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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
合
書
院
前
任
院
長
紀
念
肯
像
揭
幕
 

聯
合
書
院
校
董
會
鑒
於
前
任
院
長
鄭
棟
材
先
生
 

在
一
九
六
三
年
一
月
至
一
九
七
七
年
二
月
任
職
期
 

間
，
日
長
歲
久
，
成
績
斐
然
，
特
贈
送
鄭
氏
油
畫
肖
 

像
予
該
書
院
，
以
資
紀
念
。
 

揭
幕
儀
式
於
一
九
七
九
年
五
月
二
十
五
日
在
聯
 

合
書
院
會
議
室
舉
行
。
鄭
棟
材
先
生
應
邀
主
持
本
人
 

肖
像
揭
幕
禮
，
校
董
會
主
席
胡
百
全
博
士
致
辭
惜
别
。
 

今
後
，
該
宵
像
將
長
期
在
聯
合
書
院
會
議
室
陳
列
。
 

出
席
揭
幕
儀
式
的
，
還
有
校
董
會
副
主
席
邵
逸
 

夫
爵
士
、
聯
合
書
院
院
長
薛
壽
生
敎
授
、
以
及
校
董
 

會
各
委
員
。
 

鄭
棟
材
先
生
現
爲
本
校
敎
育
學
院
院
長
，
一
九
 

七
七
年
三
月
至
一
九
七
九
年
二
月
任
本
校
副
校
長
；
 

出
長
聯
合
書
院
前
，
曾
任
首
席
副
華
民
政
務
司
。
 

胡
百
全
博
士
致
詞
 

鄭
先
生
、
薛
敎
授
、
各
位
校
董
：
 

本
人
今
天
能
代
表
校
董
會
向
聯
合
書
院
致
送
鄭
 

棟
材
先
生
的
油
畫
肯
像
，
感
到
十
分
高
興
。
 

各
位
都
知
道
，
鄭
先
生
自
從
一
九
六
三
年
一
月
 

起
至
一
九
七
七
年
二
月
大
學
改
組
後
出
任
副
校
長
 

止
，
一
直
是
聯
合
書
院
院
長
，
任
內
，
本
院
各
項
重
要
 

的
發
展
都
由
他
策
劃
。
一
九
六
三
年
十
月
，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成
立
，
聯
合
書
院
成
爲
其
中
一
員
。
一
九
七
 

一
年
三
月
，
本
院
的
五
所
校
舍
在
沙
田
現
址
奠
基
。
 

翌
年
一
月
，
聯
合
就
遷
到
了
現
有
的
校
園
。
 

在
鄭
院
長
的
領
導
下
，
本
院
發
展
迅
速
。
近
年
 

來
本
院
入
學
的
人
數
大
增
，
師
資
和
學
生
的
質
素
獲
 

得
提
高
，
整
個
校
園
充
滿
了
生
氣
，
正
是
聯
合
書
院
 

發
展
迅
速
的
結
果
。
同
時
，
本
院
和
本
港
社
會
的
關
 

係
也
更
趨
密
切
。
自
從
聯
合
書
院
於
一
九
六
五
年
擴
 

大
了
校
董
會
的
組
織
以
來
，
許
多
熱
心
高
等
敎
育
的
 

公
共
團
體
在
校
董
會
裏
都
有
了
席
位
。
另
一
方
面
，
 

聯
合
書
院
對
於
社
會
也
貢
獻
良
多
。
譬
如
舉
辦
工
商
 

業
管
理
訓
練
課
程
就
是
其
中
一
項
。
同
時
，
本
院
的
 

學
系
也
不
斷
增
加
。
 

鄭
先
生
在
中
大
服
務
了
十
七
年
，
成
績
卓
著
。
 

今
年
十
月
，
鄭
先
生
就
要
退
休
了
。
在
此
，
本
人
還
 

有
兩
點
需
要
補
充
：
鄭
先
生
任
聯
合
院
長
期
間
，
有
 

好
幾
個
學
期
曾
兼
任
中
文
大
學
副
校
長
。
同
時
，
鄭
 

先
生
任
敎
育
學
院
院
長
，
迄
今
已
有
六
年
。
 

雖
然
鄭
先
生
不
久
就
要
退
休
，
但
退
休
後
鄭
先
 

生
還
會
在
校
董
會
和
我
們
共
事
，
他
在
聯
合
的
建
 

樹
，
此
後
將
永
遠
受
人
懷
念
；
他
在
中
大
的
建
樹
，
 

我
相
信
大
家
也
必
定
會
永
識
不
忘
。
本
人
謹
代
表
校
 

董
會
向
聯
合
書
院
致
送
鄭
先
生
的
肖
像
。
現
在
請
鄭
 

先
生
爲
肖
像
揭
幕
。
 

(
右
起
)

鄭
棟
材
先
生
、
胡
百
全
博
士
、
邵
逸
夫
爵
 

士
、
薛
壽
生
敎
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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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國
語
文
硏
究
中
心
 

即
將
出
版
的
「
增
訂
鳥
蟲
書
滙
編
」
 

中
國
文
化
硏
究
所
於
一
九
七
九
年
一
月
成
立
 

中
國
語
文
硏
究
中
心
，
以
中
文
系
劉
殿
爵
敎
授
爲
主
 

任
。
 

宗
旨
 

中
國
語
文
硏
究
中
心
成
立
的
目
的
在
於
：
 

㈠
就
中
國
語
文
作
純
學
術
性
之
研
究
 

㈡
針
對
本
港
目
前
要
求
提
高
中
文
敎
學
水
準
之
需
 

要
，
作
一
系
列
之
研
究
，
俾
能
提
供
切
合
實
用
之
 

成
果
 硏

究
及
出
版
計
劃
 

甲
短
期
計
劃
 

㈠
與
大
學
校
外
進
修
部
協
辦
「
中
國
語
文
文
憑
課
 

程
」
 

㈡
出
版
「
中
國
語
文
研
究
」
季
刊
，
刊
佈
學
術
性
 

硏
究
及
語
文
敎
學
兩
方
面
之
論
文
 

㈢
硏
究
中
學
中
國
語
文
科
課
本
 

㈣
硏
究
小
學
國
語
科
現
行
課
本
 

㈤
編
纂
中
學
生
適
用
中
文
字
典
 

㈥
編
纂
小
學
生
適
用
中
文
字
典
 

㈦
編
印
「
中
國
語
言
學
文
獻
目
錄
」
叢
刊
 

第
一
種
爲
許
禮
平
編
「
『
中
國
語
文
』
索
引
」
 

㈧
製
作
中
學
中
國
語
文
及
文
學
科
錄
音
帶
(

與
校
 

外
進
修
部
合
作
)
 

㈨
製
作
常
用
字
詞
及
熟
語
粵
語
正
讀
錄
音
帶
(

附
 

小
册
子
)
(

與
校
外
進
修
部
合
作
)
 

㈩
出
版
常
用
漢
字
字
形
辨
正
 

十
一
編
印
中
國
語
文
研
究
叢
書
 

第
一
種
爲
「
增
訂
鳥
蟲
書
匯
編
」
 

乙
長
期
計
劃
 

㈠
研
究
香
港
中
小
學
中
國
語
文
敎
材
及
敎
學
法
 

㈡
硏
究
漢
語
語
法
 

甲
古
代
漢
語
 

乙
現
代
漢
語
 

丙
廣
州
話
與
普
通
話
語
法
比
較
 

丁
廣
州
話
與
英
語
語
法
比
較
 

㈢
編
纂
一
般
讀
者
適
用
之
常
用
字
詞
典
 

㈣
編
纂
公
元
前
二
、
三
世
紀
古
漢
語
字
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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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訪• 

授 敎 爵 殿 劉 

劉
殿
爵
敎
授
生
於
一
九
二
一
年
，
在
香
港
大
學
 

修
中
文
，
一
九
四
六
年
赴
格
拉
斯
高
大
學
深
造
，
攻
 

讀
哲
學
。
自
一
九
五
〇
年
起
，
即
在
倫
敦
亞
洲
及
非
 

洲
硏
究
學
院
敎
授
中
國
哲
學
。
一
九
六
五
年
獲
聘
爲
 

倫
敎
大
學
中
國
哲
學
敎
授
，
一
九
七
〇
年
升
爲
中
文
 

講
座
敎
授
。
 

劉
敎
授
曾
經
出
版
「
老
子
」
、
「
孟
子
」
及
「
論
 

語
」
的
新
譯
本
，
並
計
劃
翻
譯
「
大
學
」
與
「
中
庸
」
 

合
成
「
四
書
」
英
譯
本
出
版
。
所
編
「
魯
迅
小
說
集
：
 

詞
彙
」
已
於
最
近
出
版
。
 

一
九
七
五
年
中
文
大
學
鑒
於
其
在
海
外
不
斷
努
 

力
推
進
中
國
文
化
，
成
績
斐
然
，
特
别
頒
授
榮
譽
法
 

學
博
士
學
位
予
劉
殿
爵
敎
授
。
 

劉
敎
授
於
一
九
七
八
—
七
九
年
度
應
邀
前
來
中
 

文
大
學
任
敎
，
擔
任
中
國
語
言
及
文
學
系
敎
授
，
並
 

負
責
籌
創
中
國
語
文
硏
究
中
心
。
 

問
：
我
們
知
道
你
很
關
心
香
港
的
粤
音
問
題
，
對
目
 

前
書
面
語
讀
音
的
混
亂
情
况
深
以
爲
憂
，
請
問
這
 

混
亂
的
根
源
在
那
裡
？
 

答
：
中
國
字
的
讀
書
音
向
來
都
很
穩
定
，
因
爲
中
國
 

人
讀
的
都
是
同
一
的
課
本
—
經
書
，
讀
音
也
都
以
 

中
古
韻
書
的
切
音
爲
依
歸
。
老
師
敎
學
生
，
口
耳
 

相
傳
，
不
會
錯
到
那
裡
去
。
辛
亥
革
命
以
後
，
新
 

式
學
校
興
起
，
代
替
了
舊
式
私
塾
，
以
方
言
爲
敎
 

學
語
音
的
地
區
的
讀
音
敎
學
，
便
出
現
了
問
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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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前
香
港
的
讀
音
混
亂
根
源
，
不
客
氣
說
一
句
，
 

