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司，

。d

在
金
絲
化
放
槍
下
J

啥
灣
采
來
能
令
有
競
a
T
F

1

，
1
1
d

吋
t
開

…

和
是
令
具
有
史
觀
、
前
城γ
U則
必
利
的刻舟
烏
魯
給
絢
爛
.
，

應
學
習
以
團
祿
、
她
好
，

益
旅
前
一
步
的
看

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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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
球
化
與
在
地
化
的
互
捕
與
矛
盾

﹒
適
當
發
展
在
地
人
的
「
全
球
性
」
能
力

﹒
建
構
以
社
會
投
資
為
導
向
的
社
福
政
策

﹒
兩
岸
須
建
立
對
等
互
惠
開
放
的
經
貿
關
係

主
持
人

劉
兆
漢
(
時
報
文
教
基
金
會
董
事
)

主
談
人

王
振
寰
(
東
海
大
學
社
科
院
院
長
)

一與
談
，
入
泊
日
蟋
芬
(
台
灣
大
學
社
會
系
教
授
)

胡
勝
正
(
政
務
委
員
)

蔡
勳
雄
(
國
民
黨
智
庫
執
行
長
)

且善

. . 

， 過



王
振

美
國
加
州
大
學
洛
杉
磯
分
校
社
會
學
博
士
。
現
任
東

海
大
學
社
會
科
學
院
院
長
。
曾
任
台
灣
社
會
學
會
理

事
長
。
專
業
領
域
為
社
會
學
，
經
濟
社
會
學
。
代
表

著
作
有
《
誰
統
治
台
灣

?
Y

《
台
灣
社
會
》
。



曾
嫌
芬

美
國
加
州
大
學
洛
杉
磯
分
校
社
會
學
博
士
。
現
任
台

灣
大
學
社
會
系
教
授
。
曾
任
國
科
會
人
、
文
與
社
會
科

學
簡
訊
總
編
輯

、

台
灣
社
會
學
刊
主
編
。
專
業
領
域

為
國
際
移
民

、

族
群
經
濟

、

經
濟
全
球
化
。
代
表
著

作
有
〈
族
群
資
源
與
社
會
資
本
.. 

洛
杉
磯
華
人
創
業

過
程
的
研
究
〉
、

〈
族
群
與
經
濟
了
〈
經
濟
全
球

化
、

身
份
、

認
同.. 
台
商
的
流
動
與
認
同
政
治
〉
。

'i' 

/ 





蔡
勳
雄

美
國
普
林
斯
頓
大
學
建
築
暨
計
畫
學
院
哲
學
博
士
。

現
任
國
民
黨
智
庫
執
行
長
。
的
目
任
環
保
署
長

、

經
建

會
副
主
委
。
專
業
領
域
為
都
市
及
區
域
計
畫

、

環
境

保
護
。
代
表
著
作
有
〈
台
北
市
都
會
區
發
展
課
題
及

其
對
策
〉
、

〈
調
整
國
土
空
間
利
用
以
迎
接
二
十
一
世

界
來
臨
|
|
締
造
安
和
樂
利
的
社
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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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
山
執耿》

m 

血

凹

m 

題

也|
會

θ
王
振
寰

一
九
七
0
年
代
中
期
以
來
的
世
界
經
濟
全
球
化
，
帶
來
了
世
界
經
濟
的
重
組

.. 

