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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斯
拉
夫
自
從
一
九
八

0
年
代
以
來
，
內
部
即
呈
現
不
穩
定
狀
態

。

首
先
是
經
濟
狀
況
持
續
惡
化
，
人
民

生
活
水
準
顯
著
降
低
，
可
謂
談
起
經
濟
，
人
心
惶
惶
，
不
知
如
何
扭
轉
乾
坤
，
挽
救
經
濟
危
機
。
其
次
是
境
內

各
民
族
之
間
失
和
，
種
族
糾
紛
送
起
，
屢
生
暴
亂
，
尤
其
是
近
幾
年
來
，
民
族
間
的
對
抗
更
趨
嚴
重
，
未
曾
因

民
主
化
的
推
動
而
稍
歇
，
大
規
模
的
示
威
抗
議
聚
會
，
屢
見
不
鮮
，
一
些
共
和
國
的
分
離
連
動
且
公
開
進
行
，

甚
至
已
趨
白
熱
化
，
內
戰
大
有
一
觸
即
發
之
勢
，
本
章
除
簡
介
南
國
之
地
理
形
勢
、
民
族
、
語
言
、
宗
教
和
歷

史
背
景
外
，
主
要
即
針
對
南
國
之
政
經
危
機
進
行
剖
析
。

南斯拉夫:面臨改革和聯邦解體的兩難局面

士
宣

地
理
形
勢

第八章

南
斯
拉
夫
土
地
面
積
二
十
五
萬
五
千
八
百
零
四
平
方
公
里
，
位
於
巴
爾
幹
半
島
，
地
處
東
南
歐

。

依
一
九

八
九
年
統
計

，

人
口
約
兩
千
三
百
七
十
五
萬
兩
干
人

，
其
中
鄉
村
與
都
市
人
口
各
佔
一
半

。
首
都
員
爾
格
勒

(
由
巴
哲
且
已
人
口
一
百
四
十
五
萬
五
千
人
，
為
全
國
第
一
大
城
。
其
他
人
口
較
多
的
都
市
有

.. 

查
格
瑞
比

(
N品
品

σ
).. 

七
十
六
萬
三
千
人

。

斯
科
匹
耶

G
r
O
E
S
-
-五十
萬
三
千
人

。

撒
拉
耶
弗
(
印
也
叫
丘
。
〈
。
)

.. 

四
十
四
萬
八
千
人

。

盧
布
雅
那

(
F
E
E
-
2
ω
)

.. 

三
十
萬
三
千
人

。

這
些
都
是
各
共
和
國
的
首
府
和
政

經
中
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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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 東歐變貌

南
斯
拉
夫
是
巴
爾
幹
半
島
最
大
國
家
，
東
晚
羅
馬
尼
亞
和
保
加
利
亞
，
西
潰
亞
得
里
亞
海
早
已
門
巨
片
片

的
2
)
，
南
接
希
臘
和
阿
爾
巴
尼
亞
，
北
鄰
義
大
利
、
奧
地
利
和
匈
牙
利
，
邊
界
線
長
達
三
千
多
公
里
。
因
位
於

歐
亞
陸
橋
、
自
古
即
為
歐
亞
民
族
移
動
的
孔
道
，
屬
戰
略
要
地
，
為
兵
家
必
爭
之
地

。

南
斯
拉
夫
為
一
多
山
的
國
家
，
全
境
有
四
分
之
三
為
山
丘
和
高
原
，
只
有
北
部
是
肥
訣
的
黑
土
平
原

。
其

氣
候
型
態
，
北
部
乾
燥
，
屬
大
陸
型
氣
候
，
南
部
多
雨
，
屬
地
中
海
型
氣
候

。

夏
天
氣
溫
常
高
達
攝
氏
三
十
八

度
以
上
，
春
秋
兩
季
的
雨
量
則
常
使
多
稿
河
氾
濫
成
災
。

基
本
上
，
南
斯
拉
夫
可
分
為
三
大
地
理
區

.. 

一
、
史
冷
由
汗
馬
戶

為
沿
亞
得
里
亞
海
之
狹
長
地
帶
。
多
懸
崖
峭
壁
和
海
灣
，
形
成
許
多
天
然
良
港
。
優
美
的
風
景
和
沙
灘
每

年
吸
引
數
百
萬
遊
客
。
石
灰
岩
地
形
是
這
個
地
區
的
特
色
，
岩
洞
和
伏
流
世
界
著
名
，
但
土
地
貧
瘖
，
無
耕
種

賈
值
。

二
、
內
-
一
部
高
地

這
地
區
的
山
脈
從
西
北
部
延
伸
到
東
南
部
。
最
西
北
方
的
朱
里
安
山
脈
(
』
丘
吉
口
芒
。
的
)
是
冬
天
滑
雪
勝

地
，
特
里
格
拉
夫
(
吋
且
也
凶
〈
)
山
是
全
國
最
高
旱
，
高
二
八
六
三
公
尺
。
與
海
岸
平
行
的
狄
那
瑞
克
山
脈B
E
R


-
n
E
旬
的
)
亦多
為
石
灰
岩
構
成
。
東
部
和
東
南
端
的
山
脈
則
越
界
進
入
羅
馬
尼
亞
、
保
加
利
亞
和
希
臘

o

頻
仍
的

地
震
常
造
成
嚴
重
的
災
難
。
男
外
，
這
個
地
區
自
古
雖
是
阻
擋
外
敵
入
侵
的
天
然
屏
障
，
卻
也
造
成
南
國
內
部

交
通
的
困
難
。

三
、
潘
隆
尼
亞
平
原
(
可

g

口
。
巴
巴

-
u
z
z
m
)



位
於
南
斯
拉
夫
中
部
和
北
部
，
地
勢
平
坦
，
土
地
肥
訣
，
為
主
要
的
農
業
生
產
區

。

就
像
捷
克
、
匈
牙
利
、
羅
馬
尼
亞
和
保
加
利
亞
一
樣
，
多
增
河
也
是
南
斯
拉
夫
的
主
要
河
流
，
從
匈
牙
利

穿
越
潘
隆
尼
亞
平
原

經

「
鐵
門
」
(
門
門
。
口
的
咒
。
)
進
入
羅
馬
尼
亞

。

它
在
南
國
境
內
的
重
要
支
流
有
德
拉
瓦

(
巳
「
凶
〈
凶
)
河
、
摩
拉
瓦
(
Z
O
E〈
心
)
河
及
薩
瓦
(
的E
m
)
河
等
，
皆
富
水
利
。
內
部
高
地
有
許
多
湖
泊
，
是
遊
覽
勝

地

南
斯
拉
夫
的
礦
產
有
鋁
、
煤
、
銅
、
鉛
和
鎮
等

。

在
潘
隆
尼
亞
平
原
和
亞
得
里
亞
海
亦
有
石
油
及
天
然
氣

的
開
踩
。

南斯拉夫:面臨改革和聯邦解體的兩難局面

貳

民
族
、

語
言
與
宗
教

第八章

南
斯
拉
夫
是
個
民
族
相
當
複
雜
的
國
家
，
也
是
近
來
該
國
動
亂
的
主
要
根
源
之
一

。

基
本
上
，
全
國
人
口

中
有
超
過
百
分
之
八
十
五
是
屬
於
斯
拉
夫
族
，
所
謂
「
南
斯
拉
夫
」
，
其
意
即
「
南
部
斯
拉
夫
人
的
土
地
」
(
玄
旦

旦
早
巾
的

O
Z
F
ω『
口
已
心
〈
的
)
。

但
雖
同
樣
是
斯
拉
夫
民
族
，
卻
分
屬
六
大
不
同
的
支
派
，
各
有
其
特
殊
的
語
言

及
文
化
背
景
。
這
些
支
派
依
其
人
口
多
寡
是
塞
爾
維
亞
人

G
Z
σ
的
)
百
分
之
三
十
六
﹒
三
，
克
羅
地
巨
人

(
(
U
Z
ω
門
的
)
百
分
之
十
九
﹒
七
，
波
士
尼
亞
信
奉
回
教
的
斯
拉
夫
人
(
因o
m
旦
S
E
5

一
一
自
己
百
分
之
八
﹒
九
，
斯

洛
文
尼
亞
人
(
的
一
。
〈
3
2
)
百
分
之
八
，
馬
其
頓
人
(
旦
旦
旦

O
E
S
m
)百
分
之
六
和
蒙
地
內
哥
羅
人

(
E
S
E
E


m
立
宮
的
)
百
分
之
二
﹒
六
。

男
外
境
內
的
主
要
非
斯
拉
夫
民
族
是
阿
爾
巴
尼
亞
人
百
分
之
七
﹒
七
和
匈
牙
利
人
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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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之
一
﹒
九
。
阿
爾
巴
尼
亞
人
甚
至
比
馬
其
頓
人
和
蒙
地
內
哥
羅
人
都
多
。
其
他
少
數
民
族
尚
有
保
加
利
亞
人
、

