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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本
文
集
共
收
錄
十
一
篇
論
著
，
都
是
整
整

二
十
年
前
在
宜
召
開
的

一
項
學
術

研
討
會
上
所
發
表
的
論
文
，
討
論
的
主
題
則
是

.. 

「
近
代
中
國
的
變
遷
與
發
展

:

人
文
及
社
會
科

學
的
探
索

。

」
這

一
後
來
被
稱
為
「
棲
蘭
之
會
」
的
研
討
會
，
參
與
的
學
術
界
及
輿
論
界
的
海
內

外
知
識
份

子
多
達
三

十
餘
位
，
在
當
時
實
是

一
大
盛
事
，
所
激
起
的
波
瀾
，
縱
在

二
十
年
後
的
今

日
，
仍
能
感
受
到
其
中
所
透
露
出
的
歷
史
信
息
與
意
義

。

首
先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
「
棲
蘭
之
會
」
是
台
地
民
主
政
治
發
展
過
程
中
的

一
項
標
誌

。
這
次

會
議
聚
集
了
海
內
外

二
十
多
位
中
堅
的
學
者
，
並
從
多
種
角
度
探
討

一
百
數
十
年
來
中
國
人
最
關

切
的
變
遷
與
發
展
的
問
題
，
重
點
則
放
在
民
主
的
價
值
及
運
行

。

當
時
是
一
九
八

0
年
代
的
初

期
，
執
政
當
局
正
實
施
戒
嚴
，
厲
行
威
權
統
治
，
無
論

言
論
及
集
會
的
空
間
，
皆
是
非
常
緊
縮

的
。

因
之
，
這
些
中
堅
知
識
份
子
的
相
約
聚
會
，
並
集
中
討
論
民
主
的
議
題
，
對
威
權
政
治
來

說
，
當
然
構
成
衝
擊
，
但
在
另

一
面
，
對
民
主
政
治
而
言
，
則
無
疑
地
就
是
一
種
促
動

。

「棲蘭之會」 的意義與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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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在
要
特
別
指
出
的
是
，
「
棲
蘭
之
會
」
之
所
以
能
夠
順
利
舉
辦
，
另
有
一
項
重
要
的
因

素
，
即
來
自
輿
論
界
的
知
識
精
英

|
|

《
中
國
時
報
》
的
創
辦
人
余
紀
忠
先
生
，
以
及
余
範
英
女

士
、
鄭
淑
敏
女
士
、
高
信
疆
先
生
、
彭
垂
銘
先
生
等
多
位
同
仁
的
贊
同
與
支
持

。

這
在
過
去
的
威

權
時
代
，
是
非
常
具
有
遠
見
、
膽
識
，
而
甚
為
難
能
可
貴
的

。

《
時
報
》
的
近
十
位
知
識
精
英
不

僅
參
加
各
場
研
討
會
的
討
論
，
且
在
會
議
後
以
「
挑
戰
與
突
破
」
為
主
題
，
在
台
北
安
排
數
場
專

題
演
講
會
及
座
談
會
，
將
「
棲
闌
之
會
」
的
主
要
論
點
推
向
社
會
大
眾
，
並
在
報
端
刊
載
，
廣
為

發
布
。

這
些
對
社
會
風
氣
的
提
振
及
民
主
政
治
的
倡
導
，
確
實
也
提
供
了
劃
時
代
的
貢
獻
。

其
次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
「
棲
蘭
之
會
」
在
學
術
的
探
究
上
也
極
其
時
代
的
意
義

