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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
對
歷
史
記
憶
與
族
群
意
識

﹒
現
代
性
崇
拜
與
認
伺
迷
思

﹒
以
「
情
境
化
理
解
」
消
融
認
岡
衝
突

﹒
從
共
岡
體
意
識
回
歸
理
性
公
民
身
分

主
持
人

黃
煌
雄
(
監
察
委
員
)

主
談
人

林
滿
紅
(
中
研
院
近
史
所
研
究
員
)

t與

是火
面火

火J

廖
成
浩
(
台
北
市
文
化
局
局
長
)

王
明
河
(
中
研
院
史
語
所
副
所
長
)

沈
富
雄
(
立
法
委
員
)

, 



林
滿
紅

美
國
哈
佛
大
學
歷
史
與

東
亞
語
文
研
究
所
博

士

。
現

任
中
研
院
近
代
史
研
究
所
研
究
員

、

台
灣
師
範
大
學

歷
史
系
教
授
。

曾
任
日
本
早
稻
田
大
學
暨
京
都
大
學

客
座
教
授
。
專
業
領
域
為
台
灣
史

、

清
史
、

東
亞
經

濟
、

政
治
經
濟
思
想
史
。
代
表
著
作
有
《
茶

、

糖
、

樟
腦
業
與
晚
清
台
灣
之
社
會
經
濟
變
遷
》

、

《
台
灣

海
峽
兩
岸
經
濟
交
流
史
》
(
日
文
版
)
、

《
晚
近
史
學

與
兩
岸
思
維
》
。



廖
咸
浩

美
國
史
丹
福
大
學
文
學
博
士
。
現
任
台
北
市
文
化
局

長
。
曾
任
台
灣
大
學
外
文
系
教
授

、

美
國
西
雅
圖
華

盛
頓
大
學
客
座
副
教
授

、

中
外
文
學
期
刊
總
編
輯
。

專
業
領
域
為
當
代
文
學
與
文
化
理
論

、

中
西
比
較
詩

學
、

紅
學
研
究
。
代
表
著
作
有
《
愛
與
解
構

.. 

當
代

台
灣
文
學
評
論
與
文
化
觀
察

γ

《
迷
蝶

γ

《
美
麗

新
世
紀
.. 

前
現
代

﹒

現
代

﹒

後
現
代
》
。

J祈

有益
心』

啥t
., 

唱-.





沈
富
雄

美
國
加
州
大
學
舊
金
山
醫
學
中
心
藥
理
學
博
士
。
現

任
立
法
委
員
。
的
日
任
民
進
黨
中
央
黨
部
政
策
會
執
行

長
、

華
盛
頓
大
學
醫
學
教
授
。
專
業
領
域
為
衛
生
社

福
、

財
經
制
度

、

憲
政
體
制
。

加

Ii!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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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
缺
耿》

