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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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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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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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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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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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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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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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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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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平
等

者
仍
是
修
改
條
約
也
一
 

條
約
也
"

蠢
記
者 

汝r
九
H
評
論 

末
段
。
中
有
俾
益 

F
吾
國
上
前
途
」句
一
俾
一
字
是
用
錯 
汝
廿
日 

史
正
之
亦
有
錯
。
應
用
裨
字
。蠢
記
者
"
汝 

牢
記
"
，將
來
萬
不
可
用
錯 
否
則
枉
曾
我
教
汝

之
苦
心
矣

未
完

爨
 
你
聽 
李
微
塵
當
然 

是
公
然
與
叛
國
之
國
民

黨
爲
敵

李
微
塵

李
潔
繁f
廿
"
及
廿
一
日
連
發
表
兩
文
，
同
一 

題
目
'

一
一
爲
文
體
。
一
爲
語
體 

測
其
意 

以 

爲

Rf
使
人
知
其
能
爲
文
體
與
語
體
义
也 

在
我

觀
一

無
論
其
文
爲
語
體
文
體
：
讀 Z
亦
是

豈
樣
可
笑
；
予
茲
訓
之
：
並
先
將
其
卄
日
上
文 

批
駁 

而
後
則
批
駁
其
廿 
一 
日
之
文
。

㈠
潔
繁
謂 
一
無
耻
之
徒
李
微
塵
，公
然
與
本
党 

作
對
一 
肆
懸
識
謗
全
党
同
志
：
：
經
本
報
同 

人
盡
量
爲
文
闢
之
」云
云 
予
茲
問
潔
繁 
.， 

(
甲 
予
公
然
反
對
國
民
党
聲
討
党
府
則
爲
無 

耻
乎
，
汝
致
書
敵
報
哀
求
敵
報
記
者
開
恩 

勿
斥
馭
汝
貴
報 

如
此
搖
尾
乞
憐
則
爲 

有
耻
乎 
汝
甘
爲
將
党
皇
奴
隸
而
日
日
違 

心
曲
筆
爲 操
莽
之
頌
則
爲
有
耻
乎 

你
日 

H
以
不
通
文
字
、
貽
羞
貴
党
貫
報 

則
爲 

有
恥
乎
。。

〔乙
一
潔
繁
謂
李
微
塵
一 
誹
謗
全
黨
同
志
」云
云 

。。此
節
予
將
于
下
文
批
駁 
茲
未
闢
之 
以 

避
重
覆
。

〔丙 
潔
禁
謂 
一
經
本
報
同
人
盡
量
爲
文
闢
之 

」n
5
 
潔
紫 
汝
旣
認
此
數H
問
貴
報
同 

人
盡
量
爲
文
矣 

區
區
數
日
、，量
旣
盡 

今
後
想
倒
吊
亦
嘔
不
出
半
滴
墨
水
矣
，貴 

報 
IHI 
事
本
領
旣
如
此 

而
想
與
我
辯
不
亦 

太
不
自
量
乎
)
潔
紫
汝
已
盡
量
爲
文
，-。 

予
久
已
知
之 

惟
汝
不
應
自
己
道
破
，
盖 

筆
戰
猶
諸
用
兵
，不
可
以
真
相
示
人
也 

汝
誌
之
。於
汝
小
無
裨
益
也
。

㊁
潔
紫
乂
謂
「此
等
賤
狗
甘
爲
本
党
公
敵
 

雖 

三
歲
孩
童
亦
莫
不
知
其
人
格
破
產
矣
」云
云 

。
潔
繁
，予
茲
質
問
汝 

並
救
訓
汝
。 

(
甲)
予
問
爾
凡
甘
爲
國
民
党
公
敵
者
，則
皆 

人
格
破
產
乎 
則
皆
爲
賤
狗
乎
、美
加
兩 

屬
我
李
氏
昆
仲
反
對
國
民
党
者
極
衆
r
豈 

皆
人
格
破
產
乎
、
皆
皆
賤
狗
乎 

太
上
老 

君
之
孑
孫
有
人
狗
之
分
乎
；
請
爾
明
白
解

(
乙)
爾
旣
罵
日- 
賤
狗
一
・
・
：
雖
三
歲
孩
童
： 