。

現
從
十
一

篇
論
文
的
結
構
看
，
作
者
對
民
主
及
變
遷
等
問
題
的
剖
析
，
分
別
從
思
想
、
歷
史
、
文
化
、
社
會

及
行
為
等
不
同
學
科
的
角
度
及
途
徑
切
入
，
並
進
而
就
各
自
的
問
題
意
識
，
進
行
思
辨
，
發
揮
所

見
。

在
過
去
的
學
術
界
，
這
種
多
學
科
的
綜
合
討
論
是
相
當
少
見
的

。

各
篇
論
文
雖
皆
完
成
在

二

十
年
前
，
但
從
中
已
可
以
看
到
學
者
間
的
若
干
獨
特
的
觀
點
與
方
法
的
運
用

。

這
在
中
國
學
術
發

展
史
上
，
明
顯
地
標
記
著

一
個
新
階
段
的
到
臨

。

再
次
要
提
出
的
是
，
學
術
界
及
輿
論
界
的
知
識
份
子
皆
認
為
如
要
穿
越
種
種
的
迷
思
，
推
動

民
主
政
治
，
必
須
對
自
由
民
主
真
正
真
有
卓
越
貢
獻
的
人
士
加
以
肯
定
，
使
社
會
得

一
典
範
。

當

時
知
識
界
最
敬
仰
的
人
士
就
是
為
民
主
、
人
權
、
法
治
呼
號
，
數
十
年
如

一
日
的
陶
百
川
先
生

。

在
「
棲
蘭
之
會
」
的
當
年
，
陶
先
生
正
值
八
十
壽
慶
，
於
是
在
籌
開
會
議
時
，
大
家
即
決
定
將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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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
的
成
果
獻
給
陶
先
生
作
為
祝
賀
，
並
示
尊
崇

。

上
面
對
「
棲
蘭
之
會
」
的
歷
史
及
時
代
意
義
做
了

一
些
簡
約
的
說
明
，
但
這
樣
性
質
的
聚

會
，
在
當
時
的
威
權
統
治
下
，
又
是
怎
樣
加
以
籌
劃
及
召
開
的
呢
?
這

一
過
程
也
紀
錄
著
學
術
界

及
輿
論
界
知
識
份

子
相
互
合
作
及
共
同
努
力
的
良
好
範
例
，
很
值
得

了
起
。

但
時
隔

二
十
年
，
當

時
的
情
景
在
記
憶
上
已
不
甚
清
晰
，
好
在
《
中
國
時
報
》
及
《
時
報
雜
誌
》
留
下
了

一
些
報
導
及

照
片
。

看
到
這
些
資
料
頗
能
引
發

一
些
回
思
，
而
可
對
過
去
的
經
過
作
些
追
溯
及
記
述

。

大
致
說
來
，
在

一
九
七
0
年
代
的
末
期
，
台
地
連
續
發
生
兩
件
重
大
的
政
治
衝
突

:

中
壢
事

件

三

九
七
七
)
及
高
雄
事
件

三

九
七
九

)
。
風
暴
過
後
，
社
會
氣
壓
變
得
異
常
低
沉

。

國
內

一
些
關
心
國
是
及
倡
導
民
主
的
學
者
頗
擔
憂
國
家
與
民
族
發
展
的
前
途
，
曾
嘗
試
從
個
別
事
件
的

檢
討
，
延
展
到
總
體
歷
史
及
文
化
的
探
究
，
也
就
是
須
在
宏
觀
的
觀
察
中
追
尋
問
題
的
根
本

。

這

樣
的
嘗
試
當
然
需
要
人
文
及
社
會
科
學
的
學
者
共
同
參
加

。

大
概
在

一
九
八

一
年
的
中
期
，
時
機

逐
漸
許
可
，
大
家
就
開
始
商
量
如
何
聯
絡
海
內
外
具
共
同
關
懷
的
學
者
召
開

一
項
學
術
研
討
會

。

現
據
《
時
報
雜
誌
》
的
記
載
(

一
三
九
期
二
九
八

二
年
八
月

一
日
)
.. 

「
在
去
年

一
次
偶
然
的

聚
會
中
，
國
內
數
位
學
者
談
到
有
關
中
國
近
代
史
時
，

...... 

他
們
認
為
自

一
八
四
0
年
以
來
，
中

國
社
會
遭
遇
五
千
年
來
未
有
之
變
局

。

在
這
個
變
局
裡
'
西
洋
文
化
與
傳
統
文
化
交
互
激
盪
衝
擊

整
個
社
會
結
構
和
文
化
，
從
解
組
到
重
組
，
歷
經
艱
難
複
雜
的
路
途
。
其
中
也
反
映
了
許
多
值
得

今
天
思
考
、
反
省
的
問
題
，
俾
作
為
我
國
未
來
發
展
的
經
驗
與
教
訓

。

基
於
此
種
認
識
及
知
識
份

011 ﹒前言



子
的
使
命
感
，
乃
共
同
提
議
舉
辦
一
項
研
討
會
，

...... 

