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聯
合
報
對
兩
岸
議
題
的
看
法

從
合
理
的
過
程
到
改
善
之
目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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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錄

序
言

中
華
民
國
主
論
述
：
辛
亥
革
命
或
二
二
八

兩
岸
關
係
：
「
合
理
的
過
程
」
與
「
改
良
之
目
的
」

許
三
個
願
：
一
中
各
表
、
亞
太
平
台
、
可
敬
的
民
主 

民
進
黨
能
在
民
國
一
百
年
告
別
台
獨
嗎
？

一
中
各
表‧

杯
子
理
論‧

屋
頂
理
論 

百
年
輪
迴
：
兩
岸
共
同
回
歸
辛
亥
革
命
及
孫
中
山
的
起
始
點

「
一
中
各
表
」
等
於
台
獨
偏
安
？ 

「
一
部
分
的
中
國
」
與
「
中
國
的
一
部
分
」

再
論
兩
岸
應
採
「
一
中
各
表
」

台
南
市
能
否
記
取
湯
德
章
超
越
鄭
成
功
？

5915192�27�1�74�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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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從
合
理
的
過
程
到
改
善
之
目
的

聯
合
報
在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九
年
元
旦
，
發
表
《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九
年
感
思
》
系
列
社
論
，
這
本
冊
子
是
系

列
六
篇
的
集
刊
。

系
列
社
論
主
要
是
在
討
論
兩
岸
關
係
與
國
家
認
同
的
問
題
，
試
就
本
報
在
台
灣
解
嚴
及
兩
岸
開
放
後
二
十

餘
年
來
的
相
關
思
辨
作
一
整
理
，
並
嘗
試
提
出
一
個
較
具
體
系
意
義
的
論
述
架
構
。
一
則
本
報
同
仁
可
藉
以
自

我
省
思
檢
視
，
再
則
亦
係
為
兩
岸
關
係
與
國
家
認
同
的
公
共
議
題
略
陳
淺
見
。

我
們
的
主
軸
觀
點
是
：
以
「
過
程
論
」
來
緩
化
、
柔
化
及
轉
化
「
目
的
論
」
。
也
就
是
認
為
，
兩
岸
互
動

可
藉
由
強
調
「
合
理
的
過
程
」
，
以
達
到
「
改
善
之
目
的
」
。

兩
岸
形
成
今
日
分
裂
分
治
的
局
面
，
可
以
說
是
自
一
八
四
Ｏ
年
鴉
片
戰
爭
以
來
中
國
深
重
國
難
與
國
恥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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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
伸
及
反
映
。
因
而
，
欲
解
決
兩
岸
今
日
僵
局
，
不
應
太
過
急
切
強
調
或
統
或
獨
之
「
目
的
」
，
而
應
從
百
餘

年
來
對
中
國
國
難
國
恥
的
省
思
中
找
尋
解
決
的
方
案
。
例
如
，
兩
岸
問
題
的
解
決
，
若
能
先
回
歸
到
辛
亥
革
命

孫
中
山
創
建
民
國
時
的
思
維
初
衷
，
則
兩
岸
問
題
該
當
經
由
何
種
「
過
程
」
來
解
決
，
及
該
當
趨
向
何
種
「
目

的
」
去
解
決
，
應
當
即
有
答
案
。
也
就
是
說
，
兩
岸
關
係
的
「
目
的
」
，
應
與
百
年
來
解
決
中
國
國
難
國
恥
的

「
目
的
」
一
致
；
兩
岸
互
動
的
「
過
程
」
亦
然
。

兩
岸
無
論
通
往
什
麼
「
目
的
」
，
皆
不
能
沒
有
「
過
程
」
。
太
過
強
調
「
目
的
」
，
而
不
談
「
過
程
」
，

是
兩
岸
出
現
僵
局
的
主
因
。
我
們
的
看
法
是
，
「
一
中
各
表
」
既
是
「
過
程
」
也
是
「
目
的
」
，
可
進
可
守
；

守
是
「
杯
子
理
論
」
及
「
筷
子
理
論
」
，
亦
即
兩
岸
各
自
維
持
「
憲
法
一
中
」
的
「
現
狀
」
（
不
統
／
不
獨
／

亦
統
／
亦
獨
）
；
進
則
是
「
屋
頂
理
論
」
（
例
如
邦
聯
或
歐
盟
模
式
，
甚
或
統
一
）
。
問
題
的
關
鍵
在
於
：

「
目
的
」
的
正
當
性
，
必
須
以
「
過
程
」
的
合
理
化
達
成
。
若
無
「
一
中
各
表
」
，
一
切
的
「
過
程
」
即
失
憑

藉
。

目
前
，
中
華
民
國
的
馬
英
九
政
府
是
主
張
「
一
中
各
表
」
的
；
北
京
方
面
胡
錦
濤
政
府
的
「
維
持
現

狀
」
、
「
和
平
發
展
」
，
其
實
亦
是
以
「
一
中
各
表
」
為
潛
台
詞
。
然
而
，
北
京
除
了
胡
錦
濤
主
席
在
二
Ｏ
Ｏ

八
年
三
月
布
胡
熱
線
中
提
過
一
次
「
一
中
各
表
」
，
嗣
後
即
未
有
下
文
，
但
亦
迄
未
公
開
反
對
馬
英
九
總
統
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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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
「
一
中
各
表
」
。
六
篇
系
列
社
論
表
達
的
期
待
是
：
北
京
至
少
不
能
魯
莽
地
撕
去
「
一
中
各
表
」
這
一
層
窗

戶
紙
，
且
應
從
心
照
不
宣
的
行
動
面
放
大
「
一
中
各
表
」
的
空
間
，
並
進
而
認
真
考
慮
在
言
行
兩
方
面
皆
具
體

採
行
「
一
中
各
表
」
的
政
策
。
客
觀
而
言
，
兩
岸
情
勢
其
實
很
清
楚
，
愈
能
「
一
中
各
表
」
，
就
愈
能
從
「
合

理
的
過
程
」
通
向
「
改
善
之
目
的
」
。

北
京
智
囊
鄭
必
堅
先
生
說
：
「
眼
界
決
定
境
界
，
思
路
決
定
出
路
。
」
兩
岸
的
眼
界
、
境
界
、
思
路
、
出

路
，
應
皆
可
從
「
一
中
各
表
」
論
起
。

在
這
本
集
子
裡
，
我
們
回
憶
起
十
餘
年
前
，
海
協
會
前
會
長
汪
道
涵
先
生
即
曾
提
出
「
現
在
進
行
式
的
一

個
中
國
」
，
儼
然
已
不
啻
是
主
張
一
中
各
表
、
屋
頂
理
論
及
過
程
論
的
先
驅
。
其
實
，
「
現
在
進
行
式
的
一
個

中
國
」
，
就
是
「
一
中
各
表
」
；
正
是
：
驀
然
回
首
，
「
一
個
中
國
」
已
是
「
現
在
進
行
式
」
。
固
然
，
汪
道

涵
發
言
的
時
空
背
景
，
與
此
時
此
際
已
不
可
同
日
而
語
；
但
為
何
前
人
如
此
進
取
，
而
後
人
反
而
這
般
退
縮
？

系
列
社
論
刊
出
期
間
，
兩
岸
有
心
人
士
皆
見
反
應
。
這
本
集
子
附
刊
了
一
篇
對
讀
者
意
見
的
回
應
，
及

兩
篇
後
續
申
論
，
可
就
系
列
社
論
原
本
存
而
未
論
之
處
略
作
補
充
。
只
是
這
個
題
目
畢
竟
太
大
，
實
在
難
求
周

備
。

兩
岸
關
係
是
一
個
歷
史
大
工
程
，
我
們
若
能
為
此
一
大
工
程
貢
獻
上
有
用
的
一
磚
一
石
，
既
是
作
為
人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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喉
舌
的
責
任
，
亦
是
作
為
輿
論
機
構
的
職
守
。
何
況
，
我
們
的
用
心
，
只
是
在
拋
磚
引
玉
，
集
思
廣
益
；
我
們

的
追
求
，
則
是
在
從
「
合
理
的
過
程
」
通
向
「
改
善
之
目
的
」
。

�

聯
合
報
社��

謹
述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九
年
二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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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九
年
感
思
》
六
之
一

中
華
民
國
主
論
述
：
辛
亥
革
命
或
二
二
八

明
天
是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九
年
元
旦
，
就
此
邁
向
中
華
民
國
一
百
年
。

中
華
民
國
這
樣
的
國
家
，
是
古
今
中
外
絕
無
僅
有
的
一
例
。
甲
午
戰
敗
後
大
清
割
讓
給
日
本
的
台
灣
，

在
二
戰
後
回
歸
「
慘
勝
」
的
中
華
民
國
；
光
復
的
浪
漫
幻
夢
剛
因
二
二
八
而
破
滅
，
轉
眼
中
央
政
府
又
因
內
戰

「
慘
敗
」
而
播
遷
台
灣
。
六
十
年
來
，
古
寧
頭
、
八
二
三
的
砲
火
沒
有
擊
敗
台
灣
，
外
交
的
窒
息
也
辛
苦
熬

過
，
經
濟
則
從
靠
米
糖
樟
腦
出
口
到
今
天
名
列
開
發
中
國
家
，
政
治
更
從
戒
嚴
白
色
恐
怖
臻
至
總
統
直
選
、
政

黨
輪
替
的
自
由
民
主
體
制
；
尤
其
重
要
的
是
，
縱
然
兩
岸
大
小
強
弱
懸
殊
，
但
兩
岸
分
治
也
從
「
解
放
台
灣
／

反
攻
大
陸
」
，
轉
變
到
「
維
持
現
狀
」
、
「
和
平
發
展
」
。
時
至
今
日
，
中
華
民
國
已
然
進
入
九
十
九
年
，
在

台
灣
的
中
華
民
國
是
新
興
國
家
經
濟
發
展
與
民
主
政
治
的
範
例
，
在
大
陸
的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也
從
卅
年
浩
劫

的
血
淵
骨
嶽
中
轉
變
為
舉
世
議
論
的
「
和
平
崛
起
」
的
話
題
。
準
此
以
觀
，
中
華
民
國
之
例
是
古
今
中
外
絕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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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
有
，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之
例
亦
然
，
台
灣
海
峽
雙
邊
的
競
合
關
係
之
例
亦
是
。

中
華
民
國
已
經
邁
向
一
百
年
，
卻
在
國
家
意
識
上
仍
是
一
個
羸
弱
與
分
裂
的
國
家
。
國
家
不
怕
小
，
國
勢

不
怕
艱
難
，
只
要
國
家
意
識
鞏
固
，
就
會
有
認
同
感
、
使
命
感
與
光
榮
感
。
然
而
，
現
今
國
人
共
同
的
感
受
卻

是
，
內
部
的
撕
裂
敵
對
，
遠
比
外
部
的
侵
凌
更
傷
害
國
家
。
中
華
民
國
立
國
已
經
九
十
九
年
，
在
台
灣
也
已
逾

一
甲
子
，
我
們
還
要
繼
續
作
一
個
認
同
分
裂
的
國
家
嗎
？

若
依
本
文
的
題
旨
而
言
，
我
們
認
為
，
中
華
民
國
國
家
認
同
的
分
裂
，
是
緣
自
「
辛
亥
革
命
論
述
」
與

「
二
二
八
論
述
」
的
分
裂
。
辛
亥
革
命
論
述
認
為
：
中
華
民
國
是
中
國
的
傳
承
，
三
民
主
義
所
主
張
的
「
民
族

／
民
權
／
民
生
」
是
中
國
政
治
經
濟
的
願
景
與
策
略
，
台
灣
的
命
運
及
使
命
是
在
導
正
中
國
的
發
展
方
向
。
化

約
而
言
，
就
是
欲
以
台
灣
為
槓
桿
來
導
正
中
國
，
而
台
灣
亦
以
槓
桿
的
功
能
來
維
持
兩
岸
和
平
。
二
二
八
論
述

則
認
為
：
中
華
民
國
是
台
灣
的
政
治
負
債
，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的
卅
年
浩
劫
更
使
得
「
中
國
」
成
為
政
治
災
難

的
同
義
詞
，
台
灣
不
要
中
華
民
國
，
更
不
要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
化
約
而
言
，
這
就
是
台
獨
主
張
的
「
台
灣
中

國
／
一
邊
一
國
」
。

在
中
華
民
國
，
六
十
年
來
的
歷
史
動
線
顯
示
，
辛
亥
革
命
論
述
因
二
二
八
論
述
的
影
響
，
而
儼
然
呈
現
一

個
Ｎ
型
的
轉
折
。
早
年
，
由
於
內
外
情
勢
危
殆
，
再
加
上
戒
嚴
統
治
，
辛
亥
革
命
論
述
在
台
灣
久
居
壟
斷
地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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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
是
Ｎ
的
向
上
左
線
）
；
後
來
，
因
退
出
聯
合
國
及
台
美
斷
交
，
中
華
民
國
在
外
交
上
撐
持
不
住
（
骨
牌
效

