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閑
時
丈
五
罐
車
法
思
細
心
的
背
景

易

本

正革

小
華
民
關
憲
法
，
今
天
已
定
為
全
凶
朮
學
院
控
喂
牛
必
盟
共
同
學
科
課
程
之
一

z

憲
法
前
已
，
向
稱
「
位
接

孫
中
山
先
牛
創

ν

中
華
民
國
之

站

鞋

，
然
而
宜
際
的
內
碎

9

制
(

國
文
的
正
確
軍
法
血
泊
亦
未
盡
相
符
。
所
以
直
怯
學
者
謝
描
洲
先
生
骨
間
白
指
山
「
惟
關
於
中
央
政
制
、
包

括
間
是
人
會
、
總
統
、
行
故
、
行
一
怯
、
司
法
、
每
試
、
監
察
)
各
卒
，
則
已
完
入
+
毀
主
權
能
創
分
之
間
把
論
，
違
背
五
唾
仕

J
I
王
精
神
」

(
註
一
)

因
此
，
持
人
攻
讀
憲
法
有
?
品
叫
別
要
更
加
深

λ
研
究
，

V
R
n川
重
龍
之
課
題

U
m也
抗
性
抗
共
思
蚓
心
的
背
且
論
述
如
次

在
路
生
歡
阿
拉
「
北
岐
臣
也
法
」
中
骨
位
指
出
「
民
治
發
途
的
間
家
，
為
防
吐
政
府
權
力
的
服
用

8

周
家
機
關
的
組
織
，
必
須
攘
取
『
分
權
』

3
8
月

E
S
H
M
O

『
可
o
a
z
m
)
2
誨
，
已
成
定
論
，
其
所
成
間
也
籽
，
只
起
卦
權
的
內
持
與
方
式
不
同
而
已
。
」

( 

后4

) 

關
於
八
刀
糟
的
內
容
與
力
式
E

在
歐
美

成
盛
行
的
，
本
來
右
一
種
兩
權
學
誨
。
所
謂
一
酬
權
學
誦
，
很
據
迦
納
(
』
~ -
口
R
P
O
H
)的
解
釋
是

「
嚴
格
互
之
9

政
府
的
權
力

9

吋
以
封
為

、
制
定
典
音
則
同
蒙
古
志
的
權
力
，
和
二
、
執
訂
這
種
扣
在
一
本
的
國
家4忠
心
的
權
力
。
第
一
種
權
白

叫
統
冊
為
立
法
權

p

按
慣
義
解
釋

9

它
可
最
指
V

法
機
關
山
間
制
憲
機
關
二
有
的
權
力
。
按
此
種
封
知
法
，
則
主
持
台
理
(
普
通
稱
為
司
法
權
)
就
不

過
屬
於
打
政
權
的
一
部
卦
，
為
什
政
權
的
一
種
附
庸

e

或
共
一
力
由
的
現
象
山
已
。
」
而
「
這
種
奇
類
法
，
法
國
法
學
家
擁
護
之
昔
頗
多
。
狄
克
洛

。
几
(
白
巴
巴
o
n
m〕
謂
『
我
們
心
日
中
所
能
想
像
的
政
府
的
權
力
，
叫
凡
有
制
訂
法
律
之
權
真
執
行
法
律
之
槽
，
附
糧
，
除
此
兩
種
權
力
以
外
，
別
無
第
三

桶
權
力
打
在
的
餘
啃
。
」

(
訂
一
一
)
「
兩
權
」
學
說
雖
侃
大
各
歡
法
關
學
吉
所
接
受
，
但
仍
而
少
數
地
位
持
品
的
學
者
斥
之
為
不
健
全
學
誨
。
所
以

9

服
格
地
就
法
理
上
的
邏
輯
舌
之
，
自
應
以
兩
榷
學
品
為
是
，
位
大
多
數
學
者
甘
贊
成
卦
政
府
權
力
為
立
法
、
行
品
、
叫
法
三
權
的
傳
統
學
說
。

( 

話
間
)
中
乎
在
上
5

這
種
一
提
骨
立
學
說
，
便
被
笠
、
美
兩
國
所
採
取
。
所
以
，
劉
睦
瑞
教
授
說
「
泣
代
拉
卡
闖
京
的
歧
附
訊
織
均
仕
三
權
分
立
的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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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理
，
把
國
家
的
權
力
封
為
合
法
、
衍
政
、
司
法
三
種
，
安
屬
於
一
一
個
機
關
，
使
它
們
互
相
制
衡
，
以
保
護
人
民
的
自
由
權
利
。
」

(
註
王
)

一
一
瞎
卦
立
的
學
說
，
英
、
主
兩
側
雖
然
宜
行
得
很
有
成
穎
，
們
國
女
認
為

一
兄
弟
歷
觀
各
國
的
憲
法
，
成
立
志
法
，
是
主
國
最
盯
。
不
成
立

憲
法
，
是
英
國
最
好
。
莫
是
不
能
學
的
，
主
是
不
必
學
的
。
藍
的
憲
法
，
所
謂
一
一
一
權
仕
立
，
行
故
權
、
i
v
一
法
權
、
裁
制
構
，
各
不
相
統
，
這
是
六
、

七
白
年
前
由
漸
而
生

9

成
了
科
慣
，
但
界
限
混
混
布
前
墊
。
後
來
法
國
孟
德
斯
峙
，
將
吳
岡
制
度
，
作
為
祖
木
，
參

A
n自
己
的
理
想
，
成
為
一
家
之

用
了
，
失
間
通
法
，
又
將
孟
德
斯
塢
學
說
，
們
為
根
木
，
吧
都
三
權
界
眼
，
使
八
刀
何
謂
“
妞
，
在
一
白
年
前
，
算
赴
拉
完
幸
的

r
q

一
百
一
←1

年
來
，
雖

敢
去
悔
改
，
那
大
體
仍
然
是
未
鍾
的
，
圳
是
、

E
h
餘
年
間
，
姜
國
文
明
，

H
H

進
步
，
I

了
地
財
庫
，
也
是
增
加
不
口
，
由
峙
的
憲
法
，
且
在
已
終
是

叉

不
適
用
的
f

。
兄
弟
的
意
思
，
將
來
中
萃
民
闊
的
憲
法
，
是
些
圳
一
種
新
主
義
，
吽
做
『
瓦
權
八
刀
山
』。
」

(
斗ι六
)
出,t 
關
Q
A所
創
t
v

的
五

權
卦
立
學
說
，
性
非
完
全
社
撰
而
來
，
正
如

學

國
究
所
說
「
設
所
說
的
后
權
也
非
我
科
撰
的
，
此

H
E將
三
權
再
封
為
彈
動
及
考
試
兩
榷
。
」

(
註

脆

七
)
的
此
叫
以
領
悟
品
權
志
法
口
足
以
三
權
卦
立
的
理
論
和
制
度
為
背
景
，
而
進
一
步
修
正
創
造
出
來
的
。
所
以
，
瞎
想
但
正
了
解
五
權
憲
法
?
就

直

不
得
不
先
了
解
三
權
分
立
的
理
論
且
其
缺
陷
。

于'i

、
先
就
三
權
分
立
的
理
論
來
，
分
析

三
權
分
立
的
理
論
，
雖
然
發
生
得
很
早
，
甚
至
可
以
淵
源
到
希
臘
時
代
亞
里
斯
今
一
億

(
h耳
目
的
阱
。
已
。
)
的
關
誠
纖
關
組
成
的
三
大
要
車
站
。
但

一
般
說
來
，
且
如
左
齡
化
教
授
昕
一
晶
「
生
十
七
、
|
八
和
靶
，
白
山
羊
義
勃
發
，
此
說
乃
隨
之
而
與
某
人
洛
克
(
]
。
眩
目
-
o
n
E
早
已

t
H
斗
E
)

們
於
訓
，
法
人
孟
他
斯
鳩
(
宮
。
旦
司
的

ρ
E
E

H
E
自1

月
印
印
)
繼
貫
後
，
而
近
代
的
三
權
說
造
化
完
成
。
」

(
前
八
)

洛
克
以
為
闕
，
眾
的
權
力
可
封
為
三
種
•• 

「
一
為
立
法
權

(
F
O開戶
切-
m
w
-
E
A
F
t
o

9

即
制
止
法
律
之
權
，
二
為
軌
行
權

(
開X
O
們
C
H
戶
〈
。

℃
。
也
有
自
)