做

一
次
有
計
畫
、
有
系
統
的
討
論

。

他
們

認
為
，
今
天
在
台
灣
的
知
識
份
子
，
尤
應
對
此
作
為
扮
演

一
個
積
極
參
與
的
角
色
，
擴
大
個
人
的

影
響
力
，
以
對
未
來
中
國
的
發
展
做
出
更
大
的
貢
獻

。

」
《
時
報
雜
誌
》
的
記
載
，
可
說
相
當
真

實
。
但
所
稱
的

「
偶
然
」
聚
會
，
或
者
不
盡
偶
然
，
因
國
內
的
數
位
學
者

早
先
已
對
研
討
會
的
舉

辦
具
有
共
識
，
且
決
定
商
請
《
中
國
時
報
》
的
同
仁
參
與
意
見
，
共
同
籌
劃

。

《
中
國
時
報
》
的
創
辦
人
余
紀
忠
先
生
遭
逢
國
家
的
鉅
變
，
播
遷
來
台
後
，
痛
定
思
痛
，
決

心
以
知
識
份
子
的
良
知
與
情
操
辦
報
，
希
望
對
世
道
、
人
心
及
國
家
發
展
的
方
向
提
供
建
言
，
有

所
匡
補

。

所
以
《
中
國
時
報
》

一
向
重
視
知
識
份
子
的
意
見
，
也
普
遍
受
到
知
識
份
子
的
尊
重

。

國
內
的
數
位
學
者
，
決
定
商
請
《
中
國
時
報
》
共
同
籌
劃
研
討
會
，
乃
先
與
《
時
報
》
的
數
位
同

仁
余
範
英
女
士
、
鄭
淑
敏
女
士
、
高
信
疆
先
生
及
彭
垂
銘
先
生
初
步
交
換
意
見
，
再
訪
暗
余
先
生

商
討
，
立
即
獲
得
余
先
生
及
《
時
報
》
同
仁
的
全
力
支
持

。

余
先
生
同
意
由
《
中
國
時
報
》
出
面

主
辦
，
負
擔
一
切
費
用
，
並
承
辦
全
部
會
務
。
余
先
生
一
向
敬
仰
陶
百

川
先
生
，
所
以
也
十
分
同

意
將
研
討
會
的
論
文
編

印
成
集
，
呈
獻
給
陶
先
生
作
為

八
十
壽
慶
的
祝
賀
。
研
討
會
的
召
開
一
經

底
定
，
國
內
的
數
位
學
者
即
與
《
時
報
》
同
仁
商
定
擬
邀
請
撰
寫
論
文
的
海
內
外
學
者
人
選
，
並

為
祝
賀
陶
先
生
事
，
先
發
致
一
信
，
時
在
一
九
八
一
年
的
十
二
月
四
日
。
在
這
一
信
中
特
別
強
調

陶
先
生
的
德
操
與
高
風

.. 

「
近
百
年
來
，
我
們
中
國

人
置
身
在
一
個
歷
史
的
大
變
局
中

，
不
僅
人

人
的
眼
前
時
湧
迷
途
的
濛
霧
，
耳
鼓

也
時
間
苦
怨
的
悲
鳴
，
而

百
川
先

生
則
以
高
瞻
遠
大

近代中國的變遷與發展 i 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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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
，
濟
世
愛
人
的
大
仁
，
堅
定
無
懼
的
大
勇
，
數
十
年
來
不
斷
為
中
國
的
民
主
、
人
權
、
法
治
獻

身
呼
號

。

他
的
熱
心
與
耿
直
，
他
的
誠
篤
與
勤
奮
，
他
的
淡
泊
與
樸
實
，

他
的
謙
沖
與
和
藹
，
更

為
中
國
社
會
樹
立
了
現
代
知
識
份
子
的
風
範

。

我
們
敬
愛
他
，
社
會
敬
愛
他
，
當
他
歷
盡
風
霜
，

奮
門
不
懈
到
八
十
大
壽
時
，
我
們
更
要
慶
賀
他
，
祝
福
他

。

我
們
真
體
的
方
式
是

.. 

