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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前　

言─
時
代
考
驗
民
族

歲
月
不
居
、
時
代
多
變
。
偉
大
的
中
華
民
族
，
自

一
八
四○

年
中
英
鴉
片
戰
爭
以
後
，
內
憂
外
患
、
國

如

縷
，
列
強
侵
華
，
日
俄
稱
冠
、
奪
我
台
澎
、
佔
我
北
疆
，
民

族
自
強
各
是
其
是
，
三
民
主
義
，
應
運
而
生
，
直
至
七
七
抗

戰
，
終
獲
勝
利
。
不
幸
又
起
國
共
內
戰
，
使
無
數
同
胞
家
破

人
亡
，
在
絕
望
與
希
望
中
掙
扎
。
而
今
中
共
崛
起
，
復
興
在

望
。
但
戰
爭
給
人
們
的
痛
苦
卻
是
永
遠
！
誠
如
梁
啟
超
所
謂

﹁
中
國
乃
殺
伐
之
國
，
有
三
十
年
不
見
戰
爭
者
，
殆
希
﹂
！

亦
如
政
論
家
陳
裕
清
所
說
﹁
二
十
世
紀
為
戰
爭
世
紀
﹂
。

因
思
中
華
文
化
並
非
主
張
戰
爭
，
何
以
戰
爭
如
此
之
多
。

我
從
出
生
到
現
在
，
年
已
坐
八
望
九
，
都
生
活
在
戰
爭
威
脅

中
，
應
該
說
我
很
是
厭
惡

戰
爭
，
渴
望
和
平
。
因
思

﹁
天
下
興
亡
，
匹
夫
有

責
﹂
，
我
無
時
不
在
苦

思
，
如
何
使
戰
爭
成
為
歷
史

名
詞
，
終
於
發
現
爭
鬥
是
﹁
天
理
與
人
欲
﹂
之
爭
，

很
難
避
免
，
但
人
類
的
衝
突
多
是
文
化
衝
突
的
結
果
，
如
從

文
化
入
手
，
化
衝
突
為
和
平
，
不
失
為
善
策
。
因
此
主
張
，

以
中
華
文
化
統
一
中
國
，
應
是
振
興
中
華
民
族
，
創
造
民
族

幸
福
的
最
佳
出
路
。
宋
儒
張
橫
渠
主
張
﹁
為
天
地
立
心
，
為

生
民
立
命
，
為
往
聖
繼
絕
學
，
為
萬
世
開
太
平
。
﹂
。
後
來

經
國
先
生
改
為
﹁
為
中
國
立
心
，
為
同
胞
立
命
，
為
文
化
繼

絕
學
，
為
萬
世
開
太
平
。
﹂
應
是
和
平
之
源
。
而
何
謂
﹁
立

中
華
世
紀
與
王
道
文
化
對
我
振
興
民
族
之
啟
示

─
─

為
辛
亥
革
命
一
世
紀
、
民
國
建
國
一
百
年
許
願

李
發
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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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世
紀
與
王
道
文
化
對
我
振
興
民
族
之
啟
示

