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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解 起
來
自
世
界
各
地
的
五
十
多
位
學 

者
，
六
月
中
旬
雲
集
在
美
國
威
斯
康 

辛
大
學
，
參
加
首
届r

國
際
紅
樓
夢 

硏
討
會
」
。
這
是
一
個
罕
見
的
中
外 

紅4

家
的
一 
次
大
集
會
，
出
席
者 

包
括
台
湾
海
陝
兩
邊
的
中
國
學
者
、 

海
外
書
學
人
、
美
國
、
英
國
，
以 

及
日
本
的
紅
學
家
。
會
議
期
間
，
各 

地
學
者
紛
紛
發
表
硏
究
心
得
，
互
相 

交
流
，
這
對
促
進
國
際
間
的
紅
學
硏 

究
，
有
重
要
的
意
義
。

會
議
由
美
國
威
斯
康
辛
大
學
主 

辦
，
發
起
人
是
該
校
的
文
學
敎
授
、 

紅
學
家
周
策
縱
，
並
得
到
全
美
學
術 

聯
會
賛
助
經
費
，
威
斯
康
辛
大
學
校 

長
沈
艾
文
檐
任
大
會
主
席
。
其
他
出 

席
者
包
括
：
北
京
的
周
汝
昌
、
馮
其 

庸
、
陳
毓16

•
，台
北
的
潘
重
規
、
高 

陽
；
香
港
的
宋
淇
(
林
以
亮)

；
旅 

加
書
女
教
授
葉
嘉
瑩
、
旅
美
的
白 

先
勇
、
葉
珊
(
楊
牧)

、
李
歐
芃
、 

余
英
時
、  

®

若
愚
、
唐
德
剛
、
王
靖 

宇
•
，哈
佛
大
學
的
漢
南
；
日
本
東
京 

大
學
的
伊
藤
漱
平
；
英
國
牛
津
大
學 

的
霍
克
思
，
以
及
東
道
主
威
斯
康
辛 

大
學
的
周
策
縱
、
趙
崗
、
劉
紹
銘
等

。
北
京
的
余
代
表
原
是
著
名
杠
學
薈
平
伯
、 

吳
备
和
周
汝
昌
三
人
，
但
兪
因
年
老
，
不
宜
遠 

行
而
斯
辭
，
吳
恩
裕
則
剛
逝
世
，
結
果
只
有
周
汝 

昌
偕
同
馮
其
庸
和
陳
俄
彌
三
人
成
行
，
後
兩
人
是 

在
最
暫
請
名
單
內
的
。
馮
是
人
民
大
學
文
學
系. 

教
授
，
陳
是
文
學
研
究
所
硏
究
員
。
台
灣
的
直
 

，
以
研
究
清
史
著
名
，
兼
寫
稗
史
小
說
，
對
紅
樓 

夢
素
有
研
究
，
近
聞
有
意
寫r

績
紅
樓
色
，
欲 

與*EIN
K

美
。
香
港
聚
以
亮
致
力
於
文
學
評
論
 

，
擁
有
詳
盡
的
紅
樓
夢
硏
賣
料
，
對
大
陸
和
台 

IK

的
紅
學
科
究
成
果
，
兼
收
並
蓄
，
是
國
際
紅
學 

研
究
的
貫
通
者
。

參
加
這
次
盛
會
的
，
除
了
上
述
素
負
盛
名
的 

學
者
外
，
霄
三
十
多
名
美
加
的
年
裡
學
人
及
硏
 

究
生
，
目
的
是
讓
他 

11
有
凌
會
參
與
討
論
，
向
前 

輩I：

請
叁
。引
人
注
意
的
是
，
這
次
國
際
紅
學
會 

又
爲
中
國
大
陸
和
台
灣
的*

製
在
蓍
面
的
機
會 

。
在
此
之
前
，
美
國
依
月
華
大
學
去
年
在
學
辦
r 

SB

際
寫
作
計 #
」
時
，R

兩
邊
的
作
家
，
曾
進 

?

 
一 
次
會
見
。

■
議
的
主
題
包
括
兩
方
面
、
有
關
r
紅 

16*4

 
文
物S08

現
及
舆
這
部
小
說
內
容
的
考
證 

丁
备

JIB

版
本
間
题
，.後
四
十
回
的
作
者
問
題
.
，最 

W
W

現
的
■
於rtd**」

及■*<|::

