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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就
，
來
融
入
於
自
己
的
哲
學
觀
；
音
樂
史
學
家
也
著
力

於
從
未
開
化
民
族
的
音
樂
來
說
明
早
期
音
樂
的
發
展
階
段
，

縱
令
彼
此
的
例
證
不
必
然
有
直
接
的
關
聯
，
卻
刻
意
藉
之

暗
示
音
樂
是
從
簡
而
繁
發
展
的
一
般
觀
念
。

音
樂
學
家
黎
曼
︵H

ugo Riem
ann, 1849-1919

︶
於

一
九○

四
年
大
聲
警
告
：
﹁
音
樂
學
中
最
新
的
分
野
之
一

的
民
族
音
樂
學
，
靠
錄
音
來
研
究
原
始
性
民
族
的
音
樂
，

再
加
上
對
樂
器
形
制
精
密
的
研
究
，
達
到
給
舊
的
調
制
給

予
猛
烈
一
擊
的
結
論
之
地
步
。
﹂
﹁
但
是
藉
此
觀
察
來
推

論
過
去
的
情
況
，
絕
非
歷
史
研
究
的
課
題
，
由
此
可
見
這

是
對
音
樂
史
家
重
大
的
警
告
。
大
凡
音
樂
史
家
必
須
透
過

採
用
嚴
格
的
自
然
科
學
方
法
之
研
究
者
來
不
使
觀
察
受
到

蒙
蔽
。
﹂

最
後
要
明
白
，
音
樂
的
起
源
很
難
說
僅
由
一
種
狀
況

而
起
，
應
該
有
多
種
狀
況
促
成
，
但
隨
著
各
民
族
的
背
景

之
不
同
，
有
孰
重
孰
輕
之
別
，
也
因
此
彼
此
的
音
樂
有
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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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音樂的
發展與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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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三
十
日
晚
八
時
稍
後
走
進
台
北
市
延
平
南
路
實

踐
堂
時
，
立
時
驚
奇
異
常
，
這
是
我
歷
來
親
臨
國

人
音
樂
作
品
發
表
會
會
場
爆
滿
的
第
一
次
，
何
況
這
又
是

出
售
門
票
的
。
以
往
，
即
使
不
賣
門
票
，
也
不
需
招
待
券

的
發
表
會
，
包
括
中
日
交
換
作
品
會
，
會
場
都
稀
稀
落
落
，

頂
多
六
成
聽
眾
。
可
見
這
場
作
品
發
表
會
，
至
少
在
宣
傳

上
是
成
功
的
，
縱
使
是
在
音
樂
界
認
為
的
淡
季
之
暑
假
，

卻
有
這
麼
多
聽
眾
，
又
是
政
治
社
會
安
定
和
音
樂
人
口
劇

增
的
明
證
。

由
於
我
稍
遲
趕
到
，
以
致
沒
有
福
氣
聽
到
馬
孝
駿
博

士
的
演
講
，
不
過
幸
而
聽
到
整
個
演
奏
節
目
。
這
個
命
名

為
﹁
第
二
次
中
國
現
代
樂
府
︵
青
少
年
音
樂
會
︶
﹂
的
作

品
發
表
會
，
由
於
半
數
的
作
曲
者
我
都
認
識
，
所
以
並
沒

有
誤
會
成
青
少
年
的
作
品
發
表
會
，
不
過
我
倒
是
以
為
成

人
們
替
青
少
年
所
寫
的
音
樂
，
到
後
來
我
才
知
道
，
這
場

音
樂
會
只
不
過
全
部
由
青
少
年
演
奏
而
已
，
我
老
朽
的
聽

覺
，
無
法
辨
識
其
中
青
少
年
善
感
的
可
愛
也
說
不
定
！
器

╚㏔槁♣垠䍠

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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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
部
分
由
光
仁
音
樂
班
的
同
學
擔
任
，
合
唱
由
大
理
女
中

合
唱
團
擔
任
。

這
場
發
表
會
的
節
目
分
為
兩
部
分
，
前
半
部
六
個
節

目
，
後
半
部
五
個
節
目
，
一
共
十
一
個
節
目
。
除
了
第
七

節
目
的
合
唱
有
兩
個
曲
目
分
兩
個
作
曲
者
之
外
，
其
餘
都

一
個
節
目
一
個
作
曲
者
，
合
計
十
二
個
作
曲
者
。
從
節
目

單
編
排
的
方
式
看
來
︵
曲
名
用
括
弧
印
出
︶
，
似
乎
著
重

於
青
少
年
的
演
奏
，
但
實
質
上
還
是
在
於
作
品
的
發
表
。

在
這
十
二
個
作
曲
者
的
作
品
裡
，
除
了
吳
丁
連
的
︿
對

話
﹀
、
蕭
泰
然
的
︿
風
之
舞
﹀
、
戴
洪
軒
的
︿
采
蓮
﹀
、

徐
松
榮
的
︿
搖
籃
歌
﹀
之
外
，
全
部
都
引
用
中
國
的
民
歌

於
作
品
中
，
使
我
有
作
曲
家
們
事
先
已
約
好
用
中
國
民
歌

為
作
曲
依
據
的
錯
覺
。
其
中
除
了
郭
芝
苑
的
﹁
五
首
南
管

調
﹂
，
旋
律
有
較
為
大
膽
的
求
變
之
外
，
似
乎
作
曲
者
都

把
那
些
民
歌
曲
調
認
為
過
於
神
聖
，
不
容
人
採
取
拆
解
或

變
奏
等
譜
曲
法
上
最
便
於
變
貌
的
手
法
這
種
冒
瀆
行
為
，

抑
或
深
恐
我
們
聽
眾
聽
不
出
曲
調
關
係
係
以
民
歌
旋
律
來

構
架
，
而
彼
此
默
契
務
必
使
民
歌
旋
律
完
整
無
瑕
。
實
際

上
究
竟
如
何
，
我
是
難
以
猜
度
的
，
至
少
我
覺
得
那
樣
保

住
了
民
歌
的
原
形
也
是
很
可
愛
的
。
尤
其
第
一
部
︵
除
了

吳
丁
連
的
與
蕭
泰
然
的
︶
，
令
我
油
然
回
想
到
我
們
先
祖

發
明
旋
律
樂
器
的
當
初
，
如
何
把
歌
曲
化
成
器
樂
的
景
況
。

第
一
個
節
目
：
沈
錦
堂
作
曲
的
︿
數
蛤
蟆
﹀
係
小
號

二
、
長
號
一
、
法
國
號
一
的
銅
管
四
重
奏
曲
，
他
採
用
這

三
種
表
現
力
最
強
的
銅
管
樂
器
於
這
闕
作
品
中
，
除
了
曲

首
先
冒
出
了
一
下
長
號
特
有
的
滑
奏
之
外
，
以
後
算
是
平

鋪
直
行
地
把
︿
數
蛤
蟆
﹀
奏
到
底
，
異
質
的
法
國
號
不
但

無
意
與
小
號
族
的
小
號
與
長
號
對
峙
，
甚
至
力
求
相
諧
，

可
是
仍
然
像
個
養
女
般
在
這
小
號
家
族
中
，
顯
得
它
的
異

質
血
統
。
整
個
樂
曲
跟
他
數
年
前
在
耕
莘
文
教
院
發
表
的

那
顯
得
窮
找
樂
器
極
端
的
木
管
五
重
奏
曲
，
成
強
烈
的
對

照
。

第
二
個
節
目
：
吳
丁
連
作
曲
的
小
提
琴
二
重
奏
曲

︿
對
話
﹀
，
那
單
調
的
二
重
奏
令
我
想
起
小
提
琴
初
步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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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
習
曲
，
我
不
明
白
這
是
為
青
少
年
而
作
的
練
習
曲
，
抑

或
自
己
磨
練
作
曲
練
習
曲
，
呆
然
的
演
奏
似
乎
告
訴
我
們
：

學
小
提
琴
者
總
得
克
服
這
樣
乏
味
的
教
材
這
一
關
。
總
之
，

吳
丁
連
拿
出
這
闕
曲
子
來
讓
我
們
鑑
賞
批
評
的
勇
氣
，
是

令
人
敬
佩
、
值
得
我
們
仿
效
的
。

第
三
個
節
目
的
作
曲
者
賴
德
和
，
是
我
從
作
品
上
認

識
的
一
位
作
曲
手
法
穩
健
的
作
曲
家
。
他
所
發
表
的
鋼
琴

三
重
奏
曲
︿
宜
蘭
調
﹀
，
卻
幾
乎
推
翻
了
我
既
有
對
他
作

品
的
好
感
，
也
許
這
首
曲
趣
多
彩
而
又
稱
為
︿
丟
丟
銅
﹀

的
民
歌
，
被
他
處
理
成
只
一
種
趣
味
，
以
致
令
我
出
乎
意

料
的
吧
！
我
當
然
不
知
道
賴
德
和
是
故
意
呢
，
還
是
對
這

首
民
歌
的
瞭
解
與
我
的
有
差
異
，
倘
使
是
存
心
求
那
種
效

果
的
話
，
那
就
算
是
成
功
的
了
。

第
四
個
節
目
是
蔡
輝
宏
的
鋼
琴
小
組
曲
，
是
我
國
數

首
民
歌
的
串
連
，
把
民
歌
﹁
一
音
﹂
不
漏
地
移
植
到
一
個

無
情
而
跟
歌
聲
之
彈
性
相
去
十
萬
八
千
里
的
鋼
琴
上
時
，

才
令
人
覺
得
歌
聲
的
可
貴
與
迷
人
之
處
。
這
闕
鋼
琴
小
組

曲
可
以
說
是
這
個
發
表
會
前
半
部
、
不
敢
冒
瀆
民
歌
曲
調

的
典
型
或
代
表
。

第
五
個
節
目
為
蕭
泰
然
作
曲
的
大
提
琴
和
鋼
琴
二
重

奏
曲
︿
風
舞
﹀
，
是
在
這
前
半
部
第
二
闕
沒
有
採
用
民
歌

曲
調
的
作
品
，
快
速
度
的
前
後
段
該
是
很
有
張
力
的
部
分
，

似
乎
由
於
演
奏
者
的
技
術
停
滯
於
照
譜
演
奏
，
以
致
只
令

人
有
哈
察
都
量
︵Aram

 Xačatryan

︶
的
︿
劍
舞
﹀
節
奏
模

式
進
行
之
感
。
中
段
是
一
段
抒
情
的
慢
歌
，
但
前
段
的
速

度
感
並
沒
有
貫
穿
其
中
，
這
究
竟
是
由
於
演
奏
抑
或
作
品

本
身
使
然
，
憑
個
人
的
感
覺
是
難
以
覺
察
的
。
倘
使
說
這

是
一
闕
﹁
現
代
音
樂
﹂
，
那
麼
究
竟
指
哪
種
現
代
音
樂
就

不
得
而
知
了
。
至
少
這
闕
︿
風
舞
﹀
是
前
半
部
作
品
之
中
，

唯
一
不
是
採
用
﹁
單
一
演
奏
技
巧
﹂
的
作
品
，
他
那
有
意

展
現
大
提
琴
技
巧
特
色
的
意
念
，
是
很
值
得
大
家
觀
摩
的
。

第
六
個
節
目
的
作
曲
者
王
耀
錕
，
是
一
位
對
於
樂
律

學
相
當
有
造
詣
的
樂
人
。
他
此
次
發
表
的
弦
樂
四
重
奏
︿
田

園
春
﹀
與
︿
鄉
景
﹀
，
倘
使
說
台
灣
民
歌
不
是
﹁
春
﹂
便

是
﹁
景
﹂
，
就
未
免
牽
強
了
些
，
他
那
從
頭
到
尾
的
單
一

奏
法
，
正
是
整
個
前
半
部
︵
︿
風
舞
﹀
除
外
︶
的
典
型
。

有
人
揶
揄
即
使
以
合
唱
來
唱
也
沒
有
什
麼
不
同
，
實
際
上

合
唱
的
技
巧
也
是
滿
多
的
。
也
許
這
是
他
初
期
的
作
品
，

我
個
人
衷
心
希
望
他
多
多
嘗
試
，
多
多
研
究
他
人
的
作
品
，

屆
時
一
定
會
有
突
破
的
成
就
出
現
。

音
樂
會
的
第
二
部
分
要
比
第
一
部
分
精
彩
得
多
，
第

七
個
節
目
的
合
唱
，
也
許
是
由
於
人
聲
唱
出
，
顯
得
很
突

出
。
戴
洪
軒
的
作
品
︿
采
蓮
﹀
，
簡
直
令
人
想
像
不
出
他

有
嗜
酒
的
雅
興
，
這
不
但
是
一
闕
理
性
的
作
品
，
也
很
精

巧
。
它
那
下
行
又
上
行
的
單
純
曲
趣
，
在
恰
到
好
處
的
和

聲
之
下
，
為
我
們
帶
來
了
一
絲
甘
泉
，
頓
時
使
人
對
第
二

部
節
目
抱
著
樂
觀
的
期
待
。

有
如
舒
伯
特
作
曲
神
速
的
徐
松
榮
，
他
作
曲
的
︿
搖

籃
曲
﹀
，
其
戲
劇
化
的
結
構
，
古
怪
的
音
程
變
化
，
是
整

個
音
樂
會
中
最
新
鮮
、
最
突
出
、
最
有
創
意
的
一
闕
。
也

許
由
於
以
新
詩
的
結
構
為
樂
曲
的
結
構
，
以
致
一
再
變
換

曲
趣
，
而
不
如
戴
洪
軒
的
︿
采
蓮
﹀
那
樣
易
以
記
住
其
主

題
旋
律
，
留
在
印
象
裡
的
還
是
音
程
變
化
的
古
怪
強
過
於

旋
律
性
，
至
於
衝
上
去
的
最
高
音
域
對
兒
童
合
唱
是
略
為

勉
強
的
，
當
然
也
不
是
不
可
能
。
唯
一
遺
憾
的
是
曲
名
與

曲
趣
不
符
，
毫
無
﹁
搖
籃
﹂
之
感
，
似
乎
值
得
更
改
。
總
之
，

這
兩
個
人
的
合
唱
曲
不
僅
沒
有
採
用
民
歌
曲
調
，
也
是
相

信
很
快
成
為
一
般
演
奏
會
的
曲
碼
。

第
八
個
節
目
是
曾
春
鳴
作
曲
的
兒
童
鋼
琴
組
曲
，
也

是
一
連
串
民
歌
曲
配
以
伴
奏
的
曲
子
，
不
過
伴
奏
的
聲
部

比
較
不
古
板
，
曲
調
偶
爾
由
低
音
聲
部
帶
出
來
，
倘
使
把

其
中
不
夠
調
和
的
顫
音
稍
加
改
訂
的
話
，
說
不
定
是
一
闕

不
很
壞
的
初
級
鋼
琴
教
材
呢
。

第
九
個
節
目
是
目
前
仍
然
在
維
也
納
的
游
昌
發
，
我

不
知
道
他
發
表
的
小
提
琴
與
鋼
琴
二
重
奏
曲
︿
放
牛
歌
﹀

和
︿
節
日
的
歌
仔
戲
﹀
是
否
為
近
作
。
至
少
這
闕
小
提
琴

曲
不
落
前
述
那
些
﹁
單
一
技
巧
﹂
的
窠
臼
，
尤
其
第
二
首

︿
節
日
的
歌
仔
戲
﹀
的
鋼
琴
與
小
提
琴
之
追
逐
，
充
分
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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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出
小
提
琴
粗
獷
的
趣
味
。

第
十
個
節
目
為
作
曲
資
歷
相
當
深
的
郭
芝
苑
之
鋼
琴

獨
奏
曲
︿
五
首
南
管
調
﹀
，
是
這
次
音
樂
會
採
用
民
歌
曲

調
的
作
品
之
中
，
唯
一
未
被
民
歌
曲
調
箍
限
的
作
品
，
只

運
用
一
點
移
調
的
小
技
巧
，
就
使
曲
調
生
動
起
來
。
誠
然

他
在
技
巧
上
顯
得
老
練
得
多
，
不
過
這
並
沒
有
超
出
他
往

日
的
作
品
格
調
。
美
中
不
足
的
是
，
我
熟
悉
的
一
些
本
該

爆
發
性
的
和
弦
，
演
奏
者
似
乎
並
沒
有
充
分
表
現
出
來
，

以
致
削
弱
了
想
像
中
的
生
命
力
。

第
十
一
個
節
目
是
新
任
此
次
音
樂
會
主
辦
單
位
省
交

響
樂
團
團
長
之
職
的
史
惟
亮
作
品
，
雖
然
我
以
前
﹁
看
﹂

過
他
的
一
些
作
品
，
用
聽
的
這
還
是
第
一
次
。
這
闕
命
名

︿
少
年
嬉
遊
曲
﹀
的
管
弦
樂
曲
，
當
演
奏
之
初
數
秒
鐘
，

覺
得
頗
有
氣
魄
，
這
也
許
是
管
弦
樂
在
這
場
音
樂
會
的
最

後
一
個
節
目
，
所
以
令
人
有
新
鮮
感
，
抑
或
曲
子
本
身
即

有
種
氣
魄
，
實
在
不
清
楚
，
不
過
由
於
自
始
至
終
以
同
一

力
度
、
厚
度
演
奏
之
故
，
不
但
沖
淡
了
原
先
的
力
量
，
也

令
人
覺
得
有
如
早
期
樂
隊
的
數
字
低
音
演
奏
，
同
時
由
於

民
歌
曲
調
為
其
骨
幹
，
以
致
令
人
聯
想
到
國
樂
隊
的
演
奏
。

五
、
六
年
前
，
作
曲
者
曾
向
我
打
探
當
時
台
北
市
立
交
響

樂
團
演
奏
李
奎
然
和
林
福
裕
的
民
歌
管
弦
曲
之
演
奏
實
況
，

我
依
稀
記
得
那
場
演
奏
會
還
相
當
值
得
讚
揚
的
。
至
於
這

闕
︿
嬉
遊
曲
﹀
，
是
為
了
演
奏
者
嬉
遊
呢
，
還
是
給
聽
眾

覺
得
嬉
遊
呢
，
抑
或
作
曲
者
在
作
曲
上
嬉
遊
，
憑
菲
才
的

我
是
難
以
臆
測
的
。
其
中
短
促
的
小
號
下
行
音
型
，
倘
使

是
我
，
我
會
先
鋪
以
長
音
，
或
改
由
無
簧
木
管
的
長
笛
或

短
笛
。
定
音
鼓
漫
無
計
量
地
敲
奏
，
猶
如
一
個
擁
有
最
佳

音
響
設
備
，
而
愛
把
低
音
音
響
放
得
特
別
響
的
人
之
作
為
。

目
錄
單
上
的
指
揮
陳
超
之
沒
有
登
台
指
揮
，
似
乎
要
使
整

個
晚
上
的
作
品
發
表
會
清
一
色
由
青
少
年
演
奏
，
另
一
方

面
也
許
這
闕
作
品
的
確
由
一
個
巴
洛
克
式
樂
隊
來
演
奏
比

較
合
適
的
吧
！

以
演
奏
這
方
面
來
說
，
那
些
辛
辛
苦
苦
登
台
演
奏
的

青
少
年
，
相
信
已
經
盡
了
職
了
，
唯
有
他
們
對
於
這
些
曲

子
有
沒
有
熱
愛
，
能
否
瞭
解
，
就
值
得
懷
疑
了
。
例
如
在

歌
唱
與
音
準
上
毫
無
瑕
疵
的
大
理
女
中
合
唱
團
，
卻
在
樂

曲
的
詮
釋
方
面
，
有
待
加
強
之
處
，
指
揮
的
那
位
女
生
雖

然
顯
得
頗
有
指
揮
才
華
，
但
我
個
人
覺
得
如
果
由
指
導
者

親
自
指
揮
，
也
許
有
更
完
美
的
效
果
。

不
過
話
說
回
來
，
由
一
個
預
算
有
限
的
省
交
響
樂
團

來
主
理
這
件
發
表
作
品
的
事
宜
，
究
竟
不
是
容
易
的
，
幸

好
那
位
頗
有
抱
負
的
新
團
長
史
惟
亮
，
到
底
已
花
了
一
番

心
血
，
顯
然
那
是
權
宜
之
策
。
他
把
演
奏
的
重
點
放
在
演

奏
國
人
新
作
品
上
，
無
形
中
使
許
常
惠
領
導
的
各
種
作
品

發
表
社
團
曾
轟
轟
烈
烈
了
數
年
而
如
今
式
微
之
後
的
作
曲

界
，
重
新
獲
得
了
鼓
勵
，
尤
其
這
樣
有
力
的
演
奏
團
體
支

持
音
樂
作
品
發
表
之
下
，
作
曲
家
們
無
不
感
到
有
最
低
限

度
的
滿
足—

有
機
會
發
表
。
唯
一
遺
憾
的
是
，
也
許
事

先
有
作
曲
的
限
制
，
以
致
大
家
都
沒
有
像
戴
洪
軒
、
徐
松

榮
的
作
品
那
樣
，
充
分
發
揮
出
其
意
念
與
才
華
，
但
願
今

後
有
更
好
、
更
值
得
我
們
雀
躍
歡
欣
的
表
現
。

ӫ�儗乄⸉憡┕┖⪔疞❤䈌⮍鬼亥┉▆┍└䇗ⶇ僖㍌仼艂ⶇ┉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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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
非
有
奇
蹟
出
現
，
絕
對
無
法
強
求
其
一
下
子
躍
昇
到
神

奇
般
的
水
準
的
。

話
說
，
在
此
以
前
並
非
沒
有
全
部
演
奏
國
人
新
樂
的

音
樂
會
，
例
如
其
中
有
的
是
大
專
音
樂
科
系
主
辦
的
，
也

有
的
是
以
配
樂
方
式
在
舞
蹈
表
演
會
中
展
示
的
，
當
然
有

幾
場
是
亞
洲
作
曲
家
聯
盟
中
國
總
會
主
辦
的
。
不
過
這
四

場
音
樂
會
卻
是
演
奏
者
自
動
自
發
演
奏
國
人
新
樂
，
充
分

表
露
了
此
間
演
奏
界
觀
念
的
改
變
，
所
以
意
義
不
同
。
由

此
可
見
，
不
久
的
將
來
，
這
類
音
樂
會
將
越
來
越
興
盛
了
，

或
許
再
過
幾
年
，
只
以
演
奏
西
樂
為
榮
的
風
氣
，
相
信
亦

成
為
歷
史
的
陳
跡
了
。

作
曲
家
馬
水
龍
曾
經
說
過
一
則
小
故
事
：
他
留
學
德

國
期
間
，
有
一
天
去
聆
聽
韓
國
籍
名
小
提
琴
家
鄭
京
和
的

獨
奏
會
，
由
於
演
奏
的
全
是
德
國
人
的
作
品
，
以
致
鄰
座

的
德
國
教
授
搖
頭
疑
惑
，
經
馬
水
龍
一
探
究
竟
，
他
才
不

解
地
說
：
﹁
實
在
不
可
思
議
！
難
道
韓
國
人
都
不
演
奏
他

們
自
己
的
作
品
？
﹂
然
後
接
著
問
：
﹁
你
們
台
灣
的
情
形

是
不
是
也
一
樣
？
﹂
馬
水
龍
遇
急
生
智
撒
了
個
謊
說
：
﹁
我

們
台
灣
可
沒
有
這
種
情
形
，
再
說
演
奏
家
們
都
樂
於
演
奏

國
人
的
作
品
。
﹂
事
實
上
，
我
們
也
的
確
逐
漸
不
必
為
此

類
場
合
汗
顏
的
了
。
例
如
本
年
度
音
樂
比
賽
器
樂
曲
的
指

定
曲
，
亦
增
列
了
國
人
的
新
作
。
或
許
有
那
麼
一
天
，
兩

三
百
年
前
的
巴
赫
、
貝
多
芬
、
莫
差
特
、
泰
勒
曼
等
西
洋

古
人
的
曲
目
，
也
會
從
我
們
的
指
定
曲
曲
目
中
消
失
。

總
之
，
擔
當
創
作
新
樂
的
作
曲
界
，
不
諱
言
的
，
目

前
僅
處
於
有
如
新
生
兒
的
階
段
，
有
待
大
家
善
加
照
顧
誘

導
，
以
利
成
長
，
所
以
一
點
非
善
意
的
批
評
，
也
不
免
給

他
們
造
成
一
番
震
盪
或
沮
喪
，
他
們
還
沒
有
達
到
能
夠
抵

禦
衝
擊
、
處
之
泰
然
的
一
個
身
心
健
全
的
成
人
般
之
階

段
。
前
些
日
子
，
有
一
位
仁
兄
竟
在
報
紙
上
就
上
列
其
中

一
場
音
樂
會
，
急
呼
呼
地
叫
停
，
要
他
們
勿
製
造
﹁
文
化

垃
圾
﹂
。
我
們
不
否
認
作
曲
界
所
推
出
的
新
樂
不
盡
是
精

品
，
但
全
是
垃
圾
的
說
法
，
則
未
免
言
過
其
實
。
如
今
音

樂
比
賽
的
指
定
曲
竟
是
從
這
些
垃
圾
中
篩
選
出
來
的
，
今

⹜
年
︵
一
九
七
七
︶
秋
天
，
台
北
有
四
場
很
值
得
音

樂
史
家
注
目
的
音
樂
會
：
︵
一
︶
演
奏
當
代
國
人

新
樂
的
徐
欽
華
學
生
演
奏
會
﹁
中
國
鋼
琴
曲
之
夜
﹂
。︵
二
︶

世
紀
管
弦
樂
團
演
奏
的
﹁
民
族
音
樂
作
品
發
表
會
﹂
。︵
三
︶

女
高
音
金
慶
雲
教
授
演
唱
當
代
作
品
的
﹁
中
國
藝
術
歌
曲

獨
唱
會
﹂
。
︵
四
︶
一
些
熱
愛
美
國
鄉
村
民
謠
歌
手
們
發

奮
舉
行
的
所
謂
﹁
中
國
新
民
歌
發
表
會
﹂
。

這
四
場
音
樂
會
的
共
同
點
之
一
為
全
部
演
奏
當
代
國

人
的
新
作
，
並
且
票
房
方
面
都
十
分
成
功
，
足
證
聽
眾
的

關
懷
與
熱
烈
擁
護
。
至
於
作
品
本
身
以
及
演
奏
的
水
準
，

卻
難
免
毀
譽
參
半
，
不
盡
博
得
佳
言
。
其
中
不
給
好
評
的
，

諒
必
是
一
些
被
外
國
唱
片
寵
壞
了
耳
朵
的
聽
眾
居
多
，
抑

或
口
不
擇
言
另
有
主
張
的
同
業
。
至
於
一
向
鄉
愿
的
筆
者
，

倒
認
為
只
要
其
成
就
比
以
前
又
邁
進
一
大
步
，
便
值
得
你

我
大
聲
讚
揚
的
了
。
因
為
大
凡
一
個
地
區
、
一
個
國
家
的

藝
術
活
動
的
本
質
，
是
直
接
反
映
了
當
地
的
文
化
形
態
的
，

與
不
同
地
域
的
水
準
比
上
下
是
低
次
元
的
事
兒
，
更
何
況

垠㚰偈宯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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匃
泰
祥
於
民
國
六
十
三
年
︵
一
九
七
四
︶
自
美
國
學

成
返
國
後
，
﹁
簡
直
前
衛
得
走
火
入
魔
﹂
，
一
個

朋
友
就
這
樣
一
語
道
破
了
李
泰
祥
不
安
於
現
狀
之
一
面
；

但
李
泰
祥
卻
偏
偏
喜
歡
聽
最
古
典
、
最
形
式
的
音
樂
，
這

又
足
於
說
明
李
泰
祥
如
何
在
吸
收
傳
統
的
養
分
。

我
們
都
知
道
：
李
泰
祥
出
生
於
民
間
音
樂
十
分
興
盛

的
台
東
，
台
東
的
周
圍
不
但
有
愛
好
歌
唱
的
阿
美
族
，
也

有
歌
謠
華
麗
的
卑
南
族
，
以
及
獨
踞
一
隅
的
魯
凱
族
，
還

有
美
術
興
盛
的
排
灣
族
。
在
這
個
各
種
文
化
雜
陳
的
環
境

之
下
，
給
李
泰
祥
音
樂
上
最
大
的
啟
示
，
莫
過
於
音
樂
的

各
種
可
能
性
了
。
深
深
記
得
十
多
年
前
，
今
已
作
古
的
史

惟
亮
在
敦
化
北
路
的
青
年
音
樂
圖
書
館
，
當
著
我
的
面
，

對
李
泰
祥
建
議
多
多
研
究
音
樂
動
機
的
衍
延
法
︵
如
貝
多

芬
的
︽
命
運
交
響
曲
︾
︶
，
但
李
泰
祥
臉
上
木
然
地
對
於

這
項
建
議
沒
有
表
示
採
納
，
嗣
後
我
才
明
白
李
泰
祥
是
有

理
由
的
，
原
來
這
種
盛
行
於
德
語
圈
的
音
樂
架
構
法
並
不

適
合
於
他
︵
甚
至
我
國
大
部
分
的
作
曲
家
都
絕
少
採
用
︶
，

┞⠥䧰鉿䧰筷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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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
的
大
專
音
樂
科
系
入
學
考
試
亦
將
從
這
些
垃
圾
中
撿
出

一
些
來
作
為
指
定
曲
，
可
見
此
垃
圾
還
有
點
﹁
廢
物
利
用
﹂

的
價
值
了
。
更
幸
的
是
，
作
曲
家
似
乎
有
信
心
將
來
不
僅

製
造
可
用
的
﹁
垃
圾
﹂
而
已
，
也
會
有
完
美
的
成
品
應
市

了
。

前
些
日
子
，
所
謂
的
﹁
中
國
新
民
謠
﹂
亦
遭
到
各
方

的
非
難
與
關
注
。
當
然
，
一
件
事
能
受
到
輿
論
之
喧
騰
，

表
示
眾
人
的
關
懷
。
就
筆
者
的
觀
點
來
說
，
最
成
問
題
的

應
該
是
那
強
銷
式
的
所
謂
﹁
中
國
新
民
謠
﹂
這
個
名
詞
，

可
是
眾
所
紛
紜
的
焦
點
卻
在
於
美
國
式
民
謠
的
移
植
上
。

不
可
否
認
，
我
們
大
多
數
搞
音
樂
的
朋
友
，
打
從
孩

提
時
期
至
成
人
，
莫
不
受
到
西
式
音
樂
教
育
的
薰
陶
，
有

些
人
順
理
成
章
地
愛
上
了
美
國
通
俗
音
樂
也
就
難
以
非
議

的
了
。
問
題
是
那
些
年
輕
人
突
然
發
現
自
己
是
難
以
變
貌

的
中
國
人
而
譜
起
中
國
新
歌
，
由
其
歷
程
而
觀
，
當
然
難

免
譜
出
八
分
美
國
調
調
兒
的
歌
曲
；
至
於
搞
所
謂
的
﹁
正

統
音
樂
﹂
的
朋
友
們
，
也
好
不
到
哪
裡
去
，
只
是
一
些
中

年
作
曲
家
們
幸
運
地
憑
著
光
復
初
期
地
方
戲
曲
大
盛
的
回

憶
，
找
回
了
點
滴
的
中
國
風
味
而
已
，
可
見
要
開
拓
一
個

中
國
音
樂
的
新
園
地
是
段
多
麼
艱
鉅
的
歷
程
。
我
們
總
不

能
等
到
慢
吞
吞
的
音
樂
學
家
們
理
出
了
中
國
固
有
音
樂
的

特
質
之
後
才
動
手
，
否
則
我
們
的
音
樂
饑
民
一
定
饑
不
擇

食
，
眼
巴
巴
地
讓
西
樂
繼
續
灌
溉
其
心
靈
。
所
以
說
，
總

要
有
個
開
始
，
不
管
這
是
從
那
裡
作
為
起
點
，
只
要
肯
勇

往
邁
進
就
是
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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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加
上
那
種
自
中
國
某
地
方
戲
曲
衍
生
的
怪
腔
怪
調
，
的

