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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九
七
六
年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條
例
」
�

一
九
七
五
年
十
二
月
港
督
麥
理
浩
爵
士
(
S
i
r
�M
u
r
r
a
y

�M
a
c
L
e
h
o
s
e
)
以
中
文
大
學
監
�

督
身
份
委
出
以
富
爾
敦
勳
爵
(
L
o
r
d
�F
u
l
t
o
n

�o
f

�
F
a
l
m
e
r
)
、
夏
利
士
爵
士
(
S
i
r
�M
i
c
h
a
e
l
�

H
e
r
r
i
e
s
)
及
揚
慶
堃
敎
授
三
人
組
成
、
並
以
麥
仕
維
先
生
(
M
r
.
�I
.
C
.
M
.
�M
a
x
w
e
l
l
)
爲
秘
書
�

的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調
查
委
員
會
，
硏
究
中
文
大
學
及
其
成
員
書
院
的
管
理
、
財
政
及
行
政
體
�

系
、
條
例
、
規
程
等
應
否
改
革
的
問
題
。
委
員
會
於
一
九
七
六
年
三
月
將
報
告
書
提
交
港
督
。
�

香
港
政
府
於
五
月
廿
八
日
將
這
份
「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調
查
委
員
會
報
告
書
」
(
又
稱
「
富
爾
�

敦
報
告
書
」
)
發
表
，
並
表
示
已
接
納
報
告
書
有
關
將
大
學
的
組
織
章
程
加
以
修
訂
的
建
�

議
，
成
立
一
個
由
政
府
及
中
文
大
學
代
表
組
成
的
工
作
小
組
，
負
責
向
行
政
局
提
出
有
關
立
�

法
的
建
議
，
以
便
將
報
告
書
的
意
見
付
諸
實
施
。
�

香
港
政
府
一
九
七
六
年
九
月
廿
四
日
在
政
府
憲
報
公
佈
「
一
九
七
六
年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

法
案
」
。
草
擬
法
案
先
後
於
一
九
七
六
年
十
月
十
三
日
及
十
二
月
八
日
在
立
法
局
經
過
首
讀
�

及
二
讀
辯
論
。
十
二
月
十
七
日
政
府
公
佈
有
關
「
一
九
七
六
年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法
案
」
的
修
�

訂
項
目
，
最
後
中
文
大
學
法
案
於
十
二
月
廿
二
日
在
立
法
局
通
過
三
讀
，
成
爲
法
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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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七

屆
�

頒
授
學
位
典
禮
�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一
九
七
六
年
十
二
月
廿
一
日
舉
行
第
十
七
屆
頒
授
榮
譽
學
位
�

及
各
科
學
位
典
禮
，
由
港
督
兼
大
學
監
督
麥
理
浩
爵
士
主
持
頒
授
儀
式
。
典
禮
在
�

大
學
廣
場
內
舉
行
，
是
建
校
以
來
的
首
次
。
�

本
年
獲
中
文
大
學
頒
授
榮
譽
法
學
博
士
學
位
之
三
位
知
名
人
士
爲
：
香
港
貿
�

易
發
展
局
主
席
及
行
政
局
非
官
守
議
員
安
子
介
先
生
、
世
界
著
名
語
言
學
家
李
方
�

桂
敎
授
、
及
美
國
哈
佛
大
學
哈
佛
燕
京
中
國
歷
史
學
講
座
敎
授
楊
聯
陞
敎
授
。
在
�

典
禮
中
李
方
桂
敎
授
代
表
榮
譽
博
士
致
詞
。
�

中
文
大
學
本
屆
共
有
七
百
九
十
六
名
畢
業
生
考
獲
碩
士
及
學
士
學
位
：
計
哲
�

學
碩
士
卅
八
人
，
工
商
管
理
學
碩
士
廿
四
人
，
神
學
碩
士
二
人
，
文
學
碩
士
二
人
，
�

文
學
碩
士
(
敎
育
學
)
二
人
，
文
學
士
一
百
九
十
九
人
，
工
商
管
理
學
士
一
百
一
�

十
一
人
，
理
學
士
一
百
八
十
四
人
，
社
會
科
學
學
士
二
百
卅
四
人
。
�

榮
譽
博
士
讚
詞
�

安
子
介
議
員
�

安
子
介
議
員
爲
本
港
傑
出
之
實
業
家
及
工
商
界
領
袖
，
曾
任
香
港
棉
紡
業
同
�

業
公
會
主
席
，
工
業
總
會
主
席
，
及
訓
練
局
主
席
；
現
任
香
港
貿
易
發
展
局
主
席
，
�

行
政
局
非
官
守
議
員
，
及
太
平
紳
士
，
幷
獲
C
•
B
•
E
•
榮
銜
。
�

安
議
員
不
僅
盡
力
發
展
本
港
之
工
商
業
，
而
且
對
於
本
港
敎
育
事
業
之
推
進
�

亦
不
遺
餘
力
。
自
一
九
六
五
年
至
一
九
七
五
年
間
，
安
議
員
出
任
大
學
及
理
工
敎
�

育
資
助
委
員
會
副
主
席
，
對
於
本
港
之
高
等
敎
育
，
貢
獻
甚
鉅
。
�

安
議
員
亦
爲
修
養
有
素
之
學
者
及
作
家
，
有
專
著
及
文
學
創
作
問
世
。
其
�

「
國
際
貿
易
實
務
」
一
書
被
列
入
商
務
印
書
館
大
學
叢
書
，
嘉
惠
後
學
良
多
。
�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爲
表
揚
安
議
員
在
本
港
工
商
界
及
敎
育
界
之
特
殊
功
績
起
�

見
，
特
恭
請
�
監
督
閣
下
頒
予
榮
譽
法
學
博
士
學
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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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方
桂
敎
授
�

李
方
桂
敎
授
爲
當
代
世
界
著
名
之
語
言
學
家
，
早
歲
曾
畢
業
於
美
國
密
西
根
�

大
學
，
並
於
芝
加
哥
大
學
獲
得
文
科
碩
士
及
哲
學
博
士
學
位
；
四
年
前
密
西
根
大
�

學
復
授
予
榮
譽
文
學
博
士
學
位
。
將
近
半
世
紀
來
，
李
敎
授
歷
任
中
央
研
究
院
歷
�

史
語
言
硏
究
所
專
任
研
究
員
，
華
盛
頓
大
學
及
夏
威
夷
大
學
敎
授
，
並
曾
在
燕
�

京
、
哈
佛
、
耶
魯
等
大
學
訪
問
，
主
講
語
言
學
、
人
類
學
、
及
中
國
語
文
。
中
外
�

學
子
之
受
其
薰
陶
者
，
不
可
勝
數
。
�

李
敎
授
治
學
之
範
圍
極
廣
，
諸
如
印
第
安
語
、
藏
語
、
泰
語
、
漢
語
等
皆
在
�

其
精
研
之
列
；
前
後
所
發
表
論
文
與
出
版
之
專
書
，
對
國
際
學
術
界
之
影
響
，
旣
�

深
且
鉅
。
李
敎
授
爲
本
校
人
文
科
學
顧
問
委
員
會
之
委
員
，
對
於
本
校
人
文
科
學
�

之
發
展
計
劃
，
貢
獻
至
多
。
�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爲
表
揚
李
敎
授
在
學
術
上
之
卓
越
成
就
起
見
，
特
恭
請
監
�

督
閣
下
頒
予
榮
譽
法
學
博
士
學
位
。
�

楊
聯
陛
敎
授
�

楊
聯
陞
敎
授
爲
譽
滿
中
外
之
歷
史
學
家
與
漢
學
家
。
早
歲
曾
獲
國
立
淸
華
大
�

學
法
學
士
學
位
與
哈
佛
大
學
哲
學
博
士
學
位
；
美
國
聖
路
易
之
華
盛
頓
大
學
並
曾
�

授
予
榮
譽
文
學
博
士
學
位
。
三
十
年
來
楊
敎
授
除
曾
短
期
在
法
蘭
西
學
院
及
普
林
�

斯
頓
大
學
等
處
任
客
座
敎
授
外
，
其
餘
時
間
均
在
哈
佛
大
學
任
敎
，
專
授
漢
學
範
�

圍
內
之
課
程
。
現
爲
該
校
哈
佛
燕
京
中
國
史
講
座
敎
授
，
乃
哈
佛
大
學
獲
此
崇
高
�

職
位
之
第
一
人
。
�

楊
敎
授
博
聞
强
記
，
學
貫
中
西
，
尤
精
研
中
國
制
度
史
及
中
國
經
濟
史
。
其
�

有
關
此
等
專
史
之
論
著
，
備
受
國
際
學
術
界
之
推
崇
。
楊
敎
授
除
長
於
著
書
立
說
�

外
，
兼
善
評
論
他
人
之
著
作
，
其
書
評
之
精
細
公
允
，
深
爲
學
界
人
士
所
樂
道
。
�

楊
敎
授
爲
本
校
人
文
科
學
顧
問
委
員
會
委
員
，
不
時
貢
獻
寶
貴
意
見
，
本
校
受
益
�

匪
淺
。
�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爲
表
彰
楊
敎
授
在
學
術
界
之
傑
出
貢
獻
起
見
，
特
恭
請
　
監
�

督
閣
下
頒
予
榮
譽
法
學
博
士
學
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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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
譽
法
學
博
士
 

李
方
桂
敎
授
講
詞
 

今
天
我
覺
得
非
常
榮
幸
，
能
夠
參
加
貴
校
的
第
十
七
次
畢
業
典
禮
，
並
且
接
 

受
責
校
頒
授
給
我
的
榮
譽
學
位
。
這
是
一
個
極
珍
貴
的
禮
物
。
我
將
永
遠
懷
念
今
 

天
的
盛
會
。
 

自
從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成
立
以
來
，
我
就
時
常
注
 

意
到
這
所
大
學
的
發
展
與
進
步
，
和
它
的
宏
偉
校
舍
 

的
建
築
與
擴
充
。
我
是
學
語
言
學
的
，
可
以
看
出
來
 

中
文
大
學
在
中
國
語
文
、
歷
史
、
文
化
各
方
面
都
有
 

很
大
的
成
就
，
而
且
已
經
發
展
爲
東
亞
的
一
個
主
要
 

硏
究
機
構
。
在
這
短
短
的
期
間
能
有
這
樣
的
成
績
，
 

不
是
一
件
容
易
的
事
，
因
此
我
要
特
别
向
貴
校
致
 

敬
。
 但

是
任
何
一
個
敎
育
或
學
術
機
構
都
不
應
以
過
 

去
的
成
就
自
滿
。
我
們
不
但
要
努
力
去
維
持
現
在
的
 

學
術
水
準
，
並
且
必
須
向
新
的
方
向
進
展
。
因
爲
我
 

個
人
對
東
南
亞
有
興
趣
，
我
想
對
這
方
面
的
硏
究
講
 

幾
句
話
。
 

東
南
亞
硏
究
�

香
港
在
地
理
上
的
地
位
很
重
要
，
是
東
南
亞
的
樞
紐
，
也
是
南
洋
華
橋
來
 

往
的
必
經
之
途
。
不
但
和
東
南
亞
有
商
務
關
係
，
而
且
有
文
化
、
歷
史
上
的
接
 

觸
。
 大

約
十
年
前
我
很
高
興
聽
到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有
關
越
南
地
理
的
出
版
物
，
那
 

是
關
於
暹
羅
國
與
越
南
交
通
的
文
獻
。
我
還
聽
說
有
一
個
東
南
亞
硏
究
的
計
劃
。
 

我
希
望
知
道
這
個
計
劃
的
進
展
情
形
。
我
自
己
也
曾
經
指
導
過
一
個
泰
國
學
生
，
 

研
究
在
十
七
、
八
世
紀
泰
國
的
使
節
與
中
國
往
來
的
問
題
，
根
據
泰
國
與
中
國
的
 

文
獻
來
作
硏
究
。
東
南
亞
各
國
的
國
際
關
係
用
各
國
本
身
的
史
料
來
作
硏
究
的
還
 

很
少
，
近
一
二
百
年
來
因
爲
歐
洲
列
强
在
東
南
亞
的
勢
力
的
伸
張
，
使
學
者
們
忽
 

視
這
些
本
國
的
材
料
。
 

但
是
想
了
解
一
個
國
家
和
它
的
人
民
，
我
們
一
定
先
要
了
解
它
的
語
言
文
 

字
。
假
如
我
們
只
限
於
東
南
亞
半
島
而
言
，
這
個
地
 

區
有
許
多
國
家
，
各
有
各
的
語
言
文
字
，
要
想
學
習
 

這
些
語
言
文
字
以
便
利
用
當
地
的
文
獻
，
是
一
項
很
 

艱
矩
的
工
作
。
但
是
沒
有
這
種
基
本
訓
練
，
便
沒
有
 

作
進
一
步
的
研
究
的
可
能
。
 

世
界
各
國
往
往
有
研
究
這
些
問
題
的
專
門
機
 

構
。
其
中
最
著
名
的
有
英
國
倫
敦
大
學
的
「
東
方
及
 

非
洲
學
院
」
，
並
且
還
出
版
一
份
相
當
有
名
的
「
期
 

刊
」
，
對
各
地
區
的
語
言
及
歷
史
都
有
顯
著
的
貢
 

獻
。
在
日
本
也
有
東
京
外
國
語
大
學
，
大
阪
外
國
語
 

大
學
等
等
。
美
國
各
大
學
除
去
中
文
日
文
系
外
，
也
 

往
往
有
東
南
亞
硏
究
的
中
心
，
因
此
我
覺
得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對
這
方
面
的
硏
究
，
加
以
有
計
劃
的
提
倡
是
 

順
理
成
章
的
事
。
 

我
深
深
感
覺
到
這
件
工
作
的
困
難
，
例
如
怎
樣
計
劃
語
言
的
訓
練
，
硏
究
區
 

域
的
選
擇
，
專
門
人
才
的
羅
致
，
以
及
圖
書
的
設
備
。
這
些
都
是
訓
練
第
一
流
學
 

者
所
必
需
的
。
我
相
信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具
有
足
夠
學
術
上
的
條
件
可
以
開
拓
這
方
 

面
的
硏
究
，
並
且
一
定
會
得
到
香
港
政
府
和
社
會
人
士
的
贊
助
。
 

(
圖
片
：
李
方
桂
敎
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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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頒
授
學
士
、
碩
士
及
榮
譽
博
�

士
學
位
�

④
大
學
校
長
李
卓
敏
博
士
、
副
校
長
�

鄭
棟
材
先
生
在
會
場
迎
迓
大
學
監
�

督
麥
理
浩
爵
士
�

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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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
)
楊
聯
陛
敎
授
、
李
方
桂
�

敎
授
、
安
子
介
博
士
、
麥
理
浩
爵
�

士
及
李
卓
敏
校
長
�

⑥
典
禮
後
茶
會
�

1 

3 2 

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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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
洲
區
第
四
屆
�

美
術
敎
育
會
議
�

中
文
大
學
、
國
際
美
育
協
會
亞
洲
區
會
與
國
際
�

美
育
協
會
香
港
分
會
聯
合
主
辦
「
亞
洲
區
第
四
屆
美
�

術
敎
育
會
議
」
，
一
九
七
六
年
十
二
月
廿
七
日
至
卅
�

一
日
在
大
學
校
園
舉
行
，
由
大
學
校
長
李
卓
敏
博
士
�

主
持
開
幕
儀
式
。
�

會
議
主
題
爲
「
在
世
界
轉
變
中
的
東
方
藝
術
」
，
�

參
加
會
議
的
美
術
敎
育
工
作
者
約
一
百
五
十
人
，
除
�

本
港
會
員
外
，
其
他
參
加
者
分
别
來
自
印
度
、
日
本
、
�

馬
來
西
亞
、
菲
律
賓
、
新
加
坡
、
台
灣
等
地
區
。
大
�

學
爲
配
合
此
項
會
議
，
舉
辦
了
多
項
文
藝
活
動
：
文
�

物
館
展
出
中
國
玉
器
、
大
學
圖
書
館
展
出
藝
術
圖
�

書
、
新
亞
書
院
藝
術
系
展
出
學
生
作
品
、
崇
基
學
院
�

音
樂
系
舉
辦
中
國
音
樂
晚
會
。
�

會
議
期
間
，
除
了
演
講
、
宣
讀
論
文
和
分
組
討
�

論
外
，
更
有
各
地
美
術
敎
育
現
況
的
報
吿
。
會
議
詳
�

情
如
下
：
�

演
講
�

中
國
山
水
畫
　
鄭
德
坤
敎
授
�

藝
術
在
現
代
生
活
中
的
性
質
與
地
位
�

希
韋
爾
女
士
(
M
i
s
s
�E
.
M
.

