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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
旦
、
教
育

一

、
教
育
發
展
簡
史

「
十
月
革
命
」
成
功
後
，
布
爾
什
維
克
對
掃
除
境
內
文
盲
頒
布
一
連
串
措
施
。
一
九
一
九
年
十
二
月

廿
六
日
發
布
「
關
於
掃
除
俄
羅
斯
聯
邦
居
民
中
文
盲
的
法
令
汁
，
一
九
二
0
年
並
成
立
了
全
俄
掃
除
文
盲
特

別
委
員
會
，
在
全
國
各
地
開
辦
成
人
學
校
.
，
一
九
二
三
年
成
立
「
掃
盲
協
會
」
。
到
一
九
三
九
年
，
九
至
十

九
歲
的
居
民
中
，
識
字
的
已
占
百
分
之
八
十
七
點
七

。

掃
除
文
冒
的
成
效
可
謂
卓
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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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國
民
教
育
方
面
，
俄
羅
斯
聯
邦
人
民
委
員
會
在
一
九
一
八
至
一
九
一
九
年
間
頒
布
了
各
種
相
關
法

令
。

包
括
.. 

ω
所
有
學
校
改
為
全
民
所
有
。

ω
禁
止
私
人
辦
學
，
實
行
免
費
教
育
和
男
女
同
校
。

ω
將
學

校
與
教
會
分
離
，
禁
止
在
學
校
中
講
授
教
義
和
舉
行
宗
教
儀
式
。

ω
廢
除
對
兒
童
的
體
罰
。

ω
各
民
族
有

權
使
用
本
民
族
語
言
教
學

。

附
制
定
高
等
學
校
向
工
人
和
農
民
的
招
生
新
規
定
。

三
0
年
代
，
為
了
發
展
教
育
事
業
，
聯
共
(
布
)
連
續
發
布
了
幾
個
重
要
決
議

。

如
一
九
三
三
年
九

小
學
和
中
學
」
的
決
議
.
，
一
九
三
二
年
九
月
發
布
的
「
關
於
高
等
學
校
和
中
等
技
術
學
校
大

月
的
「



新~聯

綱
和
生
活
制
度
」
的
決
議
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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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義
務
教
育
年
限
方
面
二
九
二
四
年
開
始
普
及
四
年
制
初
等
義
務
教
育
二
九
三
四
年
，
聯
共

(布
)

第
十
七
次
代
表
大
會
決
定
在
全
國
普
及
七
年
制
義
務
教
育
。
到
一
九
四
九
年
，
蘇
聯
的
城
市
地
區
已
採
七

年
制
義
務
教
育
.
，
一
九
五
二
年
，
在
鄉
村
地
區
也
基
本
上
普
及
了
七
年
制
義
務
教
育

。

六
0
年
代
中
期
以

後
，
蘇
聯
大
力
發
展
十
年
制
學
校

。

在
一
九
七
五
年
蘇
共
廿
五
大
上
，
當
局
宣
稱
蘇
聯
已

經
完
成
了

普
及

十
年
義
務
教
育
制

。

蘇
聯
幾
十
年
來
的
教
育
發
展
在
學
生
人
數
方
面
增
加
許
多
(
參
考
附
表
十
二
)
。
量
的
增
加
雖
與

質
的

改
進
不
是
成
絕
對
的
正
比
關
係
'
但
較
之
從
前
，
蘇
聯
的
教
育
品
質
仍
有
進
步

。

而
隨
著
時
代
的
不
同
需

求
，
蘇
聯
當
局
在
近
幾
年
推
動
了
幾
次
大
的
教
育
改
革
工
作

。

《表
+
二
》.. 

完
成
高
等
與
中
等
(
完
全
與
不
完
全
)
教
育
的
居
民
人
數

( '迋7

教育完全 了巳

成高
的與

等總不
、

數全
) 

........ ←~ 

已51 丸。
已~

<0 
心。

CJl ←~ 人00 也D 數• 已n
-..J 

丸。
( 

心。
........ 單

o 也正2 位• 『斗o o • 
• 

• 4 百
v-> 

許~

心。
之五〉 萬

• -..J 
•- 丸。

) 

←~ 

cr> 
←~ 

時斗 丸。
• 00 
已~ 『、3

抖~ •-
o 之五〉

00 已心
丸。 ~芋-

一
已A

←~ 

C了3
已正〉

千←~ 
已51
丈D

人
*'" 

.... 間過
中

00 心。
已d

『斗 ' o 10 
cr> 

許~ 歲
已d

已正〉 或
00 -..J 

已正2 以

-..J ←~ 上
o 已正2

00 00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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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

、

教
育
改
革

五
0
年
代
以
來
，
為
了
適
應
科
技
發
展
和
對
人
才
的
需
求
，
蘇
聯
曾
推
行
過
幾
次
教
育
改
革

。

九

五
八
年
開
始
進
行
普
通
中
學
的
改
革
，
改
革
的
重
點
之
一
是
增
加
學
生
參
與
生
產
勞
動
的
時
間
，
要
求
接

受
八
年
義
務
教
育
的
學
生
都
參
加
生
產
勞
動

.• 

重
點
之
二
是
把
義
務
教
育
年
限
改

為
十
一
年

。

從
一
九
六
四
年
至

一
九
七
四
年
，
對
中
等
教
育
的
內
容
又
進
行
改
革

。

改
革
的
目
標
在
於
提
高
教

學

品
質
，
培
養
學
生
掌
握
一
定
的
職
業
技
能
，
並
縮
短
學
制
，
將
十
一
年
制
改
回
一
九
五

八
年
以
前
的
十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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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
在
這
十
年
的
改
革
中
，
基
本
上
達
到
了
教
育
內
容
現
代
化
的
要
求
。

222 

一
九
七
七
年
十
二
月
，
蘇
共
中
央
和
蘇
聯
部
長
會
議
通
過
了
「
關
於
進
一
步
改
進
普
通
學
校
學
生
的

教
學
、
教
育
和
勞
動
訓
練
」
的
決
議
，
提
出
了
一
些
新
的
改
革
措
施
，
主
要
是
修
改
教
學
大
綱
和
教
科
書
，

增
加
勞
動
教
學
的
時
數
，
加
強
政
治
思
想
教
育
和
道
德
教
育
。

一
九
八
三
年
六
月
召
開
的
蘇
共
中
央
全
會
中
決
定
了
再
一
次
對
學
校
體
制
進
行
改
革
的
政
策
。

H

一
九
八
四
年
普
通
、
職
業
學
校
改
革

蘇
共
中
央
在
通
過
教
育
改
革
的
決
議
後
，
一
九
八
四
年
一
月
四
日
，
蘇
聯
報
紙
公
布
了
「
普
通
、
職

業
學
校
改
革
基
本
方
針
」
草
案
，
以
供
全
民
討
論
。
隨
後
，
來
自
各
地
的
讀
者
信
件
、
評
論
不
斷
湧
進
報

社
，
對
改
革
提
出
廣
泛
而
不
同
的
意
見
。
然
這
次
的
改
革
基
本
上
仍
由
蘇
聯
共
黨
主
導
。
最
後
文
件
於
一

九
八
四
年
四
月
十
日
蘇
共
中
央
全
會
通
過
，
並
於
十
二
日
由
蘇
聯
最
高
蘇
維
埃
通
過
。

L

改
革
的
動
機
與
目
標

在
實
施
改
革
的
前
二
年
，
當
時
的
蘇
聯
教
育
部
副
部
長
雅
哥
汀

2
.
Z
﹒
叫
品
。
魯
吉
)
曾
對
蘇
聯
教

育
的
一
系
列
缺
失
進
行
診
斷
，
他
指
出
，
這
些
缺
失
乃
根
源
於
蘇
聯
教
育
制
度
落
後
與
現
階
段
社
會
經
濟

發
展
需
求
之
間
的
衝
突
。
特
別
是

.. 

ω
十
年
制
的
中
等
學
校
原
先
是
學
生
進
入
高
等
教
育
的
預
備
處
，
現
在
卻
是
各
種
職
種
工
人
的
主
要

養
成
所
。
學
生
完
成
十
年
教
育
的
比
例
相
當
高
，
他
們
雖
有
不
錯
學
識
，
但
在
職
業
技
術
訓
練
上
卻
乏
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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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陳
，
他
們
也
較
缺
乏
創
造
性