確
新
穎
而
感
到
親
切
，
再
加
上
舞
台
燈
光
的
明
暗
變
化
，

製
造
出
使
我
們
大
開
眼
界
的
景
象
。
在
嗣
後
的
討
論
會
裡

被
談
的
最
多
的
，
亦
正
是
李
泰
祥
的
這
﹁
齣
﹂
音
樂
。

ꂁ䌑䌤㖪悎⮃溸䕒㝤

民
國
六
十
六
年
︵
一
九
七
七
︶
在
台
北
實
踐
堂
演
出

的
﹁
待
﹂
這
場
即
興
演
奏
，
使
我
對
李
泰
祥
的
音
樂
有
了

深
一
層
的
瞭
解
。
節
目
單
上
雖
然
只
有
藍
德
、
志
田
笙
子
、

李
泰
祥
等
演
奏
者
之
署
名
，
但
不
能
否
認
這
個
﹁
待
﹂
有

十
分
多
的
李
泰
祥
精
神
。
舞
台
是
由
幻
燈
、
電
影
、
錄
影

帶
、
變
音
器
，
以
及
現
場
即
興
演
奏
所
構
成
，
加
上
氣
氛

神
秘
的
舞
台
燈
光
，
以
及
演
奏
者
在
舞
台
上
的
泰
然
自
若
，

鏗
鏘
有
勁
抑
或
嗡
嗡
細
吟
可
有
可
無
的
音
響
，
不
禁
令
人

聯
想
到
東
南
亞
某
些
民
族
的
音
樂—

不
知
什
麼
時
候
開

始
，
什
麼
時
候
會
結
束
的
，
多
個
人
少
個
人
都
無
所
謂
的

音
樂
。
演
奏
的
儼
然
是
一
種
哲
理
，
是
亙
古
以
來
既
已
存

在
的
，
並
且
永
遠
繼
續
的
所
謂
﹁
人
類
﹂
這
種
生
靈
所
感

受
到
的
音
樂
。

如
今
他
已
有
了
自
己
獨
特
的
音
樂
架
構
法
，
由
此
我
們
容

易
想
像
：
李
泰
祥
在
民
國
六
十
二
年
︵
一
九
七
三
︶
赴
美

之
前
，
內
心
裡
可
能
為
了
學
院
派
方
法
論
與
傳
統
環
境
給

他
的
薰
染
之
不
調
和
，
而
有
過
難
以
表
白
的
苦
惱
，
這
種

苦
惱
在
赴
美
之
前
所
發
表
的
若
干
作
品
裡
，
條
理
之
紊
雜

上
顯
現
。

李
泰
祥
的
現
代
︵
或
稱
前
衛
︶—

他
很
機
巧
地
自

稱
為
﹁
展
望
﹂—

從
上
述
情
況
裡
易
以
明
瞭
並
非
從
美

國
學
來
的
，
而
是
美
國
那
種
沒
有
傳
統
包
袱
、
窮
於
創
新

的
環
境
之
下
，
不
但
解
開
了
他
長
年
以
來
傳
統
與
現
代
糾

葛
捻
成
的
結
，
同
時
把
這
兩
股
要
素
揉
合
成
一
條
伸
向
未

來
、
不
易
斷
的
粗
繩
。

民
國
六
十
五
年
︵
一
九
七
六
︶
，
在
台
北
實
踐
堂
發

表
的
︽
雨
、
禪
、
西
門
町
︾
，
是
剪
輯
雨
聲
與
台
北
西
門

町
︵
成
都
路
一
帶
︶
嘈
雜
的
聲
音
，
加
上
李
泰
祥
親
自
登

台
奏
唱
的
音
樂
，
在
這
世
稱
﹁
具
象
音
樂
﹂
綿
延
的
音
樂

表
演
裡
，
李
泰
祥
之
慢
條
斯
理
、
處
之
泰
然
的
態
度
，
以

┉▆┍⪠䇗ⶇ◅僖⺐想վ幣溍ꦊ鎿տ瑭ⶇ└僿氨鬼先嬀烤氪辑⯥载ꮠ嗝Ⱘ⛼վꦞ煨重ꝛ槅տꍔꮠ䅸杯㕙庌㜱㴨媲先䑪ꉽ䷅調緾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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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音
樂
表
示
意
見
，
使
得
我
對
李
泰
祥
的
評
價
不
夠
自
在
。

唯
有
一
個
朋
友
對
於
第
一
屆
的
﹁
傳
統
與
展
望
﹂
之
把
中

國
民
謠
，
以
迪
斯
可
樂
的
手
法
改
編
之
舉
，
表
示
不
以
為

然
。
但
從
其
唱
片
問
世
以
來
大
為
流
行
這
件
事
，
實
足
於

證
明
李
泰
祥
有
其
先
見
之
明
的
慧
眼
。

大
凡
現
在
的
一
般
音
樂
家
，
都
希
望
傳
統
音
樂
或
民

間
的
音
樂
應
還
它
本
來
的
面
目
，
抑
或
以
學
院
派
的
方
式

來
展
現
其
精
神
。
若
有
人
把
傳
統
曲
調
以
通
俗
樂
曲
的
方

式
改
編
，
則
譏
之
為
﹁
不
倫
不
類
﹂
。
前
者
很
難
說
，
每

個
人
在
不
同
的
時
空
所
認
識
的
傳
統
音
樂
不
會
是
一
樣
的
，

我
們
應
該
想
到
：
例
如
阿
美
族
的
年
輕
人
，
以
為
從
族
語

演
唱
的
流
行
歌
就
是
該
族
的
民
謠
之
同
樣
道
理
，
傳
統
音

樂
的
形
態
，
實
有
待
專
家
的
澄
清
，
所
以
輕
率
地
認
為
某

某
是
傳
統
，
恐
怕
只
是
自
以
為
的
傳
統
罷
了
。
其
次
是
值

得
懷
念
或
研
究
的
傳
統
音
樂
，
應
由
博
物
館
或
國
樂
院
、

民
族
音
樂
研
究
所
來
保
存
其
真
面
目
，
作
曲
家
實
在
不
必

去
顧
慮
﹁
保
存
其
真
面
目
的
事
﹂
。
至
於
後
者
，
新
的
一

代
接
受
外
來
要
素
已
十
分
多
，
作
曲
家
如
果
願
意
在
不
失

傳
統
之
下
，
製
造
新
的
音
樂
給
新
一
代
的
大
眾
，
自
然
得

酌
量
採
用
大
眾
熟
悉
的
要
素
，
加
上
個
人
的
新
構
想
，
才

有
可
能
使
已
沉
淪
的
傳
統
素
材
得
以
回
生
。
學
院
派
之
擷

取
傳
統
要
素
於
新
譜
的
音
樂
，
只
是
動
機
有
所
不
同
而
已
，

其
結
果
，
其
表
象
是
彼
此
雷
同
的
。

李
泰
祥
最
近
以
唱
片
發
表
的
︽
綿
延
交
響
詩
︾
情
形

亦
如
此
。
如
果
從
藝
術
的
立
場
來
批
判
這
闕
充
滿
了
中
國

地
方
民
謠
旋
律
的
曲
子
，
是
我
不
敢
恭
維
的
；
可
是
這
對

於
一
般
聽
慣
了
輕
音
樂
的
大
眾
，
無
疑
是
一
席
很
好
的
精

神
宴
餐
，
宛
如
約
翰
．
史
特
勞
斯
的
圓
舞
曲
之
平
易
近
人
，

︽
綿
延
交
響
詩
︾
想
必
也
用
來
提
供
給
大
眾
的
新
音
樂
。

話
說
回
來
，
上
述
第
二
屆
﹁
傳
統
與
展
望
﹂
的
第
二

部
分
是
新
歌
的
發
表
︵
目
前
已
有
唱
片
問
世
︶
，
其
動
機

亦
以
大
眾
為
對
象
，
並
且
多
多
少
少
會
給
予
時
下
頹
廢
的

流
行
歌
帶
來
幾
分
警
惕
，
同
時
給
熱
愛
那
種
無
奈
鬆
軟
的

所
謂
﹁
新
民
歌
﹂
的
青
年
朋
友
作
個
示
範
，
陳
揚
的
亦
步

去
年
︵
一
九
七
八
︶
的
第
二
屆
﹁
傳
統
與
展
望
﹂
，

節
目
的
第
一
部
分
﹁
清
平
樂
﹂
，
是
在
既
已
錄
成
的
音
樂

上
，
再
由
一
小
撮
演
奏
家
在
舞
台
上
配
合
演
奏
。
曲
調
係

由
中
國
傳
統
樂
器
來
演
奏
中
國
傳
統
音
樂
素
材
。
與
傳
統

所
不
同
的
是
，
把
各
種
素
材
重
新
再
予
以
組
合
，
並
事
先

規
劃
其
大
要
，
細
節
則
留
給
演
奏
者
隨
興
處
理
，
這
種
有

計
畫
的
非
確
定
性
音
樂
之
以
傳
統
音
樂
為
素
材
的
作
為
，

可
以
說
李
泰
祥
做
得
十
分
有
心
得
。
不
過
，
整
場
令
人
震

撼
的
李
泰
祥
偏
愛
的
崑
曲
唱
腔
，
照
理
應
為
我
們
因
傳
統

而
帶
來
些
親
切
感
，
可
是
卻
有
人
批
評
：
﹁
音
樂
淒
慘
單

調
，
夾
雜
著
鬼
聲
啾
啾
的
人
聲
。
﹂
誠
然
這
種
感
受
是
建

立
在
個
人
有
成
見
的
音
樂
意
象
上
。

其
第
三
部
分
的
﹁
還
緣
﹂
，
音
樂
大
致
上
為
同
一
種

趣
味
，
唯
有
琵
琶
登
台
主
奏
，
以
及
視
覺
次
元
為
舞
劇
的

情
形
是
不
同
的
。
前
者
以
電
影
為
視
覺
媒
體
，
後
者
以
幻

燈
為
背
景
，
在
陰
暗
之
下
進
行
其
舞
劇
。
如
果
從
複
媒
體

的
綜
藝
立
場
來
論
這
場
演
奏
會
，
則
正
如
一
般
人
之
認
為

準
備
不
充
分
、
失
敗
。
例
如
電
影
與
幻
燈
，
因
光
度
不
足

而
弄
巧
成
拙
；
舞
劇
亦
燈
光
過
暗
，
台
後
的
表
演
過
多
而

顯
得
不
知
所
云
。
這
種
失
敗
，
相
信
李
泰
祥
已
經
有
過
不

少
經
驗
，
所
以
將
來
發
生
的
機
會
按
理
會
越
來
越
少
。

不
諱
言
，
複
媒
體
的
演
出
是
在
第
二
次
世
界
大
戰
結

束
後
才
大
為
流
行
的
。
其
根
本
的
意
念
在
於
音
樂
究
竟
脫

離
不
了
表
演
，
所
以
要
給
音
樂
回
到
原
位
，
即
重
新
整
合

各
種
業
已
分
化
相
當
歲
月
的
各
種
演
藝
媒
體
。
顯
然
這
是

來
自
兩
方
面
的
啟
示
，
一
個
是
民
族
︵
原
始
︶
音
樂
的
研

究
上
，
另
一
個
是
極
其
普
通
的
通
俗
音
樂
視
聽
兼
備
的
演

出
。
國
內
在
這
方
面
相
當
有
成
就
的
當
推
許
博
允
策
劃
的

﹁
亞
洲
音
樂
新
環
境
﹂
的
歷
屆
演
出
，
不
過
李
泰
祥
則
有

意
使
視
覺
次
元
更
為
矚
目
，
以
資
各
媒
體
之
展
示
均
等
。

⻃꼟垠냅脢㝂┯鞽♒

奇
怪
的
是
，
吃
音
樂
飯
的
朋
友
們
絕
少
對
於
李
泰
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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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
趨
緊
跟
著
所
謂
的
舊
調
新
編
，
當
然
不
是
偶
然
的
了
。

李
泰
祥
之
能
夠
在
音
樂
創
作
上
推
陳
置
新
，
又
對
於
大
眾

的
通
俗
音
樂
注
入
新
血
，
這
些
事
縱
令
你
有
多
麼
不
喜
歡
，

也
磨
滅
不
了
他
此
時
此
地
的
這
份
貢
獻
。

ӫ�儗乄⸉⮍亥┉▆┍▆䇗⪚僖ⶇ㍌仼妩榟㕕瑭┍撹

㝕
約
三
個
月
前
，
編
輯
部
擬
訂
本
年
︵
一
九
七
五
︶

九
月
號
為
﹁
現
代
音
樂
特
輯
﹂
，
並
有
意
請
我
國

當
前
在
樂
壇
上
較
為
活
躍
的
作
曲
家
，
就
我
國
的
音
樂
創

作
問
題
談
一
談
。
可
是
在
這
三
個
月
間
，
由
於
我
個
人
的

幾
項
大
事
，
終
於
把
這
個
腹
案
擠
到
流
產
的
邊
緣
。

六
月
二
十
七
日
﹁
中
日
當
代
音
樂
作
品
發
表
會
﹂
第

二
天
，
正
好
是
亞
洲
作
曲
家
聯
盟
中
國
總
會
的
本
年
度
大

會
，
而
甫
自
西
德
返
國
的
作
曲
家
馬
水
龍
相
約
了
幾
位
我

正
好
擬
定
要
請
來
的
幾
位
作
曲
家
吃
宵
夜
，
於
是
我
趁
機

打
了
招
呼
，
作
曲
會
的
聚
餐
結
束
後
，
我
便
趕
去
馬
水
龍

家
應
約
。
可
是
我
意
外
地
遇
到
了
熱
衷
於
研
究
海
頓
的
作

曲
家
陳
茂
萱
，
和
擅
於
使
用
弱
音
踏
瓣
來
製
造
我
罕
有
聽

到
的
音
色
的
法
籍
鋼
琴
家
李
巴
，
以
及
東
吳
大
學
的
助
教

林
老
師
，
再
加
上
同
行
赴
約
的
作
曲
家
徐
松
榮
。
我
們
就

在
馬
水
龍
夫
婦
有
計
畫
的
盛
餚
之
前
，
度
過
了
一
個
愉
快

的
夜
晚
。

自
馬
水
龍
家
告
辭
後
，
我
跟
徐
松
榮
便
直
赴
藝
專
的

傽勔✑剱㵶鞽

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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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授
戴
金
泉
家
，
當
我
們
一
進
門
便
被
熱
鬧
的
喧
囂
愣
了

一
下
，
雖
然
那
個
時
候
已
經
晚
上
十
一
點
半
，
但
我
終
於

在
此
遇
到
了
我
原
先
想
找
的
一
部
分
人
，
可
是
場
面
不
許

我
進
行
原
先
的
計
畫
，
只
好
轉
而
慎
重
地
對
當
時
也
在
場

作
客
的
曲
盟
日
本
總
會
會
長
入
野
義
郎
教
授
，
以
及
稻
垣

靜
一
教
授
，
和
特
別
協
助
演
奏
的
敲
擊
樂
器
家
北
野
徹
，

作
簡
短
的
訪
問
，
因
為
他
們
要
趕
著
回
旅
館
休
息
。

我
首
先
趁
稻
垣
靜
一
教
授
酒
興
高
昂
之
下
，
問
他
對

我
國
音
樂
界
的
感
想
。
他
說
我
們
這
裡
有
些
人
還
是
在
沉

醉
於
古
老
的
音
樂
，
古
老
的
音
樂
就
等
於
博
物
館
的
古
董
，

言
外
之
意
是
現
代
的
人
所
要
創
作
的
音
樂
，
應
該
是
合
乎

現
代
的
音
樂
。
這
顯
然
也
是
此
間
一
般
作
曲
家
所
意
識
到

的
，
不
過
，
我
個
人
認
為
他
所
意
識
的
創
作
現
代
的
音
樂

有
商
榷
的
餘
地
，
因
為
如
果
整
個
社
會
當
前
正
在
緬
懷
過

去
的
話
，
作
曲
家
的
作
為
也
無
法
脫
出
這
個
窠
臼
，
刻
意

地
不
去
意
識
周
遭
而
要
跟
上
世
界
潮
流
，
在
個
人
來
說
往

往
有
一
股
精
神
上
的
傾
軋
，
而
所
創
作
的
音
樂
或
許
會
有

遊
離
於
個
人
存
在
的
空
間
。
幸
而
我
們
的
周
遭
已
經
在
脫

胎
換
骨
的
時
刻
，
我
國
的
作
曲
家
也
正
蟬
脫
的
時
候
。

其
次
他
談
到
了
我
國
的
作
曲
界
與
演
奏
界
相
當
融

洽
，
他
說
日
本
的
作
曲
界
與
演
奏
界
各
自
為
政
，
他
十
分

欣
賞
我
們
的
這
種
團
隊
精
神
。
這
同
時
反
映
了
近
年
演

奏
界
可
喜
的
現
象
，
例
如
大
琴
家
、
長
號
家
、
鋼
琴
家
們

都
紛
紛
望
著
我
們
的
作
曲
界
能
為
他
們
寫
新
作
品
，
最
近

甚
至
聽
說
文
化
學
院
的
包
克
多
教
授
︵Prof. W

hitm
an 

Procter, 1927-1979

︶
1
要
演
奏
戴
洪
軒
和
馬
水
龍
的
管
弦

樂
曲
，
這
充
分
看
出
音
樂
界
的
一
種
自
新
自
立
的
蓬
勃
美

景
。

稻
垣
靜
一
教
授
同
時
惋
惜
我
們
的
演
奏
水
準
差
強
人

意
的
事
，
如
果
我
們
知
道
日
本
的
演
奏
家
已
經
大
量
﹁
外

銷
﹂
的
事
，
就
很
容
易
明
白
他
的
觀
點
是
站
在
世
界
水
準

來
說
的
，
況
且
這
也
不
是
一
兩
年
內
能
改
善
得
了
的
。

亞
洲
作
曲
家
聯
盟
日
本
總
會
的
理
事
長
入
野
義
郎
教

授
為
人
已
經
很
不
年
輕
，
可
是
他
那
不
老
的
音
樂
精
神
充

分
在
當
天
下
午
的
中
國
總
會
會
員
大
會
的
演
講
裡
反
映
出

來
，
其
主
旨
是
強
調
我
們
在
世
界
潮
流
中
要
有
我
們
的
面

貌
，
我
們
的
面
貌
不
外
是
從
傳
統
中
產
生
︵
他
強
調
他
所

謂
的
傳
統
不
是
指
古
董
而
言
︶
。
這
個
傑
出
的
演
說
，
希

望
有
機
會
把
它
轉
載
於
本
刊
以
饗
讀
者
。
而
在
我
的
訪
問

中
，
他
特
別
讚
揚
我
們
的
聽
眾
之
對
於
新
曲
發
表
的
熱
烈
，

他
說
在
日
本
的
作
品
發
表
會
，
聽
眾
往
往
沒
有
我
們
那
麼

多
，
這
是
很
值
得
我
們
欣
喜
的
，
同
時
格
外
期
望
青
年
朋

友
繼
續
作
這
類
的
精
神
支
持
，
因
為
作
曲
家
之
能
否
繼
續

創
造
，
全
看
聽
眾
的
反
應
，
俗
說
：
沒
有
看
戲
的
人
，
戲

就
演
不
來
。

我
特
別
想
試
探
一
下
入
野
教
授
所
認
為
的
現
代
音

樂
在
手
法
上
的
觀
點
，
結
果
跟
我
的
想
法
一
樣
。
他
認
為

作
曲
手
法
因
人
而
異
，
也
就
是
說
不
論
是
以
傳
統
的
五
線

譜
法
或
圖
形
譜
或
指
示
法
都
任
人
採
用
，
音
色
則
可
以
多

多
就
近
從
本
地
的
傳
統
樂
器
裡
開
發
。
可
惜
的
是
我
來
不

及
問
他
對
於
圖
形
譜
的
作
曲
意
念
和
演
奏
家
的
創
造
性
問

題
。

最
後
我
問
他
在
還
沒
有
成
立
亞
洲
作
曲
家
聯
盟
之

前
，
是
否
事
先
已
知
悉
我
們
中
國
的
作
品
情
形
。
他
說
要

不
是
上
一
次
中
國
有
作
品
在
第
二
屆
大
會
上
演
奏
，
否
則

根
本
無
從
得
悉
我
們
中
國
的
情
形
。
他
說
，
因
此
交
流
是

十
分
重
要
的
。
我
們
都
知
道
猶
如
本
刊
今
年
︵
一
九
七
五
︶

三
月
號
所
刊
載
的
日
本
樂
評
家
的
評
論
，
他
們
都
十
分
驚

訝
於
中
國
作
曲
界
的
成
就
。

年
輕
的
敲
擊
樂
器
家
北
野
徹
，
在
前
一
晚
的
﹁
中
日

當
代
音
樂
作
品
發
表
會
﹂
大
顯
身
手
，
使
我
們
聽
眾
大
開

眼
界
，
在
旁
邊
的
敲
擊
樂
器
家
沈
錦
堂
就
顯
得
十
分
書
生

文
雅
，
尤
其
我
對
他
那
強
烈
的
音
樂
性
十
分
感
動
。
我
除

了
當
面
誇
獎
了
他
一
番
之
外
，
問
他
對
於
馳
名
世
界
的
敲

擊
樂
器
家
山
下
勉

2
的
感
想
。
他
說
山
下
走
的
是
另
一
條
路

子
，
跟
他
的
內
容
不
同
。
此
外
我
問
他
如
果
我
國
的
音
樂

學
校
請
他
來
執
教
敲
擊
樂
器
，
是
否
願
意
應
聘
，
他
不
但

表
示
很
樂
意
，
同
時
表
示
明
年
︵
一
九
七
六
︶
四
月
間
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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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來
一
趟
，
我
之
這
樣
問
，
是
此
間
根
本
沒
有
敲
擊
樂
器

的
師
資
之
故
。
權
充
敲
擊
樂
器
的
演
奏
家
，
多
半
都
自
己

摸
索
﹁
出
師
﹂
的
。

ӫ�儗乄⸉⮍亥┉▆┍◐䇗▆僖ꮠꮠ嗝乄䰕瑭㍌ⷑ瑭▆僿

㏤恥䧯ⲍ溸◸嵍꼟垠硾

⹜
年
︵
一
九
七
六
︶
十
一
月
二
十
五
日
至
十
二
月
二

日
之
間
在
台
北
所
舉
行
的
所
謂
﹁
亞
洲
音
樂
節
﹂
，

是
包
含
了
﹁
第
二
屆
亞
太
音
樂
會
議
﹂
、
﹁
亞
洲
作
曲
家

聯
盟
第
四
屆
大
會
﹂
，
以
及
應
景
的
音
樂
會
。

由
於
筆
者
幸
而
是
亞
洲
作
曲
家
聯
盟
中
華
民
國
總
會

的
會
員
，
獲
得
會
方
的
抬
舉
，
以
觀
察
員
的
身
分
參
加
了

﹁
亞
曲
大
會
﹂
︵
簡
稱
︶
，
感
到
十
分
的
榮
幸
。
因
為
本

刊
的
讀
者
多
半
十
分
關
懷
這
個
中
國
音
樂
史
上
值
得
特
記

的
盛
事
，
可
是
由
於
這
個
會
議
並
非
人
人
都
可
以
參
加
，

況
且
報
紙
的
報
導
多
半
道
貌
岸
然
，
談
的
是
正
面
事
，
因

此
筆
者
的
參
加
與
事
後
的
記
述
，
相
信
有
助
於
想
像
這
個

音
樂
節
的
具
體
形
貌
。
只
可
惜
筆
者
僅
是
身
為
觀
察
員
，

與
其
說
﹁
參
加
了
這
個
會
﹂
，
不
如
說
﹁
參
觀
了
這
個
會
﹂

較
為
適
當
，
所
能
記
述
的
也
就
僅
限
於
所
見
所
聞
，
以
及

個
人
的
體
驗
、
遭
遇
和
感
想
。
故
與
第
二
屆
亞
太
音
樂
會

㜾阿ˌ◸嵍✑剱㵶舀潊�

睙㎃㺊㝕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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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
的
秘
書
崔
家
榕
小
姐
所
撰
的
︿
第
二
屆
亞
太
音
樂
會
議

側
記
﹀
︵
上
月
號
︶
，
不
論
在
布
局
或
角
度
上
都
不
同
，

本
文
稱
為
﹁
外
記
﹂
的
原
因
即
在
此
。

首
先
必
須
強
調
，
這
個
音
樂
節
的
主
辦
單
位
和
有
關

單
位
，
為
了
使
這
個
中
國
近
代
音
樂
史
上
首
次
的
國
際
性

音
樂
會
辦
得
有
聲
有
色
，
辦
得
圓
滿
，
早
在
一
年
前
便
著

手
籌
劃
，
所
花
費
的
人
力
和
物
力
都
十
分
可
觀
。
況
且
到

了
會
議
臨
頭
的
十
一
月
間
，
各
方
在
面
臨
好
戲
上
台
時
，

有
力
的
出
力
，
有
錢
的
出
錢
，
充
分
發
揮
了
整
個
社
會
︵
不

僅
音
樂
界
︶
的
團
隊
精
神
。
欣
喜
的
是
，
結
果
十
分
圓
滿
，

縱
使
有
些
微
的
瑕
疵
，
因
為
這
是
有
史
以
來
的
第
一
次
，

也
就
算
不
得
什
麼
瑕
疵
。
縱
令
有
指
責
，
也
很
可
能
是
難

以
在
短
期
內
無
法
改
善
的
缺
失
。
總
之
，
這
些
都
無
損
於

圓
滿
，
即
使
以
下
我
所
記
述
的
一
些
體
驗
、
遭
遇
或
感
想
，

也
僅
僅
是
出
自
以
個
人
的
感
觸
，
絕
無
詆
誹
之
意
。

這
個
一
連
八
天
的
﹁
議
程
﹂
，
概
括
地
說
一
共
有
三

項
大
節
目
，
即
：
會
議
、
宴
會
與
音
樂
會
，
附
帶
的
一
項

是
參
觀
。
現
在
就
以
筆
者
個
人
︵
以
下
簡
稱
為
我
︶
的
際

遇
來
敘
述
。

⺞┞⠥┿汔
日
程
是
從
十
一
月
二
十
五
日
開
始
。
前
一
天
收
到
大

會
秘
書
處
的
緊
急
通
知
，
指
示
﹁
十
一
月
二
十
五
日
下
午

二
時
起
在
台
北
市
敦
化
北
路
中
泰
賓
館
辦
理
報
到
手
續
﹂
，

幸
而
作
曲
會
的
理
事
長
康
謳
教
授
面
告
四
點
鐘
以
後
到
達

即
可
。
於
是
我
與
本
刊
的
發
行
人
張
邦
彥
老
師
一
起
騎
了

機
車
，
四
點
鐘
趕
到
了
中
泰
賓
館
。
一
入
門
，
便
看
到
了

一
個
長
桌
子
之
前
坐
了
五
六
個
小
姐
，
準
是
報
到
處
無

疑
，
更
何
況
首
座
之
側
，
許
常
惠
教
授
的
夫
人
一
副
樸
素

的
打
扮
，
蹺
腳
而
若
有
所
待
地
坐
在
那
裡
，
使
我
驚
喜
之

餘
做
了
禮
貌
的
招
呼
，
她
這
副
打
扮
與
當
晚
雍
華
貴
夫
人

狀
可
說
判
若
兩
人
。
接
著
我
睜
眼
一
望
，
桌
子
上
擺
在
每

位
小
姐
面
前
的
告
示
牌
，
赫
然
全
是
用
英
文
寫
的
，
這
可

使
我
這
個
﹁
非
英
文
通
﹂
十
分
惱
怒
，
立
刻
破
口
指
責
堂

堂
在
中
華
民
國
舉
行
的
會
議
，
竟
沒
有
一
個
中
國
字
，
更

何
況
參
加
的
人
︵
包
括
東
南
亞
地
區
︶
，
不
少
都
是
懂
得

中
國
字
的
。
駁
回
來
的
是
：
不
懂
英
文
的
人
就
去
有
寫
中

國
字
的
地
方
報
到
。
另
有
個
人
指
示
我
到
後
頭
。
的
確
，

在
長
桌
子
盡
頭
的
後
面
另
有
紅
紙
黑
字
的
中
國
參
加
者
報

到
處
之
牌
子
，
旁
邊
是
一
個
餐
館
式
高
櫃
台
裡
坐
著
個
小

姐
，
我
們
就
在
這
裡
領
到
了
一
只
﹁○

○

七
﹂
大
提
箱
和

海
報
，
雖
然
張
邦
彥
老
師
一
再
相
勸
，
我
還
是
翻
身
去
問

這
個
報
到
單
位
誰
是
主
管
，
我
覺
得
有
必
要
在
外
國
人
還

沒
有
完
全
到
齊
之
前
，
趁
早
勸
他
們
改
善
這
種
缺
乏
民
族

精
神
的
排
場
。
我
想
起
日
本
的
情
形
是
，
不
管
是
哪
個
國

際
上
鼎
鼎
有
名
的
音
樂
家
，
甚
至
是
伯
恩
斯
坦
兄
、
卡
拉

揚
兄
或
卡
拉
絲
姐
，
歡
迎
的
字
牌
乃
至
佩
在
胸
前
的
名
牌
，

一
律
用
日
本
字
寫
就
，
這
也
許
是
日
本
人
的
過
分
自
卑
或

過
份
的
自
傲
所
然
，
但
這
種
偏
狹
的
民
族
精
神
，
至
少
可

以
透
過
親
身
目
睹
的
國
人
或
透
過
傳
播
媒
體
︵
如
新
聞
雜

誌
︶
的
圖
片
，
增
加
國
人
的
自
傲
感
。
就
我
個
人
的
感
覺
，

縱
使
我
們
不
必
做
得
像
日
本
人
那
樣
極
端
，
至
少
做
到
中

西
文
對
照
是
有
必
要
的
。
幸
而
當
時
作
曲
家
溫
隆
信
先
生

正
好
走
到
報
到
處
，
柔
聲
下
氣
地
喊
了
我
：
﹁
李
哲
洋
呀

⋯
⋯

﹂
我
的
氣
頭
才
頓
時
收
斂
，
一
反
剛
才
的
惱
怒
，
和

顏
地
解
釋
這
種
有
待
改
善
的
利
害
。
這
件
事
後
來
結
識
的

接
待
員
說
，
當
時
那
些
小
姐
都
被
嚇
得
不
知
所
措
，
而
我

也
覺
得
這
樣
在
這
種
國
際
性
聚
會
裡
，
竟
有
此
失
風
度
之

舉
，
委
實
該
打
二
十
板
屁
股
才
能
抵
罪
。

後
來
我
有
次
搭
上
了
一
部
交
通
車
，
遇
到
那
位
為
首

的
接
待
小
姐
正
在
向
陳
澄
雄
教
授
苦
訴
：
有
個
兇
巴
巴
的

會
員
鬧
的
事
兒
，
陳
教
授
一
見
我
進
來
便
笑
著
問
我
：
是

不
是
你
，
要
我
該
如
何
賠
罪
。
我
不
但
承
認
，
也
百
般
賠

個
不
是
，
從
此
所
有
的
接
待
小
姐
不
再
對
我
存
有
戒
心
了
，

這
可
以
說
因
禍
得
福
了
，
我
替
她
們
所
拍
的
照
片
又
張
張

成
功
，
相
信
這
筆
帳
除
了
有
些
工
作
人
員
的
腦
子
裡
會
有

些
微
痕
跡
之
外
，
已
一
筆
勾
銷
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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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到
交
通
車
，
第
一
天
我
們
參
加
者
還
以
為
要
自
備

