
非
自
然
﹂
死
亡
，
代
價
很
高
。

幸
有
﹁
改
革
開
放
﹂
，
﹁
建
立
有
中
國
特
色
的
社
會
主

義
﹂
，
進
而
擁
有
衛
星
、
核
武
、
太
空
、
軍
事
、
經
濟
等

超
級
成
就
，
把
帝
國
主
義
、
封
建
思
想
，
由
根
排
除
，
恢

復
了
中
華
民
族
的
自
信
心
。
也
證
明
殺
人
和
鬥
爭
，
不
是

唯
一
進
步
的
方
法
。

列
強
侵
華
、
以
八
國
聯
軍
，
互
分
在
華
勢
力
範
圍

為
最
。
英
國
是
侵
華
的
急
先
鋒
，
日
本
志
在
亡
華
，
在
其

內
政
部
地
圖
裡
，
至
今
仍
稱
台
灣
為
﹁
南
日
本
﹂
，
美
國

對
華
協
助
最
多
，
但
因
其
政
策
失
誤
，
可
以
說
對
中
國
之

影
響
，
是
成
也
美
國
，
敗
也
美
國
。
蘇
俄
是
改
變
中
國
的

陰
謀
者
，
目
的
在
使
中
國
為
其
附
庸
，
史
大
林
是
中
共
的

﹁
功
臣
﹂
，
但
卻
批
評
毛
澤
東
是
﹁
人
工
奶
油
的
假
共
產

主
義
者
，
真
民
族
主
義
者
﹂
。
赫
魯
曉
夫
又
說
：
﹁
史
大

林
和
毛
澤
東
都
是
製
造
戰
爭
的
瘋
子
﹂
。
所
以
他
們
都
看

不
起
毛
澤
東
，
並
把
史
大
林
的
遺
體
從
紅
場
列
寧
墓
旁
，

移
出
紅
場
，
使
人
連
想
。
蘇
俄
對
中
國
領
土
侵
佔
，
至
今

仍
是
列
強
之
冠
，
約
為
台
灣
的
十
二
倍
。
戰
後
我
曾
持
中

共
護
照
，
由
哈
爾
濱
前
往
莫
斯
科
，
看
到
中
俄
邊
界
土

地
，
多
未
開
發
，
感
慨
很
多
。
回
憶
民
國
十
二
年
，
蔣
中

正
奉
中
山
先
生
之
命
，
率
國
共
黨
員
各
二
人
訪
俄
，
對
俄

帝
﹁
狼
子
野
心
﹂
之
透
視
不
無
道
理
。
因
此
想
到
中
華
民

族
的
重
重
憂
患
和
多
難
興
邦
，
仍
是
欲
哭
常
無
淚
！

三
、
國
共
的
盲
點

國
共
的
失
和
、
造
成
中
國
的
﹁
政
治
海
嘯
﹂
，
是



棗
陽
文
獻◆

第
二
十
八
期

008中
華
民
族
的
最
大
不
幸
，
因
為
這
場
失
和
，
本
是
可
以

避
免
而
未
避
免
，
當
中
共
在
贏
得
勝
利
後
仍
繼
續
失
去

和
平
方
向
。
國
共
組
黨
之
目
的
，
都
是
為
了
自
強
救
國
，

而
且
也
都
是
由
知
識
分
子
領
導
發
動
。
中
山
先
生
建
立
中

國
國
民
黨
，
是
主
張
根
據
中
華
文
化
、
西
方
進
步
思
想
及

其
個
人
創
見
，
立
為
民
族
、
民
權
、
民
生
之
三
民
主
義
，

以
救
中
國
。
中
國
共
產
黨
是
主
張
根
據
馬
克
斯
思
想
，
認

為
﹁
階
級
鬥
爭
是
進
步
的
動
力
﹂
，
認
同
唯
物
辯
證
法
，

主
張
﹁
均
產
﹂
，
﹁
各
盡
所
能
，
各
取
所
值
﹂
，
要
以
共

產
革
命
﹂
救
中
國
。
三
民
主
義
與
共
產
主
義
都
是
社
會
主

義
的
一
種
。
所
謂
社
會
主
義
，
係
由
學
者
梁
啟
超
等
自
日

本
引
進
，
其
本
義
是
，
社
會
係
指
平
民
，
意
在
﹁
改
革
社

會
經
濟
制
度
﹂
。
其
大
旨
為
﹁
反
對
資
本
主
義
，
主
張
生

產
機
關
歸
諸
公
有
，
由
國
家
或
社
會
團
體
管
理
之
，
以
期

分
配
平
均
，
勞
動
者
得
到
適
當
之
報
酬
﹂
。
中
山
先
生
分

社
會
主
義
為
共
產
社
會
主
義
和
集
產
社
會
主
義
兩
類
。
西

方
學
者
是
將
社
會
主
義
分
為
三
大
派
，
即
無
政
府
社
會
主

義
，
基
爾
特
社
會
主
義
和
馬
克
斯
社
會
主
義
，
三
者
以
無

政
府
主
義
最
為
激
烈
，
基
爾
特
社
會
主
義
較
為
溫
和
，
馬

克
斯
主
義
居
中
。
可
是
毛
澤
東
卻
是
效
法
史
大
林
﹁
殺
死

一
人
為
悲
劇
，
殺
死
一
百
萬
人
只
是
一
個
數
字
﹂
的
想

法
，
認
為
﹁
有
土
必
豪
，
無
紳
不
劣
﹂
。
他
認
為
﹁
殺
地

主
可
解
決
農
村
生
產
關
係
，
殺
資
本
家
可
解
決
城
市
生

產
關
係
﹂
。
他
又
說
：
﹁
秦
始
皇
算
什
麼
，
他
只
坑
了

四
百
六
十
個
儒
，
我
們
坑
了
四
千
六
百
個
儒
。
你
罵
我
們

是
秦
始
皇
，
不
對
，
我
們
是
超
過
秦
始
皇
一
百
倍
﹂
。
所

以
他
的
結
論
是
與
天
鬥
、
與
地
鬥
、
與
人
鬥
，
都
是
快
樂

無
窮
。
這
些
似
非
馬
克
思
的
鬥
爭
想
法
。
尤
其
馬
克
斯
預

言
共
產
主
義
，
會
在
資
本
發
逹
的
國
家
出
現
，
但
中
、
俄

都
不
是
資
本
發
逹
的
國
家
。

話
說
回
來
，
中
山
先
生
從
馬
克
斯
理
論
和
現
實
考

量
，
認
為
﹁
共
產
主
義
是
民
生
主
義
的
理
想
，
民
生
主
義

是
共
產
主
義
的
實
行
﹂
，
因
此
他
要
﹁
聯
俄
、
容
共
、
扶

助
工
農
﹂
，
但
主
張
要
﹁
階
級
調
和
不
要
鬥
爭
﹂
。
而
後

國
府
為
北
伐
統
一
和
對
日
抗
戰
，
曾
有
兩
次
國
共
合
作
，

就
是
由
此
而
發
。

﹁
人
是
政
治
的
動
物
﹂
，
﹁
政
治
是
管
理
眾
人
之

事
﹂
，
﹁
為
政
以
德
﹂
方
能
受
人
民
愛
戴
，
﹁
德
不
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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鄰
﹂
，
﹁
君
者
舟
也
，
庶
民
者
水
也
，
水
能
載
舟
，

