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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國
明
尼
蘇
達
大
學
政
治
學
博
士

。

現
任
國
立
台
灣
大
學
政
治
學
系
教
授
、
中
央
研
究
院
政
治
學
所
籌
備
處
特
聘
研
究
員

。

曾
任
明
尼
蘇
達
大
學
策
略
管
理
研
究
中
心
特
聘
研
究
員
、
美
國
哥
倫
比
亞
大
學
政
治
系
客
座
副
教
授

。

專
業
領
域
為
政
治
學
方
法
論
、
國
際
政
治
經
濟
學
、
東
亞
政
治
經
濟
、
民
主
化

。

著
作
有

《
建
立
台
灣
的
政
治
經
濟
新
秩
序

》
等
中
、
英
文
著
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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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分子的省思與對話

「
『
山
上
的
朋
友
」
給
我
的
感
覺
時
，
好
像
終
於
有
機
會
可
以
一
吐
這
些
年
來
累
積
的
鬱
悶
，
」

118 

說
起
這
次
的
陽
明
山
會
議
，
籌
辦
人
之
一
朱
雲
漢
的
感
受
是

.. 

「
然
而
，
大
家
心
裡
彷
彿
又
還
有
一

分
憂
慮
，
擔
心
受
到
台
灣
內
部
現
實
的
消
耗
所
累
，
因
此
即
使
談
到
願
景
，
卻
仍
然
有
著
不
放
心
的

感
覺
。
」
但
無
論
如
何
，
台
灣
的
知
識
界
確
實
很
需
要
這
樣
的
一
個
聚
會
，
「
彼
此
感
染
，
互
相
鼓

勵

，
希
望
不
但
可
以
扭
轉
幾
年
來
大
家
說
的
那
種
識
分
子
退
縮
的
現
象
，
朱
雲
漢
說
，
也
在
一
個
超

越
藍
綠
的
繽
紛
彩
色
盤
上
，
「
譬
畫
更
讓
人
嚮
住
的
美
景
」

要
想
像
未
來
，
必
須
奠
基
於
一
個
清
楚
的
自
我
評
價
，
然
而
，
朱
雲
漢
的
觀
察
是
，
台
灣
多
年
來

內
部
呈
現
糾
葛
不
清
的
混
亂
狀
態
，
其
主
要
理
由
正
是
「
很
多
人
不
知
道
台
灣
經
驗
裡
有
哪
些
是
很
棒

的
、
很
值
得
珍
惜
的
豐
富
資
產

。
」

朱
雲
漢
說
，
很
多
台
灣
人
，
包
括
知
識
界
，
還
活
在
以
美
國
馬
首
是
瞻
的
三
元
思
維
」
中
，
沒

有
體
認
到
如
今
的
世
界
真
有
的
是
「
多
元
現
代
性
。
」
他
指
出
，
台
灣
這
種
對
美
國
的
依
賴
不
只
表
現

於
把
美
國
當
作
唯
一
的
安
全
感
的
來
源
，
甚
至
世
內
在
價
值
體
系
也
充
滿
了
向
美
國
取
暖
的
單
面
向
思

維
，
「
因
此
，
我
們
不
只
是
在
政
治
上
做
美
國
的
附
庸
，
在
文
化
上
、
社
會
進
程
上
也
把
自
己
塞
進
美

圓
的
框
架
裡
'
」
朱
雲
漢
說
:
「
台
灣
幾
乎
忘
了
自
己
是
屬
於
東
亞
的
一
分
子

。
」

其
結
果
，
不
只
長
期
發
展
有
營
養
失
衡
的
問
題
，
對
於
近
年
來
包
括
中
國
、
印
度
和
亞
洲
五
小
虎



在
內
的
「
東
亞
岫
起
」

，
台
灣
要
不
是
無
知
地
忽
視
，
要
不
就
是
焦
慮
地
旁
觀

。

最
近
有
消
息
傳
出
，

北
京
大
學
「
中
國
經
濟
研
究
中
心
」
主
任
林
毅
夫
，
可
能
出
任
世
界
銀
行
資
深
副
總
裁
，
並
兼
任
其
首

席
經
濟
學
家
，
「
這
說
明
國
際
已
經
開
始
理
解
到
，
中
國
大
陸
發
展
經
驗
，
或
者
，
擴
大
一
點
說
，
東

亞
發
展
經
驗
對
發
展
中
國
家
是
真
有
參
考
價
值
的

。

」
儘
管
中
團
大
陸
仍
然
很
有
問
題
和
困
難
存
在
，

(旦
ïE 

言
，
他
們
在
這
麼
大
的
範
圍
裡
快
速
工
業
化
的
