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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
記
】

林
毓
生

一

一
九
八
二
年
由
時
報
文
教
基
金
會
主
辦
，
假
宜
蘭
縣
內
棲
蘭
山
莊
舉
行
的

「
中
國
近
代
的
變

遷
與
發
展
」
研
討
會
，
是

一
次
十
分
令
人
懷
念
的
學
術
會
議

。

我
想
在
這
裡
就
此
會
之
緣
起
以
及

從
二
十
年
以
後
的
今
天
來
看
，
當
時
我
在
會
中
宣
讀
的
論
文
的
意
義
何
在
，
作

一
初
步
的
反
思
與

說
明
。開

會
之
前
的
頭

一
年
(

一
九
八
一
)
暑
假
，
我
在
威
斯
康
辛
大
學
麥
迪
遜
校
區
與
南
京
大
學

交
換
計
畫
下
，
由
我
任
教
的
學
校
派
赴
南
京
大
學
講
學
兩
個
月
以
後
，
和
家
人
於
返
美
途
中
道
經

台
北
，
小
住

一
過
，
藉
以
省
親
訪
友

。

很
高
興
與
老
友
胡
佛
先
生
和
楊
國
樞
先
生
重
聚
，
並
與
他

們
討
論
大

家
多
年
來
共
同
關
心
的
，
在
中
國
建
立
自
由
與
民
主
的
制
度
以
及
發
展
自
由
與
民
主
的



兩文的緣起與二十年後的反思

文
化
等
問
題

。

同
時
，
向
他
們
敘
述
我
在
大
陸
的
觀
察
與
體
驗
所
得
以
及
我
的
感
想

。

大
陸
自

一
九
七
九
年
改
革
開
放
，
兩
年
來
人
民
的
生
活
，
比
起
過
去
腥
風
血
雨
的
日
子
，
已

經
好
了
不
少

。

但
'
生
活
凋
敝
、
文
化
殘
破
、
連

一
般
人
的
語

言

、
文
字
都
非
常
政
治
化
、
教
條

化
了
。

知
識
份
子
的
言
論
，
要
揣
摸
官
方
開
放
的
尺
度
，
稍

一
不
慎
，
後
果
不
堪
設
想

。

他
們
對

於
外
面
的
世
界
，
很
有
興
趣
多
知
道

一
點
，
但

三
十
年
來
被
禁
鋼
、
被
隔
離
的
境
遇
，
使
得
他
們

對
外
面
世
界
的
理
解
，
變
得
非
常
之
幼
稚
與
機
械

。

另
外
，
以
下

三
項
「
發
現
」
，
雖
然
對
其
原
因
、
過
程
、
及
後
果
可
做
歷
史
的
分
析
與
解

釋
;
然
而
，
與
它
們
親
身
接
觸
而
得
的
真
體
而
鮮
明
的
實
感
，
帶
給
我
的
震
撼
是
很
大
的

.. 

山
中

共
的
極
(
全

)
權
統
治
像
水
銀
瀉
地
似
的
，
無
孔
不
入

。

民
間
社
會
與
民
間
道
德
均
已
被
其
扭

曲
、
破
壞
殆
盡
(
當
然
也
有
少
數
的
例
外
)

。

ω
中
共
的
革
命
是
以
創
建
「
真
正
的
民
主
」
、
「
真

正
的
平
等
」
為
號
召
的

。

這
個
激
發
千
千
萬
萬
熱
血
青
年
為
其
奮
鬥
、
為
其
犧
牲
的
革
命
運
動
，

其
實
際
的
結
果
，
恰
恰
是
它
底
崇
高
理
想
的
反
面

.. 

中
共
統
治
的
社
會
是

一
個
最
分
等
級
、
最
不

平
等
、
最
不
公
平
的
社
會

。

社
會
、
經
濟
、
與
文
化
，
完
全
控
制
在
政
治
的
手
上

。

權
力
只
有

一

個
來
源
.. 