阻

帶

間

θ
林
滿
紅

每
個
族
群
必
然
會
有
各
自
不
同
的
歷
史
記
憶
，
也
會
有
其
自
我
意
識
。
歷
史
記
憶
與
族
群
意
識
有

些
是
不
需
要
溝
通
與
超
越
的
，
譬
如
各
個
族
群
祭
拜
祖
先
的
習
慣
有
別
，
當
然
是
要
從
俗
;
有
些
則
可

以
強
化
發
展
，
進
而
彼
此
分
享
，
譬
如
各
個
族
群
擅
長
不
同
料
理
，
其
強
化
發
展
的
結
果
，
可
使
大
家

享
受
更
多
種
美
食

。

但
當
不
同
族
群
有
互
相
抵
觸
的
歷
史
記
憶
，
或
是
各
個
族
群
都
欠
缺
面
對
共
同
問

題
的
歷
史
記
憶
時
，
「
面
對
歷
史
記
憶
與
族
群
意
識
」
就
需
要
溝
通
與
超
越
了
。
今
天
台
灣
族
群
間
的

E
g
t
d
問
題
，
即
蘊
含
歷
史
記
憶
互
相
抵
觸
或
有
所
欠
缺
的
成
分

。



很
多
人
把

E
g
t
q
翻
譯
成
為
「
認
同
」

。

事
實
上
，

E
g
z
d
有
另
外

一
層
意
思
，
那
就
是
「
身

分
」
'
像
「
身
分
證
」
的
英
文
是
「

E
g
z
p
g
o

口

S
E

」
。
這
個
「
身
分
」
指
的
是
一
種
法
律
地
位
，

例
如
我
們
要
有
身
分
證
才
能
享
受
健
保
資
源
或
參
加
投
票

。

如
果
談
「
認
同
」
'
涉
及
個
人
心
理
上
的
感

受
，
會
有
不
確
定
性

。

可
是
就
身
分
或
法
律
地
位
來
說
，
有
或
沒
有
，
必
須
非
常
確
定

。

老
祖
宗
沒
教
我
們
什
麼
是
主
權

與
台
灣
法
律
地
位
相
關
的
「
主
權

」
、
「
國
家
」
、
「
領
土
」
、
「
國
際
條
約
」
等
等
概
念
，
是
台
灣

各
個
族
群
的
歷
史
記
憶
中
極
端
欠
缺
，
卻
不
得
不
面
對
的
共
同
問
題

。

以
極
為
核
心
的
「
主
權
」
觀
念

來
說
，
是
指
某

一
領
土
歸
哪
個
國
家
所
有
，
所
有
權
、
處
分
權
或
支
配
權
是

一
體
的
兩
面
，
主
權
與
統

治
權
也
是
一
體
的
兩
面
。
國
家
是
行
使
主
權
的
政
治
實
體
，
政
府
是
行
使
國
家
主
權
的
行
政
單
位
。

說
老
祖
宗
沒
教
我
們
什
麼
是
主
權
，
大
家
可
能
會
怪
我
沒
禮
貌
，
且
以

一
百
元
台
幣
為
例
來
加
以

說
明
。
目
前
一
百
元
台
幣
上
印
有
「
中
華
民
國
」
和
孫
中
山
先
生
遺
像
，
有
些
人
也
許
會
不
喜
歡
，
但

過
年
時
紅
包
袋
裡
如
果
單
純
裝
著

一
張
紙
，
小
孩
拿
到
之
後
，

一
定
不
如
裡
面
裝
著
百
元
台
幣
高
興

。

因
為
後
者
可
以
讓
小
孩
換
取
比
前
者
更
多
他
想
要
的
東
西

。
為
什
麼
同
樣
是

一
張
紙
，
後
者
的
偏
好
較

面
對
歷
史
記
憶
與
族
群
意
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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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
因
為
百
元
台
幣
有
國
家
主
權
支
撐

。

這
個
主
權
不
只
是
對
內
的
，
還
是
對
外
的

。

外
國
人
到
台
灣

生
活
要
換
台
幣
使
用
，
台
幣
目
前
依
然
可
以
折
換
成
外
幣
，
購
買
其
他
國
家
物
品

。

半
個
多
世
紀
以

來
，
明
明
大
家
收
到
面
額
無
論
多
少
的
台
幣
，
都
很
開
心
，
但
說
到
台
灣
的
主
權
問
題
，
不
是
很
害

怕
，
就
是
準
備
要
吵
架
。

我
們
欠
缺
主
權
觀
念
由
此
可
略
窺

二
了

就
像
所
有
權
背
後
要
有
所
有
權
狀

一
樣
，
目
前
台
灣
主
權
背
後
的
所
有
權
狀
是

一
九
五
二
年
簽
訂
的
《
中
日
和
約
》
。

我
們
很
少
拿
這
個
條

約
界
定
台
灣
主
權
，
再
度
呈
顯
我
們
對
主
權
或
國
際
條
約
概
念
的
模
糊

。

主
權
或
國
際
條
約
是
西
方
在
三
八
四
八
年
以
後
發
展
的
概
念

。

以
下
我
想
先
舉
出
一
百
多
年
來
中
國

人
欠
缺
主
權
或
國
際
條
約
概
念
的
事
例

。

接
著
，
我
將
指
出
.. 

