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丶
·

號 專 案 慘 入 ＇二 二灣
尸
合4
E

t̀  

;,','.' 

Il 

·
I 
.. ' 

'
t̀ , 

F,`. 

' ． 針指之年靑·車拍之治自·鋒前之主民．，＇

-1.t. 
削．

, 
.̀  

·
一 . 

·· 
丶̀

 , 

' ` 

.: 

元千二幣法肼毎
',,,,., ..'"'"" ""''':"""''"'""'"'"· '一,.,.. , ..... 一

（期六十第）． 書叢鋒前

,J. 

i · ,' ` L
、

\ 

.. . 

.. 

三
四

..................... 

蕾
嶋.... 

卷
四

宇
宙
光

…·: 

+
·1 

台
人
如
此
話
台
灣
：
·
：
·
:
·
`
．

、

台
灣
旅
滬
六
團
體
關
於
台
灣
事
件
線
告
f
F
:
·
·

：
十
六

二
0

·:··:··:··:·:·:·:·::;

·
·d 

國
人
如
此
話
台
灣
·、

2
.

＼
，

.
X-H  ̂

:·:·:·:·:·:·:··:;··:· 

外
人
如
此
話
台
灣
．

．

．

｀

藝

文

文

[
7

裁
：
－
元

-:………· 

戰
後
登
廬
記
U
-
)

.
__n-l 

.
. 

編
者
之
話
;
:
·

··
…
…
…
·
:
．
＾
…
…
…
…
·
·
;
:
·
:

小
前
鋒

＇

台
灣
封
榊
榜

e 、
.
,．

i

丶｀
．

目

`} 
kp ,' 

` ,̀ , 

｀

祉
論

f
.

流
汗
爲
詛
國
，
撣
淚
話
台
讀
：
·

` 
4
圃：

守文
[

五

爲
一
－w
＾
曇
案
呼
籲
：
．
t

：

{．
盧
文
奎
：
；
：

八

台
灣
H
礦
攻
策
改
革
之
方
案
：
＇．
嵐
女
蕨
…
…

…
…
…
：

r

：
鄭
成
功
遺
作
：
·
·
:
+

秋
望
(
七
官
律
)

十

螺
陽
居
士
…

·
·
r

哀
三
天
；
；
，
；
…
…
…
…

量 , . 

. : .. !:·:-- 

街封開市北台． ．
檁三號 O 四·

址地 版出祉誌雜鋒前

.!
`

？
1
續
~

民
四

' 

國
月
= 

十
一1一

' 

十
苴

六
出

年
版

., 
餉



一 2 --

丶

. 

」

:
I
·

·
·

·
·
·
F
,
I
I
I

I

-·

·
-
·

-·
1
m

冒

I
I
L

』

1
m

昌

·
·
·
·
m
_
I
·

「

`
_
,
l- 

武
力
抗
爭
，
最
後
乂
有
了
多
蠶
的
熱
血
宵
年
亡
命
到
乩
國
，
參
加
八
年
抗
吡
，
緒
泯
打
倒

r
a
*
0
台
灣
因
之- 

歸
還
詛
國
，
毎
僙
台
灣
人
郤
怎
到
楙
放
來
臨
，
自
此
戱
詣
過
濟
自

i
u平
等
，
安
居
樂
業
的
尤
天
化
日
。
那
哀
綑

道
，
日
本
人
的
束
釋
解
了
＇
蒸
血
台
灣
省
行
政
長
官
＾

A
署
一
班
官
兒
的
手
却
緊
緊
的
抓
瘤r還
塊
肥
肉
」
，
而- 

苑
不
肯
r放
」
呀
！

．

｀

囘
置
光
復
一
年
後
的
台
省
；
，
由
理
喝

．

皿
到
實
際
，
新
政
的
來
臨
開
蜍
於r
接
收
」
面
國
色
．
，
人
心
的
一

- - 

. 

r鼴
反
」
由
r不
平
等
待
遺J
龕
機
；
省
參
譎
會
的
成
立
和
參
政
釷
的
選
舉
，
造
面
工
癌
r新
御
用
紳
士J

.

.
，
國
大
代
耆
鸞
蘆

f

省
長
的
民
臨
。
省
內
徵j
t
A
,＇
月
加
，
公
營
告
牽
翌
麪
＾
因
用
至
不
登
某l^

，
築
使
各
業
牛
身
不
逯
，
因
之
失
業
者
之
欺
不
能
勝
薯
。
物
價
丙
官
僚
資
＊
的
剝
則
和
台
幣
的
亂
發
，
一
漲
而

启
'
,
不
知
某
終
止
黇

0

以
往
以
產
米
和
稍
，
聞
名
於
言
界
的
台
灣
米
，
糖
價
，
反
比
土
溮
，
香
港
－

，
廈
鬥
等
池
得
。
閏
是
民
生
梁
炭
，
民
不
聊
生
，
治
安
也
就
發
生
毛
病
了

0

政
治
的
推
行
艮
用
不
癢
远
l

l

由
米
的
統
制
，
煤
和
糙
的
「
牛m
^
J
·
蓋
維
稅
的
德
要
等
等
都
是
所
讀
新
政
的
一
班
。
＾
＾
醃
＾
且
與
軍
f

癌
的
不
守
法
，
纂

r左
營
事
件
J
,
'

凸
纂
亭
亡
，
為
織
之
以

r員
林
事
件
」
，
湝
耷
闈2
l

- 
的
貿
易
專
賨
二
局
的
事
件
等
等
，
一
切
的

I
切
都
不
塩
囘
混
。
台
民
由j
熟
咾
」
而
英
芒
，
眼
見
錦
臚
山

．」

河
到
臨
瘡
痍
。
於
是
痛
懊
了
如
此
官
僚
，
如
此
政
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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涙
詰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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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2

戰
全
面
的
禮
發
，
緄
濟
瓿
端
紛
亂
昀
日
前
，
國
墓
迢
塊
乾
淨
土
」

l
l
a
l

的
呼
婆
，
尙
在

曰
耳
涵
攙
澹
，
突
然
的
r
i三
八
事
變
」
酸
瀟
了
純
朴
的
六
百
萬
台
國
老
百
妹
。
一

1一
月
八
，
九
'
+
日
以
下
一
個

I
多
證
拜
台
省
鼴
史
空
前
的
大
裊
＇
無
罪
的
遣
班
巷
百
姓
死
在
陳
儀
手
下
的
，
不
下
蠍
溪
人
．
，
燕
血
染
這
了
台
－

- 

i
灣
幸
島
了
0
台
灣
人
何
罪
？
台
道
人
的
即
宗
緝
3
r
f
n
J
罪
，
使
遺
近
被
栗
於
孤
謚
的
大
明
遠
民
，
亨
龘
資
一

- 

曰
歙
？
生
爲
台
灣
人
'
f
n
I
苦
呀
！

，

關
於
還
次
事
變
的
眞
相
，
己
有
了
生
方
面
的
報
繽
和
瑪
眞
，
苯
羊
於
國
際
記
者
和
人
士
出
非
炤
的
注
意
．
，

n

一
在
國
內
外
苞
纂
了
色
稱
批
判
。
這
些
我
們
用
不
蒂
固
盛
出
來
討
論
，
翡
羣
綑
心
，
台
灣
人
內
心
，
俑
－

_ 
l
個
台
灣
人
內
心
朊
要
．
＊
的

l
l

乂
因
台
這
行
政
長
戾
含
攻
之
武
外
，
只
忙
於
吻
蜓
的
接
收
，
只
顧
私
人
的
利

I

i

盆
l
1
釀
成
了
這
個
r民
變
」
的
台
灣
人
的
要
求
基
什
恿
當
之
卉
掌
的
簡
單

.. 

在
I
i
i
＊
宙
國
主
癘
臨
迫
了
五
－

一
十
一
年
，
過
了
五
十
一
年
精

蘊
上
地
獄
生
活
，
面
右
還
個
頲
閩
中
，
前
絳
淆
了
十
五
次
與
日
＊
帝
國
主
函
用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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溯
自
明
宅
巔
危
，
閩
皂
忠
良
，
泛
海
墾
荒
，
死
裏
求

活
，
徐
囧
中
興
，
於
茲
巴
一

1一
百
有
餘
年
矣
。
值
閭
庭
無
暇

灝
及
溫
陘
，
荷
蘭
乃
萊
櫬
占
據
，
略
池
殖
民
，
無
所
不
至

；
而
吾
臺
同
胞
處
淤
異
族
蹂
躪
之
下
，
仍
力
爭
解
放
以
取

自
巾
者
，
f
l
f
+
A
年
如
一
日
，
迨
延
平
郡
王
鄭
成
功
率
軍

民
渡
海
逐
荷
人
出
疫
，
臺
灣
晗
猿
初
次
解
放
。
時
吾
大
明

遺
民
，
身
居
臺
地
，
心
存
詛
國
，
乃
於
鄭
氏
領
淳
之
下
，

跨
海
北
伐
，
為
民
前
鋒
，
與
滿
清
惡
鬥
，
以
爭
詛
國
光
筏

者
，
凡
二
十
餘
年
0

惜
乎
功
虧
1
簣
，
鄭
氏
中
這
殞
謝
。

然
自
臺
坤
重
陷
異
族
以
還
，
臺
胞
則
f
l
l
l
!
f
-

一
小
叛
五
年
一

大
亂
，
以
抗
清
庭
，
凡
一
一
白
十
一
一
年
。
景
後
雖
處
日
寇
蠔

蹄
之
下
五
十
年
，
自
乙
未
席
景
崧
反
清
抗
日
而
建
立
民
士

國
，
以
至
庚
午
高
山
閬
胞
汜
義
除
曇
，
共
十
五
次
之
流
血

革
命
，
以
爭
取
解
放
，
追
求
自
由
0

約
言
之
，
臺
灣
還

,, 

希

－
一

台 - 
_ .... 

慘
呼

灣
解
放
之
管
見

'、
，
無
非
一
部
r大
明
迫
民
爭
取
解
放
史
」'
i土
纍
行
間
，

血
染
筆
亳
，
淚
透
紙
背
，
忠l
f
f
蕊
謄
，
照
腐
汗
靑
o

囘
憶
甲
午
戰
敗
於
敵
考
滿
清
，
乙
未
割
鼷
於
敵
者
臺

灣
。
比
及
乙
酉
初
秋
覦
國
抗
哦
勝
利
，
臺
士
光
氙
，
六
百

寓
腮
胞
，
虎n
餘
生
，
熱
筌
解
放
獲
拉
，
天
日
軍
光
，
可

皙
由
平
等
幸
醐
夹
，
纍
世
宿
願
於
焉
得
償
。
故
歌
舞
歙

騰
，
如
醉
如
狂
，
凡
龍
國
人
士
脾
踞
臺
士
者
，
莫
不
傭
受

歙
迎
愛
戴
。
乃
光
復
迄
今
，
時
期
僅
一
年
有
年
，
臺
胞
大

失
所
筌
，
苦
不
塩
言
，
內
外
躒
心
，
勢
成
冰
炭
，
尤
以
官

民
之
互
相
水
火
為
甚
，
遂
釀
成
今
年
一
三
八
慍
案
＇
省
都

官
吏
捻
率
民
物
，
專
賨
局
警
察
屠
殺
無
辜
，
人
民
犧
牲

J

日
以
千
百
計
'
=
I日
之
頃
＇
囑
庶
者
羨
及
全
省
，
新
竹
以

甯
悉
陷
民
衆
鞏
繼
，
若
是
事
變
，
捨
貪
污
昏
庸
之
爲
政
當

局
，
某
咎
何
歸
？

安
b

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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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台
灣
省
民
處
於
這
稹
情
況
之
下
，
出
於
照
烈
的
愛
國
心
，
所
要
求
者
不
外
乎
解
放
，
自
由
，
和
平
等
。
我

l
- 

羣
竺
民
族
盅

~
j-
w台
灣
是
不
蓋
區
的
，
因
台
為
得
竺
．
大
明
遺
民
」
自
居
，
並
且
以
此
爲
榮
癢

一
的0台
灣
人
所
要
求
的

.. 
而
縞
積
於

f
l1
1
1八

事
作
」
的
耍
求
，
以
廎
則
言
子
計
＾

I
)民
權
的
伸
啦
，
一

政
治
的
改
革
，
門
一
_
)
民
生
的
解
決
．
，
緄
濟
的
開
放
。
尙
若
有
人
提
出
真
他
要
求
，
成
們
敢
說
這
些
人
絕
對
一

；
r黃
帝
的
色
，
大
明
的
後
裔
。

I
.

