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陳
其
南

美
國
耶
魯
大
學
人
類
學
博
士

，

現
任
交
通
大
學
人
文

社
會
學
院
院
長

，

的
曰
任
行
政
院
文
建
會
副
主
委
、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人
類
學
系
主
任

，
主
要
專
長
為
社
區
營

造
、
市
民
社
會
研
究
，
代
表
著
作
有
《
傳
統
制
度
與

社
會
意
識
的
結
構
》

、

《
家
族
與
社
會
:

中
國
社
會

研
究
的
基
礎
理
念

γ



季
γ
讚

美
國
威
斯
康
辛
(
麥
迪
遜
)
大
學
社
會
學
博
士

，

現

任
清
華
大
學
社
會
學
研
究
所
教
授

，

的
曰
任
金
山
面
社

區
總
體
營
建
計
劃
主
持

、

新
竹
文
化
協
會
會
員

，

主

要
專
長
為
文
化
的
社
會
學
分
析

，

學
術
論
文
散
見
於

《
台
灣
社
會
研
究
季
刊
γ

《叫
了
仰
。
『
〕
子
們
已
}
門
口
門

m
w
m戶
口
已

切
。2
丘

之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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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
秋
坤

美
國
史
丹
佛
大
學
博
士
，
現
任
中
央
研
究
院
台
灣
史

研
究
所
研
究
員
，
曾
編
墓
《
潮
州
縣
志
》
、

鄉
士
心
》'
主
要

專
長
為
明
清
台
灣
社
會
經
濟
史

，

代

《
里
港

表
著
作
有
《
清
代
台
灣
土
著
地
權
》

o



陳
錦
煌

台
灣
大
學
醫
學
系
畢

，

現
任
新
港
文
教
基
金
會
董
事

長
、
陳
錦
煌
內
兒
科
負
責
人
，
的
曰
任
新
港
文
教
基
金

會
董
事
長

、

國
家
文
化
藝
術
基
金
會
第
一
屆
董
事
，

主
要
專
長
為
內
兒
科
、
社
區
工
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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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
告

》
I

…m
A宜
川
全
首
﹒
.

θ

李
T
讚

集
集
大
地
震
發
生
之
後
，
暨
南
大
學

二
千
多
位
師
生
在
兩
天
之
內
，
全
數
安
全
撤
離
埔
里
，
並
在

六
天
之
後
，
既
旦
大
校
長
李
家
同
馬
上
與
台
大
達
成
協
議
，
決
定
暨
大
秋
季
班
課
程
在
台
大
復
學
上
課
，

事
件
經
媒
體
報
導
後
，
引
起
各
界
熱
烈
討
論
，
支
持
者
和
反
對
者
都
不
在
少
數
，
而
且
情
緒
激
烈

。

簡

單
地
說
，
支
持
校
方
者
都
以
學
生
的
身
體
安
全
、
生
存
權
和
受
教
權
為
理
由
，
認
為
暨
大
師
生
應
撤
離

埔
里
在
台
大
復
學

。

而
反
對
者
則
都
從
社
區
或
社
會
的
角
度
出
發
，
認
為
暨
大
師
生
應
留
在
災
區
與
災

民
們

一
起
共
患
難
來
重
建
暨
大
，
共
建
埔
里

。

暨
大
復
學
案
所
引
發
的
公
共
論
述
是
少
見
的
，
從
報

章
、
雜
誌
、
電
視
、
廣
播
等
各
種
媒
體
的
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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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
報
導
，
到
總
統
府
、
監
察
院
、
立
法
院
暨
民
間
各
種
意
見
發
表
或
叩
應
等
，
再
再
顯
示
社
會
對
這

