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回
應

》

。

黃
光
國

錢
先
生
這
篇
論
文
的
題
目
是
〈
自
由
主
義
與
國
族
主
義

.. 

兩
種
政
治
價
值
的
反
思
〉
。

在
這
篇
文

章
中
，
錢
先
生
首
先
從
歷
史
的
角
度
，
簡
要
回
顧
台
灣
社
會
中
國
族
主
義
取
代
自
由
主
義
論
述
的
過

程
，
然
後
討
論
國
族
主
義
和
自
由
主
義
在
政
治
價
值
和
國
民
身
分
理
念
上
的
分
歧

。

整
體
而
言
，
錢
先

生
對
自
由
主
義
在
台
灣
社
會
中
的
未
來
是
相
當
悲
觀
的

。

他
在
文
中
的
「
結
論
」
中
說

:

「
自
由
主
義

在
台
灣
的
式
微
，
與
其
埋
怨
國
族
主
義
的
致
命
誘
惑
太
強
，
不
如
歸
因
於
自
由
主
義
者
本
身
缺
乏
思
想

的
資
源
、

歷
史
的
覺
悟

、

以
及
道
德
的
承
擔
和
自
信

。

這
種
自
由
主
義
，
在
台
灣
社
會
開
始
反
省
五
十

年
來
積
累
的
政
治
價
值
信
念
之
時
，
所
能
做
的
貢
獻
，
恐
怕
也
相
當
的
有
限

。

」

我
同
意
:

在
台
灣
社
會
中
，
錢
氏
所
說
的

「
自
由
主
義
」
的
確
是
根
底
淺
薄

。
這
種
「
自
由
主
義
」

在
台
灣
社
會
中
的
未
來
，
恐
怕
也
正
如
錢
先
生
所
說
的
那
麼
悲
觀

。

要
說
明
這

一
點
，
我
們
必
須
先
看

回
:1. 
J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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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
先
生
理
想
中
的
「
自
由
主
義
」
到
底
是
指
什
麼

。

在
這
篇
文
章
中
，
錢
先
生
指
出
.. 

「
相
對
於
國
族

主
義
，
自
由
主
義
的
關
懷
迴
異

。

由
於
著
重
個
人
，
它
會
抗
拒
集
體
性
的
目
標
和
價
值
;
由
於
信
仰
社

會
的
自
主
，
它
會
反
對
政
治
力
由
上
而
下
的
整
合
模
式
;
由
於
強
調
多
元
，
它
會
挑
戰
「
人
民
」
、

「
民
族
」
、
「
生
命
/
命
運
共
同
體
」
這
類
整
體
主
義
的
建
構
;
由
於
對
權
力
的
疑
懼
，
它
會
要
求
以
分

散
、
制
衡
、
限
權
為
特
色
的
體
制
;
由
於
擔
心
統
治
者
取
得
道
德
權
威
，
它
也
會
提
防
旨
在
表
達
民
意

的
制
度
(
例
如
選
舉
、
公
民
投
票
)
淪
為
提
供
正
當
性
的
工
真

。
」

從
這
段
論
述
裡
，
我
們
大
致
可
以
看
出

.. 