心
﹂
，
應
是
﹁
天
道
﹂
之
心
，
何
謂
﹁
立
命
﹂
，
應
是
﹁
性

命
﹂
之
命
，
何
謂
﹁
繼
絕
學
﹂
，
應
是
﹁
道
德
﹂
之
學
，
何

謂
﹁
開
太
平
﹂
，
應
是
﹁
文
化
思
想
﹂
之
太
平
。
因
此
，
我

曾
自
命
不
凡
，
提
出
以
此
四
為
，
催
生
﹁
王
道
之
治
﹂
，

推
動
以
中
華
文
化
統
一
中
國
，
並
以
中
華
王
道
文
化
開
創

二
十
一
世
紀
為
中
華
世
紀
的
主
張
。
以
紀
念
辛
亥
革
命
百

年
，
和
慶
賀
國
父
孫
中
山
先
生
所
締
造
的
中
華
民
國
百
年
之

慶
許
下
心
願
，
也
許
此
願
雖
然
需
要
時
間
，
但
是
真
理
必
有

成
功
之
日
。
時
代
正
在
考
驗
中
華
民
族
，
尚
祈
高
明
指
教
。

令
我
感
到
欣
慰
的
，
就
是
讀
到
中
華
民
國
國
家
文
化

總
會
會
長
劉
兆
玄
博
士
︵
前
行
政
院
長
︶
，
以
﹁
中
華
文
化

的
文
藝
復
興
台
灣
最
關
鍵
﹂
為
題
，
在
香
港
發
表
演
說
時
強

調
：
﹁
中
共
崛
起
是
不
爭
的
事
實
，
但
能
否
成
為
十
九
世
紀

的
英
國
，
二
十
世
紀
的
美
國
，
尚
須
從
中
華
傳
統
文
化
中
尋

求
精
髓
，
並
與
二
十
一
世
紀
的
新
潮
文
化
接
軌
及
融
合
經

驗
，
為
全
世
界
提
出
﹃
普
世
價
值
﹄
最
為
關
鍵
。
﹂
。
他
堅

定
指
出
，
這
個
﹁
普
世
價
值
﹂
就
是
﹁
文
藝
復
興
﹂
，
就
是

中
華
傳
統
文
化
，
就
是
孟
子
所
說
的
﹁
王
道
文
化
﹂
。
劉
氏

的
主
張
正
是
我
所
認
定
﹁
以
中
華
傳
統
文
化
統
一
中
國
﹂
的

主
張
。
這
也
就
是
建
立
中
華
世
紀
與
王
道
文
化
，
是
振
興
中

華
民
族
的
捷
徑
！

二
、
中
華
世
紀
與
王
道
文
化

中
華
文
化
博
大
精
深
，
受
到
普
世
的
尊
敬
和
學
習
。

國
家
文
化
總
會
劉
兆
玄
總
會
長
所
強
調
的
接
軌
新
潮
流
的
普

世
價
值
，
就
是
希
望
以
王
道
文
化
行
王
道
之
治
，
能
在
兩
岸

四
地
受
到
重
視
與
實
踐
，
尤
其
指
出
：
﹁
中
華
文
化
在
台

灣
，
由
於
沒
有
遭
到
﹃
文
化
大
革
命
﹄
式
的
破
壞
，
而
得
較

好
保
存
；
台
灣
數
百
年
的
歷
史
是
一
部
面
向
海
洋
的
移
民

史
，
也
由
於
移
民
文
化
中
先
天
具
有
較
大
的
包
容
性
，
因
而

形
成
了
文
化
的
多
樣
性
和
創
新
性
，
這
種
多
樣
性
文
化
的
良

性
互
動
、
融
合
的
過
程
及
經
驗
，
成
為
中
華
文
化
寶
貴
的
成

分
﹂
。
因
此
，
﹁
台
灣
有
條
件
在
此
﹁
文
藝
復
興
﹂
中
扮
演

最
關
鍵
的
﹁
尖
兵
﹂
及
﹁
催
化
﹂
的
角
色
。
這
也
是
台
灣
在

世
界
文
化
中
能
做
最
偉
大
貢
獻
的
契
機
，
台
灣
人
切
莫
錯

過
。
﹂本

文
的
重
點
，
在
探
討
中
華
世
紀
與
﹁
王
道
文
化
﹂
的

普
世
價
值
，
以
及
如
何
以
中
華
文
化
統
一
中
國
之
展
望
。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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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
瞭
解
，
且
在
此
先
一
談
中
華
文
化
的
源
流
，
並
說
明
文
化

