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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錄 最

後
，
有
三
點
技
術
性
的
說
明
：
第
一
，
作
者
不
限
東
西
南
北
，
只
求
以
漢
語
寫
作
；
第
二
，
學
科
不

論
古
今
中
外
，
目
前
僅
限
於
人
文
學
；
第
三
，
不
敢
有
年
齡
歧
視
，
但
以
中
年
為
主—

—

考
慮
到
中
國
大
陸

的
歷
史
原
因
，
選
擇
改
革
開
放
後
進
入
大
學
或
研
究
院
者
。
這
三
點
，
也
是
為
了
配
合
出
版
機
構
的
宏
願
。

二○
○

八
年
五
月
二
日

於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客
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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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
復
︵
一
八
五
四—

一
九
二
一
︶
為
清
末
民
初
第
一
代
接
受
新
式
教
育
而
培
育
出
來
的
新
知
識
分
子
，

是
近
代
中
國
著
名
的
啟
蒙
家
、
思
想
家
與
教
育
家
。
他
的
重
要
性
不
在
政
治
場
域
或
他
所
長
期
從
事
的
海
軍

教
育
，
而
在
於
他
對
十
九
世
紀
末
葉
以
來
中
國
思
想
與
文
化
發
展
的
深
刻
影
響
。
他
所
引
介
的
西
學
，
以
及

他
對
中
西
文
化
的
思
考
，
成
為
中
國
現
代
思
想
的
重
要
源
頭
。
誠
如
美
國
哈
佛
大
學
史
華
慈
︵B

e
n

ja
m

in
 

S
c
h

w
a
rtz

，
一
九
一
六—

一
九
九
九
︶
教
授
在
︽
尋
求
富
強
：
嚴
復
與
西
方
︾︵In

 S
ea

rch
 of

 W
ea

lth
 a

n
d 

P
ow

er: Y
en F

u and the W
est

︶
一
書
所
說
，「
嚴
復
的
關
懷
…
…
是
有
意
義
的
關
懷
，
他
因
應
這
些
關
懷
所
做

的
努
力
，
是
有
意
義
的
努
力
」︵
頁
四
︶
。

一
八
五
四
年
一
月
八
日
，
嚴
復
生
於
福
州
府
侯
官
縣
南
台
區
蒼
霞
洲
。
此
地
位
於
福
州
城
牆
南
邊
、
閩

江
北
部
，
是
一
個
熱
鬧
的
沿
海
港
口
，
有
著
繁
榮
的
國
際
貿
易
與
多
樣
的
文
化
活
動
，
此
種
環
境
對
於
嚴
復

在
成
長
過
程
中
的
視
野
開
拓
實
有
相
當
助
益
。
他
的
祖
父
嚴
秉
符
與
父
親
嚴
振
先
為
當
地
名
醫
，
熟
悉
儒
道

經
典
與
醫
道
，
但
並
無
科
舉
功
名
。
因
此
，
嚴
氏
家
族
在
福
州
是
屬
於
中
下
層
的
地
方
精
英
階
層
。

五
歲
時
，
嚴
復
開
始
跟
隨
家
人
與
數
位
老
師
讀
書
，
背
誦
︽
大
學
︾
、︽
中
庸
︾
等
儒
家
經
典
。
九
歲

時
，
其
父
聘
請
當
地
著
名
學
者
黃
宗
彝
來
擔
任
啟
蒙
教
師
。
一
八
六
五
年
黃
宗
彝
過
世
，
嚴
復
又
繼
續
跟
隨

其
子
黃
孟
修
︵
增
︶
學
習
。
在
黃
氏
父
子
先
後
教
導
之
下
，
嚴
復
研
習
傳
統
典
籍
，
此
時
儒
家
的
倫
理
價

值
，
尤
其
是
以
「
孝
」
為
核
心
的
家
庭
倫
理
在
其
內
心
生
根
。
同
時
，
他
也
開
始
喜
好
書
法
與
詩
詞
歌
賦
。