交
通
工
具
逕
到
會
議
場
的
，
因
為
公
函
裡
指
明
交
通
自
理
，

自
第
二
天
起
我
才
知
道
原
來
另
派
有
兩
部
專
車
作
為
與
會

人
士
自
中
泰
賓
館
至
民
航
大
廈
︵
編
按
：
當
天
議
程
活
動

在
該
棟
大
廈
的
國
際
會
議
廳
舉
行
︶
之
間
的
交
通
車
。
至

於
我
，
為
了
替
本
刊
蒐
集
圖
片
而
整
天
忙
於
拍
照
片
，
以

致
每
天
都
精
疲
力
倦
而
次
日
總
是
爬
不
起
來
，
結
果
多
半

騎
機
車
到
機
場
附
近
的
民
航
大
廈
。
十
一
月
二
十
七
日
︵
即

日
程
的
第
三
天
︶
我
騎
到
了
民
航
局
停
車
時
，
駐
場
的
管

理
員
不
在
，
我
思
索
了
一
番
那
塊
示
明
﹁
非
本
局
人
員
不

得
停
車
﹂
的
牌
子
，
自
以
為
來
﹁
本
局
﹂
辦
事
的
人
大
概

可
以
法
外
開
恩
，
於
是
把
車
子
擱
在
那
裡
進
去
開
會
了
。

午
休
時
，
為
了
趕
去
參
加
兩
個
約
會
和
購
置
照
相
材
料
時
，

發
現
後
面
的
輪
胎
消
氣
，
而
眼
巴
巴
地
看
著
與
會
人
士
停

在
同
一
車
場
的
四
輪
車
一
部
部
開
走
，
當
時
委
實
焦
急
萬

分
，
查
看
了
輪
胎
半
天
，
並
沒
有
發
現
輪
胎
上
有
鐵
釘
，

當
時
也
沒
有
管
理
員
在
場
，
於
是
我
猜
疑
是
否
管
理
員
搞

的
鬼
，
或
是
半
路
上
壓
到
了
鐵
釘
，
只
好
自
認
倒
楣
，
花

了
半
個
小
時
，
把
車
子
推
到
最
靠
近
機
車
的
機
車
店
修
補
，

這
才
發
現
輪
胎
是
戳
了
洞
而
消
氣
的
，
這
個
機
車
店
已
經

是
距
離
新
生
北
路
不
遠
的
地
方
，
當
時
的
狼
狽
實
在
不
堪

言
，
不
但
爽
約
而
失
信
於
人
，
同
時
自
己
還
掏
腰
包
在
市

內
狼
吞
虎
嚥
吃
了
一
頓
最
快
的
午
餐
，
買
了
照
相
材
料
之

後
趕
返
民
航
大
廈
，
並
且
在
機
場
旁
邊
找
到
了
寄
車
場
。

第
五
天
︵
十
一
月
二
十
九
日
︶
上
午
，
民
航
大
廈
停
車
場

正
好
有
管
理
員
在
場
，
我
想
冒
險
把
車
子
放
在
那
裡
，
試

探
上
次
是
管
理
員
搞
鬼
或
半
路
壓
到
了
鐵
釘
。
結
果
管
理

員
走
過
來
警
告
我
：
交
通
警
察
會
把
牌
照
拿
走
或
給
輪
胎

戳
個
洞
。
我
終
於
明
白
了
！
因
為
交
通
警
察
不
可
能
跑
進

合
法
的
停
車
場
去
破
壞
人
家
的
財
物
的
。
幸
好
也
沒
有
收

到
罰
單
，
補
輪
胎
只
不
過
幾
十
元
就
解
決
了
，
萬
幸
萬
幸
！

這
個
教
訓
告
訴
我
以
後
再
也
不
能
﹁
以
為
可
以
﹂
，
同
時

趕
快
買
個
四
輪
車
裝
裝
闊
。
為
此
，
我
搥
胸
三
下
以
為
誡
。

話
說
回
來
，
報
到
時
我
們
所
領
到
的
﹁○

○

七
﹂
提

箱
十
分
精
美
，
據
推
測
時
價
要
上
千
元
了
，
裡
面
還
有
各

色
各
樣
介
紹
中
國
文
物
的
英
文
刊
物
，
心
想
這
對
外
國
人

一
定
很
有
好
處
。
也
許
是
沒
有
算
準
，
後
來
有
幾
個
與
會

人
士
卻
當
場
沒
有
領
到
這
種
提
箱
為
憾
，
以
致
有
個
與
會

人
士
連
日
對
我
訴
苦
，
以
為
我
是
有
辦
法
的
人
或
是
大
會

工
作
人
員
。
這
大
概
是
因
為
我
拿
著
相
機
亂
拍
照
之
故
。

我
拍
照
純
然
是
為
本
刊
日
後
刊
登
之
用
，
可
是
有
不
少
人

誤
以
為
我
是
拍
照
為
業
。
有
一
次
，
亞
太
會
議
的
韓
籍
與

會
代
表
，
託
作
曲
會
的
招
待
員
，
拿
著
一
張
收
據
向
我
要

彩
色
照
片
，
說
只
有
她
沒
有
收
到
照
片
，
收
據
上
面
赫
然

寫
著
我
的
名
字
︵
有
人
好
意
要
她
來
找
我
︶
。
後
來
查
詢

了
半
天
，
當
面
解
釋
了
半
天
，
才
澄
清
了
這
場
誤
會
，
同

時
也
要
到
了
那
套
照
片
。
說
老
實
話
，
當
時
我
為
國
人
的

信
用
問
題
緊
張
極
了
。
至
於
拍
照
為
業
的
那
位
老
兄
，
實

在
有
必
要
慎
重
些
，
拍
照
是
很
好
的
服
務
，
可
是
若
弄
出

紕
漏
，
就
不
是
好
玩
的
了
。

話
說
報
到
了
之
後
，
我
們
不
知
道
如
何
消
磨
，
於
是

在
中
泰
賓
館
的
樓
下
逛
來
逛
去
，
遇
到
了
沈
錦
堂
先
生
才

隨
他
去
所
謂
的
﹁
溫
隆
信
房
間
﹂
︵
後
來
才
知
道
是
大
會

租
下
的
辦
公
處
之
一
︶
，
跟
一
些
作
曲
界
的
老
友
寒
暄
了

一
陣
子
，
然
後
在
麒
麟
廳
坐
一
坐
。
在
記
者
招
待
會
之
前
，

目
睹
文
化
學
院
的
吳
季
札
教
授
，
為
布
置
會
場
忙
上
忙
下
，

而
我
們
與
會
者
竟
只
能
袖
手
旁
觀
，
實
在
很
過
意
不
去
。

也
許
讀
者
會
覺
得
意
外
，
這
個
大
會
的
工
作
人
員
，

除
了
數
個
要
職
是
由
作
曲
會
員
負
責
之
外
，
泰
半
都
聘
請

了
會
外
的
音
樂
家
來
幫
忙
，
充
分
展
示
了
音
樂
界
一
個
具

有
的
優
良
團
隊
精
神
。
事
前
我
以
為
會
派
作
曲
會
的
會
員

義
務
參
予
工
作
，
報
到
之
後
才
知
道
：
原
來
大
會
顧
及
會

員
百
務
纏
身
的
情
況
，
以
及
會
員
不
是
個
個
精
通
英
語
，

所
以
請
會
外
人
士
幫
忙
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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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
上
由
作
曲
會
作
東
的
宴
會
在
中
泰
賓
館
樓
下
的
大

廳
舉
行
，
在
那
偌
大
開
闊
的
臨
時
餐
廳
裡
，
我
們
遇
到
了

不
少
難
得
一
見
的
作
曲
界
老
友
，
大
家
都
因
為
這
樣
令
人

神
馳
腹
滿
、
無
限
量
的
自
助
餐
宴
會
，
顯
得
格
外
的
愉
快
。

在
那
排
滿
了
琳
瑯
滿
目
的
兩
排
食
物
桌
子
間
，
還
準
備
了

一
座
相
當
不
小
的
，
用
冰
塊
雕
成
的
冰
馬
。
事
後
我
唯
一

覺
得
可
惜
的
是
，
前
一
天
來
不
及
準
備
快
感
光
底
膠
片
而

採
用
閃
光
燈
拍
照
，
以
致
照
片
的
效
果
很
不
令
人
滿
意
。

提
起
宴
會
，
一
如
前
述
，
是
這
個
音
樂
節
裡
扮
演
著

十
分
重
要
的
角
色
。
蓋
，
在
這
一
連
八
天
的
音
樂
節
裡
，

除
了
第
四
天
由
文
化
學
院
作
東
的
午
餐
很
可
惜
我
沒
有
參

加
之
外
，
天
天
晚
上
有
宴
會
。
其
中
我
個
人
認
為
：
第
二

天
晚
上
，
由
洪
建
全
基
金
會
作
東
在
圓
山
飯
店
舉
行
的
最

豪
華
了
。
這
個
在
我
心
目
中
猶
如
中
國
神
話
裡
的
崑
崙
山

那
樣
，
並
非
人
人
隨
便
有
機
會
進
出
的
殿
堂
，
據
說
租
那

裡
的
會
堂
每
小
時
以
萬
元
計
，
因
此
這
個
晚
上
的
宴
會
就

顯
得
更
為
珍
貴
了
。
當
時
洪
建
全
視
聽
圖
書
館
甚
至
派
技

術
人
員
前
來
錄
影
，
洪
建
全
伉
儷
和
家
人
亦
特
地
守
候
在

入
口
處
向
前
來
參
加
的
代
表
們
一
一
握
手
迎
迓
，
顯
得
十

分
客
氣
、
隆
重
而
豪
華
，
而
與
會
人
士
因
此
一
時
顯
得
像

個
權
要
貴
賓
，
十
分
興
高
采
烈
。
至
於
任
人
取
食
的
山
珍
、

海
味
，
亦
因
這
種
熱
鬧
的
氣
氛
而
格
外
可
口
，
我
除
了
忙

著
為
這
些
一
時
的
權
要
們
猛
拍
照
片
之
外
，
並
沒
有
忘
記

去
嘗
嘗
各
種
洋
酒
，
當
侍
者
取
走
了
沒
有
喝
完
的
酒
時
，

十
分
怨
恨
自
己
事
先
沒
有
磨
練
好
喝
酒
的
本
事
。
本
刊
的

作
者
林
道
生
先
生
，
更
是
當
場
表
演
了
令
人
目
瞪
口
呆
、

精
彩
絕
倫
的
韓
國
式
見
面
禮
。
當
時
他
一
見
到
一
下
飛
機

便
趕
來
與
會
的
韓
國
年
輕
女
教
授
吳
淑
子
小
姐
時
，
竟
高

呼
一
聲
，
猛
地
一
抱
，
緊
緊
地
，
然
後
著
著
實
實
地
互
吻

了
面
頰
。
當
時
我
忙
著
換
照
相
機
的
底
片
，
以
致
把
這
個

千
載
難
逢
的
鏡
頭
給
錯
過
了
。
事
後
雖
然
我
笑
著
戲
言
林

道
生
先
生
，
但
他
回
答
：
﹁
我
早
就
向
老
婆
備
過
案
了
！
﹂

不
久
，
他
見
到
剛
趕
來
的
韓
國
代
表
朴
重
厚
教
授
︵
男
的
︶

時
，
也
照
樣
來
了
一
下
，
我
便
把
它
拍
下
來
。
沒
有
想
到

以
前
我
一
直
以
為
古
板
的
這
位
鄉
下
佬
，
竟
是
如
此
的
﹁
前

衛
﹂
，
服
了
，
我
甘
拜
下
風
，
有
必
要
從
頭
學
習
學
習
了
。

劆曖䗫溸┞넕

吃
得
最
爽
快
的
一
餐
是
第
七
天
︵
十
二
月
一
日
︶
晚

上
，
教
育
部
長
設
在
三
軍
軍
官
俱
樂
部
的
宴
會
，
姑
不
論

其
佳
餚
是
多
麼
適
於
胃
口
，
最
與
眾
不
同
的
是
，
大
家
用

餐
至
八
分
飽
的
時
候
，
蔣
部
長
才
起
立
致
詞
，
然
後
作
客

的
各
單
位
主
管
致
答
詞
，
這
跟
往
常
我
們
饑
腸
轆
轆
地
恭

坐
在
食
桌
前
，
忍
候
致
詞
與
答
詞
，
以
及
互
贈
紀
念
物
結

束
後
才
﹁
開
動
﹂
的
情
形
迥
然
異
趣
。
何
況
蔣
部
長
的
聲

調
宏
亮
悅
耳
，
英
語
說
得
流
暢
簡
要
︵
我
猜
測
的
︶
，
在

我
們
半
飽
之
後
聽
來
，
更
是
格
外
舒
寬
欣
喜
。

我
第
一
次
欣
賞
到
蔣
部
長
的
演
講
，
是
在
這
次
大
會

開
幕
典
禮
︵
在
中
泰
賓
館
舉
行
︶
上
，
當
時
十
分
驚
異
於

那
朗
朗
之
聲
。
那
天
同
樣
令
人
印
象
深
刻
的
是
，
擔
任
大

會
會
長
的
東
吳
大
學
校
長
端
木
愷
先
生
，
演
講
的
聲
浪
顯

示
其
丹
田
之
力
無
異
於
聲
樂
家
。
蓋
，
這
種
現
象
充
分
呈

示
了
一
個
人
良
好
的
健
康
狀
態
與
充
沛
的
精
神
。

那
一
連
串
的
宴
會
令
我
個
人
覺
得
不
可
思
議
的
，
當

推
第
七
天
︵
十
二
月
一
日
︶
，
參
拜
慈
湖
歸
途
，
在
石
門

的
芝
麻
城
酒
店
由
東
和
樂
器
公
司
作
東
的
午
餐
了
。
我
們

三
部
大
巴
士
的
一
百
數
十
位
乘
員
，
在
警
車
引
導
之
下
到

達
酒
店
時
，
已
近
正
午
了
。
十
二
點
五
分
︵
當
時
我
的
手

錶
快
了
十
分
鐘
︶
魚
貫
地
入
座
，
那
餐
廳
顯
得
相
當
雅
緻

而
寧
靜
。
華
麗
的
洛
克
克
式
容
器
上
盛
滿
了
佳
餚
，
放
在

舞
台
前
排
成
弧
形
的
桌
子
上
，
看
起
來
十
分
氣
派
。
照
例

一
番
客
套
的
致
詞
與
致
答
詞
之
後
，
我
們
包
括
參
加
亞
太

會
議
的
堂
堂
一
百
多
位
亞
洲
音
樂
家
蜂
湧
地
立
刻
排
成
一

條
彎
彎
曲
曲
的
長
龍
，
我
們
地
主
照
例
禮
讓
外
國
朋
友
先

排
，
作
客
的
外
國
朋
友
也
十
分
斯
文
地
、
從
容
地
、
一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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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點
地
把
菜
餚
撿
進
盤
子
裡
。
﹁
一
百
數
十
位
的
音
樂
家
﹂

乘
以
﹁
慢
慢
地
前
進
﹂
，
結
果
會
如
何
是
十
分
容
易
明
白

的
。
有
的
呆
擠
在
長
龍
裡
枯
等
，
有
的
按
兵
不
動
忍
坐
在

自
己
的
位
子
上
目
睹
這
非
同
尋
常
的
景
象
。
我
們
所
坐
的

這
幾
桌
人
於
是
討
論
起
這
餐
很
費
時
的
午
餐
，
埋
怨
起
這

個
酒
店
周
圍
連
個
麵
攤
子
也
沒
有
，
也
自
然
而
然
研
究
起

如
何
改
善
當
前
的
局
勢
，
結
論
是
要
我
挺
身
去
向
負
責
人

遊
說
。
無
﹁
善
﹂
不
作
的
我
，
便
在
眾
所
望
歸
之
下
，
鼓

起
勇
氣
，
前
後
以
一
副
求
情
的
心
情
向
酒
店
的
領
班
和
東

和
公
司
的
老
闆
建
議
，
要
他
們
最
好
從
桌
子
兩
邊
分
成
兩

排
同
時
進
行
，
結
果
他
們
似
乎
很
泰
然
地
依
舊
站
在
桌
前

欣
賞
每
位
亞
洲
音
樂
家
要
吃
的
嘴
臉
。
眼
看
著
遊
說
之
後

並
沒
有
什
麼
動
靜
，
於
是
重
新
策
劃
：
要
從
桌
子
後
端
的

對
面
自
動
另
成
一
列
取
食
，
可
惜
等
到
行
動
的
時
候
，
卻

只
有
幾
個
不
顧
﹁
體
面
﹂
的
人
︵
包
括
我
自
己
︶
，
厚
著

臉
皮
在
另
一
邊
迅
速
撿
了
幾
樣
菜
趕
回
來
，
暫
時
安
撫
了

肚
腸
，
尤
其
我
這
個
有
不
可
告
人
的
疾
病
︵
胃
潰
瘍
︶
的

人
，
霎
時
安
心
了
許
多
。
當
我
們
再
規
規
矩
矩
地
排
到
長

龍
後
面
，
終
於
名
正
言
順
地
弄
到
吃
的
，
前
後
已
費
了
一

小
時
四
十
分
鐘
。
要
命
的
是
我
們
才
安
坐
下
來
，
吃
不
到

幾
口
，
便
聽
到
一
點
五
十
分
開
車
的
報
告
，
我
們
只
好
草

草
地
再
吃
幾
口
，
便
趕
去
搭
車
。
至
於
禮
讓
我
們
先
排
隊

的
那
些
大
會
接
待
小
姐
們
，
情
況
恐
怕
更
為
悽
慘
吧
。
更

糟
的
是
鄰
桌
的
一
位
香
港
代
表
，
為
此
氣
得
連
一
口
飯
也

吃
不
下
。
原
是
一
番
好
意
，
可
是
由
於
處
置
不
當
，
未
免

得
不
償
失
了
。
當
我
在
車
子
上
，
看
到
時
鐘
已
指
到
一
點

五
十
分
而
遲
遲
不
開
車
時
，
就
像
個
胡
鬧
的
小
孩
子
，
喊

著
快
開
車
，
這
誠
然
是
由
於
這
頓
等
了
半
天
卻
沒
有
吃
飽

的
午
餐
引
起
的
。

雖
然
日
程
表
上
寫
明
下
午
﹁
參
觀
石
門
水
庫
﹂
，
但

可
能
因
為
沒
有
算
準
，
所
以
我
們
只
一
瞥
了
石
門
水
庫
的

水
壩
，
逕
往
東
和
樂
器
公
司
了
。
東
和
樂
器
公
司
是
生
產

﹁
愛
伯
特
﹂
牌
和
﹁
河
合
﹂
牌
鋼
琴
的
工
廠
，
工
廠
裡
的

設
備
和
生
產
線
井
然
有
序
，
安
全
的
措
施
也
相
當
夠
水
準
，

唯
一
我
覺
得
奇
怪
的
是
，
令
人
宛
如
置
身
於
日
本
的
工
廠
，

因
為
所
有
的
標
示
牌
都
日
本
化
，
只
差
沒
有
寫
上
日
本
字

而
已
，
那
些
﹁
漢
字
﹂
讀
起
來
都
古
怪
，
不
過
我
們
中
國

人
多
半
會
看
得
懂
，
但
有
些
卻
無
法
讓
不
懂
日
文
的
人
瞭

解
，
例
如
﹁
取
付
﹂
，
我
試
問
了
一
些
人
都
不
懂
，
它
的

意
思
是
﹁
裝
配
﹂
或
﹁
安
裝
﹂
。
原
因
何
在
，
我
實
在
難

以
猜
度
，
是
因
為
老
闆
是
日
本
人
？
還
是
參
觀
的
人
多
半

是
日
本
人
？
抑
或
那
些
是
日
本
籍
技
術
人
員
制
訂
的
？

꼟垠劋由
於
幾
乎
每
次
的
晚
宴
都
拖
延
，
以
致
據
說
作
為
主

人
的
與
會
人
士
都
無
法
按
時
趕
到
音
樂
會
場
，
害
得
音
樂

會
總
是
延
遲
開
演
。
我
個
人
因
為
身
體
的
狀
況
允
許
場
場

出
席
，
這
裡
就
親
身
出
席
過
的
音
樂
會
來
敘
述
。
第
一
天

晚
上
，
雖
然
日
程
表
上
沒
有
音
樂
會
，
但
應
中
華
國
樂
會

邀
請
來
台
的
韓
國
國
樂
院
之
表
演
，
趕
上
了
這
個
音
樂
節

的
第
一
天
，
節
目
精
彩
，
花
樣
多
，
讓
我
大
開
眼
界
，
並

且
藉
之
想
像
中
國
古
代
的
音
樂
的
概
貌
。

第
三
天
︵
十
一
月
二
十
七
日
︶
的
﹁
亞
洲
當
代
管
弦

樂
暨
室
內
樂
之
夜
﹂
，
我
主
要
是
來
看
看
台
灣
交
響
樂
團

的
張
己
任
先
生
的
指
揮
的
，
其
中
印
象
最
深
刻
的
莫
過
於

諸
井
誠
先
生
的
﹁
竹
籟
五
章
﹂
，
那
很
獨
特
而
扣
人
心
弦

的
洞
簫
︵
編
按
：
該
樂
器
亦
稱
為
﹁
尺
八
﹂
︶
清
奏
曲
，

十
分
呈
示
了
諸
井
先
生
作
曲
的
根
底
和
作
曲
的
意
念
，
只

可
惜
是
錄
音
帶
播
放
出
來
的
，
以
致
難
免
注
目
於
他
太
太

在
舞
台
上
的
獨
舞
。
我
在
日
本
音
樂
雜
誌
上
所
看
到
他
太

太
跳
這
齣
的
彩
色
照
片
十
分
不
錯
，
可
是
她
在
中
山
堂
舞

台
上
的
效
果
卻
不
敢
恭
維
，
並
且
我
才
為
我
太
太
林
絲
緞

前
年
在
同
一
舞
台
上
的
獨
舞
會
感
到
驕
傲
。
她
的
動
作
在

我
眼
裡
十
分
熟
悉
，
因
為
很
像
我
太
太
的
動
作
，
只
不
過

後
者
較
具
彈
性
與
柔
軟
性
。

提
到
諸
井
先
生
這
個
人
，
由
於
他
的
作
品
之
感
人
，

使
得
我
擬
訂
本
刊
在
今
年
年
底
以
專
輯
介
紹
他
，
所
以
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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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第
七
天
︵
十
二
月
一
日
︶
晚
上
他
要
跟
一
些
外
國
代
表

去
李
奎
然
先
生
家
聊
一
聊
，
我
便
趕
去
，
可
惜
他
要
開
會

︵
日
本
代
表
隊
的
︶
，
以
致
沒
有
見
到
面
。
第
八
天
早
上

我
一
連
打
了
幾
個
電
話
準
備
訪
問
他
，
都
因
為
他
參
加
散

會
之
前
的
各
種
會
議
而
忙
，
以
致
只
好
作
罷
。

提
到
訪
問
，
我
對
日
本
的
年
輕
作
曲
家
三
枝
成
章
先

生
十
分
抱
歉
。
第
一
天
報
到
日
，
我
跟
隨
許
博
允
先
生
夫

婦
要
去
﹁
溫
隆
信
房
間
﹂
拿
衣
物
時
，
許
先
生
半
途
去
探

望
在
另
一
個
房
間
的
三
枝
成
章
先
生
和
夏
由
鐘
甲
先
生
，

並
且
把
他
們
介
紹
給
我
，
然
後
要
我
引
導
他
們
去
吃
飯
，

身
為
地
主
國
代
表
之
一
的
我
，
當
然
有
義
務
作
嚮
導
。
當

許
先
生
夫
婦
離
開
之
後
，
他
們
爭
相
送
我
外
國
香
菸
，
我

很
難
為
情
地
只
肯
收
下
其
中
一
人
的
香
菸
一
條
，
順
便
表

示
有
機
會
要
訪
問
他
們
，
於
是
把
他
們
帶
下
樓
。
一
到
樓

下
，
他
們
遇
到
宴
會
散
會
後
的
老
友
只
顧
寒
暄
，
在
混
亂

之
中
我
只
好
放
棄
原
有
的
義
務
了
。
沒
有
想
到
第
三
天
晚

宴
時
，
三
枝
先
生
送
了
一
疊
有
關
他
的
音
樂
活
動
剪
報
影

印
，
並
且
表
示
今
年
將
會
再
來
此
地
一
趟
。
由
於
開
會
期

間
很
少
見
到
他
，
我
只
好
寄
望
他
再
次
前
來
訪
問
了
。

第
五
天
的
﹁
中
國
、
印
尼
、
韓
國
傳
統
音
樂
之

夜
﹂
，
實
在
有
必
要
在
這
裡
大
寫
特
寫
，
例
如
韓
國
音
樂

之
演
奏
與
第
一
天
的
風
格
一
致
，
以
及
器
樂
曲
之
沿
用
中

國
古
典
的
﹁
序
破
急
﹂
三
段
體
。
其
中
最
令
我
驚
奇
的
莫

非
是
印
尼
的
伽
瑪
瓏
︵
編
按
：
此
處
即
指
印
尼
傳
統
音
樂

G
am

elan

，
另
譯
稱
﹁
甘
美
朗
﹂
︶
樂
舞
了
。
﹁
伽
瑪
瓏
﹂

一
字
是
表
示
那
種
形
態
的
樂
與
舞
，
以
及
那
種
表
演
團
體
。

由
排
鑼
、
木
琴
、
大
鑼
、
編
鑼
、
弦
等
樂
器
組
成
的
音
響
，

以
及
那
非
西
方
、
非
中
國
性
音
階
而
成
的
樂
調
，
加
上
柔

軟
而
非
表
情
的
歌
調
，
聽
來
像
夢
幻
世
界
的
音
樂
。
難
怪

昔
日
在
巴
黎
萬
國
博
覽
會
裡
，
使
得
那
些
不
見
世
面
的
洋

人
驚
異
萬
分
，
法
國
作
曲
家
德
步
西
︵Claude D

ebussy

︶

也
深
受
這
種
音
樂
的
影
響
。
至
於
我
個
人
，
雖
然
見
過
不

少
討
論
這
類
音
樂
的
論
著
，
但
一
直
沒
有
機
會
聽
到
實
際

的
音
樂
，
這
一
下
使
我
大
開
眼
界
了
。
至
於
有
關
書
刊
上

刊
載
的
舞
蹈
圖
片
，
我
還
以
為
是
十
分
快
速
的
舞
蹈
，
想

不
到
竟
是
那
樣
文
雅
、
柔
和
、
很
風
格
化
的
舞
蹈
，
美
極

了
。

劆ꩾ溸꼟垠劋

第
六
天
︵
十
一
月
三
十
日
︶
的
音
樂
會
﹁
澳
洲
、
日

本
、
菲
律
賓
傳
統
音
樂
之
夜
﹂
，
最
值
得
記
述
的
誠
然
是

由
民
族
學
者
荷
西
．
馬
西
達
︵José M

aceda

︶
博
士
主
持

的
菲
律
賓
節
目
了
。
第
一
部
分
的
懸
鑼
竟
是
以
悶
音
的
方

式
演
奏
，
使
習
慣
於
聽
到
中
國
大
鑼
的
演
奏
的
我
，
感
到

十
分
驚
異
。
第
二
部
分
各
種
通
俗
樂
器
的
演
奏
，
由
於
原

本
就
是
在
行
動
︵
舞
蹈
或
行
進
︶
中
演
奏
的
，
所
以
在
舞

台
上
顯
得
有
點
滑
稽
、
逗
人
笑
，
加
上
表
演
者
之
忘
我
而

不
懂
得
適
可
而
止
，
以
致
早
被
日
本
的
龐
大
節
目
拖
延
的

音
樂
會
，
竟
拖
到
十
一
點
多
才
收
場
，
大
家
都
滿
足
地
欣

然
而
歸
。

第
七
天
的
﹁
崑
曲
與
雲
門
之
夜
﹂
，
我
無
暇
參
加
而

只
聽
到
某
中
國
代
表
說
：
中
國
代
表
在
門
口
被
擋
駕
，
以

致
理
論
了
半
天
，
搬
出
了
邏
輯
術
才
勉
強
過
了
關
，
況
且

並
沒
有
預
留
代
表
們
的
座
位
。
這
是
十
分
古
怪
的
，
裡
面

會
不
會
有
文
章
我
就
不
得
而
知
了
。

這
裡
不
妨
引
用
六
十
五
年
︵
一
九
七
六
︶
十
二
月
二

日
︽
國
語
日
報
︾
第
二
版
對
這
個
音
樂
節
的
評
語
以
供
讀

者
參
考
：

︻
本
報
訊
︼
由
亞
太
音
樂
會
議
跟
曲
盟
大
會
聯
合
提

供
的
亞
洲
音
樂
節
，
昨
晚
在
台
北
市
中
山
堂
演
出
﹁
崑
曲

與
雲
門
﹂
節
目
以
後
，
一
連
六
天
七
場
的
公
演
全
部
結
束
。

昨
晚
節
目
分
為
平
劇
基
本
動
作
示
範
、
崑
曲
選
粹
、

雲
門
舞
集
劇
選
粹
等
三
部
分
。

國
外
的
音
樂
家
看
完
一
系
列
的
音
樂
活
動
以
後
，
他

們
表
示
：
對
中
國
傳
統
音
樂
部
分
，
大
多
數
國
外
代
表
偏

愛
有
地
方
色
彩
的
音
樂
，
比
如
南
管
、
山
東
民
謠
，
對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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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
器
獨
奏
古
曲
也
認
為
趣
味
盎
然
。
但
有
人
認
為
，
太
過