亦
能
覆
舟
﹂
。
就
以
上
名
人
之
言
，
來
看
國
，
共
兩
黨
，

近
百
年
之
爭
，
似
有
軌
跡
可
尋
，
亦
有
異
數
之
變
，
譬
如

兩
黨
之
誕
生
，
都
為
自
強
救
國
，
都
是
社
會
主
義
，
都
是

由
知
識
分
子
發
動
，
且
有
中
山
先
生
為
﹁
聯
俄
容
共
﹂
，

不
惜
開
除
黨
內
反
對
之
同
志
，
並
有
北
伐
抗
戰
之
兩
次
合

作
。
而
後
反
目
成
仇
，
竟
演
變
至
誓
不
兩
立
，
雖
與
政
黨

之
排
他
性
有
關
，
以
及
馬
克
斯
在
宣
言
中
說
：
他
的
宣
言

﹁
不
是
要
解
釋
這
個
世
界
，
而
是
要
改
變
這
個
世
界
﹂
，

加
之
毛
澤
東
以
詩
詞
明
志
的
說
：
﹁
問
蒼
茫
大
地
，
誰
主

浮
沉
﹂
、
﹁
數
風
流
人
物
還
看
今
朝
﹂
、
﹁
不
須
放
屁
，

試
看
大
地
翻
覆
﹂
等
，
足
見
其
霸
氣
。
當
他
決
心
﹁
槍
桿

子
出
政
權
﹂
，
要
﹁
一
個
主
義
、
一
個
政
黨
、
一
個
領

袖
﹂
，
他
反
對
個
人
崇
拜
，
但
不
反
對
崇
拜
自
己
。
學
者

認
為
他
是
廿
世
紀
東
西
方
革
命
家
中
，
最
為
獨
立
特
行
的

怪
傑
。
他
的
人
格
、
思
想
和
行
事
，
充
滿
了
對
立
和
矛

盾
。
他
以
俄
為
師
以
馬
列
思
想
為
主
導
。
但
自
一
九
五
０

年
後
，
他
已
生
理
出
現
精
神
不
正
常
狀
態
。
因
此
他
在

六
十
五
歲
以
前
，
處
事
正
常
，
以
後
就
不
正
常
了
，
所
以

鄧
小
平
以
﹁
三
七
分
帳
﹂
說
他
是
﹁
開
國
有
功
、
建
國
有

過
﹂
！
他
是
革
命
家
，
也
是
一
個
政
治
家
，
性
格
浪
漫
，

敢
於
幻
想
，
閑
熟
謀
略
，
精
於
計
算
，
為
人
霸
氣
，
能
從

戰
略
理
論
和
哲
學
層
次
討
論
中
共
。
他
用
烈
藥
醫
治
中
國

的
宿
疾
與
重
病
，
他
應
該
知
道
中
國
人
民
是
如
何
站
起
來

的
！

在
國
共
長
期
鬥
爭
中
，
也
有
些
事
是
難
以
預
料
的
。

譬
如
中
共
在
江
西
建
立
﹁
蘇
維
埃
政
府
﹂
，
被
五
次
圍
剿

不
支
，
經
﹁
二
萬
五
千
里
長
征
﹂
，
走
避
延
安
時
，
剩

下
軍
隊
三
萬
，
黨
員
四
萬
。
八
年
抗
戰
勝
利
時
，
再
以

﹁
一
分
抗
戰
、
兩
分
應
付
、
七
分
發
展
﹂
，
擁
有
一
億
人

口
，
九
十
萬
軍
隊
和
一
百
二
十
一
萬
黨
員
，
加
上
蘇
俄
將

日
本
在
我
國
東
北
的
四
十
萬
關
東
軍
的
飛
機
、
大
砲
和

機
、
步
槍
等
，
交
給
林
彪
，
成
為
日
後
，
打
敗
國
軍
的
東

北
、
平
津
、
徐
蚌
三
大
戰
役
的
主
力
，
使
國
軍
損
兵
折
將

一
百
五
十
餘
萬
，
無
力
再
戰
。
最
後
李
宗
仁
代
總
統
，

要
求
隔
江
而
治
和
談
，
中
共
初
則
拒
談
，
繼
以
﹁
偽
政

府
﹂
、
﹁
偽
憲
﹂
、
﹁
戰
犯
﹂
等
名
稱
，
要
中
華
民
國
投

降
。
當
國
軍
退
守
金
門
後
，
中
共
仍
於
一
九
四
九
年
十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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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日
