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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
記
】

張
玉
法

前
文
所
檢
討
的

一
八
九
五
至

一
九
二
八
年
間
的
中
國
民
主
政
治
演
變
，
只
有
點
滴
成
就
，
沒

有
持
續
性
的
發
展

。
一
九
二
八
年
中
國
國
民
黨
完
成
北
伐
，
其
後
迄
於

一
九
四
九
年
，
為
中
國
的

執
政
黨
，
又
其
後
至

二
O
O
0
年
，
在
台
灣
為
執
政
黨

。
二
O
O
0
年
，
國
民
黨
在
總
統
大
選
中

失
敗
，
執
政
黨
易
為
民
進
黨

。

另

一
方
面
，
中
國
共
產
黨
於

一
九
四
九
年
建
立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
在
中
國
大
陸
為
執
政
黨

。

中
國
共
產
黨
實
行

一
黨
專
政
，
不
允
許
其
他
黨
競
爭
政
權
，
迄
今

中
國
大
陸
仍
是
中
國
共
產
黨
執
政

。

國
民
黨
在
完
成
北
伐
以
後
，
依
照
孫
中
山
所
訂
下
的
建
國
程
序
，
結
束
軍
政
，
開
始
訓
政
，

推
行
地
方
自
治
，
訓
練
人
行
使
選
舉
權
、
罷
免
權
、
創
制
權
、
複
決
權
，
準
備
實
行
憲
政
，
還
政

於
民
。

訓
政
的
期
限
原
定
在

一
九
二
九
年
至

一
九
三
五
年
，
但
以
國
內
軍
閥
動
亂
不
己
，
共
黨
伺

機
割
撮
土
地
、
建

立
政
權
，
而
俄
國
、
日
本
相
繼
對
中
國
進
行
侵
略
，
加
上

天
災
不
斷
、
土
匪
橫

行
，
使
執
政
的
國
民
黨
窮
於
應
付

。

在
這
種
情
形
下
，
地
方
自
治
無
法
按
部
就
班
推
行
，
僅
處
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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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
獨
立
狀
態
的
廣
東
省
有
較
為
令
人
滿
意
的
成
就

。

在
中
央
政
府
方
面
二
九

三

年
召
開
國
民

會
議
，
制
定
訓
政
時
期
約
法
，
立
法
院
於
一
九
三
六
年
完
成
憲
法
草
案
，
於
一
九

三
七
年
制
定
國

民
大
會
代
表
選
舉
法
，
同
時
國
民
政
府
即
開
始
選
舉
制
憲
國
民
大
會
代
表
，
使
民
主
政
治
的
推
展

獲
初
步
成
就
。

一
九
三
七
年
七
月
中
日
戰
爭
全
面
爆
發
，

制
憲
國

大
代
表
選
舉
中
止

，
制
定
憲
法
的
進
程
亦

中
止
。
對
執
政
的
國
民
黨
來
說
，
國
家
危
亡
在
旦
夕
，
以
結
合
全
國
力
量
共
同
抗
日
為
首
要
目

標
;
但
對
在
野
黨
來
說
，
包
括
中
國
青
年
黨
、
中
國
民
主
社
會
黨
、
以
及
宣
布
停
止
革
命
、
共
赴

國
難
的
中
國
共
產
黨
在
內
，
除
分
頭
抗
日
外
，
以
參
與
抗
日
建
國
決
策
、
分
享
政
權
為
主
要
目

標
。
抗
日
戰
爭
期
間
的
憲
政
運
動
非
常
蓬
勃
，
國
民
黨
幾
度
訂
下
召
開
制
憲
國
民
大
會
的
時
程
，

又
以
軍
事
位
總
而
幾
度
中
止
，
直
到
抗
日
戰
爭
勝
利
後
的
一
年
多
，
才
召
開
制
憲
國
民
大
會
，
制

定
中
華
民
國
憲
法
，
並
於
一
九
四
七
年
開
始
行
憲
。

所
謂
行
憲
，
表
現
於
中
央
政
府
者
，
在
選
舉
國
民
大
會
代
表
、
立
法
委
員
、
及
監
察
委
昌
了

由
國
民
大
會
選
舉
總
統
、
副
總
統
，
由
總
統
物
色
人
選
，
經
立
法
院
同
意
，
任
命
行
政
院
長
，
由

總
統
物
色
人
選
，
經
監
察
院
同
意
，
任
命
司
法
院
長
和
考
試
院
長
。
立
法
院
長
由
立
法
委
員
互
選

產
生
，
監
察
院
長
由
監
察
委
員
互
選
產
生
。
在
地
方
自
治
方
面
，
由
於
連
年
國
共
內
戰
，
地
方
不

寧
，
國
民
黨
所
控
制
的
地
區
日
漸
縮
小
，
地
方
自
治
未
能
有
效
施
行
。

一
九
四
九
年
中
華
民
國
政
府
遷
至
台

北
後
，
除
中
央
民
意
代
表
未
能
按
時
改
選
以
外
，

大
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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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
以

