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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的科學主義

「
科
學
主
義
」
(
的
立
呂
立
的5
)
通
常
是
指
一
種
科
學
至
上
的
觀
點
。
依
據
這
種
觀
點
，
自
然
科
學
的
思
考
模

式
、
研
究
方
法
及
基
本
精
神
可
以
推
廣
應
用
到
自
然
科
學
以
外
的
領
域
。
這
襄
所
謂
「
自
然
科
學
以
外
的
領
域
」

可
能
指
自
然
科
學
以
外
的
其
他
知
識
領
域
，
@
也
可
能
除
了
知
識
領
域
之
外
，
尚
包
含
人
生
觀
、
處
世
態
度
及

價
值
判
斷
等
在
內
。
@
胡
適
之
先
生
不
但
認
為
科
學
方
法
是
最
佳
的
致
知
之
道
，
甚
至
是
唯
一
的
可
靠
方
法
，

他
還
主
張
科
學
態
度
與
科
學
精
神
可
以
應
用
到
為
人
處
世
的
態
度
、
政
治
信
仰
、
人
生
觀
等
關
涉
到
價
值
判
斷

的
領
域
。
胡
先
生
的
科
學
觀
可
以
算
是
相
當
徹
底
的
科
學
主
義
。

科
學
主
義
情
相
膺
個
燃
科
學
之
所
以
比
社
會
科
學
及
人
文
學
科
較
為
客
觀
而
精
確
，
主
要
在
於
方
法
的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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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
肺
佳
品
惋
周
恩
兩
恃
惘
。
祂
回
憶
自
燃
望
南
區
獨
唱
演
進
i
1
1且
川
牠
傾
城
的
如

織
惜
蜓
仿
照
信
悽
慨
神
閃
閃
惜

h
慨
何
掉
進
真
灌
觀
性-
R精
確
度
。
至
於
科
學
方
法
的
特
點
何
在
，
則
科
學
主
義

者
之
間
並
無
一
致
的
看
法
。
海
耶
克
(
出
〉
﹒
且
還
兵
)
甚
至
指
出

•• 

科
學
家
本
身
對
何
謂
「
科
學
方
法
」
也
常

有
爭
論
，
而
且
他
們
對
科
學
方
法
所
做
的
描
述
也
未
必
可
靠
，
未
必
符
合
他
們
實
際
上
所
使
用
的
方
法
。
@
由

於
何
謂
「
科
學
方
法
」
並
無
定
論
，
「
科
學
主
義
」
一
詞
也
因
而
沒
有
固
定
的
內
容
。
我
們
要
瞭
解
胡
適
的
科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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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義
，
必
須
知
道
他
對
科
學
方
法
的
看
法
。

有
叫
過
叫
叫
別
中
，
鬧
鬧
鬧
叫
開
附
關
收
棋
戶
。
他
多
次
提
到
科
學
方
法
、
實
驗
方
法
及
思
想
方
法
，

其
中
細
節
常
有
變
更
，
但
從
未
遺
漏
「
假
設
」
這
一
項
目
。
按
照
他
的
看
法
，
包
括
科
學
在
內
的
一
切
知
識
、

思
想
、
理
論
，
都
是
要
解
決
或
解
答
問
題
的
。
我
們
必
須
先
有
等
待
解
決
或
解
答
的
問
題
，
然
後
提
出
假
設
嘗

試
解
決
或
解
答
.
，
有
了
假
設
之
後
，
再
尋
找
證
據
來
加
以
證
實
或
否
證
o
@
他
還
特
別
指
出
王
陽
明
師
徒
夜
以

繼
日
的
望
竹
，
無
法
達
成
格
物
致
知
的
目
標
，
乃
是
因
為
心
中
沒
有
預
存
待
解
決
的
問
題
，
也
沒
有
解
決
問
題

的
假
設
。
@

胡適與近代中圈

胡
適
不
但
指
出
假
設
的
重
要
，
他
還
一
再

f
h

惘
妝
品
傾
狀
戶
。
@
他
不
相
信
有
一
套
機
械
性
的
推
理
規

則
可
以
指
示
我
們
如
何
由
證
據
推
求
結
論
。
早
期
有
些
方
法
學
家
或
邏
輯
家
認
為
求
知
的
重
要
工
作
日
疋
蒐
集
資

料
，
只
要
資
料
充
足
，
結
論
就
唾
手
可
得
o
他
們
相
信
由
資
料
或
證
據
求
結
論
的
過
程
中
，
有
一
套
明
確
的
規

則
可
以
遵
循
。
目
前
已
很
少
人
相
信
有
這
種
培
根
式
的
歸
納
法
(
閏
月
。
已
告
古
音
丘
吉
口
)
。
@
假
如
真
有
那
樣

明
確
的
規
則
，
可
以
順
理
成
章
的
求
得
結
論
，
則
何
必
大
膽
假
設
?
現
在
絕
大
多
數
的
方
法
學
家
及
邏
輯
家
都

認
為
由
資
料
或
證
據
推
求
結
論
必
須
有
豐
富
的
想
像
力
與
原
創
力
。
一
位
刑
警
面
對
著
一
堆
已
到
于
的
資
料
，

必
須
應
用
他
的
想
像
力
去
設
想
各
種
可
能
情
況
，
然
後
一
一
加
以
求
證
o
假
若
有
一
套
呆
板
的
、
機
械
性
的
法

則
能
夠
指
導
刑
警
順
理
成
章
的
求
得
結
論
，
則
福
爾
摩
斯
探
案
將
和
初
等
邏
輯
課
本
同
樣
枯
燥
乏
味
，
不
會
吸

引
那
麼
多
的
讀
者
。
以
紅
樓
夢
考
證
為
例
，
把
相
關
的
資
料
擺
出
來
，
紅
學
專
家
各
憑
其
想
像
力
，
提
出
了
各

種
不
同
的
學
說
o
王
夢
阮
認
為
《
紅
樓
夢
》
一
書
全
為
清
世
祖
與
董
那
妃
而
作
，
其
中
賈
寶
玉
即
是
清
世
甜
，

林
黛
玉
即
是
董
妃
。
蔡
元
培
認
為
《
紅
樓
夢
》
是
清
康
熙
朝
的
政
治
小
說
，
其
用
意
在
「
弔
明
之
亡
，
揭
清
之