歷
史
背
景 

及
身
世
的
資
料
。
二
、
從
文
學
、
当
和
社
會
政
 

治
的
角
度
，
作&

研
究
，
探
討
這
部
巨
著
的
價

i

在■
鼻
東
山18

東
南
海 

演
，危
岩 
I6M
W
立
。
在
那 

兒
，有
一
塊
石
筍
般
大
的
岩 

石
，上
面*
  

«

正
正
地
编
刻 

着
「
黄
石
声
先
生
故m

H

七 

個
大
字
。
這
塊
石
刻
，寄
寓 

着
人
俏
對
明
代
末
年
著
备 

者
黄
道
周
的
懐
念
。

黄
道
周
自
幼
聰
穎
，
刻 

苦
好
學
。
『重
纂
福
建
通
志 

J

說
：
他
八
歲
能
爲
文
，自 

a®

書
之
法
，過
目 *
不
忘 

」
。十
歲
時
所
寫
古
文
就
令 

人**

:
十
四
歲
能
寫
詩
賦 

，故
被*|

爲
「
閩
海
才
子
」 

。
二
十
三
歲
喪
父
，於
是
， 

半
耕
半
讀
，11

績
鑽
硏
各
種 

學
問
。
到
三
十
八
歲(
明
嘉 

宗
天
啓
二
年)
考
中
進
士
時 

，他
已
是
名
重 
一 時
的
學
者 

了
。

黄
道
周
學
議
廣
博
。他 

長
於
理
學
：通
天
文
一
、
曆
法 

、易
經
•.
工
書
畫
，善
文
 

"
喧
稱
多
才
。
他
著
述
豊
富

，
一
庫
州
府
志 
著
錄
逹
四
十
種
。
尤
爲
可 

貴
的
是
，黃
道
周
治
學
力
求
創
新
。
以
書
法 

爲
例
，他
學
鍾1:8,

峭
厲
方
動
：於
二
王
之 

外
，
會
間
慧
，時
人
號
爲
「
漳
體
」
。
至 

今
仍
有
手
卷
、中
堂'
條
幅
、册
頁
等
留
傳 

於
世
。當
代
著
名
國
畫
家
傅
抱
石
頗
推
崇
黄 

道
周
的
書
法
，說
他
「
書
法
本
於
泰
篆
漢
隸 

，眞
楷
行
書
，
看
常
分
隸
之
意
；筆
致&

 

，氣
格
聞
雅
， *
神
靜
慮
，有
他
人
不
易
到 

處
。
」
又II

道
周
的W

8:

「
其
畫
自■
出 

，
一
照
一
拂
，*
紹
相
通
。 *
以
松
、石
、 

蘭
、竹
擅
長
，
元
氣
潭■

，横
透
褚
墨
之
間 

。
」
足
見
黄
道
周
書
畫
的
確
功
力
不
凡
， #
 

術
生
命
經
久
不
衰
。

黃
道
周
不
僅
滿
腹
才
學
，而
且
一
身
鈴 

骨
。
一
明
自 
說
他
「嚴
正*
方
，
不15

流 

俗
，公*
多
畏
忌
之
。
」書
不

is

流
俗
， 

指
的
是
他
絶
然
不
肯
附
和
明
末
汚
灣
的
宦
黨 

政
治
。黄

道
周
初
入
仕
途
，是
在
明
窯
宗
天
啓 

年
間(
一
六
二
二

—
一
六
二
七
年)
。
其
時 

，
以#
忠
賢
爲
首
的
宦
黨
冨
專
權
，
正
極 

力
支
東
林
黨
人
。
黄
道
周
雖
非
東
林
黨
， 

但
作
爲
一
個
清
廉
正
直
的
士
大
夫
，同
樣
毫 

小
畏
悔
地
與 #
忠
暮
爭
。
到
了
崇
禎
年
間 

，雖
然
読
忠
賢
等
宦
黨
頭
目
被
誅
滅
，
但
餘 

黨
温ei

仁
、
周
延
儒
二
人
依
然
入
閣
，11

績 

排
斥
東
林
黨•.
而
崇
禎
皇
帝
也
倚
靠
宦
黨
特

備
受
人
們
的
尊
敬
。
崇
禎
五
年
，
掛
冠
南It  

"
秋
至
餘
普
，
「
浙
江**

聞
道
周
至
， 

善
院
於
大
添
山
，請
受
業
。
道
周
爲
留
數 

月
。
」
回
到
家
鄕
，他
・
績
在
江
畔
的
「郭 

山
學
堂
」講
學
。據
說
「
四
方
學
者
環
江
門 

而
來
・
者
千 *

。
一舟
有
「
千eu

，未
必 

可
僧
，但
黄
道
周
在
江
渐
和
東
南
沿
海W

F

 

盛
名
却
是
實
情
。

崇
祯
十
七
年(
一
六
四
四
年)
，
清
兵 

攻
陷
北
京
。
消.

來
，道
周
不
顧
年
邁
和 

右
手
右
腿
的
傷
疾
，北
上
出
任
南
京
福
王
政 

權
的
吏
部
侍
郎
，參
加
抗
淸
的
戰
爭
。南
京 

陷
落
後
， *芝®

*

唐
王
朱
聿
鍵
入
閩
稱
帝 

。
唐
王
欲
借
重
黄
道
周
的
名
聲
，封
道
周
爲 

吏
部
尙
書
。其
時
，弟
芝 

11
掌
唐
王
兵
馬
大 

權
而
意
降
清
之
意
。當
清
軍
南
侵
浙
、 »
 

