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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
敬
的
李
發
強
先
生
：

你
好
！
問
候
陳
玲
美
先
生
好
！
代
問
謝
松
泉
先
生

好
。

來
信
收
到
，
一
再
展
閱
。
回
信
想
談
談
學
習
體
會
，

能
捧
讀
先
生
的
宏
文
大
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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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此
乃
三
生
有
幸
，
有
如
醍
醐
灌
頂
。

所
謂
宏
文
，
即
論
旨
高
遠
，
內
容
豐
富
，
觀
點
新
銳
深

刻
。
還
有
篇
幅
之
長
，
架
構
之
大
，
為
我
所
少
見
。
先
生

以
八
十
九
歲
高
齡
，
為
謀
我
中
華
民
族
的
發
展
之
命
運
、

前
途
，
為
廿
一
世
紀
為
中
華
世
紀
而
嘔
心
瀝
血
，
辛
勤
筆

耕
，
精
神
感
天
動
地
，
這
本
身
就
是
文
化
奇
蹟
。
高
山
仰

止
！
我
謹
以
一
棗
陽
鄉
親
和
讀
者
的
名
義
，
向
先
生─

─

我
心
中
的
文
化
學
者
致
以
崇
高
的
敬
意
！

關
於
﹁
王
道
文
化
﹂
與
振
興
中
華
民
族
、
實
現
兩

岸
和
平
統
一
，
並
創
中
華
世
紀
的
論
題
，
我
是
第
一
次
接

觸
到
，
感
到
新
奇
。
我
對
中
華
傳
統
文
化
學
習
不
多
，
對

﹁
王
道
文
化
﹂
所
知
更
少
，
先
生
的
宏
文
讓
我
長
了
見

識
，
開
了
眼
界
。
即
便
寫
點
學
習
心
得
，
也
自
覺
不
能
勝

任
，
為
了
督
促
自
己
，
於
是
決
定
寫
幾
行
粗
淺
的
文
字
。

先
生
的
宏
文
，
梳
理
了
近
三
千
年
中
華
文
化
發
展

脈
絡
，
並
引
證
了
西
方
的
文
化
成
果
，
從
四
書
五
經
講
到

文
藝
復
興
視
野
萬
里
，
縱
橫
古
今
，
論
證
嚴
密
。
讀
之
，

如
入
大
觀
園
之
中
，
目
不
暇
接
，
美
不
勝
收
。
全
文
重
點

論
述
二
十
一
世
紀
為
中
國
世
紀
的
兩
大
問
題
，
即
：
中
華

世
紀
與
王
道
文
化
的
關
係
；
和
平
發
展
與
民
族
前
途
的
聯

繫
。
開
頭
的
﹁
時
代
考
驗
民
族
﹂
與
結
束
的
﹁
民
族
創
造

時
代
﹂
，
首
尾
呼
應
，
天
衣
無
縫
，
虎
頭
與
龍
尾
猶
二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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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
立
。
文
章
中
部
，
恰
似
熊
腰
之
豐
富
，
之
厚
實
，
層
層

遞
進
，
節
節
出
勝
。
先
生
以
大
量
的
文
化
典
籍
，
中
國
古

今
的
經
驗
教
訓
和
一
些
名
人
的
言
論
為
依
據
，
加
以
組
織

論
證
，
提
煉
觀
點
，
水
到
渠
成
，
讓
我
品
味
到
文
化
的
瓊

漿
，
沐
浴
到
智
慧
的
甘
霖
，
激
起
我
壯
闊
的
胸
懷
！

先
生
對
張
載
提
出
的
﹁
四
為
﹂
即
歷
史
擔
當
精
神
作

了
詮
釋
，
提
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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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托
出

