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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
振
泰

一

、
目
前
我
國
水
資
源
問
題

柯
教
授
所
撰
寫
的
「
我
國
水
資
源
政
策
問
題
之
探
討

:

永
續
發
展
」

一
文
，
包
涵
了
以
下
內
容
.• 

ω
當
前

我
國
水
資
源
問
題
分
析
，
悶
、
水
續
發
展
的
水
資
源
政
策
涵
義
，
叫
我
國
水
資
源
政
策
之
探
討.. 

政
策
原
則
和
法

規
，
與
叫
我
國
水
資
源
政
策
的
決
策
和
執
行
體
系

。

對
於
第

一
項
，
柯
教
授
舉
出
了
目
前
我
國
水
資
源
的
十

二

個
主
要
問
題
，
敘
述
詳
盡
，

一
針
見
血
。

如
果
還
有
補
充
與
加
強
的
話
，
由
永
續
發
展
與
利
用
的
觀
點
，
本
人

覺
得
其
它
問
題
(
也
是
原
因
)
包
括

:

叫
由
於
先
天
上
自
然
條
件
不
佳
及
後

天
人
為
的
破
壞
，
許
多
在
槽
水
庫

的
泥
砂
淤
積
情
形
嚴
重
，
影
響
水
庫
使
用
年
限
。

ω
工
業
用
水
回
收
再
利
用
的
比
例
過
低
，
在
日
本
其
比
例
已

達
八
O
%
'

而
在
國
內
可
能
達
不
到
三

O
%
。

因
此
與
自
來
水
的
浪
費
情
形

一
樣
，
工
業
部
門
也
缺
乏
節
約
用

水
的
觀
念
。

有
些
工
廠
甚
至
於
擅
自
大
量
抽
取
地
下
水
使
用
，
以
減
少
水
費
支
出
，
但
因
此
而
破
壞
寶
貴
的
地

下
水
資
源
。

ω
對
既
有
水
利
設
施
之
維
護
及
管
理
不
佳
，
使
其
功
能
大
打
折
扣
，
包
括
:

輸
水
管
線
漏
水
率
偏

高
、
防
洪
設
施
功
能
無
法
發
揮
、
水
井
堵
塞
致
使
其
無
救
旱
功
效
，
水
庫
自
動
操
作
及
水
文
預
制
功
能
不
完
善



等
。

往
後
國
內
各
單
位
應
改
變
以
往
不
重
視
維
修
及
管
理
的
觀
念
，
以
增
進
水
資
源
的
有
效
利
用

。

川
開
水
資
源

開
發
與
利
用
的
基
本
資
料
不
足
，
影
響
規
劃
與
營
運
的
精
確
度
。

這
些
基
本
資
料
包
括
水
文
、
地
文
、
人
文
等

各
方
面
，
目
前
資
料
儲
存
方
式
未
統
一
，
電
腦
建
檔
不
完
善
，
水
資
源
經
濟
研
究
成
果
不
足
，
均
有
待
進
一
步

的
加
強
與
改
進

。
叫
執
行
能
力
不
佳
而
且
公
權
力
不
張
，
這
是

一
項
很
嚴
重
的
問
題
，
也
因
此
才
有
這
麼
多
水

資
源
問
題
的
存
在
。

縣
市
政
府
執
行
能
力
不
足
，
對
許
多
破
壞
水
資
源
的
行
為
無
法
及
時
制
止
，
而
中
央
或
省

級
單
位
缺
乏
決
心
與
力
量
，
造
成
目
前
地
下
水
超
抽
、
水
質
污
染
、
盜
採
砂
石
、
破
壞
行
水
安
全
、
枯
水
期
河

川
流
量
減
少
、
洪
患
增
加
等
各
種
現
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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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