，進
逼
福
建
時
，他
們
按
兵
不
動
。
黄
道
周 

不II

坐
守
待IK

，毅
然
親
率
門
生
義
民
九
千 

餘
人
，
三
路
出■

，終
因
寡
不
敵
衆
，兵
敗 

被
執
，
横
送
南
京
。

淸
軍
統
帥
多
爾
衰
百
般
勸
降
，道
周
不 

爲
所
動
。降
清
明
將
洪
承■
不
知
廉
恥
，還 

企
圖
以
舊
誼
相
勸
，道
周
閉
目
掩
鼻
，以
示 

「
目
不
忍
覩
，鼻
不
忍
聞
，其
色
味
難
當
」 

。
洪
承■
被61

走
後
，
黃
道
周
和
墨
伸
紙
， 

揮
看
下
這
樣
一 
副
對
聯
：
「
史
筆
流
芳
， 

雖
未
成
名
終
可
法•
洪
恩
浩
落
，
不
得
報
國 

反
成
仇(
承■
)

。
」
以
史
可
法
與
洪
承■
 

對
比
，愛
憎
鮮
明
。

順
治
三
年
，
六
十
二
歲
的
黄
道
周
在
南

務
作
爲
主
要
統
治
工
具
。

在
這
股
濁
流
中
，黄
道
局■
立
敢
言
， 

指
善
弊
，主
霊
賢
能
，反IH

I

，多
次 

彈
動
俵
臣
奸
黨
，   

*
至
與
崇 W
号
濛
烈
廷
 

号
，極
具*
*
。8
»
^
^
,

皇
帝
中
了 

清
皇
太

M
8

的
反
間
計
。豊
 

16
將
領
袁
崇
煥 

下£

死
。
故
相
錢
重
爲
被
费

下
獄
，滿 

朝
文
武
大
臣
霍 *
鼻
、61

黄
道
周

！||

夜
草 

章
，先
後
三
破
相
救
雖
通
降
鼻
三
級
，
却 

也
救
傅
錢
龍
得
免
於
死
罪
。

三
年N

*

，
黄
道
周
又
兩
次
上
破
，指 

斥
温
倭
仁
、
周
延
備
二
人
「
取 

15
紳
稍
有
器 

識
者
舉
網
投
阱
」
，
「
一
語
相
違
則
楚
四 

起
」
，語II

剛
愎
自
用
的
崇
禎
皇
帝
，被
斥 

爲
民
。
但
他
始
終
不
改
節
操
，
不
附
權
貴
， 

凜
然
宣
稱
：

「
凡
絕
餌
而
去
者
必
非
饒
魚
，愚
接
而 

來
者
必
非
験
馬
：以
利
祿 *
士
，則
所IM

者 

必IP

利
之
臣
，以
塞
楚81

人
，則
就1e

者
必 

驚:8

之
骨
。
」(

「明
自
) 

黄
道
周
威
武
不
能
屈
，貧
賤
亦
不
能
移 

，
「漳
豊
志
」
記
載
：
崇
禎
十
一
年
十
二 

月
，
黄
道
周g
於 
一 天
內
並
投
三
疏
，
彈
動 

爲
崇
禎
皇
帝
所
重
用
的
兵
部
尙
書
楊
嗣
昌
等 

三
人
。
黄
道
周
居
官
，淸
貧
淡
薄
。
他
自
己 

也
說
：
「
二
十
躬
耕
，手
足16  

IE
以
養
二
人 

•
，四
十
餘
削
籍
，售
二
千
里
不
解
扉
俺
( 

草
能
)
。今
雖
踰
五
十
，非
有
妻
子
之
奉
， 

婢
僕
系
。
一
這
確
非
溢
美
之
詞
。
而
黄
道 

周
作
書
取
松
、石
、蘭
、竹
爲
題
材
，
也

是
借
物
味
志
，讃
美
蒼
枝
勁
節
，18

脫
清
逸 

京
遇
害
。臨
刑
前
，破
指
血
書
十
六
書
給

的
眞
。

家
人
：
「
網
常
萬
古
，
節
義
千
秋
：天
地
知

學8
和
骨
氣
交
相
輝
映
，途
使
黃
道
周 

我
，家
人
無
憂
！
」遂
從
容
就
義
。

ys
値
。
例
如
：
周
汝
昌
的
論
題
是r

紅
樓
合
壁
的
背 

後
」
(
有
關
r
紅
樓
夢
」
的
後
四
十
回)

、
馮
其 

庸
談
r
石
頭
豆
抄
本
电
戌
本
、
陳
毓
康
講r

浮 

生
六
記
」
與

r

紅
樓
夢j
等
。

周
、
馮
、
陳
三
人
代
表
了
新
紅
學
的
兩
代
。 

所
謂
「新
紅
學
」
是
與
「舊
紅
學
」
相
對
的
，
後 

者
專
指
清
代
及
五
四
運
動
以
前
的
紅
學
硏
究
，
前 

者
則
是
五
四
以
後
胡
適
、
陳
寅
俗
等
人
提
倡
的
新. 