錢
先
生
所
說
的
「
自
由
主
義
?
是
以
西
方
個
人
主
義

作
為
基
礎
的
「
自
由
主
義
」
，
其
目
的
在
於
爭
取
個
人
的
權
利

。

對
於
東
方
社
會
而

言
，

這
種
類
型
的

「
自
由
主
義
」
根
本
是

一
種
異
質
文
化
的
產
品
，
是
很
不
容
易
成
長
茁
壯
的

。

台
灣
近
代
史
上
所
出
現

的
「
自
由
主
義
?
大
多
是
以
儒
家
傳
統
知
識
份
子
的
抗
議
精
神
作
為
精
神
支
柱

。

他
們
追
求
的
價
值

理
念
是
「
寧
鳴
而
死
，
不
默
而
生
」
'
「
當
不
義
則
爭
之
于
「
先
天
下
之
憂
而
憂
」
;
而
很
少
論
及
個

人
的
權
利
。

在
追
求
國
家
現
代
化
的
前
提
之
下
，
他
們
也
可
能
引
入
西
方
的
自
由
主
義

。

可
是
，
他
們

之
所
以
會
零
零
散
散
地
引
入
西
方
「
自
由
主
義
」
的
思
想
，
主
要
是
因
為
這
種
思
想
可
以
做
為
他
們
對

抗
統
治
者
的
工
真
，
而
不
是
他
們
對
這
種
「
個
人
主
義

」
的
價
值
理
念
有
什
麼
道
德
上
的
承
諾

。

這
種
類
型
的
自
由
主
義
，
狄
白
瑞
稱
之
為
「
中
國
的
自
由
主
義
傳
統
于
它
們
本
來
就
容
易
跟
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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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
不
同
類
型
的
「
國
族
主
義
」
互
相
結
合
，
而
捨
棄
它
們
對
西
方
「
自
由
主
義
」
所
做
的
承
諾

。

錢
先

生
在
文
章
中
所
感
嘆
的
現
象

.. 

「
許
多
在
威
權
時
代
尚
保
有
幾
分
自
由
主
義
傾
向
的
知
識
分
子
，
今
天

紛
紛
離
開
自
由
主
義
的
做
蒙
立
場
，
或
者
投
入
台
灣
閥
族
主
義
的
溫
馨
懷
抱
，
或
者
滑
進
後
現
代
的
化

妝
舞
會
，
也
不
乏
向
中
國
民
族
主
義
回
歸
者

。

」
其
實
便
是
出
自
於
這
樣
的
心
理
特
質

。

然
則
，
「
自
由
主
義
」
在
台
灣
社
會
中
的
未
來
，
是
不
是
不
管
其
類
型
為
何
，
通
通
都
像
錢
先
生

所
想
像
的
那
麼
悲
觀
呢
?
我
看
也
不
盡
然

。

在
我
看
來
，
今
天
台
灣
社
會
中
之
所
議
會
出
現

「
國
族
主

義
/
自
由
主
義
」
之
間
的
分
歧
，
並
導
致
自
由
主
義
的
式
微
，
主
要
是
肇
因
於
「
台
灣
國
族
主
義

/
中

國
國
族
主
義
」
之
間
的
強
烈
對
抗

。

任
何

一
個
國
家
或
民
族
，
在
「
想
像
的

/
實
際
的
」
外
來
威
脅
之

下
，
他
們

一
定
會
產
生
出
「
國
族
主
義
」
的
集
體
意
識
，
並
壓
制
住
自
由
主
義
的
滋
長

。

對
於
台
灣
社

會
而
言
，
所
謂
「
想
像
的
/
實
際
的
」
外
來
威
脅
，
在
兩
蔣
時
代
，
是
大
陸
的
「
共
產
政
權
」
;
在
李

登
輝
時
代
，
則
是
「
中
國
民
族
主
義
?
只
要
「
台
灣
國
族
主
義
/
中
國
國
族
主
義
」
之
間
的
對
抗
獲

得
消
解
，
錢
先
生
論
文
中
所
說
的
那
種
「
國
族
主
義
/
自
由
主
義
」
之
間
的
分
歧
，
也
將
隨
之
消
逝

。

有
些
知
識
份
子
會
繼
承
他
們
所
謂
的
「
自
由
主
義
傳
統
于
有
些
知
識
份
子
會
引
入
西
方
自
由
主
義
的

論
述
，
讓
自
由
主
義
在
台
灣
社
會
中
繼
續
成
長
茁
壯

。

然
而
，
在
可
預
見
的
未
來
，
「
台
灣
國
族
主
義
/
中
國
國
族
主
義
」
之
間
的
對
抗
，
是
否
有
獲
得

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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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
解
的
可
能
?
在
我
看
來
，
這
個
問
題
的
答
案
應
當
是
正
面
的

。
一
九
九
八
年
六
月
美
國
總
統
柯
林
頓

訪
問
中
國
大
陸
，
和
江
澤
民
會
談
之
後
，
於
該
月

三
十
間
在
上
海
宣
布
「
新

三
不
政
策
」
'
明
確
表

示
:

美
國
「
不
支
持
台
灣
獨
立
，
不
支
持
兩
個
中
國
與

一
中

一
台
，
不
支
持
台
灣
加
入
以
國
家
為
參
加

單
位
的
國
際
組
織
」
;
翠
日
，
民
進
黨
中
常
會
發
表
「
於
柯
江
會
談
後
的
聲
明
」
'
指
出

.. 

