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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
記
】

金
耀
基

日
前
獲
悉
胡
佛
先
生
與
余
範
英
女
士
有
意
將
二
十
年
前
在
棲
蘭
山
莊
舉
辦
的
「
近
代
中
國
的

變
遷
與
發
展
」
研
討
會
的
論
文
，
結
集
出
版
，
以
祝
賀
陶
百
川
先
生
的
百
歲
壽
誕

。

這
個
想
法
我

當
然
十
分
贊
成
。
陶
百
川
先
生
壽
登
期
頤
，
對
這
位
為
中
國
民
主
奮
鬥
不
懈
的
譯
詩
之
士
，
國
人

多
所
感
佩
，
我
更
高
興
以
二
十
年
前
所
撰
的
〈
中
國
民
主
政
治
之
建
構
〉
一
文
，
奉
獻
給
百

川
先

生
，
以
表
達
我
個
人
對
他
的
欽
敬
之
意

。

〈
中
國
民
主
政
治
之
建
構
〉
撰
寫
於
二
十
年
前
(
收
入
我
的
《
中
國
民
主
之
困
局
與
發
展
》

一
書
中
，
台
北
時
報
文
化
出
版
公
司
，
初
版
民
七

三
，

二
版
民
八
十
)
，
當
時
台
灣
的
經
濟
已
進

入
「
起
飛
期
」
'
中
產
階
層
日
漸
形
成
，
相
對
於
「
政
治
體
」
而

至-7

「
社
會
」
的
潛
力
已
有
快

速
的
蘊
蓄
與
擴
張

。
一
種
對
政
治
權
力
的
開
放
的
要
求
日
甚

一
日

。
表
現
得
最
明
顯
的
是
對
當
時

國
民
黨
「

一
黨
獨
大
」
的
格
局
的
挑
戰

。

在
棲
蘭
山
莊
開
會
時
，
我
的
論
文
的
基
本
看
法
是
，
台
灣
不
止
應
該
發
展
民
主
政
治
，
並
且



台
灣
的
社
會
經
濟
已
經
具
有
「
承
負
與
發
展
民
主
政
治
的
本
錢
了
亦
即
台
灣
已
經
真
有
大
量
減

少
，
甚
至
排
除

一
些
第
三
世
界
國
家
因
「
民
主
革
命
」
而
經
常
出
現
的
陷
阱
的
可
能
性

。

基
於
這

樣
的
認
知
，
我
當
時
對
台
灣
的
民
主
發
展
是
抱
持
「
謹
慎
、
樂
觀
」
態
度
的
，
也
是
因
為
這
樣
的

認
知
，
我
提
出
了
國
民
黨
應
該
在
心
理
與
行
動
上
準
備
從
「
革
命
政
黨
」
轉
向
「
普
通
政
黨
」
的

看
法
，
我
說

.. 

喜見民主政治建構成形

國
民
黨
固
然
不
必
為
她
之
「
獨
大
」
而
歉
疚
，
但
國
民
黨
既
立
意
建
立
中
國
民
主
憲
政
，
則

不
能
不
在
「
一
黨
獨
大
」
的
事
實
下
，
慎
思
如
何
促
進
民
主
之
發
展
之
道

。

國
民
黨
人
7

日
正
居
於

一
極
特
殊
、
極
富
挑
戰
性
的
地
位

.. 