先
進
國
家
產
業
大

量
外
移
，
失
業
嚴
重
;
而

一
些
原
來
經
濟
落
後
的
國
家
則
受
惠
於
外
資
的
投
入
，
快
速
工
業
化

。

夾
在

中
間
的
新
興
工
業
國
家
則
是
雙
重
困
境

.. 
其
產
業
也
開
始
外
移
到
更
後
進
的
圓
家
，
因

此
有
嚴
重
失
業

問
題
;
但
由
於
國
民
所
得
已
高
，
對
外

資
已
不
具
吸
引
力

。

對
新
興
工
業
國
家
而

言
，
如
何
利
用
全
球

化
的
環
境
，
追
趕
先
進
國
並
利
用
更
後
進
國
家
的
市
場
，
以
突
破
困
境
，
將
是
這
些
國
家
在
全
球
化
時

代
，
最
立
即
的
挑
戰

。



另
方
面
，
不
論
是
何
種
發
展
程
度
的
國
家
，
在
面
對
經
濟
全
球
化
時
，
大
多
以
降
低
稅
率
、
提
供

各
種
優
惠
措
施
以
及
忽
視
勞
工
福
利
，
來
創
造
優
良
的
投
資
環
境
和
吸
引
投
資

。

這
樣
的
新
自
由
主
義

的
政
策
，
不
論
在
哪
裡
都
產
生
平
均
所
得
惡
化
的
情
況

。

先
進
國
家
的
目
的
在
於
邁
向
新
知
識
經
濟
，

而
忽
略
了
舊
經
濟
下
的
勞
工
和
失
業
者
;
落
後
國
家
則
是
相
互
競
爭
以
吸
引
投
資
，
而
忽
視
勞
工
權

益
。

對
夾
在
中
間
的
新
興
工
業
國
家
而

言
，
困
境
又
是
雙
重
的
.. 

一
方
面
要
邁
向
創
新
的
新
經
濟
，
另

方
面
又
由
於
民
主
化
而
要
開
始
福
利
國
家
的
作
法

。

如
何
面
對
產
業
創
新
但
又
兼
顧
公
平
，
是
新
興
工

業
國
家
的
挑
戰

。

本
文
的
目
的
在
針
對
前
述
兩
個
問
題
，
討
論
台
灣
在
全
球
化
下
的
機
會
和
困
境
，
將
指
出
台
灣
的

經
濟
在
全
球
化
下
的
轉
型
得
利
於
東
亞
區
域
經
濟
的
興
起
，
特
別
是
與
大
陸
市
場
的
整
合
;
但
困
境
將

是
如
何
強
化
技
術
水
準
的
提
升
以
及
解
決
社
會
兩
極
化
的
問
題

。

全
球
化
與
台
灣
經
濟
的
轉
型

在
過
去
，
台
灣
的
經
濟
發
展
是
由

三
個
主
軸
來
支
撐
.. 

發
展
型
國
家
、
大
量
的
中
小
企
業
、
以
及

外
銷
導
向
工
業
化

。

也
就
是
政
府
介
入
產
業
發
展
支
持
策
略
性
產
業
，
吸
引
民
間
資
金
投
入
工
業
生

全
球
化
與
在
地
化
的
互
補
與
矛
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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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
，
並
以
外
銷
工
業
產
品
至
先
進
國
家
市
場
(
主
要
的
市
場
是
美
國