M
M
O
J
J

、
m
H
)
，
即
執
行
法
律
之
權
，
一
二
為
聯
盟
權
苟
且
耳
旦
旦
伺

H
M
O
d
4
2
)
9

削
包
指
出
口
一
戰
、
構
和
、
訂
約
直
處
理
一
切
外
交
事
務
之
權
。
」

(
1恥

九
)
但
怯
照
洛
克
的
說
法

9

制
衍
權
和
聯
盟
權
雖
然
是
兩
種
不
川
的
權
力

e

卸
不
腔
八
叮
別
世
給
兩
個
不
同
的
機
關
衍
使
雪
山
應
該
山
同
一
機
關
行
使

。
所
以
，
劉
腔
端
教
授
認
為
週
﹒
「
格
克
的
權
力
分
立
理
論
密
控
質
K
H
E兩
權
只
刀
立
費
最
非
一
←
權AN立
，
而
在
此
兩
權
主
巾
，
互
承
認
I
法
權
優
越
於



行
政
權
，
蓋
行
政
權
的
範
囡
氧
量
立
法
權
之
限
制
故
也
。
」

(
註
-
0
)
所
以
，
在
完
成
三
權
骨
立
理
論
的
工
作
上
，
洛
克
的
地
位
不
如
孟
德
斯

鳩

關
於
三
權
A
N立
的
理
論
，
特
別
值
得
重
說
的
當
然
還
是
孟
德
斯
鳩
的
理
論
，
但
說
到
孟
德
斯
鳩
的
理
論
，
先
該

r

解
理
論
的
根
露
在
自
由
觀
念

，
特
別
是
在
政
治
自
由
的
觀
念
。
孟
德
斯
鳩
認
為
﹒
「
人
民
的
政
治
自
由
，
是
指
各
人
都
相
信
自
己
安
全
，
而
得
到
一
種
心
理
上
的
安
全
感
。
要
得

到
這
種
心
理
上
的
安
全
感
，
就
必
需
政
治
組
織
能
夠
使
國
內
每
一
個
人
都
沒
有
恐
懼
別
人
立
心
。
例
如
一
個
人
或
一
個
團
體
無
控
立
法
和
行
政
兩
種

權
力
，
自
肉
就
不
會
存
在
;
因
為
君
主
草
議
會
將
制
定
暴
虐
的
法
律
，
而
用
暴
虐
的
手
段
執
行
。

E
如
向
法
權
如
果
不
獨
立
掛
立
怯
權
與
行
政
權
之

外
，
人
民
也
沒
有
自
由
;
因
為
司
法
權
如
果
與
立
法
權
結
合
，
司
怯
官
便
同
時
就
是
立
法
者
，
人
民
的
生
命
和
自
由
將
受
到
武
斷
判
決
的
接
爛
，
司

素有的起思法草根五文國

法
權
如
果
與
行
改
權
結
合
，
司
法
官
便
同
時
就
是
朽
敢
官
，
就
更
容
品
利
用
暴
力
，
壓
迫
人
民
。
要
是
一
個
人
或
一
個
團
體
兼
握
三
種
權
力
，
就
根

木
不
會
有
自
由
存
在
o

」

討

一
)
因
為
在
他
君
來
「
依
我
們
的
日
常
經
驗
，
凡
有
權
力
的
人
，
往
往
輯
用
權
力
。
要
樹
立
權
力
的
龍
舟
，
就

只
有
用
權
力
制
也
權
力
。
一

(
註
士
一
)
他
就
是
根
據
這
種
故
治
自
由
的
理
論
，
而
提
出
了
三
權
分
立
的
理
論
。
他
的
三
權
卦
立
理
論
的
要
義
，
包

色
下
列
三
點
﹒
第
一
點
是
權
力
的
區
別
;
即
將
政
府
的
權
力
骨
為
三
撞
，
一
為
立
法
權
，
三
為
有
關
國
際
法
事
項
的
行
政
權
，
一
二
為
有
關
市
民
法
事

吱
的
行
政
權
。
但
第
一
種
權
力
是
制
定
、
悔
改
、
並
廢
棄
法
律
的
權
力
，
第
二
種
權
力
是
宣
戰
、
構
和
、
派
遣
直
接
受
使
節
、
艦
持
治
安
和
備
肪
外

息
的
權
力
9

而
第
三
種
權
刀
是
處
罰
罪
犯
法
審
判
個
人
間
爭
訟
的
權
力
。
他
主
說

E

第
三
種
權
力
可
稱
為
司
法
權
，
第
二
種
權
力
可
單
純
稱
為
行
政

權
。
第
二
酷
刮
目
定
權
力
的
分
立
﹒
即
為
保
障
人
民
的
自
由
，
=
一
種
權
力
必
賓
骨
立
，
而
不
集
中
於
一
人
。
第
三
點
是
權
力
的
制
衡
;
的
三
種
權
力
均
須

有
牽
制
別
個
權
力
的
作
用
，
使
權
力
立
問
能
夠
保
持
均
衡
。

(
註
二
二
)

洛
克
的
理
論
特
別
是
孟
德
斯
鳴
的
理
論
，
骨
經
發
生
了
顯
著
的
影
響
。
當
然
，
受
影
響
最
早
前
正
最
徹
底
的
是
主
園
。
棋
摸
福
格
森

(
』
。
}
回
回

]
且
可
m
w『
m
c
o
。
口
〕
，
要
克
亨
利
(
口
。
"
。
但
莒
色
。
但
是
)
含
著
的
「
華
國
政
府
制
度
」
中
指
出
﹒
「
結
果
，
這
種
特
色
混
合
在
革
命
後
每
一
個
州

所
採
用
的
憲
法
以
及
後
來
的
美
國
憲
法
中
。
標
擎
的
說
明
，
是
創
立
於
麻
薩
諸
塞
州

(
E
Z
E
早
已
m
o
E
Z
憲
法
中
，
在
這
個
共
和
國
政
府
中
，
立

法
部
門
絕
不
行
使
行
政
權
與
司
法
權
，
度
是
兩
者
之
一
，
行
政
部
門
絕
不
行
使
立
法
權
與
司
法
權
，
或
是
兩
者
立
了
，
司
法
權
絕
不
行
使
立
法
權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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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日

行
政
權
，
成
是
兩
者

J
L
一
，
以
求
遲
到
也
許
叫
稱
為
法
治
歧
附
巾
』
人
治
政
府
的

H

的
。
」

(
討
一
回
)
主
於
主
圈
，
似
制
定
在
法
時
，
也
在
追
種
影

響
?
而
堅
持
這
段
理
論
。
例
如
麥
迪
遜
(
』
且
且
品
。
口
)
但
在
「
聯
邦
晶
」

(
4
r
o司的
已n
z
r
E
M
M
m
切
問
2
)
一
一
屯
部
名
著
中
強
調
﹒
「
謹
立
法
、

/
刊
敢
、
吋
怯
的
切
權
力
聚
集
在
一
憫
人
、
少
數
人
、
或
很
多
人
手
耳
，
不
的
是
通
過
世
盤
、
白
打
委
派
、
扒
出
主
選
學
造
成
此
種
叫
出
，
其
結
果
都

N必
然
止
暴
店
歧
俏
。
封
聯
邦
川

M
U注
昆
仕
權
力
聚
集
，
或
是
山
高
權
力
的
混
合
，
打
一
種
使
它
們
聚
集
的
傾
，
州
，
很
小
來
不
氣
討
論
，
它
立
刻
就
會
受
到

全
出
的
排
斥
。
」

(
注
一
主
)
所
以
，
他
文
指
出

「
各
力
面
的
人
都
川
意
何
部
門
都
不
恕
直
接
地
、
全
出
地
行
使
屬
於
他
三
叩
門
的
正
常
權

力
。
同
模
的
叫
轍
，
作
何

桐
部
門
也
行
使
它
的
版
權
時
，
其
(
他
的
部
門
都
不
位
對

l
k直
接
此
間
接
地
旦
打
壓
制
們
的
影
響
力
。
無
可
否
認
，
權
力

丈

木
身
共
有
仗
略
刊
，
必
組
加
州
以
有
缺
的
限
制
，
使
匕
不
致
越
山
拈
沌
的
範
崗

3

一

而
』
'
為
f
1

世
到
」
一ι
-
u
H的
，
他
文
特
別
挂
出
一
頃

(
前
-
L
A
)

