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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
秋
坤

讀
完
李
丁
讚
教
授
的
文
章
，
個
人
深
感
同
情

。

李
教
授
基
本
上
站
在
協
調
的
立
場
，
試
圖
化
解
暨

南
大
學
因
地
震
災
害
而
遷
校
所
引
起
的
糾
紛

。
為
了
陳
述
他
的
論
點
，
李
教
授
分
別
就

「
個
人
權
利
」

(
受
教
權
、

生
存
權
)
、

「
社
區
共
利
」
和
「
社
會
共
善
」
等
三
個
不
同
層
次
的

「
權
利
」
概
念
，
進
行

分
析
。
他
承
認
，
在
理
論
層
面
，
這

三
種
概
念
確
實
很
難
調
和

。

不
過
，
他
相
信
，
透
過
溝
通
和
諒
解

的
途
徑
，
這
三
種
看
似
衝
突
而
不
同
的
概
念
，
其
實
有
可
能
同
時
獲
得
合
理
的
照
應

。

簡
單
說
來
，
李
教
授
認
為
，
暨
大
師
生
，
尤
其
是
主
持
校
務
的
行
政
主
管
，
應
該
在
遷
校
復
學
之

前
，
先
行
進
行
全
校
性
的
集
體
論
述
，
然
後
達
成
是
否
遷
校
的
「
共
識

」
。
反
過
來
說
，
埔
里
社
區
人

士
不
應
利
用
單
純
的
「
社
群
主
義
」
(
公
共
利
益
)
的
概
念
，
批
判
學
生
只
為
保
障
「
個
人
利
益
」
(
受

教
權
)
而
輕
率
逃
離
災
區

。
李
教
授
建
議
埔
里
社
區
人
士
，
應
該
以

「
寬
宏
的
胸
襟
」
'
諒
解
暨
大
師



生
的
決
定

。

如
果
暨
大
師
生
不
願
留
在
埔
里
災
區
，
社
區
人
士
可
能
需
要
透
過
「
更
根
本
的
教
育
過

程
」
'
激
發
學
生
的
共
善
理
想
，
而
不
是

一
昧
的
批
判
和
討
伐
。

我
個
人
猜
測
，
李
教
授
所
謂

「
更
根
本
的
教
育
過
程

」
，
可
能
即
是
本
文

一
再
強
調
的
，
教
導
學

生
將
個
人
權
利
「
轉
化
」
為
社
會
集
體
的
「
共
善
」

。

也
就
是
說
，
學
生
在
論
述
是
否
撤
校
的
過
程

裡
'
應
該
同
時
考
慮
個
人
權
利
和
社
區
共
同
利
益
的
問
題

。

然
而
，
這
種
再
教
育
，
顯
然
不
是
社
區
人

士
所
能
強
加
在
學
生
身
上

。

為
此
，
李
教
授
只
能
低
調
地
，
像
宣
教
師
那
般
，
建
議
雙
方
，
以
愛
和
寬

容
，
尋
求
溝
通
的
可
能
性

。

我
不
知
道
，
如
果
李
家
同
校
長
採
納
李
教
授
的
建
議
，
今
天
是
否
仍
需
以
辭
職
舉
動
，
來
化
解
社

區
人
士
的
嚴
厲
批
判

。

從
事
後
的
發
展
看
來
，
暨
南
大
學
當
初
決
定
遷
校
，
可
能
純
粹
是

「
求
生
存
」

或

「
求
安
全
」
的
本
能
反
應
，
也
可
能
是
李
校
長

一
時
的
判
斷

。
暨
大
師
生
大
概
沒
有
料
到
，
這
麼
單

純
的
考
量
，
會
引
起
劇
烈
的
反
擊

。

其
實
，
我
們
都
知
道
，
有
不
少
中
小
學
生
業
已
在
災
後
遷
移
災

區
，
轉
移
台
北
等
地
就
讀

。

輿
論
上
，
好
像
也
沒
人
批
評
這
些
學
生
遷
地
就
讀
的
決
定
。

根
據
個
人
的
了
解
，
埔
里
社
區
人
士
早
在
震
災
之
前
，
即
對
暨
大
的
存
在
及
其
意
義
，
抱
持
相
當

的
偏
見
。

從
暨
大
設
置
以
來
，
地
方
人
士
便
對
校
名
相
當
反
感

。

為
何
在
埔
里
建
校
，
卻
起
了

一
個
跟

當
地
人
文
歷
史
毫
無
相
關
的
校
名
?
其
次
，
歷
任
校
務
主
管
並
不
曾
積
極
和
關
心
地
區
發
展
人
士
進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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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
通
、
協
調
工
作
。
在
暨
大
的
教
授
課
程
裡
'
也
未
能
凸
顯
和
地
方
人
文
歷
史
與
社
區
環
境
有
關
的
學