�H
i
p
w
e
l
l
)
�

在
世
界
轉
變
中
的
東
方
藝
術
引
言
�

倉
田
三
郞
敎
授
�

發
表
論
文
�

中
國
書
法
文
字
之
合
一
性
與
分
離
性
及
書
法
之
美
�

術
性
質
　
王
壯
爲
�

如
何
發
揚
東
方
優
秀
的
版
畫
藝
術
傳
統
�

獨
創
性
之
重
要
一
步
　
長
谷
川
望
　
間
鍋
武
敷
�

分
組
討
論
�

如
何
透
過
美
術
達
到
敎
育
的
目
的
�

美
術
敎
育
的
重
要
性
�

如
何
推
動
美
術
敎
育
�

美
術
敎
育
工
作
者
在
敎
育
上
的
責
任
�

東
方
藝
術
在
世
界
轉
變
中
所
擔
任
的
角
色
�

如
何
以
美
術
敎
學
來
促
進
東
方
藝
術
的
發
展
�

如
何
利
用
現
代
科
技
素
材
促
進
東
方
敎
育
�

總
括
來
說
，
這
次
會
議
不
但
達
到
了
溝
通
敎
育
�

的
思
想
，
促
進
文
化
的
交
流
，
增
加
相
互
的
瞭
解
，
�

同
時
還
起
了
刺
激
和
鼓
勵
本
港
的
美
術
敎
育
工
作
者
�

的
作
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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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學
校
長
李
卓
敏
博
士
致
詞
�

國
際
美
育
協
會
亞
洲
區
第
四
屆
美
術
敎
育
會
議
�

今
日
舉
行
，
中
文
大
學
能
夠
作
東
道
，
聯
合
主
辦
這
�

個
會
議
，
感
到
十
分
榮
幸
。
這
次
會
議
選
擇
本
大
學
�

爲
會
議
舉
行
地
點
，
使
東
南
亞
地
區
十
四
個
大
城
市
�

的
美
術
工
作
者
得
以
共
聚
一
堂
，
實
在
非
常
合
適
。
�

中
文
大
學
創
立
以
來
，
一
直
有
志
成
爲
國
際
性
的
學
�

術
機
構
。
這
不
獨
是
因
爲
本
校
座
落
國
際
學
術
界
往
�

來
的
通
道
，
而
且
還
由
於
本
校
一
向
以
融
會
貫
通
中
�

西
文
化
，
設
立
溝
通
不
同
學
科
的
課
程
爲
宗
旨
。
我
�

們
一
直
相
信
：
個
别
的
藝
術
不
應
孤
立
，
而
應
該
相
�

輔
相
成
。
西
方
標
榜
「
七
種
藝
術
」
、
古
代
中
國
有
�

「
六
藝
」
之
稱
，
都
給
予
藝
術
非
常
廣
濶
的
基
礎
。
�

本
校
略
盡
棉
力
，
提
供
了
一
些
文
化
活
動
，
以
資
響
�

應
和
配
合
這
次
會
議
：
�

㈠
在
文
物
館
舉
行
「
歷
代
中
國
玉
器
展
覽
」
�

㈡
在
大
學
圖
書
館
舉
行
美
術
藏
書
展
覽
�

㈢
新
亞
書
院
藝
術
系
展
出
學
生
習
作
�

㈣
崇
基
學
院
音
樂
系
舉
行
中
國
音
樂
晚
會
�

我
們
安
排
這
些
節
目
，
無
非
表
示
我
們
對
國
際
�

美
育
協
會
的
理
想
的
支
持
。
�

在
任
何
國
家
，
不
論
是
已
發
展
或
發
展
中
的
國
�

家
，
文
化
的
發
展
必
須
與
工
業
發
展
配
合
，
同
時
成
�

長
。
可
惜
在
多
數
情
形
下
，
人
們
過
份
注
重
了
工
商
�

業
的
擴
張
、
科
技
的
發
明
和
進
步
，
以
致
忽
略
了
藝
�

術
和
人
文
學
科
的
進
展
。
結
果
終
於
會
形
成
工
商
業
�

片
面
膨
脹
，
而
文
化
藝
術
萎
縮
不
振
。
人
類
的
精
神
�

生
活
和
價
値
觀
念
日
趨
式
微
，
將
導
致
種
種
不
平
衡
�

和
脫
節
的
情
形
。
今
日
我
們
的
世
界
危
機
重
重
，
上
�

述
情
形
就
已
露
端
倪
了
。
�

這
正
是
美
術
工
作
者
挺
身
而
出
，
把
你
們
的
信
�

念
昭
吿
世
人
的
良
好
時
機
。
祇
有
透
過
各
位
的
心
血
�

結
晶
，
才
能
增
强
人
們
堅
持
普
遍
眞
理
、
互
相
了
解
�

和
愛
護
、
過
着
更
豐
富
的
精
神
生
活
的
勇
氣
和
信
�

心
。
各
位
的
責
任
非
常
重
大
，
要
好
好
利
用
美
術
和
�

美
術
敎
育
來
糾
正
人
類
偏
頗
的
傾
向
，
提
高
他
們
平
�

凡
、
庸
俗
、
豐
衣
足
食
的
日
常
生
活
；
人
們
通
常
都
是
�

在
不
自
覺
地
尋
找
更
有
意
義
和
多
姿
多
采
的
東
西
、
�

尋
找
可
以
給
他
們
安
慰
和
指
引
的
東
西
，
而
這
些
只
�

能
夠
從
你
們
的
理
想
交
流
中
得
到
。
�

藝
術
是
一
種
超
越
國
界
和
種
族
的
語
言
，
它
訴
�

諸
人
的
想
像
和
美
感
，
刺
激
他
們
的
好
奇
心
。
可
惜
�

藝
術
家
的
基
本
信
念
往
往
遭
受
漠
視
，
這
是
非
常
令
�

人
覺
得
遺
憾
的
事
。
我
們
希
望
這
次
會
議
能
提
供
機
�

會
，
讓
各
位
美
術
工
作
者
坦
白
誠
懇
地
交
換
意
見
，
�

說
出
你
們
在
這
不
斷
變
遷
的
世
界
中
的
信
念
、
困
�

難
、
和
任
務
。
謹
此
預
祝
這
次
會
議
成
績
美
滿
。
�

本
人
現
在
宣
佈
國
際
美
育
協
會
亞
洲
區
第
四
屆
�

美
術
敎
育
會
議
正
式
開
幕
。
�

覽展器玉館物文觀參表代國各 

系術藝觀參 

覽展書圖術藝館書圖學大觀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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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際
美
育
協
會
世
界
總
會
代
表
�

約
翰
•
史
寇
博
士
演
詞
(
節
錄
)
�

讓
我
首
先
代
表
國
際
美
協
世
界
總
會
會
長
阿
爾
•
�

侯
活
斯
博
士
向
各
位
致
意
。
他
現
正
在
蘇
聯
，
很
抱
�

歉
今
天
不
能
與
各
位
一
起
，
並
請
我
向
各
位
轉
達
他
�

的
期
望
：
大
家
有
一
個
成
功
的
會
議
。
�

我
們
今
天
都
在
這
裡
，
因
爲
我
們
相
信
藝
術
在
�

敎
育
過
程
中
有
着
重
大
的
意
義
。
我
們
相
信
藝
術
對
�

於
人
類
的
發
展
是
關
鍵
的
、
樞
紐
的
一
環
—
我
們
�

相
信
當
人
在
轉
變
，
我
們
的
環
境
也
在
轉
變
，
於
是
�

藝
術
也
隨
之
而
轉
變
。
在
未
來
數
天
裡
，
我
們
將
會
�

討
論
在
世
界
轉
變
中
的
東
方
藝
術
，
分
享
我
們
的
思
�

想
和
感
受
。
�

藝
術
在
世
界
的
不
同
角
落
都
是
不
同
的
。
在
這
�

些
國
家
，
主
要
在
西
方
，
藝
術
是
獨
立
個
體
的
意
識
�

和
經
驗
的
表
達
；
在
另
一
些
國
家
，
主
要
在
東
方
，
�

無
名
却
是
主
調
。
�

在
澳
洲
，
我
們
結
合
了
歌
頌
表
現
獨
立
個
體
的
�

歐
洲
文
化
，
和
我
們
的
强
調
表
現
種
族
的
集
體
經
驗
�

的
固
有
土
著
文
化
。
不
過
，
無
論
什
麼
文
化
，
我
認
�

爲
在
藝
術
作
品
的
本
身
，
已
內
在
地
有
着
幾
個
共
同
�

的
特
徵
：
�

一
、
它
們
無
可
避
免
的
包
括
快
樂
的
給
予
。
�

二
、
它
們
發
展
美
學
上
的
創
造
和
欣
賞
能
力
，
且
是
�

重
新
整
頓
一
個
人
的
感
情
思
想
的
感
觸
的
磨
石
。
�

三
、
它
們
出
現
在
我
們
面
前
，
回
顧
過
去
展
望
將
來
，
�

保
存
和
傳
遞
文
化
遺
產
，
而
且
擔
當
着
作
爲
文
�

化
轉
變
和
延
續
的
媒
介
的
角
色
。
它
們
一
方
面
�

合
併
傳
統
的
、
保
守
的
元
素
，
另
一
方
面
又
涵
蓋
�

了
冒
險
的
、
探
索
的
、
實
驗
的
、
創
新
的
元
素
。
�

四
、
它
們
表
現
了
技
藝
與
對
槪
念
和
材
料
的
關
注
和
�

信
奉
。
它
們
不
會
欺
瞞
而
是
完
全
的
誠
實
，
形
�

像
和
技
術
融
合
一
起
。
以
下
幾
行
的
米
蓋
朗
基
�

羅
的
十
四
行
詩
，
優
美
地
表
達
了
這
個
意
念
：
�

仍
未
雕
塚
的
大
理
石
已
經
把
握
了
�

最
偉
大
的
藝
術
家
所
有
的
每
個
思
想
形
式
�

却
沒
有
槪
念
能
夠
得
以
傳
達
�

除
非
雙
手
服
從
才
智
�

五
、
它
們
提
供
了
一
個
途
徑
，
使
得
人
能
夠
滿
足
人
�

類
的
創
作
慾
望
，
而
且
通
過
這
些
可
以
互
相
溝
�

通
的
形
式
，
傳
達
他
們
重
要
的
思
想
和
感
情
，
�

使
得
這
些
思
想
感
情
有
可
能
存
在
於
其
他
人
。
�

很
多
時
還
運
用
象
徵
手
法
去
表
現
人
類
知
性
以
�

外
的
了
解
。
�

六
、
在
眞
實
經
驗
中
的
無
常
、
顚
簸
和
流
轉
，
藝
術
�

給
予
可
信
的
秩
序
和
方
式
，
因
此
得
以
昇
華
出
�

一
些
人
類
經
驗
中
有
意
義
的
一
刻
。
生
活
，
更
�

貼
切
的
，
一
般
激
昂
的
、
凝
聚
的
生
活
，
精
心
�

的
表
現
出
來
，
使
其
眞
實
化
，
因
此
我
們
能
經
�

歷
不
同
的
生
活
體
驗
，
而
且
能
夠
將
自
已
的
經
�

驗
和
别
人
的
聯
在
一
起
。
沒
有
這
個
過
濾
的
媒
�

介
，
經
驗
滙
成
的
長
流
便
會
奔
逸
而
過
，
未
能
�

給
我
們
機
會
深
刻
地
體
會
。
或
者
，
假
借
電
�

視
的
一
句
術
語
，
藝
術
是
「
動
作
重
映
」
。
�

七
、
它
們
是
刺
激
的
元
素
，
打
破
我
們
自
足
和
墨
守
�

成
規
，
加
速
人
對
是
非
的
分
别
和
批
判
。
�

八
、
它
們
發
展
了
在
學
習
過
程
中
有
關
詮
釋
、
握
要
�

和
解
決
問
題
等
訓
練
。
�

九
、
最
後
，
他
們
鼓
勵
一
種
能
接
受
紛
離
的
文
化
觀
�

的
態
度
，
那
使
文
化
得
以
多
元
化
、
互
相
容
忍
以
�

至
和
平
共
存
，
並
認
識
和
培
養
人
類
的
獨
特
性
。
�

藝
術
是
每
一
種
文
化
中
的
整
合
部
份
，
但
要
認
�

識
到
在
世
界
的
不
同
文
化
裡
，
藝
術
不
同
的
功
能
和
�

意
義
。
所
有
文
化
都
省
一
些
藝
術
表
現
的
共
通
處
�

(
如
舞
蹈
、
戲
劇
、
歌
曲
等
)
，
但
每
一
種
文
化
仍
�

存
有
它
的
特
質
。
�

透
過
廣
泛
的
活
動
和
經
驗
(
演
講
、
討
論
、
實
�

習
班
、
展
覽
、
表
演
、
交
誼
和
康
樂
活
動
)
，
世
界
�

會
議
將
會
運
用
很
多
方
法
，
以
藝
術
敎
育
使
人
增
進
�

自
覺
和
了
解
他
們
自
己
的
文
化
和
其
他
的
文
化
，
從
�

而
幫
助
人
們
的
成
長
。
�

讓
我
們
熱
烈
地
歡
迎
在
座
各
位
，
於
一
九
七
八
�

年
在
阿
得
雷
和
與
藝
術
敎
育
有
關
的
敎
師
們
一
起
討
�

論
。
�我

感
到
以
下
一
段
艾
略
德
的
詩
，
不
只
適
用
於
�

形
容
敎
育
，
也
適
用
於
這
個
會
議
：
�

我
們
必
須
繼
續
又
繼
續
地
移
動
�

進
入
另
一
個
高
潮
�

爲
了
更
加
團
結
更
深
交
流
。
�

在
我
腦
海
裡
再
不
懷
疑
，
相
信
在
你
們
也
是
，
�

藝
術
敎
育
是
强
勁
的
力
量
，
推
動
我
們
進
入
另
一
個
�

高
潮
，
更
加
團
結
，
更
深
交
流
。
在
未
來
數
天
，
這
�

會
議
也
同
樣
會
推
動
我
們
至
「
更
加
團
結
—
更
深
�

交
流
」
。
�

身
爲
澳
洲
的
代
表
，
我
感
到
高
興
和
榮
幸
今
天
�

與
各
位
共
聚
一
堂
，
推
進
國
際
美
協
的
遠
大
目
標
，
�

以
及
參
與
了
第
四
屆
亞
洲
區
會
議
。
�翻

譯
：
黎
淑
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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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國
文
化
硏
究
的
出
版
�

中
國
文
化
研
究
是
中
文
大
學
硏
究
重
點
所
在
，
�

從
歷
年
來
出
版
有
關
中
國
文
化
的
書
刊
數
量
，
即
可
�

見
到
本
校
在
這
方
面
的
努
力
。
�

英
文
書
籍
�

布
德
(
D
e
r
k
　
B
o
d
d
e
)
：
古
代
中
國
之
節
日
�

鄭
德
坤
：
玉
花
雕
刻
與
花
卉
紋
飾
�

戴
盛
虞
：
中
國
、
超
級
大
國
及
第
三
世
界
：
世
界
政
�

治
比
較
槪
覽
�

范
挪
亞
(
F
e
h
l
,
N
o
a
h
)
：
文
學
及
生
活
中
之
「
禮
」
�

—
古
代
中
國
文
化
史
透
視
(
暫
譯
)
�

苑
挪
亞
：
赫
伯
特
•
巴
特
菲
爾
德
爵
士
(
S
i
r
�H
e
r
b
e
r
t
�

B
u
t
t
e
r
f
i
e
l
d
)
許
倬
雲
及
威
廉
•
H
•
麥
�

克
尼
爾
(
W
i
l
l
i
a
m
�H
.�M
c
N
e
i
l
l
)
論
中
國
�

與
世
界
歷
史
(
暫
譯
)
�

范
挪
亞
:
世
界
歷
史
之
硏
究
(
暫
譯
)
�

何
炳
棣
：
東
方
之
搖
藍
�

蕭
作
梁
:
一
九
二
七
年
之
中
國
共
產
黨
：
城
鄕
對
抗
�

(

暫

譯

)
�

劉
德
爵
：
夜
坐
吟
及
其
他
中
國
詩
�

李
祁
：
徐
霞
客
遊
記
�

劉
師
舜
：
二
十
年
目
睹
之
怪
現
狀
�

羅
文
：
葉
適
之
思
想
與
生
平
�

茅
國
權
：
李
漁
十
二
樓
�

年
豪
澤
(
N
i
e
n
h
a
u
s
e
r
,
W
i
l
l
i
a
m
�H
.
,
J
r
.
)
等
：
中
�

國
文
學
論
集
�

楊
福
綿
：
中
國
語
言
學
分
類
參
考
書
目
�

中
文
書
籍
�

周
法
高
等
：
金
文
詁
林
�

周
法
高
等
：
漢
字
古
今
音
彙
�

周
法
高
：
論
中
國
語
言
學
的
過
去
、
現
在
和
未
來
�

張
德
昌
：
淸
季
一
個
京
官
的
生
活
�

趙
聰
：
中
國
大
陸
戲
曲
改
革
�

陳
正
祥
：
中
國
方
志
的
地
理
學
價
値
�

陳
正
祥
：
眞
臘
風
土
記
的
硏
究
�

英
美
學
人
論
中
國
古
典
文
學
�

全
漢
昇
：
漢
冶
萍
公
司
史
略
�

香
港
所
見
紅
樓
夢
硏
究
資
料
目
錄
�

鄧
仕
樑
：
兩
晉
詩
論
�

何
炳
棣
：
黃
土
與
中
國
農
業
的
起
源
�

現
代
中
國
詩
選
(
一
九
一
七
—
一
九
四
九
)
�

徐
復
觀
：
兩
漢
思
想
史
�

龍
宇
純
：
唐
寫
全
本
王
仁
昫
刊
謬
補
缺
切
韻
校
箋
�

麥
仲
貴
：
王
門
諸
子
致
良
知
學
之
發
展
�

牟
潤
孫
：
論
魏
晉
以
來
之
崇
尙
談
辯
及
其
影
響
�

蘇
文
擢
：
黎
簡
先
生
年
譜
�

宋
叙
五
：
西
漢
貨
幣
史
初
稿
�

唐
君
毅
：
中
國
哲
學
硏
究
之
一
新
方
向
�

丁
望
：
中
國
大
陸
新
聞
界
文
化
大
革
命
資
料
彙
編
�

曾
華
滿
：
唐
代
嶺
南
發
展
的
核
心
性
�

錢
存
訓
：
中
國
古
代
書
史
�

吳
天
任
：
黃
公
度
先
生
傳
稿
�

廣
東
文
徵
�

9



學
生
人
數
統
計
 

一
九
七
六
—
七
七
年
 

政
治
與
行
政
學
系
 

社
會
工
作
系
 

社
會
學
系
 

地
理
系
 

社
會
科
學
學
院
 

共
 

會
計
與
財
務
學
部
 

市
場
與
國
際
企
業
學
部
 

企
業
管
理
與
人
事
管
理
學
部
 

工
商
管
理
學
院
 

共
 

藝
術
系
 

歷
史
系
 

哲
學
及
宗
敎
系
 

音
樂
系
 

英
文
系
 

中
文
系
 

文
學
院
 

甲
、
本
科
學
生
 

七
六
 

政
治
與
行
政
學
系
 

七
二
 

一
五
三
 

九
八
 

社
會
科
學
學
院
 五

五
四
 

二
四
九
 

會
計
與
財
務
學
部
 

一
九
六
 

市
場
與
國
際
企
業
學
部
 

一
〇
九
 

企
業
管
理
與
人
事
管
理
學
部
 

工
商
管
理
學
院
 四

三
一
 

三
〇
 

一
四
八
 

六
七
 

哲
學
及
宗
敎
系
 

一
五
 

六
九
 

一
 二
 

男
生
 

二
一
 

政
治
與
行
政
學
系
 

八
九
 

一
三
六
 

八
四
 

社
會
科
學
學
院
 

一
八
五
 

九
六
 

會
計
與
財
務
學
部
 

四
五
 

市
場
與
國
際
企
業
學
部
 

四
四
 

企
業
管
理
與
人
事
管
理
學
部
 

工
商
管
理
學
院
 

五
〇
八
 

三
〇
 

一
一
六
 

四
〇
 

哲
學
及
宗
敎
系
 

三
一
 

一
三
六
 

一
五
五
 

女
生
 

九
七
 

政
治
與
行
政
學
系
 

一
六
一
 

二
八
九
 

一
八
二
 

社
會
科
學
學
院
 

七
三
九
 

三
四
五
 

會
計
與
財
務
學
部
 

二
四
一
 

市
場
與
國
際
企
業
學
部
 

一
五
三
 

企
業
管
理
與
人
事
管
理
學
部
 

工
商
管
理
學
院
 

九
三
九
 

六
〇
 

二
六
四
 

一
〇
七
 

哲
學
及
宗
敎
系
 

四
六
 

二
〇
五
 

二
五
七
 

合
計
 

學
生
總
人
數
 

共
 

(

夜

班

)
 

敎
育
文
憑
 

神
學
碩
士
 

文
學
碩
士
 
(
敎
育
學
)
 

文
學
碩
士
 

工
商
管
理
碩
士
 

哲
學
碩
士
 

乙
、
硏
究
生
 

共
 

數
學
系
 

電
子
系
 

物
理
系
 

生
物
化
學
系
 

生
物
系
 

化
學
系
 

理
學
院
 

共
 

經
濟
系
 

新
聞
及
傳
播
系
 

三
二
九
 

一
四
六
 

二
六
 

五
 

五
 

文
學
碩
士
 
(
敎
育
學
)
 三

 

四
三
 

一
〇
一
 

九
〇
五
 

一
五
一
 

一
六
四
 

二
〇
三
 

八
〇
 

一
一
七
 

一
九
〇
 

六
九
二
 

二
五
一
 

四
二
 

新
聞
及
傳
播
系
 男

生
 

一
六
一
 

九
九
 

三
〇
 

二
 

三
 

二
 

七
 

一
八
 

一
五
三
 

二
二
 

五
 

一
六
 

一
八
 

六
一
 

三
一
 

四
三
九
 

八
〇
 

二
九
 

女
生
 

四
、
三
五
七
 

四
九
〇
 

二
四
五
 

五
六
 

七
 

八
 

五
 

五
〇
 

一
一
九
 

一
、
〇
五
八
 

一
七
三
 

一
六
九
 

二
一
九
 

九
八
 

一
七
八
 

二
二
一
 

一
、
一
三
一
 

三
三
一
 

七
一
 

合
計
 

(
續
「
中
國
文
化
硏
究
的
出
版
」
)
 

西
廂
會
眞
傳
(
五
卷
會
眞
記
一
卷
附
圖
一
卷
明
刻
本
)
 

協
律
鈎
元
 

楚
庭
稗
珠
錄
 

文
苑
英
華
 

詞
典
 

林
語
堂
當
代
漢
英
詞
典
 

洪
士
豪
：
英
漢
法
律
辭
典
 

新
出
版
書
籍
 

「
美
術
的
詮
繹
—
中
國
詩
畫
論
」
 

本
書
所
收
論
及
中
國
美
術
的
文
章
分
别
由
多
位
 

世
界
知
名
學
者
如
時
學
顏
敎
授
、
王
方
宇
敎
授
、
李
 

鑄
晉
敎
授
、
饒
宗
頤
敎
授
、
吳
訥
孫
敎
授
等
撰
述
及
 

翻
譯
。
內
容
包
括
論
畫
中
題
詞
、
中
國
山
水
畫
、
西
 

方
對
中
國
畫
的
影
響
、
詩
與
畫
的
關
係
、
中
國
美
術
 

史
及
畫
家
論
、
現
代
中
國
美
術
介
紹
等
。
 

本
書
特
約
編
輯
爲
中
大
文
物
館
館
長
及
藝
術
系
 

高
級
講
師
屈
志
仁
先
生
，
由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翻
譯
中
 

心
編
印
，
由
美
國
華
盛
頓
大
學
出
版
社
發
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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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

亞

硏

究

中

心
�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於
一
九
七
一
年
一
月
在
社
會
人
�

文
學
科
研
究
所
下
成
立
東
亞
硏
究
中
心
，
其
宗
旨
在
�

鼓
勵
對
日
本
、
韓
國
及
東
南
亞
的
硏
究
，
增
進
本
校
�

與
海
外
大
學
、
研
究
所
及
其
他
學
術
機
構
的
合
作
，
�

並
培
養
本
港
以
及
國
際
專
門
人
才
。
�

東
亞
硏
究
中
心
主
任
爲
陳
荆
和
敎
授
，
中
心
硏
�

究
員
由
本
校
對
亞
洲
問
題
有
研
究
的
敎
員
兼
任
，
訪
�

問
研
究
員
主
要
是
前
來
中
心
就
特
定
硏
究
題
目
從
事
�

短
期
調
查
硏
究
的
國
際
問
題
專
家
。
一
九
七
六
至
七
�

七
學
年
，
本
校
敎
師
兼
任
中
心
顧
問
的
有
:
藝
術
系
客
�

座
敎
授
鄭
德
坤
敎
授
、
中
文
系
講
座
敎
授
饒
宗
頤
敎
�

授
、
中
國
文
化
研
究
所
所
長
李
田
意
敎
授
及
日
文
系
�

客
座
敎
授
西
岡
秀
雄
敎
授
。
此
外
，
亦
有
十
位
左
右
的
�

研
究
員
及
訪
問
研
究
員
在
中
心
內
從
事
硏
究
工
作
。
�

中
心
藏
書
�

東
亞
研
究
中
心
在
大
學
圖
書
館
協
助
下
，
蒐
購
�

參
考
圖
書
與
硏
究
資
料
，
同
時
向
各
國
政
府
請
求
捐
�

贈
圖
書
。
中
心
先
後
獲
越
南
政
府
及
人
民
捐
贈
圖
書
�

二
百
二
十
一
册
、
日
本
創
價
學
會
捐
贈
日
文
藏
書
一
�

千
零
三
十
二
册
，
包
括
超
過
一
百
八
十
種
有
關
社
會
�

科
學
及
人
文
學
科
的
研
究
參
考
書
籍
；
以
及
亞
洲
協
�

會
贈
書
七
十
四
册
。
再
者
，
中
心
經
常
獲
得
韓
國
、
�

日
本
、
菲
律
賓
、
印
尼
、
泰
國
、
緬
甸
領
事
館
及
新
加
�

坡
專
員
公
署
的
定
期
性
政
府
出
版
物
及
雜
誌
刊
物
。
�

南
越
史
料
整
理
計
劃
�

東
亞
硏
究
中
心
於
一
九
七
三
年
獲
美
國
華
盛
頓
�

N
.
E
.
H
.
基
金
會
資
助
，
與
美
國
南
伊
利
諾
大
學
越
�

南
硏
究
中
心
合
作
，
進
行
「
越
南
史
料
整
理
計
劃
」
，
�

以
整
理
、
校
勘
並
出
版
越
南
主
要
史
書
及
有
關
史
�

料
。
該
計
劃
在
陳
荆
和
敎
授
領
導
下
進
行
，
校
勘
工
�

作
已
於
一
九
七
五
年
完
成
，
編
輯
及
註
釋
工
作
預
料
�

可
於
一
九
七
七
年
中
完
成
。
�

其
他
硏
究
計
劃
�

東
亞
研
究
中
心
進
行
的
其
他
研
究
計
劃
計
有
：
�

㈠
十
三
至
十
六
世
紀
東
南
亞
各
國
之
陶
瓷
貿
易
—
�

屈
志
仁
先
生
�

㈡
亞
洲
佛
敎
圖
像
學
硏
究
—
高
美
慶
博
士
�

㈢
香
港
日
語
敎
育
現
狀
之
調
查
—
譚
汝
謙
博
士
�

㈣
德
川
時
代
(
一
六
�
三
—
一
八
六
七
)
長
崎
「
住
�

宅
唐
人
」
之
硏
究
—
陳
荆
和
敎
授
�

出
版
計
劃
�

㈠
「
東
亞
硏
究
中
心
紀
要
」
�

「
紀
要
」
第
一
期
已
於
一
九
七
六
年
六
月
出
版
，
�

題
目
是
：
「
大
越
史
記
全
書
的
各
種
版
本
」
(
陳
�

荆
和
敎
授
著
)
。
「
紀
要
」
將
會
繼
續
出
版
，
以
�

介
紹
中
心
研
究
員
的
硏
究
工
作
成
果
。
�

㈡
出
版
南
越
史
料
整
理
計
劃
成
果
�

經
整
理
的
史
料
將
可
於
一
九
七
七
年
中
逐
步
付
�

印
，
將
出
版
下
列
各
書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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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越
史
記
全
書
」
　
二
十
六
卷
 

「
大
南
一
統
志
」
(
南
圻
及
北
圻
)
二
十
卷
 

「
嘉
定
通
志
」
六
卷
 

「
越
史
略
」
　
六
卷
 

越
南
史
權
威
一
致
公
認
上
述
各
書
實
爲
研
究
越
南
 

歷
史
不
可
或
缺
的
一
手
資
料
。
 

㈢
出
版
中
心
「
專
刊
叢
書
」
 

除
了
「
中
心
紀
要
」
外
，
硏
究
中
心
更
希
望
將
 

硏
究
人
員
篇
幅
較
大
的
硏
究
成
果
刊
印
成
「
專
刊
 

叢
書
」
出
版
。
 

訓
練
專
家
 

硏
究
中
心
經
常
推
薦
成
績
優
異
的
硏
究
助
理
或
 

本
校
研
究
生
獲
取
東
亞
各
國
政
府
的
獎
學
金
，
以
在
 

各
國
著
名
大
學
進
修
。
中
心
同
樣
重
視
協
助
外
國
學
 

術
機
構
訓
練
年
靑
亞
洲
學
術
專
家
。
自
一
九
七
五
年
 

始
，
中
心
接
受
四
位
來
自
康
乃
爾
、
哈
佛
、
東
京
及
 

夏
威
夷
等
大
學
的
博
士
班
研
究
生
，
任
中
心
訪
問
硏
 

究
助
理
，
俾
能
在
中
心
研
究
員
協
助
及
指
導
下
，
以
 

從
事
近
代
越
南
歷
史
或
香
港
考
古
調
查
等
專
門
研
 

究
。
 

交
換
及
合
作
計
劃
 

東
亞
研
究
中
心
與
日
本
創
價
大
學
訂
立
的
交
換
 

計
劃
，
每
年
互
相
交
換
敎
員
、
研
究
生
及
刊
物
。
一
九
 

七
六
年
三
月
日
本
創
價
大
學
森
田
三
男
敎
授
前
來
中
 

心
訪
問
，
爲
期
三
個
月
；
本
校
聯
合
書
院
中
文
系
講
師
 

常
宗
豪
先
生
亦
於
一
九
七
六
年
六
月
訪
問
創
價
大
學
。
 

東
亞
研
究
中
心
又
與
韓
國
高
麗
大
學
的
亞
細
亞
 

問
題
研
究
所
及
其
他
的
韓
國
硏
究
機
構
商
討
建
立
合
 

作
計
劃
的
可
能
性
，
希
望
不
久
即
會
與
它
們
交
換
學
 

生
及
硏
究
人
員
，
並
且
合
作
進
行
各
方
面
的
硏
究
。
 

問訪 

心中究硏亞東 

陳
荆
和
博
士
是
本
校
東
亞
硏
究
中
心
主
任
兼
歷
 

史
系
敎
授
。
 

陳
敎
授
生
於
台
灣
，
一
九
四
二
年
畢
業
於
日
本
 

慶
應
大
學
，
一
九
六
六
年
又
獲
該
大
學
文
學
博
士
學
 

位
。
並
曾
於
一
九
四
三
—
四
五
年
留
學
法
國
遠
東
學
 

院
，
一
九
五
四
—
五
五
年
再
留
學
法
國
巴
黎
大
學
高
 

級
中
國
硏
究
所
。
 

陳
敎
授
曾
先
後
任
敎
於
國
立
台
灣
大
學
、
越
南
 

順
化
大
學
、
西
貢
大
學
及
大
叻
天
主
敎
大
學
、
慶
應
 

大
學
、
美
國
南
伊
利
諾
大
學
及
日
本
創
價
大
學
；
此
 

外
又
曾
於
一
九
五
九
至
六
五
年
任
順
化
大
學
越
南
史
 

料
編
譯
委
員
會
主
席
。
 

陳
敎
授
對
於
東
亞
歷
史
及
文
化
的
硏
究
，
極
有
 

心
得
，
經
常
用
中
文
、
越
南
文
、
英
文
及
日
文
發
表
 

論
文
及
專
著
，
較
重
要
的
著
作
有
：
「
新
加
坡
華
文
 

碑
銘
集
錄
」
(
中
文
)
、
「
阮
朝
硃
本
目
錄
：
嘉
隆
 

朝
及
明
命
朝
」
(
越
南
文
)
、
「
嗣
德
聖
製
字
學
解
 

羲
歌
譯
註
」
(
中
文
及
越
南
文
)
、
「
十
六
世
紀
菲
律
 

賓
華
人
社
會
」
(
英
文
)
、
「
會
安
史
略
」
(
英
文
)
、
 

「
安
南
訳
語
の
硏
究
」
(
日
文
)
等
。
 

問
：
陳
敎
授
，
照
我
們
所
知
，
您
不
但
精
通
中
、
日
、
 

法
、
英
、
越
等
多
國
語
文
，
而
且
除
了
國
語
外
，
 

又
懂
得
不
少
中
國
各
地
方
言
如
閩
南
話
、
廣
東
話
 

等
，
請
問
語
文
知
識
是
否
研
究
東
亞
文
化
的
先
決
 

條
件
？
 

答
：
我
相
信
在
研
究
遠
東
各
國
的
歷
史
、
文
化
及
社
 

會
，
需
要
英
文
以
外
的
一
種
或
多
種
西
歐
語
言
。
 

需
要
那
一
種
語
言
，
看
硏
究
對
象
、
地
域
及
時
代
 

而
定
。
比
方
要
研
究
印
支
三
國
(
越
南
、
高
棉
、
 

寮
國
)
、
菲
律
賓
及
印
尼
的
歷
史
，
非
懂
法
文
、
 

西
班
牙
文
、
荷
蘭
文
不
行
，
因
爲
這
些
國
家
過
去
 

曾
經
是
法
、
西
、
荷
三
國
之
殖
民
地
或
保
護
國
，
 

大
多
文
獻
都
由
三
國
文
字
撰
寫
。
二
次
大
戰
後
，
 

東
南
亞
各
國
獨
立
了
，
用
當
地
土
語
寫
的
圖
書
、
 

刊
物
日
益
增
加
，
所
以
我
們
還
需
要
懂
得
當
地
語
 

言
(
至
少
能
閱
讀
書
報
的
程
度
)
，
以
幫
助
研
究
工
 

作
。
例
如
，
要
研
究
越
南
之
歷
史
、
文
化
，
一
定
 

要
懂
法
文
和
越
文
。
如
果
想
硏
究
十
七
、
八
世
紀
 

遠
東
貿
易
史
，
那
麼
中
、
日
、
英
文
以
外
，
一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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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 主 和 荆 陳 

