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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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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司
法
院
大
法
官
)

恆

我
國
目
前
正
處
於
一
種
令
人
擔
憂
的
「
重
大
變
革
停
滯
狀
態

」
。
政
治
上
，
一
九
四
七
年
開
展
的

憲
法
體
制
，
雖
然
經
過
六
次
修
改
，
但
作
為
未
來
長
治
久
安
的
基
本
規
範
仍
嫌
不
足
，
究
竟
是
三
十

五
省
格
局
?
五
權
制
衡
?
總
統
制
?
雙
首
長
制
?

經
過
一
再
的
折
街
、
更
替
，
似
乎
只
能
阻
止
其
崩

解
而
已
，
混
亂
依
舊
。

其
次
是
經
濟
體
質
的
提
昇

上
，
包
括
金
融
改
革
、
教
育
改
革
、
司
法
改
革
、

社
會
福
利
改
革
等
，
沒
有
一
項
改
革
是
順
利
推
動

的
。

國
內
局
勢
之
僵
持
對
比
於
海
峽
彼
岸
的
快
速

喊
起
，
以
及
國
際
情
況
的
膠
著
，
不
禁
令
國
人
心

中
充
滿
鬱
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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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
革
需
要
強
烈
的
驅
動
力
，
需
要
智
慧
與
毅
力
才
能
使
用
正
確
的
手
段
，
有
效
貫
徹
其
理
念

。

偏
偏
大
家
把
精
力
耗
費
到
「
國
家
認
同
」
的
爭
門
上
去
，
這
就
是
今
天
整
個
國
家
陷
入
重
大
變
革
停

滯
狀
態
的
最
重
要
原
因

。

國
家
認
同
的
抗
爭
是
災
禍
的
根
源
，
雖
然
尚
未
帶
來
直
接
的
災
難
，
但
卻
已
經
使
社
會
因
此
蒙

受
很
大
的
犧
牲
，
那
就
是
每
當
重
大
改
革
需
要
凝
聚
共
識
時
，
就
會
因
為
國
家
認
同
的
爭
執
而
停

頓
，
甚
或
倒
退
，
社
會
的
「
公
」
與
「
義
」
以
及
理
性
空
間
不
斷
地
被
忽
略
、
擠
壓
，
最
後
成
為
政

爭
的
犧
牲
品
。

回
顧
公
元
二
O
O
0
年
政
黨
輪
替
的
時
候
，
社
會
上
雖
然
也
不
乏
悲
觀
氣
氛
，
但
總
認
為
如
果

能
以
這
種
民
主
方
式
作
為
將
來
政
治
發
展
的
正
途
，
其
實
是
頗
令
人
鼓
舞
的
，
所
以
一
時
間
「
改
革

主
義
」
的
氣
焰
盛
勢
凌
人
，
也
正
因
如
此
，
社
會
上
反
省
的
聲
音
很
少
，
檢
討
的
聲
音
很
弱
，
因
為

敗
選
的
一
方
在
錯
愕
中
一
時
竟
不
知
從
何
處
檢
討
起
;
至
於
勝
選
的
一
方
則
發
現
只
要
把
錯
誤
歸
咎

給
舊
政
府
就
夠
了
，
還
有
什
麼
比
這
更
容
易
，
也
更
有
效
地
掩
蓋
一
切
問
題
的
嚴
重
性
。

從
解
嚴
前
後
漸
漸
累
積
起
來
的
「
本
土
改
革
主
義
」
力
量
乃
獨
霸
全
台
，
無
人
敢
櫻
其
鋒
。

對
此
人
們
本
寄
以
無
限
期
待
，
相
信
只
要
這
一
理
念
再
往
前
推
進
一
步
，
也
許
可
獲
得
一
勞
永

逸
完
備
的
政
治
文
化
，
從
而
建
立
起
良
善
的
政
治
體
制
，
並
且
進
而
影
響
社
會
風
氣
，
使
社
會
中
日

公
義
是
人
們
對
幸
福
永
恆
的
期
望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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趨
衰
微
的
公
與
義
重
獲
生
機
。