胡適的科學主義199 

失
」
'
書
中
「
紅
」
字
名
隱
「
朱
」
字
，
乃
暗
指
明
朝

•• 

寶
玉
有
「
愛
紅
」
之
癖
，
表
示
滿
人
愛
漢
族
文
化
，
好

吃
人
口
上
睏
脂
，
暗
諷
其
拾
漢
人
餘
睡
。
胡
適
則
認
為
《
紅
樓
夢
》
是
曹
雪
芹
的
自
敘
傳

o
@
假
若
真
有
所
謂

「
培
根
式
的
歸
納
法
了
可
供
專
家
們
遵
循
，
怎
麼
會
有
這
許
多
不
同
的
學
說
。
胡
適
很
清
楚
的
認
定
沒
有
培
根

式
的
歸
納
法
，
才
會
特
別
強
調
假
設
的
重
要
性
。
正
是
因
為
沒
有
明
確
的
規
則
能
夠
引
導
我
們
由
資
料
直
接
推

得
結
論
，
我
們
才
需
要
先
憑
想
像
力
提
出
嘗
試
性
的
假
設
，
來
說
明
現
有
的
資
料
，
並
進
一
步
尋
求
新
的
證
據

來
證
實
或
否
證
該
假
設
。
假
設
必
須
犬
瞻
，
正
因
為
提
出
假
設
之
時
尚
不
知
其
能
否
成
立
或
能
否
得
到
證
據
的

支
持
。我

們
知
道
.. 

胡
適
在
鼓
勵
大
膽
假
設
的
同
時
，
也
警
告
我
們
必
笈
小
心
求
證

o
@
仔
細
分
析
胡
適
的
有
關

言
論
，
所
謂
「
小
心
求
證
」
包
含
下
面
三
點
內
容
。

斗
斗
譜
曲
叫
甘
前
叫
割
割
胡
叫
捕
判
仆
叫
叫
利
訓
吋
掛
闢
吋
吋
吋
叫
才
叫
司
司
。
他
雖
然
不
相
信
有
一
套

明
確
的
規
則
來
限
定
或
引
導
我
們
由
資
料
直
接
推
得
結
論
，
但
這
不
表
示
他
否
認
資
料
與
結
論
之
間
有
任
何
客

觀
的
關
聯
。
他
雖
然
和
目
前
大
多
數
的
方
法
學
家
和
邏
輯
家
一
樣
認
為
必
須
憑
想
像
力
提
出
假
設
，
而
無
明
確

的
導
引
規
則
﹒
，
但
他
卻
相
信
.. 

我
們
憑
想
像
力
所
提
出
的
假
設
是
否
得
到
已
有
資
料
或
證
據
的
支
持
，
得
到
何

種
程
度
的
支
持
，
卻
有
相
當
客
觀
的
標
準
可
做
評
判
的
依
據
。
以
上
面
所
舉
刑
警
辦
案
為
例
，
刑
警
面
對
一
堆

資
料
，
固
然
沒
有
明
確
的
規
則
可
以
引
導
他
直
接
推
得
結
論
，
而
必
須
憑
想
像
力
去
設
想
各
種
可
能
的
假
設
，

但
等
到
假
設
提
出
之
後
，
他
卻
有
相
當
客
觀
的
標
準
來
評
批
這
些
假
設
是
否
得
到
原
有
資
料
及
新
蒐
集
的
證
據

之
支
持
，
支
持
到
何
種
程
度
。
再
以
紅
學
為
例
，
胡
適
一
定
相
信
有
相
當
客
觀
的
標
準
來
評
估
王
夢
阮
、
蔡
元

培
、
俞
槌
等
人
所
根
據
的
資
料
可
否
支
持
他
們
的
主
張
，
支
持
到
何
種
程
度
。
他
就
是
依
據
這
樣
的
信
念
來
丹



200 胡適與近代中國

定
這
些
人
的
主
張
「
沒
有
可
靠
的
根
據
了
@
「
完
全
是
主
觀
的
、
任
意
的
、
最
靠
不
住
的
」
o
@
他
時
常
告
誡

史
學
界
的
朋
友
「
有
幾
分
證
據
就
說
幾
分
話
」
'
@
充
分
表
現
他
對
上
述
客
觀
標
準
的
信
念
。

-
1
叫
過
吋
甘
司
割
輔
叫
側
判
刺
叫
司
斗
叫
伺
剖
持
得
到
叫
閹
割
別
叫
划
吋
汁
扑
到
別
叫
叫
汁
叫
叫
叫
別

受
。
法
官
在
判
斷
檢
察
官
所
提
供
的
證
據
是
否
足
以
支
持
檢
察
官
所
做
的
控
訴
時
，
就
是
依
據
這
此
)
尋
觀
的
標

準
來
認
定
的
。
以
胡
適
自
己
所
舉
考
證
曹
雪
芹
生
死
年
代
為
例
，
他
根
據
民
國
十
年
收
到
的
一
些
證
據
，
推
測

曹
雪
芹
生
於
一
七
一
五
一
七
二

0
年
，
死
於
一
七
六
五
年
左
右
.
，
民
國
十
一
年
五
月
，
他
又
根
據
《
四
松
堂

集
》
的
原
本
，
修
正
為
生
於
一
七
一
九
年
，
死
於
一
七
六
四
年
.
，
民
國
十
六
年
，
他
又
根
據
新
得
到
的
《
脂
視

齋
評
本
石
頭
記
》
'
推
斷
其
出
生
於
一
七
一
七
年
，
死
於
一
七
六
三
年
二
月
十
二
日
。
胡
適
認
為
這
三
項
資
料
大

致
符
合
，
足
以
充
分
支
持
他
所
做
的
推
斷
﹒
﹒
若
只
有
前
兩
項
而
無
《
脂
視
齋
評
本
》
，
則
其
支
持
程
度
尚
未
充
分
，

而
所
支
持
的
推
測
還
不
能
成
為
定
論
。
胡
適
告
訴
我
們
說

.. 

赫
胥
黎
教
他
「
不
信
任
一
切
沒
有
充
分
證
據
的
東

西
」
o
@
他
並
苦
口
婆
心
的
勸
導
少
年
朋
友
及
向
他
請
益
的
晚
輩
「
有
充
分
證
據
而
後
信
」
'
「
沒
有
證
據
，
只
可

懸
而
不
斷
﹒
'
證
據
不
夠
只
可
假
設
，
不
可
武
斷
﹒
，
必
須
等
到
證
實
之
後
，
方
才
奉
為
定
論
」
o
@
胡
適
反
對
馮
友

蘭
、
梁
敢
超
、
錢
穆
、
顧
頡
剛
等
人
「
老
子
之
書
晚
出
」
的
主
張
。
他
承
認
這
些
人
所
提
出
的
證
據
有
某
種
程

度
的
支
持
力
，
但
並
不
充
分
，
不
足
以
令
人
心
悅
誠
服
的
接
受
他
們
的
主
張
。
他
還
特
別
指
出

.. 