是
來
自
敎
室
的
敎
學
。
許
多
敎
師
本
身
，
旣
不
能
 

讀
出
正
確
的
字
音
，
又
懶
得
去
翻
查
字
典
韻
書
，
 

那
就
很
容
易
敎
錯
學
生
。
此
外
，
傳
播
媒
介
也
要
 

負
相
當
大
的
責
任
。
播
音
員
往
往
不
明
白
口
語
和
 

讀
書
音
的
區
別
，
或
者
只
懂
得
一
字
一
音
。
例
如
 

玩
耍
的
玩
字
，
口
語
應
該
讀
「
環
」
音
而
不
是
 

「
換
」
音
。
我
在
電
視
劇
聽
見
過
有
人
讀
「
玩
 

(
換
)

耍
」
。
類
似
的
例
子
，
不
勝
枚
舉
。
 

問
：
目
前
這
種
讀
音
混
亂
的
情
形
發
展
下
去
，
有
甚
 

麼
不
良
的
後
果
？
 

答
：
最
大
的
惡
果
是
妨
礙
溝
通
。
而
且
任
何
方
言
都
 

有
它
一
定
的
特
質
和
演
變
規
律
。
方
言
和
方
言
之
 

間
也
有
一
定
的
對
應
規
律
。
如
果
粤
語
讀
音
混
亂
，
 

不
止
會
擾
亂
本
身
的
語
音
規
律
，
在
學
習
普
通
話
 

或
其
他
方
言
時
也
會
引
起
困
難
。
 

問
：
現
在
有
許
多
字
的
讀
音
都
和
以
前
不
同
，
這
不
 

是
語
音
演
變
的
正
常
現
象
嗎
？
 

答
：
目
前
香
港
的
情
况
，
不
是
語
音
的
演
變
，
而
是
 

一
片
混
亂
，
因
爲
這
些
轉
變
都
是
毫
無
規
律
可
尋
 

的
，
只
是
各
人
隨
意
亂
讀
。
 

問
：
那
麼
要
矯
正
這
混
亂
情
况
，
應
該
採
用
什
麼
方
 

法
？
 

答
：
如
果
要
矯
正
混
亂
的
讀
音
情
况
，
與
其
尋
一
套
 

新
的
規
律
來
將
讀
音
規
範
化
，
倒
不
如
恢
復
以
前
 

的
正
確
讀
法
；
正
確
讀
法
是
要
在
韻
書
上
找
根
 

據
，
口
語
是
不
能
脫
離
書
面
語
而
談
規
範
化
的
。
 

問
：
對
於
語
音
上
的
「
撥
亂
反
正
」
，
中
國
語
文
研
 

究
中
心
可
有
什
麼
具
體
的
計
劃
？
 

答
：
硏
究
中
心
很
希
望
能
夠
爲
粤
語
讀
音
規
範
化
略
 

盡
棉
力
。
中
心
現
正
着
手
編
纂
「
粤
音
字
彙
」
，
 

以
宋
朝
的
「
廣
韻
」
和
「
集
韻
」
、
唐
朝
陸
德
明
 

的
「
經
典
釋
文
」
爲
根
據
，
並
參
考
黃
錫
凌
的
 

「
粵
音
韻
彙
」
之
類
的
書
，
標
出
字
的
正
確
讀
 

音
。
 

此
外
，
中
心
又
打
算
與
本
校
的
校
外
進
修
部
合
 

作
，
出
版
唐
詩
三
百
首
等
書
的
粤
語
錄
音
帶
，
作
 

爲
正
音
的
典
範
。
 

問
：
你
剛
才
談
論
的
是
粤
音
問
題
。
粤
語
只
是
一
種
 

方
言
，
究
竟
方
言
在
語
言
文
化
上
應
佔
什
麼
地
位
？
 

答
：
從
文
化
的
觀
點
看
，
我
們
應
該
重
視
方
言
，
保
 

存
方
言
。
因
爲
許
多
方
言
的
文
化
歷
史
比
國
語
或
 

普
通
話
長
得
多
。
這
些
方
言
的
背
後
，
都
有
一
套
 

很
有
價
値
的
文
化
傳
統
，
一
旦
抹
殺
了
，
就
很
可
 

惜
。
現
在
世
界
上
有
一
種
趨
勢
，
就
是
方
言
鄕
音
 

逐
漸
抬
頭
。
拿
英
國
廣
播
界
來
說
，
三
十
年
前
如
 

果
你
發
音
不
標
準
休
想
打
得
進
去
，
但
近
年
來
，
 

情
形
已
有
改
變
，
如
果
要
進
入
廣
播
界
，
說
英
語
 

帶
點
鄉
音
也
不
成
問
題
了
。
 

不
過
，
如
果
從
政
治
的
觀
點
看
，
則
必
然
會
主
 

張
語
言
文
字
統
一
，
務
求
眨
低
方
言
的
地
位
。
如
 

果
中
國
沒
有
統
一
的
文
字
—
漢
字
，
恐
怕
早
就
跟
 

歐
洲
一
樣
，
分
裂
成
爲
很
多
小
國
了
。
所
以
語
言
 

文
字
統
一
，
實
在
有
利
於
國
家
的
統
一
。
 

問
：
作
爲
一
個
文
化
人
，
那
你
是
不
是
比
較
傾
向
於
 

用
文
化
觀
點
看
方
言
？
 

答
：
在
不
妨
礙
全
國
語
言
統
一
的
前
提
下
，
我
認
爲
 

方
言
和
地
方
性
文
化
是
應
該
盡
量
保
存
的
。
 

問
：
但
是
撇
開
文
化
政
治
不
談
，
語
言
的
功
用
在
於
 

溝
通
，
如
果
各
地
都
用
方
言
而
放
棄
普
通
話
，
豈
 

不
把
溝
通
的
範
圍
縮
小
，
限
制
了
語
言
的
功
用
？
 

答
：
溝
通
可
以
從
兩
個
層
面
上
講
，
如
果
說
日
常
生
 

活
應
對
，
只
要
學
點
普
通
話
就
可
以
了
，
這
是
有
 

限
度
的
溝
通
；
但
如
果
要
徹
底
溝
通
，
則
雙
方
都
 

要
對
所
用
的
語
言
極
爲
精
通
。
可
是
在
一
般
人
用
 

起
來
，
普
通
話
能
不
能
像
方
言
那
樣
表
達
精
密
的
 

思
想
，
卻
是
實
際
問
題
。
以
方
言
爲
母
語
的
人
，
 

如
果
要
說
另
一
方
言
或
以
某
種
方
言
爲
基
礎
的
普
 

通
話
，
運
用
自
如
的
範
圍
總
是
有
限
的
，
必
不
能
 

超
出
其
經
驗
中
所
接
觸
的
範
圍
。
 

問
：
我
們
應
該
怎
樣
去
了
解
母
語
？
 

答
：
一
個
人
一
生
之
中
，
最
初
幾
年
所
學
所
說
的
語
 

言
，
雖
說
是
這
個
人
的
母
語
，
但
如
果
不
在
同
樣
 

的
語
言
環
境
裏
持
續
下
去
，
這
仍
不
能
算
是
母
語
。
 

熟
諳
雙
語
的
人
，
生
活
的
社
會
也
必
定
是
雙
語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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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
殿
爵
敎
授
譯
作
 