與F
E 

H位
梭
辦
法

莘
莘
是
，
E
內
峙
的
這

一
要
依
芷
怯
扭
捏
，
在
實
際

L
L
保
持
各
部
門
之
間
的
權
力
封
市
，
最
梭
的
辦
法
是
甚
麼
呢
?
對
於
這
個
問
題
的
吋

i巾F

肌

一
切
丹
在
的
辦
法
都
不
適
當
，
補
助
、
追
個
缺
熙
的
峭
新
法
H

凡
在
政
們
的
內
部
結
構

l

拉
法
，
利
用
各
部
鬥
之
間
的
相
月
開
保
，
作
為
何
保
持
一
部

f屯

門
提
1

各
肉
過
w區
組
間
的
f

仇
以
為
「
史
使
政
府
權
力
的
分

J
V打
個
適
甫
的

v
m礎
，
很
開
恥
憫
，
何

個
部
門
怯
該
街
它
自
己
的

E
t
心
，
出
此
，

fl; 

在
各
部
門
的
制
成

l

，
何
一
部
門
人
員
對
於
“
其
他
叩
門
人
前
的

F

用
權
力
，
瞧
該
放
主
吋
能
的
最
小
和
反

而
甜
甜
明
顯
，
有
一
部
門
人
民
的
薪
倖

峰
該
儲
H
M保
持
獨
立
性
，
不
安
且
他
部
門
人
員
的
影
響
。
若
是
打
鼓
長
，
而
和
址
(
日
升
一
個
一
卜
之
四
必
須
依
賴
品
舍
，
他
們
札
切
咒
他
方
一
仙
也
不
會
共
高

員
川
的
獨
立
刊
。
而
是
，
防
止
各
種
權
力
造
漸
地
集
中
止
日
一
部
門
巾
的
最
大
保
障
，

H

疋
使
但
悄
地
各
叩
門
的
人
歧
，
H

川
么
叫
低
抗uy
他
部
門
侵
犯
的
合

法
手
段
與
個
人
動
機
。

A

一
起
方
出
的
防
衛
情
施
和
其
他
→
叫
柚
況
一
樣
，
必
須
自
力
足
以
怪
叫
攻
擊
的
危
峻
。
我
們
已
組
用
野
心
來
對
抗
野
心
。
政

們
必
頭
使
桐
人
利
益
和
他
所
關
務
的
那
個
部
門
的
憲
法
權
力
發
作
關
係

c

我
們
必
頭
叫
這
種
方
法
來
如
制
歧
咐
，
使
它
小
致
混
用
權
力
在
缺
乏

史
奸
動
機
的
時
候
，
則
相
反
的
敵
對
利
苦
關
係
來
代
替

ι
g
A
整
個
社
會
制
度
小
是
離
常
見
的
辦
法
。

4

一
切
去
級
的
權
力
分
配
中

L

一
肛
種
情
況

K

現
得
抖
圳
J
V塾
，
師
叫
峙
的
H

標
是
世
使
各
個
犧
闊
的
職
權
創
刊
叫
刀
和
安
排
，
的
奸
能
提
出
相
L
M一
制
衡
的
們
用
|
|
使
何

個
人
為
了
保
持
私
人
刺
益

，
必
仙
次
川
悅
耳
公
共
權
利
。
在
關
家
川
收
叫
權
力
的
分
配
巾
，
政
們
川
快
地
，
品
組
使
卅
括
性
人
類
發
明
的
謹
慎
辦
法
。L一

(
立
仁
)
結
果

9

所
謂
制

衡
的
妙
法
，
快
戒

f

立
法
、
h

政
、
一
司
法
一
一
縫
之
間
所
必
需
的
辦
法
。
學
自
l

亡
，
美
悶
咕
吋
麥
加
制
志
的
所
有
代
主
都
很
南
加
入
，
A

仟
何
政
的
之
下



'
立
法
、
行
政
、
司
法
各
部
門
的
權
力
要
卦
闕
，
因
為
這
樣
一
來
，
整
個
政
府
才
能
由
制
衡
(
們

}
H
O
n
w
m
m
D
已

E
E
E
B
ω
)的
制
度
來
雜
持
秩
序

(
註
一
八
)
。
到
T

後
來
，
美
國
最
高
法
院
還
提
出
了
進
一
步
的
解
釋
﹒
「
這
已
投
深
信
為
美
國
成
生
憲
法
體
系
中
許
多
主
要
優
點
中
之
一
項
優
熙

9

帥
一
切
權
力
，
其
屬
於
政
府
者
，
無
論
為
州
的
權
力
，
抑
為
全
國
的
權
力
，
均
經
封
為
何
政
、
立
法
、
司
法
等
三
大
部
們
。
其
屬
於
政
府
中
每
一

部
門
的
職
章
，
輝
什
託
於
公
僕
所
組
成
的
各
別
團
體
。
何
時
使
這
種
制
度
趨
於
完
美
起
見
，
這
些
部
門
趨
於

A
N立
和
劃
八
方
的
界
線
，
應
作
廣
泛
明
晰

的
說
明
。
」

(
註
一
九
)

三
權
分
立
的
理
論
，
受
到
美
國
高
度
童
般
的
情
形
，
是
大
家
所
深
知
的
。
但
是
，
這
種
理
論
並
非
只
是
在
美
國
受
到
重
視
而
已
。
事
實
上
，
這

種
理
論
，
曾
以
相
同
的
形
式
出
現
在
很
多
問
家
的
憲
法
中
。
如
墨
西
哥
、
阿
根
廷
、
巳
肉
、
澳
大
利
亞
、
與
智
利
等
的
是
。
這
比
國
家
，
都
是
以
主

景臂的想思法軍權五父劃

國
的
憲
法
為
其
範
本
的
。
在
法
國
，
這
理
論
曾
被
用
以
主
持
行
改
權
力
不
受
司
法
控
制
的
自
由
。
這
親
去
後
來
豆
獲
得
進
一
步
發
展
，
以
為
政
府
及

其
所
屬
機
構
，
應
不
受
普
通
法
院
的
管
轄
?
自
有
其
本
身
的
行
政
法
與
法
院
。

(
註
三
0
)

二
、
再
就
三
權
分
立
的
缺
點
來
分
析

三
權
分
立
的
理
論
9

雖
然
受
到
近
代
民
主
國
家
的
章
一
視
，
特
別
是
美
國
的
重
視
，
但
這
種
理
論
的
產
生
，
封
是
因
為
孟
禧
斯
鳩
對
於
英
國
制
度

的
誤
解
。
正
如
劉
慶
瑞
教
授
所
指
出
「
孟
德
斯
鳩
構
成
其
權
力
骨
立
原
理
，
乃
以
十
一
八
八
世
紀
初
頭
的
英
圈
晶
晶
制
為
模
型
，
但
在
實
際
七
，
當
時
的

華
國
政
制
5

權
力
並
非
完
全
骨
立
。

(
升
空
三
)
而
且
，
按
照
鄒
立
海
教
援
的
說
法
是
，
「

M
M前
孟
德
斯
鳩
曾
根
按
英
國
的
制
度
而
創
為
三
權
卦

立
之
品
，
但
事
實
上
英
國
的
立
法
與
行
政
從
未
卦
家
。
」
(
註
二
二
)
所
以
9

頁
可
拍
(
司
丘
吉
門
口
耳
目

=
E
n
。

σ
ω
)、
賽
克
(
耳
目
。
E
N
M
S
W

)
看
「
現
代
各
關
政
附
」

的
。
后
叫
H
H
E
O
且

ω
)的
巨
著
中
提
出
了
詳
細
的
批
評
「
在
將
近
十
八
世
紀
的
中
葉
，
常
孟
德
斯
鳩
在
他
的

(ZEZP 

法
意
(
的
H
U
Z
H阱。

H
F
m
司
)
中
提
出
英
國
政
治
制
度
的
特
性
時
，
而
描
述
為
權
力
卦
立
的
制
度
•• 

國
正
是
行
敢
纖
闕
，
法
拉
是
司
法
機
關

z

閣
會
是

立
法
機
關
。
他
認
為
;
這
種
分
立
，
對
於
政
治
自
由
的
保
障
是
不
可
缺
少
的
，
並
且
還
希
望
看
到
，
這
種
制
度
也
能
在
他
自
己
受
到
專
制
統
治
的
法

國
採
閉
口
然
而
，
甚
至
在
孟
德
斯
鳩
寫
書
時
，
在
聯
合
王
國
，
權
力
分
立
也
遠
不
如
他
的
想
釀
。
內
閣
制
早
已
開
始
發
展
會
而
立
法
與
行
政
機
關
也

