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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
獨
立
、
拯
救
民
族
文
化
，
不
懈
努
力
，
莅 

勇
鬥
爭
的
象
蒙
。

自
由
女
神

在
匈
牙
利
首
都
布
達
佩
斯
市
中
心
蓋
荣
一 

特
山
頂
上
，
一
十
蒼
翠
中
，
屹
立
着
一 
座
靑
一 

銅/
像

—
-
自
由
女
神
」
，它
是
爲
紀
念
一 

匈
牙
利
成
立
而
建
的
。
這
「
自
由
女
神
」雙一 

手
高
擎
橄
攬
巨
葉
，
昂
首
仰
望
長
空
，
神
態 

端
荘
安
祥
，
彷
彿
在
向
蒼
窮
大
地
訴
說
人
間 

最
美
好
的
心
願
一

on

由
。
它
是
首
都
布
達 

但
斯
市
的
象
徵
。

盾
牌
城
徽

保
加
利
亞
首
都
索
非
亞
的
城
徽
是
盾
牌 

形
的
，
圖
案
頓
爲
複
雜
，
有
人
面
痴
身
像
、
. 

城
椅
、聖
•
索
非
亞
敎
堂
、維
托
沙
山
的
健

東
歐
五
國

W

都
扮

帀 綁

國 及 
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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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人
魚