)
的
方
式
進
行
工
業
化

。

在
一
九

六
0
年
代
之
後
，
政
府
以
扶
植
策
略
性
產
業
的
方
式
，
例
如
紡
織
業
、
石
化
業
，
以
及
高
科
技
資
訊
產

業
的
方
式
，
成
功
地
吸
引
了
外
資
和
本
地
資
本
投
入
，
創
造
大
量
就
業
機
會
並
造
就
了
高
度
的
經
濟
成

長
。
然
隨
著
全
球
化
的
進
展
，
特
別
是
在
一
九
九

0
年
代
之
後
，
原
來
支
撐
台
灣
經
濟
發
展
的
主
軸
，

面
臨
巨
大
轉
變

。

首
先
，
從
一
九
八

0
年
之
後
，
東
南
亞
和
中
國
大
陸
相
繼
採
取
出
口
導
向
工
業
化
政
策
，
致
使
外

資
大
量
進
入
這
些
地
區
，
而
相
對
地
台
灣
的
產
品
因
此
不
再
具
有
競
爭
力
。
其
次
，
一
九
八
五
年
之

後
，
由
於
美
國
對
東
亞
國
家
施
加
壓
力
致
使
各
國
貨
幣
升
值
，
而
使
其
相
繼
對
區
域
內
投
資
以
降
低
成

本
，
導
致
東
亞
與
東
南
亞
內
部
貿
易
愈
趨
緊
密
，
其
出
口
比
例
從
過
去
以
先
進
國
家
為
主
，
逐
漸
轉
移

到
區
域
內
部
各
國
，
區
域
經
濟
的
趨
勢
逐
漸
出
現

。

到
了
二
O
O
二
年
東
/
南
亞
國
家
區
域
內
出
口
古

其
總
出
口
比
率
已
增
達
四
十
七

﹒

。
%
。

東
/
南
亞
區
域
內
出
口
對
各
國
總
出
口
增
加
的
貢
獻
率
，
亦
由

一
九
八
六
至

一
九
九
0
年
平
均
的

四
十
三

﹒

六
%
'
增
至
一
九
九
一
至
二

O
O

二
年
平
均
的
五
十
三

﹒

六
%
。
第
三
，
中
國
的
掘
起
更
是

扮
演
區
域
經
濟
形
成
的
重
要
觸
媒
，
各
國
對
大
陸
出
口
依
賴
度
相
應
逐
年
上
升

。

大
陸
逐
漸
扮
演
東
亞

出
口
擴
張
的
引
擎
角
色
，
已
逐
漸
成
為
其
經
濟
成
長
的
動
力
來
源
，
現
今
大
陸
扮
演
著
世
界
工
廠
的
角



L 議題刊

色
。

一
九
九

一
至
二
O
O
二
年
間
東
亞
各
國
出
口
擴
增
，
近
四
成
來
自
大
陸
及
香
港

。

同
時
，
大
陸
及

香
港
成
為
東
亞
各
國
創
匯
主
要
來
源
，
其
中
，
台
、
新
、
南
韓

三
國
合
計
對
大
陸
及
香
港
貿
易
順
差
，

一
九
九
六
年
已
增
達
四

O
六
億
美
元
，
二
O
O
二
年
更
續
增
至
五

O
九
億
美
元
。

面
對
全
球
和
區
域
經
濟
的
轉
變
，
台
灣
的
經
濟
體
系
也
隨
之
發
生
變
化

。

首
先
，

一
九
九
0
年

代
之
後
，
台
灣
在
領
導
經
濟
發
展
上
的
力
量
逐
漸
減
弱
，
這

一
方
面
是
由
於
政
治
的
民
主
化
，
使
得

社
會
不
同
勢
力
有
比
較
大
的
力
量
影
響
政
府
，
另
方
面
也
由
於
美
國
和
其
他
國
家
相
繼
對
台
灣
施
加

壓
力
以
開
放
市
場

。

在
此
局
勢
下
，
全
球
化
加
上
東
南
亞
和
中
國
大
陸
的
開
放
，
政
府
採
取
了
鼓
勵

而
非
介
入
的
方
式
來
促
進
產
業
升
級
，
並
且
籌
設
「
亞
太
營
運
中
心
于
以
利
用
產
業
優
勢
，
進
入
帽

起
中
的
區
域
經
濟
，
目
的
均
在
於
提
升
台
灣
經
濟
的
層
次

。

雖
然
這
些
作
法
未
必
成
功
，
但
卻
看
到

了
政
府
角
色
的
變
化
，
從
發
展
型
國
家
逐
漸
轉
變
為
主
要
是
提
供
優
惠
條
件
給
資
本
投
資
的
企
業
型

或
競
爭
力
國
家

。

其
次
，
傳
統
中
小
企
業
在
這
波
轉
變
中
大
量
外
移
，
利
用
區
域
內
其
他
國
家
的
便
宜
人
力
降
低
成

本
，
繼
續
從
事
生
產
和
外
銷

。

而
隨
著
中
國
大
陸
市
場
的
持
續
開
放
，
大
型
企
業
也
隨
之
到
中
國
大
陸

投
資
，
欲
擴
張
其
在
龐
大
的
國
內
市
場
的
份
額

。

在
這
波
外
移
的
過
程
中
，
中
小
企
業
在
台
灣
整
體
經

濟
的
影
響
力
逐
漸
下
滑
，
而
企
業
外
移
的
地
區
以
大
陸
佔
最
大
部
分

。

據
統
計
，
直
到

二
O
O

一
年
底

全
球
化
與
在
地
化
的
互
補
與
矛
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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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止
，
大
陸
吸
收
了
台
灣
官
方
批
准
的
對
外
投
資
總
額
的
四
十

