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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議
時
間
：
二○

二
五
年
三
月
十
八
日
（
星
期
二
）
下
午
一
時
至
三
時
半

會
議
地
點
：
文
訊
雜
誌
社
會
議
室

決
審
委
員
：
孫
永
忠
．
曹
淑
娟
．
普
義
南
．
廖
振
富
．
顏
崑
陽
（
依
姓
氏
筆
畫
排
序
）

列
席
人
員
：
封
德
屏

會
議
記
錄
：
劉
紋
安

會
議
開
始
，
由
文
訊
雜
誌
社
社
長
兼
總
編
輯
封
德
屏
報
告
第
二
十
七
屆
臺
北
文
學
獎
古
典
詩
類
收
件
情
況
。
本
屆
共

收
到
來
稿
一
百
二
十
六
件
，
經
初
審
後
共
有
一
百
一
十
三
件
作
品
進
入
複
審
，
由
複
審
委
員
何
維
剛
、
張
輝
誠
、
謝
旻
琪

於
三
月
一
日
在
文
訊
雜
誌
社
開
會
討
論
，
評
選
出
二
十
一
件
進
入
決
審
。
決
審
委
員
孫
永
忠
、
曹
淑
娟
、
普
義
南
、
廖
振

富
推
舉
顏
崑
陽
擔
任
主
席
。
本
屆
古
典
詩
類
須
選
出
四
個
獎
額
，
首
獎
一
名
，
評
審
獎
一
名
，
優
等
獎
兩
名
。
主
席
首
先

請
各
位
評
審
針
對
本
屆
作
品
發
表
整
體
看
法
與
評
選
重
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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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
振
富
：
就
個
人
評
審
經
驗
，
今
年
整
體
水
平
較
弱
，
缺
少
讓
人
驚
豔
之
作
。
以
往
幾
屆
在
主
題
上
較
多
歷
史
大
敘
述
，

這
屆
作
品
則
多
屬
貼
近
日
常
生
活
的
小
詩
，
或
許
是
很
多
屆
以
後
，
參
賽
者
的
選
材
逐
漸
趨
於
生
活
化
，
例

如
：
描
寫
上
班
族
心
聲
，
也
有
外
地
人
在
臺
北
抑
鬱
不
得
志
、
懷
才
不
遇
的
抒
發
，
印
象
較
深
刻
的
有
外
國
人

學
中
文
，
每
位
評
審
的
評
價
可
能
不
盡
相
同
，
我
個
人
的
評
選
標
準
並
不
要
求
龐
大
敘
事
。

普
義
南
：
絕
句
講
求
一
瞬
間
的
靈
感
，
律
詩
則
重
視
布
陣
嚴
密
，
包
括
聯
章
關
係
、
意
象
或
字
句
是
否
重
出
、
駢
散
或
情

景
之
間
的
安
排
，
上
乘
之
作
能
夠
在
嚴
整
之
中
呈
現
流
動
。
這
次
決
審
我
的
心
情
有
點
複
雜
及
困
難
，
第
一
個

擔
憂
是
可
能
會
出
現
Ａ
Ｉ
創
作
出
的
作
品
，
有
些
創
作
者
客
體
性
較
強
，
而
Ａ
Ｉ
也
能
夠
創
作
以
客
體
描
寫
為

主
的
成
熟
作
品
，
若
作
者
只
描
述
客
體
性
，
就
會
難
以
分
辨
是
Ａ
Ｉ
或
者
創
作
者
本
人
的
作
品
。
第
二
個
擔
憂

是
另
有
一
些
作
者
的
主
體
性
非
常
強
，
擅
長
描
寫
抽
象
、
個
人
的
感
懷
，
實
際
上
卻
沒
有
具
體
的
經
驗
，
風
格

看
似
清
空
騷
雅
，
實
際
什
麼
都
沒
說
，
並
沒
有
意
圖
處
理
生
命
中
真
實
感
動
的
事
物
，
若
一
個
詩
人
為
了
要
得

獎
一
直
創
作
此
類
作
品
，
將
會
是
一
種
自
我
的
滅
亡
。

孫
永
忠
：
我
的
評
選
標
準
，
其
一
是
生
活
化
，
詩
作
應
該
反
映
出
詩
人
自
我
的
靈
性
，
有
部
分
作
品
描
寫
太
多
客
觀
事
物
，

也
許
字
句
很
漂
亮
卻
顯
得
不
知
所
云
，
無
法
突
顯
出
情
思
，
其
二
是
律
詩
四
組
之
間
的
安
排
是
否
有
特
別
巧
妙

之
處
，
相
結
合
後
能
否
延
伸
出
更
深
層
的
意
涵
。
我
個
人
較
偏
向
生
活
化
、
趣
味
性
的
選
擇
。

曹
淑
娟
：
今
年
投
稿
作
品
有
關
歷
史
、
文
化
大
脈
絡
的
題
材
較
少
，
抒
發
個
人
感
受
的
作
品
偏
多
，
嘗
試
以
古
典
詩
反
映

花
蓮
地
震
、
臺
北
高
房
價
、
科
技
園
區
工
作
，
或
者
國
際
生
學
習
中
文
的
困
難
和
趣
味
，
具
有
當
代
性
，
值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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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
勵
。
在
結
構
方
面
，
我
會
期
待
四
首
組
詩
有
更
緊
密
的
內
在
脈
絡
，
而
不
止
於
平
行
並
列
，
作
品
中
有
的
以

時
間
序
列
建
立
關
係
，
有
的
結
合
登
樓
、
訪
友
活
動
或
負
笈
外
地
的
行
程
抒
寫
情
懷
發
展
的
動
態
過
程
，
都
有