捷
克
人
、
日
爾
曼
人
、
義
大
利
人
、
羅
馬
尼
亞
人
、
吉
普
賽
人
、
斯
洛
伐
克
人
、
土
耳
其
人
和
烏
克
蘭
人
等
。

按
統
計
，
南
國
境
內
大
小
民
族
總
共
有
二
十
四
種
之
多
。
一
九
九

0
年
十
二
月
塞
爾
維
亞
和
蒙
地
內
哥
羅
兩
共

和
國
舉
行
首
次
多
黨
選
舉
，
社
會
黨
(
前
共
黨
)
領
導
米
洛
塞
維
奇

(
2
o
Z
E
口
至
一
。
叭
。
之
內
)
為
了
分
化
抵
制

投
票
的
阿
爾
巴
尼
亞
人
，
甚
至
突
然
宣
稱
大
部
分
在
南
斯
拉
夫
境
內
的
阿
爾
巴
尼
亞
人
(
主
要
居
住
在
科
索
扶

肉
。
的
。g

自
治
省
)
事
實
上
是
埃
及
人
的
後
裔
，
令
國
內
外
的
人
類
學
家
和
埃
及
駐
南
國
大
使
都
驚
訝
莫
名

。
其

真
實
性
姑
且
不
論
，
由
此
卻
可
看
出
南
斯
拉
夫
民
族
問
題
之
嚴
重
性
。

與
民
族
一
樣
，
南
斯
拉
夫
境
內
所
用
的
語
言
亦
相
當
複
雜
。
目
前
官
方
所
用
語
言
有
塞
爾
維
亞

i

兒
羅
地

亞
語

a
z
g
p
s
E

口
)
、
斯
洛
文
尼
亞
語
和
馬
其
頓
語
三
種
，
其
中
塞
爾
維
亞

L
兄
羅
地
亞
語
又
有
男
一
種

不
同
的
形
式
，
即
克
羅
地
亞
|
主
-
爾
維
亞
語
(
們
『
O
E
o
r
5
E

口
)
。
此
外
，
由
於
文
化
背
景
的
差
異
，
使
用
的

字
母
亦
有
古
代
斯
拉
夫
字
體
(
們
可
丘
吉
仿
古
泣
。
門
的
)
和
羅
馬
字
體
(
悶
。

B
S
E
Z

門
的
)
之
分
。
上
述
諸
種
語
言
事

實
上
都
相
當
接
近
，
其
使
用
情
形
如
下

•• 

塞
爾
維
亞
人
、
蒙
地
內
哥
羅
人
和
大
部
分
的
波
士
尼
亞
回
教
徒
講
塞

爾
維
亞
土
兄
羅
地
亞
語
，
用
古
斯
拉
夫
字
體
書
寫
。
克
羅
地
亞
人
講
克
羅
地
亞

1

塞
爾
維
亞
語
，
用
羅
馬
字
體

書
寫
。
斯
洛
文
尼
亞
人
講
斯
洛
文
尼
亞
語
，
用
羅
馬
字
體
書
寫

o

馬
其
頓
人
講
馬
其
頓
語
，
用
古
斯
拉
夫
字
體

書
寫
。
字
體
的
不
同
來
自
於
信
仰
的
差
異
，
屬
東
正
教
的
地
區
使
用
古
斯
拉
夫
字
體
，
屬
羅
馬
天
主
教
的
地
區

則
用
羅
馬
字
體
。

此
外
，
南
斯
拉
夫
境
內
其
他
民
族
亦
有
他
們
自
己
的
語
言
，
特
別
是
阿
爾
巴
尼
亞
人
，
按
南
國
憲
法
，
境

內
各
民
族
有
權
在
商
業
、
法
庭
及
學
校
等
使
用
自
己
語
言
的
權
利
。
而
大
多
數
南
斯
拉
夫
人
都
能
通
曉
數
種
語



-
z
一
口。

南斯拉夫.面臨改革和聯邦解體的兩難局面

在
宗
教
信
仰
方
面
因
皆
有
極
深
的
淵
源
，
不
易
融
合

。

目
前
南
國
大
約
百
分
之
四
十
了
五
信
奉
東
正
教
，

百
分
之
三
十
一
﹒
五
信
奉
天
主
教
，
百
分
之
十
二
﹒
三
信
奉
回
教
，
其
他
宗
教
或
無
信
仰
者
佔
百
分
之
十
二
﹒

三
。
從
文
字
使
用
情
形
可
看
出
，
塞
爾
維
亞
人
和
馬
其
頓
人
以
東
正
教
為
主
，
克
羅
地
亞
人
和
斯
洛
文
尼
亞
人

以
羅
馬
天
主
教
為
主
，
而
蒙
地
內
哥
羅
人
和
阿
爾
巴
尼
亞
人
則
以
回
教
為
主

。

準
此
以
觀
，
南
斯
拉
夫
境
內
各
民
族
繁
多
，
宗
教
信
仰
迴
異
，
風
俗
習
慣
自
然
有
所
不
同
，
加
上
語
言
溝

通
困
難
，
易
生
誤
會
。
因
此
，
南
斯
拉
夫
要
建
立
共
同
的

「
國
家
意
識
」
實
非
易
事
，
難
怪
巴
爾
幹
半
島
有
「
火

藥
庫
」
之
稱
，
隨
時
有
爆
炸
的
危
險
。
證
之
南
國
最
近
政
局
之
發
展
，
其
導
火
線
似
乎
又
要
被
點
燃

。

去
一

歷
史
背
景

第八章

根
據
歷
史
記
載
，
大
約
三
千
年
前
，
在
今
日
南
斯
拉
夫
地
區
活
動
的
民
族
並
非
斯
拉
夫
人
，
而
是
稱
為
伊

利
里
亞
人
(
且
可
E
口
的
，
亦
即
今
天
阿
爾
巴
尼
亞
人
的
祖
先
)
和
查
西
亞
人
(
吋
穹

R
E
己
的
)
的
民
族
。
西
元
前
六

百
年
左
右
，
希
臘
人
曾
沿
亞
得
里
亞
海
建
立
殖
民
地
，
再
過
一
百
年
又
有
稱
為
塞
爾
提
克

(
P
-
E
)的
部
族
進
入

這
個
地
區

。

羅
馬
人
開
始
入
侵
巴
爾
幹
半
島
大
約
是
在
西
元
前
三
百
年
，
但
直
到
耶
穌
基
督
誕
生
前
後
才
完
全

征
服
整
個
半
島

。

斯
拉
夫
民
族
移
入
這
個
地
區
則
已
是
西
元
六
世
紀
的
事
。
在
這
之
前
，
羅
馬
帝
國
已
在
西
元

三
九
五
年
分
裂
為
西
羅
馬
帝
國
和
東
羅
馬
帝
國
(
即
拜
占
庭
帝
國
)
，
而
此
一
分
裂
深
刻
地
影
響
到
這
個
地
區
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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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族
的
歷
史
和
文
化
背
景
，
即
使
後
來
遷
入
的
斯
拉
夫
人
亦
然
。
屬
東
羅
馬
帝
國
地
區
的
人
民
接
受
東
正
教
，

其
他
的
則
信
奉
羅
馬
天
主
教
。

西
元
六
世
紀
左
右
，
斯
拉
夫
人
從
今
日
渡
蘭
南
部
和
蘇
聯
地
區
進
入
南
斯
拉
夫
後
，
就
紛
紛
依
其
部
族
建

立
獨
立
的
國
家
。
例
如
塞
爾
維
亞
人
和
克
羅
地
亞
人
都
曾
建
立
過
他
們
自
己
的
國
家

。

不
過
從
十
五
世
紀
開
始
，

整
個
南
斯
拉
夫
地
區
即
為
四
周
的
民
族
所
瓜
分
。
奧
地
利
擁
有
斯
洛
文
尼
亞
。
匈
牙
利
佔
領
大
部
分
之
克
羅
地