然
而
這
種
遐
想
到
了
一
年
以
後
，
使
露
出
許
多
破
綻

。

本
土
化
改
革

的
方
向
雖
然
還
沒
有
受
到
很
大
的
質
疑
，
但
本
土
化
改
革
卻
常
常
會

變
調
，
變
得
跟
國
家
認
同
鬥
爭

的
調
子
無
法
區
別
，
於
是
慢
慢
地
就
歸
納
出

•• 

一
、
本
土
化
是
至
高
無
上
之
神
聖
不
可
侵
犯
的
真
理
，
改
革
是
不
容
置
疑
的
權
威

。

二
、
統
獨
是
一
切
問
題
的
「
因
」
，
也
是
一
切
問
題
的

「
呆
」
'
所
有
的
思
考
如
果
無
法
獲
得
解

答
時
，
要
用
統
獨
意
識
來
衡
量
。

三
、

「
愛
台
灣

」
是
檢
驗
真
理
的
唯
一
標
準
，
也
是
檢
驗
血
統
的
基
本
原
則
，
一
切
檢
討
與
建

議
都
兔
不
了
是
唱
衰
，
即
使
不
是
唱
表
也
有
唱
衰
之
嫌

。

「
本
土
化
改
革
」
原
本
是
好
的
，
這
個
簡
化
了
的
符
號
原
本
是
純
樸
美
好
的
，
哪
知
道

變
成
了
意

識
型
態
，
並
且
因
為
政
權
在
握
而
加
以
武
裝
，
竟
成
了
如
此
面
目

。

本
土
化
改
革
原
本
已
經
觸
動
了

歷
史
原
動
力
，
讓
台

灣
在
數
十
年
威
權
統
治
後
思
想
得
以
解
放
、
想
像
力
得
以
發
揮
創
意
，
現
在
反

卻
成
為
正
確
思
考
的
妨
害
、
廣
闊
視
野
的
蔽
障
。

當
然
沒
有
人
會
認
為

「
國
家
認
同
」
的
問
題
不
重
要
，
但
是
要
對
外
主
張

「
主
權
」
、
要
對
外
表

達
內
部
的
團
結
，
所
需
要
的
是
一
個
使
大
家
融
合
的
政
府
，
而
不
是
一
個
從
人
民
內
部
讓
大
家
彼
此

削
弱
的
政
府
。

如
果
大
家
真
正
要
對
外
表
達
獨
立
的
國
家
人
格
，
則
如
同
一
座
大
廈
，
政
府
必
須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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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座
大
廈
中
的
柱
石
，
要
讓
大
家
成
受
到
不
論
你
走
出
生
在
本
國
或
歸
化
本
國
，
都
是
同
一
國
家
的

公
民
;
如
此
，
「
台
灣
人
」
這
個
稱
呼
會
提
高
大
家
的
榮
譽
戚
，
因
為
今
天
所
贏
得
的
民
主
成
果
與

經
濟
成
就
，
是
大
家
群
策
群
力
同
甘
共
苦
的
結
果

。

凝
聚
國
家
認
同
向
心
力
，
最
重
要
的
力
量
在
那
裡
?
其
實
一
點
也
不
神
祕

。

人
民
對
各
種
政
治

和
經
濟
制
度
所
希
冀
者
，
無
非
是
十
分
單
純
的
幾
樣
基
本
東
西

.. 

對
青
年
人
和
其
他
人
要
給
予
均
等

的
機
會
，
對
於
能
從
事
工
作
的
要
給
予
工
作
，
對
於
需
要
安
全
的
人
要
給
予
安
全
，
取
消
少
數
人
的

特
權
，
保
護
所
有
人
的
各
種
自
由
權
利
，
在
一
個
日
漸
普
及
的
、
不
斷
提
高
的
生
活
標
準
中
，
享
受

科
學
進
步
的
成
果
。

對
於
公
義
的
期
望
是
人
民
對
幸
福
永
恆
的
期
望
，
作
為
孤
立
的
個
人
，
若
不
能
找
到
幸
福
就
會

在
社
會
中
尋
找
，
公
義
是
「
社
會
幸
福
于
而
讓
最
大
多
數
人
享
有
最
大
幸
福
的
政
府
，
才
是
最
好
的

幸
福
，
幸
福
的
成
覺
每
一
個
人
都
出
自
本
能
，
不
能
動
員
，
也
不
必
動
員

。

公
義
是
人
們
對
幸
福
永
恆
的
期
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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