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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代
中
国
之
民
族
主
義:
固
係
其
經
過
此
過
渡 

時
代
之
正
當
的
規
象)
。良
以 
一 國
國
民
。。旣
有 

國
家
統
一
之
覺
悟
。。則
當
然
身
有
責
種
對
外
解 

放
之
願
望
2

但
在
中
國
。。則
於
此
種
願
望
之
外 

因
有
國
民 »
之
勢
力
。遂
更
引
入
壺
種
極
力
反 

一
對
外
國
勢
力
之
不
規
則
的
色
彩.。。本
章
即
申
述 

一
中
國
民
族
壬
義
中
所
包
含
之
重
要
的
要
求
。
以 

瓦
各
國
對
於
此
種
要
求
之
態
度
。(
而
尤
以
關
於 

領
事
裁
判
權
之
放
棄
。。及
其
對
於
雄
持
中
國
法 

律
秩
序
之
闕
係
爲
尤
詳*
中
國
前
於
華
頓
會
犠 

一時。，即
已
踏
入
以
國
際
合
作
解
决
中
國
困
難
之 

一
徒
徑
。。果
克
遵
循
此
途
。。繼
續
邁
進
。。則
自
華 

會
以
來
之
拾
年
：
中
國
殆
早
已
可
有
具
體
之
進 

步
。"
惟
不
幸
因
排
外
宣
傳
之
熟
烈
。。窿
頓
使
進 

步
遲
滞) 
其
中
如
經
濟
抵
制
。。及
將 #
 外
宣
傳 

導
入
學
校
兩
事
進
行
太
猛
。"
遂
以
造
成
本
案
發 

生
時
之
特
殊
空
氣

日
本
爲
中
國
最
近
之
鄰
邦
二
且
爲
其
最
大
之
順 

客
。、其
因
中
國
流
行
之
情
形
暫
逢
之
損
害"
。 

自
較
其
他
之
各
國
爲
健
。。不
過
此
項
問■
:
雖 

.
使
日
本
受
育
較
他
國
更
鉅
之
影
響
：
要
非
僅
爲 

<
中
日
間
題
。
且
也 
。現
用 
之
極
端
的
國
際
衝 

突
。"
如
能
由
國
聯
予
以
滿
意
之
解
决
。。則
正
可 

使
中
國
相
信
國
際
合
作
政
策
之
利
益
U

。此
項
國 

際
令
作
之
政
策
。C

固
係
導
源
於
華
盛
頓
。。而
於 

置
九
二
二
年
發
生
極
優
良
之
影 »
 者
也

第
二
章 

滿
洲
之
狀
况
及
其
與
中
國
其
他
部
份
及
俄 

國
之
R

保 

本
章
叙
述
壹
匹
二
一
年
九
月
前
滿
洲
宣
般

—狀 

天
及
其
與
中
國
有
他
部
份
及
俄
國
之
關
係
：
稱 

東
三
省
爲
一
廣
大
膏
沃
匾
域
。。四
十
年
前
一 
饒 

未
開
闢
，迄
今
人
口
仍
形
稀
少
：。對
於
解
决
中 

日
人
口
過
剩
間
題
。
極
佔
重
要
位
置
。。河
北
山 

東
兩
省
之
貧
民
。、移
殖
於
東
三
省
者
C

、以
数
百 

萬
計)
。日
本
則
將
其
L

業
品
及
資
本
軸
入
滿
洲 

。。以
換
即
食
糧
及
原
料
』
若
無
日
本
之
活
動

00 

滿
洲
不
能
引
誘
幷
吸
收
如
此
鍾
額
人
民
。。若
無 

中
國
農
民
及
工
人
之
源
源
而
往
2

滿
洲
亦
不
能 

如
此
迅
速
發
展
。
但
滿
洲
雖
極
需
要
合
作"
因

榮
旋
諸
君
注
意 

本
公
司
爲
利
便
華
客
起
見
現
特
別 

大
改
良
各
種
般
置
新
式
床
位
通.爽 

樓
梯
加
濶
茶
水
充
足
火
食
豐
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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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
設
有
洗
面
盆
風
扇
餐
檯
及
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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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兩
人
或
八
人
可
同
居
賣
房
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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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大
房
能
容
壹
百
四
拾
至
百
五
拾 

人
所
有
床
楊
枕
頤
被
單
洋
氈
皆
雅 

潔
齊
備
兼
設
有
凉
水
煙
草
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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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
呂
宋
煙
以
便
貴
客
取
買
如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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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
羣
囘
國
者
極
爲
暢
適
并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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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
之
虞
船
上
華
員
招
待
殷
勤
妥
當 