。

因
此
引
進
較
好
的
職
業
訓
練
與
職
業
指
導
是
必
需
的
。

ω
過
去
幾
年
來
，
對
教
師
的
需
求
量
增
多
，
但
他
們
的
薪
水
卻
沒
有
調
升
，
而
造
成
師
資
流
失
，
且

不
易
吸
引
足
夠
人
才
加
入
此
一
行
業

。

教
師
的
社
會
地
位
不
高
，
使
整
個
師
資
群
與
師
資
訓
練
學
校
中
逐

漸
變
成
以
女
性
為
主

。

而
改
善
工
作
福
利
與
增
加
薪
水
將
是
改
進
此
一
現
象
的
良
方

。

ω
蘇
聯
的
年
輕
人
一
方
面
承
受
關
於
社
會
主
義
與
共
產
主
義
理
想
的
教
導
，
男
一
方
面
卻
沈
溺
於
物

質
主
義
的
價
值
觀
與
態
度

。

學
校
在
解
決
此
一
衝
突
上
，
大
體
而
言
是
無
能
為
力
的

。

學
校
又
不
尊
重
青

年
人
的
特
殊
需
求
與
自
我
發
展

。

這
額
問
題
雖
不
易
解
決
，
但
仍
需
提
出
對
策

。

仙
學
校
行
政
方
面
，
太
多
的
管
理
和
控
制
，
使
個
別
學
校
與
教
師
沒
有
空
間
去
發
揮
其
創
造
性
，
是

學
校
教
育
進
一
步
發
展
所
面
臨
的
另
一
障
礙

。

改
革
措
施
主
要
是
針
對
這
些
問
題
而
設
計

。

Z

主
要
改
革
措
施

仙
發
展
中
等
職
業
技
術
教
育
。

一
九
八
0
年
有
超
過
百
分
之
四
十
的
十
年
級
畢
業
生
直
接
進
入
勞
動
市
場
，
其
中
只
有
一
小
部
分
懂

得
如
何
運
用
特
殊
技
術
'
這
對
需
要
技
術
純
熟
工
人
的
經
濟
各
部
門
而
昔
日
，
是
一
個
不
利
的
現
象
。
因
此

發
展
中
等
職
業
、
技
術
學
校
，
可
以
解
決
經
濟
發
展
中
各
部
門
對
熟
練
工
人
的
需
求
問
題

。

一
九
九
0
年
代
教
育
計
畫
的
最
重
要
目
標
是
使
已
完
成
九
年
教
育
的
、
十
五
歲
青
年
層
的
一
半
進

入

職
業
學
校
。

改
革
的
措
施
即
是
要
達
成
這
個
目
標

。

措
施
之
一
是
.. 
在
普
通
中
等
學
校
加
強
工
業
技
術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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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
。
而
入
學
年
齡
由

7

歲
降
為

6

歲
，
使
中
等
教
育
的
年
限
得
以
延
長
一
年
而
成
為
十
一
年

。

學
校
系
統

的
核
心
成
了
九
年
的
不
完
全
中
等
教
育
，
隨
後
再
接
受
普
通
教
育
、
或
工
業
教
育
、
或
職
業
訓
練

。

改
革

後
的
學
校
體
系
如
附
圖
七
。

《圖
七

》
根
據
一
九
八
四
年
教
育
改
革
計
畫
後
的
蘇

級年

就讀年級

高等教育

ω
課
程
改
革

年齡

jj dtm-干干宇~L 0"'----__ . .斗 I X

iil 一一一 一 方主中字?! 一一 - FI
!l 初級學校 liil 

B C 
壘，哪 ... 也 A幽恤 -'-扭曲且 l

學前教育

系
結
構
圖

A: 普通學校的10 ' 11 年級

B : 中等職業、技術學校

C: 中等職業、技衛學校的分部

(招收普通學校的畢業生)

0: 特殊中等學校

(招收殘障兒童)

除
了
對
學
校
體
系
做
修
改
外

，

另
外
在
課
程
方
面
，
也
加
強
工
業
技
術
工
作
的
指
導

﹒
，

在
普
通
中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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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校
的
高
年
級
則
實
施
職
業
訓
練

。

從
一
至
十
一
年
級

，

工
作
指
導
、
職
業
訓
練
的
課
程
加
上
義
務
生
產
性
工
作

.
，
每
個
學
期
總
共
占
去

五
十
一
個
鐘
頭
(
即
平
均
每
星
期
有
五
個
鐘
頭
)

。

從
前
二
至
十
年
級
的
工
作
指
導
，
每
學
期
只
有
廿
四

小
時
(
即
平
均
每
星
期
二

﹒

五
小
時
)
。

除
了
增
加
工
作
、
職
業
訓
練
的
時
數
外
，
在
所
有
中
等
學
校
並
實
施
一
般
電
腦
教
育

，

和
在
資
訊
科

學
上
的
各
種
補
充
訓
練
。
顯
示
出
蘇
聯
教
育
對
現
代
化
的
探
索

。

改
革
後
的
課
程
分
配
情
形
，
請
參
閱
附
表
十
三

。

《
表
十
三

)

辭
聯
教
育
部
於
一
九
八
五
年
二
月
+
三
日
公
布
之
普
通
中
等
學
校
課
程
表

電數本 科
腦學國 目

與 主日五口

資 仁司

訊 與
科 文
自→F主 屆弋尹主

• 

- 4 7 

一 6 9 2 

- 6 11 3 

- 6 11 4 t戶芋- I 

一 6 11 5 年

- 6 9 6 
週 |
上

6 6 7 課
時

一 6 5 8 數

6 5 9 

1 4/ 5 3 10 

2 4 3 11 

3 60.5 80 
時總帶」

數 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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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
史

蘇
維
埃
國
家
與
法
律
概
論

社
會
研
究

家
庭
生
活
倫
理
與
心
理

認
識
我
們
的
環
境

自
然
研
究

地
理

生
物

物
理

天
文
學

化
學

工
業
繪
圖

外
國
語
言

藝
術

體
育

預
備
訓
練

勞
動
與
職
業
訓
練

2 - 2 2 一一一一一一

2 - 2 1 一一一一一

2 - 2 1 一一一一一一 -1

2 - 2 1 l 一一一一一

2 - 2 1 4 一一一一一 -1 一一一- 2 

2 - 2 1 3 一一一- 2 2 一一一一- 2 

2 - 2 1 2 1 一一 223 一一一一- 2 

3 - 2 - 2 1 3 - 2 2 2 一一一一- 2 

3 - 2 一 1 3/ 2 - 3 2 2 一- 0/ 1 - 1 3 

4 2 2 - 1 - 2 - 4/ 3 1 2/ 1 一- 1/ 00/ 2 - 4 

422 一 1 - 2 1 4 1/2 一一一- 2/ 1 3 

28 4 22 8 14 2 9.5 1 14.510.510.5 3 2 1 2.5 1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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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選雲總
作修、數

體課 3
驗程

用

'性
工
作

20 

22 

24 

24 

10 一 2 30 

10 一 2 30 

10 2 2 30 

16 2 30 

16 2 3 31 

20 4 4 31 

4 4 31 

14 23 303 

ω
教
師
待
遇
與
教
育
行
政
的
改
革

一
九
八
二
年
教
育
人
員
(
包
括
大
學
老
師
)
的
平
均
收
入
是
一
百
三
十
七
點
五
盧
布
，
在
收
入
排
行

上
名
列
第
十
四
位
三
九
六
五
年
時
名
列
第
九
)
。
因
此
改
善
教
師
待
遇
，
以
吸
引
優
秀
青
年
投
入
此
一
行

業
也
是
改
革
的
要
務

。

改
革
方
案
中
並
著
重
指
出
要
提
昇
教
師
的
社
會
地
位
、
權
威
與
威
信
，
而
改
善
他
們
的
物
質
生
活
自

然
也
是
計
畫
中
的
重
要
部
分
。

男
外
，
打
擊
形
式
主
義
與
官
僚
主
義
以
增
加
學
校
行
政
效
率
也
是
改
革
的
重
點
。

q
心
改
革
的
困
難

改
革
的
構
想
雖
好
，
但
仍
遭
遇
困
境

。

改
革
後
的
學
校
一
方
面
仍
需
使
學
生
獲
有
進
入
高
等
教
育
所

必
需
的
學
識
，
男
一
方
面
它
又
必
需
提
供
給
學
生
基
本
技
術
訓
練
，
以
符
合
勞
動
市
場
的
需
求
，
往
往
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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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衝
突
。
男
外
，

蘇
聯
當
局
也
不
願
在
十
年
級
前
採
行
成
就
測
驗
，
以
作
為
該
名
學
生
應
進
入
職
業
學
校
、

或
繼
續
普
通
中
學
教
育
的
依
據
。
由
於
職
業
訓
練
學
校
給
人
的
刻
板
印
象
是
，
程
度
較
差
的
學
生
才
會
選

擇
進
入
就
讀
，
因
此
申
請
率
不
高
，
有
違
當
局
鼓
勵
學
生
進
入
職
訓
系
統
就
讀
的
原
先
宗
旨
。

在
電
腦
教
育
方
面
，
雖
然
從
一
九
八
九
|
九

O
學
年
度
開
始
，
九
年
級
每
週
有
一
小
時
，
十
年
級
每

週
有
二
小
時
的
電
腦
課
程
，
但
師
資
與
電
腦
設
備
都
不
足
。
專
家
估
計

，

七
萬
五
千
所
的
中
學
與
職
業
學

校
約
需
超
過
百
萬
台
的
個
人
電
腦

。

但
到
目
前
為
止
，
蘇
聯
的
工
業
並
未
能
發
展
出
適
合
教
學
目
的
的
電

腦
，
而
進
口
西
方
的
電
腦
又
受
限
於
政
治
與
財
政
等
因
素
。
因
此
在
電
腦
教
學
上
分
成
了
有
電
腦
實
習
與

沒
有
電
腦
實
習
的
兩
種
上
課
方
式
。
而
這
種
沒
有
電
腦
設
備
的
電
腦
教
學
仍
將
持
續
一
段
可
觀
的
時
間
。

一
九
八
六
年
六
月
廿
日

，

蘇
共
中
央
召
開
特
別
會
議
以
討
論
教
育
改
革
的
進
展

。

會
中
指
出
，
頑
固

的
行
政
結
構
與
大
多
數
教
師
對
改
革
的
不
起
勁
是
改
革
過
程
中
的
最
大
障
礙
。
由

此
也
可
見
，
教
育
改
革

這
一
漫
長
的
過
程
仍
有
許
多
困
境
待
克
服
。

H
H一
九
八
大
年
高
等
教
育
改
革

蘇
共
廿
七
大
後

，

蘇
聯
於
一
九
八
六
年
六
月
一
日
公
布
「
蘇
共
中
央
關
於
蘇
聯
高
等
和
中
等
專
業
教

育
改
革
的
基
本
方
針
」
草
案

，

以
供
全
民
討
論
。
正
式
展
開
了
改
革
高
等
教
育
的
工
作

。

這
次
高
等
教
育
的
改
革
主
要
是
為
了
適
應
國
民
經
濟
發
展
的
需
要

，

因
此
改
革
的
主
要
趨
勢
有
三

﹒
.