助
於
將
四
首
詩
作
連
結
為
一
個
整
體
，
產
生
更
大
的
意
義
。
至
於
語
言
文
字
的
運
用
，
部
分
作
者
詩
筆
老
到
，

嫻
熟
典
故
，
語
法
變
化
靈
活
，
即
使
有
些
問
題
可
再
討
論
，
仍
可
見
出
才
情
和
努
力
。

顏
崑
陽
：
這
屆
水
準
不
是
很
理
想
。
參
加
文
學
獎
比
賽
的
訣
竅
，
在
於
妥
善
搭
配
客
觀
的
「
實
」
與
主
觀
的
「
虛
」
。
客

觀
事
實
應
寫
臺
北
的
人
或
事
，
且
明
確
指
向
臺
北
這
個
城
市
，
同
時
扣
合
主
觀
的
感
受
，
達
到
抒
情
言
志
；
而

非
將
在
網
路
上
搜
尋
到
的
客
觀
題
材
拼
湊
，
甚
至
和
描
寫
對
象
之
間
也
並
無
感
情
，
更
非
歷
史
上
可
作
為
典
範

的
偉
大
人
物
。
古
典
詩
作
為
「
沒
落
」
的
文
體
，
能
表
現
出
現
代
性
、
在
地
性
是
延
續
其
生
命
的
重
要
路
徑
；

要
將
具
現
代
性
的
新
事
物
題
材
入
詩
未
嘗
不
可
，
甚
至
現
代
性
事
物
才
能
表
現
出
臺
北
的
社
會
經
驗
，
但
題
材

分
為
可
入
詩
與
不
可
入
詩
，
要
懂
得
選
擇
可
入
詩
的
題
材
。
在
創
作
技
巧
上
，
除
了
使
人
通
讀
易
懂
之
外
，
還

必
須
蘊
含
言
外
之
意
，
句
法
虛
實
的
變
化
、
聲
調
的
起
伏
高
低
、
意
境
與
內
容
的
創
新
，
這
都
是
我
評
選
的
標

準
。

第
一
輪
投
票

經
評
審
討
論
，
決
議
首
輪
投
票
一
人
圈
選
五
篇
作
品
，
不
分
名
次
，
得
票
數
依
高
低
排
列
如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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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票
作
品

　

〈
北
遊
〉
（
曹
淑
娟
、
普
義
南
、
顏
崑
陽
）

〈
臺
北
高
房
價
寓
居
四
首
〉
（
孫
永
忠
、
普
義
南
、
顏
崑
陽
）

〈
內
湖
科
技
園
區
工
作
四
章
〉
（
孫
永
忠
、
曹
淑
娟
、
廖
振
富
）

〈
北
城
登
樓
〉
（
孫
永
忠
、
曹
淑
娟
、
顏
崑
陽
）

〈
客
經
臺
北
陽
明
山
綺
懷
四
首
〉
（
曹
淑
娟
、
廖
振
富
、
顏
崑
陽
）

兩
票
作
品

〈
到
師
大
語
言
中
心
學
中
文
〉
（
孫
永
忠
、
廖
振
富
）

〈
旅
宿
京
華
訪
友
雜
感
四
首
〉
（
曹
淑
娟
、
廖
振
富
）

一
票
作
品　

〈
記
臺
北
市
四
代
表
動
植
物
并
感
〉
（
顏
崑
陽
）

〈
臥
龍
四
韻
〉
（
廖
振
富
）

〈
秋
日
謁
墓
感
懷
四
首
〉
（
普
義
南
）

〈
鯤
北
雜
憶
四
首
〉
（
普
義
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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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
北
履
跡
〉
（
普
義
南
）

〈
甲
辰
年
秋
憶
臺
大
〉
（
孫
永
忠
）

○

票
作
品

〈
臺
北
四
首
〉

〈
七
律
．
遊
臺
北
四
首
〉

〈
臺
北
橋
韻
〉

〈
漫
遊
臺
北
下
七
股
野
溪
溫
泉
〉

〈
居
臺
北
雜
記
四
首
〉

〈
洄
瀾
即
事
〉

〈
大
稻
埕
感
懷
四
題
〉

〈
二
載
春
城
人
情
雜
感
四
首
〉

經
評
審
決
議
，
未
獲
票
作
品
不
列
入
討
論
。
對
獲
得
一
票
以
上
的
作
品
進
行
討
論
，
並
可
斟
酌
是
否
保
留
一
票
作
品

進
入
第
二
輪
評
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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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票
作
品
討
論——

〈
記
臺
北
市
四
代
表
動
植
物
并
感
〉

顏
崑
陽
：
這
四
首
組
詩
至
少
有
系
列
性
，
同
樣
都
是
臺
北
的
象
徵
物
，
就
選
材
而
言
能
夠
形
成
組
詩
的
結
構
，
內
容
也
還

不
錯
。
詠
物
之
作
雖
然
不
是
非
常
高
明
，
但
都
還
能
貼
切
其
物
，
因
此
可
以
考
慮
。

普
義
南
：
第
一
首
三
、
四
句
臺
灣
藍
鵲
，
把
「
自
是
」
、
「
何
須
」
、
「
豈
隨
」
、
「
不
獨
」
放
在
同
個
位
置
，
感
覺
是

初
學
者
造
詞
功
力
不
太
行
，
後
面
的
「
淨
渾
風
」
、
「
誤
行
兇
」
也
不
太
通
。

〈
臥
龍
四
韻
〉

顏
崑
陽
：
題
目
本
身
不
明
其
意
，
詩
句
平
實
沒
有
意
境
。
第
二
首
「
鬱
結
四
旬
重
」
，
第
四
首
「
橫
空
破
塊
淒
」
，
其
中