146 

七五



145 

L
l】
↓
八

進
入
一
種
新
的
研
切
狀
態
，
那
種
趨
勢
，
顯
然
是
封
一
個
力
向
。
揖

4

權
力
A
N立
的
原
則
，
4

聯
古
正
關
之
中
，
以
能
右
限
度
的
使
用
中
發
現
，
也

就
是
實
行
股
司
法
方
山
這
一
照
。
一
七
。
一
年
的
踐
社
令
(
吋
冒

〉
丘
。
凹
的

E
Z
O
E
m
w口
戶
。
門
口
O
C

，
保
證
一
切
世
宜
的
的
川
是
新
悴
，
並
且
確

保
他
們
片
世
忠
實
服
務
就
是
終
身
職
，
國

T
L唯
有
根
躍
幽
會
兩
院
的

t

者
或
說
束
力
司
以
免
職
。
在
的
目
權
力
的
歡
用
上
，
世
界

t

沒
有
一
種
獨
立

的
司
怯
會
止
芷
闊
的
正
受
是
戚
或
史
安
朵
。
然
咐
，
除
此
以
外
，
很
少
打
或
音
沒
有
企
榷
。
軍
際

L
作
的
行
政
機
關
是
由
國
掛
員
組
成
的
，
特
別
是

那
時
一
參
加
內
閣
的
且
要
人
民
。
迋
些
國
務
員
，
不
的
是
而
且
必
姐
是
國
宙
議
員
，
他
們
不
但
是
議
員
，
耐
且
是
領
袖
人
物
，
可
以
決
定
重
要
立
法
的

芷
衍
，
法
案
的
內
容
和
形
式
，
向
兩
院
拉
出
，
並
札
加
以
引
導
以
法
最
後
成
訕
。
就

k
t一
件
事
而
古
工
泣
時
悶
務
且
都
要
惘
圳
的
祖
集
體
的
對
國
會

弋

鼠
，
民
。
這H
然
是
權
力
分
立
阪
別
的
苦
定
。
中
就
打
政
與
立
怯
的
關
係
而
一
口
，
建
立
於
“
失
闊
的
性
非
權
力
卦
立
，
而
是
權
力
的
彈
一
成
集
中
。
行
政

間
(
立
法
a
n

疋
慨
而
切
結
合
在
-
個
半
作
旬
仰
，
而
這
是
內
閣
制
度
的
虛
大
優
點
或
根
本
缺
點
，
是
取
決
於
個
人
的
觀
熙
。(
註
二
三
)

學

抗
美
凶
聯
邦
站
法
向
口
，
由
於
偏
費
孟
德
對
塢
的
理
論
，
而
採
恥
「
一
一
權
分
立
的
原
則
。
但
正
如
鄒
丈
海
教
授
所
說
「
不
迦
從
憲
法
條
交
來

成

右
，
它
從
沒
布
拉
到
一
一
權
骨
立
的
一f
樣
。
它
祇
快
第
一
條
以
立
法
權
賦
悶
會

p

第
一
一
條
以
行
政
權
賦
總
統

s

第
三
條
以
司
法
權
賦
聯
邦
最
高
法
院
及

1克

閣
會
隨
時
設
立
的
聯
邦
缸
級
怯
位
。
這
種
措
別
投
機
的
力
式
，
乃
科
閥
憲
法
中
常
見
的
創
刊
以
技
術
'
並

K
小
能
切
心
花
草H正
卦
榷
。
對
以
聯
邦
滋
法
與
厭

和j

州
憲
法
(
一
七
八
0
)
相
止
，
航
州
很
明
顯
的
採
分
權
立
在
，
山
聯
邦
法
法
則
很
含
糊
。
」

(
註
一
(
四
)
當
然
，
雖
然
如
此
，
鄒
教
投
也
承
認
，
但

制
憲
者
重
視
卦
權
原
則
是
沒
仇
問
題
的
。
」

〔
詰
一
一
五
)
干
於
就
主
岡
各
州
憲
法
而-
H

幾
乎
都
沒
右
嚴
格
拉
取
三
權
卦
立
的
原
則
，
制
使
是
麻
陸

諸
華
州
的
亞
汁
的
，
嚴
格
的
說
，
似
乎
也
沒

A
完
λ
+例
外
。
關
於
一
迫
一
點
，
在
卦
析
主
闊
聯
邦
憲
法
的
權
威
者
作
「
聯
邦
論
」

(
吋y
o

可
府
已
。
吋mw
z
m
時

可
也
有
2
)
中
，
要
站
遜

Q
m
w
B
E出
且
品
。
且
在
「
對
三
權
八
刀
J
M原
現
的
官
義
之
故
什
與
確
定
」
的
第
凹
十
七
篇
裡
就
各
州
逐
一
般
7
十
分
高
唱

的
詳
盡
檢
討
典
確
定
「
若
把
各
州
白
山
法
加
以
赦
組
，
戚
們
發
現
。
儘
管
大
家
使
用
鄭
重
的
語
氣
提
出
了
逗
頃
原
理
費
而
且
有
此
州
還
肘
γ

絕
對
的

胡

來
陳

述
坦

h式
理

{日

Jt 
沒
有

個
川
的

山

法
甘
終
j<é 
E 

E量
極

權
)J 
部

門
:;t_; 
λ 
半

分
立

新

平
布

11 
繭
的

憲
法
出
世

身￡

迦

{ 

巳
似

乎
知

Z且
要

λ 

全

避
免
把
逅
的
部
們
混
合
起
來
，
是
恆
不
可
能
也
不
適
當
的
事
情
，
它
在
提
出
定
一
頃
原
暫
時
，
曾
對
它
的
虛
義
加
以
限
制
學
它
說

E
E

可
立
法
、
打
鼓

、
司
法
權
力
，
應
該
在
一
個
白
山
政
府
所
許
吋
的
範
間
內
儘
亞
蔽
之
骨
間
，
各
自
獨
立
;
成
有
說
是
只
要
這
種
卦
立
符
合
貫
通
整
個
憲
法
的
那
種
永



久
不
論
的
團
結
友
奸
精
神
，
就
應
儘
且
使
之
仕
命
。
』
吋
此
，
它
的
起
法
在
計
干
方
面
把
定
此
一
一
部
門
E
A
U起
來
航
幢
諸
裝
州
的
憲
法
拉
拉
山
這

基
本
的
問
仙
練
款
附
，
也
採
取
了
一
蘊
相
當
謹
鼠
的
態
度

G
t
官
一
卅
說
。
『
立
法
部
門
永
遠
不
得
打
便
打
敢
和
司
怯
權
力
，
成
一
直
立
怔
了
，
行

位
師
門
永
迫
不
得
打
位
立
法
和
叫
法
權
力
習
成
一
一
有
丘
任

-
9
叫
法
部
門
永
遠
小
梅
行
使
立
法
和
行
股
權
力
，
成
一
一
者
之
任
一

。

L
此
項
宣
布
i
元
全

聶
衛
孟
德
斯
鳩
怕
你
血
，
文
如
前
所
述

s

制
憲
會
議
拉
出
的
憲
法
締
造
也
永
遠
有
這
項
主
盲
。
在
只
是
限
制
仟
側
一
惘
整
個
的
部
門
不
得
行
做
其
它
都

門
的
權
力
。
航
州
憲
法
許
可
權
力
的
部
份
混
合
。
行
政
局
長
對
立
法
機
構
且
指
令
限
制
的
否
決
權
，
學
院
，
何
權
受
刑
叫
什
改
、
吋
怯
部
門
人
員
的
持
動

案
件
。
行
政
部
門
委
派
司
法
部
門
的
人
員
，
又
經
議
會
兩
院
建
議
祉
符
撤
換
他
們
。
還
有

5

政
府
官
旦
中
令
一
些
是
紅
作
出
立
法
部
們
派
仟
。
人
員

任
舟
，
特
別
赴
訂
政
人
員
的
委
派
，
就
其
性
質
而
吉
，
是
一
種
扣
政
職
權
，
臨
州
憲
法
的
制
定
人

9

于
少
在
這
一
…
貼
上
z

違
背
f

他
們
自
己
訂
下
的

吾有的想思法草根五父閻

K
M
i
o
m組
怯
ι
和
巾
廠
悍
狄
克
州
的
軍
怯
挂
牌
不
司
討
論
，
因
為
它
們
赴
在
美
陶
革
命
之
前
制
屯
的
。
世
時
，
我
們
現
在
所
機
抖
的
這
故
原
蹄
。
政
治

上
還
未
引
人
社
告
。
統
的
洲
的
商
注
對
定
一
問
姐
帶
未
提
歧
，
但
政
們
而
以
很
清
楚
地
君
出
來
，
制
定
准
法
的
人
似