88

黙
。r

紅
樓
夢
」
雖
是
公
認
的
中
國
最
偉
大
小 

說
，
但
有
關
它
的
作
者
、
時
代
背
景
和
主
題
思
想 

一
直
有
爭
論
性
，
所
以
無
論
是
新
、
舊
紅
學
的
硏 

究
重
心
都
圍
繞
這
些
方
面
。
比
較
上
說
，
舊
紅
學 

健
重
考
據
、
索
隱
，
較
爲
煩
瑣
，
而
且
多
牽
强
附 

會
之
說
；
新
紅
學
則
主
張
從
小
說
的
客
觀
實
際
出 

發
，
環
繞
小
說
本
身
的
問
題
進
行
考
證
和
硏
究
。 

但
新
舊
紅
學
的
界
綫
也
不
是
絕
對
的
，
例
如
晚
淸 

的
王
國
維
就
曾
在
一
九0
四
養
了
r
紅
箧
夢
新 

證
」
，
提
出
用
美
學
、
倫
理
學
的
新
觀
黙
來
硏
究 

「紅
樓
夢
」
、
批
評
當
時
的
學
者
多
落
入
探
索
 

小
說
主
人
公
是
誰
的
死
胡
同
，
雖
然
他
也
犯
了
主 

觀
和
片
面
之
弊
，
但
創
新
精
神
却
値
得
取
法
。
另 

「
方
面
，
新
紅
學
的
學
者
中
也
頗
有 
一 
些
愛
齎
牛 

角
尖
，
對
曹
雪
芹
的
一 
言 
一 
物
作
繁
瑣
考
證
，
脫 

離
了
對
小
說
藝
術
形
象
和
社
會
意
義
的
研
究
。 

五
十
年
代
，
中
國
大
陸
發
生
了r
批

II
」 

事
件

——

剛
從
大
學
畢
業
的
李
希
凡
、
軟
翎
，
批 

判
兪
平
伯
的
紅
學
觀
點
指
爲r

唯
心
論
」
，
受 

到
毛
澤
東
的
讀
賞
。
當
時
挨
批
的
表
面
上
是
兪
平 

伯
，
實
際
上
是
攻
撃
胡
適
，
胡
氏
幸
而
不
在
中
國 

大
哇
，
得
以
逍
遙
。
在
文
革
時
期
，
：只
有
宣
傳 

r

紅
樓
夢
」
是
一
，本
r
政
治
歷
史
小
說
」
，
號
召 

人
們
從
中
硏
究r

階
級
鬥
爭
」
，
學
習
批
判
封
建 

主
義
。
直
到
四
人
幫
倒
台
後
，
兪
平
伯
等
紅
學
家 

才

卷

拿

，
重
振
紅
學
，
重
新
評
價
胡
適
，
承 

認
他
骨
杠
學
研
究r
功
大
於
過
」
。

對
一 
本
小
說
的
硏
究
而
成
爲
一 
種
專
門
學
問 

，古
今
中
外
少
見
。但
紅
學
畢
竟
在
中
國
已
有
二
百 

多
年
歷
史
。
新
紅
學
出
現
至
今
亦
有
數
十
年
了
。 

新
紅
學
更
是
人
才
輩
出
，
去
年
北
京
成
立
第
一
個 

r

紅
樓
夢
學
刊
」
時
，
曾
組
織
了
一 
次
紅
學
家
會 

師
，
出
席
者
有
新
紅
學
的
第
一 
代
顧
頡
剛
、兪
平 

伯
；
第
二
代
的
吳
世
昌
、
吳
恩
裕
、
吳
組
綁
、
周 

汝
昌
.
，第
三
代
的
鴻
其
庸
、
陳
毓
農
、
李
希
凡
、 

藍
翎
.
，第
四
代
的
戴
不
凡
、廖
件
安
、郭
預
衡
等 

，
除
了
已
逝
世
的
第
一 
代
大
師
胡
適
、
陵
寅
恪
外 

，
老
中
青
的
紅
學
家
都
到
齊
了
，
這
些
人
代
表
了 

新
紅
學
六
十
年
來
在
中
國
大
陸
的
發
展
。 

這
次
周
汝
昌
等
訪
美
，
顧
示
北
京
準
箫
與
國 

際
合
作
，
共
同
發
展
紅
學
。
據
悉
，
周
波
昌
已
向 

威
势
康
辛
的
與
會
學
者
建
議
，
組
織
國
際
合
作
， 

搞
一 
部
中
英
文
對
照
的
標
準
「紅
樓
夢
」
界
本
， 

供
各
國
讀
者
閱
曇
賞
和
紅
學
家
硏
究
之
用
。

*
旷̂

本傑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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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