不
少
這
樣
生
硬
，
意
思
不
通
透
的
詩
句
。

普
義
南
：
每
首
中
間
幾
聯
沒
有
必
然
順
序
，
無
邏
輯
安
排
，
是
有
點
初
學
者
的
寫
法
，
看
得
出
來
有
些
詩
句
是
硬
湊
的
。

廖
振
富
：
有
寫
景
、
詠
物
，
雖
然
隱
含
春
夏
秋
冬
，
感
覺
題
材
有
刻
意
經
營
的
痕
跡
，
寫
景
還
算
生
動
，
但
大
概
就
是
停

留
在
寫
景
、
白
描
的
層
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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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
辰
年
秋
憶
臺
大
〉

孫
永
忠
：
在
看
過
很
多
關
於
墳
墓
的
詩
作
後
，
覺
得
這
首
至
少
真
實
念
過
臺
大
，
就
多
媒
體
課
程
、
舊
的
照
片
、
人
物
傳

記
去
作
聯
想
，
切
入
點
比
較
特
別
，
但
有
些
句
子
比
較
怪
。

〈
秋
日
謁
墓
感
懷
四
首
〉

普
義
南
：
我
認
為
作
者
應
該
要
有
註
釋
，
與
墓
地
或
墓
主
人
相
關
的
意
象
像
謎
語
一
樣
，
整
體
讓
人
感
覺
有
文
采
但
像
霧

裡
看
花
。

〈
鯤
北
雜
憶
四
首
〉

普
義
南
：
雖
然
第
一
首
寫
得
很
糟
糕
，
但
第
三
首
寫
得
還
不
錯
，
「
信
誰
西
土
占
秦
法
」
就
是
指
中
國
，
「
終
爾
南
朝
復

漢
官
」
意
旨
文
化
正
統
在
臺
灣
，
雖
然
在
看
書
但
格
局
較
大
，
第
四
首
「
屠
龍
」
、
「
獻
豕
」
的
典
故
用
得
很

好
，
但
第
一
首
是
大
大
的
敗
筆
，
所
以
我
沒
有
為
它
爭
取
。

〈
臺
北
履
跡
〉

普
義
南
：
這
首
註
釋
不
清
不
楚
，
個
別
詩
句
卻
還
不
錯
，
像
是
詠
行
天
宮
「
一
錯
豈
妨
身
作
聖
，
千
秋
終
鑒
蚌
遺
珠
」
，

有
其
議
論
，
但
像
猜
謎
一
樣
。
用
這
些
題
材
要
謹
慎
，
有
些
地
方
需
要
給
出
線
索
讓
讀
者
理
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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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
票
作
品
討
論——

〈
到
師
大
語
言
中
心
學
中
文
〉

孫
永
忠
：
這
首
的
作
者
應
該
是
位
老
師
，
巧
妙
的
將
學
習
華
語
的
經
驗
融
入
詩
中
，
也
寫
出
學
習
者
的
困
擾
跟
感
動
，
我

覺
得
寫
得
滿
傳
神
，
所
以
選
這
首
。

廖
振
富
：
我
會
選
擇
最
大
的
原
因
是
因
為
趣
味
性
跟
幽
默
感
，
以
及
題
材
的
與
眾
不
同
，
但
是
否
適
合
得
獎
，
有
討
論
的

空
間
，
因
為
其
中
有
一
些
句
子
像
打
油
詩
，
很
通
俗
、
口
語
化
，
如
：
「
龍
雖
隨
鳳
舞
，
笑
卻
逐
顏
開
。
格
子

能
爬
滿
？
江
郎
尚
有
才
」
具
有
趣
味
性
，
「
好
粗
牛
肉
麵
」
書
寫
臺
灣
腔
調
、
「
超
噁
竹
鞋
攤
」
則
是
寫
豬
血

湯
，
讓
他
入
圍
是
想
聽
聽
其
他
評
審
的
意
見
。

普
義
南
：
我
認
為
一
篇
作
品
的
詩
題
、
詩
序
、
詩
句
是
必
須
要
自
足
的
，
要
表
達
淺
白
或
生
活
趣
味
都
沒
關
係
，
但
作
者

沒
有
辦
法
在
短
暫
的
詩
句
中
傳
達
出
完
整
的
意
思
，
害
怕
讀
者
不
懂
才
需
要
這
麼
多
的
註
解
，
這
是
一
個
很
大

的
缺
陷
。

曹
淑
娟
：
這
首
偏
向
打
油
詩
，
確
實
也
覺
得
註
釋
太
多
不
能
算
是
好
詩
。

顏
崑
陽
：
這
組
是
打
油
詩
，
就
造
句
而
言
很
淺
白
、
順
暢
、
詼
諧
有
趣
、
別
具
一
格
，
沒
有
什
麼
毛
病
；
但
就
是
俗
。
而

且
太
多
自
作
的
註
釋
，
很
奇
怪
，
作
為
比
賽
詩
不
太
討
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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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
宿
京
華
訪
友
雜
感
四
首
〉

曹
淑
娟
：
這
組
作
品
頗
見
推
進
層
次
，
第
一
首
旅
宿
京
華
，
第
二
首
巡
遊
京
華
，
第
三
首
書
寫
訪
友
過
程
中
人
生
的
感
慨
，

第
四
首
在
感
慨
中
振
拔
起
來
。
佳
句
如
第
三
首
「
如
今
不
問
詩
書
劍
，
對
面
絮
談
柴
米
鹽
」
、
「
野
老
山
妻
曾

愧
是
，
佳
人
才
子
久
來
嫌
」
，
雖
覺
滄
桑
卻
也
沒
有
持
續
陷
溺
，
蘊
含
一
些
能
更
深
層
品
味
的
訊
息
，
順
著
首

首
結
構
的
遞
進
，
能
體
會
作
者
逐
漸
深
沉
的
感
受
。
最
後
在
比
較
不
平
的
情
緒
中
以
至
情
「
酬
知
己
」
，
還
保