L

結
構
的
調
整
。
依
經
濟
發
展
的
需
要
，
對
人
才
需
求
預
作
規
劃
。
就
四
百
五
十
種
專
業
中
，
對
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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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工
業
、
石
油

、

天
然
氣
開
發
、
採
礦

、

機
械
製
造
、
農
業
等
與
國
民
經
濟
發
展
有
關
鍵
性
作
用
的
科
目

吸
收
人
才
並
予
以
特
別
重
視
。

2

制
度
上
的
改
革

，

主
要
是
針
對
招
生
與
畢
業
後
分
發
工
作
這
兩
方
面
進
行
革
新
。
在
招
生
方
面
，

對
中
等
學
校
畢
業
生
擇
優
錄
取

.• 

而
對
一
些
科
別

，

如
冶
金

、

採
礦
、

運
輸
、
建
築
、
農
業

，

採
敢
優
待

錄
取
的
辦
法

.

，
另
外
在
鼓
勵
學
生
進
入
師
範
學
校
亦
有
特
別
辦
法
。
在
畢
業
生
分
發
上

，

則
實
行
服
從
國

家
分
配
制

，

在
經
國
家
分
配
後

，

必
須
工
作
三
年
期
滿
後

，

才
能
自
找
工
作
或
調
到
其
他
單
位
。

1

改
進
高
等
學
校
的
教
學
工
作

，

強
調
教
學
法
的
研
究

，

並
加
強
高
等
學
校
的
科
學
研
究
。

這
次
改
革
的
範
圍
包

括
了
﹒
﹒
新
的
教
學
方
法

，

嚴
格
的
教

師
評
鑑
制
，

新
的
課
程

，

重
組
行
政
結
構

，

給
予
地
方
院
校
更
大
自
主
權

，

以
及
增
加
學
校
的
權
力
。

根
據
一
九
八
七
年
三
月
蘇
共
中
央

、

蘇
聯
部
長
會
議
通
過
「
關
於
提
高
高
等
院
校
教
學
質
量
和
改
進

高
校
畢
業
生
分
配
辦
法
」
的
決
議

，

在
高
等
教
育
改
革
上
作
出
一
系
列
真
體
規
定

.. 

在
一
九
八
七

八
八

學
年
前

，

重
新
審
查
高
等
院
校
科
系
的
設
置

.
，

在
一
九
八
八
|
八
九
學
年
前

，

實
施
新
的
教
學
大
綱
和
計

書
一
。在
具
體
辦
法

上
，

計
有
﹒
.

L

改
進
教
學
方
法

，
增
加
學
生
自
習
時
間
。

-
1
三
年
級
的
學
生
每
周
在
教
師
指
導
下
的
自
習
時
間

為
十
二
小
時

，

高
年
級
為
十
六
小
時
。

2

為
適
應
科
技
迅
速
發
展
的
需
要

，

高
等
院
校
有
權
根
據
自
己
的
需
要

，

利
用
十
五
%
的
教
學
時
間

教
授
統
一
的
教
學
大
綱
中
所
沒
有
的
內
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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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

學
習
與
使
用
。
理
工
科
院
校
學
生
在
校
期
間
，
學
習
和
使
用
計
算
機
時
間
不
應
少

於
二
百
五
十
1

三
百
小
時
，
其
他
院
校
不
應
少
於
一
百
小
時
。
到
一
九
九

0
年
，
建
立
全
蘇
計
算
機
教
育

數
據
中
心
。

4

加
強
對
學
生
成
績
的
考
核
與
要
求
。

5

對
學
生
的
科
系
選
擇
採
敢
新
辦
法
。
在
學
生
完
成
基
礎
課
程
後
，
即
進
行
統
一
的
成
績
檢
查
，
根

據
成
績
來
決
定
進
一
步
學
習
的
科
目
。

6

實
行
高
校
畢
業
生
分
發
補
償
制
度

。
每
一
企
業
部
門
接
收
高
校
畢
業
生
分
發
後

，
應
對
有
關
院
校

給
予
經
濟
補
償
。

決
議
中
亦
特
別
要
求
，
應
重
視
學
生
的
思
想
教
育
.
，
更
新
社
會
科
學
教
科
書
內
容
。

在
這
一
系
列
的
改
革
中
，
關
於
學
校
行
政
改
革
最
主
要
的
措
施
是

.• 

校
長
由
選
舉
產
生
，
及
學
生
參

與
學
校
的
行
政
管
理
工
作
。
根
據
一
九
八
七
年
三
月
蘇
聯
通
過
的
有
關
高
等
教
育
改
革
的
文
件
二
口
同
等
學

校
的
校
長
已
不
再
由
部
長
任
命
，
而
是
在
具
有
廣
泛
代
表
性
的
會
議
上
通
過
無
記
名
投
票
選
舉
產
生
，
任

期
五
年
。
教
師
也
實
行
五
年
一
次
的
聘
任
制
，
學
生
在
教
師
聘
任
與
否
上
享
有
發
言
權
。
在
討
論
安
排
課

程
、
決
定
助
學
金
、
發
展
科
學
研
究
等
要
問
題
上
，
學
生
們
同
院
長
、
系
主
任
、
教
授
一
樣
具
有
表
決
權
。

三
、
現
行
教
育
制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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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
聯
目
前
教
育
體
系
包
括

•. 

l

學
前
教
育
.
，
Z

一
般
中
等
教
育
.
，
1

職
業
技
術
教
育
.
，
4

高
等
教

育
。

職
業
技
術
教
育
又
有
職
業
技
術
學
校
和
特
殊
中
等
教
育
之
分
。

l

學
，
前
教
育

學
前
教
育
機
構
包
括
托
兒
所
、
幼
稚
園
、
托
兒
幼
稚
園
。
蘇
聯
境
內
有
十
四
萬
五
干
多
間
的
學
前
教

育
機
構
三
九
八
九
年
)
，
學
生
人
數
一
千
七
百
五
十
萬
名
。
但
仍
然
不
敷
需
求
，
尚
有
一
百
五
十
萬
名
兒

童
等
待
進
入
。

托
兒
所
、
幼
稚
園
中
的
兒
童
分
為
三
級
，
分
別
是
三
至
五
歲
，
五
至
六
歲
，
六
歲
。
兒
童
在
這
些
機

構
中
的
費
用
，
八
十
%
是
由
國
家
支
付
。

在
學
前
教
育
機
構

，中
，
見
童
學
習
閱
讀
、
畫
圖
、
唱
歌
跳
舞
、
寫
字
和
簡
易
算
術
。

2

一
般
中
等
教
育

一
般
教
育
為
強
迫
性
教
育
，
共
十
一
年
，
分
為
三
個
階
段
。
第
一
階
段
由
六
或
七
歲
開
始
，
持
續
三

或
四
年
。
第
二
階
段
為
五
年
的
教
育
，
依
據
學
生
不
同
的
才
能
施
以
不
同
的
課
程
﹒
，
其
中
十
五
%
到
八
十
%

的
課
程
由
中
央
機
構
制
定
，
其
餘
的
可
由
教
師
依
據
自
己
不
同
的
教
學
法
與
創
造
力
去
設
計

。

第
三
階
段

是
三
年
的
教
育
，
學
生
在
這
個
階
段
要
選
定
自
己
的
主
修
課
程

科
學
、
人
文
、
生
物
、
語
言
等
等

•• 

此
時
必
修
課
目
不
得
多
於
五
科

國
語
言
文
學
、
通
史
、
近
代
史
、
自
然
科
學
。

一
週
上
課
六
天
，
每
堂
課
四
十
五
分
鐘
，
中
間
有
十

i

二
十
分
鐘
休
息
時
間
。
一
些
學
校
正
在
採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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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週
上
課
五
天
、
每
堂
課
四
十
分
鍾
的
實
驗
。

學
年
從
九
月
一
日
開
始
，
五
月
結
束
，
分
為
四
個
學
期

Z
R
B
)
，
中
間
有
十
餘
天
的
假
日
，
暑
假
則

從
六
月
到
九
月

。

忠
誠
業
技
術
教
育

職
業
技
術
教
育
分
為
兩
大
類
二
是
職
業
訓
練
學
校
二
是
特
殊
中
等
專
業
學
校
。

職
業
訓
練
學
校

(
V
T
S
)
招
收
完
成
一
般
教
育
十
年
級
或
十
一
年
級
的
學
生
(
或
完
成
八
年
級
課
業

者
)
，
是
技
術
工
人
的
主
要
訓
練

。

目
前
蘇
聯
有
近
七
千
八
百
所
職
業
訓
練
學
校
，
每
年
訓
練
二
百
五
十
萬

名
以
上
的
技
術
工
人
。

職
業
訓
練
學
校
與
工
廠
、
集
體
農
場
、
國

營
農
莊
訂
有
合
同

。

合
約
中
載
明
需
要
的
特
殊
職
種
與
人

數
，
而
由
職
業
訓
練
學
校
加
以
訓
練
.
，
同
時
也
載
明
了
企
業
要
提
供
什
麼
樣
的
援
助
給
學
校
，
及
提
供
學

生
訓
練
設
施

。

一
般
學
校
與
職
業
訓
練
學
校
的
差
別
乃
在
於

.. 