舉
個
例
說
，
在
倫
敦
：
意
大
利
人
相
當
團
結
，
他
 

們
有
自
己
的
文
化
活
動
，
於
是
也
能
造
成
很
自
然
 

的
語
言
環
境
，
因
此
第
二
代
的
意
大
利
人
除
了
能
 

說
英
語
外
，
也
還
能
說
意
語
，
可
是
第
三
代
的
意
 

大
利
人
則
變
成
只
會
聽
意
語
而
不
會
講
了
。
至
於
 

在
英
國
的
中
國
人
，
第
一
代
多
數
敎
育
水
平
較
低
，
 

而
在
英
國
長
大
和
受
敎
育
的
第
二
代
，
雖
然
年
幼
 

時
在
家
裏
說
某
種
中
國
方
言
，
但
以
後
因
進
入
另
 

一
個
語
言
環
境
，
反
而
在
家
中
與
父
母
沒
有
共
同
 

的
興
趣
或
話
題
，
更
談
不
上
任
何
有
系
統
的
文
化
 

活
動
，
所
以
大
多
數
都
只
懂
英
語
，
對
本
身
的
方
 

言
已
只
會
聽
不
會
講
了
。
 

問
：
你
對
於
目
前
香
港
敎
育
界
人
士
提
倡
「
以
母
語
 

爲
授
課
語
言
」
，
有
什
麼
意
見
？
 

答
：
我
認
爲
不
管
採
用
什
麼
語
文
的
課
本
，
授
課
語
 

言
應
該
用
學
生
通
曉
的
語
言
，
否
則
就
會
限
制
了
 

學
生
的
了
解
、
思
考
、
表
達
能
力
。
香
港
學
生
通
 

曉
的
語
言
一
般
是
粤
語
，
所
以
說
用
「
母
語
授
課
」
 

就
應
該
是
指
用
粵
語
授
課
。
目
前
以
粤
語
爲
母
語
 

的
學
生
學
習
時
遇
到
了
很
多
困
難
。
例
如
學
生
用
 

的
是
英
文
課
本
，
老
師
講
解
用
的
是
英
語
或
粤
語
，
 

他
們
用
粤
語
思
考
，
但
却
不
可
能
用
粤
語
作
書
面
 

的
表
達
，
加
上
受
了
語
文
程
度
的
限
制
，
又
無
法
 

運
用
通
暢
的
語
體
文
或
英
文
充
分
表
達
自
己
的
意
 

思
。
不
過
這
個
難
題
，
在
社
會
沒
法
提
供
一
個
單
 

語
的
環
境
前
是
不
容
易
解
決
的
。
 

問
：
可
是
現
在
大
家
都
認
爲
香
港
的
中
英
語
文
程
度
 

日
漸
低
落
，
請
問
你
可
以
談
談
學
習
中
國
語
文
的
 

方
法
嗎
？
 

答
：
以
前
廣
東
人
學
寫
文
言
文
是
學
習
跟
口
語
結
構
 

不
同
的
一
種
書
面
語
，
現
在
寫
語
體
文
，
我
們
同
 

樣
也
要
學
習
一
種
非
廣
東
口
語
的
書
面
語
，
因
爲
 

語
體
文
大
體
上
是
北
方
語
言
，
學
文
言
文
有
範
文
，
 

要
熟
讀
範
文
才
能
掌
握
文
法
、
詞
彙
等
特
徵
。
可
 

是
優
秀
的
白
話
文
範
文
卻
不
多
見
，
而
且
從
三
十
 

年
代
到
七
十
年
代
，
白
話
文
本
身
也
在
不
斷
地
演
 

變
着
，
三
十
年
代
的
名
作
，
今
天
看
起
來
，
我
們
 

可
能
覺
得
並
不
合
乎
我
們
的
語
言
規
律
。
加
上
我
 

們
寫
語
體
文
，
必
須
把
粤
語
逐
句
翻
譯
成
普
通
話
，
 

翻
譯
時
就
會
出
現
偏
差
，
譯
得
不
好
，
原
來
構
想
 

時
許
多
精
密
的
地
方
便
無
法
表
達
，
所
以
語
體
文
 

並
不
容
易
學
。
文
言
對
於
語
體
文
寫
作
有
一
定
的
 

幫
助
。
如
果
多
讀
些
文
言
文
，
有
時
可
借
用
些
文
 

言
文
的
詞
彙
；
同
時
，
熟
識
文
言
文
句
法
結
構
，
 

往
往
也
能
用
來
避
免
一
些
累
贅
的
語
體
文
結
構
。
 

我
認
爲
翻
譯
有
助
於
語
體
文
的
學
習
。
通
常
我
 

們
說
翻
譯
，
只
限
於
兩
種
語
文
之
間
的
翻
譯
，
但
 

我
現
在
所
說
的
翻
譯
是
指
把
文
言
文
翻
譯
爲
語
體
 

文
。
文
言
與
語
體
文
的
距
離
很
大
，
翻
譯
時
不
但
 

要
忠
於
原
意
，
而
且
要
寫
出
通
順
的
語
體
文
。
如
 

果
有
了
這
樣
的
翻
譯
基
礎
，
就
不
會
出
現
那
些
違
 

反
中
國
語
法
的
歐
化
語
法
等
毛
病
。
外
國
許
多
有
 

名
作
家
都
通
拉
丁
文
，
受
過
嚴
格
訓
練
，
能
把
拉
 

丁
文
翻
譯
成
準
確
通
順
的
英
文
。
總
括
來
說
，
深
 

厚
健
全
的
翻
譯
傳
統
，
有
助
於
語
文
本
身
的
發
展
 

和
寫
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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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
但
是
中
國
很
早
已
經
翻
譯
佛
經
了
。
 

答
：
以
佛
經
作
爲
翻
譯
的
開
端
，
一
點
也
不
適
宜
，
 

因
爲
佛
經
裡
的
話
是
佛
說
的
，
所
以
翻
譯
時
要
求
 

完
全
貼
合
原
文
，
所
以
多
是
硬
譯
，
難
免
違
背
中
 

國
語
文
的
語
法
精
神
。
從
這
方
面
來
說
，
佛
經
的
 

翻
譯
並
不
成
功
，
而
中
國
也
未
能
就
此
建
立
起
優
 

良
的
翻
譯
傳
統
。
 

此
外
，
印
度
人
很
早
便
對
語
法
有
湛
深
的
研
究
，
 

如
果
中
國
在
介
紹
佛
法
的
同
時
，
能
向
印
度
人
學
 

習
語
法
這
一
門
學
問
，
就
不
必
等
到
十
九
世
紀
才
 

有
第
一
本
語
法
書
出
現
，
而
今
日
的
語
文
敎
學
也
 

不
會
這
樣
落
後
了
。
 

問
：
聽
說
你
想
編
一
本
古
代
漢
語
英
譯
的
字
典
，
是
 

嗎
？
 

答
：
是
的
。
我
認
爲
字
典
的
編
纂
，
應
以
斷
代
爲
原
 

則
，
我
的
設
想
是
從
公
元
前
三
百
年
至
公
元
前
一
 

百
年
做
起
。
中
國
編
字
典
的
傳
統
有
兩
大
缺
點
：
一
 

是
不
着
重
用
法
，
其
次
是
解
釋
字
義
的
時
候
，
不
 

用
定
義
，
而
用
同
義
字
。
中
國
最
早
的
字
典
是
「
爾
 

雅
」
，
但
這
只
是
將
古
書
的
注
釋
收
集
起
來
，
解
 

釋
時
是
用
「
a

、
b

也
」
這
一
形
式
，
對
於
意
義
 

完
全
不
加
區
別
。
這
其
實
是
中
國
人
思
想
上
的
特
 

色
，
就
是
只
看
相
同
之
處
，
不
看
歧
異
之
處
，
所
 

以
我
們
有
很
多
像
「
殊
途
同
歸
」
、
「
三
敎
同
源
」
 

等
成
語
。
 

我
認
爲
先
要
把
上
面
所
說
的
二
百
年
內
的
古
書
 

全
部
輸
入
電
腦
，
以
便
用
電
腦
把
這
些
資
料
加
以
 

整
理
。
現
在
的
字
典
把
每
一
字
，
分
爲
若
干
個
意
 

義
來
解
釋
，
但
這
只
是
把
古
書
的
注
釋
全
部
放
進
 

去
，
並
列
爲
不
同
的
意
義
。
現
在
要
編
字
典
，
便
 

必
須
把
這
些
材
料
加
以
整
理
後
歸
併
爲
較
少
的
若
 

干
意
義
，
因
爲
其
中
有
些
意
義
是
雷
同
的
。
此
外
，
 

在
每
字
每
義
之
後
須
要
列
舉
例
句
，
說
明
用
法
。
 

問
：
隨
着
時
代
的
變
遷
，
社
會
組
織
改
變
，
中
國
古
 

代
思
想
是
否
仍
適
用
於
今
天
的
社
會
？
 

答
：
任
何
思
想
，
尤
其
是
道
德
思
想
，
基
本
的
和
抽
 

象
的
原
則
不
會
太
受
時
代
變
遷
的
影
響
；
原
則
越
 

抽
象
越
有
一
般
性
，
則
越
能
持
久
，
例
如
說
不
要
 

損
人
利
己
這
原
則
，
在
什
麼
時
候
都
適
用
。
但
是
 

越
上
層
的
道
德
規
則
，
則
與
當
代
社
會
的
關
係
 

越
密
切
，
社
會
時
代
一
變
，
往
往
就
要
修
改
。
例
 

如
說
以
前
或
在
某
些
社
會
戴
帽
子
才
算
有
禮
貌
，
 

但
今
日
戴
帽
的
人
絕
無
僅
有
，
這
種
禮
節
便
不
 

再
適
用
。
 

儒
家
所
說
的
禮
是
條
文
、
具
文
。
義
是
原
則
，
 

兩
者
之
間
的
關
係
很
値
得
我
們
深
思
。
任
何
一
種
 

抽
象
的
原
則
本
身
無
法
起
作
用
，
要
起
作
用
，
一
 

定
要
通
過
條
文
。
但
因
爲
條
文
是
具
體
的
，
所
以
 

有
局
限
性
。
兩
者
的
關
係
是
辯
証
的
關
係
：
條
文
 

表
現
原
則
的
精
神
，
但
時
代
一
變
，
就
要
按
照
精
 

神
來
修
改
條
文
。
所
以
我
們
要
繼
承
精
神
，
不
能
 

繼
承
條
文
。
 

問
：
儒
家
的
道
德
思
想
是
不
是
也
有
些
不
合
理
的
地
 

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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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
儒
家
對
道
德
的
看
法
，
基
本
上
是
正
確
的
。
「
論
 

語
」
中
不
合
情
理
的
地
方
很
少
，
所
以
才
能
夠
世
 

代
相
傳
；
那
些
不
合
情
理
的
成
分
，
主
要
是
後
人
 

加
進
去
的
，
並
不
見
於
孔
孟
的
原
始
儒
家
的
典
籍
。
 

儒
家
思
想
一
代
一
代
的
受
盡
歪
曲
，
歷
朝
皇
帝
 

爲
了
鞏
固
權
力
，
一
定
要
控
制
當
時
最
受
重
視
的
 

流
行
思
想
。
儒
家
在
傳
統
中
佔
重
要
的
地
位
，
所
 

以
受
權
勢
的
壓
力
最
大
，
吃
權
勢
的
虧
最
多
。
許
 

多
中
國
傳
統
的
知
識
分
子
不
能
堅
守
原
則
，
經
不
 

起
統
治
權
力
的
威
迫
利
誘
，
往
往
把
合
理
的
道
理
 

歪
曲
了
去
迎
合
權
勢
。
例
如
，
皇
帝
要
求
愚
忠
，
 

而
愚
忠
最
現
成
的
根
據
是
愚
孝
，
於
是
造
出
很
多
 

愚
孝
的
故
事
來
，
這
就
把
孝
道
歪
曲
了
。
 

又
例
如
，
一
千
多
年
來
，
婦
女
談
貞
節
，
寧
死
 

不
再
嫁
，
這
是
否
原
始
儒
家
的
意
思
呢
？
我
們
從
 

「
白
虎
通
」
裡
轉
引
曾
子
的
一
句
話
，
就
可
看
出
 

不
是
，
曾
子
的
話
是
：
「
絕
交
令
可
友
；
棄
妻
令
 

可
嫁
。
」
意
思
是
如
果
與
妻
子
離
婚
，
要
拿
些
無
 

關
重
要
的
事
來
作
理
由
，
不
要
令
到
她
不
能
再
嫁
，
 

可
見
在
「
白
虎
通
」
所
引
的
書
，
甚
至
在
曾
子
的
 

時
代
，
女
子
是
可
以
再
嫁
的
。
 

我
們
現
在
還
可
以
隨
時
看
到
受
歪
曲
了
的
儒
家
 

思
想
，
例
如
說
，
皇
帝
、
父
親
、
老
師
的
話
是
不
 

會
錯
的
，
他
們
有
無
上
權
威
。
「
於
吾
言
，
無
所
 

不
悦
」
是
孔
子
用
來
批
評
顏
淵
的
話
，
但
這
種
理
 

論
是
不
利
於
統
治
者
的
，
所
以
只
要
社
會
上
有
統
 

治
者
，
就
一
定
要
代
之
以
於
他
們
有
利
的
理
論
。
 

後
人
怎
樣
一
代
一
代
歪
曲
原
始
儒
家
的
思
想
是
 

很
値
得
硏
究
的
課
題
，
可
惜
到
目
前
還
沒
有
人
去
 

做
這
研
究
。
 

問
：
在
原
始
儒
家
思
想
裡
面
，
有
關
性
與
天
道
的
問
 

題
，
「
論
語
」
很
少
談
論
到
，
但
爲
什
麼
在
「
孟
 

子
」
却
是
重
要
的
課
題
？
 

答
：
孔
子
說
道
德
也
說
天
命
(

上
天
命
令
你
做
的
就
 

是
天
命
)