一
九
四
七
年
所
制
定
的
中
華
民
國
憲
法
為
施
政
的
準
則

。

總
統
、
副
總
統
由
國
民
大
會
定
期

(
每
六
年
)
改
選
，
五
院
院
長
仍
依
照
前
述
憲
政
程
序
產
生

。

在
地
方
自
治
方
面
，
由
基
層
做

起
，
鄉

(
鎮
)
民
代
表
會
及
縣
轄
市
民
代
表
會
的
選
舉
早
在
一
九
四
六
年
二
月
以
後
即
陸
續
實

施
，
村
里
長
選
舉
亦
自

一
九
四
六
年

二
月
以
後
陸
續
實
施

。

鄉
(
鎮
)
長
及
縣
轄
市
長
選
舉
，
縣

市
長
及
縣
市
議
會
選
舉
，
均
自
一
九
五

0
年
開
始
實
施

。

省
議
會
則
至

一
九
五
四
年
才
開
始
由
選

舉
產
生

。

中
華
民
國
政
府
遷
台
的
最
初

三
十
餘
年
間
，
執
政
的
國
民
黨
外
防
中
共
的
併
吞
，
內
防
台
灣

獨
立
運
動
，
實
行
戒
嚴
統
治

。

在
戒
嚴
統
治
下
，
不
僅
限
制
人
民
的
言
論
、
出
版
、
集
會
、
結
社

等
自
由
，
對
政
治
上
的
反
對
勢
力
更
盡
量
壓
制

。

直
到

一
九
七

0
年
代
以
後
，
政
權
才
逐
漸
開

放
。

到

一
九
八
七
年
解
除
戒
嚴
、
開
放
黨
禁
後
，
才
真
正
進
入
民
主
時
代

。
一
九
九
一
年
十

二
月

國
民
大
會
全
面
改
選
，

一
九
九

二
年
十

二
月
立
法
院
全
面
改
選
，
監
察
委
員
於

一
九
九

二
年
改
為

由
總
統
提
名
、
由
國
民
大
會
通
過
，
至

一
九
九

三
年
一
月
改
選
完
成

。
一
九
九
四
年
，
台
灣
省
主

席
及
台
北
、
高
雄

二
院
轄
市
長
開
始
由
民
選
產
生
，

一
九
九
六
年
總
統
由
民
選
產
生

。

台
灣
進
入
民
主
時
代
以
後
，
在
政
治
上
產
生
巨
大
的
改
變
:
其

一
、
真
有
革
命
黨
性
格
的
中

國
國
民
黨
，
自
一
九
二
八
年
完
成
北
伐
後
成
為
中
華
民
國
的
執
政
黨
，
經
一
九
四
八
年
選
舉
勝
利

以
後
，
又
以
民
主
的
形
式
執
政
五
十
餘
年

。

近
十
餘
年
來
，
國
民
黨
放
棄
了
復
國
的
目
標
，
在
台

澎
金
馬
地
區
推
行
民
主
政
治
，
純
粹
以
民
主
政
黨
的
面
貌
與
各
個
政
黨
競
爭
，
到

二
O
O
0
年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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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統
大
選
中
失
敗
，
失
掉
政
權
，
它
在
過
去
/
十
餘
年
間
所
建
立
的
黨
國
體
制
也
因
此
迅
速
瓦