過
程
，
畢
竟
有
我
們
值
得
重
視
的
治
理
方

法
、
策
略
和
思
路
，
大
陸
也
有
自
己
的
制
度
創
新
，
「
台

灣
能
不
能
用
更
寬
闊
的
胸
襟
去
看
待
中
國
大

陸
的
發
展
經
驗
呢

?

」

朱
雲
漢
說
，
長
久

以
來
，
台

灣
不
是
太
自
傲
就
是
太
自
卑
，
由
民
自
認
晉
升
西
方
民
主
陣
營
，
因

學者論文 ﹒朱雲漢

此
對
一
些
不
同
政
治

東
亞
國
家
有
著
莫
名
的
優
越
感
，
覺
得
自
己
比
某
些
國
家
更
文
明
;
反
而

忘
了
自
己
與
東
亞
鄰
居
在
許
多
方
面
的
共
通
性
，
也
不
願
以
正
面
的
角
度
對
待
自
己
承
襲
的
歷
史
、
文

化
和
地
理
條
件
;
結
果
是
，
面
對
中
國
岫
起
，
不
但
焦
慮
感
很
高
，
還
對
前
途
充
滿
茫
然

。

「
台
灣
社

會
生
病
了
，
心
理
生
病
了
，
整
個
社
會
像
是
一
頭
迷
途
羔
羊
，
」
朱
雲
漢
說
:

「
我
認
為
，
知
識
分
子

有
責
任
帶
著
大
家
走
出
這
樣
的
困
境

。

」
策
略
是
把
台
灣
放
回
東
亞
的
架
構
裡
，
以
正
面
的
態
度
理
解

東
亞
的
再
興
起
，
東
亞
主
體
性
的
再
現

。

強
化
與
對
岸
以
及
東
亞
鄰
居
良
性
互
動
與
對
話
的
能
力
，
學

119 

習
理
解
別
人
的
長
處
，
幫
助
台

灣
用
更
自
重
、
謙
卑
、
開
放
、
熱
情
的
態
度
重
新
融
入
東
亞
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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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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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
漠

處
今
日
台
灣
的
知
識
份
子
心
頭
有
兩
朵
烏
雲
。

第
一
、
面
對
人
7

日
台
灣
的
政
治
大
毀
壞

，

知
識
份
子
是
相
當
的
無
奈
。
在
民
選
政
治

、

金
權

政
治
與
民
粹
政
治
的
權
力
邏
輯
裡

'

知
識
份
子
的
處
境
特
別
艱
難
。
看
到
政
治
凌
駕
憲
法
、
政
治
撕

裂
社
會
，

政
治
特
制
經
濟
，

政
治
扭
曲
文
化
、
政
治
毀
壞
社
會
價
值
體
系

，

政
治
讓
司
法
與
文
官
體

制
變
形
，
知
識
份
子
也
無
可
奈
何
，
因
為
他
們
普
遍
缺
乏
扭
轉
政
治
走
向
的
著
力
點
。
在
短
期
內
很

多
人
只
能
做
到

「
上
不
循
於
亂
世
之
政
客
」
或

「
下
不
循
於
亂
世
之
暴
民

」
;
在
中
長
期
他
們
只
能

寄
望
台
灣
的
民
主
體
制
尚
未
失
去
自
我
矯
正
的
機
能
。

第
二

、
面
對
人7
日
台
灣
的
社
會
集
體
焦
慮
，

知
識
份
子
也
是
相
當
的
茫
然
。
面
對
經
濟
全
球
化

的
衝
擊
、

非
西
方
世
界
的
掘
起

、
中

國
大
陸
的
再
興
、
以
及
東
亞
區
域
主
義
蓄
勢
待
發

，

他
們
不
確



定
自
己
是
否
有
能
力
提
出
有
歷
史
觀

、

有
世
界
觀

、

有
說
服
力
、

有
現
實
感
的
論
述
，

引
道
台
灣
在

劇
烈
變
動
的
全
球

、

東
亞
與
兩
岸
政
經
格
局

中
，
重

新
找
到
自
己
的
適
當
定
位
與
可
期
待
的
未
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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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普
遍
接
受