芳

，

大

目
標
」是
指
建
設
「
田
園
城
市
」和
充
實
「 

家
庭
畫
」
，即
提
高
社
會
福
利
和
改
善
人 

民
生
活
。
大
平
認
爲
，
日
本
經
濟
「
高
速
發 

展
的
時
代
已
經
結
束
」
，主
張
日
本
經
濟
要 

從
量
的
擴
大
向
質
的
提
高
轉
變
。他
主
張
在 

國
內
加
强
「
協
調
和
對
話
」
，
以
程
定
自
民 

黨
政
權
。

近
一
年
多
來
，.大
平
考
慮
配
合
美
國
的 

全
球
験
略
，
主
張
增
加
日
本
防
務
經
費•
，在 

阿
富
汗
問
题
上
，
主
張
退
出
莫
斯
科
臭3
 

，都
是
有
利
於
世
界
和
平
的
决
策
。
但
在
野 

黨
之
中
，有
人
對
蘇
採
取
緩
靖
態
度
，極
力 

主
張
廢
除
日
美
條
約
，反
對
過
養
美
而
破 

遠
蘇
聊
，鼓
吹
全
方
位
外
交
，而16

蘇
的
日 

本
共
產
黨
更
是
積
極
推
動
。有
人
以
增
加
國 

防
費
用
會
刺
激
通
貨
膨
脹
爲
理
由
，對
自
民 

黨
進
行
批
評
。自
民
黨
內
部
車
在
着
權
爭 

，
「
內
戰
」不
停
，使
得
日
本
政
局
蒙
上
陰 

影
，大
平
內
閣
呈
現
不
穩
。

今
年
五
月
十
六
日
，在
野
的
社
會
黨
對 

大
平
內
閣
提
出
不
信
任
案
，批
評
大
平
的
經 

濟
政
策
失
敗
、掩
蓋
議
員
冨
聞
案
、外
交 

追
隨
美
國
並
增
加
國
防
費
用
。
本
來
，社
會 

黨
僅
欲
在
投
票
中
測
難
一 
下
自
己
的
政
治
實 

力
，
並
不
期
望
會
得
到
通
過
。誰
料
公
明
黨 

、共
產
黨
、民
社
黨
之
議
員m
l

成
票
， 

而
自
民
黨
內
的
反
主
流
派

181

田
、三
木
及
中 

川
派
自
民
黨
議
員
又
突
然
退
出
投
票
，使
大 

平
內
閣
得
不
到
足
夠
票
敢
而
倒
台
。大
平
頓 

感
意
外
，
深
受
刺
激
。

有
評
論
認
爲
，
一
次
不
信
任
投
票
，拉 

下
了
大
平
正
芳
內
閣.•
一
切
心
臓
病
，壓
垮 

了
大
平
正
芳
首
相
。
人
們
正
擔
心
，大
平
正 

芳
逝
世
後
，自
民
黨
頓
失
總
裁
，羣
龍
無
首 

，動
盪
的
日
本
政
局
將
出
現
更
加
混
亂
與
覆 

養
的
局
面
。

一
九
七
一
年
，大
平
當
選
爲
池
田
派
組. 