中
日
戰
爭
的
歷
史
記
憶
如
何
與
此
中
國
人

欠
缺
主
權
或
國
際
條
約
概
念
的
現
象
互
相
糾
結
，
導
致
台
灣
的
國
家
定
位
變
成
舉
世
無
雙
的
混
亂

。

近
代
史
上
中
國
人
欠
缺
主
權
或
國
際
條
約
概
念
的
事
例

一
、
國
際
公
法
日
本
人
讀
，
中
國
人
不
讀

鴉
片
戰
爭
後
，
認
﹒
〉
-
M
)
.
ζ自
﹒
片
白
白
西
文
中
譯
了一
部
國
際
公
法
，
日
本
人
很
快
地
再
譯
成
日
文
而

廣
泛
閱
讀

。

除
此
，
日
本
還
引
進
其
他
的
國
際
公
法
或
有
關
主
權
的
討
論

。

中
國
在
鴉
片
戰
爭
前
後
，



卜重題三

固
然
有
魏
源
等
人
急
呼
「
師
夷
長
技
以
制
夷
」
，
但
國
際
公
法
或
有
關
主
權
的
論
述
極
少

。

當
時
的
人
思

考
國
際
關
係
'
仍
常
引
用
春
秋
戰
國
、

三
國
南
北
朝
、
五
代
十
國
、
宋
遼
金
元
等
中
國
歷
史
上
分
裂
時

期
的
國
家
關
係
作
為
參
考

。

至

《
馬
關
條
約

》
簽
訂
時
，
中
國
人
深
刻
體
察
到
日
本
人
較
懂
得
國
際
公

法
。

《
馬
關
條
約
》
的
三
個
語
文
版
本
，
在
有
關
台
澎
領
土
主
權
永
遠
割
讓
日
本
的
部
分
，
英
文
版
是

「(UE
S
C
O
(
佇
立
O
M
爸
爸

5

日
出
門
芯
片
旦
河
心

E
E

口
ω
O
〈
白
白
布
旦
河」'
日
文
版
對
應
之
急
切
。
〈q
g

唱
片
刻
」

的
語
詞
是

「
主
權
」
'
中
文
版
是
「
權
」
'
多
少
呈
顯
中
國
人
對
「
主
權
」
概
念
的
陌
生
。

一
一
、
香
港
、
澳
門
與
國
際
條
約

《
馬
關
條
約
》
簽
訂
之
後
，
中
國
固
然
引
進
更
多
的
國
際
公
法
，
但
大
多
數
人
還
是
很
少
有
這
方
面

的
概
念
。

以
澳
門
的
情
形
為
例
，

一
位
荷
蘭
學
者
告
訴
我
，
他
們
歐
洲
人
都
知
道
一
五
五
七
年
葡
萄
牙

取
用
澳
門
時
並
未
經
過
條
約
的
簽
訂
，
澳
門
不
是
葡
萄
牙
的
殖
民
地

。
一
八
八
七
年
訂
下
葡
人
在
澳
門

有
「
永
居
管
理
權

」
的

一
個
商
約
，
永
居
管
理
權
絕
不
是
主
權

。
一
九
七
四
、

一
九
七
九
年
葡
閻
政
府

的
正
式
聲
明
也
是
這
麼
說

。

對
於
這
些
我
們
原
本
似
乎
都
不
知
道

。

也
許
有
人
認
為
，
香
港
島
及
九
龍
司
分
別
在
《
南
京
條
約
》
(
一
八
四
一
一
)
以
及
《
北
京
條
約
》

(
一
八
六
0
)
中
割
讓
英
國
，
結
果
還
是
在

一
九
九
七
年
返
還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
所
以
國
際
條
約
不
是

那
麼
可
以
依
據

。

其
實
，
香
港
正
是
國
際
條
約
依
然
有
效
的
例
子

。

占
目
前
香
港
最
主
要
面
積
，
而
且

面
對
歷
史
記
憶
與
族
潛
意
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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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整
個
香
港
水
電
供
應
地
的
新
界
，
是