模
仿
西
方
樂
團
編
制
的
國
樂
團
演
奏
，
反
而
相
形
失
色
。

各
國
傳
統
音
樂
，
應
該
以
一
國
一
場
完
完
整
整
的
才

理
想
，
菲
律
賓
地
方
音
樂
、
日
本
古
曲
、
韓
國
傳
統
樂
演

奏
，
以
及
廣
受
好
評
的
印
尼
傳
統
樂
舞
，
都
值
得
有
系
統

的
介
紹
，
進
而
發
掘
創
作
的
泉
源
。

亞
洲
當
代
作
品
，
有
許
多
作
品
有
西
化
的
傾
向
，
應

該
經
過
再
精
選
，
以
東
方
精
神
為
主—

不
止
是
東
方
樂

器
，
而
是
有
東
方
傳
統
的
內
涵
。

代
表
們
對
水
準
頗
高
的
華
岡
交
響
樂
團
，
表
示
驚
訝
，

認
為
這
個
樂
團
足
以
在
音
樂
節
中
擔
當
大
任
。

嶯㖦蕞硾潨ㅠ

我
們
是
不
能
到
處
亂
貼
海
報
的
國
家
，
所
以
讀
者
一

定
很
少
看
到
這
次
音
樂
節
的
海
報
，
式
樣
如
本
刊
上
月
號

第
九
頁
，
尺
寸
是
對
開
紙
大
，
三
色
絹
印
，
由
吾
友
楊
熾

宏
先
生
設
計
，
有
點
像
三
十
年
前
的
日
本
海
報
，
楊
先
生

辯
稱
這
個
海
報
被
人
動
了
手
腳
，
已
離
譜
甚
遠
，
這
種
海

報
包
括
送
給
與
會
人
士
，
總
數
大
概
可
以
不
必
超
過
四
百

份
，
如
果
用
平
版
印
刷
的
話
，
幾
千
元
便
夠
解
決
了
。

有
些
中
國
代
表
發
現
我
有
一
份
音
樂
節
日
程
表
，
十

分
羨
慕
、
驚
奇
，
這
是
我
在
第
二
天
開
幕
典
禮
時
，
以
全

音
音
樂
文
摘
社
的
名
義
要
來
的
，
後
來
大
會
也
沒
有
另
外

發
給
我
，
所
以
恐
怕
有
很
多
中
國
代
表
沒
有
這
份
日
程
表
。

不
過
這
種
採
用
方
型
的
日
程
表
設
計
是
值
得
商
榷
的
。
因

為
這
種
版
式
雖
然
奇
特
，
但
很
不
便
於
保
存
，
何
況
裡
頭

頁
頁
留
白
了
許
多
，
未
免
顯
得
奢
侈
浪
費
，
而
且
每
場
音

樂
會
又
從
日
程
表
裡
抽
印
了
單
獨
的
節
目
單
，
想
係
為
了

排
場
吧
。
如
果
這
份
包
羅
全
部
活
動
的
日
程
表
由
我
來
設

計
的
話
，
會
採
取
跟
菲
律
賓
在
第
三
屆
大
會
所
印
的
那
種

十
六
開
本
版
式
，
不
另
外
為
音
樂
會
抽
印
，
數
量
包
括
贈

送
各
代
表
和
有
關
人
士
一
共
三
千
本
就
夠
了
，
印
刷
成
本

大
約
每
本
二
十
元
，
也
賣
二
十
元
，
大
約
可
以
收
回
二
千

本
的
工
本
費
。
如
果
包
括
海
報
和
設
計
費
、
監
工
費
、
車

馬
費
，
一
共
只
要
十
萬
元
準
備
金
便
綽
綽
有
餘
，
收
回
的

工
本
費
不
足
之
數
，
似
乎
可
以
用
廣
告
費
來
平
衡
。
據
說

這
次
活
動
部
分
的
印
刷
費
，
竟
用
了
數
十
萬
元
，
起
初
我

以
為
吾
友
楊
熾
宏
著
實
猛
敲
了
一
筆
設
計
費
，
我
問
他
總

有
十
萬
八
萬
之
譜
吧
，
但
他
卻
連
呼
冤
枉
，
完
全
是
幫
忙
，

甚
至
代
為
設
計
佩
在
胸
前
的
名
牌
的
工
本
費
和
車
馬
費
，

到
現
在
還
沒
有
付
給
他
呢
。
後
來
仔
仔
細
細
詳
加
研
究
，

才
明
白
了
花
在
排
字
上
的
經
費
可
能
十
分
可
觀
，
這
諒
係

承
辦
人
不
太
瞭
解
印
刷
行
情
和
印
刷
條
件
使
然
的
吧
。

據
內
幕
消
息
，
這
次
音
樂
節
，
教
育
部
提
供
了
相
當

大
數
目
的
經
費
，
分
配
給
鄧
昌
國
教
授
和
康
謳
教
授
分
別

負
責
的
亞
太
音
樂
會
議
和
亞
洲
作
曲
家
聯
盟
大
會
，
音
樂

會
部
分
則
由
許
常
惠
教
授
負
責
出
面
募
捐
來
運
用
，
據
說

洪
建
全
基
金
會
認
捐
了
數
十
萬
元
之
外
，
大
世
紀
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也
捐
了
數
萬
元
，
其
他
列
名
的
贊
助
者
以
什

麼
方
式
贊
助
，
由
於
我
僅
僅
是
觀
察
員
，
所
以
不
得
而
知
，

只
能
將
所
見
所
聞
記
述
而
已
，
況
且
這
種
事
也
不
是
一
般

讀
者
感
到
興
趣
的
題
材
。

劕ضي溸劋饘
亞
洲
作
曲
家
聯
盟
的
會
議
自
第
二
天
起
，
都
在
民
航

局
的
國
際
會
議
廳
舉
行
。
進
入
這
個
廳
，
宛
如
置
身
於
聯

合
國
會
議
廳
，
十
分
像
個
樣
兒
，
每
兩
個
位
置
共
用
一
副

話
筒
︵
麥
克
風
︶
，
只
消
一
按
鈕
，
你
就
可
以
發
言
。
而

且
另
備
有
無
線
電
接
收
型
的
耳
機
和
選
台
器
，
你
可
以
憑

選
台
器
聽
同
步
翻
譯
，
可
是
不
知
何
故
，
或
許
我
因
為
背

著
照
相
機
，
拿
著
錄
音
機
，
全
副
﹁
武
裝
﹂
，
像
個
化
外

之
民
的
緣
故
，
自
始
至
終
沒
有
領
到
過
耳
機
和
選
台
器
，

以
致
覺
得
宛
如
置
身
英
語
國
家
，
同
時
十
分
後
悔
以
前
不

識
時
務
，
沒
有
好
好
地
把
英
語
搞
通
，
結
果
嘗
到
如
此
的

落
寞
感
，
活
該
！
所
以
我
勸
後
輩
要
多
多
學
習
英
語
，
以

便
將
來
有
機
會
躋
身
國
際
會
議
，
作
一
個
高
等
的
中
國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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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
得
你
即
使
在
中
國
也
有
如
置
身
於
英
語
國
家
。
有
一
次

我
向
鄰
人
把
耳
機
借
來
一
聽
，
才
知
道
那
聲
音
小
也
不
清

楚
，
並
非
我
這
個
長
年
教
男
生
唱
歌
而
患
重
聽
症
的
老
師

所
能
受
用
的
，
只
好
做
到
﹁
充
數
的
﹂
義
務
就
可
以
了
，

因
為
有
不
少
代
表
忙
於
演
奏
的
事
務
，
有
的
中
國
代
表
則

陪
外
國
朋
友
充
任
嚮
導
，
偌
大
的
會
場
，
我
們
一
些
中
國

代
表
實
在
不
忍
心
使
它
看
來
只
小
貓
兩
三
個
。

這
個
會
議
分
為
：
專
題
演
講
和
專
題
討
論
兩
個
部

分
，
我
帶
著
那
德
製
U
H
E
R
老
爺
錄
音
機
，
誠
心
想
為

本
刊
讀
者
錄
下
寶
貴
的
演
講
和
討
論
，
想
不
到
所
有
的
演

講
都
印
發
有
英
文
和
中
文
翻
譯
的
演
講
稿
，
可
惜
並
非
每

一
份
我
都
領
到
，
有
時
還
得
向
接
待
小
姐
伸
手
要
，
至
於

英
文
稿
，
那
我
就
得
藉
全
音
音
樂
文
摘
的
名
義
要
了
，
所

以
我
手
頭
有
的
演
講
稿
不
全
，
而
整
天
不
見
人
的
林
道
生

先
生
，
更
是
一
份
演
講
稿
也
沒
有
。

第
三
天
十
點
鐘
，
我
趕
到
會
場
時
，
目
睹
列
席
的
顧

獻
樑
先
生
和
負
責
場
務
的
吳
季
札
教
授
有
所
討
論
，
我
還

去
搶
了
個
鏡
頭
，
並
且
致
贈
一
本
本
刊
十
一
月
號
給
顧
先

生
，
後
來
一
打
聽
才
知
道
：
顧
先
生
建
議
演
講
稿
盡
早
分

發
。
以
後
的
演
講
稿
因
此
幾
乎
當
場
分
發
，
可
是
我
猜
測

要
做
到
當
場
分
發
中
英
文
的
講
稿
，
恐
怕
要
開
夜
車
趕
工

才
能
做
得
了
，
是
一
份
十
分
辛
苦
而
需
要
格
外
慎
重
的
工

作
，
唯
有
演
講
稿
印
得
不
夠
全
部
分
發
，
倒
是
有
點
奇
怪
。

㖪斬揓溸䱌舉

演
講
的
內
容
都
由
於
離
不
開
事
先
鎖
定
的
主
題
：

﹁
以
亞
洲
古
代
音
樂
作
為
現
代
音
樂
的
泉
源
﹂
，
所
以
都

大
同
小
異
，
我
選
一
些
分
期
刊
登
在
本
刊
，
不
另
摘
述
了
。

唯
有
一
些
我
個
人
覺
得
比
較
特
殊
的
，
不
妨
在
此
一
提
。

首
先
來
說
，
我
聽
說
︵
我
沒
有
趕
上
︶
韓
國
代
表
李
惠
求

博
士
被
詢
及
韓
國
音
樂
何
以
多
用
三
拍
子
，
回
答
出
乎
意

料
之
外
說
：
韓
國
並
沒
有
三
拍
子
的
音
樂
，
只
是
長
短
格

被
誤
認
為
三
拍
子
罷
了
。
即
二
拍
子
系
統
的
拍
子
裡
含
有

二
比
一
的
時
值
，
這
個
答
案
對
我
個
人
來
說
是
參
加
這
個

大
會
的
最
大
收
穫
，
使
我
對
韓
國
音
樂
的
印
象
完
全
改
觀
。

其
次
是
第
三
天
下
午
，
菲
律
賓
的
馬
西
達
博
士
在
事

先
有
計
畫
地
播
放
自
己
的
音
樂
之
下
，
前
後
以
不
同
的
音

高
誦
讀
演
講
稿
，
使
這
場
演
講
化
成
一
種
具
有
特
殊
效
果

的
表
演
，
精
彩
之
極
，
當
場
博
得
與
會
人
士
一
致
的
喝
采
。

第
五
天
上
午
，
由
於
日
本
代
表
黛
敏
郎
先
生
無
法
趕

來
，
於
是
由
諸
井
誠
先
生
代
替
，
他
所
播
放
的
武
滿
徹
音

樂
一
小
段
，
令
我
十
分
驚
喜
，
看
來
我
得
積
極
蒐
集
武
滿

徹
的
音
樂
來
仔
細
聽
一
聽
了
。
最
有
趣
的
莫
過
於
第
六
天

下
午
，
莊
本
立
教
授
展
示
了
十
二
音
塤
和
十
二
音
笛
，
以

及
演
奏
方
式
和
音
色
都
無
異
於
小
提
琴
的
四
筒
胡
琴
，
使

我
大
開
眼
界
，
感
慨
萬
千
。
本
來
要
宣
讀
論
文
的
康
謳
教

授
，
見
時
間
不
多
，
宣
布
請
大
家
回
去
自
行
閱
讀
講
稿
，

頓
時
博
得
全
場
熱
烈
的
掌
聲
，
此
策
十
分
明
智
。

討
論
會
是
最
輕
鬆
、
最
有
趣
的
，
我
總
是
不
錯
過
，

只
要
大
家
失
聲
而
笑
，
我
也
跟
著
笑
。
有
個
奇
怪
的
事
是

香
港
的
一
位
代
表
，
明
明
他
能
操
一
口
流
利
的
英
語
，
卻

總
是
用
中
國
話
發
言
。
至
於
香
港
的
代
表
林
聲
翕
教
授
說

的
英
語
，
就
像
中
國
話
那
樣
抑
揚
分
明
，
相
當
好
聽
。

會
議
整
個
來
說
，
黃
種
人
很
重
視
傳
統
音
樂
與
當
代

的
關
係
，
而
白
種
人
則
總
是
扯
到
別
的
地
方
去
，
傳
統
在

他
們
好
像
毋
須
討
論
似
的
。

會
後
我
請
林
聲
翕
教
授
說
說
這
次
會
議
的
感
想
。
他

認
為
相
當
圓
滿
，
不
過
上
屆
由
菲
律
賓
主
辦
時
，
他
們
是

由
國
家
的
國
際
會
議
專
家
承
辦
，
因
此
接
待
工
作
做
得
十

分
完
美
。
至
於
我
個
人
倒
是
認
為
：
節
目
安
排
得
太
緊
湊
，

以
致
不
但
令
大
家
喘
不
過
氣
來
，
也
令
外
國
朋
友
失
去
了

參
觀
像
萬
華
龍
山
寺
附
近
或
大
龍
峒
保
安
宮
附
近
古
老
的

台
灣
文
物
的
機
會
。

ӫ�儗乄⸉⮍亥┉▆┍┍䇗└僖ꮠꮠ嗝乄䰕瑭⪠ⷑ瑭└僿



2 3 02 3 1

匃〡崎鞽垠ꛉ

睙
2齬ˌ

沖♣꼟垠溸溭㺥蕞勑❔

蔦䍈◸
洲
國
會
議
員
聯
合
會
﹂
︵
A
P
U
︶
亞
洲
文
化

中
心
主
辦
的
﹁
亞
洲
音
樂
研
討
會
﹂
，
將
於
今

年
︵
一
九
七
九
︶
七
月
九
日
至
十
一
日
在
台
北
舉
行
，
我

十
分
榮
幸
獲
得
了
與
會
的
機
會
。

三
月
初
，
我
原
本
計
畫
提
出
﹁
當
代
中
國
古
典
音
樂

與
民
俗
音
樂
的
關
係—

以
三
位
作
曲
家
為
例
﹂
為
題
的

報
告
的
。
當
我
蒐
集
到
的
資
料
越
來
越
多
之
後
，
發
覺
整

個
台
灣
音
樂
史
都
是
在
同
一
個
信
念
之
下
延
續
下
來
的
，

因
而
上
列
題
目
就
顯
得
很
不
妥
當
了
。
多
番
考
慮
之
下
，

遂
改
用
﹁
西
洋
音
樂
在
台
灣
﹂
這
樣
惹
人
注
目
的
題
目
，

但
後
來
經
一
位
同
好
的
建
議
，
最
後
才
再
決
定
改
為
﹁
台

灣
新
音
樂
誕
生
的
背
景
﹂
這
個
題
目
，
並
且
在
極
其
有
限

的
時
間
裡
，
將
其
重
新
改
寫
而
成
，
所
以
難
免
有
點
草
率
、

欠
周
全
或
漏
失
，
這
有
待
讀
者
不
吝
匡
正
與
諒
解
。

⺬挗偈꼟垠�
靐气溸芼冎

由
於
本
文
為
了
發
表
於
國
際
性
會
議
，
因
此
盡
量
減

少
情
緒
性
的
文
字
，
年
代
也
採
用
西
元
。
除
此
之
外
，
鑑

於
環
境
特
殊
，
若
干
政
治
性
事
件
只
能
隱
約
地
提
到
。

在
上
述
研
討
會
裡
，
本
文
是
以
我
的
朋
友
代
為
翻
譯

的
英
文
發
表
的
。
此
外
，
為
了
減
輕
會
議
主
辦
單
位
和
與

會
者
精
神
負
擔
，
盡
量
把
這
份
報
告
精
簡
，
並
且
盡
量
提

高
其
可
讀
性
，
因
此
資
料
的
出
處
之
旁
註
予
以
省
略
，
俟

以
後
有
機
會
重
寫
時
再
補
填
進
去
。

如
果
讀
者
對
本
文
的
內
容
有
異
議
，
或
私
有
的
各

類
台
灣
音
樂
史
料
願
意
供
借
，
來
信
請
寄
永
和
市
中
正
路

四
一
二
巷
四
弄
十
五
號
，
以
便
來
日
修
訂
。

李
哲
洋
一
九
七
九
年
七
月
一
日
於
永
和

⺬挗偈꼟垠靐气溸芼冎

今
天
，
台
灣
的
音
樂
大
致
上
可
以
分
為
下
列
三
大

先、嬤䣆傴ռ舧想亏ꮠ嗝鏒榟氳羜俍ս㵟ꪫ錄銷┕ꪫ攑⮯✳榫▼竵냇╈乄ⱶ┕仼乄㰅磞⺬氳㛻㴵ր舧嵶ց◅㰅䏐䏠佫抅䭗炐蜸樧䇗┉▆┍┍齟㎻乄㱄鑝䢇╯䏳鵅廌䥓艅氳⺐想╚냇䙬閂先环ⲉ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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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

1. 
漢
族
傳
統
音
樂—

福
佬
人
︵
福
建
系
︶
音
樂
、

客
家
人
︵
廣
東
系
︶
音
樂
、
中
國
大
陸
各
地
的
音

樂
。

2. 

土
著
傳
統
音
樂—

計
有
泰
雅
族
、
賽
夏
族
、
布

農
族
、
曹
族
、
邵
族
、
排
灣
族
、
魯
凱
族
、
卑
南
族
、

阿
美
族
、
雅
美
族
、
平
埔
族
等
的
音
樂
。

3. 

台
灣
的
新
音
樂—

從
西
洋
音
樂
的
理
念
、
方
法

而
產
生
的
音
樂
。

其
中
漢
族
傳
統
音
樂
和
土
著
族
傳
統
音
樂
，
因
早
已

受
到
若
干
學
者
的
重
視
，
屢
有
論
著
問
世
。
至
於
目
前
已

成
為
台
灣
音
樂
文
化
主
流
的
新
音
樂
，
因
身
在
其
中
，
反

而
鮮
有
歷
史
方
面
的
記
述
。
恕
筆
者
借
此
一
角
作
扼
要
的

記
述
，
以
供
各
位
讀
者
參
考
。

﹁
新
音
樂
﹂
這
個
名
詞
是
沿
用
它
誕
生
當
時
的
音
樂

家
對
它
的
稱
呼
，
是
指
接
納
了
西
洋
音
樂
的
理
念
、
方
法

和
美
學
之
後
，
以
傳
統
音
樂
為
素
材
，
或
在
民
族
意
識
之

下
所
創
作
的
新
音
樂
而
言
。
這
自
然
會
牽
涉
到
台
灣
如
何

引
進
西
洋
音
樂
的
歷
程
。
由
於
台
灣
近
代
政
治
史
的
坎
坷

命
運
，
台
灣
的
新
音
樂
運
動
和
風
格
，
不
可
避
免
地
亦
受

到
了
政
治
事
件
、
政
治
運
動
的
影
響
，
因
而
從
台
灣
新
音

樂
的
事
件
或
運
動
上
，
也
足
以
反
映
出
台
灣
近
代
史
的
輪

廓
。

台
灣
新
音
樂
史
上
的
第
二
代
在
世
的
見
證
人
，
都
一

致
認
為
西
洋
音
樂
是
從
三
條
路
線
流
入
台
灣
的
，
再
經
歷

了
各
時
期
的
音
樂
工
作
者
之
努
力
，
擴
大
成
面
，
如
今
已

滲
透
到
全
面
。
台
灣
的
各
種
新
音
樂
，
便
是
在
這
個
基
礎

上
，
在
適
當
的
時
機
誕
生
的
。
西
洋
音
樂
流
入
台
灣
的
第

一
條
路
線
是
隨
著
西
方
的
基
督
教
傳
入
的
；
第
二
條
路
線

是
從
台
北
師
範
專
科
學
校
的
前
身—

國
語
學
校—

的

師
範
教
育
，
把
它
傳
到
各
地
的
小
學
的
；
第
三
條
路
線
為

台
灣
大
學
醫
學
院
的
前
身
台
灣
醫
學
校
，
為
台
灣
的
社
會

音
樂
團
體
奠
定
了
基
礎
，
引
發
了
其
他
音
樂
團
體
之
此
起

彼
落
。

衡躗☭溸兎♣

基
督
教
新
教
︵Protestantism

︶
積
極
而
大
規
模
地
在

台
灣
布
教
，
是
荷
蘭
人
於
一
六
二
四
年
︵
天
啟
四
年
︶
占

據
台
灣
西
部
之
後
。
傳
教
士
係
經
略
荷
蘭
殖
民
地
的
聯
合

東
印
度
公
司
︵Vereenigde O

ost-Indische Com
pagnie

︶

所
派
遣
的
。
因
為
散
居
台
灣
西
部
的
漢
族
不
但
人
口
不
多
，

文
化
水
準
又
相
當
高
，
所
以
其
傳
道
的
對
象
主
要
為
西
部

的
土
著
西
拉
雅
族
︵Siraya

︶
，
他
們
甚
至
在
各
地
設
立
學

校
，
以
撫
育
居
民
。
其
學
校
的
課
程
，
主
要
是
基
督
教
義

的
傳
授
、
語
文
的
學
習
，
卻
未
見
教
學
音
樂
的
明
文
。
在

宗
教
儀
式
上
所
需
的
音
樂
，
究
竟
是
採
用
西
洋
音
樂
或
當

地
歌
謠
的
改
編
，
因
為
迄
今
未
發
現
文
獻
有
記
載
，
所
以

不
得
而
知
。
從
那
些
傳
教
士
之
努
力
學
習
當
地
居
民
的
語

言
，
並
傳
授
羅
馬
字
以
資
作
為
居
民
的
文
字
︵
新
港
字
︶

等
，
著
力
於
溝
通
上
之
布
道
態
度
看
來
，
實
在
很
難
想
像

他
們
曾
經
把
西
洋
音
樂
用
在
宗
教
儀
式
上
。
此
外
，
根
據

有
限
的
西
拉
雅
族
之
音
樂
調
查
報
告
加
以
分
析
，
看
不
出

有
明
顯
的
西
洋
音
樂
痕
跡
。

緊
接
著
荷
蘭
人
之
後
，
西
班
牙
人
亦
於
一
六
二
六
年

︵
天
啟
六
年
︶
，
從
菲
律
賓
派
遣
軍
隊
占
領
台
灣
北
部
的

基
隆
與
淡
水
，
同
行
前
來
的
是
天
主
教
︵Catholicism

︶

的
神
父
。
西
班
牙
人
的
政
略
是
，
準
備
把
台
灣
北
部
作
為

貿
易
的
轉
運
站
，
因
此
政
策
上
著
重
於
設
防
，
而
疏
於
對

當
地
居
民
的
教
化
。
天
主
教
的
傳
道
士
亦
僅
僅
把
台
灣

作
為
前
往
日
本
或
中
國
大
陸
的
跳
板
，
雖
然
他
們
居
留

台
灣
的
時
間
短
暫
，
可
是
對
布
道
之
積
極
與
熱
忱
，
其
可

歌
可
泣
的
程
度
，
著
實
令
人
驚
異
。
後
來
由
於
西
班
牙
人

之
調
整
遠
東
的
戰
略
，
使
得
台
灣
的
防
務
虛
弱
，
以
至
於

一
六
四
二
年
︵
崇
禎
十
五
年
︶
被
荷
蘭
人
逼
走
，
使
得
整

個
台
灣
西
部
全
落
入
荷
蘭
人
的
手
裡
。
西
班
牙
在
這
十
六

年
之
間
，
究
竟
給
當
地
的
土
著
帶
來
什
麼
樣
的
音
樂
，
文

獻
上
迄
未
發
現
有
記
載
，
更
何
況
當
地
的
土
著
目
前
全
部

漢
化
，
並
沒
有
可
資
查
考
的
音
樂
遺
產
留
下
，
以
致
後
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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茫
然
無
知
。

中
國
明
朝
末
年
的
名
將
鄭
成
功
，
於
一
六
六
一
年

︵
順
治
十
八
年
︶
率
領
大
軍
攻
占
台
灣
，
荷
蘭
遂
於
次
年

︵
永
曆
十
六
年
︶
結
束
了
在
台
灣
三
十
八
年
的
殖
民
，
基

督
教
的
傳
道
工
作
亦
隨
之
結
束
。
在
這
個
所
謂
﹁
荷
蘭
人

的
時
代
﹂
的
基
督
教
，
由
於
布
道
對
象
為
土
著
，
這
些
土

著
卻
後
來
除
了
遺
留
有
一
小
部
分
固
有
的
文
化
之
外
，
幾

乎
全
部
漢
化
，
而
目
前
已
經
尋
著
的
音
樂
裡
，
並
沒
有

西
洋
音
樂
的
痕
跡
，
縱
使
當
時
傳
入
西
洋
音
樂
，
必
然
隨

著
荷
蘭
人
時
代
的
結
束
，
全
盤
的
漢
化
而
逐
漸
消
失
。
據

一
七
一
四
年
︵
康
熙
五
十
三
年
︶
奉
中
國
清
朝
之
命
前
來

台
灣
測
繪
地
圖
的
天
主
教
教
士
的
說
法
，
其
遺
下
的
基
督

教
徒
，
對
教
儀
教
理
已
很
茫
然
。
唯
荷
蘭
人
傳
授
的
﹁
新

港
字
﹂
，
流
通
了
有
一
百
五
十
年
之
久
。

由
於
鄭
成
功
﹁
寓
兵
於
農
﹂
的
政
策
成
功
，
使
得
漢

族
落
根
於
台
灣
，
從
此
漢
族
在
台
灣
扮
演
主
要
的
角
色
。

自
然
這
與
漢
族
的
人
口
激
增
、
比
率
增
大
有
密
切
的
關
係
。

根
據
一
九
七
一
年
︵
民
國
六
十
年
︶
的
文
獻
，
土
著
僅
為

全
部
人
口
的
二
．
三
七
％
；
而
目
前
台
灣
的
人
口
已
達
到

一
千
七
百
萬
，
這
足
於
明
白
漢
族
︵
包
括
已
漢
化
的
土
著
︶

之
人
數
，
已
達
到
壓
倒
性
之
多
。
雖
然
漢
族
有
福
佬
語
群

和
客
家
語
群
之
別
，
但
認
同
於
同
一
文
字
之
故
，
彼
此
的

文
化
相
沒
有
很
大
的
差
異
。
至
於
土
著
，
不
但
人
口
比
率

小
，
同
時
又
分
成
十
多
個
語
族
，
長
久
以
來
又
各
自
為
政
，

以
致
漢
人
在
台
灣
扮
演
文
化
的
主
角
，
是
理
所
當
然
的
。

㕈瀥侷溸溭㺥

基
督
教
之
再
次
降
臨
台
灣
，
不
論
新
教
或
天
主
教
，

都
在
十
九
世
紀
中
葉
，
甚
至
彼
此
僅
僅
相
差
數
年
而
已
。

基
督
教
這
次
在
台
灣
的
布
教
情
形
，
與
第
一
次
的
荷
蘭
時

期
有
顯
著
的
不
同
。
其
一
為
在
清
朝
統
治
之
下
，
雖
遭
到

居
民
的
若
干
排
斥
，
但
不
像
第
一
次
那
樣
有
濃
厚
的
殖
民

主
義
色
彩
，
其
動
機
較
為
超
然
，
所
以
成
就
亦
比
較
卓
然
；

其
二
是
布
道
對
象
主
要
為
漢
族
，
因
此
教
務
擴
展
的
速
度

比
較
快
。

基
於
上
列
原
因
，
基
督
教
之
經
營
得
法
，
延
續
到
今

天
越
見
其
發
展
，
隨
之
對
於
普
及
西
洋
音
樂
於
民
間
，
確

有
深
遠
的
影
響
。
後
世
的
不
少
音
樂
家
都
出
身
於
基
督
教

家
庭
，
教
堂
外
的
民
間
合
唱
團
體
之
多
半
由
基
督
徒
領
導
，

以
及
不
少
愛
好
古
典
音
樂
的
樂
迷
，
都
與
教
堂
的
音
樂
活

動
之
興
盛
，
和
西
洋
傳
教
士
或
新
教
教
士
的
眷
屬
之
傳
授

琴
藝
，
有
相
當
密
切
的
關
係
。

基
督
教
之
捲
土
重
來
，
先
是
天
主
教
於
一
八
五
八
年

︵
咸
豐
八
年
︶
，
派
桑
英
士
神
父
︵Fernando Sainz

︶
和

蒲
富
路
神
父
︵Angel Bofurull

︶
等
一
批
傳
教
士
來
台
。

於
一
八
六○

年
︵
咸
豐
十
年
︶
建
造
了
高
雄
的
第
一
所
教

堂
，
並
且
在
南
部
發
展
其
教
務
。
緊
接
著
新
教
所
屬
的
英

國
長
老
會
傳
教
士
甘
為
霖
︵W

illiam
 Cam

pbell

︶
和
馬
雅

各
︵D

r. Jam
es L. M

axwell

︶
於
一
八
六
五
年
︵
同
治
四
年
︶

落
居
台
灣
南
部
，
為
發
展
教
務
，
特
以
新
式
醫
術
服
務
於

居
民
為
號
召
，
業
務
擴
展
神
速
，
甚
至
創
辦
醫
院
的
程
度
。

基
督
教
之
再
度
來
台
以
台
灣
南
部
為
起
點
，
顯
然
由

於
台
南
自
古
以
來
為
台
灣
的
政
治
、
經
濟
、
文
化
中
心
地
。

台
南
之
所
以
成
為
台
灣
早
年
的
樞
紐
，
原
因
在
地
理
上
距

台
灣
海
峽
的
戰
略
地
區
澎
湖
列
島
最
近
之
故
。

在
後
來
的
台
灣
音
樂
史
上
扮
演
重
要
角
色
的
一
項
事

蹟
為
：
一
八
七
二
年
︵
同
治
十
一
年
︶
加
拿
大
長
老
會
派

馬
偕
牧
師
︵Rev. G

eorge Leslie M
acKay. D

.D
.

