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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
適
與
一
一
十
世
紀
中
國
文
化
運
動

至
女
美
草
率

二
十
世
紀
中
國
文
化
運
動
是
一
個
多
元
的
複
合
的
運
動
，
充
滿
了
內
在
的
與
外
在
的
矛
盾
與
衝
突
，
因
之
，

給
胡
適
在
二
十
世
紀
中
國
文
化
運
動
中
定
位
，
對
之
作
出
準
確
的
評
價
，
不
是
一
件
容
易
的
事
。
但
是
，
不
容

易
不
等
於
不
可
能

o

綜
觀
胡
適
一
生
，
他
在
我
們
這
個
世
紀
文
化
運
動
中
關
係
最
為
密
切
的
是
以
下
三
個
運
動

•. 

一
是
發
端
於
十
九
世
紀
末
，
至
今
仍
未
完
成
其
歷
史
使
命
的
思
想
文
化
敢
蒙
運
動
.
，
二
是
與
思
想
文
化
敵
蒙
同

步
發
展
，
至
今
仍
在
持
續
之
中
的
思
想
文
化
建
設
運
動
﹒
乙
二
是
酒
蓋
思
想
文
化
敢
蒙
與
建
設
於
其
內
，
並
直
接

制
約
、
規
定
著
它
們
發
展
的
方
向
、
速
率
、
水
準
的
社
會
大
變
革
總
運
動
。
從
這
三
個
方
面
入
手
，
就
可
以
大

致
了
解
胡
適
在
二
十
世
紀
中
國
文
化
運
動
中
的
地
位
和
作
用
。

世
宣(

近
代
中
國
思
想
文
化
敢
蒙
運
動
不
是
自
胡
適
始
，
也
不
是
發
端
於
陳
獨
秀
創
辦
《
青
年
雜
誌
》
。
在
他
們
之

先
，
康
有
為
、
梁
敢
超
、
嚴
復
、
譚
桐
同
和
孫
中
山
、
章
太
炎
等
人
畢
路
藍
縷
，
已
經
做
了
大
量
卓
有
成
效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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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作
。
他
們
的
懷
疑
精
神
與
批
判
態
度
，
動
搖
了
傳
統
經
學
、
理
學
、
史
學
在
思
想
文
化
領
域
的
統
治
，
為
衝

破
以
儒
學
為
中
心
，
融
合
以
道
、
法
、
釋
諸
家
學
說
的
舊
思
想
舊
文
化
的
禁
鋼
，
打
開
了
一
個
很
大
的
缺
口

J

胡
適
正
是
在
這
些
前
輩
學
者
的
強
烈
影
響
下
成
長
起
來
的
，
整
個
新
文
化
運
動
都
是
這
些
前
輩
散
蒙
思
想
家
工

作
的
繼
續
和
深
化
。
把
握
了
這
一
點
，
便
可
以
更
確
切
地
了
解
，
胡
適
在
推
動
中
國
散
蒙
運
動
向
縱
深
發
展
方

面
作
出
了
什
麼
樣
的
獨
特
貢
獻
。

值
得
首
先
注
意
的
是
鮮
明
地
樹
起
批
判
的
旗
幟
。
刊
於
《
新
青
年
》
第
七
卷
第
一
號
上
的
《
新
思
潮
的
意

義
了
是
一
篇
帶
有
宣
言
性
質
的
綱
領
性
文
獻
。
胡
適
在
文
章
中
寫
道

.• 

據
我
個
人
的
觀
察
，
新
思
潮
的
根
本
意
義
只
是
一
種
新
態
度
。
這
種
新
態
度
可
叫
做
「
評
判
的
態
度
」
。

評
判
的
態
度
，
簡
單
說
來
，
只
是
凡
事
要
重
新
分
別
一
個
好
與
不
好
。
仔
細
說
來
，
評
判
的
態
度
含
有

胡適與近代中國

幾
種
特
別
的
要
求

•. 

一
‘
對
於
習
俗
相
傳
下
來
的
制
度
風
俗
，
要
問

.. 

「
這
種
制
度
現
在
還
有
存
在
的
價
值
嗎
?
」

二
、
對
於
古
代
遺
傳
下
來
的
聖
賢
教
訓
，
要
問

.. 

「
這
句
話
在
今
日
還
是
不
錯
嗎
?
」

三
、
對
於
社
會
上
糊
塗
公
認
的
行
為
與
信
仰
，
都
要
問

.. 

「
大
家
公
認
的
，
就
不
會
錯
了
嗎
?
人
家
這

樣
做
，
我
也
該
這
樣
做
嗎
?
難
道
沒
有
別
樣
做
法
比
這
個
更
好
，
更
有
理
，
史
有
益
的
嗎
?
」

尼
采
說
現
今
時
代
是
一
個
「
重
新
估
定
一
切
價
值
」
的
時
代
。
「
重
新
估
定
一
切
價
值
」
八
個
字
便
是
評

判
的
態
度
的
最
好
解
釋
。
@

重
新
估
定
一
切
價
值
，
是
思
想
文
化
歐
蒙
的
根
本
精
神
，
康
有
為
、
章
太
炎
、
孫
中
山
等
人
的
大
批
著
述
，

都
體
現
了
這
一
精
神
。
胡
適
在
這
襄
將
它
作
為
一
個
普
遍
的
原
則
明
確
提
了
出
來
，
並
很
具
體
地
要
求
對
於
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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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
相
傳
下
來
的
制
度
風
俗
、
聖
賢
教
訓
、
行
為
與
信
仰
，
都
要
重
新
估
定
，
將
歐
蒙
所
觸
及
的
範
圍
擴
大
到
前

輩
思
想
家
們
所
未
涉
足
的
許
多
較
為
深
層
的
領
域
，
特
別
是
社
會
文
化
領
域
。
文
章
列
舉
了
當
時
新
思
潮
所
關

注
的
一
些
熱
門
問
題
，
如
孔
教
問
題
、
文
學
改
革
問
題
、
國
語
統
一
問
題
、
女
子
解
放
問
題
、
貞
操
問
題
、
禮

教
問
題
、
教
育
改
良
問
題
、
婚
姻
問
題
、
父
子
問
題
、
戲
劇
改
良
問
題
等
，
胡
適
本
人
都
曾
積
極
參
與
。
其
中

孔
教
、
禮
教
等
問
題
動
搖
舊
思
想
、
舊
道
德
根
抵
.
，
女
子
、
貞
操
、
婚
姻
、
父
子
等
問
題
比
較
全
面
地
反
省
了

傳
統
的
父
家
長
制
的
家
族
倫
理
宗
法
制
度
，
這
正
是
構
成
中
國
古
代
社
會
的
細
胞
.
，
文
學
改
革
、
國
語
統
一
、

教
育
改
良
、
戲
劇
改
良
等
問
題
，
注
目
於
社
會
大
眾
，
第
一
次
將
使
普
通
的
民
眾
從
迷
信
、
蒙
昧
狀
態
中
解
脫

出
來
的
使
命
提
到
最
為
突
出
的
地
位

-
u
事
實
證
明
，
這
種
評
判
的
或
批
判
的
態
度
，
正
是
敵
蒙
運
動
的
出
發
點
﹒
'

