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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
談
》

m 

e
廖
咸
浩

如
本
文
所
言
，
台
灣
目
前
所
謂
的

「
族
群
問
題

」
'
的
確
是
來
自
於
歷
史
記
憶
相
抵
觸
的
部
分
，
而

歷
史
記
憶
抵
觸
的
問
題
，
相
當
程
度
也
來
自
於
過
去

百
年
來
的
中
日
關
係

。

因
此
，
欲
解
決
這
個
問

題
，
的
確
必
須
超
越
這
種
抵
觸
，
而
方
法
當
然
也
必
須
直
搗
中
日
關
係
埋
下
的
遠
因

。

本
文
從
這
兩
個

預
設
出
發
，
確
能
掌
握
問
題
核
心

。

至
於
本
文
所
建
議
的
「
超
越

」
目
前
歷
史
記
憶
抵
觸
的
方
式

.. 

先

將
屬
情
感
層
面
的
認
同
與
屬
法
理
層
面
的
身
分
予
以
區
隔
，
而
後
再
將
關
切

E
S

証
明
主
要
的
能
量
，
轉

移
至
法
理
面
的
身
分
，
以
超
越
情
感
面
的
糾
葛
，
基
本
上
亦
屬
明
智
，
但
可
以
更
徹
底

一
些
。

需
要
更
徹
底
的
地
方
有

二
，
主二

是
釐
清

「
中
日
關
係
」
在
製
造
族
群
問
題
時
扮
演
的
角
色
，
其

二
是
釐
清

「
感
情
」
在
混
淆
或
疊
合
文
化
認
同
與
公
民
身
分
時
的
角
色

。

台
灣
的
族
群
問
題
與
其
他
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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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地
區
漢
人
闊
的
族
群
問
題
之
所
以
不
同
，
在
於
族
群
問
題
被
升
高
成
了
「
國
族
問
題
」

。

族
群
或
地
域

意
識
在
華
人
社
會
，
甚
至
任
何
社
會
，
都
普
遍
存
在
，
為
何
在
台
灣
(
或
其
他
特
定
地
區
)
升
高
成
了

「
國
族
問
題

」
?
這
中
間
所
牽
涉
的
確
是
日
本
對
中
國
歷
史
的
介
入
，
也
就
是
地
域
意
識
優
越
感
所
賴
的

「
我
比
你
文
明
」
之
假
設
，
背
後
是
以
「

(
民
族
)
國
家
」
為
基
礎
。

在
國
民
政
府
遷
台
的
時
間
點
上
，

部
分
本
省
人
與
部
分
外
省
人
的
地
域
意
識
，
透
過
了
「
中

」
、
「
日
」
兩
國
而
接
觸
，
從
而
質
變
成
了
相

互
對
抗
的
國
族
意
識

。

但
這
種
透
過
「
兩
國
」
的
接
觸
而
產
生
的
互
斥
，
並
不
只
源
自
一
般
性
的
文
化
的
差
異
，
也
不
只

是
因
為
各
自
接
受
了
不
同
國
族
論
述
的
制
約
，
甚
至
於
不
只
是
因
為
這
兩
個
國
族
之
問
存
在
著
敵
對
的

關
係
'
根
抵
處
的
原
因
是
「
兩
國
」
背
後
不
同
的

「
現
代
性
」
(5
0

兮

B
S
X
參
見
廖
成
浩
N
c
o
z
-
'

廖
咸
浩
8
2
σ
;
E
g
N
O
O
ω
)
;