一
個
宏
大
的
命
題
。

在
這
一
命
題
下
，
我
想
應
如
先
生
倡
導
的
，
由
台
灣

領
頭
，
促
兩
岸
共
同
參
與
，
以
建
立
文
化
強
國
才
成
。
去

年
召
開
的
十
七
屆
六
中
全
會
，
開
始
把
文
化
作
為
戰
略
問

題
列
入
黨
和
政
府
的
議
事
日
程
。
大
半
年
過
去
了
，
仍
是

外
緊
內
鬆
。
外
緊
指
大
力
在
外
國
興
辦
孔
子
學
院
；
內
鬆
，

指
對
傳
統
文
化
的
學
習
、
研
究
和
宣
傳
缺
少
沸
點
。
我
還

算
是
個
勤
奮
的
讀
者
，
在
大
陸
的
報
刊
上
，
很
難
見
到
學

習
和
研
究
中
華
傳
統
文
化
的
版
面
。
山
東
辦
有
一
個
刊

物
，
叫
︽
孔
子
研
究
︾
，
是
學
術
性
的
，
普
及
性
的
尚
未

談
到
。
︽
光
明
日
報
︾
主
要
面
向
知
識
份
子
，
闢
有
一
個

國
學
版
，
一
週
僅
出
一
期
。
中
央
電
視
台
辦
了
一
個
︽
百

家
講
壇
︾
，
偶
爾
講
到
國
學
。
大
陸
政
府
拿
錢
到
外
國
大
辦

孔
子
學
院
，
熱
火
朝
天
，
不
知
為
何
如
此
冷
落
自
己
？

一
九
四
九
年
後
的
幾
十
年
歷
史
之
證
明
，
有
了
馬
克

思
主
義
的
強
勢
，
就
會
帶
來
中
華
文
化
的
生
態
弱
勢
。
毛

澤
東
反
對
崇
洋
媚
外
，
其
實
馬
克
思
主
義
就
是
西
方
文
化

之
一
種
，
學
習
是
可
以
的
，
為
什
麼
把
中
國
人
自
己
的
本

土
文
化
給
擠
得
幾
乎
沒
了
地
位
？
馬
克
思
主
義
屬
於
意
識

形
態
，
在
高
層
是
需
要
的
，
但
要
十
幾
億
國
民
天
天
讀
馬

列
著
作
可
能
是
事
倍
功
半
。
中
華
文
化
總
的
講
，
是
關
注

社
會
人
生
的
，
國
民
最
需
要
，
卻
幾
十
年
總
是
欠
帳
，
人

為
地
造
成
中
國
傳
統
文
化
的
弱
勢
，
不
可
不
知
！

先
生
不
客
氣
地
指
出
：
﹁
中
共
從
毛
澤
東
奪
權
革

命
，
要
為
孔
夫
子
穿
上
馬
克
思
外
衣
。
﹂
意
思
是
，
為
中

華
文
化
﹁
穿
上
馬
克
思
外
衣
﹂
。
其
實
，
從
一
九
一
九

年
五
四
運
動
﹁
打
倒
孔
家
店
﹂
，
到
上
世
紀
六
七
十
年

代
﹁
文
化
大
革
命
﹂
運
動
中
的
﹁
批
林
批
孔
﹂
，
及
至

一
九
七○

年
代
末
到
一
九
八
四
年
間
的
批
判
人
道
主
義
，

都
是
對
中
華
文
化
的
不
敬
。
直
到
鄧
小
平
提
出
和
平
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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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
胡
錦
濤
提
出
以
人
為
本
，
和
諧
社
會
，
才
開
始
回
望

中
華
文
化
。
此
為
先
生
所
說
，
﹁
為
馬
克
思
穿
上
孔
夫
子
外

衣
﹂
。
不
管
穿
什
麼
﹁
外
衣
﹂
，
都
很
難
說
是
一
種
純
粹
的

文
化
或
真
正
的
文
化
。
中
西
文
化
融
合
，
是
為
我
所
用
，

並
不
是
把
本
土
的
文
化
給
革
掉
，
我
們
必
須
慎
終
追
遠
！

我
同
意
先
生
的
主
張
，
﹁
國
家
的
和
平
統
一
理
應
在

﹃
王
道
文
化
﹄
之
下
開
花
結
果
！
﹂
在
兩
岸
統
一
之
後
，

中
華
民
族
仍
有
賴
於
中
華
文
化
和
王
道
文
化
處
好
內
治
外

交
，
自
立
於
世
界
民
族
之
林
。

在
先
生
的
宏
文
中
，
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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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這
話
是
對
的
，
但
若
說
毛
澤
東
也
﹁
強
調
西
化
﹂
，
就
恭