一

事
件
看
法
的
分
歧
和
對
立
，
幾
乎
已
達
黑
白
分
明
，
不
能
妥
協
的
程
度

。

其
實
，
這
一
事
件
所
凸
顯
的

對
立
和
緊
張
，
正
反
映
出
當
前
西
方
哲
學
最
重
要
的
論
辯
，
也
就
是
所
謂

「
自
由
主
義
」
與

「
社
群
主

義
」
的
爭
論
。

自
由
主
義
者
主
張
從
個
人
的
「
權
利
」
出
發
，
而
社
群
主
義
者
則
主
張
從
社
會
集
體
的

「
共
善
」
切
入
，
兩
個
陣

營
的
爭
執
已
達
十
數
年
之
久
，
迄
今
尚
無
具
說
服
力
的
理
論
整
合
，
也
可
見

這
一
問
題
的
尖
銳
和
複
雜

。

從
這
個
角
度
來
看
，
暨
大
復
學
案
所
引
發
的
對
立
和
張
力
也
就
不
難
理
解

了
。

但
是
，
自
由
主
義
和
社
群
主
義
真
的
那
麼
兩
不
相
容
嗎
?
在
理
論
層
次
上
，
這
個
問
題
真
的
很
難

解
決
，
但
是
我
們
有
沒
有
可
能
在
實
務
或
操
作
的
層
次
嘗
試
來
整
合
兩
種
對

立
的
看
法
呢
?
本
文
的
目

的
就
在
嘗
試
透
過
暨
大
復
學
案
的
討
論
，
提
出

一
些
較
具
可
行
性
的
主
張
，
讓

「
個
人
權
利
」
和
「
社

會
共
善
」
同
時
能
獲
得
合
理
的
照
應
和
保
障

。

這
種
思
維
方
式
或
可
彌
補
社
群
主
義
者
對
當
事
人
權
利

面
向
的
輕
忽
。

本
人
認
為
，
這
種
對
個
人
權
利
的
忽
視
正
是
社
群
主
義
者
的
致
命
所
在
，
也
正
是
台
灣

當
前
「
社
區
運
動
」
之
所
以
碰
到
瓶
頸
的
重
要
因
素
之

一
。
其
實
，
本
人
寫
這
篇
文
章
的
最
大
目
的
，

是
希
望
透
過
這
個
案
例
的
分
析
能
對
當
前
台
灣
社
區
運
動
提
出

一
些
思
考
和
反
省
，
這
或
許
對
未
來

「
社
區
運
動
」
的
推
展
有
些
許
助
益

。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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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灣
大
約