的
內
涵
。

先
說
文
化
：
教
育
家
劉
真
認
為
﹁
文
化
是
一
個
抽
象

的
名
詞
，
也
是
一
個
極
難
以
明
確
界
說
的
名
詞
﹂
。
文
化
在

中
國
發
源
很
早
，
卻
無
﹁
文
化
﹂
一
詞
，
祇
是
以
﹁
文
治
教

化
﹂
代
表
其
意
義
；
其
最
早
見
諸
文
字
的
，
是
三
千
年
前
之

周
易
賁
卦
所
說
﹁
觀
乎
人
文
，
以
化
成
天
下
﹂
。
離
卦
所
說

﹁
重
明
以
麗
乎
正
，
乃
化
成
天
下
﹂
等
。
因
此
可
知
文
化
在

中
國
雖
早
已
存
在
。
但
無
成
語
。
現
在
一
般
人
講
到
文
化
，

多
是
根
據
英
文cu

ltu
re

譯
成
，
而
英
文cu

ltu
re

則
是
由
希
臘

文co
lere

轉
化
而
來
，
含
有
耕
種
，
居
住
及
祭
祀
之
義
。
英

國
文
學
家E

d
w

ard
 T

y
lo

r

於
一
八
七
一
年
，
提
出
文
化
之
定

義
為
﹁
包
括
知
識
、
信
仰
、
藝
術
、
法
律
、
道
德
、
風
俗
、

習
慣
，
以
及
作
為
一
個
社
會
成
員
，
所
獲
得
的
能
力
與
習
慣

的
複
雜
整
體
。
﹂
國
內
學
者
洪
長
春
則
認
為
﹁
文
化
是
大
眾

認
同
的
價
值
，
是
指
心
態
觀
點
，
信
念
態
度
，
藝
術
情
操
和

宗
教
意
識
等
﹂
。
在
辭
海
字
典
裡
，
則
解
釋
為
﹁
人
類
社
會

由
野
蠻
而
至
文
明
，
由
努
力
所
得
之
成
績
，
表
現
於
各
方
面

者
，
如
科
學
、
藝
術
、
宗
教
、
道
德
、
法
律
、
風
俗
、
習
慣

等
，
其
綜
合
體
則
謂
之
文
化
﹂
。

由
此
可
知
，
文
化
始
自
生
活
、
生
活
形
成
文
化
，
一

個
民
族
奮
鬥
的
結
晶
就
是
文
化
。
史
學
家
錢
穆
曾
說
：
﹁
人

類
今
天
的
生
活
，
是
由
昨
天
而
來
，
明
天
的
文
化
，
更
是
始

自
今
天
﹂
。
這
又
啟
示
我
們
：
人
類
是
生
活
在
文
化
中
。
文

化
好
壞
關
係
民
族
命
脈
！
蔣
公
中
正
是
中
華
文
化
的
崇
信
和

實
踐
者
，
他
曾
說
：
﹁
民
族
文
化
之
盛
衰
，
乃
為
國
家
存
亡

之
所
繫
，
如
其
優
良
文
化
之
喪
失
，
則
其
國
雖
存
猶
亡
，
反

之
如
果
能
保
存
發
揚
，
則
其
國
雖
衰
必
盛
，
雖
弱
必
強
﹂
。

又
說
：
﹁
一
個
國
家
的
建
立
，
民
族
的
復
興
，
一
定
要
有
全

國
一
致
的
共
同
文
化
﹂
。
這
也
就
是
我
們
重
視
文
化
為
民
族

靈
魂
的
道
理
。
所
謂
﹁
王
道
文
化
﹂
，
就
是
以
﹁
以
聖
為

王
﹂
，
﹁
以
德
為
治
﹂
，
也
就
是
孟
子
所
說
﹁
以
力
假
仁

者
霸
，
以
德
行
仁
者
王
﹂
︵
見
孟
子
公
孫
丑
章
句
上
︶
的
道

理
。

次
說
中
華
文
化
的
源
流
：
中
華
文
化
發
源
於
儒
、
釋
、

道
三
家
思
想
，
都
主
張
和
平
，
但
以
儒
家
思
想
為
主
，
尤
其

自
漢
武
帝
接
納
董
仲
舒
﹁
獨
尊
儒
術
﹂
思
想
後
，
更
是
獨

領
風
騷
至
今
。
﹁
五
經
四
書
﹂
是
中
華
文
化
源
流
的
寶
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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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世
紀
與
王
道
文
化
對
我
振
興
民
族
之
啟
示