解
，
台
灣
人
民
當
家
作
主
的
時
代
來
臨

。

其
二
、
由
於
各
級
民
意
代
表
和
行
政
官
吏
都
在
台
灣
地

區
普
選
產
生
，
而
台
灣
地
區
以
原
籍
閩
南
的
台
灣
人
居
絕
大
多
數
，
選
舉
的
結
果
閩
南
人
常
佔
上

風
。

加
上
政
客
利
用
省
籍
情
結
爭
取
選
票
，
造
成
族
群
間
的
離
心
離
德
，
頗
影
響
國
家
認
同

。

其

三

、
以
光
復
大
陸
為
職
志
的
國
家
領
導
人
易
為
以
台
灣
為
優
先
的
國
家
領
導
人
之
後
，
風
吹
草

懼
，
本
土
化
是
必
然
的
趨
勢
，
而
由
於
在
中
國
大
陸
建

立
政
權
的
中
共
堅
持

一
個
中
國
原
則
，
多

方
打
壓
台
灣
的
分
離
主
義
，
不
少
以
台
灣
人
或
新
台
灣
人
為
號
者
產
生
反
中
國
的
情
緒
，
並
由
反

中
國
而
排
斥
在

一
九
四
九
年
以
後
來
台
、
較
為
認
同
中
國
的
所
謂
外
省
人
，
甚
至
對
中
國
歷
史
文

化
也
抱
著
仇
視
的
態
度

。

此
不
但
增
加
族
群
的
矛
盾
，
也
妨
害
了
台
灣
在
歷
史
文
化
上
的
發
展

。

民
主
政
治
固
然
是
多
數
人
的
政
治
，
但
也
是
尊
重
少
數
人
的
政
治

。

世
界
上
的
國
家
，
民
主

體
制
的
如
美
國
，
威
權
體
制
的
如
中
國
大
陸
，
優
勢
族
群
不
僅
尊
重
弱
勢
族
群
，
而
且
把
歧
視
弱

勢
族
群
視
為
極
敏
感
或
極
不
應
該

。

但
在
台
灣
，
優
勢
族
群
往
往
以
「
主
流
民
意
」
壓
人
，
甚
至

鼓
動
或
縱
容
偏
狹
的
民
眾
排
斥
少
數
族
群
，
走
上
民
粹

主
義
的
路
，
這
是
民
主
政
治
發
展
中
的
最

大
隱
憂

。

台
灣
地
區
的
民

主
發
展
出
了
問
題
，
除
有
人
刻
意
製
造
族
群
矛
盾
以
外
，
黑
道
、
白
道
、
黑

金
、
白
金
，
都
乘
機
滲
入
民
主
的
選
舉
和
運
作
，
而
黨
同
伐
異
之
風
也
很
普
遍
，
但
問
黨
不
黨
，

不
問
才
不
才
，
也
不
間
是
與
非

。

另

一
方
面
，
司
法
成
了
執
政
黨
打
擊
政
敵
的
工
真
，
選
擇
性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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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
帳
和
辦
案
即
為

一
例
。

論
者
謂
台
灣
有
民
選
不
二
疋
有
民
主
，
值
得
深
思

。

在
選
舉
過
程
中
，

另

一
種
不
良
的
影
響
是
選
票
至
上
、
選
民
第

一
所
造
成
的

。
為
了
選
票
，
誰
也
不
敢
得
罪
選
民
，

人
民
亂
蓋
違
章
建
築
、
政
府
取
締
效
果
不
彰
即
為

一
例
。

即
可
證
明
台
灣
民
主
雖
有
進
步
，
法
治

尚
有
待
努
力

。

從
台
海
兩
岸
來
看
中
國
民
主
的
前
途
，
台
灣
有
台
灣
的
問
題
，
大
陸
有
大
陸
的
問
題

。

大
陸

沒
有
為
所
欲
為
的
自
由
，
也
沒
有
為
所
應
為
的
自
由
;
民
主
談
不
到
，
選
舉
也
很
少

。

大
陸
中
央

層
級
的
選
舉
，
人
選
都
由
中
國
共
產
黨
決
定
，
投
票
只
是
形
式
;
地
方
選
舉
，
近
年
試
行
村
委
員

選
舉
，
但
並
不
成
功

。

在
大
陸
，
反
對
民
主
的
人
都
強
調
台
灣
民
主
政
治
的
陰
暗
面

。

追
求
民
主

的
人
則
嚮
往
世
界
各
國
民
主
政
治
的
光
明
面

。

自

一
九
八
0
年
代
以
來
，
大
陸
民
主
運
動
忽
起
忽

落
，
造
就
了
不
少
民
主
鬥
士
，
但
民
主
政
治
迄
未
有
任
何
實
質
的
成
就

。

總
的
說
來
，
台
灣
的
民
主
道
路
需
要
大
力
整
修
，
而
中
國
大
陸
的
民
主
，
尚
需
要
更

多
的
人

斬
荊
披
棘

。

二
O
O
-
-年
五
月
五
日
於
中
央
研
究
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