有
讀
書
人
的
風
骨
在
：
「
勸
將
雄
劍
充
文
字
，
不
信
儒
冠
誤
此
身
」
，
收
束
得
很
好
，
是
值
得
留
意
的
作
品
。

廖
振
富
：
我
還
算
喜
歡
這
組
作
品
，
第
一
首
描
寫
到
臺
北
訪
問
多
年
分
隔
未
見
的
好
友
，
其
中
第
三
首
「
如
今
不
問
詩
書

劍
，
對
面
絮
談
柴
米
鹽
」
讓
我
聯
想
到
龍
瑛
宗
〈
植
有
木
瓜
樹
的
小
鎮
〉
中
一
個
年
輕
的
知
識
分
子
年
輕
時
原

本
懷
抱
著
夢
想
，
經
歷
一
步
一
步
現
實
的
折
磨
最
後
沒
落
，
寫
出
很
多
人
可
能
經
歷
理
想
陷
落
的
過
程
，
最
大

的
問
題
則
是
在
第
四
首
，
「
相
逢
」
、
「
相
憶
」
犯
重
，
第
二
個
問
題
是
「
至
情
祇
可
酬
知
己
」
是
李
正
治
的

詩
句
，
「
不
信
儒
冠
誤
此
身
」
也
是
宋
代
詩
人
的
句
子
，
但
卻
都
沒
有
加
註
，
會
導
致
抄
襲
的
嫌
疑
。

顏
崑
陽
：
除
了
一
開
始
的
「
走
馬
敦
南
入
大
安
，
浮
華
直
作
玉
京
看
」
，
這
二
句
點
了
一
下
臺
北
之
外
，
其
他
部
分
都
是

書
寫
個
人
的
經
驗
與
感
受
。
其
中
有
些
地
方
不
錯
，
也
有
晦
澀
之
處
，
例
如
：
「
敗
花
塵
日
憶
荀
君
」
、
「
真

欲
回
身
藏
白
鹿
」
，
像
這
些
都
是
僻
典
，
大
概
很
少
人
看
得
懂
，
因
此
不
太
有
利
評
審
。
第
三
首
「
蝶
夢
沉
沉

萬
古
懨
」
，
「
萬
古
懨
」
顯
然
是
湊
韻
。
整
體
而
言
有
詩
的
韻
味
，
但
各
句
都
有
些
瑕
疵
，
而
且
扣
合
臺
北

的
部
分
比
較
薄
弱
，
甚
至
將
別
人
的
成
句
「
至
情
祇
可
酬
知
己
」
放
入
詩
中
。
像
是
宋
代
晏
幾
道
的
〈
臨
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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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
〉
：
「
落
花
人
獨
立
，
微
雨
燕
雙
飛
」
，
襲
用
唐
人
詩
句
。
這
在
古
代
，
被
當
作
檃
括
前
人
詩
句
的
創
作
技

巧
，
不
受
非
議
；
但
現
代
的
比
賽
詩
應
該
盡
量
避
免
。

普
義
南
：
這
組
我
是
認
為
是
快
意
有
餘
而
韻
味
不
足
，
「
至
情
祇
可
酬
知
己
」
使
用
別
人
的
句
子
如
果
得
獎
確
實
是
會
有

問
題
的
。
除
此
之
外
，
議
論
多
於
寫
景
，
我
認
為
「
相
逢
」
跟
「
相
憶
」
是
刻
意
使
用
的
，
看
得
出
來
作
者
很

喜
歡
使
用
虛
字
，
擅
長
書
寫
這
類
快
意
灑
脫
的
作
品
，
所
以
「
相
」
應
該
是
刻
意
造
成
重
字
，
但
有
時
快
意
灑

脫
過
頭
，
把
人
家
句
子
拿
來
用
是
大
忌
。

孫
永
忠
：
「
捷
運
平
生
看
曲
折
」
這
一
聯
看
不
懂
，
比
較
喜
歡
「
如
今
不
問
詩
書
劍
，
對
面
絮
談
柴
米
鹽
」
，
有
好
有

壞
，
但
整
體
來
看
，
感
覺
有
點
沉
，
跟
臺
北
的
關
係
有
點
淡
，
所
以
沒
有
選
擇
此
首
。

◎

三
票
作
品
討
論——

〈
北
遊
〉

普
義
南
：
作
者
文
筆
不
錯
，
造
句
跟
典
故
使
用
得
很
好
，
例
如
第
四
首
的
「
七
不
堪
」
跟
「
歸
鴻
目
送
」
，
但
問
題
是
有

京
華
之
感
而
無
京
華
之
事
，
整
體
而
言
顯
得
空
泛
，
很
少
有
具
體
事
物
或
實
際
經
驗
，
作
者
將
他
的
才
華
用
來

經
營
這
些
很
浮
泛
的
東
西
，
就
是
一
種
比
賽
體
。

曹
淑
娟
：
作
者
的
語
言
表
達
能
力
很
好
，
大
量
用
典
，
「
歸
鴻
目
送
為
詩
酣
」
等
顯
示
對
典
故
深
刻
的
了
解
，
但
「
歸
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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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
雀
徘
徊
地
」
則
表
意
模
糊
，
是
刻
意
用
典
。
這
一
組
作
品
有
時
間
的
推
進
，
並
照
顧
到
整
體
結
構
，
雖
然
有

時
不
是
很
細
膩
，
例
如
甲
辰
秋
啟
程
，
何
以
暮
春
才
抵
達
？
整
體
而
言
是
一
組
文
勝
乎
質
的
作
品
，
我
欣
賞
作