王
道
與
中
道
思
想
是
寶
典
中
的
精
髓
。
﹁
五
經
﹂
是
指
詩
、

書
、
易
、
禮
、
春
秋
；
﹁
四
書
﹂
是
指
大
學
、
中
庸
、
論

語
、
孟
子
。
孔
子
的
著
作
都
稱
為
經
，
孔
子
刪
詩
、
編
書
、

修
禮
、
審
樂
、
作
易
與
春
秋
。
四
子
書
出
自
宋
儒
朱
熹
，
朱

氏
自
禮
記
中
抽
出
大
學
、
中
庸
二
篇
，
單
獨
成
書
，
與
論

語
、
孟
子
合
稱
四
書
。
四
書
要
旨
如
下
：

一
、
「
大
學
」
為
曾
子
（
參
）
所
作
，
是
我
國
最
古

之
政
治
哲
學
，
其
內
容
以
三
綱
領─

─

明
德
、
親
民
、
止

善
。
八
條
目─

─

格
物
、
致
知
、
誠
意
、
正
心
、
修
身
、
齊

家
、
治
國
、
平
天
下
。
另
有
天
下
之
達
道
五
，
是
即
君
臣
、

父
子
、
夫
婦
、
兄
弟
、
朋
友
，
所
謂
五
倫
是
也
。
尚
有
天
下

之
達
德
三
，
是
即
知
、
仁
、
勇
是
也
。
在
八
條
目
中
之
前
五

目
：
格
、
致
、
誠
、
正
、
修
，
是
﹁
內
聖
﹂
功
夫
，
後
三
目

齊
、
治
、
平
是
﹁
外
王
﹂
功
夫
。
由
此
又
可
知
，
大
學
之
三

綱
、
八
目
、
五
倫
、
三
德
，
加
上
﹁
天
人
合
一
﹂
及
孝
道
，

就
是
以
人
為
本
，
以
德
為
治
，
可
安
天
下
，
可
救
人
類
的
王

道
政
治
。

二
、
「
中
庸
」
為
孔
子
孫
子
子
思
所
作
，
是
人
生
哲

學
的
寶
典
，
視
為
儒
家
心
傳
。
其
言
心
說
性
，
欲
以
天
理
勝

人
欲
。
內
容
分
為
卅
一
章
，
始
於
天
命
，
終
於
衣
錦
，
前
半

部
以
發
明
﹁
中
﹂
字
之
義
居
多
，
後
半
部
以
發
明
﹁
誠
﹂
字

之
義
居
多
。
如
云
﹁
不
偏
之
謂
中
，
不
易
之
謂
庸
；
中
者
天

下
之
正
道
，
庸
者
天
下
之
定
理
﹂
。
又
云
﹁
喜
怒
哀
樂
之
未

發
謂
之
中
，
發
而
皆
中
的
謂
之
和
。
中
也
者
天
下
之
大
本

也
，
和
也
者
天
下
之
達
道
也
。
致
中
和
，
天
地
位
焉
，
萬
物

育
焉
﹂
。
中
庸
論
﹁
誠
﹂
，
是
強
調
﹁
誠
者
天
之
道
也
，
誠

之
者
人
之
道
也
。
誠
者
，
不
勉
而
中
，
不
思
而
得
，
從
容
中

道
，
聖
人
也
。
誠
之
者
，
擇
善
而
固
執
之
者
也
﹂
。

三
、
「
論
語
」
為
孔
子
弟
子
所
作
，
以
﹁
魯
論
﹂
為

本
，
內
容
二
十
篇
，
是
孔
子
應
答
學
生
、
時
人
，
以
及
學
生

互
相
討
論
，
間
接
聞
於
孔
子
的
話
。
孔
子
是
至
聖
先
師
，
他

的
言
行
，
盡
在
論
語
中
，
是
研
討
與
效
法
中
華
文
化
者
的
寶

典
，
如
人
格
修
養
、
社
會
、
倫
理
、
政
治
、
哲
學
、
自
述
、

評
論
等
，
如
言
仁
則
﹁
克
己
復
禮
﹂
，
言
學
則
重
在
﹁
下
學

上
達
﹂
，
言
政
則
﹁
先
正
己
而
後
正
人
﹂
，
為
儒
家
學
說
最

為
精
實
宏
博
之
書
。

四
、
「
孟
子
」
為
孟
子
弟
子
萬
章
等
所
作
，
以
述
孔

子
之
意
，
總
共
七
篇
，
其
要
義
為
：
道
性
善
、
法
堯
舜
，
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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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民
權
，
扶
植
民
生
，
重
仁
義
，
輕
功
利
，
拒
楊
墨
，
放
謠