應
）
、
內
部
的
挑
戰
自
中
壢
事
件
引
爆
（
破
窗
效
應
）
，
再
加
上
大
陸
四
人
幫
的
惡
行
因
毛
澤
東
死
而
公
開
，

震
撼
了
台
灣
民
心
（
惡
鄰
效
應
）
，
以
致
藉
二
二
八
論
述
為
主
體
的
台
獨
訴
求
急
遽
上
升
（
中
華
民
國
論
述
因

而
轉
入
Ｎ
的
下
斜
線
）
；
此
後
，
再
經
李
登
輝
與
陳
水
扁
十
餘
年
的
台
獨
操
作
，
台
獨
在
理
論
與
實
踐
上
皆
告

失
敗
，
中
華
民
國
與
辛
亥
革
命
的
論
述
又
有
回
升
的
跡
象
，
一
年
半
來
，
以
「
九
二
共
識
／
一
中
各
表
」
為
主

軸
的
兩
岸
互
動
，
即
可
視
為
Ｎ
的
上
升
右
線
。

二
二
八
論
述
是
要
處
理
兩
個
課
題
：
一
、
欲
使
台
灣
實
現
本
土
化
的
民
主
政
治
；
如
今
此
一
目
標
已
經

達
成
。
二
、
欲
藉
此
鼓
吹
台
灣
獨
立
，
與
中
國
切
割
，
以
解
決
兩
岸
問
題
；
這
卻
是
二
二
八
論
述
不
可
能
做
到

的
。
經
歷
數
十
年
的
激
盪
，
目
前
的
情
勢
是
：
中
華
民
國
論
述
已
經
包
羅
含
蘊
了
二
二
八
論
述
的
本
土
民
主
化

主
張
，
但
二
二
八
論
述
不
可
能
取
代
或
否
定
中
華
民
國
在
處
理
兩
岸
課
題
上
的
角
色
及
地
位
。

就
當
前
趨
勢
來
看
，
時
空
架
構
愈
往
未
來
發
展
，
台
獨
二
二
八
論
述
對
台
灣
的
支
配
力
將
愈
弱
，
而
中
華

民
國
的
主
導
性
將
愈
大
；
中
華
民
國
在
兩
岸
角
力
間
的
重
要
憑
藉
，
則
正
是
辛
亥
革
命
論
述
。
這
樣
的
說
法
，

現
在
也
許
聽
起
來
覺
得
迂
闊
，
但
台
灣
早
晚
將
體
會
其
在
兩
岸
間
最
大
的
優
勢
正
在
此
點
。
前
述
那
條
Ｎ
型
的

動
線
，
進
入
右
側
上
升
後
，
不
可
能
再
返
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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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
亥
革
命
其
實
是
人
類
歷
史
上
最
壯
烈
的
民
主
革
命
。
美
國
革
命
（
獨
立
戰
爭
）
是
殖
民
地
對
宗
主
國
的

革
命
，
法
國
革
命
是
對
王
權
與
貴
族
階
級
的
革
命
；
辛
亥
革
命
則
主
要
是
因
列
強
魚
肉
中
國
而
激
發
的
革
命
；

其
悲
壯
、
英
烈
、
正
大
，
開
創
了
亞
洲
第
一
個
民
主
共
和
國
，
絕
非
五
月
花
號
或
巴
士
底
獄
等
象
徵
所
能
匹

比
。
但
是
，
一
九
四
九
年
，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襲
奪
了
辛
亥
革
命
，
中
華
民
國
被
驅
逐
到
台
灣
；
辛
亥
革
命
遂

在
國
共
內
戰
中
，
被
貶
抑
甚
至
被
塗
抹
掉
了
。

然
而
，
今
日
在
前
述
的
Ｎ
型
動
線
中
，
孫
中
山
及
辛
亥
革
命
這
類
的
政
治
理
念
儼
然
可
能
成
為
海
峽
兩
岸

主
要
的
交
集
點
，
而
共
同
走
向
Ｎ
型
右
側
的
上
升
動
線
之
中
。
孫
中
山
巨
像
仍
是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六
十
周
年

國
慶
典
禮
上
的
政
治
號
召
；
代
表
其
國
慶
主
旋
律
的
「
建
國
大
業
」
影
片
中
，
毛
澤
東
開
場
的
台
詞
是
：
「
我

與
蔣
（
中
正
）
先
生
，
皆
是
中
山
先
生
的
門
徒
。
」
尤
其
，
北
京
當
局
已
經
宣
布
，
將
擴
大
紀
念
辛
亥
革
命

一
百
年
，
明
顯
地
欲
以
辛
亥
革
命
來
修
正
、
補
充
其
統
治
的
正
當
性
。
當
海
峽
兩
岸
今
日
共
同
回
顧
鴉
片
戰
爭

以
來
的
民
族
屈
辱
，
並
反
省
這
六
十
年
分
裂
分
治
後
各
自
的
是
非
對
錯
，
現
在
還
能
一
同
想
到
孫
中
山
，
還
能

一
同
想
到
辛
亥
革
命
武
昌
起
義
，
而
且
看
起
來
北
京
比
台
北
對
孫
中
山
及
辛
亥
革
命
更
在
意
，
則
台
灣
內
部
因

辛
亥
革
命
論
述
與
二
二
八
論
述
而
造
成
的
國
家
認
同
分
裂
，
如
今
是
否
已
到
了
療
傷
止
痛
的
時
刻
？

辛
亥
革
命
論
述
在
Ｎ
型
左
側
動
線
時
，
中
華
民
國
是
以
戒
嚴
體
制
建
立
其
壟
斷
地
位
，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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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
對
其
幾
乎
完
全
否
定
；
但
如
今
辛
亥
革
命
論
述
走
到
Ｎ
型
右
側
動
線
時
，
兩
岸
在
「
完
全
民
主
」
與
「
改
革

開
放
」
中
已
經
多
有
交
集
，
天
安
門
廣
場
的
孫
中
山
巨
像
即
是
重
要
象
徵
。
面
對
中
華
民
國
一
百
年
，
海
峽
兩

岸
若
能
在
辛
亥
革
命
精
神
與
孫
中
山
志
業
中
找
到
更
多
交
集
點
，
兩
岸
未
來
應
當
會
有
更
多
的
相
互
善
意
，
並

有
可
能
發
展
出
雙
贏
共
生
的
共
同
憧
憬
。

預
祝
中
華
民
國
百
歲
生
日
快
樂
。
但
願
國
人
能
在
辛
亥
革
命
論
述
與
二
二
八
論
述
的
糾
纏
中
，
找
到
立
國

的
智
慧
與
力
量
，
使
我
們
能
夠
成
為
一
個
有
理
想
、
有
尊
嚴
、
有
使
命
感
的
快
樂
國
家
。

 

原
載
民
國
九
十
八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
聯
合
報
》
第
二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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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九
年
感
思
》
六
之
二

兩
岸
關
係
：
「
合
理
的
過
程
」
與
「
改
良
之
目
的
」

中
華
民
國
邁
向
一
百
年
，
可
為
中
華
民
國
增
添
許
多
意
義
。
台
灣
主
流
社
會
該
如
何
看
待
中
華
民
國
？
台

獨
人
士
對
中
華
民
國
的
見
解
是
否
照
舊
？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對
中
華
民
國
的
看
法
該
不
該
調
整
改
變
？

中
華
民
國
的
處
境
受
兩
岸
情
勢
的
制
約
，
中
華
民
國
的
治
亂
也
受
兩
岸
互
動
的
影
響
，
但
中
華
民
國
的
成

就
與
意
義
卻
亦
有
一
大
部
分
建
立
在
兩
岸
的
競
合
關
係
中
；
這
些
皆
是
本
系
列
社
論
將
嘗
試
探
討
的
題
目
，
明

天
起
將
有
分
論
。
至
於
今
日
本
文
要
做
的
工
作
，
則
是
欲
將
本
報
近
二
十
年
來
對
兩
岸
互
動
所
提
出
的
一
些
思

考
架
構
作
一
概
略
整
理
呈
現
，
俾
為
後
繼
討
論
的
參
照
。

我
們
認
為
，
兩
岸
關
係
近
年
來
的
最
大
改
變
，
是
由
「
目
的
論
」
，
轉
變
成
「
過
程
論
」
。
「
目
的
論
」

就
是
咬
定
統
一
或
獨
立
之
「
目
的
」
，
遂
致
為
了
目
的
而
不
惜
採
取
惡
劣
的
手
段
，
甚
至
訴
諸
武
力
；
相
對
而

言
，
「
過
程
論
」
就
是
降
低
「
目
的
」
的
凸
顯
性
，
強
調
以
合
理
化
的
過
程
來
累
積
實
現
目
的
之
條
件
，
甚
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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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而
修
正
或
改
良
目
的
。
二○

○

五
年
，
連
胡
會
標
舉
的
「
和
平
發
展
」
架
構
，
即
可
看
成
是
為
「
過
程
論
」

敲
了
定
音
錘
；
兩
岸
皆
應
注
意
，
「
和
平
發
展
」
這
個
概
念
已
與
「
和
平
統
一
」
之
「
目
的
論
」
有
極
重
要
的

差
異
。至

於
兩
岸
應
當
如
何
處
理
雙
邊
互
動
的
「
過
程
」
，
我
們
曾
經
提
出
「
筷
子
理
論
」
。
一
雙
筷
子
不
能
綁

在
一
起
（
統
一
）
，
若
綁
在
一
起
筷
子
就
失
去
功
能
；
也
不
能
兩
隻
筷
子
分
開
兩
處
（
獨
立
）
，
分
開
了
也
失

去
功
能
。
一
雙
操
作
中
的
筷
子
，
其
功
能
建
立
在
有
些
地
方
合
，
有
些
地
方
分
。
準
此
以
論
，
直
航
或
Ｅ
Ｃ
Ｆ

Ａ
皆
是
「
合
」
，
而
如
今
兩
岸
在
政
治
上
的
必
要
區
隔
則
是
「
分
」
。
這
也
是
海
峽
兩
岸
與
東
西
德
最
大
差
異

之
處
，
我
們
曾
指
出
：
柏
林
圍
牆
既
倒
，
東
西
德
必
須
立
即
面
對
；
但
一
衣
帶
水
的
台
灣
海
峽
卻
是
「
可
分
可

合
」
的
「
兩
可
介
面
」
，
遂
成
全
了
「
和
平
發
展
」
的
機
遇
。

欲
使
兩
岸
維
持
「
筷
子
理
論
」
的
互
動
，
其
前
提
是
必
須
承
認
政
治
現
狀
及
維
護
政
治
現
狀
；
因
為
，
否

認
現
狀
是
「
目
的
論
」
的
策
略
，
「
過
程
論
」
則
必
須
建
立
在
現
狀
上
。
由
此
而
引
申
出
來
的
觀
點
是
「
杯
子

理
論
」
。
台
灣
若
是
水
，
中
華
民
國
則
是
杯
子
；
杯
在
水
在
，
杯
破
即
須
面
對
一
攤
覆
水
。
北
京
當
局
從
二
十

年
前
主
張
「
中
華
民
國
已
經
滅
亡
」
，
改
版
到
今
日
的
「
維
持
現
狀
」
，
即
可
說
是
領
悟
到
「
杯
水
合
體
」
才

是
維
護
兩
岸
關
係
和
平
發
展
的
要
訣
。
若
沒
有
中
華
民
國
這
只
「
杯
子
」
，
兩
岸
關
係
的
不
確
定
性
及
災
難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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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
可
能
急
遽
升
高
；
若
沒
有
中
華
民
國
這
只
「
杯
子
」
，
兩
岸
之
間
一
切
的
「
過
程
」
皆
失
去
依
託
。

再
進
一
步
談
「
過
程
論
」
。
所
謂
「
和
平
發
展
」
的
「
和
平
」
二
字
，
其
實
仍
是
「
目
的
」
，
而
非
「
過

程
」
；
欲
達
成
「
和
平
發
展
」
（
目
的
）
，
在
實
踐
中
即
必
須
講
究
「
民
主
發
展
」
（
過
程
）
。
現
在
若
要
對

兩
岸
的
終
極
關
係
設
定
一
個
「
目
的
」
，
則
此
一
「
目
的
」
也
不
應
當
以
「
誰
吃
掉
誰
」
為
「
目
的
」
；
換
句

話
說
，
此
一
目
的
之
形
成
過
程
與
目
的
之
最
後
實
現
，
皆
必
須
有
足
以
號
召
民
心
的
內
涵
。
因
此
，
若
謂
「
和

平
發
展
」
是
目
的
，
則
「
民
主
發
展
」
既
是
過
程
又
是
內
涵
。
因
為
，
不
民
主
，
就
不
可
能
有
和
平
。
我
們
曾