從
思
想
系
統
、

文
字
、
術
語
、
文
體
等
等
來
證
明
《
老
子
》
是
戰
國
晚
期
的
作
品
，
不
免
夾
有
主
觀
的
成
見
。
他
表
示
敬
佩
這

幾
位
學
者
的
懷
疑
態
度
，
希
望
他
們
用
更
精
密
的
方
法
，
提
出
更
有
力
的
證
據
。
在
尋
得
充
分
證
據
之
前
，
「
只

能
延
長
偵
查
的
時
期
，
展
緩
判
決
的
日
子
」
。
@
很
明
顯
的
，
胡
適
相
信
有
客
觀
標
準
可
用
以
判
斷
證
據
是
否
充

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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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胡
適
認
為
證
據
對
{
-
再
趴
押
回
度
不
可
能
達
到
百
分
之
百
的
絕
對
強
度
。
一
個
假
設
不
管
已
經
得

到
證
據
何
種
強
度
的
支
持
，
都
有
可
能
因
新
證
據
的
發
現
而
增
強
或
減
弱
其
受
支
持
的
程
度
。
表
面
上
看
來
證

據
確
鑿
的
案
件
也
有
可
能
翻
案
。
胡
適
自
己
承
認
他
的
〈
紅
樓
夢
考
證
〉
一
文
自
從
第
一
次
發
表
以
來
，
已
經

改
正
了
無
數
大
錯
誤
，
並
預
期
將
來
有
可
能
因
發
現
新
證
據
而
必
須
再
改
正
錯
誤
。
@
在
他
看
來
，
一
切
學
說
、

一
切
知
識
都
只
是
待
證
的
假
設
，
而
不
是
天
經
地
義
、
顛
撲
不
破
的
真
理
。
@

綜
合
上
述
一
、
二
、
三
，
三
點
內
容
，
胡
適
的
所
謂
「
小
心
求
證
」
就
是
勸
告
我
們
遵
守
客
觀
標
準
，
不

要
把
未
得
到
充
分
支
持
的
假
設
誤
認
為
已
得
到
證
明
，
而
貿
然
接
受
.
，
不
要
把
得
到
充
分
支
持
的
假
設
誤
認
為

絕
對
的
真
理
，
而
抗
拒
新
證
據
並
拒
絕
改
正
錯
誤
。
他
刻
划
叫
翱
吋
型
材
欄
耐
副
司
斗
司
聶
哥
司
汁
舖
劃
劉
樹
以

1

，

@
要
求
「
拿
證
據
來
了
@
而
科
學
的
態
度
是
跟
著
證
據
走
，
讓
證
據
作
嚮
導
，
引
我
們
到
相
當
的
結
論
.
，
即
使

引
導
我
們
到
可
怕
的
結
論
，
我
們
也
要
接
受
。
@
這
些
一
一
一
一
口
論
都
可
做
為
「
小
心
求
證
」
的
注
腳
。
這
一
晏
所
謂
「
跟

著
證
撮
走
」
'
「
讓
證
據
作
嚮
導
」
'
「
引
我
們
到
結
論
」
，
不
能
解
釋
為
有
一
套
推
理
規
則
引
導
我
們
由
證
據
直

接
推
得
結
論
。
這
樣
的
解
釋
和
胡
適
的
觀
點
不
符
，
本
文
稍
早
已
有
論
述
。
上
面
所
引
文
字
可
以
瞭
解
成
「
有

客
觀
的
標
準
可
以
用
來
判
定
現
有
證
據
是
否
足
以
令
我
們
接
受
某
一
假
設
，
以
及
新
發
現
的
證
據
是
否
足
以
令

我
們
放
棄
或
修
正
原
有
的
假
設
﹒
，
我
們
接
受
或
放
棄
假
設
，
都
要
受
證
據
的
指
引
」

o

正
因
為
有
這
種
小
心
謹
慎

的
態
度
來
防
止
求
證
過
程
的
疏
忽
武
斷
，
我
們
才
可
以
大
膽
設
想
各
種
可
能
的
假
設
。

的
副
到
圳
述
，
我
吋
叫
到
叫
出
﹒
﹒
胡
劃
剖
創
叫
叫
關
」
咀
划
闢
憫
詞
川
什
叫
划
副
司
副
倒
叫
到
叫
側

的
引
叫
什
叫
叫
咱
吋
叫
省
司
司
。
他
甚
至
把
康
納
脫

(
E
B
g
由
﹒
朽
。E
D

門
)
在
《
科
學
與
常
識
》
一
書
所
說
的
川

玄
想
的
普
通
觀
念
、
川
叫
演
繹
的
推
理
、

ω
老
老
實
實
的
實
驗
等
三
個
近
代
科
學
的
潮
流
，
也
濃
縮
成
那
兩
句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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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的
口
號
。
其
中
川
是
大
膽
假
設
，
山
和
仙
是
小
心
求
證
。
@
我
們
細
讀
康
納
脫
的
原
著
，
發
現
胡
適
的
簡
介

太
過
簡
化
，
忽
略
了
一
些
非
常
重
要
的
細
節
。
康
納
脫
在
解
說
玄
想
的
普
通
觀
念
時
，
曾
舉
原
子
理
論
為
例
指

出
•. 

古
希
臘
的
原
子
理
論
，
因
為
無
法
實
驗
，
故
只
能
算
是
玄
想
，
不
能
成
為
科
學
.
，
一
直
到
一
八

0
0

年
左

右
道
爾
頓
己
。
E

巳
丘
吉
口
)
指
明
原
子
理
論
與
定
量
化
學
實
驗
的
關
聯
之
後
，
該
理
論
才
成
為
科
學
理
論
。
@
抽

象
概
念
或
抽
象
理
論
如
何
落
實
到
經
驗
層
面
，
是
提
出
假
設
及
做
演
繹
推
理
時
必
須
考
慮
的
重
要
問
題
，
也
是

探
討
科
學
方
法
時
不
可
忽
略
的
環
節
。
胡
適
對
此
卻
隻
字
未
提
。

胡
適
在
說
明
科
學
方
法
或
科
學
精
神
時
，
並
未
強
調
科
學
是
一
套
結
構
嚴
密
的
理
論
系
統
，
更
未
對
理
論

系
統
的
內
部
結
構
有
所
論
述
。
我
們
知
道
啊
陣
悄
佰
怕
你
體
提
配
做
博
關
問
傳
併
械
問
除

h
怖
提
懷
憐
←
怯
回
尸

眛
世
個
體E
F
H
h

似
說
但
但
怕
輸
揮
像
做
推
捌
抹
閃
師
同
愉
快
。
例
如

.. 