，
以
大
軍
進
犯
金
門
古
寧
頭
，
因
全
軍
覆
沒
，
使

台
澎
暫
保
。
至
一
九
五
八
年
八
月
廿
三
日
，
又
發
動
震

驚
世
界
的
﹁
八
二
三
砲
戰
﹂
，
於
四
十
四
天
內
，
發
彈

四
十
七
萬
五
千
餘
發
，
平
均
每
一
平
方
公
尺
土
地
，
就
落

彈
十
發
以
上
。
慘
烈
攻
擊
，
未
能
使
台
灣
屈
服
，
始
改
變

﹁
血
洗
台
灣
﹂
為
﹁
和
平
統
一
﹂
，
現
又
更
稱
﹁
和
平
發

展
﹂
，
使
兩
岸
關
係
和
緩
，
但
為
﹁
一
個
中
國
﹂
，
各
有

所
持
，
未
來
難
期
。
而
國
共
兩
黨
，
這
些
﹁
煮
豆
燃
萁
﹂

自
相
殘
殺
之
爭
，
受
苦
的
都
是
人
民
。
這
些
興
衰
之
道
，

也
未
可
以
常
理
推
論
，
例
如
中
共
如
無
﹁
西
安
事
變
﹂
，

使
政
府
變
﹁
安
內
攘
外
﹂
為
﹁
攘
外
安
內
﹂
，
中
共
必
難

生
存
。
國
民
黨
如
無
﹁
朝
鮮
戰
爭
﹂
使
美
國
協
防
台
灣
，

則
台
灣
前
途
應
已
改
寫
，
再
說
中
共
如
不
更
改
國
號
、
國

歌
、
國
旗
，
則
﹁
一
個
中
國
﹂
問
題
早
已
息
爭
矣
！
這
些

盲
點
，
帶
給
民
族
的
憂
患
，
實
在
令
人
惋
惜
！

四
、
台
獨
的
迷
失

古
今
以
來
，
一
個
民
族
可
以
分
成
多
個
國
家
，
一
個

國
家
也
可
包
括
多
個
民
族
。
台
灣
是
一
個
移
民
社
會
，
所

有
住
民
，
絕
大
多
數
係
來
自
大
陸
福
建
、
廣
東
的
閩
南
及

客
家
人
，
如
論
血
源
都
是
漢
人
，
少
數
是
來
路
不
詳
的
原

住
民
。台

灣
與
大
陸
，
原
係
土
地
相
連
，
因
地
殼
變
動
，

始
有
海
峽
之
隔
。
兩
岸
之
間
，
自
古
就
有
往
來
，
而
納
入

中
國
版
圖
，
則
始
自
四
百
年
前
之
清
代
。
台
灣
自
古
屬
於

中
國
，
在
歷
史
上
曾
被
荷
蘭
佔
據
三
十
八
年
，
西
班
牙
在

北
部
佔
據
十
六
年
，
日
本
割
台
五
十
一
年
。
由
於
鄭
成
功

驅
除
荷
蘭
、
蔣
公
中
正
再
次
光
復
台
灣
，
對
台
灣
主
權
，

絕
無
爭
議
。
而
今
少
數
台
灣
人
，
如
民
進
黨
不
按
牌
理
出

牌
，
製
造
分
裂
。
再
如
曾
為
日
本
國
民
二
十
年
之
李
登

輝
，
及
妄
稱
﹁
台
灣
之
子
﹂
的
陳
水
扁
等
，
竟
數
典
忘

祖
，
妄
稱
﹁
台
灣
人
不
是
中
國
人
、
台
灣
文
化
不
是
中
國

文
化
、
台
灣
領
土
不
是
中
國
領
土
﹂
等
謬
論
，
為
兩
岸

﹁
和
平
發
展
﹂
製
造
困
擾
。
李
登
輝
曾
任
中
華
民
國
總
統

和
國
民
黨
主
席
，
不
思
報
恩
為
民
造
福
，
竟
說
﹁
南
京
大

屠
殺
不
是
真
的
﹂
！
﹁
釣
魚
台
是
日
本
的
！
﹂
﹁
台
灣
人

應
參
拜
日
本
靖
國
神
社
﹂
，
﹁
兩
岸
一
邊
一
國
﹂
、
﹁
建

國
百
年
，
無
半
項
成
就
﹂
等
怪
論
，
使
親
痛
仇
快
，
有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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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是
畏
威
不
畏
德
！
﹁
衣
冠
未
異
，
肝