編
印

一
本
論

文
集
，
作
為
獻
禮
。
」
受
邀
的
學
者
皆
熱
烈
地
表
示
贊
可
，
並
向
陶
先
生
祝
賀

。

其
後

，
學
者
與

《時
報
》
同
仁
經
多
次

協
商
，
決
定
在

一
九
八
二
年

的
七
月

二
十
八
、

二
十

九
及

三
十
日

一
連
三
天
在
宜
蘭
的
棲
蘭
山
莊
召
開
學
術
研
討
會
，
主
題
即
前
述
的

.. 

「
近
代
中
國

的
變
遷
與
發
展
:
人
文
及
社
會
科
學
的
探
索

。

」
研
討
會
後
再
在
台
北
舉
辦
數
場
公
開
性
的
學
術

演
講
會
與
座
談
會
，
主
題
是

.. 

「
挑
戰
與
突
破
」
。

現
將
撰
寫
論
文
的
學
者
、
論
文
題
目
及
評
論

的
學
者
，
列
於
後

.. 

(
按
研
討
會
場
次
序
)
。

013 • 前言

一
、
劉
述
先
教
授
.. 

〈從
民
本
到
民
主

〉
。
評
論
.. 

張
瀨
教
授

。

二
、

林
毓
生
教
授

.. 

〈論
自
由
與
權
威
的
關
係
〉

。

評
論
:

金
耀
基
教
授

。

三

、
張
顯
教
授
.. 

〈幽
暗
意
識
與
民

主
傳
統
〉
。
評
論
:
葉
啟
政
教
授

。

四
、
余
英
時
教
授

.. 

〈
意
識
形
態
與
中
國
近
代
思
想
史

〉
。
評
論
:

劉
述
先
教
授

。

五
、
金
耀
基
教
授

.. 

〈中
國
民
主
政
治
之
建
構

〉
。
評
論
，
張
忠
棟
教
授

。

六

、
張
玉
法
教
授
.. 

〈近
代
中
國
民

主
政
治
的
演
變

了

評
論
.. 

呂
亞
力
教
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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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
葉
啟
政
教
授

.. 

〈理
論
和
實
踐
的
搓
揉

論
.. 
林
毓
生
教
授

。

八
、
張
忠
棟
教
授

.. 

〈中
山
先
生
的
民
生
主
義
與
美
國
的
進
步
主
義

〉
。
評
論
:
余
英
時
教

關
於
知
識
份
子
的
社
會
理
論
雛
形

〉
o

評

授

九
、
楊
國
樞
教
授

.. 

〈中
國
大
學
生
價
值
取
向
及
其
變
遷
〉
(
與
張
分
磊
合
寫
了
評
論

.. 

文

崇

一
教
授
。

十
、
李
亦
園
教
授

.. 

〈近
代
中
國
家
庭
的
變
遷
〉

。

評
論
.. 
陳
其
南
教
授

。

十
一
、
胡
佛
教
授

.. 