在
波
蘭
，
美
人
魚
雕
像 

是
首
都
華
沙
的
標
誌
。
傳
說 

在
很
久
以
前
，
華
沙 
一 
位.
美 

麗
的
姑
娘
的
親
人
枝
外
來
的 

侵
略
者
殺
害
了
，
她
奮
不
顕 

身
與
敬
人
搏
鬥
，
不
幸
破
俘

於 
一 
九
六
九
年
十
月
，像 
一 喚
擊
天
柱
，
高 

擧
巨
大
的
銀
色
圓
球
，
球
偵
上 

6:
白
相
間
的 

通
罕
，直
括
雲
霄
。
它
的
高
度
剛
好
等
於
一 

年
的
天
數
一
三
六
五
」
米
，它
表
示
：
無
論 

塀
天
，碟
個
地
方
，
人
們
都
能
仰
望
到
它
。 

在
二
〈，三
一
米
處
的
圓
形
球
體
內
設
有
度
客
觀 

光
室
和
咖
啡
餐
妻
，
遊
人
在
此
鳥
瞰
四
方
， 

全
市
風
光
盡
收
眼
底
。

民
族
劇
院

座
落
在
捷
克
首
都
布
拉
珞
市
中
心
的
民 

族
劇
院
，建
於
一
八
八
一
年
，•
是
捷
克
人
民 

處
在
異
族
統
治
之
下
，
依
靠
人
民
捐
款
興
建 

的
。
整
個
建
築
氣
勢
磅
礴
，现
或
壮 ®

。
民 

族
劇
院
建
成
後
一
百
年
中
，
特
别
在
那
血
雨 

腥
反
的
歳
冃
，
曾
在
這
裏
賓
過
許
多
激
動
人 

民
反
對
外
族
統
治
的
優
秀
節
目•
成
爲
哺
育 

民
族
文
化
和
精
神
的
搖
老
。
因
此
，
捷
克
人 

民
把
它
有
做
是
本
民
族
的
罢
傲
，
是
爭
取
民

遊
 

踪

吾
 

==
口 

泰
 

4H
p  

通
 

币
 

白

。
後
在 
一 個
夜
晚
逃
出
看
窟
，
敵
人
便
派
兵 

追
捕
。
她
跑
到
維
斯
杜
拉
河
畔
，
無
路
可
走 

，
就
縦
身
跳
入
河
中
，化
作
金
包
鯉
魚
。
後 

來
，
侵
略
者
又 
一 次
入
侵
波
蘭
，
這
位
姑
娘 

便
帶
領
大
批
鲤
魚
化
作
人
形
與
敵
人
幷
博
， 

将
黄
打
敗
侵
略
者•
但
咕
娘
自
己
卻is
it
了 

。
爲
了
紀
含
姑
娘
的
愛
國
功
績
，
人
們
在
維 

斯
杜
拉
河
尊
建
起
一 
庠
人
身
魚
尾
，
手
持
盾 

祥
，
揮
舞
利
劍
的
美
人
魚
雌
隊
。

電
視
塔

東
德
柏
林
市
的
標
誌
是
電
視
嗒
。
它
建

納 劉

身
神
期
。
兩
側
和
底
部
則
繞
以
授
帶
，
上
寫 

「
長
生
不
老
一
字
樣
。
最
突
出
的
是
左
上
方 

的
女
神
，
按
照
古
老
的
傳
說
，
這
女
神
是
這 

座
千
年
古
城
的
忠
實
保
衛
者
，在
漫
長
的
歷 

史
歲
月
中
，
索
非
亞
人
每
受
侵
害
時
都
求
助 

於
女
神
，
而
她
總
會
帶
着
千
軍
萬
馬
去
打
敗 

侵
略
者
，
因
此
受
歷
代
人
民
愛
戴
。

■

航
港
遊
 

日
往
旅
 

、
前
及
 

泰
票
店
 

國
機
酒
 

、
價
排
 

航
廉
安
 

加
種
可
 

理

各

地
 

代

等

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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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月

行

中
國
的
茶
原
用
過
一
絲 

綢>
一
路-
傳
入
阿
拉
伯 S
 界 

，
也
傳
入
學
各
哥
。
但
拿  

:

< 

哥
人
的
飮
茶
之
風
，
更
甚
於 

茶
的
故
卷
中
國
：
摩
洛
哥
人 

飮
茶
比
中
國
人
更
徘
塲
，
更 

講
究
，飮
茶
已
成
爲
他
們
文 

化
的
一
部
分
。
阿
拉
伯
人
均 

爲
穆
斯
林
，
不
飮
酒
，
其
他 

飮
料
也
較
少
，
唯
飮
茶
則
不 

可
缺
。
在
孽 

.-S
哥
，
次
茶
在 

他
們
生
活
中
的
重
妾
性
僅
僅 

次
於
吃
飯
，
居
第
二
位
。
而 

且
他
們
特
别
喜 

IB:
中
國
綠
茶 

，
所
需
旳
茶
，
百
分
之
九
十 

6. 
系
自
孟
遠
的
中
國
。

在
那
繁
忙
賞
鬧
的
一 
參 

足«

一
市
塲
，
窄
小
的
街
道 

上
人
流
擊
肩
擦
背
，暁
時
可 

以
看
到
手
托
錫
卷
的
小
竜
穿.

把
中
國
茶
，
又
用
鑲
頭
硬
下
成
塊
美
白
德
， 

一
再
揪
一 
把
鮮
薄
荷
葉
，
一 起
放
進
錫
壺
裏
， 

泡
上
滾
水
，
再
放
壇
火
上
去
者"
。
水
滾
兩
遍 

之
後
，才
把
錫
壺
遍
到
桌
旁
的
客
人
面
前
。 

學
洛
哥
人
飮
茶
很
講
究
，
强
調
淸
香
， 

而
且
極
農
、極
甜
，
再
加
上
鲜
薄
荷
，
十
分 

淸
涼
，
飮
後
可
令
人
暑
氣
全
消
，
又
能
提
神 

。
學
各
哥
的
茶
具
，
也
精
製
得
極
美
，成
爲

珍
貴
的
藝
術
品
。
學
洛
哥
國
王
和
政
府8!

送 

給
來
訪
的
國
賓
的
禮
物
，
一 爲
茶
具
，
二
爲 

地
毯
，
都
是
馳
名
世
界
的
珍
品
。
一
套
講.究

省
城
 
約
敦
 

羅
賭
紐
倫

的
摩
洛
哥
茶
具
重
達
一
百
公
斤
。
摩
洛
哥
人 

盛
行
茶
道
，
但
本
國
並
不
產
茶
，
主
要
來
自
一 

中
國
，
茶
已
成
爲
中
國

——

摩
洛
哥
的
友
好
一 

使
者
。 

一

航
泰

及
馬
.