政
治
。
。

社
會
成
員
的
等
級
與
身
份
的
高
低
是
和
他
與
政
治
權
力
的
距
離
的
近
遠
成
正

比
。

ω
從
三
0
年
代
開
始
，
中
國
知
識
份
子
的
主
流
向
左
移
動

。

中
共
之
所
以
在

二
次
大
戰
結
束

以
後
，
於
數
年
之
內
即
能
席
捲
中
國
，
原
因
當
然
很
多
，
包
括
蔣
氏
政
權
的
腐
化
與
無
能
、
毛
澤

東
的
組
織
能
力
很
強
、
戰
略
甚
為
高
明
等
等
;
其
中
另

一
個
主
要
的
原
因
則
是

.. 

它
獲
得
了
大
多

083 • {皇宮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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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
中
國
知
識
份
子
的
支
持
中
國
知
識
份
子
的
支
持
給
它
賦
予
了
革
命
的
正
當
性

C
q
E
Z
E
?

3
)
以
及
後
來
取
得
政
權
以
後
統
治
中
國
的
正
當
性

。

然
而
，
我
在
大
陸
生
活
與
觀
察
了
兩
個
多

月
的
經
驗
卻
具
體
而
切
實
地
使
我
知
道
﹒
﹒
大
多
數
中
國
知
識
份
子
支
持
或
同
情
中
共
革
命
的
抉
擇

是
錯
誤
了
!
他
們
從
理
想
主
義
出
發
所
做
的
錯
誤
的
抉
擇
，
影
響
太
大
了

。

這
是
絕
大
的
時
代
悲

康
!

兩
害
相
權
，
蔣
氏
法
西
斯
政
權
要
比
中
共
的
極
權
統
治
好
得
多

。

蔣
氏
政
權
有
時
非
常
殘

暴
，
它
的
高
壓
政
策
非
常
令
人
窒
息
，
它
的
社
會
與
文
化
政
策
底
虛
偽
性
與
矯
飾
性
使
得
社
會
與

文
化
變
得
扭
曲

。

然
而
，
蔣
氏
威
權
統
治
，
比
起
中
共
的
極
權
統
治
，
其
破
壞
力
畢
竟
少
多
了

。

一
些
社
會
、
文
化
、
與
教
育
的
活
動
因
此
仍
可
在
政
治
力
未
及
的
轉
隙
中
生
存
或
發
展

。

何
況
蔣

氏
政
權
到
台
灣
以
後
，
還
能
發
展
經
濟
，
提
高
國
民
的
生
活
水
平
，
以
及
准
許
有
限
度
的
地
方
選

舉
。

然
而
，
台
灣
本
身
卻
也
問
題
重
重

。

我
與
胡
楊
兩
位
聚
談
的
時
候
，
距
離
美
麗
島
高
雄
事
件

(
一
九
七
九
年
十

二
月
)
還
不
到
兩
年

。

不
過
，
黨
外
參
選
運
動
，
則
越
挫
越
勇
。
整
個
台
灣
瀰

漫
著

一
股
從
威
權
高
壓
下
掙
脫
出
來
的
能
量

。

而
蔣
氏
政
權
在
美
麗
島
事
件
使
出
白
色
恐
怖
式
的

最
後

一
擊
以
後
，
似
乎
再
沒
有
足
夠
的
精
力
(
與
蔣
經
國
患
病
可
能
也
有
不
少
關
係
)
繼
續
以
掙

掙
的
面
目
，
殘
酷
的
手
段
，
把
如
火
如
荼
的
美
麗
島
家
屬
和
黨
外
新
生
代
參
選
運
動
，
硬
壓
下

去
。

於
是
，
威
權
統
治
自
然
有
所
鬆
動
了

。

既
然
黨
外
運
動
已
經
壓
不
下
去
，
蔣
氏
政
權
是
否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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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動
從
事
民
主
的