後
者
提
供
全
面
的
職
業
訓
練
，
包
括
約
二
千
小
時
的

實
際
工
作
訓
練
，
及
五
百
小
時
的
一
般
按
術
與
特
殊
職
種
的
研
習
.
，
而
前
者
則
僅
有
四
百
一
十

二
小
時
的

工
作
實
習

。

特
殊
中
等
專
業
學
校
包
括
技
術
學
校
(
工
業
、
建
築
、
運
輸
、
農
業
、
經
濟
等
)
.
，
訓
練
學
校
(
托
兒

所
、
育
幼
院
老
師
、
醫
事
、
音
樂
、
藝
術
、
劇
院
、
一
一
商
船
人
員
等
)

。

其
招
收
對
象
為
完
成
一
般
教
育

八
年

級
或
十
年
級
的
學
生
。
學
習
年
限
則
是

.. 

完
成
八
年
級
一
般
教
育
的
學
生
為
三

1

四
年
，
完
成
十
年
級
教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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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
的
則
為
二

1

三
年
。

目
前
蘇
聯
有
四
干
五
百
所
特
殊
中
等
教
育
機
構
，
學
生
四
百
四
十
萬
人
三
九
八
九
年
)

。

4

高
等
教
育

蘇
聯
的
高
等
教
育
機
構

(
V
U
Z
)
包
括
綜
合
大
學
、
多
科
性
工
學
院
、
專
科
學
校
、
以
及
其
他
按
高

校
規
則
設
立
之
教
育
機
構
。
在
一
九
八
八
|
八
九
學
年
度
，
共
有
八
百
九
十
八
所
高
等
教
育
機
構
，
學
生

人
數
五
百
萬

。

大
學
的
修
業
年
限
為
四

1

六
年
，
具
有
完
全
中
學
畢
業
三
般
教
育
十
一
年
級
畢
業
)
或

同
等
學
力
、
年
齡
卅
五
歲
以
下
之
蘇
聯
公
民
均
可
報
考

。

研
究
生
教
育
則
為
培
養
高
級
科
學
研
究
、
教
育
人
才

。

按
蘇
聯
學
制
，
不
兼
職
研
究
生
年
齡
不
得
超

過
卅
五
歲
，
在
學
三
年
並
提
出
論
文
，
經
審
核
通
過
後
，
授
予
「
候
補
科
學
博
士
」
學
位
(
或
稱
副
博
士
)
。

而
在
職
之
研
究
生
，
年
齡
需
在
四
十
五
歲
以
下
始
得
入
學
，
在
學
期
限
則
為
四
年

。

候
補
科
學
博
士
繼
續

取從
得事
博相
士關
學研

位究
、主金 , 
多有

為三
咨疋

揉成
前果

年後
長再
的提
科且
是其 自間

接f 文
"、. , 
不通
八過
員晶

宮產
主口

?替

星亨
，同授

良予
好
的 z
室單
間博

或↓
創 t
見且
。位

因
此

貳
、
文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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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文
學

俄
羅
斯
文
學
，
特
別
是
十
八
和
十
九
世
紀
的
俄
國
文
學
在
世
界
文
壇
上
享
有
盛
譽

。

在
十
九
世
紀
俄

國
璀
臻
的
文
學
藝
術
發
展
中
，
出
了
許
多
閃
耀
巨
星

。

如
俄
國
現
實
主
義
文
學
的
奠
基
人
、
偉
大
詩
人
普

希
金

(
P
ω
-
E
m
F
K
E
-
-
3
∞-
H
∞
ω
吋
)
，
詩
人
兼
小
說
家
萊
蒙
托
夫
(
吉
﹒

吋

己

F
R
M
『
B
O
E

。
〈
﹒
戶
∞
H
h

日
∞2
)
，
小
說
家
果
戈
里

(
門-
Z
G
。

m
o
-
-
且
也
l

H
g
N
)，
小
說
家
屠
格
涅
夫

(
-
﹒
的
﹒
吋
已
門
昀
仿
口
。
〈
﹒

H
M口
∞

l

H
g
ω
)，
小
說
家
杜
斯
妥
也
夫
斯
基

2
.
E
﹒
口
。
叩
門0克
〈

m
z
w
E
N】!
-
g
H
)，
小
說
家
托
爾
斯
泰
(
「

、
刊
，
o
-
z
a
-
-
∞
N
∞

E
H
O
)，
和
著
名
的
短
篇
小
說
家
、
劇
作
家
契
訶
夫

(
〉-
M
)
.
(
U
F

向
W
Y
O〈
"
)
{
∞

O
O-
-。
ohF
)

等
。

布
爾
什
維
克
掌
權
初
期
，
文
學
仍
有
輝
煌
的
發
展

。
如
較
早
期
的
小
說
家
高
爾
基
(
宮
﹒
的

R
E
-
-∞
。
∞

l

H
法
。
)
、
象
徵
派
詩
人
布
洛
克
(
〉
﹒
∞
-
o
k
u
 
z
g
ι

巴
H
)，
亞
克
美
派
(
高
峰
派
)
詩
人
阿
赫
瑪
托
娃

(
〉
口E

〉
K
F
E
E
O〈
P
E
g
-
-
哀
。
)
，
未
來
派
詩
人
馬
雅
可
夫
斯
基
(
〈
﹒
〈
-
z
a
品
。
〈
m
Z
L
∞
法

l

H
S
C
)等
，
都
有
令
人
激
賞
的
作
品

。

事
實
上
，
在
一
九
一
七
年
以
後
，
蘇
聯
還
出
了
四
名
諾
貝
爾
文
學

獎
得
主
，
分
別
是
.. 

布
寧
(
}
〈
呂
∞
g
g
E

三
l
s
g
)
「
農
村
」
'
一
九
三
三
年
得
主
)
.
，
巴
斯
特
那
克
(
「
齊

瓦
哥
醫
生
」
'
一
九
五
八
年
得
主
)
.. 

蕭
哈
洛
夫
(
「
靜
靜
的
頓
河
」
'
一
九
六
五
年
得
主
」
).. 

索
忍
尼
辛
(
一

九
七
0
年
得
主
)
。

若
俄
裔
美
籍
的
布
羅
德
斯
基
(
詩
人
，
於
一
九
七
二
年
遭
蘇
聯
驅
逐
出
境
，
並
已
歸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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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d 

4 

美
國
，
一
九
八
七
年
得
主
)
也
算
上
的
話
，
那
麼
蘇
聯
就
有
五
位
文
學
獎
得
主
了
。
文
風
可
謂
鼎
盛
。
不

過
，
在
布
爾
什
維
克
政
權
下
，
文
學
創
作
的
自
由
也
無
可
避
免
地
遭
到
嚴
重
迫
害
。

川
鬥
俄
國
文
學
的
本
質

俄
羅
斯
民
族
在
文
學
與
政
治
上
有
基
本
的
衝
突
。
文
學
要
求
無
限
的
自
由
，
政
治
則
要
求
無
限
的
權

威
。
而
俄
國
文
學
最
特
別
的
地
方
乃
在
於
它
不
僅
是
作
者
抒
發
情
感
的
作
品
，
且
是
作
者
用
以
為
反
映
社

會
現
象
或
反
抗
社
會
不
公
平
的
工
真
，
因
而
形
成
了
文
學
與
政
治
的
水
火
不
容
。

世
界
上
沒
有
一
個
國
家
的
文
學
作
品
比
俄
國
更
具
豐
富
的
社
會
意
識
。
在
沙
皇
政
府
嚴
密
的
檢
查
制

度
之
下
，
作
家
們
只
有
利
用
文
學
表
達
其
社
會
意
識
與
政
治
理
念
，
並
很
巧
妙
地
利
用
隱
喻
的
筆
法
避
開

檢
查
官
的
注
意
。

在
一
帝
俄
時
期
，
所
有
有
關
政
治
或
社
會
之
論
題
，
僅
能
以
純
文
學
姿
態
公
諸
於
世
，
如
作
家
拉
吉
什

切
夫
(
同
立
-
n
y
m
y
g
w
H

吋
恥
叩
門
∞C
N
)寫
的
「
從
彼
得
堡
到
莫
斯
科
的
旅
行
」
'
表
面
上
是
遊
記
，
而
內
容

卻
是
對
農
奴
制
度
的
大
肆
抨
擊
，
當
時
曾
瞞
過
檢
查
人
員
的
耳
目
，
但
後
來
該
書
還
是
被
查
禁
，
拉
氏
也

被
關
進
了
監
獄
。
再
如
屠
格
涅
夫
的
「
獵
人
日
記
」
揭
露
了
農
奴
制
度
下
農
民
生
活
的
困
苦
.
，
杜
斯
妥
也

