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
適
論
自
由

林
載
爵

(
胡
適
一
向
被
視
為
「
自
由
導
師
」
，
從
留
美
期
間
認
識
西
方
近
代
的
自
由
思
潮
，
回
國
後
發
表
「
易
主
主

義
了
宣
揚
個
人
自
由
與
個
性
解
放
，
創
辦
《
努
力
週
報
》
鼓
吹
「
好
政
府
」
的
政
治
工
具
主
義
，
到
「
民
主
與

獨
裁
」
論
戰
中
堅
持
民
主
政
治
，
二
次
世
界
大
戰
後
，
疾
呼
民
主
與
極
權
的
分
野
，
遷
台
後
，
參
與
《
自
由
中

國
丫
到
晚
年
鄭
重
表
示
「
容
忍
比
自
由
重
要
了
胡
適
的
一
是
與
「
自
由
」
分
不
開ν然
而
，
胡
適
的
自
由

觀
念
為
何
則
需
加
以
進
一
步
的
分
析
。

、
自
由
的
認
識

胡適論自由

〈
中
團
近
代
知
識
分
子
對
自
由
的
親
身
感
受
，
大
體
來
自
對
國
外
民
主
體
制
的
觀
察
與
了
解
，
就
像
嚴
復
留

學
英
國
時
，
「
嘗
入
法
廷
，
觀
其
聽
獄
，
歸
邱
數
日
，
如
有
所
失
。
」
@
親
自
體
認
了
英
國
民
主
自
由
的
真
實
情

況
，
胡
適
於
一
九
一
四
年
就
讀
康
乃
爾
大
學
時
也
曾
前
往
旁
聽
綺
色
佳
城
的
公
民
議
會
，
見
識
民
主
政
治
的
實

際
運
作
}
他
不
禁
感
到
「
此
等
議
會
真
可
增
長
知
識
」
，
而
「
其
共
和
平
權
之
精
神
可
風
也
。
」
@
他
也
發
現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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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由
已
是
美
國
人
民
的
生
活
方
式
，
「
故
其
人
安
之
若
素
，
不
復
知
自
由
代
價
之
貴
矣
。
」
。
@

〈
除
了
親
自
的
觀
察
外
，
民
主
自
由
思
想
的
演
進
也
是
他
關
心
的
主
題
。
一
九
一
四
年
一
月
，
他
表
示
天
賦

人
權
說
的
沿
革
是
他
近
來
所
關
心
的
問
題
之
一
〉
'
@
在
這
方
面
，
英
國
維
多
利
亞
時
期
政
治
思
想
家
的
主
張
成

i
i
t
-
-
1，
-
t
t
i
l
l
1
t
E
t
i
-
-
E
E
'
t
t
-
-

』
t
t
i
t
i
E
E
E
E
I
E
I
E
E
E
E
I

為
他
關
注
的
焦
點
。
他
必
然
讀
過
彌
爾
(
)
的
﹒

E
E
)的
作
品
，
「
我
之
自
由
，
以
他
人
之
自
由
為
界
」
是
他
日

銜
刊
闢
閹
週
叫
→
廿
封
封
吋
叫
他
也
了
解
斯
賓
塞
的
著
作
，
認
為
「
斯
賓
塞
之
個
人
主
義
，
本
競
爭
生
存
優
勝
劣

敗
之
說
，
以
為
其
倫
理
學
說
之
中
堅
，

...... 

其
說
以
『
公
道
』
(
〕
己
叩
門
-
2
)為
道
德
之
公
理
。
而
其
所
謂
公
道
之

律
日.. 

人
人
皆
得
恣
所
欲
為
，
惟
必
不
可
侵
犯
他
人
同
等
之
自
由

o

」
@
而
不
論
彌
爾
所
謂
的
「
自
由
以
勿
侵

他
人
之
自
由
為
界
」
，
或
斯
賓
塞
所
謂
的
「
公
道
之
律
了
或
康
德
所
謂
的
「
無
條
件
之
命
令
」

(
F
m
g
z
m
R古
巴

E
Z
E
丘
克
)
，
都
是
小
之
至
於
個
人
，
大
之
至
於
國
際
的
一
以
貫
之
之
術
，
也
就
是
繁
複
難
盡
的
人
生
倫
理
中

的
一
致
性

(
2
口
的
一
叩
門
8
4
)
。
@
他
更
讀
過
格
林
(
寸
且

-
D
Z
S
)
的
《
倫
理
學
發
凡
》
(
字
。
~
禹
。
這
m
s
a
E

問
H
E
n
h
)
，
對
於
第
三
章
「
公
益
範
圍
之
推
廣
」

B
F
O
開
巴
g

丘
。
口
。
土
『
仿
古
g
c

『
(
U
C
B
E
S
(
v
o
c
e

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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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所
感
，
認
為
「
其
立
論
與
我
年
來
所
持
二
胞
合
，

...... 

深
喜
古
人
先
獲
我
心
。
」
@

往
前
迫
、
棚
，
十
七
世
紀
以
來
西
方
政
治
思
想
的
發
展
，
也
是
他
留
學
時
想
了
解
的
範
圍
，
並
藉
以
比
較
先

秦
的
政
治
思
想
。
他
認
為
儒
家
也
有
主
權
在
民
的
觀
念
，
所
缺
者
為
「
立
法
權
在
民
」
'
孟
子
即
是
主
張
主
權
在

民
而
未
嘗
言
立
法
權
在
民
的
觀
念
。
他
也
提
到
盧
梭
是
人
民
總
意
論

(
m
2月
白
了
三
=
)
的
最
大
鉅
子
，
而
其
辨
總

意
與
人
人
私
意
之
總
(
岳
。
三
=
丘
生
)
甚
切
，
若
與
墨
子
相
較
則
有
額
同
處
。
墨
子
所
非
者
為
「
一
人
一
義
，

十
人
十
義
」
'
「
人
是
其
義
，
以
非
人
之
義
」
'
這
是
屬
於
盧
梭
所
謂
的
人
人
之
私
意
，
而
非
總
意
。
總
意
所
在
，

非
盡
人
所
能
兔
，
故
墨
子
有
尚
同
之
說
，
以
童
向
天
下
之
義
，
使
民
交
相
愛
，
交
相
利
，
此
即
天
志
，
亦
即
人



民
的
總
意
。
@

這
些
理
論
上
的
認
識
，
使
他
在
一
九
一
四
年
九
月
赴
哈
佛
大
學
訪
友
時
，
第
一
次
發
表
了
有
關
自
由
的
見

解
。
他
說
中
國
今
日
之
病
不
在
於
無
自
由
平
等
之
說
，
而
在
於
不
知
道
此
諸
字
的
真
諦
。
今
天
的
平
等
自
由
之

說
己
不
再
是
十
八
世
紀
學
者
所
持
的
平
等
自
由
。
以
前
說
「
人
生
而
自
由
」
'
果
真
如
此
，
初
生
嬰
兒
不
就
也
有

自
由
?
「
人
生
而
平
等
」
之
說
尤
其
大
謬
。
人
天
生
有
賢
愚
能
否
的
差
別
，
有
生
而
顛
狂
者
，
神
經
鈍
廢
者
，

有
生
具
慧
資
者
，
如
何
可
謂
平
等
?
自
由
的
真
諦
是
一
人
之
自
由
以
他
人
之
自
由
為
界
，
只
要
不
侵
越
此
界
則

個
人
得
隨
所
欲
為
。
但
有
時
連
此
項
自
由
不
可
得
，
如
飲
酒
並
末
侵
犯
他
人
自
由
，
但
今
人
皆
知
飲
酒
足
以
傷

身
，
對
社
會
及
子
孫
都
有
不
良
影
響
，
故
有
禁
酒
的
提
倡
，
個
人
自
由
便
不
再
能
成
為
反
對
禁
酒
的
藉
口
。
而

所
謂
平
等
之
說
，
並
不
是
指
人
生
而
平
等
，
而
是
指
法
律
之
前
，
不
論
貧
富
，
人
人
平
等
。
胡
適
總
結
道

.. 

「
今

日
西
方
政
治
學
說
之
趨
向
，
乃
由
放
任
主
義
而
趨
干
涉
主
義
，
由
個
人
主
義
而
趨
社
會
主
義
。
」
@

回
國
之
後
，

胡適論自由

j
p

民
由
思
想

M
F
i
j

到
有
了
更
完
整
的
介
紹
。
他
引
用

英
國
政
治
學
家
自
爾
克

S
S
巾
的
門
閏
月
宵
。
「
)
的
著
作
，
敘
述
其
流
變

.. 

自
一
八
四
八
年
到
一
八
八

0
年
是
放
任

主
義
盛
行
的
時
代
。
放
任
主
義
有
兩
層
意
思
﹒
﹒
對
內
，
把
政
府
活
動
的
範
圍
縮
到
最
小
的
限
度
，
對
外
，
實
行

自
由
貿
易
的
政
策
。
代
表
性
作
品
是
斯
賓
塞
的
《
社
會
靜
止
觀
》
(
安
門
芯
~
炳
章
佇
立
法
已
)
和
《
個
人
與
國
家
》

(
3
n
足
§
3
3
5

月p
h
M
H
Q
H
F
~

∞
法
)
，
但
放
任
主
義
已
近
末
路
二
八
八

0
年
格
林
在
牛
津
大
學
演
講
政

治
義
務
的
原
理
，
主
張
國
家
得
排
除
侵
犯
個
人
自
由
的
障
礙
，
自
此
以
後
，
不
論
馬
克
斯
主
義
者
或
是
費
邊
社

會
主
義
者
都
想
把
經
濟
生
活
完
全
放
在
國
家
或
社
會
的
支
配
之
下
。
胡
適
說

.• 

「
白
爾
克
說
得
好
，
當
一
八
六

四
年
，
凡
不
信
任
國
家
的
都
是
正
統
派
，
凡
是
信
任
政
府
干
涉
的
都
是
異
端
。
到
一
九
一
四
年
，
凡
信
任
國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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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都
是
正
統
派
，
凡
是
趨
向
無
政
府
主
義
的
都
是
異
端
。
」
這
是
從
放
任
主
義
變
到
干
涉
主
義
的
明
證

o

與
此

相
關
的
新
觀
念
是
國
家
不
再
只
是
孤
立
的
個
人
的
集
合
體
，
而
是
建
築
在
絲
絲
相
接
的
群
上
。
@
在
這
個
時
候
，

「
自
己
要
爭
自
由
，
同
時
便
想
到
別
人
的
自
由
。
所
以
不
但
自
由
須
以
不
侵
犯
他
人
的
自
由
為
界
限
，
並
且
還

進
一
步
要
求
絕
大
多
數
人
的
自
由
，
這
都
是
『
社
會
化
』
的
趨
勢
。
」
@

很
明
顯
，
從
一
九
一
四
年
到
一
九
二
二
年
，
胡
適
認
識
自
由
的
重
點
是
放
在
十
九
世
紀
英
國
政
治
思
想
中

從
彌
爾
、
斯
賓
塞
到
格
林
所
代
表
的
從
個
人
式
自
由
主
義
已
旦
玄
音
色
的

t
n
E
F
O
E
-
-
∞
自
)
到
集
體
式
自
由
主

義
已
。
-
Z丘
吉
作
E
F
O
E
-
-
m
B
)

之
間
的
轉
變
。
在
這
種
轉
變
中
，
個
人
的
地
位
、
國
家
的
角
色
，
以
及
兩
者
之

間
的
關
係
都
有
了
相
當
大
的
調
整
。
對
胡
適
個
人
來
說
，
他
所
服
膺
的
顯
然
是
集
體
式
自
由
主
義
的
觀
點
，
這

種
態
度
對
日
後
胡
適
發
揮
自
由
的
主
張
產
生
了
極
大
影
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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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自
由
的
取
得

在
胡
適
看
來
，
自
由
飲
用

•. 