基
種
建
設

2

，
用
以
導
正
充
滿
了
反
對
威
權
的
能
量
，
但
對
於
民
主
政
治
的
複

雜
理
念
及
其
實
踐
所
需
要
的
精
緻
技
能
均
不
甚
了
了
的
黨
外
運
動
呢
?
答
案
是
否
定
的

。

這
個
問

題
所
蘊
涵
的
要
求
蔣
氏
政
權
脫
胎
換
骨
的
工
作
，
由
於
它
先
天
的
限
制
，
它
是
做
不
來
的

。

台
灣

社
會
此
時
正
處
在
以
選
舉
為
主
要
形
式
的
政
治
民
主
，
勢
在
必
行
;
但
卻
沒
有
多
少
走
向
自
由
的

民
主
意
義
之
下
的
憲
政
民
主
的
條
件
的
局
面

。
(
此
種
情
況
使
我
感
到
相
當
憂
慮
;
不
過
，
當
時

卻
無
法
想
像
在
蔣
經
國
逝
世
以
後

|
|

蔣
氏
父
子
所
經
營
的
威
權
體
制
在
新
的
時
空
中
已
不
可
能

用
同
樣
的
方
式
繼
續
存
在
的
時
候

|
|

台
灣
竟
變
成
了
野
心
家
利
用
政
治
民
主
的
形
式
實
現
反
民

主
的
民
粹
主
義
的
天
堂

。

)

另

一
方
面
，
台
灣
經
濟
持
續
強
勁
地
發
展

(雖
然
伴
之
而
來
的
，
有
許
多
新
的
問
題

)
。隨

著
經
濟
的
發
展
與
威
權
體
制
的
鬆
動
，
兩
大
報
的
事
業
，
蒸
蒸
日
上
，
在
輿
論
立
場
上
均
主
張
爭

取
言
論
自
由
、
促
進
民
主
發
展

。

當
時
，
一
般
人
的
生
活
已
經
獲
得
普
遍
的
改
善
，
不
過
尚
未
掉

入
消
費
主
義
、
享
樂
主
義
的
夢
魔
之
中

。

而
民
間
的
政
治
意
見
主
要
緊
攏
在
反
抗
威
權
體
制
的
旗

幟
之
下
;
省
籍
意
識
尚
未
被
政
客
炒
作
得
使
大
家
過
分
分
歧
;
民
粹
主
義
也
尚
未
登
場
。
大
家
注

意
力
比
較
能
夠
集
中
，
集
中
的
焦
點
之

一
，
便
是
兩
大
報
的
言
論

。

胡
楊
兩
位
告
訴
我
，
明
年

三

九
八

二
)
是
大
家
素
所
敬
仰
的
陶
百
川
先
生
八
秩
壽
辰
之

期
。

他
們
問
我
是
否
願
意

一
起
籌
辦
一
次
，
結
合
海
內
外
關
懷
自
由
與
民
主
在
中
文
社
會
的
前
途

的
知
識
份
子
，
大
家
來
參
與

一
次
研
討
會

。

將
來
出
版
會
議
論
文
集
，
一
方
面
藉
以
祝
賀
百
川

兩文的緣起與二十年後的反思



近代中國的變遷與發展 1 086

先
生
八
秩
壽
辰
，
另

一
方
面
，
藉

一
些
與
自
由
與
民
主
有
關
的
觀
念
和
史
實
，
對
於
導
正

民
間
反
對
威
權
的
能
量
及
釐
清
自
由
與
民
主
的
政
治
和
文
化
的
理
念
，
或
可
略
畫
出
棉
薄

。

我
因
剛
從
大
陸
回
來
，
受
到
那
兩
個
月
的
體
驗
與
觀
察
的
影
響
，
難
以
保
持
心
情
的
平
衡
;

所
以
，
特
別
把
在
中
文
社
會
發
展
自
由
與
民
主
的
希
望
，
放
在
台
灣
這
塊
土
地
上

。
(

我
認
為

只
有
在
純
正
的
自
由
與
民
主
的
政
治
、
社
會
、
和
文
化
秩
序
之
中
，
我
們
才
能
有

一
個
比
較
合

理
、
合
乎
人
道
、
比
較
能
夠
舒
展
性
靈
的
人
間
秩
序

。
)
過
去
，
我

一
向
對
於
在
中
文
社
會
發
展

自
由
與
民
主
的
制
度
和
文
化
的
前
景
，
比
較
悲
觀
;
因
為
這
些
在
西
方
歷
史
中
發
展
出
來
的
東

西
，
到
了
中
文
社
會
就
走
樣
了
，
有
時
走
樣
走
到
不
成
樣
子
!
然
而

二

九
八

一
年
我
與
胡
楊
兩

位
老
友
聚
談
時
的
心
情
，
卻
不
是
我
的
理
智
判
斷
所
告
誠
的
那
個
樣

子
。

我
對
胡
楊
兩
位
的
提
議

感
到
非
常
高
興
，
立
即
同
意
參
加
，
並
答
應
返
美
後
即
與
余
英
時
先
生
和
張
顏
先
生
聯
繫
'
敦
請

他
們

一
起
來
共
襄
盛
舉

。
(
我
的
高
興
的
心
情
也
掩
蓋
了
我
對
於
台
灣
發
展
民
主
的
憂
慮
，
把
那

些
憂
慮
推
到
內
心
的
底
層

。
)