維
他
了
。
毛
公
在
延
安
時
，
就
批
評
﹁
言
必
稱
希
臘
﹂
，

對
西
方
文
化
持
鄙
視
態
度
，
鄙
視
通
西
學
的
知
識
份
子
。

在
﹁
文
化
大
革
命
﹂
運
動
中
，
毛
澤
東
向
斯
諾
說
出
了

﹁
無
法
無
天
﹂
的
名
言
。
這
些
都
是
為
西
方
文
明
所
不
齒

的
。
他
不
搞
西
化
，
那
麼
，
他
搞
中
化
嗎
？
也
未
必
，
他

發
動
的
﹁
批
林
批
孔
﹂
這
就
是
明
證
。
當
然
，
毛
澤
東
也

說
過
﹁
從
孔
夫
子
到
孫
中
山
﹂
需
要
總
結
的
話
，
說
過
民

族
的
大
眾
的
文
化
的
話
，
不
能
忘
記
。

由
於
大
陸
在
一
九
四
九─

一
九
七
八
年
間
，
對
中

國
傳
統
文
化
破
壞
很
重
，
﹁
文
化
大
革
命
﹂
實
為
﹁
大
革

文
化
命
﹂
，
改
革
開
放
幾
十
年
雖
強
調
精
神
文
明
，
但

未
有
找
到
中
華
文
化
這
個
最
好
的
載
體
，
更
沒
有
把
中
華

文
化
作
為
戰
略
發
展
目
標
，
於
是
大
陸
在
文
化
上
呈
現
出

弱
勢
。
在
這
種
背
景
下
，
李
先
生
提
出
發
揮
台
灣
的
文
化

優
勢
，
是
又
一
高
見
。
台
灣
當
局
大
約
傳
承
了
﹁
王
道

文
化
﹂
，
吸
取
了
西
方
的
科
學
和
民
主
，
以
及
憲
政
體

制
。
台
灣
的
民
主
改
革
實
驗
，
逐
步
地
將
走
過
﹁
不
適
應

期
﹂
，
日
趨
成
熟
。
但
大
陸
中
國
已
成
為
世
界
第
二
大
經

濟
體
，
呈
現
了
﹁
硬
實
力
﹂
之
優
勢
。
先
生
欲
將
台
灣
文

化
﹁
軟
實
力
﹂
與
大
陸
經
濟
的
﹁
硬
實
力
﹂
結
合
起
來
，

以
實
現
兩
岸
之
優
勢
互
補
：
一
種
全
方
位
的
大
整
合
，
如

此
必
將
寫
成
﹁
中
華
民
族
偉
大
復
興
﹂
這
篇
大
文
章
。
這

是
高
屋
建
瓴
的
。

在
文
化
上
，
如
何
發
揮
台
灣
優
勢
之
於
大
陸
，
恐
需

有
很
多
問
題
應
該
研
究
。
如
選
擇
建
立
一
個
文
化
交
流
機

制
；
在
中
央
與
地
方
兩
個
層
面
上
如
何
共
謀
協
議
，
制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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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
劃
，
舉
辦
講
座
，
出
版
圖
書
，
分
步
實
施
；
在
﹁
王
道