夫
斯
基
的
「
罪
與
罰
」
、
果
戈
里
的
「
死
魂
靈
」
中
對
當
時
統
治
階
層
、
專
橫
地
主
的
醜
陋
與
罪
惡
也
都
毫

不
留
情
地
予
以
揭
發
。
因
此
俄
國
文
學
常
與
政
治
、
社
會
生
活
結
為
一
體
而
不
可
分
割
。

因
為
俄
國
文
學
的
這
種
特
性
，
使
作
家
經
常
不
見
容
於
當
局
，
遠
如
普
希
金
曾
遭
放
逐
，
近
如
巴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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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納
克
鬱
鬱
以
終
，
索
忍
尼
辛
遭
驅
逐
出
境
，
都
為
明
例
。

H
H布
爾
什
維
克
政
權
下
的
文
學
發
展

「
十
月
革
命
」
不
僅
對
俄
國
政
治
、
經
濟
制
度
帶
來
巨
大
的
改
變
，
文
學
發
展
亦
蒙
受
了
無
法
估
計

的
損
害
。

「
十
月
革
命
」
後
，
列
寧
就
明
確
提
出

，
文
學
要
反
映
社
會
變
革
和
人
民
生
活
，
同
時
要
與
敵
視
俄

共
(
布
)
關
於
文
化
發
展
路
線
的
各
種
思
潮
進
行
鬥
爭
。
一
九
二
五
年
，
俄
共
(
布
)
中
央
發
布
了
「
黨

在
文
學
方
面
的
政
策
」
。
其
中
指
出
，
要
細
心
周
到
地
對
待
中
間
作
家
，
使
他
們
儘
可
能
迅
速
地
轉
向
共
產

主
義
思
想
方
面
來
。
俄
共
對
作
家
的
籠
絡
固
然
使
一
批
作
家
甘
心
寫
出
歌
頌
蘇
維
埃
社
會
光
輝
歷
史
篇
章

的
作
品
，
然
而
能
秉
持
文
學
良
心
的
作
家
，
其
下
場
卻
是
十
分
的
悲
慘
。

一
九
一
七
年
革
命
之
後
，
有
些
俄
國
作
家
拒
絕
承
認
蘇
維
埃
政
權
而
離
開
俄
國
，
如
布
寧
、
查
依
切

夫
等
。
那
些
留
在
俄
國
卻
又
拒
絕
接
受
布
爾
什
維
克
主
義
的
作
家
們
則
下
場
淒
慘
﹒
﹒
詩
人
尼
古
拉
﹒
古
密

列
夫

(
Z﹒
的
C
E
-
-
2
.
z
g
ι
S
H
)
在
一
九
一
八
年
被
槍
斃
.
，
詩
人
布
洛
克
於
一
九
一
二
年
餓
死
.
，
葉
賽

寧
(
的
﹒
〉
﹒
開
的m
S
E
w
-∞
S
E
N
m
)
和
馬
雅
可
夫
則
自
殺
身
死
。
其
他
作
家
亦
開
始
保
持
絨
默
。

在
史
達
林
統
治
時
期
，
蘇
聯
文
學
毫
無
生
趣
可
言
。
統
治
者
要
求
絕
對
的
服
從
，
文
學
也
不
例
外
地

必
須
成
為
黨
的
附
庸
品
。
在
這
種
時
代
背
景
下
，
文
學
家
想
活
命
只
有
兩
條
路
二
是
「
沈
默
」
'
一
是
「
歌

頌
」
。
直
到
赫
魯
雪
夫
清
算
史
達
林
的
「
個
人
崇
拜
」
'
才
有
文
藝
界
的
「
解
凍
」
出
現
。
然
而
文
學
的
創

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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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仍
必
須
反
映
出
蘇
聯
社
會

、

政
治
、

以
及
經
濟
各
方
面
生
活
的
真
體
現
象

。

歌
頌
社

會
主
義
的
優
越
性

是
免
不
了
的
內
容

，

而
作
品
性
質
則
由
執
政
的
共
產
黨
加
以
決
定
。

赫
魯
雪
夫
時
期
因
為
貶
史
運
動

，

而
對
文
學
創
作
的
限
制
稍
予
放
寬

，

然
而
他
仍
堅
持
文
學
是
為
黨

而
生
存
的
。
他
曾
說
過

.. 

「
文
學
藝
術
的
最
崇
高
社
會
使
命

，

就
是
鼓
舞
人
民
為
爭
取
共
產
主
義
建
設
的

新
成
就
而
奮
鬥
。

...... 

遺
憾
的
是
，

在
文
學
藝
術
工
作
者
中

，

有
一
些
創
作
自
由
的
衛
士

，

他
們
希
望
我

們
對
那
些
歪
曲
蘇
聯
社
會
生
活
的
作
品

，

不
要
過
問

，

不
要
提
出
批
判
。
某
些
抱
有
自
由
主
義
情
緒
的
人

，

可
能
會
責
備
說
我
在
號
召
鬥
爭
。
是
的

!

」
從
這
些
話
中
不
難
發
現

，

蘇
聯
共
黨
對
文
學
創
作
的
態
度
並

未
因
領
導
人
的
更
替
而
有
大
的
轉
變
。

一
九
八
六
年
六
月
廿
四
日

，

蘇
聯
作
家
協
會
舉
行
第
八
次
代
表
大
會
。
這
次
大
會
對
未
來
幾
年
蘇
共

的
文
藝
政
策
有
重
大
影
響
。
會
議
是
在
「
開
誠
布
公
」

、

「
發
揚
民
主
」
的
氣
氛
中
進
行
的
。
作
家
們
紛
紛

走
上
講
台
，

對
長
期
以
來
蘇
聯
當
局
對
文
學
的
壓
制

、

審
查
制
度
和
官
僚
制
度
提
出
了
尖
銳
批
評

，

並
指

出
有
些
作
品
的
出
版
受
到
粗
暴
的
干
涉
。
而
新
當
選
的
作
家
協
會
主
席

，

同
時
也
是
「
新
世
界
」
月
刊
主

編
卡
爾
波
夫
(
〈

一
旦
5

可
閏
月

3

〈
)
則
在
會
上
力
陳

，

要
求
為
已
故
的
巴
斯
特
納
克
平
反

，

修
復
他
的

鄉
間
住
宅
作
為
紀
念
館

，

出
版
他
的
全
集

。

大
會
並
通
過
決
議

，

要
創
造
一
種
能
夠
促
進
文
學
發
展
的
氣

氛
。
這
次

的
坦
率
作
風
與
戈
巴
契
夫
的
公
開
性
政
策
不
無
關
係
。
也
正
因
為
後
者
推
行
的
一
連
串
改

革
運
動
，
使
蘇
聯
文
學
發
展
有
了
再
度
「
解
凍
」
的
機
會
。



238 新蘇聯
ν 

同
文
學
的
再
度
「
解
凍
」

歷
經
迫
害
與
壓
制
後
，
蘇
聯
的
文
學
界
終
也
盼
到
了
男
一
次
的
「
解
凍
」
。
這
次
的
「
解
凍
」
表
現
在

幾
方
面
﹒
﹒
川
恢
復
名
譽
﹒
'
ω對
從
前
被
禁
的
作
品
開
禁
﹒

'
ω流
亡
作
家
回
歸

。

L

恢
復
名
譽

隨
著
三
0
、
四
0
年
代
遭
受
史
連
林
迫
害
的
政
治
人
物
的
平
反
二
些
文
學
家
的
名
譽
也
重
獲
肯
定
。

一
九
八
八
年
十
月
，
蘇
共
中
央
政
治
局
首
先
撤
銷
了
一
九
四
六
年
八
月
十
六
日
聯
共
(
布
)
所
通
過
的
「
關

於
『
星
』
與
『
列
寧
格
勒
』
雜
誌
的
決
議
」
。
在
該
項
決
議
中
曾
嚴
厲
批
評
了
當
時
著
名
諷
刺
作
家
佐
琴
科

(
E
.
E
-
N
S
Z
n
F
S
}
3
.
E
S
-
-
s
?