〈政
見
取
向
的
選
民
〉

。

評
論
:
塵
海
源
教
授

。

參
與
討
論
的
還
有
韋
政
通
、
李
鴻
禧
、
黃
榮
村
、

王
汎
森
、
游
盈
隆
等
教
授
及
學
者
，
以
及

《
時
報
》
的
諸
位
同
仁

。

許
悼
雲
教
授
因
事
未
能
出
席
研
討
會
，
但
參
加
會
後
的
「
挑
戰
與
突
破
」

演
講
會
系
列
，
主
講

一
個
專
題

。

「
挑
戰
與
突
破
」
演
講
會
系
列
共
策
劃
六
場
專
題
演
講
，
分
別
於

一
九
八

二
年
的
八
月

一
日

至
七
日
在
台
北
舉
行
，
場
地
為
師
範
大
學
演
講
廳
及
空
軍
活
動
中
心
介
壽
堂

。

主
講
人
為
海
外
歸

國
的
六
位
學
者

。

余
英
時
、
林
毓
生
、
劉
述
先
、
金
耀
基
、
張
顯
等
五
位
教
授
所
主
講
的
主
要
為

研
討
會
所
發
表
的
論
文

。

許
悼
雲
教
授
的
講
題
則
為
〈
現
代
以
後
〉

0

「
挑
戰
與
突
破

L

的
另

一
場
公
開
的
座
談
會
，
最
後
在

一
九
八

二
年
的
八
月
十
七
日
於
台
北



的
空
軍
活
動
中
心
介

壽
堂
舉
行
，
由
國
內
的

六
位
學
者

主
講

。
主
講
人
及
講
題
分
別
是

.. 

一
、
楊
國
樞
教
授
:

〈現
代
化
的
進
展

〉
0

二
、
李
亦
園
教
授
.. 

〈社
會
文
化
的
衝
擊

〉
0

三

、
文
崇

一
教
授
.. 

〈價
值
觀
念
的
轉
變

了

四
、
張
忠
棟
教
授

.. 

〈政
治
發
展
的
方
向

〉
。

五
、
葉
啟
政
教
授

.. 

〈知
識
份
子
的
責
任

〉
。

六

、
胡
佛
教
授
.. 

〈結
語
.. 