「
一
元
現
代
性
」

B
O
已
倚
門
口
一
立
自

-

的
思
維
框
架
l

，

在
這
個
框
架
下
衡
量

「
進
步
」
與
「
落
後
」
的
歷
史
座
標
是
明
確

的
。
在
價
值
與
制
度
的
選
擇

上
，
知
識
份
子
的
評
斷
角
度
比
較
一
致
。
這
個

「
一
元
現
代
性
」
的
思

維
框
架
，

更
因
為
全
球
化
帶
來
的
局
部
趨
同
化
已

S
Z

「
胃
口
2

;

以
及
共
產
主
義
陣
營
的
解
體
而

益
形
鞏
固
。
在
這
個
框
架
的
導
引
下

，

知
識
分
子
對
台
灣
民
主
改
革
的
前
景
比
較
有
信
心

，

對
於
民

主
改
革
的
預
期
成
果
充
滿
了
樂
觀
的
想
像
。
也
是
在
那
樣
一
個
歷

史
脈
絡
下
，

知
識
份
子
都
傾
向
於

標
榜
自
己
是
自
由
主
義
學
者
。

來
幫
助
這
個
徬
徨
的
社
會
找
回
自
信

、

找
回
方
向
感

，

扭
轉
被
迅
速
邊
緣
化
的
頹
勢
。

人7
日
的
情
境
與
解
嚴
前
夕
的
八

十
年
代
很
不
一
樣

，

跟
冷
戰
剛
結
束
的
九
十
年
代
初
很
不
一

樣
，

甚
至
跟
不
到
十
年
前
的
世
紀
之
交
相
較
也
不
大
一
樣
。
過
去
台
灣
的
知
識
界
自
覺
或
不
自
覺

ω
-
D
m
己
一
血
門5
0
倍
「
口
一
片荒
而
不
是

「
多
元
現
代
性

」
g
c

一
片
一
切
}
仿

學者論文 ﹒朱雲漢

同
樣
的
，

西
方
的
知
識
份
子
也
一
度
對
二
十

一
世
紀
寄
予
高
度
的
期
待
。
這
種
樂
觀
是
建
立
在

二
十
世
紀
最
後
四

分
之
一
世
紀
所
發
生
的
劇
烈
的

、

席
捲
全
球
的
社
會

、

經
濟
與
政
治
變
化
。
這
個

l

m
-
開
-
史
的
巾=
叩
門
且
已
片，

『玄
=
一
片-
u一而
去
C
已
巾
「
=
一
月
一
巾
的
φ
』

口
血
而已且
一
己的

-N
C

-

者
一
=
門巾『
N
O
O
-
-

N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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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
化
的
主
軸
是
民
主
化
與
市
場
化
。
西
方
一
些
志
得
意
滿
的
知
識
份
子
甚
至
預
言

，

人
類
正
走
向
歷

史
演
進
的
終
點
，

也
是
文
明
的
極
致
，

西
方
已
經
實
現
了
人
類
最
後
的

、

最
高
的
社
會
體
制
，

不
存

在
超
越
這
種
體
制
的
其
他
可
能
性

，

而
尚
未
出
現
這
種
體
制
的
社
會

，

也
無
可
避
免
的
要
向
它
靠
攏

與
接
近
。

122 

福
山
在
他
的
《
歷
史
終
結
與
最
後
的
人
》
一
書
中
曾
大
膽
的
斷
言

「
自
由
主
義
的
民
主

，
構

成
了
人
類
意
識
型
態
演
化
的
終
點

，

也
是
人
類
政
府
的
終
極
型
式
。

」
在
這
個
視
野
框
架
之
下

，

西
方
知
識
份
子
有
這
樣
一
種
假
設

.. 