者
的
才
氣
。

顏
崑
陽
：
作
者
的
文
筆
、
文
字
非
常
老
練
；
但
這
組
詩
不
一
定
只
能
放
在
臺
北
。
「
實
」
的
臺
北
經
驗
很
少
，
「
虛
」
的

抒
情
言
志
占
了
八
成
。
這
是
一
首
好
的
抒
情
詩
，
但
作
為
以
臺
北
經
驗
為
主
題
的
比
賽
作
品
，
就
會
有
減
分
的

可
能
。
第
一
首
「
歸
經
孔
雀
徘
徊
地
」
大
概
是
在
講
經
過
東
南
也
就
是
臺
灣
這
個
地
方
，
顯
示
作
者
應
該
不
是

臺
灣
本
地
人
。
「
看
到
鏡
花
零
落
時
」
、
「
故
宅
種
桃
兼
種
菊
，
殊
方
嗟
暑
復
嗟
寒
」
皆
為
佳
句
。
「
僻
性
終

憐
七
不
堪
」
用
嵇
康
寫
給
山
濤
的
絕
交
書
；
但
比
賽
詩
使
用
過
於
生
僻
的
典
故
，
較
難
獲
得
高
分
。
因
為
除
了

古
典
詩
壇
的
人
以
外
，
還
要
能
讓
大
眾
閱
讀
，
語
言
須
盡
量
淺
白
、
平
淡
而
具
深
意
。

廖
振
富
：
這
首
作
品
較
空
泛
，
且
常
使
用
罕
用
字
與
僻
典
，
寫
古
典
詩
不
要
只
是
讓
詩
壇
的
人
看
起
來
很
熟
悉
，
也
要
讓

一
般
大
眾
看
得
懂
。
有
評
審
認
為
「
歸
經
孔
雀
徘
徊
地
」
暗
用
「
孔
雀
東
南
飛
，
五
里
一
徘
徊
」
之
意
，
讀
起

來
不
錯
，
但
我
覺
得
有
點
硬
湊
的
感
覺
，
雖
然
其
他
評
審
解
讀
成
是
經
過
位
於
東
南
的
臺
灣
，
但
對
一
般
人
而

言
太
迂
迴
，
當
然
作
者
功
力
很
厲
害
很
會
寫
，
但
讀
起
來
並
沒
有
很
深
的
感
情
。

孫
永
忠
：
我
沒
有
選
擇
這
首
是
因
為
念
起
來
太
辛
苦
了
，
雖
然
使
用
很
多
典
故
很
有
學
問
，
但
我
們
選
出
來
的
詩
要
公
布

後
能
夠
喚
起
群
眾
的
共
鳴
，
但
這
首
堆
砌
的
感
覺
較
重
，
是
高
手
但
我
不
喜
歡
，
其
中
原
稿
「
种
」
桃
、
髭

「
須
」
的
字
型
為
簡
體
字
，
延
伸
出
「
北
上
」
的
「
北
」
到
底
是
哪
個
北
的
問
題
，
因
此
這
首
排
除
在
我
選
擇



234

第
二
十
七
屆
臺
北
文
學
獎
得
獎
作
品
集

的
五
首
之
外
。

〈
臺
北
高
房
價
寓
居
四
首
〉

顏
崑
陽
：
這
首
是
個
人
身
居
臺
北
對
高
房
價
的
經
驗
感
受
，
大
抵
上
具
備
現
實
性
與
在
地
性
。
文
字
上
除
了
少
數
幾
句
的

毛
病
之
外
都
不
錯
，
不
會
很
晦
澀
，
既
淺
白
也
有
感
慨
；
但
是
有
一
點
窮
酸
氣
，
缺
乏
在
困
境
中
超
越
的
胸

襟
。
其
中
「
身
無
厚
俸
難
居
易
，
路
有
窮
途
可
退
之
」
這
一
聯
，
化
用
白
居
易
、
韓
愈
（
退
之
）
名
字
，
意
愜

而
具
巧
思
。
整
體
而
言
是
可
以
推
薦
的
好
詩
。

普
義
南
：
會
選
擇
這
首
的
原
因
在
於
作
者
有
真
切
的
感
受
，
尤
其
一
、
三
首
寫
得
滿
好
，
用
到
居
易
、
退
之
的
押
韻
方
式

較
特
別
。
第
三
首
「
唯
懷
子
美
千
間
廈
，
不
羨
元
龍
百
尺
樓
」
其
中
使
用
的
典
故
非
常
恰
當
，
描
述
面
對
高
房

價
政
府
束
手
無
策
「
諫
議
文
臣
皆
噤
語
」
、
「
誰
將
聖
主
詢
長
策
」
期
待
有
人
來
解
決
問
題
，
但
第
二
首
「
愁

懷
棟
宇
暗
消
磨
」
以
及
最
後
一
首
「
書
屋
小
」
「
酒
樽
涼
」
較
像
湊
韻
。
整
體
議
論
是
很
真
實
的
，
可
惜
他
的

才
華
沒
辦
法
貫
穿
四
首
。

孫
永
忠
：
會
選
擇
這
首
是
因
為
作
者
對
於
高
房
價
的
感
同
身
受
，
共
鳴
性
高
，
我
也
滿
驚
訝
「
退
之
」
兩
個
字
的
用
法
非

常
巧
妙
，
這
首
的
用
典
活
潑
、
語
言
流
暢
，
是
值
得
鼓
勵
的
，
意
思
有
了
，
文
字
也
較
淺
白
。

廖
振
富
：
我
沒
有
選
擇
的
原
因
有
二
，
第
一
是
我
非
常
不
喜
歡
太
窮
酸
的
詩
。
另
外
一
個
是
感
覺
兩
首
就
可
以
寫
完
了
，