「
台
灣
為

一
已
經
獨
立
的
主
權
國
家

...... 

任
何
改
變
台
灣
獨
立
現
狀
的
要
求
，
都
必
須
經
由
台
灣
全
體
住
民
以
公

民
投
票
的
方
式
加
以
認
可

。

」

在
我
看
來
，
民
進
黨
的
這
段
聲
明
對
消
解
台
灣
內
部
「
台
灣
國
族
主
義

/
中
國
國
族
主
義
」
的
對

立
，
具
有
十
分
重
要
的
指
標
意
義

。

民
進
黨
以
前
的
主
張
是
.. 

「
建
立
主
權
獨
立
自
主
的
台
灣
共
和

國
，
台
灣
前
途
應
交
由
台
灣
全
體
住
民
以
公
民
投
票
方
式
選
舉
決
定
」

。

在
這
樣
的
主
張
中
，
「
台
灣

共
和
國
」
的
政
治
立
場
和
蘊
藏
在
「
中
華
民
國
」
裡
的
「
中
國
民
族
主
義
」
形
成
了

一
種
尖
銳
的
對

立
，
台
灣
社
會
內
部
也
形
成
「
台
灣
國
族
主
義

/
中
國
國
族
主
義
」
兩
種
集
體
意
識
緊
繃
的
狀
態

。

在

這
種
緊
張
的
狀
態
下
，
為
敵
對
群
體
主
張
權
利
的
任
何
論
述
，
都
可
能
遭
受
到
壓
抑
，
結
果
便
形
成
錢

先
生
所
謂
的
「
國
族
主
義

/
自
由
主
義
」
分
歧
的
狀
態

。

在
美
國
宣
布
「
新

三
不
政
策
」
之
後
，
民
進
黨
在
政
策
上
所
做
的
這
項
調
整
，
其
實
已
經
使
其
國

家
政
策
變
得
和
國
民
黨
主
流
派
相
差
無
幾
;
從
此
之
後
，
「
台
灣
國
族
主
義

/
中
國
國
族
主
義
」
之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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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果
再
要
發
生
對
抗
，
應
當
是
發
生
在
兩
岸
之
間
，
而
不
是
發
生
在
台
灣
內
部

。

李
登
輝
提
出
「
兩
國

論
」
之
後
，

立
即
獲
得
民
進
黨
的
熱
烈
支
持
，
其
道
理
即
在
於
此

。

李
登
輝
的
「
兩
國
論
」
雖
然
曾
經

一
度
引
起
兩
岸
之
間
的
情
勢
高
度
緊
張
，
九

一
二
震
災
的
發
生

卻
使
得
兩
岸
之
間
劍
拔
弩
張
的
情
勢
暫
時
獲
得
緩
解

。

只
要
李
登
輝
總
統
任
期
屆
滿
之
前
，
不
再
有
製

造
兩
岸
緊
張
的
大
動
作
，
我
認
為

﹒

不
管
誰
當
選
下

一
任
的
台
灣
總
統
，
在
當
前
國
際
關
係
的
形
格
勢

禁
之
下
，
他

一
定
得
和
對
岸
展
開
談
判
，
重
新
尋
求
兩
岸
關
係
的
合
理
安
置

。

當
「
台
灣
國
族
主
義

/

中
國
國
族
主
義

」
在
台
灣
社
會
內

、

外
的
對
立
情
況
獲
得
消
解
之
後
，
台
灣
社
會
終
將
浮
現
一
種
要
求

清
廉
和
效
率
的
「
反
黑
金

」
論
述
，
來
洗
清
李
登
輝
時
代
的
陳
年
積
弊

。

這
種
「
反
黑
金
」
論
述
雖
然

也
可
能
引
入
西
方
式
的
自
由
主
義
論
述
，
作
為
自
己
的
思
想
武
器
，
讓
它
們
有
較
大
的
生
存
空
間
，
不

過
其
基
本
精
神
仍
在
於
東
方
式
的
自
由
主
義
，
而
不
是
西
方
式
的
自
由
主
義
，
這
是
學
者
在
討
論
此

一

問
題
時
必
須
加
以
分
辨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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