後
來
，
寫
字
與
吟
詩
作
詞
成
為
他
一
生
的
嗜
好
，
並
留
下
不
少
墨
跡
與
詩
作
。

一
、
少
年
早
成

十
二
歲
時
，
嚴
復
與
一
位
王
姓
女
子
成
親
。
婚
後
數
月
，
其
父
不
幸
罹
患
霍
亂
去
世
，
家
中
頓
失
經

濟
支
柱
。
在
經
濟
困
窘
的
情
況
下
，
他
無
力
支
付
家
庭
教
師
的
束
脩
而
被
迫
放
棄
科
舉
事
業
，
轉
而
投
考

由
福
州
船
政
局
初
辦
的
船
政
學
堂
。
這
所
位
於
馬
尾
的
新
式
學
校
是
由
船
政
大
臣
沈
葆
楨
︵
一
八
二○

—

一
八
七
九
︶
在
法
人
日
意
格
︵P

ro
sp

e
r M

a
rie

 G
iq

u
e
l

，
一
八
三
五—

一
八
八
六
︶
的
協
助
下
創
辦
的
西

式
軍
事
學
堂
，
旨
在
訓
練
學
生
學
習
外
語
、
習
得
造
船
與
駕
駛
的
技
術
，
屬
於
洋
務
新
政
中
模
仿
西
法
的
一

部
分
。
嚴
復
參
加
了
該
校
於
一
八
六
六
年
所
舉
行
的
包
括
口
試
、
筆
試
與
體
能
測
驗
的
第
一
次
入
學
考
試
。

其
中
，
筆
試
作
文
題
目
出
自
︽
孟
子
．
萬
章
篇
︾
的
︿
大
孝
終
身
慕
父
母
論
﹀
，
當
時
甫
逢
父
喪
的
嚴
復
對

此
一
題
目
深
有
感
觸
，
因
而
能
暢
論
內
心
情
感
，
終
以
第
一
名
獲
得
錄
取
。

次
年
初
，
他
與
其
他
百
餘
位
學
生
在
福
州
城
內
定
光
寺
上
課
，
在
誦
經
聲
中
開
始
學
習
英
文
字
母
，
並
修

習
算
術
、
幾
何
、
物
理
、
化
學
、
機
械
等
航
海
必
修
課
程
。
該
校
雖
以
西
學
為
主
，
但
同
時
也
強
調
中
學
。
因

此
，
學
生
必
須
以
部
分
時
間
來
學
習
古
文
，
並
研
讀
︽
孝
經
︾
與
︽
聖
諭
廣
訓
︾
等
教
材
。
對
這
些
學
生
來
說
，

他
們
並
不
感
覺
到
中
、
西
學
之
間
的
矛
盾
，
嚴
復
後
來
會
通
中
西
的
理
念
亦
應
植
根
於
此
。
不
過
從
此
時
到
他

自
英
國
返
國
期
間
，
嚴
復
學
習
的
重
心
始
終
擺
在
西
學
方
面
。
一
八
七
一
年
五
月
，
十
七
歲
的
嚴
復
從
該
校
畢

業
。
其
後
六
年
，
則
分
別
在
建
威
與
揚
武
兩
艘
軍
艦
上
實
習
，
並
曾
赴
新
加
坡
、
日
本
與
台
灣
等
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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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前
言

近
代
中
國
如
何
經
由
「
翻
譯
」
來
譯
介
新
詞
彙
與
新
觀
念
，
使
之
融
入
本
土
思
想
，
再
進
而
引
發
新
的

歷
史
變
化
？
這
一
課
題
是
近
年
來
學
界
關
注
的
焦
點
。︻
一
︼

近
代
中
國
對
西
方
「
社
會
」
觀
念
、
社
會
理
論
的

引
介
，
乃
至
「
社
會
學
」
作
為
一
學
科
體
系
創
建
的
過
程
，
即
反
映
出
此
一
歷
程
。
清
末
之
時
，
在
「
社
會
」