且
有
電
影
畫
吸
煙
房
種
種
消
遣
以 

供
搭
客
娛
樂
欲
知
詳
情
祈
問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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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代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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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輔
總
統 
+
一
月
十
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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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化
愼
總
統 
+
一
月
廿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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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
地
愼
總
統 
士
一
月
十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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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
李
崙
總
統 
土
一
月
廿
四
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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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如
何
經
商
時
候
之
長
短
及
其 

.-«接 

顧
客
是
否
克
己
妥
當
賣
路
銀
行
開
辦 

至
今
已
閱
六
拾
三
年
之
久
統
設
支
行 

八
百
八
十
一
間
其
爲
世
界
上
大
銀
行 

之
一 
早
已
爲
衆
所
認
許
並
且
特
闢
支 

部
配
置
齊
備
以
辦
理
與
華
僑
貿
易
事 

務
若
汝
未
爲
本
行
之
顧
客
箱
來 1
 試

船
號 
陽
曆
日
期

坎
拿
大
拾
月
支
日 

^
®
皇
后
十
一
月
五
日 

日
本
皇
后   

±
月
十
九
日 

亜
洲
皇
后
士
一
月
三
日 

坎
拿
大
士
一
月
十
七
日 

俄國皇后十二月卅壹日

行
期
快
捷 

船
量
巨
大 

福
食
生
鮮 

艙
位
通
爽

雲
埠
代
理

林
洋
客
務
總
司
理
司
徒
旄
佈

由
雲
婦m

：

日
期
表

⑥
均
安
棧
啟
事

馬
小
喜
卽 

,S酸
經
群
退
代
理
藍
焯
通
公
司 

職
和
專
任
總
代
理
美
國
邺
舶
公
司
客
務
兼 

代
理
詩
晏
亜
像
路
車
祇
K

拍
電
報
不
取
電 

費
僑
胞
光
顧
緒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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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
面
商
或
直
接
函 

商
便
妥

有
前
述
理
由
。
初
則
成
爲
日
俄
競
爭
區
域
一"
繼 

則
成
爲
中
國
與
其
兩
强
鄰
之
衝
突
地
方 

當
初
中
國
對
於
發
展
滿
洲
：
祐
少
努
力
？
奥
令 

俄
國
在
酸
處
有
管
轄
之
權
即
在
樸
資
茅
斯
條 

約
重
新
確
認
中
國
在
滿
洲
之
主
權
後
。
在
世
界 

人
士
眼
光
中
。e
仇
認
日
俄
幽
國
在
東
三
省
之
經 

濟
活
動
、
較
中
國
本
身
爲
顯
著
，同
時
中
國
敷 

百
萬
農
民
之
移
殖
：
確
定
該
處
將
來
永
爲
中
國 

之
所
有
。
當
日
俄
國
致
力
於
割
分
利
益
範
圍
時 

。。中
國
農
民
。6
即
佔
有
土
地
。故
目
下
滿
洲
之 

屬
中
國
P
C

已
爲
不
可
變
易
之
事
實
。C

自
一
九
一 

七
年
俄
國
革
命
後
。。中
國
對
於
東
三
省
之
管
理 

及
發
展
。。開
始
積
極
進
行
。一
現
年
來
更
欲
計
副 

减
制
日
本
在
南
滿
之
勢
力
，。此
種
政
策
一
r

使
衝 

突
益
形
擴
大
。
至
壹
九
三
皆
用
九
月
衝
突
。。遂 

一
達
於
頂
點

本
章
又
叙
述
張
作
霖
及
張
學
良
時
代
對
於
滿
洲 

之
政
策
及
統
治
狀
况
：
張
作
霖
屢
次
對
於
北
京 

政
府
。宣
传
獨
立•
但
此
種
宜
吿
。。幷
不
表
示
張 

氏
或
滿
洲
人
民
願
與
中
國
分
離
、其
軍
隙
之
入 

關
不
能
與
外
兵
侵
畧
相
比
礙
實
則
不
過
參
加 

內
戰
耳
，在
一
切
戰
爭
及
獨
立
時
期
中
一
滿
洲
仍
一 

完
全
爲
中
國
領
土
。
張
作
霖
雖
不
贊
成
國
民
黨 

主
義
•
但
深
盼
中
國
之
歸
於
統
覺
，一
一
其
對
於
日

葉
求
茂
代
理
詩
丕
亜
懿
諸
君
入
埠
請
到
永
生
號
鉄 

18
齧
洽

蓋
本
行
在
滿
地
可.
雲
高
華
，及
域
多 

均
常
設
有
華
人
支
部
也
倫
承
垂
顧
無
任
感
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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