一
般
的
地
域
意
識
因
為
沒
有
「
(
民
族

)
國
家
」
在
背
後
支
撐
，
只

能
留
在
地
域
意
識
的
層
次
，

一
旦
有
了
「
國

」
在
背
後
，
面
對
排
斥
力
或
優
越
感
時
，
最
後
不
免
會
訴

諸
另

一
種
可
以
提
供
優
越
性
的
文
化
或
論
述

。

但
對
第
三
世
界
而
言

，
近
代
生
活
的
優
越
感
來
自
何

處
?
當
然
是
來
自
於
與
現
代
性
的
親
近
及
與
傳
統
文
化
的
遠
離

。

在
台
少
數
有
優
越
感
的
外
省
人
(
主

要
為
習
於
海
派
生
活
方
式
者
)
對
本
省
人
的
優
越
感
，
顯
然
是
建
築
在
城
鄉
(
即
西
化
程
度
)
的
差
距

上
;
同
樣
的
，
少
數
有
優
越
感
的
本
省
人
(
多
為
受
過
相
當
日
本
文
化
薰
陶
者
)
，
對
外
省
人
的
刻
板
描

面
對
歷
史
記
憶
與
族
潛
意
識

149 



包
容
社
會

150 

述
，
也
是
不
夠
現
代
化

。

很
明
白
的
，
這
兩
種
優
越
感
都
視
對
方
為
深
陷
於
傳
統
而
土
俗
的
生
活
方
式

裡
。
簡
單
的
說
，
受
歧
視
的

一
方
總
是
因
為
與
「
中
國
文
化
」
太
接
近
之
故

。

(
參
見
廖
成
浩

M
O
O
-
σ
;
H
L
F
m
H
O
U
N
O

。
以
〉

換
言
之
，
台
灣
的
族
群
問
題
，
其
實
源
自
於

一
種
基
於
現
代
性
崇
拜
的
反
傳
統

/
反
中
國
主
義

。

這
個
脈
絡
在
中
國
可
以
上
溯
至
鴉
片
戰
爭
，
在
日
本
則
始
於
明
治
時
期
的

一幅
澤
諭
吉
等
人
，
故
日
本
對

台
民
的
教
育
固
然
是
以
清
除
落
伍
的
傳
統
中
國
文
化
為
主
軸
，
中
國
自
五
四
以
後
的
國
民
教
育

一
樣
的

以
反
傳
統
為
尚
，
但

二
者
雖
奇
妙
的
呼
應
，
在
台
灣
卻
因
為
中
日
的
敵
對
關
係
及
台
灣
的
殖
民
地
歷

史
，
反
而
造
成
了
今
天
的
族
群
問
題
，
於
是
令
人
啼
笑
皆
非
的
結
果
出
現
了
|
|
雙
方
所
持
的
論
述
，

都
把
各
自
所
擁
以
自
重
的
現
代
性
都
描
述
成
傳
統
文
化

.. 

一
邊
是
中
華
文
化
(
故
要
復
興
之
)
，
另

一
邊

是
本
土
文
化
(
故
要
本
土
化
)

。
(
同
前
註
)

但
上
述
的
系
譜
學
仍
無
法
完
全
說
明
做
為
文
化
認
同
的
(
不
同
的
)
「
現
代
性

」
(即
中
國
的
海
派

現
代
性
及
日
本
現
代
性
)
(
參
廖
咸
浩

M
O
O
-
m〉
何
以
會
被
直
接
等
同
於
不
同
的

「
國
家
」
。

顯
然
，
問

題
出
在
文
化
認
同
與
公
民
身
分
的
強
迫
疊
合
，
故
將
此

二
者
予
以
切
分
確
是
正
確
的
方
式
，
但
要
在
生

活
實
踐
上
做
到
，
恐
怕
不
能
只
是
呼
籲
尊
重
文
化
認
同
，
而
必
須
先
深
入
文
化
認
同
的
內
在
機
制

。

(
參
見
廖
咸
浩
﹒
唐
諾
H
C
E
;
廖
成
浩
志
。
中
，
廖
成
浩
N
O
O
O)
也
就
是
說
，
我
們
就
必
須
釐
清
「
感
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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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混
淆
或
疊
合
文
化
認
同
與
公
民
身
分
時
的
角
色

。

E
g
t
q
的
問
題
脫
離
不
了
感
情
，
但
這
裡
所
謂
的

感
情
仍
有
層
次
之
別
;
特
定
文
化
認
同
的
選
取
固
然
攸
關
感
情
，
但
再
深

一
層
還
有
更
普
遍
的
對

「
主

體
性
」
之
完
整
性
的
心
理
執
著

。

文
化
認
同
固
然
屬
感
情
層
次
，
但
公
民
身
分
對
多
數
人
而

昔日
，
卻
也
不
知
不
覺
根
植
於
前
者
，
不

知
二
者
必
須
切
分
，
以
致
在
談
論
公
民
身
分
(
即
所
謂
「
國
家
認
同

」
)
時
，
常
以

一
己
之
感
情
(
即
文

化
認
同
)
強
求
他
人
，
而
造
成
種
種
族
群
衝
突
，
原
因
即
在
於
上
述
更
深

一
層
的
情
感
或
心
理
執
著

。

要
能
切
分
，
就
必
須
回
到
感
情
的
層
面
中
更
深
的
那
一
層
次

。

(
同
前
註
)