文
化
﹂
的
內
涵
方
面
，
如
何
給
以
科
學
而
系
統
地
表
述
，

如
何
針
對
現
狀
對
症
下
葯
，
等
等
。

在
中
國
﹁
王
道
文
化
﹂
由
來
已
久
，
內
容
博
大
精

深
。
從
堯
舜
之
﹁
禪
讓
﹂
，
老
子
的
﹁
不
擾
民
﹂
﹁
民
為

貴
，
君
為
輕
，
社
稷
次
之
﹂
，
孔
子
的
﹁
仁
愛
﹂
說
，

到
孟
子
的
﹁
施
仁
政
﹂
，
漢
武
帝
的
﹁
獨
尊
儒
術
﹂
，
光

武
帝
的
﹁
柔
道
治
國
﹂
和
﹁
勤
政
愛
民
﹂
，
到
孫
中
山
的

﹁
天
下
為
公
﹂
和
﹁
三
民
主
義
﹂
，
毛
澤
東
的
﹁
為
人
民

服
務
﹂
，
胡
錦
濤
的
﹁
以
人
為
本
﹂
，
﹁
和
諧
社
會
﹂
等

等
，
都
屬
於
﹁
王
道
文
化
﹂
，
一
脈
相
承
。

﹁
王
道
文
化
﹂
除
了
﹁
行
仁
去
霸
﹂
的
理
論
外
，
還

可
包
括
制
度
文
化
，
如
對
國
體
、
政
制
的
選
擇
，
治
國
安

邦
之
道
。
還
有
方
針
、
政
策
的
層
面
，
如
﹁
百
花
齊
放
，

百
家
爭
鳴
﹂
的
方
針
，
言
論
出
版
自
由
等
。
在
政
策
和
執

政
者
的
風
格
上
，
應
提
倡
﹁
寬
容
、
寬
鬆
、
寬
厚
﹂
，
創

造
自
由
寬
鬆
的
文
化
環
境
。
﹁
王
道
文
化
﹂
體
現
了
中
華

文
化
的
包
容
性
、
開
放
性
和
創
造
性
。

﹁
王
道
文
化
﹂
是
針
對
統
治
者
或
執
政
者
而
言
的
，

是
對
國
家
領
導
人
的
要
求
或
訴
求
，
同
時
也
是
對
國
家
政

權
及
其
下
屬
各
級
官
員
的
要
求
和
訴
求
。
因
此
，
﹁
王

道
文
化
﹂
，
該
是
一
種
政
治
文
化
，
自
然
不
排
除
道
德
文

化
。
辛
亥
革
命
之
後
，
王
道
文
化
借
鑑
西
方
政
治
文
化
，

形
成
為
一
門
政
治
學
。

對
全
體
國
民
來
說
，
還
是
應
以
﹁
中
華
文
化
﹂
或

﹁
中
國
傳
統
文
化
﹂
為
念
。
中
華
傳
統
文
化
，
主
要
有

︽
易
經
︾
、
︽
禮
記
︾
，
老
莊
哲
學
、
孔
孟
之
道
，
以
及

中
國
化
了
的
佛
學
文
化
。
文
化
是
一
個
動
詞
，
它
要
化
人

的
，
文
化
既
是
人
類
的
靈
魂
，
也
是
一
種
生
存
狀
態
。
蘇

軾
曾
說
寧
可
食
無
肉
，
不
可
居
無
竹
。
﹁
竹
﹂
是
一
種
文

化
和
品
行
。

﹁
王
道
文
化
﹂
是
中
華
文
化
的
一
種
重
要
部
份
或
一

個
分
支
。
先
生
提
出
﹁
王
道
文
化
﹂
概
念
，
是
你
發
掘
中

華
文
化
精
華
並
加
以
創
新
的
一
大
成
果
，
是
對
中
國
政
治

文
化
的
一
個
貢
獻
。

﹁
王
道
文
化
﹂
是
屬
於
國
家
層
面
的
，
或
天
下
層
面

的
，
先
生
的
論
說
卓
見
，
讓
我
敬
佩
之
至
！
以
﹁
王
道
文

化
﹂
來
促
進
兩
岸
和
平
統
一
大
業
之
實
現
，
不
僅
適
得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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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
而
且
正
切
其
義
！