亞
。
土
耳
其
人
則
控
制
整
個
塞
爾
維
亞
和
波
士
尼
亞
(
包
括
今
日
的
馬
其
頓
、
蒙
地
內
哥
羅
和
黑
塞
哥
維
亞
)
。

威
尼
斯
人
(
〈
g

巴
巴
的
)
也
據
有
包
括
部
分
克
羅
地
亞
的
海
岸
地
區
。
這
種
情
形
進
一
步
加
深
了
此
一
地
區
歷

史
文
化
背
景
之
複
雜
性

。

今
天
南
斯
拉
夫
大
部
分
問
題
即
源
於
此
種
歷
史
因
素
。

十
九
世
紀
初
，
這
塊
地
方
的
各
斯
拉
夫
民
族
，
雖
背
景
各
異
，
但
在
民
族
主
義
浪
潮
的
推
動
下
，
亦
開
始

展
開
統
一
運
動
，
斯
洛
文
尼
亞
和
克
羅
地

E
從
一
八

O
九
年
至
一
八
一
五
年
，
在
拿
破
崙
帝
國
的
統
治
下
曾
有

過
短
暫
的
統
一
。
此
一
經
驗
促
使
她
們
尋
求
聯
合
所
有
南
部
斯
拉
夫
民
族
成
為
一
個
獨
立
的
國
家
。
一
八
七
八

年
脫
離
土
耳
其
人
控
制
的
塞
爾
維
巨
人
亦
有
志
於
組
成
一
個
統
一
的
國
家

。

但
在
奧
甸
帝
國
的
反
對
下
無
疾
而

終
。

二
十
世
紀
初
，
這
些
南
部
斯
拉
夫
民
族
的
統
一
運
動
轉
趨
劇
烈
。
一
九
一
四
年
六
月
二
十
八
日
，
一
位
住

在
波
士
尼
亞
的
塞
爾
維
巨
民
族
主
義
者
普
林
西
波

(
D
S
立
一
。
?
一
月
一
切
)
在
撒
拉
耶
弗
刺
殺
了
奧
匈

一帝
國
王
儲

斐
迪
南
(
〉
R
E
C
E
F
E
n
-
m
m
d

丘
吉
古
已
)
。

此
一
事
件
不
僅
招
來
奧
匈
一
帝
國
嚴
厲
的
報
復
，
且
引
發
了
第
一

次
世
界
大
戰
。
「
火
藥
庫
」
之
名
即
由
此
而
來

。

一
九
一
八
年
奧
甸
一
帝
國
戰
敗
解
體
，
同
年
十
二
月
一
日
，
一
個
名
為
「
塞
爾
維
亞
、
克
羅
地
亞
與
斯
洛
文



尼
亞
王
國
」

B
Z
E

品
已
O
B
O

土
穹
的

O
F
m
u
n
門
。
且
m
w
ω旦
旦

O
〈
g

巾
的
)
的
新
國
家
隨
即
在
南
斯
拉
夫
地
區

成
立
。

這
個
王
國
同
時
還
包
括
波
士
尼
亞
、
黑
塞
哥
維
那
(
閏
月

2
m
2
-
5
)、
連
馬
提
亞
(
巳
旦
旦
旦
凶
，
即
亞
得

里
亞
海
沿
岸
，
今
屬
克
羅
地
亞
)
等
地
區

。

原
塞
爾
維
亞
國
王
彼
得
一
世

(
5口
m
M
V
Z
R
C
成
為
新
國
家
的

元
首
，
但
因
病
老
，
在
位
三
年
即
去
世
，
由
亞
歷
山
大
王
子
苟
且
口

S
E
Z
S

已
倚
門
)
繼
位
。
然
而
種
族
問
題
一

開
始
即
成
為
這
個
新
國
家
的
不
穩
定
因
素
，
斯
洛
文
尼
亞
人
和
克
羅
地
亞
人
認
為
塞
爾
維
亞
人
在
政
府
中
擁
有

太
多
權
力
，
因
此
要
求
更
多
的
地
方
自
治
權
。
複
雜
的
民
族
及
互
異
的
文
化
背
景
和
宗
教
意
識
使
「
國
家
意
識
」

一
直
難
以
建
立
。

南斯拉夫:面臨改革和聯邦解體的兩難局面

一
九
二
九
年
，
國
王
亞
歷
山
大
為
解
決
境
內
種
族
糾
紛
和
一
連
串
的
政
經
危
機
，
乃
廢
止
一
九
一
二
年
制

訂
的
憲
法
，
施
行
個
人
獨
裁
。
他
更
改
國
名
為
「
南
斯
拉
夫
」
、
強
制
推
行
單
一
語
文
政
策
、
重
劃
行
政
區
域
、

禁
止
政
黨
和
言
論
自
由
等
。
但
這
些
政
策
卻
使
各
民
族
間
的
關
係
更
加
惡
化
，
也
導
致
他
在
一
九
三
四
年
被
一

位
克
羅
地
亞
恐
怖
分
子
所
刺
殺
。
繼
位
的
彼
得
二
世
(
可

2

月
口
)
只
有
九
歲
，
由
其
叔
保
羅
王
子

(
7
5
2

H
J
C
}
)
攝
政
，
繼
續
施
行
亞
歷
山
大
的
政
策
，
圍
內
種
族
衝
突
亦
未
稍
歇

。

二
次
大
戰
期
間
，
南
斯
拉
夫
擬
持
中
立
，
但
迫
於
德
國
壓
力
而
於
一
九
四
一
年
三
月
二
十
五
日
加
入
軸
心

國
陣
營
，
導
致
軍
隊
叛
變
，
推
翻
彼
得
二
世
，
然
而
軍
隊
亦
旋
即
向
入
侵
的
德
軍
投
降
。
彼
得
二
世
及
其
政
府

官
員
則
於
倫
敦
組
成
流
亡
政
府
。

南
國
淪
陷
期
間
，
圍
內
有
兩
股
地
下
反
抗
軍
二
股
是
由
狄
托

(
]
o
m
G
F
O
N
E
Z
)
及
共
產
黨
所
領
導
的

「
民
族
解
放
軍
」

(
2
門
立
的ω
口
的
)
，
另
一
股
是
由
米
海
洛
維
奇
(
巳
『
印

N
ω
E
F
巴
-
o
i
m
)
所
領
導
的
「
南
斯
拉
夫
祖

國
軍
」

(
2
旦
旦
古
)
。
前
者
想
在
南
斯
拉
夫
建
立
共
黨
政
府
，
後
者
則
支
持
倫
敦
的
流
亡
政
府
。
這
兩
股
游
擊

第八章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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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量
旺
反
抗
德
軍
，
又
不
時
互
鬥
。
盟
軍
原
本
支
援
「
南
斯
拉
夫
祖
團
軍
」
，
但
到
一
九
四
三
年
轉
而
支
持
狄
托
，

因
為
「
民
族
解
放
軍
」
在
狄
托
領
導
下
形
成
一
股
強
大
的
反
德
力
量
，
且
深
獲
民
心
。
同
年
十
一
月
，
共
黨
即

在
今
日
波
士
尼
亞
|
黑
塞
哥
維
那
共
和
國
中
部
的
雅
耶
西
(
了
甘
向
)
成
立
臨
時
政
府
二
個
名
為
「
南
斯
拉
夫
反

法
西
斯
民
族
解
放
委
員
會
」
(
〉
口
已
歹
的
立
叩
門
口
。
呂
立
二
。
門
Z
旦
。
z
-
E
Z

『
ω
丘
。
口
。
問
J門
口m
g
z
i己
的

組
織
宣
稱
為
國
家
及
人
民
的
最
高
代
表
，
並
確
定
未
來
南
斯
拉
夫
應
建
立
聯
邦
制
度
，
禁
止
彼
得
二
世
返
國
。

