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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清一朝對此制度。仍不能免。。是以清帝一 

在
位
、無非空懸虚名♦
置際匕掌握國家値 

柄者 
乃 S 破曾 * 考試之中國官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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輩官員似若壶忠其<1。
。而內在則彼等無不 

在■
m
 其自己之民族國家前途着想也。 

今日之中國又以被日本侵畧聞矣。。以在外 

交上之虚詞官之。。中國 
一 部或將已預備受 

日本之管 » 於相宫時期。、然結果深信彼等 

必能勝利。，而IS

其仇-、以 «*
所得。固知 

中国極大之滞力。。而非他國之所能征服者 

。-若富時之被制於契丹，金人。象古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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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滿清18

族。。其結果爲何。。無他。。中國 

直至今日仍爲中國 
。而其他諸族已成爲過 

去之史跋矣。。中國文人有官日、「我人之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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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證今 
中國終獲勝利 

中國文字 
II特難於習讀一。且難於■
爲。。然 

其特質則在於毎字之音■!5

法不同」。而其 

一所代表之意思則二。今且官。■
三人*
自 

T

二個不同之中國地點：此三者留有其特異 

一之方盲：鼓以一紙中國文字示之。。則此三 

~者乃以不同之音固  

*

 之:
輪發音彼此或無 

明®
之可能。。輪義意三人之感覺則均同様 

?»
中！! 文字不在於音而在於1
，•
若干年 

来彼等疆以地方隔膜，方官互異。隱其 e
 

文字以傳達。而獲得之新牛思想:
則全國 

一 致。C  
M

或有■
不免受外来者所傅飽 ■
然 

其感覺及思想仍永 &
不變，。此種歷代之遣 

»
實又爲中國 抵抗其侵略之 
一 種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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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喬治第二時代曹» 使至»
。。其便命禽 

介紹西方文化於異 e
之中國人jc

中國皇 

帝收"
類多覇陽其本國文化之高。今節數 

句於此。-以見巾國人對於自己固有文化之 

信仰。殆覺   

I*-界上無能與其比擬者由
“。
 

一王。你受卑煮之■
使。遣使前來以 
81 吾國 

文化之利禁，你之後遜頰可稱羡對於你 

之逢遠孤島。余不能忘也」。此釧齡之末節 

4

所「惶恐受命。。不可故通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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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實6
考依。。 

直至 
一九 *
五年始行改革。當時人民無不 

以«@
考試而能獲得進身官界爲無上之幸 

福而此考試療關每能捜«
一國之智8
 人物 

因而使其國家得有幹才以任國事：故嘗 

■■
考試之期。，無敬青年競入試塲。•數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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