一
4
C
l
;年
年
，
又
對
日
和
會
未
締
結
之
前

'
,
'
,
'
r

恤
案
」
，
孚
'


？
＇
不
鯡
不
募
起
一
稹
捲
嚴
爭
的
事
件
，
因
之
中
央
有
息
於
此
，
特
派
翠
勇
蛐
孟
的
國
防
部
天
白
將
軍
赴
台

隘
靑
羣
芙
實
情
。
我
們
相
信
八
年
抗
毆
中
，
在
最
高
領
袖
．
將
委
員
長p
U導
之
下
，
運
籌
於
帷
幄
之
中
，

了
＇
之
作
戰
原
則
，
＇
高
的
還
位
區
國
元
勵
一
定
酣
體
諒
台
民
之
，
＇
盡
盤
之
前
途
，
為

I
- 

民
族
蓖
個
的
立
攝
＇
一
定
能
繼
中
央
纏
讜
至
辛
之
妙

g
'
迅
速
的
撤
換
本
辦
陳
偏
，
再
派
忠
良
之
賢
逹
赴
台
飆

織
者
政
府
，
改
革
台
省
政
治
，
收
攪
人
心
．
＇
琵
放
台
省
醛
濟
，
解
決
民
生
．
，
幹
快
將
台
省
暹
池
之
血
跡
洗
清
'
·

- 1
彌
補
寬
內
和
省
外
之
濠
涵
，
使
這
個

r乾
淨
古
再
來
做
一
塊r乾
淨
七
」
；
這
樣
的
我
們
才
對
性
起
延
平
郡
一

I - 

王
和
掃
國
父
在
天
之
靈
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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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復
伊
始
，
接
妝
官
貝
，
低
估
臺
胞
文
化
，
以
爲
有

產
有
識
考
夙
錕
日
化
，
無
產
無
銣
之
民
衆
又
皆
審
化
．
故

纂
莓
抱
苗
幽
異
族
之
氣
疵
，
到
處
欲
稱
溟
道
寡
。
比
入

臺
堢
，
乃
葭
臺
晦
之
有
鈿
識
者
，
g
g文
侂
辯
，
忠
露
愛
國

，
巴
玻
民
衆
，
風
叨
思
藩
，
誠
宵
純
撲
，
亳
不
愧
為
評

明
胄
裔
·
，
技
柄
人
員
，
若
蕾
工
人
徽
幾
與
全
國
外
省
等
，

^
4路
工
廠
，
亦
與
大
隗
國
內
相
伯
仲
·
因
是
，
無
能
面
淶

盪
之
官
且
，
由
驚
訝
而
生
嫉
炻
＇
欲
排
除
臺
胞
，
乃
檳
加

r國
語
不
諳
J
,
m

文
不
通
」
之
罪
名
以
歧
親
之
．
縲

臺
省
行
政
長
{
g公
署
侮
以
＾
＾
謗
人
且
百
分
之
六
十
一
屬

．

臺

戇
聶
，
霫
災
盂
書
＾
＃
慎
，
也
謩
員
，
則
傭
員

．
，
高
級
人
士
全
是
外
省
。
夫
物
資
得
而
民
心
夫
，
良
有
以

也
．
故
外
掛
民
族
士
漾
招
肆
，
寅
行
帝
國
士
潞
作
風
＇
殆

非
過
言
·

共
次
，
接
收
及
行
政
人
是
，
多
係
貪
污
之
流
，
以
爲

臺
灣
名
爲
芙
島
，
實
乃
賓
庫
，
一
章
＿
＿
＿
熟
，
暹
地
實
金
，

接
管
一
任
＇
富
可
一1
1代。
然
I
臨
臺
坪t，
無
錢
靄E物
則
被

之
例
＇
盛
綹
興
酒
臭
，
＊
暗
小
店
，
薫
氣
業
鼻
，
登
因
紹

興
爲
行
攻
天
官
發
祥
之
瑀
面
共
士
産
遂
榮
猿
r治
外
法
權

」
者
乎
？

羣
臺
人
之
面
會
敎
育
＇
接
管
官
員
鋸
有
藹
職
不
足

而
開
U
則
日
r釵
化
太
芮
」
；
閉
口
則
曰r非
冉
敎
育
不

可
」
者
。
以
臺
人
被
日
奴
化
太
甚
，
故
外
省
官
史
只
管
牽

親
引
誠
，
左
垃
右
攏
，
或
安
描
空
位
，
任
領
紇
薪
，
成
虛

報
人
歙
，
以
掩
公
懷
，
而
置
臺
民
嗎
哨
睾
於

度
外
，
殊
不

知
台
人
被
日
廑
迫
，
蛤
骼
未
节
奴
化
，
英
勇
往
直
前
之
志

，
探
長
補
鋀
之
能
，
為
外
省
所
罕
見
．
弔
写
敎
育
一項，

以
師
資
藪
材
羣
費
缺
乏
，
學
生
羆
課
，
藪
凪
羆
敎
，

政
育

颺
寄
以
人
戴
趨
過
日
人
時
代
為
繼
，
淥
亦
徒
負
虛
名
耳
，

菩
台
民
敎
育
芒
逞
，
戶n調
奎
，
保
甲
線
織
，
壯T
訓
錬

等
各
科
秕
會
敎
育
苯
礎
，
夙
醌
成
誤
，
所
需
者
，
憔
中
心
．

思
薏
之
指
明
耳
。
然
而
＾
幺
敦
人
員
，
頗
有
人
格
不
端
，
學

識
不
足
而
傲
擾
者
，
侮
以
帝
國
＃
義
式
之
征
服
者
自
居
，

非
虐
待
台
胞
苓
於
仇
敲
，
民
權
平
等
之
口
毓
，
足
成
爲
苯

' 

＾
民
國
三
十
六
年l
-
I
月
五
日
砸g
波
汀
上
苓
舵
安
)

，
戇
藥
事
，
則
被
逐
。
嘅
而
舉
人
「
德
百
」
，

資
羽
判
開
生
面
為
發
財
之
道
，
或
＾
自
為
＇
或
壓
牽

閔
，
或
浮
報
不
寅
，
人
在
臺
省
政
府
，
心
在
上
梅
賭
鑷

，
全
無
淄
用
愛
民
，
經
國
擠
世
之
舉
措
，
芙
腐
敗
卑
劣
倨

非
＇
且
謩
。
夫
光
筱
礦
一
年
有
半
，
而
臺
帯
哥

芙
鈔
掛
膊f
b十
五
臨i ·

至
一1一
四n
，
換
言
N
'，
每
圖
臺
幣
棫

刮
九
角
入
分
，
臺
胭
前
廠
「
光
復
稅
」
，
亦
云
苛
且
刻
夹

若
專
賣
貿
拗
兩
局
，
名
爲
增
加
政
府
歳
入
以
減
輕
人

民
負
擔
，
實
洲
不
過
貪
污
鎶
葬
之
大
本
營
，
此
次
清
究
團

丶

緤
告
，
足
以
體
實
：
大
政
府
包
苹
貿
拗
，
則
工
商
小
民
嫵

法
謀
生
，
失
業
人
歙
日
加
，
日
用
品
價
值
日
漲
．
，
值
海
關

無
能
抑
妨
走
私
，
而
璹
烹
局
不
之
實
問
，
乃
嵬
楫
私
貨
'

此
非
治
瓠
不
治
＊
之
憑
擧
，
則
係
欺
踩
怕
弧
之
劣
蹟
。
故

名
掛
民
生
，
寅
行
剝
削
。
裴
，
以
亳
賣
局
警
慈
收
小
販

私
姻
為
官
民
棫
門
之
淳
火
線
，
遂
毀
民
生
不
足
而
民
死
一

B
=
-
l
千
有
餘
夫
。
反
上
，
涸
師
亦
屬
專
賨
而
在
油
紊
入

n

窣
靉
身
符
，
名
倡
民
橋
主
森
，
靂
g
是
制
麵
哉
，
若
軍
政

財
法
四
大
權
渠
中
於
行
攻
天
官
一
身
，
此
臻
代
文
明
國
家

政
制
所
未
曾
有
，
葦
亜
台
局
所
不
漏
而
力
求
改
革
7
J瑰
狀

矣
。

總
之
，
陳
籤
以
台
矚
省
行
政
長
官
職
位
集
軍
政
財
法

．四
大
權
於
一
身
＇
面
專
權
矢
政
，
勞
民
偽
財
，
積
启
宜
活

，
祇
亂
緄
濟
，
．
光
復
以
來
台
晦
苦
痛
，
日
甚
一
日
，
此
次

官
民
衝
突
爲
蕾
私
自
肥
與
民
爭
利
所
促
成
，
而
復
艦
以
屠

殺
，
實
任
所
在
，
晶
非
略
彰
，
陳
儂句兵
良
心
，
不
僙
鉫

墓
亡
，
鬨
繹
被
捕
人
犯
，
更
須
引
咎
辭
職
，
膿
台
民
自

治
．
＇
否
則
台
民
當
品
中
央
政
府
(

'

-
)
撤
辦
陳
螭'
(
-
l

)
遙
及
澈
耷
偏
案
紿
末
'
^
_
＿
l
)取
消
專
賣
貿
5
兩
屆
，

＾
四
Z
豉
輯
過
渡
省
政
府
'
(
五
7
茁
血
省
民
代
表
大
會

以
制
定
省
自
治
法
而
完
成
六
百
萬
大
明
逅
民
之
再

h
放
，

否
則
台
民
之
含
寃
夫
筌
吏
不
堪
殷
涸
焉
·
'
,

. l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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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接
呎
後
的
H
礦
政
策

沛
膛
，
電
H
，
銅
纖
，
化
學
覷
品
，
鐵H

屬
於
杏
源
委
員
會
和
台
灣
省
國
省
合
營
的

丨
糖
業
，
電
力
，
水
泥
，
墨
業
、
紙
業

. 
＾
四
')

(___ 

到
處
與
民
爭
利
，
民
營H
業
綹
餌
不
能
存

立
。

苯
礎
迨
於
大
，
諲
營
不
科
學
化
．
，

用
事
不
得
共
人
；
無
能
者
居
上
位
，
有
為

者
不
揚
其
所
．
＇

,a'L. 

，
肥
料
，
機
械
造
嵋
等
七
公
司
·
,

藹
於
台
灣
者
有
營
的l
l

煤
業
，
玻
璃
'

＊
＾
所
要
的
是
台
灣
北
部
的
煤
．
，
鏵
月
生
產
約
十
窩
噸
左

布
，
島
內
只
續
四
五
萬
噸
，
與
及
南
部
的
米
和
糖
—

l

糖

箜
翌
成
高
記
錄
竹
逹
到
一
百
四
十
寓
噸
，
島
內
年
銷
只
五

. 

. 

萬
餘
噸
。

．

一
疸
到
了
十
年
前
，
因
日
＊
的
南
進
政
策
閼
始
之
後

i

＊
人
才
惹
將
台
珮t
業
化
。
當
邲
差
一
十
年
前
就
開

始
了
工
業
化
苯
礎
的
水
電
發
電
業
。
因
之
，
十
年
來
日
本

人
兮
在
台
灣
建
浩
了
許
多
鄄H
業
，
但
是
童F
業
大
部
份

霈
尙
在
建
衆
中
而
未
完
成
．

日
＊
人
在
台
讚H
礦
獎
的
政
策
，
一
含
總
括
之
，
是

獨
占
的
財
閥
資
＊
主
議
。
因
之
，
絕
對
不
拾
台
漬
人
一
黏

機
會
。如

前
已
远
過
，
接
收
後
的
台
灣t臏
業
歸
併
於
J
t一
糠

頦
的
1
!
+
1
)
$
1

4^
司
，
縹
榜
瘠
國
家
資
本
民
生
屯
義
，
但

圣
實
際
．
是
如
下
·
·

U
)

忭
小
徽
人
把
持
·
,

有
一-
1四
千
萬
元
。

一
了
過
去
a

＊
人
的
H
礦
政
策

以
前
台
灣
是
日
＊
的
殖
民
池
，B*
人
所
蹄
的
H
礦

政
策
蕾
然
也
是
帝
國
＊
藹
剝
削
殖
民
瑀
的
政
策
。
起
初

I
_＿

十
年
間
日
本
人
只
注
喧
台
灣
的
晨
業
與
農
產
加
H
業
。
a

u_
_J 

加
之
，
某
他
尙
有
省
營
之
晨
林
業
交
遁
粱
各
稹
公
司

，
與
及
專
？
5

－
一
局
，
台
遷
的
生
產
業
，
其
至
於
全
懐

之
台
灣
羣
諦
都
被
小
歙
人
所
操
縱
，
然
則
因
兀
無
能
，
加

之
不
知
把
摑
勞
H
之
人
心
，
揆
收
後
之
台
灣
，
生
產
一
落

千
丈
，
失
業
日
加
，
要
使
民
不
唧
生
，
爲
國
象
前
途
，
爲

目
前
之
民
生
，
堪
以
爲
撼
。

四
，
台
灣
H
磧
政
策
官
改
革
之
要
磁

极
據
於
民
生
士
灝
，
我
們
必
須
使
大
衆
淯
饭
吃
，
並

且
要
有
便
宜
的
饭
吃
，
台
瀟
的
產
業
必
頦
鬪
赦
。
以
國
內

國
外
的
疊
秀
技
愜
人
材
，
配
合
名
內
熟
識
池
方
寅
際
情
形

的
人
士
，
使
剪
無
遺
匱
，
適
材
適
所
，
議
侮
一
個
人
都
有

機
會
買
齦
某
淌
力
所
及
之
力
黃
，
然
則
我
們
信
祖
台
瀟
的

石
袖
，
鍊
鋁
等
一
＿
＿
公
司
．
＇

屬
於
奇
源
委
且
會
國
營
的ll

金
鋼
礦
'

是
B
＊
所
繼
管
的o
繹
過
還
次
接
收c
台
灣
的
工
礦
廠
大

部
份
變
成
官
有0
台
灣
省
行
政
長
官
公
署t
礦
虞
與
資
源

委
員
會
合
作
，
除
了
一
小
部
份
筒
小
的
H
巖
禱
售
之
外
'

將
所
有
的t
礦
廠
部
歸
併
於
二
十
二
公
司
之
內
·
又
還
二

+11 

4^
司
可
分
做
下
列1
1一
精
·
·

-
·
引
許

台
灣
所
有
的
H
礦
廠
約
有
八
千
多
宗
，
以
前
攙
乎
全

，
窰
業
'
H
礦
材
羔
，
印
刷
，

．

橡
藁
製
晶

，
舫
織
等
十
二
公
司
。

．

國
簧
的
全
是
資
源
委
民
會
的
資
＊
5
國
省
合
營
的
會

方
投
資
1＾
成
，
者
方
四
成
；
省
營
的
全
是
台
灣
右
行
眠
長

官
公
署
投
烫
，
在H
礦
處
之
下
成
立
了
台
灣
省H
曠
企
業

公
司
，
全
盤
統
轄
上
远
十
二
公
司
·
，
該
公
司
董
事
長
由

H

礦
處
天
秉
任
。
以
上
是
台
灣
工
礦
業
接
收
後
，
艦
過
改
編

，
鑒
頤
合
併
後
的
概
覿
。
共
中
景
大
的
糖
業
公
司
，
繻
過

估
債
之
後
，
確
定
總
資
本
為
台
幣
一
＿
＿
十
億
元
，
最
小
的
也

臺
瀅
工
礦
政
策
政
革
之
方
案

' 
崖
文
毅

I、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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鵪
沅
島
內
之
各
團
體
與
各
褫
關
受
當
局
之
命
令
故
窒

繭
俘
u
－
一
八
事
件
之
內
容
，
獻
眉
於
陳
長
有
以
保
自
身
之

失
全
5

其
所
查
之
遁
電
暗
笑
大
方
，
茲
將
英
眞
粗
之
一
端

禪
倂
仁
兄
．
＇
倘
得
參
考
則
幸
苓
夫
·

u
n
-
I
.
I八
事
件
發
生
之
勳
纖5
一
-
-
h
^
[

｀
件
決

非
由
榍
少
繳
之
共
產
黨
分
子
，
杆
黨
，
眶
徒
以
及
旉
歸

暹
者
之
策
勳
而
發
生
．
，
實
則
台
島
六
百
萬
民
衆
全
體
對
於

除
長
官
一
年
有
餘
之
政
治
的
腐
敗
之
不
滿
而
激
發
之
全
面

的
民
變
．
是
故
不
值
中
小
學
生
，
商
人
，
晨
民
'
H
A
等

直
換
參
加
，
婦A
女
子
翌
不
豷
間
接
的
N
支
援
·

。

...........................................

........... 