一
九
四
四
年
秋
天

，
「
民
族
解
放
軍
」
在
盟
軍
的
支
援
下
解
放
了
首
都
員
爾
格
勒

，
而
當
一
九
四
五
年
五
月
大
戰

結
束
時
，
狄
托
及
其
共
產
黨
己
穩
穩
地
控
制
了
全
南
斯
拉
夫
。
許
多
反
對
分
子
不
是
被
捕
就
是
遭
放
逐
，
米
海

洛
維
奇
亦
於
一
九
四
六
年
被
處
決

。

同
時
隨
著
一
部
蘇
聯
式
憲
法
的
公
布
，
南
斯
拉
夫
正
式
成
立
了
一
個
包
括

六
個
共
和
國
及
兩
個
自
治
省
的
「
南
斯
拉
夫
聯
邦
人
民
共
和
國
」

(4
5

早
已
叩
門
已
旱
。
叮
叮4
月
3
5
-
Z
丘

J門
口m
g
z
i
ω
)。
這
六
個
共
和
國
和
二
個
自
治
省
是
塞
爾
維
亞
共
和
國
、
克
羅
地
亞
共
和
國
、
斯
洛
文
尼
亞
共
和

國
、
波
士
尼
亞
!
黑
塞
哥
維
那
共
和
國
、
馬
其
頓
共
和
國
、
蒙
地
內
哥
羅
共
和
國
及
科
索
氏
和
法
伊
決
地
那

(
〈
￡
〈
旦
古
巴
兩
個
自
治
省
。
由
狄
托
所
領
導
的
共
產
黨
一
黨
專
政
，
其
他
政
治
組
織
皆
被
禁
絕
二
九
五
三
年

一
月
，
南
國
採
行
新
憲
法
，
狄
托
被
選
為
總
統
。
一
九
六
三
年
四
月
再
行
公
布
的
新
憲
法
，
則
將
南
斯
拉
夫
正

式
國
名
改
為
現
行
的
「
南
斯
拉
夫
社
會
主
義
聯
邦
共
和
國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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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南
斯
拉
夫
內
部
的
不
穩
定
因
素

南
斯
拉
夫
位
於
歐
洲
東
南
部
，
即
巴
爾
幹
半
島
西
北
端

。

英
人
麥
金
德
曾
提
出
所
謂
「
論
」
'

認
為
控
制
東
歐
，
即
可
延
伸
擴
大
之
，
進
而
控
制
世
界
島

。

南
斯
拉
夫
即
位
於
東
歐
的
樞
紐
地
帶
，
其
戰
略
價

值
不
言
而
喻
。
第
二
次
世
界
大
戰
後
，
南
斯
拉
夫
一
度
成
為
蘇
聯
的
親
密
盟
邦
，
篤
信
地
緣
政
治
的
史
達
林
急

欲
將
南
國
納
入
其
控
制
之
下

。

但
南
共
之
取
得
政
權
，
可
以
說
幾
乎
完
全
靠
其
本
身
之
奮
戰
犧
牲
和
人
民
廣
泛

支
持
的
結
果
，
並
非
像
其
他
大
多
數
東
歐
國
家
，
是
屬
於
「
紅
軍
刺
刀
下
的
產
物
」
，
因
此
狄
托
的
直
接
反
應
乃

是
拒
絕
成
為
蘇
聯
的
附
庸
國
，
導
致
一
九
四
八
年
六
月
南
、
蘇
兩
國
關
係
之
決
裂
，
南
國
亦
因
此
被
逐
出
「
共

黨
情
報
局
」
一
九
四
七
五
六

，

為
史
達
林
一
手
主
導
之
國
際
共
黨
組
織
)

，
並
被
斷
絕
一
切
援
助
。
但
南
斯
拉

夫
在
深
具
個
人
政
治
魅
力
的
強
人
狄
托
的
領
導
下
，
另
闢
膜
徑
，
獨
樹
一
幟
，
採
不
結
盟
政
策
，
成
為
東
西
方

兩
大
集
團
爭
取
的
對
象
，
左
右
逢
源
，
世
界
地
位
亦
大
為
提
高
，
對
其
政
局
頗
具
穩
定
作
用
。
惟
儘
管
南
斯
拉

夫
在
美
、
蘇
對
抗
的
態
勢
下
，
角
色
突
出
，
但
其
建
國
基
礎
薄
弱
，
早
就
隱
藏
某
些
不
穩
定
的
因
素
。
除
前
面

已
提
及
，
因
復
雜
之
民
族
、
語
言
、
宗
教
意
識
等
之
文
化
背
景
所
形
成
的
根
深
抵
固
之
社
會
因
素
外
，
尚
可
從

經
濟
及
政
治
兩
方
面
來
析
述

﹒
.

一

、
經
濟
因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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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
後
，
南
國
首
先
採
用
蘇
聯
的
極
權
主
義
經
濟
制
度
，
但
由
於
施
行
中
央
計
畫
的
結
果
，
並
不
能
改
善
南

圓
的

經
濟
。
促
使
狄
托
改
變
政
策
最
關
鍵
性
的
理
由
，
則
是
一
九
四
八
年
南
共
和
蘇
共
的
決
裂

。

從
五
十
年
代

開
始
，
南
共
改
弦
更
轍
，
採
行
比
較
溫
和
的
社
會
主
義
路
線

。

改
革
政
策
的
重
點
是

•• 

地
方
分
權
、
利
潤
動
機

和
市
場
價
格

。

最
引
人
注
目
的
是
南
斯
拉
夫
的
生
產
單
位
改
組
，
企
業
由
工
人
自
主
經
營
。
這
種
經
濟
改
革
，

誠
是
開
風
氣
之
先
，
一
度
被
其
他
共
黨
國
家
點
名
批
判
為
修
正
主
義
。

一
九
五
0
年
以
後
，
南
國
所
有

經
濟
事
業
的
經
營
與
管
理
，
都
已
移
交
給
工
人

。

工
人
再
推
選
代
表
組
成

「
工
人
會
議

」

(
門
旦
旦
失
一
的
心
〈
丘
)
和
「
管
理
委
員
會
」
吉
它
『
凶
〈
旦
旦
旦
吋
)

。

前
者
依
企
業
的
大
小
通
常
有

十
五
至
兩
百
人
，
任
期
兩
年

.• 
後
者
通
常
由
三
至
十
七
人
組
成
，
任
期
一
年

。

工
人
會
議
負
責
所
有
基
本
決
定
，

交
由
管
理
委
員
會
執
行

。

每
個
企
業
設
經
理
一
人
，
依
照
工
人
會
議
和
管
理
委
員
會
之
決
議
，
負
責
組
織
生
產
。

同
時
，

經
理
均
係
當
地
工
人
的
代
表
，
政
府
賦
予
他
某
種
程
度
的
權
力
，
必
要
時
負
責
解
決
糾
紛

。

誠
然
，
南

斯
拉
夫
由
工
人
管
理
企
業
的
制
度
，
不
僅
可
以
滿
足
工
人
的
事
業
心
，
並
且
還
可
以
提
高
他
們
的
經
濟
地
位
，

使
他
們
從
工

資
勞
動
者
變
為
企
業
利
潤
的
分
享
者

。

顯
然
地
，
此
種
制
度
主
要
的
目
的
是
刺
激
企
業
和
企
業
單

位
的
工
人
，
努
力
求
取
最
佳
的
利
潤

。

政
府
對
各
類
工
人
訂
下
不
同
的
最
低
工
資
，
工
人
得
以
自
行
決
定
，
是

否
犧
牲
資
本
累
積
來
增
加
工

資
的
收
入

。

總
而
言
之
，
南
國
的
工
作
組
織
中
之
自
治
，
包
括
有
工
人
直
接
或
由

選
定
的
機
構
管
理
其
企
業
的
權
利
、
企
業
的
擴
大
、
分
配
收
益
、
調
整
工
作
狀
況
，
以
及
決
定
與
其
他
企
業
之

聯
合

。

此
種
工
人
自
治
的
特
色
，
對
爾
後
渡
蘭
、
匈
牙
利
的

經
濟
改
革
，
頗
真
啟
示
作
用

。

至
於
農
業
方
面
，
南
斯
拉
夫
在
傳
統
上
是
一
個
以
農
立
國
的
國
家
，
農
業
乃
是
戰
前
經
濟
最
主
要
的
部
分

。

一
九
四
五
年
南
共
接
管
政
權
之
後
，
農
業
的
集
體
化
生
產
，
似
乎
是
一
種
必
然
的
政
策

。

共
黨
最
初
以
為
，
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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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
這
種
集
體
化
農
場
，
可
以
提
高
農
業
生
產
力
，
同
時
尚
可
利
用
農
村
剩
餘
人
力
，
遷
往
城
市
參
與
工
業
的
勞