已
移
﹂
的
怪

物
。

台
灣
光
復
後
之
一
年
四
個
月
時
，
即
民
國
三
十
六
年

之
二
月
二
十
七
日
，
曾
發
生
極
為
不
幸
的
﹁
二
二
八
﹂
事

件
。
事
情
的
真
象
是
因
取
締
私
菸
，
槍
枝
走
火
，
打
死
路

人
，
死
者
恰
為
黑
社
會
老
大
之
弟
，
演
變
成
向
警
察
要
兇

手
，
當
街
處
決
未
果
，
終
致
搗
毀
派
出
所
、
警
察
局
，
再

於
次
︵
廿
八
︶
日
燒
毀
公
賣
局
，
又
率
眾
至
長
官
公
署
，

向
陳
儀
長
官
開
槍
示
威
，
遭
到
還
擊
。
於
是
在
議
員
王
添

燈
的
號
召
下
，
佔
領
廣
播
電
台
，
向
全
台
宣
佈
說
﹁
大
陸

人
殺
台
灣
人
﹂
！
引
起
全
省
民
眾
憤
慨
，
狂
殺
內
地
人
，

而
不
分
男
女
老
幼
。
陳
儀
請
出
民
意
代
表
，
組
織
調
解
委

員
會
，
接
受
三
十
二
條
建
議
，
不
究
凶
責
，
但
後
來
又
變

成
四
十
二
條
，
要
陳
儀
解
散
警
總
，
交
出
政
權
及
在
台
之

三
軍
武
器
，
為
陳
儀
怒
拒
。
事
聞
中
央
，
示
令
﹁
寬
大
處

理
，
不
許
報
後
﹂
，
並
派
大
員
宣
慰
，
及
派
來
廿
一
師
，

才
穩
定
亂
局
。
又
於
三
月
廿
一
日
起
清
鄉
一
月
，
收
回

很
多
槍
砲
子
彈
，
秘
密
處
決
不
良
分
子
，
也
有
地
方
士
紳

被
夾
怨
報
復
，
造
成
日
後
之
困
擾
。
總
計
死
亡
人
數
約
千

人
左
右
，
但
台
獨
人
士
則
估
計
為
十
萬
人
，
而
實
際
申
領

賠
償
者
，
則
只
有
八
五
八
人
。
此
後
因
政
客
及
台
獨
人
士

之
喧
鬧
，
政
府
為
﹁
撫
平
傷
口
、
追
求
和
平
﹂
，
再
再
以

平
反
、
道
歉
、
立
碑
、
設
立
紀
念
館
，
訂
立
國
家
紀
念

日
，
發
行
紀
念
郵
票
，
編
入
教
科
書
等
，
安
撫
受
難
者
家

屬
。
六
十
年
來
因
政
客
鼓
動
，
每
年
演
出
同
樣
戲
碼
，
連

﹁
二
二
八
﹂
受
難
家
屬
，
都
覺
厭
煩
。
只
有
政
客
不
止
，

特
別
是
為
選
舉
造
勢
，
使
族
群
分
裂
，
難
以
彌
補
，
實

際
上
這
只
是
一
場
未
能
處
理
得
宜
的
治
安
問
題
，
陳
儀

有
錯
，
但
非
壞
人
，
就
公
理
正
義
看
，
我
曾
以
﹁
正
視

二
二
八
，
愛
比
恨
長
遠
﹂
為
題
發
表
文
章
，
主
張
要
愛
不

要
恨
，
絕
非
﹁
官
逼
民
反
﹂
。
連
菸
販
受
害
人
林
江
邁
願

將
其
獨
生
女
林
明
珠
，
嫁
給
外
省
警
官
曾
德
順
為
妻
，
請

問
政
客
們
，
還
忍
心
再
鬧
下
去
嗎
？

再
說
，
從
民
族
情
感
看
，
台
獨
理
論
缺
乏
依
據
，

實
現
台
獨
絕
無
可
能
，
且
聯
合
報
正
苦
口
婆
心
，
希
望
民

進
黨
轉
型
，
放
棄
台
獨
主
張
。
明
朝
顧
起
元
在
勸
世
詩
中

說
：
﹁
相
逢
狹
路
宜
迴
身
，
野
渡
寬
平
好
問
津
，
底
事
排

擠
同
質
仆
，
往
來
俱
是
暫
時
人
﹂
。
願
台
獨
朋
友
們
，
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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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成
佛
！
﹁
化
地
域
觀
念
為
國
家
觀
念
，
化
鄉
土
意

識
為
民
族
意
識
。
﹂
為
台
灣
留
點
生
機
！

五
、
和
平
的
可
貴

論
和
平
共
存
，
是
我
本
文
的
主
題
，
說
真
的
當
我

看
完
中
共
為
慶
祝
建
政
六
十
週
年
的
閱
兵
盛
況
，
我
的

心
情
很
是
激
動
，
當
我
多
次
再
看
中
共
﹁
建
國
大
業
﹂

光
碟
，
更
是
欣
賞
毛
澤
東
和
蔣
中
正
同
著
中
山
裝
，
出
席

﹁
重
慶
會
談
﹂
記
者
會
，
共
同
舉
杯
，
要
為
和
平
乾
杯
！

並
說
﹁
我
和
蔣
先
生
都
是
中
山
先
生
的
子
弟
﹂
！
但
在

一
九
四
九
年
的
十
月
一
日
，
卻
是
﹁
但
見
新
人
笑
，
不
見

舊
人
哭
﹂
，
這
邊
的
毛
澤
東
說
：
﹁
中
國
人
民
站
起
來

了
﹂
！
﹁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成
立
了
﹂
！
那
邊
的
蔣
中
正