各
位
先
生

濕
次
聞
驛
代
表
來
台
住
宿
於
新
生
活
賓
館
，
遂
則
冒

搶
往
肪
賓
館
，
而
仁
兄
等
則
巳
於
前
日
囘
滬
＇
恫
僙
奚
如

O )̂ u-) (___) 
＾
四
)

^
五
)

· 

I
1\j 

t
礦
業
於
五
年
之
內
，
不
但
能
筏
興
，
而
且
尙
能
逛
進
一

步
，
關
始
新
的
建
收
。
某
宜
改
革
之
要
黏
約
有
如

F
·
·

＾
一
v

除
了
國
策
與
及
4^
用
事
梁
之
外
，
盡
葦
鬨

放
，
獎
勵
民
營
生
產
業
，
琚
養
氐
族
資
＊

.' 
人
事
必
須
鬨
放
，
盡
量
收
攪
人
心
．
＇

取
洧
煤
炭
紙
制
機
攤
．
，

取
洧
專
寳
貿
曼
一
局．
＇

出
租
工
廠
：
程
金
探
取
「
生
產
獎
勵
稍
金

臬
滅
制
度
J. _ .. 

重
新
蓖
頓
全
省H
礦
巖
，
磾
立
新
的t
曠

政
策
·
'
配
合
國
內
外
的
寅
際
情
形
，
宜
廢

宅
興
事
業
必
須
從
新
擬
一
偕
計
劃
。

總
而
首
之
，
接
收
後
之
台
灣
H
礦
政
策
，
完
全
追
隨

n

＊
人
的
途
徑
，
加
之
官
僚
資
＊
之
剝
削
，
然
而
對
於
冀

際
生
酯
反
不
如
日
人
時
代
。
因
之
此
後
我
們
官
汴
重
生
酯

第
I
，
民
生
第
一
，
矗
省
之
產
業
必
須
鬪
加
，
使
國
民
個

＼
｀
僙
郤
有
貢
獻
某
力
量
，
參
加
於
國
家
生
產
事
業
<
戱
會

o

. 嗚
呼
先
烈

囘
憶
痲
氏

跨
海
北
伐

可
痛
拭
島

衣
蔡
槁
布

神
明
＂
裔

貿
幼
專
賣

棍
打
槍
攣

语
而
獲
釋

憙惇貪渴父命每三在
批屠污溱掞苦朕世天
浮忠咋大米運輪奉之
名英成靑精灕臧明靈

，、

延
平
郡
£

鄖
成
功
遺
若

行
人
潮
少
烏
婆
閒

始
階
苔
巖
常
睾
山

僧
罪
畫
靜
任
溪
關

更
入
風
泉
亂
壑
闐

日
月
高
照

琮
夷
出
境

全
功
未
紕

韃
韃
探
躪

．

大
哉
亂
國

刺
收
官
史

亂
令
苛
索
＇

嗚
呼
先
烈

願
承
雄
志

寄
蓖
是
鎏

自
由
力
爭

淪
亡
滿
湝

倭
寇
稹
行

光
筏
蹏
溟

．

猿
珮
爲
屈

魚
肉
民
生

在
天
之
妻

徐
圄
筏
興

處
壅
委
員
會
向
長
官
緹
出
八
項
目
之
尘
＊
的
要
求
，
．

囍
某
囘
意
與
實
行0
關
於
各
地
之
軍
險
，
乃
鑑
於
遏
去
軍

限
對
人
民
之
鎌
奪
與
非
法
行
爲
，
而
欲
防
止
某
兇
檳
發
生

雖
有
因
專
賨
屬
謩
員
之
殺
人
及
在
長
官
公
署
前
之
人

民
譖
麒
1
1
1
被
射
殺
而
激
發
之
民
衆
，
移
某
蟈
積
之
憤
於
外

省
人
，
而
在
二
月n
+
r」
日
與
一1一
月
一
日
爾B
間
有
毆
打

外
省
人
之
事
實
．
，
但
室
l
_＿H
-－l日
此
糠
行
侶
完
全
停
止
'

民
衆
反
啫
梅
悟
自
己
之
非
泱
行
爲
而
歸
冷
醇
。
亭
變
發
生

以
及
全
島
的
蔓
延
，
各
機
關
之
外
癢
人
不
分
上
下
全
鄣
迷

避
，
長
官
始
終
廣
措
責
任
之
不
追
研
與
實
行
民
衆
所
霎
望

乏
政
治
的
改
革
由
此
可
見
一11
1八事
件
之
勸
機
之
非
凡
也

^
m
m

－
八
事
變
之
公
黌
揄
謀
．
＇
倡
行
政
長
官
＾

4

砉
一
方
面
，
l
，
策
謀
由
中
央
派
兵
，
於
＿
＿
＿
月
八
日
由
遙

。

台
＾
如
此
語
台
滑

. . ' . . -- 哀
－
一- --

破
戾
荒
畔
趁
水
灣

偶
迷
沙
跺
行
來
臨

雛
戶
秋
深
知
霎
冷

滷
林
猶
受
新
紅
好

(
＾
品
溥
适
訊
)

.;̀ 
」
．

文
藝
秋
竺

螺
揚
居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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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

釐
，
花
溟
浩
及
安
平
一
1一
方
面
同
時
登
陸
．
＇

1
-＇
z
-全
面
的

民
變
粉
飾
爲
共
産
黨
粉
子
之
策
動
爲
擢
蔽
自
己
之
夫
政
，

自
三
月
一
日
至
七
日
下
午
則
派
間
諜
覇
盧
頲
委
員
會
策
勳

再
緹
出
二
十
四
項
目
之
要
求
。
某
中
有
合
解
散
蓼
備
司
令

部
＇
解
除
武
裝
等
之
非
＾
【
法
要
合
造
成
巴
謂

1
1
1
+
1
1

項
目

之
要
求
。
＾
註
·
·
處
珅
委
員
會
乃
是
公
關
的
集
會
蒨

A

可
以
隨
便
發
袤
謇
見
一0雖
磾
實
之
誇
據
，
巴
聞
當
局
於

軍
到
台
之
前
日
G
3
巴
，
急
萃
派
遣
呂
伯
雄
等
之
間
躒

在
席
k

無
壅
蓮
過H
十
四
項
之
追
加
要
求
。
蔣
渭
J
l
l
因
武

此
稹
之
謀
璐
遂
於
七
日
液
羹
明
朊
渴
處
理
委
員
會

M
-
l
,

八
竺
下
午
工
險
到
台
同
時
八
號
衣
則
以
一

1一
輛
卡
享
裝
備
武

裝
人
員
巾
北
投
駛
至
台
北
沿
途
以
機
囍
槍
亂
射
，
至
台
灣

縐
行
前
停
止
。
莖
稱
有
共
黨
份
子
黷
薴
台
銀
，
共
衣
泯
佈

告
全
台
之
戒
嚴
令
，
同
時
發
表
多
癆
民
衆
佔
領
軍
險
及
軍

用
倉
庫
等
，
何
以
自I
-
l
月
三
日
以
來
全
台
已
歸
平
靜
。
晒

．
的
外
出
却
不
有
賃
危
險
。
而
至
八
筑
國
軍
登
陴
而
突

有
共
產
厝
子
之
襲
靈
台
銀
及
倉
庫
之
事
實
，
芙
事
實
之

担
眾
可
搆
而
鈿o
且
使
一l一
輛
卡
軍
之
沿
途
亂
射
機
關
槍
是

日
報
，
中
外
日
巴
全
被
封
鑌
·
民
報
等
就
內
之
區
農

物
等
全
被
破
塡o
各
祉
羣
理
，
士
痲
等
蝨
被
逮
捕
，
國
防

部
之
田
平
日
綠
亦
因
二
十
三
日
登
載

-
r

陳
妥
官
於
一
＿
＿

中
全
會
巾
劉
文
島
以
下
五
十
一
名
委
員
之
聨
名
提
議
湎
過

共
撇
職
査
辯
案
」
源
薴
封
緬
。
親
在
蠲
導
機
關
祗
有
新
生

親
一
家
。
造
成
對
於
民
衆
之
曲
解
報
導
及
駡
硐
民
衆
之
記

事
。
同
時
雜
韩
亦
全
部
被
停
列
，
由
啫
外
寄
來
之
禪
紙
'

如
大
A^
喊
等
某
中
所
記
戴
，
對
於
二
二
八
事
件
之
於
政
府

不
利
之
耙
事
，
論
說
全
被
抹
創
．
，
言
論
自
由
已
完
全
被
封

鑌
矣
。
子
集
會
，
政
治
喆
肚
等
全
部
迫
令
締
救
武
縈
止

．
在
馬
跺
占
＝
＾
以
上
之
囘
行
者
，
均
被
巡
吶
無
俁
件
發

槍
殺
害
·
學
生
一

·

切
行
動
｀
＾
自
巾d被
亭
取
。
M
'
饭
館

過
去
對
於
軍
警6
尤
芙
是
審
務
蠲
血
屬
之
警
察
大
脈
則
陳

長
官
之
親
衛
險
z
之
輩
，
於
飲
全
之
間
略
有
觸
犯
者
，
所

有
畋
備
則
全
部
遭
破
蠣
，
某
醛
頲
有
於
九
日
十
日
十
一
日

當
鑷
披
殺
害
者
，
苓
有
進
去
大
家
民
宅
內
讒
亭
者
，
因
欲

蔭
蔽
某
罪
行
，
隨
將
全
家
殺
害
＾
如
纈
滄
淪
，
住
居
被
却

抜
＊
人
被
縛
於
庭
梅
苻
策
該
人
謂
與

1
1
1
1

< 
M
-
4
t
i
t
e
:
=

。

遂
將
全
家
押
送
軍
法
庭
)
°
顗
似
者
，
不
鹽
枚
船
。
夏
有

可
嚦
明
＾
全
署
當
局
之
陰
謀
者
出
。
四
，
對
於
揚
亮
功
監
察

使
到
台
時
2

蓋
票
之
汽
車
之
壅
告
3
民
衆
之
情
描
行

禱
已
於I
-
l
g
-
8
以
後
完
盡
停
止
，
芷
秩
序
維
持
之
薑
鯊

實
爲
天
人
之
所
誤
知
。
是
故
輿
於
榻
藍
察
使
之
暴
行
爲
民

衆
自
發
的
行
爲
殊
令
人
雞
解
。
五
，
八
日
到
九
繞
早
上
殺

墨
諏
之
維
持
治
安
之
學
生
，
在
岡
山
一
帶
之
台
省
人
全

薯
籥
，
苔
屍
體
投
於
圓
山
之
下
·
吾
且
裊
蒭
籤

伊
參
觀
。
以
爲
全
係
櫺
黨
姜
奸
黨
使
人
見
之
無
不

落
淚
,
'
行
爲
·
友
邦
美
國
副
領
事
亦
櫛
書
睏

人
道
上
所
不
能
旉f

＾
，
使
流
氓
祚
舘
輝
爲
自
理
委
員

會
之
治
笞
雜
緄
且
詳
細
關
克
蕾
件
之
醐
係
者
，
在
日
十

B 

+
I
m
陸
絡
檢
舉
或
被
投
獗
或
遭
殺
害
。

^ 
JII) 

I
三
八
事
件
之
繹
遏
尺
瑰
狀
．
＇
除
妥
官
及
柯

逮
芬
蠹
謀
長
等
一
派
以
自
己
等
之
失
策
而
引
起
之
本
事
婢
"

腮
爲
少
歙
之
奸
黨
，
共
声
黨
分
子
及
旉
心
家
之
行
爲
o

欲

繡
鏮
某
責
任
有
必
要
，
前
以
無
理
作
成
犧
牲
者
之
資
料
．

纂
值
對
於
＊
事
件
匱
接
有
關
或
協
助
者
．
，
雖
與
＊
事
仟

無
關
，
因
平
棄
對
政
府
挹
不
平
者
，
全
部
蟬
行
逮
捕
及
殺

吉
'
1
，
各
喊
龍
＾
民
薴
，
人
民
讜
緘
，
大
明
蟬
，
重
建

在
馬
跺
上
因
有
帶
高
掇
品
，
如
饋
素
，
金
鍊
，
或
親
鈔
及

裝
傭
品
而
遭
殺
害
者
，
＾
一
時
實
行
身
盟
槍
巴
，
亦
有

被
考
梆
蹬
事
等
等
．
＇
軍
警
一
時
如
強
盜
殺
人
無
因
。
此
糠

情
形
延
至
一
＿
＿
月
十
七
日
十
八
日
。
四
，
完
全
旅
行
恐
怖
政

治
，
使
台
癢
人
上
發
生
畏
恐0
處
理
委
員
會
之
主
腦
及
關

係
者
都
是
遭
虐
殺
或
被
羈
獄
或
失
蹤
等
，
可
見
此
次
清
鄉

如
何
澈
廄
，
如
何
恐
怖
！
學
昇
之
大
先
輩
杜
緯
明
先
生
於

十
一
日
被
兔
羣
皐
院
天
，
嗣
後
先
生
因
感
身
逵
危
險
豉
行

晾
不
明
0

陳
圻
，
宋
斐
如
＾
數
育
處
副
處
長
一
隗
佖
緊
(

台
北
市
鼕
察
局
天
，C
外
省
人
一
比
軟
的
4^
平
之
人
等
與

＊
洱
仟
全
硃
無
闞
之
一
流
紳
士
於
十
日
被
緬
藎
至
歐
緯
不
在

何
處
尙
不
明
．
有
傳
巴
遭
虐
殺
，
徂
事
實
不
明
。
全
島
一

流
紳
士
頽
似
棫
哺
者
己
趨
逼
百
名
以
上
，
彼
等
定
有
生
命

之
危
險
。
林
連
宗
，
林
挂
端
，
李
端
元
，
李
躪
漢
等
律
師

多
歙
亦
被
掃
，
生
命
是
否
危
險
尙
鎦
兎
悉
。
法
院
之
吳
逗

訢
剌
辜
C
覇
竹
人
一
與
江
院
天
於
纍
汽
享
外
出
時
被
掃
'

因
判
決
誓
官
瀆
聵
事
件
受
恨
。
遂
於
量
聰
恤
披
殺
害
＇
酮

將
異
體
選
栗
於
甫
港
。
盧
頲
且
林
亭
件
之
檢
事
因
害
怕
而

逃
鬢
，
王
主
鳶
楨
宗
官
一
外
省
一
亦
槀
幅
逃
走
歸
岡
故
里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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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隗
裏
薴
＾
高
匱
莖
巴
盂