國
民
黨
歷
史
地
說
是
一
「
革
命
政
黨
」
，
但
為
還
政
於
民
，

則
她
不
能
不
退
居
到
一
個
憲
政
體
系
下
的
「
普
通
政
黨
」
的
位
置
，
可
是
，
為
了
促
進
或
開
拓
民

主
之
發
展
，
則
國
民
黨
又
不
能
像
普
通
政
黨
一
樣
只
以
爭
取
選
民
的
支
持
以
獲
取
政
權
為
已
盡
其

責
，
因
此
，
她
必
須
又
扮
演
一
「
非
常
的
普
通
政
黨
」
的
角
色
;
即
她
的
精
神
與
目
標
應
是
超
越

追
求
選
舉
的
勝
利
，
而
以
建
構
民
主
的
憲
政
規
模
為
千
秋
大
業

。

必
如
是
，
國
民
黨
才
算
完
成
她

原
初
建
黨
的
使
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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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別
應
該
指
出
的
是
，
我
之
論
中
國
民
主
之
發
展
，
固
然
著
重
民
主
發
展
的
經
濟
、
社
會
與

文
化
的
客
觀
性
條
件
，
這
是
任
何
有
社
會
學
思
考
的
人
所
當
有
的
知
識
取
向
，
也
即
重
民
主
的
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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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
性
的
因
素
，
但
我
非
結
構
決
定
論
者
，
我
也
同
樣
的
重
視
「
政
治
人
」
的
主
體
性
，
主
觀
的
價

值
承
諾
，
在
原
文
中
，
我
說
:

本
文
之
用
「
中
國
民
主
政
治
的
建
構
」
為
名
，
即
表
示
中
國
民
主
政
治
的
建
立
，
除
了
社
會

經
濟

的
結
構
性
條
件
之
外
，
仍
需
要
主
觀
意
志
上
的
努
力
(
當
然
單
單
主
觀
上
的
期
望
是
不

濟
於

事
的
)
。

民
主
的
建
構
，
不
是
純
科
學
之
事
，
它
毋
寧
更

需

要
政
治
人
(
國
民
黨
及
非
國
民
黨
的
)

深
刻
的
政
治
藝

術
與
政
治
智
慧

。

民
主
根
本
就
是
一
價
值
，
它
需
要
人
們
的
承
諾
才
有
力
量
，
而

在
民
主
發
展
的
過
程
中
，
它
在
在
需
要
具
有
遠
見
的
政
治
判
斷
!

會
，
迄
今
已
整
整

二
十
年
，
回
首
過
去
，
不
能
不
說
台
灣
在
民
主
政
治
上
已
取
得

一

定
成
就
，
最
關
鍵
者
，
台
灣
不
止
已
走
出
「

一
黨
獨
大
」
的
格
局
，
不
止
已
形
成
多
黨
制
的
民
主

形
態
，
而
且
已
經
發
生
了
「
政
黨
輪
替
」
的
政
權
和
平
易
手
的
事
實

。

在
這
個
民
主
建
構
過
程

中
，

一
個
革
命
起
家
的
國
民
黨
已
從
「
革
命
政
黨
」
轉
變
為
「
普
通
政
黨
」
，
今
日
且
因
選
舉
失

敗
，
已
由
執
政
政
黨
變
為
在
野
政
黨
矣

。

台
灣
在
這
條
民
主
的
道
路
上
，
雖
然
風
風
雨
雨
，
但
卻

沒
有
流
血
，
沒
有
動
亂
，
民
主
這
朵
西
方
之
花
看
來
已
植
根
於
中
土
了

。

細
讀
台
灣
這
個
仍
在
開

展
的
民
主
故
事
，
像
蔣
經
國
先
生
垂
危
臨
死
前
所
作
黨
禁
開
放
之
乾
坤
手
筆
，
固
然
值
得
大
書
特

書
，
而
陶
百
川
先
生
，
以
及
像
他
那
樣
的
國
民
黨
人
或
非
國
民
黨
人
，
其

言
其
行
，
在
台
灣
的
民



主
史
冊
中
，
都
是
炳
耀
百
代
而
不
替
者
，
這
自
然
而
然
使
我
想
起
支
持
「

川
先
生

一
樣
為
民
主
終
身
不
棄
不
悔
的
報
業
巨
人
余
紀
忠
先
生

。

之
會
」
'
與
陶
百

二
O
O
-
-年
六
月
七
日
於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毒見民主政治建構成形189 • 後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