辭
。
是
一
部
與
論
語
異
曲
同
工
，
為
儒
家
寶
典
，
影
響
深

廣
。

中
華
文
化
，
博
大
精
深
，
表
現
民
族
智
慧
，
至
為
優

異
。
遠
在
堯
舜
時
代
，
君
臣
交
相
為
謀
，
如
尚
書
﹁
大
禹

謨
﹂
︵
謀
議
之
義
︶
所
說
﹁
人
心
惟
危
，
道
心
惟
微
，
惟
精

惟
一
，
允
執
厥
中
﹂
之
十
六
字
心
傳
，
是
堯
舜
禹
禪
讓
時
的

﹁
聖
諭
﹂
，
在
這
十
六
字
心
傳
中
，
雖
未
說
明
寓
有
﹁
道

統
﹂
、
﹁
治
統
﹂
與
﹁
中
道
﹂
之
義
。
但
已
道
出
中
華
文
化

﹁
道
統
﹂
、
﹁
治
統
﹂
與
﹁
中
道
﹂
之
涵
義
。
在
人
類
尚
在

茹
毛
飲
血
時
代
，
中
華
民
族
的
先
民
就
有
如
此
的
王
道
思

想
，
心
性
哲
思
，
怎
能
不
叫
西
方
人
由
哀
折
服
！

孔
子
是
集
中
華
文
化
之
大
成
者
，
但
在
孔
孟
時
代
，

由
秦
漢
至
今
，
孔
孟
天
下
為
公
，
世
界
大
同
思
想
，
仍
多
受

阻
。
如
秦
滅
六
國
厲
行
暴
政
，
焚
書
坑
儒
，
是
對
儒
家
思
想

的
反
動
，
直
到
西
漢
獨
尊
儒
學
，
推
行
儒
術
。
唐
儒
韓
愈
著

﹁
原
道
﹂
，
強
調
仁
義
道
德
為
先
王
之
教
，
要
以
六
經
為

主
，
禮
義
為
法
，
方
足
言
道
。
其
道
統
思
想
，
直
溯
堯
舜
禹

湯
文
武
周
公
孔
子
，
下
及
後
世
。

有
宋
一
代
，
因
訓
詁
、
詞
章
，
受
道
教
及
佛
教
之
影

響
，
講
求
心
性
理
氣
，
以
儒
為
表
，
以
道
佛
為
裏
之
中
華
文

化
。
尤
其
大
儒
朱
熹
，
集
儒
學
之
大
成
，
道
學
問
，
主
窮

理
，
理
氣
並
重
，
對
中
華
文
化
繼
往
開
來
，
功
不
可
沒
。

從
明
末
到
清
初
以
至
民
國
時
，
有
三
位
大
儒
，
對
中

華
文
華
以
至
國
民
革
命
，
都
有
極
大
影
響
，
是
即
顧
亭
林
、

黃
梨
洲
和
王
船
山
三
位
是
也
。
亭
林
先
生
治
學
以
﹁
博
學
於

文
，
行
己
有
恥
﹂
為
宗
旨
，
反
清
復
明
，
要
﹁
天
下
興
亡
，

匹
夫
有
責
﹂
。
在
其
﹁
日
知
錄
﹂
中
說
：
﹁
有
亡
國
，
有
亡

天
下
，
亡
國
與
亡
天
下
奚
辨
？
曰
易
姓
改
號
謂
之
亡
國
，
仁

義
充
塞
而
至
於
率
獸
食
人
，
人
將
相
食
，
謂
之
亡
天
下
﹂
。

這
段
話
對
照
孟
子
﹁
得
之
丘
民
為
天
子
﹂
，
以
及
﹁
失
其
民

者
失
天
下
﹂
，
若
再
參
考
荀
子
﹁
竊
可
以
得
國
，
不
可
以
得

天
下
﹂
，
對
照
瞭
解
，
當
可
明
其
真
義
。

黃
梨
洲
先
生
，
承
陽
明
系
統
，
為
經
世
之
學
，
其
所

著
﹁
明
夷
待
訪
錄
﹂
，
充
滿
民
主
革
命
之
精
神
，
對
中
山
先

生
之
國
民
革
命
，
頗
有
鼓
勵
作
用
。
其
﹁
無
所
逃
於
天
地
之

間
﹂
，
為
其
﹁
去
無
道
，
就
有
道
﹂
的
革
命
思
想
。
對
其

﹁
主
窮
經
，
立
求
心
﹂
及
張
橫
渠
之
禮
教
，
都
有
極
大
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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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世
紀
與
王
道
文
化
對
我
振
興
民
族
之
啟
示