代
表
作
有
「
藍
書
」
)
、
阿
赫
瑪
托
娃
(
代
表
作
有
「
哀
思
」
詩

集
)
等
人
的
創
作
。

一
九
八
九
年
五
月
，
「
塔
斯
社
」
報
導
指
出
，
詩
人
及
小
說
家
巴
斯
特
納
克
已
獲
得
完
全
平
反
二
所

以
他
為
名
的
紀
念
博
物
館
即
將
成
立
。
巴
氏
的
作
品
全
集
亦

將
出
版
。
而
稍
早
在
同
年
二
月
，
蘇
聯
作
家

協
會
也
撤
銷
了
其
在
一
九
五
八
年
逐
出
巴
斯
特
納
克
的
決
定
，
而

他
最
廣
為
人
知
的
作
品
「
齊
瓦
哥
醫
生
」

亦
由
「
新
世
界
」
月
刊
於
一
九
八
八
年
一
月
份
開
始
登
出
。

一
九
八
九
年
七
月
，
蘇
聯
作
家
協
會
要
求
蘇
聯
最
高
蘇
維
埃
恢
復
索
忍
尼
辛
的
公
民
權
，
並
恢
復
他

在
作
家
協
會
中
的
會
籍
。
而
戈
巴
契
夫
以
蘇
聯
總
統
之
名
在
一
九
九

0
年
八
月
簽
署
命
令
，
恢
復
一
批
遭

驅
逐
出
境
的
蘇
聯
人
的
公
民
權
，
其
中
即
包
括
了
索
忍
尼
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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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對
從
前
被
禁
的
作
品
開
禁

解
凍
的
男
一
現
象
是
對
那
些
曾
遭
到
迫
害
的
作
家
的
一
些
被
禁
止
出
版
的
書
籍
與
詩
詞
重
新
出
版
。

一
九
八
六
年
四
月
，
「
星
火
」
雜
誌
出
版
了
被
槍
決
的
詩
人
尼
古
拉

﹒
古
米
列
夫
的
詩
集
(
他
也
是
亞

克
美
詩
派
的
代
表
人
物
，
該
派
別
鼓
吹
為
藝
術
而
藝
術
的
思
想
，
又
稱
高
峰
派
)

。

一
九
八
七
年
三
月
，
女
詩
人
阿
赫
瑪
托
娃
的
「
哀
思
」
詩
集
也
獲
得
出
版

。

在
這
部
作
品
中
，
女
詩

人
對
史
達
林
大
整
肅
的
暴
行
有
嚴
厲
譴
責
，
曾
於
一
九
六
三
年
在
國
外
發
表
，
但
從
未
在
蘇
聯
以
全
貌
出

版

一
九
八
九
年
八
月
，

「新
世
界
」
月
刊
開
始
刊
載
索
忍
尼
辛
「
古
拉
格
群
島

」
(
的
旦
為
』
之
』u
e叉
品
。
)

的
摘
錄
，
這
項
刊
登
是
由
戈
巴
契
夫
親
自
批
准
的

。

一
九
九
0
年
一
月
起
並
登
載
索
氏
的
男
二
部
作
品
「
地

獄
第
一
層
」

(
H
b
h

b
a
H
Q
E
h
)
與
「
癌
症
病
房
」
(
妥
這
們
咱
可
有
必
主
從
未
在
蘇
聯
出
版
過
)
。

另
外
，

「
蘇
維
埃
俄
羅
斯
出
版
屋
」
也
將
出
版
索
氏
的
「
癌
症
病
房
」
與
「
伊
凡

﹒

丹
尼
索
維
契
的
一
天
」

(
O
E

b
ξ
S

皂
白
h
忘
。
\
h
e
s
b
3
5
旦
忌
，
曾
於
一
九
六
二
年
在
蘇
聯
出
版
)
，
後
者
是
索
氏
獲
得
諾
貝

爾
文
學
獎
的
代
表
作
。

1

流
亡
作
家
的
回
歸

鑑
於
蘇
聯
國
內
政
治
氣
氛
較
從
前
開
放
，
文
學
創
作
的
空
間
也
較
大
，
許
多
流
亡
海
外
的
蘇
聯
作
家
，

絕
大
多
數
是
被
放
逐
的
，
近
年
來
已
大
多
回
到
蘇
聯
訪
問

。

名
家
中
尚
未
回
蘇
聯
訪
問
的
主
要
是
兩
位
諾

貝
爾
文
學
獎
得
主

.. 

索
忍
尼
辛
與
布
羅
得
斯
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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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些
在
國
外
頗
為
落
寞
的
作
家
一
回
到
蘇
聯
，
多
數
受
到
傳
播
媒
體
的
注
意
，
報
導
、
訪
問
接
盟
而

至
，
他
們
的
作
品
也
適
時
地
出
現
於
坊
間

。

其
受
歡
迎
的
程
度
與
當
年
流
亡
他
國
前
的
孤
寂
不
可
同
日
而

=
=
口
。

個

「
解
凍
」
後
的
困
境

開
放
政
策
誠
然
為
文
學
創
作
帶
來
新
契
機
，
同
樣
的
，
這
種
幾
十
年
來
未
曾
有
的
創
作
自
由
也
為
蘇

聯
文
壇
帶
來
些
問
題
。

蘇
聯
女
小
說
家
塔
其
安
娜

﹒

托
斯
塔
雅
(
叫
丘
吉
口
E

斗
。
一
且
是P
E
E
l

時
即
表
示
，
如
何
運
用
開
放
政
策
下
的
自
由
，
是
很
多
作
家
和
編
輯
的
最
大
挑
戰

。

因
為
現
在
什
麼
題
材

都
可
以
寫
作
了
，
作
者
就
必
須
主
動
去
思
考
創
作
上
的
問
題
，
而
不
是
把
精
力
用
於
和
各
種
禁
忌
鬥
爭

。

在
這
種
情
形
下
，
很
多
人
都
不
知
道
該
怎
麼
做
了

。

除
了
面
臨
如
何
運
用
自
由
的
挑
戰
外
，
煽
情
與
刺
激
的
作
品
大
量
出
現
也
是
「
開
放
」
的
直
接
結
果
。

例
如
報
告
文
學
拚
命
挖
掘
社
會
黑
暗
面
、
妓
女
問
題
和
青
少
年
問
題
。
新
聞
媒
體
也
加
入
這
個
陣
營
，
專

門
找
煽
動
的
內
幕
或
社
會
問
題
作
報
導
，
以
吸
引
讀
者
，
進
而
增
加
銷
售
量
。

)
在
一
次
接
受
訪
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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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

、
美
術
、
一
音
樂
、
舞
蹈
與
戲
劇

如
同
文
學
一
般
，
俄
國
的
美
術
、
音
樂
、
舞
蹈
與
戲
劇
也
有
輝
煌
的
歷
史
。

八
鬥美
術十

八
世
紀
彼
得
大
帝
的
西
化
運
動
對
俄
國
繪
畫
帶
來
衝
擊
。
在
傳
統
的
聖
像
繪
畫
(
一

n
g

1

3
-
E
E
m
)

外
，
俗
世
繪
畫
終
告
出
現
。
一
七
五
七
年
，
皇
家
藝
術
學
院
成
立

(
-
B胃
口
已
〉
且
已
m
B

吧
。
『
〉
立
的
)
。

俄
國
最
早
的
職
業

畫
家
，
如
故
羅
維
科
夫
斯
基
(
〈
﹒
切
。
呵
。
〈
詐
。
〈
的
5
.
口
可

ι
∞
N
印
)
、
列
維
夜
基
(
口
﹒

z
i
E
S
-
-斗
ω
印l
H
∞
N
N
)和
羅
柯
托
夫
(
叮
間
早
已

2
.
H
吋
ω
0
日
∞
。
∞
)
，
都
和
這
個
學
院
有
密
切
關
係
。

俄
國
在
十
八
世
紀
末
和
十
九
世
紀
初
的
畫
風
是
西
方
的
、
古
典
的
，
深
受
法
國
、
德
國
和
義
大
利
的
影
響

。

一
八
五
0
年
代
起
，
俄
國
的
繪
畫
藝
術
變
得
更
俄
羅
斯
化
，
繪
畫
題
材
由
貴
族
尚
像
、
宗
教
插
畫
轉

向
俄
羅
斯
的
日
常
生
活
。
這
種
轉
變
是
由
費
多
托
夫

(
2
〈
且
早

已
O
Z
F
H
∞
戶
叭
叭N
)
及
一
八
六

0
、
八

0
年
代
寫
實
主
義
畫
家
所
帶
來
的
。
十
九
世
紀
後
半
期
，
寫
實
主
義
成
了
繪
畫
主
流
，
但
自
一
八

八
0
年

第九章

代
起
，
寫
實
主
義
也
逐
漸
褪
色

。

十
九
世
紀
末
興
起
的
是
現
代
主
義
畫
風

。

俄
國
得
以
再
度
與
西
歐
藝
術
中
心
接
觸
，
中
產
階
級
的
欣

241 

賞
人
口
大
量
增
加
，
都
使
藝
術
發
展
生
氣
蓬
勃
。
此
一
時
期
為
時
約
三
十
年
，
即
是
俄
國
文
化
的
銀
色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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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
的
已
〈
角
〉
鬧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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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九
一
七
年
的
革
命
對
美
術
有
立
即
的
影
響
。
當
時
成
立
有
視
覺
藝
術
部
門
，
在
它
的
贊
助
下
，
莫