毫
不
諱
言
這
三

v

一
場
，
便
必
然
會
推
動
敢
蒙
運
動
在
全
線
更
加
有
力
地
展
開
。

與
此
相
聯
繫
的
，
是
胡
適
要
求
作
真
誠
的
反
省
，
以
這
種
反
省
為
建
立
民
族
信
心
的
唯
一
基
礎
。
一
九
三

四
年
五
月
至
六
月
他
所
撰
寫
的
論
信
心
與
反
省
的
三
篇
論
文
，
曾
引
起
激
烈
的
反
應
，
卻
最
清
楚
地
說
明
了
他

的
主
要
觀
點
。

評
判
所
針
對
的
是
個
別
的
具
體
問
題
，
反
省
所
要
求
的
則
是
在
進
行
了
大
量
的
評
判
後
，
綜
合
評
判
的
各

種
結
果
，
充
分
了
解
自
身
弱
點
，
用
以
指
導
現
今
的
實
踐
。
反
省
並
不
是
三
十
年
代
方
才
開
始
，
但
是
，
這
時

如
何
評
價
二
、
三
十
年
敢
蒙
運
動
以
來
中
國
智
識
上
、
道
德
上
、
國
民
精
神
上
、
國
民
人
格
上
、
社
會
風
俗
上

的
情
狀
，
確
實
爭
論
最
為
激
烈
。
咒
詛
新
思
潮
使
人
慾
橫
流
、
人
禽
無
別
、
痛
惜
令
不
如
昔
，
將
中
國
的
古
代

文
明
描
繪
為
由
美
德
造
成
的
黃
金
世
界
，
這
一
思
潮
與
當
政
的
領
袖
們
把
孔
讀
經
的
決
定
在
一
起
，
大
有
完
全

否
定
或
壓
倒
歐
蒙
運
動
之
勢
。
正
是
面
對
這
一
形
勢
，
胡
適
將
反
省
提
到
了
最
突
出
的
地
位
。
他
指
出

•• 

「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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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
的
民
族
信
心
必
須
站
在
『
反
省
』
的
唯
一
基
礎
之
上
。
反
省
就
是
要
閉
門
思
過
，
要
誠
心
誠
意
的
想
，

.. 

要
認
清
了
罪
孽
所
在
，
然
後
我
們
可
以
用
全
副
精
力
去
消
災
滅
罪
。
」
@
對
中
國
舊
思
想
、
舊
觀
念
反
省
的
結

論
是
什
麼
呢
?
他
說
.. 

「
反
省
的
結
果
應
該
使
我
們
明
白
那
五
干
年
的
精
神
文
明
，
那
『
光
輝
萬
丈
』
的
宋
明

理
學
，
那
並
不
太
豐
富
的
固
有
文
化
，
都
是
無
濟
於
事
的
銀
樣
蠟
錯
頭
。
」
@
「
我
以
為
我
們
對
於
固
有
的
文

化
，
應
該
採
取
歷
史
學
者
的
態
度
，
就
是
『
實
事
求
是
』
的
態
度
。

...... 

『
實
事
求
是
』
'
禮
是
最
可
靠
的
反
省
。

自
認
貧
乏
，
方
纜
肯
死
心
塌
地
的
學
.
，
自
認
罪
孽
深
重
，
方
纜
肯
下
決
心
去
消
除
罪
一
位
。
」
@
他
認
為
，
中
國

今
日
之
大
患
就
是
全
國
人
不
知
恥
，
所
以
不
知
恥
者
，
只
是
因
為
不
曾
反
省
，
只
有
真
誠
的
愧
恥
才
能
引
起
向

上
的
努
力
，
挑
起
撥
亂
反
正
的
擔
子
。

(
正
如
胡
適
本
人
所
預
料
到
的
，
他
的
這
些
論
點
很
不
合
時
宜
，
觸
犯
忌
諱
，
引
起
嚴
厲
的
抗
議
。
當
時
及

其
後
數
十
年
，
他
都
常
常
因
這
些
論
點
而
被
指
責
為
民
族
文
化
虛
無
主
義
的
代
表
。
胡
適
所
倡
導
的
評
判
與
反

省
確
有
弱
點
，
最
大
的
問
題
就
是
他
把
評
判
簡
化
為
重
新
評
定
是
與
非
、
好
與
壞
，
這
是
一
種
經
驗
主
義
、
形

式
邏
輯
的
思
維
方
式
，
不
足
以
反
映
歷
史
運
動
自
身
的
複
雜
性
。
因
為
歷
史
上
的
許
多
事
物
，
甚
至
可
以
說
所

有
事
物
，
其
實
都
是
集
是
與
非
、
好
與
壞
於
一
身
。
是
中
有
非
、
非
中
有
是
.
，
壞
中
有
好
，
好
中
有
壞
.
，
昨
日

為
是
、
為
好
，
今
日
為
非
、
為
壞
，
明
日
難
保
不
重
新
為
是
、
為
好
.
，
後
者
的
種
子
往
往
正
蘊
涵
於
前
者
之
中
。

真
正
的
歷
史
學
者
實
事
求
是
的
態
度
，
必
須
對
這
一
切
作
全
面
的
審
察
，
防
止
作
出
絕
對
化
的
結
論
、
胡
適
的

這
一
弱
點
，
也
是
他
們
這
一
代
歐
蒙
思
想
家
或
強
或
弱
共
有
的
弱
點
。
但
是
，
儘
管
如
此
，
不
能
不
承
認
，
正

是
他
所
倡
導
的
這
種
可
悄
悄
悄
悔
恨
仰
仗
惰
的
精
神
，
在
哲
學
與
哲
學
史
、
史
學
與
史
學
史
、
文
學
與
文
學
史
這

些
前
輩
敢
藥
學
者
觸
動
較
少
的
領
域
，
引
發
了
一
場
規
模
空
前
的
變
革
。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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敵
曲
家
運
動
通
過
掙
脫
舊
思
想
、
舊
觀
念
的
鉗
束
，
落
足
還
是
新
文
化
的
創
造
。
胡
適
《
新
思
潮
的
意
義
》

於
以
評
判
的
態
度
研
究
問
題
之
後
，
繼
之
以
輸
入
學
理
、
整
理
國
故
、
再
造
文
明
，
充
分
表
明
，
他
完
全
意
識

到
思
想
文
化
建
設
的
地
位
與
作
用
。

(
在
新
文
化
的
建
設
方
面
，
問
閣
官
價
居
區
降
屆
世
佳
區
L

賢
世
以
天
朝
君

臨
四
裔
來
看
待
世
界
的
傳
統
觀
念
，
努
力
改
變
「
吾
聞
用
夏
變
夷
者
，
未
間
變
於
夷
者
也
」
的
文
化
自
我
中
心

主
義
及
文
化
排
他
主
義
，
一
直
大
聲
疾
呼
給
西
方
文
化
、
西
方
精
神
文
明
以
應
有
的
尊
重
，
積
極
地
了
解
和
輸

入
世
界
文
化
的
成
就
，
推
動
了
世
界
文
化
與
中
國
舊
有
文
化
的
自
由
接
觸
、
自
由
切
磋
球
磨
，
實
際
地
促
進
了

新
文
化
的
形
成U

顯
示
胡
適
這
一
立
場
的
是
前
後
相
距
三
十
五
年
而
又
都
激
起
了
軒
然
大
波
的
兩
篇
文
章
，
一
是
一
九
二
六

年
的
《
我
們
對
於
西
洋
近
代
文
明
的
態
度
》
'
二
是
一
九
六
一
年
的
《
科
學
發
展
所
需
要
的
社
會
改
革
》
。
兩
篇

文
章
主
旨
都
是
批
駁
西
方
代
表
物
質
文
明
、
東
方
代
表
精
神
文
明
的
流
行
觀
點
。
前
文
指
出

.. 