；
關
於
性
，
孔
子
只
說
過
一
句
「
性
相
 

近
，
習
相
遠
」
，
但
這
句
話
並
未
點
出
人
性
。
在
 

孔
子
、
墨
子
、
老
子
的
時
代
，
人
性
並
未
成
爲
熱
 

門
問
題
，
所
以
很
少
討
論
，
但
到
了
孟
子
的
時
代
，
 

已
經
有
人
性
論
，
人
性
已
經
成
爲
熱
門
課
題
了
。
 

孟
子
與
告
子
討
論
人
性
，
告
子
以
人
的
慾
望
的
 

總
和
是
人
性
；
孟
子
反
對
把
人
的
慾
望
和
道
德
生
 

命
分
割
，
提
出
一
套
新
的
人
性
論
。
他
不
抹
殺
告
 

子
「
食
色
性
也
」
這
個
論
點
，
只
是
說
人
性
論
不
 

能
是
片
面
的
，
不
能
只
談
食
色
而
必
須
强
調
天
和
 

人
不
是
對
立
的
，
天
命
落
實
在
人
性
，
道
德
就
是
 

天
的
命
令
，
就
是
天
在
人
性
中
種
下
的
根
。
 

問
：
那
麼
中
國
和
西
方
的
道
德
傳
統
有
什
麼
分
別
？
 

答
：
西
方
的
道
德
哲
學
着
重
分
析
，
中
國
則
知
行
並
 

重
。
西
洋
哲
學
的
道
德
傳
統
的
不
足
之
處
，
主
要
 

是
因
爲
由
認
識
論
出
發
，
認
爲
最
好
能
找
到
一
種
 

事
物
的
屬
性
，
作
爲
道
德
的
基
礎
，
中
國
則
沒
有
 

這
種
看
法
，
而
只
是
用
禮
義
的
規
範
來
表
現
道
德
。
 

問
：
對
於
現
代
的
功
利
社
會
，
道
家
思
想
是
不
是
一
 

服
有
效
的
淸
涼
劑
？
 

答
：
老
子
思
想
的
重
點
在
於
存
眞
去
僞
，
存
自
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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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
虛
矯
。
不
過
如
果
針
對
現
代
的
社
會
，
用
「
少
 

私
寡
愁
」
和
「
知
足
」
的
主
張
更
爲
直
接
。
人
類
 

不
斷
追
求
物
質
以
滿
足
慾
望
，
現
在
的
社
會
變
成
 

這
樣
功
利
，
就
是
這
種
不
知
止
境
的
愁
望
作
祟
。
 

一
般
人
說
要
滿
足
最
低
限
度
的
生
活
要
求
，
但
什
 

麼
才
是
「
最
低
限
度
」
呢
？
今
天
我
們
見
到
的
是
，
 

在
日
常
生
活
中
所
謂
必
需
品
不
斷
增
加
。
舉
個
例
 

說
，
以
前
的
人
有
一
座
黑
白
電
視
機
已
經
很
滿
足
，
 

後
來
變
爲
彩
色
，
現
在
彩
色
電
視
也
不
夠
，
要
有
 

一
座
錄
影
機
。
所
謂
慾
壑
難
塡
，
唯
一
的
解
決
辦
 

法
就
是
「
寡
慾
」
「
知
足
」
。
 

問
：
老
子
和
莊
子
雖
然
同
是
道
家
人
物
，
二
人
的
思
 

想
是
否
也
有
很
大
分
別
？
 

答
：
老
子
着
重
的
是
實
際
做
人
：
「
要
做
人
怎
樣
做
 

才
好
」
，
他
絕
對
不
談
生
死
問
題
。
莊
子
所
關
心
 

的
卻
是
：
人
生
來
就
要
死
，
但
人
都
怕
死
，
那
麼
 

如
何
消
除
這
恐
懼
，
能
做
到
這
一
點
，
便
是
所
謂
 

「
如
解
倒
懸
」
了
。
 

莊
子
的
思
想
和
佛
家
的
思
想
似
之
處
，
不
 

過
佛
家
相
信
輪
廻
，
所
以
多
出
一
重
困
難
。
雖
然
 

莊
子
的
寓
言
也
有
類
似
輪
廻
的
思
想
，
例
如
他
 

說
：
「
若
人
之
形
者
，
萬
化
而
未
始
有
極
也
。
」
 

但
他
是
否
相
信
輪
廻
則
很
難
確
定
。
佛
到
莊
子
中
 

間
有
二
百
年
，
所
以
他
受
佛
家
的
影
響
也
不
是
絕
 

對
無
可
能
的
。
 

此
外
，
莊
子
對
許
多
哲
理
性
的
問
題
都
很
有
興
 

趣
和
見
地
。
例
如
語
言
和
意
義
的
關
係
等
，
可
惜
 

今
本
「
莊
子
」
實
在
太
殘
缺
，
所
以
要
研
究
，
恐
 

怕
現
在
還
不
是
時
機
。
近
年
發
現
了
兩
本
西
漢
的
 

「
老
子
」
，
如
果
能
夠
發
現
一
本
較
早
的
「
莊
 

子
」
，
相
信
對
莊
子
的
硏
究
會
有
很
大
的
幫
助
。
 

問
：
你
現
在
是
不
是
在
整
理
先
秦
的
思
想
史
？
 

答
：
中
國
古
代
哲
學
典
籍
中
，
看
起
來
眞
正
沒
有
問
 

題
的
不
多
，
「
論
語
」
、
「
孟
子
」
大
槪
不
成
問
題
，
 

「
老
子
」
可
否
代
表
一
家
的
思
想
，
很
難
確
定
，
 

「
莊
子
」
則
太
殘
缺
，
所
以
我
硏
究
先
秦
思
想
並
 

不
以
一
家
一
派
的
思
想
學
說
爲
對
象
，
而
是
從
不
 

是
專
講
一
家
思
想
的
「
呂
氏
春
秋
」
(

後
序
寫
於
 

公
元
前
二
三
九
年
)

和
「
淮
南
子
」
(

公
元
前
一
 

四
�

年
左
右
)

去
了
解
百
多
年
間
中
國
的
思
想
發
 

展
。
因
爲
兩
書
都
是
集
大
成
之
作
，
可
以
得
到
較
 

全
面
的
認
識
。
我
認
爲
把
公
元
前
三
世
紀
中
葉
中
 

國
思
想
一
些
基
本
槪
念
抽
出
來
加
以
理
解
，
然
後
 

才
可
以
了
解
當
時
的
宇
宙
觀
、
人
生
觀
。
 

問
：
依
你
看
，
中
國
古
代
思
想
在
一
些
槪
念
上
是
不
 

是
和
西
方
有
基
本
上
不
同
之
處
？
 

答
：
是
。
這
種
槪
念
上
的
不
同
，
可
以
用
一
個
例
來
 

說
明
。
西
洋
科
學
的
發
展
基
於
利
用
機
械
因
果
槪
 

念
去
說
明
自
然
現
象
，
這
槪
念
一
直
到
二
十
世
紀
 

初
愛
因
斯
坦
後
才
改
變
。
對
於
西
方
用
因
果
槪
念
 

去
解
釋
的
東
西
，
古
代
中
國
人
不
止
用
一
種
槪
念
 

來
解
釋
，
其
中
一
種
就
是
感
應
。
例
如
荀
子
說
：
 

「
林
木
茂
而
斧
斤
至
焉
；
樹
成
蔭
而
衆
鳥
息
焉
；
 

醯
酸
而
蜹
聚
焉
。
」
就
是
這
個
意
思
。
另
一
種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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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
類
相
召
」
的
槪
念
，
例
如
荀
子
又
說
：
「
馬
 

鳴
而
馬
應
之
」
，
這
是
因
爲
「
善
其
言
而
類
焉
者
 

應
矣
。
」
中
國
人
從
這
出
發
點
追
問
：
爲
什
麼
同
 

類
的
才
會
相
應
呢
，
從
而
再
進
一
步
推
廣
來
解
釋
 

其
他
範
圍
的
現
象
。
 

問
：
這
項
研
究
你
已
經
做
了
多
久
呢
？
 

答
：
我
是
先
研
究
「
淮
南
子
」
的
，
做
了
約
十
年
，
 

現
在
研
究
「
呂
氏
春
秋
」
，
進
度
較
快
，
希
望
一
 

兩
年
後
可
以
做
出
一
些
結
果
來
。
 

問
：
除
了
哲
學
，
你
對
翻
譯
的
興
趣
也
很
濃
厚
，
是
 

嗎
？
 

答
：
我
在
外
國
敎
中
文
，
用
的
方
法
就
是
在
課
堂
上
 

即
席
翻
譯
，
也
就
是
說
用
的
仍
是
學
拉
丁
文
、
希
 

臘
文
時
翻
譯
成
英
文
的
古
老
傳
統
方
法
。
這
對
老
 

師
和
學
生
都
是
很
好
的
訓
練
，
要
練
到
一
聽
就
知
 

道
對
不
對
，
是
不
是
忠
於
原
文
，
說
的
是
否
眞
正
 

通
順
的
英
文
。
 

我
的
興
趣
主
要
在
古
書
的
翻
譯
。
可
能
因
爲
我
 

受
過
哲
學
的
訓
練
，
我
要
求
文
章
在
語
法
上
淸
楚
 

明
白
，
所
以
翻
譯
「
論
語
」
「
孟
子
」
時
，
對
原
 

文
文
法
比
較
注
意
。
此
外
，
又
特
別
注
意
一
句
話
 

在
表
面
意
義
之
外
沒
有
表
達
出
來
的
隱
含
意
思
—
 

即
言
下
之
意
。
如
果
不
明
白
背
後
的
意
義
，
便
不
 

能
翻
譯
得
成
功
。
例
如
「
古
之
學
者
爲
己
，
今
之
 

學
者
爲
人
」
一
句
，
照
表
面
意
義
譯
，
很
容
易
引
 

起
外
國
讀
者
的
誤
解
，
以
爲
古
人
太
自
私
，
必
須
 

把
眞
正
的
意
義
譯
出
來
，
譯
成
M
e
n
 o
f

 a
n
t
i
q
u
i
t
y
 

s
t
u
d
i
e
d
 t
o

 i
m
p
r
o
v
e

 t
h
e
m
s
e
l
v
e
s
;

