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之
一

康
寧
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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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
教
授
這
篇
文
章
，
對
問
題
有
廣
泛
而
深
入
的

7
解
，
並
能
提
出
切
實
可
行
的
解
決
辦
法
。
其
論
述
有
學

理
基
礎
，
有
事
實
根
據
，
內
容
充
實
，
見
解
精
闢
，
而
且
理
路
清
楚
，
行
文
流
暢
，
誠
然
是
一
篇
很
好
的
論
文
。

許
教
授
依
據
學
者
的
研
究
，
認
識
到
公
權
力
自
身
運
作
效
能
低
落
，
推
護
衛
私
、
缺
乏
公
信
力
、
任
意
孤

行
而
忽
視
人
民
立
場
與
權
利
主
張
等
等
，
才
是
促
成
群
眾
抗
議
活
動
的
肇
始
原
因
。
因
此
，
認
為
伸
張
公
權
力

有
治
標
與
治
本
兩
條
途
徑
。
治
標
方
面
，
應
改
進
公
權
力
對
群
眾
抗
議
活
動
的
因
應
能
力
。
治
本
方
面
，
則
應

從
根
本
上
清
除
群
眾
抗
議
活
動
的
形
成
因
素
著
手

。

前
者
包
括
改
變
執
法
人
員
觀
念
、
維
持
執
法
人
員
中
立
立

場
、
講
究
蒐
證
方
法
、
堅
守
比
例
原
則
等
等

。
後
者
包
括
制
訂
行
政
程
序
法
、
簡
化
請
願
制
度
的
層
級
、
增
加

行
政
訴
訟
的
種
類
、
仿
效
日
本
建
立
處
理
苦
惰
制
度
、
乃
至
重
建
司
法
威
信
等
。
這
些
主
張
，
都
能
針
對
時
弊
、

精
確
下
藥
。
其
中
如
提
議
成
立
處
理
苦
情
制
度
，
尤
其
真
有
開
創
意
義
。

整
體
而
言
，
許
教
授
的
診
斷
與
處
方
，
對
公
權
力
的
自
我
改
進
，
應
真
甚
大
的
啟
發
作
用
。

不
過
，
就
台
灣
的
情
形
而
言
，
許
教
授
的
論
述
，
恐
怕
仍
有
不
夠
澈
底
之
處
。

蓋
此
間
公
權
力
之
所
以
不
張
，
除
了
因
為
公
權
力
的
運
作
上
有
甚
多
缺
失
、
行
政
救
濟
的
制
度
上
有
甚
多

伸張公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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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
漏
之
外
，
更
重
要
的
，
乃
是
由
於
此
間
這
個
政
權
的
合
法
性
與
正
當
性
發
生
了
問
題
。

第
一
，
它
一
直
自
稱
是
中
國
唯
一
合
法
政
府
，
對
外
代
表
中
國
。
但
這
一
點
，
已
被
世
界
上
絕
大
多
數
的

國
家
所
否
定
。
沙
烏
地
阿
拉
伯
與
中
共
建
交
之
後
，
現
在
全
世
界
只
剩
下
南
韓
與
南
非
兩
個
有
份
量
的
國
家
還

社會重建

承
認
它
。

第
二
，
在
其
中
央
政
府
方
面
，
負
責
制
訂
國
家
法
律
的
立
法
院
，
與
負
責
選
舉
總
統
、
副
總
統
的
國
民
大

會
，
大
多
數
的
成
員
四
十
年
沒
有
改
選
，
已
然
喪
失

7
代
表
性
。
這
不
但
完
全
連
背
民
主
原
則
，
而
且
嚴
重
違

背
憲
法
精
神
。

第
三
，
在
地
方
政
府
方
面
，
由
於
省
自
治
通
則
尚
未
完
成
立
法
，
不
論
省
政
府
與
省
議
會
，
或
縣
市
政
府

，
其
存
在
與
運
作
，
都
沒
有
法
律
依
據
。
換
言
之
，
台
灣
各
級
地
方
政
府
至
今
都
還
不
是
合
法
的

存
在
。第

四
，
政
府
據
以
施
政
的
許
多
現
行
法
規
，
包
括
憲
法
臨
時
條
款
、
總
動
員
法
，
以
及
許
多
冠
以
「
動
員

戰
亂
時
期
」
、
「
非
常
時
期
」
的
法
律
和
根
據
這
些
法
律
而
頒
佈
的
種
種
法
規
、
行
政
命
令
，
都
明
顯
違
背
憲
法
，

或
已
不
合
時
宜
。

這
些
現
象
，
使
政
府
的
存
在
與
運
作
欠
缺
應
有
的
合
法
性
與
正
當
性
。

政
府
的
存
在
與
運
作
，
本
身
尚
且
欠
缺
合
法
性
與
正
當
性
，
如
何
期
望
有
健
全
的
公
權
力
與
公
權
力
之
正

常
運
作
?

在
民
智
己
開
，
人
民
的
政
治
意
識
與
權
利
意
識
日
益
高
張
的
今
天
，
這
樣
的
政
府
之
公
權
力
，
如
何
贏
得

人
民
的
尊
重
與
服
從
?
'
在
執
行
其
任
務
時
，
如
何
能
不
心
虛
氣
餒
、
半
途
而
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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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實
上
，
由
於
上
述
基
本
缺
陷
，
政
府
在
達
成
安
全
、
秩
序
、
公
道
、
自
由
和
福
利
等
五
大
國
家
目
標
上
，

已
經
發
生
相
當
困
難
。
舉
例
而
言
，
由
於
世
界
絕
大
多
數
國
家
已
經
跟
我
國
沒
有
正
式
邦
交
，
我
國
人
民
在
國

外
就
無
法
獲
得
國
家
的
充
分
保
護
。

職
是
之
故
，
要
徹
底
改
進
政
府
公
權
力
，
還
必
須
從
加
強
政
府
的
合
法
性
與
正
當
性
著
手。
許
教
授
在
論

文
中
固
然
已
經
提
出
了
改
進
的
治
本
與
治
標
之
道
，
但
他
所
提
的
治
本
之
道
，
實
際
上
還
不
是
真
正
的
治
本
之

道
，
真
正
的
治
本
之
道
，
應
為
加
強
政
府
的
合
法
性
與
正
當
性
。

而
加
強
政
府
的
合
法
性
與
正
當
性
，
也
沒
有
什
麼
別
的
方
法
，
惟
有
努
力
推
行
民
主
政
治
而
已。

伸張公權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