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成
佇立自】

、

陶
天
翼

父親

喜
逢
父
親
百
歲
華
誕
，
我
們
子
女
欣
喜
若
狂
，
祝
父
親
福
如
東
海
，
壽
比
南
山
。

另

一
件
事
使
子
女
欣
慰
的
是
，
我
們
時
時
感
受
到
社
會
對
父
親
的
尊
敬
和
關
愛
，
我

們
為
父

親
驕
傲
，
為
父
親
高
興

。

父
親

一
生
為
國
，
他
以
學
者
從
政

，

服
務
於

ω
民
意
機
關

:

抗
戰
時
的
國
民
參
政
院
參
政

員
、
抗
戰
後
的
上
海
市
議
員
和
監
察
委
員

;
ω
新
聞
界
和
出
版
界

.. 

中
日
戰
時
主
持
香
港
國
府
的

《
香
港
時
報
》
和
重
慶
的
《
中
央
日
報
》

;
ω
政
府
的
公
職
人
員

:

監
察
委
員
和
總
統
府
國
策
顧

問
;

仙
教
育
界

:

上
海
敬
業
中
學
校
長

、

台
北
世
界
新
聞
學
院
教
授

ω
出
版
界

:

大
東
書
局
和

ω

政
論
作
者

。

監
察
委
員
任
內
，
身
負
監
察
政
府
的
違
法
失
職

。

當
此
風
霜
重
任
，
他
力
求
善
盡
職
責
，
敢

言
敢
當
。
對
國
內
政
治
上
的
大
案
，
如
雷
震
案

、

孫
立
人
案
等
更
經
監
察
院
推
派
調
查

。

對
案
件

處
理
求
無
失
當
之
處

。

對
雷
案
更
提
出
了
糾
正
案

。
這
需
要
直
言
極
諜
的
風
骨
和
膽
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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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
察
委
員
更
是
人
民
洗
冤
的
希
望
所
寄

。

冤
屈
的
案
件
求
助
於
父
親
，
父
親
竭
力
仗
義
執

言
，
為
不
白
之
冤
洗
刷
平
反

。

時
人
因
對
他
有
青
天
之
稱

。

過
去
五
十
多
年
，
父
親
關
心
的
另
外
兩
件
國
事
是
中
國
的
民
主
政
治
和
中
國
的
和
平
統

一

中
國
歷
史
數
度
分
合

。

東
周
五
百
五
十
多
年
的
戰
亂
合
於
秦
漢
，
魏
晉
南
北
朝

三
百
六
十
多

年
的
戰
亂
合
於
惰
唐
，
五
代
十
國
五
十
多
年
的
戰
亂
合
於
兩
宋
。
清
亡
迄
今
，

一
分
已
有
九
十

年
，
該
是
男
一
個
漢
唐
昇
平
盛
世
了

。

迄
今
海
峽
兩
岸
仍
是
兵
或
相
見

。

假
如
台
海
戰
起
，
鴉
片

戰
敗
百
年
以
來
中
國
衰
弱
不
振
的
厄
運
將
又
難
以
去
除

。

尤
其
是
中
國
人
民
不
能
也
不
該
再
受
一

次
戰
爭
的
浩
劫
了

。

戰
爭
對
台
灣

一
島

二
千
三
百
萬
人
民
尤
其
是
致
命
的
威
脅

。

兩
岸
合
則
兩

利
，
分
則
兩
害

。

父
親
奔
走
疾
呼
，
提
出
各
種
統
合
的
主
張
，
願
中
共
完
成
民
主
大
業
，
建
議
建

立
中
華
共
同
體
、
中
華
國
協
、
中
華
聯
邦
或
聯
邦
中
國
，
更
經
國
家
統

一
委
員
會
定
下
走
向
和
平

統

一
近
程
、
中
程
、
遠
程
的
具
體
國
策

。

戰
爭
對
台
灣

一
島
二
千
三
百
萬
人
是
致
命
的
威
脅
，
東

德
、
西
德
能
合
而
為
一
，
我
們
為
什
麼
不
能
。
父
親
日
日
夜
夜
盼
望
祈
禱
國
運
能
有
轉
機
的
一

日
，
中
國
能
重
見
統

一
與
和
平
。

五
十
年
來
父
親
努
力
耕
耘
的
另
一
個
目
標

|
|

民
主
，
開
花
幸
而
有
了
結
果

。

台
灣
中
共
隔

了
海
峽
兵
戒
相
見
，
台
灣
位
處
險
境
，
這
是
培
養
民
主
艱
難
不
利
的
園
地
，
父
親
不
斷
為
人
權
民

主
自
由
法
治
呼
號
，
一
一
言
論
出
版
自
由
、
結
社
集
會
自
由
、
解
除
報
禁
解
除
黨
禁
。
據
稱
家
父
可
說

是
黨
內
外
溝
通
的
元
老

。
一
九
七
O
!

一
九
七
二
年
建
議
政
府
開
放
黨
禁
，
一
九
八
六
年
黨
外
公、



政
會
在
各
地
成
立
分
會
，
形
成
國
民
黨
和
在
野
勢
力
尖
銳
對
立

。

家
父
銜
總
統
經
國
先
生
之
命
與

黨
外
溝
通
，
召
開
黨
內
外
溝
通
會
議
，
舒
緩
對
立
情
勢

。

據
稱
這
段
歷
史
被
譽
為
「

三
十
年
來
黨

內
外
最
具
建
設
性
的
政
治
對
話
」
'
「
而
且
強
化
了
蔣
經
國
晚
年
大
幅
改
革
政
治
，
邁
向
民
主
自

由
立
國
之
信
心
」

。

父
親
蒙
經
國
先
生
知
遇
之
恩

。
一
九
八
七
年
蔣
總
統
經
國
先
生
解
除
戒
嚴
，

解
除
報
禁
黨
禁

。

反
對
黨
|
|

民
主
進
步
黨

|
|

成
立
，
緊
接
著
立
法
院
選
舉

。

選
舉
上
各
黨
公

平
競
爭
，
走
上
了
民
主
政
治
的

一
大
步
。

四
千
年
來
首
次
見
到
民
主
政
治
在
中
國
國
土
上
開
花
結

果
。

這
是
中
華
民
族
歷
史
上
的

一
件
大
事

。

今
年
正
逢
父
親
百
歲
華
誕
，
我
在
為
父
親
寫
傳
，
勤
查
資
料

。

眼
看
成
書
之
日
將
有
待
於
不

久
的
將
來

。

不
能
以
傳
為
父
親
祝
壽
，
幸
學
界
各
位
賜
文
為
父
親
祝
壽
，
我
附
聽
加
篇
後
語
在
本

書
之
末
，
謹
與
弟
妹
特
向
惠
賜
鴻
文
各
位
及

《中
國
時
報
》
敬
致
謝
意

。

道
謝
再

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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