︶
至
淡
水

傳
教
，
亦
以
醫
術
為
號
召
，
替
台
灣
北
部
的
新
教
事
業
奠

定
了
深
遠
的
基
礎
。
例
如
馬
偕
牧
師
在
世
時
所
設
的
神
學

院
、
淡
水
中
學
，
不
但
與
南
部
的
神
學
院
、
中
學
、
女
校

等
相
互
呼
應
，
也
培
養
了
不
少
音
樂
人
才
，
諸
如
目
前
擔

任
淡
水
中
學
校
長
的
鋼
琴
家
兼
作
曲
家
陳
泗
治
，
就
是
出

身
於
這
個
系
統
的
學
校
。
一
八
九
五
年
︵
光
緒
二
十
二
年
︶

因
甲
午
中
日
之
戰
的
結
果
，
把
台
灣
割
讓
給
日
本
之
後
，

日
本
殖
民
地
政
府
選
了
較
近
日
本
的
台
北
為
首
都
，
從
此

台
灣
的
政
治
、
經
濟
、
文
化
遂
以
台
北
為
中
心
，
北
部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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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在
台
北
地
區
培
養
的
樂
人
和
樂
迷
，
於
是
扮
演
了
十
分

重
要
的
角
色
。

總
之
，
不
論
南
部
北
部
的
新
教
長
老
會
，
在
十
九
世

紀
末
葉
有
組
織
而
積
極
不
懈
地
培
養
了
台
灣
西
部
的
音
樂

人
口
，
在
音
樂
史
上
擔
當
顯
要
的
任
務
，
所
以
史
家
稱
這

個
時
期
為
﹁
台
灣
新
音
樂
的
啟
蒙
時
期
﹂
。

在
此
啟
蒙
時
期
擔
當
重
任
的
音
樂
家
或
機
構
計
有
：

┉ⶠ鼨䷹僌氳

1. 

滿
牧
師
娘
︵M

rs. M
ontgom

ery

︶
，
曾
主
持
神
學

校
，
教
授
音
樂
，
台
灣
南
部
出
身
的
第
二
代
音
樂

家
，
大
部
分
都
曾
在
她
門
下
學
藝
。

2. 

吳
姑
娘
︵M

iss J. W
. G

ault

︶
，
曾
主
持
長
榮
女
校
，

教
授
英
語
和
音
樂
。

3. 

沈
牧
師
︵L. Singleton

︶
，
業
餘
音
樂
家
。

◅鼨䷹僌氳

1. 

吳
牧
師
娘
︵M

rs. M
argaret M

ellis G
auld, 1866-

1960

︶
於
一
八
九
二
年
︵
民
國
前
十
九
年
︶
來
台
，

曾
主
持
淡
水
中
學
、
神
學
院
，
台
灣
第
二
代
音
樂

家
陳
泗
治
便
是
她
的
高
足
。

2. 

淡
江
中
學
與
純
德
女
中
，
曾
設
有
音
樂
練
習
班
，

熱
心
於
培
養
音
樂
人
才
，
尤
其
淡
江
中
學
︵
原
名

淡
水
中
學
︶
於
一
九
四
七
年
︵
民
國
三
十
六
年
︶

至
一
九
五
六
年
︵
民
國
四
十
五
年
︶
設
音
樂
科
，

此
科
畢
業
八
屆
，
畢
業
生
四
十
一
人
。
後
因
抵
觸

法
令
而
停
辦
。

3. 

基
督
教
青
年
團
，
曾
主
辦
聖
歌
運
動
，
使
得
每
個

教
會
都
設
有
自
己
的
聖
歌
隊
。

└⺐想ꂳ㱄劆氳䷹䪧

�
航
斯
．
掃
塔
︵H

ans Sauter

︶
，
天
主
教
徒
，
業

餘
音
樂
家
，
創
組
了
台
灣
第
一
個
音
樂
團
體
，
為

推
動
社
會
上
的
音
樂
風
氣
之
功
臣
。

䊘碄侷芎溸䧯㹧

日
本
於
一
八
九
五
年
︵
光
緒
二
十
一
年
︶
占
據
台

灣
的
次
年
，
其
殖
民
地
政
府
即
宣
布
施
行
民
政
。
為
了
培

植
順
民
，
以
利
殖
民
政
策
之
推
行
，
廢
棄
清
朝
時
代
的
學

制
，
引
進
新
式
學
制
，
強
調
基
礎
教
育
之
重
要
而
在
國
語

學
校
設
師
範
部
。
這
個
學
校
的
師
範
部
後
來
演
變
成
師
範

學
校—

台
北
師
範
學
校
，
目
前
已
升
格
為
台
北
師
範
專

科
學
校
。
這
個
學
校
當
初
為
了
培
養
全
能
的
教
師
，
十
分

重
視
音
樂
教
學
的
能
力
，
因
此
在
每
個
教
室
裡
都
放
置
一

架
風
琴
︵Reed O

rgan

︶
，
以
利
培
養
音
樂
能
力
。
這
終

於
成
了
台
灣
各
地
師
範
學
校
的
每
間
教
室
裡
，
都
有
一
架

風
琴
的
設
備
之
濫
觴
。
這
不
但
使
得
受
育
的
每
個
國
民
都

有
良
好
的
音
樂
體
驗
，
因
而
音
樂
亦
普
遍
受
到
了
尊
敬
，

加
上
採
用
西
洋
式
方
法
論
，
於
是
自
然
而
然
在
整
個
面
上
，

與
基
督
教
音
樂
的
流
傳
相
呼
應
、
相
調
和
，
後
來
誕
生
的

流
行
歌
之
所
以
能
夠
普
及
，
誠
然
跟
國
民
音
樂
教
育
的
普

及
有
密
切
關
係
。

上
述
台
北
師
範
學
校
在
台
灣
光
復
後
的
第
三
年—

一
九
四
八
年
︵
民
國
三
十
七
年
︶
，
延
攬
福
建
音
樂
專
科

學
校
出
身
的
教
師
為
中
心
，
利
用
既
有
的
設
備
，
創
設
了

師
範
學
校
的
第
一
個
音
樂
科
，
也
是
台
灣
第
一
個
設
在
學

校
裡
的
音
樂
科
班
，
歷
來
培
養
了
相
當
多
的
小
學
音
樂
師

資
，
台
灣
小
學
音
樂
教
育
成
果
的
水
準
節
節
上
升
，
兒
童

課
外
音
樂
活
動
之
興
盛
，
跟
這
個
學
校
出
身
的
音
樂
教
師

既
往
的
努
力
有
密
切
的
關
係
。

至
於
培
養
中
學
音
樂
師
資
的
台
灣
省
立
師
範
學
院
，

亦
於
一
九
四
六
年
創
設
音
樂
專
修
科
︵
僅
一
屆
︶
，
至

一
九
四
八
年
才
正
式
設
立
音
樂
系
。
這
個
科
系
雖
然
對

於
一
般
國
民
的
影
響
不
如
上
述
師
範
學
校
之
大
，
但
到

一
九
五
七
年
︵
民
國
四
十
六
年
︶
創
設
國
立
台
灣
藝
術
專

科
學
校
之
前
，
一
直
扮
演
了
全
台
灣
唯
一
的
音
樂
最
高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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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
的
角
色
，
以
致
出
身
於
此
校
的
音
樂
家
，
志
在
國
民
音

樂
教
育
的
不
多
，
因
而
長
久
以
來
對
國
民
教
育
直
接
的
影

響
不
大
。
不
過
，
目
前
在
社
會
上
相
當
活
躍
，
且
執
全
台

灣
音
樂
方
針
和
思
潮
牛
耳
的
音
樂
家
，
都
多
半
出
身
於
這

個
學
校
，
因
此
對
於
近
十
年
台
灣
音
樂
動
向
的
影
響
，
不

能
算
不
大
，
這
可
以
在
後
述
各
節
中
看
出
端
倪
。

䒠琀蕟⺬挗偈꼟垠溸ꪛ㻘率

目
前
依
然
健
在
的
第
二
代
音
樂
家
，
都
一
致
公
認

張
福
興
為
台
灣
新
音
樂
的
開
山
祖
。
張
福
興
一
八
八
六
年

︵
民
國
前
二
十
五
年
︶
出
生
，
台
灣
苗
栗
人
。
像
是
受
神

的
差
遣
而
來
到
一
個
未
開
化
的
園
地
之
使
徒
，
終
生
獻
身

於
開
拓
台
灣
的
新
音
樂
而
努
力
，
有
一
度
放
棄
音
樂
工
作

赴
日
從
商
，
也
是
為
了
想
籌
足
金
錢
在
台
灣
創
設
一
所
音

樂
學
校
。
今
天
我
們
的
音
樂
文
化
有
如
此
蓬
勃
的
景
象
，

蒙
其
恩
澤
的
地
方
不
少
。
這
從
第
二
代
音
樂
家
呂
泉
生
於

一
九
五
四
年
︵
民
國
四
十
三
年
︶
四
月
間
發
表
的
︿
悼
台

灣
音
樂
界
鼻
祖
故
張
福
興
先
生
﹀
一
文
，
便
足
於
明
白
。

茲
摘
錄
一
部
分
如
下
：

故
張
福
興
先
生
是
本
省
學
習
音
樂
的
第
一
人
，
也
是

本
省
教
授
音
樂
的
第
一
人
。
六
十
年
前
，
台
灣
幹
音
樂
的

人
，
除
了
兼
有
權
勢
、
有
錢
財
的
以
外
，
都
被
人
家
排
在

下
九
流
之
內
，
沒
有
人
能
瞧
得
起
。
那
時
，
張
先
生
不
但

對
音
樂
有
天
才
，
而
且
很
有
氣
魄
，
不
顧
一
切
地
選
擇
音

樂
為
終
身
的
職
業
。

民
國
前
五
年
他
在
台
北
國
語
學
校
畢
業
後
，
就
渡
海

赴
日
本
，
入
日
本
唯
一
官
辦
音
樂
學
府
東
京
上
野
音
樂
學

校
︵
東
京
藝
術
大
學
之
前
身
︶
，
專
攻
風
琴
和
小
提
琴
。

畢
業
後
回
台
執
教
於
台
北
師
範
學
校
，
熱
心
音
樂
教
學
，

先
後
有
十
七
年
之
久
。
在
任
教
期
間
，
先
生
並
注
意
學
校

以
外
的
音
樂
教
育
工
作
，
在
提
倡
音
樂
普
遍
化
及
組
織
音

樂
團
體
之
下
，
造
就
了
很
多
的
音
樂
人
才
。
到
今
天
，
活

躍
在
本
省
一
部
分
的
音
樂
家
，
都
是
先
生
門
下
的
傑
出
人

才
。

先
生
對
民
族
文
化
極
為
關
心
，
在
日
本
文
化
風
靡
全

台
的
時
候
，
他
不
顧
異
族
統
治
者
的
壓
迫
，
將
祖
國
許
多

好
的
音
樂
編
成
五
線
譜
介
紹
台
胞
，
藉
以
宣
揚
祖
國
的
文

化
。
另
一
方
面
，
先
生
又
不
顧
困
難
和
危
險
，
進
入
深
山

探
訪
高
山
族
的
鄉
社
，
採
譜
了
許
多
高
山
民
歌
，
經
整
理

後
印
成
音
譜
。
這
種
事
業
，
可
說
是
替
台
灣
音
樂
界
作
了

一
次
拓
荒
的
工
作
。
民
國
十
五
年
，
先
生
在
前
台
北
醫
專

講
堂
舉
行
管
弦
樂
演
奏
會
，
這
個
演
奏
會
也
是
台
灣
有
史

以
來
第
一
次
的
管
弦
樂
演
奏
會
。

綜
各
類
文
獻
，
張
福
興
主
要
的
貢
獻
莫
不
都
在
於
如

何
普
及
音
樂
，
除
了
在
學
校
培
育
音
樂
師
資
之
外
，
把
餘

力
用
在
培
養
後
進
及
社
會
音
樂
教
育
上
，
這
種
不
畫
定
工

作
界
限
的
敬
業
態
度
，
成
了
一
些
第
二
代
音
樂
家
的
楷
模
。

至
於
像
他
創
組
的
台
灣
第
一
個
管
弦
樂
隊
，
雖
然
沒
有
完

整
地
延
續
下
來
，
卻
成
了
管
弦
樂
隊
的
種
子
，
直
接
給
了

後
來
的
無
聲
電
影
的
樂
隊
，
以
及
新
興
的
台
灣
流
行
歌
唱

片
公
司
，
提
供
了
現
成
的
人
員
，
並
且
這
些
事
業
機
構
又

借
重
這
些
人
員
培
養
後
進
。
也
因
此
，
小
提
琴
家
李
金
土

於
台
灣
光
復
後
的
次
年
︵
一
九
四
六
︶
年
初
，
才
能
夠
協

助
蔡
繼
琨
接
收
公
賣
局
、
高
等
學
校
、
台
灣
大
學
、
市
政

府
管
弦
樂
隊
而
合
併
成
後
來
的
台
灣
省
交
響
樂
團
。

此
外
，
張
福
興
於
一
九
三○

年
代
，
流
行
歌
唱
片
業

新
興
時
，
也
參
與
策
劃
、
指
導
、
作
曲
、
編
曲
的
工
作
，

並
且
在
流
行
歌
曲
上
加
上
了
更
多
的
中
國
傳
統
音
樂
要
素
，

在
普
及
國
民
的
音
樂
上
留
下
了
良
好
的
典
範
。
至
於
他
又

採
錄
土
著
音
樂
和
佛
教
音
樂
的
事
蹟
，
亦
被
後
世
公
認
為

台
灣
民
族
音
樂
學
界
的
先
驅
。

最
後
，
與
張
福
興
先
生
共
同
開
拓
新
音
樂
的
第
一
代

音
樂
家
李
金
土
和
李
志
傳
，
在
台
灣
光
復
後
依
然
傾
力
重

建
戰
後
的
音
樂
文
化
，
也
是
應
予
一
記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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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
敏
光
在
︿
台
灣
音
樂
運
動
概
略
﹀
一
文
裡
，
把

一
九
二
六
年
︵
民
國
十
五
年
︶
至
一
九
三
七
年
︵
民
國

二
十
六
年
︶
的
十
年
稱
為
﹁
音
樂
盛
行
期
﹂
。
這
個
盛
行

期
的
若
干
音
樂
事
件
之
能
夠
形
成
，
應
追
溯
到
一
九
一○

年
代
，
日
本
東
京
的
繁
華
昇
平
，
思
想
界
高
唱
自
由
民
權
。

這
對
於
原
本
一
心
求
學
，
懵
懂
地
到
達
東
京
的
台
灣
留
學

生
很
大
的
衝
擊
，
才
深
深
感
觸
到
台
灣
人
民
受
到
差
別
待

遇
的
不
公
。
再
經
一
九
一
一
年
︵
民
國
元
年
︶
中
國
辛
亥

革
命
之
成
功
，
加
上
一
九
一
八
年
︵
民
國
七
年
︶
第
一
次

世
界
大
戰
後
，
民
族
自
決
主
義
風
靡
全
球
，
以
及
朝
鮮
﹁
獨

立
萬
歲
運
動
﹂
等
之
啟
示
，
喚
起
了
留
學
生
的
民
族
意
識
，

遂
掀
起
了
民
族
運
動
。

張
福
興
返
台
後
之
努
力
於
桑
梓
的
樂
教
，
顯
然
受
此

思
潮
的
影
響
。
跟
台
灣
音
樂
史
關
係
密
切
的
第
二
代
留
學

生
民
族
運
動
家
蔡
培
火
，
便
是
在
東
京
時
，
常
常
邀
請
各

路
台
灣
留
學
生
，
藉
機
報
告
形
勢
，
灌
輸
民
族
意
識
，
授

予
機
宜
，
促
進
團
結
。
例
如
第
二
代
台
灣
音
樂
家
戴
逢
祈
、

呂
泉
生
、
陳
泗
治
、
江
文
也
等
，
都
參
加
過
這
樣
的
集
會
。

因
此
台
灣
的
音
樂
留
學
生
，
個
個
更
加
努
力
充
實
自
己
，

一
方
面
有
機
會
時
參
加
日
本
人
的
演
出
，
以
資
觀
摩
，
同

時
盡
可
能
藉
機
集
結
台
灣
音
樂
家
，
舉
行
音
樂
會
。
例
如

救
濟
日
本
震
災
義
演
，
和
日
本
慶
祝
﹁
紀
元
二
千
六
百
年
﹂

大
慶
祝
活
動
時
，
都
曾
舉
行
過
純
台
灣
音
樂
家
的
音
樂
會
。

加
上
由
於
民
族
運
動
的
努
力
所
爭
取
到
的
，
由
台
灣
人
發

行
的
報
紙
︽
台
灣
新
民
報
︾
，
終
於
在
一
九
三
二
年
︵
民

國
二
十
一
年
︶
獲
准
創
辦
，
使
得
音
樂
的
民
族
運
動
緊
跟

著
在
台
灣
本
島
展
開
。

第
一
個
登
場
的
是
一
九
三
二
年
秋
季
，
由
李
金
土

等
策
劃
，
艋
舺
共
勵
會
主
辦
的
﹁
台
灣
全
島
洋
樂
競
演
大

會
﹂
，
這
是
台
灣
有
史
以
來
第
一
次
的
音
樂
比
賽
，
當
時

只
有
小
提
琴
一
個
項
目
而
已
。
比
賽
結
果
，
第
一
名
、
第

二
名
都
由
台
灣
人
榮
獲
，
日
本
人
只
得
到
第
三
名
，
這
使

得
評
審
委
員
之
一
的
富
田
嘉
明
︵Tom

ita Kam
ei

︶
不
滿
結

果
而
在
報
紙
上
公
然
貶
低
這
次
比
賽
，
日
本
人
朱
永
豐
志

︵Akenaga Toyosi

︶
亦
在
︽
台
灣
日
日
新
報
︾
以
︿
正
告

米
粉
音
樂
家
各
位
﹀
為
題
，
寫
了
一
篇
潑
辣
的
抨
擊
文
章
，

謂
：
﹁
台
灣
的
音
樂
幼
稚
得
像
米
粉
那
樣
不
值
錢
。
﹂
雖

然
李
金
土
以
主
持
人
身
分
公
開
答
辯
﹁
台
灣
音
樂
水
準
固

然
不
高
，
但
不
能
就
此
不
做
促
進
提
高
水
準
的
努
力
﹂
來

打
圓
場
，
到
底
還
是
給
一
向
平
順
的
台
灣
音
樂
運
動
，
帶

來
一
個
不
小
的
衝
擊
，
從
此
各
地
大
小
音
樂
會
如
雨
後
之

春
筍
，
紛
紛
舉
辦
。
世
稱
這
場
爭
論
是
﹁
米
粉
論
戰
﹂
。

接
著
是
兩
場
歷
史
性
的
音
樂
會
。
第
一
場
是

一
九
三
四
年
︵
民
國
二
十
三
年
︶
八
月
間
，
由
東
京
台
灣

同
鄉
會
集
結
留
日
音
樂
家
精
銳
，
包
括
鋼
琴
家
高
慈
美
、

陳
泗
治
、
林
進
生
，
小
提
琴
家
翁
榮
茂
、
李
金
土
，
聲
樂

家
江
文
也
、
林
秋
錦
、
柯
明
珠
、
林
澄
沐
等
，
在
創
辦
不

久
的
﹁
台
灣
新
民
報
社
﹂
全
力
支
持
下
，
利
用
暑
假
期
間

返
台
，
在
台
北
、
新
竹
、
台
中
、
台
南
、
高
雄
等
五
大
都

市
舉
行
音
樂
會
，
演
奏
在
目
前
看
來
相
當
通
俗
的
世
界
名

曲
，
結
果
獲
得
了
聽
眾
空
前
熱
烈
的
反
應
。
這
場
音
樂
會

之
十
分
有
意
義
，
乃
因
當
時
在
台
灣
能
上
台
表
演
的
日
本

籍
音
樂
家
寥
寥
無
幾
，
台
灣
音
樂
家
之
能
有
水
準
的
表

演
，
為
台
灣
人
帶
來
莫
大
的
欣
慰
。
其
次
是
反
映
了
由
前

述
幾
個
契
機
展
開
的
國
民
音
樂
教
育
之
成
就
。
︽
台
灣
新

民
報
︾
趁
此
熱
潮
，
在
音
樂
會
後
舉
行
座
談
會
，
來
討
論

台
灣
音
樂
的
過
去
和
未
來
，
亦
獲
得
了
社
會
莫
大
的
反
響
。

一
九
三
五
年
︵
民
國
二
十
四
年
︶
四
月
二
十
一
日
，

不
幸
台
灣
中
北
部
地
區
連
續
發
生
了
大
地
震
，
災
情
之
慘

重
史
無
前
例
，
於
是
上
述
台
灣
人
主
持
的
︽
台
灣
新
民

報
︾
率
先
發
起
了
﹁
震
災
義
捐
音
樂
會
﹂
，
蔡
培
火
執
行

演
出
事
務
，
由
在
台
灣
的
各
國
音
樂
家—

包
括
台
灣
籍

的
鋼
琴
家
高
慈
美
、
高
錦
花
、
陳
信
貞
，
聲
樂
家
林
秋
錦
、

盛
福
俊
、
林
澄
沐
，
小
提
琴
家
李
金
土
、
蔡
淑
慧
，
口
琴

家
高
約
拿
；
以
及
日
本
籍
的
聲
樂
家
三
浦
富
子
︵M

iula 

Tom
iko

︶
、
原
忠
雄
︵H

ala Talao

︶
，
鋼
琴
家
渡
邊
喜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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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W

atanabe Kiyoko

︶
；
外
國
籍
的
聲
樂
家
戈
爾
特
、

鋼
琴
家
麥
金
敦
、
麥
克
勞
特
、
藍
都
露
斯
夫
人
等
參
加
表

演
。
這
次
音
樂
會
最
大
的
特
色
，
乃
是
除
了
在
大
都
市
之

外
，
也
在
其
它
鄉
鎮
表
演
。
前
後
五
十
來
天
期
間
，
到
過

三
十
六
個
城
鎮
，
舉
行
了
三
十
七
場
音
樂
會
，
可
以
說
把

古
典
音
樂
帶
到
窮
鄉
僻
壤
，
意
義
十
分
深
遠
。

在
這
個
時
期
不
可
忽
略
的
，
乃
是
迎
合
大
眾
口
味
的

台
灣
流
行
歌
誕
生
，
由
於
篇
幅
所
限
，
待
有
機
會
時
另
行

敘
述
。

⺜䙓溸溽宑ⵋ

一
九
三
七
年
︵
民
國
二
十
六
年
︶
，
因
﹁
盧
溝
橋
事

件
﹂
掀
起
中
日
戰
爭
，
由
於
戰
場
或
戰
爭
的
當
事
國
中
國

大
陸
是
台
灣
的
母
體
，
因
此
這
場
戰
爭
在
台
灣
人
來
說
，

立
場
十
分
尷
尬
。
日
本
政
府
為
了
加
強
國
力
，
積
極
攏
絡

台
灣
，
要
台
灣
︵
包
括
朝
鮮
︶
人
認
同
於
日
本
，
因
而
實

施
了
所
謂
﹁
皇
民
化
﹂
的
政
略
。
為
了
要
台
灣
人
認
同
於

日
本
，
其
初
期
是
日
本
承
認
台
灣
的
一
切
文
物
均
屬
於
日

本
文
化
的
一
部
分
，
卻
軟
硬
兼
施
地
要
求
台
灣
人
至
少
在

表
面
上
變
成
日
本
人
，
於
是
產
生
了
十
分
矛
盾
、
令
人
無

所
適
從
的
現
象
。
前
者
導
致
尊
重
鄉
土
文
化
，
各
路
學
者

藉
大
做
台
灣
文
化
的
研
究
和
搜
集
資
料
。
例
如
台
灣
民
俗

的
研
究
、
遺
蹟
的
考
證
等
；
音
樂
方
面
則
搜
集
台
灣
鄉
土

歌
謠
，
如
日
本
人
烟
耕
一
則
採
集
朝
鮮
與
中
國
歌
謠
，
渡

邊
武
雄
採
集
台
灣
流
行
歌
和
土
著
歌
謠
，
黑
澤
隆
朝
搜
集

台
灣
土
著
和
漢
族
的
音
樂
，
還
有
台
灣
的
作
曲
家
呂
泉
生

也
編
集
了
﹁
台
灣
民
謠
﹂
。

後
者
則
以
物
質
的
差
別
待
遇
來
鼓
勵
台
灣
人
改
日

式
姓
名
、
穿
著
日
式
衣
服
、
舖
日
式
的
榻
榻
米
，
置
日
式

神
牌
、
用
日
式
大
浴
桶
、
用
日
本
話
交
談
，
有
了
這
些
條

件
便
稱
之
為
﹁
國
語
家
庭
﹂
，
即
一
種
﹁
準
日
本
人
﹂
，

物
質
的
分
配
才
較
為
優
厚
。
隨
著
中
日
戰
爭
之
深
陷
膠

著
，
皇
民
化
政
策
越
為
苛
酷
。
在
音
樂
上
，
由
於
強
制
使

用
日
語
唱
歌
，
以
致
台
灣
流
行
歌
曲
沒
落
，
導
致
了
今
日

的
流
行
歌
形
態
。
由
於
皇
民
化
的
執
行
者
之
執
迷
，
最
後

竟
全
面
禁
用
中
國
傳
統
的
樂
器
，
以
資
完
全
消
滅
中
國
音

樂
的
影
子
，
於
是
傳
統
樂
器
的
樂
師
們
，
竟
根
據
留
聲
機

的
揚
音
器
得
來
的
靈
感
，
發
明
了
一
種
俗
稱
﹁
喇
叭
琴
﹂

的
胡
琴
之
程
度
。
至
於
禁
演
台
灣
特
有
的
戲
曲
歌
仔
戲

︵Kuaahi

︶
，
也
是
意
料
中
的
事
。
嚴
密
監
督
台
灣
音
樂

皇
民
化
的
代
表
人
物
三
宅
正
雄
︵M

itake M
asao

︶
，
甚
至

強
迫
酒
女
或
藝
旦
唱
的
台
灣
傳
統
歌
曲
也
要
用
日
語
唱
。

所
以
呂
泉
生
之
話
劇
︽
閹
雞
︾
的
配
樂
，
採
用
以
台
語
唱

台
灣
民
謠
︿
丟
丟
銅
仔
﹀
、
︿
六
月
田
水
﹀
，
而
立
刻
遭

到
禁
演
，
是
不
意
外
的
。

有
些
有
心
人
之
以
混
合
西
洋
和
台
灣
的
樂
器
，
抑
或

改
良
台
灣
傳
統
樂
器
來
嘗
試
所
謂
的
﹁
新
音
樂
﹂
，
以
求

生
機
，
都
充
分
反
映
了
那
個
時
代
的
樂
人
，
對
於
日
本
政

府
矛
盾
的
政
策
而
苦
惱
的
情
形
。

幸
而
第
二
次
世
界
大
戰
於
一
九
四
五
年
︵
民
國

三
十
四
年
︶
結
束
，
日
本
把
台
灣
交
還
給
中
國
，
使
得
台

灣
的
新
音
樂
能
夠
邁
進
新
的
境
界
。

ꓨ俠蕞侅
一
九
四
五
年
第
二
次
世
界
大
戰
結
束
，
台
灣
光
復
，

至
一
九
四
九
年
︵
民
國
三
十
八
年
︶
中
國
政
府
遷
移
到
台

灣
，
這
期
間
是
不
論
政
治
或
文
化
都
十
分
動
盪
的
時
期
。

台
灣
光
復
後
的
幾
年
，
音
樂
文
化
上
最
大
的
特
色
是

地
方
戲
曲
的
隆
盛
，
原
因
在
光
復
之
前
被
禁
演
以
來
，
民

眾
對
它
殷
切
的
期
待
，
這
成
了
當
時
還
是
少
年
時
代
的
音

樂
家
，
後
來
在
作
曲
上
把
它
作
為
主
要
的
養
分
。
可
是
新

音
樂
界
的
諸
音
樂
家
，
卻
忙
於
收
拾
日
本
人
走
了
之
後
的

殘
局
，
並
加
以
整
頓
、
賣
力
重
建
。
例
如
第
一
代
的
張
福

興
負
責
學
校
音
樂
教
材
的
編
輯
，
李
金
土
之
參
予
管
弦
樂

團
的
整
編
，
李
志
傳
與
呂
泉
生
都
積
極
參
予
中
小
學
音
樂

教
師
的
再
教
育
，
呂
泉
生
、
陳
泗
治
之
推
廣
合
唱
。
其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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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
有
光
復
後
來
台
灣
的
外
省
籍
音
樂
家
蕭
而
化
、
張
錦
鴻
、