一
、
宗
教
信
仰
的
自
由
，
也
就
是
良
心
的
自
由
。
「
宗
教
是
一
件

個
人
的
事
，
誰
也
不
能
干
涉
誰
的
宗
教
，
容
忍
的
態
度
最
好
。
」
@
斗
斗
別
胡
副
司
.
。
在
文
學
上
發
展
出
來
就

'BEEEEEEEEEE.E.-aEEEB-'

,', 

是
言
論
的
自
由
，
表
現
於
美
術
品
、
工
業
就
是
創
作
的
自
由
。
@
三
、
政
治
自
由
。
在
信
仰
與
思
想
自
由
方
面
，

東
方
歷
史
上
也
有
很
大
膽
的
批
評
者
與
反
抗
者
，
從
墨
翟
、
楊
朱
到
桓
譚
、
王
允
，
從
范
輝
、
傅
非
、
韓
愈
到

李
蟄
、
顏
元
、
李
蹄
，
都
可
以
說
是
為
信
仰
、
思
想
自
由
奮
鬥
的
東
方
豪
傑
之
士
，
但
東
方
的
自
由
主
義
運
動

始
終
沒
有
抓
住
政
治
自
由
的
特
殊
重
要
性
，
所
以
始
終
沒
有
走
上
建
設
民
主
政
治
的
路
子
。
@
叫
心
計
到



黨!

@ 

胡適論自由

少
數
人
的
自
由
中
和

人
如
何
獲
得
這
些
自
由
?
胡
適
自
始
至
終
反
對
天
賦
人
權
說
，
早
在
一
九
一
四
年
留
美
期
間
胡
適
就
已
明

白
質
疑
「
人
生
而
自
由
」
的
主
張
，
@
在
一
九
五
三
年
的
一
次
演
講
中
，
他
重
申
舊
論
，
認
為
「
人
權
並
不
是

天
賦
的
，
是
人
造
出
來
的
。
所
謂
民
主
自
由
的
平
等
，
都
是
一
個
理
想
，
不
是
天
賦
的
。
如
果
是
天
賦
的
，
就

沒
有
人
投
票
選
舉
了
。
在
某
種
社
會
上
，
人
如
果
沒
有
力
量
保
護
自
由
，
專
制
的
人
可
以
把
你
的
自
由
奪
去
。

我
們
過
去
經
過
很
多
年
的
專
制
社
會
，
那
時
我
們
的
自
由
權
利
一
點
都
沒
有
，
所
以
我
們
現
在
漸
漸
明
白
民
主

自
由
都
不
是
天
賦
的
人
權
，
是
人
慢
慢
感
覺
得
自
己
的
尊
嚴
，
人
是
有
價
值
的
，
人
格
是
寶
貴
的
，
慢
慢
的
才

自
己
感
覺
到
某
種
權
利
與
他
們
的
發
展
有
很
大
的
關
係
。
有
了
某
種
權
利
，
才
能
使
他
的
教
育
完
整
，
發
展
他

的
聰
明
才
智
、
人
格
道
德
。
」
@

假
如
自
由
並
非
天
生
，
那
麼
，
人
類
如
何
取
得
自
由
?
關
於
自
由
的
演
進
過
程
，
胡
適
有
六
種
說
法

•. 

一
、
信
仰
自
由
這
個
原
則
，
雖
然
在
遠
古
的
時
候
就
有
開
明
的
君
主
主
張
，
但
一
直
到
「
宗
教
改
革
」
以

後
才
漸
漸
為
人
所
承
認
。
有
了
信
仰
自
由
，
思
想
自
由
亦
漸
漸
長
成
，
這
都
可
以
溯
源
到
文
藝
復
興
。
「
文
藝
復

興
」
就
是
反
抗
歐
洲
中
古
思
想
上
種
種
的
拘
束
回
到
古
代
比
較
自
由
的
思
想
，
人
們
得
有
思
想
的
自
由
，
非
特

在
科
學
和
工
業
上
產
生
了
鉅
大
的
進
步
，
並
且
也
引
起
了
政
治
的
革
新
。
英
國
在
十
七
世
紀
就
有
一
個
政
治
的

革
命
，
十
八
世
紀
在
歐
洲
的
法
國
和
美
洲
的
美
國
，
都
有
政
治
的
革
命
，
所
謂
法
國
革
命
與
美
國
獨
立
的
運
動
。

十
七
世
紀
英
國
的
政
治
革
命
，
十
八
世
紀
法
國
與
美
國
的
革
命
，
這
三
件
大
事
造
成
後
來
所
謂
的
政
治
改
革
。

從
信
仰
自
由
、
思
想
自
由
到
政
治
革
命
，
造
成
我
們
今
天
所
謂
民
主
政
治
的
文
化
。
@

二
、
自
從
四
百
多
年
前
馬
丁
路
德
發
動
宗
教
改
革
以
來
，
爭
取
各
種
自
由
的
運
動
漸
漸
成
功
，
打
開
了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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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
學
術
革
新
，
思
想
多
元
發
展
、
社
會
革
新
、
政
治
改
造
的
新
鮮
世
界
。
如
果
沒
有
思
想
、
信
仰
、
言
論
、
出

版
的
自
由
，
天
文
、
物
理
、
化
學
、
生
物
進
化
的
新
理
論
當
然
都
不
會
見
天
日
，
洛
克
、
伏
爾
泰
、
盧
騷
、
節

浮
生
，
以
至
馬
克
斯
、
恩
格
爾
的
政
治
社
會
新
思
想
也
當
然
都
不
會
流
行
傳
播
，
這
是
世
界
近
代
史
的
明
顯
事

胡適與近代中國

實
。
@三

、
民
主
主
義
的
生
活
方
式
，
根
本
上
是
個
人
主
義
的
。
由
歷
史
觀
點
看
來
，
它
肇
始
於
「
不
從
國
教
」
'

這
初
步
的
宗
教
個
人
主
義
，
引
起
了
最
初
的
自
由
觀
點
，
保
衛
宗
教
自
由
的
人
們
，
寧
願
犧
牲
自
己
的
生
命
財

產
，
反
抗
壓
迫
干
涉
的
鬥
爭
。
個
人
按
照
自
己
的
意
思
敬
奉
上
帝
，
乃
是
近
代
民
主
精
神
與
制
度
在
歷
史
上
的

發
端
。
這
種
不
從
國
教
的
精
神
，
也
和
其
他
各
種
自
由
，
有
密
切
的
關
係
，
如
思
想
、
言
論
、
出
版
、
集
會
等

自
由
。
根
本
的
問
題
是
，
我
人
企
圖
獲
得
機
會
，
自
由
發
展
與
表
達
自
己
的
感
覺
、
思
想
、
與
信
仰
，
於
是
成

了
一
種
爭
取
我
行
我
素
的
權
利
爭
鬥
o
@

四
、
自
由
、
平
等
、
博
愛
這
個
新
宗
教
、
新
道
德
信
條
成
了
十
八
世
紀
的
革
命
口
號
。
美
國
的
革
命
、
法

國
的
革
命
、
一
八
四
八
年
全
歐
洲
的
革
命
運
動
、
一
八
六
二
年
的
南
北
美
戰
爭
，
都
是
在
這
一
二
大
主
義
的
旗
幟

之
下
的
大
革
命
。
美
國
的
憲
法
、
法
國
的
憲
法
，
以
至
於
南
美
洲
諸
國
的
憲
法
，
都
是
受
了
這
三
大
主
義
的
絕

大
影
響
。
舊
階
級
的
打
倒
，
專
制
政
體
的
推
動
，
法
律
之
下
人
人
平
等
的
觀
念
的
普
遍
，
「
信
仰
、
思
想
、
言
論
、

出
版
」
幾
大
自
由
的
保
障
的
實
行
，
普
及
教
育
的
實
施
，
婦
女
的
解
放
，
女
權
的
運
動
，
婦
女
參
政
的
實
現
，

...... 