只
把
曾
經
發
生
過
的
地
震
做
詳
細
的
紀

錄
尚
不
能
成
為
科
學
﹒
，
必
須
從
這
些
紀
錄
中
尋
求
出
有
關
地
震
的
定
律
，
才
是
科
學

o

普
遍
定
律
本
身
則
可
以

用
更
普
遍
的
定
律
來
加
以
說
明
或
推
測
。
例
如

.. 

為
要
說
明
自
由
落
體
定
律
及
刻

I
P

勒
鼠
忌
一
句
)
的
行
星
運
行

定
律
，
科
學
家
使
用
更
普
遍
的
牛
頓
萬
有
引
力
定
律
。
我
們
說
萬
有
引
力
定
律
更
普
遍
，
乃
是
因
為
它
的
適
用

範
圍
更
廣
泛
﹒
，
它
適
用
於
任
何
物
質
，
而
不
像
自
由
落
體
定
律
只
適
用
於
地
球
表
面
，
也
不
像
刻

I
P

勒
定
律
只

適
用
於
少
數
行
星
之
間
。
我
們
使
用
更
普
遍
的
定
律
來
說
明
較
不
普
遍
的
定
律
，
一
方
面
可
以
使
表
面
上
似
乎

不
相
干
的
定
律
發
生
關
聯
，
用
更
普
遍
的
定
律
來
顯
示
其
間
的
關
聯
，
並
用
來
推
測
尚
未
發
現
的
定
律
﹒
﹒
另
一

方
面
可
以
便
錯
綜
複
雜
的
現
象
統
合
在
少
數
極
普
遍
的
定
律
之
下
，
充
分
發
揮
以
簡
取
繁
的
功
能
。
像
萬
有
引

力
定
律
這
種
普
遍
性
極
高
的
定
律
，
往
往
使
用
一
些
非
常
抽
象
的
概
念
，
諸
如

.. 

引
力
、
質
量
等
等
。
刷
掉
哩
1

論
是
由
科
學
定
律
所
構
成
的
。
具
有
高
度
統
合
功
能
的
理
論
系
統
，
其
內
部
結
構
必
極
複
雜
而
嚴
密
。
胡
適
未

胡適與近代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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陡
惜
闢
科
齡
係
統
的
功
能
及
結
構
，
忽
略
了
科
學
很
重
要
的
一
個
面
向
。
我
們
讀
胡
適
的
著
作
，
很
強
烈

E
E
a
s
a
g
s
S
E
t
s，
1
，
S
a
a
-
-
h
i
F
Z
1

恥

h
F
S
S
T
.
-

，
自
身
，
'
，

a
z
f
e
l
i
t
-
j
4
§
t
'

，

s
e
t
s
f
s
a
e
a
e
a
s
e

司
，
』a
a
-
-
唔
，f
.，E，a
-
o
e
a
E
a
2
t
4
8
1
f
o
i
l
i
-
-
i
t
t
L
'

，
i
!
l
i
t
-寸Z
，
1
，1
2
‘
3
‘
-
4
1
4

，

如
憾
攪
制
他
你
愷
儼
岫
像
做
愧
愉
與
明
唸

-
1任
何
古
今
中
外
的
抽
象
學
說
，
他
都
避
之
唯
恐
不
及
。
我
們
知
道
﹒
.

不
借
助
抽
象
概
念
，
很
難
建
立
具
有
高
度
統
合
功
能
的
理
論
系
統
。
@
但
是
抽
象
概
念
必
須
與
具
體
經
驗
有
相

當
關
聯
，
否
則
就
成
為
形
上
學
概
念
而
非
科
學
概
念
。
因
此
，
許
多
方
法
學
者
及
科
學
家
提
出
了
各
種
不
同
的

學
說
來
說
明
抽
象
概
念
與
具
體
經
驗
或
實
驗
之
間
的
關
聯
。
@
其
中
最
有
名
的
是
美
國
實
驗
物
理
學
家
、
一
九

四
六
年
諾
貝
爾
物
理
獎
得
主
布
里
茲
曼

(
3
月
司
司
﹒
由
門
E
m
B
S
)所
提
出
的
運
作
主
義
(
。
胃

E
Z
S
E
E
)
。

@
他
主
張
物
理
學
的
概
念
都
必
須
能
夠
用
實
驗
程
序
來
加
以
定
義
。
例
如

.. 

所
謂
「
甲
物
比
乙
物
堅
硬
」
可
定

義
為
「
用
甲
物
的
尖
端
在
乙
物
表
面
刻
劃
，
會
出
現
刻
痕
﹒
，
反
之
，
乙
物
尖
端
無
法
在
甲
物
的
表
面
刻
出
痕
迎
」
。

這
樣
的
定
義
叫
做
「
運
作
定
義
」
(
。
℃

o
g
t
o
g
-
已
丘
吉
庄
。
口
)
。
按
照
方
法
學
家
的
分
析
，
運
作
定
義
的
一
般

形
式
大
致
如
下
﹒
﹒
@

T
•
(R:C) 

其
中
T

是
試
驗
條
件
(
古
叩
門
的C
E
Z
E
口
)
，
例
如.. 

用
甲
物
尖
端
在
乙
物
表
面
刻
劃
、
把
石
蕊
試
紙
放
入
液
體
之

中
﹒
'
R

是
反
應

(
2
ω苦
口
的
命
)
，
例
如
﹒
﹒
乙
物
表
面
出
現
刻
痕
，
石
蕊
試
紙
變
紅
﹒
-
C

是
待
定
義
的
概
念
，
例
如
﹒
.