織一

^

池
會
會
長
，成
立
新
的
「
大
平
派 

」
，批
評
佐
藤
內
閣
的
對
華
政
策
和
經
濟
政 

策
，對
佐
藤
內
閣
起
了
牽
制
作
用
。 

一
九
七
二
年
，自
民
黨
田
中
派
、大
平 

派
結
成
緊
密
的
聯
盟
。
田
中
內
閣
成
立
後
， 

大
平
任
外
務
大
臣
。
同
年
九
月
，和
田
中
首 

相 
一 悪
華
，
並 
一 起
代
表
日
本
方
面
篆
署 

了
具
有
歷
史
意
義
的
中
日
聯
合
聲
明
，實
現 

了
中
日
邦
交
正
常
化
，揭
開
了
兩
國
關
係
史 

的
新
篇
章
，表
現
了
順
應
時
代
潮
流
的
讀
識 

- 
九
七
四
年 
一 月
，大
平
應
遂
到
中
國 

進
行
友
好
訪
問
， 8
訂
了
中
日
貿
易
協
定
。 

大
平
還
不
顧
反
對
派
的
攻
擊
，排
除
各
種
干 

擾
，積
極
推
動
日
本
有
關
方
面
，於
同
年
四 

月
二

■+-.日
簽
訂
了
中
日
航
空S8

定
。 

大
平
對
締
結
中
日
和
平
友
好
條
約 
一 直 

保
持
積
極
促
進
的
態
度
。
條
約
篆
字
後
，他 

立
即
發
表
談
話
表
示
祝
賀
。

一
九
七
八
年
十
二
月
一
日
，大
平
正
芳 

在
日
本
執
政
黨
自
由
民
主
黨
臨
時
代
表
大
會 

上
，當
選
爲
自
民
黨
的
總
裁
。接
着
於
同
月 

七
日
日
本
國
會
的
會
議
上
當
選
爲
日
本
首
相
。 

大
平
就
任
自
民
黨
總
裁
和
政
府
首
相
後 

，重
申
了
他
在
總
裁
選
學
時
提
出
的
「
一
個 

戰
略
，兩
個
計li

目
標
」
。據
解
釋
，
「
一 

個
戰
略
」就
是
綜
合
軍
事
、經
濟
、知
識
、 

情
報
、
政
治
、外
交
等
各
種
力
量
的
安
全
保 

障
載
略
。
大
平
認
爲
，
「
日
美
友
好
仍
然
是 

日
本
外
交
的
主
軸
」
，
主
張
保
持
由
日
美
安 

全
條
約
和
適
・
的
自
衛
力
量
組
成
的
集
體
安 

全
體
制•
，保
持
日
美
歐
相
互
諒
解
和
友
好
關 

係
•
，加
强
同
亞
太
地
區
國
家
合
作.1:6

求
同 

蘇
聯
改
善
關
係
，但
要
持
「
不
妥
協J

態
度 

，
要
求
歸
還
北
方
四
島
。所
謂
「
兩
個
計«

日
本
首
相
大
平
正
芳
由
於
心 «
病
發
， 

於
六
月
十
二
日
晨
演
然
逝
世
，
這
個
噩
耗
， 

不
但
使
日
本
國
民
深
受
震
動
，認
爲
是
「
最 

悲
痛
的
事
情
」
：也
使
世
界
許
多
國
家
的
政 

府
首
腦
及
各
界
人
士
大
爲
震
驚
，
深
切
哀
悼 

。
美
國
總
統
卡
特
在
唁
電
中
就
指
出
，大
平 

的
逝
世
「
對
日
本
和
世
界
都
是
一
個
巨
大
的 

損
失
。
一
中
國
總
理
華
國
鋒
、副
總
理
鄧
小 

平
在
哀
悼
電
文
中
亦
分
别
指
出
，
「
大
平
首 

相
是
國
際
上
富
有
遠
見
卓
識
的
政
治
家
，是 

中
國
人
民
尊
敬
的
老
朋
友
」
；
「
大
平
總
理 

多
年
來
爲
發
展
日
中
關
係
、維
護
亞
洲
和
世 

界
的
和
平
做
出
了
重
大
貢
獻
。
」菲
律
實
馬 

科
斯
總
統
則
說
，大
平
的
逝
世
使
我
們
損
失 

了
一 
位
東
盟
和
日
本
之
間
合
作
的
有
力
支
持 

者
。大

平
正
芳
這
位
日
本
政
界
的
傑
出
人
物 

，
一
九
一0
年
三
月
生
於
香
川
縣 
一 個
農
民 

家
庭
。
一
九
三
六
年
在
東
京
商
科
大
學
畢
業 

後
，進
入
大All 省
，曾
任
科
長
、大
臣
秘
書 

官
等
職
。
一
九
五
二
年
進
入
政
界
，連
續
十 

次
當
選
衆
議
院
議
員
，歷
任
內
閣
官
房
長
官 

、外
務
大
臣
、通
商
產
業
大
臣
、大
藏
大
臣 

、自
民
黨
幹
事
長
等
重
要
職
務
。

大
平
以
善
於
制
定
政
策
著
稱
。
一
九
六 

0
年
至
一
九
六
四
年
池
田
內
閣
期
間
，.大
平 

三
次
任
官
房
長
官
，兩
次
當
外
相
，
一
直
是 

池
田
制
定
政
策
的
「
參
謀
長
」
。
他
爲
池
田 

制
訂
了
一
套
緩
和
國
內
矛
盾
的
所
謂
「
低
姿 

態
」
、
「
寬
容
和
忍
耐
」的
政
策
，
並
參
與 

制
訂
了
池
田
內
閣
發
展
經
濟
的
「
所
得
倍
增 

計
副
」，對 #
定
政
局
和
高
速
度
發
展
日
本
經 

濟
起
了
很
大
作
用
。

一
九
六
四
年
大
平
任
池
田
內
閣
外
務
大 

臣
時
，中
日
雙
方
的
備
忘
錄
貿
易
辦
事
處
達 

成
互
設
聯
絡
處
和
互
派
常
駐
記
者
的
協
議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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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1
，約
於
明
嘉
靖
四
十
年 

家

財
A

(
公
元 
一
五
六
一
年) 