「
凡
一
種
文
明

的
造
成
，
必
有
兩
個
因
子

•• 

一
是
物
質
，
包
括
種
種
自
然
界
的
勢
力
與
質
料
，
一
是
精
神
的
，
包
括
一
個
民
族

的
聰
明
才
智
，
感
情
和
理
想
。
凡
文
明
都
是
人
的
心
思
智
力
運
用
自
然
界
的
質
與
力
的
作
品
.
，
沒
有
一
種
文
明

是
精
神
的
，
也
沒
有
一
種
文
明
單
是
物
質
的
。
」
@
文
章
對
西
方
近
代
文
明
作
了
具
體
的
剖
析
，
說
明
近
代
西

方
在
理
智
方
面
通
過
科
學
追
求
真
理
，
在
宗
教
道
德
方
面
，
用
合
理
的
信
仰
推
翻
了
迷
信
，
用
尊
重
人
格
、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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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
打
倒
了
神
權
，
十
八
世
紀
的
自
由
平
等
博
愛
、
十
九
世
紀
中
葉
以
後
的
社
會
主
義
以
謀
人
類
最
大
多
數
的
最

大
幸
福
的
努
力
取
代
了
那
不
可
知
的
天
堂
淨
土
，
這
一
切
能
夠
滿
足
人
類
心
靈
上
要
求
的
程
度
超
過
了
東
方
舊

文
明
。
後
一
篇
文
章
重
申
這
些
論
點
，
並
更
直
率
地
宣
言

.• 

「
現
在
正
是
我
們
東
方
人
應
當
開
始
承
認
那
些
老

文
明
中
很
少
精
神
價
值
或
完
全
沒
有
精
神
價
值
的
時
候
了
」
'
科
學
和
技
術
的
新
文
明
「
乃
是
人
類
真
正
偉
大
的

精
神
的
成
就
'
是
我
們
必
須
學
習
去
愛
好
、
去
尊
敬
的

o

」
@

胡
適
的
這
些
論
點
在
不
同
的
時
期
內
多
次
遭
到
猛
烈
的
抨
擊
。
其
實
，
胡
適
所
致
力
的
仍
是
中
國
新
文
化

的
創
造
，
他
希
望
在
這
種
創
造
中
能
夠
充
分
吸
收
世
界
文
明
已
有
的
成
就
，
並
且
「
借
它
的
朝
氣
來
打
掉
一
點

我
們
的
老
文
化
的
惰
性
和
暮
氣
」

o

創
造
出
來
的
新
文
化
，
當
然
是
中
國
的
，
「
那
無
數
無
數
的
人
民
，
那
才
是

文
化
的
本
位
。
那
個
本
位
是
沒
有
毀
滅
的
危
險
的
」
'
所
以
上
將
來
文
化
大
變
動
的
結
晶
品
，
當
然
是
一
個
中

國
本
位
的
文
化
」
。
@
只
要
看
一
看
二
十
世
紀
中
國
自
然
科
學
、
技
術
科
學
、
文
學
、
藝
術
、
人
文
科
學
、
社
會

科
學
、
新
聞
、
出
版
、
教
育
、
衛
生
等
等
發
展
的
情
況
，
考
察
一
下
數
以
萬
計
自
歐
、
美
、
日
歸
來
的
留
學
生

和
為
數
更
多
通
過
其
他
途
徑
接
觸
了
西
方
文
化
的
知
識
分
子
利
用
世
界
文
化
成
就
在
其
中
所
發
揮
的
作
用
，
便

可
了
解
，
胡
適
的
要
求
並
非
荒
誕
無
稽
，
一
無
是
處
，
他
所
倡
導
的
輸
入
學
理
、
尊
敬
西
洋
近
代
文
明
在
新
文

化
的
創
造
中
所
起
的
積
極
作
用
是
不
容
抹
煞
的
。

(
新
文
化
建
設
方
面
，
胡
適
另
一
突
出
貢
獻
，
是
他
首
舉
義
旗
，
發
動
了
白
話
文
、
白
話
文
學
運
動
以

白
話
，
按
照
胡
適
的
解
釋
，
即
是
俗
話
，
須
明
白
如
話
，
是
乾
乾
淨
淨
沒
有
堆
砌
塗
飾
的
話
。
@
胡
適
不

遺
餘
力
地
倡
導
以
白
話
文
取
代
已
喪
失
生
命
力
的
文
言
文
。
以
國
語
為
全
國
統
一
的
普
遍
運
用
的
語
言
，
並
從

各
個
方
面
進
行
努
力
，
推
動
白
話
在
詞
彙
、
語
音
、
語
法
結
構
方
面
走
向
規
範
化
。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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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
話
文
學
，
包
括
白
話
詩
的
嘗
試
、
白
話
小
說
特
別
是
埋
篇
小
說
創
作
的
提
倡
、
戲
劇
改
良
的
探
索
、
中

國
白
話
文
學
發
展
歷
史
的
梳
理
，
所
有
這
一
切
，
按
照
胡
適
本
人
的
說
法
，
都
是
為
了
在
三
五
十
年
內
替
中
國

創
造
出
一
派
用
現
代
中
國
話
所
做
的
真
文
學
、
活
文
學
，
取
代
用
久
已
死
了
的
文
字
所
做
因
而
情
不
真
、
意
不

切
的
假
文
學
、
死
文
學
、
腐
敗
文
學
。
這
一
目
標
，
同
白
話
文
的
應
用
一
樣
，
在
胡
適
生
前
早
已
實
現
了
。
白

話
文
、
白
話
文
學
如
秋
風
掃
落
葉
一
樣
，
在
短
短
二
三
十
年
間
便
將
原
先
一
直
占
據
支
配
地
位
的
文
言
文
、
文

言
文
學
完
全
推
倒
，
足
證
胡
適
所
領
導
的
這
一
運
動
符
合
歷
史
的
需
要
。

這
一
運
動
的
意
義
，
不
僅
僅
局
限
於
語
言
文
字
、
文
學
創
作
的
形
式
及
其
語
言
運
用
。
正
如
胡
適
所
說
，

「
白
話
本
來
是
大
眾
的
話
」
'
所
以
，
它
能
夠
「
回
到
大
眾
主
，
那
文
學
所
要
求
的
是
將
文
學
從
墓
誌
、
壽

序
、
家
傳
和
官
場
、
妓
院
、
不
官
而
官
非
妓
而
妓
的
中
等
社
會
這
狹
窄
的
題
材
中
解
放
出
來
，
面
向
大
眾
，
面

向
真
實
的
社
每
「
即
如
今
日
的
貧
民
社
會
，
如
工
廠
之
男
女
工
人
、
人
力
車
夫
，
內
地
農
家
，
各
處
大
負
販
及

小
店
舖
二
切
痛
苦
情
形
」
，
都
應
在
文
學
中
占
一
位
置
，
在
新
舊
文
明
接
觸
下
「
一
切
家
庭
慘
變
，
婚
姻
苦
痛
，

女
子
之
位
置
，
教
育
之
不
適
宜
，

...... 

