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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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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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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十
七
萬
五
千■ 

@
近
唐
人
街
，
全
新
野
屋
一 
邊
，
三
房
二
厠
，
開
情 

六
萬
四
千
餘•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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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千
三
百
鮮
足
，
開
價
九
萬
八
千
・
又 -
0
八
-
一 

號
五
房 
一
照
，
二
毛
七
百
平
方
尺
， 6
 車
房
，
開
價 

十
二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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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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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STAN
LEY

 

PAR
K-W

EST

 

EN

 D

，
旺
地
點
，
生
意
興M
，
有
長
和
約
，M
 偵 

二
萬

Q
六
萬
餘
平
方
尺
商
業
中
心
，
全
部
租
出
，
租
客
有 

銀
打
及
政
府
機
構
，
近
溫
皆
華
，
超
值
三
百
五T

萬

由
岑
培
源
君
主
辦
，
曾
任
教
於 

香
港
及
加
税
十
餘
年
，
師
資
優 

良
，
經
驗
豐
富
，
捷
法
速
成
， 

教
以
致
用
，
指
導
考
筆
試
及
的 

士
牌
照
等
，
歡
迎
補
鐘
及
租
車 

考
牌
特
帽
課
程al 2 8

八
小 

時
免
費
接
送
，
時
問
任
擇
。

本
校
爲
對
僑
胞 

提
供
更
優
良
服 

務
起
見
，
除
添 

置
新
車
外
，
幷 

高
薪誠

聘

 

經
驗
男
女
教
師 

，
長
散
工
任
揮 

，
有
意
者
請
電 

岑
培
源
約
見
。

男
女
教
師 

轉
波
車
或 

自
動
波
車 

任
岩
選
學

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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浴

室

花

磚
 

.
口
 
鉛
 

土

庫

間

格
 

了

電
 

免

費

估

價

專
門
植
樹
，
移
樹
、 

修
剪
、
遷
移
不
要
花 

木
，
花
園
清
理
，
剪 

草
，防
止
用
苔
及
雑 

草
，
庭
園
美
化
・
讀 

電
：

八
七
三

—
八
一 
七
七

提
起
現
代
闘
劇
，就
會
想
起 *
奕
奏
：想
起 *
奕 
動
了
福
州
城
卷
。
接
着
又
演
出
了
「喬
太
守
』
、r

梅
玉
邑
，
時
骚

奏
，就
會
想
起
現
代
閩
劇
的
發
展
史
。

戲
「孤
兒
血
」
、
「新
茶2

等
各
具
風
格
的
域
，發
現
了
鄭
奕
奏
多

閩
劇
大
約
有
三
百
年
的
歷
史
，
流
行
於
福
建
福
州 
方
面
的
藝
術
才
華
，在
社
會
上
引
起
了
强
烈
的
反
・
。

語
系
的
十
幾
個
縣
：
以
後
逐
漸18

展
司
台
湾
、南
洋
各

鄭
奕
奏
所
在
的
「
善
傳
奇
」儒
林
班
，
不
但
第
一
次
被
請
到
福
州

炮
。
初
期
演
唱
民
歌
、童
謠
，
配
以 
*:單
的
舞
蹈
，在 
有
名
的
「
廣
東
館 
」
、
「
興
化
館
」
、
「
延
平
館
」等
大
會
館
去
唱
堂

農
閑
或
迎
神
賽
會
上
化
裝
演
出
。

會
，而
且
還
破
例
地
登
上
了
「
大
舞
台
」
、
「
大
樂
天
」
、
「■
洲
」

在
外
束
軟
對
的
影
膏
下
，
閩
劇
出
現
了
儒
林
、
江

•
「
新
世
界
」
、
「
游
藜
」等
戲
院
的
舞
台
。
閩
劇
於
是
也
就
逐#
成 

•
湖
、平
講
三
種
不
同
藝
術
風
格
的
戲
班
。儒
林
班
風
格 
爲
福
州
語
系
地
區
，爲
觀
衆
歡
迎
的
主
要
劇
種
了
。鄺
奕
奏
十
七
歲
演 