硬
度
、
酸
性
。
依
據
運
作
定
義
，
我
們
必
須
完
成
定
義
中
的
試
驗

T

，
然
後
觀
察
是
否
產
生
定
義
中
的
反
應

R

，

據
以
斷
定
某
物
是
否
具
有
概
念

C

所
指
的
性
質
。
因
此
，
運
作
定
義
必
須
滿
足
兩
項
要
求

.• 

第
一
，
試
驗
條
件

必
須
是
可
行
的

(
2
丘
古
巴
『
)
，
換
言
之
，
必
須
有
辦
法
以
目
前
的
技
術
水
準
加
以
完
成
的
.
，
第
一
了
反
應
必
須

是
可
觀
的
(
。
σ
自
吉
凶
皂
白
)
。
未
滿
足
這
兩
項
要
求
，
就
不
能
有
效
聯
繫
概
念
與
具
體
的
經
驗
或
實
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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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從
布
里
茲
曼
提
出
運
作
主
義
並
經
方
法
學
家
鼓
吹
倡
導
之
後
，
許
多
社
會
科
學
家
，
尤
其
是
行
為
科
學

家
，
時
常
使
用
運
作
定
義
來
界
定
或
引
進
抽
象
概
念
。
明
隨
間
隔
除
昨
糊
陳
樹
俐
陣
隍
柵
悄
悄
榔
描
構

h
妹
鞋

懂
情
柚
像
概
恰
惋
惜
愉
愣
愣
神
榷
澈
慨
儘
據
他
憫
做
做
憐
憫
條

U

悔
口
隨
挽
岫
像
仰
脖
止
陣
概
伶

h
他
問
僻
燼

柯
佐
佐
個
具
體
酌
概
駝
，
h
@
他
所
提
到
的
假
設
都
相
當
具
體
，
很
少
涉
及
高
度
抽
象
的
概
念
，
他
自
己
從
事
考

證
工
作
所
提
出
的
假
設
，
不
但
沒
有
抽
象
概
念
，
甚
至
連
普
遍
性
的
假
設
(
例
如

•• 

錢
大
昕
的
「
古
無
輕
唇
音
」
)

都
很
少
，
而
幾
乎
全
是
關
涉
到
個
別
事
象
的
假
設
。
舉
例
言
之
，
「
諸
子
不
出
於
王
官
」
'
@
「
井
田
制
乃
戰
國

時
代
的
烏
托
邦
」
'
@
又
紅
樓
夢
》
是
曹
雪
芹
的
自
敘
傳
」
'
@
「
儒
是
殷
民
族
的
教
士
，
以
治
喪
相
禮
為
職
業
」

@
等
等
均
只
涉
及
個
別
事
象
，
而
非
普
遍
性
的
假
設
。
棚
值
撕
開hk
膽
懶
散
←
恤
排
惰
個
幢
慵
懶
憤
恨
伽
像

，
械
設
，
酒
精
陳
情
境
除
種
慷
械
隨
清
掃
祝
他
順
賊
。
他
心
當
偷
地
區
輝
城
棚
偉
精
神
垃
排
兩
明
象
思
想
、

係
航
儼
倚
h
懦
熄
模
式
、
以
簡
取
繁
陣
陣
，
而
是
指
勇
於
懷
疑
、
敢
提
出
新
見
、
無
徵
不
信
等
等
。
很
明
顯
的
，

糊
幢
蛀
從
撞
撞
工
作
或
批
例
傳
統
丹
:
一
定
間
還
需
悄
悄
告
功
咕
咕
經
夠
用
了
。
他
主
張
步
研
究
具
體
問

題
，
少
空
談
1抽
喙
吶
f主
犧
J
H
@
也
多
沙
反
映
于
他
的
科
學
觀
i
l
4

以
上
我
們
簡
略
討
論
了
胡
適
心
目
中
的
科
學
方
法
。
他
認
為
這
樣
的
科
學
方
法
是
人
類
求
得
知
識
的
唯
一

方
法
。
任
何
求
知
的
過
程
一
定
要
經
過
假
設
、
推
理
、
求
證
等
程
序
，
而
每
一
程
序
所
要
強
調
的
基
本
精
神
，

例
如
•. 

假
設
要
大
膽
、
推
理
要
嚴
密
、
求
證
要
小
心
，
也
和
從
事
科
學
研
究
時
所
強
調
的
科
學
精
神
相
符
。
因

此
，
科
學
方
法
與
科
學
精
神
不
但
表
現
在
自
然
科
學
的
研
究
，
在
人
文
學
科
的
研
究
方
面
，
也
應
使
用
科
學
方

法
，
充
分
發
揮
科
學
精
神
。
胡
適
一
再
強
調

.. 

尊
重
證
據
的
科
學
精
神
，
中
國
古
代
就
有
.
，
@
尤
其
是
中
國
的

考
據
、
訓
話
等
樸
學
，
只
不
過
是
赫
胥
黎
和
杜
威
所
提
倡
的
科
學
思
想
方
法
的
實
際
應
用
而
已
.
，
@
顧
炎
武
、



閻
若
噱
等
人
的
治
學
方
法
與
伽
利
略
(
白
色

-
g
D

且
已
丘
，
胡
適
譯
做
「
格
利
賴
」
)
、
牛
頓
(
-
Z
E
Z。
去
。
口
，

胡
適
譯
做
「
牛
敦
」
)
等
西
洋
科
學
家
的
方
法
，
並
無
不
同
，
他
們
比
間
酌
陸
慎
陡
盼
惋
惜
似
做
做
陳
漢
倘
快

w
r

峙
材
料
h

怖
惋
惜
側
以
旭
燃
陳
納
膚
物
為
i材
料
川
@
胡
適
曾
引
述
康
納
脫
在
另
一
本
著
作
《
暸
解
科
學
》
(
0口

已
豆
角
旦
旦
佳
品
的
立
2

日
)
中
的
文
字
來
說
明
.. 