民
主
可
以
帶
來
和
平

，

民
主
可
以
帶
來
良
治

;

經
濟
自
由
化

與
全
球
化
可
以
帶
來
持
續
發
展
與
共
同
富
裕

;

人
類
社
會
可
以
享
受
美
國
盛
世
下
的
太
平

(2
×

言
足
一
旦
旦

)
，

全
世
界
也
會
心
平
氣
和
地
接
納
美
國
的
領
導

，

因
為
美
國
是
打
造
世
界
經
濟
自
由

化
與
民
主
化
秩
序
的
龍
頭
。

接
下
來
的
發
展
，
與
當
時
的
樂
觀
預
期
幾
乎
是
南
轅
北
轍
。
許
多
新
興
民
主
國
家
陷
入
嚴
峻

的
治
理
危
機
、
政
治
亂
象
重
生

，

甚
至
民
不
聊
生
。
從
本
世
紀
開
始

，

第
三
波
民
主
化
就
陷
入
停

滯
，

甚
至
進
入
民
主
衰
退

Z
g
o己
丘

-
n
z
2
ω

丘
。
2

)
。
美
國
在
中
東
推
行
的

「
民
主
帝
國
主

義
」

的
徹
底
失
敗
，

不
但
凸
顯
美
國
保
守
派
政
客
的
極
端
自
大

、

他
妄
與
愚
昧
，

更
意
謂
著
美
國

輿
論
監
督
與
權
力
制
衡
機
制
的
全
面
失
靈
。
另
一
方
面

，

新
保
守
主
義
革
命
對
美
國
的
民
主
法
治

與
多
元
主
義
的
腐
蝕
作
用
越
來
越
明
顯
。
美
國
社
會
因
為
價
值
衝
突
而
導
致
嚴
重
的
對
立

，

黨
派
利



益
與
意
識
型
態
凌
駕
正
常
的
民
主
程
序
與
法
治
原
則

，

洛
杉
磯
時
報
資
深
記
者
布
朗
史
坦

(R
O
E
-已

由
「O
E
ω
Z
E

)
的
新
書
將
小
布
希
主
政
的
七
年
這
段
民
主
黑
暗
期

，

比
喻
為
美
圍
的

「
第
二
場
內

戰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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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國
所
打
造
的
新
自
由
主
義
世
界
經
濟
秩
序
的
正
當
性
危
機
也
逐
一
浮
現
。
資
本
主
義
在
全

球
的
擴
張
，

讓
金
融
資
本
與
極
少
數
跨
國
企
業
精
英
取
得
影
響
國
家
政
策

、

文
配
社
會
基
本
遊
戲
規

則
的
無
比
權
力

;
並
同
時
導
致
國
家
機
構
經
社
職
能
大
幅
減
縮
與
維
護
公
共
福
祉
能
力
的
退
化
。
在

經
濟
全
球
化
的
衝
擊
下

，

社
會
中
的
多
數
群
體
的
經
濟
不
安
全
感
大
幅
上
升

，

階
級
流
動
性
下
降

，

立
足
點
越
來
越
不
平
等
，
社
會
兩
極
分
化
日
益
明

顯
。
其
結
果
是

，

在
全
球
各
個
角
落

，

市
場
萬
能

與
自
由
化
萬
靈
的
信
念
正
在
消
退
。
在
拉
丁
美
洲

，
「
華
盛
頓
共
識
」
遭
到
普
遍
的
質
疑
，

親
美
的

右
派
政
權
紛
紛
下
台
，

左
傾
的
執
政
黨
在

「
二
十
一
世
紀
社
會
主
義
」
的
旗
幟
下
，

正
在
摸
索
更
均

衡
、
更
自
主
的
發
展
策
略
。
經
濟
全
球
化
在
世
界
各
地
遭
遇
勞
工

、

農
民
、

環
保
團
體
，

以
及
其
他

經
濟
弱
勢
群
體
的
強
烈
反
彈
。
更
深
層
的
危
機
是

，

資
本
主
義
所
鼓
勵
的
生
產
與
消
費
模
式

，

讓
自

然
環
境
遭
遇
嚴
重
的
浩
劫

;

全
球
暖
化
危
機
的
湧
現

，
更
意
謂
著
西
方
資
本
主
義
文
明
無
法
被
普
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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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
製
，
因