 m
e
n

 t
o
d
a
y
 

s
t
u
d
y

 t
o
 i
m
p
r
e
s
s
 o
t
h
e
r
s

才
不
會
有
誤
解
。
 

問
：
翻
譯
最
困
難
的
地
方
在
那
裡
？
翻
譯
文
學
作
品
 

與
思
想
性
文
章
有
什
麼
顯
著
的
不
同
？
 

答
：
翻
譯
時
，
我
們
要
知
道
一
個
字
的
基
本
意
義
在
 

那
裡
，
引
申
意
義
又
在
那
裡
；
如
果
在
一
句
中
，
 

用
的
是
引
申
意
義
；
譯
出
來
的
英
文
字
，
即
使
與
 

中
文
字
在
句
子
中
的
意
義
相
同
，
但
如
果
基
本
意
 

義
不
同
，
還
不
能
算
妥
善
的
翻
譯
，
仍
然
要
另
找
 

一
個
在
基
本
意
義
上
也
貼
切
的
字
。
這
是
翻
譯
最
 

困
難
的
地
方
。
 

我
從
前
翻
譯
的
都
是
思
想
性
的
古
代
典
籍
，
近
 

幾
年
才
對
詩
詞
翻
譯
發
生
興
趣
。
我
以
爲
譯
文
學
 

作
品
要
譯
出
作
者
文
字
美
妙
的
地
方
；
譯
思
想
性
 

的
文
章
，
則
要
絲
毫
不
能
歪
曲
原
文
的
思
想
，
要
 

顧
及
言
下
之
意
。
 

問
：
最
後
，
請
問
翻
譯
是
可
以
傳
授
的
嗎
？
 

答
：
敎
授
翻
譯
的
公
式
是
可
以
的
，
但
公
式
對
實
際
 

翻
譯
幫
助
不
大
。
至
於
文
字
上
的
敏
感
是
磨
練
出
 

來
的
，
敎
師
只
能
從
旁
指
點
，
不
能
有
系
統
的
敎
 

授
。
 

如
果
要
將
甲
語
言
譯
成
乙
語
言
，
譯
者
必
須
能
 

夠
絕
對
理
解
甲
語
言
，
但
不
一
定
要
能
寫
得
好
，
 

對
於
乙
語
言
則
一
定
要
能
運
用
自
如
，
才
可
以
勝
 

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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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語
言
與
第
二
語
言
 

劉
殿
爵
敎
授
 

香
港
中
小
學
生
語
文
程
度
低
落
已
經
成
爲
社
會
 

人
士
所
極
端
關
注
的
問
題
，
也
是
這
次
「
香
港
語
文
 

敎
育
硏
討
會
」
召
開
的
原
因
。
我
們
都
希
望
語
文
敎
 

育
能
夠
辦
得
好
，
希
望
敎
育
出
來
的
學
生
無
論
在
講
、
 

讀
、
寫
各
方
面
都
能
如
意
地
運
用
語
言
文
字
，
而
語
 

言
文
字
在
今
日
的
香
港
社
會
，
各
位
一
定
同
意
應
該
 

包
括
中
、
英
兩
種
文
字
。
這
次
要
探
討
的
是
如
何
才
 

能
達
到
提
高
語
文
程
度
這
目
的
。
不
過
英
文
敎
學
不
 

在
我
要
討
論
的
範
圍
之
內
。
我
只
想
就
中
文
敎
學
方
 

面
提
出
一
些
個
人
的
看
法
，
希
望
可
以
作
爲
硏
討
的
 

出
發
點
。
 

(
一
)
 

最
近
在
語
文
敎
學
的
討
論
中
常
常
出
現
「
母
語
」
 

一
詞
。
一
般
來
說
，
「
母
語
」
當
然
是
一
個
人
自
己
 

本
國
的
語
言
，
但
在
語
言
敎
學
上
，
「
母
語
」
應
該
 

理
解
爲
第
一
語
言
，
是
和
第
二
語
言
相
對
而
言
的
。
 

第
一
語
言
和
第
二
語
言
的
區
別
很
重
要
，
因
爲
兩
者
 

的
敎
學
方
法
基
本
上
不
同
。
如
果
硬
把
第
二
語
言
當
 

作
第
一
語
言
看
待
，
結
果
即
使
不
完
全
失
敗
也
要
事
 

倍
功
半
。
那
麼
，
第
一
語
言
和
第
二
語
言
在
學
習
上
 

有
甚
麼
不
同
呢
？
第
一
語
言
學
習
的
特
點
可
以
就
以
 

下
各
點
分
別
來
說
。
第
一
點
、
一
個
人
生
來
就
有
學
 

語
言
的
潛
能
，
而
不
論
學
的
是
甚
麼
語
言
這
潛
能
一
 

樣
能
發
揮
，
所
以
除
了
某
種
低
能
兒
童
外
，
沒
有
學
 

不
會
語
言
的
人
。
但
這
潛
能
有
一
個
特
點
，
這
就
是
，
 

當
一
個
人
學
了
第
一
語
言
之
後
，
到
了
相
當
年
齡
就
 

要
失
去
一
部
分
適
應
性
，
這
就
是
說
，
學
了
第
一
語
 

言
之
後
，
這
語
言
的
種
種
特
性
，
無
論
在
語
音
、
語
 

法
、
語
感
各
方
面
，
一
旦
「
習
慣
成
自
然
」
，
以
後
 

再
要
學
另
一
種
特
性
不
同
的
語
言
，
就
要
經
過
長
時
 

期
的
學
習
和
適
應
。
這
往
往
要
比
學
第
一
語
言
困
難
，
 

至
於
能
否
成
功
，
或
成
功
到
甚
麼
程
度
，
那
就
要
看
 

個
人
的
語
言
天
分
了
。
第
二
點
、
第
一
語
言
一
定
是
 

從
小
就
學
習
的
，
就
是
說
從
語
言
學
習
能
力
最
初
顯
 

現
時
就
開
始
學
習
。
相
反
地
，
第
二
語
言
就
說
不
定
 

甚
麼
時
候
才
開
始
學
習
，
但
必
然
是
在
學
會
了
第
一
 

語
言
之
後
。
要
是
一
個
人
從
小
便
學
兩
種
語
言
，
他
 

兩
方
面
的
語
言
能
力
很
可
能
是
不
分
上
下
的
，
而
這
 

兩
個
語
言
就
無
所
謂
第
一
、
第
二
了
。
第
三
點
、
第
 

一
語
言
一
定
是
在
一
個
單
一
語
言
的
環
境
中
學
的
，
 

而
第
二
語
言
便
不
一
定
。
第
四
點
、
第
一
語
言
的
敎
 

與
學
都
是
不
需
憑
藉
課
本
，
不
求
有
系
統
，
不
講
究
 

敎
法
，
只
靠
在
單
一
語
言
環
境
中
的
浸
淫
就
可
以
成
 

功
的
。
 

第
二
語
言
的
學
習
不
可
能
具
備
學
習
第
一
語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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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優
越
條
件
。
第
一
、
以
上
已
經
說
過
，
學
語
言
的
 

潛
能
就
第
一
、
第
二
語
言
而
言
，
有
質
的
不
同
。
經
 

過
第
一
語
言
的
學
成
，
潛
能
已
往
固
定
的
方
向
發
展
，
 

所
以
第
二
語
言
學
起
來
必
定
要
比
第
一
語
言
費
勁
。
 

至
於
年
齡
與
環
境
的
兩
個
條
件
亦
必
不
能
同
時
具
 

備
。
在
單
一
語
言
環
境
中
學
第
二
語
言
，
經
常
接
觸
 

到
說
第
二
語
言
的
人
不
會
太
多
，
所
以
即
使
勉
强
令
 

小
孩
從
三
、
四
歲
就
開
始
學
第
二
語
言
，
效
果
也
不
 

能
與
第
一
語
言
相
比
。
至
於
爲
了
學
第
二
語
言
而
移
 

居
另
一
語
言
環
境
，
這
即
使
能
收
效
也
非
一
般
人
所
 

能
做
得
到
，
可
以
不
必
討
論
。
其
實
這
還
是
和
年
齡
 

的
因
素
分
不
開
。
到
了
相
當
年
齡
才
到
外
國
去
，
即
 

使
住
上
一
輩
子
，
外
國
語
仍
然
學
不
好
也
很
平
常
。
 

不
過
這
兩
種
情
形
都
和
我
們
所
面
對
的
實
際
情
況
大
 

不
相
同
。
我
們
的
實
際
情
況
是
兒
童
到
了
六
、
七
歲
 

才
學
第
二
語
言
而
學
習
環
境
又
是
單
語
的
。
 

第
二
語
言
的
學
習
情
況
旣
然
與
第
一
語
言
不
 

同
，
那
麼
方
法
也
需
要
相
應
地
改
變
。
首
先
、
第
二
 

語
言
的
敎
學
必
須
有
系
統
地
利
用
課
本
，
同
時
必
須
 

學
習
語
法
。
在
這
裡
特
別
須
要
注
意
的
是
，
第
一
語
 

言
的
學
習
可
以
說
是
全
憑
浸
淫
，
一
日
之
內
，
所
聽
 

所
說
無
非
這
一
語
言
，
自
然
而
然
便
能
掌
握
。
第
二
 

語
言
却
不
同
。
學
習
時
每
日
不
一
定
有
得
多
機
會
接
 

觸
這
語
言
，
所
以
無
法
說
得
上
浸
淫
。
因
此
不
能
不
 

利
用
學
生
對
第
一
語
言
已
掌
握
的
知
識
爲
基
礎
。
凡
 

是
可
以
直
接
或
間
接
利
用
的
語
言
習
慣
都
要
加
以
利
 

用
。
只
有
這
樣
才
能
收
事
半
功
倍
之
效
。
 

(

二

)
 

