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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與白話文運動的再評估

民
國
十
二
年
，
以
評
論
文
章
見
長
的
甲
寅
派
領
袖
章
士
釗
對
新
文
化
運
動
加
以
抨
擊
，
其
著
眼
點
主
要
是

對
白
話
文
的
風
行
痛
下
「
針
眨
」
o

對
章
氏
來
說
，
白
話
文
運
動
的
迅
速
進
展
顯
然
到
了
一
讓
人
驚
心
的
地
步
，
所

謂
「
今
之
賢
豪
長
者
，
圖
開
文
運
，
披
沙
揀
金
，
百
無
所
擇
，
而
惟
白
話
文
學
是
揭
。
如
飲
狂
泉
，
舉
國
若
一
，

胥
是
道
也
o

」
@
而
造
成
這
種
舉
國
若
狂
的
現
象
的
就
是
胡
適
。
自
從
胡
適
祭
起
文
學
革
命
的
旗
幟
後
，
跟
隨

的
人
就
「
以
適
之
為
大
一
帝
，
績
溪
為
上
京
」
「
一
味
於
胡
氏
文
存
中
求
文
章
義
法
，
於
嘗
試
集
中
求
詩
歌
律
令
..•... 

以
致
釀
成
今
日
的
底
他
牠
嗎
呢
吧
咧
之
文
變
。
」
@
從
章
氏
生
動
的
描
述
中
，
我
們
可
以
清
楚
的
看
出
當
時
人

對
胡
適
與
白
話
文
運
動
的
關
係
的
看
法
，
以
及
白
話
文
風
捲
殘
雲
的
態
勢
。
連
反
對
者
都
不
得
不
承
認
胡
適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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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場
「
文
變
」
中
扮
演
的
角
色
，
擁
護
白
話
文
運
動
的
人
就
不
必
說
了
。
廖
仲
愷
甚
至
對
胡
適
說

•• 

「
我
輩
對

於
先
生
鼓
吹
白
話
文
學
，
於
文
章
界
興
一
革
命
，
使
思
想
能
借
文
字
之
媒
介
，
傳
於
各
級
社
會
，
以
為
所
造
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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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
，
較
孔
孟
大
且
十
倍
。
」
@
即
使
批
判
胡
適
不
遺
餘
力
的
中
共
學
界
在
這
幾
年
的
翻
案
風
下
，
也
開
始
比
較

客
觀
的
全
面
重
估
其
的
思
想
，
對
他
在
白
話
文
運
動
中
的
貢
獻
加
以
肯
定
。
@

〈
仆
胡
適
對
白
話
文
的
貢
獻
是
無
庸
置
疑
的
。
但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白
話
文
雖
然
因
為
胡
適
這
位
知
音
而
由
附
庸

蔚
為
大
國
，
從
此
成
為
中
國
人
抒
情
論
理
的
主
要
工
具
，
卻
並
不
意
味
白
話
文
運
動
一
直
到
胡
適
的
提
倡
才
首

開
其
端J就
和
五
四
運
動
的
其
他
許
多
面
相
一
樣
，
我
們
必
須
在
清
末
的
歷
史
中
吾
吾
源
。
目

S
E
E
-
D

m
n
F
-
4
月

Z
教
授
曾
經
用
一
個
很
巧
妙
的
比
喻
說
明
這
個
觀
點
，
他
認
為
五
四
不
是
平
原
上
突
起
的
高
峰
，
而
是

高
山
帶
上
比
較
高
的
山
脈
。
@
這
個
比
喻
用
來
解
釋
白
話
的
發
展
同
樣
恰
當
。
事
實
上
，
胡
適
之
前
早
已
有
人

提
倡
白
話
並
不
是
什
麼
新
鮮
的
說
法
，
胡
適
本
人
就
多
次
提
到
清
末
白
話
文
的
發
展
。
@
問
題
是
過
去
有
關
清

末
白
話
文
的
討
論
不
僅
低
估
或
根
本
忽
視
了
這
個
時
期
白
話
作
品
的
數
量
，
也
不
曾
對
這
項
發
展
的
意
義
作
過

適
當
的
評
斷
。
正
因
為
我
們
對
清
末
白
話
文
運
動
的
意
義
沒
有
確
切
的
了
解
，
我
們
對
胡
適
在
這
個
運
動
中
的

貢
獻
的
真
正
性
質
，
也
勢
必
無
法
完
全
的
掌
握
。
本
文
的
目
的
就
在
探
討
清
末
白
話
發
展
的
詳
情
，
分
析
其
特

質
，
然
後
再
在
這
個
歷
史
的
脈
絡
下
重
新
估
量
胡
適
在
中
團
近
代
白
話
文
運
動
中
的
地
位
與
意
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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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清
末
白
話
文
的
發
展

李
澤
厚
曾
經
用
「
敢
蒙
」
與
「
救
亡
」
兩
個
主
題
來
解
釋
五
四
運
動
及
其
後
中
國
思
想
史
的
發
展
。
@
事
實

上
，
這
兩
個
主
題
不
僅
可
用
來
解
釋
五
凹
，
也
同
樣
可
以
用
來
分
析
清
末
的
許
多
發
展
。
一
八
九
五
年
，
嚴
復

發
表
了
著
名
的
「
原
強
」
一
文
，
利
用
斯
賓
塞

(
E
R
Z
立
∞
胃
口
兒
叫
)
「
社
會
有
機
體
」
的
理
論
，
重
新
審
視
中



國
的
問
題
，
提
出
了
「
鼓
民
力
」
、
「
新
民
德
」
、
「
開
民
智
」
的
主
張
。
@
其
中
「
開
民
智
{
一
的
主
張
域
為
此
後

知
識
分
子
的
新
論
域
，
「
開
民
智
」
三
個
字
也
成
為
清
末
十
年
最
流
行
的
口
頭
禪
，
其
普
遍
的
程
度
絕
不
下
於
丘

四
時
代
的
「
德
先
生
」
與
「
賽
先
生
了
這
種
為
了
救
亡
而
強
調
散
案
的
重
要
性
的
思
潮
，
在
義
和
團
之
亂
後
達

到
最
高
潮
，
一
般
「
有
識
之
士
」
或
所
謂
「
志
士
」
有
感
於
「
無
知
愚
民
」
幾
乎
招
致
亡
國
的
慘
劇
，
紛
紛
設

法
從
事
各
種
開
民
智
的
工
作
。
他
們
辦
閱
報
社
、
宣
講
所
﹒
，
積
極
提
倡
演
說
.
，
試
驗
、
推
展
各
種
新
的
字
母
、

簡
字
.
，
為
貧
苦
不
識
字
的
人
辦
半
日
、
簡
字
學
堂
.
，
發
起
戲
曲
改
良
運
動
。
凡
此
種
種
，
那
清
楚
的
指
出
在
清

末
的
十
年
，
在
救
亡
的
強
烈
危
機
意
識
下
，
中
國
的
知
識
分
子
曾
經
如
火
如
荼
的
展
開
一
項
空
前
的
下
層
社
會

做
蒙
運
動
。
@
就
在
這
樣
的
思
潮
和
運
動
下
，
清
末
的
白
話
文
也
有
了
長
足
的
發
展
。

仆
鬥
清
末
的
白
話
報
刊

胡適與白話文運動的再評估

討
論
清
末
的
白
話
文
運
動
，
第
一
個
值
得
重
視
的
現
象
是
白
話
報
刊
的
蓬
勃
發
展
。
根
據
一
項
統
計
，
至

少
在
一
八
九
七
年
就
已
出
現
了
兩
份
白
話
報
，
從
一
九

O
O
到
一
九
二
年
共
出
了
一
一
一
種
白
話
報
。
@
而

北
京
一
地
在
辛
亥
革
命
後
一
年
內
就
至
少
出
了
十
六
種
白
話
報
。
@
從
一
九
一
二
年
到
一
九
一
八
年
又
出
了
二

十
七
種
。
@
事
實
上
，
這
份
統
計
資
料
還
不
完
全
，
我
就
在
一
些
報
紙
的
記
載
和
廣
告
中
另
外
輯
出
二
十
份
出

版
於
一
九
O
O

到
一
九
一
一
間
的
白
話
報
刊
。
@
我
想
如
果
我
們
在
各
地
的
報
紙
資
料
中
繼
續
梳
爬
，
一
定
還

可
以
發
現
更
多
在
五
四
之
前
印
行
的
白
話
報
刊
。

當
然
，
這
些
報
紙
的
壽
命
多
半
都
不
長
，
很
多
出
了
幾
期
後
就
因
為
經
費
不
足
而
關
門
大
吉
。
黃
培
林
在

一
九
O

八
年
八
月
十
二
日
和
八
月
十
五
日
在
北
京
分
別
出
版
醒
群
白
話
報
和
醒
群
畫
報
，
但
很
快
就
停
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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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以
說
是
相
當
典
型
的
例
子
。
但
更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那
些
長
年
附
刊
白
話
的
大
報
和
一
些
有
影
響
力
的
純
白
話

報
。
日
報
中
附
設
白
話
一
門
的
以
天
津
大
公
報
首
開
其
例
，
自
一
九

O
二
年
創
刊
以
後
就
經
常
性
的
附
有
白
話

論
說
一
欄
二
九

O
五
年
八
月
二
十
一
日
起
每
日
定
期
出
版
白
話
附
張
，
稱
為
「
敝
帝
千
金
」
'
免
費
隨
報
分
送
，

也
另
外
單
張
出
售
。
@
不
久
之
後
，
這
些
白
話
附
張
又
以
同
樣
的
名
字
結
集
出
版
，
到
一
九

O
六
年
三
月
就
已

經
出
了
十
本
。
@
到
一
九

O
八
年
初
出
到
三
十
冊
。
@
這
個
時
候
，
大
公
報
認
為
風
氣
已
開
，
北
方
的
白
話
報

紙
日
漸
增
多
，
不
需
要
在
「
撞
事
增
華
」
「
每
日
曉
曉
陳
一
百
旦
，
@
所
以
停
掉
每
天
的
白
話
附
張
，
改
為
不
定
期

的
刊
登
白
話
專
欄
。
剛
開
始
時
，
有
時
七
、
八
天
甚
至
十
幾
天
才
出
一
次
，
但
不
久
後
，
又
恢
復
經
常
性
的
出

刊
。

胡適與近代中團

自
從
大
公
報
附
設
官
話
一
門
後
，
「
因
為
其
說
理
平
淺
，
最
易
開
下
等
人
之
知
識
，
故
各
報
從
而
效
之
者
日

眾
」
。
@
這
種
為
了
開
敢
下
層
社
會
人
民
的
智
識
而
使
用
白
話
的
作
法
，
很
顯
然
的
已
經
成
為
一
代
風
潮
。
以
北

方
另
一
份
主
要
的
日
報
順
天
時
報
為
例
，
也
從
一
九

O
五
年
的
六
月
二
十
九
日
起
出
版
白
話
附
張
，
從
七
月
十

四
日
起
開
始
經
常
性
的
見
報
，
有
很
長
一
段
時
間
，
每
天
都
有
白
話
論
說
或
記
事
。
在
南
方
，
一
九0
0

年
創

刊
的
革
命
黨
的
第
一
份
機
關
報
中
國
日
報
也
有
白
話
專
欄
，
更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用
白
話
或
廣
東
方
言
寫
的
各
種

戲
曲
，
如
粵
疆
、
龍
舟
歌
、
南
音
、
班
本
、
雜
曲
等
。
這
種
刊
載
戲
曲
文
詞
的
作
法
明
顯
的
反
映
出
清
末
改
良

戲
曲
以
開
通
民
智
的
思
潮
，
只
不
過
革
命
黨
進
一
步
用
來
宣
傳
革
命
。
革
命
黨
的
另
一
個
機
關
報
民
立
報
(
創

刊
於
一
九
一

0
)
，
也
闢
有
雜
錄
部
，
每
天
刊
載
白
話
小
說
故
事
。
民
立
報
在
清
末
的
影
響
相
當
大
，
巔
峰
時
期

的
銷
售
量
高
達
兩
萬
份
，
@
毛
澤
東
讀
的
第
一
份
報
紙
就
是
民
立
報
，
讀
後
還
激
動
不
己
。
@

就
純
白
話
報
而
且
一-
7

影
響
最
大
的
首
推
京
話
日
報
。
這
份
報
紙
在
一
九

O
四
年
八
月
創
刊
於
北
京
，
一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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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年
九
月
因
創
辦
人
繫
獄
而
被
迫
停
刊
。
創
辦
人
彭
仲
翼
出
身
官
宣
世
家
，
自
己
也
作
過
小
官
，
八
國
聯
軍

侵
占
北
京
期
間
，
他
一
度
衣
食
無
著
，
「
被
迫
流
落
在
社
會
底
層
」
'
對
下
層
社
會
的
生
活
有
深
切
的
了
解
。
@

庚
子
以
後
，
他
開
始
辦
報
。
首
先
在
兒
女
親
家
梁
濟
的
資
助
下
，
於
一
九

O
二
年
出
版
了
一
份
以
童
葉
為
對
象

的
放
棄
畫
報
，
以
白
話
配
合
圖
片
。
根
據
梁
漱
漠
的
記
載
，
梁
濟
之
所
以
資
助
彭
仲
翼
辦
報
，
是
因
為
「
經
拳

匪
之
禍
，
公
深
痛
圍
人
之
愚
昧
無
知
，
決
然
以
開
民
智
為
急
了
@
這
段
典
型
的
記
述
很
明
確
的
指
出
拳
亂
與
清

末
開
民
智
運
動
的
關
係

o

彭
為
了
達
到
開
民
智
的
目
的
，
在
一
九

O
四
年
進
一
步
辦
京
話
日
報
。
這
份
報
紙
出

版
後
，
大
受
歡
迎
，
不
僅
流
佈
北
方
各
省
，
而
且
東
到
奉
黑
，
西
及
陳
甘
。
「
凡
言
維
新
愛
國
者
莫
不
響
應
傳
播
，

而
都
下
商
家
百
姓
於
京
話
日
報
則
尤
人
于
一
紙
，
家
有
其
書
，
雖
婦
孺
無
不
知
有
彭
先
生
」
。
@
銷
售
量
最
高
的

時
候
達
到
一
萬
多
份
，
成
為
北
京
第
一
個
銷
售
量
超
過
一
萬
份
的
報
紙
，
也
是
當
時
北
京
銷
路
最
大
，
影
響
最

廣
，
聲
譽
最
隆
的
報
紙
。
@
大
公
報
發
行
人
英
斂
之
對
該
報
也
讚
譽
有
加
，
說
「
北
京
報
界
之
享
大
名
者
，
要

推
京
話
日
報
為
第
一

ο

」
@
一
九
O
六
年
，
該
報
因
得
罪
當
道
停
刊
後
，
到
一
九
一

0
年
為
止
，
北
京
出
的
白

話
報
至
少
有
十
幾
種
。
這
些
報
紙
不
論
是
在
篇
幅
、
格
式
或
秩
序
上
，
全
都
模
仿
京
話
日
報
，
「
不
敢
稍
有
更

張
」
'
@
可
以
想
見
京
話
日
報
的
魅
力
和
影
響
力
。

除
了
京
話
日
報
外
，
這
裡
還
要
特
別
提
到
安
徽
俗
話
報
和
競
業
旬
報
。
安
徽
俗
話
報
發
行
於
一
九

O
四
年
，

是
半
月
刊
，
共
出
了
二
十
二
期
，
到
一
九

O
五
年
停
刊
。
@
這
種
維
持
一
兩
年
就
停
刊
的
情
形
和
杭
州
白
話
報
、

中
國
白
話
報
、
蘇
州
白
話
報
、
寧
波
白
話
報
、
紹
興
白
話
報
等
當
時
通
行
的
白
話
小
報
差
不
多
。
@
對
我
們
來

說
，
這
份
報
紙
特
別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它
的
主
編
是
和
胡
適
一
起
搞
文
學
革
命
的
陳
獨
秀
。
陳
獨
秀
不
僅
是
一
該
報

的
主
編
，
同
時
也
是
主
要
的
撰
稿
人
。
@
一
九

O
四
年
八
月
第
十
一
期
中
，
陳
以
三
愛
的
筆
名
發
表
「
論
戲
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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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文
，
認
為
「
戲
館
子
是
眾
人
的
大
學
堂
，
戲
子
是
眾
人
大
教
師
」
'
@
把
戲
曲
、
演
員
的
地
位
推
上
史
無
前
例