近
代
科
學
家
的
基
本
精
神
是
從
古
希
臘
及
羅
馬
的
哲
人
或

人
文
學
者
承
續
下
來
的
。
@
憫
跑
世
←
情
愷
憎

h
他
比
斯
以
間
仇
紅
梅
夢V
h
h冰
滸
傳
U
V
!
、
e
h西
遊
記
v
j等
小
說

從
傳
拷
陳
在
社
v
h
慎
個
吶
昆
輝
以
次
次
能
唱
湖
材
隅
，
沸
，
做
，
科
學
方
法
的
示
範
'
來
教
人
如
何
思
想
。
@

胡
適
所
強
調
的
科
學
方
法
，
用
來
批
判
傳
統
的
信
念
、
古
老
的
迷
信
、
及
缺
乏
根
據
的
學
說
，
發
揮
了
相

當
作
用
。
做
懶
地
悄
悄
陣
惋
惜
h

杯
他
忱
惰
憧
憬
h
慨
阿
忱
忱
牌
模
擬
順
惰
愉
棺
恰
慨
悍
概h
燃
梭
再
心
心
博

除
幢
慷
怯
懂
憫
慷
惰
們
隔
恰
慨
陳
敞
明
陳
明
問

M
叩
順
撫
順
神
神
情
陳
悄
幢
陳
h
俱
淒
晴
岫
順
情
悄
精
佮
慎
種

說
也
沒
有
充
分
的
證
據
支
持
，
就
有
足
夠
的
理
由
加
以
懷
疑
。
然
而
，
胡
適
的
科
學
方
法
用
來
引
介
當
代
的
社

會
科
學
或
行
為
科
學
，
就
顯
得
捉
襟
見
肘
。
因
為
當
代
社
會
科
學
和
行
為
科
學
在
建
構
理
論
系
統
、
使
用
抽
象

概
念
，
以
及
聯
繫
抽
象
理
論
與
實
驗
或
具
體
事
象
之
間
的
關
係
等
等
，
都
大
量
模
仿
自
然
科
學
的
方
法
﹒
，
而
科

學
方
法
的
這
些
項
目
，
正
是
胡
適
所
忽
略
的
。
在
唐
德
剛
先
生
的
記
憶
中
，
胡
適
很
少
提
起
「
社
會
科
學
」
，
更

未
提
過
「
行
為
科
學
」
一
詞
。
@
唐
先
生
還
多
次
談
到
胡
適
未
接
觸
過
當
代
社
會
科
學
。
@
這
樣
看
來
，
胡
適

的
科
學
主
義
有
相
當
的
侷
限
，
他
的
自
然
科
學
方
法
無
法
用
來
處
理
當
代
的
社
會
科
學
，
更
談
不
上
要
應
用
到

一
切
知
識
領
域
。

胡
適
認
為
科
學
方
法
與
精
神
不
但
是
唯
一
的
致
知
之
道
，
還
可
以
應
用
到
求
知
以
外
的
場
合
。
在
他
看
來
，

科
學
方
法
是
一
種
思
維
方
式
，
而
科
學
精
神
是
一
種
生
活
態
度
。
這
種
思
維
方
法
和
生
活
態
度
可
應
用
在
政
治

胡適的科學主義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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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
仰
、
為
人
處
世
、
及
人
生
觀
等
方
面
。
@

在
政
治
信
仰
方
面
，
鬧
個
惋
惜
伽
悍
仿
怯
險
情
卅
惘
惘
攸
關
仰
性
格
枉
怯
攸
關
版
做
帖
，
'
因
為
他
們
的
學

說
教
條
經
不
起
「
拿
證
據
來
」
的
挑
戰
。
@
他
認
為
共
產
黨
之
所
以
要
清
算
他
的
思
想
，
主
要
是
清
除
他
所
倡

導
的
科
學
方
法
﹒
，
而
陳
獨
秀
之
所
以
承
認
馬
列
主
義
為
科
學
的
社
會
主
義
，
乃
是
因
為
他
未
認
識
到
科
學
是
一

種
方
法
。
@

在
為
人
處
世
方
面
，
胡
適
在
〈
丁
在
君
這
個
人
〉
一
文
中
引
述
丁
文
江
自
己
的
文
字
來
說
明
科
學
是
教
育

惋
修
梅
和
撮
和
扛
俱
-
。
胡
適
並
且
把
丁
文
江
的
許
多
優
點
，
諸
如

.• 

生
活
規
律
、
辦
事
勤
快
、
公
私
分
明
等
等
，

全
部
歸
功
於
科
學
的
薰
陶
，
全
部
得
力
於
達
爾
文
、
赫
胥
黎
等
一
流
科
學
家
實
事
求
是
的
精
神
訓
練
。
胡
適
認

為
丁
文
江
所
受
的
科
學
訓
練
成
功
的
調
劑
了
強
烈
的
主
觀
見
解
。
@
有
趣
的
是

.• 

胡
適
不
贊
同
丁
文
江
對
蘇
俄

革
命
及
所
謂
「
新
式
獨
裁
」
的
看
法
，
就
把
這
些
看
法
歸
罪
於
丁
文
江
的
宗
教
見
解
及
其
性
情
，
而
與
其
所
受

科
學
訓
練
無
關
。
胡
適
認
為
科
學
方
法
的
訓
練
必
須
隨
時
隨
地
不
可
放
鬆
'
一
旦
偶
然
放
鬆
，
人
的
性
情
或
早

年
先
入
為
主
的
成
見
就
無
意
中
流
露
出
來
。
物
理
學
家
的
可

O
口
2

『

F
C
已
柄
。
信
鬼
、
信
靈
魂
以
及
丁
文
江
贊
成

新
式
獨
裁
，
都
是
科
學
訓
練
放
鬆
時
的
性
情
流
露
。
簡
言
之
，
在
胡
適
看
來
，
好
的
都
屬
於
科
學
，
而
不
好
的

都
是
非
科
學
的
。
因
此
，
他
認
臨
怔
柯
帳
償
提
斜
悍
酌
除
開
←
陡
陡
懶
慷
悶
。
@

任
性
陪
同

h
悟
肺
結
晶
牌
臨
陸
特
拉
健
拉
卜
梅
縣
扒
拉
。
例
如

•• 

根
據
天
文
學

和
物
理
學
的
知
識
，
知
道
空
間
的
無
窮
之
大
.
，
根
據
一
切
科
學
，
知
道
宇
宙
萬
物
的
運
行
變
遷
都
是
自
然
的
、

自
己
如
此
的
，
不
必
有
超
自
然
的
主
宰
﹒
'
根
據
生
物
學
、
生
理
學
、
心
理
學
的
知
識
，
知
道
人
額
是
動
物
的
一

種
，
和
別
種
動
物
只
有
程
度
的
差
異

.• 

根
據
生
物
學
及
心
理
學
，
知
道
一
切
心
理
現
象
都
是
有
原
因
的
.
，
根
據

胡適與近代中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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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物
學
及
社
會
學
知
識
，
知
道
個
人
是
要
死
滅
的
，
而
人
類
是
不
朽
的
，
為
全
種
萬
世
而
生
活
是
高
尚
的
宗
教
，

為
個
人
謀
死
後
的
天
堂
或
淨
土
是
自
私
自
利
的
宗
教
。
@
有
關
胡
適
用
科
學
知
識
來
闡
揚
他
自
己
的
人
生
觀
，

林
毓
生
先
生
在
〈
民
初
「
科
學
主
義
〉
的
興
起
與
涵
義
〉
一
文
中
有
尖
銳
的
批
評
。
@
我
們
在
此
只
指
出
兩
點

.. 