經
主
張
「
統
一
公
投
」
，
可
說
即
是
將
「
和
平
發
展
」
與
「
民
主
發
展
」
結
合
而
成
的
概
念
。

當
然
，
兩
岸
既
啟
動
密
切
的
「
互
動
」
過
程
，
終
究
會
面
對
「
目
的
」
的
問
題
。
這
或
許
是
相
當
久
遠
以

後
的
課
題
，
但
若
完
全
沒
有
「
目
的
」
的
想
像
，
就
不
可
能
維
持
合
理
的
「
過
程
」
。
此
處
可
以
提
出
的
概
念

是
「
屋
頂
理
論
」
，
此
一
概
念
並
非
本
報
所
創
制
，
但
我
們
認
為
或
許
是
有
朝
一
日
面
對
「
目
的
論
」
時
的
可

能
方
案
。
此
一
方
案
的
主
體
架
構
，
是
將
中
華
民
國
與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視
為
兩
個
房
間
，
「
一
個
中
國
」
則

是
在
二
者
之
上
的
屋
頂
，
亦
即
是
「
上
位
概
念
」
或
「
第
三
概
念
」
。
「
屋
頂
理
論
」
可
視
為
「
杯
子
理
論
」

的
延
伸
；
無
「
杯
子
理
論
」
，
即
無
「
屋
頂
理
論
」
。
例
如
，
邦
聯
即
是
屋
頂
理
論
。
而
倘
若
「
屋
頂
理
論
」

可
視
為
可
能
採
行
的
「
目
的
論
述
」
，
則
此
類
目
的
似
可
視
作
「
改
良
之
目
的
」
或
「
改
善
之
目
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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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文
曾
說
，
中
華
民
國
的
成
就
與
意
義
有
一
大
部
分
是
建
立
在
兩
岸
的
競
合
關
係
之
中
；
而
更
露
骨
的
說

法
則
是
，
中
華
民
國
的
興
衰
存
亡
亦
有
一
大
部
分
寄
託
在
兩
岸
競
合
關
係
之
中
。
所
以
，
對
中
華
民
國
而
言
，

正
確
及
正
面
地
處
理
兩
岸
關
係
，
誠
為
重
大
的
國
家
戰
略
。
中
華
民
國
的
主
流
社
會
應
有
此
種
認
知
，
台
獨
人

士
亦
應
有
此
種
覺
悟
。

據
此
以
論
，
淡
化
「
目
的
論
」
，
強
調
「
過
程
論
」
，
應
是
兩
岸
競
合
互
動
的
主
軸
思
維
。
其
實
，
合
理

化
的
「
過
程
」
，
本
身
即
是
「
目
的
」
；
倘
能
不
斷
累
積
許
多
合
理
的
「
短
程
／
中
程
」
、
「
一
部
分
／
一
方

面
」
的
「
小
目
的
」
，
最
後
就
有
可
能
逐
漸
形
成
一
個
改
良
改
善
的
終
極
「
大
目
的
」
。
反
過
來
說
，
惡
劣
的

「
過
程
」
，
絕
不
可
能
生
出
善
良
之
「
目
的
」
。
「
筷
子
理
論
」
與
「
杯
子
理
論
」
，
即
是
兩
岸
以
「
合
理
過

程
論
」
邁
向
「
改
良
目
的
論
」
的
主
要
憑
藉
；
中
華
民
國
應
善
加
把
握
，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亦
然
。

 

原
載
民
國
九
十
九
年
一
月
一
日
《
聯
合
報
》
第
二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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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九
年
感
思
》
六
之
三

許
三
個
願
：
一
中
各
表
、
亞
太
平
台
、
可
敬
的
民
主

在
民
國
九
十
九
年
元
旦
為
中
華
民
國
許
三
個
願
，
我
們
的
祝
願
是
：
一
中
各
表
、
亞
太
平
台
，
與
可
敬
的

民
主
。先

談
可
敬
的
民
主
。
就
兩
岸
的
競
合
關
係
言
，
中
華
民
國
在
軍
事
及
經
濟
上
皆
面
對
不
言
可
喻
的
消
長
情

勢
，
而
唯
一
可
能
維
持
相
對
優
勢
及
光
榮
感
的
就
是
民
主
政
治
。
對
台
灣
自
身
而
言
，
民
主
政
治
非
但
是
政
治

理
想
的
實
踐
，
亦
是
欲
維
持
國
家
治
理
的
唯
一
可
行
方
案
，
除
了
民
主
政
治
以
外
，
沒
有
其
他
體
制
能
治
理
中

華
民
國
這
個
內
外
情
勢
如
此
複
雜
的
國
家
；
再
就
兩
岸
關
係
而
言
，
民
主
政
治
亦
是
在
台
灣
漸
無
軍
事
均
衡
及

經
濟
優
勢
可
資
依
恃
的
趨
勢
下
，
唯
一
能
藉
以
平
衡
兩
岸
競
合
關
係
的
政
經
體
制
。
這
是
蔣
經
國
為
兩
岸
關
係

留
下
的
最
珍
貴
的
資
產
，
他
一
手
解
嚴
實
施
民
主
，
一
手
開
放
兩
岸
交
流
；
一
方
面
使
台
灣
人
民
藉
民
主
機
制

操
持
了
兩
岸
關
係
的
最
後
話
語
權
，
另
一
方
面
亦
使
北
京
不
得
不
面
對
台
灣
的
民
主
機
制
。
正
如
昨
日
社
論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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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
兩
岸
關
係
若
要
「
和
平
發
展
」
，
就
應
當
是
「
民
主
發
展
」
。

然
而
，
這
樣
的
論
述
若
欲
成
立
，
卻
須
附
加
條
件
始
能
支
撐
。
簡
約
而
言
，
台
灣
若
能
實
現
一
個
可
敬

的
民
主
政
治
，
即
可
視
為
在
兩
岸
競
合
關
係
中
的
主
要
優
勢
；
可
以
感
染
十
三
億
人
的
同
理
心
，
而
成
為
兩
岸

共
同
珍
惜
的
政
治
文
明
指
標
。
例
如
，
馬
英
九
當
選
總
統
、
陳
水
扁
被
起
訴
判
刑
，
這
類
民
主
政
治
的
「
奇

蹟
」
，
皆
在
大
陸
民
心
留
下
深
刻
印
象
。

但
是
，
無
可
諱
言
台
灣
的
民
主
政
治
也
有
沉
淪
墮
落
的
危
機
，
使
整
個
國
家
陷
於
內
耗
空
轉
的
泥
淖
中
；

多
數
民
眾
的
心
智
常
被
少
數
政
客
炒
作
的
雞
零
狗
碎
、
烏
煙
瘴
氣
的
話
題
所
障
蔽
，
對
兩
岸
與
世
界
的
巨
變
及

國
家
的
危
機
皆
茫
然
無
知
。
這
樣
的
民
主
政
治
如
何
能
成
為
兩
岸
政
治
文
明
的
指
標
？
反
而
可
能
受
對
岸
人
民

所
質
疑
輕
視
；
這
般
因
民
主
而
陷
於
內
耗
空
轉
的
台
灣
，
更
易
為
北
京
當
局
所
乘
。
民
主
政
治
已
是
台
灣
在
兩

岸
競
合
關
係
中
可
能
存
在
的
唯
一
優
勢
，
不
能
坐
視
其
變
質
，
尤
其
不
可
使
台
灣
人
自
己
也
對
民
主
失
去
了
光

榮
感
與
自
尊
心
，
而
生
疏
離
。

再
談
一
中
各
表
。
馬
政
府
就
職
後
，
兩
岸
關
係
巨
幅
調
整
；
一
方
面
已
是
不
得
不
然
，
另
一
方
面
也
受

到
主
流
民
意
的
肯
定
。
如
今
的
問
題
是
，
馬
政
府
無
論
對
內
及
對
北
京
，
皆
尚
未
建
立
起
明
朗
的
論
述
體
系
。

這
使
得
內
部
意
見
紛
亂
如
故
，
而
對
岸
也
持
觀
望
態
度
。
就
此
而
言
，
一
中
各
表
是
唯
一
方
案
。
對
台
灣
，
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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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
各
表
，
不
能
維
持
治
理
（
即
昨
日
社
論
所
說
的
「
杯
子
理
論
」
）
；
對
大
陸
，
非
一
中
各
表
，
不
可
能
有

「
和
平
發
展
」
（
即
「
過
程
論
」
）
。
目
前
的
障
礙
有
二
：
一
、
台
獨
說
，
北
京
不
承
認
一
中
各
表
。
但
我
們

想
對
台
獨
說
：
各
位
應
當
自
己
先
承
認
中
華
民
國
。
二
、
北
京
只
說
九
二
共
識
，
不
說
一
中
各
表
（
唯
在
布
胡

熱
線
中
說
過
）
。
但
胡
錦
濤
的
「
和
平
發
展
／
維
持
現
狀
」
，
其
實
皆
可
視
為
「
一
中
各
表
」
的
體
現
，
且
北

京
亦
迄
未
公
開
否
認
馬
政
府
主
張
的
一
中
各
表
；
北
京
若
撕
破
這
層
窗
戶
紙
，
就
不
會
再
有
「
杯
子
理
論
」
、

「
過
程
論
」
或
「
和
平
發
展
」
可
言
了
。
無
論
對
內
對
外
，
台
灣
朝
野
皆
應
協
力
維
持
「
一
中
各
表
／
雙
贏
共

生
」
的
國
家
生
存
戰
略
。
如
果
北
京
懷
疑
，
應
努
力
使
其
認
知
其
中
的
互
利
；
如
果
台
獨
反
對
，
應
當
告
訴
他

台
灣
別
無
生
路
。

最
後
談
亞
太
平
台
。
台
灣
必
須
在
兩
岸
及
世
界
的
巨
變
中
立
足
，
但
「
民
主
」
不
能
當
飯
吃
，
「
一
中
各

表
」
也
只
是
不
打
破
盛
水
的
「
杯
子
」
而
已
；
台
灣
欲
在
政
治
及
經
濟
上
站
得
住
腳
，
必
須
努
力
朝
「
亞
太
平

台
」
、
「
自
由
貿
易
島
」
的
方
向
發
展
；
此
點
我
們
在
二
十
年
來
經
年
累
月
、
成
篇
累
牘
地
呼
喊
主
張
，
在
此

除
了
又
生
時
機
流
逝
的
悲
憤
以
外
，
已
經
無
話
可
說
。

民
主
沉
淪
、
國
家
認
同
分
裂
，
與
亞
太
營
運
中
心
的
幻
滅
，
這
是
李
登
輝
與
陳
水
扁
所
留
下
的
政
經
廢

墟
。
邁
向
中
華
民
國
一
百
年
，
我
們
還
在
為
要
不
要
台
獨
而
內
耗
嗎
？
還
在
為
應
不
應
走
向
開
放
經
貿
而
空
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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嗎
？
還
要
把
我
們
血
汗
營
造
的
民
主
政
治
糟
蹋
得
如
此
親
痛
仇
快
嗎
？

為
中
華
民
國
許
三
個
願
：
一
中
各
表
、
亞
太
平
台
、
可
敬
的
民
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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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九
年
感
思
》
六
之
四

民
進
黨
能
在
民
國
一
百
年
告
別
台
獨
嗎
？

中
華
民
國
的
生
存
發
展
有
兩
大
威
脅
。
一
是
外
在
的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
欲
消
滅
、
併
吞
或
統
一
中
華
民

國
，
此
點
明
日
再
論
。
另
一
威
脅
是
內
在
的
台
獨
因
素
，
欲
正
名
制
憲
以
另
建
新
而
獨
立
的
國
家
，
這
則
是
本

系
列
社
論
今
日
的
題
目
。

日
前
社
論
指
出
，
台
獨
的
政
治
目
標
有
二
：
一
、
實
現
本
土
化
的
民
主
政
治
。
二
、
解
決
兩
岸
問
題
。
然

而
，
由
於
世
界
、
兩
岸
及
台
灣
的
主
客
因
素
皆
已
產
生
了
結
構
性
的
無
可
反
逆
的
巨
變
，
台
獨
大
概
已
無
可
能

作
為
解
決
兩
岸
問
題
的
方
案
；
尤
有
甚
者
，
由
於
台
獨
因
素
迄
今
仍
然
寄
寓
在
民
進
黨
中
，
更
使
得
台
灣
的
民

主
政
治
難
以
正
常
運
作
。
現
今
的
台
獨
，
漸
已
成
為
徒
然
撕
裂
國
家
社
會
的
政
治
內
鬥
工
具
而
已
；
它
不
可
能

成
為
對
抗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的
可
行
戰
略
，
更
已
成
為
羈
絆
民
進
黨
以
致
羈
絆
了
整
個
台
灣
民
主
政
治
運
作
發

展
的
嚴
重
障
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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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獨
人
士
常
說
：
「
台
灣
是
一
個
主
權
獨
立
的
國
家
，
不
論
其
名
字
叫
做
台
灣
或
中
華
民
國
。
」
這
是
一