二
%
。

而
眾
所
周
知
的
是
，
很
多
廠
商

是
透
過
第
三
地
投
資
中
國
，
因
此
實
際
數
字
應
高
於
此

。

第
三
，
台
灣
的
經
濟
結
構
中
，
大
型
企
業
在

O
Z
旬
的
比
重
愈
來
愈
高
(

一
九
九
七
年
之
後
就
超
過

五
O
%
)
，
對
整
體
產
業
的
影
響
力
日
增

。

在
這
轉
型
的
過
程
中
，
大
型
企
業
展
現
了
優
異
的
組
織
和
技

術
能
力
，
擴
張
至
不
同
部
門
(
特
別
是
資
訊
電
子
業
與
服
務
業
)

。

而
台
灣
的
資
訊
電
子
業
從

一
九
九
0

年
代
中
期
開
始
，
就
利
用
中
國
的
人
力
大
幅
擴
充
產
能
，
而
成
為
世
界
重
要
的
生
產
和
服
務
基
地

。

中

國
現
今
已
經
取
代
台
灣
成
為
世
界
第

三
大
資
訊
產
業
國
家
，
但
其
產
值
裡
面
卻
有
高
達
六
十

三
﹒
六
%

(
中
時
，
ω
。
。
心
\
己
\
心
∞)
是
由
台
商
貢
獻
的

。

由
於
台
灣
經
濟
與
大
陸
逐
漸
整
合
，
因
此
貿
易
的
對
象
也
逐
漸
移
轉

。

台
灣
過
去
是
以

美
國
為
主

要
的
外
銷
市
場
，
但
從

二
O
O
一
年
之
後
，
台
灣
的
外
銷
市
場
轉
變
為
以
中
國
大
陸
為
主
。
以

二
O
O

二
年
為
例
，
中
國
市
場
已
佔
台
灣
外
銷
總
額
的

三
十

一
%
，
而
美
國
則
是
降
至

二
O
%
。

台
灣
從
中
國

市
場
的
貿
易
中
賺
取
大
量
盈
餘
，
在

二
O
O
0
年
，
台
灣
從
大
陸
貿
易
賺
取
的
盈
餘
大
於
整
體
貿
易
盈

餘
的
二
二
六
%
'
也
就
是
說
，
沒
有
與
中
國
的
貿
易
，
台
灣
幾
乎
等
於
是
貿
易
赤
字
國
家
，
而
這
個
趨

勢
自

一
九
九
0
年
代
中
期
以
來
就
是
如
此

。



轉
型
而
不
穩
定
的
政
治
經
濟
困
境

全
球
化
的
進
展
，
迫
使
台
灣
隨
之
轉
型
、
企
業
擴
大
規
模
，
並
利
用
佈
局
中
國
市
場
，
而
持
續
維

持
一
定
水
準
的
經
濟
成
長

。

但
在
這
個
轉
型
的
背
後
，
卻
也
同
時
出
現
了
轉
型
的
不
穩
定
性
|

|

政
府

財
政
問
題
、
失
業
問
題
、
以
及
社
會
福
利
增
加
但
卻
浮
濫
使
用
的
問
題

。

首
先
，
在
全
球
化
的
環
境
下
，
各
國
相
互
競
爭
吸
引
投
資
。
台
灣
同
樣
為
了
吸
引
投
資
和
鼓
勵
產

業
升
級
，
相
繼
對
國
內
和
國
際
資
本
提
供
各
項
財
稅
優
惠
條
件

.. 

為
了
吸
引
投
資
和
強
化
創
新
，
國
家

機
器
本
身
變
成
企
業
家
，
追
求
發
展
成
為
唯

一
重
要
的
目
標

。

國
內
外
資
本
家
也
反
過
來
利
用
國
家
之

間
競
爭
的
機
會
，
討
價
還
價

。

近
年
來
政
府
更
為
了

「
拼
經
濟
于
鼓
勵
的
項
目
愈
來
愈
多
，
優
惠
條
件

也
愈
來
愈
寬
，
政
府
愈
來
愈
成
為
資
本
家
的
俘
虜
，
原
來
以
財
稅
措
施
利
用
稀
有
資
源
投
入
策
略
性
產

業
的
作
法
，
幾
乎
普
及
各
個
產
業
，
致
使
產
業
發
展
失
去
優
先
次
序
，
也
流
失
了
大
量
的
稅
基

。

當
今

的
國
家
機
器
關
心
「
競
爭
力
排
名

」
更
甚
於
對
社
會
公
平
正
義
的
維
持

。

其
次
，
與
先
進
國
家
相
同
，
台
灣
在
全
球
化
階
段
必
須
產
業
升
級
邁
向
知
識
經
濟
以
面
對
競
爭
。

在
邁
向
知
識
產
業
的
進
程
中
，
腦
力
取
代
體
力
成
為
競
爭
力
的
基
礎
，
因
此
只
有
具
有
知
識
能
力
的

人
，
才
能
進
入
知
識
產
業

。

在
中
小
企
業
失
業
的
人
，
由
於
並
不
完
全
具
備
這
樣
的
能
力
，
並
無
法
順

全
球
化
與
在
地
化
的
互
補
與
矛
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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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
轉
入
知
識
經
濟
之
中