的
高
峰
﹒
﹒
此
外
，
他
還
在
文
章
中
提
出
戲
曲
的
興
革
之
道
，
是
清
末
戲
曲
改
良
運
動
中
的
重
要
文
獻
。
事
實
上
，

俗
話
報
中
絕
大
多
數
的
論
說
都
是
陳
以
三
愛
的
筆
名
發
表
，
陳
在
五
四
時
期
的
思
想
，
有
一
部
分
在
此
已
可
窺

見
端
倪
，
這
點
下
文
還
要
繼
續
討
論
。

競
業
旬
報
對
我
們
之
所
以
重
要
，
則
是
因
為
胡
適
在
上
面
發
表
了
不
少
文
章
。
這
份
報
紙
於
一
九

O
六
年

十
月
在
上
海
創
刊
，
以
後
陸
陸
續
續
的
發
行
，
直
到
一
九

O
九
年
六
月
出
到
第
四
十
一
期
為
止
。
@
胡
適
在
第

一
期
就
以
「
期
自
勝
生
」
的
筆
名
，
發
表
了
一
篇
通
俗
的
「
地
理
學
了
這
個
時
候
他
還
不
滿
十
五
歲
。
後
來
胡

適
對
這
篇
文
章
有
所
評
述
，
認
為
「
這
段
文
字
已
充
分
表
現
出
我
的
文
章
的
長
處
和
短
處
了
。
我
的
長
處
是
明

白
清
楚
，
短
處
是
淺
顯
。
」
@
從
第
二
十
四
期
開
始
，
胡
適
負
起
旬
報
的
編
輯
工
作
，
一
直
到
第
三
十
八
期
。

這
個
時
期
他
寫
了
不
少
文
章
，
有
時
候
全
期
的
文
字
，
從
論
說
到
時
間
，
差
不
多
都
是
他
做
的
。
@
他
日
後
的

一
些
思
想
主
張
，
也
同
樣
可
以
在
這
些
文
字
中
找
到
根
源
。
這
幾
十
期
的
競
業
旬
報
，
照
胡
適
自
己
的
說
法

•• 

「
不
但
給
了
我
一
個
發
表
思
想
和
整
理
思
想
的
機
會
，
還
給
了
我
一
年
多
作
白
話
文
的
訓
練
。
」
「
我
不
知
道
我

那
幾
十
篇
文
字
在
當
時
有
什
麼
影
響
，
但
我
知
道
這
一
年
多
的
訓
練
給
了
我
自
己
絕
大
的
好
處
。
白
話
文
從
此

成
了
我
的
一
種
工
具
。
」
@
這
一
年
多
的
訓
練
對
胡
適
、
對
中
國
的
白
話
文
運
動
到
底
有
什
麼
意
義
，
在
下
文

中
會
詳
加
分
析
，
此
處
暫
時
不
論
。

上
面
曾
經
提
到
清
末
白
話
文
和
白
話
報
，
是
在
對
下
層
社
會
進
行
故
蒙
以
救
危
亡
的
思
潮

F

發
展
出
來

的
，
這
裡
打
算
對
白
話
報
理
念
和
實
際
上
的
閱
讀
者
作
進
一
步
的
探
討
。
在
理
念
層
次
上
，
白
晶
報
的
對
象
以

下
層
社
會
為
主
體
，
是
毫
無
疑
問
的
。
上
舉
大
公
報
官
話
一
門
「
最
易
關
下
等
人
之
知
識
」
是
一
顯
例
，
順
天

胡適與近代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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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報
在
一
九

O
五
年
添
設
白
話
欄
，
目
的
也
在
「
開
發
下
等
社
會
」
o
@
參
與
編
撰
一
九

O

一
年
出
版
的
杭
州
白

話
報
，
自
號
「
白
話
道
人
」
的
林
懈
(
又
名
少
泉
，
後
改
名
白
水
)
，
一
九

O
三
年
在
上
海
創
辦
中
國
白
話
報
。

在
發
刊
辭
裡
，
他
激
切
的
說
道
.• 

「
現
在
中
國
的
讀
書
人
沒
有
什
麼
可
望
了
，
可
望
的
都
在
我
們
幾
位
種
田
的
、

做
于
藝
的
、
做
買
賣
的
、
當
兵
的
以
及
那
十
幾
歲
小
孩
子
阿
哥
、
姑
娘
們
。
」
問
題
是
這
些
希
望
所
寄
的
人
既

沒
有
錢
讀
書
，
又
看
不
懂
「
那
種
奇
離
古
怪
的
文
章
，
奇
離
古
怪
的
字
眼
o
」
林
和
朋
友
商
量
之
後
，
決
定
為

了
這
些
人
辦
白
話
報
。
@
一
九

O
五
年
在
北
京
出
版
的
工
藝
白
話
選
報
，
也
同
樣
立
意
為
下
流
社
會
說
法
。
@

此
外
，
前
述
京
話
日
報
停
刊
之
後
，
在
北
京
出
現
的
十
幾
種
仿
京
話
日
報
的
白
話
報
，
根
據
記
載
，
目
的
也
在

開
通
下
等
社
會
。
@
又
如
廣
東
順
德
一
個
何
某
人
，
也
在
一
九

O
四
年
招
集
股
本
，
打
算
辦
一
份
粵
聲
報
，
用

俗
話
戲
曲
來
開
發
下
流
社
會
。
@
而
在
一
篇
論
說
國
語
統
一
方
法
的
文
章
中
，
一
位
作
者
提
到
當
時
的
志
士
，

「
皆
以
中
國
文
字
太
深
，
汲
汲
謀
編
輯
白
話
書
報
以
開
通
下
流
社
會
」
'
@
可
以
看
出
當
時
的
風
向
所
趨
。

但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所
謂
「
下
流
社
會
」
或
「
下
等
社
會
」
並
不
一
定
是
不
識
字
的
人
，
他
們
很
可
能
是
粗

通
文
字
的
「
種
目
的
、
做
手
藝
的
、
做
買
賣
的
、
當
兵
的
」
以
及
十
幾
歲
的
小
孩
子
、
姑
娘
們
或
林
琴
南
說
的

「
都
下
引
車
賣
漿
之
徒
」
。
@
一
篇
在
一
九

O
二
年
發
表
，
講
述
開
民
智
之
法
的
論
說
裡
，
就
主
張
多
設
白
話
報

館
，
「
俾
粗
識
字
者
皆
得
從
此
而
知
政
要
，
庶
不
致
再
如
睡
夢
矣
。
」
@
北
京
志
士
所
辦
的
京
津
白
話
報
，
就
是

為
了
便
利
粗
識
文
字
的
人
。
@
安
徽
俗
話
報
在
發
刊
辭
裡
對
這
一
點
說
得
更
清
楚

.. 

「
現
在
各
種
日
報
旬
報
，

雖
然
出
得
不
少
，
卻
都
是
深
文
奧
意
，
滿
紙
的
之
乎
也
者
矣
焉
哉
字
眼
，
沒
有
多
讀
書
的
人
，
那
裡
能
夠
看
得

懂
呢
?....... 

所
以
各
省
做
好
事
的
人
，
可
憐
他
們
同
鄉
不
能
夠
多
多
識
字
讀
書
的
，
難
以
學
點
學
問
，
通
些
時

事
，
就
做
出
俗
話
報
，
給
他
們
的
同
鄉
親
戚
朋
友
看
看
o
」
@
大
公
報
在
二
千
號
的
紀
念
徵
文
中
，
有
一
個
題

胡適與白話文運動的再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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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是
「
論
推
行
強
迫
教
育
之
法
」
其
中
一
篇
得
獎
之
作
就
主
張
多
設
白
話
報
社
，
將
國
家
政
治
要
間
，
地
方
的

疾
苦
利
弊
，
工
藝
商
業
之
發
明
以
及
社
會
學
間
的
進
步
，
編
為
白
話
列
入
報
紙
，
以
使
粗
識
文
字
的
人
深
知
世

界
狀
況
，
並
增
長
其
知
識
。
@

當
時
的
人
所
謂
的
「
下
流
社
會
」
或
「
下
等
社
會
」
是
一
種
約
定
俗
成
的
說
法
，
並
沒
有
十
分
嚴
格
的
界

定
，
不
過
從
上
面
舉
的
例
子
，
我
們
大
概
可
以
知
道
他
們
包
括
那
些
人
。
基
本
上
，
這
個
階
層
的
人
當
然
包
括

絕
大
多
數
不
識
字
的
人
，
@
和
那
些
粗
通
文
字
的
人
。
而
白
話
報
所
針
對
的
下
流
社
會
，
大
體
上
指
的
還
是
粗

通
文
字
的
人
。
這
一
方
面
固
然
是
因
為
這
個
階
層
的
人
數
量
相
當
可
觀
，
一
叔
一
待
開
發
也
比
較
容
易
用
白
話
開
發

.• 

一
方
面
也
是
因
為
白
話
再
容
易
，
對
不
識
字
的
人
來
說
，
還
是
起
不
了
什
麼
作
用
。
關
於
前
者
，
近
人
的
一
項

研
究
，
也
許
可
以
幫
助
我
們
的
了
解
。
根
據
同
郎
對

m
E
的
估
計
，
在
十
八
、
十
九
世
紀
時
，
中
國
人
粗
通
文
字

(
2
口
的
立C
E

二

E
E
Q
或
宮
的
一n
z
z
z
a
)的
，
男
性
大
約
有
百
分
之
三
十
到
四
十
五
，
女
性
則
約
當
百
分
之

二
到
十
o
@
至
於
後
者
，
當
時
多
數
從
事
故
蒙
運
動
的
知
識
分
子
對
各
種
媒
體
的
對
象
都
有
相
當
清
楚
的
了
解
。

他
們
對
文
字
的
局
限
深
有
所
知
，
所
以
提
倡
戲
曲
﹒
，
重
視
演
說
、
官
一
講
﹒
'
試
行
字
母
、
簡
字
.
，
創
設
簡
字
學
堂
、

字
母
報
紙
，
針
對
的
都
是
不
識
字
的
人
。

一
主
於
白
話
對
不
識
字
者
的
作
用
，
則
主
要
是
透
過
講
報
而
來
。
例
如
一
九

O
五
年
，
北
京
一
個
名
叫

L

尸
廣

悔
的
軒
師
就
把
東
四
牌
樓
一
帶
一
家
說
書
用
的
茶
樓
，
改
為
講
報
處
，
逐
日
講
說
京
話
日
報
o
@
過
不
了
幾
天
，

就
有
人
起
而
效
尤
，
講
的
也
是
京
話
日
報
。
@
一
九

0
0

年
代
，
各
大
城
市
流
行
設
立
閱
報
處
，
以
廣
闊
民
智
。

但
當
時
就
有
人
表
示
，
閱
報
處
對
認
得
字
而
無
餘
款
買
報
者
有
益
，
對
不
識
字
的
人
卻
沒
有
功
用
，
所
以
主
張

多
設
講
報
處
，
擇
錄
一
位
一
白
話
報
，
講
給
工
藝
人
聽
，
再
由
這
些
人
在
喝
茶
閒
聊
時
傳
說
給
其
他
的
人
。
@
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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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
由
閱
報
社
附
設
宣
講
所
或
講
報
處
的
情
形
在
當
時
非
常
普
遍
，
講
的
內
容
不
一
定
只
限
於
白
話
報
，
但
白
話

報
無
疑
的
是
重
要
的
材
料
。
根
據
報
導
，
北
京
的
進
化
閱
報
社
每
天
晚
上
講
報
章
時
事
，
並
配
合
自
製
的
電
影

(
應
該
是
幻
燈
片
之
類
的
設
施
)
，
痛
論
高
麗
和
印
度
亡
國
的
情
形
，
聽
者
日
以
千
百
計
o
@
這
個
例
子
中
，
聽

講
的
人
數
也
許
高
於
一
般
的
宣
講
處
所
，
但
講
報
的
作
法
卻
是
相
當
典
型
的
。
另
外
在
天
津
河
東
一
帶
，
一
個

叫
做
杜
學
義
的
窮
教
書
匠
在
一
所
有
英
學
館
教
書
，
為
了
訂
閱
報
紙
，
不
惜
典
當
自
己
的
衣
物
。
因
為
有
感
於

講
報
的
好
處
，
一
天
突
然
心
血
來
潮
，
買
了
一
個
玻
璃
燈
，
在
學
館
門
外
開
起
講
報
處
來
。
講
的
主
要
就
是
白

話
報
和
敝
蒂
于
金
等
。
剛
開
始
，
聽
的
人
只
有
十
幾
個
，
都
來
自
附
近
，
不
到
十
天
，
聽
眾
就
增
加
到
四
、
五

十
人
，
還
有
遠
道
的
o
杜
氏
照
顧
不
來
，
特
別
找
了
四
、
五
個
志
同
道
合
的
人
來
幫
忙
。
@
這
個
具
體
而
微
的

故
事
，
不
但
使
我
們
更
深
入
地
了
解
當
時
開
民
智
的
風
潮
，
怎
麼
樣
影
響
到
一
般
沒
沒
無
聞
的
有
志
之
士
。
也

有
助
於
說
明
白
話
報
的
閱
讀
對
象
和
傳
達
到
社
會
底
層
的
方
式
。
大
公
報
一
九

O
五
年
一
篇
白
話
的
論
說
，
也

提
到
中
國
在
庚
子
以
後
漸
漸
開
通
，
其
中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在
一
九

O
五
年
上
半
年
，
京
津
一
帶
開
了
許
多
閱
報

處
及
講
報
者
。
@
這
些
講
報
者
講
的
不
一
定
都
是
白
話
報
，
但
白
話
報
包
括
在
講
材
中
應
該
是
不
用
懷
疑
的
。

原
因
之
一
是
因
為
當
時
寫
作
的
白
話
，
很
多
不
僅
是
用
來
看
的
，
也
是
用
來
說
的
，
像
「
今
日
天
氣
不
早
了
，

改
天
再
談
吧
!
」
「
你
們
大
家
看
看
，
我
說
這
段
白
話
是
不
是
呢
?
」
@
一
類
的
表
現
法
，
很
明
顯
的
還
有
說
書

的
意
味
在
裡
面
。
經
常
以
竹
園
道
人
為
筆
名
，
在
大
公
報
上
寫
白
話
的
丁
國
瑞
(
于
良
)
，
在
「
竹
園
勸
善
白
話

並
序
」
一
文
的
標
題
下
，
就
自
加
注
解
說
「
宜
講
與
苦
人
及
游
手
聽
」
o
@
另
外
一
個
原
因
是
宣
講
白
話
報
在
當

時
已
經
是
許
多
人
共
同
的
看
法
。
在
一
篇
題
為
「
論
小
說
有
益
於
社
會
」
的
文
言
論
說
中
，
作
者
歸
結
中
國
問

題
的
解
決
，
必
自
開
民
智
始
，
而
「
欲
開
普
通
之
民
智
，
必
自
設
宣
講
所
，
演
白
話
報
始
。
」
@
有
鑒
於
報
紙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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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人
心
的
影
響
最
快
，
北
京
的
警
部
還
特
地
在
一
九

O
六
年
通
前
各
省
設
白
話
官
報
，
並
在
各
州
縣
的
宣
講
所

照
官
報
演
說
。
@

白
話
報
雖
然
多
半
以
開
發
下
流
社
會
為
宗
冒
，
但
有
些
報
紙
設
定
的
讀
者
群
，
卻
不
侷
限
於
不
層
社
會
，

而
涵
蓋
了
各
個
階
層
。
如
一
九

O
二
年
在
四
川
成
都
發
行
的
歐
蒙
通
俗
報
，
就
是
要
「
為
中
下
等
人
說
法
」
o
@

一
九
O
七
年
出
版
的
官
話
北
京
時
報
，
其
對
象
包
括
士
庶
紳
商
。
@
前
述
的
安
徽
俗
話
報
訴
求
的
對
象
更
廣
，

除
了
種
田
的
、
做
于
賽
的
、
做
生
意
的
、
當
兵
的
和
女
人
小
孩
以
外
，
還
包
括
了
教
書
的
和
做
官
的
。
@

而
各
種
白
話
報
的
實
際
閱
讀
對
象
也
遍
及
各
個
層
面
。
其
中
京
話
日
報
大
概
是
最
受
一
般
民
眾
歡
迎
的
報

紙
。
前
引
梁
漱
漠
的
話
，
說
「
都
下
商
家
百
姓
於
京
話
日
報
則
尤
人
手
一
紙
，
家
有
其
書
，
雖
婦
孺
無
不
知
有

