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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張

激

不
論
是
在
西
方
或
者
非
西
方
，
一
般
人
對
自
由
主
義
常
常
有
這
樣
一
個
印
象

:

自
由
主
義
是

相
信
人
性
是
善
的
，
是
可
以
變
得
完
美
無
缺
的
;
它
對
整
個
世
界
的
未
來
，
人
類
的
前
途
，
是
充

滿
著
無
限
的
樂
觀
和
信
心
的

。

總
而
言
之
，
在
普
通
人
的
心
目
中
，
自
由
主
義
是
近
代
西
方
人
文

思
想
所
孕
育
出
的

一
種
理
想
主
義

。

這
種
印
象
的
形
成
，
並
非
偶
然
。
因
為
十
八
世
紀
以
來
，
西
方
自
由
主
義
深
受
啟
蒙
運
動
的

樂
觀
精
神
的
影
響

。

但
不
可
忽
略
的
是
，
自
由
主
義
還
有
另
外

一
個
思
想
層
面
。
在
理
想
上
，
它

保
持
著
自
由
主
義
傳
統
的

一
些
基
本
原
則
，
因
此
，
它
珍
視
人
類
的
個
人
尊
嚴
，
堅
信
自
由
與
人

權
是
人
類
社
會
不
可
或
缺
的
價
值

。

但
它
同
時
也
正
視
人
的
罪
惡
性
和
墮
落
性
，
從
而
對
人
性
的

瞭
解
蘊
有
極
深
的
幽
暗
意
識

。

因
此
這
種
自
由
主
義
對
人
類
的
未
來
是
抱
持
著
希
望
，
但
這
希
望

並
不
流
於
無
限
的
樂
觀
和
自
信

。

它
是

一
種
充
滿
了
「
戒
慎
恐
懼
」
的
希
望
。
這
種
把
對
人
類
的

希
望
和
幽
暗
意
識
結
合
起
來
的
自
由
主
義
，
並
不
代
表
西
方
自
由
主
義
的
全
貌
，
但
從
今
天
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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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
，
卻
是
最
有
意
義
，
最
禁
得
起
歷
史
考
驗
的
一
面

。

這
篇
文
章
就
是
要
把
西
方
自
由
主
義
的
這

一
面
和
幽
暗
意
識
之
間
的
關
係
作
一
些
整
理
和
介
紹

l

，
同
時
以
此
為
借
鏡
，
希
望
對
傳
統
儒
家

的
人
性
論
和
政
治
思
想
作

一
些
釐
清
和
反
省

。

首
先
我
得
對
幽
暗
意
識
在
觀
念
上
作

一
些
交
代

。

所
謂
幽
暗
意
識
是
發
自
對
人
性
中
或
宇
宙

中
與
始
俱
來
的
種
種
黑
暗
勢
力
的
正
視
和
省
悟

.. 

因
為
這
些
黑
暗
勢
力
根
深
抵
固
，
這
個
世
界
才

有
缺
陷
，
才
不
能
圓
滿
，
而
人
的
生
命
才
有
種
種
的
醜
惡
，
種
種
的
遺
憾

。

這
種
對
人
生
和
宇
宙
中
陰
暗
面
的
正
視
，
並
不
代
表
價
值
上
的
認
可

。

實
際
上
，
這
種
幽
暗

意
識
是
以
強
烈
的
道
德
感
為
出
發
點
的
，
惟
其
是
從
道
德
感
出
發
，
才
能
反
映
出
黑
暗
勢
力
之
為

「
黑
暗
」
'
之
為
「
缺
陷
」

。

因
此
它
和
中
外
文
化
傳
統
中
各
種
形
形
色
色
的
現
實
主
義
，
如
中
國

的
法
家
，
西
方
思
想
家
如
馬
基
維
利

(
Z
R
E
E
立
立
)
與
霍
布
士
可

g
s
s
z
$

穹
的
)
等
人
的

學
說
，
在
精
神
上
是
迴
異
其
趣
的
，
同
時
它
也
和
西
方
現
代
的
功
利
主
義
和
道
德
唯
我
論

(
2
E
t

s
z
m
旦
的
5
)
有
著
很
大
的
不
同

。

後
者
在
價
值
上
接
受
人
的
私
慾
和
私
利
，
而
以
此
為
前
提
去

考
慮
個
人
與
社
會
的
問
題
，
而
幽
暗
意
識
卻
在
價
值
上
否
定
人
的
私
利
和
私
慾
'
然
後
在
這
個
前

提
上
求
其
防
堵
，
求
其
疏
導
，
求
其
化
桶

。

因
此
它
對
現
實
人
生
、
現
實
社
會
常
常
含
有
批
判
和

反
省
的
精
神

。

在
許
多
古
老
文
明
裡
，
我
們
都
可
或
多
或
少
地
找
到
這
種
幽
暗
意
識

。

比
較
而
言
，
它
在
印

度
與
西
方
文
化
中
特
別
深
厚

。

印
度
文
化
的
基
本
精
神
是
出
世
的
，
因
此
它
的
幽
暗
意
識
雖
然
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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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
，
卻
未
能
對
政
治
社
會
的
發
展
有
正
面
和
積
極
的
影
響
。
而
西
方
文
化
中
的
幽
暗
意
識
，
卻
經

由
入
世
精
神
的
發
展
，
對
政
治
社
會
，
尤
其
是
自
由
主
義
的
演
進
，
曾
有
極
重
要
的
影
響

。

一

、

識
與
西
方
民
主
傳
統

我
們
都
知
道
，
西
方
傳
統
文
化
有
兩
個
源
頭
，
馬
的
古
典
文
明
和
古
希
伯
萊
的
宗
教

文
明
。
希
臘
羅
馬
思
想
中
雖
然
有
幽
暗
意
識
，
但
是
後
者
的
主
要
根
源
卻
是
古
希
伯
萊
的
宗
教

。

這
宗
教
的
中
心
思
想
是

.. 

上
帝
以
他
自
己
的
形
相
造
人
，
因
此
每
個
人
的
天
性
中
都
有
基
本
的

一

點
「
靈
明
」
，
但
這
「
靈
明
」
卻
因
人
對
上
帝
的
叛
離
而
泊
沒
，
由
此
而
黑
暗
勢
力
在
人
世
間
伸

展
，
造
成
人
世
的
墮
落

。

在
古
希
伯
萊
宗
教
裡
'
這
份
幽
暗
意
識
是
以
神
話
語
言
表
達
出
來
的
，

因
此
，
如
果
我
們
只

一
味
拘
泥
執
著
地
去
暸
解
它
，
它
是
相
當
荒
誕
無
稽
的

。

但
是
我
們
若
深

一

層
地
去
看
它
的
象
徵
意
義
，
卻
會
發
現
這
些
神
話
也
含
有

一
些
可
貴
的
智
慧

。

其
中
最
重
要
的

一

點
乃
是
這
些
神
話
所
反
映
出
對
人
性
的

一
種
「
雙
面
性
」
暸
解

|
|

一
種
對
人
性
的
正
負
兩
面
都

正
視
的
瞭
解

。
一
方
面
它
承
認
，
每
個
人
，
都
是
上
帝
所
造
，
都
有
靈
魂
，
故
都
有
其
不
可
侵
犯

的
尊
嚴

。

另

一
方
面
，
人
又
有
與
始
俱
來
的

一
種
墮
落
趨
勢
和
罪
惡
潛
能
，
因
為
人
性
這
種
雙
面

性
，
人
變
成

一
種
可
上
可
下
，
「
居
問
性
」
的
動
物
，
但
是
所
謂
「
可
上
了
卻
有
其
限
度
，
人

可
以
得
救
，
卻
永
遠
不
能
變
得
像
神
那
樣
完
美
無
缺

。

這
也
就
是
說
，
人
永
遠
不
能
神
化

。

而
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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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方
面
，
人
的
墮
落
性
卻
是
無
限
的
，
隨
時
可
能
的

。

這
種
「
雙
面
性
」
、

觀
後
來
為
基
督
教
所
承
襲
，
對
西
方
自
由
主
義
的
發
展
曾
有
著
極
重
要
的
影
響

。

此
處
需
要
順
便

一
提
的
是
，
基
督
教
與
西
方
自
由
主
義
的
形
成
和
演
進
是
有
著
牢
不
可
分
的

關
係
'
這
在
西
方
已
為
歐
美
現
代
學
者
所
共
認

。

美
國
政
治
思
想
史
權
威
佛
德
烈
克
呂

立
』

T
E
E

Y
)
教
授
就
曾
著
論
強
調

.. 

西
方
的
自
由
憲
政
，
從
頭
至
尾
就
是
以
基
督
教
為
其
主
要
思

想
背
景

。

至
於
西
方
民
主
憲
政
與
希
臘
羅
馬
的
淵
源
，
他
則
完
全
不
予
重
視
，
此

一
論
斷
雖
有
可

議
之
處
，
但
是
基
督
教
與
西
方
近
代
，
尤
其
是
英
美
式
的
自
由
主
義
有
著
極
深
的
關
係
'
則
為
不

爭
之
論
2
0

基
督
教
對
自
由
主
義
的
貢
獻
當
然
是
多
方
面
的
，
而
它
的
人
性
論
，
卻
毫
無
疑
問
是
它
最
重

要
的
貢
獻
之

一
。
必
須
指
出
的
是
.. 