一
八
九
八
年
英
國
以

《
中
英
展
拓
香
港
界
址
專
約

》
為
基
礎
，

向
中
國
大
陸
的
統
治
者
以
九
十
九
年
的
租
期
租
用
的

。

到
了

一
九
九
七
年
租
期
屆
滿
，
自
然
應
該
還
給

中
國
大
陸
的
統
治
者

。

至
於
香
港
與
九
龍
司
在
條
約
上
，
原
為
割
讓
的
問
題
，
因
為
兩
個
地
點
面
積
極

小
，
沒
有
新
界
供
應
水
電
無
法
運
作
，
加
上
長
期
以
來
，
英
國
政
府
即
由
香
港
本
身
在
財
務
方
面
自
給

自
足
，
於
是
也
就
在
不
要
求
賠
償
的
情
況
下

一
起
歸
還
。

三
、
《
中
日
和
約
》
呈
顯
的
國
際
條
約
與
領
土
問
題

在
一
九
四
五
年
十
月

二
十
五
日
之
後
，
中
華
民
國
政
府

一
直
以
為
已
經
完
成
了
台
澎
的
主
權
移

轉
。

但
在

一
九
四
六
至
一
九
五

二
年
閉
，
英
國
或
是
美
國
都
不
斷
向
中
華
民
國
政
府
表
示
，
有
關
台
澎

主
權
的
轉
移
，
要
等
中
華
民
國
與
日
本
間
訂
定
進

一
步
的
條
約
才
算
完
成
法
律
程
序
，
這
個
條
約
正
是

一
九
五
二
年
四
月

二
十
八
日
在
台
北
賓
館
簽
訂
，
而
於
同
年
八
月
五
日
生
效
的

《
中
日
和
約

》
。
作
為

《
舊
金
山
和
約
》
的
子
法
，

《中
日
和
約
》
重
申
母
法
日
本
放
棄
對
於
台
灣
及
澎
湖
群
島
以
及
南
沙
群
島

之
一
切
權
利
、
權
利
名
義
與
要
求

。

接
受
放
棄
的
中
方
政
府
是
於

一
九
四
九
年
已
由
中
國
大
陸
遷
台
的

中
華
民
國
政
府

。
一
九
七
八
年
八
月
十

二
日
，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在
北
京
與
日
本

男
外
簽
訂
的

《中
日

和
平
友
好
條
約

》
之
中
，
隻
字
未
提
台
灣
問
題

。

這
正
是
因
為
日
本
於

《
馬
關
條
約

》
取
得
的
台
灣
主

權
，
已
於

一
九
五
二
年
與
中
華
民
國
政
府
簽
訂
、
生
效
的
《
中
日
和
約

》
中
放
棄
。

根
據

一
九
六
0
年



l 議題才

日
本
大
阪
地
方

一
項
有
關
台
灣
人
國
籍
的
判
例
指
出

.. 

一
九
五
二
年
簽
訂
、
生
效
的
《
中
日
和
約

γ

已

使
「
在
台
灣
之
中
華
民
國
主
權
獲
得
確
立
」

。

在
《
中
日
和
約
》
談
判
過
程
中
，
再
度
呈
顯
中
日
雙
方
有
關
領
土
概
念
的
差
距

。

日
本
認
為
所
謂

領
土

一
定
是
指
有
效
統
治
範
圈

。

後
來
約
文
反
映
的
也
是
這

一
原
則
。

我
們
後
來
不
太
知
道
《
中
日
和

約
γ

可
能
也
是
因
為
約
文
中
反
映
的
領
土
概
念
中
國
人
並
不
習
慣

。

這
裡
有

一
個
與
族
群
密
切
相
關
的
問
題

.. 

經

一
九
五
二
年

《
中
日
和
約

》
移
轉
的
台
灣
主
權
，
是

否
包
括

一
九
四
五
到

一
九
五
二
年
間
由
中
國
大
陸
移
遷
台
灣
的
人
與
物
?
由
於
領
土
的
真
意
不
只
是
土

地
，
它
包
括
土
地
及
其
上
之
所
有
人
或
物
，
人
又
包
括
自
然
人
與
法
人

。
一
八
九
五
到

一
九
四
五
年
間

產
生
而
存
留
在
台
灣
的
人
如
李
登
輝
先
生
，
或
機
關
如
台
灣
銀
行
，
甚
至

一
九
四
五
到

一
九
五
二
年
間

由
中
國
大
陸
移
遷
台
灣
的
人
如
蔣
經
國
先
生
，
或
機
關
如
中
央
銀
行
，
都
構
成

一
九
五
二
年
《
中
日
和

約
》
中
日
本
向
在
台
灣
的
中
華
民
國
政
府

宣
佈
放
棄
的
台
澎
領
土
的

一
部
分
。

但
我
們
經
常
還
出
現
.. 