還
要
懂
荷
蘭
文
，
因
爲
不
利
用
荷
蘭
東
印
度
公
司
�

留
下
的
各
種
記
錄
、
報
吿
之
類
，
難
以
寫
出
一
篇
�

好
論
文
。
如
果
想
要
硏
究
東
南
亞
華
僑
史
，
最
好
�

略
通
當
地
土
語
，
以
及
在
當
地
經
濟
勢
力
最
大
華
�

僑
集
團
所
講
的
方
言
。
還
有
一
點
不
能
忽
視
的
是
，
�

近
五
十
年
來
日
本
的
中
國
及
東
南
亞
硏
究
非
常
發
�

達
，
論
學
者
的
數
目
與
硏
究
之
價
値
都
不
輸
於
�

英
、
美
、
法
各
國
。
年
年
以
日
文
發
表
的
論
文
、
�

專
著
非
常
之
多
，
致
使
從
事
東
亞
硏
究
學
者
之
�

間
，
日
文
之
需
要
差
不
多
與
英
文
一
樣
高
。
�

問
：
中
文
大
學
內
從
事
東
亞
文
化
硏
究
的
人
實
在
不
�

少
，
請
問
東
亞
硏
究
中
心
有
沒
有
與
他
們
合
作
？
�

答
：
自
從
一
九
七
一
年
成
立
以
來
，
中
心
就
羅
致
本
�

校
從
事
東
亞
地
區
硏
究
之
敎
授
、
講
師
分
别
兼
任
�

顧
問
、
硏
究
員
或
助
理
研
究
員
，
每
年
義
務
地
提
�

出
硏
究
計
劃
，
以
共
策
東
亞
硏
究
之
發
展
。
所
提
�

出
計
劃
，
如
有
需
要
補
助
的
，
就
由
本
校
當
局
向
�

哈
佛
燕
京
硏
究
所
、
日
本
國
際
交
流
基
金
或
其
他
�

基
金
會
申
請
研
究
補
助
費
，
但
因
爲
近
年
來
世
界
�

經
濟
不
景
，
補
助
費
之
來
源
有
限
，
致
硏
究
工
作
�

未
能
十
分
順
利
進
行
。
�

問
：
至
於
海
外
從
事
同
類
硏
究
的
學
者
，
研
究
中
心
�

亦
有
與
他
們
合
作
嗎
？
交
換
計
劃
大
槪
就
是
其
中
�

一
個
方
式
吧
？
�

答
：
中
心
希
望
努
力
成
爲
亞
洲
硏
究
學
者
的
一
個
集
�

會
所
。
這
幾
年
來
，
除
了
過
境
訪
問
學
人
之
外
，
�

也
有
一
些
外
國
年
靑
學
子
來
訪
並
短
期
停
留
，
由
�

本
中
心
有
關
硏
究
員
給
予
種
種
硏
究
、
調
查
上
之
�

指
導
及
方
便
。
日
本
慶
應
大
學
在
國
際
交
流
基
金
�

援
助
下
，
派
來
本
校
的
訪
問
敎
授
及
日
文
講
師
，
�

均
爲
本
中
心
的
成
員
，
以
協
助
本
校
日
本
研
究
之
�

進
展
。
一
方
面
，
由
於
中
文
大
學
與
日
本
創
價
大
�

學
間
之
學
術
交
流
計
劃
，
從
一
九
七
六
年
起
，
本
�

中
心
接
受
創
價
大
學
之
訪
問
敎
授
；
同
時
，
本
校
�

也
派
敎
授
或
講
師
訪
問
創
價
大
學
。
�

問
：
中
文
大
學
即
將
開
設
的
亞
洲
課
程
計
劃
，
東
亞
�

研
究
中
心
將
會
怎
樣
在
敎
學
和
研
究
方
面
給
予
協
�

助
呢
？
�

答
：
一
九
七
五
年
十
二
月
中
旬
，
本
人
曾
經
前
往
�

日
本
，
先
後
訪
問
外
務
省
文
化
事
業
部
、
文
部
省
�

國
際
文
化
及
科
學
局
、
國
際
交
流
基
金
日
本
研
究
�

部
、
豐
田
汽
車
販
賣
公
司
、
創
價
大
學
、
創
價
學
�

會
日
蓮
正
宗
國
際
中
心
、
自
民
黨
財
務
委
員
會
，
�

向
各
部
門
首
長
說
明
中
大
亞
洲
課
程
之
宗
旨
，
並
�

請
求
資
助
該
課
程
。
以
後
由
本
人
繼
續
接
洽
之
結
�

果
，
創
價
大
學
決
定
從
一
九
七
七
年
起
，
以
後
三
�

年
間
，
每
年
捐
贈
本
校
美
金
一
萬
元
以
資
助
頒
發
�

獎
學
金
。
有
關
創
價
大
學
捐
款
之
備
忘
錄
已
由
本
�

校
李
卓
敏
校
長
及
創
價
大
學
高
松
和
男
校
長
簽
�

署
，
並
自
一
九
七
七
年
一
月
一
日
生
效
。
由
此
，
�

每
年
從
日
本
有
四
名
、
東
南
亞
各
地
有
六
名
學
生
�

可
獲
得
獎
學
金
來
港
就
讀
本
校
亞
洲
課
程
。
至
於
�

其
他
機
構
可
能
的
援
助
，
目
前
正
在
接
洽
中
。
�

問
：
實
際
上
東
亞
硏
究
中
心
在
東
亞
文
化
的
研
究
�

上
，
能
夠
爲
國
際
學
術
界
提
供
什
麼
服
務
、
作
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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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
麼
貢
獻
？
�

答
：
本
中
心
歷
史
尙
短
，
不
敢
說
在
國
際
學
界
上
有
�

甚
麼
貢
獻
，
不
過
，
在
過
去
幾
年
，
本
中
心
在
東
�

亞
硏
究
方
面
所
做
比
較
有
意
義
的
成
就
，
當
推
由
�

陳
育
崧
先
生
與
本
人
合
編
的
「
新
加
坡
華
文
碑
銘
�

集
錄
」
的
出
版
，
以
及
越
南
正
史
及
方
志
的
校
訂
�

工
作
。
由
於
此
兩
種
工
作
之
完
成
，
今
後
學
者
可
�

獲
得
較
可
靠
之
史
料
，
以
從
事
新
加
坡
及
越
南
歷
�

史
之
研
究
；
可
惜
，
關
於
後
者
迄
今
未
能
籌
辦
足
�

夠
之
印
刷
費
，
致
使
這
批
史
料
未
能
順
利
出
版
。
�

此
外
，
本
校
文
物
館
館
長
兼
本
中
心
硏
究
員
屈
志
�

仁
先
生
，
在
哈
佛
燕
京
社
資
助
下
進
行
中
之
「
十
�

三
至
十
六
世
紀
東
南
亞
各
國
之
陶
瓷
貿
易
」
研
究
�

計
劃
，
也
正
受
到
各
國
考
古
學
界
的
重
視
。
屈
先
�

生
已
歷
訪
美
國
密
芝
根
大
學
、
菲
律
賓
、
印
尼
、
�

泰
國
各
國
博
物
館
及
各
收
藏
家
，
以
調
查
並
蒐
集
�

有
關
資
料
，
目
前
正
在
銳
意
，
加
以
整
理
並
分
析
，
�

相
信
不
久
之
將
來
，
宋
代
以
至
明
代
中
國
與
東
南
�

亞
間
陶
瓷
貿
易
的
槪
況
將
獲
揭
明
。
至
於
本
中
心
�

爲
國
際
學
術
界
所
提
供
之
服
務
，
本
中
心
的
幾
位
�

顧
問
都
是
馳
譽
國
際
的
學
者
，
相
信
在
諸
位
先
生
�

領
導
之
下
，
本
中
心
可
以
作
出
一
些
實
質
上
的
服
�

務
與
貢
獻
。
至
於
我
個
人
，
幾
年
來
由
美
國
華
盛
�

頓
人
文
學
科
國
家
基
金
會
委
托
爲
該
基
金
會
資
助
�

有
關
亞
洲
問
題
各
硏
究
計
劃
的
審
查
員
。
另
一
方
�

面
，
本
人
擔
任
日
本
東
南
亞
史
學
會
執
行
委
員
會
�

委
員
，
爲
日
本
學
者
與
東
南
亞
及
歐
美
學
者
間
之
�

提
攜
及
連
繫
略
盡
微
力
。
此
外
，
一
九
七
五
年
十
�

一
月
在
香
港
亞
洲
協
會
資
助
下
，
本
中
心
幾
位
顧
�

陳
荆
和
敎
授
的
部
份
著
作
�

問
及
硏
究
員
曾
參
加
日
本
東
南
亞
史
學
會
大
會
，
�

宣
讀
論
文
，
博
得
好
評
。
今
年
(
一
九
七
七
)
八
�

月
，
在
泰
國
曼
谷
召
開
之
第
七
屆
亞
洲
史
學
家
會
�

議
，
本
中
心
已
決
定
由
校
方
資
助
之
下
派
出
五
位
�

顧
問
及
硏
究
員
參
加
，
並
宣
讀
論
文
。
�

問
：
照
目
前
中
心
的
研
究
計
劃
看
來
，
有
關
日
本
和
�

越
南
的
研
究
是
重
點
之
一
。
近
年
來
越
南
局
勢
的
�

轉
變
對
研
究
是
否
會
有
影
響
？
在
資
料
搜
集
方
面
�

有
困
難
嗎
？
�

答
：
鑑
於
中
日
兩
國
以
及
中
越
兩
國
間
深
遠
且
密
切
�

的
文
化
交
流
關
係
，
我
認
爲
我
們
需
要
養
成
一
批
�

站
在
純
然
學
術
立
場
的
日
本
及
越
南
專
家
。
這
是
�

本
中
心
存
在
的
一
個
基
本
目
的
。
我
將
利
用
本
人
�

與
越
、
日
兩
國
學
界
之
關
係
繼
續
努
力
，
在
這
方
�

面
盡
些
微
力
。
至
於
越
南
硏
究
方
面
，
南
北
越
統
�

一
的
實
現
，
照
理
對
於
今
後
越
南
內
外
之
越
南
研
�

究
將
有
甚
大
幫
助
。
以
歷
史
學
界
的
情
況
來
講
，
�

過
去
由
於
南
北
兩
政
權
的
對
立
，
南
北
學
界
之
間
�

從
來
沒
有
硏
究
上
的
連
絡
，
致
使
有
不
少
重
複
的
�

出
版
或
硏
究
計
劃
出
現
，
造
成
人
力
、
物
力
的
浪
�

費
。
就
硏
究
資
料
的
入
手
方
面
來
講
，
現
在
可
以
�

由
一
家
在
河
內
之
國
營
書
店
或
在
巴
黎
的
越
南
書
�

店
統
一
訂
購
旣
刊
之
越
南
書
籍
及
書
報
，
較
以
前
�

方
便
。
目
前
越
南
學
界
尙
未
與
自
由
國
家
學
界
連
�

繫
起
來
，
不
過
，
相
信
不
久
越
南
學
者
也
可
以
出
�

外
作
研
究
工
作
或
參
加
國
際
學
會
，
我
們
與
越
南
�

學
術
文
化
交
流
之
機
會
將
獲
增
加
。
本
人
在
北
�

越
、
南
越
學
界
都
有
不
少
朋
友
，
將
來
如
果
被
邀
�

請
，
很
願
意
訪
問
南
北
越
，
見
見
老
朋
友
，
並
瞭
�

解
越
南
國
內
歷
史
硏
究
之
現
況
。
�

問
：
除
了
越
南
和
日
本
，
硏
究
中
心
是
否
會
有
專
以
�

其
他
國
家
爲
硏
究
對
象
的
新
計
劃
呢
？
�

答
：
我
們
正
擬
與
高
麗
大
學
亞
洲
問
題
硏
究
所
接
�

洽
，
雙
方
交
換
研
究
人
員
或
研
究
生
，
以
共
同
從
�

事
韓
國
及
越
南
兩
國
文
化
史
之
比
較
研
究
。
按
�

越
、
韓
兩
國
都
位
置
在
中
國
大
陸
兩
個
半
島
上
，
�

自
古
爲
中
國
文
化
圏
之
主
要
成
員
，
但
對
於
中
國
�

文
化
之
接
受
容
有
不
同
的
反
應
，
固
有
文
化
之
培
�

養
及
社
會
之
演
變
都
有
不
同
之
發
展
過
程
，
値
得
�

專
治
遠
東
史
之
學
者
悉
心
檢
討
及
硏
究
。
我
個
人
�

很
希
望
在
這
個
計
劃
最
近
的
將
來
可
以
實
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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覽 展 器 玉 代 歷 

文
物
館
由
一
九
七
六
年
底
至
一
九
七
七
年
八
月
�

舉
辦
玉
器
展
覽
，
展
出
歷
代
玉
雕
三
百
餘
種
，
時
代
�

自
新
石
器
時
代
起
至
淸
乾
隆
止
。
這
個
展
覽
的
目
的
�

不
是
在
全
面
介
紹
中
國
玉
器
的
發
展
，
而
是
在
硏
究
�

玉
器
史
上
的
幾
個
重
要
問
題
。
�

展
品
的
一
個
主
要
部
份
是
從
漢
至
明
的
動
物
雕
�

刻
。
玉
雕
動
物
流
傳
很
多
，
但
是
向
來
不
甚
受
重
視
，
�

直
至
現
在
還
不
能
訂
出
斷
代
標
準
。
文
物
館
這
次
展
�

出
的
玉
獸
是
硏
究
這
問
題
的
絕
佳
材
料
。
�

另
一
部
份
展
品
是
元
明
兩
代
的
玉
雕
，
包
括
器
�

皿
和
飾
件
，
如
玉
帶
和
玉
佩
等
。
關
於
這
時
期
的
玉
�

雕
可
以
從
大
量
傳
世
品
的
風
格
分
析
和
近
年
來
出
土
�

資
料
的
印
證
得
到
解
決
。
�

從
明
代
晚
期
開
始
盛
行
於
蘇
州
的
白
玉
雕
刻
也
�

是
硏
究
的
主
題
之
一
。
爲
了
硏
究
這
一
問
題
，
文
物
�

館
搜
集
和
展
出
了
不
少
晚
明
至
淸
中
葉
的
白
玉
雕
�

刻
，
如
玉
牌
和
玉
簪
等
，
特
别
是
帶
有
蘇
州
名
工
陸
�

子
剛
款
的
作
品
。
�

展
品
的
另
一
組
是
從
唐
至
淸
的
玉
雕
人
物
。
其
�

中
最
饒
趣
味
的
是
從
南
宋
開
始
盛
行
的
「
擎
荷
娃
�

娃
」
一
類
的
玉
刻
。
�

古
玉
部
份
(
古
玉
即
「
三
代
兩
漢
」
時
的
玉
器
)
�

展
品
以
璧
環
類
爲
大
宗
。
其
他
古
玉
種
類
較
少
，
但
�

也
有
若
干
重
要
器
物
，
例
如
商
代
的
跪
坐
人
像
和
戰
�

國
時
代
的
玉
瓏
等
。
展
品
中
還
有
少
數
倣
古
和
摹
古
�

的
玉
器
，
作
爲
辨
偽
硏
究
的
參
考
資
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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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白
玉
張
騫
乘
槎
雕
刻
　
清
　
康
熙
晚
期
—
�

乾
隆
初
　
澄
齋
借
出
�

②
白
玉
三
兒
洗
　
外
壁
刻
乾
隆
「
御
製
荷
花
�

詩

」

(

後

刻

)

　

晚

明
�

周
才
欣
、
周
才
良
先
生
借
出
�

③
白
玉
灰
化
跪
坐
人
像
　
商
�

北
山
堂
借
出
�

④
淺
青
玉
灰
化
虎
形
佩
、
青
玉
蟬
形
佩
　
西
�

周
早
期
　
莊
貴
侖
先
生
借
出
�

⑤
白
玉
璊
斑
卧
羊
　
東
漢
或
稍
晚
�

朱
家
祥
先
生
借
出
�

⑥
白
玉
褐
斑
卧
馬
　
唐
或
稍
後
�

邵
維
錫
先
生
借
出
�

⑦
白
玉
紅
泌
花
尊
　
宋
、
元
�

麥
雅
理
先
生
借
出
�

⑧
淺
青
玉
褐
斑
辟
邪
　
六
朝
�

鄭
德
坤
敎
授
夫
人
借
出
�

⑨
白
玉
端
獸
飾
件
　
(
宣
德
御
用
監
款
)
　
明
�

陳
玉
階
先
生
借
出
�

⑩
白
玉
花
十
二
種
　
宋
至
明
�

知
柔
齋
借
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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