。

另
外
，
由
於
高
科
技
的
高
度
自
動
化
，
因
此
現
今
台
灣
高
科
技
大
企
業
的
擴

張
，
能
夠
創
造
的
就
業
機
會
有
限
，
其
動
輒
幾
千
億
的
投
資
，
只
能
創
造
數
千
個
就
業
機
業

。

加
上
政

府
對
於
企
業
的
大
幅
免
稅
和
優
惠
，
所
得
愈
高
者
所
免
稅
額
愈
多
，
種
種
措
施
加
上
失
業
人
數
激
增
，

使
得
台
灣
與
先
進
國
家
類
似
，
所
得
差
距
愈
來
愈
大

。

據
政
府
統
計
，
台
灣
失
業
率
由
一
九
八

一
年
的

一
﹒

三
六
%
'
增
為

一
九
九
六
年
的

二
﹒
六
。

%
，
到
了

二
O
O
二
年
更
大
幅
增
加
到
五
﹒

一
七
%
。

在
失
業
者
中
，
以
男
性
、
國
中
教
育
程
度
及

二

十
五
至
四
十
四
歲
的
失
業
比
例
最
高
，
而
這
群
人
也
是
家
戶
所
得
的
主
要
來
源

。

在
平
均
家
戶
可
支
配

所
得
的
差
距
上
，
情
況
也
持
續
惡
化
;
最
高
的
前

二
O
%
與
最
低
的
後

二
O
%
之
家
戶
可
支
配
所
得
差

距
，
從

一
九
八

一
年
的
四
﹒

二
一
倍
，
增
加
到

一
九
九
六
年
的
五
﹒

三
八
倍
，
而

二
O
O
一
年
甚
至
增

加
到
六
﹒

三
九
倍
。

如
此
的
社
會
兩
極
化
現
象
，
與
過
去
成
長
與
公
平
並
重
的
發
展
方
式
大
相
逕
庭

。

第
三
，
與
西
方
先
進
國
家
在
全
球
化
過
程
中
福
利
國
家
瓦
解
不
同
的
是
，
台
灣
進
入
全
球
化
階

段
是
與
民
主
化
同
時
，
因
此
台
灣
的
社
會
福
利
並
不
像
西
方
國
家
那
般
呈
現
減
少
的
趨
勢
，
而
是
出

現
快
速
的
增
加

。

但
是
這
個
福
利
的
增
加
，
並
非
由
於
理
性
規
劃
來
創
造
公
平
社
會
，
而
是
由
於
政

黨
競
爭
，
透
過
公
共
財
政
收
買
選
票
所
導
致
，
以
致
於
社
會
福
利
的
增
加
並
非
流
到
最
需
要
支
持
的

弱
勢
族
群
。



• 

以
政
府
的
財
政
預
算
來
看
，
社
會
福
利
支
出
從

一
九
九

一
年
九
七
九
億
元
上
升
到

二
O
O

一
年
的

三
七
六
0
億
元
，
佔
政
府
總
支
出
的
比
例
也
從
十

一
﹒
九
%

，
上
升
到
二
十

一
﹒

二
%
'
社
會
福
利
預

算
在
二
O
O

一
年
首
度
超
過
國
防
預
算
的
十

三
﹒
五
%
。

台
灣
在
政
府
財
政
預
算
上
，
表
面
看
起
來
愈

來
愈
接
近
福
利
國
家

。

但
是
以
近
三
年
的
政
府
預
算
來
看
，
身
心
障
礙
者
的
預
算
，
從

二
O
O

一
年
的
六
十

一
億
元
下
降

到
二
O
O

三
年
的
五
十
五
億
元
;
兒
童
、

青
少
年
、
婦
女
福
利
預
算
從

六
十
五
﹒
九
億
元
下
降
到
五
十

九
﹒
九
億
元
;
但
是
與
老
年
相
關
預
算
則
從

二
十
二
億
元
成
長
到

二
二
0
億
元
，
增
加
了
十
倍

。

這
顯

然
與
選
舉
中
的
老
人

/
老
農
津
貼
有
關
，
福
利
國
家
所
需
要
照
顧
的
弱
勢
者
，
卻
在
這
樣
的
福