基
督
教
在
這
方
面
向
來
最
受

一
般
研
究
自
由
主
義
的
學
者
所

強
調
的
是
它
對
人
性
中
的
「
神
靈
」
(
已

2

5
0

名

R
R
)
和
理
性
的
肯
定
，
由
這

一
基
本
信
念
，
不

但
進
而
肯
定
個
人
的
尊
嚴
，
而
且
也
肯
定
人
類
有
共
同
的
價
值
，
可
以
格
遵
共
同
的
法
則
，
共
營

政
治
社
會
生
活

。

這
些
信
念
和
肯
定
，
在
歐
洲
近
代
初
期
變
成
「
自
然
法
」
的

一
個
重
要
源
頭
，

而
「
自
然
法
」
對
近
世
自
由
憲
政
的
重
要
性
則
是
西
洋
史
上
眾
所
熟
知
的
事
實

。

可
是
上
面
所
說
的
貢
獻
只
代
表
基
督
教
人
性
觀
中
的

一
面
，
如
前
所
說
，
它
還
有
另

一
面
|

|

它
的
現
實
性
，
它
的
幽
暗
意
識

。

誠
然
這
幽
暗
意
識
對
自
由
主
義
的
促
進
不
似
基
督
教
對
人
性

積
極
的
肯
定
那
樣
直
接
，

。

但
是
和
後
者
配
合
起
來
，
也
曾
對
自
由
主
義
的
推
動
，
發

「
居
間
性
」
的
人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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揮
不
可
忽
視
的
功
能

。

這
種
功
能
，
大
略
說
來
，
可
從
基
督
教
的
幽
暗
意
識
的
兩
個
思
想
層
面
去

看
。

首
先
，
暗
意
識
為
出
發
點
，
基
督
教
不
相
信
人
在
世
界
上
有
體
現
至
善
的
可
能
，
因
為

人
有
著
根
深
抵
固
的
墮
落
性
，
靠
著
自
己
的
努
力
和
神
的
恩
寵
，
人
可
以
得
救
，
但
人
永
遠
無
法

變
得
完
美
無
缺

。

這
份
完
美
無
缺
，
這
份
至
善
，
只
有
神
有
，
而
人
神
之
間
是
有
著
不
可
輸
越
的

鴻
溝
。

因
此
，
從
基
督
教
看
來
，
人
既
不
可
能
神
化
，
人
世
間
就
不
可
能
有
「
完
人
」

。

這
種
人

性
觀
，
對
於
西
方
政
治
文
化
有
著
極
重
要
的
後
果

。

我
們
知
道
，
在
基
督
教
以
外
的

一
些
文
化

裡
'
如
中
國
的
儒
家
傳
統
，
希
臘
的
柏
拉
圖
思
想
，
解
決
政
治
問
題
的
途
徑
往
往
是
歸
結
到
追
求

一
個
完
美
的
人
格
作
為
統
治
者

|
|

這
種
追
求
「
聖
王
」
和
「
哲
王
」
的
觀
念
，
因
為
它
和
幽
暗

意
識
相
矛
盾
，
在
基
督
教
傳
統
裡
，
便
很
難
產
生

。

其
次
，
幽
暗
意
識
造
成
基
督
教
傳
統
重
視
客
觀
法
律
制
度
的
傾
向

。

人
性
既
然
不
可
靠
，
權

力
在
人
手
中
，
便
很
容
易
「
氾
濫
成
災
」

。

因
此
，
權
力
變
成

一
種
極
危
險
的
東
西

。

大
致
而

言

，
歷
史
上
解
決
權
力
問
題
的
途
徑
可
分
兩
種
，

一
種
是
希
望
執
掌
權
力
的
人
，
透
過
內
在
道
德

的
培
養
，
由

一
個
完
美
的
人
格
去
淨
化
權
力

。

另

一
種
是
求
制
度
上
的
防
範

。

前
面
說
過
，
從
基

督
教
的
人
性
論
出
發
，
很
難
走
上
第

一
種
途
徑
，
剩
下
來
自
然
只
有
第

二
種
途
徑
。
基
督
教
的
思

想
家
，
不
論
新
教
或
舊
教
，
思
考
人
類
的
政
治
問
題
時
，
常
常
都
是
從
客
觀
的
法
律
制
度
著
眼
，

絕
非
偶
然
!



幽
暗
意
識
的
這
兩
項
功
能
，
可
以
從
西
方
自
由
主
義
演
進
史
中
的

一
些
具
體
史
實
去
作
更
進

一
步
的
說
明
.. 

川鬥
西
方
自
由
主
義
的
早
期
發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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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一
發
展
是
以
十
七
、
八
世
紀
的
英
美
自
由
憲
政
運
動
為
主
幹

。

而
這

一
主
幹
的
發
展
從
起

始
就
和
基
督
教
的
新
教
，
尤
其
和
新
教
中
的
加
爾
文
教
派
古
巴
三

2
3

)
有
著
密
切
的
關
係
，

我
們
若
對
這
些
關
係
稍
作
探
討
，
便
不
難
看
出
幽
暗
意
識
的
歷
史
意
義

。

加
爾
文
教
派
在
十
六
、
七
世
紀
的
英
國
發
展
成
為
所
謂
的
清
教
徒
教
會

(
2

『
5
2

2
Z
E
Z
)。
清
教
徒
的
教
義
含
有
極
強
烈
的
幽
暗
意
識
，
主
要
因
為
它
的
整
個
教
義
是
環
繞
著
人

神
對
比
的
觀
念
而
展
開

。

神
是
至
善
，
人
是
罪
惡

。

人
既
然
沈
淪
罪
海
，
生
命
最
大
的
目
的
便
是

企
求
神
恕
，
超
脫
罪
海
，
獲
得
永
生

。

這
種
思
想
，
應
用
到
政
治
上
，
演
為
清
教
徒
的
互
約
論

(
2
〈
S
S
E

-
岳
仰
。
一
。想
)

{忌

，
人
的
社
會
乃
是
靠
兩
重
互
約
建
立
，

一
是
人
與
神
之
間
的
互
約

。

一
方
面
人
保
證
服
從
神
意
，
遵
守
道
德
;
另

一
方
面
，
基
於
人
的
承
諾
，
神
保
證
人
世
的
褔
扯
和

繁
榮
，
在
這
人
神
互
約
之
下
，
人
們
彼
此
之
間
又
訂
下
了
進

一
步
的
信
約
，

言
明
政
府
的
目
的
乃

是
阻
止
人
的
墮
落
，
防
制
人
的
罪
惡

。

在
這

一
大
前
提
下
，
政
府
的
領
袖
如
果
格
遵
神
意
，
為
民

造
福
，
則
人
民
接
受
其
領
導
，
若
他
們
不
能
克
制
自
己
的
罪
惡
性
，
因
而
違
反
神
意
，
背
叛
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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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
則
人
民
可
以
起
而
驅
逐
他
，
否
則
整
個
社
會
，
必
獲
神
譴
'
而
蒙
受
各
種
天
災
人
禍

。

總
而

言
之

，
清
教
徒
的
幽
暗
意
識
隨
時
提
醒
他
們

.. 

道
德
沈
淪
的
誘
惑
，
普
遍
地
存
在
每
個
人
的
心

中
，
不
因
地
位
的
高
低
，
權
力
的
大
小
，
而
有
例
外
，
就
人
的
罪
惡
性
而
言
，
人
人
平
等
!
因

此
，
他
們
對
有
權
位
的
人
的
罪
惡
性
和
對

一
般
人
的
墮
落
性
有
著
同
樣
高
度
的
警
覺

。

這
份
對
有

權
位
的
人
的
罪
惡
性
的
警
覺
是
清
教
徒
自
由
思
想
中
很
重
要
的

一
環
，
在
清
教
徒
的
文
獻
中
，
不

時
流
露
出
來

。

例
如
，
英
國
十
七
世
紀
的
大
詩
人
約
翰
米
爾
頓
(
古

Z
E
E

口
)
也
是

一
位
清
教

徒
的
思
想
領
袖
，
他
就
曾
說
過
這
樣
的
話

.. 

「
國
王
和
行
政
首
長
，
他
們
既
然
是
人
，
就
可
能
犯

罪
過
，
因
此
他
們
也
必
須
被
置
於
人
民
所
制
定
的
法
律
管
制
之
下
」

4

。

這
種
話
，
出
自

一
位
清

教
徒
絕
非
偶
然
!

如
上
所
述
，
幽
暗
意
識
在
清
教
徒
的
自
由
憲
政
思
想
中
有
著
極
重
要
的
地
位
，
而
這
種
自
由

憲
政
思
想
是
造
成
十
七
世
紀
中
葉
清
教
徒
革
命
的
原
動
力

。
這
一
革
命
雖
然
後
來
失
敗
，
它
在
思

想
上
的
影
響
卻
非
常
深
遠

。

首
先
，
有
近
代
自
由
主
義
之
父
之
稱
的
約
翰
﹒
洛
克

(
Z
Z

E
n
w
ω
)，
早
年
就
曾
感
染
過
清
教
徒
革
命
所
產
生
的
共
和
憲
政
思
想

。

而
且
不
應
忘
記
的
是

.. 

洛

克
本
人
也
是

一
位
加
爾
文
教
徒

。

因
此
他
的
自
由
主
義
思
想
不
僅
只
代
表
歐
洲
的
人
文
理
性
主

義
，
而
且
也
植
根
於
基
督
教
的
新
教
教
義

。

佛
德
烈
克
教
授
曾
經
指
出

.. 