「
故
宮
是
不
是
我
們
的
」
'
「
外
省
人
是
否
應
該
離
去
」
這
種

言
論
，

一
而
再
，
再
而

三
地
呈
顯
我
們
對

主
權
、
領
土
以
及
國
際
條
約
概
念
的
陌
生

。

我
在
前
面
說
過

《
中
日
和
約

》
是
台
灣
的
所
有
權
狀
，
這
就
連
帶
產
生

一
個
問
題
.. 

為
什
麼
不
是

憲
法
?
那
是
因
為
台
灣
主
權
經
過
割
讓
的
緣
故

。

那
麼
憲
法
有
關
疆
域
的
問
題
該
如
何
處
理
?
憲
法
只

面
對
歷
史
記
憶
與
族
群
憲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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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

「
依
其
固
有
之
疆
域

」
'
當
初
訂
定
者
很
可
能
就
領
土
本
意
而
做
有
效
統
治
範
圍
解
釋

。

但
這
又
如
何

面
對
一
個
中
國
問
題
?
政
治
原
本
分
為
事
實
和
政
策
兩
個
層
面

。

在
事
實
面
之
外
，
中
華
民
國
與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
美
國
、
日
本
的

一
個
中
國
政
策
，
都
屬
於
政
策
面
的
主
張

。

但
透
過
事
實
的
釐
清
，
也

可
能
使

一
些
政
策
面
的

主
張
，
如
中
華
國
協
更
易
落
實

。

這
些
事
實
以
往
很
難
彰
顯
，
除
了
因
為
我
們
對
主
權
、
領
土
以
及
國
際
條
約
等
等
概
念
的
陌
生
之

外
，
與
中
日
戰
爭
也
有
關
連

。

這
也
就
涉
及
不
同
族
群
歷
史
記
憶
互
相
抵
觸
的
部
分

。

中
日
戰
爭
與
台
灣
定
位

一
九
七
二
年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與
日
本
國
在
北
京
發
表

「
中
日
聯
合
聲
明

于

其
中
提
到
.. 

日
本
國

堅
持
遵
循

《
波
表
坦
公
告
第
八
條
的
立
場

γ

該
條
強
調
延
續

「
開
羅
宣
言
」
所
說
，
台
灣
於
戰
爭
結
束

後
歸
還
「
中
華
民
國
」

。

英
國
外
交
部
一
九
四
六
年
八
月

三
十

一
日
致
中
華
民
國
駐
英
大
使
館
的
函
件

(
目
前
收
存
在
國
史
館
)
指
出
.. 

「
關
於
台
灣
島
之
移
轉
中
國
事
，
英
國
政
府
以
為
仍
應
按
照

一
九
四
三

年
十
二
月

一
日
之

《
開
羅
宣
言
》
。
」
沒
有
中
日
戰
爭
，
就
沒
有

《開
羅
宣
言
》
或

《
波
表
坦
公
告

γ

可
見
沒
有
中
華
民
國
對
日
本
作
戰
，
台
灣
仍
在
日
本
的
統
治
之
下

。



讀題三』

不
過
到
目
前
為
止
，
有
關
中
日
戰
爭
的
歷
史
記
憶
，
也
還
在
模
糊
著
中
華
民
國
在
台
灣
的
國
家
定

位
。

這
由
目
前
兩
岸
仍
以

《
開
羅
宣
言
》
為
思
考
台
灣
主
權
歸
屬
的
基
本
依
據
可
茲
證
明

。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自

一
九
九
三
年
八
月
三
十

一
日
發
表
「
台
灣
問
題
與
中
國
統

一
白
皮
書
」
以
來
，

一
直
到
二
0

0
0
年
五
月
二
十

一
日
，
都
說

叉
開
羅
宣

言
》
謂
台
灣
於
戰
爭
結
束
後
『
歸
還
中
國
門
而
國
際
只
承

認
一
個
中
國
，
所
以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對
台
灣
的
主
權
有
完
全
的
法
理
基
礎