為
其
擴
張
速
度
已
經
超
過
了
地
球
承
載
的
極
限
。

在
此
背
景
之
下

，

知
識
份
子
在
思
考
台
灣
的
困
局

、
台

灣
的
定
位
與
台
灣
的
未
來
時

，

我
們
可

能
要
重
新
理
解
今
日
我
們
所
處
的
時
代

，

以
及
世
界
秩
序
劇
烈
變
動
的
基
本
脈
絡

.• 

重
新
檢
視
所
謂

「
普
世
價
值

」
與
「
文
明
衝
突
」
間
的
糾
葛
與
矛
盾

，

以
及

「
一
元
現
代
性
」
的
有
效
性
。

其
實
，
「
多
元
現
代
性
」
本
來
就
是
一
個
更
貼
近
二
十
世
紀
歷
史
事
實
的
概
念
架
構
。
但
過
去

「
西
方
中
心
主
義

」
長
期
支
配
解
釋
非
西
方
世
界
現
代
化
經
驗
的
話
語
權

，

所
以
非
西
方
世
界
多
樣

的
現
代
化
經
驗
經
常
被

「
一
元
現
代
性
」
分
析
架
構
所
刻
意
忽
略
或
排
斥
。
晚
近

，

西
方
主
流
論
述

用

「
全
球
化
、
在
地
化
」
的
架
構
來
理
解
全
球
趨
同
化
過
程
中
出
現
的
例
外
或
逆
流
。

「
在
地
化
」

只
是
被
理
解
為
對
於
全
球
化
的
一
種

「
抗
拒
」
或
「
回
應
」
，

而
不
是
被
正
面
的
接
納
為
多
元
現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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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的
自
然
展
現
。

我
個
人
思
緒
的
一
個
起
點
是
距
離
台
灣
很
遙
遠
的
一
個
場
景
。
去
年
波
斯
灣
的
小
國
卡
達

二
丘
ω
門

)
透
過
在
首
都
多
哈
舉
行
的
亞
洲
運
動
會

，

在
開
幕
式
上
向
世
人
呈
現
一
個
阿
拉
伯
世
界
觀

點
的
人
類
文
明
演
進
歷
史
。
而
多
哈
這
個
充
滿
現
代
活
力
的
城
市

，
更
展
現
了
一
個
以

回

教
信
仰
為

主
體
的
現
代
阿
拉
伯
社
會
面
貌
。
這
正
為

「
多
元
現
代
性

」
提
供
了
一
個
生
動
而
鮮
明
的
註
腳
。

我
個
人
思
緒
的
另
一
個
起
點
是

「
新
古
典
經
濟
學

」
與
「
發
展
性
國
家

」
兩
個
學
派
針
對
東

亞

發
展
模
式
的
激
烈
爭
辯
。
個
人
認
為
後
者
在
歷
史
證
據
上
更
為
充
分

，

顯
示
後
進
工
業
化
社
會
的
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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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路
徑
不
必
也
不
可
能
複
製
先
進
工
業
化
國
家
的
經
驗
。
日
本
在
上
個
世
紀
的
掘
起

