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

威
權
下
逐
漸
解
放
出
來
的
「
民
間
社
會

」
方
才
出
現
。

但
是
，
「
存
在
不
在
國
家
權
力
監
護
下
的
民
間

社
會
，
並
不
表
示
民
主
社
會
的
基
礎
已
經
堅
實
地
奠
定

。
」
要
發
展
、
組
織
為
具
有
現
代
意
義
的
「
市

「
公
民
社
會

」
?
還
有

一
些
內
外
障
礙
因
主
干
主
要
是
一
些
傳
統
社
會
文
化
因
事
?
必
須
克

民
社
會
」
、

口
R

n
n月

陳
先
生
把
「
公
民
社
會
」
作
為

2
三
}
∞
c
n
芯
片
峙
的
最
高
目
標
，
要
達
到
這
個
目
標
必
須
具
備
二
疋

的
標
準
'
缺
乏
「
公
共
領
域
」
或
反
政
治
傾
向
的
社
團
組
織
都
被
排
除
在
「
公
民
社
會

」
之
外
。

慈
濟

事
業
因
深
植
於
過
去
的
宗
教
與
文
化
傳
統
|

|

對
政
治
疏
遠
，
未
具
備
「
民
主
程
序
」
與
「
公
共
領
域
」

之
類
思
考
，
所
以
自
外
於

「
公
民
社
會
」
;
有
些
民
間
社
會
組
織
「
踐
踏
」
政
治
威
權
或
反
政
治
(
或

反
國
家
)
傾
向
;
媒
體
的
過
度
商
業
化
，
失
去
公
共
論
壇
功
能
，
皆
未
達
標
準
'
在
在
證
明
台
灣
離

「
公
民
社
會
」
仍
有

一
段
距
離

。
最
後
，
陳
先
生
「
語
重
心
長
」
地
對
台
灣
「
公
民
社
會
」
能
否
出
現

抱
持
懷
疑
的
態
度

。

陳
先
生
有
深
厚
的
學
識
基
礎
與
從
政
經
驗
，
批
評
時
事
理
性

、

平
實
，
這
篇
文
章
反
映
其
關
懷
社

會
的

一
貫
立
場
，
值
得
敬
佩
。

不
過
，
陳
文
的
論
述
方
式
與
理
論
架
構
也
有
些
值
得
商
榷
之
處

。

首
先
，
泰
勒
歸
納
的
立
三

一
∞
。
n
z
d三
個
層
面
意
義
清
楚
，
陳
先
生
把
第

一
、

第
三
層
面
分
別
譯

成.. 

「
民
間
社
會
」
、

「
公
民
社
會
于
並
由
此
論
述
「
市
民
社
會
」

、

「
民
間
社
會
」
、

「
公
民
社
會
」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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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
應
V

一可

公

寄去

結2

a‘ 

I 

θ

邱
坤
良

? 

陳
忠
信
先
生

《
台
灣
社
會
傳
統
與
現
代
因
素
的
競
賽

.. 

公
民
社
會
出
現
了
嗎
?
》
根
據
泰
勒

(
一
)
獨
立
於
國
家
權
力
支
配
的
立
已
∞
O
C
Z
G
陳
文
譯
為「
民
間
社
會
」
。

(
二
)
具
現
代
性
與
公
共
性
格
層
面
的
口
已
∞
。
旦
旦
河
|
|
陳
文
譯
為
「
市
民
社
會
」

。

(
二

)
能
在
公
共
領
域
中
動
員
成
員
的
共
同
意
志
進
而
有
效
地
影
響
或
決
定
國
家
政
策
之
方
向

的
o
i
]
ω
O
Q
G
q

|

|
陳
文
譯
為

「
公
民
社
會
」
o

陳
先
生
大
作
重
點
討
論
現
階
段
台
灣
能
否
出
現
具

「
批
判
的
公
共
性
」
(
3
5
丘
吉

Z
E
G
)
的

「
公
民
社
會
」
。

他
認
為
威
權
統
治

(
(
以
甘
心
已
。
∞

吋
戶
玄
。
門
)
所
歸
納
、
分

台
灣
社
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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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相
關
性
。

然
而
，
以
人
為
中
心
的
社
會
，
有
其
相
同
的
基
本
概
念
與
運
作
機
制
。
社
會
面
臨
的
諸
多

政
治
、
社
會
問
題
，
雖
然
不
易
解
決
，
但
不
難
暸
解
。
台
灣
的
口
已
]
∞

o
c
z
d與
西
方
立
三
-
∞
o
c
z
d

的
異
同
可
以
討
論
，
也
可
找
出
未
來
努
力
的
方
向
。
以
陳
先
生
的
學
養
與
經
驗
難
道
無
法
跳
脫
泰
勒
版

的
且
已
∞
O
C
Z
G理
論
架
構
，
直
接
討
論
他
所
憂
心
的
「
具
公
共
性
格
的
組
織
」
的
「
反
政
治
」
、
「
反

國
家
」
傾
向
?
並
用
明
白
的
語
言
把
下
面
的
觀
念
講
更
清
楚

.. 