都
是
這
個
新
宗
教
、
新
道
德
的
實
際
表
現
，
這
不
僅
僅
是
三
五
個
哲
學
家
書
本
子
裡
的
空
談
。
@

五
、
自
由
主
義
在
歷
史
上
有
解
除
束
縛
的
作
用
，
故
有
不
能
避
免
流
血
的
革
命
，
但
自
由
主
義
的
運
動
在

最
近
百
年
中
最
大
成
績
-
-
-
例
如
英
國
自
從
一
八
三
二
年
以
來
的
政
治
革
新
，
直
到
今
日
的
工
黨
政
府
|
|
|
都



是
不
流
血
的
和
平
革
新
，
因
為
在
民
主
政
治
己
上
了
軌
道
的
國
家
裡
'
自
由
與
容
忍
舖
下
了
和
平
改
革
的
大
路
。

@ 

胡適論自由

六
、
不
管
在
內
政
或
外
交
上
，
都
認
為
急
進
的
革
命
是
絕
對
必
須
的
手
段
，
這
個
基
本
觀
念
是
極
權
政
治

與
近
代
民
主
政
治
根
本
的
不
同
點
。
所
以
說
「
近
代
」
二
字
，
因
為
在
一
百
五
十
年
前
，
有
許
多
主
張
共
和
主

義
者
，
像
羅
帕
斯
比
爾
、
聖
鞠
斯
特
、
巴
伯
甫
等
，
也
都
會
相
信
並
實
行
急
進
革
命
的
方
法
，
甚
至
倍
因
也
認

為
，
歐
洲
各
國
政
治
制
度
終
久
會
遭
遇
一
次
普
遍
的
革
命
，
並
曾
以
此
自
慰
，
他
在
一
七
九
二
年
三
月
致
拉
法

夷
脫
的
信
裡
說
•• 

「
等
到
法
國
四
周
圍
都
起
了
革
命
，
法
國
就
得
到
和
平
與
安
寧
了
。
」
@

胡
適
上
述
說
法
的
共
同
點
是
，
從
文
贅
復
興
開
始
，
人
類
在
自
覺
地
爭
取
下
，
經
過
無
數
次
的
革
命
，
才

獲
得
了
基
本
的
自
由
權
利
，
儘
管
「
近
代
的
民
主
主
義
已
拋
棄
了
急
進
革
命
的
念
頭
，
...... 

近
代
民
主
政
治
程

序
的
基
本
哲
學
是
，
認
為
殘
暴
的
破
壞
行
為
決
不
會
產
生
進
步
，
」
@
但
是
，
這
也
是
一
百
五
十
年
以
來
的
近

代
的
事
。
儘
管
他
也
曾
辯
解
革
命
也
有
歷
史
演
進
的
背
景
，
也
有
歷
史
的
基
礎
，
「
政
治
上
所
謂
『
革
命
』
，
也

都
是
不
斷
的
歷
史
演
進
的
結
果

0

美
國
的
獨
立
、
法
國
的
大
革
命
、
俄
國
的
一
九
一
七
年
的
兩
次
革
命
，
都
有

很
長
的
歷
史
背
景
。
」
革
命
和
演
進
只
有
程
度
上
的
差
異
，
其
根
本
方
法
在
於
用
人
功
促
進
一
種
變
化
，
因
為

無
意
的
自
然
演
變
是
很
遲
慢
的
，
很
不
經
濟
的
，
而
自
覺
的
人
功
促
進
往
往
可
以
縮
短
改
革
的
時
間
。
@
但
革

命
之
為
革
命
總
「
不
能
避
免
流
血
」
，
總
是
急
進
的
。

胡
適
這
種
經
由
革
命
獲
取
自
由
的
觀
念
，
顯
然
與
他
的
社
會
演
化
觀
相
違
背
。
胡
適
反
對
革
命
是
留
學
時

期
即
有
的
態
度
，
一
九
一
六
年
一
月
三
十
一
日
的
日
記
中
，
他
用
英
文
寫
了
一
篇
「
論
革
命
」
的
短
文
，
反
對

早
熟
的
革
命
，
認
為
「
瓜
熟
蒂
落
」
才
是
最
好
的
狀
態
，
良
好
的
政
治
沒
有
捷
徑
，
應
由
底
部
建
立
基
礎
，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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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態
度
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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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但
這
需
要
緩
慢
的
過
程
，
而
這
是
唯
一
的
方
式
。
@
他
認
為
中
國
的

前
途
只
有
一
條
路
.. 

「
就
是
認
清
了
我
們
的
問
題
，
集
合
全
國
的
人
力
智
力
，
充
分
採
用
世
界
的
科
學
知
識
與

方
法
二
步
一
步
的

r作
宙
撞
的
做
區
y
J
在
油
價
齣
指
暐
戶
下
'
，
一
點
一
滴
的
收
不
斷
的
改
革
之
全
功
。
」
@
他

相
信
「
進
步
是
許
多
具
體
的
改
革
積
聚
起
來
的
結
果
，
」
他
引
用
杜
威
關
於
進
步
的
理
論
說

•. 

「
進
步
並
不
是

，
一
種
批
發
的
寶
寶1
百
嘻
售
的
生
意
，
應
當
一
部
一
部
的
定
約
，
一
批
戶
就
消
戒
交
o

」
這
種
進
步
觀
念
，

既
不
致
引
起
急
進
的
革
命
，
也
不
會
發
生
宿
命
論
的
放
任
主
義
。
@

既
然
社
會
的
進
步
，
政
治
的
演
進
都
是
「
一
步
一
步
行
「
一
點
一
滴
」
的
改
革
的
結
果
，
為
什
麼
胡
適
要

問
世
是
)
百
五
十
年
以
前
，
自
由
是
經
由
革
命
取
得
的
?
這
個
矛
盾
使
胡
適
完
全
忽
略
了
西
方
自
中
古
以
降
，
社

1會
經
濟
制
度
的
發
展
為
自
由
權
利
的
獲
得
所
提
供
的
基
礎
。

三
、
自
由
與
個
人

儘
管
嚴
復
在
一
八
九
九
年
已
經
翻
譯
了
彌
爾
的
全
珊
自
由
》
(
。
這
史
穹
司
令
)
，
但
是
彌
爾
所
要
宣
揚
的
個

人
的
地
位
、
個
性
的
價
值
以
及
個
人
如
何
兔
於
社
會
的
專
制
等
觀
念
，
一
直
要
到
胡
適
才
得
到
發
揮
。

一
九
一
五
年
二
月
二
十
二
日
的
日
記
中
，
胡
適
提
到

.. 

「
今
日
祖
國
百
事
待
舉
，
須
人
人
盡
力
始
克
有
濟
，

位
不
在
卑
，
祿
不
在
薄
，
須
對
得
住
良
心
，
對
得
住
祖
國
而
已
矣
。
幼
時
在
里
，
觀
族
人
祭
肥
，
習
聞
贊
禮
者

唱
曰
•• 

『
執
事
者
各
司
其
事
』
'
此
七
字
救
國
金
丹
也

o

」
@
這
是
對
個
人
地
位
的
肯
定
，
同
一
個
時
候
，
他
也



胡適論自由

提
到
尊
重
個
性
的
重
要

.. 

「
有
人
謂
我
大
病
，
在
於
好
立
異
以
為
高
，
其
然
?
豈
其
然
乎
?
所
謂
立
異
者
何
蠍
?

不
苟
同
於
流
俗
，
不
隨
波
逐
流
，
不
人
云
亦
云
。
非
昔
心
所
謂
是
，
雖
斧
斤
在
頸
，
不
謂
之
是
。
行
吾
心
所
安
，

雖
舉
世
非
之
而
不
顧
。
-
-
-
此
立
異
者
也
，
吾
竊
有
慕
焉
，
而
未
能
幾
及
也

o

」
@
他
在
康
乃
爾
大
學
結
交
的

女
友
韋
蓮
司
女
士
的
狂
狷
性
格
更
是
他
所
謂
的
「
立
異
」
的
最
好
榜
樣

.. 

「
其
人
極
能
思
想
，
讀
書
甚
多
，
高

潔
幾
近
狂
狷
。...... 

余
戲
謂
之
口
.. 

『
音
約
翰
彌
爾
有
弓
一
口
.. 

今
人
鮮
敢
為
狂
狷
之
行
者
，
此
真
今
世
之
隔
息
也

o

』

狂
乃
美
德
，
非
病
也
。
」
@
韋
蓮
司
女
士
更
以
英
國
政
治
家
毛
萊

(
]
C
E
E
Z
-
2
)
的
「
姑
息
論
」
(
C口
們
。B
H
)
2
.

B
E
)
一
文
相
薦
，
該
文
申
論
人
應
按
自
己
所
信
的
真
理
而
活
，
胡
適
「
讀
之
不
忍
釋
于
」
。
@

一
九
一
五
年
十
月
一
日
的
日
記
討
論
了
「
調
和
之
害
」

.. 

「
調
和
者
，
苟
且
遷
就
之
謂
也
0

張
亦
農
言
.. 

『
凡

人
之
情
，
自
趨
於
遷
就
拆
衷
一
方
面
，
有
非
常
之
人
出
，
而
後
敢
獨
立
直
行
，
無
所
低
徊
瞻
顧
。
如
此
，
猶
恐

不
能
勝
人
性
遷
就
苟
且
之
趨
勢
。
若
吾
輩
自
命
狂
狷
者
亦
隨
波
逐
流
，
則
天
下
事
安
可
為
耶
?
』
此
一
百
甚
痛
，

為
吾
所
欲
言
而
不
能
言
。
」
@

留
學
期
間
的
胡
適
已
經
充
分
肯
定
了
狂
狷
立
異
，
獨
立
直
行
的
重
要
，
而
且
個
性
的
價
值
不
僅
在
於
維
護

人
格
尊
嚴
，
更
與
「
天
下
事
」
有
關
。
一
九
一
八
年
五
月
，
在
那
篇
有
名
的
「
易

I
P

生
主
義
」
一
文
中
，
他
借

用
易
←
生
的
戲
劇
說
明
個
人
與
社
會
的
關
係

o

社
會
最
愛
專
制
，
往
往
用
強
力
摧
折
個
人
的
個
性
，
壓
制
個
人

自
由
獨
立
的
精
神
，
等
到
個
人
的
個
性
都
消
滅
了
，
等
到
自
由
獨
立
的
精
神
都
完
了
，
社
會
自
身
也
沒
有
生
氣
，

不
會
進
步
了
。
社
會
進
行
專
制
的
工
具
是
「
輿
論
了
以
及
一
種
最
通
行
的
迷
信

.. 

「
服
從
多
數
的
迷
信
」
c
@

所
以
胡
適
提
倡
健
全
的
個
人
主
義
，
這
種
思
想
有
兩
個
中
心
見
解

.. 

第
一
是
充
分
發
展
個
人
的
才
能
，
第
二
是

要
造
成
自
由
獨
立
的
人
格
，
這
種
人
格
是
社
會
進
步
的
最
大
動
力
。
@
他
告
訴
少
年
朋
友

.. 