一
九
八
0
年
代
末
期
，
各
種
地
方
性
的
文
化
基
金
會
或
文
史
社
團
相
繼
成
立
，
展
開
對

地
方
的
文
史
調
查
或
舉
辦
各
種
藝
文
展
演

。
一
九
九
五
年
開
始
，
國
家
力

量
更
透
過
文
建
會
開
始
在
地

方
進
行
「
社
區
總
體
營
造
于
儘
管
這
是
國
家
主
導
的
社
區
運
動
，
但
各
地
方
社
區
文
化
工
作
者
仍
相

當
自
主
性
地
進
行
社
區
紮
根
工
作
，
我
們
可
以
說
，
這
是
台
灣
民
間
社
會
有
史
以
來
第
一
次
草
根
性
的

自
我
組
織
和
自
我
管
理
工
作
，
對
台
灣
社
會
基
本
體
質
的
改
變
以
及
基
礎
民
主
工
程
的
真
立
，
將
會
發

生
深
遠
的
影
響
。

但
弔
詭
的
是
，
這
項
工
作
持
續
了
數
年
之
後
，
除
了
少
數
傑
出
個
案
外
，
效
果
並
不

顯
著
，
很
多
由
文
化
精
英
所
領
導
的
社
區
運
動
，
都
有
式
微
的
趨
勢

。

而
且
，
在
這
次
大
地
震
中
，
各

災
區
所
呈
現
的
雜
亂
無
章
，
在
在
顯
示
社
區
營
建
的
目
標
多
未
達
成
，
社
區
文
化
工
作
者
應
該
認
真
而

嚴
肅
地
面
對
問
題
並
找

尋
出
路
。

很
明
顯
的
，
這
是

一
個
相
當
大
的
問
題
，
本
人
不
想
在
這
篇
短
文
中
對
這
個
問
題
做
全
面
性
的
分

析
，
這
裡
我
只
想
提
出

一
個
和
本
文
脈
絡
相
關
的
切
入
點
，
就
是
個
人
的
權
利
或
利
益
的
問
題
，
以
及

其
和
社
會
共
善
的
關
係

o

在
我
所
知
道
的
很
多
社
區
個
案
中
，
如
社
區
街
道
的
美
化
工
程
或
古
蹟
保
存

等
，
社
區
文
化
工
作
者
對
民
眾
個
人
的
利
益
問
題
都
不
太
重
視
，
在
推
動
公
共
事
務
的
過
程
當
中
，
往

往
期
待
民
眾
犧
牲
個
人
利
益
來
共
謀
社
會
公
共
利
益

。

但
是
，
人
畢
竟
是
自
我
中
心
的
，
當
這
個
所
謂

的

「
公
共
利
益
」
並
不
是
由
民
眾
自
己
的
利
益
延
伸
轉
化
，
而
是
由
上
而
下
加
諸
在
民
眾
身
上
，
這
就



很
難
期
待
民
眾
們
犧
牲
自
己
的
利
益
而
共
謀
公
利
了

。
這
次
社
會
對
暨
大
復
校
案
的
指
責
，
正
反
映
了

這
種
社
區
主
義
典
型
的
思
維
邏
輯
，
也
就
難
怪
多
數
暨
大
學
生
和
他
們
的
家
長
至
今
仍
然
堅
持
在
台
大

復
學
的
決
議
了
。

其
實
，
從
學
生
當
事
人
來
看
，
大
地
震
之
後
，
兵
荒
馬
亂
，
驚
魂
未
定
，
「
求
生
」

或
「
求
安
全
」
成
為
人
類
最
本
能
的
反
應
，
就
像
正
在
溺
水
中
的
受
難
者

一
樣
。

在
這
種
情
況
下
，
我

們
又
怎
忍
心
要
求
這
些
受
難
者
犧
牲
自
己
而
為
社
區
奉
獻
呢
?
因
此
，
從
生
存
權
的
角
度
來
看
，
撤
校

的
決
定
是
不
應
被
否
定
的
。

這
裡
我
特
別
要
指
出
的
是
，
替
一
大
從
撤
校
到
台
大
復
課
的
過
程
，
是
以
「
權
利
于
而
不
是
以

「
利
益
」
為
論
述
主
軸
的
。
在
一
般
的
社
區
運
動
過
程
中
，
台
灣
基
層
民
眾
的
論
述
基
本
上
是
以
利

益
，
而
不
是
以
權
利
為
訴
求

。

相
對
於
利
益
而
言
，
權
利
有
較
高
的
普
同
性
，
它
雖
然
也
和
利
益

一

樣
，
植
基
於
個
人
需
求
上
面

。

但
因
為
每
個
人
的
權
利
都
是
以
法
律
為
共
同
架
構
，
因
此
權
利
主
體
與

權
利
主
體
之
間
是
可
以
比
較
，
甚
至
可
以
溝
通
、
對
話

。

關
如
說
，
當
有
人
援
引
「
人
權
」
或
「
公
民

權
」
來
保
護
自
己
的
利
益
時
，
也
需
同
時
承
認
，
人
權
或
公
民
權
也
存
在
於
其
他
權
利
主
體
身
上

。

換

句
話
說
，
這
種
被
權
利
轉
化
過
的
利
益
，
其
實
已
涵
蘊
了
寬
容

、

諒
解
和
溝
通
的
可
能
性
，
社
會
集
體

的
共
善
因
此
是
比
較
有
可
能
達
成
的

。

相
反
的
，
利
益
則
純
屬
私
人
範
疇
，
每
個
人
的
利
益
都
不

一

樣
，
也
很
難
比
較
，
它
沒
有
權
利
背
後
涵
蘊
的
共
通
語
言
為
基
礎
，
所
以
是
很
難
彼
此
溝
通
的

。

在
這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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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
情
況
下
，
社
區
主
義
者
想
嘗
試
用
社
會
集
體
的
共
善
來
聯
結
個
人
不
相
容
的
利
益
屬
性
時
，
註
定
會