但
硬
湊
到
四
首
延
伸
了
窮
酸
氣
，
導
致
讀
起
來
愈
來
愈
不
舒
服
。
當
然
現
實
問
題
並
非
一
定
要
苦
中
作
樂
，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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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何
看
待
卻
很
重
要
。
另
外
是
用
詞
問
題
，
現
在
民
主
時
代
卻
使
用
封
建
時
代
的
「
聖
主
」
、
「
文
臣
」
的
詞

語
，
感
覺
不
太
恰
當
，
雖
然
可
以
理
解
作
者
的
期
待
，
但
一
方
面
加
深
了
窮
酸
氣
，
一
方
面
感
覺
人
民
太
卑
微

了
，
整
體
而
言
問
題
在
於
用
詞
缺
乏
普
遍
性
，
格
局
也
不
夠
大
，
以
及
湊
數
的
問
題
。

曹
淑
娟
：
我
也
很
喜
歡
「
居
易
」
、
「
退
之
」
這
一
聯
，
但
最
不
足
的
是
較
缺
乏
結
構
性
、
內
容
較
單
薄
，
像
前
位
評
審

所
說
的
感
覺
兩
首
足
矣
。
作
者
沒
有
進
一
步
深
思
，
雖
然
提
到
杜
甫
的
懷
抱
，
但
還
是
沉
溺
在
哀
嘆
之
中
。

「
聖
主
」
、
「
文
臣
」
表
現
小
老
百
姓
的
卑
微
，
期
待
別
人
來
改
善
，
比
較
看
不
到
「
我
」
在
這
種
情
境
下
心

境
的
變
化
或
超
越
。

〈
內
湖
科
技
園
區
工
作
四
章
〉

曹
淑
娟
：
這
組
作
品
把
一
些
現
代
的
意
象
收
攏
進
詩
中
，
如
第
四
首
「
迅
擊
鼠
標
勞
脫
腕
，
近
觀
蠅
字
枯
昏
眸
」
描
寫
使

用
鍵
盤
輸
入
的
情
況
，
雖
然
不
是
很
流
暢
，
但
這
種
努
力
值
得
鼓
勵
。
每
首
都
能
看
到
科
技
業
日
常
生
活
面
向

的
呈
現
，
相
當
充
實
。
不
過
僅
展
現
出
生
活
現
象
跟
感
受
，
少
了
進
一
步
的
沉
思
，
所
以
我
選
入
此
首
，
但
也

期
待
看
到
更
深
入
的
感
悟
。

廖
振
富
：
這
首
採
用
現
代
生
活
中
科
技
業
的
題
材
，
呈
現
出
現
代
人
的
生
活
經
驗
，
「
篋
中
魚
信
傾
旋
滿
，
鍵
上
馬
蹄
奔

未
休
」
或
是
「
迅
擊
鼠
標
勞
脫
腕
，
近
觀
蠅
字
枯
昏
眸
」
表
現
生
動
，
充
滿
現
代
感
，
對
仗
的
部
分
也
有
巧
妙

之
處
，
例
如
第
三
首
「
幾
度
升
沉
何
適
意
，
手
搖
茶
裏
一
浮
漚
」
，
「
浮
漚
」
比
喻
世
事
無
常
，
既
是
寫
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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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是
隱
喻
，
暗
示
面
對
壓
力
的
瀟
灑
豁
達
。
整
體
表
現
相
當
流
暢
，
簡
單
易
懂
，
展
現
出
科
技
行
業
的
生
活
日

常
，
只
是
感
覺
格
局
還
差
了
一
點
。

孫
永
忠
：
我
選
擇
這
首
的
原
因
是
要
將
現
代
意
象
寫
成
古
典
風
格
不
容
易
，
看
得
出
作
者
很
努
力
經
營
，
斧
鑿
痕
跡
不
明

顯
且
清
新
順
暢
、
淺
白
可
懂
，
同
時
有
一
定
深
層
意
涵
，
這
首
也
是
我
註
記
最
少
的
。

普
義
南
：
這
篇
沒
什
麼
問
題
，
但
也
沒
有
讓
我
感
覺
特
別
出
彩
的
句
子
。
有
些
古
典
詩
是
生
長
出
來
的
，
有
些
則
是
拼
湊

出
來
的
，
像
是
「
手
搖
茶
裏
一
浮
漚
」
是
稍
微
讓
我
覺
得
他
有
點
想
像
出
奇
的
地
方
。
但
整
體
出
彩
的
地
方
較

少
。

顏
昆
陽
：
我
相
當
贊
成
將
現
代
都
市
生
活
入
詩
，
但
總
還
是
要
有
詩
的
韻
味
與
意
境
。
第
四
首
「
枯
昏
眸
」
出
現
格
律
上

的
問
題
，
三
平
落
腳
在
詩
律
上
是
大
忌
；
而
且
造
句
生
硬
、
不
流
暢
。
最
大
的
缺
點
是
實
多
虛
少
，
幾
乎
就
是

鋪
敘
現
實
生
活
經
驗
的
表
象
，
缺
乏
詩
的
想
像
與
虛
構
，
完
全
無
意
境
可
言
，
亦
無
含
蓄
委
婉
的
情
意
。
有
些

詞
彙
意
思
不
透
徹
，
例
如
：
「
常
逢
萍
水
終
難
識
」
、
「
偶
逐
電
光
殊
未
成
」
；
而
「
理
機
無
覺
歲
時
流
」
，

「
理
機
」
是
自
鑄
生
詞
。
在
古
典
詩
創
作
中
可
以
自
鑄
新
詞
，
但
必
須
讓
人
望
文
即
知
含
意
；
題
材
可
以
有
現