T

已
經
注
意
到
，
對
各
部
們
加

以
小
適
常
的
白
人
門
?
吋
能
引
起
危
險
。
雖
抉
如
此
書
它
海

M
J
A
讓
村
肢
兀
且
對
i
υ
法
部
門
H
只
有
部
份
的
持
制
權
;
亦
使
司
注
叩
門
也

H
A布
相
側
的
結
制

權
;
它
甚
主
他
行
政
和
叫
法
部
門
聯
合
行
情
此
種
控
制
榷
。
議
會
人
員
和
行
政
常
品
在
一
起
學
加
入
事
仟
財
會
議

g

莘
一
瓶
衍
歧
和
司
法
官
几
間
，
處
理

川
揮
動
輩
們
的
法
庭
，
也
議
會
的
一
部
份
和
川
)
法
部
門
的
主
史
人
員
組
成
。
新
澤
西
州
的
憲
法
對
政
附
各
種
權
力
加
以
混
合
的
程
度
哥
大
過
別
面
所
說

各
州
的
苟
且
法
。
州
H
K
U
K
J
行
政
一
几
凸9
他
山
議
會
選
派
，
他
是
大
法
官
一
耐
心
去
缸
裁
判
官
9

他
革
措
叫
上
訴
法
院
的
法
官
，
議
會
土
銳
的
議
長
。
土
位
也

是
州
長
的
行
政
諮
詢
會
議
會
它
和
州
長
起
組
成

t

訴
法
院
。
吋
怯
部
門
人
旦
凶

i
v
法
部
門
委
派
，
經
議
會

F

院
拉
出
神
動
，
卡
院
司
以
撤
換
他
們

。
提
據
實
夕
法
尼
叫
州
的
憲
法
州

H
K
U
K
行
政
一
兀
峙
，
特
年
選
取
一
次
，
投
票
船
作
法
部
們
佔
優
勢
。
他
指
派
吋
怯
人
員
組
成
行
敢
指
詢
會
議

g
v

服

組
織
一
個
處
理
彈
勁
案
件
的
法
庭

g

東
審
叫
一
切
的
叫
法
和
行
政
它
具

o
E
G
M
法
院
法
官
和
治
安
推
車
，
似
乎
都
可
山
議
會
撤
換
。
芷
有
此
一
一
情
況
中

9

行
政
部
們
A
h

使
赦
免
權
時
留
對
話
叮
訶
議
會
的
意
見
。
行
政
諮
詢
會
議
的
故
員
，
在
全
洲
內
都
是
政
府
委
恆
的
依
按
職
權
的
指
安
般
事
。
在
德
拉

正
洲
內
，
行
歧
兀
且
每
年
山
議
會
選
舉
。
議
會
上
下
兩
院
的
議
長
，
是
行
政
部
們
巾
的
副
州
長
。
打
鼓
兀
台
和
川
個
選
派
人
員
，
上
「
兩
位
有
選
出

二
I人
p

刺
炭
最
高

L
一
副
法
院
。
，
他
與
立
法
部
們
青
山
門
選
派
其
他
的
法
白
。
在
各
州
內
，
議
員
叫
乎
可
能
叫
時
也
是
治
安
推
車
;
在
這
個
州
內
，
議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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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

小
某
一
院
的
議
員
都
是
社
攝
職
權
的
治
安
推
車
，
他
們
州
時
也
是

h
政
諮
詢
會
議
的
成
員
。
打
政
部
們
的
L

要
ι

且
山
議
會
委
一
狀
;
議
會
的
l

院
組

成
車
開
押
劫
案
的
法
庭
。
將
過
議
會
建
議
叮
以
做
換
一
切
的
官
品
，
馬
皇
蘭
州
川
桔
甘
心
屯
的
態
度
採
一
們
了
泣
頃
原
則
，
它
出
口
布
准
立
法
、
村
政
、
和

司
法
權
力
應
該
永
遠
八
刀
立
。
雖
管
恥
此
，
它
的
這
法
既
定
行
歧
古
拉
由
議
宙
選
派
，
吋
法
人
員
則
山
行
政
部
門
委
派
。
雖
吉
尼
山
在
短
一
細
問
題
上

主
型
的
態
度
區
為
間
顯

q

屯
的
古
龍
門
門
布
說
『
立
法
、
行
政
、
叫
怯
邱
門
准

F

分
立
9

將
使
怔
一
個
都
不
得
行
使
屬
於
他
一
部
門
的
甘
當
權
力
，

任
何
人
亦
不
得
川
時
打
使
二
大
部
門
小
兩
種
以

l

的
權
力
3

除
了
議
且
可
以
拾
行
忱
地
方
情
安
推
事
是
例
外
。
』
可
足
，
事
車
上
例
外
亦
不
限
於
次
級

法
庭
人
員
，
行
政
局
長
和
他
的
行
且
會
議
的
成
員
都
是
由
議
會
選
派
;
議
會
伯
特
三
年
巾
川
以
隨
意
偷
換
打
政
會
議
的
兩
桐
成
此
，
所
有
行
政
山
閱
(
叫

文

法
部
鬥
的
主
覽
有
自
均
由
議
會
派
仟
。
在
華
社
懼
怕
況
中
，
打
歧
赦
免
權
也
屬
於
立
法
部
門
。
北
創
辦
揖
糊
的
志
法
宣
怖
說
『
法
、
打
政
、
和
社

一
川
一
叫
吋
法
權
力
悠
該
永
遠
仔
L
U
a

』

但
是
，
它
小
只
是
揖
權
議
會
選
派
利
政
古
長
，
並
品
匕
有
權
吾
派

切

1
世
的
行
政
和
叫
注

H
H

。
巾
卡
即
如
某
一
們

學院

州
的
憲
法
規
定
，
自
立
法
部
門
正

S
J
刊
敢
首
長
。
丘
扭
捏
他
議
會
委
派
叫
法
人
口
，
其
本

k

包
恬
情
安
抗

S
F和
船
長
在
內
，
垂
派
打
扎
眼
前
的
，
E
U
卜
州

隨

內
的
海
閃
開
怖
的
上
尉
軍
官
為
正
。
喬
納
巨
的
憲
法
宜
怖
花

『
V

法
、
h

政
、
吋
法
部
門
時
千
分

v
'

仕
任
一
部
門
均
小
得
行
使
屬
於
他
一
部
門
的

列

立
起
權
力
。
』
圳
是

9

政
們
發
現
衍
歧
肯
自
係
由
議
會
選
派

E
n
k後
打
使
赦
免
權
的
也
是
議
會
c

甚
A
l令
地
悄
安
推
事
椰
是
由
議
會
委
悵
。
社
土
述

例
手
中
，
我
們
活
且
立
法
、
“
政
、
司
法
二
大
部
門
桂
非
完
于
骨
立
。
在
有
些
例

f

中
，
它
們
由
股
伊
-
J且
比
一
權
力
從
人
們
恃
太
過
份
，
且
于
抓
不

祠
的
權
力
質
際
1
A
n
M叫
起
來
，
結
果
違
背
f

它
們
提
山
來
的
基
水
師
原
則
。
沒
有
一
部
憲
法
對
亡
們
所
使
出
的
一
一
→
權
公
社
原
則
，
制
定
J

個
過
詣
的

實
施
辦
法
。
」

(
註
一-
1
)

所
做
的
詳
聶
磁
討
曲
(
碟
，
是
，
我
們
說
可
以
前
如
此
地
「
解
，
主
閥
各
州
的
憲
法
，
所
謂

根
據
麥
迪
遜

4
4
段
對
各
州
逐

盡
1

三
權
分
立
的
陳
圳
，
、
E

史
還
是
罰
手
在
多
於
賣
價
。
閃
此
，
A
H
只
幣
的
面
施
辦
法
中
，
社
泣
令
嚴
格
遵
守

-
K一
原
則
，
柏
拉
的
，
一
陸
總
是
抖
的
刊
也
少
一

戒
少
的
則
沒
什
種
不
阿
的
力
式
混
合
。

根
據
以
i

的
教
述
，
只
是
敲
開
主
關
聯
邦
憲
法
是
根
按

J
一
榷
卦
立
的
眼
則
而
制
定
，
各
州
芷
法
川
即
被
非
如
此
。
可
是
，
古
法
的
規
定
是
一
何
事

，
而
L
n際
的
連
用
蚓
川
能
是
川
→
件
事
，
特
別
是
社
憲
法
且
已
不
太
適
當
峙
，
在
草
除
逼
問
吋
多
半
會
止
核
。
即
使
容
就
主
國
聯
邦
志
怯
山
一
口
，
實