2

有
危
鑾
璽
告

謩
省
·
脆
江
璽
等
蠹
蓄
師
因
於
一
、一
十
八
日
有
一
外
省

人
受
當
盃
纂
治
而
遭
殺
害
．
某
外
或
無
战
簧
壅
汨

启
院
被
搗
担
者
不
計
某
讖
o

中
學
生
，
大
皐
生
更
恣
権

龘
。
台
食
為
被
溫
一
纏
國
中
皐
校
長
陳
文
開

羹
芝
喜
貴
。
學
里
亦
有
因
參
加
事
件
而
蕓
搶
決

者
＾
j
l
n
淡
水
中
豐
校
長
陳
闆
羣
矗
讎
1

英
人

＼
力
保
亦
終
被
鑰
決
)
°
頲
平
皋
読
被
封
鎖
·
台
灣
大

學
分
瞬
一
由a
＊
歸
台
之
補
修
班
一
被
槨
散
．
＊
省
人
之

學
生
及
歌
授
，
成
有
病
在
床
若
不
是
者
遙
遙
。
並
非
與
事

性
有
關
，
還
瓠
情
謩
實
因
藎
瘧
心
理
國
致
。
盧
理
委
員
會

t

之
台
北
＊
部
主
腦
考
玉
添
T
於
十
日
被
掃
·
蔣
謂
川
逃
亡

，
某
女
兒
負
重
偏
憨
箜
」
，
某
太
太
被
打
。
張
嗜
川
，
李

仁
貴
，
周
延
壽
＾
台
北
市
參
議
會
議
長
)
於
白
部
長
招
安

時
蛤
禛
釋
放
．
俱
家
中
之
器
具
悉
棫
碸
攘
，
還
稹
情
形
皋

例
不
盡
·
各
坻
之
委
員
中
均
被
掃
，
或
被
遭
殺
害
，
成
迷

亡
全
省
中
最
嚳
的
是
遙
螣
與
高
雄
。
高
雄
之
情
形
不
詳
．

盡
釐
遭
表
害
者
己
鞏
二
〒
人
以
上C屍
髓
均
被
遺
棄
於
江

禪
之
中
。
被
迫
暎
於
淡
水
河
之
屍
首
亦
不
計
共
歙
，
台
北

欲
寶
出
，
乘
此
大
之
事
變
喊
告
全
己
損
夫
以
國
私
利
。
(

1
1
)富
裕
階
級
被
恐
迫
，
如
台
中
之
資
棟
謂
彼
於
民
衆
潟

外
省
人
暴
行
中
阱
英
多
打
之
理
由
＇
憲
兵
對
彼
要
求
十
萬

台
幣
，
如
此
富
者
被
強
迫
威
嚇
要
綫
，
不
泊
綫
圃
負
戴
罪

名
，
或
乗
被
掃
。
(
f
l
)
)

t 

I 

I 

l八
事
作
之
發
生
後
，
台
省

人
士
深
睾
政
府
能
反
省
及
改
革
過
盅
對
台
胞
之
殖
民
控
的

統
治
方
式
，
而
萁
拮
果A
J
j
戸
遭
政
府
之
誤
會
與
不
當
之
處

理
，
以
致
民
心
完
全
癰
反
，
台
胞
與
外
省
人
巴
成
爲
不
可

交
之
平
行
緘
．
此
糠
深
刻
尙
待
後
任
省
長
之
政
治
的
積
拖

，
但
目
下
之
情
形
殊
隣
可
鄱
。．

台
晦
潟
於
白
蔀
長
絕
大
之
翔
待
，
赧
於
咋
一
一
十
七

E

午
后
八
時
之
至
國
的
廣
播
，
尙
稱
事
實
之
發
生
厭
因
爲
五

十
一
年
之b
＊
貽
毒
與
少
璈
共
產
黨
分
子
及
奸
黨
之
作
霄

，
室
此
台
贈
皋
不
落
淚
，
燕
台
島
之
終
不
可
救

'
r
是
故
弟

撣
筆
垂
函
於
吾
兄
等
以
明
英
眞
相
，
卑
人
敢
向
政
府
·
·

＾
D
若
諝
五
十
一
年
之a
＊
敎
育
之
遞
毒
，
則
洳

何
證
明
前
年
十
月
對
國
軍
及
陳
＊i目
之
全
島
的
最
高
袁
之

歙
迎
禍
品
如
何
？
台
灣
歸
囘
詛
國
之
懷
胞
，
台
島
人
士
之

歙
迎
雀
蹕
之
倩
況
如
何
？
而
至
今
一
年
有
半
蔑
原
外
令
人

之
心
情
，
芙
客
戳
的
重
大
化
之
原
因
何
布
？
政
府
癮
深
姻

瓦
省
·
(
－D
此
次
之
事
變
非
有
計
劃
性
之
變
勳
，
而
是

一
年
有
？
之
全
島
民
衆
之
積
憤
而
盡
，
是
－
園
墮

畫
，
而
政
府
不
自
反
省
自
己
之
失
政
，
竟
歸
咎
於
少
歙

之
奸
黨
＇
某
匿
識
之
饋
誤
尙
有
何
言
？

U
＿l
Z逵
去
台
灣

夤
治
於
此
無
庸
再
批
評
'
e
為
衆
細
之
事
實
。
但
卑

人
所
欲
彊
膺
指
摘
書
籤
長
官
一
派
之

.. 
u
)

政
治
作

之
貪
污
，
蟈
2
震
＇
各
囂
關
善
貉
性
之
缺
乏
0
-
=
n

憙
治
態
扆
之
不
眞
摯C公
務
員
作
生
意
，
對
於
賺
綫
感
興

餾
，
對
於
令
務
則
不
敢
興
趣
。

Z
=
n

政
治
人
柱
之
腐

敗
'
-
貪
官
污
吏
之
禮
行
，
在
長
官
公
戇
發
開
＾

4
款
攜

｀
亡
之
遁
楫
，
一
週
有
細i*^
)
(
四
)
政
治
之
包
辦
祉

＾
不
蓄
迅
矗
5

為
巴

5

在
上
畫
墓
祝

法
律
，
毫
政
等
不
遑
枚
舉
，
台
灣
親
布
如
在
萘
始
皇
帝
之

暴
政
下
而
沈
吟
，
不
蔞
省
內
之
區
文
畫
息
文
羲
弟
兄
亦
傳

在
上
海
被
補
。
某
恐
怖
之
一
端
不
維
懣
象
。
嗚
呼
，
恤
矣

台
島
。
夫
佟
四
言
，
臨
稿
尙
啻
謩
C
－
百
崍
欲
多
蠻
則
感
自

己
生
命
之
危
險
聊
告
一
蝠
以
供
有
心
於
台
島
者
底
參
考
。

失
自
由
之
1
害
生
。

. . 

. . 
之
大
冒
蝨
色
，
E
l壅
謩
親
被
是
農
之
目
蜃
十

＇
蝨
畫

J
l
t
'
月
里
箜
心
盃
。
專
賣
局
因

事
性
發
生
外
省A
逃
亡
不
在
，
而
不
得
已
由
本
省
人
林
旭

屏
外
八
名
為
魯
貫
甾
＇
．而
羣
其
功
鑌
不
要
不
藎
厲

，
且
於
十
一
日
有
湄
紐
緄
理
欲
出

H
＾
勞
請
緯
等
赴
土0遂

將
林
旭
畀
披
走
至
學
日
，
便
藐
視
其
屍
膝
浮
於
甯
港
。
某

耳
，
目
，
鼻
及
陰
莖
垮
被
割
夫
．
專
賣
局
專
且
等
之
異
體

七
具
囘
時
發
塊
．

陳
長
官
姆
於
民
衆
之
約
東
市
縣
長
尺
選
廣
播
，
r所

有
璃
任
市
麻
天
不
邋
任
，
可
淤
參
議
會
推
薦
一

1天
候
補
中

農
官
決
一
人

J
依
此
在
台
甯
巿
率
先
選
資
百
厰
，
躡
繡

章
，
荘
孟
侯
氏
計f
l
1
人
而
迅
氏
剡
被
認
爲
旉
心
家
，
遂
在

蕡
攝
被
虐
殺
，
査
理
一
氏
被
技
職
。
以
致
全
省
鱀
市
逼

勳
決
定
被
留
任
是
只
有
新
竹
市
＇
固
市
長
造
亡
而
再
推
蔦

＿
＿
＿
人
外
省
人

0

以
k

恐
怖
行
爲
，
恐
怖
歐
治
不
薔
枚
皋
＇

再
餌
單
喊
告
以
后
之
情
形
如
下
·
·

(
＿
)
長
官
＾
＾
署
己
堅
明
調
査
m
＊
事
件
蠻
生
之
外

省
人
公
私
之
执
失
，
腮
為
償
以
致
外
省
多
誇
張
事
蜜
，

均
趨
自
己
之
傷9曾
與
損
夫
．
再
＾
土
物
逞
去
自
己
賨
出
咸
將

l
-
l
，
十
七
日
夜

, 
I

<i ．

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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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之
民
衆
卽
關
槍
擊
殺
。
-
八
)
璝
兵
遇
路
逼
民
衆
，
不

而
惰
由
關
搶
擊
殺
°
(
九
)
各
珦
大
批
逮
捕
平
民
，
未
鯉

·

審
訊
卽
梆
出
槍
決
成
半
涂
處
決
·
(
+
)
嘉
義
台
南
一
帶

人
民
因
問
蔣
＊
席
白
部
妥
一
律
貓
寅
兔
究
之
盧
措
後
，
向

當
局
自
首
實
亦
被
掃
槍
決
。
(
+
-
)
軍
職
以
溍
瘻
爲
名

'
入
民
家
拽
査
，
將
財
物
取
去
後
復
殺
入
滅
口
。

．

＾
四
z
對
屠
殺
罪
行
負
全
羞
實
任
者
為
行
政
長
官
彙

騫
傭
司
令
陜
籤
，
以
次
鍶
郭
傭
司
令
部
參
謀
長
柯
逮
芬
，

启
耍
螭
司
令
史
去
熹
，
高
雄
耍
蹇
司
令
彭
老
緝
鬪
人
'

厲
行
恐
怖
6

殺
人
纍
全
區
爲
鐫
私
人
或
武
力
之
警

妻
險
，
別
纂
＇
哀
屁
防
畫
，
高
雄
硐
耍
麋
之
部

限
·
捕
入
最
多
者
爲
憲
兵
第
四
1
1
1，新
關
到
名
一
十
一
師

峻
少
殺
靈
行
爲
，
於
汐
止
一
碼
，
且
龍
救
出
被
圜
之
徒
手

謩
藪
百
人
免
為
氧
。

.

. 

^
五
)
被
殺
害
之
人
民
以
靑
年
學
生
爲
最
多
，
一
般

民
衆
次
之
，
秕
會
中
堅
隈
層
又
次
之
，
只
正
琉
氓
反
多
被

矚
入
別
勘
險
，
用
以
親
害
民
衆
．
筏
捕
失
蹤
或
巴
被
害
之

知
名
人
物
中
有·
·
I，
民
意
盡
關
代
表
如
國
大
代
袤
林
逕

1, 

~ 

件來
~ 

占
｀' 

，
以
次
頲
及
台
中
台
甯
各
隊
市
，
最
初
四
B
間
園
匱

紊
亂
'
1
9篆
民
衆
當
冨
'
,
目
毆
擎
外
省
人
，
哥

痛
心

0
1
1
1
月
一I
)a
以
後
，
官
民
聯
合
錷
臟
處
理
委
且
會
及

忠
譏
服
務
險
，
秩
序
灝
趨
平
定
，
勰
池
方
領
袖
一
写
勸
告

之
餞
巳
無
覿
薴
外
省
人
之
事
預
生
。
八
日
國
滾
關
到
，
陳

饋
，
柯
逮
芬
等
立
卽
推
醐
悰
言
，
對
無
辜
民
衆
實
行
大
規

模
之
屠
殺
，
輿
地
方
有
名
入
士
大
事
逮
捕
或
槍
決
，
造
成

4
u
'史
以
來
灸
霍
'
I
區
繼
繽
至
十
八
日
白
部
天

据
台
始
酪
告
緩
和
，
蒸
恐
怖
行
爲
至
今
仍
未
完
全
停
止

d

＾
＿
＿
一
自
八
a

至
十
六
日
台
胞
被
屠
親
之
人
戴
初
步

恬
計
以
高
雄
爲
秉
多
，
的
三
千
餘
人
，
苯
隆
台
北
次
之
，

名
約
＿l千
餘
A
'
濤
齒
一
千
餘A
'
淡
水
的
一
<
A
'
新

U
)
台
灣
民
變
風
潮
箜
一
月
廿
八
日
由
台
北
翡
始. . 

. 
1: 

. 
在
一I
J寓人
以
上
·

「

1-

竹
，
楙
國
，
台
中
，
為
，
薑
喜
各
造
各
一
＿
＿
百
人

不
等
，
總
蠶
在
一
萬
人
以
L
'
達
軍
轉
偏
者
計
之
，
至
少

儡
羣
遏
人
民
足
踝
，
偏I
-
r
＾
或
五A
＾
爲
一
緝
，
攏
鑪

一
起
，
單
人
則
裝
入
星
，
抛
入
海
中
，
益
釐
溮
面
嬝
近

謩
有
屍
首
浮
出
。
(__ 

)
高
雄
軍
險
昰
渠
會
中Z
覧

衆
用
造
槍
掃
射
，
全
部
死
亡
；
l^－l
)台
北
矗
踰
使
用

襪
槍
及
里
兄
彈
殺
害
平
民
。c
g

益
釐
軍
矇
割
去
靑
年

學
生
二
十
入
之
洱
鼻
及
生
殖
器
，
盤
後
用
剷
刀
蒙
死

o
一

五
)
4
n當
所
掃
平
民
四
五
十
名
由
四
層
稹
推
下
，
跌
成

肉
餅
，
未
苑
者
再
補
以
刺
刀
°
^
六
)
高
雄
將
人
釘
在
繼

上
，
昰
活
活
餓
苑
。
G
J
)
卡
平
上
溫
邏
兵
見I
-
I
A
以

宗
，
參
窣
員
益
藍
，
台
北Z
參
事
員
竇
姆
生
，
墨
簫
~

，
李
仁
實
，
問
百
練
＇
林
水
田
＇
盅
隘
議
會
副
鷗
長

葉
育
不
，
巷
壁
市
參
矚
會
副
議
長
楊
孚
·
,
－
；
,

實
業
界
領
袖
如
台
灣
信
氏
公
司
董
事
長
陳
忻
，
台
灣
茶
商

業
商
會
長
圭
添T
'
l

__ 
，
新
聞
界
人
士
如
人
民
讜
臧
計
社

畏
前
任
長
官
A^
署
藪
育
處
1
1
1
盧
長
宋
斐
如
，
民
嚦
社
負
實

人
陳
旺
城
，
林
宗
賚
，
大
明
喊
繡
編
輯
干
孚
國
，
外
省
人

藎
問
記
者
如
艾
鷺
麐
，
馬
錄
壽
，
毛
字
＇
谷
文
對
，
鼩
世

杰
．
＇
四
，
司
法
敎
育
界
人
士
如
台
北
池
方
法
院
推
事
吳
逞

訢
，
律
師
林
畫
，
李
典
元
，
李
禮
，
繡
國
中
學
校
長

嬰
懣
'
,
江
南
·
,
五
'
,
實
,
＇

身
靑
年
團
壹
記
茫
友
邦
，
實
浦
第
八
翔
巒
育
年
團
孵
事

且
莖
'
-
蝨
霎
鴛
匱
畫
砉
謩
隈
，
宜
偉
處

盧
長
住
贗
，
芸
壁
市
黨
部
霄
記
里
振
聲
，
台
北
市
警
羣

局
局
長
陳
松
堅
等
·
凡
平
素
不
滿
壅
方
當
局
之
設
旖
者
，

一
律
被
目
爲r
奸
黨
野
心
家
」
加
以
逮
播
或
槍
殺
。．

c
^
)
今
台
民
間
報
紙
五
家

5

民
嗝
，
大
明
線
，A

民
繡
躒
，
重
建
日
報
，
中
嘩
日
戰
及
所
有
定
期
到
物
全
歙

^ 

J
J
J
)
屠
殺
方
法
親
酷
無
倫
.. 