自
由
主
義
的

一
個
中
心

觀
A
A-
-

「
政
府
分
權
，
互
相
制
衡
」
的
原
則
就
是
反
映
基
督
教
的
幽
暗
意
識

τ
。

因
為
人
性
既

然
不
可
靠
，
防
止
專
制
暴
政
的
最
好
方
法
就
是
把
權
力
在
制
度
上
根
本
分
開
，
避
免
政
府
中
任
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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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個
部
門
有
過
多
的
權
力
，
而
政
府
領
袖
攬
權
專
政
的
危
險
也
就
在
制
度
上
無
形
中
化
解
了

。

清
教
徒
的
自
由
憲
政
思
想
，
除
了
直
接
間
接
有
造
於
英
國
早
期
的
自
由
主
義
，
此
外
還
有

一

層
更
深
遠
的
影
響

。

原
來
清
教
徒
在
英
國
國
內
因
為
宗
教
意
見
之
不
同
，

受
著
英
國
國
家
教
會
的

迫
害
，
於
十
七
世
紀
初
期
開
始
移
民
北
美
，
十
七
世
紀
中
葉
清
教
徒
革
命
失
敗
後
，
移
民
繼
續
增

加
，
造
成
日
後
所
謂
的
新
英
格
蘭
殖
民
地

。

在
這
片
新
大
陸
的
土
地
上
，
清
教
徒
不
但
可
以
自
由

地
傳
播
他
們
的

宗
教
信
仰
和
政
治
社
會
思
想
，
而
且
還
可
以
把
這
些
信
仰
和
思
想
付
諸
實
現

。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 

「
新
英
格
蘭
」
在
當
時
是
整
個
北
美
移
民
地
的
思
想
中
樞
，
因
此
，
清
教
徒
的
思

想
不
但
籠
罩
新
英
格
蘭

一
區
，
而
且
也
在
整
個
北
美
殖
民
地
普
遍
地
散
佈

。

前
面
提
到
，
清
教
徒
的
政
治
社
會
觀
的
中
心
觀
念
是
含
有
極
強
烈
幽
暗
意
識
的
互
約
論
，
由

此
而
產
生
的
自
由
憲
政
思
想
就
是
日
後
美
國
革
命
的

一
個
重
要
思
想
泉
源

6

。

這
裡
必
須
指
出
的

是
.. 

十
八
世
紀
歐
洲
盛
行
的
啟
蒙
運
動
思
想
傳
入
北
美
洲
，
對
當
時
殖
民
地
的
思
想
界
，
曾
產
生

了
相
當
大
的
衝
擊

。

但
是
晚
近
治
美
國
史
的
學
者
多
半
都
認
為
啟
蒙
運
動
的
影
響
，
還
是
不
能
與

英
國
十
七
世
紀
清
教
徒
革
命
時
所
產
生
的
自
由
憲
政
思
想
相
比
，
尤
其
重
要
的
是
，
啟
蒙
運
動
所

強
調
的
人
性
可
臻
至
善
的
觀
念
，
迄
未
能
將
清
教
徒
所
遺
留
下
來
的
幽
暗
意
識
取
而
代
之

。

因

此
，
在
表
面
上
，
美
國
革
命
的
思
想
主
流
誠
然
是
接
受
了
歐
洲
啟
蒙
運
動
的
人
文
理
性
主
義
，
但

骨
子
裡
基
督
教
那
份
對
人
性
墮
落
的
警
覺
仍
然
在
繼
續
發
酵

。

約
翰
亞
當

(
E
Z

〉
岳
吉
的

)
便
是

一
個
好
例
子

。

他
是
美
國
開
國
後
的
第

二
任
總
統
，
同
時
也
是
當
時
知
識
界
的
重
鎮
，
在
他
的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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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
裡
就
時
時
表
現
出
他
對
人
性
陰
暗
面
的
體
驗
與
警
惕

。

因
此
，
美
國
的
自
由
主
義
在
建
國
之
初

即
與
歐
洲
大
陸
受
了
啟
蒙
運
動
強
烈
影
響
的
自
由
主
義
有
著
重
要
的
不
同

@
。

美
國
早
期
的
自
由
主
義
的
結
晶
就
是
它
的
憲
法

。

誠
如
英
國
史
學
家
布
萊
士

(
2日
自
甘
苦
。
)

所
說
，
當
美
國
「
開
國
諸
父
」

(
F
E
E
-兵
宣
言
『
的
)
於
一
七
八
七
年
夏
天
聚
集
在
費
城
草
擬
憲

法
時
，
他
們
的
思
想
是
帶
有
很
濃
厚
的
幽
暗
意
識
的
。
他
們
對
他
們
新
建
的
國
家
充
滿
著
希
望
，

但
在
希
望
中
他
們
仍
能
正
視
現
實
，
他
們
的
基
本
精
神
是
理
想
主
義
，
但
這
份
理
想
主
義
卻
含
藏

著
戒
慎
恐
懼
的
現
實
感

@
。

這
份
高
度
的
現
實
感
在
當
時
影
響
最
後
憲
法
制
定
極
大
的
《
聯
邦
論
文
》

(
2
h
r
s
E
H

E
E
Z

)
有
充
分

的
流
露
，
例
如
曾
經
參
與
撰
寫

《
聯
邦
論
文

》
的
漢
彌
兒
頓

(
E
S
S
已
R

E
m
E
E

口
)
就
曾
說
過
.. 

「
我
們
應
該
假
定
每
個
人
都
是
會
拆
爛
污
的
癌

三

，
他
的
每

一
個
行

為
，
除
了
私
利
，
別
無
目
的
。
」
更
重
要
的
是
麥
迪
遜

(
E
B
S
Z
在

Z
S
)
在
《
聯
邦
論
文
》

中
所
發
表
的
文
字

。
麥
氏
素
有
美
國
「
憲
法
之
父
」
之
稱
，
在
他
看
來
，
結
黨
營
私
是
人
類
的
通

性
，
我
們
必
須
正
視
這
通
性
的
存
在

。

他
曾
提
出

一
個
很
有
意
義
的
問
題

.. 

「
政
府
之
存
在
不
就

是
人
性
的
最
好
說
明
嗎
?
如
果
每

一
個
人
都
是
天
使
，
政
府
就
沒
有
存
在
的
必
要
了

。

」
乍
聽
之

下
，
這
句
話
簡
直
好
像
出
自
一
個
基
督
教
神
學
家
之
口
!

是
這
份
對
人
性
的
現
實
感
使
麥
迪
遜
深
感
政
府
的
權
力
不
能
集
中
，
集
中
之
後
，
以
人
性
的

自
私
自
利
，
必
然
會
有
暴
政
的
出
現
。
權
力
集
中
在
一
個
人
手
裡
'
固
然
會
造
成
獨
裁
專
制
，
集



中
在
大
多
數
人
手
裡
，
也
會
產
生
欺
壓
少
數
人
的
民
主
專
政

。

阻
止
權
力
集
中
的
最
好
辦
法
就
是

「
權
力
分
置
，
互
相
制
衡
」
這

一
制
度
。

他
認
為
，
有
了
這
種
制
度
之
後
，
社
會
上
各
種
團
體
結

黨
營
私
也
無
妨
，
因
為
他
們
自
私
自
利
的
行
為
可
以
互
相
抵
消
，
互
相
牽
制
，
而
公
益
共
利
因
之

也
仍
然
可
以
實
現

。

易
言
之
二
個
個
人
格
不
堪
之
人
結
合
在

一
起
可
以
形
成
為
一
個
健
全
的
群

體
。

「
權
力
分
置
，
互
相
制
衡
」
這

一
制
度
的
妙
用
就
在
此

9

!

麥
迪
遜
這
些
想
法
日
後
變
成
美
國
憲
法
的
基
本
原
則

。

時
至
令
日
，
美
國
立
國
已
逾
兩
百

年
，
這
部
憲
法
顯
然
是

一
部
可
以
行
之
久
遠
的
基
本
大
法

。

而
其
所
以
能
行
之
久
遠
的
一
個
重
要

原
因
，
則
不
能
不
歸
功
於
美
國
「
開
國
諸
父
」
當
年
的
幽
暗
意
識

而
。

叫
近
代
自
由
主
義
對
權
力
的
警
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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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八
世
紀
以
後
，
西
方
自
由
主
義
的
人
性
論
，
因
為
啟
蒙
運
動
的
影
響
，
時
時
呈
現
濃
厚
的

樂
觀
色
彩
，
許
多
自
由
主
義
論
者
都
認
為
人
可
以
變
得
十
全
十
美
，
人
類
社
會
可
以
無
限
地
進

步
，
但
是
，
正
視
人
性
陰
暗
面
的
現
實
感
並
未
因
此
消
失
，
在
自
由
主
義
的
傳
統
中
仍
然
有
其
重

要
的
地
位

。

這
份
現
實
感
，
雖
然
有
不
同
的
來
源
，
但
毫
無
疑
問
地
，
西
方
傳
統
的
幽
暗
意
識
是

其
重
要
源
頭
之

一
。
歐
美
知
識
份
子
本
著
這
份
幽
暗
意
識
，
對
人
類
的
墮
落
性
與
罪
惡
性
，
時
時

提
出
警
告
，
對
自
由
主
義
在
現
代
世
界
所
面
臨
的
種
種
挑
戰
和
陷
阱
，
時
時
喚
醒
警
覺

。

這
是
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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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自
由
主
義
很
重
要
但
常
受
人
忽
視
的