種
種
問
題
，
都
可
供
文
學
的
材
料
」
。
為
真
實
地
反
映
這
一
現
實
，
文
人

們
就
決
不
可
像
往
昔
那
樣
閱
了
門
虛
造
，
必
須
作
實
地
的
觀
察
，
取
得
個
人
的
經
驗
，
並
以
「
活
潑
精
細
的
理

想
」
將
觀
察
經
驗
的
材
料
「
一
一
的
體
會
出
來
二
一
的
整
理
如
實
，
二
的
組
織
完
全
」
。
@
這
里
所
要
求
的
，

是
使
語
言
、
文
學
都
面
向
大
眾
，
面
向
現
實
你
就
風
所
及
，
使
整
個
文
化
都
轉
向
最
廣
大
民
眾
的
現
實
生
活
。

這
才
是
白
話
文
和
白
話
文
學
運
動
在
現
代
中
國
文
化
建
設
中
更
為
根
本
的
意
義
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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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

二
十
世
紀
的
中
國
文
化
是
在
多
元
的
文
化
運
動
彼
此
激
盪
、
互
相
衝
突
中
演
進
的
。
胡
適
在
二
十
世
紀
中

國
文
化
運
動
中
的
特
殊
地
位
之
所
以
形
成
，
還
有
一
個
重
要
的
原
因
，
這
就
是
因
為
他
是
現
代
中
國
自
由
主
義

最
有
影
響
的
代
表
。

在
胡
適
之
前
，
嚴
復
、
梁
敢
超
等
人
宣
傳
過
自
由
主
義
，
但
應
和
者
藐
藐
，
他
們
本
人
不
久
也
都
轉
了
向
。

胡
適
從
投
身
於
新
文
化
運
動
開
始
，
便
鮮
明
地
揭
起
自
由
主
義
大
旗
，
並
終
其
身
而
未
移
易
。
他
將
一
批
具
有

同
樣
思
想
基
礎
的
自
由
主
義
者
集
合
於
自
己
周
圍
，
力
圖
使
中
國
文
化
的
變
革
朝
著
他
們
所
追
求
的
目
標
發

展
。們

在
提
問
頃
，
畔
明
地
將
「
最
健
全
的
個
人
主
義
」
包
括
個
性
解
放
、
個
人
獨
立
、
個
性
自
由
發
展
作
為
文

化
蹦
出
庫
的
沖
沁
目
標
提
佇
此
來
。
一
九
一
四
年
寫
出
英
文
稿
、
一
九
一
八
年
寫
出
中
文
稿
、
一
九
一
二
年
進
一

步
改
定
的
《
易

-
P

生
主
義
》
，
要
人
們
覺
悟
到
自
己
也
是
一
個
人
，
無
論
如
何
務
必
努
力
做
一
個
人
，
唯
一
的
法

子
就
是
把
自
己
這
塊
材
料
鑄
造
成
器
，
只
有
這
樣
，
才
有
希
望
有
益
於
社
會
。
文
章
認
定
社
會
最
大
的
罪
惡
莫

過
於
摧
折
個
人
的
個
性
，
不
使
他
自
由
發
展
.
，
強
調
人
們
只
有
把
自
己
鑄
造
成
自
由
獨
立
的
人
格
，
個
人
有
自

由
意
志
，
擔
干
係
'
負
責
任
，
才
能
永
不
知
足
，
不
滿
意
於
現
狀
，
敢
於
睜
開
眼
睛
來
看
世
界
的
真
實
現
狀
，

敢
說
老
實
話
攻
擊
社
會
腐
敗
情
形
，
想
維
新
，
想
革
命
，
向
惡
勢
力
作
戰
。
。
這
篇
文
章
比
之
近
代
散
蒙
思
想

家
們
更
清
楚
、
更
集
中
地
提
出
了
迴
異
於
傳
統
的
人
生
價
值
取
向
，
因
而
引
起
了
強
烈
的
社
會
反
響
。
舉
凡
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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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
解
放
問
題
、
婚
姻
問
題
、
女
子
貞
操
問
題
、
家
庭
問
題
、
法
律
問
題
、
宗
教
問
題
、
道
德
問
題
等
等
，
人
們

都
根
據
這
一
新
的
價
值
取
向
來
加
以
衡
量
、
判
斷
。
所
以
，
它
在
當
日
成
了
「
最
新
鮮
又
最
需
要
的
一
針
注
射
」
'

起
了
「
最
大
的
興
奮
作
用
和
解
放
作
用
」
貝
@

僅
僅
確
定
了
文
化
變
革
的
中
心
目
標
，
而
不
具
備
實
現
這
一
中
心
目
標
的
外
在
條
件
與
內
在
動
力
，
沒
有

切
實
可
行
的
行
動
方
案
或
操
作
程
序
，
個
性
解
放
、
人
格
獨
立
、
思
想
自
由
云
云
，
都
必
然
會
流
為
空
談
。
胡

適
一
九
二
九
年
發
動
的
「
人
權
與
約
法
」
的
討
論
，
便
在
這
一
層
面
上
推
動
了
自
由
主
義
文
化
運
動
的
深
化
。

針
對
「
個
人
人
權
被
剝
奪
幾
乎
沒
有
絲
毫
餘
剩
」
的
現
實
，
胡
適
指
出
，
僅
憑
一
紙
保
障
人
權
的
模
糊
命

令
絕
不
可
能
使
人
權
得
到
保
障
，
因
為
「
現
在
中
國
的
政
治
行
為
根
本
上
從
沒
有
法
律
規
定
的
權
限
，
人
民
的

權
利
自
由
也
從
沒
有
法
律
規
定
的
保
障
」
。
要
改
變
這
一
狀
況
，
就
必
須
「
快
快
制
定
約
法
以
確
定
法
治
基
礎
!