遭
到
不
能
解
決
的
困
難
，
我
想
這
是
當
前
很
多
社
區
公
共
事
務
無
法
推
進
，
乃
至
於
社
區
工
作
者
因
而

氣
餒
甚
至
退
出
戰
場
的
重
要
因
素
所
在

。

因
此
，
這
次
暨
大
以
權
利
為
論
述
基
軸
，
轉
化
傳
統
民
間
社
會
的
論
述
基
調
，
對
文
化
轉
化
以
至

於
社
會
集
體
共
善
的
達
成
，
其
實
是
有
進
步
因
子
涵
蘊
其
中
的
，
對
傳
統
民
間
論
述
的
方
向
也
具
有
正

面
的
轉
換
價
值
。

但
不
幸
的
是
，
暨
大
並
沒
有
在
權
利
論
述
之
後
，
努
力
將
權
利
的
內
涵
延
伸
或
轉

化
，
進
而
嘗
試
與
社
區
或
社
會
集
體
的
共
善
相
聯
結
，
而
犯
下
了
「
自
由
主
義

」
者
最
為
社
群
主
義
所

攻
詰
的
毛
病

。
這
裡
所
謂
權
利
的
延
伸
或
轉
化
，
如
果
以
「
受
教
權

」
為
例
來
說
，
在
台
大
復
學
受
常

規
教
育
固
然
是
每
位
大
學
生
都
有
的
權
利
，
而
回
到
暨
南
，
環
境
必
然
惡
劣
，
但
正
因
如
此
，
學
生
更

可
能
學
習
到
常
規
教
育
下
所
無
法
學
習
到
的
生
命
經
驗
，
如
堅
毅
刻
苦
，
互
助
合
作
，
樂
觀
積
極
等
，

這
些
德
性
的
培
養
，
可
能
會
比
正
規
教
育
中
所
學
到
的
東
西
更
寶
貴
，
也
可
能
變
成
未
來
暨
大
師
生
的

光
榮
傳
統
和
不
可
磨
滅
的
歷
史
記
憶

。

尤
其
，
整
個
重
建
的
過
程
如
果
再
和
社
區
重
建
或
整
個
災
區
重

建
相
聯
結
，
學
生
們
的
視
野
和
胸
襟
更
可
因
此
大
為
開
展
，
這
是
其
他
空
間
或
時
間
所
無
法
提
供
的

。

在
這
個
意
義
下
，

-
AX教
權
不
只
是

一
個
個
人
的
權
利
範
疇
，
它
更
延
伸
而
與
社
區
結
合
，
甚
至
轉
化
成

社
會
集
體
的
共
善
。

其
他
如
「
安
全
」
或
「
生
存
」
的
權
利
等
，
也
都
能
做
適
度
的
引
伸
和
轉
化
，
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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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
與
社
會
集
體
的
生
存
或
安
全
相
聯
結
，
讓
權
利
與
共
善
共
存
並
行
，
同
時
完
成