。

」
一
九
九
八
年
十
月
十

三
日
上
海
第
二
次
辜
汪
會
唔
，
辜
振
甫
先
生
則
引
用

《
開
羅
宣
言
Y

《
波
攻
坦
公
告

》
論
述
台
灣
乃
歸

屬
中
華
民
國
，
而
非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

但
《
開
羅
官
了
一
百
》
是
盟
軍
對
日
本
宣
戰
的
片
面
宣

言
。
前
引

英
國
外
交
部
致
中
華
民
國
駐
英
大
使
館
的
函
件
也
說
:

「
同
盟
國
該
項
宣

言
|
|
《
開
羅
宣
言
》
之
意

不
能
自
身
將
台
灣
主
權
由
日
本
移
轉
中
國
，
應
候
與
日
本
訂
立
和
平
條
約
，
或
其
他
之
正
式
外
交
手
續

而
後
可

。
」
可
見

《
開
羅
宣
言
》
、

《波
表
坦
公
告

》
雖
然
造
成
台
澎
統
治
權
移
轉
中
華
民
國
之
事
實
，

直
到

《
中
日
和
約

》
簽
訂
，
才
造
成
法
理
上
的
主
權
移
轉

。

再
者
，
現
在
台
灣
的
媒
體
、
立
法
院
法
案
或
領
導
人
，
說
到
日
本
統
治
台
灣
時
期
，
大
都
是
用

「
日
據
時
期
」
'
這
應
是
根
據
《
開
羅
宣
言
》
中
「
日
本
竊
據
台
灣
」

一
詞
，
所
引
申
出
的
說
法
。
「
竊

據
」
是
針
對
敵
對
政
權
的
用
語

。

至
今
兩
岸
都
用

《
開
羅
宣
言
》
論
述
台
灣
主
權
，
或
說
「
日
據
時

代
」
，
多
少
表
達
兩
岸
仍
深
陷
在

《
開
羅
宣
言
》
發
佈
時
的
戰
爭
情
緒
當
中

。

但
中
日
之
間
戰
爭
狀
態
結

面
對
歷
史
記
憶
與
族
鉗
制
意
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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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
均
已
受
到
台
海
兩
岸
分
別
在

