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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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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章

aaysrae

您

斗
換
星
移
。寒
來
暑
往
。
已
過
冬
至
。
又
宵
週
年
。
天
道
迥
旋
。
生
民
預

焉
・
我
大
仙
本
居
天
上
。
不
强
凡
塵
・
偶
爾
遊
戲
人
間
。當
然
不
能
免
俗
。際

茲
新
年
新
歳
。
謹
以
萬
二
分
至
誠
，代
表
我
大
羅
天
上
諸
仙
姬
諸
仙
子
。
恭
祝

中
華
民

。聯
軍
國
勝
利
。殲
倭
德
成
功
。
至
於
聯
軍
國
如
何
可
勝

利
。殲
倭
協
如
何
可
成
功
。其
中
五
花
八
門
。干
頭
萬
緖
。
固
需
人
事--

亦
屬

天
意
。人
事
當
要
盡
力
。
天
意

。
時
至
自
然
勝
利
。
自
然
成
功
。所

謂
事

友
洪
公
先
生
。
前
數
年
已
大
倡
中
美
英
俄
。

0

須
要
聯
合
。制
裁
德
倭
。後
幸
而
言
中
。舊
年
果
得
實
現
。
而
德
魔
便
敗
。
意

亦
投
降
。
又
使
賊
據
中
國
海
南
島
時
。
洪
公
跳
生
。又
中
論
段
賊
。將
必
侵
估 

安
南
與
南
洋
。乃
不
幸
而
言
中
。然
南
其
初4

連
篇
望
牘.
說
非
不
明
。論
非

不
詳
也
。惟
時
未
至

英
美
無
如
之
何
。所
謂
事
敗
若
有
鬼
繕
也
。
洪
公
先

生
不
其
多
言
多
事
。 
ti:
任
唇
舌
乎.
夫
時
未
至
而
先
言
之
，。
有
時
雖
眞
能
切
合 

軍
情
事
勢
。亦
適
足
以
爲
敵
人
之
敢
導
。
不
布
有
利
於
敵
方
之
頂
防
。
若
特
談 

高
論
。以
左
表
土
己
之
智
才
。刖
更
爲
知
者
所
鄙
。而
實
一
爲
敵
人
所
笑
。其
無

益
同
。
此
大
易
所

古
人
之
詞
寡"
躁
人
之
詞
多
」
"
聖
人
戒
名
言
。而 

惟
眠
而
後
自"
然
後
有

英
美
軍
部
。不
唯
軍
人
發
表
意
見
於
雜
誌
扱
章
者
也
。

益
。時
之
義
大
矣
战
。是
以
本
仙
雖
承
編
輯
部
之
敦
請
。求
寫
多
少
新
年
作
品 

。亦
不
談
軍
情
俗
務
。
而
獨
說
時
曆
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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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夫
「
寒
署
相
推
。四
時
成
歳
」
。斯
爲
古
語
。人
所
恆
言
。
但
寒
暑
爲 

氣
候
氣
象
。時
歲
乃
光
陰
時
間
。酷
日
當
空
一
。流
汗
浹
背
，人
知
爲
暑
。白
雪 

載
途
。悭
冰
滿
地
。人
知
爲
寒
。
獨
歲
時
光
陰
一。究
爲
何
物
。試
中
論
之
。
古 

人
云 
一 
一 寸
光
陰
一 
寸
金
」
。
是
以
黃
金
而
比
光
陰
時
間
之
貴
重
。
又
詩
云
「 

勸
君
莫
惜
金
縷
衣
。勸
君
惜
取
少
年
時
。花
開
堪
折
直
須
折
。莫
待
無
花
空
折 

枝
」
。
與
諺
云
「眞
金
容
易
得
。
好
月
不
常
口
」
。
則
以
花
無
常
好
。月
不
常

圓
。
以
比
喻
光
陰
時
間
之
不
能
長
留
易
得
也
。至
於;
光
陰
似
箭
」
。.
時
序

如
流
」
。
「
似
水
流
年
」
•
「
年
華
逝
水
」
。
則
以
時
間
易
過
。
一
去
不
囘

有
如 
駒
過
隙
。
泉
水
出
山
。
又
多
以
流
水
而
比
愉
光
陰
時
間
矣
。此
東
方
氏 

族
。
對
於
光
陰
時
間
之
感
想
也
。

至
於
西
方
民
族
。其
神
話
中
。
則
書
豈(
」髮
老
人
。
手
持
刈
草
鎌
刀
。以

。壹
日
三
秋
。慨
感
世
乎
。存
年
一
瞬
。其
一
搬
人
，其
一

上
宣
切
事
物
與
生
命
。
到
底
不
免
在
時
間
之

之

則
其
所
定
之
水
。因
之
慢
流 

他
人
之
時
間
。
大
衆
則
置
以. 