這
時
候
，
首
要
之
務
反
而
必
須
對
所
謂
主
體
性
進
行
解
剖

o

主
體
性
的
追
求
來
自

一
種
心
理
的
幻

覺.. 
想
像
主
體
是

一
個
全
然
理
性
、
通
體
透
明
的
生
物

。

這
種
幻
覺
因
為
個
人
需
要
群
體
的
支
持
而
投

射
到
群
體
上
，
形
成
對
於

「
統

一
群
體
意
志
」
的
要
求
。

敢
蒙
時
代
以
來
，
個
別
主
體
的
完
整
性
又
與

民
族
國
家
的
主
體
性
互
相
強
化
，
而
對
差
異
愈
發
不
能
容
忍

。

(
參
見
廖
咸
浩
3
3
)

個
人
內
在
的
不
完
整
造
成
的
不
滿
足
或
不
安
全
，
往
往
演
變
成
對
群
體
中
雜
質
的
排
斥
;
透
過
這

種
心
理
看
待
，
再
輕
微
的
文
化
差
異
都
可
被
視
為
「
絕
對
差
異
于
而
淪
為
社
會
問
題
的
代
罪
羔
羊
，
更

何
況
不
同
的
文
化
認
同

。

結
果
可
想
而
知
|

|
文
化
認
同
與
公
民
身
分
必
勢
必
強
予
疊
合

。

民
族
國
家

為
了
疊
合
二
者
而
對
「
絕
對
差
異

」
(
代
罪
羔
羊
)
的
不
斷
尋
找
，
造
成
了
如
從
印
度
與
巴
基
斯
坦
的
分

面
對
歷
史
記
憶
與
族
潛
意
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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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
動
亂
到
南
斯
拉
夫
的
內
戰
的
各
種
悲
劇
。
根
本
之
道
是
，
必
須
了
解
到
民
族
國
家
主
體
的
任
意
性
及

不
完
整
性
;
如
此
切
入
感
情
的
基
抵
，
才
能
克
服
感
情
所
造
成
的
盲
點
，
也
才
能
把
文
化
(
感
情
)
認

同
與
公
民
(
法
理
)
身
分
明
白
的
切
分
，
從
而
能
一
方
面
尊
重
不
同
的
文
化
認
同
，
一
方
面
也
能
冷
靜

看
待
公
民
身
分
，
了
解
其
協
商
本
質
。
(
同
前
註
)
從
這
個
角
度
而
言
，
所
謂
「
混
亂
的
國
家
認
同
」

反
而
能
協
助
我
們
認
清
這
個
「
主
體
天
生
不
會
完
整
」
的
事
實
，
表
面
上
的
負
面
局
面
，
反
倒
可
以
讓

台
灣
成
為
超
越
民
族
國
家
、
發
展
進
步
價
值
的
實
驗
室
。
(
參
見
巴

m
O
M
O
C
O
;
C
m
O
N
O
8
)

【
引
用
書
目
】

﹒

廖
咸
浩
、
唐
諾
。
這
笨
。
〈
族
群
〉
。
中
國
時
報
人
間
副
刊
「
縱
浪
談
系
列
了

﹒

廖
咸
浩
。
這

3

。
〈
「
只
可
」
哥
哥
，
「
害
得
」
弟
弟

.. 

《
迷
園
》
與
〈
第
凡
內
早
餐
〉
對
身
分
「
國
族
(
主
義
)

化
」
的
商
榷
〉
o

收
入
周
英
雄
等
(
編
)
《
書
寫
台
灣

.. 

文
學
史
、
後
殖
民
與
後
現
代
》
。
台
北

.. 

麥
田
，
頁
ω
3
l

ω
k
p
O
。

• 

。

N
O
O
O
。
〈
導
全
一
曰:一
種
後
台
灣
文
學
的
可
能
〉

o

何
寄
澎
(
編
)
《
文
化
、
認
同
、
社
會
變
遷

.. 

戰
後
五
十

台
灣
文
學
國
際
學
術
研
討
會
論
文
集
》

o

台
北
.. 

台
灣
大
學
，
頁
×
←1×
×
<
。

。

M
O
O
C
。
〈
上
海
現
代
性
與
台
灣
主
體
性
〉
。
中
國
時
報
。

。

M
O
O
-
σ
o
〈
「
省
籍
問
題
」
與
現
代
性
迷
思
〉
。
中
國
時
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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