觀
念
確
立
之
後
，「
社
會
學
」
作
為
研
究
人
類
生
存
處
境
的
一
種
學
科
，
一
方
面
被
時
人
認
為
是
對
所
處
生

活
情
境
的
科
學
性
描
寫
與
分
析
，
亦
即
「
解
釋
世
界
」
，
另
一
方
面
也
被
視
為
是
「
改
變
世
界
」
的
一
種
方

法
。︻
二
︼
在
此
過
程
中
，
學
科
內
涵
之
認
識
與
體
系
之
形
成
伴
隨
著
翻
譯
內
容
的
選
擇
，
以
及
譯
者
間
的
思
想

交
鋒
與
政
治
角
力
，
成
為
這
段
歷
史
發
展
的
主
要
動
力
。

關
於
清
末
民
初
所
譯
介
的
社
會
學
，
學
界
已
累
積
了
不
少
成
果
。
早
期
作
品
多
從
「
學
術
史
」
角
度
探

究
社
會
學
的
系
譜
，
著
重
蒐
羅
清
末
以
來
社
會
學
相
關
的
文
獻
書
目
，
並
描
述
、
分
析
其
內
容
。︻
三
︼
其
後
，

研
究
者
開
始
以
「
社
會
學
」
為
中
心
，
自
「
社
會
」
、「
文
化
」
、「
思
想
」
等
層
面
觀
察
晚
清
以
降
社
會
學

所
代
表
的
歷
史
意
義
，
或
綜
論
社
會
學
之
思
想
與
體
制
在
二
十
世
紀
中
國
的
歷
史
發
展
。︻
四
︼

此
外
，
還
有

針
對
幾
位
晚
清
譯
界
的
重
要
人
物
，
如
嚴
復
、
章
炳
麟
︵
一
八
六
九—

一
九
三
六
︶
、
梁
啟
超
、
劉
師
培

︵
一
八
八
四—

一
九
一
九
︶
等
，
檢
視
他
們
翻
譯
社
會
學
的
成
果
；
其
中
又
可
細
分
為
討
論
譯
者
自
身
的
社

會
學
思
想
，
以
及
考
論
其
翻
譯
的
社
會
學
論
著
。︻
五
︼

整
體
而
言
，
從
近
年
的
研
究
成
果
，
我
們
可
大
致
清
理
出
有
關
社
會
學
翻
譯
的
幾
條
線
索
：
首
先
是
晚

︻
一
︼ M

ich
ael L

ack
n

er, Iw
o

 A
m

elu
n

g
 an

d
 Jo

ach
im

 K
u
rtz, ed

s., N
ew

 T
erm

s for N
ew

 Ideas, B
rill, 2

0
0
1
. 

中
文
這
方
面
的
研
究
可
參
見
以

下
書
刊
：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王
宏
志
主
編
、
上
海
復
旦
大
學
出
版
社
出
版
的
︽
翻
譯
史
研
究
︾；
台
灣
的
︽
東
亞
觀
念
史
集
刊
︾；
孫
江
、

劉
建
輝
主
編
、
北
京
生
活
．
讀
書
．
新
知
三
聯
書
店
出
版
的
︽
亞
洲
概
念
史
︾
等
期
刊
。

︻
二
︼ 

解
釋
世
界
與
改
變
世
界
的
對
照
，
是
取
自
馬
克
思
在
︿
費
爾
巴
哈
論
綱
﹀
所
說
的
話
。
余
英
時
將
之
用
來
區
分
為
兩
種
不
同
形
態

的
哲
學
思
想
，
並
說
明
西
方
思
想
在
中
國
近
代
史
上
的
發
展
。
余
英
時
：︽
中
國
近
代
思
想
史
上
的
胡
適
︾︵
台
北
：
聯
經
出
版
事
業
公