戴
粹
倫
等
，
都
參
予
這
件
台
灣
音
樂
文
化
重
建
工
作
。

一
九
四
七
年
︵
民
國
三
十
六
年
︶
因
不
幸
的
政
治
事

件
，
曾
經
使
台
灣
的
文
化
時
鐘
停
擺
了
一
下
，
令
文
化
工

作
者
陷
於
困
惑
而
觀
望
。
一
九
四
九
年
︵
民
國
三
十
八
年
︶

隨
著
政
府
遷
移
台
灣
，
中
國
大
陸
的
各
種
文
化
成
為
台
灣

文
化
的
新
的
養
分
。
誠
如
目
前
在
台
北
隨
時
可
以
嘗
到
大

陸
各
地
的
美
食
，
大
陸
上
各
地
的
各
種
音
樂
亦
隨
之
移
植

到
台
灣
，
不
但
使
台
灣
居
民
明
白
了
中
國
音
樂
的
共
通
性

與
各
地
音
樂
的
異
相
，
這
自
然
也
成
了
音
樂
創
作
者
的
養

分
，
像
一
九
七
八
年
︵
民
國
六
十
七
年
︶
的
作
曲
家
李
泰

祥
之
吸
收
了
崑
曲
的
唱
腔
，
絕
不
是
偶
然
的
。

自
一
九
四
五
年
的
台
灣
光
復
至
一
九
四
九
年
間
，
由

於
台
灣
的
國
語
歌
曲
根
本
是
真
空
狀
態
，
因
此
中
國
大
陸

上
既
有
的
新
歌
曲
曲
目
，
填
補
了
這
個
空
缺
。
像
黃
自
、

陳
田
鶴
、
賀
綠
汀
、
陸
華
柏
、
林
聲
翕
、
黃
友
棣
等
的
歌

曲
作
品
，
成
了
台
灣
當
時
最
普
遍
的
曲
目
。
同
樣
的
道
理
，

在
流
行
歌
曲
方
面
則
上
海
的
流
行
歌
大
為
流
行
，
像
︿
香

格
里
拉
﹀
、
︿
少
年
的
我
﹀
為
其
中
的
典
型
。

自
一
九
四
九
年
之
後
，
因
政
治
的
原
因
，
大
陸
的
文

化
不
再
流
入
台
灣
，
從
此
上
海
流
行
歌
逐
漸
被
遺
忘
，
藝

術
性
或
青
少
年
的
歌
曲
亦
因
政
治
的
理
由
而
銳
減
，
於
是

這
給
台
灣
的
音
樂
創
作
風
氣
一
個
難
得
的
復
活
契
機
。

在
這
政
治
事
件
頻
頻
的
時
期
，
一
九
四
八
年
︵
民
國

三
十
七
年
︶
台
北
師
範
學
校
創
設
音
樂
科
，
一
九
四
六
年

︵
民
國
三
十
五
年
︶
台
灣
師
範
學
院
僅
辦
一
屆
的
音
樂
專

修
科
，
一
九
四
八
年
台
灣
師
範
學
院
創
辦
音
樂
系
，
雖
然

沒
有
立
刻
在
音
樂
舞
台
上
扮
演
重
要
的
角
色
，
但
對
以
後

的
台
灣
音
樂
文
化
，
成
了
一
股
不
可
動
搖
的
基
礎
。

⼦岩气蕞偈ꈹ娬颖

在
這
個
時
期
起
，
扮
演
最
重
要
的
角
色
的
機
構
，
便

是
台
灣
省
文
化
協
進
會
了
。
這
機
構
為
促
進
台
灣
的
音
樂

水
準
，
率
先
舉
辦
演
奏
會
︵
一
九
四
六
︶
，
一
九
四
七
年

︵
民
國
三
十
六
年
︶
起
舉
行
台
灣
全
省
音
樂
比
賽
大
會
，

一
九
五
三
年
︵
民
國
四
十
二
年
︶
起
舉
辦
台
灣
全
省
中
學

及
兒
童
音
樂
比
賽
大
會⋯

⋯

其
活
動
之
多
，
實
在
不
勝
枚

舉
。
推
動
這
偌
多
的
音
樂
活
動
的
靈
魂
人
物
，
便
是
第
二

代
的
音
樂
家
呂
泉
生
。

呂
泉
生
於
一
九
一
六
年
︵
民
國
五
年
︶
出
生
，
台
灣

台
中
人
，
出
身
於
基
督
教
家
庭
。
早
年
留
學
東
京
時
學
的

是
鋼
琴
，
後
來
因
手
受
傷
而
改
學
聲
樂
，
並
擅
於
作
曲
，

這
些
就
是
他
後
來
熱
衷
於
合
唱
團
指
揮
的
原
因
。
他
不
但

擔
任
上
述
文
協
會
音
樂
組
的
主
任
委
員
，
又
在
這
項
權
力

之
下
，
於
一
九
五
二
年
︵
民
國
四
十
一
年
︶
創
辦
了
馳
名

的
︽
新
選
歌
謠
︾
月
刊
。

這
份
連
封
面
封
底
僅
十
頁
的
刊
物
，
在
那
個
時
代
卻

負
起
十
分
重
要
的
文
化
重
建
的
任
務
，
例
如
直
到
現
在
，

中
小
學
音
樂
課
本
裡
的
歌
曲
，
有
許
多
就
是
選
自
這
份
刊

物
上
發
表
過
的
作
品
。
刊
載
的
除
了
新
詞
新
調
之
外
，
有

不
少
世
界
名
歌
的
中
譯
詞
之
介
紹
，
在
當
時
亦
是
十
分
需

要
的
。
從
其
第
三
期
的
︿
編
後
記
﹀
，
便
易
以
明
瞭
這
份

刊
物
的
性
格
和
扮
演
的
角
色
。
茲
摘
錄
一
段
如
下
：
﹁
本

刊
現
係
創
辦
階
段
，
審
查
委
員
會
審
查
稿
件
，
有
時
亦
僅

取
其
平
易
通
俗
。
我
們
打
算
在
本
年
度
終
了
之
後
，
公
開

徵
求
各
地
讀
者
的
意
見
，
用
投
票
方
式
，
測
驗
本
刊
以
往

所
載
的
歌
謠
，
何
者
為
兒
童
所
最
愛
唱
的
，
何
者
為
一
般

民
眾
所
喜
歡
的
；
然
後
再
專
刊
重
印
，
並
作
為
本
刊
以
後

努
力
的
目
標
。
﹂

這
份
以
刊
載
歌
譜
為
主
的
刊
物
封
底
，
另
印
有
數
十

行
字
的
﹁
音
樂
通
訊
﹂
，
扼
要
地
記
載
了
重
要
的
音
樂
報

導
，
這
在
傳
播
媒
介
還
不
很
發
達
的
當
時
，
亦
負
有
消
息

傳
達
的
功
能
；
這
在
目
前
看
來
，
是
一
份
簡
明
而
重
要
的

音
樂
史
料
。

這
份
刊
物
因
發
行
的
機
構
台
灣
省
教
育
會
的
改
組
，

於
一
九
六○

年
︵
民
國
四
十
九
年
︶
發
行
到
象
徵
永
恆
的

九
十
九
期
而
停
辦
，
雖
然
不
免
令
人
惋
惜
，
但
由
於
一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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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
人
矚
目
的
音
樂
家
許
常
惠
於
前
一
年
返
國
，
改
寫
了
台

灣
新
音
樂
的
歷
史
，
使
得
這
份
刊
物
也
逐
漸
失
去
了
音
樂

史
上
具
有
的
功
能
。
應
予
一
記
的
是
，
堪
稱
為
﹁
呂
泉
生

時
代
﹂
或
﹁
歌
曲
時
代
﹂
的
十
五
年
間
，
每
位
尖
端
的
音

樂
家
都
在
推
動
音
樂
活
動
上
，
其
盡
分
合
作
的
態
度
，
給

後
世
留
下
了
良
好
的
楷
模
。

陶䊬䞒㊯垠剱溸兎♣

許
常
惠
是
整
個
台
灣
新
音
樂
史
的
見
證
人
，
第
一
代

和
第
二
代
音
樂
家
不
少
是
他
的
老
師
，
他
都
認
識
；
第
三

代
音
樂
家
則
是
他
的
同
學
、
他
的
朋
友
；
第
四
代
和
第
五

代
的
音
樂
家
，
尤
其
是
作
曲
家
，
大
部
分
都
曾
在
他
門
下

學
過
，
更
何
況
他
留
學
巴
黎
念
的
是
音
樂
史
，
很
瞭
解
自

己
在
音
樂
史
上
的
責
任
，
可
見
這
篇
台
灣
新
音
樂
史
，
若

由
他
來
寫
可
能
更
詳
實
、
更
精
彩
。

許
常
惠
是
彰
化
人
，
一
九
二
九
年
︵
民
國
十
八
年
︶

出
生
。
早
年
受
育
於
台
灣
師
範
學
院
音
樂
系
，
一
九
五
九

年
︵
民
國
四
十
八
年
︶
六
月
二
日
自
巴
黎
返
台
後
，
以
作

曲
家
的
身
分
大
力
推
動
新
音
樂
發
表
的
活
動
。
他
從
巴
黎

帶
回
來
的
不
是
作
曲
技
巧
，
而
是
新
音
樂
的
觀
念
和
思
想
，

這
就
是
他
能
夠
把
台
灣
新
音
樂
帶
進
器
樂
時
代
的
緣
由
，

同
時
他
曾
學
過
小
提
琴
這
件
事
，
一
定
給
他
這
樣
深
遠
的

影
響
。當

然
，
一
九
五
七
年
︵
民
國
四
十
六
年
︶
創
設
的
國

立
台
灣
藝
術
專
科
學
校
，
賦
予
許
常
惠
開
創
新
史
的
可
能
，

這
個
學
校
出
身
的
早
期
學
生
之
作
曲
技
巧
，
終
於
有
了
支

持
他
們
發
表
作
品
的
人
士
了
。
許
常
惠
於
一
九
六
一
年
︵
民

國
五
十
年
︶
集
結
了
當
時
的
第
一
線
作
曲
家
，
舉
行
了
首

次
的
﹁
製
樂
小
集
﹂
，
為
後
年
的
小
型
作
曲
家
團
體
立
了

一
個
榜
樣
，
例
如
一
九
六
三
年
︵
民
國
五
十
二
年
︶
發
表

作
品
的
﹁
江
浪
樂
集
﹂
、
一
九
六
五
年
︵
民
國
五
十
四
年
︶

的
﹁
五
人
樂
集
﹂
、
一
九
六
八
年
︵
民
國
五
十
七
年
︶
的
﹁
向

日
葵
樂
集
﹂
，
都
在
他
的
推
動
或
影
響
之
下
展
示
的
。
在

這
些
團
體
的
發
表
活
動
中
的
作
品
，
絕
大
部
分
為
器
樂
曲
，

樂
曲
手
法
與
風
格
形
形
色
色
，
有
巴
托
克
手
法
，
也
有
莫

差
特
風
格
，
當
然
也
有
前
衛
性
的
嘗
試
，
真
是
百
花
齊
綻
，

雜
陳
一
堂
。

不
過
，
自
一
九
六
九
年
︵
民
國
五
十
八
年
︶
之
後
，

作
曲
家
小
集
團
因
沒
有
新
人
新
血
的
加
入
，
顯
得
疲
憊
鬆

散
，
許
常
惠
於
是
把
這
些
第
一
線
作
曲
家
集
結
成
立
﹁
中

國
現
代
音
樂
協
會
﹂
，
可
惜
始
終
缺
乏
合
法
性
而
流
於
作

曲
家
的
座
談
會
。
就
在
這
個
空
檔
裡
，
立
場
迥
異
的
兩
種

音
樂
崛
起
，
一
個
是
自
始
強
調
民
族
精
神
的
作
曲
家
史
惟

亮
，
一
九
七
五
年
︵
民
國
六
十
四
年
︶
接
管
了
台
灣
省
交

響
樂
團
之
後
，
以
該
團
展
開
一
連
串
中
國
傳
統
音
樂
素
材

為
主
的
新
作
發
表
會
，
使
得
上
述
已
鬆
散
的
作
曲
家
們
振

作
了
起
來
，
可
惜
這
個
景
象
因
史
惟
亮
離
開
該
樂
團
而
如

曇
花
一
現
。
另
一
種
音
樂
係
以
一
批
第
四
代
作
曲
家
為
核

心
的
前
衛
音
樂
之
發
表
，
他
們
運
用
電
子
樂
器
，
頻
用
偶

然
性
而
予
以
演
奏
者
許
多
臨
機
創
作
的
機
會
，
以
及
借
助

視
覺
次
元
等
新
奇
的
手
法
，
展
示
音
樂
的
可
能
性
。
唯
這

種
過
於
輕
視
聽
者
既
往
的
聽
覺
習
慣
之
音
樂
，
雖
然
一
時

具
有
相
當
的
新
聞
性
，
但
逐
漸
失
去
了
基
本
的
讚
揚
者
，

以
致
其
成
員
之
一
、
後
來
加
入
傳
統
音
樂
素
材
於
其
中
的

李
泰
祥
，
使
前
衛
性
僅
止
於
音
樂
表
現
的
手
段
。

╚襬倁ⵋ䕰蕟ꆽⳛ蕞偈꼟垠

上
述
兩
類
音
樂
之
出
現
，
實
為
台
灣
的
新
音
樂
誕
生

以
來
既
已
存
在
的
兩
個
面
之
極
端
化
。
一
九
六
七
年
︵
民

國
五
十
六
年
︶
由
執
政
黨
發
起
的
﹁
中
華
文
化
復
興
運

動
﹂
，
其
外
在
契
機
起
於
中
國
大
陸
上
固
有
文
化
的
﹁
文

化
大
革
命
﹂
之
值
得
警
惕
，
其
內
在
的
目
的
，
實
係
藉
之

來
調
和
上
述
兩
種
不
同
的
精
神
。
最
後
因
一
九
七
一
年
︵
民

國
六
十
年
︶
一
連
串
國
際
性
事
件
的
發
生
，
使
得
民
族
主

義
再
一
次
獲
得
了
肯
定
，
文
藝
界
遂
掀
起
了
一
場
﹁
鄉
土

文
學
論
戰
﹂
。
音
樂
方
面
則
由
上
述
﹁
中
國
現
代
音
樂
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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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
成
員
為
主
幹
而
集
結
的
﹁
亞
洲
作
曲
家
聯
盟
第
四
屆

大
會
﹂
，
以
這
場
大
會
為
分
界
，
具
有
民
族
精
神
的
音
樂

得
到
了
肯
定
，
台
灣
新
音
樂
的
歷
史
又
邁
進
了
另
一
個
世

紀
。

有
必
要
在
此
一
提
的
是
，
一
九
六
九
年
︵
民
國

五
十
八
年
︶
起
，
各
個
大
學
或
專
科
學
校
就
是
在
這
個
運

動
的
號
召
之
下
，
紛
紛
設
立
了
音
樂
科
系
，
包
括
：
實
踐

家
政
專
科
學
校
的
三
年
制
音
樂
科
、
台
南
家
政
專
科
學
校

的
五
年
制
音
樂
科
、
東
海
大
學
和
東
吳
大
學
的
四
年
制
音

樂
系
，
從
此
音
樂
人
才
輩
出
是
意
料
中
的
事
，
這
對
於
未

來
台
灣
的
新
音
樂
具
有
深
遠
的
影
響
則
毋
庸
待
言
的
了
。

㎈꿩
令
這
一
代
住
在
台
灣
的
中
國
人
感
到
訝
異
的
是
，
台

灣
的
新
音
樂
自
誕
生
以
來
，
一
直
具
有
濃
厚
的
﹁
國
民
樂

派
﹂
或
﹁
民
族
主
義
音
樂
﹂
色
彩
，
原
因
是
第
一
代
和
第

二
代
音
樂
家
留
學
日
本
的
二
十
世
紀
二
、
三○

年
代
，
日

本
正
好
大
為
流
行
國
民
樂
派
的
音
樂
，
類
如
史
特
拉
汶
斯

基
和
巴
托
克
等
以
民
族
音
樂
的
理
念
和
素
材
作
曲
的
新
一

代
作
曲
家
的
音
樂
，
也
同
時
衝
擊
著
日
本
樂
壇
。
因
此
那

些
留
學
生
接
觸
到
西
洋
音
樂
技
法
的
同
時
，
也
賦
予
他
們

理
念
和
信
心
，
猶
如
作
曲
家
郭
芝
苑
在
︿
我
的
音
樂
經
歷
﹀

一
文
裡
所
剖
白
的
，
連
日
本
的
作
曲
家
亦
因
接
觸
到
這
類

音
樂
而
信
心
百
倍
，
開
始
創
作
真
正
屬
於
自
己
的
音
樂
。

因
而
台
灣
新
音
樂
的
前
輩
們
的
信
念
，
一
直
是
僅
有
那
麼

一
個—

創
作
真
正
屬
於
自
己
的
音
樂
，
這
可
以
從
作
品

的
中
國
式
標
題
易
以
明
瞭
。
例
如
：

陳
泗
治
的
︿
台
灣
少
女
﹀
、
︿
龍
舞
﹀
、
︿
蟾
蜍
戲

群
鴨
﹀
等
。

呂
泉
生
的
︿
青
海
青
﹀
、
︿
杯
底
不
可
飼
金
魚
﹀
等
。

李
志
傳
的
︿
台
灣
舞
曲
﹀
等
。

江
文
也
的
︿
台
灣
舞
曲
﹀
︵
得
一
九
三
六
年
柏
林
世

運
會
作
曲
比
賽
佳
作
獎
︶
、
︿
四
首
生
番
之
歌
﹀
等
。

郭
芝
苑
的
︿
台
灣
民
謠
變
奏
曲
﹀
、
︿
台
灣
古
樂
幻

想
曲
﹀
等
。

即
使
非
標
題
音
樂
，
其
內
容
亦
充
滿
了
鄉
土
的
素

材
。
這
個
理
念
遂
成
了
歷
史
不
太
長
的
台
灣
新
音
樂
的
傳

統
，
因
為
即
使
到
了
第
三
代
、
第
四
代
、
第
五
代
的
作
曲

家
，
都
有
意
無
意
地
在
此
信
念
下
創
作
，
即
使
有
一
小
部

分
人
拋
棄
這
個
信
念
，
卻
終
會
遭
到
廣
大
的
聽
眾
之
冷
落
。

將
來
歷
史
會
演
變
成
怎
樣
，
誰
也
無
法
預
料
，
至
少
自

一
九
七
六
年
︵
民
國
六
十
五
年
︶
起
至
目
前
為
止
，
又
再

肯
定
了
這
種
信
念
。

㹼舉
台
灣
新
音
樂
的
分
野
裡
，
另
有
兩
類
擁
有
許
多
愛
好

者
的
音
樂
為
流
行
歌
與
新
民
歌
，
彼
此
誕
生
的
契
機
與
發

展
的
情
況
都
十
分
不
同
，
因
篇
幅
所
限
，
留
在
以
後
有
機

會
的
時
候
再
談
。

本
文
由
於
在
有
限
的
資
料
下
倉
促
寫
成
，
因
此
有
一

部
分
含
糊
其
詞
的
地
方
，
顯
然
由
於
還
沒
有
翔
實
的
史
料

所
致
，
也
有
一
些
無
法
一
一
列
出
的
部
分
，
是
為
了
文
章

精
簡
而
刪
略
的
。
例
如
資
料
的
出
處
，
便
沒
有
一
一
旁
註
，

俟
將
來
有
此
需
要
時
再
行
補
充
。

在
寫
這
篇
小
文
的
時
候
，
深
深
感
到
像
教
會
音
樂
史
、

各
音
樂
機
構
的
志
稿
、
地
方
音
樂
志
或
音
樂
年
鑑
等
史
料
，

都
有
必
要
趕
快
整
理
布
公
，
以
便
後
人
撰
寫
更
翔
實
的
音

樂
史
之
用
。

本
文
的
日
據
時
代
音
樂
，
主
要
參
考
︽
臺
北
文
物
︾

第
四
卷
第
二
期
，
這
要
感
謝
李
南
衡
先
生
的
相
助
。
本
文

的
若
干
部
分
是
引
用
呂
泉
生
和
陳
泗
治
的
口
頭
報
告
的
，

謹
此
一
併
致
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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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
一
九
七
九
︶
七
月
間
，
此
間
﹁
亞
洲
國
會
議

員
聯
合
會
﹂
︵
A
P
U
︶
亞
洲
文
化
中
心
主
辦
了

﹁
亞
洲
音
樂
研
究
會
﹂
，
我
十
分
榮
幸
獲
得
了
與
會
的
機

會
。
主
辦
單
位
規
定
凡
參
加
者
必
須
撰
寫
一
篇
英
文
論
文
，

內
容
限
於
：

1. 

東
亞
各
國
民
族
音
樂
學
之
研
究

2. 

亞
洲
音
樂
之
文
化
傳
統

3. 

亞
洲
音
樂
之
音
調
系
統

究
竟
提
出
什
麼
樣
的
論
文
，
以
什
麼
樣
的
題
材
寫
什

麼
樣
的
內
容
，
我
深
思
了
幾
番
。
第
一
，
這
是
國
際
性
的

會
，
也
就
是
說
要
提
供
什
麼
東
西
給
外
國
學
者
瞭
解
；
第

二
，
民
族
音
樂
學
上
我
比
較
有
心
得
的
山
胞
音
樂
，
呂
炳

川
博
士
比
我
在
行
得
多
，
不
但
這
方
面
的
工
作
他
做
得
多
、

材
料
也
多
，
同
時
在
國
際
上
已
占
一
席
之
地
，
如
果
沒
有

更
傑
出
的
見
解
，
或
沒
有
不
同
的
見
解
，
就
不
擬
提
出
重

複
性
的
內
容
，
更
何
況
獲
悉
呂
博
士
已
決
定
提
出
這
方
面

的
論
文
；
第
三
，
如
何
才
能
在
最
少
的
資
料
和
有
限
的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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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
內
，
完
成
有
特
色
而
不
丟
人
顏
面
的
論
文
。
因
為
這
種
場

合
提
出
的
論
文
，
不
僅
顯
示
自
己
的
學
養
根
底
，
也
跟
國
家

的
名
譽
有
關
，
因
此
務
必
要
有
最
起
碼
的
水
準
為
原
則
。

於
是
想
到
多
年
來
此
地
音
樂
文
化
的
演
變
，
尤
其
因

少
年
時
代
特
別
愛
好
音
樂
創
作
而
對
於
此
間
作
曲
界
的
關

懷
，
因
而
擬
就
﹁
當
代
中
國
古
典
音
樂
與
民
俗
音
樂
的
關

係
﹂
這
樣
的
題
目
，
這
種
題
目
牽
涉
太
大
，
所
以
附
帶
有

個
副
題
﹁
以
三
位
作
曲
家
為
例
﹂
，
以
縮
小
討
論
的
範
圍
。

我
心
中
的
這
三
位
作
曲
家
是
郭
芝
苑
、
李
泰
祥
、
馬
水
龍
。

郭
芝
苑
主
要
討
論
他
如
何
運
用
三
和
弦
於
五
聲
音
階
，
和

他
如
何
受
到
巴
托
克
的
和
聲
法
之
影
響
；
李
泰
祥
主
要
探

討
他
如
何
以
前
衛
性
的
音
樂
組
合
法
，
重
組
傳
統
戲
曲
裡

的
唱
腔
與
曲
調
，
產
生
嶄
新
的
音
樂
形
貌
；
馬
水
龍
主
要

分
析
他
如
何
應
用
新
穎
的
音
樂
結
構
法
，
賦
予
傳
統
音
樂

以
新
的
生
命
。

這
種
題
目
很
顯
然
要
花
許
多
時
間
與
精
力
去
分
析
他

們
每
個
人
的
作
品
，
同
時
還
必
須
親
自
跟
他
們
討
論
。
由

於
他
們
的
作
品
主
要
是
擷
用
傳
統
音
樂
的
材
料
，
運
用
西

洋
的
手
法
來
寫
新
作
品
，
這
個
大
原
則
實
在
無
異
於
其
它

當
代
以
及
前
代
的
音
樂
作
品
，
僅
以
他
們
三
位
為
例
來
討

論
，
也
的
確
不
甚
妥
當
。
此
外
還
必
須
牽
涉
到
西
洋
音
樂

如
何
輸
入
台
灣
，
前
代
的
新
音
樂
是
在
什
麼
樣
的
環
境
之

下
創
作
。

在
此
之
前
，
由
於
我
對
於
光
復
之
前
的
台
灣
音
樂
情

況
完
全
沒
有
印
象
，
所
以
鼓
勵
一
位
青
年
朋
友
下
手
整
理

這
方
面
的
史
料
，
如
今
事
到
臨
頭
，
只
好
自
己
親
自
去
尋

找
相
關
的
文
獻
，
結
果
意
外
地
獲
得
有
心
收
藏
光
復
前
文

獻
的
編
輯
人
李
南
衡
先
生
供
借
：
民
國
四
十
四
年
︵
一
九 

五
五
︶
八
月
二
十
日
印
行
的
︽
臺
北
文
物
︾
四
卷
二
期
。

這
份
刊
物
對
於
台
灣
光
復
之
前
的
音
樂
動
態
描
述
得
相
當

詳
細
，
使
我
對
於
那
個
時
代
的
音
樂
有
相
當
的
瞭
解
，
只

要
加
上
手
頭
上
的
一
些
荷
蘭
時
代
、
清
領
時
代
和
光
復
後

的
資
料
，
便
足
以
敘
述
整
個
台
灣
受
西
洋
音
樂
影
響
下
新

產
生
的
音
樂
之
概
史
，
於
是
決
定
把
題
目
改
為
﹁
西
洋
音

樂
在
台
灣
﹂
，
真
是
取
巧
。
後
來
討
論
會
的
主
持
人
鄧
昌

國
教
授
認
為
在
國
際
會
議
上
使
用
這
種
題
目
不
妥
，
在
座

的
朋
友
也
提
議
改
名
，
想
了
半
天
，
最
後
決
定
改
名
為
﹁
台

灣
新
音
樂
誕
生
之
背
景
﹂
︵
以
下
簡
稱
﹁
拙
文
﹂
︶
。

這
篇
中
文
有
一
萬
三
千
字
的
報
告
，
分
為
：
前
言
、

荷
蘭
人
時
代
、
基
督
教
的
發
展
、
師
範
教
育
的
成
就
、
張

福
興—

台
灣
新
音
樂
的
開
山
祖
、
留
日
學
生
時
代—

音
樂
的
新
象
、
古
怪
的
皇
民
化
、
重
整
與
吸
收
、
呂
泉
生

┉▆◐◐䇗⪚僖վ舧乄擻տ㰙⮍瑭㍌ⷑ瑭◅僿րꮠ嗝艸駬鷠Ⳃ㵬谝ց㵟ꪫ傴䏆艂泘域⪐㳋┕㎬先䑪ꉽ䷅調緾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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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新
選
歌
謠
、
許
常
惠—

器
樂
曲
的
時
代
、
中
華
文
化

復
興
運
動
與
新
音
樂
、
回
顧
、
尾
聲
等
章
節
。
此
文
除
了

譯
成
英
文
之
外
，
另
外
印
行
了
兩
百
本
中
文
小
冊
子
分
送
，

為
的
是
一
方
面
知
悉
這
方
面
史
蹟
的
人
士
出
面
指
正
，
一

方
面
拋
磚
引
玉
，
希
望
歷
史
人
物
現
身
說
法
，
或
有
興
趣

於
此
道
的
朋
友
有
個
起
頭
。

結
果
反
應
良
好
，
例
如
：

一
、 

呂
泉
生
教
授
在
︽
今
日
生
活
︾
雜
誌
陸
續
發
表
︿
合

唱
在
台
灣
﹀
，
是
一
篇
很
有
價
值
的
史
料
。

二
、 

李
安
和
教
授
與
莊
永
明
先
生
在
︽
雄
獅
︾
雜
誌
發
表

樂
人
小
傳
之
外
，
莊
永
明
先
生
也
來
信
指
出
拙
文
之

各
種
錯
誤
。

三
、 

許
常
惠
教
授
也
表
示
中
國
民
族
音
樂
之
肯
定
應
該
提
早

一
年
︵
民
國
六
十
四
年
︶
係
故
史
惟
亮
教
授
之
功
績
。

此
外
也
受
到
有
識
之
士
的
器
重
與
鼓
勵
，
例
如
：

一
、 

與
會
夏
威
夷
代
表
史
密
斯
博
士
親
自
告
訴
我
：
她
仔

細
讀
完
了
，
覺
得
很
有
意
思
。

二
、 

與
會
的
日
本
代
表
岸
邊
成
雄
博
士
和
我
的
朋
友
雷
驤
先

生
都
勸
我
更
積
極
地
把
它
詳
細
地
寫
成
一
本
音
樂
史
。

不
過
話
說
回
來
，
因
為
倉
促
與
參
考
文
獻
資
料
太
少

的
緣
故
，
存
疑
、
偏
倚
、
遺
漏
、
錯
誤
的
地
方
不
少
，
以

致
刊
行
後
，
時
時
覺
得
遺
憾
，
很
想
藉
機
指
出
上
列
缺
失
，

以
了
卻
心
結
。
這
篇
文
章
正
是
為
此
而
寫
的
。
以
下
就
讓

我
談
談
這
方
面
的
問
題
。

首
先
來
談
﹁
荷
蘭
人
時
代
﹂
裡
，
荷
蘭
人
教
化
土
著

的
對
象
，
除
了
西
拉
雅
族
為
主
之
外
，
廣
及
台
南
以
北
以

南
的
卡
瓦
蘭
族
、
凱
達
格
蘭
族
、
巴
布
薩
族
、
洪
雅
族
和

馬
卡
道
族
等
，
拙
文
只
提
到
西
拉
雅
族
一
族
，
易
引
人
誤

會
。
其
中
西
拉
雅
族
、
馬
卡
道
族
、
卡
瓦
蘭
族
尚
保
留
若

干
傳
統
文
化
可
資
辨
別
之
外
，
其
它
都
如
今
漢
化
得
無
跡

可
尋
的
程
度
。

當
時
荷
蘭
人
主
要
是
靠
基
督
教
的
傳
道
士
來
教
化
土

著
的
，
我
手
頭
的
文
獻
裡
雖
然
把
學
校
的
課
程
記
載
得
相

當
詳
細
，
可
是
唯
一
沒
有
提
到
音
樂
的
事
，
使
我
十
分
懷

疑
學
校
與
教
堂
裡
有
沒
有
歌
唱
的
課
或
節
目
。
後
來
在
民

國
六
十
一
年
︵
一
九
七
二
︶
印
行
的
李
汝
和
著
的
︽
台
灣

文
教
史
略
︾
裡
，
赫
然
發
現
﹁
授
以⋯

⋯

聖
歌
合
唱
﹂
之
語
，

這
是
出
於
哪
個
典
籍
，
有
必
要
追
查
，
否
則
不
能
輕
易
地

人
云
亦
云
。
同
時
還
必
須
明
白
那
些
傳
道
士
是
哪
個
教
派
、

教
唱
哪
些
歌
。
後
來
呂
炳
川
博
士
親
自
替
我
解
了
謎
，
說

荷
蘭
人
屬
於
卡
洛
林
派
，
此
派
最
反
對
用
音
樂
傳
道
，
當

然
此
話
也
值
得
存
疑
而
待
查
了
。

又
，
很
可
以
想
像
：
荷
蘭
人
時
代
必
定
有
西
樂
出
現

在
台
灣
，
據
第
二
、
三
本
的
文
獻
描
述
，
西
班
牙
人
護
送

聖
母
像
時
，
軍
樂
隊
沿
道
吹
奏
而
進
行
；
荷
蘭
人
向
鄭
成

功
投
降
的
降
書
裡
，
特
別
提
到
典
禮
中
准
予
演
奏
音
樂
的

事
。
這
些
都
因
為
沒
有
親
自
看
過
第
一
手
資
料
，
也
就
不

能
輕
易
地
肯
定
了
。

﹁
基
督
教
的
發
展
﹂
此
節
，
相
信
不
論
是
基
督
教
徒

或
天
主
教
徒
看
了
都
會
覺
得
遺
憾
。
前
者
如
長
老
會
，
本

對
於
台
灣
音
樂
文
化
的
貢
獻
十
分
大
，
可
是
我
一
直
沒
有

找
到
長
老
會
的
台
灣
布
教
史
，
加
上
教
會
音
樂
文
獻
資
料

都
存
檔
於
台
南
教
會
，
只
好
留
待
來
日
補
筆
加
強
了
。
李

振
邦
教
授
之
對
我
把
天
主
教
輕
輕
帶
過
去
一
事
，
勸
我
透

過
李
安
和
教
授
到
高
雄
玫
瑰
堂
找
資
料
來
補
充
。

在
﹁
師
範
教
育
的
成
就
﹂
一
節
裡
的
失
誤
，
便
是
把

年
代
搞
錯
了
。
光
復
當
初
有
三
個
學
校
設
了
音
樂
科
班
，

在
這
裡
將
正
確
的
年
代
更
正
一
下
：

一
、 

台
灣
省
立
師
範
學
院
︵
即
現
在
的
師
範
大
學
︶—

於
民
國
三
十
五
年
︵
民
國
三
十
四
年
光
復
︶
設
音
樂

專
修
班
︵
僅
一
屆
︶
，
民
國
三
十
七
年
設
四
年
制
音

樂
系
。

二
、 

台
灣
省
立
台
北
師
範
學
校
︵
即
現
在
的
台
北
師

專
︶—

於
民
國
三
十
六
年
設
三
年
制
音
樂
科
。

三
、 

淡
水
私
立
淡
江
中
學—

民
國
三
十
八
年
設
二
年
制

音
樂
科
︵
民
國
四
十
五
年
停
辦
︶
。

這
裡
有
必
要
一
提
，
光
復
之
前
，
一
般
學
校
並
沒
有

音
樂
科
班
，
要
念
音
樂
得
遠
赴
日
本
或
祖
國
大
陸
。
至
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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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
教
團
體
所
辦
的
學
校
，
有
沒
有
音
樂
科
班
，
則
不
明
瞭
。