典
雅
•
行
腔
婉
轉
，
曲
調
受
過
昆
曲
和
弋
陽
腔
影
響
。 

出
的
一
黛
玉
葬
花
』
，
蜚
聲
劇
壇
。連
演
數
月
，
上
座
不
衰
。
有
人
居 

曲
牌
比
較
豐
富
。
江
湖
班
是
賣
藝
爲
生
的
人
組
成
的
。 

然
打
了
一 
把
金
鋤
頭
送
給
「
黛
玉
」做
道
具
，成
爲
當
時«
傳
的
「佳 

在
大
量
的
民
間
俗
曲
中
，
摻
雉
有
南
曲
、微
調
•
，行
腔 
話
一
。

S

•
比
較
自
由
。
摻
講
班
則
是
由
市
民
組
成
的
，
抒 

一
九
三0
年
，劇
作
家
嚴
天
鋒
寫
了
一
齣
「百
蝶
香
紫
扇
」
，敷 

情
流
暢
，輕
春
活
潑
。 

中
主
角
林
英
是
個
少
婦
。嚴
天
鋒
堅
持
非
由
弟
奕
奏
出
演
不
可
。結
果 

五
卜
多
年
前•
這
些
敷
班
相
互
融
合
，
出
現
了
「

，然
奕
奏
演
出
成
功
，
又 
一 次
轟
動
福
州
，
並
成
爲*
奕
奏
經
常
上
演 

三
卜3
一
戲
班.二
這
時
，閩
劇
可
說
規
模
初
具
了
。
那 

的
優
畫
統
劇
目
。

H.,f;:
二
高
樂
天
」
、
「
舊
賽
樂
」
、
「
新
賽
樂
」
、
「

«
奕
奏
在
舞
台
上
日
以一!