快
快
制
定
約
法
以
保
障
人
權
!
」
@
稍
後
，
他
進
一
步
提
出
，
必
須
儘
早
制
定
憲
法
，
「
憲
法
的
大
功
用
，
不
但

在
於
規
定
人
民
的
權
利
，
更
重
要
的
是
規
定
各
機
關
的
權
限
。
立
三
個
根
本
大
法
，
使
政
府
的
各
機
關
不
得
逾

越
他
們
的
法
定
權
限
，
使
他
們
不
得
侵
犯
人
民
的
權
利
|
|
這
才
是
民
主
政
治
的
訓
練
。
」
他
強
調

•• 

「
程
度

幼
稚
的
民
族
，
人
民
固
然
需
要
訓
練
，
政
府
也
需
要
訓
練
。
」
那
些
生
平
不
曾
夢
見
共
和
政
體
是
什
麼
樣
子
的

政
府
首
腦
們
，
更
得
早
日
學
習
實
行
憲
政
，
否
則
，
「
無
憲
法
的
訓
政
只
是
專
制
」
。
@

這
時
，
胡
適
所
最
關
切
的
是
在
「
絕
對
專
制
下
」
思
想
言
論
完
全
失
去
自
由
。
他
指
出
，
過
去
十
年
來
，

國
民
黨
所
以
勝
利
，
全
靠
國
民
黨
能
有
幾
分
新
覺
悟
，
參
加
了
新
文
化
運
動
，
並
在
組
織
上
充
分
吸
收
了
新
文

化
運
動
的
青
年
，
使
國
民
黨
得
著
革
命
的
生
力
軍
。
可
是
，
國
民
黨
當
國
以
來
，
卻
否
定
了
新
文
化
運
動
所
提

倡
的
懷
疑
的
態
度
和
批
評
的
精
神
，
「
天
天
摧
殘
思
想
自
由
，
壓
迫
言
論
自
由
，
妄
想
做
到
思
想
的
統
一
」

o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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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
他
尖
銳
地
警
告
說
•. 

「
統
一
的
思
想
只
是
思
想
的
僵
化
!
」
而
且
，
思
想
也
不
可
能
統
一
，
「
用
一
個
人
的

言
論
思
想
來
統
一
思
想
，
只
可
以
供
給
一
些
不
思
想
的
人
的
黨
義
考
試
夾
帶
品
，
只
可
以
供
給
一
些
黨
八
股
的

教
材
」
。
思
想
如
此
僵
化
下
去
，
必
定
不
能
吸
引
前
進
的
思
想
界
的
同
情
，
「
前
進
的
思
想
界
的
同
情
完
全
失
掉

之
日
，
便
是
國
民
黨
油
乾
煙
草
盡
之
時
。
」
以
此
，
他
要
求
廢
止
一
切
措
制
思
想
言
論
自
由
的
命
令
、
制
度
、

機
關
、
取
消
統
一
思
想
與
黨
化
教
育
的
迷
夢
!
@

隨
著
討
論
逐
步
深
化
，
一
九
三

0
年
四
月
胡
適
又
綜
合
他
和
他
的
朋
友
們
討
論
中
國
的
現
狀
、
怎
樣
解
決

中
國
問
題
的
意
見
，
寫
成
《
我
們
走
那
條
路
?
》
這
篇
長
文
，
闡
明
了
這
些
自
由
主
義
者
所
追
求
的
全
面
目
標

和
所
決
定
的
行
為
綱
領
。
文
章
以
貧
窮
、
疾
病
、
愚
昧
、
貪
污
、
擾
亂
為
五
大
敵
人
，
為
所
要
打
倒
的
對
象
.
，

提
出
要
建
立
一
個
治
安
的
、
普
遍
繁
榮
的
、
文
明
的
、
現
代
的
統
一
國
家

.• 

良
好
的
法
律
政
治
、
長
期
的
和
平
、

廉
潔
的
行
政
、
安
定
的
生
活
、
發
達
的
工
商
業
、
便
利
安
全
的
交
通
、
公
共
的
救
濟
事
業
、
普
遍
的
義
務
教
育
、

健
全
的
中
等
教
育
、
高
深
的
大
學
教
育
、
文
化
各
方
面
的
提
高
與
普
及
等
等
。
文
章
要
求
用
自
覺
的
非
暴
力
的

改
革
取
代
暴
力
的
革
命
，
「
集
合
全
國
的
人
才
智
力
，
充
分
採
用
世
界
的
科
學
知
識
與
方
法
二
步
一
步
的
作
自

覺
的
改
革
，
在
自
覺
的
指
導
之
下
一
點
一
滴
的
收
不
斷
的
改
革
之
全
功
。
」
@

這
篇
文
章
是
中
國
自
由
主
義
者
的
一
篇
宣
言
。
胡
適
在
就
這
篇
論
文
答
梁
漱
漠
的
信
中
申
明

.. 

「
我
的
主

張
只
是
責
己
而
不
責
人
，
要
自
覺
的
改
革
而
不
要
盲
目
的
革
命
。
」
@
責
己
而
不
責
人
，
強
調
的
是
帝
國
主
義

不
能
侵
害
那
五
鬼
不
入
之
國
，
要
抵
抗
帝
國
主
義
也
應
先
創
除
中
國
自
身
的
貧
窮
、
愚
昧
等
五
大
仇
敵
。
盲
目

的
革
命
，
指
的
是
將
武
力
暴
動
說
成
革
命
的
唯
一
方
法
，
在
「
革
命
」
的
名
義
下
，
用
武
力
來
替
代
武
力
，
用

這
一
班
軍
人
來
推
倒
那
一
班
軍
人
，
用
一
種
盲
目
勢
力
來
替
代
那
一
種
盲
目
勢
力
，
兵
化
為
匪
，
匪
化
為
兵
，

胡適與近代中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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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
成
一
個
兵
匪
世
界
。
自
覺
的
改
革
，
指
一
步
步
建
立
起
適
應
現
代
環
境
需
要
的
政
治
制
度
、
司
法
制
度
、
經

濟
制
度
、
教
育
制
度
、
衛
生
行
政
、
學
術
研
究
、
文
化
設
備
等
等
。
這
一
改
革
，
尤
依
賴
於
新
知
識
分
子
發
揮

其
作
用
，
「
當
北
洋
軍
人
勢
力
正
大
的
時
候
，
北
京
學
生
奮
臂
一
呼
而
武
人
倉
皇
失
措
，
這
便
是
文
治
勢
力
的
明

例
。
」
遺
憾
的
是
這
時
「
文
治
勢
力
大
都
已
走
狗
化
，
自
身
已
失
掉
其
依
據
，
只
靠
做
官
或
造
標
語
吃
飯
」
'
所

以
失
其
作
用
，
不
復
能
澄
清
政
治
、
鎮
壓
軍
人
。
@

關
於
人
權
與
法
治
問
題
的
討
論
及
《
我
們
走
那
條
路
?
》
，
既
集
中
地
反
映
了
胡
適
對
現
狀
的
強
烈
不
滿
，

更
反
映
了
他
對
文
化
變
革
重
要
性
格
外
深
切
的
認
識
。
他
看
到
了
，
改
造
中
國
是
一
個
極
為
艱
鉅
的
宏
大
的
系

統
工
程
，
非
一
次
暴
力
革
命
所
能
完
成
，
而
一
步
一
步
的
自
覺
的
改
革
關
鍵
正
在
人
才
智
力
和
科
學
的
知
識
與

方
法
。
儘
管
在
忙
著
中
原
大
戰
的
蔣
、
聞
、
馮
、
李
及
正
在
深
入
山
區
建
立
根
據
地
的
朱
、
毛
等
眼
中
，
這
些