如
( .

D

苯
蔭
軍
險

台
溥
旅
滬
｀
－
＾
團
體
間
菸
＾
茫
灣
事
件
報
告
書' , 

, 



-19 一 ,- ~is-

1' .,' 旌
促
進
會
，
亙
國
內
新
問
界
，
台
灣
旅
外

1
1
1
體
，
會
周
飆

織
關
査
闃
赴
台
作
長
期
詳
盡
之
覇
査
，
對
＊
持
屠
殺
之
軍

歐
天
官
隈
籤
，
柯
遠
芬
，
史
宏
熹
，
彭
孟
緝
等
依
法
超
脈

，
盧
以
福
刑
·

＾
＿
＿
．
關
於
台
變
菩
後
盧
特
別
汴
軍
：

2
n

仔
止

清
鄉
．
＇0
1
)保
磴
實
親
政
府
蕎
雷
，
繹
放
被
掃
．
紳
'

並
勸
嚙
靑
年
囘
皐'
u__ 
)
關
防
蟬
行
纂
，
與
台
晦
鑠

有
深
仇
之
部
磁
，
＾
四
)
扣
留
r
四
兇
j
周
一
鶚
，
嚴
家

讒
＇
位
可
永
，
墓
敬
恩
等
貪
官
污
安
，
予
以
完
辦
。

U
-
I
n隗
鏇
，
周
一
鶚
等
螠
使
纇
啓
光
，
士
＾
啁
李
'

李
萬
居
出
而
脅
迫
國
大
代
表
，
參
政
員
等
十
七
人
，
及
省

顥
市
參
議
會
，
各
保
甲
長
聯
名
通
電
挽
留
糠
鏇
，
並
保
留

行
政
長
官
制
度
與
淳
賣
局
，
賓
易
局
之
沮
織
，
此
稱
然
竊

民
意
之
伎
倆
，
不
值
識
者
一
笑
。
景
近
由
台
來
京

N
國
大

代
宗
立
法
委
員
資
國
杏
，
已
向
同
鄉
＾
土
開
衷
示
，
聯
名
迆

電
一
事
絕
非t
＊
人
之
意
思
。
近
陳
銣f夏
派
李
萬
居
來
滬

，
璇
說
旅
外
台
人
，
陰
謀
留
陳
逼
勳
．

, 

~ 

, 

目
＇
磾
血
色
實
人
及
緯
讜
料
全
稟
砥
補
·
國
防
部
磯
關

和
平
日
喊
因
登
戲
＿
＿
＿
中
全
會
撤
辦
陳
籤
之
讀
決
案
，
被
封

而
諉
爲
白
部
妥
所
下
令
，
＊
＾

4
戰
杭
空
版
被
封
兩
日
，
徨

判
後
廁
於
台
矚
記
事
一
律
披
剔
餘
＾
卽
歸
天
竇
)
·
國
內

碟
紙
在
關
台
事
之
記
曠
者
一
毬
沒
收
，
郷
電
鼴
逼
鱲
密
槍

究
，
不
沖
將
屠
殺
眞
相
傳
出
，
驊
中
央
譏
關
與
甫
京
直
接

蓮
報
三
電
亦
不
能
例
外
，
延
平
吝
學
校
亦
被
封
閉
．

^
七
)
目
前
恐
怖
行
勳
似
在
繼
繽
，
清
殫
逼
勵
右
毆

庸
執
行
中
，h
－
千
以
上
之
靑
年
學
生
逃
往
山
林
陛
於
被
虞

滅
或
餓
死
之
恐
怖
，
而
倚
癘r旉
蠻
」
的
生
藩
爲
某
救
士

．

。
蔣
主
鳶
白
部
長
所
一
再
壼
衰
會
大
處
頲
台
編
之
歸

I言
邲g
.

未
兌
翡
，
甚
至
被
利
用
爲
誘
龘
台
晦
出
而
獄
纖
之

H
具
，

白
部
長
癱
台
之
前
一
日
尙
芍
多
黷
風
及
中
學
校
長
等
五
人

被
捕
·^

八
)
所
謂
一
－
H
·
n儉
要
求
，
所
謂
r奸
黨
爛
勳
J

，
肘
謂
r新
荸
共
和
國
」
，
所
謂r某
國
領
事
接
躋
金
綫

J

，
以
及
墓
擊
闔
台
藍
察
售
攝
売
功
，
攻
擊
台
灣
鎮
行
，

. . . 遙
隆
，
高
雄
妻
繹
等
等
，
親
有
積
稹
跡
象
可
以
推
斷
某
非

出
自
官
方
僞
逵
，
卽
故
意
張
大
某
阿
，
以
爲
對
民
衆
推
翩

驛
當
實
行
屠
殺
之
藉
口
，
對
中
央
j
j
n
重
事
變
之
鱲
重
性
，

褪
而
減
輕
某
噸
負
之
責
任
，
只
與
政
府
能
將
陳
儀
，
柯
這

芬
及
某
部
屬
調
黼
台
灣
，
同
時
保
體
告
啻
者
生
命
之
安
全

，
多
戴
台
灣
人
民6
亞
示
在
攝
目
擊
之
外
國
人
一
，
均
龍

出
爲
作
竪. . . 

一
九
＿
＿
＿
＿
月
八
日
以
後
蓄
遍
及
全
台
灣
之
屠
殺
罪
行

，
不
僙
台
灣
有
史
以
來
所
未
有
，
亦
爲
中
國
政
治
史
上
最

大
之
恥
孚
，
求
之
一
一
十
年
前
之
軍
闞
與
十
八
批
紀
之
帝
國

士
義
時
代
，
亦
所
罕
見
，
台
胞
被
詛
國
遺
渠
五
十
一
年
，

^
F
8筏
鎦
，
遭
此
恤
禍
，
只
有
r欲
哭
無
淚J
四
字
可
告

於
國
內
四
萬
萬
親
愛
之
同
胞
。

磬
明
五
點

d
X

關
於
台
灣
大
屠
殺
之
真
相
＇
彧
們
士
張
由
監

安
院
，
國
防
部
，
最
高
檢
察
署
，
國
民
參
政
行
，
憲
政
實

a
)

飆
約
華
盛
頲
鄄
織
士
張
將
台
灣
交
與
聯
合
國

歴
管
，
或
畏
畢
生
國
，
此
稹
幸
淡
欒
禍
意
欲
岔
蕾
＇
薴
民

族
團
結
之
言
論
，
袞
們
堅
決
反
對
·

-
五
)
政
府
當
局
一
再
稱
台
晦
深
受
日
＊
奴
化
敎
育

爲
此
次
事
變
士
因
，
我
們
絕
對
不
能
承
歸
台
灣
淪
亡
於
日

＊
五
十
一
年
，
猖
台
胞
思
愨
尙
未
奴
化
，
l
l光
復
雲
時
傾

向
祺
國
，
慕
烈
歡
迎
國
軍
及
官
吏
之
糙
扆
，
實
趨
遏
國
內

任
何
一
瀋
之
人
民
。
政
府
如
眞
欲
收
徨
人
心
磾
保
台
鵐
，

鼴
虛
心
検
討
一
年
牛
來
台
省
行
政
玟
蹄
及
人
事
夫
敗
之
所

在
，
徙
而
坦
白
承
認
，
實
行
改
革
，
切
勿
斤
斤
於
表
面
上

之
軍
嚴
，
成
一
二
官
僚
之
面
子
，
巧
為
掩
蓋
轉
而
厚
韌
台

t

灣
人
民
，
排
斥i
n晦
於
國
族
之
外
，
終
至
一
謨
再
誤
，
不

可
收
拾
也
。

台
灣
革
新
協
會
，
台
灣
靈
建
薯
上
海
分
會
，
閩
台

建
設
協
進
會
上
溮
分
會
，
台
狠
滬
屑
縐
會
，
台
灣
省
眠
府

建
啟
協
會
，
京
滬
台
矚
固
學
會

o
_＿
＿
十
六
年
四
月
十
二
日

I,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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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亭
天
到
了
台
灣
百
病
靑
登
(
m
J
t
1
月
一
日

文
匯
喊
轉
戴
)

關
於
遺
＊
r台
濤
事
變
」
，
喊
導
異
畸
粉
粉
。
但
是

遏
圭
憙
箸
空
有
切
實
囍
心
的
人
們
，
夏
經
道
這
次

r

民
變
」
是
治
台
十
八
儸
月
的
政
治
做
出
的
一
綱
羨
劇
。
哥

這
一
矚
非
劇
，
槀
們
重
該
多
加
槍
討
，
麝
究
如
何
這
過
爲

蘆
的
。
旂
以
特
渠
納
國
內
的
各
菰
言
畸
，
以
供
各
界
的
參

考
．

I

縞
者
蟀l
l

在
B

＊
人
統
治
下
，
台
責
是
被
作
為
晨
業
原
料
的
供

給
瑀
，
固
時
也
是
一
侗
米
倉
庫
，
五
十
年
來
，
不
卸
有
多

少
米
鑷
輯
往
日
本
，
在
台
灣
卽
使
怎
穢
痛
吧
，
吃
米
飆
是

不
成
問
超
，
不
會
商
生
恐
忧
的
，
但
，
光
復
後
，
米
荒
却

成
爲
一
侗
嚴
璸
的
問
醢
＇
去
年
＿
＿
＿
月
間
一
次
＇
今
年
，
帯

天
來
T
'

它
徂
來
了
。
…
…
…
…
…
…
…
·
：
米
倉
庫
偏
屬

這
次
的
騷
勛
，
是
反
對
薰
麵
的
統
制
，
和
官
僚
對
民

衆
和
檟
暴
痼
廑
＇
姆
於
詛
國
他
們
還
是
始
終
黑
愛
的
。
希

睾
豉
府
對
於
還
次
事
佇
，
要
安
加
碣
理
，
立
卽
蠲
分
負
實

的
官
吏
，
合
理
靄
荃
臚
穂
統
側
的
辦
法
，
以
平
臺
誨
的
憤

怒
．

內
瑠
是
暹
地
干
戈
，
寧
治
不
k

軌
道
湛
有
話n
J說
，

臺
灣
是
一
片
亁
淨
士
．
土
地
肥
沃
，
人
民
望
治
，
這
一
省

弄
到
今
天
的
抽
步
，
實
在
太
殷
不
過
去
了
！

^
＿
＿
＿
)
爲
臺
詢
作
喉
舌
(
m
-
-
I
月
I
-
I
日
新
聞
嘏
註

評
拔
粹
轉
蔵
)

龍
國
對
峯
胭
決
無
岐
譏
之
蠲
，
詛
國
的
輿
論
尤
某
購

時
準
備
爲
臺
胞
作
喉
舌
。
袞
們
希
筌
．
晦
與
詛
國
入
士
多

＇

多
聯
蘩
，
參
多
增
進
於
詛
國
的
認
識
。

＾
四
n
·
灣
歸
來
(
m
四
月
I
l
l
日
女
匯
報
拔3
t轉

載
)

(
1
)
臺
灣
民
心
如
何
變
遷
？

臺
灣
的
民
衆
，
在
性
棓
．
具
有
熱
帶
人
的
熟
情
單
練

和
忠
厚
，
在
B
＊
人
的
羣
范
靨
迫
束
縛
下
，
他
們
學
曾

T

國
＾
如
此
語

.l'. 。

.o 

鹹

1, 

米
荒
，
是
濰
便
爲
之
？
瓿
令
臻
之
？
眠
府
當
局
是
明
日
的

，
明
白
的
誤
＊
厙
同
何
在
，
值
，
有
什
崖
辦
法
呢
？
一
個

台
灣
人
說
．
＇
「
台
灣
是
光
徨
了
啊
JO 

.. 
;:;…………· 

…
…
…
…
·
…
…
…
…
…
…
…
·
·
…
…
·
：
你
可
慨
念
霸
某
他

一
切
的
恐
慌
，
台
灣
人
民
，
此
刻
工
在
無
望
的
水
深
火
熟

中
，

r祗
國
啊
！
詛
國
」
多
少
照
贓
有
爲
的
吝
年
們
，
是

右
遺
檬
日
衣
呼
蟯
癢
，
臺
灣
當
局
，
中
央
當
局
的
袞
袞
詳

^
4呀
，
你
們
爲
什
麼
盡
在
充
耳
不
問
，
不
拿
出
點
實
右
的

辦
沫
來
呢'
c

－
月
五
日
客
)

^
-
-
)
關
懷
臺
省
＾
由
一

1百
"
n
a女
匯
報
黷
戲
)