利
預
算

大
幅
增
加
的
情
況
下
，
減
少
而
非
增
加

。

稅
收
的
流
失
，
加
上
福
利
支
出
的
增
加
，
使
得
台
灣
中
央
政

府
的
財
政
赤
字
大
幅
增
加
，
而
導
致
嚴
重
的
財
政
危
機

。

中
央
政
府
債
務
餘
額
佔
總
支
出
的
比
例
，
由

一
九
九
0
年
的
二
十
七
﹒
七
%
增
加
到

二
O
O

一
年
的

一
五
八
﹒
三
%
，
而
其
佔
O
Z
旬
的
比
例
亦
由

一

九
九
0
年
的
四
﹒
八
%
增
加
到

二
O
O

一
年
的
二
十
五
﹒
三
%
'
政
府
負
債
的
情
況
增
加
快
速
，
財
務

情
況
惡
化
嚴
重

。

先
進
國
家
在
全
球
化
階
段
，
是
以
新
自
由
主
義
的
措
施
，
削
減
福
利
增
加
企
業
的
競
爭
力
，
但
卻

製
造
了
所
得
分
配
的
惡
化

。

而
台
灣
在
全
球
化
的
處
境
中
，
卻
是
同
時
採
取
新
自
由
主
義
和
福
利
增
加

全
球
化
與
在
地
化
的
互
補
與
矛
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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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作
法
，
這
不
只
產
生
了
社
會
的
兩
極
化
、
政
府
財
政
的
惡
化
，
更
由
於

一福
利
資
源
的
濫
用
，
使
得
最

需
要
照
顧
的
族
群
更
被
忽
視

。

面
對
研
發
、
失
業
、
社
一
輛
困
局

正
如
前
述
，
新
興
工
業
國
家
被
夾
擊
於
先
進
國
的
技
術
門
檻
和
落
後
國
的
便
宜
人
力
之
中
，
必
須

尋
求
產
業
升
級
來
脫
困

。

台
灣
在
全
球
化
和
區
域
興
起
之
際
，
利
用
了
中
國
的
市
場
，
維
持
了

一
定
水

準
的
經
濟
發
展
，
但
是
要
持
續
發
展
，
必
然
需
要
面
對
在
技
術
水
準
上
持
續
提
升
以
追
趕
先
進
國

。

台
灣
的
產
業
近
年
來
在
技
術
和
組
織
能
力
上
雖
已
大
幅
提
昇
'
大
型
企
業
也
逐
漸
全
球
化
，
但
是

其
產
業
類
型
大
多
是
在
成
熟
產
業
，
並
依
賴
多
角
化
經
營
、
擴
大
規
模
和
透
過
製
程
的
創
新
，
來
增
加

產
品
的
附
加
價
值

。

由
於
缺
乏
原
創
性
的
產
品
，
加
上
創
新
和
研
發
不
足
，
結
果
使
得
企
業
大
多
持
續

依
賴
先
進
國
的
技
術
'
或
持
續
幫
圓
際
大
廠
代
工
，
在
利
潤
不
斷
被
壓
縮
之
下
，
辛
苦
營
運
。
然
而
這

樣
的
發
展
模
式
，
在
中
國
或
其
他
發
展
中
國
家
技
術
提
昇
到

一
定
地
步
之
後
，
代
工
訂
單
可
能
移
轉
，

台
灣
企
業
也
將
失
去
競
爭
力

。

要
面
對
這
樣
的
趨
勢
，
政
府
需
要
用
有
限
資
源
介
入
日
升
產
業
，
並
鼓

勵
企
業
將
資
源
投
入
研
發
，
以
強
化
基
礎
科
學
和
科
技
研
發
，
而
不
是
將
資
源
天
女
散
花
般
的
給
予
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