都
屬
迂
腐
之
談
，
連
梁
漱
淇
都
認
為
「
沒
有
具
體
內
容
」
的
「
自
覺
的
改
革
」
，
只
是
「
空
發
夢
想
」
'
@
但
隨

後
半
個
多
世
紀
的
歷
史
證
明
，
胡
適
這
時
的
見
解
並
非
完
全
是
無
稽
之
談
﹒
﹒
沒
有
科
學
、
教
育
、
文
化
的
發
展
，

沒
有
政
治
民
主
化
下
人
才
智
力
的
自
由
發
揮
，
中
國
人
就
很
難
真
正
貧
窮
、
愚
昧
、
動
亂
。

一
九
四
七
年
八
月
，
胡
適
在
所
作
的
《
眼
前
世
界
文
化
的
趨
向
》
廣
播
演
講
及
所
發
表
的
《
我
們
必
須
選

擇
我
們
的
方
向
》
一
文
中
，
重
申
用
科
學
的
成
績
解
除
人
額
的
痛
苦
，
用
社
會
化
的
經
濟
制
度
來
提
高
人
類
的

生
活
，
用
民
主
的
政
治
制
度
來
解
放
人
額
的
思
想
、
發
展
人
額
的
才
能
，
造
成
自
由
的
獨
立
的
人
格
為
「
理
想

目
標
」
'
重
申
他
的
基
本
立
場
是
「
深
信
思
想
信
仰
的
自
由
與
言
論
出
版
的
自
由
是
社
會
改
革
與
文
化
進
步
的
基

本
條
件
」
、
深
信
民
主
政
治
「
最
可
以
代
表
全
民
利
益
」
、
「
確
曾
養
成
一
種
愛
自
由
、
容
忍
異
己
的
文
明
社
會
」
。

@
一
九
四
八
年
八
月
，
他
在
《
自
由
主
義
是
什
麼
?
》
一
文
中
，
更
直
截
地
宣
布

•• 

「
自
由
主
義
就
是
人
類
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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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上
那
個
提
倡
自
由
，
崇
拜
自
由
，
爭
取
自
由
，
充
實
並
推
廣
自
由
的
大
運
動
」
'
「
凡
是
愛
自
由
的
，
凡
是
承

認
自
由
是
個
人
發
展
與
社
會
進
步
的
基
本
條
件
的
，
凡
是
承
認
自
由
難
得
而
易
失
故
必
隨
時
隨
地
勤
謹
護
視
培

養
的
，
都
是
自
由
主
義
者
之
特
別
強
調
了
「
現
代
的
自
由
主
義
正
應
該
有
『
和
平
改
革
』
的
含
義
」
'
呼
籲
「
不

流
血
的
和
平
革
新
」

o
@
但
是
，
這
個
時
候
，
國
共
之
間
在
綿
延
數
千
里
的
戰
線
上
以
數
百
萬
兵
力
鑒
戰
正
醋
，

一
般
民
眾
包
括
大
學
生
、
大
學
教
授
們
正
在
為
反
飢
餓
而
走
上
街
頭
，
胡
適
避
開
這
一
嚴
峻
的
現
實
，
他
的
自

由
主
義
的
宣
言
便
不
能
不
使
人
們
感
到
空
泛
，
當
然
也
就
不
可
能
像
新
文
化
運
動
時
那
樣
起
到
思
想
解
放
的
作

用
，
甚
至
也
難
以
像
人
權
與
法
治
討
論
時
那
樣
將
其
他
自
由
主
義
者
集
合
於
自
己
周
圍
，
在
文
化
運
動
中
自
然

也
就
不
復
具
有
往
昔
那
種
影
響
力
。
自
由
主
義
思
潮
對
解
決
中
國
政
治
與
經
濟
問
題
始
終
沒
有
提
出
過
真
正
切

實
可
行
的
方
案
，
沒
有
形
成
足
以
吸
引
民
眾
投
入
於
其
中
的
實
際
的
政
治
運
動
，
這
正
是
它
在
三
、
四
十
年
代

中
國
文
化
運
動
中
吸
引
力
日
漸
減
弱
的
一
個
基
本
原
因
。

胡適與近代中國

肆
胡
適
在
二
十
世
紀
中
國
文
化
運
動
中
的
作
用
，
不
僅
表
現
於
他
在
批
評
孔
孟
、
彈
劫
程
朱
、
反
對
孔
教
、

否
認
上
帝
，
打
倒
了
尊
門
戶
、
解
放
中
國
思
想
中
帶
了
頭
，
作
了
先
鋒
，
在
建
設
新
文
學
、
新
文
化
中
開
了
風

氣
，
而
且
表
現
於
由
他
而
引
發
了
一
場
又
一
場
規
模
很
大
的
針
對
著
他
的
思
想
批
判
運
動
。
除
去
終
其
生
一
直

伴
隨
著
他
的
不
同
學
術
見
解
與
不
同
政
見
的
正
常
爭
論
外
，
二
十
年
代
末
、
三
十
年
代
初
他
被
國
民
政
府
訓
令

「
警
早
已
，
刊
他
文
章
的
《
新
月
》
被
禁
售
，
他
本
人
被
國
民
黨
魁
首
們
指
責
為
「
抵
訣
本
黨
，
肆
行
反
動
」
「
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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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險
惡
，
行
為
卑
劣
」
o

被
官
方
輿
論
所
周
攻
﹒
'
五
十
年
代
在
大
陸
他
被
作
為
帝
國
主
義
和
國
民
黨
的
幫
凶
及
資

產
階
級
學
術
思
想
的
代
表
而
遭
到
全
國
性
的
批
判
.
，
六
十
年
代
在
台
灣
他
作
為
將
西
方
社
會
主
義
引
入
中
國
、

將
大
陸
出
賣
給
中
共
，
又
準
備
將
台
灣
出
賣
給
中
共
的
罪
魁
，
沒
有
一
點
學
問
的
腹
中
空
空
者
，
被
大
加
提
伐
.
，

在
自
由
主
義
者
中
，
無
論
是
在
四
十
年
代
的
大
陸
，
還
是
五
十
年
代
的
台
灣
，
他
都
受
到
了
越
來
越
多
的
批
評
。

凡
此
種
種
，
對
二
十
世
紀
前
期
特
別
是
中
期
中
國
文
化
運
動
的
走
向
及
其
進
程
，
都
產
生
了
很
深
的
影
響
。
它

們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顯
示
了
胡
適
本
人
各
種
內
在
的
限
制
所
產
生
的
負
面
效
果
。

f胡
適
的
思
想
精
髓
即
是
其
內
在
限
制
之
所
在
，
他
的
弱
點
正
潛
存
於
他
的
長
處
之
』
。

作
為
一
個
故
蒙
思
想
家
，
胡
適
無
論
是
破
除
舊
的
精
神
控
惜
，
還
是
建
設
新
的
文
化
，
都
以
他
所
最
為
得

意
的
「
科
學
方
法
」
為
其
中
心
支
柱
小
他
將
美
國
實
用
主
義
中
和
中
國
乾
嘉
考
據
最
為
切
近
的
「
大
膽
的
假
設
，