、
、
水
續
利
用

柯
教
授
在
他
的
論
文
中
己
針
對
永
續
發
展
的
歷
史
及
意
義
作
了
詳
盡
的
回
顧
與
分
析
，
並
且
對
國
內
未
來

永
續
發
展
的
水
資
源
政
策
提
出
許
多
寶
貴
的
建
言
。

如
同
柯
教
授
所
言
，
台
灣
的
經
濟
仍
須
繼
續
發
展
，
但
是

水
資
源
及
環
境
保
育
卻
不
能
忽
視
，
否
則
成
為

「
污
染
之
島
」
'
並
非
人
民
的
真
正
福
祉
所
在
。

因
此
，
如
何

兼
顧
國
家
經
濟
發
展
與
環
境
保
護
，
如
何
實
行

「
永
續
發
展
」
'
應
該
是
我
們
未
來
水
資
源
開
發
與
利
用
的
大

原
則
。台

灣
的
天
然
物
產
不
豐
'
所
擁
有
的
乃
為
水
、
土
、
人
力
資
源

三
項
，
才
有
今
日
經
濟
上
的
一
些
成
就
。

但
是
，
因
為
人
口
過
多
、
土
地
利
用
不
當
、
水
污
染
嚴
重
、
水
土
保
持
不
佳
，
已
使
水
資
源
發
生
不
足
的
現

象
，
往
後
若
不
能
有
積
極
性
與
前
瞻
性
的
水
資
源
政
策
，
則
經
濟
活
動
將
受
到
限
制
，
這
幾
年
的
水
荒
頻
率
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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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即
為
明
證
。
另
外
，
唯
有
奉
行
永
續
利
用
的
政
策
與
做
法
，
才
能
源
遠
流
長
，
造
福
後
代
子
孫
。

在
水
利
工
程
方
面
，
永
續
利
用
的
做
法
舉
例
如
下
:

ω
水
庫
集
水
區
應
做
好
水
土
保
持
工
作
，
減
少
土
壤
沖
蝕
，
並
降
低
水
庫
、
河
道
中
的
淤
砂
量
，
延
長
水
庫
壽

命
。
水
庫
之
興
建
應
考
慮
以
離
槽
水
庫
或
攔
河
堪
為
主
，
使
水
庫
能
供
後
代
子
孫
享
用

。

男
外
，
水
庫
應
考
慮

其
排
砂
功
能
，
甚
至
於
實
施
可
行
且
經
濟
的
挖
渚
淤
砂

。

叫
地
下
水
的
抽
取
量
，
應
不
超
過
其
安
全
出
水
量
或

補
注
量
，
以
免
引
起
地
層
下
陷
、
海
水
入
侵

o

地
下
水
及
地
面
水
應
進
行
最
佳
聯
合
運
用
，
平
時
應
執
行
地
面

水
補
注
，
在
乾
旱
期
則
抽
取
地
下
水
救
旱

。

叫
集
水
區
應
避
免
過
度
的
開
發
與
破
壞
，
以
免
造
成
洪
患
或
枯
水

期
河
川
流
量
的
減
少
。
州
大
型
水
庫
的
興
建
，
應
考
慮
各
種
環
境
的
影
響
及
對
人
文
的
破
壞
，

即
所
謂
維
持

「
可
居
住
環
境
」
與
留
下
「
可
復
原
的
環
境
」
。

因
此
，
有
必
要
時
須
興
建
魚
梯
，
使
魚
群
可
溯
溪
產
卵

，
不

致
絕
跡
;
水
壩
下
游
必
須
維
持
某

一
最
小
的
基
流
量
，
以
維
護
水
生
態
平
衡
並
兼
顧
水
體
的
水
質
;
水
庫
的
優

養
必
須
設
法
控
制
，
做
好
集
水
區
經
營
工
作
，
減
少
營
養
源
的
排
入

。

為
了
遵
行
永
續
利
用
的
原
則

，
水
資
源

開
發
計
畫
必
須
考
慮
多
標
的

(
5
已
g
Z
E
3
)
規
劃
'
兼
顧
經
濟
發
展
、
環
境
保
育
、
人
文
古
蹟
的
維
護
、

區
域
發
展
、
公
平
性
等
課
題
，
同
時
考
慮
可
計
效
益
及
不
可
計
效
益

。

方
案
比
較
與
選
取
時
，
對
採
用
之
計
畫

經
濟
壽
命
必
須
適
當
，
可
考
慮
較
長
期
(
兼
顧
未
來
)
的
成
本
、
效
益
分
析
。

三
、
我
國
水
資
源
政
策
原
則
和
法
規

柯
教
授
對
我
國
未
來
重
要
計
畫
及
長
程
發
展
方
案
中
有
關
水
資
源
政
策
做
了
詳
盡
的
整
理
、
分
析
，
他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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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前
這
些
政
策
的
結
論
是
:
「
雖
不
滿
意
但
還
可
接
受
」