斯
科
、
列
寧
格
勒
和
一
些
大
城
市
都
成
立
了
「
國
家
藝
術
工
作
室
」
(
的
S
E
E
-

的
Z
E
o
m
)。
一
九
二
0
年
，
莫
斯
科
成
立
了
「
藝
術
文
化
中
心
」

Z
Z
閃
出
C
F
E
m
Z
E
Z

旦
首
哥
哥

咐
，
門
A
M
A
山

的
門
心
片
。〉
『
片

(
U
Z
Z
Z
「
巾
)
。

一
九
二
0
年
代
初
期
，
俄
國
盛
行
的
是
構
成
主
義

(
n
g旦
旦
旦
旦
旦
)
。
此
一
派
別
試
圖
在
藝
術
中

社
除
個
人
主
義
與
資
產
階
級
的
影
響
，
其
創
作
材
料
大
量
使
用
了
工
業
材
料
，
如
鋁
、
玻
璃
等
。

一
九
二
一
年
，
列
寧
推
行
新
經
濟
政
策
，
私
人
藝
術
市
場
重
新
建
立
，
從
而
鼓
勵
了
象
徵
主
義
、
表

現
主
義
(
何
苦
門
內
凹
的
古
巴
的
巨
)
、
超
現
實
主
義

G
C
『
月
色
的
目
)
等
藝
術
派
別
的
發
展
，
這
個
時
期
的
畫
家

大
量
繪
製
蘇
維
埃
的
現
實
生
活
，
主
要
題
材
有
工
廠
工
人
、
運
動
昌
門
、
建
築
物
等
。

一
九
二
二
年
共
黨
的
統
治
穩
固
後
，
當
局
開
始
加
強
它
對
文
化
藝
術
的
控
制
，
個
人
畫
展
逐
漸
被
限

制
、
甚
或
取
消
。
一
九
三
二
年
，
俄
共
(
布
)
頒
布
「
重
建
文
學
與
藝
術
組
織
」
決
議

。
-當
時
，
文
化
團

體
皆
受
到
壓
迫
，
作
家
、
藝
術
家
、
音
樂
家
和
影
塑
家
等
被
催
促
加
入
由
共
黨
支
持
的
唯
一
協
會
(
蘇
聯

藝
術
家
聯
盟
直
至
一
九
三
九
年
才
正
式
成
立
)
.
，
社
會
主
義
寫
實
主
義
(
的
。
立
色
的
三
S
E
S
)
也
被
欽
定

為
唯
一
的
藝
術
與
文
學
風
格

。

社
會
主
義
寫
實
主
義
的
藝
術
形
式
可
說
濫
囑
於
一
八
六

0
年
代
的
「
遊
走
畫
展
協
會
」
(
E
m
o
n
F
丘
吉
口

旦
、
H
J
ω立
一
-
E
m〉
旦
開
M
F
E
z
-。
己
的
)。這
批
畫
家
認
為
，
藝
術
的
價
值
只
能
以
它
作
為
社
會
武
器
的
效
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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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何
來
評
定
，
而
藝
術
的
目
的
應
該
是
描
寫
平
凡
的
事
實
。
因
此
，
社
會
主
義
寫
實
主
義
的
藝
術
家
的
責

任
乃
是
以
「
民
族
為
形
式
，
社
會
主
義
為
內
容
」
的
藝
術
來
捕
捉
蘇
維
埃
社
會
中
英
勇
、
樂
觀
的
一
面
。

一
九
五
七
年
起
，
蘇
聯
的
藝
術
才
有
真
正
多
元
的
發
展

。

社
會
主
義
寫
實
主
義
逐
漸
失
去
它
的
龍
頭

地
位
，
一
些
廿
世
紀
初
畫
家
的
作
品
慢
慢
地
也
出
現
在
畫
廊
中
。
與
西
方
的
接
觸
漸
漸
恢
復
，
西
方
畫
家

的
畫
展
也
可
以
在
莫
斯
科
、
列
寧
格
勒
舉
行
了

。

「
改
造
」
政
策
推
行
後
，
廣
泛
的
民
主
化
與
公
開
性
使
得
藝
術
風
格
更
為
多
元
化
，
除
了
社
會
主
義

寫
實
主
義
外
，
其
他
曾
被
否
定
的
派
別
也
可
公
開
露
面
了
。

制
音
樂提

起
俄
國
音
樂
，
最
先
躍
入
人
們
腦
中
的
大
概
就
是
柴
可
夫
斯
基
了
(
叮
叮
、
日
，
早
已

E
S
S
.
-
∞
h
o

-

-
g
h
)。
他
的
芭
蕾
舞
劇
「
睡
美
人
」
、
「
胡
桃
鉗
」
、
「
天
鵲
湖
」'
取
材
自
普
希
金
作
品
的
歌
劇

「
黑
桃
皇

后
」
、
「
葉
夫
結
尼
﹒
歐
涅
金
」
'
及
交
響
樂
、
小
提
琴
協
奏
曲
等
，
作
品
不
僅
多
樣
化
，
且
動
人
心
絃
o
事

實
上
，
俄
國
音
樂
除
了
柴
可
夫
斯
基
此
一
名
家
外
，
尚
有
多
人
享
譽
世
界
樂
壇
。

俄
國
音
樂
起
源
於
民
謠
，
與
俄
羅
斯
歷
史
一
樣
，
源
遠
流
長

。

俄
國
的
音
樂
史
家
一
致
認
為
，
俄
國

音
樂
乃
始
於
一
八
三
六
年
在
聖
彼
得
堡
演
出
的
「
沙
皇
的
一
生
」
(
後
易
名
為
「
伊
凡
﹒
蘇
沙
寧
」
)
，
作
者

為
葛
令
卡
(
的

-
E
K
P
E
E
l

-
∞
印
吋
)
，
這
也
是
第
一
部
以
俄

寫
成
的
音
樂
作
品
。

葛
令
卡
的
作
品
雖
已
有
俄
羅
斯
民
族
風
格
，
但
仍
有
義
大
利
的
影
子
。
其
後
繼
者
則
不
屈
不
撓
向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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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
目
標
奮
鬥
，
即
是
俄
國
歌
劇
或
交
響
樂
不
僅
要
擺
脫
外
國
的
影
響
，
還
要
能
充
分
運
用
自
己
的
民
間
文

學
與
宗
教
頌
歌
。
其
中
最
著
名
的
當
屬
「
五
人
小
組
」
的
音
樂
家

穆
索
爾
斯
基

(
Z
H
Y
Z
己
的
。
可
怕
的
計
予

E
S
-
-
g
7

代
表
作
有
歌
劇
目
。
立
的
的
主
5
2

，
展
覽
會
之
畫
鋼
琴
協
奏
曲
)
.
，
鮑
羅
汀
(
〉
-
M
Y白
白
，

。
且
一
口
﹒53
l

H
∞
勻
，
代
表
作
有
歌
劇
于
一
口
日

}
閃
叭
。
門
∞

ω其
阿
。
2
〈

.
L戶
巴
∞
宮
恥
芷
恥

?
lι
g

∞
?
，
歌
劇
吋zD

。
丘
]
已
兮
仿

2
口
們
。2
仍
兵W穹
巾
『
巾
巴
皂

}
3
?
)
γ
.

，
巴
拉
基
廖
夫
(
莒
ζ
.
〉
.
∞
丘
ω其
阿
…5「2巾2
〈
主
.
」
-
∞

ω
。

巴
=
)
γ
.，
蘇
伊
(
已
們
C
.〉
.
(
們
U已
丘
一
「

w
λ
-
旦
∞ω茁
印l
ι
-也巴H∞g
)。

-
m
R
)
.
，
里
姆
斯
基
1
哥
薩
科
夫

(
Z

>

何
一B
m
r
峙
，

在
柴
可
夫
斯
基
逝
世
，
及
「
五
人
小
組
」
逐
漸
凋
落
後
，
新
一
輩
的
作
曲
家
又
接
著
出
現

。

新
的
一

代
音
樂
家
中
，
有
遵
循
舊
有
傳
統
的
，
亦
有
走
創
新
路
線
的
。
最
著
稱
的
大
概
是
史
特
拉
汶
斯
基
了
(
叮
叮

叩
門z
i
s
z
w
且
已
l

H
S
H
)，
其
最
為
人
熟
知
的
作
品
有
交
響
樂
「
彼
得
與
狼
」
'
芭
蕾
舞
劇
「
火
鳥
」
。

「
十
月
革
命
」
後
，
俄
國
音
樂
開
始
了
新
樂
章

。

無
疑
地
，
社
會
主
義
的
意
識
形
態
影
響
著
音
樂
的

創
作
。

一
九
一
八
年
七
月
，
列
寧
親
自
簽
署
命
令
，
提
出
要
加
強
國
家
音
樂
建
設

。

此
後
，
音
樂
學
校
、
劇

院
等
音
樂
機
構
都
歸
由
國
家
統
一
管
理
二
九
二
三
年
，
「
俄
羅
斯
無
產
階
級
音
樂
家
協
會
」
創
建
，
蘇
聯

的
音
樂
發
展
更
傾
向
了
教
條
主
義
與
庸
俗
化
。

二
次
大
戰
期
間
，
蘇
聯
音
樂
家
的
創
作
主
要
反
映
與
法
西
斯
主
義
的
鬥
爭

。

六
0
年
代
和
七

0
年
代
，

音
樂
的
風
格
、
題
材
和
形
式
有
較
多
樣
的
發
展
，
與
國
際
間
的
音
樂
交
流
活
動
也
增
多
了

。

除
了
正
統
、
古
典
音
樂
外
，
近
年
來
蘇
聯
的
搖
滾
樂
與
通
俗
音
樂
也
頗
為
盛
行
，
且
獲
官
方
承
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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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開
放
政
策
前
，
搖
滾
樂
的
發
展
有
許
多
阻
礙
。
而
現
在
一
些
搖
滾
樂
團
不
僅
作
公
開
演
出
，
且
能
出
國