彭
先
生
。
」
@
證
諸
其
他
的
記
載
，
並
不
算
太
誇
張
。
當
時
的
報
導
就
說
京
話
日
報
在
北
京
的
勞
動
界
頗
為
風

動
，
「
擔
夫
走
卒
居
然
有
坐
階
石
讀
報
者
」
。
@
京
話
日
報
常
常
登
載
讀
者
的
來
稿
，
根
據
分
析
，
這
些
投
稿
的

人
除
了
職
員
、
蒙
師
、
書
辦
、
學
生
外
，
還
包
括
了
識
字
不
多
的
小
業
主
、
小
商
販
、
小
店
員
、
手
工
業
工
人
、

家
奴
、
差
役
、
士
兵
、
家
庭
婦
女
、
優
伶
以
及
一
部
分
墮
落
風
塵
的
妓
女
。
很
顯
然
的
，
這
份
報
紙
和
中
下
層

社
會
的
關
係
是
相
當
需
切
。
@
大
公
報
的
白
話
欄
及
敝
帝
千
金
，
顯
然
也
有
很
大
的
影
響
。
不
但
其
他
的
報
紙

紛
紛
仿
行
，
還
有
人
用
為
講
本
。
前
面
提
到
的
津
門
清
醒
居
士
在
提
到
白
話
報
的
好
處
時
，
特
別
舉
了
一
個
例

子
，
說
曾
看
到
粗
識
字
的
人
，
專
挑
大
公
報
的
白
話
附
件
來
讀
，
並
且
高
聲
朗
誦
，
眉
宇
間
露
出
得
意
之
態
。

@
林
懈
辦
的
中
國
白
話
報
雖
然
目
的
在
開
通
下
層
社
會
，
但
根
據
他
們
自
己
做
的
廣
告
，
購
買
的
人
多
半
是
學

生
。
不
過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
很
多
學
生
買
報
的
目
的
是
為
了
家
鄉
的
「
婦
孺
盲
塞
」
'
像
湖
南
的
學
生
就
曾
集
資

每
月
買
幾
百
份
報
紙
分
給
自
己
的
鄉
人
。
@
安
徽
俗
話
報
開
始
的
時
候
印
一
千
份
，
半
年
後
發
行
到
第
十
二
期

胡適與近代中國



時
，
已
增
加
到
三
千
份
，
有
時
還
要
再
版
或
三
版
，
聲
譽
和
杭
州
白
話
報
相
埠
。
它
的
讀
者
多
半
是
當
時
所
謂

思
想
前
進
的
學
生
，
還
有
一
些
教
師
也
以
此
作
教
本
o
績
溪
縣
知
事
還
出
計
示
，
鼓
勵
群
眾
閱
讀
，
並
且
「
扣

廉
購
辦
，
隨
同
官
報
發
行
，
聽
人
採
取
o
」
@
斯
江
湖
州
揀
溪
的
革
命
黨
人
蔡
綠
由
民
辦
了
一
家
書
店
，
叫
做
擺

渡
船
，
又
名
普
渡
書
社
，
專
購
白
話
報
及
小
說
借
人
閱
讀
，
對
象
則
是
各
地
的
貧
窮
志
士
'
@
這
些
志
士
也
不

11 

一
定
是
下
等
社
會
的
人
。

至
於
白
話
報
的
內
容
，
則
以
破
除
迷
信
，
勸
戒
鴉
片
，
勸
戒
師
女
總
足
為
主
，
還
有
.
峙
的
法
懲
芹
的
仙
也

德
文
字
和
一
些
介
紹
新
知
的
作
品
。
以
敝
帝
千
金
為
例
，
第
一
本
包
含
的
作
品
分
五
大
淵
明

.. 

開
智
、
關
邪
、
合

群
、
勸
戒
纏
足
和
寓
言
。
@
雖
然
不
少
作
品
，
特
別
是
那
些
勸
惡
懲
善
的
道
德
文
字
，
在
內
容
思
想
上
和
傳
統

的
善
書
之
類
的
刊
物
並
沒
有
什
麼
差
別
，
@
但
形
式
的
變
化
不
可
避
免
的
會
影
響
到
所
載
的
道
。
多
數
的
白
話

報
固
然
是
站
在
上
對
下
的
地
位
，
對
不
識
之
無
的
愚
夫
愚
婦
施
以
教
化
，
但
也
有
像
彭
仲
翼
這
樣
深
知
民
間
疾

苦
，
秉
持
正
義
的
原
則
，
站
在
人
民
的
立
場
，
對
濫
用
權
勢
者
痛
加
抨
擊
的
作
法
。
譬
如
對
郡
王
府
活
埋
侍
妾

的
事
件
，
除
了
零
星
的
報
導
外
，
共
寫
了
五
篇
有
系
統
的
論
述
。
其
他
類
似
這
種
揭
露
官
府
黑
暗
面
的
報
導
也

不
少
。
@
這
種
作
風
使
京
話
日
報
在
某
些
方
面
表
現
出
反
既
存
秩
序
的
激
烈
傾
向
。
該
報
三
番
兩
次
的
聲
明
﹒
.

「
我
們
這
京
話
日
報
是
一
個
膽
大
妄
言
，
不
知
忌
諱
，
毫
無
依
傍
二
定
要
作
完
全
國
民
的
報
」
「
凡
街
門
八
旗

的
弊
病
，
明
說
暗
說
，
毫
不
容
情
」
「
應
該
爭
論
的
，
刀
放
在
脖
子
上
還
是
要
說
」
o
@
在
傳
統
的
政
權

F
'

這

樣
激
烈
的
言
辭
是
非
常
突
出
的
。
我
認
為
這
和
採
用
白
話
有
不
小
的
關
係
，
雖
然
採
用
白
話
不
一
定
就
表
示
和

人
民
認
同
，
但
因
為
使
用
了
一
般
人
的
語
言
而
進
一
步
站
在
他
們
的
立
場
說
話
，
在
情
理
上
是
完
全
說
得
通
的
。

至
於
革
命
報
刊
如
中
國
日
報
，
其
所
登
載
的
白
話
方
言
戲
曲
，
則
多
半
以
時
事
作
文
章
，
對
清
朝
政
府
或

胡適與白話文運動的再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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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皇
黨
加
以
嘲
笑
、
抨
擊
。
譬
如
南
音
「
裴
景
福
拜
月
」
就
是
根
揮
廣
東
某
縣
知
縣
畏
罪
潛
逃
的
時
事
加
以
改

編
，
對
裴
的
逢
迎
、
貪
腐
、
潛
逃
、
就
捕
有
非
常
生
動
、
譏
諷
的
描
寫
。
@
班
本
「
何
化
龍
嘆
監
」
'
講
的
是
廣

西
生
員
何
化
龍
，
原
為
康
有
為
的
弟
子
，
後
來
熱
心
功
名
，
改
變
志
節
，
作
駁
革
命
軍
一
書
，
為
清
貴
室
賞
識
，

寅
緣
直
上
，
後
來
卻
因
招
搖
撞
騙
而
繫
獄
。
@
還
有
一
些
粵
疆
等
歌
謠
則
對
武
備
學
堂
冷
嘲
熱
諷
。
@
另
外
一

篇
用
白
話
寫
的
「
種
界
」
'
則
明
白
了
當
的
攻
擊
滿
清
，
提
倡
種
族
主
義
。
@

就
白
話
文
的
內
容
來
分
析
，
除
了
上
述
的
激
烈
作
風
和
言
辭
值
得
注
意
外
，
對
本
文
的
諭
旨
來
說
，
更
值

得
重
視
的
現
象
是
，
很
多
文
章
的
對
象
非
常
明
顯
的
並
不
侷
限
於
下
層
社
會
的
人
，
或
者
根
本
就
不
是
針
對
「
下

等
人
」
。
我
們
可
以
把
從
一
九

O
八
年
八
月
三
十
一
日
到
九
月
二
十
六
日
陸
續
在
大
公
報
連
載
的
「
違
警
律
白
話

釋
義
問
答
」
'
看
成
當
時
主
政
者
或
知
識
分
子
意
欲
將
新
的
法
律
知
識
普
及
到
一
般
社
會
大
眾
的
苦
心
，
但
像

「
說
政
治
」
@
之
類
的
文
章
卻
很
難
說
成
是
只
為
下
等
社
會
而
發

o

像
「
勸
學
說
」
@
(
勸
一
般
私
塾
教
師
學

新
學
)
、
「
私
塾
改
良
說
」
、
@
「
講
訓
蒙
當
改
用
善
政
」
針
對
的
是
教
師
及
其
他
有
能
力
改
革
的
人
.
，
「
敬
告
我

直
紳
」
、
@
「
勸
士
」
@
「
對
於
懷
柔
高
等
小
學
生
勸
學
白
話
了
@
「
為
福
壽
全
事
忠
告
京
津
一
商
會
諸
公
」
@

都
有
明
確
的
對
象
.
，
「
敬
勸
直
省
人
民
父
老
莫
放
棄
了
選
舉
權
」
、
@
「
天
津
縣
城
選
民
注
意
了
@
固
然
可
以

看
出
當
時
推
行
憲
政
的
努
力
，
但
有
選
舉
權
的
卻
都
不
是
下
層
社
會
的
人
。
又
如
「
為
什
麼
必
得
求
外
部
出
禁

入
公
文
」
'
目
的
在
呼
籲
外
務
部
速
出
公
文
，
禁
止
英
國
輸
入
鴉
片
，
以
配
合
英
國
國
內
歸
還
中
國
禁
煙
主
權
的

努
力
。
@
「
論
順
直
國
民
禁
煙
會
舉
代
表
赴
京
」
'
標
題
下
注
明
國
民
請
注
意
、
政
界
大
老
請
注
意
、
外
務
部
諸

公
請
更
要
注
意
。
@
「
勸
立
同
志
會
」
是
希
望
大
家
組
織
起
來
，
要
求
速
開
國
會
，
這
和
「
再
忠
告
國
會
請
願

諸
代
表
」
@
同
樣
不
是
以
一
般
人
為
主
要
訴
求
對
象
。
而
像
「
賣
煙
賣
酒
的
應
當
有
個
締
制
辦
法
」
'
@
雖
然
和

胡適與近代中團



販
夫
走
卒
有
關
，
但
顯
然
是
寫
給
官
府
看
的
。
類
似
的
例
子
還
很
多
，
這
裡
就
不
贅
舉
了
。

H
H其
他
類
型
的
白
話
文

胡適與白話文運動的再評估

討
論
清
末
的
白
話
文
運
動
，
除
了
白
話
報
紙
的
蓬
勃
發
展
外
，
也
不
能
忽
視
其
他
類
型
的
白
話
。
這
些
白

話
有
相
當
大
的
比
例
是
各
級
政
府
的
文
告
、
宣
傳
，
另
外
一
部
分
則
是
私
人
寫
的
宣
傳
或
告
誡
性
的
文
字
，
或

是
單
張
，
或
是
以
小
冊
子
的
形
式
。

講
到
當
時
的
白
話
官
方
文
告
，
第
一
個
該
提
到
的
就
是
本
春
值
。
卑
在
一
九

O
三
年
做
四
川
總
督
的
時
候
，

出
了
一
份
白
話
勸
戒
纏
足
的
告
示
。
@
此
後
很
多
人
就
以
此
為
榜
樣
。
厚
的
這
張
告
示
主
要
是
為
了
響
應
光
緒

二
十
七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三
日
勸
戒
纏
足
的
諭
旨
而
發

o

根
據
當
時
人
的
看
法
，
「
諭
旨
者
僅
可
及
於
上
流
社
會
，

若
下
流
社
會
則
不
能
普
及
」
，
本
則
是
第
一
個
將
諭
旨
的
意
思
寫
為
白
話
以
為
下
流
社
會
說
法
者
.
，
由
於
這
份

白
話
告
示
在
公
布
以
後
流
傳
的
非
常
鷹
，
所
以
四
川
人
停
止
纏
足
的
也
比
其
他
省
多
。
這
位
作
者
因
此
主
張
各

官
府
應
該
仿
效
厚
的
作
法
。
@
男
外
一
位
作
者
也
主
張
仿
照
本
出
白
話
的
例
子
，
並
且
除
了
把
告
示
貼
在
通
衝

大
道
外
，
還
應
該
貼
在
茶
社
等
人
煙
稿
密
的
地
方
，
以
達
到
實
際
的
效
果
。
@
在
一
篇
比
較
廣
泛
地
討
論
開
民

智
之
道
的
文
章
裡
，
作
者
主
張
把
小
學
教
科
書
和
官
府
對
下
等
社
會
和
中
等
社
會
的
告
示
，
全
部
改
用
白
話
。

@
一
個
京
官
認
為
官
府
出
的
告
示
常
常
過
於
深
奧
'
一
般
人
不
但
不
懂
，
反
而
經
常
誤
解
其
義
，
所
以
上
了
一

個
條
陳
給
某
京
堂
，
建
議
以
後
大
小
街
門
的
告
示
都
用
白
話
。
@

類
似
這
樣
的
看
法
，
可
能
對
官
府
產
生
了
相
當
的
影
響
。
以
纏
足
為
例
，
漸
江
宣
平
縣
的
縣
令
在
一
九

O

三
年
出
淺
白
韻
示
，
告
誡
婦
女
。
@
山
東
青
州
太
守
在
一
九

O
四
年
出
過
半
白
話
的
告
示
。
@
兩
江
總
督
周
霞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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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山
東
巡
撫
任
內
曾
出
過
不
纏
足
的
淺
說
，
移
節
江
南
後
也
如
法
炮
製
。
@
順
天
府
的
房
山
縣
令
畢
承
糊
在
一

九
O
五
年
出
了
一
份
白
話
告
示
，
勸
戒
纏
足
，
他
還
特
地
命
令
把
這
些
告
示
模
糊
在
木
板
上
，
懸
掛
在
避
雨
的

地
方
，
以
期
長
久
保
存
。
@
民
政
部
也
共
襄
盛
舉
，
示
論
一
般
民
眾
改
良
風
俗
。
@
一
九
O
九
年
時
作
兩
江
總

督
的
端
方
也
出
過
六
言
的
白
話
告
一
本
勸
戒
權
足
，
以
為
中
下
流
社
會
說
法
，
後
來
又
進
一
步
令
江
南
自
治
局
將

天
足
說
演
成
白
話
，
刊
印
數
萬
張
，
發
給
各
州
縣
自
治
會
廣
為
演
說
。
@
吉
林
省
當
道
和
川
督
趙
爾
異
則
都
為

禁
煙
出
過
告
示
。
@
北
京
警
局
等
衛
門
為
了
禁
鴉
片
和
煙
照
的
問
題
，
也
採
用
同
樣
的
辦
法
。
@

官
府
的
告
示
內
容
相
當
廣
，
不
限
於
禁
煙
和
禁
纏
足
。
除
了
一
般
的
內
政
，
為
了
推
廣
新
政
或
解
決
新
政

帶
來
的
問
題
，
各
級
政
府
都
覺
得
有
必
要
用
白
話
周
告
眾
知
。
一
九
O
四
年
，
川
督
出
了
一
張
告
示
給
「
精
強

力
壯
」
的
男
子
和
年
輕
婦
女
，
要
他
們
不
要
仰
仗
粥
廠
、
價
廠
等
一
類
政
府
慈
善
機
構
的
救
濟
，
而
應
該
自
食

其
力
。
男
于
可
以
進
勸
工
局
，
婦
女
可
以
進
女
工
廠
，
以
期
間
子
得
一
技
之
長
。
@
湖
北
常
備
軍
的
統
領
為
文
對

所
屬
荐
譚
告
誠
，
要
他
們
遵
守
營
規
，
不
要
私
自
外
出
，
做
出
不
法
的
勾
當
，
他
還
命
令
各
營
的
營
官
和
哨
官
，

要
常
常
將
這
些
懸
掛
在
營
門
的
規
條
唸
給
兵
士
聽
o
@
河
北
清
苑
縣
縣
令
為
了
防
止
軍
隊
行
軍
操
演
時
與
一
般

民
眾
發
生
衝
突
，
特
地
出
告
示
曉
論
百
姓
。
@
興
辦
新
式
學
堂
是
當
時
厲
行
的
新
政
之
一
，
為
了
達
到
招
生
的

目
的
，
天
津
的
官
立
學
堂
出
過
這
樣
的
告
一
本

.. 

「
京
位
呀
!
現
時
又
快
到
年
底
了
，
河
北
老
鐵
橋
、
東
藥
王
廟

兩
等
官
小
學
堂
，
又
招
考
學
生
了
。
眾
位
家
裡
子
弟
，
有
願
意
上
凶
手
堂
的
，
或
八
九
歲
，
或
十
一
一
一
四
歲
，
念
過

幾
年
畫
一
目
的
，
全
可
以
到
我
們
學
堂
裡
報
名
...... 