夜
地
演
出
了
二
十
多
年
。
最
後
不
幸
由

善
傳
奇
」等
三t
餘
個
班
于
，僅
在
福
州
就
有
六
、七 

於
倒
嗓
，被
老
闆
辭
退
了
。
一
九
四0
年
以
後
，在
窮
愁
潦
倒
之
際
，

家
劇
塲
上
演
閩
劇
，
可
謂
極 
一 
時
之
盛
。

弟
奕
奏
不
得
不
流
落
偏
遠
山
區
，賣
唱
爲
生
。這
位 #
經
紅
極 
一 時
的

與
閩
劇
興
盛
的
同
時
，
出
現
了
一
些
較
爲
有
名
的 

劇
名r

一，在
福
州
舞
台
上
從
此
銷
聲
匿
迹
了
。
閩
劇
也
開
始
衰
落
， 

慈
人
。
其
中
成
就
最
大
、

■:#望
最
高
的
要
數
第
奕
奏
。 

剩
下
容
容
幾
家
小
戲
班
，苟
延
残
喘
。

*
奕
奏
生
於
一
丄-
三
年
。
十
一
歲
時
，
因
家
道

五
十
年
代
以
後
，
閩
劇
否
極
泰
來
。
在
政
府
扶
助
下
，幾
家
小
戲

貧
寒
•
被
賣
人
「
善
傳
奇
一
儒
林
班
當
學
徒
。他
身
材 

班
合
組
，成
立
了
省
立
閩
劇
實
驗
劇
團
和
福
州
闌
劇
院
。福
州
地
區48  

苗
條
，形
象
娟
秀
，
嗓
音
清
亮
，老
閲
叫
他
學
靑
衣
旦 

近
的
幾
個
縣
也
陸
續
成
立
了
二
、
三
十
個
閩
劇
團
。

。
儒
林
班
傳
統
敷
多
演
才
子
佳
人
。 *
奕
奏
學
數
兩
年

一
九
五
三
年
，
在
周
恩
來
的
關
懐
下
，弟
奕
奏
被
請
回
福
州
，擔

之
後
，就
在
一
秋
蘭
送
吏
、
「紅
娘
遞
鹿 
等
折
子 

任
省
實
*!閩
劇
團
藝
術
委
員
會
主
任
。後
來
又
擔
任
了
福
建
省
戲
曲

111  

俄
中
擔
任
主
角
；鶯
啼
初
試
，
一
鳴
驚
人
。
後
來
老
聞 

術
研
究
所
主
任
。
一
九
五
五
年
，鄭
奕
奏
在
北
亠£

見
了
京
劇
藝
術
大 

聘
請
福
州
三
慶
京
班
的
有
名
師
傅
昊
善
寶
專
門
給
郷
奕 

師
梅
蘭
芳
。
爲
了
紀
念
這
難
忘
的
會
晤
，梅
蘭
芳
暮
 
一 首
相
贈••

奏
效
敷
。

在
吳
善
寶
悉
心
指
奪F
， «
奕
奏
技
藝
大
進
。
出
師
後
演
出
第
一 

駒
18
是
「方
陽
花
鼓
」
•
表
演
的
是
方
陽
縣
一
對
年
輕
夫
妻
，賣
唱
爲

南
北
藝
人
感
同
深
，留
得
芳
名
共
到
今
。 

見
晚
如
逢
親
手
足
，
應
將
肝 »
照
知
心
。 

現
在
， *
奕
奏
被
選
爲
中
國
載
劇
家
協
會
福
建
分
會
主
席
，福
建

生
。
某
花
花
公
子
是
女
斐
美•
頓
起
不
一
艮
之
心
。
但
爲
方
陽
女
的
勇
敢 

省
文
學
藝
術
工
作
者
聯
合
會
副
主
席
，老
當
叁
壯
，
正
爲
閩
劇
的
新
發 

機
智
所
敗
。*
奕
奏
妙
趣
横
生
的
表
演
，清
脆
動
人
的
唱
腔
，
立
即e 
展
而
努
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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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
筆
是
中
國
著
名
的
工
藝
品 
陶
器
上
，
就
有
筆
書
的
痕
迹
。
但 

，有8tM
的
則
更
少
，
只
六
錢
而 
著
的
則
要
數
智
永11

師
。

智
永
喜
師
是
南
北
朝