臺
省
同
誨
，
受
了
奧
族
五
十
年
的
宰
1
1
1
'一且
重
囘

詛
國
饑
抱
，
當
滕
利
之
初
，
他
們
的
犢
藉
都
萬
分
熱
烈
。

慮
不
到
解
放
以
後
，
所
受
到
的
還
是
岐
誤
，
統
制
，
厰
棓

的
統
制
以
奄
生
活
煎
熬
，
事
業
磁
產
。

忍
苦
耐
勞
和
儋
撲
。
剛
妝
徨
時
，
臺
灣
民
衆
損
十
年
積
蜃

灣
照
惰
＇
沸
腦
了
起
來
，
攙
十
年
念
詛
國
的
混
念
，
才

實
謀
了
。
綯
光
筱
後
，
臺
矚
民
衆
是
籤
癢
過
大
的
希
茶
的

，
希
望
詛
國
能
解
除
日
＊A
畑
左
他
們
瓚
上
的
一
切
鼷
濟

的
政
治
的
束
縛
。
臺
灣
民
衆
這
項
純
眞
的
希
望
，
從
光
徨

後
這
I
年
多
來
，
被
踝
實
臻
酯
的
攣
得
紛
碑
·
他
們
由
肴

睾
而
絕
望
。
對
藹
存
政
府
，
在
心
裏
讀
廛
潽
很
深
沉
的
穩

，
瑄
心
理
＇
苓
荃
轉
移
拾
毎
偶
內
地
去
的
人
，
假
使
一
偏

內
池
去
的
人
同
一
個
峯
鴻
｀
＾
口
角
，
會
有
一
大
羣
臺
灣
＾

竇
癢
叫
囂
孚
灣
。
以
前
臺
灣
人
對
內
地
去
的
稱

r詛
國
來

的
」
，
親
在
大
多
改
阱r中
國
人
J
T
'
這
情
形
愈
來
愈

耆
逼
，
還
心
琿
惑
染
瘠
硨
僙
臺
灣
人
的
心
0

這
也
試
是
臺

省
行
政
長
官
4^
署
盞
倡
政
治
的
反
映
，
槭
便
苓
不
畋
法
圈

臺
灣
荃
倡
的
行
歐
設
諦
作
蓮
盤
的
啟
夔
槍
討
，
這
稹
屬
在

臺
灣
民
衆
心
裏
深
沉
珦
楓
，
會
歙
火
山
一
羲
的
爆
噩
，
到

那
晦
，
會
弄
揚
畫
的
局
面
雛
於
收
掄
o

(
2
一
武
治
局
爾

耍
廞
懈
臺
灣
，
要
知
道
罩
灣
的
親
形
眠
治
，
就
是

啞

，台
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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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
鸝
是
甲
H
繹
的
手
段
和
方
式
來
篩
媯
3
灣
的
·
a
*
A

憙
．
目
＇
是
諢
行
的
殖
民
池
統
治
政
策
，
紕
迤
匱

22 

專
制
和
屬
制
，
臺
灣
縞
懵
代
翥
日
全
奩
且
查
啊
的
溮

- 
纂
軍
，
並
且
可
以
農
羣
自

I
l
l
的
法
令
和
得
例
＇
曦

蒸
臺
灣
成
了
的a
＊
的
第1
一
小
帝
國
。
陳
籤
來
鴻
接
收
時

，
飆
臟T
價
肌
於
某
它
省
份
的
行
政
長
官
＾
直
，
陳
甑
本

人
又
朱
笹
價
司
令
，
可
以
這
震
臺
灣
的
海
嚙
宅

n
－
軍
，

君
政
長
官
＾
＾
靨
耍
鬘
蕈
嘀
恩
的
傾
例
墨
章
。

I
m

1
1量
還
維
持
簷
臺
灣
特
出
的
瘟
濟
政
策
l
l

獃
是
臺
啓

0
這
就
說
明
a

＊
命
閾
標
方
式
和
手
段
歷
治
臺
灣
昀

．
陳
鎮
也
一
手
襲
用
了
迢
來
．
名
義
上
．
＇
解
放

T
'

俱
枷
在
臺
灣
民
衆
裊
上
這
副
政
治
的
鐐
包
和
興
濟
的
束
縳

所
沒
有
得
到
鄉
放
，
只
不
逵
臺
躪
由
日
本
主
人
禛
成
了
隗

籤
士
人
，
謩
疍
開
薑
扇
瘠
的
奴
隸
，
胄
羹
{
目

繭
度
，
台
灣
民
衆
雖
然
損
次
獵
烈
的
反
對
過
，
徂
陳
甑
只

用

r台
灣
情
澎
特
殊
」
六
個
字
l
l

武
輕
輕
的
唐
毫
敗
衍

T
逵
去
．

~

一
8
)
磾
濟
豉
策
'

^
1
^
n墨
寶
届
和
質
届
局
一
由
＿
＿
＿
月

1
^
a文
鴟
緘

社
國
粹
驊
戴
)

屬
於
台
省
統
治
當
局
的
极
＊
鏵
誤
，
在
於
長
官
＾

4
謩

一
切
方
針
，
仍
繼
承
了
日
寇
台
囑
時
所
嬅
行
的
殯
民
瑙
統

治
政
策
。
在
名
羞k
'

台
囑
民
衆
徙
日
＊
帝
國
圭
義
手
裏

莖
出
來
了
，
值
在
武
治
，
鼷
濟
上
，
遏
諗
廑
受
桎
梏
'

一
切
遣
是
統
制
，
若
室
統
制
更
加
嚴
。

．

在
省
行
擊
長
官
制
度
之
下
，
一
翌
＾
盧
屬
於
一
人
之

手
，
在
蕊
治
上
固
然
談
不
到
一
酯
民

E

，
而
在
艦
濟
頲j
J

統
制
之
下
，
更
便
台
胞
纈
以
廓
生
。
日
寇
統
治
台
膏
的
時

俁
，
利
星
忍
寶
局
壟
斷
台
躪
芭
5
'

收
欬
嵒
非
常
大
的

．
名
＾
之
謩
接
收
T
台
灣
，
除
了
襲
用
專
賣
制
度
以
外
，
逞

成
立
了
一
倡
汊
易
局
·
享
賨
局
統
制
了
省
內
尖
鹽
，
炳
'

蓿
＇
火
架
，
及
大
他
生
浩
用

C
l
I
I
Q

的
賨
篔
＇
貿
搗
局
靈
斷T

造
出
口
罩
易
＇
這
完
令
是
凍
民
爭
利
的
措
臨
。
面
由
豪
內

査
＊
天
官
公
署
令
作
緝
成
的
台
糖
公
司
，
以
福
低
庫
的

佩
祿
大
批
收
疇
台
糖
，
以
高
價
轉
銷
內
池
的
事
實
，
夏
是

盡
A
皆
知
的
，
內
池
糖
佤
台
亦
因
之
而
暴
蹏
o

t: • 

目
＊
人
統
治
台
蕢
，
是
用
的
高
順
的
殖
民
地
經
濟
政

策
，
就
是
嫡
行
孤
力
的
緬
劊
和
管
制
．
就
臏
台
囑
的
糖
和

檸
臘
的
生
醢
壽T
去
．
給
此
以
外
，
百
分
入
十
左
右
的
産

業
緝
纖
，
都
撮
在
a
*
A
的
手
裏
＇
H
它
的
出
匱
接
試

間
接
的
有
日
＊
人
的
投
資
·
光
徨
後
，
這
些
由
日
本
人
寧

搵
或
投
査
的
產
業
緝
織l
l
人
＾
司
或
H
巖
，
由
石
本
人
變

成
了
台
省
行
政
長
官
公
署
的
，
自
然
台
省
＾
盎
謩
成
了
台
灣

唯
一
的
，
資
委
」
T
·

台
灣
大
流
血
竺
案
的
菜
祖
，
巴
遂
灝
明
廞
，
原
來
乂

是
癰
版
事
佇
，
不
遏
台
灣
當
局
手
段
吏
綫
酷
，
因
而
性
質

徂
更
爲
嚴
重
·

亳
蕪
疑
問
出
，
陳
羹
應
該
對
這
次
事
件
負
完
全
實
任

，
政
府
迅
慮
該
澈
貴
籤
的
責
任
·
儕
若
仍
是
照
過
去
那

精
r宦
官
相
謖
J
的
作
風
。
這
那
鳶
爹
螠
人
命
白
日
礦
邱

，
鄧
政
府
對
不
超
台
晦
了
．

2
^
n
霍
＾
由
一
言
＾
日
文
匯
報
拔
粹
)

前
年
秋
抗
戰
綽
東
，
陳
甑
紕
亭
同
大
批
官
踴
到
台
蕢

．
隠
＊A
戇
任
台
重
'
眠
長
官
與
魚
省
警
備
司
令
，
軍
政

大
權
，
震
一
手
，
去
黷
權
之
大
，
爲
某
他
各
省
主
席
所

委
，
也
許
有
以
前
日
本
所
派
台
蕢
聾
怪
可
震
比
擬
·

·
僜
是
陳
甑
擁
有
那
麼
大
的
擷
t
J，
政
譽
並
不
比
实
他

盃
高
門
農
，
謗
逋
天
下
，
年
來
只
鶿
見
反
陳
'
倒

隗
，
巴
陳
的
置
．
而
最
近
盃
發
生
r臺
薑
癲
版
事
件J

，
臺
矚
與
謩
個
省
武
有
對
立
也
來
·
究
竟
原
因
在
那
裏
呢

e' 

靚
到
還
裏
袞
們
暱
誼
談
一
下
陳
籤
的
緬
策
方
針
。

首
先
在
甦
濟
方
面
，
他
是
主
張
敲
絡
的
統
制
的
。
他

的
省
營
賀
笆
局
統
劃
的
粟
若
是
化
嶇

H
業
，
勅
纖
H
業
'

重
H
業
，
進
拉2
業
，
畏
量
，
旅
館
業
I
植
到
糞
業
為

止
，
因
此
什
盧
私
人
企
業
都
遭
到
r
蜃
制
。
右
府
與
民
爭

利
，
芙
廣
泛
蓀
度
實
琵
各
省
官
獅
＾

A
司
之
惡
例
。
人
民
的

生
楓
拾
他
窒
息
持
透
不
逵
氣
來
。

某
次
在
政
治
方
面
，
他
主
張
集
槨
·
如
所
周
知
泫
有

,' 'd · 

. 
＾
五
Z
n
灣
灕
版
事
件
的
責
任

文
匯
喊
磗
戴
)

(
田
一1一
月
五a



一 24 -

＊
部
份
是
年
輕
美
貌
的a
＊
小
緝
，
人
早
對
於
還
些
＾
＾
僕

的
所
好
也
提
清
楚
了0
以
後
，
由
政
府
一
手
包
辦
的
民
意

慶
關
也
成
允
了
，
那
舐
議
員
們
也
筮
是
日
人
時
代
魚
肉
人

民
七
的
集
權
就
是
專
制
·
在
臺
囑
不
特
言
論
不
自
由
，
批

行
歐
治
的
喊
紙
封
關
，
自
由
主
纔
的
顱
團
懈
散
＇
各
級
官

員
退
全
無
饑
動
這
用
的
職
糰
.. 

有
人
說
還
是
因
爲
他
是a
*
留
盡
，
他
和
許
多
日

＊
軍
政
＊
員
有
交
惰
，
他
的
思
燝
受
他
們
的
影
囑
柢
深
＇

因
他
的
行
政
有
了a
＊
繡
詧
的
作
風
·

最
後
遺
有
一
點.. 

在
福
建
省
主
窩
任
內
，
僑
領
陳
濤

庚
晉
淤
靦
察
藕
建
後
控
他
十
大
罪
狀
r苛
政
猛
如
虎
」
·

^
七
)
台
灣
事
件
的
前
因
後
果
＾
＝

l月
十
一
日
文

匯
碟
)

(
1
)
貪
污
盛
行
，
武
力
統
治

除
了
復
少
的
例
外
，
接
收
穢
關
的
人
員
攙
乎
蕪
一
倡

不
貪
污
，
人
民
給
政
府
人
局
的
大
料
行
爲
和
不
在
乎
的
痼

虜
所
嚇
T
'
佃
們
閑
始
疑
心
逼
些
食
揚
蕪
厭
的
人
員
戩
是

妻
領
讜
牠
們
建
畋
新
台
灣
的
人
物
啁
？
接
漕
，
為
了
米
的

＾
八
一
文
化
統
制
右
台
灣(
_
-
_
g

1+ 

J
m
聯
合

噁
喊
)

^
1
)
文
化
的
隔
黼

n

＊
人
對
台
灣
的
文
化
統
制
，
商
噩
濟
統
制
一
襪
的

嚴
密
·
台
灣
人
不
了
解
戢
國
，
武
國
的
人
屯
不
了
解
臺
灣

0

自
台
瀟
光
復
以
後
，
臺
鵐
人
民
夢
惹
常
日
人
在
臺
貴
的

震
濟
統
制
甜
文
化
統
制
，
是
會
隨
潽

E
l＊
武
力
痺
洧
滅
，

而
同
告
滔
滷
．
藩
不
到
光
復
以
後
的
罩
灣
，
辜
濟
的
統
制

固
蒸
仍
舊
存
在
．
，
文
化
的
統
制
，
也
和

a

＊
沒
有
兩
穢
．

在
文
化
上
的
統
制
，
姆
臺
鵐
人
民
的
尼
鏖
，
似
平
不

＊
颯
烈
。
因
爲
，
臺
膏
人
民
劉
於
艦
濟
的
統
制
，
已
到

T

痘
於
奔
命
的
池
步
，
吃
不
鉤
的
人
，
劉
於
文
化
就
無
力
耍

求
了
。
因
此
，
內
池
人
只
細
道
臺
鵐
的
鼷
躋
統
制
．
，
對
於

文
化
縞
韶
，
也
就
不
大
注
宗
。

(
2
)
臺
灣
的
文
化
生
活

一
至
於
維
誌
，
苓
籟
，
出
版
非
常
少
。
除
了
日
文
的
一
－

l

2
5
民
＊
羲
和
碉
印
的
r中
國
之
命
這
」
而
外
，
就
很
難
瘠
到

一
．

內
沚
出
版
的
新
雲
。
資
色
方
彩
列
吻
唧
很
多
，
還
些
都
是

上
海
去
的
o

在
享
站
上
資
色
列
物
銷
蹤
，
可
站
第
一
位
。

由
於
文
化
的
統
胭
，
臺
礪
雄
蒸
光
愎
了
，
而
臺
灣
人
民
的

女
化
生
活
，
還
是
稍
日
本
統
制
時
代
一
穢
，
泣
沒
有

．
近步

．
是
不
是
臺
躪I
n
J
晦
自
己
不
鼴
進
步
呢
？
不
是
的'
i
R方

的
文
化
，
不
滿
足
他
們
的
要
求
·
而
新
的
文
化
，
無
徒
猿

得
·
再
加
上
政
治
上
羣
濟
上
的
嗎
迫
，
他
們
對
於
肌
國
的

語
言
，
文
字
，
也
失
去
了
學
習
的
薰
情
·

、

陳
饋
的
女
化
政
策
＇
是
薏
粟
薇
臺
鑼
人
民
續
不
兄
祗

國
，
瑨
不
見
批
界
。
就
和B
*
A
1橢
，
不
希
睾
臺
灣
人

民
有
崭
的
殉
職
，
礴
以
杜
昉
姆
政
府
不
湄
，
對
他
的
統
制

掂
抗
。
因
此
，
就
實
親
了
愚
民
政
策
·

陳
甑
的
文
化
統
桐
，
實
在
橄
的
比
羣
濟
統
酬
成

i
J
J
,

因
爲
臺
礪
人
民
除T
網
磾
濟
統
侗
的
蜃
力
感
到
喘
不
過
氣

來
，
對
於
文
化
文
化
給
制
的
屬
力
，
尙
巻
深
絪
的
感
覺
·

臺
鴻
是
被
陳
儀
的
交
化
統
治
封
鎮
在
瓜
國
以
外
了

1

翥
心
臺
灣
成
爲
愚
民
的
國
扆
．

(
3
一
愚
民
的
統
制

'~ 
I• 

.i 
6 

' ' 

` 

统
制
問
頲
，
政
守
的
氣
栱
不
定
，
大
大
池
減
低
了
政
府
的

蕃
。
同
時
，
政
府
機
關
縲
事
的
馬
上
，
貪
污
的
盛
行
，

釐
活
的
不
棟
齡
，
比
如
留
用
品
蓋
全
中
竟
有
一．

民
的
一
批
御
用
紳
士
，1
方
面
政
府
又
用
景
大
熊
力
把
全

省
各
洫
的
武
且
需
謩
r

警
察
局1

歷
化
趙
來
，

譬
政
賨
用
在
省
預
當
中
佔
去
一
僙
比
例
·
還
一
事
政
泠

k

的
措
諦
，
已
可
見
當
局
準
傭
怎
檁
來
耍
姦
民
意
，
來
實
行

它
的
不
利
於
人
民
的
政
策
T
·

·
.̀. 