。
眾
位
呀
!
快
來
報
名
罷

1
.
快
來
報
名
罷

1
.

別
太
晚
了
才
好

呢
!
」
@
內
務
府
也
將
學
堂
的
招
生
廣
告
寫
成
白
話
遍
貼
各
處
o
O
吉
林
巡
撫
為
了
改
良
警
政
和
私
塾
，
特
別

寫
了
白
話
告
示
，
分
發
各
處
張
貼
。
@
河
北
密
雲
縣
則
凡
是
曉
諭
百
姓
的
事
，
在
正
式
的
告
示
後
都
會
附
加
演

胡適與近代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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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一
段
白
話
，
所
以
「
街
上
俗
人
」
，
都
樂
於
傳
述
，
有
人
曾
經
從
店
中
的
伙
計
處
抄
到
勸
種
樹
的
白
話
一
張
，

@
可
以
想
見
這
類
的
白
話
大
概
傳
佈
得
非
常
廣
。
另
一
個
報
導
則
說
從
古
北
口
到
密
雲
縣
一
百
餘
里
的
大
道
兩

旁
，
栽
滿
了
楊
柳
。
@
密
雲
縣
的
作
法
似
乎
收
到
不
少
成
效
。

巡
警
局
由
於
和
一
般
人
的
日
常
生
活
息
息
相
關
，
再
加
上
新
政
的
推
行
，
所
以
特
別
多
的
白
話
告
示
。
從

我
們
現
在
蒐
集
到
的
資
料
，
天
津
和
北
平
在
這
一
方
面
表
現
得
特
別
突
出
。
北
京
外
城
巡
警
局
的
告
示
還
從
一

九
O
六
年
起
一
律
改
成
白
話
。
@
(
北
京
工
巡
局
的
告
示
則
已
在
前
一
年
一
律
改
為
白
話
@
)
內
容
則
從
禁
止

買
賣
春
藥
到
失
火
時
，
巡
警
應
如
何
應
變
，
無
所
不
包
。
@
茲
舉
數
例
如
下
。
一
九

O
五
年
十
月
，
天
津
巡
警

總
局
公
布
了
一
張
勸
論
，
大
意
是
說
這
幾
年
在
各
種
開
民
智
的
舉
措
後
，
天
津
的
風
氣
已
經
改
善
了
很
多
，
但

是
燒
冥
紙
的
「
陋
俗
」
依
然
如
故
。
這
種
習
俗
不
僅
本
身
沒
有
意
義
，
還
常
常
讓
消
防
隊
誤
認
為
有
火
警
而
徒

勞
往
返
。
因
此
為
了
改
革
陋
俗
和
維
護
安
全
，
希
望
民
眾
停
止
這
種
作
法
。
@
另
外
一
個
告
示
則
表
示
河
問
一

帶
不
久
要
實
施
新
兵
操
演
，
並
且
請
了
各
國
官
員
前
往
觀
閱
，
不
料
「
愚
民
無
知
」
'
一
傳
十
，
十
傳
百
，
到
最

後
居
然
傳
出
六
國
要
跟
中
國
開
戰
，
不
少
人
聽
後
恐
慌
而
打
算
搬
家
逃
離
。
巡
警
局
為
了
安
定
人
心
，
特
出
告

示
，
並
希
望
各
地
士
紳
四
處
演
講
，
把
實
情
告
訴
民
眾
。
@
天
津
在
一
九

O
六
年
已
經
通
行
電
車
，
對
一
般
人

來
說
，
這
還
是
相
當
新
鮮
的
事
，
常
常
有
大
人
小
孩
跟
著
車
子
跑
，
非
常
危
險
。
巡
警
局
為
此
不
只
一
次
的
出

白
話
文
告
，
除
了
對
上
述
的
行
為
嚴
加
禁
止
外
，
還
要
求
家
裡
的
父
兄
對
自
己
的
孩
子
多
多
管
教
。
同
時
對
乘

客
也
加
以
約
束
，
禁
止
在
車
子
停
妥
前
跳
車
.
，
又
由
於
拉
洋
車
的
很
容
易
和
電
車
相
撞
，
還
對
車
夫
作
了
一
些

限
制
。
@
北
京
的
警
部
則
對
各
地
的
警
兵
出
告
諦
，
要
求
他
們
改
正
違
背
警
章
的
行
為
o
@
有
時
對
一
些
芝
麻

蒜
皮
之
類
的
小
事
，
像
各
店
鋪
的
門
燈
高
低
不
齊
，
形
式
互
異
，
他
們
也
不
放
棄
「
明
白
曉
諭
」
一
番
。
@
而

胡適與白話文運動的再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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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了
推
行
地
方
自
治
，
並
讓
一
般
人
對
地
方
自
治
包
括
的
一
些
日
常
行
事
有
所
了
解
，
北
京
警
局
也
四
處
廣
貼

告
示
。
@
除
此
之
外
，
由
警
局
出
的
白
話
告
示
還
包
括

.• 

規
定
養
狗
的
人
家
在
晚
上
十
二
點
以
後
要
把
狗
關
在

家
裡
'
以
免
成
群
嚷
鬧
，
擾
人
清
夢
，
也
可
以
防
止
路
人
和
巡
警
被
咬
傷
@
﹒
'
賣
水
和
飲
水
的
人
都
必
需
講
求

衛
生
，
以
防
制
惡
疾
.
，
@
禁
止
燒
香
、
孟
蘭
盆
會
等
迷
信
.
，
@
禁
止
赤
身
裸
體
﹒
'
@
要
求
民
眾
清
掃
街
道
，
維

護
公
共
衛
生
以
防
止
瘟
疫
@
以
及
如
何
防
止
火
災
、
如
何
保
持
健
康
@
等
。

由
官
廳
發
布
的
白
話
，
也
有
很
多
不
是
以
單
張
的
告
示
形
式
出
現
o
像
一
九

O
三
年
，
四
川
的
警
察
局
就

刊
印
了
一
種
教
學
用
的
白
話
課
訣
，
共
印
行
了
五
萬
本
之
多
。
@
同
一
年
，
江
西
的
警
察
總
辦
叉
因
為
警
察
兵

的
日
漸
腐
敗
，
而
刊
行
訓
誠
一
本
，
編
成
白
話
，
發
給
每
個
警
兵
。
@
一
九

O
四
年
，
四
川
鹽
亭
縣
的
一
位
縣

令
刊
刻
了
一
本
淺
白
的
廣
蠶
桑
說
，
散
發
給
鄉
農
，
讓
他
們
知
道
選
種
改
良
的
方
法
。
@
直
隸
學
務
處
則
曾
公

開
徵
求
用
淺
白
文
字
寫
的
教
科
書
供
小
學
堂
的
學
生
使
用
，
@
這
次
徵
求
的
結
果
如
何
，
我
們
不
得
而
知
，
但

直
隸
學
務
處
的
作
法
卻
絕
非
特
例
，
御
史
杜
彤
就
曾
經
奏
請
學
部
，
把
中
國
歷
史
及
各
種
時
務
演
成
通
俗
白
話
，

頒
發
各
省
蒙
小
學
堂
作
為
教
科
書
。
@
也
有
大
臣
建
議
學
部
編
黨
立
憲
白
話
講
義
，
令
各
地
宣
講
o
@
學
部
本

身
為
了
推
廣
通
俗
教
育
，
在
一
九

O
八
年
頒
布
的
宣
講
用
書
章
程
中
，
也
鼓
勵
用
白
話
和
小
說
體
裁
的
講
本
o

@
此
外
，
奉
天
將
軍
為
了
改
善
邊
地
的
教
育
，
開
散
民
智
，
也
曾
筋
令
學
務
處
編
撰
白
話
講
義
，
頒
發
各
處
，

令
地
方
官
派
員
宣
講
。
@
北
京
的
練
兵
處
為
了
增
加
兵
士
的
知
識
，
讓
他
們
熟
悉
軍
律
，
就
打
算
把
古
今
戰
士

效
命
疆
場
的
事
跡
和
各
國
的
戰
史
，
編
成
一
本
白
話
，
名
日
《
行
軍
要
義
》
'
頒
發
給
各
營
隊
，
每
天
演
說
給
兵

士
聽
。
@
湖
北
提
學
司
則
令
人
將
咸
同
光
三
朝
政
要
編
成
白
話
通
俗
講
本
，
給
各
地
宣
講
所
的
講
員
作
演
說
時

的
依
據
。
@
京
師
勸
學
局
為
了
推
廣
教
育
，
特
別
編
了
一
本
勸
諭
父
兄
淺
說
，
分
送
各
學
區
廣
為
傳
佈
。
@
北

胡適與近代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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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
的
巡
警
總
廳
則
為
了
地
方
自
治
，
在
一
九
一

0
年
編
了
一
份
選
舉
淺
說
，
挨
戶
分
送
給
選
民
。
@
這
些
例
子

的
對
象
雖
然
有
別
，
但
用
意
、
精
神
卻
是
一
樣
的
。

私
人
寫
的
傳
單
、
講
本
之
類
的
白
話
作
品
，
在
內
容
上
也
包
括
得
很
膚
，
這
裡
只
舉
幾
個
代
表
性
的
例
子
。

和
宮
府
的
告
示
一
樣
，
戒
纏
足
也
是
一
個
重
要
的
議
題
。
如
上
海
的
天
足
會
為
了
讓
一
般
人
深
切
的
了
解
纏
足

的
弊
害
，
特
別
製
作
圖
說
，
在
各
處
街
道
張
貼
。
圖
說
上
半
部
畫
圖
，
下
半
部
是
白
話
，
觀
看
的
人
有
的
把
全

篇
撕
去
，
有
的
撕
上
半
截
的
圖
書
了
有
的
人
則
用
鉛
筆
抄
下
半
截
的
白
話
。
@
天
津
一
個
叫
劉
孟
揚
的
寒
士
組

了
一
個
公
益
天
足
社
，
並
且
寫
了
一
篇
勸
戒
纏
足
說
，
印
成
傳
單
分
送

•• 

劉
還
提
供
別
人
送
他
的
一
些
勸
纏
足

的
文
字
，
包
括
上
述
專
春
值
的
示
論
、
張
之
洞
的
戒
纏
足
會
章
程
敘
文
、
袁
世
凱
的
勸
不
纏
足
文
小
冊
和
一
些

不
知
作
者
的
宣
傳
像
救
弊
良
言
、
去
惡
俗
說
、
勸
放
足
論
、
纏
足
兩
說
演
義
等
，
供
人
翻
印
。
@
四
川
成
都
圖

書
局
的
傳
樵
村
則
作
了
一
篇
勸
戒
纏
足
俗
歌
，
刊
印
分
送
。
@

一
九
O
五
年
美
國
禁
止
華
工
的
條
約
公
開
後
，
在
中
國
各
地
引
起
了
軒
然
大
波
。
很
多
地
方
都
發
起
抵
制

美
貨
運
動
。
北
京
各
學
堂
的
學
生
在
六
月
初
的
時
候
就
印
製
了
傳
單
，
列
舉
美
貨
的
名
單
，
勸
人
拒
買
。
@
保

定
有
三
個
志
士
寫
了
一
篇
禁
買
美
貨
約
，
上
面
橫
寫
了
「
快
看
」
兩
個
大
字
，
貼
在
各
胡
同
口
，
圍
觀
的
人
非

常
多
，
還
有
不
識
字
的
要
求
別
人
講
說
。
一
些
天
津
和
山
東
的
愛
國
商
人
則
寫
了
一
篇
「
中
國
愛
國
的
商
民
請

看
」
'
準
備
印
一
萬
張
送
人
。
@
北
京
一
商
會
則
把
京
話
日
報
上
抵
制
美
禁
華
工
的
演
說
印
了
一
萬
份
，
分
送
給
各

商
號
。
@
天
津
東
門
外
則
有
一
個
人
挨
家
挨
戶
的
分
送
傳
單
，
標
題
是
「
敬
勸
同
胞
不
買
美
貨
」
'
東
馬
路
上
也

貼
著
這
份
傳
單
，
引
起
一
大
堆
人
圍
觀
。
@
廣
東
寧
陽
的
幾
位
志
士
則
公
議
把
美
約
的
要
件
印
成
白
話
，
託
輪

渡
的
旅
客
四
處
散
發
。
@

胡適與白話文運動的再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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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外
，
一
些
突
發
的
事
件
，
像
一
九

O
七
年
的
江
北
大
水
災
，
也
會
帶
來
白
話
宣
傳
的
高
潮
。
北
京
中
國

婦
人
會
的
英
淑
仲
就
為
此
印
了
幾
萬
張
附
有
難
民
圖
的
敢
示
，
到
處
散
發
。
@
地
方
上
的
銀
行
、
善
會
、
志
士

也
紛
紛
印
發
傳
單
勸
募
。
@
而
像
國
民
捐
的
勸
募
'
@
民
立
學
堂
、
工
廠
的
招
生
廣
告
，
@
介
紹
地
方
自
治
，

請
求
速
開
國
會
等
憲
政
事
宜
，
@
也
透
過
白
話
引
起
了
更
大
的
注
意
。

胡適與近代中國

三
、
重
新
看
胡
適
在
中
國
近
代
白
話
運
動
史
上
的
地
位

從
上
面
的
敘
述
，
我
們
可
以
很
清
楚
的
看
出
白
話
文
的
發
展
，
在
清
末
已
經
成
為
一
個
重
要
的
思
想
、
文

化
與
社
會
運
動
。
這
當
然
不
是
說
白
話
已
經
取
得
絕
對
的
優
勢
，
成
為
當
時
中
國
各
地
普
遍
使
用
的
書
寫
工
具
。

毫
無
疑
問
的
，
白
話
的
使
用
基
本
上
還
是
一
些
大
城
市
裡
比
較
風
行
。
事
實
上
，
這
跟
整
個
中
國
的
現
代
化
的

趨
向
若
合
符
節
。
最
近
阿
巴

F
P
E
U
E

對
前
江
的
研
究
就
指
出
明
顯
的
區
域
性
的
差
異
。
他
根
據
人
口
、
財

政
等
幾
個
因
素
，
把
斯
江
分
成
內
、
外
核
心
與
邊
峰
等
四
個
區
域
。
內
核
心
(
吉
思
「

8
2
)
區
的
現
代
化
發
展
最

見
績
效
，
其
他
以
次
遞
減
。
@
二
十
世
紀
初
期
之
際
，
清
政
府
鼓
勵
各
地
設
立
議
會
等
各
種
自
治
機
構
，
以
及

商
會
、
農
會
、
教
育
會
等
職
業
性
的
團
體

•• 

這
些
團
體
就
成
為
當
時
各
項
改
革
和
新
政
的
主
要
推
動
組
織
。
@

而
不
論
是
這
些
團
體
的
數
目
或
是
推
行
的
新
政
，
都
是
越
核
心
的
地
區
越
多
，
也
越
見
成
果
。
核
心
區
的
領
袖

對
變
革
有
轍
銳
的
感
觸
，
致
力
參
與
政
治
和
公
共
事
務
，
積
極
提
倡
教
育
、
經
濟
方
面
的
改
革
﹒
﹒
邊
陣
地
區
則

變
革
遲
緩
，
傳
統
的
勢
力
依
然
有
著
強
大
的
影
響
。
@
以
現
代
式
的
新
聞
事
業
而
言
，
到
一
九
二

0
年
代
中
葉

為
止
，
就
只
存
在
於
內
核
心
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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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
此
而
論
，
白
話
文
在
大
城
市
的
特
別
風
行
，
無
寧
是
非
常
自
然
的
。
當
然
這
也
不
是
沒
有
例
外
。
像
以

寫
鴛
鴦
蝴
蝶
派
小
說
著
稱
的
包
天
笑
，
年
輕
時
也
在
家
鄉
辦
過
蘇
州
白
話
報
。
報
紙
出
刊
後
，
他
們
並
不
向
城

市
裡
銷
售
，
反
而
往
鄉
村
城
鎮
進
攻
，
並
且
特
地
派
人
到
鄉
間
去
貼
招
紙
。
這
份
每
冊
只
有
八
頁
的
旬
報
，
第

一
期
共
計
售
出
七
、
八
百
份
，
都
是
由
各
鄉
鎮
的
小
航
船
帶
去
賣
的
，
許
多
市
鎮
的
小
雜
貨
店
也
代
為
寄
賣
。