種
偷
梁
換
柱
的
虛
妄
論
述
。
其
實
，
無
論
在
法
理
上
或
現
實
上
，
所
謂
「
不
論
其
名
字
謂
何
」
的
說
法
皆
是
不

成
立
的
。
真
相
是
：
有
哪
一
部
憲
法
說
這
個
國
家
的
名
字
叫
做
台
灣
？
再
說
，
如
果
中
華
民
國
被
顛
覆
消
滅
，

台
灣
果
有
可
能
變
成
台
獨
所
憧
憬
嚮
往
的
那
個
新
而
獨
立
的
國
家
嗎
？

台
獨
雖
在
兩
岸
間
仍
有
「
黑
臉
」
的
角
色
可
扮
，
但
已
無
可
能
作
為
解
決
兩
岸
問
題
的
主
軸
方
案
。
這

尚
不
是
台
獨
對
台
灣
造
成
的
主
要
困
擾
，
因
為
台
獨
在
兩
岸
議
題
上
已
是
必
趨
邊
緣
化
；
真
正
嚴
重
的
問
題
是

在
：
台
獨
儼
然
已
經
摧
毀
了
台
灣
民
主
政
治
的
兩
黨
平
衡
關
係
，
使
民
主
制
衡
與
政
黨
輪
替
皆
難
正
常
運
作
。

台
獨
因
素
曾
是
台
灣
民
主
化
的
重
要
動
力
之
一
，
而
推
動
台
灣
民
主
化
亦
是
民
進
黨
發
跡
的
主
因
；
但

是
，
在
世
界
、
兩
岸
及
台
灣
的
主
客
因
素
皆
生
巨
變
的
今
日
，
台
獨
卻
綑
綁
住
了
民
進
黨
，
而
又
因
民
進
黨
被

台
獨
所
綑
綁
，
所
以
台
灣
民
主
政
治
的
正
常
運
作
也
被
民
進
黨
所
羈
絆
。
主
要
的
原
因
是
：
台
灣
安
身
立
命
的

主
要
課
題
在
兩
岸
關
係
，
但
台
獨
已
無
可
能
成
為
處
理
兩
岸
關
係
的
主
軸
方
案
，
則
民
進
黨
如
今
因
台
獨
而
成

為
一
個
跛
腳
政
黨
，
豈
是
意
外
？

對
台
灣
而
言
，
台
獨
是
一
種
「
能
破
／
不
能
立
」
、
「
有
撕
裂
／
無
整
合
」
的
政
治
論
述
。
對
照
昨
日

本
系
列
社
論
的
「
許
三
個
願
」
，
二
十
年
來
，
李
登
輝
與
陳
水
扁
的
台
獨
操
作
，
除
了
撕
裂
國
家
認
同
、
摧
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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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
太
營
運
中
心
的
憧
憬
，
及
造
成
內
耗
空
轉
的
「
民
主
」
以
外
，
台
獨
給
了
台
灣
什
麼
？
民
進
黨
執
政
八
年
，

嘗
試
操
作
台
獨
，
而
終
於
以
台
獨
毀
了
台
獨
；
至
於
陳
水
扁
後
來
演
出
的
「
割
台
獻
美
」
，
亦
不
能
視
為
陳
水

扁
一
人
的
愚
妄
，
而
其
實
也
是
反
映
了
台
獨
論
述
本
身
的
虛
無
。
然
而
，
作
為
台
灣
兩
大
政
黨
之
一
的
民
進
黨

卻
被
台
獨
綑
綁
住
，
台
灣
的
政
黨
政
治
如
何
不
失
衡
失
能
？
主
流
社
會
的
疑
慮
是
：
因
為
台
獨
不
是
台
灣
的
出

路
，
所
以
不
能
以
主
張
台
獨
的
民
進
黨
作
為
台
灣
的
政
治
指
南
針
。

在
陳
水
扁
主
政
期
間
，
我
們
即
曾
指
出
：
「
民
進
黨
回
歸
中
華
民
國
，
是
中
華
民
國
憲
政
工
程
的
最
後
一

哩
。
」
民
進
黨
主
張
台
獨
，
使
台
灣
的
主
流
社
會
在
政
黨
政
治
中
失
去
了
一
個
相
對
的
選
擇
；
而
民
進
黨
亦
被

自
己
幾
十
年
來
所
「
製
造
」
的
台
獨
民
粹
因
素
所
挾
持
，
以
致
不
能
脫
胎
換
骨
。
故
而
，
在
世
界
及
兩
岸
的
大

變
局
中
，
此
一
台
灣
民
主
政
治
的
大
僵
局
，
已
然
成
為
台
灣
生
存
發
展
的
大
危
機
；
不
化
解
這
個
危
機
，
台
灣

的
政
黨
政
治
不
可
能
回
復
平
衡
，
而
台
灣
亦
不
可
能
以
整
合
的
社
會
來
迎
對
世
界
及
兩
岸
的
大
變
局
。

幾
十
年
來
，
台
灣
處
於
「
中
華
民
國
」
與
「
台
灣
國
」
的
撕
裂
之
中
。
中
華
民
國
曾
以
八
年
的
政
權
交
給

主
張
台
獨
的
民
進
黨
，
可
謂
是
中
華
民
國
包
容
了
台
獨
；
但
畢
竟
世
界
與
兩
岸
的
巨
變
已
無
可
反
逆
，
國
人
恐

怕
難
以
想
像
民
進
黨
若
仍
主
張
台
獨
而
仍
能
贏
得
中
華
民
國
的
政
權
，
或
民
進
黨
若
再
贏
得
政
權
後
仍
主
張
台

獨
。
總
之
，
台
獨
最
大
的
問
題
，
已
不
在
其
不
能
解
決
兩
岸
問
題
，
而
在
它
已
使
政
黨
政
治
及
民
主
政
治
內
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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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
轉
、
失
衡
失
能
。

民
進
黨
是
否
揚
棄
台
獨
其
實
不
是
重
點
，
但
民
進
黨
仍
然
操
縱
著
相
當
的
社
會
資
源
而
使
民
主
政
治
失
衡

失
能
，
這
卻
足
以
對
台
灣
造
成
致
命
的
傷
害
。
中
華
民
國
已
然
邁
向
一
百
年
，
民
進
黨
願
否
以
告
別
台
獨
來
作

為
獻
給
中
華
民
國
的
百
歲
生
日
禮
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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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之
五

一
中
各
表‧

杯
子
理
論‧

屋
頂
理
論

鄧
小
平
以
「
一
國
兩
制
」
流
利
地
處
理
了
香
港
問
題
，
這
應
是
歷
史
上
答
得
最
好
的
政
治
考
卷
之
一
。

如
今
，
胡
錦
濤
藉
二○

○
五
年
「
連
胡
會
」
，
對
兩
岸
關
係
提
出
的
「
和
平
發
展
」
，
或
許
有
可
能
超
越
鄧
小

平
。
因
為
，
台
灣
的
考
題
比
香
港
難
得
太
多
。

原
本
，
北
京
認
為
「
一
國
兩
制
」
是
一
帖
萬
靈
丹
。
香
港
好
用
，
也
想
用
在
台
灣
，
但
顯
然
藥
不
對
症
。

畢
竟
，
中
華
民
國
的
青
天
白
日
滿
地
紅
國
旗
與
香
港
的
紫
荊
花
旗
不
同
；
中
華
民
國
直
選
總
統
，
香
港
連
特
首

亦
非
直
選
。
過
去
二
十
年
，
兩
岸
互
動
陷
入
嚴
重
僵
局
，
固
然
是
李
登
輝
與
陳
水
扁
的
台
獨
操
作
所
致
，
但
北

京
方
面
一
向
欲
以
「
一
國
兩
制
／
和
平
統
一
」
橫
柴
入
灶
，
亦
是
主
因
。
一
直
到
了
胡
錦
濤
提
出
「
和
平
發

展
」
，
事
態
始
有
轉
機
，
兩
岸
情
勢
亦
告
豁
然
開
朗
。
若
以
本
系
列
的
用
語
來
說
，
「
一
國
兩
制
／
和
平
統

一
」
是
「
目
的
論
」
，
而
「
和
平
發
展
」
是
「
過
程
論
」
。
由
於
「
和
平
發
展
」
出
台
，
使
得
齒
輪
卡
死
已
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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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兩
岸
關
係
恢
復
運
轉
。

自
江
澤
民
以
來
，
北
京
逐
漸
形
成
「
維
持
現
狀
」
的
論
述
，
包
括
「
現
狀
就
是
見
之
於
台
灣
現
行
規
定

及
文
件
的
現
狀
」
、
「
雖
然
尚
未
統
一
／
仍
是
一
個
中
國
」
等
，
在
論
述
演
變
的
過
程
中
，
「
和
平
統
一
」
的

說
法
雖
未
完
全
消
失
，
但
已
大
幅
降
低
出
現
頻
率
，
取
而
代
之
者
就
是
胡
錦
濤
的
「
和
平
發
展
」
。
「
和
平
發

展
」
這
個
概
念
是
出
自
「
維
持
現
狀
」
，
現
在
又
回
過
頭
來
成
為
「
維
持
現
狀
」
的
主
要
支
撐
。

北
京
未
曾
將
「
現
狀
」
說
清
楚
。
但
維
持
現
狀
的
必
然
前
提
，
即
是
維
持
中
華
民
國
；
因
為
，
中
華
民
國

即
是
「
現
狀
」
，
無
中
華
民
國
即
無
「
現
狀
」
。
所
以
，
所
謂
「
和
平
發
展
」
，
必
然
引
申
出
來
的
潛
台
詞
就

是
：
在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和
中
華
民
國
的
現
狀
下
，
以
和
平
的
手
段
及
目
的
，
進
行
兩
岸
互
動
發
展
。
此
一
景

觀
，
其
實
就
是
「
一
中
各
表
」
，
雖
然
心
照
不
宣
。

為
了
節
省
篇
幅
，
我
們
要
從
「
維
持
現
狀
」
跳
躍
到
「
一
中
各
表
」
。
對
中
華
民
國
而
言
，
若
非
「
一
中

各
表
」
，
即
不
可
能
「
維
持
現
狀
」
；
對
北
京
而
言
，
若
否
定
「
一
中
各
表
」
，
即
不
可
能
「
和
平
發
展
」
。

在
現
階
段
，
「
一
中
各
表
」
是
台
灣
力
爭
而
北
京
未
公
開
否
認
的
概
念
；
假
設
沒
有
這
個
若
隱
若
顯
的
「
一
中

各
表
」
，
兩
岸
現
在
運
作
的
互
動
架
構
即
失
依
託
。

從
本
系
列
社
論
的
觀
點
來
看
，
「
一
中
各
表
」
是
可
以
貫
通
「
杯
子
理
論
」
與
「
屋
頂
理
論
」
的
概
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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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為
，
杯
子
理
論
是
一
中
各
表
，
屋
頂
理
論
也
是
一
中
各
表
。
再
以
社
論
語
言
來
說
，
一
中
各
表
也
是
可
以

貫
通
「
合
理
的
過
程
論
」
至
「
改
良
之
目
的
論
」
的
概
念
。
北
京
即
使
暫
時
不
願
在
口
頭
上
承
認
「
一
中
各

表
」
，
但
千
萬
不
可
輕
易
否
定
；
因
為
「
一
中
各
表
」
是
想
像
中
最
能
貫
通
「
過
程
」
與
「
目
的
」
的
概
念
，

且
運
作
起
來
代
價
最
小
，
而
成
就
的
可
能
性
卻
最
大
。

往
前
面
看
，
兩
岸
關
係
需
要
一
個
「
很
長
」
的
競
合
過
程
，
「
很
長
」
這
個
「
引
號
」
，
是
強
調
其
時
間

一
定
很
長
，
且
必
須
很
長
。
為
了
確
保
在
這
個
「
很
長
」
的
競
合
演
化
中
，
能
有
「
合
理
的
過
程
」
，
並
能
創

造
「
改
良
之
目
的
」
，
「
一
中
各
表
」
應
是
唯
一
的
可
行
策
略
。
「
一
中
各
表
」
，
是
化
異
求
同
；
同
與
異
的

交
替
，
就
是
筷
子
理
論
。
一
中
各
表
，
亦
可
守
可
進
；
守
是
杯
子
理
論
，
進
則
是
屋
頂
理
論
。
雖
然
兩
岸
承
認

「
一
中
各
表
」
的
程
度
不
同
（
北
京
僅
在
布
胡
熱
線
承
認
一
次
）
；
但
在
目
前
及
可
見
之
未
來
，
主
導
兩
岸
互

動
的
主
要
默
契
就
是
「
一
中
各
表
」
。
所
謂
「
九
二
共
識
／
和
平
發
展
」
，
或
「
維
持
現
狀
／
和
平
發
展
」
，