小
心
的
求
證
」
'
推
許
為
「
科
學
方
法
」
的
一
般
程
序
。
這
種
方
法
實
質
只
承
認
對
各
個
個
別
事
物
的
分
別
認
識
，

充
其
量
只
承
認
在
若
干
個
別
認
識
基
礎
上
所
作
的
歸
納
。
這
種
方
法
不
了
解
人
類
認
識
世
界
還
有
一
個
從
一
般

到
個
別
、
從
整
體
到
局
部
的
過
程
，
整
體
並
非
個
體
之
和
，
只
有
對
整
體
的
總
結
構
及
其
活
動
的
動
態
過
程
加

以
全
面
考
察
，
才
能
從
本
質
上
了
解
整
體
。
胡
適
不
承
認
後
一
種
認
識
方
法
同
樣
是
科
學
方
法
，
結
果
，
無
論

是
重
新
審
查
傳
統
，
還
是
建
立
新
的
學
科
，
他
都
無
法
從
總
體
的
分
析
和
研
究
中
作
出
有
說
服
力
的
全
面
性
的

結
論
可
他
列
舉
中
國
獨
有
的
研
文
、
律
詩
、
八
股
、
小
腳
、
太
監
、
姨
太
太
、
五
世
同
居
的
大
家
庭
等
等
來
代

表
不
足
迷
戀
的
「
幾
千
幾
百
年
之
久
的
固
有
文
化
」
，
要
大
家
必
須
承
認
「
我
們
自
己
百
事
不
如
人
」
'
@
便
是

運
用
他
的
「
科
學
方
法
」
的
一
個
典
型
。
列
舉
若
干
現
象
，
然
後
歸
納
出
一
個
普
遍
性
結
論
，
日
-
旭
種
方
法
其
實

可
以
為
任
何
一
種
選
擇
性
的
觀
點
找
到
自
己
所
需
要
的
例
證
。
他
列
舉
了
貧
窮
、
疾
病
等
為
五
大
仇
敵
，
運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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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的
「
科
學
方
法
」
，
其
實
完
全
可
以
列
出
五
十
大
仇
敵
、
五
百
大
仇
敵
，
這
是
胡
適
「
科
學
方
法
」
致
命
弱
點

之
所
在
，
當
然
也
是
他
在
歐
蒙
運
動
中
所
作
的
貢
獻
內
在
限
制
之
所
在
。

(
作
為
一
個
自
由
主
義
者
，
胡
適
追
求
思
想
自
由
、
言
論
自
由
、
人
格
獨
立
、
人
得
以
做
個
人
是
真
誠
的
，

但
是
，
他
想
將
美
國
在
社
會
中
產
化
基
礎
上
形
成
的
以
政
治
多
元
化
為
最
重
要
標
誌
的
自
由
主
義
移
植
於
中

國
，
卻
不
免
在
上
下
兩
個
層
面
都
同
中
國
實
際
脫
節
，
因
為
中
國
非
中
產
化
的
掌
權
者
需
要
保
持
行
政
權
力
對

全
社
會
的
支
配
，
非
中
產
化
的
廣
大
民
眾
需
要
的
是
使
權
力
為
自
己
所
掌
握
，
由
自
由
主
義
而
政
治
多
元
化
是

這
兩
個
方
面
都
不
能
接
受
的
V
結
果
，
胡
適
只
能
在
一
些
中
心
城
市
和
少
數
知
識
分
子
中
得
到
微
弱
的
應
和
。

在
極
為
嚴
峻
的
軍
事
政
治
衝
突
面
前
，
這
種
自
由
主
義
也
必
然
會
變
得
越
來
越
蒼
白
無
。
一
九
四
八
年
八
月
，

胡
適
在
《
自
由
主
義
是
什
麼
?
》
中
，
還
強
調
了
自
由
主
義
特
殊
的
、
空
前
的
政
治
意
義
「
就
是
容
忍
反
對
黨
，

保
障
少
數
人
的
自
由
權
利
」
o
@
而
一
九
五
九
年
，
胡
適
就
逕
自
宣
布

.. 

「
容
忍
是
一
切
自
由
的
根
本
.
，
沒
有
容

忍
，
就
沒
有
自
由
。
」
而
容
忍
在
這
時
又
被
解
釋
為
「
我
應
該
用
容
忍
的
態
度
來
報
答
社
會
對
我
的
容
忍
了
@

這
一
說
法
完
全
可
以
解
釋
為
呼
呼
無
權
無
勢
者
容
忍
現
狀
，
比
之
→
九
四
八
年
是
明
顯
的
退
步
，
難
怪
稍
許
激

進
一
些
的
自
由
主
義
者
也
不
得
不
對
此
正
面
加
以
批
評
。

胡
適
一
再
呼
時
要
作
自
覺
的
改
革
、
用
自
覺
的
努
力
來
指
導
改
革
。
所
謂
自
覺
，
他
解
釋
說

•• 

「
必
須
竭

力
排
除
我
們
的
成
見
和
私
意
，
必
須
充
分
尊
重
事
實
和
證
據
，
必
須
充
分
虛
懷
採
納
一
切
可
以
供
參
考
比
較
暗

示
的
材
料
，
必
須
時
時
刻
刻
提
醒
自
己
說
我
們
的
任
務
是
要
為
社
會
國
家
尋
一
條
最
可
行
而
又
最
完
美
的
辦

法.. 

這
叫
做
自
覺
。
」
@
放
在
中
國
改
革
者
面
前
的
一
個
最
基
本
的
事
實
，
就
是
舊
式
小
農
占
中
國
人
口
的
絕

大
多
數
，
他
們
大
體
上
還
生
活
在
同
古
代
差
不
多
的
條
件
中
，
不
切
實
解
決
他
們
的
問
題
，
把
他
們
變
成
現
代

胡適與近代中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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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的
動
力
及
現
代
化
成
果
的
享
有
者
，
所
謂
尊
重
事
實
，
所
謂
最
可
行
而
又
最
完
美
的
辦
法
，
必
然
變
為
一
句

空
話
。
「
諸
如
農
民
的
土
地
問
題
、
人
口
問
題
、
組
織
與
教
育
問
題
、
流
亡
問
題
，
發
展
農
業
所
需
要
的
資
金
、

/{ 

機
械
、
技
術
問
題
，
農
民
為
工
業
提
供
資
金
積
累
、
後
備
人
才
問
題
等
等
，
口
口
聲
聲
要
作
自
覺
的
改
革
的
胡

// 

適
一
概
未
予
置
理
，
沒
有
解
決
這
些
問
題
的
任
何
綱
領
，
更
沒
有
解
決
這
些
問
題
的
任
何
實
際
操
作
，
他
所
致

力
的
文
化
運
動
及
自
由
主
義
運
動
游
離
於
以
農
村
大
變
動
為
中
心
的
社
會
運
動
之
外
，
局
促
於
一
些
學
校
講

堂
、
新
聞
書
刊
，
無
法
對
社
會
運
動
施
加
直
接
影
響
，
也
就
是
很
自
然
的
了
。

胡
適
說
過
.. 