@
而
上
文
舉
的
一
些
告
示
等
宣
傳
品
，
特
別
是
各
縣
政
府
印
行
的
，
很
有
可
能
傳
佈
到
鄉
間
。
即
使
類
似
的
例

子
不
多
見
，
也
不
會
影
響
到
本
文
的
論
旨
。
因
為
這
裡
我
要
特
別
強
調
的
是
過
去
我
們
對
清
末
白
話
文
的
發
展
，

多
半
都
忽
略
掉
了
，
更
沒
有
人
把
這
項
發
展
放
在
清
末
開
民
智
的
思
潮
和
運
動
中
去
估
量
其
意
義
。
事
實
上
，

即
使
我
們
僅
從
清
末
白
話
文
在
數
量
上
的
統
計
著
眼
(
像
上
文
中
提
到
的
白
話
報
的
數
目
、
京
話
日
報
的
銷
售

量
、
某
些
傳
單
印
發
的
張
數
等
)
，
也
足
以
讓
我
們
思
考
它
們
在
質
量
上
可
能
造
成
的
轉
變
和
意
義
。
進
一
步
看
，

整
個
清
末
的
下
層
社
會
做
蒙
運
動
和
白
話
文
運
動
在
思
想
、
文
化
和
社
會
史
上
的
重
要
性
，
在
於
它
們
為
日
俊

中
國
歷
史
發
展
上
的
一
些
重
大
動
向
(
這
些
動
向
如
果
用
一
句
話
來
概
括
，
可
以
說
是
共
產
黨
和
非
共
的
知
識

分
子
在
思
想
、
文
化
、
社
會
的
層
面
走
向
人
民
的
各
種
運
動
)
，
開
散
了
具
有
實
質
意
義
的
源
頭

o
r
y
嵩
山
門
芯
教

授
認
為
康
有
為
、
嚴
復
、
梁
敢
超
、
譚
桐
同
、
章
炳
麟
、
王
國
維
那
一
代
是
中
國
近
代
史
上
真
正
突
破
的
一
代
，

可
以
說
是
一
個
有
洞
燭
力
的
論
斷
。
@
就
白
話
文
而
且
一
一
口
，
我
們
也
可
以
說
清
末
最
後
十
年
的
發
展
是
中
國
近
代

白
話
運
動
史
真
正
的
開
端
。
五
四
的
白
話
文
運
動
絕
不
是
一
個
突
如
其
來
的
異
物
，
而
是
清
未
發
展
的
延
伸
和

強
化
。
換
句
話
說
，
清
末
的
白
話
和
五
四
的
白
話
並
不
是
兩
個
互
不
相
干
的
發
展
，
而
是
同
一
個
延
續
不
曾
斷

絕
的
新
的
歷
史
動
向
的
產
物
。

我
們
說
五
四
白
話
和
清
末
的
白
話
屬
於
同
一
個
不
曾
斷
絕
的
傳
統
，
最
直
接
的
證
據
是
領
導
一
九
一

0
年

胡適與白話文運動的再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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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白
話
文
運
動
的
兩
個
台
柱

|
!
i

胡
適
和
陳
獨
秀
|
|
都
在
一
九

0
0
年
代
的
主
要
白
話
刊
物
上
寫
過
大
量
的

文
字
，
而
且
其
中
的
一
些
主
張
都
成
為
一
九
一

0
年
代
歐
裝
運
動
中
新
思
想
的
要
素
。
像
陳
獨
秀
在
安
徽
俗
話

報
中
連
載
了
好
幾
期
的
「
惡
俗
篇
」
'
就
對
傳
統
的
婚
姻
制
度
大
加
抨
擊
。
對
陳
來
說
傳
統
婚
姻
制
度
的
最
大
問

題
是
「
不
合
情
理
」
，
他
特
別
對
女
性
在
這
種
制
度
下
所
受
到
的
迫
害
，
大
發
不
平
之
鳴
。
他
還
舉
了
安
徽
「
等

兒
媳
」
的
風
俗
來
說
明
。
在
這
個
習
俗
下
，
沒
有
兒
子
的
人
家
常
常
先
娶
了
媳
婦
，
等
兒
子
出
生
。
如
果
不
幸

這
戶
人
家
一
直
沒
有
子
桐
，
先
娶
過
門
的
媳
婦
也
要
等
到
二
十
多
歲
才
可
以
另
外
擇
配
。
即
使
這
戶
人
家
有
了

兒
子
，
也
總
是
「
十
八
歲
大
姐
周
歲
郎
」
'
「
那
媳
婦
也
少
不
得
守
十
幾
年
青
春
活
寡
，
才
能
夠
成
親
婚
配
」

0

「
你

道
這
是
天
地
問
何
等
不
合
情
理
的
慘
事
哩
!
」
@
陳
獨
秀
這
種
質
疑
的
口
氣
和
態
勢
，
已
經
頗
有
五
四
時
期
魯

迅
所
謂
「
吃
人
的
禮
教
」
的
味
道
。
陳
在
討
論
了
其
他
一
些
不
合
理
的
婚
姻
習
俗
後
，
對
男
女
平
等
之
義
再
三

闡
述
，
並
提
出
女
性
應
該
有
自
由
離
婚
的
權
利
，
有
不
守
節
改
嫁
的
權
利
。
@
他
還
對
女
子
為
了
取
悅
男
人
而

妝
扮
自
己
的
作
法
冷
嘲
熱
諷
，
認
為
是
像
對
囚
犯
的
刑
罰
，
女
子
的
種
種
飾
物
就
像
是
腳
鍊
、
手
銬
、
枷
鎖
一

樣
。
他
因
此
要
婦
女
們
反
省

.. 

「
受
了
許
多
苦
處
，
裝
扮
得
似
蝴
蝶
兒
一
般
，
到
底
是
要
給
他
人
看
呢
?
還
是

自
己
看
呢
?
」
分
析
到
最
後
，
婦
女
努
力
裝
扮
自
己
的
現
象
背
後
所
透
露
的
訊
息
不
過
是
「
混
帳
的
男
人
，
華

女
子
來
當
做
玩
弄
的
器
具
。
」
@
這
句
話
和
胡
適
後
來
寫
易

L
P

生
主
義
，
大
力
推
銷
娜
拉
時
，
說
娜
拉
的
先
生

最
大
的
錯
處
，
「
在
他
把
娜
拉
當
作
『
玩
意
兒
』
看
待
」
'
@
幾
乎
如
出
一
轍
。
陳
獨
秀
要
女
人
自
省
，
不
要
作

男
人
的
囚
犯
﹒
，
主
張
女
人
有
離
婚
的
權
利
，
雖
然
不
像
後
來
哪
拉
為
了
對
自
己
的
責
任
，
為
人
發
展
個
人
的
自

由
意
志
而
離
家
出
走
那
麼
的
戲
劇
化
，
@
也
沒
有
像
胡
適
那
樣
全
面
而
深
入
的
點
出
個
人
主
義
的
題
旨
，
但
在

本
質
上
已
經
強
烈
的
顯
現
出
五
四
的
故
蒙
精
神
。
他
對
西
洋
婚
姻
的
羨
慕
，
@
在
當
時
就
已
經
得
到
迴
響
，
在

胡適與近代中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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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主
編
的
安
徽
俗
話
報
上
不
久
就
出
現
了
主
張
婚
姻
自
由
的
議
論
。
@
雖
然
我
們
不
知
道
寫
這
篇
「
再
論
婚
姻
」

的
真
正
作
者
是
誰
，
但
這
一
點
也
不
影
響
我
們
前
述
的
論
斷

.. 

即
清
末
的
白
話
和
五
四
的
白
話
在
本
質
和
精
神

上
有
許
多
一
脈
相
承
之
處
，
即
使
前
者
在
論
證
或
演
繹
上
不
及
後
者
的
周
延
、
深
入
，
在
立
場
土
也
不
及
後
者

那
麼
激
烈
或
極
端
，
但
發
展
的
脈
絡
和
痕
跡
卻
歷
歷
可
見
。

這
個
發
展
的
過
程
在
胡
適
的
夫
于
自
道
中
看
的
格
外
清
楚
，
上
克
中
引
用
胡
適
自
己
的
話
說
他
在
競
業
旬

報
上
寫
的
幾
十
篇
文
字
，
「
不
但
給
了
我
一
個
發
表
思
想
和
整
理
思
想
的
機
會
，
還
給
了
我
一
年
多
作
白
話
文
的

訓
練
」
'
@
就
是
一
個
最
好
的
說
明
。
這
一
年
多
的
訓
練
不
僅
使
白
話
從
此
成
了
他
的
一
種
工
具
，
也
不
僅
預
示

了
他
日
後
文
章
的
風
格
，
「
長
處
和
短
處
」
'
另
外
一
個
值
得
重
視
的
地
方
是
胡
適
日
後
思
想
的
一
些
要
素
，
在

此
已
可
以
看
出
它
們
的
活
水
源
頭
。
用
胡
適
自
己
的
話
來
說

.. 

「
有
一
些
思
想
後
來
成
為
我
的
重
要
出
發
點
的
，

在
那
十
七
八
歲
的
時
期
已
有
了
很
明
白
的
傾
向
了
。
」
@
舉
例
來
說
，
他
從
旬
報
的
第
三
期
起
開
始
連
載
一
部

長
篇
小
說
，
題
目
叫
「
真
如
島
」
'
目
的
在
「
破
除
迷
信
，
開
通
民
智
」

o

寫
到
第
八
回
時
，
胡
適
借
主
角
孫
紹

武
之
口
，
大
談
起
因
果
問
題
來
，
說

•• 

「
譬
如
窗
外
這
一
樹
花
兒
，
枝
枝
朵
朵
都
是
一
樣
，
何
曾
有
什
麼
好
歹

善
惡
的
分
別
?
不
多
一
會
，
起
了
一
陣
狂
風
，
把
一
樹
花
吹
一
個
『
花
落
花
飛
飛
滿
天
』
，
那
許
多
花
朵
，
有
的

吹
上
簾
攏
，
落
在
錦
茵
之
上
.
，
有
的
吹
出
牆
外
，
落
在
糞
潤
之
中
。
這
落
花
的
好
歹
不
同
，
難
道
說
這
是
這
幾

枝
花
的
善
惡
報
應
不
成
?
」
@
這
大
概
是
范
慎
的
「
神
滅
論
」
第
一
次
被
人
用
這
麼
淺
近
的
白
話
翻
譯
出
來
。

用
范
緝
的
反
駁
因
果
關
係
的
思
想
來
宣
揚
無
神
的
觀
念
，
並
攻
擊
宗
教
信
仰
中
的
種
種
迷
信
，
在
不
到
十
七
歲

的
胡
適
的
思
想
中
已
經
牢
牢
地
生
根
，
並
成
為
他
一
生
的
基
本
信
念
。
後
來
到
美
國
留
學
期
間
，
他
又
對
神
滅

神
不
滅
的
問
題
作
進
一
步
的
探
討
，
並
回
憶
自
己
這
個
見
解
的
發
展
過
程
。
他
說
在
十
二
歲
時
讀
通
鑑
'
「
見
范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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鎮
此
書
，
以
為
精
闢
無
倫
，
遂
持
無
鬼
之
論
，
以
此
為
中
堅

o

十
七
歲
為
競
業
旬
報
作
無
鬼
語
，
亦
首
揭
此
則
」

0

到
了
美
國
後
，
因
為
「
稍
讀
書
治
科
學
」
'
才
知
道
范
續
在
某
些
地
方
用
類
推
法
作
比
喻
，
在
論
理
上
有
瑕
疵

o

@
不
過
這
並
未
影
響
到
他
對
鬼
神
之
說
的
立
場
，
反
而
更
足
以
說
明
他
對
這
個
問
題
的
持
久
的
關
注
。
在
一
九

一
九
年
第
一
次
發
表
的
名
著
「
不
朽

l
i
l

我
的
宗
教
」
一
文
中
，
胡
適
又
再
度
引
用
神
滅
論
來
說
明
他
的
觀
點
。

@
一
直
到
一
九
四
五
年
他
五
十
五
歲
的
時
候
，
還
是
對
范
績
不
能
忘
情
，
在
英
國
康
橋
修
正
寫
定
了
「
考
范
鎮

發
表
『
神
滅
論
』
在
梁
天
監
六
年
」
一
文
。
@

胡
適
另
外
一
個
不
要
兒
子
的
理
論
，
也
在
五
四
時
期
反
孔
非
孝
的
辯
論
中
掀
起
過
漫
天
波
瀾
，
而
這
種
思

想
的
核
心
也
同
樣
見
於
他
此
時
的
言
論
。
在
一
九

O
八
年
於
上
海
發
刊
的
安
徽
白
話
報
的
創
刊
號
上
，
胡
適
寫

了
一
篇
「
論
繼
承
之
不
近
人
情
」
(
這
篇
文
章
後
來
轉
載
在
競
業
旬
報
第
二
十
九
期
了
在
文
章
中
，
他
用
激
烈

的
口
氣
批
評
「
把
兄
弟
的
兒
子
承
繼
做
兒
子
」
這
件
事
，
認
為
是
一
件
「
最
傷
天
害
理
，
最
背
倫
理
豈
有
此
理

的
風
俗
」
'
「
是
一
種
剝
奪
人
權
的
野
蠻
制
度
」
。
@
他
並
由
此
更
進
一
步
，
不
但
反
對
承
繼
兒
子
，
並
且
根
本
疑

問
為
什
麼
一
定
要
兒
子
。
在
這
篇
文
章
的
最
後
，
他
提
供
了
一
套
嶄
新
的
看
法

.. 

「
我
如
今
要
薦
一
個
極
孝
順

的
兒
子
給
我
們
中
國
四
萬
萬
同
胞
。
這
個
兒
子
是
誰
呢
?
便
是
『
社
會
芒
。
這
番
議
論
，
後
來
因
為
留
美
期
間

讀
了
培
根
的
論
文
，
而
得
到
進
一
步
的
發
揮
，
成
了
胡
適
有
名
的
「
無
後
主
義
了
@
據
胡
適
日
記
的
記
載
，
他

是
看
了
培
根
的
「
婚
娶
與
獨
處
論
」
及
「
父
子
論
」
而
深
有
所
感
。
培
根
在
文
章
中
品
道

•. 