一
個
層
面

。

我
們
可
以
英
國
十
九
世
紀
的
阿
克
頓
爵
士

(
戶
。E
E
S

口

)
為
例
證
，
對
近
代
自
由
主
義
這

一
層
面
稍
作
說
明

。

阿
克
頓
是
英
國
十
九
世
紀
晚
期
的
大
史
學
家
，
他
出
身
貴
族
世
家
，
是
位
天
主
教
徒
，
他
對

史
學
最
大
的
貢
獻
是
創
編
有
名
的
《
劍
橋
近
代
史
》
'
與
許
多
大
史
家
一
樣
，
他
對
歷
史
有
他
獨

特
的
史
觀

。

在
他
看
來
，
自
由
是
人
類
最
珍
貴
的
價
值
，
而
人
類

一
部
歷
史
也
就
是
這
價
值
的
逐

漸
體
現

。

但
他
並
不
是

一
位
單
純
的
歷
史
樂
觀
論
者
，
他
與
當
時
的
許
多
歷
史
學
家
和
思
想
家
不

同
，
並
不
認
為
人
類
的
歷
史
和
未
來
就
是

一
個
單
線
的
進
化
，
對
於
他
而
言
，
自
由
在
歷
史
體
現

的
過
程
，
是
迂
迴
的
、
曲
折
的
、
艱
難
的
，
當
他
迴
視
人
類
的
過
去
，
他
所
看
到
的
是
血
跡
斑

斑
，
黑
暗
重
重
，
因
此
作
為

一
個
史
學
家
，
他
說
他
無
法

一
咪
地
肯
定
和
歌
頌
人
類
過
去
的
成

就
，
站
在
自
由
主
義
的
立
場
，
他
必
須
批
判
歷
史
、
控
訴
歷
史

。

阿
克
頓
爵
士
這
種
對
歷
史
的
看
法
是
來
自
他
基
督
教
的
背
景

。

這
種
對
歷
史
陰
暗
面
的
敏
感

和
正
視
，
他
歸
功
於
基
督
教
原
罪
的
觀
念

。

他
曾
借
著
別
人
說
的
一
段
話
來
表
明
他
對
基
督
教
幽

暗
意
識
的
感
受
:
「

一
個
基
督
徒
由
於
他
的
信
仰
，
不
得
不
對
人
世
的
罪
惡
和
黑
暗
敏
感

。

這
種

敏
感
，
他
是
無
法
避
兔
的

。

基
督
教
對
人
世
間
罪
惡
的
暴
露
可
以
說
是
空
前
的

。

我
們
因
此
才
知

道
罪
惡
的
根
深
抵
固
，
難
以
捉
摸
和
到
處
潛
伏

。

基
督
教
的
神
示
亡
。
〈
旦
旦
O
D

)
一
方
面
是
充
滿

了
慈
愛
和
寬
恕
，
另

一
方
面
也
惡
狠
狠
地
關
出
了
人
世
的
真
相
，
基
督
教
的
福
音
使
罪
惡
意
識
牢

繫
於
人
心

...

... 
他
看
到
別
人
看
不
見
的
罪
惡

...... 

(
這
種
)
原
罪
的
理
論
使
得
基
督
徒
對
各
種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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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
都
在
提
防
...... 

隨
時
準
備
發
覺
那
無
所
不
在
的
罪
惡
」

u
o

基
督
教
的
幽
暗
意
識
不
但
使
阿
克
頓
爵
士
對
歷
史
的
種
種
黑
暗
面
有
著
普
遍
的
敏
感
，
同
時

也
使
他
對
人
世
間
權
力
這
個
現
象
有
著
特
別
深
切
的
認
識

。

在
他
看
來
，
要
瞭
解
人
世
的
黑
暗
和

人
類
的
墮
落
性
，
最
值
得
我
們
重
視
的
因
素
就
是
權
力

。

從
來
大
多
數
研
究
權
力
的
學
者
認
為
，

權
力
是

一
個
中
性
的
東
西
，
它
本
身
無
所
謂
好
壞
和
對
錯

。

因
此
要
談
權
力
的
道
德
意
義
，
必
須

落
實
於
權
力
行
使
的
真
體
環
境
，
就
這
具
體
環
境
然
後
可
予
權
力
以
道
德
的
評
價

。

但
是
阿
克
頓

爵
士
卻
並
不
採
取
這
樣

一
個
看
法

。

因
為
人
性
本
具
罪
惡
性
，
權
力
，
既
是
由
人
而
產
生
，
便
有

它
無
法
消
解
的
毒
素

。

從
上
面
這
種
權
力
觀
，
阿
克
頓
爵
士
得
到
這
樣

一
個
結
論
.. 

地
位
越
高
的
人
，
罪
惡
性
也
越

大
。

因
此
教
皇
或
國
王
的
墮
落
性
便
不
可
和

一
般
老
百
姓
同
日
而
語

。

他
曾
經
很
斬
釘
截
鐵
地
說

過
這
樣
一
句
話

.. 

「
大
人
物
幾
乎
都
是
壞
人
!
」
是
在
這
樣

一
個
思
想
背
景
之
下
，
他
寫
下
了
那

句
千
古
不
朽
的
警
句

.. 

「
權
力
容
易
使
人
腐
化
，
絕
對
的
權
力
絕
對
會
使
人
腐
化
」

(
2
達
2

8

口
已
叩
門
。
口
。
『
『
己
℃
門
也
己
已
心

σ
的
。
-
E
O
℃
。
三
月
口
。
可
口
℃
門
的
心
σ
的
。
-
z
g
G
)
"
“
。

不
但
位
高
權
重
的
個
人
有
受
權
力
腐
化
的
趨
勢
，
就
是
在

一
個
民
主
的
社
會
也
時
有
這
種
危

機
，
因
為
佔
大
多
數
的
群
眾

(
E
a
R志
)
，
仗
恃
他
們
的
人
多
勢
眾
，
投
起
票
來
，
穩
操
勝
算
，

常
常
會
利
用
這
種
勢
力
欺
壓
凌
暴
少
數
人

(
2
8
2
司
)。
這
是
現
代
民
主
制
度
所
常
見
的
內
部
危

機
，
而
阿
克
頓
爵
士
早
在
十
九
世
紀
即
有
此
警
惕
!
誠
如
他
說
，
基
督
教
的
原
罪
意
識
使
他
「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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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
種
事
情
都
在
提
防
，
隨
時
準
備
發
覺
那
無
所
不
在
的
罪
惡
!
」

二
、

幽
暗
意
識
與
儒
家
傳
統

前
面
提
過
，
幽
暗
意
識
並
非
西
方
傳
統
所
獨
有

。
在
世
界
所
有
古
老
文
明
中
，
幾
乎
都
有
它

的
存
在
，
中
國
傳
統
文
化
也
不
例
外

。
只
是
幽
暗
意
識
表
現
的
方
式
和
合
蘊
的
深
淺
有
所
不
同
而

已
。

但
這
不
同
的
方
式
和
程
度
卻
對
中
國
傳
統
的
政
治
文
化
有
著
深
遠
的
影
響

。

這
是

一
個
很
複

雜
的
問
題
，
在
這
裡
我
只
準
備
作

一
個
簡
單
的
討
論

。

儒
家
思
想
與
基
督
教
傳
統
對
人
性
的
看
法
，
從
開
始
的
著
眼
點
就
有
不
同

。

基
督
教
是
以
人

性
的
沈
淪
和
陷
溺
為
出
發
點
，
而
著
眼
於
生
命
的
贖
救

。

儒
家
思
想
是
以
成
德
的
需
要
為
其
基

點
，
而
對
人
性
作
正
面
的
肯
定

。

不
可
忽
略
的
是
，
儒
家
這
種
人
性
論
也
有
其
兩
面
性

。

從
正
面

看
去
，
它
肯
定
人
性
成
德
之
可
能
，
從
反
面
看
去
，
它
強
調
生
命
有
成
德
的
需
要
就
蘊
含
著
現
實

生
命
缺
乏
德
性
的
意
思
，
意
昧
著
現
實
生
命
是
昏
暗
的
、
是
陷
溺
的
，
需
要
淨
化
、
需
要
提
昇

。

沒
有
反
面
這
層
意
思
，
儒
家
思
想
強
調
成
德
和
修
身
之
努
力
將
完
全
失
去
意
義

。

因
此
，
在
儒
家

傳
統
中
，
幽
暗
意
識
可
以
說
是
與
成
德
意
識
同
時
存
在
，
相
為
表
裡
的

。

這
兩
者
之
間
的
關
係
在
原
始
儒
家
已
可
清
楚
的
看
出

。

要
談
原
始
儒
家
，
當
然
從
《
論
語
》

開
始
。

從
正
面
看
去
，
整
個

《
論
語
》
一
書
是

被
成
德
意
識
所
籠
罩

。

但
是
換

一
個
角
度
去
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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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初
以
來
的
「
憂
患
意
識
」
也
貫
串
全
書

n

。

孔
老
夫
子
，
細
細
遑
遑
'
席
不
暇
暖
，
誠
如
他
所

說
，
是
因
為
「
天
下
無
道
」

。

但
是
細
繹
論
語
中
「
天
下
無
道
」
這

一
觀
念
，
可
以
看
出
憂
患
意

識
已
有
內
轉
的
趨
勢
，
外
在
的
憂
患
和
內
在
的
人
格
已
被
聯
結
在

一
起
。

這
內
轉
的
關
鍵
是
孔
子

思
想
中
「
道
」
的
觀
念

。

「
夫
子
之
道
，
忠
恕
而
已
矣
」
'
「
人
能
弘
道
，
非
道
弘
人
」

o

論
語
中

這
些
顯
而
易
見
的
話
，
己
清
楚
地
顯
示

:

孔
子
所
謂
的
道
，
已
不
僅
指
外
在
超
越
的
天
道
，
它
也

意
昧
著
人
格
內
蘊
的
德
性

。

透
過
這

一
轉
化
，
孔
子
已
經
開
始
把
外
在
的
憂
患
歸
源
於
內
在
人
格

的
昏
暗
。

易
言
之
，
《
論
語
》

一
書
中
已
非
完
全
承
襲
周
初
以
來
的
憂
患
意
識
，
憂
患
意
識
已
漸

漸
轉
化
成
為
「
幽
暗
意
識
」

。

孔
子
以
後
，
幽
暗
意
識
在
原
始
儒
家
裡
面
有
更
重
要
的
發
展
，

主
要
因
為
成
德

和
人
性
之
間

的
關
聯
變
成
思
想
討
論
的
焦
點
，
苟
子
在
這
方
面
的
思
想
當
然
是
最
為
突
出
的

。

他
的
性
惡
論
就

是
對
人
性
的
陰
暗
面
作

一
種
正
面
的
抉
發

。

但
苟
子
思
想
的
影
響
，
對
後
世
儒
家
傳
統
的
形
成
，

尤
其
就
宋
明
儒
學
的
主
流
而
言
，
不
夠
重
要
，
重
要
的
是
孟
子
，
可
是
孟
子
在
這
方
面
的
思
想
卻

是
相
當
間
接
而
曲
折
的
，
需
要
一
點
分
疏

。

談
到
孟
子
，
首
先
必
須
指
出
的
是

.. 