，

不
僅
僅
體
現

經
濟
現
代
化
模
式
的
多
樣
性

，

日
本
在
政
治
、

社
會
與
文
化
面
向
上
都
展
現
其
不
同
於
西
方
社
會
的

特
殊
面
貌
。
描
繪
日
本
的
政
治
體
制
是
一
個
「
代
議
民
主

」
或

「
君
主
立
憲
」
，

只
能
捕
捉
到
的
日

本
政
治
運
作
機
制
一
部
分
而
已
。
戰
後
東
亞
四
小
龍
的
經
濟
發
展
奇
蹟

，

也
讓
我
們
必
須
重
新
檢
視

東
亞
傳
統
文
化
的
歷
史
作
用
，
並
重
新
思
考
儒
家
文
化
與
現
代
化
是
否
不
相
容
的
問
題
。

3

不
久
之
前
，

加
州
柏
克
萊
大
學
國
際
研
究
中
心
主
任
偉
伯
(
叩
門
。
〈g
t
r
z

「

)
與
另
外
兩
位
年

輕
同
事
發
表

「
沒
有
西
方
的
世
界

」
芷
若
O
己
已
芸
芸

C
E

早
已
蒂
丘

)
4，
在
網
上
引
發
了
熱
烈
的
討

論
。
他
們
提
醒
美
國
的
政
治
菁
英

，
要
準
備
迎
接
一
個

「
不
以
西
方
為

中

心
」
的
世
界
。
過
去
一
百

多
年
，

國
際
秩
序
的
建
構
與
變
遷
都
是
以
西
方
為
中
心
。
但
現
在
許
多
幅
員
遼
闊

、

人
口
眾
多
或
資

源
豐
富
的
國
家
快
速
掘
起

，

特
別
是
中
國

、

印
度
、

俄
羅
斯
、

巴
西
與
阿
拉
伯
世
界

，

成
為
影
響
世

學者論文﹒朱雲漢

界
政
治
與
經
濟
的
重
要
力
量
。
百
年
來
他
們
首
度
同
時
蠅
起

，

必
然
帶
來
一
個
嶄
新
的
歷
史
格
局
。

過
去
美
國
的
政
治
菁
英
都
假
定
這
些
新
興
強
國
掘
起
後
，
將
被
迫
面
對
簡
單
的
兩
元
選
擇

.. 

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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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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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
要
就
是
企
圖
改
變
這
個
現
存
體
制
，
直
接
挑
戰
美
國
的
國
際
領
導
地
位
，
從
而
導
致
衝
突
;
要
就

是
選
擇
逐
步
融
入
現
有
的
自
由
秩
序
，
進
行
內
部
體
制
調
整
，
來
適
應
美
國
主
導
的
秩
序
理
念
。
因

此
未
來
的
世
界
，
要
就
是
出
現
不
同
秩
序
理
念
的
衝
突
，
不
然
就
是
和
平
的
吸
納
與
同
化
。
這
三
位

作
者
挑
戰
這
個
傳
統
的
觀
點
，
因
為
這
個
觀
點
還
是
離
不
開
「
西
方
中
心
論
」
。
他
們
認
為
蠅
起
中

的
國
家
有
可
能
繞
過
以
西
方
為
中
心
的
國
際
體
制
，
在
彼
此
之
間
以
及
與
其
他
眾
多
的
非
西
方
團
家

間
，
根
據
另
外
一
套
秩
序
理
念
，
開
展
彼
此
的
交
往
、
合
作
與
協
調
機
制
，
然
後
逐
步
打
造
擺
脫
西

方
影
響
、
自
成
格
局
的
世
界
。

其
實
這
個
多
元
格
局
世
界
的
雛
形
已
經
逐
步
浮
現
。
從
東
亞
自
由
貿
易
區
的
推
進
、
上
海
合
作

組
織
的
發
展
、
開
發
中
回
教
八
團
組
織

(口l
∞
)
高
峰
會
的
成
立
、
七
個
拉
丁
美
洲
國
家
籌
設
「
南
方

銀
行
」
(E
D
r
丘
耳
巾
的
O
E
F
)
來
與
美
國
主
導
的
「
世
界
銀
行
」
與
「
美
洲
開
發
銀
行
」
分
庭
抗
禮
、