「
天
下
最
大
事
功

為
公
眾
而
作
者
，
必
皆
出
於
不
婚
或
無
子
之
人
，
其
人
雖
不
婚
無
後
，
然
實
已
以
社
會
為
妻
為
于
矣
!
L
「
吾
人

行
見
最
偉
大
之
事
功
皆
出
於
無
子
之
人
耳
。
其
人
雖
不
能
以
形
體
傳
後
，
然
其
心
思
精
神
則
已
傳
矣
!
故
唯
無

後
者
，
乃
最
能
傳
後
者
也

o

」
胡
適
原
有
的
「
以
社
會
為
兒
子
」
的
獨
特
見
解
，
培
根
在
這
裡
用
更
具
煽
動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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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言
辭
表
達
出
來
。
胡
適
雖
然
對
培
根
的
人
品
頗
有
微
辭
，
但
對
這
番
議
論
則
大
表
佩
服
，
不
斷
誇
獎
其
魄
力
、

見
地
，
甚
至
說
出
「
吾
嘗
疑
吾
國
二
千
年
來
無
論
文
學
、
哲
學
、
科
學
、
政
治
，
皆
無
有
出
穎
拔
萃
之
人
物
，

其
最
大
原
因
，
毋
為
『
不
孝
有
了
了
無
後
為
大
』
一
言
蠍
」
之
穎
的
話
。
他
因
此
提
出
「
無
後
」
之
說
，
要
人

人
「
知
後
之
不
足
重
，
而
無
后
之
不
足
憂
。
」
@
上
文
提
到
的
「
不
朽
|
|
我
的
宗
教
」
一
文
，
也
是
由
此
演

變
而
來
。
@
此
外
像
「
我
的
兒
子
」
等
文
章
，
基
本
上
也
是
這
個
觀
點
的
引
申
o
@

不
但
陳
獨
秀
和
胡
適
在
五
四
時
的
一
些
思
想
可
以
追
溯
到
一
九

0
0
年
代
發
表
的
白
話
作
品
中
，
胡
適
一

些
有
關
白
話
文
學
的
獨
到
見
解
，
在
此
之
前
也
有
人
提
出
過
。
一
九

O
四
年
發
表
的
一
篇
提
倡
白
話
報
的
文
章

中
，
就
提
出
了
「
文
學
進
化
」
的
觀
點
。
這
篇
文
章
開
宗
明
義
先
表
明
「
白
話
報
者
，
文
明
普
及
之
本
也
」
'
接

下
來
就
討
論
文
學
由
文
言
到
白
話
的
演
化
。
作
者
引
用
一
個
叫
澀
江
保
寫
的
羅
馬
文
學
史
，
認
為
中
國
文
學
的

進
化
和
羅
馬
文
學
的
發
展
相
同
，
都
是
韻
文
完
備
後
有
散
文
，
史
詩
工
善
後
有
戲
曲
。
宋
以
下
，
「
文
詞
益
淺
，

而
儒
家
之
語
錄
以
興
。
元
代
以
來
，
復
盛
行
詞
曲
，
此
皆
語
言
文
字
合
一
之
漸
也
，
故
小
說
之
體
即
由
是
而
興
。
」

作
者
並
認
為
水
滸
傳
、
三
國
演
義
等
書
，
實
在
是
白
話
報
和
歷
史
傳
記
的
先
導
。
這
種
一
步
一
步
的
演
變
，
正

是
「
進
化
之
公
理
」
。
@
這
些
看
法
和
胡
適
在
「
歷
史
的
文
學
觀
念
論
」
中
的
議
論
相
比
，
已
經
可
以
說
是
規
模

粗
具
了
。而

在
另
一
篇
文
章
中
，
作
者
有
感
於
官
話
報
既
不
普
及
，
又
不
易
了
解
，
而
提
出
了
「
國
文
」
與
「
國
語
」

統
一
的
要
求
。
@
這
篇
文
章
在
這
方
面
的
論
述
雖
然
籠
統
、
簡
略
，
但
說
它
已
經
有
了
一
點
「
國
語
的
文
學
，

文
學
的
國
語
」
的
意
思
，
應
不
為
過
。

除
了
這
些
例
子
，
前
文
中
提
到
的
許
多
白
話
報
激
烈
抨
擊
當
政
者
的
作
風
和
它
們
的
故
蒙
性
格
，
以
及
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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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白
話
論
述
中
強
烈
批
評
傳
統
習
俗
的
文
字
，
也
已
經
和
五
四
反
宗
教
、
反
傳
統
、
反
權
威
與
提
倡
敢
蒙
的
幾

個
重
要
主
旨
前
後
輝
映
。

上
面
的
論
述
，
應
該
已
經
把
五
四
和
清
末
白
話
的
傳
承
，
延
續
關
係
闡
釋
得
相
當
清
楚
。
但
這
裡
必
需
特

別
強
調
的
是
，
說
五
四
白
話
和
清
末
白
話
有
明
晰
可
察
的
傳
承
、
延
續
關
係
，
卻
並
不
表
示
這
兩
個
時
期
的
白

話
運
動
是
相
同
的
東
西
。
我
們
如
果
把
清
末
的
白
話
比
成
樹
苗
，
五
四
的
白
話
文
就
應
該
是
枝
葉
扶
疏
的
大
樹

了
。
大
樹
雖
由
樹
苗
衍
生
出
來
，
但
卻
不
表
示
大
樹
和
樹
苗
是
一
個
東
西
。
事
實
上
，
五
四
的
白
話
文
運
動
和

清
末
的
白
話
發
展
確
實
有
著
重
大
的
差
異
。
胡
適
，
正
是
造
成
這
種
差
異
的
主
要
因
素
之
一

在
這
篇
文
章
的
開
頭
，
曾
經
提
到
胡
適
對
清
末
白
話
文
的
發
展
有
相
當
的
了
解
。
但
基
本
上
，
他
認
為
這

個
時
候
的
白
話
運
動
有
兩
個
重
大
的
缺
點

.. 

一
是
「
白
話
的
採
用
，
仍
舊
是
無
意
的
、
隨
便
的
，
並
不
是
有
意

的
。
」
相
形
之
下
，
民
國
六
年
的
文
學
革
命
則
是
一
種
有
意
的
主
張
。
@
在
另
外
一
個
地
方
，
他
對
這
種
看
法

稍
加
修
正
，
認
為
前
此
提
倡
白
話
文
的
人
，
是
「
有
意
的
主
張
白
話
」
，
但
卻
不
會
「
有
意
的
主
張
白
話
文
學
」

0

@
第
二
個
缺
點
是
清
末
提
倡
白
話
的
人
，
還
存
有
「
我
們
」
、
「
他
們
」
的
心
理
。
@
「
他
們
」
應
該
用
白
話
，

我
們
則
繼
續
做
古
文
古
詩
。
「
我
們
不
妨
依
舊
吃
肉
，
但
他
們
下
等
社
會
不
配
吃
肉
，
只
好
拋
塊
骨
頭
給
他
們
吃

去
罷
!
」
@
上
等
的
士
大
夫
明
知
道
白
話
文
可
以
作
「
開
通
民
智
」
的
工
具
，
可
是
自
己
卻
瞧
不
起
白
話
文
，

認
為
白
話
只
能
用
於
無
知
的
百
姓
，
而
不
可
用
於
上
流
社
會
。
他
們
依
然
「
迷
戀
著
古
文
字
的
殘
骸
」
'
繼
續
認

漢
字
，
唸
八
股
，
做
古
文
，
而
另
外
作
一
些
白
話
、
字
母
、
拼
音
文
字
給
下
等
人
使
用
。
@

胡
適
所
指
陳
的
這
兩
個
缺
點
，
大
體
上
指
出
了
清
末
白
話
文
運
動
的
特
色
或
不
足
之
處
，
這
裡
打
算
進
一

步
加
以
引
申

o

如
前
所
述
，
清
末
提
倡
白
話
的
原
因
最
主
要
的
是
為
了
敢
豪
救
亡
，
對
象
則
以
下
層
社
會
為
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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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有
一
些
人
主
張
藉
白
話
來
開
發
「
中
下
等
社
會
」
，
但
基
本
上
，
仍
然
以
下
等
人
為
最
大
的
訴
求
對
象
。
這
從

當
時
白
話
文
在
風
格
上
與
傳
統
的
說
書
或
是
善
書
、
聖
識
廣
訓
之
類
的
文
字
有
許
多
類
同
之
處
可
以
看
出
。
@

不
過
男
外
一
方
面
，
前
面
已
提
到
，
這
個
時
候
也
有
不
少
文
章
有
意
無
意
的
以
上
等
社
會
或
受
過
不
少
教
育
的

人
為
對
象
，
而
它
們
實
際
的
讀
者
中
也
有
不
少
是
思
想
前
進
的
學
生
、
老
師
一
類
的
知
識
分
子
。
@
很
顯
然
的
，

某
些
白
話
報
刊
已
經
成
為
宣
傳
新
思
想
、
新
知
識
的
主
要
媒
介
。
由
這
裡
我
們
可
以
明
顯
的
看
出
清
末
白
話
的

過
渡
性
質
。
這
種
過
渡
不
僅
顯
現
在
它
的
內
容
、
風
格
和
表
現
手
法
上
，
也
表
現
在
讀
者
的
身
分
上
。
胡
適
說

這
個
時
期
的
白
話
作
者
仍
然
存
在
著
「
我
們
」
、
「
他
們
」
的
分
別
，
固
然
大
體
不
差
，
但
我
們
也
要
注
意
到
清

末
白
話
逐
漸
向
「
中
等
社
會
」
乃
至
「
上
等
社
會
」
移
動
的
現
象
，
特
別
是
對
有
新
視
野
的
知
識
分
子
的
影
響
，

更
值
得
重
視
。

就
第
二
點
而
言
，
胡
適
說
清
末
在
白
話
的
使
用
上
依
舊
是
無
意
的
、
隨
便
的
，
而
缺
少
「
有
意
的
主
張
」
'

可
以
說
是
大
錯
特
錯
。
但
他
又
說
他
們
只
是
「
有
意
的
主
張
白
話
」
而
不
曾
「
有
意
的
主
張
白
話
文
學
」
'
則
是

值
得
玩
味
的
解
釋
。
清
末
白
話
因
為
以
下
等
人
為
主
要
對
象
，
目
的
在
為
他
們
「
說
法
」
、
「
開
智
」
'
所
以
多
半

只
是
想
怎
麼
樣
用
最
簡
單
的
表
達
方
式
把
意
思
傳
達
清
楚
。
為
了
牽
就
對
象
、
為
了
達
到
他
們
最
關
懷
的
目
的
，

這
些
文
字
往
往
「
質
勝
於
文
」
'
流
為
說
書
或
傳
統
勸
戒
文
字
的
黨
臼
中
。
用
這
種
未
經
刻
意
球
磨
、
修
飾
、
精

錦
的
文
字
而
想
贏
得
講
求
詩
章
，
長
久
接
受
文
字
訓
練
的
傳
統
讀
書
人
的
青
睞
，
在
科
舉
沒
有
廢
除
，
傳
統
的

秩
序
仍
然
沒
有
完
全
解
體
的
年
代
，
其
困
難
是
可
以
想
像
的
。
要
他
們
為
下
等
人
寫
一
些
哩
俗
的
宣
傳
文
字
當

然
可
以
，
但
要
他
們
「
盡
廢
古
書
，
改
行
用
土
語
為
文
字
。
」
@
卻
是
抵
死
難
從

o

林
琴
南
在
清
末
的
時
候
寫

了
不
少
白
話
文
，
@
但
對
胡
適
等
人
的
文
學
革
命
主
張
卻
聲
嘶
力
竭
的
痛
加
提
伐
，
可
以
說
是
最
戲
劇
性
地
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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筒
中
癥
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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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
適
提
出
的
革
命
十
字
真
言
「
國
語
的
文
學
，
文
學
的
國
語
了
乍
看
之
下
，
實
在
模
糊
難
解
，
但
如
果
放

在
這
樣
的
脈
絡
下
來
看
，
就
可
以
很
容
易
的
看
出
他
的
命
意
所
在
。
清
末
的
白
話
講
求
的
只
是
把
文
字
作
為
載

道
的
工
具
，
胡
適
卻
知
道
只
載
道
，
而
不
對
文
字
本
身
加
以
精
鍊
'
是
無
法
取
得
上
層
社
會
認
同
的
。
他
在
介

紹
歐
洲
的
文
藝
復
興
時
，
特
別
提
到
各
國
國
語
復
興
的
過
程
，
本
來
在
「
中
古
之
歐
洲
，
各
國
皆
有
其
土
語
，

而
無
有
文
學
」
二
直
等
到
但
丁
等
人
用
義
大
利
文
創
造
了
一
些
偉
大
的
文
學
作
品
後
，
本
來
是
地
方
方
言
的
義

大
利
文
才
取
代
了
拉
丁
文
，
成
為
通
行
的
國
語
。
其
他
各
國
的
情
形
也
類
似
o
@
而
在
中
國
，
水
滸
傳
、
西
遊

記
、
紅
樓
夢
、
儒
林
外
史
等
正
是
和
但
丁
等
人
用
土
語
、
方
言
創
造
出
偉
大
的
文
學
作
品
一
樣
，
是
建
設
白
話

成
為
新
的
中
國
語
的
過
程
中
，
必
不
可
缺
的
寶
藏
。
清
末
的
白
話
用
來
載
道
固
不
成
問
題
，
要
用
來
言
志
，
表

達
複
雜
的
人
生
感
情
，
卻
是
力
有
未
逮
。
這
就
是
為
什
麼
提
倡
白
話
文
學
的
原
因
了
。

白
話
必
須
加
以
鍛
鍊
三
讓
它
足
以
用
來
創
造
文
學
作
品
，
且
-
旭
樣
白
話
才
能
夠
成
為
眾
人
皆
愛
的
文
字
(
國

語
)
這
一
層
意
思
，
胡
適
在
一
九
一
六
年
七
月
寫
給
梅
光
姐
的
一
首
白
話
詩
中
已
經
可
以
窺
見
端
倪
。
這
首
詩

是
這
麼
寫
的
﹒
﹒
@

今
我
苦
口
吐
舌
，
算
來
卻
是
為
何
?

正
要
求
今
日
的
文
學
大
家
，

把
那
些
活
活
潑
潑
的
白
話
，

拿
來
「
鍛
鍊
」
.•.... 

拿
來
啄
磨
，

拿
來
作
文
演
況
，
作
曲
作
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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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幾
個
白
話
的
囂
俄
'
和
幾
個
白
話
的
東
坡

而
他
在
用
自
話
寫
小
說
、
詞
曲
、
演
說
的
主
張
得
到
論
敵
梅
光
旭
、
任
叔
、
水
的
大
致
認
可
後
，
@
還
緊
追
不
捨
，

堅
持
要
用
白
話
作
詩
，
以
搶
奪
下
白
話
文
學
這
場
戰
爭
中
的
最
大
壁
壘
，
分
析
到
最
後
，
還
是
因
為
詩
畢
竟
是

文
字
最
精
純
的
結
晶
，
是
文
學
藝
術
的
極
致
表
現
。
詩
這
個
用
以
言
志
的
戰
場
可
以
攻
下
，
白
話
文
的
成
功
才

可
以
得
到
終
極
的
保
障
。

所
以
胡
適
對
五
四
白
話
文
運
動
的
最
大
貢
獻
，
就
在
他
把
清
末
已
經
蓬
勃
發
展
的
白
話
文
重
新
定
位
，
將

它
的
對
象
從
下
等
社
會
或
中
下
等
社
會
，
擴
及
到
每
個
層
面

.• 

將
它
的
使
用
者
從
「
都
下
引
車
賣
漿
之
徒
」
提

昇
到
大
學
教
授
和
文
學
、
藝
術
殿
堂
的
守
衛
者
。
用
他
自
己
的
話
來
說
，
「
白
話
並
不
單
是
『
開
通
民
智
』
的
工

且
(
，
白
話
乃
是
創
造
中
國
文
學
的
唯
一
工
具
，
白
話
不
是
只
配
拋
給
狗
吃
的
一
塊
骨
頭
，
乃
是
我
們
全
國
人
都

該
賞
識
的
一
件
好
寶
貝
。
」
@
清
末
仍
然
帶
有
泥
土
味
的
白
話
在
胡
適
的
往
復
辯
難
和
大
力
提
倡
下
，
終
於
升

堂
入
室
，
發
展
到
一
個
新
的
境
地
。

從
這
個
角
度
來
看
，
胡
適
在
他
晚
年
的
自
述
中
說
，
對
五
四
時
期
的
「
新
文
化
運
動
」
或
「
新
思
想
運
動
」
，

他
寧
願
用
「
文
藝
復
興
」
這
個
名
辭
來
指
稱
，
是
完
全
可
以
理
解
的
。
他
雖
然
知
道
文
藝
復
興
的
涵
意
甚
廣
，

帶
來
了
「
新
文
學
、
新
文
藝
、
新
科
學
、
新
宗
教
」
，
但
他
更
重
視
的
無
寧
是
「
文
藝
」
這
兩
個
字
一
般
性
和
最

明
顯
的
意
思
.. 