動
。

不
過
，
這
項
農
民
集
體
化
運
動
相
當
失
敗
，
只
好
放
棄

。

一
九
五
三
年
通
過
一
項
新
法
案
，
解
散
了
大
多

數
的
集
體
農
場
，
並
將
土
地
歸
還
農
民
私
人
所
有
，
強
迫
交
付
農
產
定
額
亦
被
取
消
，
農
產
品
的
自
由
市
場
與

土
地
的
私
人
買
賣
亦
獲
得
容
許
。
每
一
農
家
最
多
可
以
擁
有
十
公
頃
的
土
地
。
由
此
可
見
，
南
共
對
農
民
作
了

相
當
大
的
讓
步

。

這
一
點
，
在
東
歐
共
黨
國
家
中
，
按
蘭
尚
可
與
之
相
比
擬

。

總
的
來
說
，
南
斯
拉
夫
的
經
濟
發
展
，
傾
向
計
畫
與
市
場
經
濟
的
結
合
，
試
圖
以
價
格
為
依
據
，
中
央
計

畫
僅
限
於
生
產
與
收
入
、
個
別
部
門
的
發
展
、
就
業
狀
況
，
以
及
信
用
供
給
等
的
估
計

。

男
外
，
投
資
率
仍
由

中
央
決
定
。
地
方
政
府
和
企
業
機
構
不
須
完
成
中
央
預
定
的
生
產
目
標
或
定
額
，
聯
邦
政
府
也
不
給
它
們
分
配

資
源
，
地
方
機
構
可
以
根
據
全
國
計
畫
指
標
自
行
擬
訂
工
作
計
書
了
但
須
依
照
地
方
情
況
和
預
期
利
潤
。
各
種

企
業
部
門
和
地
方
政
府
在
決
定
生
產
計
畫
時
，
其
所
依
據
的
是
技
術
和
價
格
。
此
外
，
地
方
政
府
尚
須
負
責
新

企
業
的
創
立
，
並
在
某
種
程
度
上
控
制
各
企
業
部
門
管
理
人
員
的
活
動

。

這
套
制
度
容
許
計
畫
與
價
格
、
中
央

權
力
與
地
方
權
力
、
國
家
選
擇
與
消
費
者
的
權
利
等
多
種
混
合
體
的
存
在
，
形
成
所
謂
「
市
場
社
會
主
義
」

(
旦
旦
言
的O
N
E
-
-
m
自
己
的
)
的
內
涵
。
的
確
，
南
國
率
先
進
行
經
濟
改
革
，
對
該
國
的
經
濟
發
展
起
了
積
極
的
作
用
，

也
能
維
持
一
段
時
期
的
穩
定

。

不
過
，
從
南
國
的
經
濟
改
革
過
程
，
可
以
獲
知
一
項
事
實
，
那
就
是

.. 

如
果
經

濟
改
革
沒
有
得
到
政
治
改
革
的
配
合
，
其
改
革
的
績
效
仍
是
極
其
有
限
。
造
成
今
日
南
斯
拉
夫
經
濟
困
境
最
足

以
說
明
的
一
個
例
證
'
是
各
共
和
國
的
資
源
與
開
發
不
均
，
彼
此
間
的
財
富
懸
殊
甚
大

。

以
斯
洛
文
尼
亞
共
和

國
和
科
索
訣
自
治
省
為
例
，
前
者
的
人
口
僅
比
後
者
多
三
十
萬
人
，
平
均
國
民
所
得
前
者
比
後
者
多
三
倍
，
同

時
，
後
者
目
前
失
業
率
高
達
三
五
%
'
是
前
者
的
二
十
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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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政
治
因
素

無
可
諱
言
的
，
南
斯
拉
夫
戰
後
能
夠
維
持
統
一
與
穩
定
，
狄
托
的
威
望
與
鐵
腕
作
風
。
狄
托
晚

年
，
一
直
被
視
為
最
有
可
能
的
繼
承
者
，
是
協
助
狄
托
建
立
南
國
的
功
臣
卡
德
利

(
2
〈
月
已
閃
ω

且
已
于
戶
。-
o

-

5
3
)
，
因
為
他
是
狄
托
的
左
右
手
，
擁
有
實
權
，
亦
字
眾
望
。
可
是
，
卡
氏
卻
於
一
九
七
九
年
二
月
先
狄
托

而
去
，
享
年
六
十
九
歲
。
卡
德
利
去
世
後
，
狄
托
如
同
法
國
的
戴
高
樂
一
樣
，
失
去
了
有
實
力
的
繼
承
人
。
然

而
，
這
兩
人
逝
後
有
一
個
很
大
的
差
異
，
即
是
戴
高
樂
為
法
國
的
第
五
共
和
，
留
下
了
一
個
完
善
的
制
度
，
而

狄
托
所
留
下
來
的
憲
法
結
構
，
卻
是
複
雜
又
不
易
交
代
清
楚
的
體
制
。
基
本
上
，
南
斯
拉
夫
是
一
個
金
字
塔
式

的
共
黨
政
權
，
但
卻
與
其
他
共
黨
國
家
又
有
所
不
同
。
南
國
有
一
套
很
特
別
的
領
導
原
則
，
即
集
體
領
導
制
和

輪
流
主
政
制
二
九
七

0
年
代
初
期
，
南
斯
拉
夫
曾
掀
起
過
一
陣
民
族
主
義
的
浪
潮
，
使
南
國
瀕
臨
分
裂
邊
緣
。

狄
托
乃
利
用
鐵
腕
手
段
，
親
自
督
導
，
下
令
逮
捕
數
百
人
，
撲
滅
了
分
離
主
義
者
和
其
他
反
對
派

。
為
鞏
固
南

國
局
勢
的
正
常
發
展
，
狄
托
又
頒
布
新
憲
法
，
對
一
九
六
三
年
的
憲
法
，
作
了
重
大
的
修
改
，
加
強
了
中
央
的

控
制
，
同
時
為
他
的
後
事
重
新
作
了
安
排
，
作
為
他
死
後
領
導
原
則
的
法
律
依
據
。
根
據
一
九
七
四
年
的
新
憲

法
，
狄
托
仍
為
「
任
期
不
限
的
聯
邦
共
和
國
總
統
」
(
第
三
百
三
十
三
條
)
，
其
下
設
有
主
席
團
，
「
在
國
內
外
代

表
南
斯
拉
夫
社
會
主
義
聯
邦
共
和
國
」
(
第
三
百
一
十
三
條
)
。
其
組
織
成
昌
九
「
由
共
和
國
議
會
和
自
治
省
議
會

在
議
會
各
院
聯
席
會
議
上
以
無
記
名
投
票
選
舉
產
生
」
(
第
三
百
二
十
一
條
)
，
每
個
共
和
國
和
自
治
省
各
選
一

名
。
男
外
，
「
南
斯
拉
夫
共
產
主
義
者
聯
盟
」
(
郎
南
共
全
名
)
主
席
為
當
然
成
員
，
一
共
九
名
，
任
期
五
年
，

只
得
連
任
一
次
(
第
二
百
二
十
四
條
)
。
主
席
團
成
員
再
推
選
主
席
和
副
主
席
各
一
人
，
任
期
一
年
(
第
三
百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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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七
條
)
。

主
席
團
主
席
，
名
義
上
是
國
家
元
首
，
並
兼
任
國
防
委
員
會
主
席
，
統
率
三
軍
。
原
則
上
，
主
席
團

無
論
戰
時
或
和
平
時
期
，
都
是
領
導
和
指
揮
南
國
武
裝
力
量
的
最
高
機
關
。
但
它
還
是
要
受
到
聯
邦
議
會

(
的
言
習
丘
吉
包
括
二
院
，
即
聯
邦
院
有
二
二
0
名
代
表
和
共
和
院
八
十
八
名
代
表
)
的
牽
制
。
南
斯
拉
夫
的
國

內
外
政
策
仍
須
經
由
國
會
的
討
論
與
決
定
(
包
括
通
過
或
修
訂
法
律
)