他
對
成
德
這
個
問
題
是
採
取
「
正
面
進
路
」
，
他
的
中

心
思
想
是
個
人
成
德
之
可
能
，
因
此
強
調
人
有
天

生
的

「
善
端
了
本
此
善
端
，
加
以
擴
充
，
便

可
成
德
，
於
是
而
有
「
人
人
皆
可
以
為
堯
舜
」
的
結
論

。

不
可
忽
略
的
是
，
孟
子
這
種
「
正
面
進

路
」
和
樂
觀
的
人
性
論
尚
有
另
外

一
面
。
不
錯
，
孟
子
是
特
別
強
調
人
的
善
端
，
但
他
同
時
也
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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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
這
善
端
是
很
細
微
的

。

「
人
之
異
於
禽
獸
者
幾
希
!
」
這
個
「
幾
希
」
固
是
孟
子
對
成
德
採
取

樂
觀
之
所
本

。

但
也
道
出
了
他
對
人
性
的
現
實
感

。

而
就
是
本
著
這
份
現
實
感
，
後
世
儒
者
像
王

夫
之
才
有
君
子
禽
獸
，
只
爭
一
線
的
觀
念
;
曾
國
藩
才
說
出
「
不
為
聖
賢
，
便
為
禽
獸
」
這
種
警

詛
悶
。因

此
，
我
們
可
以
說

:

與
孟
子
之
樂
觀
人
性
論
相
伴
而
來
的
是

一
種
幽
暗
意
識

。

儘
管
這
種

意
識
表
現
的
方
式
常
常
是
問
接
的
襯
映
，
或
者
是
側
面
的
影
射
，
它
仍
顯
示
孟
子
對
人
性
是
有
警

覺
、

有
戒
懼
的
。
只
有
本
著
這
份
警
覺
與
戒
懼
，
我
們
才
能
瞭
解
為
何
《
孟
子
》

一
書
中

一
方
面

肯
定
「
人
人
皆
可
為
堯
舜

」
'
強
調
人
之
趨
善
，
「
如
水
之
就
下
」
，
而
另

一
方
面
卻
時
而
流
露
他

對
成
德
過
程
的
艱
難
感
，
為
何
他
要
重
視
「
養
心
」
「
養
氣
」
等
種
種
的
工
夫

。

最
重
要
的
是
他

的
幽
暗
意
識
與
他
樂
觀
的
人
性
論
相
揉
合
而
造
成
他
思
想
中
另

一
重
要
層
面
，
孟
子
裡
面
有

一
段

話
很
清
楚
地
點
出
這
層
面

.. 

公
都
子
問
日

.. 

「
鈞
是
人
也

，
或
為
大

人

，
或
為
小

人

，
何
也
?
」
孟
子
曰

.. 

「
從
其
大
體

為
大
人
，
從
其
小
體
為
小
人
」
。
日

.. 

「
鈞
是
人
也

，
或

從
其
大
體

，
或

從
其
小
體

，
何
也
?
」

曰
.. 

「
耳
目
之
官
不
思
，
而
蔽
於
物
，
物
交

物
則
引
之
而

已
矣

。
心
之
官
則
思

，
思
則
得
之
，
不

思
則
不
得
也

。
此
天
之
所
與
我
者

，
先
立
乎
其
大
者
，
則
小
者
不
能
奪
也
，
此
為
大

人
而

已

μ
矢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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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一
段
話
的
意
思
是

.. 

孟
子
認
為
人
之
自
我
有
兩
個
層
面
，

一
層
是

他
所
謂
的
「
大
體
」
，

一
層
是
「
小
體
」
。

孟
子
有
時
又
稱
這
兩
層
為
「
貴
體
」
和
「
賤
體
」

。

從

《
孟
子

》
一
書

的
整
個

義
理
結
構
來
看

.. 

「
大
體
」
和
「
貴
體
」
是
代
表
天
命
之
所
賜
，
因
此
是
神
聖
的
、
高
貴
的

。

「
小
體
」
和
「
賤
體
」
是
代
表
獸
性
這

一
面
，
因
此
是
低
賤
的
，
傾
向
墮
落
的

。
這
顯
然
是

一
種

「
生
命
二
元
論
」
'
是
孟
子
人
性
論
所
表
現
的
另

一
義
理
形
態

。

這
種
生
命

二
元
論
，
是
整
個
儒
家
傳
統
形
成
中
的

一
個
極
重
要
發
展

。

它
是
瞭
解
宋
明
儒
學

思
想
的

一
個
基
本
關
鍵
，
同
時
也
是
瞭
解
後
者
所
含
藏
的
幽
暗
意
識
的

一
個
起
足
點

M

。

當
然
，

這
並
不
是
說
宋
明
儒
學
在
這
方
面
沒
有
受
到
其
它
的
影
響
。
無
可
否
認
的
，
大
乘
佛
教
進
入
中
國

後
，
它
所
強
調
的
無
明
意
識
，
直
接
間
接
地
加
深
了
宋
明
儒
學
的
幽
暗
意
識

。

但
是
後
者
在
表
現

幽
暗
意
識
的
方
式
上
，
仍
然
與
大
乘
佛
教
有
著
基
本
的
不
同
，
因
為
佛
教
的
無
明
觀
念
，
像
基
督

教
的
原
罪
意
識

一
樣
，
對
生
命
陰
暗
面
是
作
正
面
的
彰
顯
與
直
接
的
透
視

。

但
是
宋
明
儒
學
，
至

少
就
其
主
流
而
言
，
仍
然
大
致
保
持
原
始
儒
家
的
義
理
形
態
，
強
調
生
命
成
德
之
可
能
，
因
之
對

生
命
的
昏
暗
與
人
世
的
缺
陷
，
只
作
間
接
的
映
襯
與
側
面
的
影
射

。

這
是
宋
明
儒
學
幽
暗
意
識
的

基
本
表
現
方
式
，
而
這
表
現
方
式
就
是
以
孟
子
生
命

二
元
論
為
其
理
論
的
出
發
點

。

宋
明
儒
學
，
本
著
孟
子
生
命

二
元
論
，
再
受
到
大
乘
佛
教
和
道
家
思
想
的
激
盪
，
就
演
成
它

的
「
復
性
」
思
想

。

「
復
性
」
觀
念
的
基
本
前
提
是

.. 

生
命
有
兩
個
層
面
生
命
的
本
質
和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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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
的
現
實

。

生
命
的
本
質
又
是
人
類
歷
史
的
本
原
狀
態
，
生
命
的
現
實
又
是
人
類
歷
史
的
現
實
過

程
。

於
是
在
這
種
前
提
上
便
出
現
了
對
生
命
和
歷
史
的

一
種
特
殊
暸
解

。

生
命
的
現
實
雖
在
理
論

上
不

一
定
是
昏
暗
，
卻
常
常
流
為
昏
暗

。

因
此
由
生
命
的
本
質
到
生
命
的
現
實
便
常
常
是

一
種
沈

淪
。

依
同
理
，
人
類
歷
史
的
本
原
狀
態
和
生
命
的
本
質

一
樣
，
是
個
完
美
之
境
，
但
在
歷
史
現
實

過
程
中
卻
時
時
陷
入
黑
暗

。

在
這
樣
的
思
想
背
景
下
，
就
形
成
了
復
性
觀
的
主
題

:

本
性
之
失
落

與
本
性
之
復
原
;
生
命
之
沈
淪
與
生
命
之
提
昇

。

很
顯
然
的
，
復
性
思
想
是
含
有
相
當
濃
厚
的
幽
暗
意
識
的
。
既
然
復
性
思
想
以
不
同
的
形
式

貫
串
宋
明
儒
家
各
脈
，
它
所
蘊
涵
的
幽
暗
意
識
自
然
也
不
限
於
任
何

一
家
一
派
。
但
在
宋
明
儒
學

的
主
流
|
|

程
朱
學
派
中
，
它
似
乎
特
別
顯
著
和
突
出

。

這
主
要
因
為
程
朱
學
派
的
義
理
結
構
是

以
二
元
論
的
形
式
出
現
。
在
宇
宙
觀
方
面
，
它
有
理
與
氣
的
對
立
，
在
人
性
觀
方
面
，
它
有
天
理

與
人
欲
、
道
、
心
與
人
心
的
對
立

。

這
種
對
立
使
得
成
德
過
程
的
艱
難
性
在
朱
子
思
想
中
特
別
明

顯
。

朱
子
曾
說
過
下
面
這
樣

一
段
話
.. 

「
以
理
言
，
則
正
之
勝
邪
，
天
理
之
勝
人
欲
，
甚
易

。

而

邪
之
勝
正
，
人
欲
之
勝
天
理
，
甚
難
。
以
事
言
，
則
正
之
勝
邪
，
天
理
之
勝
人
欲
，
甚
難

。

而
邪

之
勝
正
，
人
欲
之
勝
天
理
，
卻
甚
易

。

正
如
人
身
正
氣
稍
不
足
，
邪
便
得
以
千
之
」
。
換
句
話

說
，
朱
子
認
為
，
按
照
道
理
說
，
正
應
該
克
邪
，
但
在
現
實
人
生
裡
'
邪
卻
是
經
常
勝
正
的

!