就
香
港
的
小
孩
子
而
言
，
百
分
之
九
十
九
以
上
，
 

第
一
語
言
是
廣
州
話
。
這
是
無
可
置
疑
的
事
實
。
再
 

進
一
步
說
，
在
六
、
七
歲
以
前
正
式
去
學
普
通
話
或
 

英
文
的
可
說
是
不
多
。
有
些
家
長
從
小
便
把
兒
女
送
 

去
學
英
文
，
目
的
在
令
他
們
中
、
英
語
都
一
樣
能
夠
 

運
用
自
如
或
甚
至
令
他
們
以
英
語
爲
第
一
語
言
，
這
 

超
出
我
們
要
討
論
的
範
圍
，
可
以
置
之
不
論
。
就
百
 

分
之
九
十
九
以
上
的
大
多
數
兒
童
而
言
，
普
通
話
(

說
 

的
方
面
)

和
白
話
文
(

讀
與
寫
的
方
面
)

不
能
不
說
 

是
第
二
語
日
。
我
這
個
說
法
或
許
有
人
認
爲
言
之
過
 

甚
。
廣
州
話
是
中
國
的
一
種
方
言
，
普
通
話
是
一
種
 

共
同
的
標
準
語
，
兩
者
之
間
關
係
密
切
，
怎
能
說
成
 

第
一
、
第
二
語
言
呢
？
這
其
實
是
一
個
名
稱
的
問
題
。
 

怎
樣
才
算
是
兩
個
語
言
，
怎
樣
只
算
是
兩
種
方
言
，
 

這
界
線
是
很
難
畫
淸
的
。
法
語
和
意
大
利
語
是
兩
國
 

語
言
，
廣
州
話
和
湘
潭
話
是
兩
種
方
言
，
但
我
猜
想
，
 

一
個
法
國
人
學
意
大
利
語
不
會
比
一
個
廣
東
人
學
湘
 

潭
話
難
，
當
然
在
某
些
方
面
任
何
一
個
中
國
方
言
和
 

另
一
中
國
方
言
肯
定
是
非
常
接
近
的
。
但
就
是
因
爲
 

接
近
，
學
起
來
有
特
殊
的
困
難
，
無
論
在
語
法
或
詞
 

彙
上
都
會
有
相
近
而
不
相
同
的
現
象
出
現
。
這
些
地
 

方
學
起
來
，
要
完
全
正
確
地
把
握
是
不
容
易
的
，
同
 

時
又
因
爲
大
家
認
爲
方
言
不
過
大
同
小
異
，
所
以
沒
 

有
人
去
硏
究
編
寫
這
方
面
的
敎
材
，
學
的
人
只
能
靠
 

口
耳
的
接
觸
，
而
不
能
有
系
統
地
去
學
習
。
還
有
，
 

學
生
學
白
話
文
的
時
候
，
我
們
不
以
爲
馬
馬
虎
就
可
 

算
數
，
我
們
要
求
學
得
準
確
純
粹
，
這
便
不
是
隨
便
 

學
學
就
可
以
學
得
成
功
的
。
 

如
果
我
的
說
法
可
以
接
受
的
話
，
普
通
話
、
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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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
文
旣
然
是
第
二
語
言
，
就
必
須
用
適
宜
於
第
二
語
 

言
的
敎
學
方
法
去
敎
與
學
。
這
可
以
分
三
方
面
來
說
，
 

就
是
語
音
、
語
法
和
詞
彙
。
語
音
方
面
要
以
第
一
語
 

言
已
有
的
音
素
爲
基
礎
，
再
進
一
步
去
學
習
和
掌
握
 

第
二
語
言
中
的
音
素
。
語
法
照
我
看
來
是
最
關
重
要
 

的
一
方
面
，
更
須
以
學
生
對
於
第
一
語
言
已
經
掌
握
 

的
語
法
爲
基
礎
，
這
就
是
說
一
定
要
對
廣
州
話
與
普
 

通
話
的
對
比
作
詳
盡
的
硏
究
然
後
將
所
獲
得
的
成
果
 

應
用
到
敎
學
上
。
只
有
這
樣
才
能
充
分
利
用
已
有
的
 

語
言
習
慣
作
爲
學
習
第
二
語
言
的
踏
脚
石
。
近
年
來
 

不
少
語
言
學
專
家
反
對
敎
語
法
，
一
部
分
因
爲
他
們
 

不
承
認
語
言
學
有
規
範
性
的
任
務
，
一
部
分
因
爲
他
 

們
認
爲
學
語
言
只
須
用
直
接
方
法
便
能
成
功
。
我
現
 

在
所
說
的
話
，
在
許
多
人
聽
起
來
，
一
定
覺
得
很
不
 

時
髦
，
但
我
以
爲
在
敎
育
上
時
髦
的
理
論
不
一
定
正
 

確
。
在
座
各
位
大
槪
還
記
得
不
太
久
以
前
所
謂
「
新
 

數
學
」
曾
經
風
靡
一
時
，
結
果
敎
出
來
的
學
生
連
加
 

減
乘
除
的
四
則
演
算
都
有
問
題
。
現
在
敎
英
文
不
用
 

敎
語
法
的
說
法
又
時
髦
起
來
。
這
就
是
我
上
面
說
過
，
 

硬
把
第
二
語
言
當
作
第
一
語
言
看
待
的
辦
法
。
將
來
 

學
生
旣
不
會
拼
字
又
不
能
做
出
通
順
的
句
子
來
，
這
 

是
必
然
的
後
果
。
如
果
這
種
時
髦
的
方
法
推
廣
到
白
 

話
文
的
敎
學
上
，
也
同
樣
地
要
產
生
不
良
的
效
果
。
 

我
這
裡
所
主
張
的
是
，
敎
學
第
二
語
言
不
但
要
着
重
 

語
法
而
且
要
着
重
對
比
語
法
，
旣
然
要
作
對
比
研
究
，
 

則
第
一
語
言
的
語
法
的
硏
究
也
成
爲
先
決
條
件
。
至
 

於
詞
彙
，
這
可
以
說
是
最
棘
手
的
問
題
。
一
般
來
說
，
 

一
個
方
言
裡
面
，
最
生
動
，
最
富
表
達
性
的
詞
彙
也
 

就
是
這
方
言
所
特
有
的
。
第
二
語
言
學
得
不
到
家
，
 

寫
作
起
來
必
然
詞
彙
貧
乏
，
不
足
以
作
縝
密
細
緻
的
 

表
達
。
五
四
運
動
提
倡
白
話
文
運
動
以
來
，
廣
東
出
 

過
些
甚
麼
傑
出
的
小
說
家
？
廣
東
不
產
生
小
說
家
並
 

不
是
說
廣
東
人
才
智
不
如
人
，
而
是
說
在
文
字
上
一
 

上
場
便
吃
了
大
虧
。
我
所
說
的
話
，
請
不
要
以
爲
是
 

提
倡
方
言
文
學
。
我
的
目
的
只
在
指
出
詞
彙
在
語
文
 

敎
學
上
的
重
要
性
，
要
學
好
白
話
文
，
必
須
學
到
能
 

掌
握
豐
富
的
詞
彙
。
要
達
到
這
目
的
，
我
們
必
須
注
 

意
工
具
書
的
編
寫
，
如
果
有
一
本
可
靠
的
「
廣
州
話
 

普
通
話
對
照
詞
彙
」
，
說
廣
州
話
的
人
遇
上
一
句
話
 

不
知
普
通
話
如
何
說
法
的
時
候
可
以
查
檢
，
那
就
是
 

一
個
很
大
的
幫
助
。
 

(

三

)
 

談
到
普
通
話
問
題
，
我
是
主
張
學
普
通
話
的
。
 

如
果
語
言
包
括
講
、
聽
、
寫
、
讀
四
方
面
，
普
通
話
 

是
屬
於
講
聽
的
範
圍
而
白
話
文
是
屬
於
寫
讀
範
圍
 

的
。
光
就
這
一
點
來
看
，
普
通
話
已
經
是
語
言
敎
學
 

不
可
或
少
的
一
部
分
，
但
普
通
話
的
重
要
性
還
不
限
 

於
此
。
我
這
裡
所
說
的
「
普
通
話
」
，
主
要
是
指
普
 

通
話
的
發
音
，
(

以
下
爲
了
簡
便
起
見
，
可
用
一
個
 

舊
一
點
的
名
詞
，
稱
之
爲
國
音
，
)

和
基
本
的
句
式
，
 

再
加
上
一
些
與
廣
州
話
顯
著
不
同
的
基
本
詞
彙
。
那
 

麼
這
樣
的
普
通
話
又
有
甚
麼
用
處
呢
？
我
認
爲
有
一
 

個
極
大
的
用
處
。
 

上
面
說
過
，
語
言
的
學
習
主
要
有
賴
於
頻
數
的
 

接
觸
，
有
賴
於
浸
淫
於
一
個
語
言
環
境
之
中
。
這
是
 

顯
而
易
見
的
道
理
。
古
人
對
這
道
理
已
有
淸
楚
的
認
 

識
。
孟
子
曾
以
語
言
學
習
爲
譬
喩
說
過
這
樣
的
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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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楚
大
夫
於
此
，
欲
其
子
之
齊
語
也
…
…
一
齊
人
 