。

原
則
上
，
我
國
的
水
資
源
政
策
及
永
續
利
用
的
方

向
尚
稱
完
整
，
但
是
在
執
行
面
及
落
實
面
則
有
待
加
強
。

譬
如
在
水
污
染
防
治
方
面

，

六
年
國
建
計
畫
中
列
出

的
工
作
包
括
十
條
重
要
河
川
整
治
工
程
、
加
速
興
建
污
水
下
水
道
、
立
即
防
治
優
養
情
況
嚴
重
的
五
座
水
庫

等
，
但
是
目
前
淡
水
河
不
發
臭
的
日
子
仍
遙
遙
無
期
，
全
國
污
水
下
水
道
普
及
率
仍
在
個
位
數
字
，
水
庫
集
水

區
營
養
源
的
控
制
談
何
容
易

。

水
質
污
染
不
獲
改
善
，
自
然
影
響
到
水
資
源
的
利
用

。

事
實
上
，
歷
年
的
國
建
會
議
、
民
國
七
十
八
年
全
國
水
利
會
議
、
行
政
院
第
十
四
次
科
技
會
議
及
時
報
文

教
基
金
會
的
兩
次
水
資
源
研
討
會
等
均
已
提
出
許
多
前
瞻
性
的
建
言
，
有
待
政
府
的
決
心
與
努
力
，
才
能
落
實

各
項
工
作
並
獲
致
實
際
成
果

。

過
去
民
眾
很
少
遭
遇
民
生
用
水
的
限
制
與
缺
水
之
苦
，
水
價
未
能
反
映
成
本
，

因
此
任
意
浪
費
用
水
，
不
體
會
到
水
資
源
的
珍
貴
，
未
來
政
府
需
倡
導
「
節
約
用
水
」
觀
念
及
「
調
整
水
價
、

反
映
成
本
」
的
政
策
，
以
減
少
因
用
水
量
激
增
，
又
遇
到
乾
旱
不
雨
的
缺
水
窘
境

。

區
域
性
水
資
源
的
開
發
與

營
運

，
對
水
庫
系
統
的
聯
合
營
運
，
擴
大
自
來
水
管
網
及
輸
水
幹
線
系
統

，

風
險
及
序
率
設
計
方
法
的
採
用
，

均
是
未
來
防
範
、
減
少
缺
水
損
失
的
一
些
可
行
方
法

。

另
外
，
水
資
源
科
技
的
創
新
與
研
發
，
為
興
建
水
利
設
施
、
有
效
利
用
水
資
源
的
重
要
依
據
。

台
灣
為
一

島
嶼
，
其
水
文
特
性
與
大
陸
性
國
家
不
同
，
各
種
轍
砂
理
論
、
流
量
預
測
、
水
庫
規
劃
技
術
均
有
賴
自
行
研

發
，
無
法
全
部
依
靠
國
外
提
供
。
各
項
水
文
資
料
的
收
集
及
分
析
，
也
需
有
充
裕
的
經
費
才
能
落
實

。

但
是
在

目
前
政
府
緊
縮
預
算
的
過
程
中

，

較
長
期
才
能
顯
現
效
果
的
科
技
研
發
經
費
常
常
被
犧
牲
掉
，
其
實
這
是
不
明

智
的
做
法
。

為
了
永
續
利
用
水
資
源
，
更
需
要
有
精
確
的
水
文
資
料
及
嶄
新
的
技
術
才
能
達
成
任
務

，

因
此
水

資
源
科
技
的
研
究
更
不
能
被
忽
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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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水
資
源
法
規
方
面
，
柯
教
授
覺
得
:
「
雖
不
完
整
，
但
還
堪
使
用
」。
柯
教
授
在
他
的
論
文
中
也
已
對

各
相
關
法
規
及
水
利
法
做
了
完
整
的
回
顧
與
討
論
。

本
人
也
覺
得
各
項
水
利
法
規
尚
稱
完
備
，
但
因
缺
乏
執
法

及
公
權
力
不
張
，
導
致
今
日
的
水
資
源
問
題
叢
生

。
譬
如
水
利
法
中
第
四
章
有
關

「
水
權
登
記
」
的
條
文
甚

多
，
甚
至
於
規
定
使
用
者
應
裝
置
量
水
設
備
並
紀
錄
填
報
，
以
建
立
「
使
用
者
付
費
」
的
原
則，
但
目
前
因
基