朱
子
不
但
從
天
理
與
人
欲
的
對
立
去
看
人
生

。

同
時
也
從
這
個
角
度
去
放
眼
看
歷
史
。
在
他

看
來
，
歷
史
的
本
原
，
也
就
是
所
謂
的
「

三
代
」

'
是
天
理
流
行
，

一
片
光
明
淨
潔
，
而
歷
史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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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實
過
程
，
所
謂

三
代
以
後
，
即
使
是
漢
唐
盛
世
，
也
多
半
是
人
欲
氾
濫
，

一
片
黑
暗
!
他
在
答

陳
同
甫
的
信
裡
，
把

三
代
以
後
歷
史
的
沈
淪
，
說
得
最
為
明
白
斬
截

.. 

「
若
以
其
能
建
立
國
家
，

傳
世
久
遠
，
便
謂
其
得
天
理
之
正
，
此
正
是
以
成
敗
論
是
非
，
但
取
其
獲
禽
之
多
，
而
不
羞
其
詭

遇
之
不
出
正
也

。

千
五
百
年
之
間
，
正
坐
如
此
，
所
以
只
是
架
漏
牽
補
過
了
時
日

。

其
間
雖
或
不

無
小
康
，
而
堯
舜

三
王
周
公
孔
子
所
傳
之
道
未
嘗

一
日
得
行
於
天
地
之
間
也
」

。

這
些
話
，
出
自

朱
子
之
口
，
道
盡
了
宋
明
儒
學
正
統
派
中
的
幽
暗
意
識

。

幽
暗
意
識
不
僅
限
於
程
朱
學
派
，
就
在
對
成
德
充
滿
樂
觀
與
自
信
的
王
學
裡
，
也
時
有
流

露
。

理
由
很
簡
單
，
王
學
雖
然
很
少
直
接
談
「
復
性
」
這
個
觀
念
，
但
「
復
性
」
所
代
表
的
生
命

觀
，
卻
仍
然
是

王
學
思
想
中
基
本
的

一
環
。

我
們
只
要
翻
閱

《陽
明
全
集
》
，
學
絕
道
喪
，
人
心

陷
溺
的
感
帽
，
隨
處
可
見
，
便
是
明
證

。

王
學
的
樂
觀
是
來
自
王
陽
明
之
深
信
他
發
現
了
挽
救
人

心
、
培
養
德
性
的
獨
特
方
法
，
而
並
不
代
表
他
們
無
感
於
人
心
的
陷
溺

。

這
裡
必
須
指
出
的
是

:

王
學
文
字
中
，
「
學
絕
道
喪
，
人
心
陷
溺
」
這

一
類
話
，
並
非
出
自

對
人
世
浮
泛
的
觀
察
，
而
是
本
自
他
們
對
生
命
的
體
驗

。

例
如
王
錢
是
王
門
中
最
富
樂
觀
精
神
的

一
位
，
他
對

一
般
成
德
之
信
心
可
於
他
的
「
見
成
良
知
」
這

一
觀
念
看
出

。

但
同
時
他
卻
能
夠
對

人
性
中
所
潛
藏
的
罪
咎
和
陷
溺
作
深
入
的
體
認

。

他
曾
說
過
，
「
吾
人
包
里
障
重
，
世
情
棄
臼
，

不
易
出
頭

。

以
世
界
論
之
，
是
千
百
年
習
染
;
以
人
身
論
之
，
是
半
生
依
靠
」

頃
。

這
種
幽
暗
意
識
，
在
王
門
另
外
一
位
重
要
人
物
，
羅
洪
先
的
思
想
中
看
得
更
清
楚

。

他
對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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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
內
心
深
處
所
蝠
結
的
罪
咎
，
曾
有
這
樣
勘
查
入
微
的
反
省

.. 

妄
意
於
此
，
二
十
餘
年
矣
，
亦
嘗
自
矢
以
為
吾
之
於
世
，
無
所
厚
取
，
自
欺
二
字
，
或
者
不

至
如
人
之
甚
，
而
兩
年
以
來
，
稍
加
懲
艾
，
則
見
為
吾
之
所
安
而
不
懼
者
，
正
世
之
所
謂
大
欺
，

而
所
指
以
為
可
惡
而
可
恥
者
，
皆
吾
之
處
心
積
慮
，
陰
托
之
命
而
恃
以
終
身
者
也

。

其
使
吾
之
安

而
不
懼
者
，
乃
先
儒
論
說
之
餘
而
冒
以
自
足
，
以
知
解
為
智
，
以
意
氣
為
能
，
而
處
心
積
慮
於
可

恥
可
惡
之
物
，
則
知
解
之
所
不
及
，
意
氣
之
所
不
行
，
覺
其
缺
漏
，
則
蒙
以
一
說
，
欲
其
宛
轉
，

則
加
以
眾
證
，
先
儒
論
說
愈
多
，
而
吾
之
所
安
日
密
，
譬
之
方
技
俱
通
，
而
接
痺
不
恤
，
搔
爬
能

周
，
而
疼
癢
未
知
，
甘
心
於
服
抽

閥
，
而
自
以
為
神
刺
，
如
此
者
不
知
日
月
幾
矣

。

嗚
呼
，
以
是
為

學
，
雖
日
有
間
，
時
其
習
，
明
師
臨
之
，
良
友
輔
之
，
猶
恐
成
其
私
也

。

況
於
日
之
所
間
，
時
之

所
習
，
出
入
於
世
俗
之
內
，
而
又
無
明
師
良
友
之
益
，
其
能
免
於
前
病
乎
，
夫
所
安
者
在
此
，
則

惟
恐
人
或
我
窺
'
所
蒙
者
在
彼
，
則
惟
人
不
我
與
，
託
命
既
堅
，
固
難
於
拔
除
，
用
力
已
深
，
益

巧
於
藏
伏
，
於
是
毀
譽
得
失
之
際
，
始
不
能
不
用
其
情
，
此
其
觸
機
而
動
，
緣
釁
而
起
，
乃
餘
痕

標
見
。
所
謂
已
病
不
治
者
也
，
且
以
隨
用
隨
足
之
體
，
而
寄
寓
於
他
人
口
吻
之
間
，
以
不
加
不
損

之
真
，
而
貪
竊
於
古
人
唾
棄
之
穢
，
至
樂
不
尋
，
而
伺
人
之
顏
色
以
為
欣
戚
，
大
寶
不
惜
，
而
冀

時
之
取
予
以
為
歉
盈
，
如
失
路
人
之
士
心
歸
，
如
喪
家
之
丐
食
，
流
離
奔
逐
，
至
死
不
休
，
孟
子
之

所
謂
哀
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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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經
過
這
種
深
切
的
反
省
和
自
訟
，
他
才
能
對
生
命
有
這
樣
的
感
受

.. 

主
晏
車

一
個
性
命
，

千
瘡
百
孔
，
醫
治
不
暇
，
何
得
有
許
多
為
人
說
長
道
短
邪
?
」

這
種
對
生
命
有
千
瘡
百
孔
的
感
受
，
在
晚
明
劉
宗
周
的
思
想
裡
有
更
明
顯
的
流
露
，
造
成
幽

暗
意
識
在
宋
明
儒
學
裡
一
個
空
前
的
發
展

。

例
如
他
在
《
人
譜
》

一
書
中
，
把
成
德
的
實
踐
過
程

分
成
六
步
，
每
一
步
都
有
罪
咎
的
潛
伏
，
都
有
陷
溺
的
可
能

。

他
在
總
結
第
六
步

|
|

「
遷
善
改

過
以
作
聖
」
時
，
曾
有
這
樣
的
話

.. 

「
學
者
未
歷
過
上
五
條
公
案
，
通
身
都
是
罪
過

;
即
已
歷
過

上
五
條
公
案
，
通
身
仍
是
罪
過

」
。
接
著
在
《
人
譜
續
篇
》

、

《
紀
過
格
》
裡

，
他
對
這
「
通
身
的

罪
過
」
有
極
詳
盡
的
抉
發
和
分
析

。

他
把
罪
過
分
成
六
大
類
，
每

一
大
類
再
細
分
成
各
色
各
種

，

其
中
第
一
大
類
，
劉
宗
周
稱
之
為
「
微
過
了
最
足
以
表
現
他
對
罪
過
勘
查
的
細
微

.. 

「
以
上

一

過
實
函
後
來
種
種
諸
過
，
而
藏
在
未
起
念
之
前
，
彷
彿
不
可
名
狀
，
故
日
微
，
原
從
無
過
中
看
出

過
來
者

。

『
妄
』
字
最
難
解

，
真
是
無
病
疼
可
指

。

如
人
之
氣
偶
虛
耳
，
然
百
邪
從
此
易
入

。

人

犯
此
者
使

一
生
受
虧
，
無
藥
可
療
，
最
可
畏
也
」

的

。

《
人
譜
》
裡
面
所
表
現
的
罪
惡
感
，
簡
直
可
以
和
其
同
時
代
西
方
清
教
徒
的
罪
惡
意
識
相
提

並
論

。

宋
明
儒
學
發
展
到
這
一
步
，
對
幽
暗
意
識
，
已
不
只
是
間
接
的
映
襯
和
側
面
的
影
射
，
而

已
變
成
正
面
的
彰
顯
和
直
接
的
透
視
了

。

上
面
討
論
的
主
旨
是
在
強
調

.. 