時
人
，

，歷
史
悠
久
，技
藝
精
悬
，有
一

因
毛
筆
的
原
料
、產
地
不
同
，其
已
。
因
此
，每
支
筆
頭
上
的
每
根

毛
穎
之
技
甲
一•
、下
」
之
稱
•
，與
徽 
質
地
也
有
别
，而
湖
筆
則
更
具
特 
毛
，都
是
在
無
數
粗
細
不
一
、
長 
爲
王
義
之
的
七
世
孫
。他
在
善«
 

墨
、端
硯
、士
紙
並
列
，被
譽
爲 
色
。 

短
不
一
、
軟
硬
不
一
、曲
直
不
一 
.歪
寺
住
了
多
年
，
也
是
一
位■
 

「
文
房
四
寶 
一
中
的
珍
品
： 

原
來
湖
州
一 
帶
，
背
靠
雄
偉 

、圓
扁
不
一
的
羊
毛
中
選
出
來
的 
法
名
家
，
「
求
書
者
如
市
，所
居 

湖
筆
的
故
号
在
湖
州
附
近
的 
的
天
目
山
餘
脈♦
面
對
浩
詰
縹
症 

。
然
後
經
過
植
、結
等
七
十
二
道 
戶
限
爲
之
穿
穴
，乃
用M
t

葉
裹
之 

善IS。

善 
11
原
名
蒙
溪
，淸
湛
的 
的
太
湖•.
山
水
相
間
，氣
候
溫
和 
工
序
才
製
成
。
除
了
以
上
條
件
，

，
人
謂
之
鐵
門
限
。
」他
在
传
事

畜

，
常
和
筆
工
們 »
磨
如
何
改 

進
製
筆
工
藝
。
古
籍
上
還
記
載
着 

他
曾
把
平
時
臨
池
用
過
的
五
大II  

箧
筆
，
埋
在
寺
靜
，
上
書
「
退 *

溪
水
繞
鎮
而
過
，方
圓
十
幾
里
內

,
家
家
戶
戶
幾
乎
都
從
事
湖
筆
生 

、又

多

今

口

1

舌

玥

生

 

產
。相
傳
，毛
筆
是
秦
代
大
將
蒙 

方

 
我
/ 
口 

方

 
青

 

恬
折
售
毛
而
成
。
因
此
，他
被

古
人
奉
爲
筆
祖
。善
殖
很
早
就
建 

，所
產
的
山
羊
羊
毛
質
地
優
一
艮
， 

書
法
家
的
促
進
，
也
是
湖
筆
質■

家
」
三
個
大
宇
。
可
見
他
對
湖
筆 

有
蒙
公
祠
，供
着
蒙
恬
夫
婦
及
其 
具
有
很
好
的
錄
穎(
指
羊
毛
前
端 
提
高
的
一 
大
原
因
。
中
國
大
書
法 
的
珍
愛
之
情
。

湖
筆
，現
在
已
發
展
成
羊
毫

子
的«
像
。
他
們
的
後
代
，籬
承 
那
段
透
亮
的
毫
尖)
，爲
製
作
湖 
家
王
義
之
和
王
獻
之
父
子
都
任
過

並
發
掲
了
製W

*

業
，
代
代
相
傳 
筆
打
下
了
一
艮
好
基
礎
。
但
不
是
所 
吳
興
太
守
；顔
眞
卿
、蘇
軾
、
米 

、兼
毫
、紫
毫
、
狼
毫
四
大
類
、

有
的
羊
毛
都
有
這
樣
的
鶴
，
只 
芾
、趙
孟
顎
等
人
也
在
湖
州
地
區 
兩
百
五
十
餘
種
，
素
爲
國
內
外
人

，直
到
今
天
。

其
實
，中
國
人
早
就
創
製
了 
有
杭
嘉
湖
平
原
出
產
的
才
具
備
。 

留
下
過
足
迹•
，他
們
都
對
湖
筆
的 
士
所
愛
用
。 

* 

毛
筆
，
如
西
安
半
坡
遺
址
出
土
的 
而
每
隻
羊
平
均
也
僅
產
三
両
料
毛 
促
進
起
過
積
極
作
用
，但
貢
獻
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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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一
被
譽
爲
芭
蕾
舞
劇
的
經
典 