.• 

聯
邦
議
會
還
擁
有
決
定
戰
爭
與
和
平
，

批
准
關
於
政
治
合
作
和
軍
事
合
作
的
國
際
條
約
，
通
過
社
會
計
畫
、
聯
邦
預
算
和
決
算
，
選
舉
和
罷
免
聯
邦
執

行
委
員
會
主
席
和
委
員
、
憲
法
法
院
院
長
和
法
官
、
任
免
聯
邦
部
長
、
檢
查
長
等
職
權
。
除
此
之
外
，
南
斯
拉

夫
唯
一
合
法
的
政
黨

-
i

問
斯
拉
夫
共
產
主
義
者
聯
盟
，
設
有
二
十
三
名
成
員
的
主
席
團
，
是
南
共
最
高
領
導

階
層

。

顯
然
地
，
這
個
共
黨
體
系
和
行
政
體
系
平
行
，
主
席
團
成
員
由
南
國
各
個
不
同
的
民
族
平
均
分
配
，
仍

採
集
體
和
輪
流
領
導
制
，
設
主
席
和
副
主
席
各
一
人
，
任
期
一
年

。

這
個
主
席
對
南
國
的
權
力
結
構
仍
居
指
導

角
色
。

由
此
看
來
，
這
樣
的
一
個
權
力
結
構
，
如
何
去
統
一
事
權
，
強
化
行
政
效

率

，
實
令
人
懷
疑
。
再
者
，

南
斯
拉
夫
六
個
共
和
圈
，
兩
個
自
治
省
，
權
力
分
配
不
均
，
基
於
各
民
族
本
身
的
利
益
，
難
免
產
生
爭
權
奪
利
。

舉
例
來
說
，
塞
爾
維
亞
族
人
口
佔
全
國
三
分
之
一
以
上
，
但
其
在
聯
邦
會
的
聯
邦
院
分
配
到
的
席
次
只
有
三
十

名
，
共
和
院
有
十
二
名
.
，
而
僅
佔
南
國
人
口
不
及
十
分
之
一
的
其
他
共
和
國
，
卻
可
分
配
到
同
樣
的
席
位
(
憲

法
第
二
百
九
十
一
條
和
二
百
九
十
二
條
)
。
尤
令
塞
爾
維
亞
人
最
感
不
滿
者
，
在
其
境
內
的
兩
個
自
治
省
所
分
配

到
的
席
次
，
聯
邦
院
各
二
十
名
，
共
和
院
各
八
名
，
如
以
人
口
數
目
比
較
，
簡
直
不
成
比
例
，
少
數
民
族
可
佔

盡
便
宜
，
並
且
還
享
有
修
改
憲
法
的
同
意
權
，
使
得
這
個
境
內
最
大
的
塞
爾
維
亞
共
和
國
無
法
輕
舉
妄
動
，
為

所
欲
為
，
而
失
去
控
制
權
力

。

導
致
南
斯
拉
夫
政
局
不
穗
定
的
因
素
，
除
了
上
述
因
素
之
外
，
事
實
上
，
也
需
考
慮
歷
史
和
地
理
因
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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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
如
阿
爾
巴
尼
亞
族
和
塞
爾
維
亞
族
本
來
就
有
歷
史
仇
恨
二
向
相
處
不
睦
，
加
上
地
拉
那
當
局
從
旁
撐
腰
，

予
以
聲
援
，
更
容
易
製
造
事
端
.
，
同
時
，
南
國
境
內
各
共
和
國
和
自
治
省
所
擁
有
的
天
然
資
源
亦
極
不
平
均
，

自
然
也
影
響
到
爾
後
的
經
濟
建
設
，
而
使
彼
此
間
的
生
活
水
平
差
距
拉
大
，
民
族
主
義
的
情
緒
也
就
升
高
了

。

伍

當
前
南
斯
拉
夫
的
政
經
危
機

南
圓
的
不
穩
定
因
素
己
如
前
述
，
而
最
近
兩
、
三
年
來
由
於
經
濟
日
益
惡
化
、
民
族
衝
突
日
熾
，
加
上
強

人
不
再
和
民
主
化
運
動
的
影
響
，
這
些
不
穩
定
因
素
乃
紛
紛
顯
現
，
境
內
因
而
動
亂
四
起
，
示
威
畫
眾
一
波
未

平
，
另
一
浪
又
起
，
動
員
人
數
少
者
數
千
人
多
者
數
萬
人
，
首
先
是
在
塞
爾
維
亞
共
和
國
、
蒙
地
內
哥
羅
共
和

國
以
及
科
索
法
和
決
伊
決
地
那
兩
個
自
治
省
的
首
府
，
後
來
則
擴
及
斯
洛
文
尼
亞
共
和
國
及
克
羅
地
亞
共
和

圈
，
大
有
國
家
分
裂
乃
至
爆
發
內
戰
的
危
機

。

茲
就
當
前
南
國
所
面
臨
的
政
經
危
機
，
略
析
如
後

。

一

、
經
濟
危
機

南
斯
拉
夫
在
東
歐
國
家
中
，
是
最
早
進
行
經
濟
改
革
的
，
一
九
四
八
年
狄
托
與
史
達
林
決
裂
之
後
，
南
國

即
實
行
所
謂
「
市
場
社
會
主
義
」
'
首
先
引
進
市
場
經
濟
的
理
念
，
與
計
畫
經
濟
相
結
合

。

但
這
種
南
斯
拉
夫
模

式
，
事
後
證
明
完
全
失
敗
，
至
今
南
國
依
然
陷
在
政
治
和

經
濟
的
危
機
之
中

。

衡
量
一
個
國
家
的
經
濟
狀
況
，
不
外
乎
經
濟
成
長
、
通
貨
膨
脹
率
、
國
際
收
支
和
失
業
率
等
方
面
著
眼
，

• 



• 
南斯拉夫 ﹒ 面臨改革和聯邦解體的兩難局面第八章203 

• 
即
可
獲
知
該
國
的
經
濟
發
展
情
形
。
南
斯
拉
夫
自
從
一
九
八

0
年
代
開
始
，
其
經
濟
狀
況
有
明
顯
惡
化
的
現
象
。

經
濟
成
長
大
幅
下
降

，

一
九
七
一
-
|
八
0
年
平
均
為
百
分
之
八

﹒

九
，
其
後
，
僅
達
百
分
之
四

。
八
一
|
八
五

年
的
五
年
計
畫
沒
有
達
成
既
定
的
指
標
。
在
通
貨
膨
脹
方
面
，
一
九
七
三

1

八
三
年
，
南
國
的
通
貨
膨
脹
率
平

均
在
百
分
之
二
十
三
，
一
九
八
五
年
升
高
為
百
分
之
九
十
五
，
一
九
八
六
年
己
躍
升
為
三
位
數
，
一
九
八
八
年

更
高
達
二
百
十
七
個
百
分
點

。

在
外
債
方
面
，
由
一
九
七
一
年
的
二
十
七
億
美
元
，
一
九
七
四
年
四
十
六
億
美

元
，
一
九
七
七
年
為
八
十
四
億
美
元
，
一
九
七
九
年
躍
升
為
一
百
四
十
九
億
美
元
，
到
了
一
九
八
五
年
已
超
過

兩
百
億
美
元
，
在
東
歐
為
僅
次
於
渡
蘭
的
最
大
負
債
國
家
。
在
國
際
收
支
方
面
，
南
國
自
六
十
年
代
以
來
，
一

直
呈
現
逆
差
二
九
八

0
年
外
質
逆
差
高
達
六
十
億
美
元
，
最
近
幾
年
來
，
仍
維
持
在
十
五
億
到
二
十
億
之
間
。

至
於
失
業
人
口
，
在
社
會
主
義
國
家
，
本
來
是
以
「
沒
有
失
業
者
」
炫
耀
於
世
。
可
是
一
九
八

0
年
代
初
期
，

南
國
的
失
業
率
有
百
分
之
十
二
，
至
一
九
八
八
年
，
已
有
一
百
三
十
萬
人
失
業
，
失
業
率
升
高
到
百
分
之
十
五
，