習
科
目
。
在
這
種
環
境
下
，
埔
里
人
原
來
認
定
地
區
大
學
能
給
中
部
近
山
地
區
帶
來
學
術
地
位
、
提
高

地
方
人
文
色
彩
，
甚
至
商
業
機
會
的
願
景
，
顯
然
落
空
。
這
是
暨
大
設
校
以
來
，
長
期
不
為
地
方
所
接

受
的
主
要
原
因
。

這
次
地
震
，
迫
使
暨
大
遷
校
教
學
，
但
也
將
長
期
以
來
雙
方
的
「
冷
淡
」
關
係
'
暴

露
在
社
會
公
議
上
頭
。
李
家
同
校
長
的
遭
遇
，
可
說
是
象
徵
性
的
結
果

。

我
認
為
，
李
丁
讚
教
授
以
個
人
「
自
由
主
義
」
和
社
區
「
公
利
主
義
」
的
衝
突
，
來
理
解
暨
南
大

學
移
地
教
學
的
爭
端
，
基
本
上
低
估
了
暨
大
和
社
區
之
間
的
矛
盾

。
李
教
授
認
為
，
社
區
人
士
批
評
師

生
選
擇
遷
移
埔
里
災
區
的
決
定
是
錯
誤
的
;
這
項
決
定
顯
示
，
暨
南
大
學
校
方
根
本
不
考
慮
社
區
的
安

危
。
李
教
授
認
為
，
這
稱
種
批
判
顯
示
，
社
區
人
士
企
圖
將
社
區
的
「
公
利
」
或
「
社
權
」
觀
念
，
強

加
到
暨
大
師
生
身
上
。
李
教
授
對
這
種
批
判
，
基
本
上
是
不
贊
成
的
，
蓋
他
認
為
暨
大
師
生
的
遷
校
決

定
是
「
人
類
面
對
災
難
之
後
，
最
本
能
的
反
應
?
不
應
被
否
認

。

不
過
，
李
教
授
也
主
張
，
暨
大
師

生
在
事
前
應
該
就
個
人
的
權
利
和
社
區
的
公
利
或
社
會
的
共
善
，
進
行
全
校
性
的
溝
通
，
並
努
力
尋
求

社
區
人
士
的
諒
解
。
然
而
，
我
懷
疑
這
些
建
議
是
否
真
能
緩
和
兩
者
之
間
的
緊
張
關
係
。

現
在
，
替
一
大
將
有

一
名
新
校
長
。
但
是
，
只
要
暨
大
的
設
校
理
念
和
行
政
策
略
保
持
不
變
，
未
來

暨
大
和
地
方
社
區
的
關
係
也
很
難
活
絡
起
來
。
這
裡
所
牽
涉
的
層
次
，
已
不
是
學
生
的
個
人
權
利
(
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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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權
、
生
存
權
)
和
社
區