之
作c

r

天 
16
湖
」
同
另
外
兩 

部
舞
曲
「睡
美
人
」
和

「胡
桃 

夾
子
」
的
中
心
思
想
，
都
是
愛 

舆
善
能
夠
戰
勝
一
切
，主
題
健 

康
。
柴
氏
的
歌
劇
，
以
「黑
桃 

皇
后
」
和
根
據
普
希
金
同
各
小 

說
改
編
的
「葉
甫
蓋
尼
•
奥
湼 

金
」
最
爲
出
色
。
前
者
寫
平
民 

出
身
的
軍
官
蓋
爾
曼
與
貴
族
少 

女
相
愛
，
因
爲
自
卑
貧
富
懸
殊 

，
而
不
擇
手
段
謀
求
錢
財
，
終 

釀
成
悲
劇
。
後
者
則
刻
劃
地
主 

千
金
塔
吉
雅
娜
和
貴
族
靑
年
奥 

湼
金
的
愛
情
衝
突
及
兩
人
的
心 

內
矛
盾
，
細
腻
動
人
。

舆

「天
鵝
湖
」
齊
名
的
「 

普
交
響
樂
」
，
是
柴
可
夫
斯 

基
最
喜
愛
的
作
品
。
此
曲
傾
注 

了
柴
氏
對
人
生
的
深
刻
體
會
和 

感
慨
，
將
他
晚
年
的
陰
鬱
及
矛 

盾
心
情
刻
劃
得
淋
漓
盡
致
。
柴 

可
夫
斯
基
曾
經
在
給
友
人
的
一 

封
信
中
說
：
「我
愛
它
(
指
r 

悲
愴
交
響
樂)
！
從
來
不
曾
這 

樣
愛
過
我
的
任
何 
一 
部
樂
曲
！ 

」
事
實
上
，
這
閲
樂
章
的
確
是 

柴
氏
的
心
血
結
晶
，
眞
正
做
到

柴

可

夫

斯

基

及

其

作

品

雨
」
、
「弗
蘭
切
斯
卡
•
達
• 

里
未
尼
」
、
「意
大
利
隨
想
曲 

」
、r  一  
八
一
二
畫
曲
」
； 

「黑
桃
皇
后
」
等
十
部
歌
劇
； 

協
奏
曲rD
大
調
小
提
琴
協
奏 

曲
」
、
「降d
小
調
第
一
鋼
琴 

協
奏
曲
」
、
大
提
琴r
洛
可
可 

主
題
變
奏
曲
」
•
，鋼
琴
曲r
四 

季
」
，
以
及
若
干
短
曲
和
室
樂 

等
。

柴
可
夫
斯
基
的
樂
曲
着
重 

內
心
刻
劃
，
多
描
寫
人
生
的
寂 

寞
、
死
亡
的
恐
怖
，
以
及
各
種 

奮
情
緖
，
旋
律
和
配
器
極
富 

表
現
力
。
但
抑
鬱
之
情
雖
重
， 

却
不
流
於
消
極
頹
廢
，
而
能
有 

力
地
挑
起
人
們
向
絕
望
的
環
境 

作
英
勇
的
抗
爭
。
這
種
風
格
主 

要
是
受
時
代
的
影 W
.

柴
可 

夫
斯
基
生
當
沙
皇
阿
歷
山
大
二 

世
和
三
世
的
統
治
時
期
，
目
睹 

政
治
腐
敗
，
民
生
困
苦
，
因
此 

，
他
的
許
多
作
品
都
反
映
了
當 

時
俄
國
百
姓
困
惑
苦
悶
的
情
緒 

和
渴
求
幸
福
的
意
願
。
此
外
， 

戀
愛
和
婚
姻
生
活
的
不
如
意
， 

也
使
柴
氏
鬱
鬱
不
匐
。

舞
曲
「天
損
湖
」
是
柴
可 

夫
斯
基
最
膾
炙
人
口
的
作
品
， 

它
在
藝
術
上
突
破
了
傳
統
程
式 

，
提
高
了
音
樂
在
舞
劇
中
的
地

■
 

今
年 

俄
國
最 

名
音
樂 

■
家
柴
可
夫 

■

斯
基
(
"
 

■L:TC
H

，
AIKO

VSKY) ■
生
的
一
百
四 

十
週
年
紀
念
。
一 
個
世
紀
以
來 

，
他
一
直
被
俄
國
人
視
爲
民
族 

瑰
寶
，
在
國
際
樂
壇
上
享
有
崇 

高
地
位
，
其
代
表
作r
天18

湖 

」
舞
曲
和r

第
六
交
響
樂
」
， 

不
斷
爲
傑
出
音
樂
家
與
舞 

88 家 

反
覆
選
演
，譽
爲
不
朽
。

柴
可
夫
斯
基
(
一
八
四0
 

!