在
歐
洲
國
家
中
可
算
是
名
列
前
茅

。

南
斯
拉
夫
當
局
為
了
挽
救
日
益
惡
化
的
經
濟
困
境
，
曾
試
圖
採
取
某
些
因
應
對
策
，
如
改
變
生
產
結
構
，

糾
正
國
民
經
濟
比
例
的
失
調

，
放
慢
經
濟
發
展
速
度

，
減
少
消
費

，

壓
縮
投
資
，
增
加
出
口

，
減
少
進
口

，

以

縮
小
國
際
收
支
的
逆
差
。
南
國
政
府
為
了
有
效
解
決
經
濟
危
機
，
曾
提
出
憲
法
修
正
案
以
為
因
應
。
根
據
憲
法

修
正
案
中
規
定

，

南
斯
拉
夫
減
少
政
府
對
經
濟
的
干
涉

，
且
擴
大
民
間
部
門
與
外

國
的
投
資
。
議
案
中
要
求
在

經
濟
體
系
中
引
進
更
大
的
市
場
機
能

，
開
革
不
必
要
或
紀
律

不
良
的
工
人

，
關
閉
賠
累
的
企
業

。

這
項
頗
引
起

的
憲
法
修
正
案
在
一
九
八
八
年
十
月
二
十
二
日
獲
得
批
准

。
然
而
緩
不
濟
急

。

戰
後
，
儘
管
南
斯
拉
夫
有
過
相
當
不
錯
的
經
濟
成
長
，
但
至
一
九
七
九
年
就
明
顯
地
暴
露
南
共
狄
托
體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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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有
限
性
，
經
不
起
二
次
能
源
危
機
的
打
擊
，
和
八
十
年
代
初
期
國
際
經
濟
不
景
氣
的
重
創
，
使
得
這
個
開
風

氣
之
先
，
率
先
進
行
改
革
的
共
產
政
權
，
陷
入
極
端
的
困
境
中
。
根
據
資
料
顯
示
，
南
圓
的
經
濟
危
機
自
一
九

八
0
年
以
來
，
已
使
人
民
生
活
水
平
降
低
二
分
之
一

總
之

，
造
成
南
斯
拉
夫
經
濟
危
機
日
益
嚴
重
的
主
要
原
因
，
除
了
共
黨
體
制
欠
缺
靈
活
性
外
，
外
債
過
高
、

外
貿
赤
字
龐
大
、
通
貨
膨
脹
和
失
業
率
升
高
等
都
是
重
要
因
素
。
男
外
，
投
資
不
當
、
計
畫
錯
誤
，
以
及
受
國

際
經
濟
不
景
氣
的
影
響
，
亦
是
導
致
經
濟
成
長
下
降
的
原
因

。

這
一
連
串
的
難
題
是
今
後
南
國
刻
不
容
緩
，
亟

待
克
服
的
要
務
。

一
一
、
政
治
危
機

無
可
置
疑
的
，
政
治
體
制
的
運
作
和
經
濟
活
動
具
有
密
切
的
互
動
關
係
。
南
斯
拉
夫
在
五
十
年
代
，
由
於

進
行
經
濟
改
革
，
引
進
市
場
經
濟
的
機
能
，
使
得
南
國
的
經
濟
狀
況
有
了
相
當
程
度
的
進
展
，
相
對
地
也
帶
來

一
段
時
期
的
政
治
穩
定

.• 

同
理
，
由
於
南
國
政
治
體
制
的
僵
硬
|
|
共
黨
一
元
領
導
的
官
僚
體
系
，
限
制
了
南

國
的
經
濟
發
展
，
因
而
經
不
起
國
內
外
環
境
因
素
的
衝
擊
，
導
致
南
國
八
十
年
代
經
濟
每
下
愈
況
，
也
直
接
影

響
到
政
治
層
面
，
遂
呈
現
重
重
的
政
治
危
機
。

首
先
，
是
「
狄
托
主
義
」
(
、
H
J
E
m
B
)的
式
微
。
一
般
指
「
狄
托
主
義
」
'
至
少
包
括
六
個
層
面

•• 

工
人
自

治
制
度
、
計
畫
與
市
場
經
濟
兼
顧
、
取
消
集
體
農
場
的
經
營
方
式
、
採
聯
邦
與
地
方
分
權
體
制
、
實
行
共
產
黨

一
黨
專
政
和
外
交
政
策
堅
持
不
結
盟
運
動
等
。
狄
托
主
義
成
功
的
地
方
，
就
是
他
的
外
交
政
策

.. 

一
九
四
八
年
，

南
共
與
蘇
共
決
裂
之
後
，
狄
托
倡
導
不
結
盟
運
動
，
從
此
他
的
聲
望
大
增
，
不
但
提
升
了
南
國
的
國
際
地
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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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獲
得
西
方
的

經
援
，
加
速
南
國
建
設
的
腳
步
，
從
而
亦
建
立
起
其
個
人
吃
立
不
搖
的
政
治
地
位
和
威
權
體
系
。

惟
狄
托
逝
後
，
沒
有
強
有
力
的
繼
承
者
，
而
由
一
個
二
十
三
人
組
成
的
集
體
領
導
班
底
，
由
於
很
難
建
立
共
識
，

導
致
政
策
分
歧
，
無
法
定
位
，
中
央
領
導
階
層
於
焉
分
崩
離
析
，
無
法
應
付
這
個
多
民
族
且
變
化
莫
測
的
國
家
。

雖
然
近
幾
年
來
塞
爾
維
亞
共
和
國
領
導
人
米
洛
塞
維
奇
，
這
位
曾
被
譽
為
「
狄
托
第
一
一
」
的
新
一
代
南
共
政
治

人
物
企
圖
填
補
狄
托
逝
後
留
下
的
權
力
真
空
，
其
某
些
政

經
改
革
亦
確
實
使
他
在
塞
爾
維
亞
人
心
目
中
成
為
「
英

雄
偶
像
」

。
不
過
由
於
米
氏
有
塞
爾
維
亞
民
族
主
義
情
緒
的
幕
後
指
使
者
之
嫌
疑
，
不
僅
普
遍
引
起
南
國
圍
內
其

他
各
民
族
之
不
滿
，
亦
使
其
國
際
形
象
受
損
，
其
要
繼
承
狄
托
事
業
恐
怕
不
易
。
更
何
況
，
狄
托
主
義
亦
有
其

限
制
。

曾
為
狄
托
主
義
建
構
理
論
基
礎
的
吉
拉
斯
(
呈
一
-
o
S
口
早
已
仙
的
)
，
早
在
五
十
年
代
初
期
，
就
對
共
產
黨

的
領
導
有
過

一
針
見
血
的
批
判

。
一
九
八
八
年
六
月
初
他
曾
應
邀
在
斯
洛
文
尼
巨
共
和
國
的
一
所
大
學
發
表
演

說
，
講
題
是
「
論
，
多
元
政
治
血
二
黨
政
治
」
'
這
是
他
三
十
四
年
來
首
次
公
開
露
面
。
他
在
演
說
中
指
出
，
南
國

的
未
來
，
應
該
在
境
內
異
立
的
共
和
國
間
，
透
過
民
主
聯
盟
找
到
一
個
折
衷
點
。
他
坦
率
表
示
，
如
果
南
國
未

來
不
能
組
成
一
個
民
主
同
盟
，
將
會
面
臨
分
裂
的
局
面
。
證
之
近
一
年
來
南
國
政
局
之
發
展

，
幾
乎
是
不
幸
而

昔
日『
中
。

第八章

近
一
年
來
，
南
斯
拉
夫
予
人
最
深
刻
的
印
象
，
是
境
內
民
族
間
的
裂
痕
加
深
，
民
族
主
義
抬
頭
，
分
離
連

動
高
漲
，
其
所
受
世
人
的
囑
目
，
甚
至
遠
遠
超
過
其
可
與
其
他
東
歐
國
家
媲
美
的
民
主
化
運
動
。
八

0
年
以
來

由
於
民
族
暴
亂
，
曾
引
發
南
共
的
領
導
危
機
，
權
力
鬥
爭
激
烈
，
政
府
威
信
搖
搖
欲
墜

。
於
是
，
南
斯
拉
夫
要

求
民
主
化
的
聲
浪
節
節
升
高
，
共
黨
維
持
四
十
多
年
的
「
一
黨
專
政
」
格
局
終
於
被
打
破
。
位
在
西
北
部
的
斯