司
，
一
九
八
四
年
︶
，
頁
五
九—

六○

。

︻
三
︼ 

參
見
孫
本
文
：︽
當
代
中
國
社
會
學
︾︵
上
海
：
上
海
書
店
，
一
九
八
九
年
據
勝
利
出
版
公
司
一
九
四
八
年
版
影
印
︶；
李
劍
華
：

︽
社
會
學
史
綱
︾︵
上
海
：
世
界
書
局
，
一
九
三○

年
︶
。

︻
四
︼ 

如
李
培
林
、
孫
立
平
、
王
銘
銘
等
著
：︽
二
十
世
紀
的
中
國
：
學
術
與
社
會—

社
會
學
卷
︾︵
濟
南
：
山
東
人
民
出
版
社
，
二

○
○

一
年
︶；
楊
雅
彬
：︽
近
代
中
國
社
會
學
︾︵
北
京
：
中
國
社
會
科
學
出
版
社
，
二○

○

一
年
︶
，
上
下
冊
；
姚
純
安
：︽
社
會
學

在
近
代
中
國
的
進
程
︵
一
八
九
五—

一
九
一
九
︶
︾︵
北
京
：
生
活
．
讀
書
．
新
知
三
聯
書
店
，
二○

○

六
年
︶；
劉
少
杰
：︽
中
國
社

會
學
的
發
端
與
擴
展
︾︵
北
京
：
中
國
人
民
大
學
出
版
社
，
二○

○

七
年
︶；C

h
u
n

g
-h

sin
g
 S

u
n

︵
孫
中
興
︶, “T

h
e D

ev
elo

p
m

en
t o

f
 

th
e S

o
cial S

cien
ce in

 C
h

in
a B

efo
re 1

9
4
9
, ” P

h
.D

. d
iss., C

o
lu

m
b

ia U
n

iv
ersity, 1

9
8
7
. 

有
關
社
會
學
在
二
十
世
紀
中
國
的
發
展
過
程
，

可
參
考A

rif
 D

irlik
, G

u
an

n
an

 L
i, an

d
 H

siao
-p

ei Y
en

 ed
s., S

ociology and A
nthropology in T

w
entieth-C

entury C
hina: B

etw
een U

niversalism
 

and Indigenism
, C

h
in

ese U
n

iv
ersity P

ress, 2
0
1
2
. 

此
書
將
社
會
學
與
人
類
學
合
起
來
討
論
，
在
社
會
學
部
分
較
著
重
一
九
三○

年
代
與

一
九
八○

年
代
的
發
展
。

︻
五
︼ 

這
方
面
的
研
究
甚
多
，
在
嚴
復
研
究
方
面
，
如
韓
承
樺
：︽
審
重
咨
學
：
嚴
復
翻
譯
︽
群
學
肄
言
︾
之
研
究
︾︵
台
北
：
台
灣
師
範

大
學
歷
史
學
系
．
五
南
圖
書
公
司
，
二○

一
三
年
︶；
王
天
根
：︽
群
學
探
索
與
嚴
復
對
近
代
社
會
理
念
的
建
構
︾︵
合
肥
：
黃
山
書
社
，

二○
○

九
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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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與
熊
純
如
書
札
，
益
嘆
其
卓
識
遠
慮
為
不
可
及
。
」
他
在
︽
國
風
︾︵
一
九
三
二—

三
六
年
間
發
行
，
由

中
央
大
學
教
授
群
創
辦
，
風
格
與
︽
學
衡
︾
雜
誌
相
同
，
反
新
文
化
、
新
文
學
︶︻
一
︼
上
所
發
表
的
︿
嚴
幾
道
﹀