胡
楊
兩
位
跟
我
說
，
他
們
想
與

《中
國
時
報

》
方
面
聯
繫
'
擬
請

《時
報
》
主
辦
這
個
研
討

會

。
《
中
國
時
報
》
作
風
明
快
，
精
力
充
沛
，
其
關
懷
自
由
、
民

主
在
中
國
的
發
展
，
有
目
共

睹
。

當
時
胡
楊
兩
位
與

《中
國
時
報

》
高
層
還
不
很
熟
悉
;
他
們
說
希
望
沒
有
問
題

。

我
返
美
後
不
久
便
接
到
他
們
的
來
信
，
得
知
時
報
文
教
基

金
會
非

常
樂
意

主
辦
這
個
研
討

會
。

我
便
與
余
張
兩
位
聯
繫
'
也
得
到
他
們
立
即
的
首
肯

。
次
年
七
月
，
他
們

二
位
返
台
開
會



峙
，
都
提
出
了
根
據
多
年
思
考
所
得
而
撰
成
的
極
有
份
量
的
論
文

。

事
實
上
二
九
/

二
年
七
月

在
棲
蘭
山
莊
的
研
討
會
，
是
我
們
海
外

三
個
人
第

一
次
正
式
與
台
灣

主
張
自
由
與
民
主
的
學
者
，

坐
在

一
起
討
論
共
同
關
懷
的
問
題
的
場
合
，
也
是
我
們
第

一
次
與
余
範
英
小
姐
率
領
的
《
時
報
》

支
援
團
隊
結
識
的
場
合

。

余
小
姐
真
摯
而
有
判
斷
，
後
來
大
家
都
成
為
好
友

。

棲
蘭
山
莊
位
於
台

灣
東
北
部
山
谷
中
，
環
境
清
幽

。

與
會
同
仁

晝
夜
討
論
;
剛
巧
颱
風
過
境
，
電
沒
有
了
，
便
秉
燭

討
論
。

當
時
大
家
的
心
情
比
較
高
昂

。

現
在
回
想
起
來
，
令
人
懷
念

。

一

一

兩文的緣起與二十年後的反思。87 ·後記

因
為
上
述
的
緣
由
，
我
當
時
以
為
，
台
灣
比
中
文
社
會
任
何
其
它
地
區
更
能
接
納
為
未
來
自

由
的
文
明
鋪
路
的
工
作

。

自
由
的
文
明
需
要
政
治
、
經
濟
、
社
會
、
文
化
、
和
思
想
等
各
種
條
件

的
支
撐
，
才
能
發
展

。

而
這
些
條
件
，
雖
然
相
互
影
響
，
卻
不
能
相
互
化
約
;
所
以
，
在
思
想
上

為
中
文
社
會
的
自
由
文
明
的
實
現
，
盡
一
己
之
力
，
自
覺
是

一
件
有
意
義
的
事

。

我
於
是
在
相
當

興
奮
的
心
情
下
，
準
備
用
心
撰
寫

一
篇
題
作

〈論
自
由
與
權
威
的
關
係

〉
的
論
文
，
試
擬
提
出
，

在
制
度
上
和
在
思
想
上
，
發
展
自
由
文
明
的
基
本
綱
要
，
並
說
明
其
理
據

。
(
後
來
的

〈
再
論
〉

是
補
充
說
明

。
)

兩
篇
拙
文
之
所
以
從
探
討
自
由
與
權
威
的
關
係
入
手
，
主
要
是
因
為
過
去

自
由
主
義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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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關
著
作
，
大
多
是
為
了
反
抗
壓
抑
個
人
自
由
、
摧
殘
個
人
尊
嚴
的
傳
統
權
威
而
作
。
「
個
人
自