一
2
)
＾
民
由
冷
淡
而
仇
親

人
民
在
這
稹
這
狓
下
的
反
盧
是
怎
襪
呢
？
最
明
顳
的

是
牠
們
輿
歐
府
漯
情
的
惡
化
1

由
藍
烈
而
冷
淡
而
轉
於

仇
藹
·
尤
芙
是
因
爲
大
部
份
＾
＃
｀
是
來
自
外
省
的
囘
腦

，
於
是
還
糠
仇
藹
價
被
移
到
外
省
人
身
上
，
在
人
民
平
常

的
對
話
中
時
常
可
以
藁
到
r
阿
山
」
這
二
字
，
而
由
此
追

造
成
＊
徵
人
與
外
瘠
人
間
無
法
塡
裁
的
鴻
禱
，
台
北
事
佇

巴
霑
曌
L
民
衆
劉
外
省
人
的
仇
譏
是
如
何
嚴
重
，
這
機
造

成
民
族
的
互
旌
仇
成
，
還
罪
慮
骸
由
豔
來
負
鑼
＇
這
民
族

的
罪
人
是
錐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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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報
阡
臨
台
灣
亭
件

蓄
金
山
紀
事
門
百
論
稱

•• 

r
1
t
t
我
們
獲
得
的
喊
讜

，
蔣
士
霈
耍
求
台
灣
妥
矗
且
辭
驥
幷
巳
接
受
他
的
懵
呈

，
假
使
這
犧
弒
棘
束T
薑
個
事
件
，
圏
蔣
主
店
希
望
他
的

政
團
在
i
l
t
昇
上
維
持
詖
人
電
親
的
址
位
來
說
，
蔣
主
席
的

措
置
顳
鏮
不
夠
．

攙
年
前
中
國
人
會
用
激
勳
人
道
話
蓖
呼
癲
抗
鷗
日
＊

A
的
帝
國
主
義
大
屠
殺
，
這
次
人
們
抨
事
中
國
人
對
台
灣

人
謫
行
蕊
暴
的
屠
殺
，
I
j
J
l
a
＊
帝
國
主
噝
作
風
。
是
否

如
此
，
姑
不
置
踰
，
但
如
磾
有
某
事
，
而
n

跟
陳
籤
確
實

有
關
，
他
必
須
受
更
嚴
正
的
戀
處
·
他
的
噼
驥
，
卽
使
闔

實
，
不
見
待
可
以
卸
棹
他
的
逵
失
。
徂
蕪
論
如
何
醉
職
不

過
是
做
官
的
一
稹
姿
態
，
當
他
們
受
人
誹
謗
的
時
侯
，
此

時
此
劈
特
別
不
邋
合
，
由
於
遺
稹
幾
乎
偶
蒸
的
姿
態
，
蔣

主
席
政
府
的
道
義
泣
位
大
受
損
偏
，
政
府
領
袖
的
職
務
鏖

帥
使
中
國
僅
屬
池
運
上
之
表
纖
＇
世
界
亦
不
得
不
使
之
成

爲
豉
右
國
家
，
實
則
事
事
惡
劣
＇
莫
過
於
政
治
家
不
鷉
羯

，
轟
民
為
適
雪
蘆
名
，
垕
當
為
台
灣
筌
予

中
國
，
而
弗
交
國
際
託
管
·
中
國
甫
緹
接
收
台
灣
，
即
已

飆
示
對
其
身
為
瞰
腰
國
之
嘀
移
，
並
無
實
任
感
。

．

，

鳶
介
石
氏
僅
以
新
的
責
任
交
託
無
館
之
章
，
筵
卽
忘

a靈
。
喋
紙
抗
纘
，
彧
2
飄
使
蔣
氏
免
去
台
灣
行
政
長
官
之

扇
，
蒸
對
已
擴rr和
約
驊
國
或
聯
合
國
譏
禮
巫
噸
有
所
行

＇
温
鬚
莖
量
。
蔣
氏
詹
薑
某
實
任
，
似
欲

逵
成
將
台
躪
交
還
日
＊
之
局
面
」
。

.

u
=
)台
灣
浴
血
目
摹
記

(
1
)
飛
到
台
灣

磲
纍
將
軍
所
用
的
瞞
騙
手
段
和
恐
権
管

f
h
U
,
＊
棚
是

t
在
中
國
國
民
黨
的
康
史
裏
面
，
沒
有
固
樣
的
事
蹟
，
而
今

，

它
終
於
鎮
靨
了
台
灣
鼷
勱
0
l
a人所
受
的
削
t
u和
靨

迫
，
比
之
日
＊
統
制
的
時
候
，
夏
嬰
壇
些
，
它
怕
於
是
一

l

月__ 

+
＾
見
殫
櫫
而
起
甚
訊
台
禮
行
政
當
局
，
還
是
一
年

年
毫
無
掩
飾
的
不
良
統
治
的
綽
果
·
自
那
個
時
候
以
來
，

暴
勵
和
整
個
的
人
民
騷
動
，
巴
饑
遍
散
於
這
個
晉
網

I廞

稍
爲
亞
洲
富
底
的
島
嶼
。
藹
在
螂
間
各
池
，
還
是
南
騷
劻

右
發
生
，
尤
英
是
在
比
蛟
偏
僻
區
域
。
＇
；
＂

外
＾
如

＇此,` 4_
_p 

羣
＇
事
羣
過
，
＇
詳
細
壅
告
竇
悶
迅
速
有
所
行

勘
，
甫
京
政
府
是
否
已
翦
識
到
這
一
層
＇
不
裊
'
批

界
一
縦
使
有
一
時
期
暴
力
虐
政
館
為
人
所
忽
略

'
m
1目
前

終
巴
非
芙
時
了
。

辜
盛
蠣
鄄
報
今
日
耐
阡
，
頲
名
f
4
a
灣
釀
事
」
，
欬

促
將
來
擴
叮B
＊
和
的
藉
國
，
將
台
灣
管
頲
廬
移
交
聯
合

國
穢
禤
，
或
從
中
國
收
囘
該
島
。，稱
r
台
灣
事
態
'
羨

驛
中
國
鬩
艚
內
戰
，
更
足
消
除
該
國
被
視
爲
批
界
桑
資
強

國
之
琿
由
o

日
人
曾
次
對
蠻
手
段
颳
迫
馬
來
十
民
，
蒸
台

灣
背
8

＊
瓿
治
之
下
，
頫
稱
繁
榮
，
當
時
該
島
參
歙
商
業

，
亦
爲
華
僑
所
擋
癰
，
足
見
目
今
事
件
，
非
出
復
仇
，
匱

爲
恋
意
行
暴
，
無
從
懈
求
，
中
國
人
已
在
關
詒
恐
悔
統
治

，
峻
驛
日
人
在
寧
所
作
爲
，
更
見
兇
猴
，
如
此
荒
唐
事
，

首
先
蕾
獲
禪
斯
福
縞
統
支
援
，
贏
氏
此
瘟
行
勵
顯
係
士
張

.. 
員
．矗

，因
爲
台
灣
省
的
槍
査
制
扆
，
和
交
蓮
不
便
的
關
係
，

還
事
制
而
令
人
不
能
置
信
的
廛
制
瘠
愛
和
平
和
非
武
裝
人

民
的
情
形
，
甚
至
右
中
國
境
內
，
都
沒
有
殮
露
出
來
。
彧

和
另
外
一
位
記
者
會
在
一
＿
＿
洱
旦
亨
第
一
＊
飛
楓
到
台
囑

，
那
裏
的
海
淚
莓
天
筍
湧
出
台
青
資
年
棫
害
的
屍
體
，
他

門
弄
被
中
國
憲
兵
殺
死
的
．
己

(
2
)別
勳
險
使
用
埕
克
蹕

，

一
言
一
日
當
時
政
府
企
圖
緝
織
軍
險
和
後
傭
警
察
的

別
動
限
來
掂
禦
遊
行
的
民
衆'
J
U勘
險
員
襪
帶
譏
關
槍
'

尹
崩
卡
軍
巡
邏
市
區
，
向
擁
擠
的
民
衆
騁
槍
封
葦
o

艦
海

屢
薯
，
和
從
地
上
拾
得
的
武
器
，
沆
紅
道
軍
險
所
用

的
是
塩
克
譁
。
還
稱
子
譁
侮
侮
口
膨
張
常
常
會
致
命
的

o

C
。

z
2

蠻
行
和
殺
罩

國
軍
掂
逵
台
北
的
時
侯'
0
1
1
鬨
始
描
封
台
北
市
。
由

=
I月
八
日
晚
迄
至I
-－n+111 

B

，
台
北
市
階
於
浴
血
狀
顛

，
軍
險
遏
見
台
矚
久
就
問
鎗
搖
射
，
還
楫
情
形
眞
令
人
冏

想
到
軍
閥
時
躇o
羣
騙
攜
薺
繼
關
槍
，
自
勸
步
槍
，
藥
在

大
卡
車
，
瞰
見
街
上
店
鋪
房
民
裏
的
A
'
獃
琵
槍
射
殺
。．

在
還
段
時
期
內
，
軍
朦
妄
作
了1
些
令
人
不
可
薏
儋

的
暈
酷
事
件
。
我
訪
閱
了
住
在
台
北
城
市
的
十
多
位
外
國

.,
8 

^
＿
＿
)
台
灣
鵾
事
卜
美
報
竟
士
張
托
管

l

一 26 一

臺
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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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中
訪
－
－
一
日

A
士
，
我
龍
夠
拽
集
很
多
關
於
這
次
本
件
的
外
國
人
所
目

擊
的
故
事
．
，
和
無
蠶
的
暴
行
。
寧
府
官
員
＇
一
定
池
，
會

吝
藹
量
的
事
情
，
台
灣
人
很
害
怕
廂
外
國
新
閌
祀
者
接

談
．
，
因
爲
，
以
前
甜
外
國
人
交
好
的
台
灣
人
都
巴
失
蹤
了

:
而
R
'

芙
他
常
常
和
外
國
人
士
接
近
的
台
灣
人
，
巴
勰

：

構
宣
事
常
局
的
警
告
不
要
告
師
它
們
任
伺
所
見
到
的
事
惰

6

很
多
外
國
人
也
受
到
恐
豔
，
爲
瘠
安
全
起
見
巴
膈
黼
台

，
或
者
正
式
在
畫
屮
。＼

，

犢
刺
巴
蕊
日
常
的
事
，
右
噁
間
拽
究
時
，
嫵
歙
的
人

民
不
是
被
寂
苑
，
就
是
被
偽
客
，
裁
至
我
到
了
台
灣
之
後

，
晚
間
拽
査
還
在
繼
糗
進
行o搶
却
，
酷
邢
，
和
殺
害
的

事
件
，
不
詆
限
於
台
北
。
外
國
人
邲
某
他
域
市
歸
來
的
都

礴
瘠
同
機
的
同
情
．

.

＾
4
)
暎
籤
話
I
U水

當
以
此
事
衷
昉
問
陳
笆
長
官
時
，
陳
釁
天
官
賤
親
盞

．

個
事
實
序
·
還
是
眞
的
十
分
重
要
，
不
過
是
腐
敗
的
份
子

造
成
的
地
方
事
件
。
它
脫
若
杲
他
的
手
濊
有
了
永
遠
不
會

變
成
還
繳
嚴
軍
的
。
它
又
咒
罵
共
產
黨
，
說
台
灣
時
掌
有

共
產
黨
，
不
過
，a
＊
人
把
他
們
籃
縈
起
來
。
自
從
中
國

政
府
佔
釘
台
灣
之
後
，
她
們
就
玻
奲
放
了
＇
琵
始
熅
锄
紛

亂
。
他
又
脫
共
產
黨
有
節
從
內
地
來
的
· . .. 