就
是
「
一
中
各
表
／
和
平
發
展
」
。

雖
然
，
一
中
各
表
暫
時
不
易
成
為
北
京
的
公
開
政
策
；
卻
已
存
在
於
默
契
及
局
部
的
實
際
體
現
中
。
所
謂

「
維
持
現
狀
」
、
「
和
平
發
展
」
、
「
雖
然
尚
未
統
一
／
仍
是
一
個
中
國
」
，
其
實
皆
可
視
為
「
一
中
各
表
」

的
引
申
語
或
替
代
詞
。
兩
岸
之
間
，
曾
從
「
解
放
台
灣
」
、
「
反
攻
大
陸
」
、
「
中
華
民
國
已
經
滅
亡
」
等
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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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
詛
咒
，
演
化
至
今
日
的
「
雙
贏
共
生
」
；
那
麼
，
另
日
「
一
中
各
表
」
若
從
潛
台
詞
變
成
定
場
詩
，
亦
不
令

人
意
外
。

畢
竟
，
兩
岸
分
裂
分
治
六
十
年
來
的
歷
史
演
化
在
在
證
實
：
思
想
會
從
狹
窄
變
到
寬
闊
，
意
境
會
從
淺
陋

變
到
高
遠
。
思
想
變
了
，
意
境
也
變
。
一
句
「
和
平
發
展
」
啟
動
了
交
流
齒
輪
，
亦
寄
望
一
句
「
九
二
共
識
／

一
中
各
表
」
共
創
雙
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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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九
年
感
思
》
六
之
六

百
年
輪
迴
：
兩
岸
共
同
回
歸
辛
亥
革
命
及
孫
中
山
的
起
始
點

中
華
民
國
宣
布
將
熱
烈
慶
祝
一
百
周
年
國
慶
，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則
宣
布
將
擴
大
紀
念
辛
亥
革
命
武
昌
起

義
一
百
年
。
一
時
之
間
，
彷
彿
將
時
光
拉
回
一
百
年
前
。

拉
回
一
百
年
前
，
這
不
只
是
一
個
比
喻
，
更
有
相
當
的
寫
實
意
味
。
一
百
年
前
，
辛
亥
革
命
總
結
了
鴉
片

戰
爭
以
來
對
「
救
國
／
救
民
」
議
題
的
探
討
，
創
建
了
亞
洲
第
一
個
民
主
共
和
國─

─

中
華
民
國
。
這
與
中
國

歷
史
上
所
有
的
改
朝
換
代
不
同
，
中
華
民
國
是
建
立
在
「
民
族
／
民
權
／
民
生
」
的
義
理
之
上
。

百
年
以
來
，
中
華
民
國
經
歷
內
憂
外
患
，
長
話
短
說
，
最
後
在
今
日
的
台
灣
實
現
了
百
年
前
想
像
的
民

主
政
治
及
相
對
均
富
的
民
生
；
其
間
經
歷
的
國
共
內
戰
，
以
「
中
國
往
何
處
去
」
為
鬥
爭
主
題
，
而
致
在
六
十

年
前
形
成
了
兩
岸
分
裂
分
治
的
局
面
。
此
後
，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歷
經
了
人
民
公
社
、
文
化
大
革
命
等
重
大
的

「
試
誤
過
程
」
（
也
須
長
話
短
說
）
，
如
今
在
「
改
革
開
放
」
上
有
了
舉
世
矚
目
的
成
績
；
而
「
改
革
開
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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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作
為
，
如
本
系
列
首
篇
所
論
，
可
以
說
比
較
接
近
辛
亥
革
命
的
主
張
，
而
已
與
六
十
年
前
的
無
產
階
級
革

命
，
及
四
十
年
前
的
文
化
大
革
命
分
道
揚
鑣
。

對
於
「
和
平
崛
起
」
的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來
說
，
已
經
面
對
且
勢
須
處
理
的
問
題
是
：
六
十
年
前
，
先
有

了
一
套
意
識
形
態
，
卻
走
錯
了
路
；
未
來
，
路
好
像
漸
漸
走
對
了
，
但
是
卻
須
回
過
頭
來
處
理
那
一
套
已
證
實

為
錯
誤
的
意
識
形
態
。
直
至
去
年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六
十
周
年
國
慶
，
胡
錦
濤
仍
楬
櫫
馬
克
思
主
義
及
毛
澤
東

思
想
，
不
啻
是
欲
將
已
經
放
腳
為
天
足
的
中
國
，
再
強
塞
回
那
只
裹
腳
鞋
裡
。
辦
得
到
嗎
？
行
得
通
嗎
？

據
此
以
論
兩
岸
關
係
。
今
後
的
兩
岸
關
係
，
已
無
可
能
再
回
到
「
武
裝
內
戰
」
的
狀
態
，
而
是
必
須
面

對
「
中
國
」
應
當
採
行
何
種
政
經
制
度
，
及
「
中
國
人
」
應
有
何
種
生
活
方
式
的
大
議
題
。
這
正
是
百
年
前
辛

亥
革
命
的
議
題
，
兩
岸
經
歷
六
十
年
的
競
合
互
動
，
並
各
自
付
出
了
重
大
代
價
後
，
會
不
會
覺
得
：
如
今
彷
彿

又
回
到
了
百
年
前
辛
亥
革
命
的
起
始
點
上
，
共
同
面
對
的
課
題
不
外
就
是
孫
中
山
所
說
的
：
民
族
、
民
權
、
民

生
？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當
局
或
許
暗
自
心
喜
，
因
為
近
年
來
「
改
革
開
放
」
的
成
就
舉
世
稱
譽
。
甚
至
有
人

說
，
連
福
山
的
「
歷
史
終
結
說
」
也
因
中
國
的
表
現
而
動
搖
（
福
山
認
為
，
民
主
政
治
及
自
由
經
濟
是
人
類
最

佳
及
最
後
而
不
可
超
越
的
體
制
）
；
不
過
，
「
改
革
開
放
」
雖
屬
一
個
變
體
，
但
其
根
本
的
機
轉
仍
是
以
民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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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
本
）
及
自
由
來
解
放
人
性
及
民
力
，
談
不
上
是
發
明
或
超
越
。
何
況
，
改
革
開
放
及
和
平
崛
起
能
有
今
日

成
績
，
主
因
是
鄧
小
平
及
胡
錦
濤
等
掌
舵
者
的
表
現
優
異
；
這
類
的
政
績
主
要
是
建
立
在
「
開
明
專
制
」
的
聖

君
賢
臣
之
上
，
而
絕
不
是
什
麼
「
有
中
國
特
色
的
社
會
主
義
」
的
成
就
。
一
旦
世
局
國
情
轉
入
另
一
階
段
，
或

萬
一
出
現
一
個
不
肖
的
掌
舵
者
，
這
類
政
經
成
就
可
能
在
幾
年
之
間
即
可
翻
覆
。
所
以
，
對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而
言
，
重
新
回
歸
到
辛
亥
革
命
的
起
始
之
處
，
或
許
才
能
找
到
國
家
與
人
民
最
終
的
歸
趨
。

二
十
年
前
，
中
共
當
局
常
說
「
摸
著
石
頭
過
河
」
。
然
而
，
到
了
今
日
，
應
當
已
有
居
高
臨
下
的
全
局

視
野
，
不
必
再
摸
著
石
頭
也
知
應
當
何
去
何
從
了
。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當
前
的
處
境
有
如
三
個
同
心
圓
：
內
層

是
中
國
大
陸
的
「
和
平
演
變
」
（
是
指
主
政
者
主
動
操
作
引
導
的
民
主
演
變
，
如
蔣
經
國
模
式
）
，
中
層
是
兩

岸
關
係
的
「
和
平
發
展
」
，
外
層
則
是
面
對
國
際
的
「
和
平
崛
起
」
。
三
者
必
須
相
輔
相
成
，
不
能
相
牴
相

剋
。
例
如
，
若
以
「
非
和
平
方
法
」
處
理
兩
岸
，
即
影
響
對
外
「
和
平
崛
起
」
；
若
不
能
引
導
內
部
「
和
平
演

變
」
，
「
和
平
崛
起
」
將
如
在
沙
上
築
塔
。

中
華
民
國
一
百
周
年
了
，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應
當
站
在
這
同
心
圓
裡
思
考
兩
岸
關
係
；
亦
即
兩
岸
關
係
的

「
和
平
發
展
」
，
應
當
與
內
部
的
「
和
平
演
變
」
與
外
部
的
「
和
平
崛
起
」
相
互
對
應
。
不
能
再
有
「
誰
吃
掉

誰
」
的
想
法
，
難
道
能
用
武
力
消
滅
一
個
民
主
政
體
中
華
民
國
嗎
？
也
不
必
想
像
「
一
國
兩
制
」
，
難
道
不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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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
中
國
」
找
到
一
個
兩
岸
人
民
皆
一
體
認
同
的
政
經
體
制
嗎
？
辛
亥
革
命
後
，
國
共
兩
黨
皆
欲
以
武
力
強
使

對
方
接
受
自
己
的
政
經
主
張
；
但
是
，
那
樣
的
悲
劇
愚
行
不
可
再
演
，
今
後
應
當
以
真
實
具
體
的
政
經
成
就
，

在
兩
岸
競
合
互
動
中
，
來
說
服
對
方
，
感
動
對
方
。
這
樣
的
「
過
程
論
」
，
對
雙
方
皆
是
一
種
激
勵
；
經
由
此

種
「
合
理
過
程
」
而
達
成
的
「
改
良
目
的
」
，
始
有
順
天
應
人
的
正
當
性
。

若
能
站
在
這
個
高
度
看
兩
岸
關
係
，
就
能
善
良
與
真
誠
，
就
有
建
設
性
，
而
少
破
壞
性
。
過
去
我
們
曾

說
，
不
要
「
引
君
入
甕
」
，
而
要
「
與
卿
共
舞
」
；
就
是
認
為
，
兩
岸
勿
再
陷
於
爾
虞
我
詐
的
騙
術
與
鬥
爭

中
，
而
應
共
同
協
力
以
善
良
與
真
誠
為
人
民
建
立
正
大
的
政
經
體
制
。
這
一
代
的
兩
岸
領
導
人
，
其
見
識
胸
襟

不
但
應
超
越
蔣
介
石
、
毛
澤
東
，
也
應
超
越
蔣
經
國
與
鄧
小
平
；
相
對
而
言
，
今
日
的
兩
岸
人
民
，
當
然
不
再

是
清
末
民
初
那
樣
的
貧
愚
交
加
，
也
已
不
像
戒
嚴
時
代
那
般
不
由
自
主
，
亦
不
像
文
革
時
代
那
般
沒
有
自
我
。

兩
岸
朝
野
何
妨
一
同
回
歸
辛
亥
革
命
的
基
準
，
共
同
致
力
於
辛
亥
革
命
百
年
後
仍
未
完
全
體
現
的
政
經
體
制
。

倘
能
作
如
是
觀
，
則
在
前
述
的
那
三
個
同
心
圓
中
，
兩
岸
關
係
無
疑
是
一
個
關
鍵
的
介
面
角
色
。
向
內
層

的
同
心
圓
顯
示
，
中
共
不
會
扼
殺
一
個
民
主
體
制
；
對
外
層
的
同
心
圓
表
示
，
中
國
將
在
民
權
及
民
生
的
普
世

基
準
中
和
平
崛
起
。
這
應
當
是
合
理
可
行
的
兩
岸
方
案
，
也
是
回
歸
到
辛
亥
革
命
的
百
年
憧
憬
。

中
華
民
國
一
百
年
了
，
倘
若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認
為
這
是
「
一
部
分
中
國
」
的
喜
慶
，
應
當
給
予
善
良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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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
誠
的
祝
福
。
這
一
句
祝
福
即
使
說
不
出
口
，
在
兩
岸
以
辛
亥
革
命
及
孫
中
山
為
共
同
傳
承
的
交
集
下
，
心
照

不
宣
即
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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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中
各
表
」
等
於
台
獨
偏
安
？

本
報
在
歲
末
新
正
發
表
的
《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九
年
感
思
》
系
列
社
論
六
篇
，
受
到
兩
岸
有
心
人
士
的
重
視

與
討
論
；
我
們
並
不
認
為
系
列
社
論
所
言
即
是
顛
撲
不
破
，
而
拋
磚
引
玉
、
集
思
廣
益
，
才
是
我
們
動
念
寫
作