說
：
﹁
天
數
！
天
數
！
國
民
黨
是
敗
在
自
己
人
手
裡
﹂
！

使
我
回
憶
到
蔣
氏
少
年
留
日
時
，
曾
賦
詩
致
其
表
兄
常
維

則
說
﹁
騰
騰
殺
氣
滿
全
球
，
力
不
如
人
肯
且
休
，
光
我
神

州
完
我
責
、
東
來
志
豈
在
封
侯
﹂
的
報
國
心
情
。
又
想
到

英
國
二
次
世
界
大
戰
的
民
族
救
星
邱
吉
爾
，
在
戰
後
選
舉

中
，
敗
給
工
黨
，
說
了
一
句
﹁
酒
店
關
門
我
就
走
﹂
！
說

明
政
治
沒
有
永
遠
的
贏
家
。
加
上
國
民
黨
於
戰
後
兵
疲
人

乏
，
通
貨
膨
脹
，
如
當
時
法
幣
一
百
元
，
於
一
九
四
０

年
，
可
買
一
頭
牛
，
到
一
九
四
七
年
，
只
能
買
到
三
分

之
一
盒
的
火
柴
，
一
九
四
九
年
的
上
海
物
價
已
膨
脹
到

三
十
七
萬
倍
，
民
不
聊
生
，
民
怨
四
起
已
到
極
點
。
正
如

蔣
經
國
評
國
軍
敗
在
﹁
思
想
模
糊
，
精
神
渙
散
，
誤
解
自

由
民
主
，
不
服
從
領
袖
，
不
擁
護
政
府
﹂
，
加
上
裁
軍
、

選
舉
的
失
策
，
焉
能
不
敗
在
自
己
？
以
致
國
共
軍
隊
，
於

一
九
四
五
年
底
，
是4

5
0

 

萬
比1

2
7

萬
。
到
一
九
四
九
年
，

則
變
成
國
軍2

0
0

萬
，
共
軍
已
增
至3

5
7

萬
。
所
以
當
時
民

社
黨
主
席
蔣
勻
田
就
說
：
﹁
和
是
不
可
能
，
惟
政
府
諸
公

日
日
言
和
，
人
民
人
人
望
和
，
我
輩
焉
能
不
言
和
﹂
，
這

些
現
象
，
最
不
幸
的
，
就
是
帶
給
民
族
的
憂
患
！

自
兩
岸
﹁
八
二
三
﹂
慘
烈
砲
戰
後
，
否
極
泰
來
，
從

﹁
血
洗
台
灣
﹂
、
﹁
和
平
統
一
﹂
走
向
﹁
和
平
發
展
﹂
，

就
是
中
共
主
席
胡
錦
濤
，
於
二
０
０
九
年
的
除
夕
，
藉
紀

念
中
共
人
大
發
表
﹁
告
台
灣
同
胞
書
﹂
三
十
週
年
座
談

會
，
發
表
﹁
胡
六
點
﹂
的
﹁
和
平
發
展
﹂
﹁
告
台
灣
同

胞
書
﹂
。
胡
氏
這
篇
文
告
全
文
約
五
千
二
百
四
十
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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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出
政
治
、
經
濟
、
文
化
、
政
黨
、
國
際
及
軍
事
的

建
議
。
全
文
在
前
段
中
有
十
七
次
重
提
﹁
和
平
統
一
﹂
，

但
在
後
段
則
有
二
十
七
次
提
到
﹁
和
平
發
展
﹂
，
這
是
兩

岸
六
十
年
來
，
從
戰
爭
到
和
緩
最
為
重
要
的
分
界
點
。
同

時
﹁
和
平
發
展
﹂
一
詞
，
首
見
於
二
０
０
五
年
，
胡
氏
與

國
民
黨
榮
譽
主
席
連
戰
﹁
連
胡
會
﹂
時
，
首
次
提
出
。
以

後
並
以
﹁
建
立
互
信
、
擱
置
爭
議
、
求
同
存
異
、
共
求
雙

贏
﹂
十
六
字
箴
言
，
回
應
二
０
０
八
年
五
月
，
胡
氏
與
中

華
民
國
副
總
統
當
選
人
蕭
萬
長
之
博
鰲
﹁
胡
蕭
會
﹂
，
蕭

代
表
馬
英
九
，
向
胡
氏
提
出
﹁
正
視
現
實
，
開
創
未
來
，

擱
置
爭
議
，
追
求
雙
贏
﹂
。
而
後
由
此
發
展
出
江
陳
六
次

會
，
簽
訂
三
通
、E

C
F
A

經
濟
合
作
等
，
使
兩
岸
關
係
，
日

漸
和
緩
，
令
人
欣
慰
。
但
是
﹁
一
個
中
國
﹂
，
雖
有
﹁
老

老
三
句
﹂
與
﹁
新
新
三
句
﹂
之
發
展
，
如
從
老
老
三
句
：

﹁
世
界
上
只
有
一
個
中
國
，
台
灣
是
中
國
的
一
部
分
，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政
府
是
代
表
中
國
的
唯
一
合
法
政
府
。
﹂