代
化
經
驗
，
但
如
何
將
通
俗
的
現
實
生
活
經
驗
，
轉
化
為
詩
的
虛
境
，
這
相
當
不
容
易
。

〈
北
城
登
樓
〉

曹
淑
娟
：
這
組
作
品
具
有
較
多
的
主
體
性
感
受
，
雖
沒
有
明
確
的
地
點
，
但
以
「
登
樓
」
安
排
全
詩
結
構
，
緊
扣
主
題
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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蘊
含
層
次
性
。
「
塵
霧
每
隨
風
散
亂
，
山
河
時
復
露
浸
凌
」
或
「
婉
轉
何
如
京
兆
鳥
，
支
離
依
舊
異
鄉
人
」
等

對
句
中
有
虛
／
實
、
人
／
物
意
象
的
搭
配
。
較
大
的
缺
點
是
：
「
北
城
」
在
詩
作
中
比
較
少
實
景
呈
現
，
無
法

有
效
傳
達
被
真
實
事
物
觸
發
的
感
懷
，
且
反
覆
挪
用
都
城
、
長
安
、
京
兆
、
京
華
、
臺
北
等
同
義
詞
。
其
中
雖

略
觸
及
時
事
感
慨
，
但
多
停
留
在
自
傷
自
憐
，
可
惜
沒
有
打
開
「
關
心
社
稷
」
的
格
局
。

孫
永
忠
：
我
選
這
首
的
原
因
是
雖
然
「
北
城
」
的
部
分
並
非
實
寫
，
但
他
可
能
登
了
四
個
樓
不
同
的
樓
層
，
而
「
登
樓
」

的
傳
統
的
文
學
氛
圍
較
濃
郁
。
其
中
「
婉
轉
何
如
京
兆
鳥
，
支
離
依
舊
異
鄉
人
」
典
故
使
用
巧
妙
，
最
後
「
儒

生
典
罷
鷫
鸘
裘
」
感
嘆
一
事
無
成
，
有
達
到
登
樓
悲
詠
的
主
題
。

顏
崑
陽
：
這
組
詩
的
作
者
具
有
一
定
功
力
，
但
偶
然
一
兩
個
用
字
不
是
非
常
準
確
。
第
三
首
「
臺
北
偏
逢
千
石
守
」
，
可

能
暗
指
臺
北
市
長
的
案
件
。
「
寰
中
徒
有
一
錢
名
」
，
感
嘆
大
家
只
追
逐
金
錢
。
「
關
心
社
稷
難
為
法
，
入
耳

風
波
自
作
聲
」
，
隱
然
暗
諷
現
代
混
亂
的
政
治
現
象
。
「
九
衢
燈
火
」
、
「
除
卻
京
華
不
是
城
」
、
「
寂
寞
流

萍
向
帝
州
」
，
這
些
都
是
只
有
描
述
首
都
才
可
以
用
的
詞
彙
。
雖
然
沒
有
落
實
在
庶
民
生
活
實
際
經
驗
上
，
而

是
透
過
知
識
分
子
的
眼
光
提
升
到
更
高
的
家
國
層
次
，
並
扣
合
臺
北
經
驗
加
入
個
人
的
感
嘆
。
「
半
世
青
衫
一

盞
燈
」
顯
示
出
作
者
不
是
很
得
志
的
讀
書
人
，
卻
沒
有
窮
酸
氣
。

普
義
南
：
作
者
很
擅
長
寫
這
類
的
比
賽
體
作
品
，
刻
意
要
營
造
模
稜
兩
可
、
看
似
高
明
的
氛
圍
，
雖
然
用
到
「
京
華
」
卻

只
是
套
了
一
些
想
像
中
臺
北
應
該
要
有
的
東
西
，
想
營
造
出
臺
北
經
驗
，
但
缺
乏
實
存
的
感
受
。
「
無
邊
小
草

同
爭
豔
」
、
「
臺
北
偏
逢
千
石
守
」
絕
對
有
政
治
指
涉
，
卻
只
是
若
有
似
無
地
帶
過
，
以
作
品
而
言
得
獎
雖
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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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
問
題
，
但
這
種
風
格
持
續
入
選
的
話
，
會
導
致
創
作
者
開
始
傾
向
這
類
浮
泛
的
書
寫
，
是
我
很
擔
憂
的
問

題
。

廖
振
富
：
我
沒
有
選
最
大
的
原
因
，
雖
然
功
力
很
深
厚
，
但
感
覺
有
點
空
泛
，
作
者
讀
了
很
多
古
典
詩
詞
，
使
用
的
詞
彙

與
意
象
感
覺
都
信
手
拈
來
，
但
沒
有
真
情
實
感
扣
緊
臺
北
經
驗
，
也
許
有
些
有
諷
喻
，
但
也
似
有
似
無
、
朦
朦

朧
朧
，
感
覺
是
自
我
的
長
吁
短
嘆
，
雖
然
不
至
於
窮
酸
且
意
境
較
高
，
感
覺
為
刻
意
營
造
。

〈
客
經
臺
北
陽
明
山
綺
懷
四
首
〉

曹
淑
娟
：
這
組
詩
遣
詞
造
句
流
暢
，
如
：
「
天
涯
明
月
如
相
識
，
莫
遣
山
風
徹
夜
寒
」
、
「
對
酒
惟
餘
無
恙
月
，
相
逢
宜

在
最
空
山
」
，
景
物
有
情
，
饒
有
餘
韻
，
語
文
能
力
很
好
。
較
可
惜
的
是
主
題
不
顯
，
若
要
進
一
步
追
索
找
出

線
索
，
可
能
第
一
、
二
首
的
「
夢
」
、
「
月
」
相
互
呼
應
，
第
二
、
三
首
以
「
花
」
頂
真
，
第
三
、
四
首
以

「
酒
」
頂
真
，
似
乎
也
用
心
埋
伏
安
排
，
作
者
的
情
意
發
展
很
細
潤
隱
約
，
但
終
究
還
是
寫
得
太
朦
朧
，
也
可