第
一
，
胡
適
在
〈
科
學
的
人
生
觀
〉
中
所
列
出
的
十
點
輪
廓
，
都
是
由
科
學
知
識
或
成
果
引
申
出
來
的
，
而
不

是
他
所
強
調
的
科
學
方
法
、
科
學
精
神
、
或
科
學
態
度
推
廣
應
用
而
得
到
的
。
第
一
一
，
胡
適
由
敘
述
事
實
的
科

學
命
題
，
引
導
出
價
值
判
斷
的
命
題
。
例
如

.. 

從
「
小
我
會
死
滅
」
與
「
大
我
不
死
」
引
出
評
判
宗
教
是
否
高

尚
的
命
題
。
自
從
休
姆
(
白
宮
且
自
己
旦
巾
)
以
來
，
大
部
分
哲
學
家
都
相
信.. 

要
導
出
價
值
判
斷
的
命
題
，
前
提

必
須
要
有
價
值
判
斷
命
題
﹒
，
只
由
純
敘
述
事
實
的
命
題
，
導
不
出
價
值
判
斷
命
題
。
胡
適
竟
然
認
為
由
科
學
命

題
可
引
導
出
含
有
價
值
判
斷
的
人
生
觀
命
題
，
因
而
只
憑
科
學
知
識
就
可
解
決
人
生
觀
的
問
題
。
這
是
非
常
徹

底
的
科
學
主
義
。

附
記
•• 

本
文
主
要
觀
點
在
拙
作
〈
胡
適
與
殷
海
光
的
科
學
觀
〉

一
文
中
有
較
簡
略
的
論
述
。
特
此
聲
明
。

主
"-EER 

釋

@
這
一
種
意
義
的
「
科
學
主
義
」
，
請
閥
門
〉
﹒
月
2

旱
，
旦
旦
咱
們
一
口
§
閃
電
P
S
E
N
D
S
-
\切
鬥H
E
R
~

訟
法
丸
R
g
b
s
h
p
而

k串
串
盟
的
問
巴
\
勾

m
a
M
S
(
2
何
看
呵
。
門
何
一
、
叫
，
呵
呵
呵
?
且
可
門
。
但
由

L
S
U
)
七
℃
-
E
E
o

@
這
種
意
義
的
「
科
學
主
義
」
，
請
閱
巳

E
E

岡
州E
m
y
f
H了
穹

h
h
m久
，
E
n
s
閃
閃
(
。
丘
。
且
一
∞
自
由
一

-
E
E
r
t
}
-
E
P

H
m
E∞
。
)
.
℃
﹒
]
{
∞
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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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
且
是
其
前
引
書
，
一
回
|
一
五
頁
。

@
氏
國
十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
日
記
〉
，
引
自
胡
頌
平
，
《
胡
適
之
先
生
年
譜
長
篇
初
稿
》
(
台
北
，
聯
經
，
一
九
八
四
)
，

胡適與近代中國

第
二
冊
，
四
五
九

l

四
六
O

頁
;
民
國
四
十
七
年
四
月
十
日
胡
適
就
職
﹒
中
央
研
究
院
院
長
，
就
職
典
禮
後
致
詞
，
見

《
年
譜
》
第
七
冊
，
二
六
六
四
|
二
六
六
五
頁
;
民
國
四
十
七
年
五
月
四
日
胡
適
對
大
陸
同
胞
廣
拾
，
見
《
年
譜
》

第
七
冊
，
二
六
八
三
頁
;
民
國
四
十
九
年
二
月
十
一
日
胡
迪
在
國
際
學
合
「
愛
迪
生
紀
念
會
」

上
講
「
終
生
做
科
學

實
驗
的
愛
迪
生
」
'
見
《
年
譜
》
第
九
冊
，
三
一
八
五
頁
;

〈
科
學
粉
神
與
科
學
方
法
〉
，
見
《
年
譜
》
第
八
冊
，
三

。
七
九
!
三

O

八
O
頁
。

@
〈
終
生
做
科
學
，
實
驗
的
愛
迪
生
〉
0

@
〈
治
學
的
方
法
與
材
料
〉
'
《
胡
適
文
存
》
三
集
二
卷
，

-
O
九
i

一
一
O

頁
;
民
國
四
十
七
年
四
月
十
日
胡
迪
在
就

戰
中
央
研
克
院
院
長
，
就
職
典
禮
後
第
三
次
院
士
會
議
閉
幕
式
致
詞
，
見
《
年
譜
》
第
七
冊
，
二
二
六
四

i

二
二
六

五
頁

〈
科
學
精
神
與
科
學
方
法
〉
'
《
年
譜
》
第
八
冊
，
主
一
O

七
七
l

三
O
七
九
頁
。

@
通
常
將
此
種
歸
納
法
叫
做

「
培
根
式
歸
納
法
」
。
其
實
，
根
據
專
家
研
究
，
培
根

B
E
E
-
m
∞
臼
n
o

口
)
所
提
倡
的
歸
納

法
並
非
如
此
簡
呵
平
。
請
開
∞
巾
丘
臼BS

叮
且
可
戶
口
哩
。
口
，

有
可
白
這
門
凡
的
~
山
區
門
口
這
~
、
全
~
己
的
巳
乏
有
失

E
R
凡E
M
H立
足
切
之
咱
這
門
內(
2何
看

呵
。
『r
u
o
n
門
血
肉
。
口
回
c
o
r
m
-
H
C

吋
們
也
)
℃
℃

-
H
H
A
H
i
-
-
ω
]
{
0

@
關
於
《
紅
樓
夢
》
的
各
種
學
，
乳
，
請
看
胡
適
，
〈
紅
樓
夢
考
證
〉
'
《
胡
適
文
存
》

@
請
看
註
@
所
列
文
獻
。

@
胡
適
，
〈
紅
樓
夢
考
證
〉
﹒
《
胡
適
文
存
》

@
胡
適
，
前
引
書
﹒
五
八
五
頁
。

一
集
三
卷
‘
五
七
五
i

六
二
O
頁
。

一
集
三
卷
，
五
八
三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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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
國
四
十
三
年
三
月
七
日
胡
適
在
「
中
國
歷
史
學
會
」
成
立
大
會
上
致
詞
。
見
民
國
四
十
三
年
三
月
八
日
《
中
央
日