進
入
老
三
句
的
：
﹁
世
界
上
只
有
一
個
中
國
，
台
灣
是
中

國
的
一
部
分
，
中
國
的
主
權
和
領
土
完
整
不
容
分
割
﹂
。

再
進
入
新
三
句
的
：
﹁
世
界
上
只
有
一
個
中
國
，
大
陸

和
台
灣
同
屬
一
個
中
國
，
中
國
的
主
權
和
領
土
不
容
分

割
﹂
。
現
在
的
新
新
三
句
，
則
是
希
望
變
成
：
﹁
世
界
上

只
有
一
個
中
國
，
中
華
民
國
與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
都
是

一
部
份
的
中
國
，
中
國
的
主
權
和
領
土
不
容
分
割
﹂
。
特

別
是
在
台
灣
很
有
公
信
力
的
聯
合
報
，
曾
於
二
０
一
０
年

元
旦
前
後
，
發
表
六
篇
社
論
，
分
別
為
：
一
、
中
華
民
國

主
論
述
：
辛
亥
革
命
或
二
二
八
。
二
、
兩
岸
關
係
：
﹁
合

理
的
過
程
﹂
與
﹁
改
良
之
目
的
﹂
。
三
、
許
三
個
願
：
一

中
各
表
、
亞
太
平
台
、
可
敬
的
民
主
。
四
、
民
進
黨
能
在

民
國
一
百
年
告
別
台
獨
嗎
？
五
、
一
中
各
表
、
杯
子
理

論
、
屋
頂
理
論
。
六
、
百
年
輪
迴
：
兩
岸
共
同
回
歸
辛
亥

革
命
及
孫
中
山
的
起
始
點
。
我
覺
得
六
篇
社
論
，
是
點
出

了
和
平
之
路
是
兩
岸
中
華
民
族
的
生
存
，
唯
一
的
康
莊
大

道
。
我
們
欣
見
大
陸
學
人
如
中
共
智
囊
鄭
必
堅
所
說
：

﹁
眼
界
決
定
境
界
，
思
路
決
定
出
路
﹂
。
上
海
東
亞
所
長

章
念
馳
說
：
﹁
和
平
發
展
，
大
陸
勿
急
燥
﹂
。
另
在
大
陸

出
版
﹁
共
和
國
轉
身
﹂
一
書
，
序
言
中
說
﹁
歷
史
中
有
屬

於
未
來
的
東
西
！
找
到
了
思
想
就
永
恆
﹂
。
現
在
的
世
界

已
變
成
地
球
村
，
﹁
聯
合
國
﹂
已
成
共
同
的
政
府
，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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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應
該
對
﹁
政
權
﹂
的
看
法
要
能
跟
上
時
代
！
何
必