際
運
用
的
結
果
又
如
何
呢
。
也
就
是
說
，
是
仟
值
川
抖

A
u
f
注
怯
的
規
定
把

A
V
關
於
一
泣
一
點
，
M
川
且
對
於
美
關
政
用
納
布
研
究
的
學
首
都

γ

削
阱
，
實



際
卡
並
沒
南
先
八
訂
符
合
憲
法
的
規
定
。
喘
格
在
科
口
。
仕
口Z

可
向
叫
個
口
ω
。
口
)
、
麥
克
字
利
(
已
。
凶
口
開

E
n
z
5
3
)
人
們
「
美
關
政
府
制
度
」
就
概

村
的
指
山
「
八
刀
權
是
主
國
民
i

政
治
的
羊
水
特
色
，
但
受
到
很
多
批
評
。
士
們
也
一
人
認
抖
的
三
個
機
關
立
中
的
一
個
成
兩
個
，
能
夠
得
到
大
多
的
影
響

力
。
例
如
他
們
抱
怨

9

總
統
利
用
電
視
、
廣
播
、
石
僻
、
記
者
招
符
會
、
仟
命
懦
、
以
及

桐
大
的
冒
僚
制
總
9

常
常
支
配
f

闖
世
。
批
評
也
斷

口
總
統
憑
軒
行
位
命
令
以
及
對
於
法

h

任
命
的
控
制

9

背
對
叫
注
叩
門
仙
值
的
肉
。
法
院
也
品
位
指
責
，
侵
犯
f

時
常
屬
於
試
他

γ
閻
部
門
的
權
力
。

」

(
吐
二
七
)
這
提
問
思
。
在
賀
際
迎
問
時9
無
法
嚴
格
堅
行
分
權
的
原
則
。

般
說
來
，
特
別
足
總
統
職
權
的
擴
充

9

樂
于
已
使
企
權
原
則
兩
存
在

。
關
於
一
站
阱
，
梧
盟
扭
土

C
竺

E
Z
E
)
右
扣
常
詳
盡
的
扯
開
述

(
明
日
「
U
O
ω
帥
的

~
林
肯
鱷
統
兼
施
執
法
者
及
總
司
令
的
軸
權

g

總
統
的
權
力
範
崗

益
服
擴
充
。
他
封
鎖
口
岸
，
號
引
志
願
軍
嗯
徵
集
州
的
民
兵
，
你
戒
服

A
N
f
增
州
f

許
多
新
的
犯
法
打
為
並
暫
時
廢
吐
人
身
缸
護
法
令
，
圳
仕
若
干

長吋的起忠法主權2王文國

出
版
物
作
郵
件
投
逝
，
而

H

還
解
數
奴
隸
，

=
-
K一
切
都
本
經
關
會
事
前
同
意

9

也
沒
有
遭
到
叫
法
的
推
桶
，
降
于
一
十
世
紀
，
政
府
擴
大
干
均
純
濟

生
活
9

史
使
總
統
職
權
再
度
擴
充
。
公
狄
奧
多
，
羅
斯
耐
且
威
爾
遁
的
強
有
力
總
統

H

內
，
開
始
但

A
H
「
委
-
h」
札
法
的
需
的
執
』9
此
緝
需
要
結
果
把

不
斷
1

預
這
個
闖
京
的
經
濟
生
活
的
權
力
轉
靜
給
行
政
部
門
。
同
然
此
中
的
需
要
部
份
吾

f
h給
半
謝
L
V刊
的
委
員
會
，
但
也

L
竹
重
要
部
份
委
託
給
總

統
直
接
管
內
的
各
部
們
和
各
機
構
。
在
僻
商
克
林

a

配
帕
斯
耐
仟
內
g
ν

法
阿
拉
專
門
仕
的
件
質
增
並
專
門
抖
咒
他
的
拉
斯
壟
斷
。
志
也
是
使
總
統
職
位

的
影
響
力
向
此
增
加
的
問
素
。
可
是
和
斜
對
前
總
統
布
史
泊
起
關
係
的
要
算
『
危
難
領
導
權
」
的
理
論
，
岐
照
此
種
理
論

9

政
府
治
理
大
致
上
變
為

連
串
的
『
打
動
計
劃
』

，
在
危
難
領
域
院
已
Y

廣
大
權
力

p

法
隨
著
進
打
激
烈
而
影
響
重
卜
人
的
行
政
r
L
作
。
當
峙
的
形
勢
押
，
人
民
都
尋
妝
強
打
力

的
組
m
M
E
有
9

響
眩
昆
對
軍
車
明
叫
現
出
的
出
色
的
就
呂
力
。
第
二
次
仙
界
卜
入
戰
互
接
揮
肉
主
的
一
連
串
岡
際
危
機
，
A
W
林
斯
耐
和
杜
魯
門
任
內
更
擴
充

了
總
統
的
職
權
和
影
響
力
已
摧
斯
一
瞄
以
驅
逐
艦
換
取
偽
軍
某
地
。
主
以
雅
爾
達
且
其
他
地
方
的
都
需
協
定
人
致
的
抉
心

f
R

他
氏
族
的
命
運
。
軍
隊

未
經
中M
戰
而
派
到
韓
闖
京
打
仗
，
作
為
什
忙
聯
合
闕
憲

t
m
下
履
行
主
關
義
務
的
一
種
『
會
察
打
動

L

。
總
統
A
C什
叫
以
按
照
自
己
的
皂
思
件
歐
洲
長
久

駐
紮
w
i隊
仍
為
憲
法
七
憋
肉
末
訣
的
出
題
。
杜
魯
門
總
統
為
了
。
世
捍
危
機
時
期
防
正
罷
丁
起
且
，
未
經
閣
會
授
權
巾
仙
個
鋼
鐵
廠
，
凶
為
磁
越
了

總
統
權
力
的
說
街
法
律
界
限
。
制
魯
門
今
『
馬
歇
爾
訂
訓
」

、
技
術
餒
助
計
創
及
韓
國
發
揮
f

強
令
力
的
領
海
作
用
會
並
沒
布
表
示
其
職
務
範
惱
街

仟
U們
滅
綿
的
叫
跡
象
，
然
而
艾
碎
豪
卸
採
取
且
較
保
守
的
立
且
，
甘
迫
泊
是
採
取
羅
斯
一
瞄
且
村
魯
門
的
意
兒
。
」(註
二A
)
特
划
是
A

一
九
1

台
一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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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月
十
一
日
，
甘
逼
迫
總
統
在
記
者
招
待
會
公
開
掙
擊
美
國
鋼
鐵
公
司
通
貨
膨
脹
性
漲
價
時
，
使
總
統
的
權
力
特
別
異
常
地
表
現
了
出
來
，
在
一
個

堅
信

自
由

的

團
軍

甘
迺

迪

總

統
的

如
此
運
用
總

統
職
權

雖
然
極
共
和
黨

在
車

議
院
和
眾
議
院
的
領

袖
聯

A 
口

指

責

是

「
警

察
國
家
」

總

統
還
是

得
到
了
政
治
上
的
勝
利
。

(
註
二
十
九
)
至
於
甘
迺
迪
總
統
以
後
的
詹
森
總
統
，
情
形
也
沒
有
顯
著
的
不
同
。
唯
有
在
水
門
醜
聞
鬧
得
天
翻
地
覆
雨

尼
克
森
快
要
辭
職
的
時
期
，
總
統
的
職
權
才
閥
始
降
低
。
特
別
是
到
了
一
福
特
總
統
，
由
於
他
是
美
國
歷
史
t

第
一
位
不
是
人
民
選
舉
出
來
的
總
統
，

E
由
於
垂
議
院
和
眾
議
院
都
是
掌
握
在
民
主
黨
手
裡
'
也
由
於
水
門
醜
聞
對
於
總
統
職
位
車
身
的
衝
擊
，
總
統
的
職
權
有

f

劇
降
的
趨
勢
。
可
是
在

一
九
七
六
年
卡
特
當
選
總
統
以
後
，
情
形
文
不
悶
了
，
總
統
的
職
權
主
大
為
提
高
。
如
一
九
七
八
年
十
三
月
十
五
日
，
卡
特
事
先
不
與
閣
會
種
繭
，

守

斷
然
井
面
宣
布
，
終
止
中
美
共
同
防
禦
條
約
，
而
與
中
共
建
斐
，
便
是
明
顯
的
例
子
日
今
天
，
雷
根
總
統
由
於
在
前
四
年
任
期
中
，
總
統
權
力
的
卓

學

越
表
現
，
而
更
贏
得
當
選
連
任
。
因
此
，
羅
斯
達
〔

C
E
n
o
口
「
凶
g
z

口
2

悶
。m
E
E
志
在
「
美
國
總
統
」

(
4冒
個
〉
E
O
2
n
m
p

可
H
O
E
a
n
w
間
仍
可
)

脆

中
早
就
指
出
「
這
一
切
印
證
使
我
認
為
美
國
行
政
發
展
的
特
出
本
色
，
是
總
統
戰
權
利
威
望
的
增
進
。
此
種
增
進
不
是
有
規
律
的
;
它
有
劇
降
的