響
。

王
船
山
先
生
，
為
清
初
三
大
儒
之
一
，
主
博
文
，
亦
主

約
禮
。
王
氏
是
道
統
與
治
統
的
二
統
論
者
。
他
說
﹁
天
下
有

極
重
而
不
可
竊
者
二
，
天
子
之
位
也
，
是
為
法
統
；
聖
人
之

教
也
，
是
為
道
統
﹂
，
又
說
：
儒
者
之
統
與
帝
王
之
統
並
行

於
天
下
，
而
互
為
興
替
。
其
合
也
，
天
下
以
道
為
治
，
道
以

天
下
而
明
；
及
其
衰
而
帝
王
之
統
絕
，
儒
者
猶
保
其
道
以
孤

行
而
無
所
得
，
以
人
存
道
而
道
不
亡
。
對
後
世
之
道
統
與
治

統
思
想
，
亦
即
民
族
文
化
與
國
家
興
衰
，
頗
有
影
響
。

三
、
和
平
發
展
與
民
族
前
途

﹁
和
平
發
展
﹂
是
中
共
對
中
華
民
國
的
當
前
政
策
，

王
道
之
治
是
中
華
傳
統
文
化
的
核
心
價
值
，
是
成
是
敗
，
關

係
中
華
世
紀
與
民
族
興
衰
。
中
外
世
事
變
化
，
都
有
來
龍
去

脈
，
試
作
探
討
，
本
文
前
述
清
初
三
儒
，
黃
宗
羲
︵
公
元

一
六
一○

～
一
六
九
五
︶
、
顧
炎
武
︵
公
元
一
六
一
三
～

一
六
八
二
︶
、
王
船
山
︵
公
元
一
七
六
六
～
一
八
三
四
︶
，

都
是
宋
明
理
學
大
師
，
他
們
上
承
儒
家
道
統
，
下
斥
二
場
，

即
﹁
清
代
科
︵
科
舉
︶
場
與
刑
場
，
夾
磨
知
識
份
子
﹂
，

﹁
於
科
場
驅
士
子
如
牛
馬
，
於
刑
場
屠
卿
大
夫
如
犬
羊
﹂
，

以
防
漢
人
之
強
與
滿
人
之
弱
，
因
而
主
張
革
命
，
爭
取
人

權
。
而
在
上
述
顧
、
黃
、
王
三
氏
之
前
，
英
國
人
民
因
反
對

英
王
暴
虐
已
於
一
二
一
五
年
制
定
﹁
大
憲
章
﹂
，
繼
於
中
古

時
代
，
歐
洲
為
抵
制
政
教
之
摧
殘
與
壓
抑
，
為
重
自
由
、
貴

人
生
、
尚
知
識
，
掀
起
﹁
文
藝
復
興
﹂
之
巨
浪
，
對
東
方
爭

人
權
不
無
影
響
。
同
時
在
顧
、
黃
、
王
三
氏
之
後
，
義
人
哥

倫
布
︵
公
元
一
四
五
一
～
一
五○

六
︶
於
一
四
九
二
年
橫
渡

大
西
洋
，
發
現
新
大
陸
，
葡
人
麥
哲
倫
︵
公
元
一
四
七○

～

一
五
二
一
︶
，
於
一
五
二
二
年
，
航
行
世
界
一
週
，
使
航
海

發
達
。
英
、
荷
、
西
等
國
紛
向
東
方
尋
求
殖
民
地
而
興
資
本

主
義
；
繼
有
瓦
特
︵
公
元
一
七
三
六
～
一
八
一
九
︶
，
於

一
七
六
九
年
發
明
蒸
汽
機
，
帶
來
工
業
革
命
，
形
成
資
本
帝

國
主
義
，
紛
紛
向
外
侵
略
，
閉
關
自
守
的
清
廷
，
成
為
被
侵

對
象
，
如
一
五
五
七
年
葡
人
租
借
澳
門
，
是
帝
國
主
義
入
侵

之
始
，
繼
有
一
八
四
八
年
中
英
發
生
鴉
片
戰
爭
，
一
九○

○
年
八
國
聯
軍
，
一
八
九
四
年
甲
午
割
台
戰
爭
等
，
使
中
華
民

族
失
去
民
族
自
信
心
，
成
為
次
殖
民
地
，
要
不
是
列
強
在
華

爭
奪
勢
力
範
圍
而
對
峙
不
下
，
恐
怕
中
國
早
已
亡
國
。
由
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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棗
陽
文
獻─