一
文
特
別
強
調
嚴
復
一
生
雖
有
變
化
，
然
「
苦
心
彌
縫
於
新
舊
之
間
」
的
精
神
「
始
終
一
貫
」：

先
生
一
方
深
受
我
國
人
文
教
育
之
陶
冶
，
服
膺
儒
先
遺
說
，
一
方
復
崇
奉
西
洋
十
九
世
紀
之
自
然

主
義
。
二
者
性
質
不
同
，
先
生
則
兼
收
並
蓄
，
加
以
折
衷
…
…
綜
先
生
一
生
，
苦
心
彌
縫
於
新
舊
之

間
，
大
抵
民
國
以
前
，
謀
新
之
意
富
，
民
國
以
後
，
率
舊
之
情
深
。
雖
其
立
論
隨
時
變
遷
，
有
倚
輕
倚

重
之
異
，
精
神
則
始
終
一
貫
。

他
又
多
方
徵
引
︽
學
衡
︾
上
︿
書
札
﹀
，
說
明
「
先
生
對
於
教
育
之
主
張
，
簡
言
之
，
即
尊
重
本
國
文
化
，

研
究
西
洋
科
學
而
已
」
，
尤
其
強
調
「
中
國
目
前
危
難
，
全
由
人
心
之
非
，
而
異
日
一
線
命
根
，
仍
是
數
千

年
來
先
王
教
化
之
澤
」︵
︿
書
札
﹀
四
十
九
︶
。
他
的
結
論
是
嚴
復
屬
於
英
國
之
「
自
由
保
守
派
」：

先
生
舊
學
湛
深
，
其
翻
譯
西
籍
，
志
在
補
偏
救
弊
，
有
目
的
、
有
分
寸
，
與
盲
從
西
人
，
一
往
不

返
者
大
異
。
暮
年
觀
道
，
益
有
所
悟
，
所
作
書
札
，
名
言
讜
論
，
尤
卓
然
不
可
磨
滅
。
…
…
余
觀
先
生

一
生
，
甚
似
英
國
之
自
由
保
守
派
（liberal conservative
）
，
不
頑
固
、
不
激
進
，
執
兩
用
中
，
求
裨

實
際
。︻
二
︼

在
此
文
之
中
嚴
復
儼
然
成
為
「
學
衡
派
」
的
代
言
人
。

六
、
結
論

嚴
復
自
晚
清
以
來
即
為
中
國
思
想
界
中
譯
介
西
學
的
先
驅
人
物
，
他
一
方
面
播
下
了
五
四
新
文
化
運
動

的
思
想
種
子
，
另
一
方
面
則
批
判
、
反
省
五
四
思
想
，
而
與
「
學
衡
派
」
的
思
想
相
呼
應
，
表
現
出
以
下
的

幾
個
特
點
：

一
、
對
科
學
與
宗
教
的
看
法
：
嚴
復
肯
定
科
學
在
改
善
人
類
生
活
上
的
意
義
，
但
認
為
科
學
有
其
限

制
、
宗
教
有
其
價
值
。
道
德
之
基
礎
，
必
須
奠
基
於
某
種
形
上
的
本
體
論
之
上
，
以
免
墮
入
「
物
質
主
義
」

或
「
唯
物
論
」。︻
三
︼
他
堅
信
「
世
間
必
有
不
可
知
者
存
。
不
可
知
長
存
，
則
宗
教
終
不
廢
」，
科
學
範
圍
窮
盡

︻
一
︼
有
關
︽
國
風
︾
雜
誌
的
緣
起
、
特
色
，
參
見
沈
衛
威
：︽
學
衡
派
譜
系
：
歷
史
與
敘
事
︾
，
頁
一
二
七—

一
五
一
。

︻
二
︼
郭
斌
龢
：︿
嚴
幾
道
﹀
，︽
國
風
月
刊
︾
，
卷
八
期
六
︵
一
九
三
六
年
︶
，
頁
二
一
三—

二
二
八
。

︻
三
︼︽
嚴
復
集
︾
，
頁
八
二
五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