本
資
料
不
足
、
民
眾
不
守
法
、
地
方
上
執
行
不
力
等
因
素
，
使
法
規
徒
具
形
式

。

另
外
，
農
業
用
水
不
必
付

費
，
也
違
反
使
用
者
付
費
的
原
則
，
形
成
水
資
源
的
浪
費
。

至
於
台
灣
西
海
岸
及
宜
蘭
地
區
的
地
下
水
嚴
重
超

抽
問
題
，
也
有

「
台
灣
省
地
下
水
管
制
辦
法
」
的
依
據
來
取
締
、
處
罰
，
但
是
目
前
也
是
有
名
無
實
，
問
題
日

益
嚴
重
。

筆
者
仍
認
為
我
國
的
水
利
法
源
自
統
治
大
陸
時
期
，
已
算
老
舊
，
中
間
雖
有
稍
加
修
訂
，
但
幅
度
不
大
，

無
法
適
應
我
國
目
前
日
新
月
異
的
情
況
與
需
求
，
必
須
進
行
大
規
模
的
修
訂
。

目
前
各
項
用
水
紛
爭
情
形
嚴

重
，
可
考
慮
在
水
利
法
中
增
設
「
用
水
量
審
議
裁
定
會

」
及
「
水
權
移
轉
補
償
審
議
會
」
等
公
正
性
機
構
，
考

量
國
家
經
濟
發
展
、
永
續
利
用
、
環
境
保
育
等
各
項
標
的
，
統
籌
分
配
、
規
劃
水
資
源。
其
它
如
水
資
源
開
發

計
畫
方
案
評
估
、
技
術
審
查
等
制
度
也
應
建
立
並
規
範
。

四
、
我
國
水
資
源
的
決
策
和
執
行

柯
教
授
在
這
部
份
的
分
析
包
括
了
現
況
分
析
及
改
進
方
案
的
評
估
及
建
議。
這
部
份
，
本
人
在
八
十
一
年

接
受
行
政
院
研
考
會
委
託
主
持
的
計
畫
:

「
我
國
水
資
源
管
理
機
關
組
織
與
職
掌
之
研
究
」
報
告
中
，
有
不
少



與
柯
教
授
類
似
的
看
法
，
在
此
特
別
再
做
一
些
整
理
與
補
充
。

目
前
的
問
題
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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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中
央
方
面
.. 

缺
乏
一
強
有
力
的
水
政
整
合
單
位
，
水
利
問
題
沒
有
受
到
應
有
的
重
視

。

目
前
經
濟
部
主
管

全
國
水
利
事
業
並
負
責
工
業
用
水
、
水
力
發
電
，
農
委
會
負
責
農
業
用
水
，
內
政
部
負
責
自
來
水
、
下
水

道
，
環
保
署
負
責
水
質
保
育

。

因
此
，
無
法
進
行
整
體
性
的
規
劃
及
水
量
調
配
，
事
權
分
散
，
權
責
不

清
，
且
各
自
為
政
，

本
位
主
義
盛
行
，
不
易
協
調

。

前
一
陣
子
內
政
部
與
環
保
署
之
間

，

為
了
「
水
源
水

質
水
量
保
護
區
」
內
「
非
都
市
土
地
開
發
審
議
規
範
」
實
施
績
效
管
制
污
染
量
(
總
量
管
制
)
的
爭
議
，

互
踢
皮
球
，
即
為
明
證
。

農
委
會
與
環
保
署
之
間
，
為
了
養
豬
廢
水
處
理
、
德
基
水
庫
濫
墾
的
事
件
也
曾

各
持
己
見
，
無
法
協
調

。

ω
省
方
面
:

水
利
組
織
層
級
太
低
，
公
文
層
層
轉
報
，

缺
乏
效
率
。

水
利
局
人
力
較
充
沛
，
但
為
省
府
三
級

單
位
，
其
上
有
建
設
廳
第
六
科
負
責
水
利
行
政
，
但
人
力
不
多
，
二
者
之
間
定
位
不
明

。

因
此
各
項
水
利

工
作
推
動
不
易
，
不
易
留
住
優
秀
人
才

。

叫
縣

(
市
)
政
府
方
面
:
許
多
水
利
工
作
之
執
行
、
取
締
，
因
為
地
方
選
舉
、
政
治
因
素
，
加
上
人
力
、
財

力
缺
乏
，

無
法
落
實
。

造
成
地
下
水
超
抽
、
地
層
下
陷
、
河
川
砂
石
盜
採
、
河
川
污
染
等
各
種
問
題。

叫
其
它
包
括
:

同

一
河
川
上
、
中
、
下
游
分
別
由
不
同
單
位
治
理
與
主
管
，
牽
涉
機
關
有
林
務
局
、
水
土
保

持
局
、
水
利
局
、
水
庫
管
理
局
、
住
都
局
、
縣
(
市
)
政
府
等
，
不
易
有
整
體
的
考
量
。

另
外
，
同
一
河

川
之
兩
岸
，
也
可
能
由
兩
個
以
上
的
單
位
管
理
，
步
調
不
一
，
配
合
度
不
好

。

筆
者
雖
在
行
政
院
委
託
的
研
究
中
提
出
成
立

「
自
然
資
源
部
」
'
統
籌
水
、
土
、
礦
產
、
海
洋
等
各
項
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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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
的
開
發
、
管
理
工
作
，
但
在
目
前
的
政
治
型
態
下
，
不
可
能
實
現
。

因
此
建
議
:
的
中
央
方
面
:
成
立
直
屬

行
政
院
之
「
水
利
總
署
」
'
整
合
經
濟
部
(
水
利
司
、
水
資
會
)
、
農
委
會
、
內
政
部
之
職
掌
，
由
水
利
總
署

負
責
全
國
水
資
源
統
籌
開
發
、
利
用
、
分
配
、
防
災
、
研
究
，
負
責
法
規
、
政
策
之
制
定

。

ω
省
方
面
•. 

合
併

建
設
廳
第
六
科
及
水
利
局
，
提
升
為
「
水
利
處
」
'
並
將
各
水
庫
管
理
局
或
水
土
保
持
局
納
入
，
有
效
率
地
推

行
中
央
水
利
總
署
之
政
策
及
各
項
水
利
工
作
。

叫
縣
(
市
)
政
府
方
面
.. 

不
一
定
要
調
整
，
但
須
加
強
人
力
及

執
行
工
作
能
力
。

事
實
上
省
及
縣
(
市
)
之
問
的
水
利
工
作
範
固
應
再
檢
討
，
縣
(
市
)
政
府
之
工
作
及
管
理

項
目
可
再
縮
小
，
但
須
務
實
、
紮
實

。

叫
其
它
各
項
建
議
包
括
:
配
合
中
央
之
水
利
總
署
，
成
立
淡
水
河
、
高

屏
溪
流
域
管
理
局
，
增
進
河
川
治
理
、
保
育
工
作
效
率
。

省
方
面
也
可
設
立
北
、
中
、
南
、
東
部
水
利
管
理
局

等
，
利
於
推
展
各
項
水
利
整
體
性
工
作

。

各
部
、
會
、
署
之
水
利
、
水
質
保
育
與
水
土
綜
合
規
劃
'
則
由
行
政

院
指
派

一
位
政
務
委
員
或
副
院
長
負
責
各
項
協
調
配
合
工
作

。

目
前
提
出
之
方
案
，
修
法
最
少
，
人
力
也
不
見

得
需
要
增
加
，
可
由
目
前
各
機
構
整
合
重
編
即
可

。

最
近
立
法
院
有
李
源
泉
、
林
聰
明
等
共

一
四
三
位
立
法
委
員
共
同
提
案
，
建
議
成
立
「
水
利
總
署
」
並
於

新
的
行
政
院
組
織
法
中
考
慮
加
入
此

一
新
的
機
構
，
目
前
在
院
會
中
已
獲
通
過

。

在
新
的
水
利
總
署
未
成
立
之

前
，
可
於
經
濟
部
內
部
先
將
水
利
司
、
水
資
會
合
併
整
合
，
更
重
要
的
是
儘
速
擬
定
前
瞻
性
水
資
源
永
續
利
用