6

59^/

一
前
後
，
在
浙
江
寧
波
建 

立
了
「
天
一
閣
」
，它 

是
中
國
現
存
最
早
的
藏
書
棲
。
到
了
清 

康
熙
四
年(
公
元
一
六
六
五
年)
范
欽 

曾
孫
范
光
文
在
藏
書
棲
前
後
加
築
假
山 

，利
用
亭
台
和
假
山
的
自
然
形
狀
，堆 

以
字
形
和
動
物
體
態
，使
『
天
一
閣
」 

願
得
更
爲
精
巧
。

進
入
民
國
之
後
，范
氏
後
裔
式
微 

，對
於
施
大
數
目
的
藏
書
管
理
已
無
能 

爲
力
，
以
致
本
來
清
幽
脫
俗
的
「
天
一 

閣
」
，變
成
了IB

垣
敗
瓦
，滿
庭
荒
草 

，藏
書
電
蛀
的
地
方
。
到
了
一
九
三
三 

年
，
一
些
地
方
熱
心
人
士
，
不
忍
「
天 

一
閣
」的
敗
厦
，
籌
款
重
修
，
並
將
原 

在
孔»
內
的
尊
經
閣
連
同
當
地
保
存
下 

來
的
一
批
歷
代
碑
版
移
到
「
天
一
閣
」

的
後
院
，命
名
爲
「
明
州
碑
林
」和
書 

樓
連
成 
一 起
。

據
說
，淸
乾
隆
三
十
八
年(
公
元 

一
七
七
三
年)
詔
修
「
四
庫
全
書
」
時 

，范
欽
的
八
世
孫
范
懲
柱
曾
上
獻
「
天 

一
閣
」藏
書
六
百
三
十
八
種
，備
受
乾 

隆
賞
識
。
「
四
庫
全
書
」修
成
後
，乾 

隆
賞
賜
「
古
今
圖
書
集
成
」
一
萬
卷
， 

和
「
平
定
兩
金
川
戰
圖
」各
一
部
，賞 

給
「
天
一
閣
」
。
同
時
派
了
專
人
到
「 

天
一
閣
」
，察
看
「
天
一
閣
」 »
書
樓 

的
建
築
形
式
。
以
後
全
國
各
地
收
藏
「 

四
庫
全
書
」的
「
文
淵
」
、
「
文
源
」 

、.「
文
津
」
、
「
文
溯
」
、
「文
匯
」 

、
「
文81」
、
「
文
宗
」第
七
閣
，全 

部
依
照
「
天
一
閣
」藏
書
樓
的
式
樣
建 

造
，
「
天
一
閣
」
藏
書
樓
的
聲 #
也
隨 

之
不
脛
而
走
。

「
天
一
閣
」界
藏
書
七
离
能
卷 

，過
去
由
於
各
種
原
因
和
天
災
人 w
， 

遭
受
到
很
大
的
損
失
。
一
九
四
九
年
，

中
共
主
政
之
前
，
只
餘
下
一
萬
三
千
多 

卷
。中
共
主
政
餐
，
「
天
一
閣
」被 

列
爲
「
文
物
善
單
位
」
，經̂
*
"
 

人
員
株
求
，流
散
在
外
的
原
「
天
一 

閣
」藏
書
三
千
多
卷
已
先
後
收
回
。
目 

前
「
天
一
閣
」藏
書
已
逹
三
十
萬
卷
左 

右
，
其
中
各
種
珍
版
善
本
就
有
八
离
多 

卷
。

過
去
的
「
天
一
閣
」
藏
・
，
范
氏 

及
其
後
人
都
是
將■
藏
之
高
閣
，秘
不 

示
人
，絶
少
人
登
閣
看
書
。現
在
經
過 

整
理
修
補
，
已
接
待
各
地
大
專
院
校
和 

科
學
研
究
單
位
，給
他
們
提
供
資
料
。 

不
過
一
般
人
，仍
難
一
賞
其
事
・
的一一  

山
之
眞
面
目
。

目
前
「
天
一
閣
」除
曇
的
讀
書
 

棲
和
假
山
？

築
，
又
添
建
了
一 
些
建 

築
，
「
天
一
閣
」
的
範
圍
已
比
前
有
不 

当
展
， #
得
的
是
當
年st

搭
然
保

存
得
很
好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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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聲
唱
名
本
身
原
來
沒
有 

涵
義
，
但
人
們
却
用
它
們
的
諧 

音
，
編
造
出
許
多
有
趣
的
歌
謠 

來
。
六
十
年
代
，
荷
理
活
著
名 

電
影
「仙
樂1616

處
處
聞
」
的 

主
題
曲
，
便
是
根
據
七
聲
唱
名 

而
譜
成
的
，
配
上
生
動
活
漫
的 

旋
律
和
風
趣
的
歌
詞
，
風
行
- 

時
，
歌
曲
作
者
廬
回
此M

l

得
臭 

斯
卡
的
最
佳
樂
虬
络
。
歌
詞
把 

doe  

-a 鹿
).
、ray  (
^
%
)

、m
e  

(
我
)
、far (
遠)、

8.ew

(
縫
)
、 

一ea (
茶
)
等
淺
易
英
文
單
詞
，作 

爲
唱
名
的
諸
音
，
娓
娓
動
聽
。 

七
聲
唱
名
"
在
本
世
紀
初 

傳
入
中
國 ,
北
京
話
讀
如
r
獨 

累
米
法
蘇
拉
西
」
，
有
人
曾
經 

將
它
們
譯
成 
一
句
詩
，
叫
做
r 

獨
覽
梅
花
掃
鳳
雪
」
，
小®*

 