。
老
人
。花
月
。流
水
。皆一

因
之
延
長
。所
以
某
人
演
講
過
長
。Q
估 

人
之
水
矣
。惟
是
無
論
吏
方
西
方
。
黃
金 

死
陰
之
比
喻"
而
非
，化
陰
時
間
之
眞
義
也

册
長
，。其
裡
準
亦
難
定
。
若
在
各
人
心
理
上
言
之
。
則
千
里
懷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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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ood  B

read

。誠
不
可
以
道
里
計
、是
則
時
間
之
測
定

難
乎

作
歸
爲
有
。又
希
臘
古
代
之
議
院
。亦
常
用
水

神
手
中
鎌
刀
下
、。
次
第

吾
人
固
知
：：：皆

出
入
爲
皆
日
。月
守
一
何
缺
爲*
月
.二
心
一
文
归
爲 
一 年
矣

然
而
此
等
現
象
，

帶
而
已
。吾
人
义
罔
知
近
會
極
及
近
北 

年
爲
夜a
與
-H.
而̂
 見
月
之

IU1
缺
。

極
。有
等
地
方"
常
有
半
年
爲
書

有

一
見
月
之
同
缺"
及
熱
帶
崩
方
。
(
有
夏
而
無
义
、者
。乂
由
下
球

與
北
半
球
。
其 #
夏
秋.，〈.、。
同
時
相
反"
是
则
一
年
一
歳
。父
將
如
何
測
定
。

C
O

LU
M

BIA

 PAPER
C

Q

  

*..  

w
ancQ

U
Y3  B,  C

,

東
區
支
行

條
「
中
華
民
國
爲
三
民.

國

一
之
民
主
共
和
國

中
華
民

以 
<"r

如
我
國
古
時
之
銅
壺
滴
漏
然
。盖
希
嫌
古
代a
 院
中
。
對
於
每
議

將
以
何
爲
標
準
也

條
文
內
之
「三
民
主
義
」四
字
。
而
定
以 

可
矣
。餘
俟
有
暇
再
論
之
。

員
之
演

定
之
時
間
。
用
水
漏
以
表
示
之
。若
有
議
員
欲
發
表
一
篇

砲
之
人
。
間
何
能
，知

昔
者
法
國
宮
中

正
午
而
放
砲

者
即
指
宮
中
時
鐘
答
之310

我
待
此
鐘
行
至
卜
二
点
時
。我
即
往
放
，砲

因
此
鐘
時
刻
。
經
在
锥
鈴

極
準
也"
此
人
乂
以
鐘
镖
店
何
以
知
此
時
刻

。
遂
往
鐘
鏢
店
而
間
之
。店
中
人
答
以
我
等
一
聽
聞
宮
中
午
砲
。即
將
鐘
縹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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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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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
尤
有
進
者
。今
日
國
民
黨
。本
体
已
不
能
健
全
。
因
其
副
總
裁
汪
精
衞 

。
不
特
投
降
啟
賊
。受
賊
利
用
。
且
標
明
其
現
在
南
京
之
阈
民
黨
。爲
眞
正
之

黨
。今
若
議
定
憲
紘
。以
中
華
民
國
爲
三
民
主
義
共
和
國
。豈

三
民
主
義
國 

不
是
直
率
全

R

抗
戦
數
年
。儀
牲
無
限
量
數
。
有
何
價
値

投

願
國
人
深
思
之■
是
則
對
於
希
一
五
」憲
法
草
案
。最
重
要
者
。要
删
除
第
一

。

時
間
不
足
。
則
賄
賭
看
水
漏
之
人
。用

長
議
論
。

漏
孔
塞
小
。

(
加
東
至
加
西
均
有
支
行) 

芻
軍
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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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
少
泉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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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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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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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年

 