定
要
﹁
煮
豆
燃
豆
萁
，
豆
在
釜
中
泣
，
本
是
同
根
生
！
相

煎
何
太
急
﹂
。
有
了
﹁
主
權
﹂
的
政
府
，
對
過
去
的
﹁
敵

人
﹂
和
現
在
的
同
胞
，
都
應
﹁
愛
比
恨
長
遠
﹂
。
毛
澤
東

也
說
：
﹁
天
若
有
情
天
亦
老
，
人
間
正
道
是
滄
桑
﹂
，

我
們
需
要
﹁
一
笑
泯
恩
仇
﹂
，
政
治
家
的
價
值
不
能
不

顧
。
由
此
又
使
我
想
到
，
清
末
知
識
分
子
的
救
國
運
動
，

有
些
是
反
理
性
的
，
民
國
以
後
的
國
共
對
立
，
與
其
說
是

主
義
之
爭
，
不
如
說
是
政
權
之
爭
，
與
其
說
是
黨
爭
，
不

如
說
是
領
導
人
之
爭
，
否
則
不
致
失
去
和
平
。
再
說
﹁
建

國
大
業
﹂
影
片
，
祗
是
表
達
當
代
人
物
為
﹁
革
命
奪
權
﹂

與
﹁
革
命
衛
權
﹂
的
招
術
，
真
正
的
﹁
建
國
大
業
﹂
，
是

應
造
福
世
人
。
中
共
將
如
何
﹁
建
立
有
中
國
特
色
的
社
會

主
義
﹂
，
面
對
﹁
三
和
﹂
，
即
對
內
﹁
和
平
演
變
﹂
，
對

外
﹁
和
平
崛
起
﹂
，
對
台
﹁
和
平
發
展
﹂
，
走
向
﹁
馬
克

斯
主
義
中
國
化
﹂
，
﹁
社
會
主
義
現
代
化
﹂
。
用
擴
大
紀

念
辛
亥
革
命
一
百
年
，
應
是
為
﹁
修
正
、
補
充
其
統
治
的

正
當
性
﹂
。
希
望
中
共
能
學
習
東
西
德
、
南
北
韓
、
南
北

越
，
相
互
尊
重
的
內
外
關
係
，
因
為
政
治
的
藝
術
就
是
包

容
。
尤
其
中
華
民
國
的
存
在
是
事
實
，
怎
能
說
是
﹁
中
華

民
國
已
經
消
滅
﹂
，
正
如
﹁
杯
子
理
論
﹂
所
說
，
中
華
民

國
是
杯
子
，
台
灣
是
水
，
要
使
水
存
在
，
就
不
能
沒
有
杯

子
。
台
灣
是
民
主
社
會
，
馬
英
九
曾
三
次
提
出
﹁
正
視
現

實
﹂
和
、
﹁
不
統
、
不
獨
、
不
武
﹂
，
都
是
要
有
民
意
支

持
，
絕
非
中
共
解
放
軍
羅
援
少
將
所
說
，
是
﹁
和
平
分

裂
﹂
。
其
實
這
正
是
善
意
互
補
，
共
求
雙
贏
的
法
寶
。
如

今
因
江
陳
會
之
需
，
輿
論
呼
請
三
通
之
外
，
還
要
第
四

通
，
就
是
兩
岸
的
政
府
官
員
，
應
以
真
面
目
出
現
交
談
，

不
必
再
白
手
套
。
同
時
為
順
應
世
局
，
中
共
為
使
社
會
現

代
化
，
而
推
動
農
、
工
、
國
防
、
科
技
現
代
化
，
中
共
總

理
溫
家
寶
，
再
三
提
出
﹁
政
治
改
革
﹂
。
溫
家
寶
認
為

﹁
不
政
改
、
現
代
化
無
法
實
現
﹂
、
﹁
違
背
人
民
意
志
，

最
後
是
死
路
一
條
﹂
。
所
以
第
五
個
民
主
現
代
化
，
已
成

為
共
同
的
希
望
，
也
是
兩
岸
和
平
的
基
礎
，
但
如
要
大
陸

全
面
政
治
民
主
，
希
望
不
要
有
英
國
的
﹁
庸
俗
民
主
﹂
，

美
國
的
﹁
金
錢
民
主
﹂
、
台
灣
的
﹁
粗
糙
民
主
﹂
，
一
定

要
保
證
﹁
選
賢
與
能
﹂
！

我
們
深
知
中
共
對
主
權
問
題
不
會
鬆
手
，
但
世
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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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
，
我
們
再
不
能
以
﹁
成
王
敗
寇
﹂
看
兩
岸
，
戰
爭
和