一 
八
九
三) 
生
長
在 
一 
個 

冶
金
、
採
礦
工
程
師
的
家
庭
， 

一
八
五
九
年
畢
業
於
俄
國
京
城 

的
聖
彼
得
堡
法
律
學
校
。
一 度 

在
司
法
部
門
任
職
，
後
來
因
爲 

有
志
於
音
案
，遂
於 
一 
八
六
二 

年
進
入
聖
彼
得
堡
音
樂
學
院
， 

跟
隨
鋼
琴
大
師
魯
賓
斯
坦
等
人 

學
習
作
曲
，
畢
業
後
，
曾
留
校 

做
過 
一 
段
時
期
助
敎
，
教
授
r 

和
聲
學
」
，
這
時
的
生
话
頗
爲 

清
苦
，
但
他
仍
利
用
課
餘
的
時 

間
創
作
樂
曲
。
一
八
七
七
年
至 

一
八
九
一 
年
間
，
柴
可
夫
斯
基 

在
富
孀
梅
克
夫
人
的
資
助
下
， 

辭
去
敎
職
，
專
心
發
展
音
樂
事 

業
。
曾
先
後
到
過
德
國
、
捷
克 

.、
法
國
、
英
國
及
美
國
等
地
指 

揮
演
奏
，
建
立
了
國
際
聲
譽
。 

一
八
九
三
崔
，
他
在
聖
彼
得 

堡
(
今
列
寧
格
勒
市)
親
自
指 

揮
演
奏
新
作
「薔
交
響
樂
」 

(
又
名
r
第
六
交
響
曲
」•)
後 

不
久
，
便
因
爲
染
上
霍
亂
而
翌 

然
長
逝
。

柴
可
夫
斯
基
才
華
橫
温
， 

工
作
勤
快
，
故
其
作
品
種
類
之 

多
、
數
量
之
衆:
爲
古
今
音
樂 

家
中
的
表
表
者
。
柴
氏
的
主
要 

作
品
包
括
：
代
表
作
舞
曲
「天 

38

湖
」
；
管
弦
樂
章r
交
饗
曲 

六
部
」
；
標
題
交
響
曲r
曼
弗 

雷
德
」
；
幻
相
學
曲r
羅
密
歐 

與
朱
麗
葉
」
；
幻
想
曲r
暴
風

將
人
類
的
深
情 

與
音
樂
融
爲 
一 

體
的
地
步
。，

卷

△

▽

德
國
是
歐
洲
歌
劇
的
搖
笹
，
戲
劇
事
業
素
來
興
盛
。 

據
統
計
，
目
前
西
德
共
有
永
久
性
的
劇
團
六
十
多
個
，
非 

牟
利
的
業
餘
歌
劇
團
體
，
更
不
下
數
百
個
，
它
們
都
經
常 

在
各
城
市
間
作
巡
迴
演
出
。

西
德
各
地
有
近
二
百
間
大
型
和
中
型
劇
院
，
供
這
些 

劇
團
演
出
，
其
中 
一
百
二
十
間
是
由
聯
邦
、
州
或
市
政
府 

出
資
興
建
及
維
持
的
。
每 
一 
間
劇
院
都
有
由
觀
衆
組
成
的 

團
體
，
稱
爲
「
戲
迷
公
會
」
。
但
這
些
「
戲
迷
」
却
不
似 

那
些
專
以
索
取
影
星
簽
名
照
或
看
免
費
戲
爲
滿
足
的
「 

影
迷
擁
龍
」
，
而
是
道
地
的
戲
迷
。
他
們
集
合
起
來
，
一 

本
正
經
地
硏
究
戲
劇
藝
術
，
還
自
組
劇
團
，
粉
墨
登
塲
， 

頗
像
中
國
京
劇
和
越
劇
界
的.
「
票
友
」
、
「
票
房
」
。 

「
戲
迷
公
會
」
的
會
員
，
多
爲
學
生
、
工
人
及
白
領 

階
段
，
男
女
均
有
。
他
們
之
中
不
乏
能
夠
集
編
、
導
、
演 

、
奏
於 
一 
身
的
高
手
。
但
由
於
戰
後
西
德
鬧
編
劇
人
材
荒 

，
本
國
劇
本
僧
多
粥
少.
，
以
致
正
式
或
業
餘
劇
團
演
出 

的
劇
本
，
有
三
分
之
一 
須
由
外
國
戲
劇
改
編
應
用
。

西
 

德
 

的
 

飘
 

迷
 

公
 

會■

8
 心

必

明

？

出
現
所
謂
「
赫
冊
」
，
蔡
倫
不 

過
將
之
改
一
艮
而
已
。
但
此
說
並
・ 

未
得
到
廣
泛
的
支
持
。
宋
以
後 

，
歷
元
、
明
、
淸
各
代
，
人
們 

仍
以
蔡
倫
爲
紙
的
發
明
人
。
直 

到
「
滴
橋
紙
」
出
土
後
，
形
勢 

才
改
觀
。

「
?!橋
紙
」
出
土
於
一
九 

五
七
年
，
是
一 
批
西
漢
初
年
的 

麻
質
紙
片
，，出
土
地 ̂
是
西
安 

的
灌
橋
，

&.「瀬
橋
紙
」
被
認 

爲
是
世
界
上
現
存
最
早
的
植
物 

纖
維
紙
。
在
此
之
前
，
一 
九
三 

三
年
時
考
古
學
家
黃
文
弼
已
在 

新
彊
羅
布
淖
爾
漢
代
烽
燧
亭
故 

址
中
.，
掘
得
一
片
麻
質
古
紙
。 

而
在

reg

橋
紙
」
以
後
，
考
古 

裂
家
又
先
後
在
甘
肅
居
延
的
漢 

代
遺
址
(
一
九
七
三
年)

，
以 

及
扶
風
的
西
漢
墓
裏
發
現 
一 
些 

紙
團
(
，一
九
七
八
年)