文
學
與
藝
術
。
他
在
提
到
「
新
潮
社
」
的
成
員
可
能
受
到
他
的
影
響
，
而
把
整
個
五
四
運
動
叫

做
「
文
藝
復
興
」
之
後
，
接
著
說

•• 
@ 

更
具
體
的
說
，
他
們
都
清
晰
地
看
到
歐
洲
文
藝
復
興
時
期
對
新
語
言
、
新
文
字
、
新
(
文
化
交
通
)
工

具
|
|
也
就
是
新
的
自
我
表
達
的
工
具
之
需
妥
，
雖
然
當
﹒
時
中
國
的
(
新
文
化
)
運
動
尚
未
涉
及
藝
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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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文
學
，
革
命
對
這
批
成
熟
的
北
大
學
生
來
說
，
也
已
經
是
雙
方
椏
其
相
同
之
點
的
一
環
了
。
這
實
在
是

徹
頭
徹
尾
的
文
藝
復
興
運
動
，
是
一
項
對
一
千
多
年
來
所
逐
漸
發
展
的
白
話
故
事
、
小
說
、
戲
劇
、
歌

曲
等
等
活
文
學
之
提
倡
和
復
興
的
有
意
識
的
認
可
。

這
段
晚
年
的
自
白
，
確
切
無
疑
地
說
明
了
胡
適
是
如
何
看
他
所
領
導
的
五
四
白
話
文
運
動
。
@

「
時
勢
造
英
雄
，
英
雄
造
時
勢
」
這
個
成
語
用
在
胡
適
與
白
話
文
運
動
的
發
展
上
，
是
再
恰
當
不
過
了
。

如
果
沒
有
一
九

0
0

年
代
開
始
的
白
話
文
運
動
，
如
果
不
是
因
為
在
他
提
出
「
文
學
革
命
」
的
口
號
前
十
幾
年
，

白
話
文
已
經
有
長
足
的
發
展
，
使
一
般
人
的
心
理
上
已
經
有
了
相
當
程
度
的
準
備
、
了
解
，
我
們
很
難
想
像
胡

適
的
主
張
是
否
能
一
舉
中
的
，
並
讓
他
「
暴
得
大
名
」
o
更
重
要
的
，
如
果
不
是
因
為
白
話
已
經
漸
漸
成
為
當
時

前
進
，
有
變
革
意
願
的
知
識
分
子
採
行
的
工
具
(
雖
然
只
是
工
具
之
二
，
白
話
的
創
品
並
為
這
些
人
所
接
受
、

所
喜
愛
.
，
如
果
不
是
有
這
股
強
烈
的
歐
蒙
風
潮
讓
胡
適
、
陳
獨
秀
等
未
來
的
「
文
變
」
領
袖
在
其
中
浸
淫
、
成

長
﹒
，
如
果
不
是
有
那
麼
多
的
園
地
，
可
以
讓
他
們
來
試
煉
這
個
工
且
(
'
那
麼
不
用
說
這
個
工
具
是
不
是
會
在
不

斷
的
試
煉
後
漸
趨
鋒
利
，
我
們
甚
至
根
本
懷
疑
胡
適
會
不
會
生
出
用
白
話
寫
文
章
的
念
頭
，
更
不
用
說
「
文
學

革
命
」
了
。
換
句
話
說
，
如
果
不
是
在
清
末
這
個
特
殊
的
環
境
、
土
壤
中
成
長
，
並
身
與
其
役
，
我
們
懷
疑
胡

適
白
話
文
學
的
念
頭
會
有
萌
芽
、
茁
壯
的
可
能
。

但
另
一
方
面
，
如
果
不
是
因
為
胡
適
思
想
個
性
有
一
種
三
視
同
仁
」
的
激
進
傾
向
，
那
麼
即
使
有
廢
除

科
舉
，
推
翻
一
帝
制
這
些
客
觀
因
素
的
助
力
，
@
我
們
也
很
難
想
像
白
話
文
運
動
會
在
五
四
時
期
取
得
那
麼
重
大

的
成
就
。
這
個
「
一
視
同
仁
」
的
態
度
加
上
他
「
截
斷
眾
流
」
的
勇
氣
等
因
素
，
使
他
寫
的
〈
中
國
哲
學
史
大

綱
〉
在
當
時
的
學
術
界
引
起
了
強
烈
的
震
憾
，
並
為
中
國
的
學
術
思
想
研
究
建
立
了
新
的
典
範
o
@
同
樣
一
個

胡適與近代中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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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視
同
仁
」
的
態
度
，
使
他
無
視
於
當
時
學
術
界
對
今
古
文
的
激
烈
爭
辯
，
把
它
們
和
一
個
字
，
一
首
歌
同

樣
當
成
歷
史
的
史
料
和
國
學
研
究
的
一
部
分
，
因
而
對
「
新
史
學
」
的
出
現
，
作
了
奠
基
鋪
路
的
工
作
。
@
也

是
這
個
「
一
視
同
仁
」
的
態
度
，
讓
他
把
清
末
以
來
的
白
話
文
運
動
逼
上
了
梁
山
。
上
等
社
會
用
的
文
字
和
下

等
社
會
用
的
文
字
的
區
別
，
因
此
而
混
滅
。
同
樣
的
，
俗
文
學
和
廟
堂
文
學
的
差
異
也
是
不
該
存
在
的
。
工
具

只
有
→
種
，
就
是
白
話
。
文
學
革
命
的
目
的
，
一
言
以
蔽
之
，
就
是
要
「
把
白
話
建
立
為
一
切
文
學
的
唯
一
工

具
」
o
@

余
英
時
先
生
認
為
胡
適
的
聲
名
和
他
在
中
國
思
想
史
上
的
地
位
之
所
以
能
夠
確
立
，
除
了
他
在
西
學
和
白

話
文
學
上
的
成
就
外
，
他
在
國
故
學
、
考
據
學
等
上
層
文
化
中
的
表
現
和
引
發
的
衝
擻
，
也
同
樣
重
要

o

文
學

革
命
的
主
張
雖
然
讓
胡
適
「
暴
得
大
名
」
，
但
如
果
他
的
成
就
只
及
於
通
俗
文
化
層
次
的
白
話
文
，
他
的
影
響
力

將
是
相
當
有
限
的
。
@
這
個
透
徹
有
力
的
分
析
，
可
以
說
是
一
針
見
血
。
事
實
上
，
這
套
雅
俗
，
上
下
的
觀
念

用
來
解
釋
胡
適
在
白
話
運
動
中
的
貢
獻
，
也
同
樣
有
效
力
。
在
他
的
努
力
下
，
白
話
再
也
不
是
判
斷
雅
俗
、
上

下
的
準
繩
二
些
傳
統
的
白
話
小
說
被
奉
為
「
文
學
正
宗
」
'
通
俗
文
化
被
提
升
到
和
上
層
文
化
等
的
地
位
.
，
@

一
個
嶄
新
的
文
學
世
界
也
於
焉
誕
生
。

++'ZE-n 

釋

@
章
士
釗
，
「
評
新
文
化
運
動
」
'
收
於
《
中
國
新
文
學
大
象
》
'
《
文
學
論
爭
集
》
(
土
海
良
友
，
一
九
三
五
)
，
頁
一
九

八
|
一
九
九
。

@
同
上
，
頁
一
九
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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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胡
適
來
往
書
信
還
》
(
武
漢
，
社
科
院
近
代
史
研
究
所
，
一
九
七
九
)
，
頁
六
四
。

@
例
如
朱
德
發
寫
的
《
五
四
文
學
初
採
》
(
山
東
，
一
九
八
二
)
，
就
詳
細
的
討
論
了
胡
適
的
白
話
文
學
主
張
及
其
影
響
，

30 

並
肯
定
了
胡
在
這
方
面
的
革
命
性
貢
獻
。
頁
一
五
八
及
一
二
六
|
一
九
二
。

@
會
主
臼
5

戶
口
ω
口
計
者R
E

而
已•• 

~
叫
而
這
閃
閃

S
S
M
-
3

月
穹
』
h
a
h
-電
H
E
h自
己
可
咱
這m
a
h
u
(
因
但
呵
呵
阻
且
也
口-
4叩
門
m
X
咱
們
且B
σ
且
已
m
p

戶
的
山
斗
ω
)
-口
片
『
。
已cn
丘
。
口
﹒
℃-K
H

@ 
如

《
中
國
新
文
學
運
動
小
史
》
'
(
以
下
簡
稱
小
史
)
，
(
台
北
，
放
明
，
一
九
五
八
)
頁
七
|
一
五
;
《
胡
適
文
存
》

(
以
下
簡
稱
文
存
)
，
(
台
北
，
遠
束
，
一
九
八
三
)
，
第
二
祟
，
頁
二
六
四

o

@
李
澤
厚
，
(
敘
蒙
與
救
亡
的
雙
重
要
奏
)
，
收
於
、
《
中
國
現
代
思
想
史
論
》
'
(
北
京
，
一
九
八
七
)
，
頁
七
|
四
九o

@
嚴
復
，
「
原
強
」
'
這
個
議
論
在
「
原
強
修
訂
稿
」
中
有
更
進
一
步
的
發
揮
，
二
文
俱
收
於
王
主
編
的
《
嚴
搜
集
》
，
第

一
冊
，
(
北
京
，
中
華
書
局
，
一
九
八
六
)
，
頁
一
三

l

一
五
及
二
七
。
斯
賓
塞
及
達
爾
文
主
義
對
嚴
役
的
影
響
見
智
口
，

自
B
E

∞
口
}
呵
呵RC
-
h
a
M
2
月

P
D
\
-
呵
呵bE
S
h
M

』U
E
S
R
閃
而
這
悟
，
居
品
這
丸
問
』
呵
呵主司

(
因
臼
『
〈
阻
『
已

白
白
H
J
N向
門
m
Z
可

H
J
2
明
a
H
C
E
)，
第
三
章
，
特
別
是
頁
五
六
|
五
九
。

@
筆
者
將
另
外
為
文
討
論
這
項
運
動
，
此
處
姑
略
而
不
論
。

@
蔡
樂
蘇
，
「
清
末
民
初
的
一
百
七
十
餘
種
，
句
話
報
刊
」
'
收
於
辛
亥
革
命
時
期
期
刊
介
紹
，
第
五
期
(
北
京
，
一
九
八

七
)
，
頁
四
九
三
1

五
三
八
。

@
黃
遠
庸
﹒
「
北
京
之
會
嘗
"
，
與
報
館
」
'
速
生
遺
著
，
土
冊
(
台
北
:
中
國
現
代
史
料
叢
書
，
第
一
輯
)
。
黃
氏
這
一
篇
文
章

氏
圈
，
几
年
十
月
二
十
二
日
，
所
列
的
報
紙
則
是
辛
亥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五
日
以
後
立
索
者
。
頁
二
五
四
|
二
五
五
。

@
同
註
@
'
頁
五
三
九
|
五
四
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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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
些
報
紙
依
年
代
排
列
分
別
是
;
童
于
世
界
白
話
報
，
江
西
俗
話
報
，
又
名
江
西
白
話
報
或
青
年
愛
，
每
逢
朔
望
出

版
;
江
西
實
業
白
話
報
，
江
西
新
新
白
話
報
。
已
上
分
見
警
鐘
日
報
一
九

O

四
、
八
、
十
四
，
九
、
十
五
;
十
一

五
;
十
一
;
十
二
。
一
九

O

五
年
出
的
有
北
京
智
化
寺
內
出
的
工
藝
白
話
還
報
，
練
兵
處
出
的
勸
兵
白
話
報
，
見
大

公
報
一
九

O

五
.
七
、
卅
一
;
五
、
十
八
。
一
九

O

六
年
出
的
有
留
日
學
生
辦
的
甜
的
聲
報
以
及
在
北
京
西
觀
寺
印
行

的
新
閥
報
社
，
分
見
大
公
報
一
九

0

、
一
川
、
三
、
廿
一
及
順
天
時
報
。
一
九
O

六
、
十
、
五
(
?
)
。
一
九

O
七
年
出
的

有
中
國
婦
人
會
小
雜
誌
'
每
月
出
兩
次
;
海
城
，
白
話
演
就
報

.• 

山
東
昔
日
卅
府
總
兵
辦
的
白
話
報
:
官
話
北
京
時
報
以

• 

及
係
定
的
中
卅
白
話
報
，
分
見
大
公
報
一
九

O

七
、
三
、
八
;
五
、
五

.• 

十
一
、
十
二
;
十
二
、
九
以
及
順
天
時
報

一
九
O

七
、
二
、
廿
三

(
?
)
。
一
九
O

八
年
出
的
有
吉
林
蒙
文
報
;
北
京
的
醒
群
白
話
報
;
山
西
份
陽
的
白
話
報
，

見
大
公
報
一
九

O

八
、
六
、
六
;
八
、
九
，
十
一
、
十
九
。
一
九
一

0

年
則
有
天
津
晨
鐘
白
話
報
;
安
徽
安
慶
通
俗

日
報
;
北
京
新
報
，
白
話
簡
報
，
見
大
公
報
一
九
一

0

、
三
、
廿
三
一
;
十
二
、
十
六
;
十
一
、
一
。

@
順
天
時
報
，
一
九

O

八
、
八
、
十
二
;
八
、
十
五
。

@
大
公
報
，
一
九

O

五
、
八
、
二
十
。

@
大
公
報
，
一
九

O

六
、
=
一
、
十
四
。

@
大
公
報
，
一
九

O

八
、
二
、
七
。

@
同
上
。

@
大
公
報
，
一
九

O

五
、
八
、
二
十
。

@
戈
公
振
，
中
國
教
學
史
(
台
北
，
一
九
七
六
)
，
頁
二
一
三
。

曲
，
開
已
M
N臼
『
∞
口
。
若
-
~
叫
咱

h
h
h
H
a
『

-
t
h『
們
語
言
自

(
Z何
看
呵
。
『
r
w
c
g〈
何
可
呵
呵
凹
的w
H
m
v
u
-
u
J
h
-
E
C
E
O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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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
話
日
報
原
報
未
見
，
對
該
報
比
較
詳
細
的
介
紹
可
以
看
方
漠
奇
，
「
京
話
日
報
」
'
收
於
辛
亥
革
命
時
期
期
刊
介
紹

v
'

頁
五
七
|
六
九
。
此
處
的
敘
述
見
才
叉
，
頁
五
七
|
五
八
。

胡適與近代中國

@
梁
煥
聶
、
梁
煥
鼎
，
桂
林
梁
先
生
遺
著
(
中
華
文
史
叢
書
之
三
七
，
台
北
華
文
)
，
頁
三
七
。

@
同
上
，
頁
四
二
。

@
方
漢
奇
，
前
引
文
，
頁
、
一
片
八
、
五.. 
屯
。

@
大
公
報
，
一
九

O
L
t
、
十
一
、
廿
六
。

@
大
公
報
，
一
九

O

七
、
十
一
、
廿
七
;
一
九
一

0

、
十
、
十
二
。

@
見
安
徽
俗
話
報
影
印
者
說
明
，
影
印
者
為
人
氏
出
版
社
，
一
九
八
三
。

@
沈
寂
，
「
安
徽
俗
話
報
」
'
收
於
辛
亥
革
命
時
期
期
刊
介
紹
，
H
(

北
京
社
會
科
學
院
，
一
九
八
二
)
，
頁
一
六
七
。

@
同
上
，
頁
二
三
一

l
i
s
-六
四
。

@
安
徽
俗
話
報
，
第
十
一
期
三
九

O

四
、
八
)
，
頁
一
|
二
。

@
耿
雲
志
，
「
競
業
句
報
」
'
見
辛
亥
革
命
時
期
期
刊
介
紹
，
m
(

北
京
社
科
院
，
一
九
八
三
)
，
頁
二
七
二
。

@
胡
適
，
四
十
自
述
(
台
北
，
一
九
五
四
)
，
頁
六
二
。

@
向
上
，
頁
六
三
。

@
同
上
，
頁
六
七
、
六
八
。

@
大
公
報
，
一
九

O

五
、
六
、
四

o

@
原
教
未
見
，
此
處
引
文
俱
見
蔡
樂
蘇
，
「
中
國
白
話
報
」
'
辛
亥
革
命
時
期
期
刊
介
紹
，

I

(
北
京
社
科
院
，
一
九
八

二
)
，
干
貝
四
四
二
|
l

四
四
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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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公
報
，
一
九

O

五
、
七
、
卅
一
。

@
大
公
報
，
一
九
一

0

、
十
、
十
二
。

@
警
鐘
日
報
，
一
九

O

四
、
八
、
廿
一
。

@
大
公
報
，
一
九

O

四
、
十
、
三
十
。

@
林
好
，
「
致
蔡
鶴
卿
太
史
書
」
'
收
於
畏
廬
三
集
，
(
台
北
，
文
海
﹒
近
代
中
國
史
料
叢
刊
，
九
三
九
|
二
)
，
頁
六
七

--o 
@
津
門
﹒
清
醒
居
士
，
「
開
民
智
法
」
'
大
公
報
，
一
九
O

二
、
七
、
廿
一
。

@
大
公
報
，
一
九

o
i

‘
六
‘
七
。

@
安
徽
俗
話
報
，
第
一
期
，
頁

-
B
l
-
-

二
。

@
仲
玉
，
「
強
迫
教
育
先
從
天
津
試
辦
之
方
法
」
'
大
公
報
，
一
九

O

八
、
二
、
十
。

@
這
裡
必
需
要
強
調
的
是
識
字
與
否
並
不
是
決
定
一
個
人
社
會
地
位
的
唯
一
因
素
，
譬
如
官
宣
之
家
的
婦
女
就
可
能
不

識
字
。
U
E
E

』O
V
口
血
。
口
認
為
個
人
在
社
會
的
統
治
力
的
位
階

(
H
Z
E
E
R
n
Z丘
已
。
s
z
g
n
m
)
(
例
如
有
人
有
優

越
的
地
位
，
有
人
自
給
自
足
，
有
人
則
必
需
仰
人
鼻
息
)
，
是
另
外
一
個
要
考
慮
的
因
素
。

d
o
B
B
E

…s
t
o
p
口
自
由
少

自
口
已
們
O
口
∞
丘
。
己
的D
m
胡
田
戶
口
F
E
z
-
自
由
站
立
即-n
v
E
E
J
收
於
巳
E
E

』O
Z
m
。
口
等
人
編
的
E
E
N
R
們
文
H
R志

s
h
B

月
間

宮
、
乏
自~
(
U
E
R
a
h
-

也
口
一
〈
巾
『
缸
片
吧
。
『
們
自
]
安
門
口
門
即
可
呵
。
由
曲
唱

-
c∞
只
℃
℃
﹒
五
五
|
五
七
。

勵W開
〈
且
可
口ω臼
冒
血
}
己
已
血
肉
但
若
∞r
r
~叫
們
也
臣
們

b
H
H
b這

K
A
W
H
h
h
可
口
、
乏
自
『
h
吼
叫
咱
可
E
Q

R
a
n
-
F
R
3
h
n
b
R
B

品
、
(
〉
口
口KF門σ
o
n
d
口
一
〈
呵
?