「
外
在
於
政
治
權
力
將
被
當
成

一
項

『
德
性
』
'
『
民
間
的
只
『
社
會
的
』
面
相
將
以
社
會
之
共
意

(
m
g
R且
還
已
)
為
名
而
被
民
粹
化
，

『
民
間
的
』
、
『
社
會
的
』
範
疇
將
因
而
被
無
上
純
潔
化
，
最
終
以
此
『
民
粹
化
的
民
間
社
會
弋
『
推

論
的
純
潔
化
』
回
過
頭
來
要
求
掌
握
判
準
性
權
力
，
甚
至
政
治
權
力
...... 

」

本
來
不
很
難
懂
的
丘
之
]
∞
O
C
芯
片
刻
出
現
「
市
民
社
會」、
「
民
間
社
會
」
、

「
公
民
社
會
」
多
種
中

譯
，
外
加
其
他
學
者
的
譯
名
(
如
文
明
社
會
)
，
是
否
會
愈
說
愈
模
糊
?

再
方
面
，
台
灣
的
政
治
/
非
政
治
，
國
家
權
力
/
民
間
社
會
是
否

二
元
對
立
，
傳
統
社
會
/
現
代

社
會
的
分
際
是
否
溼
涓
分
明
?
皆
有
討
論
空
間

。

陳
文
把
具
傳
統
性
格
的
立
三
門
∞
O
C
F
O
G
稱
為
「
民
問

社
會
」
'
「
具
現
代
性
的
、
真
公
共
性
格
」
的
口
三
日
ω
o
c
z
d稱為
「
公
民
社
會
」
，
但
所
謂
傳
統
性
格

/
現
代
性
格
是
否
有
絕
對
的
區
分
標
準
?

社
會
的
組
成
並
非
只
是
知
識
階
層
而
己
，
更
包
括
基
層
民
眾

。

從
「
社
」
「
會
」
的
原
始
意
義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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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動
本
質
來
看
，
它
強
調
特
定
區
域
(
里
社
)
的
民
眾
在
共
同
時
間
的
極
體
性
參
與
，
包
括
宴
飲
、
祭

肥
、
娛
樂
，
本
質
上
皆
帶
有
開
放
性
、
流
行
性
，
任
何
新
興
、
外
來
事
物
都
可
能
被
吸
納
成
「
公
共
領

域
」
的

一
部
分
。

由

一
個
鄉
社
發
展
成
更
大
的
社
會
，
由
特
定
社
群
的
公
共
事
務
擴
大
成
整
個
社
會
的

公
共
領
域
，
也
有
脈
絡
可
尋

。

傳
統
社
會
與
現
代
社
會
，
或
社
區
公
利
與
社
會
公
益
有
別
，
但
並
非
全

無
共
通
之
處
。

陳
先
生
定
義
的
「
公
民
社
會

」
是
「
公
民
們
不
受
限
制
地
就
大
家
共
同
關
心
的
公
共
事

務
進
行
詳
盡
地
辯
論
、
討
論
，
並
形
成
被
人
家
共
同
承
認
的
意
志
，
也
就
是
公
共
輿
論

。

」
這
樣
的
公

共
領
域
何
嘗
不
是
民
間
里
社
傳
統
?
我
們
與
其
用
內
容
來
區
分
傳
統
/
現
代
，
倒
不
如
注
意
社
會
是
否

存
在
這
個
機
制
。

如
果
我
們
不
斤
斤
計
較
現
代
語
詞
、
譯
名
的
精
準
性
，
陳
文
所
謂
社
會
傳
統
與
現
代
因
素
的
競

賽
，
乃
社
會
發
展
過
程
中
的
常
態
，
各
種
不
同
社
會
因
素
的
互
動
(
或
競
賽
)
也
一
直
存
在
著

。

就
算

傳
統
社
會
與
現
代
社
會
分
別
代
表
不
同
的
價
值
觀
，
傳
統
社
會
可
能
的
負
面
印
象
如
「
封
建
」
、
「
封

閉
」
、
「
私
利
于
現
代
社
會
何
嘗
不
然
。
社
會
出
現
缺
憾
，
是
運
作
機
制
與
人
為
價
值
判
斷
出
現
誤

差
，
而
非
單
純
傳
統
或
現
代
的
問
題
。
台
灣
如
未
發
展
成
具
西
方
意
義
的
「
公
民
社
會
」
是
人
為
因

素
，
而
非
缺
乏
這
個
機
制
，
否
則

，

今
日
所
謂
民
族
藝
術

、
文
化
資
產
都
不
可
能
產
生
，
也
失
去
意

義
。

台
灣
當
前
的
社
會
問
題
有
其
歷
史
因
素
與
現
實
利
害
關
係
，
也
與
上
層
社
會
(
政
治
人
物
、
文
人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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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
層
)
的
心
態
有
關
，
只
要
具
備
基
本
知
識
與
邏
輯
能
力
的
人
，
應
能
判
斷
、
瞭
解