世
・
界•
最
・
長
・
的•
詩
世
智

星
』 

及
 

台

2

最
近
，
南
美
洲
厄
瓜
多 
七
哇
中
，
他
始
終
不
渝
地
進 

丁
部
、羅
摩
衍
那
》
也
達
到 

爾
的
詩
人
何
塞•
魯
瑪
索
發 
行
詩
歌
創
作
。
每
天
下
午
三
九
萬
行
。
而
古
希
臘
的
《荷 

表
了
花
三
十
年
旳
心
血
寫 

5C 
時
至
五
時
，
他
都
要
伏
案
寫 
馬
史
詩
》
也
有
四
萬
八
千
行 

的
長
詩
(
巴
魯
西
亞
》
，
這 
詩
。
平
時
靈
盛
一
來
，他
就 

，均
甚
壮
觀
。

采

剤茶
-

詩
題
意
爲
世
界
末
日
的 

81
想 
不
失
機
會
隨
手
記
下♦
隨
後

何
塞
•
魯
瑪
索
生
於
一

。
這
首
詩
共
二
十
四
萬
行
，
才
進
行
整
理
。
據
報
道
，
他
九
0
四
年
，
二
十
六
歲
時
開 

五
千
六
百
頁
；
訐
有
厚
厚
的 
的
這
首
長
詩(
巴
魯
西
亞
》 

始
發
表
詩
歌
、小
說
和
歷
史 

七
大
本
，成
角   

itt
界
最
長
的 
是
在
一
九
五
六
年
開
始
創
作 
著
作
，
其
作
品
均
以
篇
幅
冗

N
R
%

唆
其
中
，
鞋
中
放
一 
個
錫
壺
，
兩
個
茶
坏
。 

这
是
茶
房
或
商
店
的
小
伙
計
在
送
茶
而
奔
忙 

流
動
的
舊
貨
市
塲
上
，
茶
布
亦
是
最
熱 

蘭
的
塲
所
。
到
處
壇
火
熊
熊
，
大
卷
裏
滩
水 

「
突
突
」
作
毒
；
隨
時
可
見
女
茶
老
板
伸
出 

又
大
又
黑
的
手
，
從
身
邊
的
麻
袋
裏
爪
出
一 

1U  

@
 .--^-^*.-1*."^^""^.-**-*.-*-**1.-*--*-

的
。 

長
見
著
。
(
巴 

在
~
巴
魯
西
亞
》
這
首 
魯
西
亞
》
發
一
表

詩
篇
。魯

瑪
索
是
一 
位
退
休
的

*

•
外
交
官
，
以
前
曾
任
駐
巴
拿 
長
詩
發
表
之
前
，
世
界
上
最 
後
，
他
「
仍
有 

馬
、
阿 s
廷
、烏
拉
主
等
國 
長
的
詩
是
印
度
的
《摩
訶
婆 
十
二
分
意
一
猶
未 

的
大
使
。
在
他
漫
長
的
外
交 
蓬
多
》
，   

-1
二
十
萬
行•
，另 
盡
-
之
感
。
.

用
 

C

CL
一

厂

・，
0

公
元
前
二
二
七
年
五 

月
二
十
六
日
，
居
住
在
中
國 

河
南
省
安
陽
的
人
們
，
正
在 

從
事
着
各
種
各
樣
的
正
常
活 

動
，
可
是
一 
件
驚
人
的
事
情 

發
生
了
。
人
們
仰
望
天
空
， 

只
見
光
芒
四
射
的
太
陽
，
突 

然
間
發
生
缺
口
，
光
色
也
暗 

淡
下
來
。
但
是
在
缺
了
很
大 

一
部
分
之
後
，
卻
又
開
始
復 

圓
了
。
這
就
是
人
類
歷
史
上 

關
於
日
食
的
最
早
的
一
次
可 

靠
記
錄
，
它
刻
在
殷
商
時
代 

的
一 
片
甲
骨
上
。

中
國
古
代
對
日
食
的
觀 

察
，保
持
了
記
錄
的
連
續
性 

。
例
如
在
《春
秋
》
這
本
編

種
周
期
，
即
二
旦.二
十
五
月
有
二
十
三
次
日 

食
。
對
交
食
的
正
確
認
識
和
交
食
周
朗
的
發 

現
，
對
於
預
報
日(
月
)
食
有
重
要
音
一
義
。 

中
國
古
代
在
日(
月
)
食
預
報
方
面
有
較
高 

的
水
平
，
日
(
月
)
食
預
報
歷
來
是
中
國
臂 

法
的
一
項
重
要
內
容
。
大
約
從
公
元
三
世
紀 

起
中
國
就
能
預
報
日
食
初
虧
和
復
圓
的
方
向

，
到
了
唐
代
對
於
交
食
的
預
報
已
經
比
較
完 

全
。

中
國
古
代
通
過
對
日
食
和
月
食
的
研
究 

，
形
成
了
一
套
獨
特
的
方
法
和
理
論
，
提
出 

了
很
好
的
數
據
，
能
準
確
地
預
報
日(
月
) 

食
，
這
也
是
中
國
天
文
學
上
的
一
項
重
要
成 

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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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竟
誰
應
該
戴
「
百
科
全
書
之
父
」
挂 

冠
呢
？
比
較
多
的
認
爲
是
亞
里
士
多
德(
公 

元
前
三
八
四!