演
唱
、
參
與
國
外
音
樂
會
。
一
九
八
九
年
八
月
在
莫
斯
科
且
舉
行
了
一
場
國
際
搖
滾
盛
會
，
全
世
界
約
有

十
億
人
透
過
衛
星
轉
播
觀
賞
此
一
演
唱
會
。

的
同
舞
蹈

蘇
聯
的
芭
蕾
有
將
近
二
百
五
十
年
的
傳
統
。
一
九
四
五
年
起
，
各
加
盟
共
和
國
都
成
立
永
久
舞
蹈
團

體
，
形
成
金
字
塔
形
的
組
織
。
目
前
在
蘇
聯
三
十
二
個
城
市
中
有
三
十
四
個
舞
團
，
而
以
莫
斯
科
、
列
寧

格
勒
(
各
有
二
個
舞
團
)
為
其
塔
尖
。
這
些
舞
團
的
編
制
小
至
只
有
四
十
五
名
舞
者
，
大
至
擁
有
一
百
五

十
名
舞
者
。
舞
者
通
常
是
在
二
十
歲
時
畢
業
自
國
家
舞
蹈
學
校
，
而
後
進
入
舞
團

。

早
期
俄
國
芭
蕾
的
發
展
全
賴
來
自
義
大
利
、
法
國
舞
蹈
家
的
教
導
，
最
著
名
的
算
星
則
有
巴
夫
洛
娃

(
〉D
S
E

〈

-
2
ω
)與
尼
金
斯
基
乏
自

-
Z
Z
C
E
ω
5
)。
而
今
日
，
蘇
聯
卻
可
稱
得
上
是
古
典
芭
蕾

的
聖
地
。古

典
芭
蕾
在
「
十
月
革
命
」
後
，
並
沒
有
像
其
他
的
藝
術
被
視
為
是

一帝
國
頹
廢
的
象
徵
，
反
而
被
視

為
是
民
族
的
資
產
而
被
妥
善
照
顧
。

今
日

，
古
典
芭
蕾
的
重
鎮
是
列
寧
格
勒
的
基
洛
夫
芭
蕾
舞
團

(5
5

〈
白
色
已

)
，
它
培
養
出
了
不
少

舉
世
聞
名
的
舞
星
，
如
努
耶
瑞
夫
(
月
三
。
一
『

Z
只
是

2
.

戶
。ω
∞

)
、
瑪
卡
若
娃

(
Z
E旦
、
豆
豆
皂
白
「
﹒

。
〈
凶

-
-
G
K
F
C

l

)
、
巴
瑞
希
尼
可
夫
(
古

-
w
g
己
閏
月

3
Z
-
w
2
.
H
C
ι
∞l

)
。
另
一
重
鎮
則
是
莫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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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的
波
利
修
伊
芭
蕾
舞
團

(
σ旦
、
咎
。
明
白
色
。
門
)
。

回
戲
劇一

七
五
六
年
，
伊
莉
莎
白
女
皇
在
聖
彼
得
堡
建
立
第
一
座
公
共
劇
場
，
每
年
並
給
予
五
千
盧
布
的
津

貼
，
俄
國
才
有
真
正
的
劇
院
出
現
。
凱
薩
琳
大
帝
時
，
劇
場
的
發
展
更
邁
前
一
步
，
並
且
更
大
眾
化
。
她

創
立
了
皇
家
劇
院
管
理
處
(
在
其
後
近
一
百
年
中
，
此
一
管
理
處
獨
自
控
制
了
所
有
俄
國
的
劇
場
)
。

俄
國
較
特
別
的
是
所
謂
的
「
農
奴
劇
場
」
'
約
出
現
於
+
八
、
十
九
世
紀
之
交

。

這
種
劇
場
是
由
富
有

的
地
主
從
其
農
奴
中
挑
選
可
造
之
材
予
以
訓
練
，
使
其
在
自
設
的
劇
場
中
表
演
。

除
了
硬
體
的
劇
場
建
設
外
，
豐
富
的
戲
劇
作
品
也
使
俄
國
的
戲
劇
發
展
成
果
更
為
豐
碩
。
第
一
位
真

正
的
俄
國
劇
作
家
為
豐
維
津
(
口
-
-
明
。
口
之
N
E
w
-立于
口
。

N
)，
作
品
有
喜
劇
「
未
成
年
」

(
5。
Z
E
o
p

可
∞
N
)，
至
今
仍
在
蘇
聯
劇
場
上
演
。
而
俄
國
的
詩
人
與
小
說
家
也
都
曾
寫
下
不
朽
的
戲
劇
作
品
。
如
普
希

金
的
歷
史
劇
「
巴
利
斯
﹒
戈
都
諾
夫
」

a
z
z
c
o
E
g

〈
且
也
二
八
七

0
年
首
演
)
.
，
萊
蒙
托
夫
的
「
化

粒
舞
會
」
(
吉
凶
的
音
。
早
已
。
W
H∞
ω
∞
二
八
六
二
年
首
演
)
.• 

果
戈
里
的
諷
刺
喜
劇
「
巡
按
史
」
(
吋
穹
的
呂
立
丘

吉
的
胃
口Z
F
H
∞
ω
0
)
.
，

屠
格
涅
夫
的
「
鄉
材
的
一
月
生
活
」
(
〉

Z
O
E
廿
一
口
F
o
n
。
5

鬥
呵
呵
苟
且
印
。
，
一
八

七
二
年
首
演
)
。

E
歷
山
大
二
世
放
寬
了
對
戲
劇
的
檢
查
制
度
，
此
時
亦
出
現
了
俄
國
戲
劇
界
最
多
變
化
的
作
家

特
洛
斯
基
辛

-
Z
C
叩
門
門
。
〈m
K
V
N
W
E
N
ω

1

∞
。
)
。
他
一
共
寫
了
七
十
五
部
戲
劇
，
最
著
稱
於
世
的



是
悲
劇
「
暴
風
雨
」

(
5向
吋
吉
豆
角
早
已

B
W
H∞
叭
。
)。男
外
，
契
訶
夫
亦
有
傳
世
名
作

「海
鷗
」

(
3
ω

ω
g
m皂
，
戶
∞
旦
旦
旦
)
、
「
櫻
桃
園
」

(
3
ω
(
U
F
A
M

「
「
咒
。
「(U
Y
m
H

「
于
5
2
)
、
「
萬
尼
亞
叔
叔
」
(
C
E
Z

〈
S
E
w
-
∞
3
)
。

高
爾
基
(
旱
的

R
r
F
E
S
-

-
8
。
)
亦
曾
寫
就
廿
部
劇
作
，
最
著
名
的
是
「
夜
店
」

(
吋
}
耳H
K
O巧
的
「
口
向
它
鬥
}
固
的
)

。

「
十
月
革
命
」
後
，
國
有
化
政
策
不
僅
使
劇
場
的
數
目
增
多

﹒

亦
吸
引
了
更
多
的
觀
眾

。

一
九
一
七

年
，
俄
國
有
二
百
五
十
家
劇
院
，
到
一
九
三
七
年
已
增
至
五
百
六
十
家

。

三
0
年
代
，
蘇
聯
的
戲
劇
有
多
元
的
發
展
。
莫
斯
科
藝
術
劇
院
的
生
活
劇
表
演
深
真
特
色

。

古
典
劇

目
的
演
出
在
當
時
亦
占
有
重
要
地
位
。
如
「
大
雷
雨
?
或
西
方
的
作
品
，
特
別
是
莎
士
比
亞
的
「
哈
姆
雷

特
」
、
「
李
商
王
」
、
「
奧
塞
羅
」
。

二
次
世
界
大
戰
期
間
，
蘇
聯
戲
劇
界
建
立
許
多
前
線
劇
場
，
以
為
長
期
的
勞
軍
表
演

。

戲
劇
在
蘇
聯
文
化
領
域
中
是
一
支
可
觀
的
隊
伍

。

計
有
六
百
三
十
個
劇
院
，
四
萬
名
演
員
、
導
演
等

工
作
人
員
。

每
年
上
演
三
千
個
新
劇
日
，
觀
眾
達
一
億
二
千
萬
人
次

。

教育與文化

改
革
政
策
亦
為
戲
劇
界
帶
來
革
新

。

一
項
由
蘇
聯
文
化
部
制
定
的
改
革
方
案
中
，
決
議
自
一
九
八
七

第 九章

年
一
月
起
在
八
個
加
盟
共
和
國
的
六
十
個
劇
院
試
行
兩
年
的
革
新
辦
法

。

具
體
措
施
包
括
.. 
仙
劇
院
有
權

決
定
上
演
的
劇
目
，
及
決
定
付
予
作
者
的
報
酬

。

ω
廢
除
統
一
工
資
的
傾
向
，
對
表
現
良
好
的
工
作
人
員

給
予
額
外
津
貼
，
可
達
工
資
的
百
分
之
五
十

。

ω
劇
院
藝
術
委
員
會
採
行
選
舉
制
，
其
主
要
任
務
是
解
決

創
作
和
演
出
中
的
問
題

。

叫
票
價
不
再
統
一
，
劇
院
有
權
根
據
劇
本
提
高
或
降
低
票
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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