由
」
與
「
個
人
尊
嚴
」
'
是
極
為
有
效
的
攻
擊
傳
統
的
武
器

。

然
而
，
從
不
合
理
的
權
威
的
壓
抑

中
解
放
出
來
的
過
程
，
並
不
是

一
個
正
面
發
展
的
過
程

。

解
放
本
身
並
不
能
發
展
自
由
的
文
明

。

自
由
文
明
的
發
展
需
要
秩
序
，
而
秩
序
的
建
立
則
需
要
正
當
的
權
威

。

因
此
，
我
的
分
析
的
主
軸

是
建
立
在
對
於
權
威
的
不
同
類
型
(
「
心
安
理
得
的
權
威
」
札
「
壓
制
性
的
『
權
威
』
」
)
的
區
分

及
討
論
「
心
安
理
得
的
權
威
」
與
自
由
文
明
的
發
展
的
正
面
關
係
上

。

「
心
安
理
得
的
權
威
」
在

以
上
兩
文
中
，
指
的
是
維
護
「
外
在
自
由
」
(
或
日
「
消
極
自
由
」
)
的
法
治
的
權
威
、
促
進
自
由

文
明
發
展
的
普
遍
的
與
抽
象
的
規
則
的
權
威
、
以
及
培
育
與
發
展
「
內
在
自
由
」
(
或
日
「
積
極

自
由
」
)
的
資
源
的
「
奇
理
斯
瑪
」
的
權
威

。

現
在
重
讀

二
十
年
前
撰
寫
的
這
兩
篇
拙
文
，
我
感
到
欣
慰
的
是
，
當
我
談
自
由
的
意
義
及
其

效
益
的
時
候
，
並
未
陷
入
西
方
自
由
主
義
某
家
某
派
的
實
臼

。

我
是
為
了
探
尋
中
華
文
明
未
來
發

展
的
有
效
原
則
而
綜
合
各
家
(
尤
其
是
海
耶
克
、
博
蘭
尼
、
與
席
爾
斯
)
之
長
來
進
行
的
，
並
不

是
以
堅
守
任
何

一
家
學
說
的
壁
壘
，
據
之
以
與
別
的
學
派
進
行
辯
論
的
方
式
來
進
行
的

。

我
的
綜

合
，
自
然
有
所
偏
重
，
但
這
些
偏
重
是
與
我
關
懷
中
華
文
明
的
未
來
發
展
有
'
是
有
其
理
據

的
。

換
句
話
說
，
我
在
綜
合
有
所
偏
重
的
各
家
之
中
，
是
有
所
取
捨
的
;

一
切
是
以
中
文
社
會
發

展
自
由
的
文
明
的
需
要
為
準

。

例
如
，
海
耶
克
先
生
的
自
由
哲
學
，
通
常
均
視
之
為
偏
重
外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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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
極
)
自
由
巾
。
我
對
外
在
自
由

，
當
然
也
非
常
看
重
，
而
且
視
之
為
內
在
(
積
極
)
自
由
的

條
件
，
故
有
其
優
先
性

。

因
為
如
果
沒
有
外
在
或
消
極
自
由
，
也
就
很
難
有
內
在
或
積
極
自
由

.. 

如
果

一
個
人
沒
有
兔
於
外
界
強
制
或
干
擾
的
自
由
，
他
便
很
難
根
據
自
己
的
意
思
去
做
自
己
想
做

的
事

。

這
裡
所
謂
外
在
(
消
極
)
自
由
是
指

.. 

在
法
治
的
保
障
與
自
由
的
文
明
性

@
的
支
撐
之

下
，
每
個
人
均
有
不
受
外
界
強
制
或
干
擾
的
自
由
空
間

。

外
在
(
消
極
)
自
由
不
談
自
由
的
內
容

或
自
由
的
內
涵

。

只
談
外
在
(
消
極
)
自
由
的
人
，
則
認
為
每
個
人
在
這
樣
的
自
由
空
間
之
內
是

否
主
觀
上
感
到
自
由
或
自
由
地
做
自
己
的
事
，
不
是
那
麼
重
要

。

外
在
自
由
注
重
的
是
，
使
個
人

獲
得
這
個
自
由
空
間
的
條
件
(
如
法
治
等
)

。

內
在
(
積
極
)
自
由
是
指

.. 