報
》
'
及
《
年
過
咽
》
第
七
冊
，
二
三
八
七
頁
;
氏
國
四
十
七
年
五
月
十
二
日
胡
適
是
蘇
雪
林
信
，
見
《
年
譜
》
第
七
冊
，

二
六
八
八
i

二
、
天
八
九
頁
。

@
請
看
胡
適
，
〈
介
紹
我
自
己
的
思
想
〉
'
《
胡
適
文
選
》
'
第
二
頁
。

@
請
看
〈
介
紹
我
自
己
的
思
想
〉
，
十
八
頁
，
並
參
閱
民
國
五
十
六
年
五
月
二
日
胡
適
是
味
之
藩
信
，
見
《
年
譜
》
第
七

冊
，
二
五
八
二
|
二
五
八
五
頁
。

@
請
開
胡
適
，
〈
評
論
近
人
考
據
老
子
年
代
的
方
法
〉
'
《
胡
適
文
存
》

@
請
看
胡
適
，
〈
紅
樓
夢
考
證
〉
'
《
﹒
胡
適
文
存
》

@
民
國
十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四
集
卷
一
，
一
O
四

i

一
三
四
頁
。

一
集
三
卷
，
六
一
八
頁
。

〈
日
記
〉
，
見
《
年
譜
》
第
二
冊
，

一
O
九
頁
;

〈
介
紹
我
自
己
的
思
想
〉
'
《
胡
適
文
選
》
'

第
二
頁
。

@
胡
適
，
〈
治
學
方
法
與
材
料
〉
人
胡
適
文
存
》
三
集
二
卷
，
一
O
九
頁
。

@
胡
適
，
〈
存
疑
主
義
〉
'
《
年
譜
》
第
二
冊
，
五
O
八
!
五
O
九
頁
;
〈
科
學
精
神
與
科
學
方
法
〉
《
年
譜
》
第
八
冊
，

三
O
七
七
|
三
O
七
八
頁
。

@
胡
適
，
〈
存
疑
主
義
〉
;

〈
介
紹
我
自
己
的
思
想
〉
'
《
胡
適
文
還
》
，
一
六
|
一
八
頁
;
民
國
四
十
七
年
十
二
月
十
六
日

《
新
生
報
》
刊
登
胡
適
六
十
三
歲
生
日
前
夕
訪
問
報
導
，
見
《
年
譜
》
第
七
冊
，
二
二
七
O
|
二
二
七
三
;

〈
科
學

精
神
與
科
學
方
法
〉
。

@
〈
科
學
粉
神
與
科
學
方
法
〉
人
年
譜
》
第
八
冊
，
'
，
一
O
七
九
i

三
O
八
一
;
參
看
了

5
2

∞
-
n
o
z
z
w切
又
問
遐
思
§
丸

們
已
遠
遠
咱
這
切
問
忌
的
閱
(
Z
m苟
同
缸
，
叫
m
R
J
門
自-
o
d
口
一
〈
仿
門
已
片
可
可
叫
巾
叩
叩WH
C
U
H
)
.
(
U
F

自
由M丹
叩
門
ω
﹒
可
℃
﹒K
H
M
|
|
。
M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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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哲
學
衷
的
科
學
精
神
與
方
法
〉
'
《
年
譜
》
第
八
冊
，
二
九
五
五
二
九
七
七
頁
。

@
〈
介
紹
我
自
己
的
思
想
〉
'
《
胡
適
文
選
》
'
一
六
頁
。

@
〈
治
學
的
方
法
與
材
料
〉
'
《
胡
適
文
存
》
三
集
二
卷
，
一
一
二

i
l
-
-
五
頁
.. 

〈
幾
個
反
理
學
的
思
想
家
〉
'
《
胡
適

文
存
》
三
位
甫
一
卷
，
五
七
i

六
O
頁
〈
中
國
哲
學
衷
的
科
學
精
神
與
方
法
〉
'
《
年
譜
》
第
八
冊
，
二
九
七
五
二
九

七
九
頁
。

@
〈
中
國
哲
學
衷
的
科
學
精
神
與
科
學
方
法
〉
﹒
《
年
譜
》
第
八
冊
，
二
九
五
八
|
二
九
五
九
頁
。

@
〈
介
紹
我
自
己
的
思
想
〉
'
《
胡
適
文
選
》
，
一
之
一
八
頁
〈
的
歲
生
日
前
夕
，
各
報
訪
問
報
導
，
〉
，
見
《
年
譜
》
第

七
冊
，
二
七
七
二
頁
。

@
見
唐
德
剛
，
〈
胡
適
雜
憶
〉
'
了
一
O
頁
。

@
請
閱
唐
德
削
，
前
引
言
，
一
O
八
|
一
二
四
頁
。

@
〈
科
學
特
神
與
科
學
方
法
〉
﹒
《
年
譜
》
第
八
冊
，
三
O
七
八
頁
。

@
〈
的
歲
生
日
前
夕
，
各
報
訪
問
報
導
〉
，
見
《
年
譜
》
第
七
冊
，
二
七
七
二
頁
。

@
民
國
四
十
七
年
四
月
十
日
中
央
研
究
院
第
三
次
院
士
會
議
閉
幕
式
致
詞
，
見
《
年
譜
》
第
七
冊
，
二
六
六
三
二
六

一
川
五
頁
。

@
胡
適
，
〈
丁
在
君
這
個
人
〉
'
《
胡
適
選
集
|
|
人
物
》
(
台
北

.. 

文
星
書
店
，
一
九
六
六
)
，
九
九
|
-
O
九
頁
。

@
民
國
五
十
六
年
五
月
二
日
胡
適
是
陳
之
藩
信
，
見
《
年
譜
》
第
七
冊
，
二
五
八
二
|
二
五
八
五
頁
。

@
胡
遁
入
科
學
與
人
生
觀
序
〉
'
《
胡
適
文
存
》
二
集
一
卷
，
一
二
O
l
一
三
九
頁
。

@
林
毓
生
，
《
政
治
秩
序
與
多
元
社
會
》
(
台
北

•. 

聯
經
出
版
事
業
公
司
，
一
九
八
九
)
:
一
九
O
|
二
九
五
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