「
現
在
有
人
對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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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
說.• 

犧
牲
你
們
個
人
的
自
由
，
去
求
國
家
的
自
由
!
我
對
你
們
說
﹒
﹒
爭
你
們
個
人
的
自
由
，
便
是
為
國
家
爭

自
由
!
爭
你
們
自
己
的
人
格
，
便
是
為
國
家
爭
人
格
，
自
由
平
等
的
國
家
不
是
一
群
奴
才
建
造
得
起
來
的
!
」

胡適與近代中國

@ 

如
果
追
求
個
人
自
由
是
新
文
化
運
動
的
主
要
內
容
，
那
麼
，
在
胡
適
看
來
，
民
國
十
五
、
六
年
的
國
民
革

命
運
動
至
少
有
兩
點
和
民
國
七
、
八
年
的
新
運
動
不
同

•• 

一
是
蘇
俄
輸
入
的
黨
紀
律
，
一
是
那
幾
年
的
極
端
民

族
主
義
。
蘇
俄
輸
入
的
鐵
紀
律
含
有
絕
大
的
「
不
容
忍
」
態
度
，
不
容
許
異
己
的
思
想
。
@
一
九
三
四
年
十
二

月
他
呼
籲
國
民
政
府
領
袖
諸
公
應
該
早
日
停
止
一
切
統
制
文
化
的
迷
夢

•. 

「
在
這
個
文
化
落
後
的
國
家
，
應
該

努
力
鼓
勵
一
切
聰
明
才
智
之
士
依
他
們
的
天
才
和
學
力
創
造
種
種
方
面
的
文
化
，
于
萬
不
要
把
有
限
的
精
力
誤

用
到
消
極
的
制
裁
壓
抑
上
去
。
」
@

四
、
自
由
與
國
家

(
胡
適
確
信
「
凡
是
承
認
自
由
是
個
人
發
展
與
社
會
進
步
的
基
本
條
件
的
，
都
是
自
由
主
義
者
。
」
@

一
個
「
自
治
的
社
會
，
共
和
的
國
家
，
只
是
要
個
人
有
自
由
選
擇
之
權
，
還
要
個
人
對
於
自
己
所
行
所
為
都
負

責
任
。
若
不
如
此
，
決
不
能
造
出
自
己
獨
立
的
人
格
。
社
會
國
家
沒
有
自
由
獨
立
的
人
格
，
如
同
酒
裡
少
了
酒

妞
，
麵
包
裡
少
了
酵
，
人
身
上
少
了
腦
筋
，
那
種
社
會
國
家
決
沒
有
改
良
進
步
的
希
望
。
」
可
晶
個
人
成
為
國

家
的
基
本
單
位
，
並
且
是
社
會
國
家
有
沒
有
改
良
進
步
的
希
望
的
先
決
條
件
時
，
個
人
品
質
的
高
低
自
然
成
為

必
須
解
決
的
問
題
。
一
九
一
六
年
八
月
二
十
二
日
作
詩
送
任
叔
永
時
，
胡
適
就
已
表
示

•. 



救
國
千
萬
事
，
造
人
為
最
重
。

但
得
百
十
人
，
故
國
可
重
造
。
@

胡適論自由

對
於
個
人
品
質
的
問
題
，
胡
適
自
己
曾
經
有
過
一
次
親
身
經
歷
。
一
九
二
二
年
八
月
二
十
六
日
，
胡
適
到

北
京
平
民
自
治
協
會
講
演
，
參
加
者
是
「
道
地
老
百
姓
」
'
演
講
主
題
是
對
於
市
民
的
希
望
，
包
括
.. 

一
、
希
望

市
民
不
放
棄
自
己
應
享
的
投
票
權
。
二
、
希
望
投
票
人
本
自
己
良
心
的
主
張
行
使
投
票
權
。
三
、
希
望
市
民
負

監
督
選
舉
和
市
政
的
責
任
。
四
、
希
望
市
民
自
己
奮
鬥
'
構
造
良
好
的
市
政
府
，
不
可
盼
望
別
人
把
良
好
的
政

府
送
給
他
。
胡
適
說
的
極
淺
，
但
還
是
有
些
人
不
大
明
瞭

o

「
後
來
陳
長
葡
君
上
去
說
「
候
選
』
、
『
無
記
名
投

票
』
、
「
不
分
區
』
的
學
理
，
就
幾
乎
沒
有
聽
了
。
」
@
如
果
有
興
趣
於
參
加
「
平
民
自
治
協
會
」
的
「
道
地
老

百
姓
」
的
表
現
都
是
如
此
，
社
會
國
家
如
何
改
良
進
步
?
這
顯
然
是
胡
適
必
須
解
決
的
難
題
。

但
是
，
如
何
造
人
?
胡
適
的
解
釋
是

.. 

「
社
會
上
的
『
良
好
分
子
』
並
不
是
生
成
的
，
也
不
是
個
人
修
鍊

的
，
...... 

古
代
的
社
會
哲
學
和
政
府
哲
學
只
為
妄
想
憑
空
改
造
個
人
，
故
主
張
正
心
、
誠
意
、
獨
善
其
身
的
辦

法
。
這
種
辦
法
其
實
是
沒
有
辦
法
，
因
為
沒
有
下
手
的
地
方
。
近
代
的
人
生
哲
學
漸
漸
變
了
，
漸
漸
打
破
了
這

種
迷
夢
，
漸
漸
覺
悟
﹒
﹒
改
造
社
會
的
下
手
方
法
在
於
改
良
那
些
造
成
社
會
的
種
種
勢
力
|
|
制
度
、
習
慣
、
思

想
、
教
育
等
等
。
那
些
勢
力
改
良
了
，
人
也
改
良

7
。...... 

我
們
的
根
本
觀
念
是
.. 

個
趴
陸
社
情
土
無
數
勢
力

幢
咸
的
戶
故
造
社
會
須
從
改
造
這
些
造
戒
社
會
，
造
成
個
人
的
種
種
勢
力
做
起
。
改
造
社
會
即
改
造
個
人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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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一
九
二

0
年
的
這
個
見
解
上
，
胡
適
終
於
在
一
九
一
二
年
得
出
了
「
好
政
府
主
義
」
的
結
論
，
並
且
利

用
演
講
的
機
會
加
以
公
開
宣
揚
，
其
基
本
內
容
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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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好
政
府
主
義
是
一
種
有
政
府
主
義
，
是
反
對
無
政
府
主
義
的
。
無
政
府
主
義
的
缺
點

.. 

山
因
反
對
某
個
政
府
就
反
對
一
切
政
府
.
，
因
反
對
某
種
法
律
就
反
對
一
切
法
律
﹒
'
是
論
理
上
的
錯
誤
。

ω
他
們
假
定
一
種
可
以
自
然
而
善
的
人
性
，
是
心
理
學
上
的
錯
誤
。

ω
現
在
的
禍
患
，
由
於
實
無
政
府
，
而
他
們
還
要
用
無
政
府
來
補
救
，
是
事
實
上
的
錯
誤
。

-
7
好
政
府
主
義
的
基
本
觀
念
是
一
種
政
治
的
工
具
主
義

(
2
-
E
n丘吉
叩
門
E
g
S
E
-
-
的
目
)
。

仙
「
人
額
是
造
工
具
的
動
物
」
(
柚
格
森
)
。
政
治
的
組
織
是
人
類
發
明
的
最
大
工
具
，
因
為
有
許
多
事
業

是
個
人
或
小
團
體
不
能
做
的
，
或
是
個
人
或
小
團
體
能
做
而
不
如
大
組
織
做
的
更
好
的
，
故
有
這
種
大
工
具
的

需
要
。
政
府
的
存
在
是
由
於
這
種
工
具
的
需
要
。

ω
這
種
工
真
是
一
種
有
組
織
、
有
公
共
目
的
的
權
力
。
法
律
制
度
都
是
這
種
權
力
的
表
現
。
權
力
若
無
共

同
的
目
標
，
必
至
於
衝
突
，
必
至
於
互
相
打
泊
。
政
治
與
法
律
的
權
力
，
因
有
組
織
，
因
有
公
共
目
標
，
故
可

指
引
各
方
面
的
能
力
向
一
個
共
同
的
趨
向
走
去
，
既
可
兔
衝
突
，
又
可
增
進
效
率
。

ω
這
種
工
具
，
若
用
的
得
當
，
可
發
生
絕
大
效
果
，
可
以
促
進
社
會
全
體
的
進
步
。
人
額
社
會
的
惰
性
極

大
，
偏
向
保
守
「
習
慣
的
生
活
了
若
靠
自
然
的
演
進
，
必
致
沒
有
進
步
，
或
進
步
極
慢
。
政
府
的
機
關
，
若
用

的
得
當
，
乃
是
督
促
社
會
進
步
、
打
破
社
會
惰
性
的
唯
一
利
器
。

而
實
行
好
政
府
主
義
的
條
件
則
是

•. 

一
、
要
有
一
簡
單
明
白
、
人
人
都
可
懂
得
的
公
共
目
標
|
|
好
政
府
。

二
、
要
一
班
「
好
人
」
都
結
合
起
來
，
為
這
個
目
標
積
極
奮
鬥
。
三
、
要
人
人
都
覺
悟
。
政
治
不
良
，
什
麼
事

都
不
能
做
。
@

胡
適
顯
然
已
經
認
定
個
人
的
進
步
，
社
會
的
改
良
只
有
在
一
種
良
好
政
府
的
環
境
中
才
能
成
功
。
一
九
二

胡適與近代中國



胡適論自由

二
年
五
月
十
四
日
《
努
力
週
報
》
第
二
期
刊
登
了
胡
適
起
草
的
「
我
們
的
政
治
主
張
了
這
篇
宣
言
被
認
為
是
中

國
自
由
主
義
者
第
一
次
有
系
統
的
宣
告
。
@
其
主
張
完
全
是
「
好
政
府
主
義
」
的
延
伸
。

這
篇
宣
言
提
到
，
所
謂
「
好
政
府
」
在
消
極
方
面
是
要
有
正
當
的
機
關
可
以
監
督
防
止
一
切
營
私
舞
弊
的

不
法
官
吏
，
在
積
極
方
面
是

.. 

一
、
充
分
運
用
政
治
的
機
關
為
社
會
全
體
謀
充
分
的
福
利
。
二
、
充
分
容
納
個

人
的
自
由
，
愛
護
個
性
的
發
展
。
所
要
求
的
是
一
種
「
有
計
畫
的
政
治
」
，
因
為
中
國
的
大
病
在
於
無
計
畫
的
漂

泊
，
計
畫
是
效
率
的
源
頭
。
@

胡
適
所
期
待
的
是
利
用
一
個
「
有
計
畫
的
政
治
」
所
展
現
的
國
家
力
量
來
同
時
謀
求
社
會
全
體
的
福
利
與

容
納
個
人
的
自
由
。
在
這
裡
'
胡
適
充
分
肯
定
了
國
家
的
積
極
功
能
，
這
種
看
法
是
與
他
對
政
治
思
潮
的
了
解

相
一
致
的
。
早
在
一
九
一
四
年
他
就
說

•. 