的
初
衷
。

兩
岸
問
題
是
一
個
見
仁
見
智
的
大
難
題
。
對
於
贊
同
《
元
旦
六
論
》
見
解
者
，
我
們
固
然
欣
慰
；
對
於
不

贊
同
者
，
我
們
也
表
尊
重
。
但
若
有
嚴
重
誤
解
或
曲
解
，
我
們
仍
應
試
作
說
明
，
以
免
以
訛
傳
訛
。

張
亞
中
、
謝
大
寧
、
黃
光
國
三
位
學
者
，
發
表
《
六
問
聯
合
報
》
，
指
《
六
論
》
所
主
張
的
「
一
中
各

表
」
，
等
於
台
獨
，
等
於
偏
安
；
這
是
誤
解
，
也
是
曲
解
，
我
們
有
不
能
已
於
言
者
。

三
學
者
長
期
關
注
兩
岸
議
題
，
鑽
研
甚
深
，
創
見
亦
多
，
令
人
欽
敬
。
但
此
次
發
表
《
六
問
》
，
一
方
面

標
榜
他
們
創
制
的
「
一
中
同
表
／
一
中
三
憲
／
兩
岸
統
合
」
，
喻
為
「
兩
岸
和
平
發
展
的
戰
略
基
石
」
；
另
一

方
面
，
又
指
「
一
中
各
表
」
不
合
邏
輯
、
不
可
行
、
不
符
合
相
關
各
造
的
利
益
，
筆
鋒
一
轉
，
甚
至
指
「
一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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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
表
」
與
剛
性
台
獨
、
柔
性
台
獨
、
偏
安
台
獨
、
偏
安
自
保
，
及
獨
台
是
同
一
類
屬
的
政
治
主
張
。
若
說
「
一

中
各
表
」
不
可
行
，
當
然
可
以
見
仁
見
智
；
但
若
說
「
一
中
各
表
」
等
於
台
獨
、
等
於
偏
安
，
那
就
不
知
所
云

了
。

其
實
，
我
們
完
全
看
不
出
《
六
問
》
與
《
六
論
》
有
甚
麼
斬
釘
截
鐵
的
歧
異
。
暫
難
細
論
，
僅
舉
二
者
的

最
大
共
同
點
有
二
：

一
、
都
是
「
泛
屋
頂
理
論
」
。
《
六
論
》
的
主
軸
，
是
強
調
和
平
發
展
的
「
過
程
論
」
，
而
欲
以
緩
化
、

軟
化
、
轉
化
，
來
改
善
統
獨
的
「
目
的
論
」
。
因
為
強
調
「
過
程
論
」
，
所
以
主
張
「
筷
子
理
論
」
（
不
統
／

不
獨
）
，
與
「
杯
子
理
論
」
（
維
持
「
中
華
民
國
一
中
憲
法
」
的
「
現
狀
」
）
；
但
強
調
「
過
程
論
」
，
亦
並

未
迴
避
「
目
的
論
」
，
因
此
也
主
張
可
考
慮
以
「
屋
頂
理
論
」
來
處
理
「
目
的
議
題
」
，
例
如
兩
岸
成
立
「
邦

聯
」
。
《
六
問
》
似
乎
指
稱
：
「
一
中
各
表
」
對
「
一
中
」
的
意
涵
交
代
不
清
，
但
《
六
論
》
卻
說
得
很
清

楚
：
「
一
中
各
表
」
所
說
的
「
一
中
」
，
說
的
是
「
屋
頂
」
，
是
「
第
三
概
念
」
、
「
上
位
概
念
」
；
比
如
，

若
成
立
「
邦
聯
」
就
會
出
現
「
第
三
憲
」
，
與
《
六
問
》
無
異
；
至
於
「
各
表
」
，
《
六
問
》
與
《
六
論
》
皆

主
張
「
一
中
憲
法
」
，
更
無
差
別
；
《
六
問
》
又
稱
，
「
接
受
一
中
，
不
表
示
我
們
必
然
接
受
大
陸
為
中
央
，

台
灣
為
地
方
」
，
這
豈
非
也
是
一
種
「
各
表
」
？
《
六
問
》
畢
竟
並
不
贊
成
「
一
個
中
國
就
是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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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
，
而
認
為
「
一
個
中
國
」
應
是
「
第
三
概
念
」
（
第
三
憲
）
，
這
又
與
《
六
論
》
有
何
不
同
？
甚
至
，

《
六
問
》
主
張
，
可
經
「
和
平
協
議
」
做
為
建
立
兩
岸
政
治
互
信
的
「
第
一
份
文
件
」
，
這
也
是
本
報
早
有
的

提
議
，
差
別
何
在
？

至
於
《
六
問
》
將
「
一
中
各
表
」
說
成
與
台
獨
與
偏
安
無
異
，
甚
至
說
成
皆
是
「
螟
蛉
子
之
焦
慮
」
，
更

不
啻
已
是
指
鹿
為
馬
。
台
獨
會
主
張
「
一
中
憲
法
」
嗎
？
偏
安
者
會
主
張
「
兩
岸
共
同
回
歸
辛
亥
革
命
及
孫
中

山
的
起
點
」
嗎
？
會
主
張
由
「
合
理
的
過
程
」
達
到
「
改
善
之
目
的
」
嗎
？
三
學
者
大
可
自
詡
有
「
經
略
大
中

華
」
的
雄
心
壯
志
，
但
何
必
將
他
人
說
成
「
孤
兒
心
態
」
？

《
六
論
》
主
張
兩
岸
關
係
應
「
化
整
為
零
」
，
《
六
問
》
則
是
主
張
應
當
「
化
零
為
整
」
。
然
而
，
無
零

豈
有
整
，
無
整
則
零
亦
亂
；
「
過
程
」
與
「
目
的
」
應
是
首
尾
呼
應
、
相
輔
相
成
，
沒
有
非
要
相
互
對
立
的
道

理
。

二
、
北
京
是
主
要
的
變
數
。
《
六
問
》
稱
，
《
六
論
》
的
觀
點
有
一
點
一
廂
情
願
，
我
們
承
認
；
但
《
六

問
》
的
問
題
，
則
是
在
不
知
自
己
也
有
一
點
一
廂
情
願
。
《
六
問
》
指
出
，
「
兩
岸
的
物
質
權
力
處
於
不
對

稱
狀
態
」
，
這
也
是
《
六
問
》
與
《
六
論
》
必
須
面
對
的
相
同
處
境
。
《
六
問
》
對
《
六
論
》
的
質
疑
，
最

具
說
服
力
者
，
應
是
「
北
京
『
憑
甚
麼
』
接
受
一
中
各
表
」
這
類
的
口
吻
，
六
篇
長
文
不
斷
抬
出
「
北
京
不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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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
」
，
據
此
反
對
一
中
各
表
；
難
道
不
怕
有
人
也
會
用
同
一
語
氣
請
教
《
六
問
》
，
北
京
又
「
憑
甚
麼
」
接
受

「
一
中
三
憲
」
？

必
須
聲
明
，
我
們
不
反
對
「
一
中
三
憲
」
，
且
認
為
「
一
中
各
表
」
與
「
一
中
三
憲
」
只
是
名
異
實
同
；

而
北
京
若
能
接
受
「
一
中
三
憲
」
，
就
沒
有
道
理
不
接
受
「
一
中
各
表
」
，
因
為
兩
者
皆
是
「
泛
杯
子
理
論
」

與
「
泛
屋
頂
理
論
」
。
令
人
遺
憾
的
是
，
若
為
了
主
張
「
一
中
三
憲
」
，
卻
要
以
北
京
「
憑
甚
麼
接
受
」
來
否

定
「
一
中
各
表
」
，
那
就
是
莫
名
所
以
了
。

然
而
，
北
京
不
接
受
，
未
必
是
絕
對
不
可
變
的
事
情
。
為
了
解
決
兩
岸
僵
局
，
在
兩
岸
主
政
者
與
社
會
菁

英
間
，
出
計
獻
策
者
不
可
勝
數
；
其
中
有
一
共
同
困
境
，
即
皆
須
面
對
「
北
京
不
答
應
」
或
「
台
灣
不
接
受
」

的
難
題
，
這
也
是
「
一
中
三
憲
」
與
「
一
中
各
表
」
的
共
同
處
境
。
雖
然
如
此
，
兩
岸
卻
仍
然
是
議
論
滔
滔
，

正
是
因
為
「
不
接
受
／
不
答
應
」
未
必
是
鐵
板
一
塊
。
所
有
的
「
理
念
的
創
制
」
，
皆
須
首
先
打
破
「
墨
守
成

規
」
的
侷
限
。
正
如
《
六
問
》
所
說
，
東
西
德
的
《
基
礎
條
約
》
，
與
歐
盟
的
《
赫
爾
辛
基
最
終
議
定
書
》
，

皆
是
穿
透
了
許
多
「
不
答
應
／
不
接
受
」
才
破
繭
而
出
；
同
樣
的
，
兩
岸
自
「
解
放
台
灣
」
「
反
攻
大
陸
」
，

能
走
到
今
日
以
「
和
平
發
展
」
為
主
軸
基
調
，
又
何
嘗
不
是
穿
透
了
許
多
「
不
答
應
／
不
接
受
」
而
形
成
？
我

們
希
望
兩
岸
皆
能
接
受
「
一
中
各
表
」
，
同
時
也
歡
迎
兩
岸
能
接
受
「
一
中
三
憲
」
；
我
們
不
在
意
誰
的
理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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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說
能
成
為
兩
岸
的
正
式
論
述
或
旗
幟
，
我
們
只
關
切
如
何
經
由
「
合
理
的
過
程
」
以
實
現
兩
岸
「
改
善
之
目

的
」
。由

於
我
們
更
強
調
過
程
論
，
所
以
不
認
為
「
台
灣
前
途
應
由
兩
千
三
百
萬
人
決
定
」
是
甚
麼
離
經
叛
道

的
論
述
；
我
們
也
認
為
兩
岸
問
題
的
終
極
解
決
，
必
須
同
時
化
解
確
實
存
在
的
台
獨
因
素
，
所
以
只
能
轉
化
台

獨
，
而
不
可
想
像
把
台
獨
一
筆
勾
銷
；
尤
其
，
「
一
中
各
表
」
與
李
登
輝
的
「
兩
國
論
」
，
及
民
進
黨
的
台

獨
，
根
本
不
是
一
回
事
，
何
能
將
之
指
為
一
丘
之
貉
？
三
學
者
難
道
不
是
在
「
為
箭
畫
靶
」
？

最
後
，
我
們
要
鄭
重
聲
明
，
《
元
旦
六
論
》
與
馬
政
府
完
全
無
關
，
連
一
點
點
關
聯
都
沒
有
。
其
實
，

「
一
中
各
表
」
是
一
個
仍
在
發
展
中
的
概
念
，
我
們
在
李
登
輝
時
代
即
主
張
「
一
中
各
表
」
，
也
不
在
意
與
馬

政
府
「
一
中
各
表
」
的
思
考
有
何
出
入
。
我
們
的
用
心
，
只
在
嘗
試
為
「
一
中
各
表
」
思
考
體
系
的
建
構
略
盡

棉
薄
而
已
。
我
們
歡
迎
「
一
中
三
憲
」
的
創
見
，
但
也
希
望
我
們
對
「
一
中
各
表
」
的
思
考
，
勿
被
誤
解
及
曲

解
。
集
思
廣
益
，
豈
不
甚
好
？

 

原
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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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部
分
的
中
國
」
與
「
中
國
的
一
部
分
」

─
─
 

北
京
為
何
應
當
採
行
「
一
中
各
表
」

北
京
智
囊
鄭
必
堅
針
對
兩
岸
關
係
說
：
「
眼
界
決
定
境
界
，
思
路
決
定
出
路
。
」
這
句
話
的
意
思
也
許
是

說
：
不
要
被
僵
固
的
思
想
窠
臼
困
住
，
只
要
放
大
眼
界
，
靈
活
思
考
，
就
能
找
到
高
境
界
的
好
出
路
。

兩
岸
困
局
之
難
解
，
固
然
是
在
問
題
很
複
雜
，
但
更
重
要
的
則
是
在
決
策
者
的
眼
界
不
夠
寬
、
思
路
不
夠

活
，
所
以
顯
得
境
界
低
、
出
路
窄
。

以
「
九
二
共
識
／
一
中
各
表
」
這
個
命
題
而
言
，
最
初
北
京
方
面
根
本
否
認
有
「
九
二
共
識
」
這
一
回

事
；
但
如
今
「
九
二
共
識
」
卻
已
成
了
北
京
在
兩
岸
關
係
上
的
政
策
主
軸
。
若
要
咬
文
嚼
字
，
九
二
香
港
會

談
確
實
未
見
「
九
二
共
識
」
四
字
；
因
而
，
即
使
否
認
有
「
九
二
共
識
」
這
一
回
事
，
可
謂
亦
是
「
理
所
當

然
」
。
然
而
，
從
最
初
否
認
「
九
二
共
識
」
到
如
今
據
為
政
策
主
軸
，
改
變
的
只
是
眼
界
與
思
路
，
影
響
的
卻

是
境
界
與
出
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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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
說
「
一
中
各
表
」
。
北
京
方
面
對
此
甚
為
保
留
，
迄
今
只
見
胡
錦
濤
在
二○