洛
文
尼
亞
共
和
國
正
式
成
立
新
的
政
黨
「
民
主
聯
盟
」
'
並
在
一
九
八
九
年
四
月
中
旬
舉
行
一
九
四
五
年
以
來
第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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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次
自
由
選
舉
，
推
舉
三
十
八
歲
的
經
濟
學
者
德
爾
諾
夫
舍
克
己
巴
巴
巴
『

D
O
〈
的
g
w
)出
任
國
家
元
首
，
可
謂

南
斯
拉
夫
建
國
後
的
創
舉
二
九
九

0
年
一
月
南
共
召
開
的
「
十
四
大
」
'
已
通
過
重
大
改
革
方
案
，
擴
大
自
由

市
場
經
濟
領
域
，
舉
行
全
面
性
自
由
選
舉
，
接
受
政
治
多
元
化
的
時
代
潮
流

。

惟
南
共
正
面
臨
分
裂
危
機
，
斯

洛
文
尼
亞
共
黨
已
宣
布
脫
離
南
共
聯
盟
，
改
名
「
民
主
振
興
黨
」
'
並
把
該
共
和
國
的
官
方
稱
號
「
斯
洛
文
尼
亞

社
會
主
義
共
和
國

」
'
刪
除
「
社
會
主
義
」
'
改
稱
「
斯
洛
文
尼
亞
共
和
國
」

。

男
一
個
加
盟
共
和
國
克
羅
地
亞
隨

即
跟
進
，
將
克
羅
地
亞
「
共
產
主
義
者
聯
盟
」
更
名
為
「
民
主
改
革
黨
」
'
並
也
去
掉
國
號
中
「
社
會
主
義
」
名

稱
，
改
為
「
克
羅
地
亞
共
和
國
」

。

顯
然
地
，
東
歐
民
主
風
潮
也
很
快
地
吹
進
巴
爾
幹
半
島

。

這
個
早
在
五
十
年

代
即
已
著
手
進
行
經
濟
改
革
的
多
民
族
國
家
，
人
民
自
然
不
甘
落
後
，
任
由
南
共
「
一
黨
專
政
」
的
擺
布
，
遂

揭
竿
而
起
，
向
東
歐
其
他
國
家
看
齊

。

南
國
的
民
主
化
進
程
有
下
列
現
象
，
頗
值
一
提

•• 

笠
(
一
，
南
斯
拉
夫
共

產
主
義
者
聯
盟
內
部
呈
現
分
裂
，
塞
爾
維
亞
共
黨
領
袖
米
洛
塞
維
奇
咄
咄
逼
人
，
不
但
採
高
壓
手
段
鎮
壓
阿
爾

巴
尼
亞
人
的
暴
亂
，
而
取
消
共
和
國
境
內
科
索
訣
省
(
以
阿
爾
巴
尼
亞
族
為
主
)
的
自
治
地
位
，
並
且
企
圖
進

一
步
主
宰
南
斯
拉
夫
的
命
運

。

因
此
，
其
他
共
和
國
共
黨
深
感
憂
慮
，
乃
紛
紛
表
態
要
與
南
共
中
央
劃
清
界
線
，

尋
求
獨
立
自
主
，
甚
至
乾
脆
更
改
黨
名
，
互
別
苗
頭

。

其
二
，
一
九
九

0
年
四
月
至
十
二
月
舉
行
戰
後
以
來
首

次
自
由
選
舉
，
南
國
境
內
四
個
共
和
國
已
由
反
對
勢
力
(
如
民
主
聯
盟
)
取
代
共
黨
地
位
上
台
執
政
.
，
男
外
兩

個
共
和
國
(
塞
爾
維
亞
和
蒙
地
內
哥
羅
)
，
則
由
共
黨
改
名
的
社
會
黨
，
尚
可
在
國
會
控
制
多
數

。

基
本
上
，
南

國
內
部
爭
執
的
焦
點
，
即
最
富
裕
的
斯
洛
文
尼
亞
和
克
羅
地
亞
主
張
成
立
鬆
散
的
邦
聯
，
類
似
歐
洲
共
同
體
以

經
質
緊
密
相
聯
繫
'
平
等
互
惠
，
實
行
自
由
市
場
經
濟

。

但
塞
爾
維
亞
堅
決
反
對
，
並
得
到
軍
方
(
亦
由
塞
爾

維
亞
人
主
控
)
的
支
持
，
蒙
地
內
哥
羅
共
和
國
也
靠
到
塞
爾
維
亞
這
一
邊
，
形
成
尖
銳
對
立
，
互
不
相
讓

。

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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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斯
洛
文
尼
亞
共
和
國
於
一
九
九

0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三
日
舉
行
公
民
表
決
，
結
果
有

八
十
八
%
贊
成
獨
立
，

反
對
獨
立
者
僅
佔
四
%

o

男
外
一
個
共
和
國
克
羅
地
亞
的
國
會
亦
於
同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一
日
，
通
過
新
憲
法
，

賦
予
該
共
和
國
有
權
宣
布
脫
離
南
斯
拉
夫
聯
邦

。

不
過
，
南
國
軍
方
已
表
明
態
度
，
不
容
許
這
種
分
裂
國
土
的

舉
措
。

斯
、
克
二
共
和
國
不
甘
示
弱
，
正
在
召
募
民
兵
，
訓
練
自
己
的
防
衛
力
量

。

一
九
九
0
年
夏
天
美
國
中

情
局
曾
分
析
，
南
國
很
可
能
在
十
八
個
月
之
間
爆
發
內
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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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矣
!土

結
論

第八章

根
據
以
上
分
析
，
南
國
的
問
題
仍
然
困
難
重
重

。

最
棘
手
的
問
題
，
還
是
民
族
本
位
，
不
願
互
通
有
無
，

相
互
依
存

。

最
具
諷
刺
性
的
例
子

，

在
塞
爾
維
亞
共
和
國
境
內
的
決
伊
訣
地
那
平
原
，
本
可
養
活
兩
個
半
南
斯

拉
夫
人
口
的
農
業
，
可
是
，
其
他
共
和
國
寧
願
從
國
外
進
口
糧
食
，
而
不
願
與
該
地
區
訂
產
銷
合
同
，
迫
使
這

個
地
區
的
耕
地
有
百
分
之
卅
以
上
成
為
一
片
荒
蕪

。

再
者
，
一
列
火
車
從
首
都
貝
爾
格
勒
開
往
斯
洛
文
尼
亞
首

府
盧
布
雅
那
，
沿
途
卻
要
換
三
次
火
車
頭
，
因
為
這
列
火
車
需
經
三
個
共
和
國
的
邊
境

。

如
此
無
法
統
一
事
權
，

各
行
其
道
，
難
怪
南
國
建
國
四
十
餘
年

，

依
然
存
在
相
當
高
的
「
分
離
意
識
」
'
一
有
風
吹
草
動
，
就
易
引
起
猜

忌
，
成
為
暴
動
的
根
源

。

男
外
，
從
南
斯
拉
夫
的
政
經
危
機
，
亦
可
證
明
三
件
事
實

.. 

一
、
單
獨
進
行
經
濟
改
革
，
而
忽
視
政
治
改
革
，
其
結
果
必
定
是
績
效
不
彰

。

縱
使
能
使

經
濟
有
突
破
性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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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
展
，
也
只
是
短
期
性
，
不
可
能
維
持
長
期
的
穩
定
發
展
。
這
種
情
形
同
樣
出
現
在
匈
牙
利
和
波
蘭
。

一
一
、
共
黨
體
制
是
專
制
體
制
，
需
要
強
有
力
的
領
導
人
。
換
言
之
，
共
黨
國
家
離
不
開
「
強
人
政
治
」
，
要

仰
賴
其
鐵
腕
作
風
，
始
能
維
持
穩
定
。
北
韓
、
古
巴
、
中
共
皆
如
此
。

三
、
共
產
主
義
最
強
調
國
際
主
義
，
可
是
在
共
黨
國
家
裹
，
民
族
主
義
卻
依
然
抬
頭
，
成
為
一
大
包
袱
。

目
前
蘇
聯
境
內
也
面
臨
同
樣
的
問
題
，
中
共
的
西
藏
和
新
疆
少
數
民
族
的
獨
立
運
動
和
騷
動
亦
然
。
個
中
原
因
，

值
得
深
思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