能
是
因
為
「
綺
懷
」
遙
承
「
無
題
」
傳
統
，
有
意
塑
造
朦
朧
的
風
格
，
但
有
得
有
失
。

廖
振
富
：
這
組
詩
讀
起
來
跌
宕
生
姿
，
富
有
情
味
，
有
些
詩
句
感
覺
意
在
言
外
，
看
似
寫
景
，
背
後
卻
耐
人
尋
味
。
不
過

會
出
現
一
些
怪
句
，
例
如
第
四
首
「
天
光
百
尺
欲
成
衣
」
不
確
定
是
否
有
典
故
，
但
後
面
幾
句
很
精
彩
，
整
體

瑕
瑜
互
見
，
讀
起
來
滿
有
味
道
的
，
有
一
種
朦
朧
美
，
然
而
在
情
感
上
抓
不
太
清
楚
到
底
在
說
什
麼
，
只
能
感

覺
到
意
境
的
美
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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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
崑
陽
：
「
綺
懷
」
有
可
能
是
取
自
清
代
黃
景
仁
〈
綺
懷
十
六
首
〉
的
「
綺
懷
」
之
意
。
以
技
巧
而
言
，
句
法
靈
變
、
起

伏
轉
折
，
聲
音
及
情
感
都
不
錯
。
有
些
句
子
有
妙
想
之
美
，
例
如
第
二
首
「
對
酒
惟
餘
無
恙
月
，
相
逢
宜
在
最

空
山
」
、
「
長
看
千
人
成
一
面
，
翻
憐
故
夢
未
全
殊
」
，
都
具
有
新
意
；
但
有
些
句
子
則
意
思
不
太
透
澈
，
例

如
第
一
首
「
故
夢
於
波
未
可
攢
」
，
如
果
「
於
」
改
為
「
餘
」
就
可
以
通
；
又
如
「
久
嚼
菰
蔆
成
酩
酊
」
，

菰
、
蔆
都
是
可
食
的
水
生
植
物
，
而
「
酩
酊
」
是
指
酒
醉
，
這
二
者
有
什
麼
關
係
？
又
例
如
「
蕉
鹿
旋
歸
江
海

途
」
，
《
列
子
》
「
蕉
鹿
」
的
典
故
講
述
一
個
離
奇
的
「
夢
」
，
象
徵
人
生
虛
幻
性
，
用
在
這
一
句
不
是
很
恰

當
。
整
體
來
看
很
有
詩
質
，
只
是
「
虛
」
的
部
分
太
多
了
，
「
實
」
只
占
十
分
之
一
二
。
地
點
也
可
更
換
成
其

他
地
方
，
未
必
是
臺
北
經
驗
。

普
義
南
：
這
組
有
句
無
篇
，
所
以
不
如
前
面
〈
北
城
登
樓
〉
用
到
的
一
些
政
治
指
涉
，
像
這
種
看
起
來
每
個
句
子
都
不
錯
的
，

例
如
：
「
相
逢
宜
在
最
空
山
」
、
「
雲
深
不
沒
一
燈
微
」
，
如
果
把
陽
明
山
三
個
字
遮
掉
基
本
上
用
在
哪
一
個

山
都
可
以
。

第
二
輪
投
票

所
有
一
票
以
上
的
作
品
討
論
完
畢
。
評
審
決
議
由
獲
得
兩
票
以
上
的
七
篇
作
品
進
入
第
二
輪
投
票
。
計
分
方
式
為
最

高
七
分
，
最
低
一
分
。
結
果
依
得
分
高
低
排
序
如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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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
城
登
樓
〉
（
孫
永
忠
七
分
、
曹
淑
娟
七
分
、
普
義
南
五
分
、
廖
振
富
六
分
、
顏
崑
陽
六
分
）
共
三
十
一
分
。

〈
臺
北
高
房
價
寓
居
四
首
〉
（
孫
永
忠
六
分
、
曹
淑
娟
兩
分
、
普
義
南
七
分
、
廖
振
富
兩
分
、
顏
崑
陽
七
分
）
共

二
十
四
分
。

〈
北
遊
〉
（
孫
永
忠
兩
分
、
曹
淑
娟
六
分
、
普
義
南
六
分
、
廖
振
富
四
分
、
顏
崑
陽
五
分
）
共
二
十
三
分
。

〈
客
經
臺
北
陽
明
山
綺
懷
四
首
〉
（
孫
永
忠
五
分
、
曹
淑
娟
五
分
、
普
義
南
兩
分
、
廖
振
富
七
分
、
顏
崑
陽
四
分
）

共
二
十
三
分
。

〈
內
湖
科
技
園
區
工
作
四
章
〉
（
孫
永
忠
三
分
、
曹
淑
娟
三
分
、
普
義
南
四
分
、
廖
振
富
五
分
、
顏
崑
陽
一
分
）
共

十
六
分
。

〈
旅
宿
京
華
訪
友
雜
感
四
首
〉
（
孫
永
忠
一
分
、
曹
淑
娟
四
分
、
普
義
南
三
分
、
廖
振
富
三
分
、
顏
崑
陽
三
分
）
共

十
四
分
。

〈
到
師
大
語
言
中
心
學
中
文
〉
（
孫
永
忠
四
分
、
曹
淑
娟
一
分
、
普
義
南
一
分
、
廖
振
富
一
分
、
顏
崑
陽
兩
分
）
共

九
分
。決

審
結
果
出
爐
：
首
獎
為
〈
北
城
登
樓
〉
，
評
審
獎
為
〈
臺
北
高
房
價
寓
居
四
首
〉
，
優
等
獎
為
〈
北
遊
〉
、
〈
客

經
臺
北
陽
明
山
綺
懷
四
首
〉
。
會
議
圓
滿
結
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