○

八
年
三
月
布
胡
熱
線

中
承
認
過
一
次
，
此
後
即
未
再
出
現
於
北
京
談
話
。
北
京
的
版
本
主
張
，
「
九
二
共
識
」
是
指
「
兩
岸
各
自
以

口
頭
表
達
一
個
中
國
的
原
則
」
；
在
命
題
邏
輯
上
，
被
喻
為
「
各
表
一
中
」
。
唯
因
九
二
香
港
會
議
曾
明
確
達

成
擱
置
主
權
爭
議
，
雙
方
同
意
不
將
各
自
對
「
一
中
」
的
定
義
強
加
於
對
方
，
所
以
才
出
現
「
一
個
中
國
的
原

則
」
這
樣
的
措
辭
；
所
謂
「
原
則
」
，
就
已
不
再
是
任
何
一
方
可
以
片
面
獨
佔
定
義
權
，
亦
即
在
眼
界
及
思
路

上
，
至
少
已
經
跳
脫
了
「
老
老
三
句
」
：
世
界
上
只
有
一
個
中
國
，
台
灣
是
中
國
的
一
部
分
，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政
府
是
代
表
中
國
的
唯
一
合
法
政
府
。

換
句
話
說
，
倘
若
「
一
個
中
國
」
只
是
「
原
則
」
，
那
麼
，
必
然
就
應
有
「
各
表
」
的
空
間
；
否
則
，

即
不
是
「
原
則
」
，
而
是
片
面
獨
佔
了
定
義
權
。
如
此
看
來
，
「
在
一
中
原
則
下
各
表
」
與
「
各
表
一
中
原

則
」
，
其
實
並
無
矛
盾
，
而
是
互
為
表
裡
。
當
初
北
京
改
採
「
一
個
中
國
的
原
則
」
這
個
說
法
，
應
當
也
是
出

自
眼
界
與
思
路
的
放
大
與
提
升
；
而
其
中
存
在
的
境
界
與
出
路
則
在
於
：
「
一
中
各
表
」
與
所
謂
「
一
中
」
的

「
原
則
」
其
實
並
不
牴
觸
，
卻
多
了
各
自
詮
釋
的
空
間
。

脫
離
了
「
老
老
三
句
」
，
眼
界
及
思
路
的
變
化
又
演
化
出
「
老
三
句
」
與
「
新
三
句
」
。
「
老
三
句
」

是
：
世
界
上
只
有
一
個
中
國
，
台
灣
是
中
國
的
一
部
分
，
中
國
的
主
權
和
領
土
完
整
不
容
分
割
。
「
新
三
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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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
是
：
世
界
上
只
有
一
個
中
國
，
大
陸
和
台
灣
同
屬
一
個
中
國
，
中
國
的
主
權
和
領
土
不
容
分
割
。
從
「
老
老

三
句
」
到
「
新
三
句
」
，
「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政
府
是
代
表
中
國
的
唯
一
合
法
政
府
」
這
類
片
面
獨
佔
定
義
權

的
表
達
已
見
淡
出
，
而
「
大
陸
與
台
灣
同
屬
一
個
中
國
」
這
類
「
平
等
／
對
等
」
的
思
維
則
逐
漸
浮
現
。
改
變

的
是
眼
界
與
思
路
，
影
響
的
是
境
界
與
出
路
。

兩
岸
當
局
即
使
對
「
九
二
共
識
」
仍
有
歧
見
，
但
如
前
述
，
「
一
中
各
表
」
及
「
各
表
一
中
」
並
非
全

無
交
集
，
甚
至
是
互
為
表
裡
。
北
京
迄
今
雖
未
再
申
接
受
「
一
中
各
表
」
，
但
也
迄
未
公
開
正
式
否
認
。
一
方

面
，
北
京
應
當
知
道
，
倘
若
撕
去
「
一
中
各
表
」
這
一
層
窗
戶
紙
，
兩
岸
關
係
必
告
解
構
；
另
一
方
面
，
北
京

在
從
「
老
老
三
句
」
朝
向
「
新
三
句
」
移
動
時
，
在
眼
界
與
思
路
上
，
其
實
並
未
否
定
「
一
中
各
表
」
也
是
兩

岸
關
係
可
以
思
考
的
境
界
與
出
路
。
境
界
低
的
出
路
往
往
不
是
出
路
，
境
界
提
升
則
往
往
即
可
找
到
柳
暗
花
明

的
出
路
。

北
京
的
困
局
是
被
綁
在
「
主
權
」
二
字
。
主
權
不
是
洪
荒
即
有
的
概
念
，
而
是
漸
漸
演
變
而
來
，
也
仍
在

漸
漸
演
變
之
中
。
不
說
別
的
，
以
分
裂
國
家
而
言
，
南
北
韓
、
東
西
德
、
南
北
越
，
皆
各
自
不
否
認
或
相
互
承

認
對
方
的
「
主
權
」
（
非
外
國
的
國
家
）
，
但
為
何
只
有
兩
岸
的
「
主
權
」
詮
釋
出
現
僵
局
？
再
說
，
美
國
在

立
國
早
期
曾
是
「
邦
聯
制
」
的
複
合
國
（
一
七
七
八
年
至
一
七
八
七
年
）
，
也
解
決
了
各
「
邦
」
的
「
主
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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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題
；
而
今
日
的
歐
盟
二
十
七
國
，
亦
被
視
為
晉
階
的
「
邦
聯
」
，
用
眼
界
與
思
路
解
決
了
「
主
權
」
的
問

題
，
甚
至
提
升
了
「
主
權
」
的
境
界
與
出
路
。
但
為
何
兩
岸
不
能
有
此
眼
界
與
思
路
？
為
何
兩
岸
不
能
有
此
境

界
與
出
路
？
或
許
可
以
說
，
兩
岸
其
實
不
是
被
「
主
權
」
綁
住
，
而
是
被
自
己
的
眼
界
及
思
路
困
住
。

進
一
步
言
，
如
果
只
說
「
台
灣
是
中
國
的
一
部
分
」
，
卻
否
認
「
中
華
民
國
是
一
部
分
的
中
國
」
，
則
恐

怕
難
使
台
灣
人
有
自
期
為
「
中
國
人
」
的
認
同
；
而
台
灣
人
若
不
認
為
自
己
是
「
中
國
人
」
，
則
連
「
一
中
各

表
」
都
站
不
住
腳
，
更
遑
論
「
中
國
統
一
」
？
「
一
中
各
表
」
使
持
守
「
憲
法
一
中
」
的
「
中
華
民
國
」
成
為

「
一
部
分
的
中
國
」
，
台
灣
人
始
有
產
生
「
中
國
人
」
認
同
的
正
當
性
；
如
果
北
京
自
困
於
「
主
權
」
，
或
欲

用
「
主
權
」
困
住
台
灣
，
不
接
受
「
中
華
民
國
為
一
部
分
的
中
國
」
，
則
如
何
能
使
台
灣
人
有
「
中
國
人
」
的

認
同
？
平
情
而
論
，
東
西
德
、
南
北
韓
、
南
北
越
，
皆
可
視
對
方
為
「
非
外
國
的
國
家
」
（
例
如
，
東
西
德
都

是
一
部
分
的
德
國
）
，
而
中
華
民
國
又
在
維
護
中
華
文
化
、
實
現
民
主
憧
憬
及
創
造
民
生
奇
蹟
上
皆
有
卓
越
成

就
，
北
京
為
何
不
能
接
受
「
中
華
民
國
為
一
部
分
的
中
國
」
（
亦
即
「
一
中
各
表
」
）
？
其
實
，
北
京
那
種
片

面
獨
佔
定
義
權
的
主
權
觀
，
不
是
東
西
德
、
歐
盟
那
種
在
出
路
及
境
界
上
可
以
演
化
與
成
長
的
主
權
觀
，
而
只

是
以
大
欺
小
、
赤
裸
裸
的
強
權
與
暴
力
而
已
。
這
樣
的
眼
界
與
思
路
，
恐
難
有
高
境
界
與
好
出
路
。

從
「
解
放
台
灣
」
走
到
「
和
平
發
展
」
，
自
「
老
老
三
句
」
走
到
「
新
三
句
」
，
其
實
已
可
見
到
北
京



47

在
思
路
與
眼
界
上
的
放
大
提
升
；
甚
至
可
以
說
，
北
京
已
是
在
用
「
不
否
認
一
中
各
表
」
的
「
九
二
共
識
」
在

營
造
兩
岸
關
係
的
境
界
與
出
路
。
這
種
思
路
與
眼
界
的
調
整
，
值
得
肯
定
。
我
們
期
望
，
在
東
西
德
及
歐
盟
發

展
出
來
的
主
權
觀
之
下
，
亦
即
在
「
屋
頂
理
論
」
之
下
，
兩
岸
關
係
也
能
找
到
高
境
界
的
好
出
路
。
茲
歸
納
為

「
新
新
三
句
」
：
世
界
上
只
有
一
個
中
國
，
中
華
民
國
與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都
是
一
部
分
的
中
國
，
中
國
的
主

權
和
領
土
不
容
分
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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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
論
兩
岸
應
採
「
一
中
各
表
」

我
們
主
張
，
兩
岸
關
係
應
當
由
「
合
理
的
過
程
」
，
達
到
「
改
善
之
目
的
」
。
此
即
所
謂
的
「
過
程

論
」
，
以
有
別
於
過
去
的
「
目
的
論
」
。

想
像
中
，
兩
岸
未
來
的
「
目
的
方
案
」
有
四
種
可
能
：
一
、
台
獨
、
二
、
維
持
現
狀
、
三
、
屋
頂
理
論
的

政
治
聯
結
（
如
邦
聯
或
歐
盟
模
式
）
、
四
、
統
一
。
這
四
種
「
目
的
」
，
無
一
不
需
以
「
一
中
各
表
」
為
「
過

程
」
。先

說
台
獨
。
台
獨
活
動
若
無
「
一
中
憲
法
」
的
中
華
民
國
為
屏
障
，
將
連
賴
以
寄
生
的
寄
主
都
沒
有
。
現

今
的
台
獨
，
包
括
曾
經
執
政
八
年
的
陳
水
扁
台
獨
政
府
，
既
寄
生
在
中
華
民
國
，
也
不
敢
撕
去
中
華
民
國
的
護

符
。
何
況
，
如
今
不
論
從
世
界
、
中
國
大
陸
、
台
灣
內
部
及
兩
岸
關
係
發
展
的
大
局
大
勢
看
，
台
獨
皆
已
無
可

能
作
為
兩
岸
關
係
的
「
目
的
方
案
」
；
而
只
是
寄
生
在
中
華
民
國
的
內
鬥
工
具
而
已
。

再
談
其
他
三
個
「
目
的
方
案
」
。
維
持
現
狀
固
然
就
是
要
維
持
一
個
「
過
程
」
；
屋
頂
理
論
及
統
一
雖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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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
的
」
，
但
亦
仍
需
有
一
「
過
程
」
。
且
倘
若
此
一
「
過
程
」
應
當
符
合
和
平
、
民
主
、
國
際
接
納
，
並
能

創
造
文
明
典
範
、
增
添
人
類
價
值
成
就
等
期
待
；
那
就
必
將
是
一
個
很
細
膩
，
而
且
耗
時
很
長
的
「
過
程
」
。

因
而
，
若
無
「
一
中
各
表
」
，
此
一
「
過
程
」
即
難
以
維
持
。

所
謂
「
維
持
現
狀
」
，
就
是
要
維
持
「
中
華
民
國
」
與
「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
皆
主
張
「
憲
法
一
中
」

的
「
現
狀
」
。
「
現
狀
」
的
事
實
原
本
如
此
簡
明
，
問
題
卻
在
為
如
何
「
表
述
」
而
生
爭
議
。
由
於
「
一
中
各

表
」
的
「
表
述
程
式
」
在
兩
岸
間
未
能
確
立
，
所
以
「
中
華
民
國
」
是
否
「
一
部
分
的
中
國
」
亦
不
能
確
立
，

以
至
於
「
台
灣
人
」
是
不
是
「
中
國
人
」
也
不
能
確
立
；
但
若
這
兩
大
政
治
認
同
皆
不
能
確
立
，
兩
岸
連
「
維

持
現
狀
」
已
屬
不
易
，
更
遑
論
通
往
屋
頂
理
論
或
統
一
之
「
目
的
」
？

如
前
所
述
，
欲
實
現
任
何
「
目
的
方
案
」
，
皆
應
當
符
合
和
平
、
民
主
等
「
過
程
」
。
倘
若
在
進
入
任

何
「
目
的
方
案
」
前
，
台
灣
人
對
「
中
國
」
及
「
中
國
人
」
的
認
同
皆
不
能
建
立
，
將
憑
何
實
現
「
目
的
方

案
」
？
絕
大
多
數
的
台
灣
人
難
道
有
可
能
跳
過
「
中
華
民
國
」
，
而
直
接
將
屋
頂
理
論
的
「
第
三
概
念
中
國
」