, 
I 

.. 
昌

g`.̂  
G
g
橙
屻
氏
評
戇
戦
－U月

－
一
十
九
日
拔
粹
騸
戯
)

所
有
和
我
們
豉
逼
的
外
國
人
士
，
都5
1
1
調
都
說
澁
沒

有
共
產
黨
活
勵
的
象
獵
，
而
且
他
們
不
相
儈
台
灣
有
共
產

黨
，
他
們
說
所
謂
有
少
繳
的
話
，
景
蹊
隋
國
軍
或
許
天
百

公
署
桀
內
池
來
的
職
員
襬o

(
5
一
酶
瓿
繒
氏
的
戳
察

咒
在
台
北
和
某
他
各
洫
所
能
獲
得
的
鸛
察
，
蹏
有
一

襪
奇
怪
的
事
。
就
是
這
僧
暴
勵
不
是
在
較
早
的
時
期
發
生

．
以
愿
我
僞
人
的
覷
縦
，
以
及
訪
問
妥
有
＾

4
署
官
員
和
負

實
的
外
國
人
士
談
歸
所
持
，
好
薏
只
是
因
爲
政
治
上
的
夫

策
，
最
苯
＊
的
經
涪
剝
削
，
甜
节
遍
的
扇
俘
。

台
灣
若
呆
再
受
到
親
行
的
管
理
方
法
來
統
治
1
年
，

癌
來
會
變
成
忭
儼
中
國
某
他
以
軍
事
蔀
桐
，
腐
取
的
省
份

一
羲
。
所
有
日
＊
逵
留
下
來
的
什
麼
改
善
和
發
艮
，
將
來

化
歸
烏
有
。
各
官
員
以
受
過
盟
宣
矗
炸
爲
托
飼
＇
不
斷
坤

談
及
夥
後
救
潞
各t
巖
．
，
燃
而
實
際
上
，
他
們
的
作
爲
，

就
是
故
意
池
趕
促
台
灣
的
巔
鯡T
9

'
入
間
巴
十
年
！

1
l

戰
後
登
盧
記
(
m
|
l

4

盃
毅

丙
墨
畫
走
了
九
纖
，
彧
左
乂
再
處
身
於
底
廬
直
家
山
頭
附
近
的
梅
＊
＊
疵
以
菊
松
爲
主
，
某
他
各
臚

下
丨
馬
農
右
眼
前
，
霎
霞
裏
且
這
r

樅
藁
木
不
計
盃
＇
隻
是
始
終
沒
有
在
年
之
茂
盛
。
翌
薳

在
一
早
享
了
十
二
公
甩
·
汽
享
路
，
＇
巒
懇
出
眼
前
芍
且
前
看
見
一
妻
竹
林
丨
牛
山
之
中
一
帶
芸
，
成

．

，

I分
鑪
一
分
鐔
的
滑
繡
～
T

，
0

未
到
登
山
口
的
蓬
花
洞
之r上
緯
特
殊
雅
氣
之
風
＇
吾
人
己5江
林
案
在
跟
前
卓·

f

前
'
,
'
丨
遷
儉
小
溪
是
盡
爾
涵
的
高
峯
泣
亨
笆
一
站
的
竹
林
棠
＇
儡
纂
．
臺
峯
之
間
慕
了
一

，

出
來
缸
，
而
還
恩
竺
匱
孚
一
儸
1
1自
．
，
三
面
是

｀

．
二
段
的
涵
布
5
清
烹
？
，
迫
入
魂
饑
之
中
·
閔
旵

山
＇
正
面
渲
向
偉
大
的
苔
丨
這
僭
池
方
塈
是
宋
嗨
土
湧
出
，
寓i
l
t
不
絕
，
謅
壓
之
間
，
｀
巳
不
在
凡
間
5

·吾

人
周
濂
溪
鬮
居
之
虞
，
親
右
尙
有
濂
深
讓
在
這
裏
。
g

入
仙
鄉
＇
．

一
遏
達
花
洞
，
上
婦
讞
急
，
山
認
可
口r羊
羣
．
笆

1站
喜
夏
＇
這
裏
山
波
直
立
，

一

石
段
一
且

匱
l
，
二
項
轎
子
剛
剛
可
以
珥
禰
。
算
T
編
個
灣H
，
覇
【
接
一
千
左
右'
8罪

r好
漢
」
雛
緝
一
氣
踏
碘
干
增
l

蟬
一
句
江
市
周

I
l
l
的
九
條
小
江
流
入
息
之
勢
，
盡
家
兄
奮
起
中
年
之
勇
'
E
邲
一
鼓
之
下
，
突
詖
此
關
，
墻

溫

F
·

·

o

在
袁
們
吟
賞
与
下
風
光
之
間
，
星I
-
l
五
里
，
稱
r赤
爾
好
瀘
．
到
了
這
裏
，
登
廬
之
功
己
成
一
摩
·

厚
頭
一
站
的
家
山
瞑
;
I
2
'
下
面
可
以
耆
到
要

．江
第
四
站
璧
是
月
弓
竺
墨
山
謩
略
主
，
值
到
虞
躪
灣
豳

．

中
流
的
風
景
，
上
面
林
峯
之
間
，
色
靄
虞
高
堂
m
'

豳
，
鏡
來
繞
去
，
一
皙
姜
一
為
。
＇
最
後
，
W`

勢
得
，
急
急
耳
上
，
眼
鑷
莉
是
一
千
仞
之
皐

L，
大
有
一

赤
可
若
見
癲
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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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風
雨l
l
l
i
l
l
l

緬
茅
暠
J`.

天
池
寺
齊
品
文
殊
台
＇
平
瞰
平

m
'
隴
顯
千
里
．
＇
徐
霞
客
游
記
－

H
．
＂
;
f
-
H
1

寺
右
庶
惻
，
登

棄
仙
亭
，I嵐
突
山
下
臨
無
池
，
日
女
殊
台J.• 
\ 

「
．
許
龍
宮
，
砷
龍
潭
和
石
門
澗
一
帶
可
稱
做
奇
景
之
一

．
＇
神
囍
官
是
布
天
池
山
東
南
蠶

9

宮
已
久
翌
蠢
故
址

.

，
由
神
背
宮
故
址
披
草
萊
而
前
太
皇
耳
'
,
石

間
，
瘟
湎
行
草
棄
中
，
蹄
荒
蕪
不
可
鐘
。
有
前
溪
沉
成
潭

，
清
可
以
鑒
．
，
畏
謚
靄
為
羣
伋
，
＇
钅
右

則
天
池
山
嶠
岩
＇
突
兀
寓
狀
，
變
石
柢
立
，
爭
雄
覿
勝
，

．

共
麿
'
,
且
郭
·
前
且
誓
纂
，
暠
問

鹽
在
，
峭
不
可
攀
，
四
顯
冷
翠
縝
面
，
飛
沫
濕
求
L
眞
晶

＾安
噩
絕
景
时
壁
方0前
詆
禁
翼
，
乃
循
澗
而
上
＾
遏
神
甑

宮
故
址
＇
至
神
龍
潭
有
瀑
飛
雲
星
＇
臘
空
盪
目
r
'
1
*

橋
檁
跨
谿
上
，
正
當
飛
瀑
之
前
，
鶩
心
惕
目
，
令
入
流
憙

＼

愿
全
。
滅
橋
可
至
資
髒
寺
·
,
'
不
蓋
r茸
籠
這
人

3

」
遭
蓮
在
囉
？

I 
1 s 

．l
.

蕢
綿
峯
左
石
鬥
澗
洧
，
與
天
池mI變
闕
並
峙
，
形
如

，一訒－

落
千
淵
之
摘o
廬
山
之
可
愛
，
土
迷
人
，
蘆
人
，
兵
騖

人
，
芙
偉
大
，
到
此
隨
知
某I__ 

6
,..\

' 

冬
去
帯
來
，
險
隘
過
了
目
有
平
坦
跪
l
l

正
被
風
光

迷
醉
之
中
，
忽
蒸
賬
界
大
開
，
遠
遠
瑨
見
牯
贛
街
市
的
房

`c 

展
。
在
跟
前
又
發
彧T
'
山
頭
上
漸
立T
－
庠
詛
念
塔',

.,' 

是
士
鳶
題
字
'
n
a^
芯
澮
第
九
十
九
師
守
山
陣
亡
將
土
的
。

還
最
後
一
站
稱
爲
小
天
池
，
抗
毆
蓄
時
與
日
血
寇
戰
之
池

也
。

部
屬
之
．
自
估
指
東
行
至
褒
山
爲
山
北
寬
路
，
比
小
天
池

，
塞
谷
以
軍
，
恩
鐔
寺
·
亂
崗
贛
以
北
之
池
都
屬
之

.
. 

大
林
寺
在
大
林
峯
甯
，
晉
僧
彙
鉅
膺
琫
．
寺
前
深
流

旦
這
杏
，
現
在
叫
儆
夫
橘
．
，
又
名
伷
人
盤
·
·
農

纂
贖
，
如
落
盤
中
，
遙
望
暎
謚
鑿
鑿
，
高
出
霎
衷
'
貶

前
言
置
，
有
石
台
東
酒
想
對
，
亞
書
則
千
仞
'

卽
所
謂
天
橋
o
大
林
寺
迤
墨
是
白
司
馬
薑
徑
；
，
山
門
之
漩

蕡
里
之
問
桐
醬
盛
，
楫
多
作
花
，
就
啻
白
樂
天
詠
螭

花
虞
'
r人
間
四
月
芳
菲
盡
，i
U寺
開
畫
開
，
香

廬
山
名
嗨
古
蹄
多
至
不
且
星
'
m靑
貫
？

可
總
分
微
晶
墓
一
部
這
蕡
共
分
水
褓
之
界
巒
旳
巴
歸
無
冤
處
．
＇
不
知
轉
入
此
中
杏
。
．

．
．

．

。
凡
是
麿
贗
'
*
月
山
，
合
鄱

n
.'`
太
乙
峯
＇
為

4·̀

蓋
山
也
是
膀
景
之
一
；
所
謂
天
池
山
者
＇
睿
爐
峯

峯
，
仰
天
竺
卣
峯
以
盡
的
，
屬
於
山
南
跪
°
以
北
的
善
西
皆
是
，
乃
今
則
曌
謦
璽
签
眾
噩

0

山
有
天
池
塔

'
山
北
蹄
，
山
北
各
可
分
做
一
居
國
書
行
至
上
、
傳
性
薔
丞
根
韓
侂
冑
蔗
繕
，
建
炎
中
曾
被
雷
能

1
角
'

霄
峯
是
山
蕡
路
，
几
＊
林
峯
西
門
農
峯
東
北
．
鼴
天
池
塔
隋
爲
天
心

4
n
'嘉
羣
霈
資
所
縷
，
夏
葦

筆
峯
以
四
，
以
及
四
北
山
薫
之
址
都
屬
之
：
自
牯
描
南
行

｀
十
塔
之
廢
苯
．
海
台
面
藻
，
石
鬥
澗
雙
闕
選
立
，
j
n
烕
似
郭

芸
曏
品
山
北
中
跺
，
凡
大
月
山
以
酉
＇
九
夸
峯
以
北
t
·
·

王
碭
明
夜
宿
天
池
月
下
閒
霍
次
早
知
山
下
大
雨

•• 

r咋

，
螂
筆
峯
以
東
，
差
句
，
蓴
林
，
斗
米
禋
，
實
龍
寺
之
瑀
E
月
明
峯
頂
宿
，
矇
臟
雷
蔓
在
山
藹
，
嚏
來
莉
問
山
下
＾

`~ . 

' 
,5
'

峯
頭
有
石
如
緝
，
而
芒
色
是
纖
，
所
是
苔
卟
做
「

，

o
菩
前
行
細
鎏
5
·
'、

某
前
海
n
n目
'
纈

芥
醇
臧
亭
．
＇
謩
嬰
；
闞
豁
笠
囍
門
百
纂
'
I

畫
無
逸
，
而
瀑
藁
細
細
，
度
祁
穿
谷
而
米
，
諦
蟑
之
，
蓁

－
洪
而
還
，
細
而
長
，
＇
灕
，
邕
藁
震
盪

'

.
'
乂
如
八
·

鹽
史
翳
靄
，
奔
騰
澎
抨
，
憙
迭
雷
鳴
。

．策
之
則
石
門
直

隠
滷
，
樅
天
池
鐵
連
一
峯
的
足
下
，
蛐
藁
粵
．
，
嘖
旉

'
羊
是

1

石
門
之
夸
，
緝
令
人
盡
要
。
就

是
在
遺
裏
，
率
太
白
曾
詠
？r日
照
番
這
成
紫
燜
；
遙

`
,
J
I
I
.
'
飛
流
噩
下
一
－
－
震
'
,
'
夭

•J

·, 喜
當
盔
麿
，
遴
麿
峽
，
即
是
女
兒
城
，

．

湃
傳
係
元
人
遙
兵
蠲
。
女
兒
城
後
生
大
月
山
高
一
五

Il 

．
七
＾
袁
，
當
合
鄂
褓
，
五
老
峯
之
原
北
，
山
特
出
不
與

他
山
聯
，
实
形
如
牛
月O
循
大
月
山
東
北
行
，
淯

l峯
特

高
，
或
謂
大
麥
蔽
山
，
或
聵
鈴
岡
描
，
某
池
東
睪
思
續
輯

，
西
達
大
月
山
，
甯
俯
五
老
峯
，
北
瞰
屋
管
嶺
'

'四
維
山

'· 'o 

`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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蕊- ~-臨一

^ 

蕾
哉
＇
流
亡
的
刊
物
＇
痛
哉
！
合
省
的
生
靈

t

自
我
國
勝
利
，
台
省
光
復
當
初
，
台
省
志
士
，
以
政

莖
改
革
和
芍
蚤
籥
爲
宗
旨
，
會
斜
合
固
志
，
飆
織

I
n
'
革
新
協
會
；
在
上
漓
唧
－
？
r
4
a
'列
J
於
前

，
在
台
北
出
版T
r
前
鋒
」
輔
酶
於
後
都
是
盡
量
介
紹

＊
陸
典
國
際
的
時
事
典
台
胞
，
和
台
，
憶
綸
省
外
國
外

全
．
，
作
了
一
鼬
文
化
上
的
媒
介H
作
．
網
後
因
布
上
漓

的
岡
人
多
壑
囘
台
，
故
將
上
海
的5
膏
月
芒
遷
返
台

北
這
令
台
北
的

r前
縴
J
維
醢
瘋
充
，
列
行r爺
茲

」
月
＇
至
今
計

T
-
u
'列
」
出
一
五

t
'
r前
鋒
J
雜

酶
出
二
胡
'
r
前
鋒
J
溟
列
出
捻
五
姻
，
以
至
台
省
空
前

的
;
_

r 

{
b
!
:
1
¥
:
t
l
l
(
I
'

」
的
t

rt 

1
1
1
<
•
i
W
J

爆
然
發

生
，
讒
被
迫
停T
u
,

事
前
＿
＿ln
*
f
U
一
部
芯3同
人
，
黑
以
前
的
計
劃
＇
廩

合
來
天
江
中
下
流
一
帶
，

｀

作
3
會
，
政
治
，
鼷
濟
，
和
磁

` 

，~~ 
編 ，

者

之．

鴨
躪
芭
奮
皇
下
，
以

2
?
'

僅
次
於
慕
2

．
由
思
篌
禕
而
下
，
雷
干
級
，
直
下
雲
蠵
，
行
可
－

l
E

許
，
巴
聞
水
麐
，
殷
殷
如
雷
·
'
山
選

B
'

至
會
柚
亮
故

址
，
灕
婁
迎
面
儻
來
，
＿
＿
＿
藁
何
影
，
嬝
鑲
在
望
。
三
疊
臬

＇是
由
五
老
峯
北
邕
品
嬰
蘑
上
，
裊
裊
如
垂
練
'
藁

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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