傅
之
，
衆
楚
人
咻
之
，
雖
日
撻
而
求
其
齊
也
，
不
可
 

得
矣
。
引
而
置
之
莊
嶽
之
間
數
年
，
雖
日
撻
而
求
其
 

楚
，
亦
不
可
得
矣
。
」
孟
子
這
番
話
所
講
的
就
是
語
 

言
環
境
的
重
要
性
。
要
學
齊
語
，
在
一
個
人
人
都
說
 

楚
語
的
環
境
中
是
很
難
成
功
的
，
相
反
地
，
轉
換
到
 

一
個
人
人
都
說
齊
語
的
環
境
中
，
很
難
不
成
功
。
 

香
港
是
一
個
幾
乎
淸
一
色
說
廣
東
話
的
語
言
環
 

境
，
所
以
要
學
白
話
文
很
不
容
易
，
因
爲
缺
少
接
觸
 

機
會
。
要
補
救
這
一
個
缺
陷
有
甚
麼
辦
法
呢
？
要
解
 

答
這
個
問
題
，
我
們
先
回
顧
一
下
過
去
。
中
國
千
百
 

年
來
，
自
從
語
和
文
分
了
家
以
後
，
所
有
寫
文
章
的
 

人
都
是
做
翻
譯
。
這
就
是
說
他
們
日
常
思
考
用
的
一
 

定
是
口
語
，
而
他
們
要
把
他
們
的
思
想
寫
出
來
時
，
 

就
得
把
口
語
翻
成
古
文
。
値
得
我
們
注
意
的
是
，
大
 

體
上
，
這
翻
譯
工
作
是
做
得
相
當
成
功
的
。
大
文
章
 

家
像
韓
、
柳
、
歐
、
蘇
不
必
說
，
就
是
一
般
讀
書
人
 

古
文
大
致
都
能
運
用
得
通
順
自
如
。
這
又
是
用
甚
麼
 

敎
育
方
法
做
成
的
呢
？
主
要
是
背
誦
。
「
古
文
」
顧
 

名
思
義
是
古
代
的
文
章
，
不
是
當
代
的
口
語
，
所
以
 

談
不
上
語
言
環
境
。
唯
一
接
觸
的
機
會
是
古
文
的
閱
 

讀
，
但
閱
讀
是
不
夠
的
，
不
足
以
代
替
學
口
語
時
的
 

聽
與
講
，
所
以
只
有
依
賴
背
誦
。
背
誦
第
一
可
幫
助
 

對
古
文
文
法
的
吸
收
，
第
二
可
以
幫
助
古
文
詞
彙
的
 

積
累
，
但
最
重
要
的
還
是
對
古
文
的
語
感
的
培
養
。
 

學
一
種
語
言
，
語
感
是
最
基
本
，
最
不
可
少
的
。
平
 

常
用
第
一
語
言
寫
文
章
的
人
，
遇
着
行
文
有
甚
麼
不
 

妥
的
地
方
，
不
會
問
自
己
是
不
是
不
合
文
法
，
而
會
 

將
這
一
段
文
字
反
覆
朗
讀
，
憑
語
感
去
判
斷
和
改
正
 

錯
誤
。
古
人
學
古
文
的
經
驗
和
方
法
値
得
我
們
借
鏡
。
 

說
方
言
的
人
學
寫
白
話
文
與
學
寫
古
文
沒
有
很
大
的
 

分
別
。
如
寫
古
文
是
做
翻
譯
，
寫
白
話
文
也
是
做
翻
 

譯
。
這
一
點
是
顯
而
易
見
的
。
凡
是
一
個
學
生
問
：
 

「
這
句
話
普
通
話
怎
麼
講
。
」
「
這
句
話
白
話
文
怎
 

麼
寫
？
」
他
問
的
是
翻
譯
的
問
題
。
但
今
天
在
香
港
學
 

白
話
文
，
情
形
要
比
學
古
文
還
來
得
複
雜
。
我
們
聽
 

普
通
話
的
機
會
不
但
不
多
而
且
似
乎
越
來
越
少
。
舉
 

一
個
例
來
說
，
十
年
前
香
港
幾
乎
可
以
說
是
國
語
片
 

的
天
下
，
一
般
看
電
影
的
人
最
少
經
常
有
接
觸
普
通
 

話
的
機
會
。
現
在
情
勢
完
全
翻
了
過
來
。
國
語
片
爲
 

了
適
應
觀
衆
的
口
味
都
配
上
粤
語
對
白
。
這
一
來
連
 

這
樣
的
一
個
聽
普
通
話
的
機
會
都
沒
有
了
。
看
白
話
 

文
的
機
會
當
然
有
，
但
光
看
是
不
夠
的
。
廣
東
人
看
 

白
話
文
要
朗
誦
時
一
定
是
用
廣
州
音
的
。
驟
然
看
來
，
 

這
似
乎
只
應
影
響
他
講
普
通
話
的
能
力
，
不
應
該
影
 

響
他
白
話
文
的
進
步
，
但
細
想
一
下
，
其
實
不
然
。
白
 

話
文
用
廣
州
音
念
不
容
易
上
口
。
廣
東
人
管
白
話
文
 

叫
「
的
的
麼
麼
」
就
是
這
個
道
理
。
白
話
文
中
的
虛
 

字
用
廣
州
音
念
起
來
極
之
彆
扭
，
其
中
一
個
原
因
是
 

普
通
話
中
有
許
多
字
的
輕
聲
，
廣
州
話
則
沒
有
輕
聲
，
 

所
以
用
廣
州
音
念
白
話
文
，
自
然
就
把
所
有
的
輕
聲
 

都
重
讀
了
。
這
樣
念
起
來
、
聽
起
來
都
很
彆
扭
。
旣
 

然
用
廣
州
音
念
白
話
文
覺
得
彆
扭
，
自
然
不
能
充
份
 

得
到
培
養
語
感
的
效
果
。
光
是
這
一
個
關
係
國
音
的
 

學
習
已
夠
重
要
了
。
還
有
一
點
。
讀
音
是
整
個
語
言
 

活
動
不
可
分
割
的
一
部
分
。
如
果
養
成
白
話
文
讀
起
 

來
必
用
國
音
的
習
慣
，
對
於
寫
通
順
的
白
話
文
會
有
 

很
大
的
幫
助
。
同
一
個
詞
在
普
通
話
和
廣
州
話
含
義
 

不
同
，
如
果
念
的
時
候
發
音
與
意
義
相
配
合
就
不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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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
混
亂
。
舉
例
來
說
：
普
通
話
說
「
打
尖
」
(
d
a
 

j
i
a
n
)

，
意
思
是
指
出
門
人
在
旅
途
中
休
息
吃
飯
，
拿
 

廣
州
話
說
，
就
成
了
〔
t
a2

 t
s
i
m1

〕
，
意
思
變
成
不
 

守
秩
序
排
隊
，
硬
插
到
隊
中
間
去
。
又
像
廣
州
話
叫
 

做
「
菩
提
子
」
的
水
果
，
普
通
話
叫
做
「
葡
萄
」
，
 

而
廣
州
話
中
的
「
葡
萄
」
却
是
另
一
種
水
果
。
如
果
 

我
們
養
成
一
種
習
慣
，
見
了
第
一
種
水
果
就
說
(
p
u
 

t
a
o
)

，
見
了
第
二
種
水
果
就
說
〔
p
o
u4

 t
o
u4

〕
，
那
 

麼
寫
白
話
文
的
時
候
就
不
會
錯
寫
「
菩
提
子
」
了
。
 

此
外
廣
州
話
和
普
通
話
同
一
句
式
往
往
有
微
細
差
別
 

的
地
方
，
如
果
發
音
上
有
淸
楚
的
區
別
也
就
不
容
易
 

混
殽
。
例
如
廣
州
話
說
「
你
走
先
」
，
普
通
話
說
「
你
 

先
走
」
。
如
果
用
廣
州
話
時
說
「
你
走
先
，
〔
N
e
i5
 

t
s
e
u2

 s
i
n1

〕
，
」
說
普
通
話
時
說
「
你
先
走
(
N
i
 

x
i
a
n
 z
o
u
)

，
」
那
麼
寫
白
話
文
就
不
會
錯
寫
「
你
 

走
先
」
了
。
爲
了
養
成
用
國
音
的
習
慣
，
我
們
應
該
 

在
小
學
就
敎
普
通
話
，
等
到
小
學
畢
業
的
時
候
國
音
 

已
能
全
部
掌
握
。
這
樣
，
進
了
中
學
以
後
所
有
白
話
 

文
的
課
文
都
可
以
用
國
音
來
念
。
(

文
言
因
爲
廣
州
 

話
保
存
了
入
聲
，
所
以
應
該
仍
用
廣
州
音
。
)

在
今
 

天
要
提
倡
舊
式
的
背
誦
，
定
必
被
人
看
作
開
倒
車
，
 

其
實
我
也
並
不
是
主
張
舊
式
的
一
字
不
差
、
從
頭
到
 

尾
式
的
背
誦
，
而
只
是
主
張
熟
讀
課
文
以
便
掌
握
裡
 

面
的
句
式
和
培
養
語
感
而
已
。
 

以
方
言
爲
第
一
語
言
的
人
還
有
一
個
困
難
，
這
 

就
是
詞
彙
的
不
足
。
越
是
日
常
的
事
物
越
是
不
知
普
 

通
話
怎
樣
說
，
因
爲
日
常
許
多
場
合
都
不
是
聽
或
講
 

普
通
話
的
場
合
。
舉
一
個
例
來
說
，
踏
進
廚
房
去
，
 

有
多
少
算
是
能
說
普
通
話
的
人
眞
能
毫
無
困
難
地
談
 

論
烹
飪
的
種
種
切
切
。
這
一
個
困
難
我
們
也
必
須
克
 

服
，
一
個
辦
法
就
是
上
面
所
提
到
的
「
廣
州
話
普
通
 

話
對
照
詞
彙
」
這
一
類
工
具
書
的
編
寫
。
 

爲
了
避
免
誤
會
，
有
一
點
想
附
帶
說
一
說
：
我
 

把
普
通
話
白
話
文
看
作
第
二
語
言
，
絕
對
沒
有
貶
抑
 

的
用
意
在
內
。
我
所
提
出
第
一
和
第
二
語
言
的
區
別
 

完
全
是
從
敎
學
方
面
着
眼
的
。
如
果
這
區
別
能
站
得
 

住
的
話
，
語
言
敎
學
的
成
功
與
否
，
在
乎
所
用
的
方
 

法
是
否
合
適
。
這
照
我
看
在
一
個
以
「
語
文
敎
育
」
 

爲
題
的
研
討
會
上
這
是
不
應
忽
略
的
。
 

(

四

)
 