到
上
個
月
連
同
緬
甸
在
內
的
十
個
東
盟
國
家
正
式
簽
署
共
同
體
憲
章
、
到
石
油
輸
出
國
家
組
織
即
將
擴

編
納
入
俄
羅
斯
與
巴
西
。
這
些
多
邊
機
制
的
發
展
都
是
另
起
爐
壯
、
自
成
格
局
、
繞
過
歐
美
。

偉
伯
所
稱
的
「
沒
有
西
方
的
世
界
」
其
實
就
是
一
個
充
分
展
現
「
多
元
現
代
性
」
的
世
界
。
如

果
我
們
用
計
量
經

濟
史
學
家
麥
迪
遜
教
授

(古
盟
的

E
E
Z
S

)
的
《
世
界
經
濟
的
千
禧
年
視
野
》

所
提
供
的
寬
廣
角
度
來
看
待
今
日
中
國
、
印
度
、
俄
羅
斯
與
阿
拉
伯
世
界
經
濟
力
量
的
迅
速
提
升
，

5

其
實
不
應
該
稱
之
為
「
幅
起
」
，
應
該
是
「
復
興
」
;
他
們
只
是
在
百
年
的
殖
民
、
戰
爭
或
動
亂

知識分子的省思與對話



的
延
滯
後

，

開
始
迅
速
恢
復
在
世
界
格
局
中
的
歷
史
地
位

，

恢
復
他
們
在
全
球
經
濟
中
原
有
的
份

額
。
根
據
麥
迪
遜
的
估
算

，

在
西
元
一
四

0
0
年
前
後
(
明
成
祖
派
鄭
和
下
西
洋
的
年
代
)
，

當
時

中
國
與
印
度
兩
國
的
國
內
生
產
毛

額
占
全
世
界
口
穹
的
七
五
%
。
雖
然
自
此
以
後
比
重
逐
步
下
降

，

但
遲
至
西
元
一
八
二

0
年
，
中

國
仍
是
世
界
最
大
的
經
濟
體

，

口
之
總
量
佔
世
界
份
額
的
三
二

.

四
%

，

要
比
今
日
美
國
在
世
界
經
濟
的
二
一
%
(
購
買
力
等
值
估
計
)
的
份
額
高
。
6

從
長
程
的
歷

史
角
度
來
看
，

這
樣
一
個
多
元
世
界
是
比
較
常
態
的

;

而
過
去
兩
百
年
西
方
國
家
的
一
枝
獨
秀

，

過

去
二
十
年
美
國
的
單
極
霸
權

，

反
而
屬
於
例
外
。
弔
詭
的
是
美
國
積
極
鼓
吹
的
經
濟
全
球
化

，

反
而

為
中
國

、

印
度
、

俄
羅
斯
、

巴
西
與
阿
拉
伯
世
界
的
快
速
蠅
起
提
供
了
有
利
條
件

，

加
速
了
多
元
世

界
格
局
的
形
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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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多
元
現
代
性
的
思
維
框
架
下

、

西
方
歷
史
將
不
再
是
唯
一
的
參
考
架
構

，

也
不
能
用
簡
單

的
形
式
化
指
標
來
界
定
文
明
的

「
先
進
」
與
「
落
後
」

。
在
多
元
秩
序
格
局
的

世
界
裡
沒
有
先
驗

的

「
普
世
價
值

」
'

任
何
制
度
與
價
值
體
系
都
必
須
在
不
同
的
社
會
土
壤

、

不
同
歷
史
條
件
下
經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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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
實
踐
的
檢
驗
，

經
過
時
間
的
粹
煉
才
能
取
得
其
特
定
時
空
下
的
正
當
性
。
沒
有
國
家
僅
僅
因
為
披

上
民
主
的
外
衣

，

就
自
動
取
得
政
治
文
明
的
優
越
地
位

;

民
主
體
制
必
須
落
實
良
好
治
理

、

權
利
保

障
、

權
力
制
衡
與
公
平
競
爭
這
些
起
碼
的
本
質
特
徵

'

也
必
須
在
保
障
人
的
安
全

、

增
進
人
的
發
展

與
維
護
社
會
公
義
等

，

這
些
基
本
政
府
職
能
上
滿
足
公
民
的
期
待

、

才
可
能
具
備
正
當
性
，

也
才
有

機
會
跟
「
發
展
導
向
威
權
體
制

」

(已
2

丘
。
。S
S
E
-
m

丘
吉
三

Z
立
自
己
一
的2
)
在
意
識
型
態
領
域
相

競
爭
。
同
時
，

在
這
個
全
球
緊
密
相
依
的
時
代

，

每
一
個
國
家

、

地
區
或
文
明
的
社
會
發
展
都
不
可

能
是
孤
立
的
，

而
是
密
切
交
融
的
。
彼
此
的
觀
念

、

價
值

、

制
度
與
行
為
都
將
因
為
相
互
滲
透

、

撞

擊
、

牽
引

、

借
鏡
而
出
現
轉
化
;