三
三
二
年)
。
根
據
是
： 

第
一
，
他
最
早
搞
學
科
分
類
，
把
科
學
分
爲. 

理
論
科
學
、實
踐
科
學
和
創
造
科
學
。
而
知 

識
分
類
是
編
百
科
全
書
的
基
礎•
，第
二
，
他 

最
早
槪
述
人
類
已
有
的
知
識
，
爲
講
學
而
編

一
門
，
不
分
彼
此
倒
也
不
妨
。
還
有
人
推
出 

德
謨
克
利
特(
公
元
前
四
六-0

—
三
七0
 

年
)
但
賛
成
的
人
不
多
。

中
國
最
早
倡
導
編
百
科
全
書
性
質
著
作 

的
是
魏
文
帝
曹
丕(
公
元 
一 
八
七
，1

二
二 

六
年
)
。
在
他
主
持
下
編
出
了
中
國
第
一 
部 

類
書
《皇
覽
》
，
到
現
在
有
一 
千
七
百
多
年

責
 秀 

免
 

避
 

★

裝
 

改
 

身
 

車

當
 

妥

O
J

甘
 

二
二
口 
戈
 

錄
"

和
 

免
 

★

、

誰
是
「百
科
全
書
之

年
史
中
就
記
載
了
由
公
元
前
七
七C
l

公 

元
前
四
七
六
年
的
二
百
四
十
四
年
中
的
三
十 

七
次
日
食
。
從
公
元
三
世
紀
開
始
對
於
日
食 

的
記
錄
，
更
是
一
直
繼
續
到
近
代
，
長
達 
一 

千
六
七
百
年
之
久
。

對
於
日
食
的
成
因
和
周
期
性
，
中
國
古 

代
科
學
家
也
作
了
不
少
的
研
究
，
並
早
就
有 

了
比
較
深
刻
的
認
識
。
如
成
書
於
公
元
前
一 

百
年
左
右
的
《史
記
》
已
經
有
了
交
食
弱
期

?
・ 
温 
珊

寫
了
各
個
學
科
的
講
義
，
堪
稱
爲
百
科
誰
型 

。
也
有
說
斯
彪
西
波(
卒
於
公
元
前
三
三.
八 

年
)
，
因
爲
他
遺
留
下
來 
一 
些
記
述
諸
科
學 

問
的
殘
篇
。
他
主
要
是
轉
述
他
舅
父
兼
老
師 

柏
位
圖
的
東
西
。
柏
拉
圖(
公
元
前
四
二
七 

!

三
四
七
年)
是
這
兩
人
的
老
師
，
有
人

。
中
國
漢
淮
南
工
主
持
編
撰
《淮
南
子
》
「 

採
諸
子
之
精
華
，
以
緊
博
爲
工
」
和
更
早
些 

時
候
呂
不
韋
主
持
編
的
雜
家
之
作
《品
覧
》 

(
又
稱
《呂
氏
春
秋
》
)
，集
先
秦
之
學
問 

知
識
，
其
性
質
類
似
今
日
之
百
科
全II

著
作 

。
這
樣
看
來
，
東
西
方
百
科
全
書
的
起
源
警 

乎
是
同
時
產
生
的
。

☆
 
☆

一
的
記
載
。
到
西
漢
末
年
，
劉
歆
又
總
結

H1- 
一 0

推
崇
他
是
百
科
全
書
的
始
祖
。
這
三
人
師
生

8
,
"
一

■
耋

■
—■■■■■-■■-■-■■■■■
—■■■■■■■■-̂

^

車
身
修
理

8
 

'I—  
7
 

&
 

t

4
 

L
 
a

工
作
妥
當
 

材
料
最
佳
 

手
工
最
好
 

價
錢
實
惠
 

絕
不
取
巧
 

歡
迎
比
較
 

實
力
車
身
修
理
公
司
 

自
新
張
以
來
因
嚴
格
 

採
用
歐
美
最
佳
材
料
 

及
漆
油
全
部
工
作
均

92

3

話
由
一
流
專
科
技
師
於
 

電 

燭

油
房

內

處
理

，
故
 

能
保
證
質
量
及
工
作
 

妥

當

。

SL 

有

經

驗

專

人

代

辦

—C
B
C
手

續

P  

有

免

費

車

借

用

。

保
證
・■

8
”

可

議
橐

一

—9

鬢

—

暮

舞

3

I

一
一

專人代閣下辦理I.C.B.C. 

手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