儒
家
思
想
，
尤
其
是
宋
明
儒
學
，
是
含
有
幽
暗
意
識
這

一
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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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的
。

所
以
要
這
樣
強
調
，
主
要
是
為
了
糾
正

一
個
很
流
行
的
錯
誤
觀
念
，
那
就
是
儒
家
思
想

一

昧
地
樂
觀
，
對
於
生
命
的
缺
陷
和
人
生
的
遺
憾
全
無
感
受
和
警
覺

。

但
是
這
種
強
調
並
不
就
是
對

儒
家
與
基
督
教
在
這
方
面
不
同
之
處
的
忽
視

。

前
面
說
過
，
兩
者
表
現
幽
暗
意
識
的
方
式
和
蘊
含

的
強
弱
很
有
不
同

。

基
督
教
是
作
正
面
的
透
視
與
直
接
的
彰
顯
，
而
儒
家
的
主
流
，
除
了
晚
明

一

段
時
期
外
，
大
致
而

言
是
間
接
的
映
襯
與
側
面
的
影
射

。

而
這
種
表
現
的
不
同
，
也
說
明
了

二
者

之
間
另

一
基
本
的
歧
異
，
如
前
所
說
，
基
督
教
，
因
為
相
信
人
之
罪
惡
性
是
根
深
抵
固
，
因
此
不

認
為
人
有
體
現
至
善
之
可
能
;
而
儒
家
的
幽
暗
意
識
，
在
這

一
點
上
始
終
沒
有
淹
沒
它
基
本
的
樂

觀
精
神
。

不
論
成
德
的
過
程
是
多
麼
的
艱
難
，
人
仍
有
體
現
至
善
，
變
成
完
人
之
可
能

。

重
要
的
是
，
儒
家
在
這

一
點
上
的
樂
觀
精
神
影
響
了
它
的
政
治
思
想
的

一
個
基
本
方
向

。

因

為
原
始
儒
家
從

一
開
始
便
堅
持

一
個
信
念
.. 

既
然
人
有
體
現
至
善
，
成
聖
成
賢
的
可
能
，
政
治
權

力
就
應
該
交
在
已
經
體
現
至
善
的
聖
賢
手
裡

。

讓
德
性
與
智
慧
來
指
導
和
駕
騏
政
治
權
力

。

這
就

是
所
謂
的
「
聖
王

」
和
「
德

治
」
思
想
，

這
就
是
先
秦
儒
家
解
決
政
治
問
題
的
基
本
途
徑

。

兩
千
年
來
，
儒
家
的
政
治
思
想
就
順
著
這
個
基
本
觀
念
的
方
向
去
發
展
，
因
此
它
整
個
精
神

就
貫
注
在
如
何
培
養
那
指
導
政
治
的
德
性

二

部
《
四
書
》
，
就
是
儒
家
思
想
在
這
方
面
的
好
註

腳
，
而

一
部

《
大
學
》
'
對
這
思
想
尤
其
有
提
綱
掌
領
的
展
示

。

眾
所
週
知
，

《大
學
》
這
本
書

是
環
繞
三
綱
領
、
八
德
目
而
展
開
的
，
我
們
不
妨
把
這

三
綱
領
、
八
德
目
看
作
儒
家
思
想
的

一
個

基
本
模
式

。

大
致
而

言

，
這
個
模
式
是
由
兩
個
觀
點
所
構
成
:

一
、
人
可
由
成
德
而
臻
至
善

。



一
一、
成
德
的
人
領
導
與
推
動
政
治
以
建
造

一
個
和
諧
的
社
會

。

而
貫
串
這
兩
個
觀
點
的
是

一
個
基

本
信
念
:
政
治
權
力
可
由
內
在
德
性
的
培
養
去
轉
化
，
而
非
由
外
在
制
度
的
建

立
去
防
範

。

很
顯

然
的
，
對
政
治
權
力
的
看
法
，
儒
家
和
基
督
教
是
有
著
起
足
點
的
不
同
的
!

總
而
言
之
，
聖
王
的
理
想
，

《
大
學
》
的
模
式
，
都
是
儒
家
樂
觀
精
神
的
產
物
，
同
時
也
反

映
了
幽
暗
意
識
在
儒
家
傳
統
裡
所
受
到
的
限
制

。

必
須
指
出
的
是
:
這
些
理
想
和
模
式
是
中
國
傳

統
定
型
和
定
向
的

一
個
重
要
關
鍵

。

由
它
們
對
傳
統
的
影
響
，
我
們
可
以
看
到
中
國
傳
統
為
何
開

不
出
民
主
憲
政
的

一
部
份
癥
結

。

這
裡
我
且
以
正
統
的
朱
子
學
派
作
為
例
證
，
對
這
問
題
稍
作
剖

巳
川

。

-
4必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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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
子
注
釋

《大
學

》
是
宋
明
儒
學
的

一
個
奠
基
工
作
，
影
響
極
大
，
他
的
主
要
論
旨
是
:
人

由
內
在
德
性
的
修
養
，
可
以
臻
於
至
善
，
但
是
人
的
成
德
，
不
能
止
於
修
身
，
必
須
由
個
人
的
修

身
，
進
而
領
導
政
治
，
推
動
社
會
，
以
達
到
「
治
本
」
的
理
想

。

總
而
言
之
，
成
德
的
過
程
是
修

身
與
經
世
縮
合
為

一
。
這
仍
是
儒
家
「
內
聖
外
王
」
理
想
的
發
揮

。

在
朱
子
傳
統
中
造
成
兩
種
趨

勢.. 

一
種
是
以
儒
家
的
道
德
理
想
去
觀
照
和
衡
量
現
實
政
治
，
從
而
產
生
抗
議
精
神
與
批
判
意

識
。

朱
子
平
生
的
思
想
和
立
身
行
事
就
已
經
很
有
這
種
傾
向

。

他
的

一
生
，
多
次
遭
貶
受
誦
，
無

非
是
因
為
他
堅
持
儒
家
道
德
的
原
則
，
抨
彈
政
治
，
守
正
不
阿

。

這
種
抗
議
精
神
，
在
後
世
的
朱

子
學
派

，
持
續
不
衰
，
最
明
顯
的
例

子
是
明
末
清
初
陸
世
儀

、
張
揚
園
、
呂
晚
村
這

一
批
學
者
，

他
們
之
不
事
新
朝
，
並
不
只
是
對
滿
清
異
族
的
反
感
，
他
們
也
是
本
著
儒
家
的
道
德
理
想
，
堅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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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
議
精
神
而
有
所
不
為
的

。

陸
世
儀
在
他
的
《
思
辨
錄
》
裡
就
曾
說
過
這
樣
的
話

.. 

周
子
曰

.. 

師
道
立
而
善
人
多
，
《
學
記
》
日

.. 

師
嚴
而
後
道
尊

，

斯
二
言
誠
然

，

《
尚
書
》

云
.. 

天
降
下
民
，
作
之
君
，
作
之
師
，
則
師
尊
與
君
等
，
又
曰
能
自
得
師
者
王
，
則
師
又
尊
於

君
，
非
師
之
尊
也
，
道
尊
也
，
道
尊
則
師
尊

。

換
句
話
說
，
師
儒
代
表
道
統
，
而
道
統
高
於
君
主
，
因
此
師
儒
的
地
位
，
至
少

不
應
低
於
君

主
。
這
是
何
等
的
抗
議
精
神
!
何
等
的
批
判
意
識
!
這
裡
不
應
忘
記
的
是

.. 

陸
世
儀
的
《
思
辨
錄
》

是
以
《
大
學
》
模
式
為
中
心
思
想
所
寫
成
的

一
部
書
。

然
而
，
話
說
回
來
，
儒
家
的
抗
議
精
神
和
批
判
意
識
畢
竟
不
是
西
方
的
民
主
憲
政
，
兩
者
之

間
仍
有
著
重
要
的
差
異

。

其
中

一
個
基
本
的
不
同
就
是
民
主
憲
政
是
從
客
觀
制
度
著
眼
，
對
權
力

加
以
防
範
'
而
儒
家
的
抗
議
精
神
則
是
著
眼
於
主
觀
德
性
的
培
養
以
期
待

一
個
理
想
的
人
格
主

政
，
由
內
在
的
德
性
對
權
力
加
以
淨
化
。
上
面
提
到
的
陸
世
儀
就
是

一
個
極
好
的
例
證

。

他
對
政

治
的
構
想
最
後
仍
歸
結
於
期
待
聖
王
的
出
現

。

他
的
抗
議
精
神

是
由
「
《
大
學
》
模
式

」
表
現
出

來
，
因
此
也
難
免
受
到
這
模
式
的
限
制
!

前
面
說
過
，
朱
注
《
大
學
》
，
在
宋
明
儒
學
的
主
流
裡
造
成
兩
種
趨
勢
，
抗
議
精
神
的
發
揚

僅
是
其

一
。
另

一
種
趨
勢
就
是
以
現
實
政
治
為
基
礎
而
求
德
治
的
實
現

。

代
表
這
個
趨
勢
的
是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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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
以
來
影
響
極
大
的