各
項
辦
法
並
付
諸
實
施
。

經
濟
部
已
正
在
著
手
編
寫

〈
水
資
源
政
策
白
皮
書
〉
'
並
定
於
明
年
初
再
次
召
開
全

國
水
利
會
議
，
這
是
一
個
可
喜
的
事

。

最
後
，
有
人
覺
得
不
是
碰
到
問
題
就
以
升
級
或
成
立
新
機
構
來
達
成
任
務
，
而
應
加
強
協
調
、
互
相
配
合

即
可
達
成
水
資
源
最
佳
利
用
之
目
的

。

本
人
覺
得
目
前
之
水
利
問
題
叢
生
，
即
為
各
單
位
存
有
強
烈
的
本
位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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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
(
有
可
能
是
中
國
人
之
本
性
)
，
並
且
無
法
互
相
配
合
之
明
證
。

目
前
社
會
已
面
臨
水
資
源
日
益
缺
乏
、
水

質
惡
化
之
情
況
，
必
須
有
一
強
而
有
力
的
機
構
及

一
條
鞭
的
制
度
，
來
推
行
各
項
水
利
政
策
，
統
籌
規
劃
、
分

配
、
保
育
水
資
源
，
使
政
府
及
民
眾
重
視
之
，
以
健
全
國
內
的
水
資
源
開
發
及
永
續
利
用

。

早
期
要
不
是
有
環

保
署
的
成
立
，
恐
怕
今
日
環
保
問
題
已
更
加
嚴
重
了
(
雖
然
目
前
許
多
人
對
環
保
署
的
成
果
並
不
盡

滿
意
)
。

固
然
成
立
水
利
總
署
無
法
解
決
水
資
源
的
各
項
問
題
，
但
若
依
照
目
前
混
亂
的
水
利
組
織
持
續
下
去
，
則
問
題

只
有
更
加
惡
化
，
未
來
限
水
、
限
電
的
日
子
將
更
頻
繁
，
而
後
代
子
孫
的
福
祉
將
無
法
獲
得
保
障
，
更
不
用
談

什
麼
?
水
續
發
展

」
了
。

參
考
資
料

l

立
法
院
，
議
案
關
條
丈
書
與
院
今
日
紀
錄
，
氏
國
八
十
二
年
十
一
月
九
日

。

2

行
政
院
科
技
顧
問
組
，
第
十
四
次
科
技
顧
問
會
議
，
議
題
參

.• 

〈
開
拓
背
源
與
環
境
保
育

〉
，
民
國
八
十
二

年
九
月
六
日

!

十
一
日
。

3

村
三
吉
，
成
國
水
質
源
政
策
問
題
之
探
討

.. 

〈
永
續
發
展
觀
點

〉
'
草
稿
，
水
背
源
永
續
發
展
研
討
會
，
時

教
河
川
保
護
小
姐
及
時
報
文
教
基
金
會
主
辦
，
民
國
八
十
二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七

J

二
十
九
日

。

4

時
e
M椒
、
文
教
基
金
會
，
《
水
的
關
懷
|
河
川
環
境
與
水
源
保
護
研
討
會
論
文
集〉
'
氏
國
八
十
年
十
一
月

。

5

時
報
文
教
基
金
會
，
六
年
國
建
與
水
背
源
研
討
會
，
論
、
叉
呆
，
氏
閏
八
十
一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四

!

二
十
六

日

6

郭
抹
泰
，
〈
水
背
源
開
發
與
環
境
保
護
，
大
自
然
的
恩
賜
|
水
〉
﹒
經
濟
部
管
助
，
固
立
中
興
大
學
環
工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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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印
，
頁
二
十
九
l

四
十
，
氏
閏
八
十
二
年
五
月

。

7

郭
採
泰
、
陳
德
禹
、
蒂
丁
貴
、
李
鴻
源
、
羔
象
等
，

〈
成
國
水
資
源
管
理
機
關
組
織
與
職
掌
之
研
究

》

行

政
院
研
考
會
編
印
，
氏
國
八
十
一
年
四
月

。

〈
七
十
八
年
全
國
水
利
會
議
總
報
告

〉

8

經
濟
部
，

'
氏
國
七
十
九
年
五
月

。

9
F
Z
B

旦
芯
口
比

( 

、‘.-'

門
。
『
且
可
會
自
己

H
n
H
N
m
m
B
H
n
r

T
H
o
r
s
m
s
g
ω
5
月3
口
自
r
r

S
C
O
口

、.

中
注

O
B
g
f
p
n
R
n
r
k
g告
自
旦
出

E
B

叫
。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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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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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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