︽
孟
子
︾
一
書
，
多
處
提
到
﹁
仁
者
無
敵
﹂
，
屬

執
政
理
念
，
更
近
王
道
。
而
孔
子
的
﹁
仁
者
愛
人
﹂
，
則

重
在
修
身
。
孟
子
發
展
了
孔
子
的
仁
愛
思
想
。
林
鵬
先
生

在
︽
平
旦
禮
︾
一
書
中
這
樣
解
讀
：
﹁
仁
者
無
敵
﹂
不
是

打
遍
天
下
無
敵
手
，
不
是
以
暴
易
暴
、
稱
王
稱
霸
。
仁
者

無
敵
的
真
正
意
義
，
是
仁
者
就
根
本
沒
有
敵
人
，
更
不
樹

立
﹁
假
想
敵
﹂
。
不
僅
如
此
，
他
還
主
動
化
解
別
人
的
敵

意
，
化
敵
為
友
，
能
消
除
敵
對
勢
力
於
無
敵
，
故
說
﹁
仁

者
無
敵
﹂
。

歷
代
儒
生
認
為
，
兵
家
少
仁
，
法
家
少
義
，
縱
橫

家
少
信
。
陳
為
人
說
：
孟
子
以
﹁
仁
者
無
敵
﹂
涉
及
到
治

國
理
念
的
一
個
核
心
問
題
。
毛
時
代
階
級
論
學
和
﹁
不

斷
革
命
﹂
的
理
論
，
實
質
上
就
是
不
斷
地
設
置
對
立
面
的

思
想
。
此
與
孟
子
的
﹁
仁
者
無
敵
﹂
思
想
南
轅
北
轍
。
中

國
古
代
先
哲
和
民
主
思
想
反
對
暴
政
虐
民
，
反
對
獨
裁
專

制
，
強
調
民
眾
的
作
用
，
這
與
民
權
在
民
的
現
代
思
想
有

相
通
之
處
。
但
還
不
是
完
全
意
義
上
的
民
主
思
想
，
﹁
王

道
﹂
一
詞
畢
竟
還
有
一
個
﹁
王
﹂
，
王
者
必
霸
，
很
難
行

仁
，
也
為
中
國
三
千
歷
史
所
證
明
。
這
就
是
中
國
權
力
寶

座
與
權
力
場
固
有
的
疾
患
和
悲
哀
。
只
寄
希
望
於
統
治
者

發
善
心
，
而
人
民
沒
有
制
約
君
王
的
權
力
，
不
像
西
方
憲

政
那
樣
，
億
萬
人
手
中
都
有
神
聖
一
票
或
選
舉
或
罷
免

之
。
所
以
，
關
鍵
還
是
推
動
民
主
憲
政
，
僅
僅
叫
喊
﹁
王

道
﹂
雖
有
作
用
，
仍
遠
遠
不
夠
。
但
是
，
王
道
總
比
霸
道

要
好
上
十
倍
。

我
的
耳
畔
，
好
像
聽
到
先
生
的
呼
聲
：
﹁
一
個
中
國

在
望
！
﹂
﹁
二
十
一
世
紀
是
中
國
世
紀
！
﹂
﹁
以
中
華
文

化
之
王
道
文
化
振
興
中
華
民
族
！
﹂

我
是
向
先
生
行
過
﹁
拜
師
禮
﹂
的
，
學
生
所
言
若
有

錯
誤
或
不
當
之
處
，
祈
請
先
生
師
長
教
誨
、
指
正
。
我
將

竭
盡
努
力
，
像
先
生
那
樣
﹁
烈
士
暮
年
，
壯
心
不
已
﹂
！

並
活
在
中
華
文
化
之
中
！
奮
發
而
幸
福
！

敬  

頌

撰
安
！

後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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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
者
係
公
職
退
休
，
現
為
作
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