自
己
做
自
己
的
主

宰
，
自
己
可
以
根
據
自
己
的
意
思
做
自
己
想
做
的
事
。

特
別
注
重
外
在
(
消
極
)
自
由
的
人
，
如
柏
林
，
雖
然
認
為
外
在
(
消
極
)
自
由
與
內
在

(
積
極
)
自
由
並
不
必
然
矛
盾

，
但
他
認

為
提
倡
內
在
(
積
極
)
自
由

，
會
有
種
種
危
險

。

例

如
，
當

一
個
人
說
他
要
做
自
己
的
主
宰
峙
，
他
內
心
很
可
能
有
「
大
我
」
與
「
小
我
」
之
分
;
那

麼
，
當
他
說
他
要
做
自
己
的
主
宰
時
，
他
實
際
上
變
成
了
由
他
認
同
的
大
我
(
國
家
、
民
族
、
或

代
表
國
家
、
民
族
的
領
袖
)
做
他
的
主
宰
了

。

柏
林
所
論
，
在
歷
史
上
確
有
許
多
例
證

。

作
為
從

歷
史
得
來
的
警
惕
，
有
其
重
大
意
義

。

然
而
，
作
為
自
由
哲
學
，
柏
林
的
論
斷
，
則
有
其
限
制

。

柏
林
在
一
九
六
九
年
出
版
的
《
自
由
四
論
》
導
言
中
，
雖
然
已
不
像
十

一
年
前
三
九
五
八
)

最
初
發
表
《
自
由
的
兩
個
觀
念
》
那
樣
堅
持
消
極
自
由
，
並
說
積
極
自
由
與
消
極
自
由
都
是
具
有



近代中國的變遷與發展 1 090

普
遍
意
義
的
目
的

。

但
，
他
在

一
個
注
釋
中
卻
仍
然
以
形
式
分
析
的
方
式
說
:
「

一
個
人
在
掙
脫

加
諸
他
的
經
桔
或

一
個
民
族
在
反
抗
奴
役
時
，
他
或
他
們
無
需
有
意
地
追
求
下

一
個
其
體
的
目

標

。
一
個
人
無
需
知
道
他
將
如
何
運
用
他
的
自
由
;
他
就
是
要
拿
掉
套
在
他
身
上
的
束
縛

。

」

@

這
種
說
法
，
在
邏
輯
上
沒
有
什
麼
不
對

。

不
過
，
深
受
分
析
哲
學
影
響
的
柏
林
的
形
式
分
析
的
局

限
性
，
也
就
顯
露
出
來
了

。

關
鍵
在
於
個
人
除
了
在
受
到
外
在
的
強
制
或
干
擾
時
，
會
失
去
自
由
以
外
，
如
果
他
的
意

識
，
正
如
前
文
〈
再
論
自
由
與
權
威
的
關
係

〉
中
所
指
出
的
，
「
被
怨
恨
、
恐
懼
、
與
無
知
所
佔

據
，
無
論
外
在
(
消
極
)
自
由
的
架
構
多
麼
完
美
，
他
仍
然
是
沒
有
自
由
的

。

」
因
為
生
命
是
有

目
的
性
的
;
人
在
追
求
目
的
的
時
候
，
才
會
覺
得
生
命
有
其
意
義

。

既
然
人
要
追
求
目
的
，
就
必

需
有
內
在
的
資
源
來
支
持
這
樣
的
活
動

。

然
而
，
人
生
在
世
經
常
有
不
少
內
心
的
衝
突
，
如
要
克

服
這
些
衝
突
，
需
要
強
有
力
的
內
心
資
源
，
人
只
有
對
生
命
有
清
楚
的
自
覺
，
對
生
命
的
資
源
有

清
楚
的
自
知
的
時
候
，
才
真
正
能
以
自
己
做
自
己
的
主
宰
的
方
式
，
克
服
內
在
的
衝
突
，
展
現
內

在
(
積
極
)
的
自
由

。

泰
勒
在
討
論
內
在
(
積
極
)
自
由
時
，
曾
舉
了
幾
個
很
恰
當
的
例
子
來
做
真
體
的
說
明

也
。

其
中

一
個
例
子
是
這
樣
的

.. 