隨

時
候
，
也
有
桐
湯
的
時
候
。
強
有
力
的
總
統
之
擾
，
緊
隨
著
毫
無
實
力
的
總
統
，
在
每
一
個
『
獨
截
者
』
立
扭
，
閣
會
總
會
洋
洋
得
意
的
『
恢
撞
開

國
主
動
V們
聰
明
地
安
排
了
的
均
勢
』

。
然
而
所
謂
劇
降
是
有
名
無
實
的
;
每
-
位
剛
強
的
新
總
統
，
總
是
提
最
值
一
位
剛
強
的
總
統
到
達
的
地
點
巷

研j

步
繼
續
前

進
。

以
歷

史
視
之

似
難
否

認

總

統
戰
位
向

上
趨
勢
的

必
然

性

這

個

趨
輯
是

斷
斷
續
續

但
也
是
無
可

改
變
的

。
」

(
註
三
O
V

總
而
言
之
，
三
權
分
立
的
原
則
，
在
實
際
上
早
就
受
到
總
統
職
權
擴
大
的
損
害
。

所
以
，
古
特
爾
(
同

的
的

E
E
-
-
)早
就
批
評
說

E

「
一
般
A
N權
的
學
說
，
雖
然
都
含
有
極
具
價
值
的
政
治
原
則
，
但
在
應
用
這
學
說
時
，

祇
共
有
有
限
的
意
義
。
如
根
據
立
法
、
村
政
、
司
法
等
職
掌
導
完
全
一
卦
立
的
原
理
，
是
訣
不
能
使
故
府
組
織
成
功
的
。
在
現
代
所
有
的
國
軍
中
，
這

此
一
部
門
是
多
少
具
有
關
係
和
相
互
依
額
的
。
每
三
種
都
行
使
著
若
干
權
力
。
這
些
權
力
，
在
理
論
的
嚴
格
應
用
之
下
，
也
都
屬
於
其
他
部
門
的
。
祇

有
司
法
部
門
的
地
位
，
在
通
常
中
最
有
卦
別
和
最
能
獨
立
。
法
官
的
職
位
，
通
常
都
能
充
份
的
持
久
，
不
堂
還
學
他
們
的
團
體
的
控
制
。
他
們
的
職

時
芋
，
都
有
仔
細
的
限
制
和
保
護
。
各
國
骨
特
別
致
力
於
使
他
們
不
受
政
治
上
的
偏
私
，
和
外
來
的
影
響
。
但
在
立
法
部
鬥
和
行
改
部
門
的
官
員
所
負

的
職
章
中
，
卸
均
告
有
司
法
方
面
的
成
份
在
內
。
而
法
院
也
在
共
同
創
制
著
告
律
與
施
行
法
律
。
立
法
機
構
不
獨
在
創
制
法
院
所
應
用
的
接
律
，
而



日
成
了
揮
動
軍
們
的
法
院
。
」

(
註
一
」
已
由
於
三
權
分
立
的
缺
點
，
卡
拉
→
學
者
使
主
張
封
踩
其
他
仕
類
。
在
一
尪
種
l

張
中
，
就
有
人
主
張
把
政
府

權
力
封
為
4
1榷
。
例
如
戴
世
(
口
自
古
巴
提
議
，
把
政
府
權
力
卦
成
審
議
權

(
口
已
=
。
「
E
E
O

可
0

萬
巾
門
)
、
立
法
懦
、
村
歧
權
、
執
尸
們
權
(
〉n
h

S
5

且
可

E
E
O
M
M
0萬
。
門
)
及
斗
法
權
五
符
(
副
一
一
一
一
一
)。又
如
韋
得
H
R
(司
已
言
戶
m
E
M
Y
)扭
議
，
在
人
ρ

法
〉
行
政
、
叫
法
三
權
以
外
，
如
加
增
選

師
們
桂
、
制
衍
權
兩
榷
。
(
註
一
一
)
彼
此
的
主
張
，
雖
然
不
盡
相
間

9

但
不
桶
立
一
二
權
仕
立
的
原
則
，
卸
顯
然
是
一
致
的

G

仙
是
9

般
學
者
對
於
一
二
機
八
訂
立
宜
際
缺
熙
的
f

解
9

賞
我
遠
不
如

陶
女
採
划
。
依
照

閱
(
犬
的
意
思
，
這
種
缺
戰
最
主
要
的
有
兩
點
符

「
全
國
官
吏
s

為
由
選
舉
得
來
，
布
山
委
何
向
來
的
。
懼
，
削
本
無
考
試
的
制
度
，
所
以
無
論
是
選
傘
，
是
委
任
，
甘
街
很
大
的
流
弊
。

4挑
選
舉

上
品
，
那
仙
略
布

μ

才
的
人
，
便
去
巴
結
崩
氏
，
運
動
選
舉
。
都
比
一
研
制
思
想
一
的
俏
的
，
反
郁
悶
訥
於
U

才
，
無
人
f
A物
但
他
。
所
以
美
闢
代
議
院

主甘苦1 起思法主權五艾閻

巾
，
件
但
有
屈
指
鈍
卸
的
人
，
如
咒
雖
在
內
3

那
麼
是
宜
在
可
笑
。
坑
害
任

L

說
目
都
起
跟
著
大
統
領
進
退
，
美
閥
共
和
魚
、
民
午
籬
，
山
東
是
以
選

舉
為
典
鹿
，
適
當
換

f
l

八
統
價
9

山
內
閣

A
Z」
郵
肢
川
長
9

不
K
J
L
八
七
商
人

g

何
時
俱
模

9

所
以
美
國
政
治
腐
敗
散
撞
，
赴
各
閥
所
仰
仗
有
的
。
這
樣
看

來
，
都
是
有
選
制
度
不
發
達
的
原
故
。
」

(
註
一
山
)
所
以
，
在
三
權
卦
立
制
度
之
下
，
每
選
制
度
不
發
達

4
宜
在
是
第
一
惘
主
盟
的
缺
點
r
o第
二

「
現
任
扛
一
直
名
闕
，
研
院
街
小U
A
J
H
L
法
機
關
無
布
監
督
的
權
限
，
那
權
恨
雖
然
有
棋
布
弱
，
總
是
小
能
獨
立
，
內
此
生
出
無
數
弊
病
。
吐
方
姜
國
科

位
前
叫
研
制
議
院
掌
喔9
性
技
攪
用
此
掉
，
卅
研
制
行
政
機
關
，
做
他
小
得
不
俯
首
聽
命
，
凶
此
常
用
成
為
議
院
專
制

9

除
非
有
捕

t

大
峙
的
大
總
統
，
如

林
昌
、
要
堅
泊
、
何
評
斯
耐
等
9

才
能
達
到
，
叫
歧
獨
立
之H
的
。
-

(
前
三
月
)
所
以
，

A
T
一
權
卦
υ

制
度
之
k
l
9

立
怯
機
關
兼
串
監
察
權
，
賈
在
是

前
一
個
土
耍
的
缺
點
。
其
實

p

仰
、
論
就L
V
M
K綾闊
無
宇
監
察
權
來
說
，
成
是
就
行
政
棧
關
誰
叫
于
考
試
權
來
說

9

闕
命
人
所
指
出
的
缺
鈍
，
已
經
是
I
l

權
古
法
學
吉
明
公
一
品
的
了
。
先
就
立
法
機
關
必
然
也
亨
監
察
機
的
缺
熙
來
說
，
誠
如
謝
瀛
洲
先
生
所
指
出
，
最
午
里
的
大
約
品
問
端
。
「
第
一
、
各
關
立

法
機
關
9

太
多
由
兩
院
組
搬
山
成

p

以
監
品
之
權
，
操
之
於
兩
位
，

w
的
使
政
府
右
兩
站
之
間
難
為
甜
立
感
。
第
一
了
處
於
近
代
政
黨
政
治
之

F
E

議

會
議
員
，
u
M
n甘
露
歧
附
岫
臨
的
此
位
對
熬
，
灰
對
黨
之
於
政
附
，
則
吹

E

求
疵
，
肆
意
攻
擊
，
政
府
黨
立
針
政
附
，
則
聶
力
擁
護
，
開
耐
用
圳
俺
瑕e
糕
品
嘗

/
ι已
開
心
，
乃
成
」
L
h
夕
數
3

故
故
附
聽
於
議
會
若
佔
多
數

5

制
拉
附
川
藉
議
宙
之
相
護
，
仟
亞
妄
為
，
間
擷
闢
民
全
體
之
利
話
。
蓋
少
數
揖
於
此
梅
奇

'
~
世
只
不
能
以
令
效
之
方
法9
監
第
政
府
也
。
反
乙

9
r
k
對
無
仙
多
數
於
議
會
，
則
川
桔
良
立
政
府
，
亦
將
受
議
會
抨
擊
，
力
「
主
動
輒
得
軒
9

小
能
保

! <10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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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