﹁
張
福
興
，
台
灣
新
音
樂
的
開
山
祖
﹂
此
節
裡
有
兩

樣
偏
失
。
拙
文
裡
提
到
張
福
興
創
組
的
台
灣
第
一
個
管
弦

樂
隊
，
﹁
直
接
給
了
後
來
的
無
聲
電
影
的
樂
隊
，
以
及
新

興
的
台
灣
流
行
歌
唱
片
公
司
﹂
。
莊
永
明
先
生
認
為
我
的

這
種
說
法
值
得
商
榷
。
根
據
莊
先
生
的
查
訪
，
無
聲
電
影

樂
隊
和
唱
片
公
司
的
樂
隊
成
員
，
主
要
來
自
子
弟
班
西
樂

隊
︵
即
目
前
出
現
於
送
葬
時
的
西
樂
隊
前
身
︶
，
子
弟
班

西
樂
隊
的
教
練
主
要
是
日
本
退
休
的
樂
師
充
任
。

第
二
個
偏
失
是
跟
張
福
興
同
輩
的
李
金
土
，
據
陳
泗

治
校
長
︵
淡
江
中
學
︶
的
證
實
，
在
社
會
上
，
後
者
要
比

前
者
活
躍
，
很
不
幸
我
在
次
節
﹁
留
日
學
生
時
代
，
音
樂

的
新
象
﹂
裡
只
提
了
一
下
而
已
。
如
果
我
們
明
瞭
了
下
列

幾
樣
事
，
便
很
容
易
同
意
陳
校
長
的
見
解
。
話
說
：
於
民

國
二
十
一
年
︵
一
九
三
二
︶
艋
舺
共
勵
會
主
辦
的
台
灣
有

史
以
來
第
一
次
音
樂
比
賽
﹁
台
灣
全
島
洋
樂
競
演
大
會
﹂

︵
僅
限
於
小
提
琴
一
項
︶
，
正
是
李
金
土
在
幕
後
策
劃
的
，

結
果
第
一
名
、
第
二
名
不
但
是
台
灣
人
，
正
好
都
是
李
金

土
的
學
生
，
這
惹
起
日
本
人
的
不
滿
而
在
報
紙
上
攻
擊
，

又
是
李
金
土
出
面
公
開
答
辯
，
這
場
世
稱
﹁
米
粉
論
戰
﹂

的
音
樂
爭
執
，
終
於
掀
起
了
音
樂
的
民
族
運
動
，
各
地
大

小
音
樂
會
因
而
紛
紛
停
辦
。
再
次
就
是
光
復
後
，
由
台
灣

文
化
協
進
會
主
辦
的
各
項
音
樂
比
賽
，
辦
法
正
是
參
考
李

金
土
從
日
本
帶
回
來
的
比
賽
辦
法
擬
訂
的
，
台
灣
的
音
樂

有
今
天
這
樣
的
蓬
勃
，
音
樂
比
賽
之
認
真
舉
行
不
能
說
沒

有
很
大
的
關
係
，
所
以
稱
李
金
土
為
台
灣
音
樂
比
賽
的
開

山
祖
也
不
為
過
吧
。
至
於
光
復
當
初
，
桃
李
滿
天
下
的
小

提
琴
家
李
金
土
，
出
面
協
助
整
編
台
灣
省
交
響
樂
團
的
事
，

更
證
明
他
在
社
會
上
的
活
躍
了
。

拙
文
中
最
大
的
錯
誤
出
在
﹁
古
怪
的
皇
民
化
﹂
這
一

節
裡
，
認
為
皇
民
化
既
要
擁
抱
鄉
土
︵
台
灣
的
︶
，
又
要

排
斥
鄉
土
，
政
策
矛
盾
，
顯
得
古
怪
。

首
先
一
提
題
外
的
話
，
參
加
﹁
亞
洲
音
樂
討
論
會
﹂

的
岸
邊
成
雄
博
士
認
為
這
篇
報
告
很
有
意
思
，
但
他
勸
我

若
從
歷
史
家
的
立
場
是
不
能
用
主
觀
的
字
眼
的
。
當
時
我

一
時
想
不
起
來
有
哪
裡
用
到
主
觀
的
字
眼
，
因
為
執
筆
的

當
初
便
一
直
慎
重
不
能
夠
感
情
用
事
，
甚
至
﹁
自
序
﹂
裡

的
宣
言
﹁
盡
量
減
少
情
緒
性
的
文
字
﹂
。
岸
邊
博
士
只
好

替
我
舉
了
個
例
子
：
﹁
例
如
﹃
古
怪
的
皇
民
化
﹄
的
﹃
古
怪
﹄

兩
個
字
﹂
，
後
來
仔
細
檢
查
，
也
的
確
有
若
干
處
這
方
面

的
瑕
疵
，
真
是
美
中
不
足
。

話
說
回
來
，
皇
民
化
是
不
是
真
的
古
怪
呢
？
不
！
這

主
要
是
資
料
不
充
分
和
研
判
資
料
時
，
在
心
底
形
成
的
問

號
。
︽
臺
北
文
物
︾
第
四
卷
第
二
期
裡
，
劉
敏
光
著
︿
台

灣
音
樂
運
動
概
略
﹀
的
第
五
節
﹁
皇
民
化
與
鄉
土
藝
術
﹂

談
到
：
﹁
日
人
高
唱
皇
民
化
卻
又
尊
重
鄉
土
藝
術
，
我
們

的
鄉
土
藝
術
即
是
漢
民
族
文
化
，
藉
皇
民
化
口
號
整
理
固

有
文
物
，
這
是
大
家
樂
意
做
的
。
﹂
這
段
話
給
了
我
錯
誤

的
印
象
，
也
十
分
懷
疑
這
種
因
果
關
係
，
於
是
再
請
教
當

時
活
躍
樂
壇
的
人
士
印
證
，
他
們
的
說
法
和
劉
敏
光
的
沒

有
什
麼
不
同
，
因
此
我
把
這
個
存
疑
的
論
點
演
釋
成
一
個

重
要
的
章
節
，
使
得
好
像
皇
民
化
有
助
於
民
族
音
樂
學
和

台
灣
民
族
音
樂
的
抬
頭
。
事
實
不
然
，
仔
細
推
敲
才
知
道
：

那
是
日
本
人
可
以
擁
抱
台
灣
的
鄉
土
，
而
拒
絕
台
灣
人
自

己
去
擁
抱
的
政
策
。
它
的
惡
果
一
直
延
續
到
去
年
所
謂
的

﹁
林
二
事
件
﹂

1
之
爆
發
。
話
說
來
十
分
長
，
但
只
好
聽
我

分
解
：所

謂
﹁
皇
民
化
﹂
就
是
同
化
，
就
是
要
台
灣
同
化
於

日
本
，
起
先
只
是
思
想
性
的
運
動
，
到
了
侵
華
末
期
卻
成

了
一
種
政
策
。
以
往
日
本
對
於
其
殖
民
地
之
統
治
異
於
歐

美
帝
國
，
既
不
順
民
情
治
理
，
亦
不
視
殖
民
地
為
日
本
之

延
長
，
僅
知
剝
削
、
施
壓
制
，
以
致
屢
遭
國
內
外
人
士
之

指
責
。
民
國
初
年
，
民
主
主
義
潮
流
高
漲
之
時
，
曾
是
明

治
維
新
元
勳
之
一
的
板
垣
退
助
伯
爵
，
於
民
國
三
年
︵
一
九 

一
四
︶
專
程
前
來
台
灣
策
動
同
化
運
動
，
此
運
動
由
於
與

當
時
的
統
治
當
局
的
政
策
抵
觸
而
遭
到
壓
制
，
以
致
流
產
。

後
來
為
什
麼
換
個
名
稱
舊
事
重
提
呢
？
這
如
同
拙
文

所
述
：
﹁
一
九
三
七
年
︵
民
國
二
十
六
年
︶
，
因
盧
溝
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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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件
掀
起
中
日
戰
爭
，
由
於
戰
場
或
戰
爭
的
當
事
國
中
國

大
陸
是
台
灣
的
母
體
，
因
此
這
場
戰
爭
在
台
灣
人
來
說
，

立
場
十
分
尷
尬
。
日
本
政
府
為
了
加
強
國
力
，
積
極
攏
絡

台
灣
，
要
台
灣
︵
包
括
朝
鮮
︶
人
認
同
於
日
本
，
因
而
實

施
了
所
謂
皇
民
化
的
政
略
。
﹂
當
時
甚
至
有
這
樣
露
骨
之

論
調
：
﹁
台
灣
是
日
本
國
防
上
的
第
一
線
，
如
果
五
百
萬

島
民
不
更
意
識
到
自
己
是
帝
國
的
臣
民
，
就
不
可
能
守
住

台
灣
了
。
﹂
︵
引
自
謝
銘
仁
著
︽
台
灣
社
會
文
化
史
論
︾
︶

皇
民
化
運
動
對
於
台
灣
的
音
樂
文
化
有
什
麼
影
響

呢
？
如
果
我
們
明
白
皇
民
化
運
動
實
際
上
是
借
政
治
的
壓

力
，
要
徹
底
剷
除
漢
民
族
固
有
的
文
化
，
就
容
易
瞭
解
它

所
造
成
的
影
響
了
。
在
此
之
前
，
殖
民
地
政
府
對
於
台
灣

的
文
化
形
貌
，
一
向
聽
其
自
然
發
展
，
不
論
戲
曲
、
北
管
、

南
管
、
歌
謠
，
一
向
都
敘
述
中
國
的
傳
統
情
操
故
事
，
繼

承
中
國
的
傳
統
音
調
。

如
今
在
皇
民
化
文
化
政
策
之
下
，
遭
到
了
被
禁
止
的

厄
運
。
其
中
以
基
隆
的
三
宅
署
長
最
熱
心
於
執
行
這
種
不

人
道
的
文
化
政
策
，
欲
以
﹁
改
良
制
﹂
、
﹁
皇
民
制
﹂
和
﹁
新

台
灣
音
樂
﹂
取
代
大
家
習
以
為
常
的
文
化
。
這
種
影
響
之

深
遠
：第

一
、
現
在
的
中
年
人
當
初
沒
有
接
觸
到
漢
民
族
的

固
有
文
化
，
以
致
其
後
代
的
音
樂
觀
以
全
盤
西
化
的
音
樂

觀
填
充
，
這
反
映
在
現
代
的
音
樂
學
生
普
遍
的
意
識
形
態

上
。

第
二
、
當
初
由
於
不
能
再
用
台
語
唱
歌
而
導
致
誕
生

不
久
的
台
語
流
行
歌
沒
落
，
代
之
以
日
本
流
行
歌
在
台
灣

興
起
，
完
全
改
變
了
台
灣
人
的
音
感
，
使
得
目
前
到
處
傳

揚
日
本
歌
調
之
﹁
國
語
流
行
歌
曲
﹂
，
由
︿
踩
在
夕
陽
下
﹀

一
歌
之
是
否
抄
襲
日
本
歌
調
，
引
爆
了
所
謂
的
﹁
林
二
事

件
﹂
。總

而
言
之
，
皇
民
化
實
質
上
是
阻
斷
了
台
灣
的
漢
民

族
固
有
音
樂
文
化
，
使
得
目
前
要
重
建
新
的
音
樂
文
化
，

顯
得
十
分
吃
力
。
也
就
是
說
，
它
是
傷
害
，
並
不
是
如
我

原
先
所
立
斷
的
那
樣
矛
盾
而
顯
得
古
怪
。

在
拙
文
﹁
古
怪
的
皇
民
化
﹂
一
節
裡
提
到
：
﹁
為
了

要
台
灣
人
認
同
於
日
本
，
其
初
期
是
日
本
承
認
台
灣
的
一

切
文
物
均
屬
於
日
本
文
化
的
一
部
分
，
卻
軟
硬
兼
施
地
要

求
台
灣
人
至
少
在
表
面
上
變
成
日
本
人
，
於
是
產
生
了
十

分
矛
盾
、
令
人
無
所
適
從
的
現
象
。
前
者
導
致
尊
重
鄉
土

文
化
，
各
路
學
者
藉
大
做
台
灣
文
化
的
研
究
和
搜
集
資
料
。

例
如
台
灣
民
俗
的
研
究
、
遺
蹟
的
考
證
等
；
音
樂
方
面
則

搜
集
台
灣
鄉
土
歌
謠
，
如⋯

⋯

﹂
此
外
又
在
﹁
回
顧
﹂
一

節
裡
提
到
：
﹁
令
這
一
代
住
在
台
灣
的
中
國
人
感
到
訝
異

的
是
，
台
灣
的
新
音
樂
自
誕
生
以
來
，
一
直
具
有
濃
厚
的

﹃
國
民
樂
派
﹄
或
﹃
民
族
主
義
音
樂
﹄
色
彩
，
原
因
是
第

一
代
和
第
二
代
音
樂
家
留
學
日
本
的
二
十
世
紀
二
、
三○

年
代
，
日
本
正
好
大
為
流
行
國
民
樂
派
的
音
樂
，
類
如
史

特
拉
汶
斯
基
和
巴
托
克
等
，
以
民
族
音
樂
的
理
念
和
素
材

作
曲
的
新
一
代
作
曲
家
的
音
樂
，
也
同
時
衝
擊
著
日
本
樂

壇
。
因
此
那
些
留
學
生
接
觸
到
西
洋
音
樂
技
法
的
同
時
，

也
賦
予
他
們
理
念
和
信
心
，
猶
如
作
曲
家
郭
芝
苑
在
︿
我

的
音
樂
經
歷
﹀
一
文
裡
所
剖
白
的
，
連
日
本
的
作
曲
家
亦

因
接
觸
到
這
類
音
樂
而
信
心
百
倍
，
開
始
創
作
真
正
屬
於

自
己
的
語
言
的
音
樂
。
﹂

這
兩
件
事
，
實
在
有
必
要
合
併
起
來
修
正
。
根
據
最

近
入
手
，
民
國
二
十
二
年
︵
一
九
三
三
︶
創
辦
的
九
卷
日

本
︽
學
校
音
樂
︾
月
刊
以
及
相
關
書
刊
裡
之
敘
述
和
反
映
；

日
本
在
明
治
維
新
後
，
東
京
西
化
，
其
它
地
區
則
日
本
傳

統
化
一
事
，
有
識
之
士
憂
慮
地
提
出
異
議
。
直
到
日
本
為

了
侵
華
，
要
團
結
人
民
，
武
裝
人
民
的
精
神
，
提
出
了
民

族
主
義
的
文
化
路
線
，
這
就
是
日
本
宣
揚
在
當
時
十
分
新

穎
的
民
族
音
樂
為
素
材
之
名
作
曲
家
作
品
的
遠
因
，
這
不

能
說
沒
有
影
響
當
時
台
灣
出
身
的
音
樂
家
。

其
次
便
是
日
本
為
了
侵
略
中
國
與
南
洋
，
事
先
認
真

地
做
了
這
些
地
方
的
民
俗
與
資
源
的
調
查
工
作
，
這
種
流

風
遂
變
成
了
一
種
習
性
，
也
說
明
了
當
時
舉
國
上
下
都
認

為
是
御
用
音
樂
家
的
黑
澤
隆
朝
，
才
有
東
南
亞
和
台
灣
的

音
樂
調
查
之
舉
，
皇
民
化
只
是
又
給
日
本
人
一
個
搜
集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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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
資
料
的
藉
口
而
已
。

寫
到
這
裡
，
又
想
起
在
﹁
師
範
教
育
的
成
就
﹂
一
節

的
開
頭
，
提
到
占
據
台
灣
的
殖
民
地
政
府
﹁
廢
棄
清
朝
時
代

的
學
制
，
引
進
新
式
學
制
﹂
一
段
，
很
容
易
引
人
誤
會
。
台

灣
之
引
進
新
式
學
制
，
早
在
劉
銘
傳
撫
台
時
期
的
光
緒
十
三

年
︵
一
八
八
七
︶
，
只
是
後
來
被
接
任
的
人
廢
除
而
已
，
至

於
當
初
有
沒
有
西
洋
音
樂
之
教
學
，
則
不
明
。

西
洋
音
樂
影
響
下
誕
生
的
新
音
樂
究
竟
成
什
麼
形
態
，

我
以
為
大
家
心
裡
都
明
白
，
所
以
不
曾
指
出
。
後
來
發
現
青

年
朋
友
聽
我
分
析
，
都
面
露
恍
然
之
感
，
只
好
藉
此
機
會

提
一
下
。
那
就
是
保
留
中
國
傳
統
的
五
聲
音
階
之
下
，
盡

力
妥
協
於
西
洋
近
世
的
大
小
調
，
自
然
曲
式
和
節
奏
型
都

莫
不
受
其
影
響
，
其
最
典
型
的
莫
如
那
首
著
名
的
流
行
歌

︿
望
春
風
﹀
了
。
不
僅
流
行
歌
如
此
，
而
新
誕
生
的
﹁
新
民

歌
﹂
更
是
連
傳
統
的
五
聲
音
階
也
拋
棄
了
。
民
國
五
十
年

︵
一
九
六
一
︶
後
的
藝
術
音
樂
，
已
逐
漸
採
用
更
新
的
音
樂

架
構
觀
念
，
但
仍
脫
離
不
了
受
西
樂
影
響
的
關
係
。

台
灣
的
音
樂
文
化
，
在
整
個
中
國
音
樂
文
化
之
下
，

由
於
其
歷
史
背
景
特
殊
，
也
就
發
展
得
相
當
特
殊
，
況
且

只
談
藝
術
音
樂
的
歷
史
是
不
完
備
的
。
塑
造
台
灣
音
樂
文

化
相
的
應
該
還
有
廣
播
音
樂
、
音
樂
商
品
、
流
行
歌
、
新

民
歌
、
愛
國
歌
曲
等
，
因
為
資
料
的
欠
缺
，
篇
幅
的
有
限
，

所
以
只
能
寫
到
這
裡
了
。
希
望
這
篇
小
文
，
對
於
音
樂
大

學
生
之
將
來
做
學
問
有
所
助
益
，
這
樣
就
達
到
了
我
的
心

願
了
。

二
月
十
日
於
永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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䔻
久
以
前
，
我
在
本
會
理
事
長
張
邦
彥
家
，
看
到
一

本
彙
集
日
本
作
曲
家
的
︽
奏
鳴
曲
集
︾
，
當
時
感

觸
良
深
，
也
不
免
有
幾
分
酸
意
。
原
因
是
，
當
時
我
們
的

文
人
一
提
到
日
本
人
，
總
擱
擱
地
稱
之
為
﹁
東
洋
人
﹂
，

使
一
般
人
往
往
忽
略
其
烏
龜
精
神
，
錯
估
日
本
人
，
抑
或

不
敢
正
視
日
本
人
。
如
今
他
們
有
能
力
印
行
這
樣
的
曲
集

供
學
子
們
使
用
，
充
分
地
反
映
了
日
本
在
音
樂
方
面
的
各

種
現
象
：

1. 

這
表
示
日
本
的
高
水
準
音
樂
作
品
之
量
多
，
足
以

供
編
輯
者
選
出
其
中
演
奏
程
度
相
差
無
幾
的
作

品
。

2. 

演
奏
該
國
作
品
的
音
樂
會
，
以
及
以
該
國
作
品
為

教
材
的
風
氣
普
遍
。

3. 

出
版
商
的
觀
念
改
變
，
不
再
以
為
唯
有
西
洋
音
樂

才
有
投
資
的
價
值
。

另
一
值
得
在
此
一
提
的
是
，
我
最
近
應
此
間
大
陸

書
店
之
託
，
執
編
日
本
音
樂
之
友
社
日
文
版
︽
名
曲
解
說

╚㏔ꚺ樦剱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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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集
︾
的
中
譯
版
。
最
初
以
一
九
六
四
年
初
版
翻
譯
，
直

到
去
年
︵
一
九
七
九
︶
夏
天
，
整
個
編
譯
工
作
進
行
至
三

分
之
二
時
，
聽
說
日
文
版
即
將
全
面
改
訂
，
要
把
原
有
的

十
八
冊
擴
充
為
二
十
四
冊
，
於
是
只
好
把
工
作
擱
下
來
，

等
待
新
版
問
世
。
去
年
年
底
起
，
新
版
陸
續
寄
到
，
果
然

使
我
的
編
務
倍
增
繁
雜
，
使
我
格
外
難
過
的
是
，
每
類
曲

子
都
收
錄
了
若
干
日
本
作
曲
家
的
新
作
。
這
等
於
告
訴
我

們
：
﹁
日
本
已
經
有
了
足
以
媲
美
西
洋
大
師
之
作
品
問
世

了
，
甚
至
早
已
有
唱
片
樂
譜
出
版
，
並
且
亦
被
世
人
公
認

為
佳
作
。
﹂
這
項
事
實
當
然
也
使
得
大
陸
書
店
的
執
事
者

感
觸
良
多
，
於
是
要
我
也
把
中
國
名
曲
插
入
其
中
。
奈
何

這
個
念
頭
實
行
起
來
費
神
且
費
事
，
有
礙
編
務
的
順
暢
，

所
以
我
只
好
答
應
等
到
二
十
四
冊
全
部
出
齊
之
後
，
另
編

一
冊
︽
中
國
名
曲
︾
追
補
了
。

不
容
否
認
的
，
晚
近
大
部
分
人
都
忙
著
學
習
所

謂
強
勢
文
化
的
西
洋
音
樂
，
努
力
於
迎
頭
趕
上
。
雖
然

在
這
期
間
，
有
些
中
國
音
樂
家
默
默
地
為
我
們
創
作
音

樂
，
但
並
沒
有
受
到
應
有
的
重
視
。
直
到
民
國
四
十
六
年

︵
一
九
五
七
︶
藝
專
音
樂
科
成
立
的
那
個
時
期
起
，
由
於

包
括
史
惟
亮
、
許
常
惠
等
這
些
樂
壇
憂
士
之
呼
籲
與
鼓
勵
，

以
及
許
多
音
樂
工
作
者
發
現
音
樂
教
育
上
令
人
深
省
的
各

種
問
題
，
才
逐
漸
有
採
用
國
人
作
品
為
演
奏
曲
目
或
教
材

的
風
氣
打
開
。
就
鋼
琴
教
學
上
來
說
，
平
常
採
用
國
人
作

品
為
教
材
的
，
據
我
個
人
所
知
道
的
計
有
：
今
已
作
古
的

鋼
琴
家
戴
逢
祈
，
現
在
的
鋼
琴
家
徐
欽
華
、
劉
美
蓮
。
至

於
全
場
演
奏
會
演
奏
國
人
作
品
的
，
計
有
：
金
慶
雲
、
翁

綠
萍
、
劉
塞
雲
、
姜
成
濤
等
歌
唱
家
的
獨
唱
會
，
還
有
徐

欽
華
、
劉
美
蓮
的
學
生
演
奏
會
。

這
種
風
氣
之
所
以
形
成
，
除
了
上
述
事
蹟
之
外
，
當

然
跟
周
遭
的
社
會
思
想
之
變
遷
，
有
密
切
的
關
係
。
不
過
，

更
為
重
要
的
、
影
響
力
更
為
直
接
的
，
乃
是
由
於
諸
多
關

懷
中
國
音
樂
未
來
的
樂
壇
前
輩
，
所
訂
定
的
音
樂
比
賽
辦

法
以
及
大
專
音
樂
科
系
入
學
考
試
，
指
定
要
彈
奏
國
人
的

作
品
了
。
由
於
許
許
多
多
樂
壇
憂
士
所
做
的
各
種
努
力
，

以
及
整
個
國
家
社
會
興
隆
所
帶
來
的
自
信
心
，
我
深
信
：

有
朝
一
日
，
我
們
以
演
奏
國
人
作
品
為
樂
、
為
榮
、
為
當

然
的
日
子
不
會
太
遠
。

其
次
就
教
育
方
面
來
說
，
尤
其
以
我
們
最
普
遍
的
鋼

琴
教
育
為
例
，
毋
容
否
認
，
我
們
有
生
以
來
所
使
用
的
教

材
，
清
一
色
為
西
洋
古
典
樂
派
、
浪
漫
樂
派
的
音
樂
。
由

於
這
些
音
樂
已
經
是
百
年
之
前
的
音
樂
，
也
是
非
中
國
的
，

以
致
學
子
們
在
一
種
類
如
浮
萍
那
種
﹁
無
根
感
﹂
、
﹁
失

落
感
﹂
之
下
學
藝
，
這
不
但
事
倍
功
半
，
甚
至
令
其
懷
疑

自
己
的
音
樂
資
質
之
程
度
。
為
什
麼
呢
？

音
樂
教
育
方
法
論
上
有
一
項
非
常
重
要
的
原
理
：

﹁
就
地
取
材
，
因
機
制
宜
﹂
。
這
個
原
理
特
別
是
在
年
少

的
學
子
之
初
級
教
學
上
最
為
重
要
。
我
絕
對
不
否
認
：
﹁
拜

耳
﹂
、
﹁
車
爾
尼
﹂
等
目
前
仍
然
十
分
流
行
的
鋼
琴
教
材

之
優
質
，
但
我
們
當
過
鋼
琴
教
師
的
人
都
明
白
，
那
些
學

子
是
如
何
硬
著
頭
皮
學
那
些
陌
生
的
音
樂
語
法
。
也
知
道

如
果
我
們
肯
花
功
夫
，
把
學
子
們
生
活
裡
熟
悉
的
音
樂
改

編
成
適
合
其
程
度
的
教
材
，
不
但
事
半
功
倍
，
也
使
得
他

們
有
落
實
感
，
以
維
持
他
的
學
習
興
趣
。
這
正
是
為
什
麼

各
國
的
鋼
琴
教
育
家
，
莫
不
苦
心
地
為
本
國
少
年
編
寫
鋼

琴
教
材
的
主
因
。
自
然
，
此
間
的
一
些
有
心
的
音
樂
教
育

家
和
作
曲
家
，
亦
正
埋
首
於
這
類
工
作
中
，
其
中
甚
至
有

一
、
二
業
已
問
世
，
廣
受
愛
用
。

再
從
另
一
個
角
度
來
看
，
西
洋
音
樂
史
演
進
到
浪
漫

主
義
，
遂
衍
生
了
國
民
樂
派
，
催
生
了
民
族
主
義
音
樂
，

如
今
甚
至
在
民
族
民
俗
音
樂
裡
探
尋
音
樂
之
根
的
風
氣
大

盛
。
尤
其
第
二
次
世
界
大
戰
之
後
，
許
多
殖
民
地
紛
紛
獨

立
，
而
為
了
重
建
本
國
本
民
族
的
精
神
文
化
，
特
別
是
音

樂
教
育
，
莫
不
強
調
要
在
自
己
的
傳
統
上
奠
築
基
礎
。
這

道
理
實
在
人
人
都
知
道
，
但
還
是
讓
我
冒
昧
地
提
醒
一
下
：

人
，
大
凡
都
是
透
過
自
己
去
瞭
解
周
遭
，
所
以
我
認
識
的

那
些
國
家
民
族
，
包
括
日
耳
曼
民
族
和
拉
丁
民
族
，
這
些

西
歐
所
謂
先
進
國
家
民
族
都
一
樣
在
繼
承
自
己
的
傳
統
音

樂
之
下
，
去
瞭
解
他
國
他
民
族
的
音
樂
的
。
至
於
我
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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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
然
由
於
歷
史
背
景
之
特
殊
，
許
久
以
來
都
試
著
透
過
西