如
果
有

一
個
人
，
他
生
平
最
大
的
志
趣
是
做
學
校
的
教
師
，
對
他
而

言

，
教
書
是
最
快
樂
、
最
有
意
義
的
事
;
不
過
他
卻
怕
在
大
庭
廣
眾
中
講
話
，
如
果
他
被
這
樣
的

恐
懼
所
佔
據
，
他
便
無
法
作
自
己
的
主
宰
，
亦
即
沒
有
內
在

(積
極
)
的
自
由

。

為
了
追
求
自
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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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目
的
，
他
必
須
設
法
鍛
鍊
自
己
，
使
自
己
兔
於
在
公
眾
之
前
講
話
的
恐
懼

。

他
之
所
以
能
夠
做

這
樣
的
決
定
並
堅
持
下
去
，
其
背
後
需
要
強
有
力
的
價
值
判
斷
的
支
持
，
而
這
樣
的
價
值
判
斷
，

則
需
要
在
「
對
生
命
有
清
楚
的
自
覺
，
對
生
命
的
資
源
有
清
楚
的
自
知
的
時
候
」
，
才
能
辦
到
。

由
於
在
上
述
兩
篇
拙
文
中
，
我
除
了
重
視
外
在
(
消
極
)
自
由
以
外
，
也
同
樣
重
視
內
在

(
積
極
)
自
由
;
所
以
，
就
內
在
(
積
極
)
自
由
而
言
，
探
討
如
何
培
養
它
的
資
源
，
變
得
極
為

重
要
。

只
有
當

一
個
人
與
展
現
道
德
與
創
造
自
主
性
的
具
體
實
例
相
接
觸
的
時
候
，
才
能
真
正
受

其
啟
發
。

這
是
為
什
麼
我
在
〈
再
論
〉
的
最
後

一
節
，
特
別
要
分
析
「
內
在
自
由
與
『
奇
理
斯
瑪
』

權
威
的
關
係
」
的
緣
故

。

另
外
，
內
在
(
積
極
)
自
由
也
是
對
付
民
主
生
活
所
造
成
的
社
會
同
一
性
的
重
要
資
源
。
民

主
是
建
立
在
平
等
的
價
值
之
上
。
以
平
等
的
價
值
做
主
導
的
社
會
生
活
自
然
鼓
勵
每
個
人
根
據
自

己
的
喜
惡
來
做
決
定
。
大
家
都
是
平
等
的
，
事
情
應
由
自
己
來
決
定
，
而
不
需
要
遵
從
別
人
或
別

的
權
威
來
做
決
定
。
所
以
，
當
平
等
的
價
值
在
社
會
上
壓
倒
其
它
價
值
的
時
候
，
「
自
己
應
該
做

決
定
」
的
氣
勢
迫
使
「
自
己
是
否
有
能
力
做
決
定
?
」
這
個
問
題
銷
聲
匿
跡
了

。

於
是
不
問
自
己

是
否
有
能
力
做
決
定
，
大
家
便
都
認
為
自
己
應
該
做
決
定

。

民
主
的
社
會
與
文
化
自
然
會
養
成
自

我
肯
定
自
己
應
該
並
有
能
力
做
決
定
的
風
氣
;
其
它
形
式
的
權
威
(
老
師
、
家
長
、
教
會
等
等
)

都
相
對
削
弱
了

。

這
樣
以
民
主
所
主
導
的
社
會
與
文
化
生
活
，
自
然
產
生
了

一
個
弔
詭
現
象
:
自

己
事
事
應
該
並
自
認
有
能
力
做
決
定
，
但
自
己
做
決
定
的
內
在
資
源
卻
相
對
地
減
少

。

自
己
根
據

。夕l ﹒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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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
麼
來
做
決
定
呢
?
通
常
是
社
會
上
流
行
的
東
西
，
即
使
學
術
界
也
往
往
如
此

。

職
是
之
故
，
在

民
主
作
主
導
的
生
活
中
，
人
們
覺
得
自
己
是
根
據
自
己
的
意
思
做
決
定
的
;
而
實
際
上
是
把
社
會

流
行
的
壓
力
內
化
以
後
而
當
作
自
己
的
資
源
來
做
決
定
的

。

對
付
這
種
民
主
生
活
所
產
生
的
社
會

同

一
性

(
m
B
E
g
口

E
B
S
)
的
有
效
資
源
，
則
是
我
在
這
裡
闡
釋
的
，
具
有
內
在
根
據
的
積
極

向
世
卅
目。

+
土
四
字

立
三
H
H
2
2
H
H

@
別
的
國
家
比
較

多
元
的
社
會
中

，
權
力
當
然
不
止
於

一
個
來
源
.. 