意
識
，
不
再
是
競
爭
的
主
題
，
中
華
民
國
也
是
無
可
替
代

的
方
案
，
解
鈴
還
是
繫
鈴
人
，
北
京
能
修
正
兩
岸
關
係
才

是
真
正
的
﹁
和
平
發
展
﹂
，
但
要
實
事
求
是
，
胡
、
馬
的

十
六
字
箴
言
，
可
以
增
強
休
戚
與
共
的
民
族
認
同
，
互
信

是
共
同
政
治
的
基
礎
，
﹁
砍
頭
論
﹂
是
落
伍
的
思
想
。
台

灣
張
亞
中
教
授
的
﹁
統
合
論
﹂
，
大
陸
海
協
會
副
會
長
張

銘
清
指
為
是
﹁
一
條
途
徑
﹂
。
台
灣
的
中
華
文
化
、
政
治

民
主
和
國
際
競
爭
力
都
是
民
族
資
產
。
大
陸
汪
道
涵
會
長

所
指
﹁
一
個
中
國
是
未
來
的
中
國
﹂
，
應
已
突
破
了
兩
岸

的
死
亡
交
叉
。
互
不
否
認
，
是
兩
岸
關
係
的
中
心
支
柱
，

我
們
樂
見
北
京
有
﹁
以
大
事
小
以
仁
﹂
的
胸
襟
，
希
望
珍

惜
和
平
，
創
造
和
平
，
發
展
和
平
，
享
受
和
平
！

六
、
結　

語

和
平
是
人
性
的
希
望
，
但
常
被
戰
爭
踐
踏
。
戰
爭
的

本
義
，
不
是
殺
戮
，
而
是
﹁
止
戈
為
武
﹂
，
﹁
不
戰
而
屈

人
之
兵
﹂
。
因
此
要
和
平
就
要
先
消
弭
戰
爭
。

中
國
文
字
，
寓
意
很
深
，
就
以
﹁
和
﹂
字
來
說
，
台

灣
有
一
位
不
問
國
界
，
種
族
與
立
場
，
那
裡
有
災
，
就
到

那
裡
救
災
，
她
很
少
在
報
上
發
表
文
章
，
但
卻
於
九
十
七

年
十
一
月
十
五
日
，
在
聯
合
報
以
﹁
和
與
合
﹂
為
題
，
發

表
專
文
，
她
說
中
文
造
字
，
很
有
智
慧
，
如
﹁
和
﹂
字
的

左
邊
是
﹁
禾
﹂
，
代
表
大
自
然
，
右
邊
是
﹁
口
﹂
代
表

人
，
﹁
人
與
大
自
然
相
融
和
諧
就
是
和
﹂
。
她
希
望
人
人

心
口
一
致
，
和
氣
相
處
，
就
會
﹁
家
和
萬
事
興
﹂
，
又
說

﹁
人
若
不
照
道
理
，
天
就
不
照
甲
子
﹂
，
道
德
淪
喪
，
人

心
失
和
，
就
會
帶
來
災
難
，
人
間
和
合
，
世
間
襌
和
，
就

是
愛
心
的
發
揮
。
她
充
滿
救
災
、
救
心
的
壯
志
，
她
就
是

台
灣
慈
濟
基
金
會
董
事
長
的
釋
證
嚴
上
人
。

我
鄉
旅
台
人
瑞
，
高
齡
九
七
的
陳
濟
民
教
授
主
張

﹁
活
、
和
、
合
﹂
，
他
說
：
﹁
人
類
要
活
就
要
和
平
，
要

和
平
就
要
合
作
﹂
。
可
見
﹁
和
﹂
的
重
要
性
。

前
月
中
國
大
陸
，
由
五
十
多
位
中
國
歷
史
、
語
言
研

宄
等
領
域
的
專
家
、
學
者
及
所
有
網
友
，
選
出
一
個
最
具

中
華
文
化
意
義
的
漢
字
，
結
果
是
﹁
和
﹂
字
當
選
，
因
為

這
個
﹁
和
﹂
字
，
對
中
國
思
想
和
藝
術
，
都
蘊
涵
有
相
當

重
要
及
豐
富
的
概
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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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國
文
化
導
源
於
儒
、
釋
、
道
三
家
思
想
，
他
們

都
主
張
和
平
。
如
孔
子
說
﹁
禮
之
用
、
和
為
貴
，
先
王

之
道
斯
為
美
﹂
，
孟
子
說
﹁
天
時
不
如
地
利
，
地
利
不
如

人
和
﹂
。
中
國
倫
理
恆
視
﹁
和
諧
﹂
為
家
庭
、
社
群
、

乃
至
國
家
永
衡
發
展
的
基
石
。
孔
孟
思
想
，
認
為
﹁
仁

者
無
敵
﹂
，
孔
子
論
語
四
九
九
章
，
論
及
﹁
仁
﹂
字
，

就
有
五
十
八
章
，
仁
就
是
和
平
。
美
國
眾
議
院
於
孔
子

二
五
六
０
年
誕
辰
時
，
曾
以3

6
1

票
，
通
過
崇
孔
法
案
。
全

世
界
諾
貝
爾
得
獎
人
，
於
一
九
八
二
年
，
聚
會
巴
黎
討
論

廿
一
世
紀
人
類
最
需
要
的
思
想
，
一
致
認
為
是
中
國
儒
家

孔
子
的
思
想
。
英
國
史
學
家
湯
恩
比
說
：
﹁
能
夠
幫
助
世

人
，
解
決
廿
一
世
紀
的
世
界
問
題
，
唯
有
中
國
孔
孟
的
學

說
﹂
。
可
見
中
國
文
化
的
重
要
。
新
加
坡
前
總
理
李
光
耀

說
得
好
，
﹁
如
果
中
國
崛
起
，
能
以
文
化
復
興
，
而
不
是

軍
事
擴
張
，
則
全
世
界
都
會
被
他
吸
引
和
影
響
，
因
此
中

國
應
該
重
建
漢
唐
的
文
化
盛
世
﹂
。
亦
如
前
述
﹁
共
和
國

轉
身
﹂
一
書
序
文
中
引
用
一
位
哲
人
的
話
說
：
﹁
歷
史
中

有
屬
於
未
來
的
東
西
，
找
到
了
思
想
就
永
恆
﹂
。
從
以
上

名
人
見
解
，
我
衷
心
的
希
望
，
在
﹁
和
平
發
展
﹂
下
，
兩

岸
都
能
﹁
民
主
立
國
、
文
化
富
國
﹂
。
最
後
以
中
華
文
化

統
一
中
國
。
尤
其
希
望
蔣
、
毛
二
公
，
能
在
天
上
再
共
同

舉
杯
為
中
華
民
族
永
久
的
和
平
乾
杯
，
也
向
革
命
先
行
者

的
中
山
先
生
說
：
﹁
我
們
都
是
你
的
子
弟
，
國
共
兩
黨
要

為
和
平
共
存
，
一
起
發
揚
辛
亥
革
命
的
精
神
！
創
造
中
華

民
族
的
萬
世
和
平
！
﹂
這
就
是
永
恆
！

﹁
革
命
先
行
者
﹂
中
山
先
生
看
到
錢
塘
江
潮
，
曾

感
慨
的
說
：
﹁
時
代
潮
流
，
浩
浩
蕩
蕩
，
順
之
者
昌
，
逆

之
者
亡
﹂
，
這
十
六
個
字
雖
然
寓
有
﹁
物
競
天
擇
順
應
自

然
﹂
的
啟
示
，
實
則
這
也
就
是
不
悖
天
理
，
﹁
和
平
共
存

是
王
道
﹂
的
哲
理
！
因
為
﹁
王
道
﹂
正
是
中
華
文
化
的
本

質
！
因
此
，
希
望
國
共
兩
黨
本
於
組
黨
是
為
救
國
的
初

衷
，
﹁
辛
亥
革
命
﹂
正
是
救
國
的
實
踐
。
政
治
的
藝
術
是

包
容
，
民
族
的
生
存
是
團
結
，
深
望
國
共
兩
黨
、
兩
岸
同

胞
於
紀
念
﹁
辛
亥
革
命
﹂
一
百
週
年
之
同
時
，
能
盡
棄
前

嫌
，
殊
途
同
歸
，
為
中
華
民
族
傳
統
的
﹁
一
個
中
國
﹂
，

﹁
開
萬
世
太
平
﹂
！

李
發
強
寫
於
二
０
一
一
年
元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