挑
戰
與
突
破

了

「棲蘭之會」的意義與經過

從
上
面
的
說
明
可
知
，
「
會
」
由
首
場
的
主
題
研
討
會
，
直
到

「
挑
戰
與
突
破
」
的

座
談
結
語
為
止
，
共
舉
辦

二
十

一
次
論
文
討
論
與
專
題
演
講
，
計
歷
時

二
十
天
。

在
過
程
上
，
先

經
學
者
之
間
的
討
論
，
再
由
演
講
會
擴
展
到
社
會
的
參
與
及
討
論
，
最
後
在
座
談
會
上
則
將
主
題

意
識
與
現
實
的
挑
戰
加
以
結
合
，
提
出
積
極
性
的
看
法
，
指
向
突
破
，
而
訴
求
社
會
的
呼
應
與
改

革
。

如
此
長
時
間
的
知
識
活
動
，
如
此
誠
摯
而
濃
厚
的
人
文
關
懷
，
應
可
呈
現
出
當
時
知
識
份
子

的
價
值
觀
及
努
力
的
方
向

。

二
十
年
的
時
光
二
晃
即
過
，
回
思
當
年
會
議
的
情
景
，
不
禁
有
許
多
感
懷

。
《
時
報

》
同

仁
與
學
者
選
擇
莊
開
會
，
不
僅
因
山
莊
地
處
山
奧
'
景
色
秀
麗
，
且
可
避
開
塵
囂
，
不

015 • 前言



近代中國的變遷與發展 1 016

受
外
界
滋
擾
，
而
讓
大
家
能
集
中
心
思
開
會

。

但
在
七
月

二
十
八
日
抵
達
後
，
颱
風
即
跟
蹤
而

至
，
水
電
皆
斷

。

會
議
乃
在
狂
風
驟
雨
中
進
行
，
晚
間
的

一
場
討
論
會
，
祇
有
數
支
蠟
燭
照
明
，

光
線
微
弱
，
僅
能
看
到
人
影

。

但
三
數
十
人
閻
坐

一
室
，
加
大
聲
量
與
風
聲
、
雨
聲
相
頡
頗

。

會

心
時
有
笑
語
，
激
辯
時
就
成
為
唇
槍
舌
劍

。

大
家
聚
精
會
神
，
已
不
知
身
處
風
雨
交
加
的
木
屋
中

了
。

隔
了

一
日
，
颱
風
已
過
，
但
山
路
損
壞
，
汽
車
難
通
，
余
英
時
教
授
則
因
要
事
，
必
須
提
前

趕
回
台
北

。
幸
好
商
得
附
近
派
出
所
的
警
員
先
生
協
助
，
騎
來
摩
托
車
讓
余
先
生
坐
在
後
墊
，
先

載
送

一
程
，
到
市
鎮
再
行
設
法

。

但
大
家
放
心
不
下
，
齊
請
余
教
授
要
抓
緊
警
員
先
生
的
腰
背
，

目
送
離
去

。

這
大
概
是
余
教
授
畢
生
難
忘
的
經
驗
罷
!
等
到

三
十
一
日
，
路
況
較
好
，
大
家
決
定

乘
坐
遊
覽
車
返
回
台
北
，
但
沿
途
仍
受
到
明
方
的
困
阻
，
亦
幸
而
賴
修
路
工
人
的
協
助
才
能
脫

困
。

但
回
到
台
北
也
有
可
感
之
事
，
芷

二

是
余
紀
忠
先
生
買
了
一
個
大
蛋
糕
，
在
《
時
報
》
為
陶

百
川
先
生
祝
壽

。

陶
先
生
到
臨
，
將
驚
喜
與
愉
悅
與
大
家
分
享

。

其
二
是
「
挑
戰
與
突
破
」
的
演

講
會
與
座
談
會
皆
受
到
社
會
人
士
的
熱
心
支
持
，
各
場
討
論
都
非
常
熱
烈
，
大
家
可
感
受
到
時
代

的
腳
步
正
向
前
移
動

。

會
議
的
全
程
結
束
後
，
《
時
報
》
同
仁
即
開
始
整
理
各
項
文
稿
及
紀
錄
，
準
備
刊
印
文
集
，

為
陶
百
川
先
生
祝
壽

。

但
多
位
學
者
在
研
討
會
參
與
討
論
後
，
覺
得
所
撰
論
文
需
再
加
補
充
或
改

寫
，
這
就
需
要
較
多
時
間

。

還
有
數
位
國
內
學
者
先
後
出
國
研
究
，

一
時
無
法
兼
顧
論
文
的
增
刪

與
校
訂
，
以
及
協
助
文
集
的
編
排

。

這
些
技
術
性
的
因
素
使
得
文
集
的
出
版
一
延
再
延
，
時
間
拖



久
，
乃
形
同
擱
置
，
而
陶
先
生
的
八
十
壽
期
也
已
過
了
多
時

。

今
年
陶
先
生
已
屆
百
齡
大
慶
，
真

是
仁
者
壽

。

大
家
在
歡
件
之
餘
，
決
定
將
「
棲
蘭
之
會
」
的
十

一
篇
論
文
，
編
印
為
百
歲
祝
賀
文

集
。
時
報
文
教
基
金
會
的
董
事
長
余
範
英
女
士
在
二
十
年
前
就
是
「
棲
蘭
之
會
」
的
主
要
推
動

人
，
現
更
熱
心
籌
劃
這
本
文
集
的
出
版
，
十
分
令
人
感
佩

。

在
中
國
，
蘭
花
常
被
喻
為
具
有
節
操
，
且
能
堅
守
理
念
的
君
子

。
二
十
年
前
的
「
棲
蘭
之
會
」

確
實
就
聚
合
了

三
數
十
位
心
懷
君
子
節
操
與
理
念
的
知
識
份
子

。

他
們
發
揮
了
知
識
份
子
的
精
神

與
責
任
，
當
然
也
願
滋
育
更
多
後
繼
的
蘭
蕙
'
而
能
不
恨
不
求
，
且
不
斷
地
為
人
類
社
會
的
進
步

獻
身

。
古
時
的

三
閣
大
夫
屈
原
就
是
最
為
後

世
景
仰
的
君

子
的
典
範

'
他
即
以
蘭
蕙
的
芬
芳
與
高

潔
白
況
，
並
期
待
世
人
，
現
謹
錄
他
在
〈
離
騷
〉
中
的
兩
段
詩
旬
，
作
為
本
文
之
結

.. 

「棲的之會」的意Á與經過

余
既
滋
蘭
之
九
晚
兮

，
又
樹
蕙
之
百
軌
。
哇
留
夷
與
揭

車

兮

，
雜
杜
衡
與
芳
芷
。

朝
飲
木
蘭
之
墜
露
兮
，
夕
餐
秋
菊
之
落
英

。

苟
余
情
其
信
掉
以
練
要
兮
，
長
頗
領
亦
何
傷

。

二
O
O

-
-年
四
月
八
日
於
大
湖
山
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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