十
年
前
，
中
文
大
學
主
辦
過
一
個
「
中
國
語
文
 

敎
學
硏
討
會
」
。
當
時
在
中
大
主
持
「
中
國
語
言
學
 

研
究
中
心
」
的
周
法
高
敎
授
作
過
專
題
演
講
，
提
出
 

過
許
多
寶
貴
的
建
議
，
其
中
包
括
「
國
語
粤
語
的
對
 

比
硏
究
」
「
國
語
粤
語
對
照
語
彙
」
和
「
粤
語
國
語
 

對
照
語
彙
」
。
在
十
年
後
的
今
天
，
我
們
再
開
「
語
 

文
敎
育
硏
討
會
」
，
這
些
工
作
仍
然
是
當
前
急
務
。
 

中
大
當
局
對
香
港
中
小
學
生
語
文
程
度
的
提
高
極
端
 

關
切
，
所
以
重
新
成
立
了
「
中
國
語
文
硏
究
中
心
」
。
 

我
們
希
望
在
以
後
的
幾
年
中
能
夠
逐
步
完
成
上
述
的
 

工
作
，
至
於
工
作
能
否
做
得
好
，
進
度
能
否
滿
意
，
 

除
了
靠
人
們
努
力
之
外
，
還
有
待
於
社
會
的
勉
勵
和
 

支
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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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語

文

敎

育

硏

討

會
 

本
大
學
中
文
系
、
英
文
系
、
敎
育
學
院
與
香
港
 

大
學
語
文
硏
習
所
於
五
月
二
十
六
及
二
十
七
日
聯
合
 

主
辦
「
香
港
語
文
敎
育
硏
討
會
」
。
 

硏
討
會
的
宗
旨
，
在
於
以
客
觀
立
場
，
通
過
學
 

術
理
論
硏
究
，
深
入
探
討
目
前
香
港
語
文
敎
育
問
題
，
 

並
提
供
語
文
敎
學
之
可
行
途
徑
，
藉
以
提
高
本
港
中
 

小
學
中
國
語
文
敎
學
與
英
語
敎
學
的
水
準
。
 

專
題
演
講
 

「
語
文
敎
育
政
策
」
香
港
大
學
語
文
硏
習
所
羅
德
 

敎
授
(
P
r
o
f
e
s
s
o
r
 R.

 L
o
r
d
)
 

「
智
力
程
度
、
語
文
經
驗
、
接
觸
語
文
時
間
與
香
港
 

中
學
生
雙
語
能
力
發
展
的
關
係
」
敎
育
學
院
蕭
 

炳
基
博
士
 

「
第
一
語
言
與
第
二
語
言
」
中
文
系
劉
殿
爵
敎
授
 

「
古
漢
語
在
中
學
中
國
語
文
課
程
中
的
地
位
問
題
」
 

香
港
大
學
中
文
系
馬
蒙
敎
授
 

「
小
學
英
語
敎
學
之
探
索
」
香
港
敎
育
司
署
英
語
 

顧
問
湯
格
先
生
(

M
r
.
 R.

 K.

 T
o
n
g
u
e
)
 

小
組
討
論
 

除
五
項
專
題
演
講
外
，
硏
討
會
又
舉
行
四
次
分
 

組
討
論
，
環
繞
一
些
重
點
問
題
，
作
深
入
分
析
：
敎
 

學
媒
介
方
面
包
括
敎
學
語
言
媒
介
與
語
言
學
習
及
學
 

科
學
習
的
關
係
，
敎
學
語
言
媒
介
的
社
會
、
經
濟
和
 

心
理
發
展
的
背
景
；
中
文
敎
學
方
面
包
括
中
文
敎
學
 

目
標
與
敎
材
，
敎
學
法
存
在
着
的
實
質
問
題
；
英
文
 

敎
學
方
面
則
包
括
近
年
最
新
發
展
的
功
能
敎
學
法
，
 

科
技
及
專
業
英
語
，
英
國
第
一
語
言
敎
學
對
外
語
敎
 

學
的
傲
示
等
問
題
。
 

硏
討
資
料
 

硏
討
會
執
行
委
員
會
會
前
特
邀
請
本
港
各
方
面
 

專
業
人
員
從
不
同
學
術
觀
點
撰
寫
專
文
。
並
於
硏
討
 

會
中
發
表
幾
項
大
型
硏
究
計
劃
的
初
期
報
吿
，
包
括
：
 

本
校
敎
育
學
院
有
關
敎
學
語
言
媒
介
對
學
生
的
學
業
 

成
績
與
心
智
發
展
的
影
響
硏
究
、
本
校
中
文
系
學
生
 

對
小
學
中
國
語
文
敎
科
書
的
全
面
檢
討
、
本
校
敎
育
 

學
會
主
持
的
英
中
學
生
對
雙
語
媒
介
的
看
法
調
查
、
 

及
中
一
學
生
的
英
文
程
度
研
究
。
 

鄭
棟
材
院
長
致
開
幕
詞
 

首
先
我
謹
代
表
「
香
港
語
文
敎
育
研
討
會
」
主
 

席
團
歡
迎
各
位
蒞
臨
參
加
。
 

近
年
來
，
香
港
學
生
的
中
英
文
水
準
日
趨
低
落
。
 

在
實
施
九
年
免
費
敎
育
後
，
學
生
程
度
將
會
更
爲
參
 

差
，
應
如
何
解
決
中
英
文
敎
學
上
的
實
際
困
難
，
已
 

成
爲
敎
育
界
人
士
熱
烈
討
論
的
對
象
。
 

我
認
爲
本
研
討
會
至
少
有
以
下
兩
個
意
義
：
 

第
一
：
香
港
是
一
個
雙
語
社
會
，
對
敎
育
下
一
代
而
 

言
，
中
文
與
英
文
敎
學
同
樣
重
要
。
從
語
文
 

作
爲
一
種
工
具
的
觀
點
來
看
，
要
使
學
生
能
 

夠
掌
握
中
文
及
英
文
這
兩
種
工
具
，
在
敎
材
 

及
敎
學
法
上
容
有
不
同
，
但
亦
不
無
相
通
之
 

處
，
因
此
在
這
次
硏
討
會
中
我
們
希
望
中
英
 

文
敎
師
共
聚
一
堂
，
能
共
同
建
立
一
個
互
相
 

交
流
及
觀
摩
的
基
礎
，
以
尋
求
改
進
之
道
。
 

第
二
：
語
文
敎
學
不
只
是
將
某
一
種
語
言
工
具
傳
授
 

給
學
生
。
說
得
更
淸
楚
些
，
不
光
是
要
敎
導
 

學
生
發
展
其
語
文
能
力
，
同
時
亦
發
展
其
思
 

想
與
個
性
。
所
以
如
要
全
面
檢
討
過
去
和
現
 

在
的
語
文
敎
育
，
以
尋
求
具
體
的
改
進
辦
法
，
 

必
須
：
㊀
由
語
文
敎
師
提
供
經
驗
及
資
料
，
 

㊁
由
語
言
學
家
和
語
言
心
理
學
家
提
供
理
論
 

基
礎
及
㊂
由
課
程
設
計
及
敎
育
硏
究
工
作
人
 

員
探
討
有
效
辦
法
。
即
是
說
我
們
必
須
結
合
 

「
經
驗
」
、
「
理
論
」
及
「
方
法
」
去
研
究
 

出
一
目
前
急
需
的
語
文
政
策
。
 

我
們
都
知
道
，
香
港
是
中
西
文
化
交
流
要
衝
，
 

使
學
生
兼
通
中
英
兩
種
語
文
，
有
敏
銳
的
思
考
力
，
 

更
有
高
尙
的
品
格
，
是
我
們
語
文
敎
育
的
目
的
。
而
 

這
項
目
的
必
須
由
我
們
小
學
、
中
學
及
大
學
敎
育
同
 

業
共
同
努
力
，
政
府
當
局
公
開
支
持
及
廣
大
社
會
人
 

士
通
力
合
作
方
能
達
成
。
因
此
，
我
謹
在
此
呼
籲
大
 

家
電
視
這
項
重
大
的
問
題
。
最
後
，
這
次
硏
討
會
承
 

港
大
中
文
系
馬
蒙
敎
授
、
英
國
文
化
協
會
湯
格
先
生
 

爲
我
們
作
專
題
演
講
，
本
港
敎
育
先
進
蒞
臨
指
導
，
 

本
人
謹
代
表
大
會
致
衷
心
謝
意
。
 

現
在
，
本
人
謹
宣
佈
大
會
開
始
，
並
祝
成
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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覽展品作系術藝 
至 日 五 十 月 六 年 九 七 九 一 於 系 術 藝 學 大 文 中 

作 出 展 。 覽 展 品 作 生 學 行 舉 堂 會 大 港 香 假 日 七 十 

油 、 描 素 、 墨 水 代 現 、 刻 篆 、 法 書 、 畫 國 ： 有 品 

級 分 取 採 均 品 作 有 所 。 等 塑 陶 、 塑 雕 、 畫 版 、 畫 

課 的 設 開 所 級 各 系 術 藝 大 中 紹 介 以 藉 ， 列 排 式 形 

要 的 師 敎 科 一 每 ； 類 種 之 目 科 修 所 年 學 每 ； 程 

聯 的 橫 目 科 同 不 及 以 展 發 的 縱 內 年 四 科 一 同 ； 求 

。 況 情 的 步 進 學 敎 個 整 解 了 能 人 使 ， 繁 

(
右
起
)

金
耀
基
院
長
、
屈
志
仁
敎
授
、
鄺
耀
鼎
先
 

生
、
馬
臨
校
長
、
李
潤
桓
先
生
欣
賞
陶
塑
作
品
。
 

貓
 

雕

塑

(

紙

料

)

 區
艷
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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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
爭
　
版
畫
　
(

金
屬
蝕
刻
)

　
林
振
平
 

山
水
　
水
墨

 劉
鎮
和
 

風
景
　
油
畫

 區
嘉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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