「
公
共
利
益

」
的
衝
突
。

暨
大
行
政
主
管
階
層
如
果
未
能

「
就
地
生
根

」，

將
廣
大
的
埔
里
地
區
納
入
學
習
環
境
，
那
麼
，
暨
大
的
存
在
，
對
當
地
人
而

言
，
將
和
附
近
林
立
的
各

種
禪
社
寺
廟

一
樣
，
只
是
封
閉
的
、
孤

立
的
學
院
。

就
歷
史
的
角
度
看
來
，
暨
大
從
校
名
的
稱
號
到
課
程
的
設
計
，
都
可

看
到
威
嚴
體
制
的
陰
影

。

我

認
為
，
暨
大
在
未
來
復
校
的
過
程
，
應
該
努
力
朝
向
社
區
大
學
的
方
向
去
發
展

。

首
先
，
利
用
災
後
重

建
的
機
會
，
換
個
具
有
地
方
色
彩
或
歷
史
意
義
的
校
名
，
或
許
是

一
個
樹
立
自
我
風
格
校
風
的
開
始

。

其
次
，
課
程
的
設
計
應
該
真
有
包
容
地
方
環
境
和
人
文
歷
史
變
遷
的
視
野

。

至
少
，
學
校
社
團
的
主
持

人
應
該
培
養
將
埔
里
社
區
當
作
更
寬
廣
校
園
的
視
野
，
從
而
組
織
學
生
學
習
當
地
的
人
文
歷
史
，
甚
至

回
饋
地
方
的
活
動

。

我
相
信
，
透
過
這
些
社
團
和
社
區
的

互
動
，
雙
方
才
有
機
會
進

一
步
得
到
諒
解
和

寬
容
。

最
後
，
我
認
為
，
學
校
當
局
如
能
鼓
勵
師
生
在
埔
里
周
圍
置
產
、
定
居
，
培
養
社
區
意
識
，
相

信
有
助
于
緩
和
校
方
和
社
區
的
緊
張
關
係

。

除
了
暨
大
事
件
之
外
，
李
教
授
也
對
近
年
各
別
地
區
所
推
行

「
社
區
運
動
于
提
出
他
的
觀
察
，

值
得
我
們
重
視
。

李
教
授
觀
察
到
，
由
文
化
精
英
所
推
動
的
「
社
區
營
造

」
運
動
，
普
遍
顯
出
式
微
的

趨
勢
。

他
認
為
，
造
成
這
種
趨
勢
的
主
要
原
因
之

一
是
，
推
動
社
區
重
建
人
士
經
常
採
取
以
上
而
下
的

精
英
領
導
方
式
，
從
事
二
疋
範
圍
(
李
教
授
稱
為
「
封
建
領
域
性

」)
的
社
區
活
動

。
一
方
面
，
若
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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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心
社
區
發
展
人
士
所
推
展
的
街
道
、
河
堤
美
化
、
古
蹟
保
存
或
人
文
景
觀
的
記
錄
等
所
謂
「
公
共
利

益
于
經
常
因
為
未
能
照
顧
到
私
人
的
權
利
而
無
法
激
發
居
民
參
與
的
熱
情
。
另
一
方
面
，
關
心
社
區

發
展
人
士
經
常
以
固
定
的
地
域
，
作
為
活
動
範
圈
，
乃
至
形
成

二
疋
的
「
地
域
主
義
」
觀
念
。
李
教
授

建
議
從
事
社
區
人
士
，
能
夠
從
地
方
性
的
「
社
區
公
利
」
觀
念
解
放
出
來
，
轉
而
以
普
遍
大
眾
性
的

「
社
會
公
善
于
思
考
社
區
營
造
的
方
向
。
我
個
人
認
為
，
目
前
多
數
社
區
營
造
的
活
動
，
的
確
普
遍
面

臨
難
以
維
績
的
困
局

。

其
中
，
既
有
行
政
結
構
和
政
治
勢
力
相
互
干
擾
的
因
素
，
亦
有
社
區
精
英
階
層

與
居
民
的
隔
閔
問
題

。

基
本
上
，
我
認
為
李
教
授
的
建
議
方
向
是
對
的
，
社
區
人
士
應
該
從

「
封
建
領

域
式
」
的
思
維
方
式
解
放
開
來
。
但
是
，
如
何
突
破
這
些
視
野
，
轉
化
以
大
局
為
重
的
心
境
，
卻
是
相

當
困
難
的
課
題
。
李
教
授
建
議
以
愛
和
溝
通
，
進
行
協
調
。
我
個
人
認
為
，
如
能
以
地
方
自
主
的
形

式
，
進
行
社
區
再
造
，
其
實
就
是
一
個
好
的
開
端

。

目
前
社
區
運
動
形
式
，
固
然
有

一
定
缺
陷
，
但

是
，
如
果
嘉
義
新
港
和
宜
蘭
冬
山
河
的
社
區
再
造
是
範
例
的
話
，
我
們
還
是
對
社
區
建
設
保
持
相
當
的

信
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