生
平
自
稱
為
「
多
神
信
徒
」
，
我
的
神
在
裳
，
有
三
位
大
神
，
一
位
是
孔
仲
尼
、
取
其
「
知
其
不
可
而
為

之
」
;
一
位
是
王
介
甫
﹒
取
其
「
但
能
一
切
舍
，
管
取
佛
歡
喜
」
;
一
位
是
張
江
陵
，
取
其
「
願
以
其
身

為
革
薦
'
使
人
寢
處
其
上
，
沒
溺
垢
穢
之
，
吾
無
間
焉
，
有
欲
割
取
我
身
鼻
者
，
吾
亦
歡
喜
施
與

o
@

這
一
段
話
，
是
胡
適
在
現
實
面
前
不
斷
碰
壁
，
在
眾
多
的
抨
擊
者
、
批
評
者
面
前
深
感
不
被
理
解
，
苦
悶

而
又
不
甘
自
暴
自
棄
的
心
情
的
絕
好
寫
照
。
知
其
不
可
而
為
之
，
他
堅
持
了
他
的
信
念
，
不
斷
辛
勤
耕
耘
，
但

即
使
一
切
舍
，
卻
未
能
使
佛
歡
喜
，
他
是
四
面
不
討
好
。
遺
憾
的
是
，
批
判
他
、
鞭
當
他
者
，
亦
大
多
未
真
正

擊
中
他
的
要
害
，
擊
中
他
內
在
限
制
這
一
真
正
痛
處
，
他
當
然
也
就
難
以
真
正
心
安
理
得
地
歡
喜
施
與

o

對
胡

適
本
人
而
言
，
這
未
嘗
不
是
一
個
悲
劇
.
，
對
二
十
世
紀
中
國
文
化
運
動
而

-
3
7
這
個
事
實
恰
好
證
明
了
它
自
身

的
不
成
熟
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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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

=
=
自

釋

@
見
《
胡
適
作
品
位
市
、
一
片
﹒
負
採
問
題
》
遠
流
出
版
公
司
一
九
八
六
年
三
月
版
，
第
一
于
一
片
頁
。
又
見
《
胡
適
作
品
集
二
﹒

胡
適
文
集
》
'
遠
流
出
版
公
司
一
九
八
六
年
七
月
版
，
第
四
-
三
只
。

@
《
信
心
與
反
省
》
，
見
《
胡
適
作
品
某
一
八
﹒
我
們
走
那
條
路
?
寺
，
遠
流
出
版
公
司
于
九
八
六
年
七
月
版
，
第
五
二

頁
@
同
註
@
，
第
五
四
頁
。

@
《
三
論
信
心
與
反
省
》
'
同
註
@
，
第
六
七
頁
。

@
見
《
胡
適
作
品
集
十
一
﹒
治
學
的
方
法
與
材
料
》
'
遠
流
出
版
公
司
一
九
八
六
年
四
月
版
，
第
四
頁
。

@
見
胡
頌
平
緝
著
:
《
胡
適
之
先
生
年
譜
長
編
初
稿
》
第
十
冊
，
聯
經
出
版
公
司
一
九
八
四
年
版
，
第
三
八

O

三
頁
。

@
《
試
評
所
謂
「
中
國
本
位
的
文
化
建
設
」
》
﹒
見
《
胡
適
作
品
集
十
八
﹒
我
們
走
那
條
路
?
》
﹒
第
一
四

O
頁
。

@
參
見
《
答
錢
玄
同
主
旱
，
《
胡
適
作
品
往
前
三
﹒
文
學
改
良
品
議
》
句
遠
流
出
版
公
司
一
九
八
六
年
二
月
版
，
第
四
四
頁
。

@
《
大
眾
諾
在
那
兒
》
，
見
《
胡
適
作
品
集
十
八

•. 

我
們
走
那
條
路
?
心
，
第
一
三
二
頁
。

@
《
建
設
的
文
學
革
命
位
學
，
見
《
胡
適
作
品
集
三
﹒
文
學
改
良
與
議
》
第
六
七
六
八
頁
。

@
見
《
胡
適
作
品
集
、
一
片
﹒
負
採
問
題
?
第
九
二
一
頁
。

@
《
介
紹
我
自
己
的
思
想
》
見
《
胡
適
作
品
集
二
﹒
胡
適
文
選
》
﹒
第
六
頁
。

@
胡
適

.. 

《
人
權
與
約
法
》
﹒
見
《
新
月
》
第
二
春
第
二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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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們
什
麼
時
候
才
可
有
憲
法
|
|
|
對
於

〈
建
國
大
綱
〉
的
疑
問
》
，
見
《
新
月
》
第
二
卷
第
四
期
。

@
胡
適

.. 

@
胡
適

.. 

@
見
《
胡
適
作
品
集
十
八
，
我
們
走
那
條
路
?
》
，
第
六
、

-
0

、
一
七
頁
。

《
新
文
化
運
動
與
國
民
掌
心
，
見
《
新
月
》
第
二
春
第
六
期
。

@
@
胡
適

.. 

《
H
A
O梁
漱
漠
先
生
》
'
《
胡
適
作
品
集
十
八
﹒
我
們
走
那
條
路
?
》
，
第
三

0

、
三
一
頁
。

《
敬
以
請
教
胡
適
之
先
生
》
﹒
見
《
胡
適
作
品
集
十
八
﹒
我
們
走
那
條
路
?
寺
，
第
二
四
頁
。

@
梁
漱
淇

.. 

@
見
《
胡
適
之
先
生
年
譜
長
編
初
稿
》
第
六
冊
，
第
一
九
八
三
、

@
見
《
胡
適
之
先
生
年
譜
長
編
初
稿
》
第
六
冊
，
第
二

O

四
四
‘
二

O

四
六
l

二
O

四
七
頁
。

@
見
《
信
心
與
反
省
》
、
《
再
論
信
心
與
反
省
》
﹒
《
胡
適
作
品
往
前
十
八
﹒
我
們
走
那
條
路
?
卒
，
第
五
二
、
六
二
頁
:
《
請

一
九
八
八
1

一
九
八
九
頁
。

大
家
來
照
照
鏡
子
》
'
《
胡
適
作
品
集
二
，
胡
適
文
選
》
，
第
一
三
八
頁
。

@
見
《
胡
適
之
先
生
年
譜
長
編
初
稿
》
第
六
冊
，
第
二

O

四
五
頁
。

@
胡
適

.. 

《
容
忍
與
自
由
》
，
見
《
胡
適
之
先
生
年
譜
長
編
初
稿
》
第
八
冊
，
第
二
八
五
四
、
二
八
五
五
頁
。

@
《
我
們
走
那
條
路
?
卒
，
見
《
胡
適
作
品
集
十
八
﹒
我
們
走
那
條
路
?
》
，
第
一
八
|
一
九
頁
。

@
《
胡
適
致
周
作
人
》
(
一
九
三
六
年
一
月
九
日
)
，
見
《
胡
適
來
往
書
信
還
》
中
冊
，
中
華
書
局
一
九
七
九
年
版
，
第

二
九
七
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