第
二
十
九
期

一
七
七
六
年
美
國
獨
立
革
命
，
一
七
八
九
年
法
國
大
革
命
之

成
功
，
盧
梭
﹁
民
約
論
﹂
、
孟
德
斯
鳩
﹁
法
意
﹂
等
書
問

世
，
激
起
中
國
戊
戌
變
法
等
，
紛
紛
要
求
自
強
，
改
制
及

國
民
革
命
。
如
曾
國
藩
之
經
世
致
用
，
張
之
洞
之
中
體
西

用
，
康
有
為
之
托
古
改
制
，
梁
啟
超
之
新
民
說
，
使
中
華

文
化
面
臨
考
驗
。
最
後
則
是
由
中
山
先
生
，
成
立
中
國
國

民
黨
，
以
西
方
之
進
步
思
想
，
中
國
之
固
有
思
想
，
中
山
先

牛
自
己
之
創
見
，
為
三
民
主
義
之
淵
源
。
並
以
堯
、
舜
、

禹
、
湯
、
文
、
武
、
周
公
、
孔
子
之
思
想
為
中
華
文
化
之
道

統
，
作
全
民
革
命
之
指
針
，
受
到
全
民
擁
戴
。
隨
後
又
有

﹁
五
四
運
動
﹂
主
張
民
主
、
科
學
之
新
文
化
運
動
，
更
有
中

國
共
產
黨
，
受
到
俄
國
十
月
革
命
成
功
之
鼓
勵
，
要
以
俄
為

師
，
在
中
國
建
立
共
產
社
會
，
與
國
民
黨
慘
烈
內
戰
，
而
於

一
九
四
九
年
，
建
立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
此
舉
對
毛
澤
東

而
言
，
自
是
空
前
勝
利
，
但
鄧
小
平
對
毛
之
功
過
，
則
以

﹁
三
、
七
分
﹂
，
並
取
消
階
級
鬥
爭
，
改
革
開
方
，
建
立

﹁
有
中
國
特
色
之
社
會
主
義
﹂
，
受
到
人
民
擁
戴
，
也
為
中

華
文
化
注
入
活
水
。

有
人
認
為
國
共
之
爭
是
一
場
誤
會
，
因
為
國
共
的
理

想
，
都
是
社
會
主
義
，
聯
俄
容
共
，
扶
助
工
農
，
北
伐
、
抗

戰
，
兩
次
合
作
，
證
明
可
以
互
容
，
如
果
國
父
孫
中
山
先

牛
，
多
活
十
年
或
二
十
年
，
中
國
的
前
途
，
會
否
如
今
日
之

憾
，
因
此
想
到
人
間
有
許
多
事
，
有
必
然
，
也
有
偶
然
。
最

近
看
到
大
陸
名
作
家
金
一
南
將
軍
，
在
其
﹁
苦
難
輝
煌
﹂
一

書
中
說
：
﹁
蘇
俄
在
中
國
，
最
早
看
好
的
是
吳
佩
孚
，
而
不

是
孫
中
山
，
史
大
林
在
中
國
最
早
看
好
的
是
蔣
介
石
，
而
不

是
毛
澤
東
，
蔣
介
石
的
悲
劇
在
於
與
毛
澤
東
同
時
代
﹂
。
在

此
也
使
我
聯
想
到
，
如
果
沒
有
﹁
西
安
事
變
﹂
，
中
共
能
否

生
存
？
如
果
沒
有
韓
戰
，
中
華
民
國
能
否
仍
有
今
天
？
再
說

中
共
從
毛
澤
東
奪
權
革
命
，
要
為
孔
夫
子
穿
上
馬
克
思
外

衣
，
鄧
小
平
﹁
告
別
革
命
﹂
、
﹁
改
革
開
放
﹂
、
建
立
﹁
有

中
國
特
色
的
社
會
主
義
﹂
，
卻
為
馬
克
思
穿
上
孔
夫
子
外

衣
。
胡
錦
濤
主
張
人
本
、
和
諧
、
和
平
崛
起
，
對
台
灣
透
過

連
︵
戰
︶
胡
會
，
以
﹁
建
立
互
信
、
擱
置
爭
議
、
求
同
存

異
、
共
求
雙
贏
﹂
，
回
應
馬
英
九
﹁
正
視
現
實
、
開
創
未

來
、
擱
置
爭
議
，
追
求
雙
贏
﹂
。
而
以
﹁
九
二
共
識
﹂
、

﹁
和
平
發
展
﹂
，
為
中
華
民
族
王
道
文
化
，
點
出
希
望
。
更

經
中
共
出
版
之
﹁
中
華
民
國
史
﹂
認
為
﹁
國
共
鬥
爭
是
不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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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世
紀
與
王
道
文
化
對
我
振
興
民
族
之
啟
示

社
會
精
英
做
出
不
同
選
擇
﹂
，
已
證
明
非
以
成
敗
論
英
雄
。

因
此
國
共
之
鬥
有
何
意
義
？
為
何
不
能
﹁
得
魚
同
一
喜
，
何

必
手
持
捍
﹂
，
豈
定
要
﹁
不
信
天
無
二
日
，
地
無
二
王
﹂
，

而
爭
個
你
死
我
活
。

我
為
研
究
中
華
文
化
，
敬
承
國
父
紀
念
館
劉
碧
蓉
博

士
介
讀
一
本
大
陸
出
版
的
好
書─

─

﹁
從
孔
夫
子
到
孫
中

山
﹂
，
令
我
高
興
的
是
這
本
書
是
由
台
灣
海
峽
兩
岸
學
者
在

大
陸
出
席
孫
中
山
基
金
會
，
中
國
孔
子
基
金
會
的
論
文
集
，

他
們
一
致
肯
定
孔
夫
子
和
孫
中
山
先
生
，
對
中
華
文
化
的
傳

承
與
弘
揚
的
偉
大
貢
獻
。
並
使
研
究
孔
學
和
孫
學
，
由
﹁
險

學
﹂
，
變
成
﹁
顯
學
﹂
，
何
其
難
能
可
貴
。
他
們
認
為
：

﹁
孔
子
與
孫
中
山
的
時
代
雖
然
已
經
過
去
，
但
他
們
的
思
想

超
越
時
空
，
為
後
人
所
承
傳
與
弘
揚
。
中
華
文
化
中
極
具
普

世
意
義
的
價
值
理
念
，
在
當
今
重
構
民
族
人
文
精
神
，
在
海

峽
兩
岸
的
和
平
發
展
，
在
中
華
民
族
的
偉
大
復
興
中
，
皆
有

著
不
可
低
估
的
時
代
意
義
，
因
而
﹁
從
孔
夫
子
到
孫
中
山
﹂

的
探
討
，
絕
不
是
發
思
古
之
幽
情
！
﹂
又
說
：
﹁
文
化
是
國

家
與
民
族
興
盛
的
根
，
堅
守
住
民
族
文
化
，
中
國
才
有
真
正

崛
起
的
可
能
﹂
，
我
很
欣
慰
敬
佩
他
們
的
高
見
，
更
想
到
孔

子
思
想
在
中
國
復
活
，
孫
中
山
先
生
是
中
華
民
國
的
創
始

人
，
在
國
共
之
間
，
中
共
對
孫
中
山
先
生
的
思
想
，
雖
有
誤

解
，
但
中
山
先
生
遺
像
能
夠
懸
於
天
安
門
，
毛
澤
東
尊
中
山

先
生
為
﹁
革
命
先
行
者
﹂
，
並
自
稱
﹁
是
中
山
先
生
的
門

人
﹂
，
以
後
的
中
共
領
導
人
胡
錦
濤
主
席
等
，
都
稱
是
中
山

先
生
的
繼
承
人
，
這
些
事
實
，
對
中
華
文
化
的
傳
承
弘
揚
，

對
中
華
民
族
﹁
分
久
必
合
﹂
，
在
﹁
九
二
共
識
﹂
下
，
雖
有

台
獨
攪
局
，
但
國
家
的
和
平
統
一
理
應
在
﹁
王
道
文
化
﹂
之

下
開
花
結
果
。

古
今
以
來
，
政
治
是
一
時
的
，
文
化
是
永
久
的
。
當

前
中
國
因
國
共
文
化
衝
突
而
對
立
。
；
在
過
去
如
胡
適
、
魯

迅
、
陳
獨
秀
、
李
大
釗
、
毛
澤
東
、
殷
海
光
等
強
調
西
化
。

如
梁
啟
超
、
牟
宗
三
、
蔣
中
正
、
錢
穆
、
余
光
時
、
金
耀
基

等
力
主
兼
容
並
包
。
加
上
前
述
曾
國
藩
之
﹁
經
世
致
用
﹂
、

張
之
洞
之
﹁
中
體
西
用
﹂
、
康
有
為
之
﹁
託
古
改
制
﹂
、
梁

啟
超
之
﹁
新
民
說
﹂
，
再
上
承
顧
亭
林
、
黃
宗
羲
、
王
船

山
，
更
承
宋
明
理
學
，
濂
溪
學
派
周
、
邵
，
洛
學
派
二
程
、

關
學
派
張
載
、
閩
學
派
朱
熹
、
江
西
學
派
陸
象
山
、
明
代
姚

江
學
派
王
陽
明
等
，
以
承
孟
、
荀
至
孔
夫
子
，
相
信
必
能
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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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
求
同
，