論

「

五

五

」
 

憲

法

『
民
國
憲
章
」
，民
國
三
年
之
「袁
氏
約
法
」
。
民
國
十
一
年
乙
「國
是
會
議
憲
法
草 

产
案
」
。
民
國
十
二
年
之
「中
華
民
國
憲
法
」
。
民
國
十
四
年
之
「中
華
民
國
憲
法
案 

『
」
。民
國
十
七
年
之
「訓
政
綱
領
」
。民
國
二
十
年
之
「訓
政
約
法
」
。
與
個
人
起 

《
草
之
憲
法
草
案■
如
梁
啟
泡
。
王
寵
惠
。
呂
復
。張
知
本
諸
先
生
等
。計
共
十 

X

餘
廿
種
之
多"
總
之
未
得
多
數
之
民
衆
所
承
認
。
非
經
眞
正
之
民
意
所
產
出 

”一。
不
特
「
有*
無
。實
若
虛
」
・
適
足
以
勞
民
衆
之
爭
辯
。起
政
治
之
變
動
。 

" 
陷
國
家
於
不
辱
。.召
敵
人
之
侵
侮
而
已
・

E  

果
也
。
倭
賊
乘
機
。攻
佔
瀋
陽
。
隨
位
錦
熱
。勢
漸
南
下
。
國
難
日
重
。 

丁
孫
科
乃
於
民
舟
二
十
二
年
年
底■
在
國
民
黨
四
屆
三
中
全
會
提
議
。主
張
起
草 

中

憲

法

起

草

委

員

會

。委
員
會
主
席
爲
孫
科
院 

衣

經

熊

等

四

十

餘

人

爲

趙

草

委

員

。又
聘
戴
季 

产
陶
•
伍
朝
樞-
覃
振
・
王
世
杰
。
呂
復
等
爲
顧
問
。
該
憲
法
委
員
會
。
於
廿
三

3

年
二
月
九
日

開
第
一 
次
會
議
。於
卄
五
年
五
月
五
日
。乃
宣
布
所
起
妥
之
憲

•
法
草
案
。卽
童
今
日
所
謂
之
「五
五
」憲
法
也
。

-

查
尸
五
五
」憲
法
草
案
。內
分
八
章
。
共
二

十
七
條
。其
中
妥
善
者

~
産
少
。而
未
安
善
者
亦
甚
产
。况
自
此
草
案
起
草
時- 
至
於
今
日
。適
滿
十
年 

f
語
云
「十
组
人
事
一 
番
新
」。
其
中
必
有
適
合
於
昔
日
。
而
未
必
適
合
於
現
時 

*

。
且
此
十
年
間
。
國
難
嚴
重
。爲
以
前
所
無
・人
事
變
遷
。爲
亘
古
未
有■ 

公
中
有
許
多
募
修
改
也
明
矣
。
此
政
府
當
局
。所
以
大
開
言
路
。徵
求
民
意
。 

jillg^N

研
究
批
評
，以
備
修
改
者
也
。

， 

"
W
^

SL
帝
不
襲
禮•
三
五
不
同
樂
」
。
法
度
雖
有
多
少
屬
於
時
間
性"
然 

•
rr 

「民
爲
邦
本
。
本
固
邦
寧
」
。盖
無
法
之
本
質
：
實
具
全
國
普
遍
性
。要
適 

皆
於
 
民
全
体•
固
不
能
有
彼
此
之
分
別
。有
党
派
之
色
彩•
更
不
能
在
志
法 

胃
上
有
尊
崇
自
己
一
党
一
派
。
或
排
擠
其
他 - 
党 
一
派
之
意
味
。茲
査1
五
五
」憲

、法
草
案
共
八
一 

評
論
叱
。然一

.
^
^
民
宣
關
噌
。研
究
中
論
之
而
已-
據
第 
一 章
總
則
中
。第
亠 
條
「
中
華

章6

曹
百
阳
十
五
條
，
雖 
時
間
與
篇
幅
。
一
時
未
能
普
遍
透
澈

天
經
大
法
。
其
大
体
上
。
最
重
要
者
。爲
提
綱
挈
領
之
總

。
及

民
爲
二
一
民
主
義
共
和
國
」
。卽
已
如
俗
語
所
云
「落
手
打
二
一
更
」"
總
總
與
全
民 

之
自
由
幸
福
有
碍
。
及
與
以
後
之
條
文
有
衝
突
。期
期
不
可
也
。
誠
以
中
華
民

國
乃
中
華
民
族
民
衆
之
國
。
非
一
用
一
派
人
之
國
也
。
且
與
其
後
第
十

。

一
人
民
有
信
仰
宗
教
之
自
由
。第
十
六
條
。人
民
有
集
會
結
社
之
自
由
。大
大
術

突
。
今
乃
標
用
「中
華
民
國
爲
三
民
主
義
共
和
國.一。換
言
之
。
卽
中
華
民
國
爲 

國
民
党
之
國
而
已
。
與
其
他
各
党
各
派
無
與
也
。我
全
体
四
萬
萬
九
千
萬
民
衆 

。
固
不
公
認
一
。
即
國
民
党
亦
不
應
如
此
太
過
儕
奪
也
。

况
過
去
一
國
民
黨
中
。
分
左
右
兩
派
。
尽
生
主
義
與
共
產
主
医
凍
釋
難
明 

。
死
於
涉
嫌
一
共
產
者
。
已
無
限
量
數
。
今
國
共
暗
中
。猫
分
鴻
溝
、誠
不
忍
言 

矣
。
若
以
一 

<"
之
主
義
混
入
恵
法
中
。
則
今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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