亦
莫
不
知
其
人
格
破
產
矣
」
、
爾
既
罵
一 
狗 

」。乂
復
罵
曰
「人
格
破
產
」四
字
。。理
論
不 

矛
盾
乎 
假
使
我
罵
爾
日
「極
煩
。
，爾
之
一 

狗
格
」破
産
矣
」。
如
此
理
論
能
通
乎
。極 

煩
I
我
教
爾
，無
論
爾
用
何
種
毒
名
詞
罵 

我
)
。亦
引
小
動
我
發
怒 
於
我
亦
無
傷 
反 

令
閱
報
者
卑
視
爾
而
已 

故
今
後
辯
論 

關
于
罵
人
所
用
名
詞
：
爾
應
愼
重
：
我
現 

在
教
爾
此
數
句
話
。。正
明
儒
所
謂
「爾
欲

岸
J
之
意
也

拉
我
落
水

專

訓
新
民
國
報
記
者
李i

李
微
塵

四
續

日
你
謂
一
吾
國
歷
來
與
外
國
訂
，

)7. 
無
數
不
平
等 

條
約
之
中 

尤
以
關
稅
協
定 

最
足
以
制
吾 

國
之
死
命
♦
吾
阈
積
弱
之
主
因
。
即
介
於
是
一 

今
外
交
部
于
民
國
十
七
年
一
年
中
，
盡
舉
列 

强
斷
絶
吉
國
生
機
之
關
稅
協
定
而
廢
除
之

tin 

依
照
關
稅
自
主
之
原
則
：
而
另
定
新
約 
是 

其
對
於
國
民
黨
對
外
取
銷
不
平
等
條
約
之
主
一 

張
：
已
完
成
大
半
匸
作
俾
益
F
吾
國
前
途
一 

:
寧
有
限
量
」
云
云
、
汝
乂
謂
「於
同
月
二 

日
外
交
部
乂
接
到
驻
華
美
公
使
馬
克
謨 

轉
到
美
國
務
卿
奇
洛
致
該
部
關
于
修
約
之
照 

會
」云 
/; 
蠢
記
者
此
敷
段
文
。
本
不
値
一
駁 

之
價
値 
予
憐
之 
茲
訓
之 
蠢
記
者
其
諦
聽 

(
甲
一
關
税
目
主
一
事
，。北
京
政
府
迭
次
爭
特 

C 
歐
戰
後
吾
國
代
表
團
甘
任
巴
黎
和
會
席 

上
提
出
此
關
稅
自
主
問
題 

惟
富
時
和
會 

認
爲 不
屬
於
議
會
範
圍 
、故
未
加
討
論 

及
華
府
會
議
開
會
;
吾
國
代
表
團
亦
提
出 

此
案
。"
並
于
一
九
二
二
年
一
月
九
日 

。 

遠
東
委
員
會
第
拾
七
次
會
議
席
上
曾
正
式 

宣
言
於
將
來
適
當
時
機
再
行
提
出
討
論
同
一

時

九
國
協
約 
其
第 

條
第
一 
次

卽
首
先
聲
明
尊
重
中
國
之
中
權
與
獨
立 

北
京
政
府
于
民
國
拾
四4
乃
認
定
九
二

H
宣
言
所
稱
之
適
當
時
機
已

二
年 
一

至
、
遂
于
該
年
拾
月 
一
拾
六n
開
關
稅
曾 

議
於
北
京 
-
各
國
代
表
議
決 
尤
許
解
除 

各
國
與
中
國
間
現
行
各
國
條
約
中
所
包
含 

之
關
稅
束
縛
」
並
允
許
中
國
關
稅
自
主
于 

壹
九 
一
九q
-
月
一H
實
行
一 
此
民
國
拾 

四
年
事
也
，故
關
稅
自
主
之
爭
囘 

在
未 

有
黨
府
之
先 

已
成
定
案 

其
功
當
歸
諸 

北
京
政
府
，
今
新
氏
國
報
蠢
記
者
竟
冒
認 

爲
黨
府
之
功
，
抑
何
謬
乎
。。

(
乙 
蠢
記
者
謂
黨
府
一 
于
民
國
1
七
年 

年 

中
。
盡
舉
列
强
斷
絕
吾
國
生
機
之
關
稅
協 

定
而
廢
除
之
，-依
照
關
稅
自
主
之
原
則
而
 

另
定
新
約
：
是
對
于
國
民
黨
對
外
取
銷
不 

平
等
條
約
之
主
版
已
完
成
大
半
工
作
」云 

云
，蠢
記
者
此
段
文
。C
顯
出
汝
之
蠢 
蠢 

胸
，
予
憐
之
。 
茲
教
汝
、。

關
稅
自
主 
。旣
成
定
案 
今
年
正
月
，本
可 

實
行 
黨
府
適
于
此
時
執
政 
旣
得
此
時
機 

C

如
能
稍
善
于
連
用
，則
關
稅
本
可
自
主
也 

。乃
黨
附
與
各
國
所
訂
之
新
約 
結
果
) 
仍 

是
關
稅
不
能
自
主
：
仍
是
協
定
：
夫
所
貴 

自
主
者 
在
規
定
稅
率
之
高
低 
權
自
我
操 

也 
我
欲
抽
稅
多
少 
則
多
少
。。如
能
實
行 

此
權 
方
得
稱
爲
自
主 

吾
國
關
稅 
昔
受 

協
定
之
縛
束 
各
國
祇
限
我
値
百
抽
五
、一今 

各
國
祇
許
我
値
百
抽
一
七
il
一或
「
二
一
五
」 

或
一-
七
力
丁
較
之
昔
者
値
百
抽
力
之
額
。 

雖
已
加
增 
然
旣
有
限
制
。仍
是
協
定
而
已 

。所
異
者
昔
之
協
定
限
于(
五J

今
之
協
定 

限
于
「
一
七
力
一 
協
定
之
額
雖
不
同 
然
關 

稅
之
不
能
自
主 
則
一
也 
蠢
記
者
。
汝
今 

仍
敢
謂
關
稅
爲
自
主
乎
。。

(
丙
」蠢
記
者
乂
引
「美
國
國
務
卿
奇
洛
致
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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