丘
地
忱
。
即
使
在
鮑
統
制
下
，
利
政
機
闕
，
小
附
議
會
之
抨
擊
而
動
搖
，
然
終
不
免
因
議
會
乙
型
肘
，
而
使
其
股
策
之
質
施
，
感
甚
多
之
間
難
也

9

故
議
會
之
不

{
H捶
按

W
F
M寮懼
，
文

4霓
虹
i
L原
因
，
人
竹
於
議
會
骨
干
立
缺
泣
公
的
l

誰
啊
。
第
一
一
、
議
會
之
職
藹
，
拍
於
制
定
法
律
，
封
並
于
以
監
察
政

的
之
職
權
，
則
議
員
將
H

處
依
此
恨
之
避
滴
巾
，
勢
必
川
山
故
棄
其
立
法
之
本
轍
。
第
四
、
議
會
好
干
，

H
A若
不
齊
，
而
毒
品
之
地
位
，
又
睡
不
安

間
，
按
滑
青
遂
欲
持
民
勢
力
，
及
峙
典
政
府
勾
聯
，
而
趾
府
因
欲
免
除
議
會
之
監
察
且
牽
制
，
以
造
時
丹
私
間
，
文
山
W
C小
惜
得
祿
且
金
錢
以
與
世
結
9

然
間
民
利
益
之
挂
失
於
此
祥
的
頁
頁
中
詩
，
已
不
知
幾
許
矣
。
」

(
計
一
一
→
川
)
再
航
行
政
機
關
謙
虛

7
再
試
榷
的
做
熙
來
說
，
也
如
謝
瀛
洲
先
生
所
捕

出

一
以
再
試
取
才
，
其
法
令
爪
肉
，
現
在
做
美
各
闕
，
除
少
數
政
指
出
由
於
民
選
或
特
作
外
，
其
餘
事
嗨
，H
均
以
考
試
方
法
故
取
立
。
州
尸
歐
主
各
國

主

之
考
試
，
或
向
無
特
設
立
機
闕
，
或
則
每
試
機
關
係
隸
屬
於
打
歧
權
之
卡
，
均
如
世
於
偏
私
之
做
什
故
，
利
政
山
，
考
試
兩
權
實
共
有
白
相
牽
制
之
強

亭

川
，
若
人
n

此
兩
權
而
為

，
則
效
則
入
失
，
而
弊
端
立
見
。
苦
在
此
場
〈
M
E
-
h
政
機
關
於
考
拭
峙
，
既
川
錶
取
私
人
札
以
前
，
快
考
航
時
，
白
吋
庇
護

E 

之
於
後
也
。
一

(
討
一
二
七
)謝
先
生
的
后
且
，
顯
然
把

國
史
遺
教
做
「
更
進
一
步
的
發
悶
，
也
把
二
權
分

l
J山
的
缺
熙
做
了
便
進
一
層
的
說
間
。

院

-
-
一
權
八
刀
立
的
理
論
，
雖
然
受
到
很
多
闖
京
的
重
視
，
特
別
是
是
主
闕
所
4
小
組
，
仇
由
憲
法
宜
際
組
川
扎
特
圳
是
賞
際
運
卅
的
結
U
A
E州
蚓w
h
d
明
這
種

于可j

取
什
諭V
W
K小
見
!
什
街
效
，
何
況
山
v

法
繼
關
推
宇
監
察
構
成
自
行
股
機
關
榮
幸
考
拭
權

9

都
有
史
大
的
缺
點

γ
所
以
，
為
求
創
立
種
古
主
的
政
治
制

N 

周
先
便
以
三
權
骨
立
做
背
，
進

-
b
創
J
V
-
f
τ
η
榷
憲
法
的
理
論

υ

詮

串串

卉

副
間
商
圳
著
中
華
民
關
憲
法
哉
!
-
K
頁

E

;i l 

在
激
生
產
比
較
巾
廠
法
，
一

λ
向
于

註

林
缸
片
相
持
政
治
科

m勻
的
只
玖
府
，
第
阻
肘
，
九
二
一
→
頁
們
九
一
回
頁
。

註

問

刊
主

l
u
-
-
z

kJlj-fz 

-頁一
風
致
使
喘
著
比
較
完
法
，
-
h

五
反

h

" 

r 

巾
央
改
站
妥
且
揖
史
料
編
發
妥
ρ
、A
T航

訓
杭
州
小
喜
之
七
，
-
C
E
本
一
一
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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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註註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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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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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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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中
央
雪
傳
部
出
版
總
理
遣
教
，
當
講
實
三
六
頁
。

1 、

在
激
生
著
比
較
憲
法
，
二
一
九
宜
。

九

月
書
，
一
一
二O
頁
巴

軍
獲
堉
比
較
憲
法
，
一
-
七
六
頁

可
謂

n
o
w
o
p哥
且
E

哲

E
F
E
M
E

τ
『
已
。ω
o
h
v官
司
間V
A
U
U
N
N

M
σ』
包

M
U
O】
切

劉
慶
端
著
。
比
較
憲
法
一
七
六
直
至

℃
七
頁
。

T
F
D
】
戶
可
Z
m
c
凶
。
口
除
巳
拘
位
D
m
z
n

了
。
口
司
〈
也
吋
呵
。
〉
E
Z
-
n
m
卻
戶

ω
峙
的
"
。
目
。
凹
的
。
〈
何
時
口
目
。

p
r
E

口
再
向dn
n凶
悍5
P
M
M

謝
叔
斐
諱
聯
邦
諦
，
一
一
六
九
頁

向
書
，
二
七
五
頁
。

同
脅
，
-
一
八
八
頁
一
一
八
九
頁
。

過
質
譚
偉
大
的
預
損
|
|
美
國
憲
法
草
擬
和
批
准
的
故
事
，
三
五
頁
。

石
衍
長
護
政
治
學
，
三
間
二
頁

同
番
，
一
一
間
一
-
E
D

劉
廈
端
著
比
較
矗
法
，
}
入
一
頁
。

都
丈
海
著
比
較
撞
法
?
八
王
軍

d
E
芹
月
巴
巴
口
已
】
]
盾
。
z
h
w
E
R

旦
a
N
5
F
P
E
O倚
門
口
。
。
〈Z
H
M
宮
。
E
m
F
R
R
M
O已
W
C
O
P
旬

N
H
N
N

臨
文
蹲
著
比
較
憲
法
，
二
四
一
頁
二
四
二
頁
。

同
霄
，
二
四
二
頁
。

謝
叔
斐
譯
聯
邦
諦
，
一
一
七
一
頁
至
二
七
四
頁
G

凡

“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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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七

許
二
八

註
→
丸

註
三
1

註註在

又

註

囚

在

五

阻

許
一
一
六

直

註

七

刊

叫
阿
佐
持
譯
美
關
政
府
制
度
，

λ
七
直
至
叭
叭
九
頁
。

句
。
同
間
已
切
。

2
h
v
u
m
m凶口
F
E
n
r
ω口
】
呵
呵
-
J「Z
m
k
p
s
m
M
-
v
n
m
D

切
可
丘
。
閥
割
。
峙
。
。
〈
可
口
自
命
口

F
U
戶
口
什Z
O
E
Z
。
口
叮
叮

ω
N

i\ 
四

』
。Z
口
出

J

大
維
譯
美
間
政
俏
的
實
踐
，
三
一
六
頁
辰
1
干
三
間
頁
。

關
計
扣
一
譯
美
關
總
統
，
六
丘
頁
。

石
站
長
譯
政
泊
學
，
一
一
問
問
直
至
二
閻
王
頁

G

已
ω
m
戶
。
可
、
叮
叮
何
巳
叩
門
們
已
。
它

B
m

口
付
。
叫
什
宮
內
切
"
E
F
M
M
戶
戶

4
4
J
Z
o
c
n
E

是
甸
、
『
宮
。
。
〈
。
門
口

B
O
D

阱
。
h
E
。
司
已
司
口
的
E
Z
F
M
M
N
E

中
央
改
造
委
員
會
黨
史
史
料
相
第
采
坎
貝
會
偏

總
郎
平
占
之
口
，

同
占
，
一
→
良
主
主
問
頁
。

謝
誼
洲
替
中
華
民
團
軍
法
論
，
二

C
豆
豆
一
二
頁
。

同
有
二
二
頁
。

直
至

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