「
今
日
西
方
政
治
學
說
之
趨
向
，
乃
由
放
任
主
義
而
趨
干
涉
主
義
，

由
個
人
主
義
而
趨
社
會
主
義
。
....•. 

蓋
西
方
今
日
已
漸
見
十
八
世
紀
學
者
所
持
任
天
而
治
(
放
任
主
義
)
之
弊
，

今
方
力
求
補
救
。
」
@
一
九
二
二
年
九
月
撰
寫
「
五
十
年
來
之
世
界
哲
學
」
一
文
時
，
他
又
作
了
更
進
一
步
的

說
明.• 

十
八
世
紀
主
張
自
由
、
平
等
的
放
任
主
義
，
到
了
十
九
世
紀
下
半
反
而
成
了
有
力
階
級
壓
制
無
力
階
級

的
政
治
，
於
是
工
人
要
求
政
府
干
涉
資
本
家
，
要
求
改
善
勞
工
待
遇
的
立
法
﹒
，
所
以
赫
胥
黎
批
評
斯
賓
塞
的
放

任
主
義
為
「
行
政
的
虛
無
主
義
」
o
現
代
的
思
想
所
以
不
反
抗
干
涉
主
義
，
正
因
為
大
家
漸
漸
明
白
政
治
的
機
關

是
為
人
民
謀
福
利
的
一
種
重
要
工
具
。
這
個
工
具
用
的
得
當
可
以
保
障
社
會
的
弱
者
，
可
以
限
制
社
會
的
強
暴
，

可
以
維
持
多
數
人
民
的
自
由
和
社
會
的
平
等
。
所
以
現
代
的
政
治
問
題
不
是
如
何
限
制
政
府
的
權
限
的
問
題
，

而
是
如
何
連
用
這
種
重
要
工
具
來
謀
求
最
大
多
數
的
福
利
。
他
認
為
與
其
稱
之
為
「
干
涉
主
義
」
，
不
如
叫
他
做

「
政
治
的
工
具
主
義
」
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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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對
於
十
八
世
紀
的
新
宗
教
信
條
是
自
由
、
平
等
、
博
愛
，
胡
適
甚
至
認
為

.. 

「
十
九
世
紀
中
葉
以
後
的

新
宗
教
信
條
是
社
會
主
義
，
這
是
西
洋
近
代
的
精
神
文
明
，
這
是
東
方
民
族
不
會
有
過
的
精
神
文
明
。
」
@
而

救
濟
十
九
世
紀
以
來
個
人
主
義
流
弊
的
方
法
便
是
「
國
家
利
用
其
權
力
了
進
行
各
種
社
會
立
法
。
@

一
九
一
六
年
七
月
，
在
他
返
國
前
夕
，
他
已
指
出

.. 

中
國
「
今
日
第
一
要
務
在
於
打
定
主
義
，
定
下
根
本

政
策
，
既
定
之
後
，
以
二
十
年
或
五
十
年
為
期
，
總
要
有
百
折
不
回
，
有
進
無
退
的
辦
法
，
才
有
救
國
的
希
望
。

吾
國
幾
十
年
來
的
政
府
，
全
無
主
意
，
全
無
方
針
，
全
無
政
策
，
大
似
船
在
海
洋
中
，
無
有
羅
盤
，
不
知
方
向
，

但
能
隨
風
漂
泊
，
這
種
漂
泊
，
最
是
大
患
。
」
@
十
一
年
後
，
一
九
二
七
年
七
月
，
他
取
道
蘇
俄
到
英
國
出
席

中
英
庚
款
全
體
委
員
會
會
議
。
在
莫
斯
科
時
，
他
被
俄
國
人
的
理
想
主
義
色
彩
所
感
動
，
寫
信
給
張
慰
慈
說

.. 

「
他
們
的
理
想
也
許
有
我
們
愛
自
由
的
人
不
能
完
全
贊
同
的
，
但
他
們
的
意
志
的
專
篤

G
E
C
己
的
口
巾
的ω

。
叫
司
已


℃
c
m
m
)，
卻
是
我
們
不
能
不
十
分
頂
禮
佩
服
的
。
他
們
在
此
做
一
個
空
前
的
偉
大
政
治
的
新
試
驗
，
他
們
有
理
想
、

有
計
畫
、
有
絕
對
的
信
心
，
只
此
三
項
巳
足
使
我
們
愧
死
。
」
胡
適
甚
至
表
示

.. 

「
去
年
許
多
朋
友
要
我
加
入

『
反
赤
化
』
的
討
論
，
我
所
以
遲
疑
甚
久
，
始
終
不
加
入
者
，
根
本
上
只
因
我
的
實
驗
主
義
不
容
我
否
認
這
種

政
治
試
驗
的
正
當
，
更
不
容
我
以
耳
代
目
，
附
和
傳
統
的
見
解
與
狹
窄
的
成
見
。
我
這
回
不
能
久
住
俄
國
，
不

能
細
細
觀
察
調
查
，
甚
是
恨
事
。
」
@

胡
適
在
蘇
俄
受
到
極
權
統
治
的
迷
惑
，
正
是
來
自
於
他
對
具
有
強
大
力
量
，
訂
有
長
遠
計
畫
「
好
政
策
」

的
期
待
。
他
相
信
最
好
的
政
府
是
最
有
為
的
政
府
，
能
夠
根
據
既
定
的
計
畫
，
以
國
家
力
量
的
發
揮
，
有
效
率

地
加
以
推
行
貫
徹
，
如
此
則
社
會
獲
得
改
造
，
個
人
品
質
得
以
提
日
升
，
個
人
自
由
得
到
保
障
，
大
多
數
人
得
著

幸
福
的
生
活
。
胡
適
把
這
種
信
念
稱
之
為
「
民
治
的
宗
教
」

.. 

「
這
種
民
治
的
宗
教
，
不
是
專
為
個
人
的
自
由
，

胡適與近代中國



也
不
是
專
為
別
人
的
自
由
，
乃
是
設
法
使
個
個
男
女
都
能
得
自
由
。
除
了
用
科
學
與
機
械
增
高
個
人
的
快
樂
之

外
，
還
要
利
用
制
度
與
法
律
使
大
多
數
人
都
能
得
著
幸
福
的
生
活
。
」
@

五
、
容
忍
與
自
由

胡
適
的
自
由
觀
念
裡
，
最
讓
人
熟
悉
的
莫
過
於
他
的
「
容
忍
比
自
由
更
重
要
」
的
主
張
。
胡
適
對
於
容
忍

的
體
悟
，
首
先
大
概
是
來
自
於
宗
教
信
仰
的
故
發
，
)
九
一
四
年
十
月
五
日
的
日
記
中
記
載
了
耶
穌
容
忍
異
己

之
教
的
精
神
。
@
然
而
，
最
大
的
影
響
，
應
該
是
他
對
「
高
潔
幾
近
狂
狷
」
的
韋
蓮
司
女
士
因
特
立
獨
行
而
引

起
與
母
親
之
間
的
不
協
調
所
作
的
思
考
的
結
果
。
韋
蓮
司
女
士
問
他

•• 

「
若
吾
人
所
持
見
解
與
家
人
父
母
所
持

見
解
仟
格
不
入
，
則
吾
人
當
容
忍
遷
就
以
求
相
安
乎
?
抑
將
各
行
其
是
，
雖
至
於
決
裂
破
壞
而
弗
恤
乎
?
」
@

針
對
這
個
問
題
，
胡
適
於
一
九
一
四
年
十
一
月
二
日
寫
了
一
封
長
信
給
韋
蓮
司
女
士
，
表
示
了
他
的
看
法

.. 

昨
天
上
午
我
們
討
論
「
M
怪
這
個
題
目
，
我
只
說
了
我
早
年
薰
染
的
博
何
況
阱
。
時
間
未
容
我
說
坑

代
和
西
方
的
見
解
。
我
想
把
後
一
種
見
解
寫
出
來
，
在
寫
之
前
，
我
還
要
把
東
方
見
解
用
簡
單
的
話
概

括
一
下
Q

胡適論自由

東
方
見
解
可
以
叫
做
一
種
「
利
他
的
容
忍
」
(
且
可
旦
叩
門
戶
口
Z
Z

叫
丘
吉
口
)
，
那
就
是
，
以
對
於
別
人
，
對
於

卜
但
此
所
愛
的
也
是
愛
她
的
人
們
的
，
闢
切
和
尊
重
為
前
提
的
容
忍
。
若
我
們
把
那
些
在
我
們
是
已
經

死
掉
的
而
在
他
們
還
是
不
可
少
的
理
想
的
神
聖
性
突
然
打
破
，
這
對
他
們
便
是
很
大
的
痛
苦
，
我
們
在

觀
念
上
是
年
輕
而
有
創
造
精
神
的
，
但
是
他
們
已
過
了
人
生
的
形
成
期
了
，
故
不
能
再
接
受
我
們
的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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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
像
去
代
替
他
們
的
舊
偶
像
了
。
正
因
為
有
對
他
們
這
種
考
處
，
我
們
使
耍
，
本
著
我
們
的
自
由
意
志

(
包
阱
。
但
叫
。
喝
口
，
占
}
}
丘
。
口
)
，
容
忍
他
們
的
種
種
信
仰
和
觀
念
，
而
以
不
惜
一
恥
、
對
我
們
自
己
帥
個
社
曉
牲
，

胡適與近代中圈

格
納
略
問
)
歷
勿
重
大
妨
害
為
限
。
這
不
是
懦
弱
，
也
不
是
虛
偽
，
而
是
利

J峙
戶
口
陣
啥
叫
。

我
說
「
叫
不
至
於
對
我
們
自
己
的
發
展
有
重
大
妨
害
為
限
」
，
我
已
從
東
方
見
解
轉
到
西
方
見
解
了
。
同

心
何
況
牌
，
依
，
我
的
理
會
壘
，
大
致
是
這
一
樣

.. 