。

當
然
，
從
個
人
權
利
到
社
會
共
善
絕
對
不
是

一
條
簡
單
的
道
路
，
它
充
滿
各
種
障
礙
和
關
卡
，
甚

至
讓
人
永
遠
無
法
從
權
利
的
此
端
到
達
共
善
的
彼
端

。

但
是
，
這
種
可
能
性
是
絕
對
存
在
的
，
任
何
人

都
不
應
該
放
棄
希
望
或
不
做
任
何
嘗
試

。

但
如
何
嘗
試
呢
?
自
由
主
義
者
往
往
滿
足
於
保
留
在
權
利
的

此
端
，
而
社
權
主
義
者
又
往
往
不
顧
個
人
權
利
的
感
受
而
直
接
把
社
會
的
共
善
理
想
強
加
身
上
，
這
兩

種
情
形
都
發
生
在
這
次
暨
大
事
件
中
，
也
是
目
前
雙
方
仍
然
僵
持
不
下
的
原
因
所
在

。

因
此
，
如
果
時

間
可
以
回
轉
的
話
，
既
旦
大
師
生
應
該
在
撤
出
災
區
，
但
情
緒
安
全
之
後
，
舉
行
從
各
系
到
全
校
性
的
集

體
論
述
，
讓
師
生
個
人
的
基
本
權
利
，
以
及
權
利
延
伸
或
轉
化
後
的
社
會
共
善
都
能
同
時
在
討
論
會
場

上
激
盪
、
溝
通

。

最
後
，
「
共
識
」
不
見
得
能
達
成
，
但
如
果
大
多
數
人
都
要
留
在
災
區
重
建
的
話
，

那
校
方
就
應
該
留
在
災
區

。

如
果
大
多
數
學
生
贊
成
暫
時
在
外
地
復
課
，
那
麼
，
社
區
主
義
者
不
可
以

堅
持
，
更
不
應
該
責
罵

。

在
這
種
情
況
下
，
社
區
主
義
者
要
問
的
問
題
是

.. 
w為
什
麼
這
些
大
學
生
沒
有

共
善
的
理
想
主
義
色
彩
呢
?
在
具
體
行
動
上
，
社
區
主
義
者
要
回
應
的
應
該
是
如
何
透
過
更
根
本
的
教

育
過
程
來
激
發
學
生
的
共
善
理
想
，
讓
他
們
在
主
張
自
己
的
權
利
的
同
時
，
也
開
始
能
思
考
權
利
對
個

人
的
意
涵
以
及
權
利
和
社
會
的
關
係
'
這
種
基
礎
的
紮
根
努
力
遠
比
責
罵
學
生
幼
稚
或
無
情
來
得
重
要

而
有
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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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裡
，
我
要
特
別
強
調
的
是
，
社
區
的
「
公
利