。
菁
英
份
子
利
用

西
方
學
術
經
驗
來
檢
驗
台
灣
社
會
，
從
上
看
下
，
固
然
宏
觀
，
但
若
過
度
依
賴
西
方
理
論
，
恐
怕
也
容

易
模
糊
焦
點
。

期
待
台
灣
社
會
的
自
主
、
理
性
、
開
放
、
公
義
，
是
否

一
定
要
依
陳
忠
信
先
生
的
邏
輯
:
建

立

「
公
民
社
會
」
，
而
「
公
民
社
會
」
則
需
獨
立
於
國
家
權
力
之
外
的
社
團
組
織
，
具
備
近
代
意
義
之
「
公

共
領
域
于
要
有
「
公
共
領
域
」
必
須
不
與
政
治
疏
離
，
不
能

「
反
政
治
行

「
反
國
家
」...... 

若
依

且
已
]
∞
O
C
F
O
Q
觀
點
，
在
西
方
文
明
之
外
，
仍
有
其
他
的
文
明
，
如
果
忽
略
社

會
本
體
與
民
眾
生
活
，

許
多
社
會
動
力
容
易
被
量
化
、
簡
化

。

以
作
為
文
明
象
徵
與
社
會
認
同
基
礎
的
文
化
、
藝
術
為
例
，
其

重
要
性
眾
所
周
知
，
一
般
論
述
也
視
之
為
社
會
整
體
活
動
的

一
環
。

然
而
文
化
、
藝
術
並
非
僅
只
是
存

在
/
不
存
在
，
或
重
視
/
不
重
視
而
已
，
其
中
還
涉
及
到
實
質
內
涵
、
主
體
性
與
價
值
判
斷
等
諸
多
思

考
，
這
些
問
題
在
西
方
社
會
未
必
形
成
爭
議
，
在
台
灣
卻
是
仍
需
釐
清
、
攸
關
社
會
發
展
的
議
題

。

基
層
民
眾
的
文
化
藝
術
雖
然
不
能
自
外
於
政
治
威
權
，
卻
有

一
套
開
放
的
價
值
體
系
與
傳
播
網

絡
。

傳
統
社
會
或
威
權
時
期
政
府
、
知
識
階
層
常
以
浪
費
、
迷
信
、
色
惰
的
角
度
批
判
民
眾
的

文
化
模

式
，
但
他
們
所
主
導
的
文
化
藝
術
常
帶
殖
民
性
格
，
缺
乏
獨
力
發
展
的

主
體
性
。

近
二
十
年
來
，
隨
著

社
會
的
開
放
，
民
間
基
層
的
藝
術
與
文
化
成
為
重
要
的
藝
文
資
源
，
與

三
十
年
之
前
自
生
自
滅
的
生
態



社

環
境
有
天
壤
之
別
，
其
間
到
底
經
過
何
種
省
思
、
轉
變
過
程
?
跳
脫
這
個
層
面
的
思
考
，
社
會
的
文
化

認
同
感
與
榮
譽
感
便
有
明
顯
的
隔
閔
'
也
容
易
停
留
在
表
象

。

社
會
常
被
比
喻
是

一
個
劇
場
或
舞
台
，
如
果
社
會
是
劇
場
，
它
最
重
要
的
目
標
是
最
後
的
舞
台

呈

現
，
所
有
的
劇
場
理
論
、
排
演
方
式
、
甚
至
劇
本
都
只
是
過
程
或
基
本
條
件
而
已

。

同
樣
地
，
社
會
是

一
個
活
生
生
的
有
機
體
，
所
有
的
研
究
、
討
論
，
目
的
皆
在
為
現
實
生
活
提
供
最
佳
品
質
。
用
太
多
的

精
力
經
營
西
方
的
理
論
架
構
，
進
而
論
述
台
灣
社
會
議
題
，
容
易
流
於
菁
英
式
的
指
導

。

近
年
流
行
的

社
區
主
義
，
參
與
學
者
雖
有
由
下
而
上
的
觀
念
，
但
園
於
由
上
而
下
的
知
識
經
驗
，
仍
不
免
以
其
知
識

主
導
社
區
，
形
成
菁
英
份
子
以
知
識
(
導
演
)
為
中
心
的
集
體
即
興
或
藝
術
治
療
，
容
易
忽
視
社
區
結

構
的
傳
統
性
與
多
元
性
，
及
其
既
有
的
文
化
網
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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