一
九
五
二
年
及

一
九
七
八
年
簽
署
的
和
平
條
約
所
確
認

。

沿
用
戰
爭
期

間
針
對
敵
對
政
權
的
宣
言
或
情
緒
用
語
，
並
不
符
合
國
際
條
約
的
精
神

。

不
明
，
日
台
灣
的
主
權
轉
移
與

香
港
、
澳
門
有
「
割
讓
」
與
「
租
借
」
、
「
竊
據
」
之
別
，
而
均
以
「
竊
據

」
對
待
，
也
使
中
國
大
陸
在

走
過
諸
多
迂
迴
路
線
，
目
前
正
該
全
力
向
前
之
際
，
承
擔
了
原
本
不
必
負
擔
的
收
回
台
灣
歷
史
重
任

。

《
開
羅
宣
昔日
》
中
還
包
括

「
廢
除
《
馬
關
條
約

》
」
一
詞
。

否
定
或
是
忽
略
台
灣
因
為
《
馬
關
條
約

》

而
被
日
本
統
治
五
十
年
的
歷
史
事
實
，
也
是
戰
後
五
十
年
海
峽
兩
岸
的
一
個
史
學
發
展
傾
向
。
以
影
響

戰
後
台
灣
歷
史
學
界
甚
深
的
傅
斯
年
先
生
為
例
，

一
九
三
二
年
九
一
八
事
變
發
生
時
，
傅
先
生
人
在
北

平
，
負
責
主
持
中
央
研
究
院
歷
史
語
言
研
究
所
所
務
，
也
在
北
京
大
學
教
書

。

對
於
日
軍
侵
華
，
他
積

極
鼓
吹
書
生
報
國
與
對
日
抗
戰

。
一
九
四
八
年
歷
史
語

言
研
究
所
遷
台
，

一
九
四
九
年
至

一
九
五
0
年

任
台
大
校
長
時
，
傅
先
生
更
以
堅
強
意
志
，
鞠
躬
盡
萍

。

在
此
期
間
，
有
關
台
大
校
慶
日
的
選
擇
，
對

待
台
北
帝
大
日
文
資
料
的
方
式
，
以
及
引
領
的
台
灣
史
學
發
展
方
向
，
都
隱
約
可
見
他
的
抗
日
情
懷

。

傅
校
長
為
台
大
選
的
校
慶
日
，
是
中
華
民
國
政
府
接
收
台
大
的
日
子
，
而
不
是
台
大
創
校
的
日
子

。

原

台
北
帝
大
留
下
的
諸
多
有
關
亞
太
地
區
的
研
究
與
資
料
，
都
被
視
為
是
日
本
發
動
戰
爭
的
工
真
而
少
加

利
用
。

往
後
台
灣
的
歷
史
發
展
，
也
以
中
國
史
為
主

。

在
這
樣
的
五
十
年
歷
史
記
憶
之
下
，

一
般
人
就

無
從
得
知
造
成
馬
關
、
中
日
兩
約
的
亞
太
背
景

。
《
馬
關
條
約
》
表
面
上
是
日
本
與
清
朝
簽
約
，
目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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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延
展
日
本
的
國
防
線
，
但
背
後
有
美
國
政
府
的
鼓
勵

。
《
中
日
和
約
》
之
所
以
趕
在

《
舊
金
山
和
約
》

生
效
之
前
七
小
時
簽
字
，
係
因

《
中
日
和
約
》
簽
字
為
美
國
同
意
日
本

《
舊
金
山
和
約

》
生
效
的
前
提

條
件

。
《
舊
金
山
和
約

》
不
生
效
，
日
本
將
仍
在
盟

軍
佔
領
之
下
，
而
不
能
恢
復
其
國
家

主
權
。

而
美

國
當
時
所
考

量
的
，
則
是
韓
戰
爆
發
後
的
亞
太
防
線

。

在
中
日
戰
爭
期
間
，
台
灣
因
受
日
本
統
治
，
實
處
於
與
中
華
民
國
交
戰
的
局
面

。

如
今
有

一
些
人

否
定
《
中
日
和
約

γ

就
像
對
日
作
戰
者
否
定

《
馬
關
條
約
》
一
樣
，
多
少
都
受
到
中
日
戰
爭
歷
史
記
憶

的
影
響
。

當
然
這
其
中
也
受
到

二
二
八
事
件
的
刺
激
，
但

二
二
八
也
有
延
續
中
日
敵
對
情
緒
的
成
分

。

只
是
，
無
論
否
定

《
馬
關
條
約

》
或
是

《
中
日
和
約

γ

都
會
像
否
定
我
們
自
家
的
所
有
權
狀

一

樣
，
使
得
台
灣
無
論
哪

一
個
族
群
都
居
無
定
所

。

就
中
華
民
國
喪
失
諸
多
外
交
承
認
，
及
不
能
在
聯
合

國
就
國
際
事
務
參
與
投
票
而

言
，
是
相
當
影
響
中
華
民
國
在
國
際
社
會
的

「
公
民
」
地
位
。

但
考
慮
中

華
民
國
對
於
台
澎
金
馬
可
以
行
使
完
全
的
國
家

主
權
此

一
事
實
，
中
華
民
國
實
際
已
是
國
際
社
會
的

一

個
「
國
民
」
。

也
只
有
確
知
自
己
的
「
國
民
」
地
位
，
才
有
可
能
努
力
充
實
自
己
的
「
公
民
」
資
格

。

也

只
有
鬆
脫
長
期
以
來
的
國
家
定
位
爭
議
，
尊
重
各
個
族
群
的
多
元
文
化
才
更
能
發
榮
滋
長

。

面
對
歷
史
記
憶
與
族
群
意
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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