」
與
社
會
的

「
共
善
」
並
不

一
樣
。

在
暨
大
案
的

過
程
中
，
我
們
還
沒
有
足
夠
的
發
展
來
說
明
這
個
區
別
，
但
在
當
前
的
社
區
運
動
中
，
社
區
主
義
者
往

往
以
其
特
定
的
社
區
利
益
為
最
終
或
唯

一
的
目
標
，
而
對
其
他
社
區
的
利
益
或
大
社
會
的
集
體
利
益
則

多
予
漠
視
，
因
此
造
成
社
區
利
益
與
社
會
利
益
的
衝
突
，
這
種
情
況
，
社
區
所
追
求
的
並
不
是

「
共

善
于
而
是
「
公
利
」

。

所
謂
公
利
，
是
指
某
特
定
社
群
的
集
體
利
益
，
而
且
，
這
種
集
體
利
益
是
建
立

在
外
面
大
社
會
或
其
他
社
區
的
「
損
失
」
上
的
，
因
此
，
它
是

一
種
公

「
利
」
。

換
句
話
說
，
社
區
運

動
者
只
以

一
己
的
社
區
為
思
考
對
象
和
範
疇
，
完
全
不
顧
社
區
運
動
中
的

「
外
部
性
」
，
也
因
此
產
生

對
其
他
社
區
的
競
爭
、
排
擠
、
對
立
，
甚
至
破
壞
等
，
這
種
社
區

主
義
其
實
是

很
地
方
性
的
社
區
主

義
，
和
以
前
封
建
社
會
下
的
領
主
爭
戰
又
有
何
差
別
呢
?
以
這
次
災
區
重
建
為
例
，
很
多
明
星
災
區

(
如
埔
里
、
集
集
、
東
勢

)
的
社
區
工
作
者
，
都
只
著
眼
於
自
己
特
定
的
社
區
範
圈
，
甚
至
只
針
對
幾

條
主
要
街
道
，
面
對
周
圍
廣
大
農
村
地
區
或
附
近
的
原
住
民
部
落
，
都
沒
有
列
入
重
建
的
規
劃
範
圈
，

這
種
重
建
方
式
勢
必
造
成
重
建
資
源
的
扭
曲
分
配
，
形
成
富
者
愈
富
，
貧
者
愈
貧

。

雖
然
社
區
工
作
者

並
沒
有
刻
意
要
破
壞
其
他
社
區
，
但
因
為
資
源
的
有
限
和
擠
壓
效
果
，
無
意
中
就
造
成
對
其

他
社
區
的

損
害
，
這
是
社
區

「
公
利
」
與
社
會

「
共
善
」
不
能
相
容
的
典
型
例
子

。

因
此
，
就
像
以
上
我
們
對
以

權
利
為
中
心
的
自
由

主
義
的
建
言
一
樣
，
社
區
主
義
者
應
該
努
力
用
更
寬
宏
的
眼
光
和
胸
襟
去
嘗
試
把



一
特
定
社
區
的
「
公
利

」
與
其
他
社
區
或
大
社
會
的
集
體

「
共
善
」
相
聯
結
，
這
樣
社
區
主
義
才
可
望

避
免
落
入
以
前
封
建

主
義
的
問
題
之
中
。

而
這
種
轉
折
或
延
伸
的
可
能
性
，
如
上
所
述
，
和
我
們
有
無

能
力
把
傳
統
的

「
利
益
」
論
述
轉
換
成

「
權
利
」
論
述
是
息
息
相
關
的

。

當
大
家
仍
停
留
在
「
利
益
」

論
述
的
階
段
時
，
延
伸
或
轉
化
的

工
作
是
絕
不
可
能
達
成
的

。

最
後
，
容
我
要
再
次
強
調
，
不
管
從
個
人
權
利
或
社
區
公
利
延
伸
到
社
會
共
善
，
在
在
需
要
當
事

人
的
溝
通
、
討
論
和
詮
釋
，
任
何
由
上
而
下
的

「
強
加
于

都
將
造
成
兩
敗
俱
傷
，
案
死
腹
中
的
結

局
，
因
此
，
我
們
社
會
應
該
開
始
學
會
如
何
集
結

一
群
不
同
意
見
的
人
進
行
溝
通
和
討
論
，
我
想
這
是

邁
向
公
民
社
會
的
第

一
步
，
其
中
很
多
需
要
我
們
慢
慢
學
習
和
改
正
，
不
可
能

一
蹦
可
幾
的
。

但
這
裡

我
要
特
別
指
出
的
是
，
任
何
有
效
的
溝
通
是
要
以
愛
和
寬
容
為
基
礎
的
，
如
何
讓
大
家
在
更
相
互
諒

解
，
相
互
信
任
的
前
提
下
開
始
討
論
，
是
溝
通
成
敗
的
關
鍵
所
在

。

以
這
次
質
大
案
為
例
，
大
地
震
的

發
生
雖
不
是
第

一
次
，
但
以
前
的
大
地
震
都
發
生
在
農
業
時
代
，
狀
況
相
對
單
純
，
這
次
的
大
地
震
則

是
台
灣
進
入
工
業
社
會
後
的
第

一
次
，
其
狀
況
的
複
雜
程
度
，
都
遠
遠
超
出
我
們
的
經
驗
和
想
像
之

外
，
因
此
，
從
某
個
角
度
來
看
，
暨
大
案
暨
整
個
救
災
重
建
的
複
雜
和
混
亂
，
都
與
我
們
缺
乏
這
方
面

的
經
驗
有
關
，
也
因
此
，
每
個
人
能
看
到
的
和
能
想
到
的
可
能
都
是
局
部
而
片
面
的
，
在
這
種
情
況

下
，
我
們
更
應
該
瞭
解
到
自
己
的
不
足
，
也
寬
容
他
人
的
片
面
，
在
相
互
了
解
信
任
的
基
礎
上
對
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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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
長
補
短
。

其
實
，
任
何
人
的
視
野
可

5
8
)

，
都
不
可
能

一
目
千
且
，
而
必
需
在
很
多
人
不
斷
的

討
論
添
補
和
修
正
之
後
，
人
才
能
真
正
視
野
開
闊
，
胸
襟
宏
偉

。

因
此
，
寬
容
、
溝
通
、
信
任
和
諒
解

才
是
民
主
的
前
提
，
立
委
式
的
護
罵
，
理
想
主
義
者
的
責
備
，
或
權
利
中
心
主
義
的
罷
課
威
脅
，
都
與

事
無
補
。

希
望
暨
大
事
件
的
辯
論
過
程
成
為
自
由
主
義
者
、
社
區
主
義
的
共
同
殷
鑑
'
也
期
待

一
個
誠

懇
而
完
整
的
溝
通
能
在
不
久
的
將
來
出
現
，
把
台
灣
帶
進
真
正
的
公
民
社
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