或
任
何
統
一
後
的
「
中
國
」
作
為
自
己
的
政
治
認
同
目
標
嗎
？
沒
有
「
過
程
」
，
豈
有
「
目
的
」
可
言
？
這
也

正
是
我
們
主
張
「
筷
子
理
論
」
與
「
杯
子
理
論
」
的
理
由
。

「
目
的
論
」
的
偏
差
，
在
過
度
強
調
「
未
來
的
一
個
中
國
」
；
因
此
對
兩
岸
在
「
現
在
進
行
式
」
中
如
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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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
理
「
一
個
中
國
」
的
問
題
沒
有
對
策
。
「
過
程
論
」
則
是
注
重
「
現
在
進
行
式
」
，
注
重
「
過
程
」
；
期
望

以
「
合
理
的
過
程
」
達
到
「
改
善
之
目
的
」
。

其
實
，
一
九
九
七
年
，
前
海
協
會
會
長
汪
道
涵
就
曾
提
出
「
現
在
進
行
式
的
一
個
中
國
」
的
說
法
。
這
可

視
為
兩
岸
間
最
早
出
現
的
「
過
程
論
」
。
只
要
節
述
「
現
在
進
行
式
的
一
個
中
國
」
，
即
可
看
出
汪
道
涵
的
思

想
體
系
。
他
說
：
「
一
個
中
國
不
等
於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
也
不
等
於
中
華
民
國
，
而
是
兩
岸
同
胞
共
同
締
造

統
一
的
中
國
。
」
（
這
是
屋
頂
理
論
、
一
中
各
表
與
過
程
論
）
又
說
：
「
所
謂
一
個
中
國
，
應
是
一
個
尚
未
統

一
的
中
國
，
共
同
邁
向
統
一
的
中
國
。
」
（
也
是
屋
頂
理
論
、
一
中
各
表
與
過
程
論
）
不
僅
如
此
，
汪
道
涵
又

說
：
「
一
個
中
國
」
不
是
「
現
在
式
」
，
因
為
目
前
很
難
；
也
不
是
「
未
來
式
」
，
因
為
可
望
不
可
及
，
夜
長

夢
多
。
因
此
，
何
不
用
「
現
在
進
行
式
的
一
個
中
國
」
？
（
又
是
過
程
論
、
一
中
各
表
及
屋
頂
理
論
）
正
是
：

驀
然
回
首
，
「
一
個
中
國
」
已
是
「
現
在
進
行
式
」
。

「
一
中
各
表
」
就
是
「
現
在
進
行
式
的
一
個
中
國
」
，
「
現
在
進
行
式
的
一
個
中
國
」
就
是
「
一
中
各

表
」
。
已
在
手
中
，
何
勞
外
求
？

如
今
回
顧
，
以
汪
道
涵
的
人
望
、
身
分
與
地
位
，
他
當
年
提
出
「
現
在
進
行
式
的
一
個
中
國
」
，
其
眼
界

之
寬
廣
、
思
路
的
靈
活
，
與
所
呈
現
的
境
界
高
遠
及
出
路
開
闊
，
竟
是
如
今
的
後
人
晚
輩
所
遠
遠
不
能
企
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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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見
，
有
識
者
其
實
皆
看
到
了
兩
岸
的
難
題
，
但
對
如
何
「
表
述
」
卻
在
思
路
及
境
界
上
竟
可
別
如
天
壤
。
近

幾
年
來
，
北
京
方
面
，
雖
曾
有
「
雖
然
尚
未
統
一
／
仍
是
一
個
中
國
」
，
及
胡
錦
濤
在
二
Ｏ
Ｏ
八
年
三
月
布

胡
熱
線
一
度
承
認
「
一
中
各
表
」
等
表
述
，
可
謂
皆
是
汪
道
涵
論
述
的
折
射
，
但
皆
惜
乎
膽
識
不
足
，
欲
言
又

止
，
欲
放
又
收
，
猶
豫
瞻
顧
，
使
「
一
中
各
表
」
的
「
現
在
進
行
式
的
一
個
中
國
」
未
能
凸
顯
；
因
此
，
「
過

程
論
」
亦
失
重
要
憑
藉
，
更
遑
論
兩
岸
將
如
何
通
向
「
改
善
之
目
的
」
？
十
餘
年
前
汪
道
涵
能
如
此
開
放
進

取
，
何
以
十
餘
年
後
今
人
反
而
如
此
閉
鎖
退
縮
？

不
能
維
持
「
合
理
的
過
程
」
，
即
無
可
能
通
往
「
改
善
之
目
的
」
。
如
果
北
京
不
接
受
「
中
華
民
國
是
一

部
分
的
中
國
」
，
台
灣
人
如
何
認
同
「
中
國
」
，
又
如
何
自
我
認
同
為
「
中
國
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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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南
市
能
否
記
取
湯
德
章
超
越
鄭
成
功
？

又
到
二
二
八
。
今
年
的
中
樞
紀
念
儀
式
明
天
在
台
南
市
舉
行
，
主
題
為
「
記
取
過
去
／
迎
向
未
來
」
；
但

台
南
市
卻
不
是
以
二
二
八
重
地
知
名
，
而
是
以
明
鄭
時
代
作
為
兩
岸
爭
衡
的
「
遺
民
世
界
」
（
沈
葆
楨
語
）
著

稱
。

在
台
南
市
，
主
要
的
二
二
八
遺
跡
是
原
稱
「
民
生
綠
園
」
的
「
湯
德
章
紀
念
公
園
」
；
該
處
是
日
台
混
血

的
湯
德
章
律
師
因
二
二
八
事
件
被
槍
決
處
。
相
對
而
言
，
台
南
市
卻
是
明
鄭
歷
史
遺
跡
最
豐
富
壯
麗
之
處
，
赤

崁
樓
、
安
平
古
堡
、
億
載
金
城
，
還
有
「
全
台
首
學
」
的
孔
廟
。

這
些
年
來
，
台
南
市
已
被
貼
上
「
綠
色
城
市
」
的
標
籤
，
今
年
二
二
八
中
樞
紀
念
儀
式
或
亦
可
能
被
地
方

政
治
人
物
如
此
操
作
；
但
是
，
相
對
而
言
，
以
台
南
市
具
備
如
此
豐
富
壯
麗
的
兩
岸
歷
史
資
產
來
說
，
台
南
市

其
實
更
有
可
能
在
未
來
兩
岸
交
流
中
扮
演
無
可
取
代
的
重
要
人
文
津
梁
。

歷
任
台
南
市
長
皆
知
台
南
市
的
歷
史
寶
藏
，
包
括
張
燦
鍙
及
許
添
財
二
位
，
對
市
內
明
鄭
古
跡
銳
意
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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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
，
如
在
赤
崁
樓
、
安
平
古
堡
、
孔
廟
附
近
皆
已
形
成
觀
光
市
集
，
頗
能
展
現
城
市
特
色
。
但
是
，
這
些
古
跡

的
應
有
效
用
，
理
當
超
越
只
是
開
市
集
、
賣
小
吃
而
已
。
任
何
稍
具
歷
史
人
文
眼
光
者
皆
知
，
台
南
市
的
綠
色

政
治
論
述
，
其
實
與
這
些
古
跡
所
引
申
的
意
義
是
背
道
而
馳
的
；
可
謂
是
靠
中
國
古
跡
賣
門
票
來
作
城
市
行

銷
，
但
在
現
實
上
走
的
卻
是
反
中
仇
中
路
線
，
極
具
反
諷
意
味
。

然
而
，
倘
以
台
南
市
的
明
鄭
古
跡
群
，
加
上
台
南
市
的
小
吃
、
再
加
上
醇
厚
的
民
風
，
更
輔
以
得
宜
的
政

治
論
述
，
台
南
市
絕
對
有
可
能
成
為
陸
客
來
台
及
兩
岸
交
流
中
歷
史
人
文
激
盪
的
重
要
平
台
。
但
是
，
一
名
台

南
市
議
員
在
「
全
台
首
學
」
的
孔
廟
前
院
竟
然
率
眾
圍
毆
北
京
來
客
張
銘
清
，
這
難
道
是
歷
史
府
城
台
南
市
在

兩
岸
互
動
中
的
最
佳
演
出
或
應
然
角
色
？

明
年
台
南
縣
市
合
併
，
高
雄
縣
市
也
合
併
；
這
意
味
著
南
台
灣
幾
乎
整
片
政
治
版
圖
皆
將
大
規
格
地
「
綠

化
」
，
另
一
方
面
，
卻
也
意
味
著
民
進
黨
及
綠
營
勢
須
以
不
同
的
思
維
、
論
述
與
策
略
來
面
對
台
灣
內
部
及
兩

岸
之
間
的
新
情
勢
。
新
的
大
台
南
市
仍
是
在
孔
廟
圍
毆
陸
客
的
城
市
嗎
？
新
的
大
台
南
市
與
大
高
雄
市
連
成
一

氣
的
「
綠
色
南
方
」
，
仍
然
要
以
反
中
仇
中
為
政
治
訴
求
嗎
？

不
妨
就
從
台
南
市
的
歷
史
淵
源
想
起
。
二
二
八
已
經
成
為
台
灣
政
治
內
鬥
及
藍
綠
撕
裂
的
題
材
；
若
謂
當

年
對
抗
陳
儀
政
府
的
「
英
烈
」
事
蹟
，
中
共
謝
雪
紅
的
「
二
七
部
隊
」
及
「
人
民
政
府
」
，
恐
怕
才
是
個
中
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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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
。
謝
雪
紅
的
二
二
八
紀
錄
，
當
然
比
湯
德
章
奪
目
。
綠
色
論
述
始
終
諱
談
二
二
八
事
件
的
「
中
國
全
景
」
，

而
將
二
二
八
綑
綁
在
「
外
來
政
權
」
的
台
灣
內
鬥
程
式
中
，
因
此
覓
無
出
路
。
同
理
，
若
將
台
南
市
的
明
鄭
歷

史
古
跡
，
只
當
成
賣
小
吃
的
招
徠
手
段
，
卻
對
其
中
深
蘊
的
兩
岸
歷
史
省
思
不
願
深
入
，
這
豈
非
亦
是
抱
櫝
還

珠
？
當
然
，
鄭
成
功
與
大
清
之
爭
，
主
要
是
漢
滿
之
爭
；
兩
岸
今
日
之
爭
則
是
民
主
與
專
制
之
別
；
明
鄭
與
清

廷
之
爭
，
最
後
以
施
琅
的
武
力
犯
台
終
結
，
兩
岸
今
日
之
爭
則
是
必
須
追
求
「
和
平
發
展
」
，
冀
望
以
合
理
的

過
程
達
到
改
善
之
目
的
。
今
天
紀
念
二
二
八
的
主
題
是
「
記
取
過
去
／
迎
向
未
來
」
，
「
過
去
」
歷
史
曾
在
台

南
市
說
話
，
「
未
來
」
憧
憬
也
可
在
台
南
市
發
言
！

特
別
是
明
年
大
台
南
市
與
大
高
雄
市
連
成
一
氣
後
，
民
進
黨
若
仍
將
民
眾
浸
溺
在
二
二
八
的
福
馬
林
液

中
，
且
不
說
將
如
何
帶
領
台
灣
走
出
藍
綠
撕
裂
的
魔
咒
，
更
不
知
將
如
何
迎
對
兩
岸
時
時
刻
刻
愈
趨
嚴
峻
的
情

勢
。
這
是
一
個
十
分
重
大
且
嚴
肅
的
政
經
思
考
，
而
此
一
思
考
何
妨
就
在
今
日
二
二
八
紀
念
會
中
，
朝
野
面
對

台
南
市
豐
富
壯
麗
的
歷
史
遺
產
開
始
發
想
？

台
南
市
應
當
超
越
明
鄭
「
遺
民
血
淚
」
的
兩
岸
經
歷
，
亦
應
超
越
湯
德
章
時
代
的
政
治
陰
影
；
台
南
市

有
全
台
第
一
座
孔
廟
、
第
一
座
天
后
宮
、
第
一
座
漢
人
砲
台
，
台
南
市
應
當
記
取
的
何
止
是
二
二
八
及
湯
德
章

而
已
，
若
能
打
開
「
完
整
」
的
歷
史
記
憶
，
面
對
兩
岸
及
全
球
化
的
現
實
「
全
景
」
，
自
然
應
當
知
道
，
如
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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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
取
全
部
的
過
去
／
迎
向
全
面
的
未
來
」
！

政
治
操
弄
至
今
，
台
灣
像
是
一
個
被
釘
死
在
二
二
八
這
塊
木
板
上
的
一
根
釘
子
。
能
不
能
從
新
的
大
台
南

市
開
始
超
脫
？
能
不
能
從
大
台
南
市
與
大
高
雄
市
的
聯
結
開
始
超
脫
？
釘
死
在
二
二
八
這
塊
木
板
上
，
台
灣
是

走
不
出
去
、
也
走
不
下
去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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