。
有
人 

於
是
據
此
作
出
結
論
：
紙
張
早 

在
西
漢
武
帝
時
便
已
經
出
現
， 

並
非
由
蔡
餘
發
明
的
。

北
京
的
考
古
學
家
王
菊
華 

、
李
玉
華
、
董
芝
元
就
這
個
問 

題
，
最
近
特
别
撰
文
予
以
澄
清 

。
他
們
指
出
，
考
古
學
的
發
現 

雖
然
證
明
了
蔡
倫
之
前
已
有
紙 

片
，
但
那
些
不
算
是
眞
正
的
紙 

，
造
紙
的
方
法
必
經
剪
切
、
匯 

煮
、
打
漿
、
懸
浮
、
抄
造
、
定 

形
乾
燥
等
基
本
操
作
，
但

「®
 

橋
紙
」
的
麻
質
繊
維
大
多
數
較 

長
，
沒
有
經596：

切
、
懸
浮
和

抄
造
等
處
理
，
結
構
鬆
弛
，
厚 

薄
相
差
懸
殊
。
而
且
紙
片
是
圓 

形
襯
墊
物
，
有
整
齊
的
自
然
邊 

緣
，
很
多
纖
維
是
繞
過
紙
邊
又 

折
回
到
紙
面
上
來
的
，
說
明
 

它
可
能
是
麻
絮
、
麻
屑
等
的
自 

然
堆
積
物
，
年
深
日
久
積
壓
成 

片
，
而
不
是
人
工
製
造
的
紙
。 

r
居
延
紙
團
」
和

「扶
風 

紙
團
」
屬
於
同
一
類
型
，
雖
經 

證
明
曾
經
一
定
程
度
的
剪
切
、 

捶
打
，
但
結
構
仍
很
髯
弛
，紙 

面
起
毛
，凹
凸
不
平
，製
造
技
術 

還
處
於
造
紙
術
的
萌
芽
階
段
。 

至
於
「羅
布
淖
爾
紙
片
」
，
比 

上
述
三
種
紙
片
還
粗
糙
，書
寫
困 

難
，
更
不
能
算
是
眞
正
的
紙
。 

總
的
來
說
，
爭
論
的
焦
熱 

在
乎
紙
的
定
義
，
支
持
蘇
易
簡 

主
張
的
人
說
，r
說
文
解
字
」 

對
紙
的
釋
義
是
「絮
一
塞
也
」 

，
所
以
只
要
有
紙
的
形
態
，
能 

夠
書
寫
的
便
是
紙
•
，維
護
蔡
倫 

造
紙
說
的
人
士
則
認
爲
，
製
造 

技
術
達
到
一 
定
水
平
的
才
算
是 

紙
，
並
指
出
與18

橋
紙
等
同
時 

出
土
的
有
大
量
竹
簡
、
木
簡
， 

證
明
蘇
易
簡
所
稱
西
漢
人
已
用 

紙
張
取
代
簡
、帛
之
說
不
確
。 

蔡
倫
首
創
把
植
物
織
維
揖 

爛
成
漿
，
經
賣
切
、
抄
造
、 

定
形
等
工
序
，製
成
紙
張
，
從 

技
術
角
度
來
看
，
委
實
比
出
土 

的
西
漢
殘
紙
片(
筆
得
多
，
「 

蔡
侯
紙
」
之
名
並
非
過
眷
；
但

從
歷
史
角
度
看
，
紙
張
的
出
現 

是
適
應
社
會
經
濟
和
文
化
的
發 

展
需
要
，
逐
漸 8

81 改
革
而
成 

的
，
蔡
倫
以
前
的
人
所
作
的
貢 

獻
，
也
是
功
不
可
沒
的
。

紙
張
誰
人 

發
明
？
原
本
早 

有
定
論
，
這
就 

是
東
漢
宦4
 

倫
。
但
近
年
由 

於
出
土
文
物
方

令

隅

文

广

54

面
的
新
發
現
，
使
許
多
人
動
搖 

了
這
個
信
念
。
否
定
蔡
倫
發
明 

紙
的
論
調 
一 
時
佔
了
上
風
，
引 

致
最
近
幾
位
考
古
學
者
挺
身
而 

出
，
力
主
蔡
倫
爲
紙
張
的
發
明 

人
，
他
們
所
持
的
理
由
是
：
在 

蔡
倫
之
前
的
「
紙
片
」(
出
土 

文
物
)
，
只
具
有
紙
的
雛
形
， 

而
不
是
眞
正
的
紙
。

蔡
倫
造
紙
之
說
最
早
出
現 

於
范
曄
的
「後
漢
書
」，內
云
：
「 

自
古
書
契
多
編
以
竹
簡
、織
帛
、 

縑
貴
而
簡
重
，
不
便
於
人
。 

•
…
蔡
倫
字
敬
仲
，
桂
陽
人
。
造 

意
用
樹
膚
-
麻
頭
及
敝
布
、
魚 

網
以
爲
紙
。
元
興
元
年
奏
上
之 

，
帝
(
漢
和
帝
)
善
其
能
，
自 

是
莫
不
從
用
焉
，
故
天
下
咸
稱 

「
蔡
侯
紙J

。
耒
陽
縣
北
有
漢 

黃
門
蔡
倫
宅
，
宅
西
有
一 
石
臼 

，
云
是
倫
舂
紙
臼
」
。
「
後
漢 

書J

成
於
公
元
五
世
紀.，
以
後 

的
五
百
多
年
間
，
蔡
倫
造
紙
之 

說
一 
直
未
受
懷
疑
。

到
了
北
宋
時
，
才
奮
易
 

簡
提
出
異
議
，
他
在
「
紙
譜
」 

中
認
爲
，蔡
倫
之
前
紙
張
的
使 

用
已
經
麟
廣
，
西
漢
初
用
「
幡 

紙
」
取
代
竹
簡
，
漢
成
帝
時
又

*rud9£?VAflw<r»-FUS™?lrxMH?bxpw*fl«<£xrn4fl™̂
£IK4fl̂
?%_pn4f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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寓
言
，是
文
學 
作
用
，許
多
寓
言
通
過
口
頭
和
書 

古
代
有
不
少
寓
言
變
爲
成
語
、
「割
肉
相
啖
」
、
「
煮
豆
燃
箕 

的
一
種
體
裁,
即
帶
面
形
式
不
断
流
傳,
趣
於
成
熟
。
,
其
寓
意
一
般
比
較
固
定,
如
「

」
、L

-te
IBm

"
第
良
自
女
 

有
勤
事
或 a
刺一1
 
由
衣
流
傳
廣
泛
，有
時
許
多
書
刊 
蜀
犬
吠
日
」
、
「
合
浦
珠
還
」
、 

寓
言
雖
然
多
表
着
象
的
哲 

的
故"

結
構
大 
中
對
於
某
一 
寓
言
有
着
不
同
解
釋
「
得J
^
"
H
^

」
I8

舞

『
左
1i
g
I
 飜
 

多
簡
短
，
主
人
公
可
，
可
能
它
最
初
是
集8
n
，
再 
等
等
，
但
有
些
也
會
產
生
歧
義
‘
多
能
反
映
季
衆
的
僅7
和
鳩
 

以
是
人
，
可
以
是
有
生
物
，
也
可 
經
人
們
的
修
飾
和
養
，重
生?