比
其
他
一
切
都
重
要
的
是
，
我
們
有
對
我
們
自
己
的
責
任
，

i幸附
|福!必

島海
i在怕
!新 i己
!的!忠

i紋 i實
i示 Il

存指
導 (2
i理自
i的!些

j人 2
)必:考
;書?主

濤 :2
;我:

‘你
j :~ 

S所去
!見 ι
i刻，旱

煙玄
i主們
在!的

我，個
1

性
骨;與
芒

l

性
主;格

妥我
協們

目
勿
卡
生
在
他
的
劇
本

為
著
我
1

的
理
想
|
|
真
理
|
|
不
容
有
任
何
妥
協
。

經
把
這
種
見
解
表
示
得
最
好
，
你
若
要
看
這
個
劇
本
，
請
在
電
話

「
傀
儡
家
庭
」

中
告
我
，
我
可
以
把
我
的
一
本
給
你
。

這
種
見
解
絕
不
是
利
己
主
義
的

(
o
m
o
z
g。
這
種
見
解
也
正
是
利
他
主
義
的
，
因
鴻
胸
此
應
按
有
發
肢
，

到
極
限
的
充
分
自
由
，
對
於
社
會
的
利
益
也
最
有
好
處
。
只
有
每
個
個
人
堅
持
緊
守
他
所
相
信
是
真
的

與
善
的
東
西
，
而
不
肯
滿
足
於
「
事
物
的
既
成
秩
序
」
'
人
類
才
可
以
有
進
步
。
換
句
話
說
，
我
們
的
進

步
是
靠
激
進
派
和
反
叛
者
(
『
立
古
巴
師
自
已

Z
Z
Z
)
的
。

這
是
盾
的
兩
函
，
我
採
取
了
兩
面
，
在
我
的
家
庭
闢
像
上
，
我
一
向
站
在
東
方
這
一
面
，
這
大
半
是
由

於
我
有
一
個
非
常
非
常
好
的
母
親
，
她
對
我
的
恩
無
所
不
至
，
我
長
期
離
開
她
，
已
使
我
心
上
十
分
沉

重
，
我
絕
不
能
硬
心
腸
對
她
，
等
我
和
她
在
一
起
時
，
我
也
許
|
|
:
這
是
我
的
希
望
，
l
|
|
能
漸
漸

改
變
她
的
見
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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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我
的
社
會
政
治
見
解
上
，
我
向
來
站
在
西
方
這
一
方
面
。
我
是
一
個
激
進
分
于
(
即

B
E
g
-
)
，
或
者

至
少
是
努
力
作
一
個
激
進
分
于
，
一
個

Z
Z
E
S
-
3我
桔
的
是
那
追
到
事
物
的
根
的
人

.. 

這
正
是

J
立
一


n
m
t這
個
字
的
本
源
意
義
。
@

次
日
(
十
一
月
三
日
)
的
日
記
，
胡
適
把
上
述
觀
念
加
以
總
結
。
他
以
為
東
方
人
的
見
解
是
「
為
人
的
容

忍
」
(
且
可
丘E
r
g
-
R
ω
丘
。
口
)
，
意
即
「
其
容
忍
也
，
出
於
體
恤
愛
我
者
之
心
理
」
。
如
果
父
母
所
信
仰
，
子
女

雖
不
以
為
然
，
但
不
忍
拂
愛
，
只
好
容
忍
遷
就
，
甘
心
為
愛
我
者
屈
。
西
方
人
則
大
不
相
同
，
為
一
己
之
責
任

為
最
先
，
對
一
己
不
可
不
誠
，
真
理
一
而
己
，
不
容
調
護
遷
就
，
但
這
也
是
「
為
人
」
'
並
非
自
私
之
心
，
因
為

「
人
類
進
化
，
全
賴
個
人
之
自
蓋
。
思
想
之
進
化
，
則
有
獨
立
思
想
者
之
功
也
。
政
治
之
進
化
，
則
維
新
革
命

者
之
功
也
。
若
人
人
為
他
人
之
故
而
自
過
其
思
想
言
行
之
獨
立
自
由
，
則
人
類
萬
無
進
化
之
日
矣
。
」
胡
適
的

結
論
是
•• 

「
吾
於
家
庭
之
事
，
則
從
東
方
人
，
於
社
會
國
家
政
治
之
見
解
，
則
從
西
方
人
。
」
@

這
裡
所
透
露
的
訊
息
是
，
青
年
胡
適
把
容
忍
限
定
在
親
惰
的
範
圍
內
，
在
思
想
言
行
的
獨
立
自
由
上
，
則

骷
腔
圓
區
陸
持
」
阻
，
直
持
真
理
体
熔
漣
慨
，
甚
至
自
謂
是
「
激
進
分
子
」
。
胡
適
何
時
才
把
容
忍
也
擴
大
到
「
社

會
國
家
政
治
之
見
解
」
上
?
最
早
的
正
式
紀
錄
也
許
是
一
九
二
六
年
五
月
二
十
四
日
鑒
於
周
豫
才
、
周
作
人
、

陳
源
三
人
深
仇
也
似
的
筆
戰
，
胡
適
於
是
寫
了
一
封
信
給
他
們
三
位
，
表
達
了
他
的
態
度

•• 

我
是
一
個
愛
自
由
的
人
|
|
雖
然
別
人
也
許
嘲
笑
自
由
主
義
是
十
九
世
紀
的
遺
跡

l
l
l
A
最
怕
的
是
一

個
蜻
蜓
h

伶
酷
叫
不
容
刃
、
他
的
社
惜
。
我
深
深
地
成
覺
你
們
的
筆
戰
裡
雙
方
都
會
含
有
一
點
不
容
忍
的
態

度
，
所
以
不
知
不
覺
地
影
響
了
不
少
的
少
年
朋
友
，
暗
示
他
們
朝
著
冷
酷
、
不
容
忍
的
方
向
走
!
這
是

最
可
惋
惜
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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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九
四
七
年
後
，
胡
適
對
於
容
忍
與
自
由
的
關
係
有
了
更
多
的
談
論
，
收
集
在
《
我
們
必
須
選
擇
我
們
的

方
向
》
這
本
小
書
中
的
幾
篇
文
章
，
尤
其
是
「
我
們
必
須
選
擇
我
們
的
方
向
」
(
一
九
四
七
)
與
「
自
由
主
義
是

什
麼
?
」
(
一
九
四
八
)
兩
文
，
都
有
更
多
的
發
揮
。
簡
言
之
，
「
油
它
要
爭
自
由
，
同
時
還
得
承
認
別
人
也
應

骸
厚
度
何
等
的
唱
出
川
隨
便
是
容
怒
。
」
@
而
自
由
主
義
在
這
兩
百
年
的
演
進
史
上
，
還
有
一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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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多
數
人
的
政
權
能
夠
尊
重
少
數
人
的
基
本

權
利
才
是
真
正
自
由
主
義
的
精
髓
。
@

一
九
五
九
年
一
月
二
陳
懷
琪
事
件
」
爆
發
，
三
月
十
二
日
胡
適
完
成
了
「
容
忍
與
自
由
」
一
文
，
可
以
說

是
關
於
這
個
問
題
比
較
有
系
統
的
一
次
談
論
。
其
主
要
意
旨
是

•. 

「
一
切
對
異
端
的
迫
害
，
一
切
對
『
異
己
」

的
摧
殘
，
一
切
宗
教
自
由
的
禁
止
三
切
思
想
言
論
的
被
壓
迫
，
都
由
於
這
一
點
深
信
自
己
是
不
會
錯
的
心
理
。

因
為
深
信
自
己
是
不
會
錯
的
，
所
以
不
能
容
忍
任
何
和
自
己
不
同
的
思
想
信
仰
了
。
」
因
此
每
個
人
都
應
當
戒

律
自
己
決
不
可
「
以
吾
輩
所
主
張
者
為
絕
對
之
是
。
」
胡
適
講
得
最
重
的
一
句
話
是.. 

「
有
時
我
竟
覺
得
容
忍

是
一
切
自
由
的
根
本
，
沒
有
容
忍
，
就
沒
有
自
由
。
」
@

胡適與近代中國

大
、
胡
適
自
由
觀
念
的
檢
討

誠
如
余
英
時
先
生
所
言
，
胡
適
出
現
在
五
四
運
動
前
夕
思
想
上
正
處
於
一
片
空
白
的
關
鍵
時
刻
，
@
在
自

由
觀
念
的
認
識
與
傳
播
下
，
也
正
是
如
此

o

繼
嚴
復
之
後
，
他
把
英
國
十
九
世
紀
末
期
的
自
由
理
論
作
了
更
綜

合
性
的
介
紹
，
尤
其
是
引
進
了
托
克
維
爾
與
彌
爾
有
關
多
數
的
暴
力
、
尊
重
少
數
以
及
個
人
自
由
與
個
性
的
發



揮
等
等
概
念
，
為
中
國
近
代
自
由
思
想
的
發
展
注
入
了
新
成
分
、
新
精
神
。

除
了
闡
揚
彌
爾
所
代
表
的
個
人
自
由
不
被
侵
犯
的
最
低
限
度
的
個
人
式
自
由
主
義
觀
點
外
，
胡
適
更
把
重

點
放
在
格
林
所
代
表
的
假
如
人
民
要
有
效
地
獲
得
自
由
，
國
家
必
須
做
些
什
麼
的
集
體
式
自
由
主
義
。
兩
者
之

間
，
斯
賓
塞
與
赫
胥
黎
的
觀
點
也
略
有
觸
及
。
對
於
十
九
世
記
末
以
降
，
自
由
主
義
者
多
已
比
較
不
關
心
如
何

防
止
國
家
角
色
的
擴
張
，
強
烈
質
疑
國
家
，
反
而
傾
向
於
國
家
對
個
人
自
由
的
助
益
的
這
個
趨
勢
，
也
有
明
確

的
把
握
和
認
同
。

胡適論自由

然
而
，
新
觀
點
的
引
進
，
並
沒
有
讓
胡
適
完
全
脫
離
中
國
近
代
自
由
思
想
的
主
流
之
外
，
天
賦
自
由
說
的

否
定
，
便
是
其
中
最
重
要
的
一
個
例
子
。
從
嚴
復
、
梁
毆
超
到
孫
中
山
都
一
致
的
反
對
人
生
而
自
由
的
理
論
，

其
結
果
便
是
認
定
自
由
是
經
由
運
動
或
革
命
而
來
。
胡
適
也
不
例
外
，
在
自
由
如
何
取
得
這
個
問
題
上
，
他
甚

至
完
全
放
棄
他
一
向
堅
持
的
，
「
文
明
不
是
攏
統
造
成
的
，
是
一
點
一
滴
的
造
成
的
。
進
化
不
是
一
晚
上
攏
統
進