但
沒
有
絕
對
的
、
固
定
的
中
心
與
邊
睡
。
而
且
每
一
個
地
區
的
文

化
與
社
會
發
展
，

也
都
必
然
是
本
土
與
外
來
元
素
的
不
斷
調
和
與
重
組
。
許
多
文
化
與
社
會
模
式
之

間
一
定
有
局
部
的
共
通
性

，

但
沒
有
放
諸
四
海
皆
準
的

「
樣
版
模
式
」
。

過
去
台
灣
所
習
慣
的
是
「
以
西
方
為
中
心

」
的
世
界
，

對
於
多
元
秩
序
格
局
的
出
現

，

沒
有

心
理
準
備
、
也
沒
有
思
想
準
備
。
當
帝
國
主
義
爭
奪
與
東
西
冷
戰
對
這
個
地
區
的
割
裂
與
箱
制
作
用

逐
漸
消
退
，

美
國
對
於
東
亞
政
經
格
局
演
變
的
支
配
力
量
逐
漸
下
降

，

東
亞
經
濟
圈
再
度
成
型

，

東

亞
的
歷
史
主
體
性
重
新
浮
現

，

台
灣
實
在
沒
有
理
由
畏
懼

、

沒
有
理
由
缺
席

，

更
沒
有
理
由
不
知
所

措
。
因
為

，

台
灣
本
來
就
處
於
東
亞
貿
易
網
路
的
中
心
地
理
位
置

，

長
期
以
來
就
是
亞
洲
經
濟
圈
的

一
環
，

儒
家
文
化
圈
的
一
部
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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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對
非
西
方
世
界
的
帽
起
以
及
東
亞
區
域
主
義
蓄
勢
待

，

台
灣
部
分
人
會
感
到
焦
慮
、
擔
心
面

臨
「
失
位
」
危
機
，

是
因
為
他
們
將
台
灣
的
地
理
位
置

、

文
化
傳
承
與
歷
史
淵
源
都
棄
之
如
敝
履

，

甚
至
是
視
其
為
必
須
掙
脫
的
「
枷
鎖

」
、

必
須
拋
棄
的
「
負
債
」
;

而
根
本
忘
記
了
台
灣
的
地
理
、

文
化
與
歷
史
是
讓
自
己
迎
接
東
亞
區
域
主
義
興
起

，

面
向
多
元
格
局
世
界
的
最
重
要

「
支
柱
」
、

最

重
要
的
「
資
產
」
。

學者論文 朱雲漢

面
對
中
國
大
陸
躍
升
為
帶
動
亞
洲
經

濟
與
主
導
東
亞
區
域
主
義
的
龍
頭
，
台
灣
部
分
人
會
感

到
徬
徨
無
助
，
擔
心
前
景
堪
憂
，
是
因
為
他
們
面
對
歷
史
刻
意
採
取
選
擇
性
的
健
忘
與
偏
頗
性
的

解
讀
;
面
對
原
本
與
自
己
在
地
理
、
血
緣
與
文
化
親
近
性
最
高
的
社
會
，
刻
意
築
起
一
道
道
心
理
高

牆
，

乃
至
於
他
們
剝
奪
了
自
己
與
十
三
億
人
深
度
溝
通
與
良
性
互
動
的
能
力
。
他
們
在
文
化
定
位
上

自
我
矮
化
，
乃
至
於
忘
記
了
台
灣
仍
然
被
周
邊
華
人
世
界
看
待
為
「
民
主
政
治
」
與
「
多
元
社
會
」

在
中
國
文
化
土
壤
中
培
育
成
長
的
重
要
實
驗
場
，
忘
記
了
台
灣
仍
被
視
為
儒
家
文
化
圈
內
本
土
與
西

方
元
素
不
斷
調
和
與
重
組
的
重
要
觀
察
站
。
他
們
忽
視
了
台
灣
可
以
在
中
文
世
界
的
藝
術
、
文
學
、

戲
曲
、

電
影
、

流
行
文
化
與
創
意
產
業
領
域
大
顯
身
手
的
可
能
性

，

放
棄
了
利
用
自
己
最
熟
悉
的
文

化
元
素
讓
台
灣
在
東
亞
與
世
界
舞
台
上
嶄
露
頭
角
的
可
能
性
。
他
們
在
文
化
認
同
上
的
自
我
窄
化
，

更
將
限
制
了
我
們
下
一
代
擁
有
豐
沛
文
化
資
本
的
可
能
性
，
限
制
了
我
們
下
一
代
在
東
亞
歷
史
主
體

性
再
現
過
程
中
發
揮
積
極
作
用
的
可
能
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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