一
本
書
《
大
學
衍
義
》

。

此
書
是
南
宋
朱
學
的
重
鎮
真
德
秀
所
編

著
。

他
編
著
此
書
的
目
的
乃
是
承
襲
朱
注
《
大
學
》
的
傳
統
，
但
縮
小
朱
注
原
來
的
目
標
，
而
純

以
當
時
君
主
為
對
象
，
以
求
修
齊
治
平
理
想
的
實
現

。

於
是
，
在
朱
子
的
手
裡
，
那
還
是

一
部
討

論
成
德
治
道

一
般
原
則
性
的
書
，
到
真
德
秀
筆
下
，
便
完
全
變
成

一
部
帝
王
成
德
之
學
了

。

《
大
學
衍
義
》
後
來
在
明
初
由
當
時
一
位
朱
派
學
者
|
|
邱
渚
加
了
一
個
重
要
的
補
充
，
這

就
是
《
大
學
衍
義
補
》

。

這
個
補
充
主
要
在
討
論
如
何
在
現
實
制
度
的
安
排
中
發
揮
由
上
而
下
的

德
治
。
後
來
由
經
世
思
想
出
發
而
討
論
制
度
安
排
的
種
種
叢
編
如
《
經
世
文
鈔
》
、
《
經
世
文
編
》

等
等
在
基
本
義
理
規
模
上
都
未
能
超
過
《
大
學
衍
義
》
正
補
兩
編

。

因
此
由
《
大
學
》
模
式
的
思

想
為
基
礎
，
在
儒
家
傳
統
中
確
曾
產
生
過
有
關
制
度
的
構
想
和
討
論

。

但
必
須
強
調
的
是
，
此
所

謂
制
度
是
現
存
的
行
政
制
度
及
其
附
麗
的
禮
樂
制
度
，
而
非
基
本
的
政
治
制
度

。

因
此
，
這
種
制

度
是
第

二
義
的
，
而
非
第

一
義
的
。

借
用
牟
宗

三
先
生
的
兩
個
名
詞
，
我
們
可
以
說
，
它
是
表
現

「
治
道
」
的
制
度
，
而
非
「
政
道
」
的
制
度

。

上
面
我
們
簡
略
地
討
論
了
聖
王
的
理
想
和
「
《
大
學
》
模
式
」
在
朱
學
傳
統
所
造
成
的
兩
種

趨
勢

。
一
種
引
發
了
抗
議
精
神
與

批
判
意
識
，
但
這
精
神
與
意
識
始
終
停
留
在
道
德
理
想
的
層

面
，
未
能
落
實
為
客
觀
制
度
的
構
想

。

另

一
種
引
發
了
制
度
的
構
想
，
但
所
謂
制
度
是
表
現
「
治

道
」
的
制
度
而
非
「
政
道
」
的
制
度

。

這
兩
種
趨
勢
都
可
歸
源
於
儒
家
的
樂
觀
精
神
和
理
想
主

義
，
同
時
也
間
接
透
露
出
儒
家
傳
統
的

一
個
重
要
消
息

.. 

幽
暗
意
識
雖
然
存
在
，
卻
未
能
有
著
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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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的
發
揮

。

衡
諸
幽
暗
意
識
在
西
方
自
由
主
義
傳
統
的
重
要
性
，
我
們
也
可
由
此
瞭
解
到
中
國
傳

統
之
所
以
開
不
出
民
主
憲
政
的

一
個
重
要
思
想
癥
結

。

4
u
d
「
戶u

m間
-
-
E去

年
我
在
另
外

一
篇
文
章
裡
也
曾
稍
稍
觸
及
到
幽
暗
意
識
與
民
主
政
治
之
間
的
關
係
這

一
問

題
，
並
曾
就
這

一
問
題
，
對
中
國
傳
統
作
了
一
些
簡
短
的
批
判
與
反
省

。

徐
復
觀
先
生
當
時
在
美

省
親
，
讀
到
此
文
後
曾
來
信
表
示
不
向
的
意
見
，
他
回
香
港
後
，
並
曾
發
表
文
章
，
就
我
的
論

旨
，
提
出
商
榷
，
十
月
間
，
他
把
他
的
文
章
寄
給
我
看
，
我
因
當
時
被
學
校

一
些
雜
事
糾
纏
住
，

未
能
和
他
仔
細
討
論
這
個
問
題
，
不
過
我
在
回
信
中
答
應
在
短
期
內
將
為
文
詳
述
我
的
觀
點
，
向

他
請
教
，
沒
想
到
，
如
今
這
篇
文
章
寫
好
了
，
而
他
已
經
離
開
人
世
!
我
知
道
徐
先
生

一
向
喜
歡

後
輩
向
他
請
益
辯
難
的
，
就
以
這
篇
文
章
來
表
示
我
對
這
位
現
代
中
國
自
由
主
義
的
老
鬥
士
的

一

點
敬
意
和
弔
念
吧
!

• 

一
九
八
二
年
六
月
十
六
日
夜



註
釋

企
在
作
者
所
見
到
有
關
此
問
題
的
英
文
書
籍
中

，
尚
無
有
系
統
的
專
著

，

因
此
幽
暗
意
識
與
西
方
民
主
傳

統
之

，
在
歐
美
學
術
界
，
也
是

一
個
亟
待
釐
清
的
問
題

。

2

見
P

『
三
E
O
E
n
y
-
-
s

m
n
g

已
O
Z
己

C
M
E
R

e
M
d向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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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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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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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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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S
S
S
E
E
B
E
r
m

C
D
F〈
且
也
是
M
U
-
-
0

個
問
@
一
切
小
品
)
.

φ
見
E
B
Z
E
ω

﹒
去
。
『
宮
口所
編

E
E
S
E
E
S

之
急

2
.
~
M
M
鈞
。h
y
u
h
(豆。
〉
召
開
『
F
S
D
z
g
g

∞
m
r
2
2

.

-
海
內心山
)
.可
『
的
『
自
n
m
y
可
自
「
月
二與
可
自
『
門N
。

@
見
至
一
-
S
S
Z
臼
=
個
『-
E
E
S
G
E
E

寺
、
咕$2
0
3
3
2
2
E
3
E
t
c
h
E
R
S
2
2
5
『
F
-
油
田

)
第
十
章
。

@
T
F
O
已
『Z
Z

這

一
論
點
，
若
專
指
洛
克
的
思
想
而

言

，
則
頗
有
問
題
，
因
為
史
家
尚
無
證
據
顯
示
洛
克
的

「
政
府
分
權
」
這

一
觀
念
是
特
別
來
自
基
督
教
的
罪
惡
意
識

。

但
重
要
的
是

:
此

一
觀
念
並
非
完
全
始
於

1 21 ﹒ 幽暗意識與民主傳統

洛
克
，
前
於
洛
克
的
英
國
思
想
家
如

E
E
n
E
E
D
m
E
D
即
已
有

此
思
想
。

因
此

，
就
佛
氏
的
觀
點

，

稍

加
修
正
，
我
們
或
者
可
以
說

.. 

E
E
D
m
g
=
與
洛
克
這
些
人
，
浸
沈
於
基
督
教
思
想
的
範
圍
中
，
受
幽

暗
意
識
有
意
無
意
的
影
響
，
因
而
有
政
府
分
權
以
防
專
制
的
構
想

。

的
見
前
引

富
。
『
怕
自己
的

E
Z
S
E

之
己
的
足
足

S
h

一
書
，

三
O
五
至
三
三
O
頁

，
讀
者
也
可
參
看
玄
。

G
E

所
寫
之

」

Z

〉
B
q
z
s
r

〈
。
一c
z
g
門
。
口的
互
相
『
且
目
的
呂

-
2月
色
R
E

丘
吉
。

s
s
g

門•• 

一
文
。

此
文
發
表
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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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心
。
一)
，
第
二
章
，
斗
百
斗
言
。
占
1
z
z
-
5
2
Z
B
E
Z
-
2
月
2
切
〉
2
月

5
2
們
。
2
叩
門
一
z
z
g
臼
=
已
苦
而
三
巴
了
。
丘
。
司

們
。
口
2
月
仰
『
℃
o
a
m
w
e
e
d
℃
℃

-
U斗
l
小
小
﹒

閉
關
於
美
國
「
開
國
諸
父
」
的
思
想
中
的
現
實
感
，
到
底
有
多
少
成
份
來
自
傳
統
基
督
教
的
幽
暗
意
識
，

學
者
尚
在
爭
論
中

。

有

一
些
學
者
認
為
這
份
現
實
感
來
向
他
們
對
當
時
的
政
治
和
社
會
的
觀
察

。

但
問

題
是
:
政
府
的
腐
敗
，
執
政
者
的
貪
權
，
發
生
於
每

一
個
社
會
，
為
何
美
國
的
「
開
國
諸
父
」
獨
對
這

些
現
象
有
著
特
別
強
烈
的
感
受
與
反
應
?
從
這

一
個
角
度
看
去
，
他
們
的
清
教
徒
背
景
顯
然
是

一
個
很

重
要
的
因
素

。

H

「
。
『
已
〉
n
g
p
h
h
h
b
z
。

這
可

閃
閃
告
還
§
虹
、
。
在
電
育
了
。
∞
g
n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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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S
E
e
-
Z
∞
)
序
言
，

一
四
至

一
五
頁
。

自
見

「
。
丘
〉
丘
。
=

於

一
八
八
七
年
，
致

歪
扭
豆
豆
-
0
2
$
5
2

函
，
見
上
引
m
h
h

c
z
g
m
v
E

丸
。
這
已
是

h
v
o
z
、有
中
第

三
六

四
頁
。

日
徐
復
觀
.. 

《
中
國
人
性
論
史
》
'
先
秦
篇
第

二
0
至
三
二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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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美
國
學
者

，

墨
子
克
立

了
。
2
卸
的
〉
-
Z
叩
門N
嗨
『
)
在
他
的
h
u
n
-
G
豆
、
。
這
可
高
h
h
h
門
口
達
2
〉
宅
門
。
合
、
A
H
E
C
S
S
H

一
書
中
，
提
出
困
境
感

己
、
咱
們
峙
的
全
3
2
吋
m
E
E
E
肉
、
。
丘
之
門
口
~
的
丘
吉
之
(
門
。
-
C
E
σ
E
C
Z
-
〈
仿
『
的

F
G可
「
叩開
的
心一
。
1
1)

(ω
m
w
D
M
m
o
『
可
品
生
們
值
2
ω
2
月

)

一
觀
念
，
對
宋
明
儒
學
中
的
幽
暗
意
識
，
曾
有
間
接
的
討
論
，
發
人
深
思
，

讀
者
可
以
參
看

。

、自
關
於
王
議
及
其
他
晚
明
清
初
的
幾
位
思
想
家
對
於
生
命
陰
暗
面
的
感
受
，
讀
者
可
以
參
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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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三
c﹒

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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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從
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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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至
五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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