的
音
樂
畳
有
用
這
句
詩
來
練
 

習
唱
歌
的
一
邦
如r

小
小
船
」 

:

r

掃
梅
梅
也
花
覽
覽
，
獨
覽 

梅
花
掃
掃
掃

…
…
」
。
蘇
浙
的 

相
聲
藝
人
亦
曾
把
它
門
編
成
寧 

波
人
的
對
話
，.妙
趣
横
生
。

七

聲

唱

名

的

演

-

$
是
代
表
某
種
貨
幣
的
符
號
，在
報
紙
和 

源
上
，它
通
常
被
用
來
代
表
美
元
，其
實
在 

最
初
的
時
候
，它
是
代
表
銀
元
的
賽
。 

$
是
怎
樣
由
來
的
呢
？
十
六
世
紀
初
，
西 

班
牙II

造
了
一
種
鲁
「
比
索
」
的
銀
幣
，
「 

比
索
」
的
圖
案
，
一
面
是
暴
和
王
微( #
 子 

和
城
堡)
.
身
一
面
是
兩
根
柱
子
。
這
兩
根
柱 

子
代
表
直
布
羅
陀
兩
岸
的
山
岩
，
傳
說
歐
洲
和 

非
洲
原
來
在
這
裏
相
建
，後
來
被
西
方
神
車 

的
大
力
士
瑟
居
里
拉
拉
開
了
，
這
有
黠
像
中
國 

神
話
中 I
門
爲
大
禹
所81E

傳
說
。
一 七
三
二 

年
，
墨
西
哥
城
用
機
器
普
出
一
種
新
式
雙
柱 

銀
元
，圖
形比®

*
的
略
有
變
動
，在
兩
柱
之 

間
增
加
了
東
西
兩
半
球
的■
案
，
董
且
售
根
 

柱
子
上
各
有 
一 條
卷
軸
裏
着
，成
爲5
♦
形
， 

書
由
此
倚
化
而
來
。
以
後
人IC

就
養
以
$
 

作
爲
銀
元
的
記
就
。 

一
" 

現
在
，
世
界
上
有
不
少
国
需
地
匡
以$
 

作
爲
當
地
貨
幣
的
僑
寫g

，
不
過
在
前
面
都 

加
上
英
文
縮
寫
，如
美
元
爲u
s
i
e
，新
加
坡 

一
養S
3
，新
西
蘭
元
爲$
N
Z
，

-11
來
西
亞 

元
爲M
$

，澳
大
利
亞
元
爲$
A
，加
美
元
 

爲C
A
N
S
，港
幣
爲H
K
$

，
等
等
。

恰
好
成
爲
六
聲
音
階
，
於
是
歸 

多
就
用
它
們
來
代
表
六
聲
音
階 

的
六
個
音
，
供
練
習
唱
歌
之
用 

。
歸
多
發
明
六
聲
音
階
唱
名
， 

對
後
世
的
音
樂
發
展
有
莫
大
貢 

獻
，
被
尊
爲
「音
樂
之
父
」
。• 

後
來
，
人
們
又
把
r
施
冼• 

約
翰
讀
美
詩
一
中
最
末
之
句r 

聖
約
翰
」
兩
字
的
拉
丁
文
第
一 

個
字
母
，
拼
合
起
來
，
形
成
第 

七
個
唱
名Si，

六
聲
音
階
遂*
 

展
成
七
聲
一
畐
。

現
代
筑
行
的
七
聲
音
階
唱 

各
是

do*  re・-m
e・  fa-  so-la-ti’  

與
原
來
底
托
音
頗.育
出
入
，
這 

是
由
掩
干
七
世
紀
時
，
意
大
利 

音
樂
家
布
隆
契
尼
認
爲
第
一 
個 

唱
名U

t

發
音
不
響
亮
，
主
張
改 

用do

來
代
替
它
，他
的
主
張
爲 

多
數
人
所
採
納
。
至
於si

變
爲 

ti

則
因
爲
有
人
把
第
五
音so

的 

高
半
音
唱
成si

的
，
爲
免
混
淆 

，
便
把
第
七
音
改
爲tib

唱
歌
時
常
• 

用
七
聲
音
階
( 

do-  re-  m
e-  fa.  

so-  la-  ti )
作 

爲
唱
名
，
這
些 

樂
曲
的
基
本
音

n調
到
底
是
怎
樣
產
生
的
呢
？
、一 

七
聲
唱
名
起
源
於
有r

聲 

樂
之
邦
」
备
的
意
大
利
。
據 

說
十
一
世
紀
時
，
意
大
利
阿
雷 

佐
城
有
一
個
叫
歸
多
的
僧
侶
， 

很
喜
歡
唱
歌
。.當
一
時
敎
會
裏
有. 

一
首
古
老
的
拉
丁
文r
施
冼
約 

翰
讚
美
詩j

*
歌
詞
唱
道
：
「 

爲
了
使
你
的
僕
人
，
能
夠
用
寬
， 

86

的
聲
帶
，
反
覆
歌
頌
，你
的 

奇
能
。
請
解
除
禁
鍋
我
們
，罪 

惡
的
嘴
唇
吧
，
聖
約
翰
！
」 

歸
多
發
現
，
歌
曲
的
音
階 

只
有
六
個
音
，.只
要
把
每
行
歌 

詞
(
聖
約
翰
句
除
外)
所
唱
的

一 
個
音
節
依
次
排
列
起
來
， 

ur re.  m
e.  fa.  

SO
・  IA.  •

勲

精通各地方言爲僑胞談財運看前途 

用觀掌相法與占卜能知過去預未來 

如有任何疑難問題須吐露來問事也表欧迎，幫助解决任何疑S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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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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