帥
一
片
呵
。
問
宮
一

n
z
m血口
H
V『昂
的
m
w
H
C斗
。
)
.
℃
℃
-
N
N
1
N
ω
唱
起
。

@
大
公
報
，
一
九

O

五
、
五
、
十
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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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公
報
，
一
九

O

五
、
六
、
二
。

@
大
公
報
，
一
九

O

五
、
六
、
六
。

@
大
公
報
，
一
九

O

六
、
五
、
四
。

@
大
公
報
，
一
九

O

五
、
七
、
十
三
。

@
大
公
報
，
一
九

O

五
、
七
、
廿
二

o

@
分
見
大
公
報
一
九

O

八
、
九
、
一
及
十
一
、
廿
一
的
白
話
論
說
。

@
大
公
報
，
一
九

O

四
、
七
﹒

-
o

@
大
公
報
，
一
九

O

五
、
十
二
、
三
十
。

@
大
公
報
，
一
九

O

六
、
四
、
十
五
。
我
會
另
外
為
文
討
論
閱
報
社
和
宣
講
、
講
教
的
情
形
，
此
處
茲
不
贅
述
。

@
大
公
報
，
一
九

O

三
、
五
、
九
。

@
大
公
報
，
一
九

O

七
、
十
二
、
九
。

@
安
徽
俗
話
報
，
第
一
期
，
頁
三
|
四

o

@
同
註
@
。

@
警
鐘
日
報
，
一
九

O

四
、
十
一
、
十
七
。

@
方
漠
奇
，
前
引
文
，
頁
六
七
。

@
大
公
報
，
一
九

O

二
、
七
、
廿
一
。

@
警
鐘
日
報
，
一
九

O

四
、
四
、
廿
二
。

@
沈
寂
，
前
引
文
，
頁
一
六
六
。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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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
鐘
日
報
，
一
九

O

四
、

-
0

、
廿
二
。

@
大
公
報
，
一
九

O

四
、
四
、
廿
七
。

@
包
天
笑
就
捉
到
，
和
他
一
同
辦
蘇
州
白
話
報
的
表
兄
尤
于
青
，
本
來
就
打
算
把
報
紙
像
善
書
一
樣
的
免
費
送
人
。
釗

影
摟
回
憶
﹒
頁
一
六
九
。
有
這
樣
想
法
的
人
也
并
不
是
少
數
。

@
參
見
方
漢
奇
，
前
引
文
，
頁
、
一
片
三
|
六
五
。

@
引
見
同
前
，
頁
、
-
2
一
。

@
中
國
日
報
，
一
九

O

四
、
四
、
四
;
四
、
五
，
對
裴
景
福
一
案
的
報
導
則
見
四
、
十
八
、
十
九
、
二
十
。

@
中
國
日
報
，
一
九

O

四
、
四
、
廿
三

o

何
化
龍
事
件
的
實
際
報
導
，
則
見
該
報
四
、
廿
一
。

@
如
雜
曲
「
武
備
學
生
謠
」
'
粵
語

三
百
零
五
日
」
、
「
笑
」
'
分
見
中
國
日
報
，
一
九

O

四
、
四
、
一
;
四
、
五
;
四
、

/\ 

。

@
中
國
日
報
，
一
九

O

四
、
四
、
十
二
|
十
五
。

@
大
公
報
，
一
九

O

九
、
三
、
十
二
。

@
同
上
，
一
九

O

八
、
四
、
六
。

@
同
上
，
一
九

O

八
、
四
、
廿
六
。

@
同
上
，
一
九

O

八
、
七
、
六
。

@
同
上
，
一
九

O

九
、
二
、
八
。

@
同
上
，
一
九

O

八
、
十
二
、
二
。
本
文
是
直
隸
視
學
陳
恩
縈
所
寫
，
顯
然
是
對
懷
柔
一
地
學
生
的
演
說
稿
。

@
同
上
，
一
九

O

八
、
五
、
十
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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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
上
，
一
九

O

八
、
十
二
、
九

o

@
同
上
，
一
九
一
一
、
四
、
廿
一
。

@
同
上
，
一
九
一
一
、
四
、
十
及
十
一
。

@
同
上
，
一
九
一
一
、
三
、
廿
三
。

@
同
上
，
一
九
一

0

、
七
、
四
。

@
同
上
，
一
九
一

0

、
九
、
十
九

o

@
大
公
報
，
一
九

O

三
、
四
、
二
|
五
。

@
大
公
報
，
一
九

O

三
、
七
、
廿
九
。

@
大
公
報
，
一
九

O

三
、
十
二
、
一
。

@
「
開
通
氏
智
的
三
品
質
菜
」
'
大
公
報
，
一
九
O

四
、
三
、
廿
六
、
廿
七
和
廿
八
。

@
大
公
報
，
一
九

O
五
、
六
、
十
一

@
大
公
報
，
一
九

O

三
、
七
、
廿
四
。

@
大
公
報
，
一
九

O

四
、
十
一
﹒
十
八
。

@
大
公
報
，
一
九

O

五
、
一
、
十
六
及
三
、
十
七
。

@
大
公
報
，
一
九

O

五
、
六
、
十
二
及
十
三

o

@
順
天
時
報
，
一
九

O

七
、
三
、
十
九
"

@
大
公
報
，
一
九

O

九
、
一
、
九
;
三
、
四
;
六
、
六
。

@
大
公
報
，
一
九

O

九
、
三
、
三
十
:
一
九

O

八
、
四
、
三
十
;
順
天
時
紋
，
一
九

O

九
、
一
、
廿
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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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公
報
，
一
九

O

七
、
一
、
七
;
一
九

O

八
、
十
、
七
。

@
向
上
，
一
九

O

四
、
四
、
八
。

@
同
上
，
一
九

O

四
、
四
、
九

o

@
同
上
，
一
九

O

五
、
八
、
十
五
。

@
向
上
，
一
九

O

六
、
一
、
七
。

@
同
上
，
一
九

O

七
、
三
、
二
。

@
同
上
，
一
九

O

八
、
六
、
十
六
和
廿
六
。

心
同
上
，
一
九

O

四
、
五
、
十
二
。

@
向
上
，
一
九

O

四
、
五
、
十
三
。

@
同
上
，
一
九

O

六
、
二
、
三
。

@
同
上
，
一
九

O

五
、
十
二
、
十
六
。

@
順
天
時
報
，
一
九

O

五
、
九
﹒
廿
七
們
卅
一
;
大
公
報
，
一
九

O

五
、
五
、
十
三
。

@
大
公
報
，
一
九

O

五
、
一

0
.

十
一
。

@
同
土
，
一
九

O

五
‘
一
。
‘
十
六
。

@
同
上
，
一
九

O

六
、
二
、
廿
一
;
十
、
十
五
。

@
同
上
，
一
九

O

六
、
四
、
十
五
。

@
同
上
，
一
九

O

六
、
八
、
五
。

@
向
上
，
一
九

0

余
:
四
、
廿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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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
上
，
一
九

O

七
、
五
、
廿
九
。

@
同
上
，
一
九

O

七
、
六
、
六
。

@
同
上
，
一
九

O

八
、
五
、
十
二
及
八
、
十
;
一
九

O

七
、
八
、
十
九
;
一
九

O
九
、
二
、
一
。

@
同
上
，
一
九
O

七
、
七
、
二
十
。

@
同
上
，
一
九

O

五
、
九
、
六
。

@
同
上
，
一
九

O

八
、
六
、
九
;
八
、
十
二
。

@
同
上
，
一
九

O

三
、
五
、
四
。

@
同
上
，
一
九
O

三
、
十
一
、
廿
四
。

@
同
上
，
一
九
O

四
、
十
一
、
九
。

@
同
上
，
一
九

O

五
、
四
、
三
十
。

@
同
上
，
一
九
O

六
、
三
、
廿
六
。

@
同
上
，
一
九
O

六
、
九
、
十
一
。

@
同
上
，
一
九

O

八
、
三
、
十
二
。

@
向
上
，
一
九

O

五
、
十
二
、
十
。

@
同
上
，
一
九

O

六
、
三
、
十
五
。

@
同
上
，
一
九

O

八
、
十
二
‘
十
七
。

@
同
上
，
一
九

O
九
、
十
、
廿
三
一
。

@
同
上
，
一
九
一

0

、
六
、
廿
二
。

胡適與近代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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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
天
笑
，
釗
影
樓
回
憶
錄
〔
台
北
，
近
代
中
國
史
抖
叢
刊
續
輯
〕
，
四
八
|
一
，
頁
二
八
九
o

@
同
註
@
。

@
安
徽
俗
話
報
，
第
三
期
，
頁
一
-
|
四
，
引
文
見
三
|
四
。

@
同
上
，
第
六
期
，
頁
一
|
四
。

@
同
上
，
第
十
二
期
，
頁
一
-
|
四
。

@
「
易
k
l

生
主
義
」
'
胡
適
文
存
，
第
一
集
，
頁
六
四
四
。

@
同
上
，
頁
六
四
三
|
六
四
四
。

@
同
註
@
o

@
雪
聰
，
「
再
論
婚
姻
」
安
徽
俗
話
報
，
第
十
六
期
，
頁
一
。

@
同
註
@
。

@
四
十
自
述
，
頁
六
六
。

@
四
十
自
述
，
頁
六
三
|
六
四
o

@
胡
適
留
學
4
日
記
，
二
，
〔
以
下
簡
稱
日
記
〕
'
〔
台
北
，
商
務
，
一
九
八
O
版
〕
'
頁
三
六
O
|
三
六
一

@
見
胡
適
文
存
，
第
一
集
，
頁
、
一
片
九
三
|
七
O
二
。

@
胡
適
之
先
生
年
譜
長
編
初
稿
，
第
五
冊
〔
台
北
，
一
九
八
四
了
頁
一
九
O
二

l

一
九
O
六
。

@
這
段
引
文
轉
引
自
陳
匡
峙
，
「
安
徽
白
話
報
」
'
辛
亥
革
命
時
期
期
刊
介
紹
血
，
頁
四
九
九
。

@
四
十
自
述
﹒
頁
六
六
|
六
七
。

@
同
上
，
三
年
九
月
，
頁
三
九
二
|
三
九
三
一
。

胡適與近代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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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十
自
述
，
頁
六
七
。

@
文
存
八
門
，
頁
、
一
八
八
七
|
六
九
二
。

@
「
諭
白
諸
報
與
中
國
前
途
之
關
條
」
'
警
鐘
日
報
，
一
九

O

四
、
四
、
廿
五
。

@
「
祝
京
津
各
日
報
」
'
大
公
報
，
一
九
一

0

、
五
、
九
。

@
文
存
阱
，
頁
一
八
三

Q

@
文
存
阱
，
頁
二
四
六
。

@
小
史
，
頁
一
五
。

@
文
存
抖
，
頁
二
四
六
。

@
小
史
，
頁
一
六
|
一
七
。

@
有
闡
明
末
善
書
的
流
行
和
明
中
葉
以
後
白
話
的
各
種
太
祖
「
聖
論
、

-
A言
」
的
解
釋
及
清
代
白
話
聖
諭
的
各
種
版
本
流

通
情
形
，
見
滴
井
中
夫
，
中
國
善
書
的
研
究
(
東
京
﹒
一
九
七
三
)
頁
四
五
|
五
七
。

@
這
些
思
想
前
進
的
知
識
分
子
喜
歡
讀
白
話
報
刊
，
當
然
，
加
這
些
報
刊
的
「
開
明
」
、
「
進
步
」
作
風
有
關
。
有
一
個
報

導
洗
一
九

O

四
年
某
處
會
試
，
出
了
一
道
美
禁
華
工
的
題
目
，
某
號
中
全
號
的
舉
子
都
不
知
自
處
。
剛
好
在
考
試
前
，

有
人
分
送
紹
興
白
話
報
而
其
中
剛
好
有
此
事
的
報
導
，
一
個
應
試
者
於
是
將
自
己
撈
帶
的
那
份
報
紙
拿
出
來
供
全
號

的
人
索
觀
。
這
個
有
趣
的
插
曲
就
很
典
型
的
說
明
了
白
話
毅
的
進
步
性
。
見
警
鐘
日
報
，
一
九

O

四
、
五
、
十
八
。

@
林
好
，
「
致
蔡
鶴
卿
太
史
畫
面
」
'
收
扎
柯
林
的
畏
廬
三
集
，
頁
六
七
二
。

@
見
色
天
笑
，
前
引
書
，
頁
一
六
八
。

@
日
記
闕
，
頁
二
五
二

l

二
五
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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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
上
，
頁
九
七
三
。

@
小
史
，
頁
、
一
川
O
|
六
一
。

@
文
存
阱
，
頁
二
四
六
。

@
唐
德
咧
，
胡
適
口
述
自
傳
，
(
台
北
，
傳
記
文
學
，
一
九
八
三
)
頁
一
七
四
|
一
七
五
。

@
胡
適
在
留
美
時
期
，
對
文
藝
復
興
的
看
法
則
不
太
相
同
，
認
為
「
文
藝
復
興
」
幾
個
字
並
不
足
以
道
盡
歐
洲
十
五
、

胡適與近代中國

十
六
世
紀
歷
史
的
精
神
和
發
展
。
因
此
他
主
張
用
「
再
生
時
代
」
來
代
替
，
見
日
記
闕
，
頁
一
一
五
一
o
G

旦
旦
叩
門
教

授
對
這
個
「
再
生
」
的
意
義
特
別
強
調
，
並
對
五
四
時
期
「
再
生
」

一
辭
的
意
涵
有
相
當
精
閥
的
分
析
。
他
還
對
「
文

藝
復
興
」
、
「
敘
蒙
運
動
」
這
兩
個
辭
彙
在
中
國
和
歐
洲
所
代
表
的
意
義
的
「
異
同
」
有
詳
備
的
討
論
，
見

r
z
g
巾
∞
-

的
立
巾
已
而
『
﹒HH
E
M
U
E
N
F
且
這
h閃
閃
骨
閱
(
U
E
H
S
S
m
勾
而S
b
r
h
E
S
鬥
h
h
R
F
交
叉
凡
的
這
抗S
H
b
咱
們
P
R
S凹
的
向
勾
而
閥
、
-
E
H
N
E
S
N
M
W

』
u
y
l』M
W勾
引J

(
們
自Bσ
『
E
m
p
白
白
門
〈
臼
且
也
口
一
〈
何
『
由
一
片
可
H
V
『
m
m
p
H
m
v
u
1
0
)
，
可
﹒
旦
今

ω
戶
。
。

@
胡
適
對
這
幾
個
原
因
和
文
學
，
革
命
成
功
的
關
餘
，
有
所
分
析
，
見
小
史
，
頁
一
九
|
二
O
o

@
詳
細
的
討
論
見
余
英
時
「
〔
中
國
哲
學
史
大
綱
〕
與
史
學
革
命
」
﹒
收
於
中
國
近
代
思
想
史
上
的
胡
適
，
(
台
北
，
聯
經
，

一
九
八
四
)
，
頁
七
七
|
九
一

@
參
見
拙
著
，
「
胡
適
與
整
理
國
故
|
|
兼
論
胡
適
對
中
國
傳
統
的
態
度
」
'
食
貨
月
刊
，
卷
一
五
，
期
五

l
-
7
(

一
九

八
五
)
，
頁
六
九
|
L
t
o
。

@
小
史
，
頁
一
二
。

@
余
英
時
，
中
國
近
代
思
想
史
上
的
胡
適
，
頁
二
九

l

四
二
。

@
同
上
，
頁
三

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