化
的
，
是
一
點
一
滴
的
進
化
的
」
社
會
演
化
觀
，
@
而
一
再
認
為
自
由
是
文
藝
復
興
之
後
，
經
由
無
數
個
人
的

犧
牲
奉
獻
與
集
體
的
革
命
運
動
才
獲
得
的
。
這
種
解
釋
使
胡
適
徹
底
忽
視
西
方
自
中
古
封
建
制
度
以
來
，
歷
經

契
約
的
履
行
、
城
市
的
興
起
、
商
業
的
復
興
、
資
本
主
義
的
發
展
等
長
期
生
活
方
式
與
社
會
經
濟
制
度
的
累
積

所
提
供
給
自
由
的
良
土
決
地
。
當
然
也
看
不
清
政
治
構
造
與
社
會
經
濟
組
織
之
間
的
緊
密
互
動
關
係

o

這
種
缺

陷
一
直
要
等
到
一
九
六
三
年
張
佛
泉
出
版
《
自
由
與
人
權
》
時
才
得
到
彌
補
。

由
於
忽
視
了
西
方
近
代
自
由
長
期
演
進
的
豐
富
內
容
，
因
此
所
能
提
供
給
國
人
思
考
、
敢
發
的
依
據
也
就

相
對
的
減
少
。
就
像
嚴
復
說
言
論
自
由
只
是
平
實
地
說
實
話
求
真
理
二
不
為
古
人
所
欺
，
二
不
為
權
勢
所
眉
。

@
梁
歐
超
認
為
個
人
自
由
意
指
消
除
心
中
的
奴
隸
，
成
為
自
己
的
主
人

.. 

一
、
勿
為
古
人
之
奴
隸
，
二
、
勿
為

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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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
俗
之
奴
隸
，
三
、
勿
為
境
遇
之
奴
隸
，
四
、
勿
為
情
慾
之
奴
隸
。
@
兩
人
並
同
時
舉
證
'
古
代
中
國
早
有
自

由
的
先
例
，
胡
適
也
在
一
九
四
九
年
三
月
二
十
七
日
發
表
了
一
次
題
為
「
中
國
文
化
裡
的
自
由
傳
統
」
的
演
講
，

申
論
中
國
從
古
代
以
來
都
有
信
仰
、
思
想
、
宗
教
等
自
由
的
記
載
，
期
勉
大
家
為
這
自
由
傳
統
而
努
力
。
@
傳

統
的
自
由
先
例
，
並
非
不
能
成
為
一
種
精
神
資
源
，
但
在
追
求
中
國
所
一
向
欠
缺
的
外
在
自
由
|
|
政
治
自
由

上
，
顯
然
有
所
不
足
。

彌
爾
的
《
自
由
論
》
旨
在
對
抗
社
會
的
壓
力
，
保
衛
個
人
所
具
有
的
最
高
價
值
的
個
性
，
定
下
國
家
不
得

侵
犯
的
個
人
自
由
的
合
法
領
域
。
胡
適
接
受
了
個
性
價
值
的
部
分
，
但
在
個
人
自
由
的
合
法
領
域
上
，
胡
適
卻

偏
向
於
格
林
的
主
張
。
以
飲
酒
而
論
，
彌
爾
認
為
為
了
防
止
曲
酒
而
下
的
禁
酒
令
是
對
私
人
生
活
自
由
的
嚴
重

剝
奪
，
代
表
了
社
會
權
利
的
濫
用
。
格
林
則
強
調
倘
若
我
們
所
遇
到
的
人
是
給
愚
昧
、
曲
酒
或
貧
窮
絆
倒
了
，

國
家
便
必
須
進
行
干
預
，
可
以
要
求
它
的
公
民
限
制
或
甚
至
完
全
放
棄
並
非
十
分
可
貴
的
買
賣
酒
額
的
自
由
，

以
便
消
除
這
種
愚
昧
、
幽
酒
或
貧
窮
的
現
象
。
胡
適
的
態
度
則
是

.. 

「
今
人
皆
知
飲
酒
足
以
找
身
，
...... 

對
社

會
為
失
才
，
對
于
孫
為
弱
種
，
故
有
倡
禁
酒
之
說
者
，
不
得
以
自
由
為
口
實
也
。
」
@
在
彌
爾
與
格
林
之
間
，

胡適與近代中團

胡
適
選
擇
了
格
林
。

這
使
得
胡
適
自
然
做
出
了
強
大
的
「
好
政
府
」
的
期
待
。
他
希
望
透
過
強
大
的
國
家
力
量
的
施
展
，
同
時

造
就
社
會
公
益
與
私
人
自
由
兩
者
。
但
是
胡
適
忽
略
了
現
代
國
家
的
權
威
是
「
非
個
人
性
的
」
(
一
白
宮
門
ω
。

E
}
)，

也
就
是
，
行
使
權
威
的
人
並
不
把
權
威
支
配
下
的
人
視
為
個
人
，
所
以
更
具
強
迫
性
，
對
個
人
自
由
也
就
必
然

帶
來
直
接
的
損
害
。
因
此
，
胡
適
在
提
出
「
好
政
府
」
的
理
想
時
，
並
沒
有
對
公
權
力
的
行
使
及
私
人
與
公
權

威
擁
有
者
間
的
權
利
與
義
務
劃
分
作
明
確
的
界
定
。
國
家
可
以
成
為
增
進
自
由
的
條
件
，
但
也
可
以
阻
礙
自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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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發
展
，
樂
觀
的
胡
適
並
沒
有
注
意
到
這
個
悲
觀
的
微
妙
事
實
。

再
者
，
一
個
能
夠
有
效
推
動
長
遠
計
晝
的
「
好
政
府
」
必
然
是
一
部
龐
大
的
政
治
機
器
，
政
府
的
各
種
程

序
、
權
力
與
義
務
必
須
清
楚
界
定
，
也
需
要
一
套
繁
雜
的
規
則
來
指
引
統
治
者
與
被
統
治
者
。
換
句
話
說
，
必

須
其
備
有
效
的
政
治
與
法
律
秩
序
作
為
支
撐
，
以
使
私
權
利
與
公
權
力
有
所
分
界
，
這
點
同
樣
也
被
胡
適
所
忽

略

儘
管
胡
適
在
「
民
主
與
獨
裁
」
論
戰
期
間
，
曾
經
有
過
「
無
為
的
政
府
」
的
主
張
，
但
不
可
視
為
胡
適
的

中
心
觀
念
。
同
樣
，
儘
管
他
曾
說
•• 

「
人
性
是
不
容
易
改
變
的
，
公
德
也
不
是
一
朝
一
夕
造
成
的
。
故
救
濟
之

道
不
在
乎
妄
想
人
心
大
變
，
道
德
旦
晶
，
乃
在
乎
制
定
種
種
防
弊
的
制
度
。
」
@
但
是
胡
適
對
於
制
度
的
建
立

卻
用
力
甚
少
。
他
在
說
完
上
面
這
句
話
後
，
馬
上
回
到
他
一
貫
的
態
度

•. 

解
決
問
題
「
必
須
先
有
一
番
心
理
建

設
，...... 

一
種
新
覺
悟
，
一
種
新
心
理
。
」
@

一
九
二
二
年
五
月
，
胡
適
所
作
的
「
後
努
力
歌
」
'
@
便
是
另
一
個
「
新
覺
悟
，
新
心
理
」
的
例
子
•. 

「
沒
有
好
社
會
，
那
有
好
政
府
?
」

「
沒
有
好
政
府
，
那
有
好
社
會
?
」

這
一
套
連
環
，
如
何
解
得
開
呢
?

「
教
育
不
良
，
那
有
好
政
治
?
」

「
政
治
不
良
，
那
能
有
教
育
?
」

這
一
套
連
環
，
如
何
解
得
開
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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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先
破
壞
，
如
何
建
設
?
」

「
沒
有
建
設
，
如
何
破
壞
?
」

這
一
一
套
連
環
，
又
如
何
解
得
開
呢
?

當
年
齊
國
有
個
君
王
后
，

她
不
肯
解
一
套
玉
連
環
，

她
提
起
全
椎
，
一
椎
槌
碎
了
。

我
的
朋
友
們
，
你
也
有
一
個
金
雄
，

叫
做
「
努
力
」
，
又
叫
做
「
幹
!
」

你
沒
有
下
手
處
嗎
?

從
下
手
處
下
手
!

「
幹
」
的
一
聲
，
連
環
解
了
!

在
胡
適
看
來
，
解
開
玉
連
環
的
最
好
辦
法
就
是
「
提
起
金
推
，
一
椎
描
碎
。
」

因
此
，
胡
適
所
宣
揚
的
自
由
，
比
較
不
放
在
社
會
經
濟
的
基
礎
上
來
考
慮
，
比
較
多
的
時
候
，
自
由
是
一

種
信
念
、
一
種
精
神
、
或
是
一
種
散
蒙

0

至
於
容
忍
與
自
由
的
關
係
，
林
毓
生
先
生
已
經
指
出
其
根
本
問
題
是



很
少
討
論
到
如
何
建
立
法
治
以
形
成
容
忍
的
社
會
。
@
可
以
再
補
充
的
是
，
假
如
所
有
信
仰
、
言
論
都
應
受
到

皆
厄
川
削
若
懊
保
存
公
民
社
會
所
必
要
肘
。
道
德
規
則
相
對
立
的
話
，
該
怎
麼
辦
?
這
個
洛
克
式
的
「
信
仰
容
忍
」

恤
r
h瞳
穩
容
忍
」
的
問
題
1
仍
然
是
胡
適
的
容
忍
論
中
所
缺
乏
的
。

一
九
五
四
年
三
月
五
日
，
胡
適
出
席
「
自
由
中
國
半
月
刊
社
」
的
茶
會
，
發
表
了
「
從
「
到
奴
役
之
路
』

說
起
」
的
演
講
。
他
在
演
講
中
，
對
於
一
九
三
六
年
所
寫
的
「
我
們
對
於
西
洋
近
代
文
明
的
態
度
」
一
文
中
所

提•• 

「
十
九
世
紀
中
葉
以
後
的
新
宗
教
信
條
是
社
會
主
義
」
一
語
，
表
示
了
公
開
的
懺
悔
。
@
觀
念
改
變
的
原

因
，
除
了
他
自
己
所
說
，
是
三
十
多
年
中
極
左
派
失
敗
的
教
訓
以
外
，
也
反
映
了
上
述
胡
適
自
由
觀
念
的
幾
個

內
在
問
題
。

++
z
=目

釋

@
嚴
在
譯
，
《
法
意
》
(
台
北.. 