如
「
朝
三
暮
四
」
見
於
「
莊
子
」*^

，
因
年
有
締F

专
IU5

 

以
是
無
生
物
。
主
题
多
是
借
此
喩 
不
同
的
說
法
。有
的
寓
言
經
過
不
「
列
傳
」等
書
，
本
爲
諷
刺
當
政 
天
的
眼̂
*
來
，
仍
然
有
其
現
實 

彼
，借
遠 

"6
近
，借
古
喩
今
，借 
同
時
代
的
轉
相
引
用
，
意
思
出
現 
者
玩
弄
手
腕
，但
如
今
這
個
寓
言 
意

義

目

上

，
号
白
看
手F 

小
治
，紙
深
臭
的
道
理
從
簡 

!

術
上
，I

I

 

單
的
故
事
中11

現
出
來
。

中
國
文
化
源
遠
流
長
，
早
在 

春
秋
戰
國
時
代
，與
希18

伊
索
寓 

言
產
生
和
發
展
的
同
時
，就
已
出 

現 
一 個
寓
言
文
學
的
高
潮
，諸
子

雄

但
含
有
哲
理
，
而
且
也
必
須
有
濃 

厚
的
故
事
性
，
二
者
不
能
偏
缺
。 

古
代
寓
言
的
創
作
過
程
大
體
分
兩 

種
：
一 是
將
生
活
中
的
故
事
加
以 

提iR
IS

誇
張
，使
它
集
中
反
映
某 

百

家

的

著

作

中

都

有

不

少

寓

種

哲

理

。
一 是
鼻
i

或 
一 定 

瞥

警
 13
X
S
O
8
i

一
ia
51 
巨
大
的
變
化
。如
「
庖
丁
解
牛
」

已
不
傳
，譽

「
朝
三
暮
四
」
則 
的
哲
理
，通
過
藝
術
構̂

 经
 

流
傳
未
斷
，在
歷
當
筆
記
小
說 

一
句
，荘
子
用
以
作
爲
「
以
無
厚 
形
容
人
們
缺
乏
恆
心
，波
動
反
事 
個
故
事
，這
類
故
事"
爲
办
酷
誕 

和
笑
貯
集
子
裏
，記
載
了
其
中 
入
有
間J

的
唯
心
學
禹
例
證
， 

許
多
寓
言
的
哲
理
性
很
强
‘
的
動
物
故
事
。
優■
鳍
力
譜
 

力
一 
部
份
。 

說
刀
皇
「  

*

厚
」
的
•
，而
管
子 
如
「 «
苗
助
長
」
、
「矛
興
盾
」 

不
是
容
易
的
，它
要
求
構
思
巧
妙 

春
秋
験
國
時
代
，!

爭
鳴 
則
解
尊
禽
用
兵
要
乘
直
而
入
二
二
謬
繕
一
、一
「
丑

腮

生
65

找
不
I
5
際
>;I
 

連
難
量
寓
言
魏
歌
派
學
說
 
以
它
與
伯
樂
相
馬
的
寓
言
相
情
‘
履
」書
是
。有
些
寓I

表
現 
國
古
南
許
多
寓
言
，都
達
到
這 

|5
|50

|1
啓
^

iti 
精
神!

的
—
性
。 

道
德；5理

的
，如
*

蚌
相
爭
」
個
墨
。

漫

話

i

余

景

輝

會

計

師
 

81 

專
業
服
務

會
計
，
審
計
，
稅
券
，
商
業
，
產M
 

管
理
及
諮
商
。

地
址
：
雲
髙
承
片
打
束
街
二
百
號 

二
。
三
室(
緬
街
夾
片
打
街) 

辨
公

ik-f
間
：
一

星
期
一
至
五
上
午
十
時
至 

下
午
五
畤
半

妥
常
快
捷 

以
價
相
宜 

傲
運

n.,f
間
：
近
日
晚
上
，
週
末
日
冏 

，
詰
一
天
前 
.II 話
預
均
。
二 

/1.-
1
 

三
六
六
一 
電
話
時
間
：
週
日
六
時
后 

，
週
术
早
上
。

"55155555

 

承
接
純
屋
内
外
油
漆
，士
庫
戮
修
材 

料
上
乘
，•
電
話
二
五
三|
四
九
九
一 

或 

二
五
四|
三
一
书
一

LUCKY REALTY LTD. (604) 273-141
6260 No. 3 Road, Richmond. B.C. V6Y 263

ANDY CHAN, B.A.sc 陳以諾
RES. 263-98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