為
舉
世
尊
崇
的
中
華
王
道
文
化
的
主
流
，
為
中

華
民
族
的
振
興
與
中
華
世
紀
開
創
光
輝
！

四
、
結　

語─

民
族
創
造
時
代

綜
上
所
述
，
我
們
已
經
明
白
，
中
華
傳
統
文
化
的
瑰
寶

是
王
道
之
治
，
也
是
廿
一
世
紀
為
中
華
世
紀
的
必
備
條
件
。

台
灣
未
受
文
革
破
壞
，
成
為
中
華
文
化
的
領
航
者
，
在
台
灣

具
有
良
性
互
動
及
融
合
經
驗
，
對
達
成
中
華
世
紀
有
催
化
作

用
。
同
時
中
共
對
承
繼
中
華
道
統
的
孫
中
山
先
生
，
越
來
越

是
尊
敬
，
對
孔
孟
思
想
漸
已
接
受
，
對
鄧
小
平
﹁
有
中
國
特

色
的
社
會
主
義
﹂
已
成
共
識
。
鄧
氏
在
其
政
治
遺
囑
中
曾
對

曾
慶
紅
、
胡
錦
濤
強
調
﹁
中
國
人
不
打
中
國
人
﹂
，
﹁
未
來

中
國
可
建
立
聯
邦
制
﹂
，
鄧
氏
所
謂
中
國
特
色
，
也
就
是
中

華
文
化
。
胡
錦
濤
主
席
所
主
張
的
﹁
人
本
、
和
諧
﹂
，
﹁
和

平
崛
起
﹂
、
﹁
和
平
發
展
﹂
及
其
為
紀
念
辛
亥
百
年
，
所
說

﹁
兩
岸
應
共
同
發
揚
辛
亥
精
神
，
振
興
中
華
民
族
﹂
，
並
強

調
要
﹁
終
結
對
立
，
撫
平
創
傷
﹂
。
台
灣
馬
英
九
總
統
則
籲

中
共
﹁
正
視
中
華
民
國
﹂
，
主
張
簽
訂
﹁
和
平
協
議
﹂
。
頗

有
建
設
善
意
！
也
就
是
中
華
文
化
王
道
精
神
的
實
踐
，
加
上

國
際
學
者
一
再
表
示
孔
子
思
想
，
為
世
界
所
必
需
，
可
以
說

﹁
廿
一
世
紀
為
中
國
世
紀
﹂
，
已
經
水
到
渠
成
，
對
於
現
成

的
禮
物
，
我
們
有
何
理
由
不
予
順
水
推
舟
！

至
於
未
來
的
中
國
，
我
們
不
幸
一
分
為
二
，
以
中
國
人

的
智
慧
，
也
必
能
合
二
為
一
，
今
天
的
﹁
不
統
、
不
獨
、
不

武
﹂
和
﹁
和
平
發
展
﹂
、
﹁
九
二
共
識
﹂
﹁
終
極
統
一
﹂
，

不
就
是
說
明
一
個
中
國
在
望
嗎
？
為
了
中
華
民
族
的
﹁
永
續

發
展
﹂
，
我
們
理
應
﹁
大
其
心
容
天
下
之
物
，
虛
其
心
受
天

下
之
善
，
平
其
心
論
天
下
之
事
，
潛
其
心
觀
天
下
之
理
，
定

其
心
應
天
下
之
變
﹂
。
而
我
們
應
該
注
意
的
是
，
西
方
學
者

杭
亭
頓
在
其
﹁
文
化
衝
突
論
﹂
中
，
認
為
﹁
文
明
衝
突
是
和

平
的
威
脅
，
人
類
必
需
學
習
共
存
共
榮
﹂
！

從
大
陸
張
維
為
教
授
新
著
﹁
中
國
震
憾
﹂
一
書
，
認

為
中
國
的
崛
起
，
是
新
一
輪
的
﹁
千
年
未
有
之
大
變
局
﹂
。

一
切
說
明
﹁
廿
一
世
紀
是
中
國
世
紀
﹂
應
已
在
望
，
因
此
在

此
為
紀
念
辛
亥
革
命
百
年
，
慶
賀
中
華
民
國
建
國
百
年
，
為

中
華
世
紀
許
願
，
是
兩
岸
同
胞
的
共
同
使
命
，
我
謹
誠
摰
高

呼
：
中
華
世
紀
萬
歲
！
王
道
文
化
萬
歲
！

李
發
強
於
二○

一
一
年
十
一
月
寫
於
台
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