經
濟
力
量
、
社
會
力
量
、
甚
至
文
化
力
量

也
是
權
力
的
來
源

。

@
民
主
的
基
礎
建
設
，
包
括
法
治
的
確
立
，
公
民
文
化
和
公
民
道
德
的
培
育
，
以
及
公
民
社
會
的
養
成
。

且
相
互
一
個
丘
吉
主

(
法
治
或
法
律
主
治
)
與

苦
。

E
Z
S
Z
Z

(法
制
或
以
法
統
治
)
不
同

。
法
治
是

指.. 

合
乎

法
治
原
則
的
法
律
作
為
政
治
、
社
會
、
與
經
濟
運
作
的
框
架

.. 

一
切
政
治
、
社
會
、
經
濟
的
運
作
必
需
在
合

乎
法
治
原
則
的
法
律

之
內
進

行
。
法
治
作
為
制
度
而
言
，
有
其
優
先
的
重
要
性
。

專
制
國
家
有
時
也
講

一
點
效
率
，
所
以
有
時
也
注
意
到
法
律
的
好
處
。
它
推
行
的
法
律
有
許
多
違
反
法
治
原

則
的
地
方

。
有
的
專
制
國

家
自

稱
所
推
行
的
法
制
是
法
制
，
而
不
用
法
治

二
字

，
這
在
名
詞
上
倒
是
清
楚

的

。
實
行
法

制
的
國
家
不

一
定
能
夠
改
進
或
演
化
到
憲
政
民
主
，
亦
即

.. 

法
治
之
下
的
民
主

。



談
到
法
律
，
以
「
合
乎
法
治
原
則
的
」
加
以
限
定
，
這
樣
的
表
述
當
然
意
昧
著
也
有
不
合
乎
法
治
原
則
的
法

律
。

那
麼
，
什
麼
是
法
治
原
則
呢
?
它
包
括
以
下
兩
點

。
的
一
切
法
律
不
可
違
反
更
高

一
層
的
法
律

;

最
高

的
法
律
是
憲
法

。
的
憲
法
則
不
可
違
反
「
法
律
後
設
原
則

」

(2
2

，
一品

且
可
『
F
E
-
-
2)

古
歷
史
至
英
美
憲
政
歷
史
發
展
出
來
的
四
項
共
同
規
範

﹒
﹒ω
國
家
有
義
務
保
障
境
內
所
有
人
的
基
本
人
權

;

伯
國
家
中
的
行
政
權
、
立
法
權
、
及
司
法
權
均
需
經
由
法
律
予
以
限
制

;

ω
法
律
必
需
平
等

地
應
用
到
任
何

人
(
法
律
之
前

，
人
人
平
等
)

，

同
時
法
律
必
需
不
為
任
何
團

體

或
個
人
的
真
體
目
的
服
務
;
圳
經
由
法
律
程

序
通
過
的
憲
法
，
如
果
不
符
合
上
述
「
法
律
後
設
原
則
可
則
仍
然
是
違
憲
的

。

.. 

亦
即
，
自
歐
洲
中

公
民
文
化
和
公
民
道
德
是
指

.. 

參
與
民
主
的
政
治
過
程
所
需
要
的
文
明
性
(

C
E
-
-
門三
與
公
民
德
性

(n
z
n
三
三
拘

)
，
包
括
尊
重
別

人
的
意
見

，
勇
於
表
達
自
己
經
過
考
慮
過
的
意
見
，
以
及
個

人
在
群
體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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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中
所
應
有
的
自
我
肯
定
與
完
成
這
些
肯
定
所
需
要
的
知
識
和
技
能
等

。

公
民
社
會
是
指
公
民
參
與
政
治
過
程
的
社
會
機
制

。

@
事
實
上
，
海
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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