商
務
印
書
館
，
一
九
七
七
)
，
第
十
一
卷
第
六
章
「
索
注
芒
，
頁
八
。

胡適論自由

@
《
胡
適
留
學
，
日
記
》
第
一
冊
，
頁
一
九
六
。

@
同
上
書
，
第
三
冊
，
頁
六
四
九
。

@
同
上
書
，
第
一
冊
，
頁
一
六
八
。

@
向
上
書
，
第
二
冊
，
頁
四
三
四
。

@
向
上
，
頁
四
三
七
l

四
三
八
。

@
向
土
，
頁
四
三
八

i

四
三
九

o

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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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
上
書
，
第
三
冊
，
頁
八
七
八
，
八
八
四
。

@
同
上
書
，
第
二
冊
，
頁
三
九
五
三
九
六
。

@
胡
適
，
「
五
十
年
來
之
世
界
哲
學
」
'
《
胡
適
文
存
》
第
二
祟
，
頁
=
一
一
一-
-
z

二
二
。

@
胡
適
，
「
我
們
對
於
西
洋
近
代
文
明
的
態
度
」
'
《
胡
適
文
存
》
第
三
集
，
頁
十
。

@
《
胡
適
的
日
記
》
二
貝
三
八
六
，
一
九
二
二
年
六
月
二
十
四
日
。

@
胡
適
，
「
三
百
年
來
世
界
文
化
的
趨
勢
與
中
國
應
採
取
的
方
向
」
'
《
胡
適
言
論
集
，
甲
編
》
(
台
北

•• 

華
圈
，
民
國
四

十
四
年
)
，
頁
六
六
|
六
七
。

@
胡
適
，
「
自
由
主
義
是
什
麼
?
」
'
《
我
們
必
須
選
擇
我
們
的
方
向
》
(
台
北•• 

自
由
中
國
社
，
四
十
六
年
)
，
頁
二
六
。

@
同
上
。

@
《
胡
適
留
學
4
日
記
》
第
二
位
咕
，
頁
三
九
五
。

@
胡
適
，
「
三
百
年
來
世
界
文
化
的
趨
勢
與
中
國
應
採
取
的
方
向
」
'
《
胡
適
言
論
集
，
甲
編
》
'
頁
六
丘
。

@
同
上
，
頁
六
七
。

@
胡
適
，
「
.
我
們
必
須
選
擇
我
們
的
方
向
」
'
《
我
們
必
須
選
擇
我
們
的
方
向
》
'
頁
一
四

o

@
胡
適
，
「
民
主
與
經
榷
的
街
突
」
'
《
我
們
必
須
選
擇
我
們
的
方
向
》
'
頁
五
三
。

@
「
我
們
對
於
西
洋
近
代
文
明
的
態
度
」
'
《
胡
適
文
存
》
第
三
集
，
頁
十
|
十
一
。

@
「
自
由
主
義
是
什
麼
?
」
'
《
我
們
必
須
選
擇
我
們
的
方
向
》
'
頁
二
八
。

@
「
民
主
與
極
權
的
街
突
」
，
同
上
書
，
頁
四
九

o

@
同
上
。



@
「
我
們
走
那
條
路
」
二
胡
適
文
存
》
第
四
集
，
頁
四
三
七
|
四
三
八
。

@
《
胡
適
留
學
，
日
記
》
第
三
冊
，
頁
八
四
二
|
八
四
=
-
o

@
「
我
們
走
那
條
路
」
'
《
胡
適
文
集
》
第
四
集
，
頁
四
四
二
o

@
「
民
主
與
控
榷
的
街
突
」
'
《
我
們
必
須
選
擇
我
們
的
方
向
γ

頁
四
九
|
五

O
o

@
《
胡
遺
留
學
日
記
》
第
三
冊
，
頁
五
六
七
。

@
同
上
，
頁
六
二
。

@
同
上
書
，
第
二
冊
，
頁
四
二
八
。

@
同
上
，
頁
四
四
之
|
四
八

O
o

@
同
上
書
，
第
三
冊
，
頁
七
九
五
。

@
「
目
勿
卡
生
主
義
」
'
《
胡
適
文
存
》
第
一
集
，
頁
六
三
L
t
|
六
三
八
。

@
胡
適
，
「
個
人
自
由
與
社
會
進
步
」

λ

獨
立
評
論
》
一
五

0
號
三
九
三
五
年
五
月
十
二
日
)
，
頁
二

i

五
。

@
「
介
紹
我
自
己
的
思
想
」
'
《
胡
適
文
選
》
'
頁
八
。

@
「
個
人
自
由
與
社
會
進
步
」
'
《
獨
立
評
論
》
一
五
0

號
(
一
九
三
五
年
五
月
十
二
日
)
，
頁
二

l

丘
。

@
「
汪
蔣
通
電
極
提
起
的
自
由
」
'
《
獨
立
評
論
》

-
z二
號
三
九
三
四
年
十
二
月
十
六
日
)
。
早
在
一
九
二
九
年
九
月

的
「
新
文
化
運
動
與
國
民
黨
」
(
刊

λ作
《
新
月
》
哼
了
，
每
六
|
七
期
)一
文
中
，
胡
適
已
提
出
相
同
的
批
評
。

胡適論自由

@
「
自
由
主
義
是
什
麼
?
」
'
《
我
們
必
須
選
擇
我
們
的
方
向
》
'
頁
二
五
。

@
「
易
卡
生
主
義
」
'
《
胡
適
文
存
》
第
一
集
，
頁
六
四
五
|
六
四
、
-
A
O

@
《
胡
適
留
學
4
日
記
》
第
四
冊
，
頁
一

O
O

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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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胡
適
的
日
記
》
'
頁
四
三
八
l

四
=
一
九
。

@
「
非
個
人
主
義
的
新
生
活
」
'
《
胡
適
文
存
》
第
一
集
，
頁
七
五
。

@
《
胡
適
的
日
記
》
'
頁
一
-
七
四
|
一
七
五
。
時
間
是
一
九
二
一
年
八
月
五
日
。

@
言
。
5

。
目
的
『

Z
Z
W
h
s
ω
E
F
b
g
丸

H
F咱
們
甜
苦
認

P
E
S
S

門
閱
(
p
s
σ己
已
有
一
固
自
門
Z
E
d

口
一2

『
囚
一
片
可
可
『

2

少

戶
們
叮
叮
可

0
)
ψ
-
v
-
H
C
O
o

@
胡
適
，
「
我
們
的
政
治
主
張
」
'
《
努
力
迫
報
》
第
二
期
，
一
九
二
三
年
五
月
十
四
日
。

@
《
胡
適
留
學
日
記
》
第
二
冊
，
頁
三
九
六
。

@
「
五
十
年
來
之
世
界
哲
學
」
'
《
胡
適
文
存
》
第
二
集
，
頁
三
一
九
。

@
「
我
們
對
於
西
洋
近
代
文
明
的
是
度
」
'
《
胡
適
文
存
》
第
三
集
，
頁
十
。

@
同
土
，
頁
十
一
-
1

十
二
。

@
《
胡
適
留
學
4
日
記
》
第
四
冊
，
頁
九
六

O
o

@
胡
頌
平
，
《
胡
適
之
先
生
年
譜
長
編
初
稿
》
(
台
北

•. 

聯
經
，
一
九
八
四
年
)
，
第
二
冊
，
頁
六
四
五

1

六
四
六
。

@
胡
適
﹒
「
東
西
文
化
之
比
較
」
，
同
土
書
，
第
三
冊
，
頁
七
七
三
一
。

@
《
胡
適
留
學
4
日
記
》
第
二
冊
，
頁
四
二

0
。

@
同
上
，
頁
四
四
二
。

@
徐
高
阮
﹒
「
關
於
胡
適
給
幸
蓮
司
女
士
的
兩
封
信
」
'
《
胡
適
和
一
個
思
想
的
趨
向
》
(
台
北

.. 

地
平
線
，
一
九
屯

0
)
，

頁
三
一
l
i

三
三
。

@
《
胡
適
留
學
4
日
記
》
第
二
冊
，
頁
四
四
二
|
四
四
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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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
頌
平
，
《
胡
、
通
之
先
生
年
譜
長
編
初
稿
》
句
第
二
冊
，
頁
、-
2
了

@
「
我
們
必
須
選
擇
我
們
的
方
向
」
'
《
我
們
必
須
選
擇
的
方
向
》
'
頁
十
五
。

@
「
自
由
主
義
是
什
麼
?
」
'
同
上
書
，
頁
二
六
|
二
屯
。

@
胡
適
，
「
容
忍
與
自
﹒
由
」
'
《
自
﹒
由
中
圈
》
二
十
卷
六
期
，
四
十
八
年
三
月
十
六
日
。

@
余
英
時
，
《
中
國
近
代
思
想
史
上
的
胡
適
》
(
台
北

•. 

聯
經
，
一
九
八
四
)
，
頁
十
五
。

@
胡
適
，
「
新
思
潮
的
意
義
了
《
胡
適
文
存
》
第
一
祟
，
頁
七
三
六
。

@
嚴
復
，
《
群
己
權
界
論
》
序
。

@
梁
川
取
超
，
《
新
民
乳
》
o

@
胡
頌
平
、
《
胡
適
之
先
生
年
譜
長
騙
、
初
稿
》
，
第
六
冊
，
頁
二
0
余
』
九
|
二O
八
一
。

@
《
胡
適
留
學
，
日
記
》
﹒
第
二
冊
，
頁
三
九
五
。

@
胡
適
，
「
請
大
家
來
照
照
鏡
子
」
'
《
胡
適
文
存
》
第
三
集
，
頁
-
二
。

@
向
上
。

@
「
後
努
力
歌
」
'
《
努
力
過
報
》
第
四
期
，
一
九
二
三
年
五
月
二
十
五
日
。

@
林
毓
生
，
《
政
治
秩
序
與
多
元
社
會
》
(
台
北•. 

聯
經
，
一
九
八
九
年
)
，
頁
三
|
L
t
L
o

@
胡
頌
于
人
胡
適
之
先
生
年
增
長
編
初
稿
》
第
七
冊
，
頁
二
三
七
五

1

二
三
七
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