洋
音
樂
來
拚
命
想
要
去
瞭
解
西
洋
音
樂
。
其
結
果
不
勝
枚

舉
，
這
裡
舉
個
例
子
來
說
，
維
也
納
的
非
音
樂
科
系
學
生

湊
成
的
樂
隊
，
一
演
奏
起
舒
伯
特
的
曲
子
，
要
比
此
間
的

職
業
樂
隊
所
表
演
的
，
更
具
舒
伯
特
味
，
可
見
我
們
不
是

沒
有
理
由
值
得
反
省
我
們
的
音
樂
教
育
觀
念
的
。

亞
洲
作
曲
家
聯
盟
中
國
總
會
本
屆
會
員
大
會
曾
應
邀

專
題
演
講
的
樂
壇
前
輩
張
繼
高
，
在
演
講
裡
特
別
提
醒
我

們
，
有
一
件
非
常
重
要
而
普
遍
的
意
識
有
待
調
整
。
那
就

是
，
由
於
我
們
常
年
拿
鋼
琴
來
演
奏
西
洋
音
樂
，
以
致
始

終
覺
得
鋼
琴
是
西
洋
樂
器
。
他
呼
籲
中
國
作
曲
家
、
演
奏

家
應
該
多
多
編
寫
，
演
奏
有
中
國
民
族
風
味
的
鋼
琴
曲
，

以
便
讓
我
們
把
鋼
琴
﹁
同
化
﹂
，
早
些
成
為
我
們
自
己
的

樂
器
。
他
說
：

今
天
的
中
國
人
，
只
要
看
到
鋼
琴
、
大
提
琴
、
小
提

琴
。
第
一
個
感
覺
就
是
這
是
外
國
的
東
西
，
它
所
能
給
我

們
的
音
樂
當
然
也
就
都
是
外
國
的
。
為
了
不
要
畫
地
自
限
，

我
建
議
各
位
，
要
存
有
一
種
使
命
感
，
設
法
用
民
族
的
精

神
來
創
造
樂
器
的
新
形
象
，
因
為
不
但
我
們
現
在
離
不
開

鋼
琴
、
小
提
琴
，
在
未
來
所
見
的
一
百
年
、
二
百
年
，
這

些
東
西
會
慢
慢
地
變
成
為
中
國
東
西
，
和
西
裝
、
領
帶
是

一
樣
地
會
變
成
中
國
的
東
西
。
但
是
事
實
上
，
在
愛
樂
者
，

在
聽
音
樂
人
的
心
目
中
，
至
少
目
前
仍
舊
不
承
認
這
是
中

國
的
東
西
，
要
使
它
變
成
中
國
的
東
西
，
它
就
得
能
夠
演

奏
純
中
國
味
道
的
音
樂
，
才
能
拉
近
這
個
感
覺
與
觀
念
上

的
距
離
。

張
繼
高
在
演
講
中
並
舉
例
說
明
，
把
西
洋
樂
器
賦
予

民
族
形
象
，
是
一
條
可
行
的
路
，
而
且
業
已
有
人
這
麼
做
。

他
說
：前

幾
天
我
在
中
廣
的
一
個
節
目
裡
，
聽
到
郭
芝
苑
先

生
寫
的
鋼
琴
作
品
︿
台
灣
古
樂
變
奏
曲
與
賦
格
﹀
，
心
裡

非
常
高
興
，
因
為
這
首
作
品
使
西
洋
的
鋼
琴
奏
出
的
音
樂
，

非
常
之
有
中
國
風
味
。
在
沒
有
聽
到
這
個
演
奏
以
前
，
我

並
不
知
道
有
這
首
作
品
，
我
認
為
郭
先
生
寫
作
的
方
向
，

正
是
積
壓
在
我
心
裡
很
久
的
一
個
問
題
，
這
個
方
向

早

引
起
我
注
意
的
，
是
大
陸
的
作
曲
家
。
賀
綠
汀
早
年
所
寫

的
一
首
鋼
琴
小
曲
，
叫
作
︿
牧
童
短
笛
﹀
，
這
是
一
首
中

國
民
謠
風
格
的
小
曲
。
從
鋼
琴
上
使
我
感
覺
到
也
能
有
中

國
味
，
這
是
第
一
次
。
因
此
，
我
覺
得
把
西
洋
樂
器
盡
一

切
可
能
給
予
它
一
個
民
族
的
形
象
，
是
一
樁
非
常
重
要
的

工
作
。雖

然
毋
庸
否
認
鋼
琴
是
西
洋
傳
進
來
的
樂
器
，
但
我

們
都
知
道
，
琵
琶
、
胡
琴
等
目
前
公
認
的
國
樂
器
，
原
來

也
是
外
國
外
族
傳
進
中
國
的
，
只
不
過
我
們
長
久
以
來
，

都
用
它
演
奏
我
們
自
己
的
音
樂
，
所
以
自
然
而
然
變
成
了

我
們
中
國
的
樂
器
了
，
事
實
上
，
這
類
樂
器
在
世
界
各
地

到
處
都
有
。
換
句
話
說
，
以
目
前
的
趨
勢
看
來
，
鋼
琴
會

不
會
成
為
國
樂
器
，
只
是
遲
早
的
問
題
而
已
，
要
使
它
成

為
國
樂
器
唯
一
的
條
件
，
就
是
多
用
它
來
演
奏
國
人
所
譜

的
音
樂
了
。

話
說
，
音
樂
觀
跟
我
大
同
小
異
的
鋼
琴
教
育
家
劉
美

蓮
小
姐
，
自
我
認
識
她
以
來
，
都
一
直
在
尋
找
如
何
去
表

達
她
對
於
中
國
音
樂
未
來
的
命
脈
之
關
懷
，
幸
而
她
在
教

學
鋼
琴
時
，
由
於
尋
找
國
人
作
品
的
辛
苦
，
觸
發
了
她
要

編
輯
一
套
︽
中
國
鋼
琴
曲
集
︾
的
宏
願
，
於
是
狠
起
心
，

把
自
己
多
年
來
的
積
蓄
都
投
在
這
套
集
子
的
第
一
輯
裡
，

一
方
面
為
此
間
的
音
樂
出
版
業
開
個
風
氣
，
一
方
面
幫
我

們
鋼
琴
師
生
有
個
更
好
的
開
始
，
也
讓
我
們
有
一
天
能
夠

像
別
的
國
家
民
族
那
樣
，
透
過
自
己
的
音
樂
來
伸
出
觸
角

去
探
索
音
樂
的
奧
秘
，
在
沒
有
失
落
感
之
下
去
擴
展
我
們

的
音
樂
視
界
，
這
恐
怕
就
是
這
本
︽
中
國
鋼
琴
曲
集
︾
第

一
輯
問
事
的
時
代
意
義
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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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
括
黃
友
棣
︵
︿
尋
泉
記
﹀
、
︿
台
東
民
歌
﹀
、
︿
家

鄉
組
曲
﹀
、
︿
戒
定
真
香
﹀
︶
、
林
聲
翕
︵
︿
楓
橋
夜
泊
﹀
、

︿
泊
秦
淮
﹀
、
︿
出
塞
﹀
、
︿
秦
地
掠
影
﹀
︶
、
黃
育
義
︵
︿
聖

路
加
禮
拜
堂
﹀
、
︿
美
麗
的
夢
﹀
︶
、
周
書
紳
︵
︿
龍
舞
﹀
、

︿
龍
船
﹀
︶
、
施
金
波
︵
︿
海
公
戲
獅
﹀
、
︿
大
雄
寶
殿
﹀
、

︿
愛
之
音
詩
﹀
︶
、
陳
健
華
︵
︿
仙
境
﹀
、
︿
跳
月
﹀
︶
、

林
樂
培
︵
︿
序
曲
﹀
、
︿
詼
諧
曲
﹀
︶
等
。

ӫ�儗乄⸉⮍亥┉▆⪚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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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久
之
前
，
曾
在
報
紙
上
被
談
論
一
陣
子
的
台
灣
籍

作
曲
家
江
文
也
，
我
年
少
時
，
在
台
北
市
中
華
路

鐵
路
邊
的
舊
書
攤
上
見
過
他
的
管
弦
樂
曲
︽
台
灣
舞
曲
︾

總
譜
，
寫
的
是
日
文
，
無
疑
是
台
灣
籍
作
曲
家
，
加
上
台

灣
並
沒
有
西
方
那
種
舞
曲
，
因
此
十
分
納
悶
，
印
象
深
刻
。

後
來
聽
人
提
起
，
他
就
是
憑
此
曲
代
表
當
時
的
日
本
參
加

國
際
作
曲
比
賽
得
獎
，
才
覺
得
當
時
沒
有
把
它
買
下
來
十

分
可
惜
，
奈
何
標
價
三
十
元
，
在
當
時
可
不
便
宜
。

當
我
的
繪
畫
啟
蒙
老
師
江
明
德
告
訴
我
，
江
文
也
正

是
他
叔
叔
的
時
候
，
我
一
點
也
不
覺
得
奇
怪
。
因
為
我
這

位
恩
師
雖
然
熱
衷
於
繪
畫
，
但
對
唱
歌
也
很
行
，
又
是
淡

水
人
，
加
上
他
的
舉
止
個
性
，
都
與
人
們
所
描
述
的
江
文

也
大
同
小
異
。
人
們
捕
風
捉
影
似
的
江
文
也
謠
言
，
也
由

我
的
恩
師
得
到
印
證
。

此
外
，
我
早
年
認
識
的
此
間
作
曲
家
郭
芝
苑
，
可
以

說
精
神
上
深
受
江
文
也
影
響
的
作
曲
家
，
他
光
復
之
前
旅

日
期
間
曾
與
江
文
也
有
過
一
面
之
緣
，
從
旅
日
台
籍
音
樂

㝕䊘蕞ꮣ䔌

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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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之
間
也
獲
得
不
少
有
關
江
文
也
的
信
息
。
光
復
之
後
，

郭
芝
苑
再
度
赴
日
復
學
期
間
，
甚
至
很
辛
苦
地
去
造
訪
江

文
也
的
日
籍
前
妻
，
以
資
瞭
解
江
文
也
旅
日
期
間
的
行
徑

事
蹟
。
這
正
是
郭
芝
苑
曾
在
友
刊
發
表
有
關
江
文
也
文
章

的
底
子
了
。

已
故
作
曲
家
史
惟
亮
最
敬
仰
的
中
國
近
代
音
樂
史
上

音
樂
家
有
二
位
，
一
位
是
俄
人
齊
爾
品
，
另
一
位
是
他
的

北
師
大
時
代
恩
師
江
文
也
，
前
者
又
是
後
者
的
恩
人
，
而

這
二
位
音
樂
家
都
是
打
從
骨
子
裡
、
行
動
上
大
力
倡
導
中

國
的
新
音
樂
，
為
中
國
音
樂
的
未
來
明
確
地
指
出
可
行
的

方
針
。
而
江
文
也
作
曲
上
的
精
神
導
師
，
是
在
當
代
很
受

議
論
的
匈
牙
利
作
曲
家
巴
托
克
。
史
惟
亮
在
極
其
年
輕
的

時
候
，
便
在
音
樂
上
或
言
裡
之
間
不
時
透
露
出
其
民
族
意

識
，
也
十
分
崇
拜
巴
托
克
，
想
必
與
他
的
恩
師
之
啟
發
有

密
切
關
係
。

大
約
十
年
前
，
我
們
的
樂
壇
徬
徨
之
際
，
一
直
像
孤

俠
似
地
在
民
族
素
材
裡
打
轉
的
郭
芝
苑
、
高
呼
音
樂
的
民

族
性
之
史
惟
亮
，
以
及
率
領
﹁
製
樂
小
集
﹂
用
業
績
開
拓

了
民
族
的
音
樂
之
許
常
惠
等
，
不
謀
而
合
地
成
了
一
個
使

大
部
分
人
感
到
適
切
的
巨
流
，
從
而
把
我
們
的
音
樂
史
帶

入
另
一
個
境
界
。
而
這
個
巨
流
裡
，
多
多
少
少
含
有
齊
爾

品
與
江
文
也
的
魂
魄
，
是
毋
須
待
言
的
了
，
這
也
正
是
我

們
這
幾
年
大
談
齊
爾
品
與
江
文
也
︵
本
刊
九
月
號
亦
以
編

輯
﹁
齊
爾
品
專
集
﹂
裨
資
紀
念
︶
，
廣
播
電
台
或
舞
台
上

紛
紛
演
奏
或
播
放
此
二
人
的
作
品
的
原
動
力—

是
飲
水

思
源
也
！

十
月
間
，
齊
爾
品
夫
人
李
獻
敏
女
士
應
邀
來
台
，
返

美
之
前
我
在
採
訪
員
許
月
瑛
小
姐
陪
同
之
下
，
做
了
一
次

簡
單
的
專
訪
時
，
李
獻
敏
女
士
十
分
高
興
此
間
不
但
為
亡

夫
齊
爾
品
開
了
一
場
紀
念
音
樂
會
，
本
刊
也
為
他
印
行
了

專
輯
，
再
聽
了
我
簡
單
地
敘
述
此
間
樂
壇
普
遍
對
齊
爾
品

與
江
文
也
默
默
地
憑
弔
，
於
是
她
掏
出
了
一
張
十
分
珍
貴
、

保
存
得
依
舊
嶄
新
的
照
片
，
要
借
給
本
刊
刊
登
，
並
說
明

這
張
照
片
的
意
義
。
她
說
：

﹁
江
文
也
為
人
爽
朗
，
才
氣
橫
溢
，
很
博
得
齊
爾
品

的
寵
愛
。
江
文
也
直
呼
齊
爾
品
為
﹃
大
師
﹄
︵M

aestro
︶
，

齊
爾
品
則
叫
江
文
也
的
暱
稱
﹃
阿
彬
哪
﹄
︵Apina

︶
。
這

張
江
文
也
在
北
平
天
壇
所
拍
的
照
片
左
下
角
簽
署
的
，
正

是
這
幾
個
字
。
﹂

﹁
阿
彬
哪
﹂
這
名
字
使
我
十
分
疑
惑
，
查
了
一
個
晚

上
的
人
名
字
典
，
也
不
見
有
前
例
，
況
且
有
九
分
像
閩
南

語
﹁
阿
彬
﹂
或
﹁
阿
斌
﹂
的
名
字
。
後
來
經
江
文
也
的
侄

兒
江
明
德
告
訴
我
，
江
文
也
在
家
裡
的
暱
名
就
叫
作
﹁
阿

彬
﹂
，
原
名
﹁
江
文
彬
﹂
，
所
以
家
人
也
叫
他
作
﹁
文
彬
﹂
。

至
於
﹁
江
文
也
﹂
這
個
名
字
是
到
日
本
留
學
時
另
取
的
，

諒
必
﹁
江
文
彬
﹂
用
日
語
唸
起
來
很
不
順
口
之
故
。

照
片
裡
江
文
也
頭
上
所
戴
的
帽
子
，
目
前
此
地
也
很

流
行
。
當
時
日
人
稱
這
種
帽
子
為
﹁
失
業
帽
﹂
︵
る
ん
ぺ

ん
帽
︶
，
第
二
次
世
界
大
戰
時
代
在
日
本
十
分
流
行
。
據

江
明
德
說
：
江
文
也
與
他
哥
哥
江
文
鐘
兩
個
人
一
直
都
愛

戴
這
種
帽
子
，
江
文
鐘
︵
江
明
德
之
父
︶
到
今
天
還
是
時

րꡦ䎾ց娡乄█氳ꪂ䇗侇♏先暶䷨䬠❠⸉♭緾䦁舅┉▆⪚◐䇗◅僖վꮠꮠ嗝乄䰕տ瑭▆ⷑ瑭◅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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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
戴
它
出
門
。
這
大
概
是
此
間
音
樂
家
計
大
偉
所
說
：
江

文
也
老
是
在
某
個
時
段
，
在
北
平
的
一
座
公
園
的
某
個
地

方
，
戴
著
與
眾
不
同
的
帽
子
，
坐
在
椅
子
上
沉
思
。
學
生

要
找
他
聊
天
，
一
眼
就
可
以
找
著
他
。

我
請
教
李
獻
敏
女
士
，
江
文
也
是
台
灣
籍
的
人
，
認

同
台
灣
，
當
時
台
灣
是
日
本
的
殖
民
地
，
齊
爾
品
有
沒
有

把
江
文
也
視
為
日
本
人
？
李
獻
敏
女
士
回
答
：

﹁
不
！
齊
爾
品
常
常
對
我
說
，
你
們
中
國
有
江
文
也

這
樣
的
作
曲
家
，
可
真
是
了
不
起
！
我
在
演
奏
會
裡
因
此

時
常
演
奏
江
文
也
的
作
品
。
倒
是
日
本
樂
壇
憑
前
述
理
由
，

常
常
巴
結
江
文
也
，
要
拉
攏
江
文
也
呢
！
﹂

江
文
也
出
生
於
台
灣
淡
水
，
年
少
時
遷
居
祖
居
地
廈

門
，
青
年
時
代
赴
日
留
學
，
距
今
三
十
年
前
的
暑
假
，
在

楊
肇
嘉
號
召
之
下
，
與
一
批
第
一
代
台
灣
音
樂
家
們
返
台

為
救
災
義
演
。
後
來
自
日
本
逕
往
北
平
就
職
。
據
此
間
人

士
描
述
，
因
為
撤
退
時
太
倉
促
，
來
不
及
通
知
他
，
以
致

遲
了
一
步
而
留
在
北
平
。
由
於
他
所
處
的
政
治
環
境
一
直

複
雜
，
無
形
中
使
他
的
身
分
亦
微
妙
，
這
是
他
一
生
坎
坷

的
真
正
原
因
。
江
文
也
當
初
到
北
平
時
，
與
其
他
台
籍
人

士
一
樣
都
遷
就
時
局
登
記
為
福
建
籍
人
，
但
他
一
直
自
認

為
是
台
灣
籍
，
甚
至
若
干
作
品
亦
懷
念
台
灣
而
作
。

民
國
七
十
三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七
日

ӫ�儗乄⸉⮍亥┉▆⪚◐䇗◅僖ꮠꮠ嗝乄䰕瑭▆ⷑ瑭◅僿

饿
者
先
生
小
姐
，
千
萬
別
誤
會
，
並
不
是
電
子
樂
器

生
了
病
要
上
醫
院
打
點
滴
，
而
是
我
才
菲
學
淺
，

還
得
打
點
滴
電
子
音
樂
的
知
識
，
沒
有
能
力
就
電
子
樂
器

作
有
系
統
的
介
紹
，
只
能
閒
聊
一
番
，
請
各
位
指
教
。

七
十
四
年
︵
一
九
八
五
︶
夏
天
，
我
很
幸
運
能
夠
厚

著
臉
皮
作
為
額
外
的
觀
察
員
，
參
加
了
亞
洲
作
曲
家
聯
盟

中
華
民
國
總
會
︵
簡
稱
作
曲
會
︶
主
辦
，
功
學
社
協
辦
的

﹁
第
一
屆
電
子
合
成
器
研
習
會
﹂
。
這
場
研
習
會
主
要
歸

功
於
積
極
有
心
的
溫
隆
信
之
催
促
，
以
及
功
學
社
提
供
財

力
與
物
力
促
成
的
。
當
初
溫
隆
信
在
作
曲
會
所
提
出
的
建

議
，
這
個
研
習
會
的
對
象
將
著
重
於
目
前
在
音
樂
科
系
任

作
曲
的
老
師
，
由
於
我
個
人
不
巧
只
勉
強
任
音
樂
學
的
課
，

算
不
得
作
曲
老
師
，
所
以
只
希
望
能
以
觀
察
員
的
身
分
參

加
。
之
所
以
需
要
﹁
觀
察
﹂
，
第
一
是
想
能
為
本
刊
讀
者

報
導
，
第
二
是
我
個
人
素
來
關
心
電
子
樂
器
的
發
展
。

話
要
說
在
前
面
，
我
所
關
心
的
不
僅
是
電
子
樂
器
而

已
，
所
有
的
樂
器
我
都
有
興
趣
去
瞭
解
，
也
因
此
才
有
可

괐㲳垠㊯뭒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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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對
電
子
樂
器
作
比
較
超
然
的
看
法
。

我
個
人
注
意
到
電
子
樂
器
是
三
十
多
年
前
，
學
生
時

代
老
師
特
別
提
到
電
子
樂
器
使
用
﹁
純
音
﹂
，
沒
有
音
色
，

我
當
時
為
這
個
說
法
十
分
納
悶
。
由
於
這
種
說
法
，
並
未

附
加
前
瞻
性
的
預
言
，
以
致
有
排
斥
電
子
樂
器
的
意
味
，

因
而
直
到
電
子
琴
相
當
普
遍
的
最
近
，
持
有
這
種
觀
念
的

樂
壇
人
士
不
少
，
無
形
之
中
成
了
電
子
樂
器
在
學
院
發
展

的
阻
力
。

電
子
樂
器
之
能
成
立
，
在
那
閉
塞
的
時
代
，
我
是
從

破
收
音
機
的
雜
音
之
形
成
獲
得
印
證
的
，
而
可
藉
﹁
純
音
﹂

組
合
成
音
色
是
藉
我
簡
單
的
物
理
頭
腦
推
理
出
來
的
。
至

於
第
一
次
領
教
電
子
樂
器
的
威
力
，
是
十
多
年
前
，
當
時

台
灣
沒
有
幾
架
電
子
琴
的
時
代
，
台
北
博
愛
路
一
家
飯
店

二
樓
餐
廳
，
有
一
架
二
十
八
萬
元
的
日
製
Y
牌
超
級
電
子

琴
所
演
奏
的
通
俗
音
樂
。
十
多
年
前
有
一
次
，
我
曾
就
電

子
琴
的
功
能
向
一
位
留
學
德
國
的
作
曲
朋
友
講
解
，
奈
何

這
位
只
聽
過
一
般
餐
廳
裡
低
級
電
子
琴
與
低
級
演
奏
的
朋

友
，
死
也
不
能
相
信
我
的
話
，
不
久
之
後
，
他
親
聆
了
美

國
J
牌
電
子
琴
商
派
來
的
專
家
示
範
演
奏
，
才
終
於
改
變

了
他
的
觀
念
。
他
原
有
的
頑
固
不
冥
的
觀
念
，
其
實
為
前

述
我
恩
師
那
說
法
的
延
續
，
也
是
過
去
知
識
閉
塞
許
久
使

然
的
。
因
此
我
對
於
溫
隆
信
之
肯
以
積
極
的
方
式
來
解
除

一
般
樂
壇
人
士
閉
塞
的
觀
念
，
有
一
份
說
不
出
的
敬
意
。

各
位
要
瞭
解
，
電
子
琴
只
是
電
子
樂
器
的
一
種
，
但

它
在
電
子
樂
器
的
發
展
史
上
扮
演
十
分
重
要
的
角
色
，
其

一
是
具
有
高
度
商
業
價
值
，
因
此
能
誘
使
樂
器
廠
商
投
資

開
發
，
而
將
它
推
向
更
為
理
想
的
成
品
；
其
二
是
懂
得
組

合
音
以
製
造
音
色
之
際
，
以
管
風
琴
的
音
色
為
追
求
目
標

的
，
而
管
風
琴
本
身
卻
有
模
仿
管
弦
樂
隊
音
色
為
一
般
趨

勢
，
電
子
琴
亦
轉
而
以
模
仿
管
弦
樂
隊
音
色
為
己
任
，
不

諱
言
這
帶
動
電
子
樂
器
工
業
日
新
月
異
。

稍
有
音
響
知
識
的
人
都
能
明
白
，
模
仿
樂
器
究
竟
僅

止
於
模
仿
而
已
，
絕
不
能
達
到
能
﹁
冒
用
﹂
的
地
步
，
原

因
就
電
子
琴
而
言
，
有
它
本
身
先
天
的
限
度
使
它
不
能
百

分
之
百
的
﹁
像
﹂
什
麼
樂
器
，
最
明
顯
的
差
別
為
採
用
揚

音
器
︵
喇
叭
箱
︶
或
耳
機
發
出
聲
音
，
以
及
電
子
音
響
的

頻
率
範
圍
限
度
。

由
於
電
子
琴
業
者
的
妙
策
與
設
計
者
的
努
力
，
表
面

上
電
子
琴
能
代
替
一
個
龐
大
的
管
弦
樂
隊
，
以
誘
使
消
費

者
購
買
，
因
此
自
然
而
然
以
電
子
琴
﹁
像
不
像
﹂
管
弦
樂

隊
成
了
評
價
的
準
則
。
事
實
上
，
電
子
琴
應
與
管
風
琴
一

樣
是
一
種
新
的
獨
立
樂
器
，
也
是
價
廉
而
功
能
多
的
新
樂

器
，
它
可
以
權
宜
地
冒
充
管
弦
樂
隊
，
更
重
要
的
，
它
是

成
長
中
的
一
種
新
樂
器
，
換
句
話
說
，
作
曲
朋
友
應
該
能

夠
像
單
音
電
子
琴
︵O

ndes M
artenot

︶
發
明
當
初
，
法
國

的
重
要
作
曲
家
們
趨
之
若
鶩
地
為
它
寫
藝
術
音
樂
，
不
說

老
是
讓
能
隨
波
逐
流
的
通
俗
音
樂
家
在
打
前
鋒
。
迄
今
，

電
子
琴
最
大
的
特
色
為
仍
在
變
異
而
未
定
型
，
遂
令
作
曲

朋
友
裹
足
不
前
、
下
意
識
排
斥
。

電
子
琴
迄
今
變
異
中
，
卻
也
是
末
端
樂
器
，
即
在
完

成
為
電
子
琴
之
前
，
另
有
試
驗
性
的
﹁
前
電
子
琴
﹂—

合
成
器
。
若
顧
名
思
義
，
我
們
很
難
明
瞭
合
成
器
是
樂
器
，

因
此
業
者
很
早
以
前
在
此
間
推
出
日
製
K
牌
合
成
器
時
稱

之
﹁
魔
音
琴
﹂
，
諒
能
更
顯
出
合
成
器
的
功
能
。
合
成
器

可
說
是
電
子
琴
的
原
型
，
反
過
來
說
電
子
琴
是
合
成
器
的

定
型
。
簡
言
之
，
我
們
可
以
在
合
成
器
上
製
造
出
自
己
理

想
的
電
子
琴
，
因
它
具
有
如
此
的
原
創
性
，
需
要
製
造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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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
喜
歡
的
音
色
之
音
樂
家
，
有
逐
漸
使
用
合
成
器
而
放
棄

電
子
琴
的
趨
勢
。
這
一
方
面
是
數
十
年
來
電
子
音
樂
作
曲

家
們
的
成
就
使
然
，
一
方
面
合
成
器
已
棄
麻
煩
的
旋
鈕
式

而
改
為
簡
便
的
觸
鍵
式
，
體
積
亦
因
電
子
工
業
的
進
步
，

從
龐
然
大
物
化
成
手
提
式
，
加
上
採
用
微
電
腦
以
及
記
憶

容
量
大
的
矽
片
，
以
致
合
成
器
擺
脫
器
具
的
形
象
，
魅
力

大
增
，
並
從
﹁
前
電
子
琴
﹂
的
地
位
一
躍
而
成
一
種
獨
立

樂
器
。如

今
某
些
廠
牌
的
合
成
器
已
改
用
數
位
式
設
計
，
以

便
能
夠
與
數
位
式
的
各
類
器
材
連
線
。
數
位
式
最
令
我
驚

訝
的
，
也
是
我
夢
寐
以
求
的
，
便
是
能
把
錄
進
數
位
式
錄

音
機
的
音
樂
，
可
以
改
變
速
度
而
音
高
不
變
。
譬
如
慢
速

彈
鋼
琴
錄
音
，
以
快
速
播
放
時
猶
如
鋼
琴
高
手
。
我
們
都

知
道
，
以
往
的
類
比
式
錄
音
機
假
使
把
速
度
轉
快
，
音
高

則
變
高
失
真
。
所
謂
數
位
式
，
簡
而
言
之
，
把
連
續
的
信

號
分
時
取
得
，
有
如
電
影
攝
影
機
分
格
的
方
式
攝
得
影
像
，

也
就
是
說
它
把
音
頻
與
時
間
分
離
，
使
時
間
能
單
獨
壓
縮

或
放
大
而
不
影
響
音
頻
，
亦
因
而
才
能
把
它
容
納
在
小
小

的
記
憶
體
裡
。

關
於
類
比
式
與
數
位
式
的
電
子
學
常
識
曾
經
困
擾
我

許
久
，
雖
然
有
人
為
我
解
釋
，
書
刊
裡
也
有
解
釋
，
但
還

是
一
知
半
解
，
直
到
前
述
研
習
會
仔
細
的
講
解
與
現
場
試

驗
，
才
終
於
明
白
過
來
。
我
這
個
額
外
的
觀
察
員
縱
令
沒

有
機
會
撫
琴
操
練
，
卻
有
幾
項
重
大
的
收
穫
，
其
中
之
一

便
是
上
述
數
位
式
的
初
步
瞭
解
，
這
對
於
電
子
學
門
外
漢

的
筆
者
，
真
是
喜
出
望
外
。
至
於
我
最
大
的
收
穫
莫
過
於

經
這
密
集
安
打
的
五
天
研
習
會
，
終
於
看
得
懂
了
過
去
形

同
天
書
的
電
子
樂
器
書
刊
。

十
多
年
前
，
我
深
為
歐
爾
頌
︵H

. F. O
lson

︶
的
巨
著

︽
音
樂
工
學
︾
︵M

usic, Physics and Engineering

︶
中
，

把
樂
器
音
響
轉
換
成
電
子
音
響
的
公
式
疑
惑
，
好
像
電
子

樂
器
正
是
利
用
這
種
公
式
製
成
的
。
幸
而
在
研
習
會
裡
，

大
濱
老
師
特
別
提
到
設
定
音
色
的
方
法
，
是
選
曲
樂
器
裡

某
範
圍
的
音
色
為
藍
本
，
並
加
以
擴
大
而
成
的
。
例
如
笛

子
的
聲
音
，
只
取
其
某
種
吹
法
之
下
的
某
段
音
色
為
藍
本
，

然
後
擴
大
至
整
個
音
域
。
因
為
要
把
一
支
笛
子
的
全
音
域

與
各
種
吹
法
的
音
色
都
一
一
拾
取
，
並
變
換
為
電
子
音
響
，

將
是
一
項
很
不
經
濟
的
龐
大
工
程
。
因
此
所
謂
模
仿
笛
聲
，

其
實
只
能
某
一
部
分
極
像
而
已
，
電
子
樂
器
之
不
能
真
正

冒
充
﹁
真
樂
器
﹂
的
原
因
即
在
此
。
當
時
在
座
的
功
學
社

朱
課
長
見
我
掀
鼻
涕
，
說
合
成
器
也
能
製
造
出
這
種
聲
音
，

問
題
是
要
製
造
出
這
種
聲
音
，
可
得
花
很
大
的
功
夫
。
此

外
，
以
小
提
琴
來
說
，
電
子
樂
器
只
模
仿
小
提
琴
的
樂
音
，

若
擦
弦
時
的
噪
音
也
依
樣
畫
葫
蘆
就
不
簡
單
了
，
如
此
不

把
電
子
樂
器
視
為
一
種
樂
器
，
而
在
意
於
模
仿
別
種
樂
器

之
傳
真
度
，
則
恐
怕
不
是
當
初
的
電
子
音
響
發
明
家
所
追

求
的
目
的
。

當
初
我
對
功
學
社
提
供
的
日
製
Y
牌
D
X
7
機
型
懷

疑
它
的
優
秀
性
，
返
家
之
後
翻
開
各
類
音
樂
期
刊
時
，
才

發
現
它
如
同
史
坦
威
牌
鋼
琴
那
樣
已
揚
名
世
界
多
日
，
甚

至
公
開
出
售
有
兩
卷
錄
影
帶
，
並
且
赫
然
在
兩
本
期
刊
裡

發
現
該
機
種
的
操
作
說
明
。
因
此
我
趕
緊
向
作
曲
會
登
記

用
分
期
付
款
購
置
一
架
，
可
惜
直
到
筆
者
寫
這
篇
雜
文
之

前
迄
無
下
文
，
否
則
我
可
以
進
一
步
描
述
玩
此
琴
的
妙
處
。

在
研
習
會
裡
最
吸
引
我
的
並
非
作
為
旋
律
和
聲
樂
器

的
D
X
7
型
琴
，
而
是
十
一
號
型
節
奏
合
成
器
。
這
個
只

手
掌
般
大
小
的
節
奏
器
，
你
能
很
快
變
成
一
個
操
作
音
色

繁
複
的
敲
擊
樂
師
，
也
可
以
事
先
設
定
錄
進
數
位
式
錄
音

機
以
滿
足
創
作
的
樂
趣
，
如
果
它
能
提
供
中
小
學
學
生
玩
，

咸
信
對
於
啟
發
其
創
作
慾
有
莫
大
的
成
效
。

據
我
推
測
，
未
來
要
再
舉
行
這
類
一
連
數
天
的
研
習

會
恐
怕
不
容
易
，
因
此
結
業
討
論
會
裡
建
議
功
學
社
能
不

計
工
本
，
闢
設
電
子
樂
器
研
究
室
，
提
供
有
心
的
青
年
能

隨
到
隨
學
。
據
我
瞭
解
，
目
前
設
在
台
北
市
博
愛
路
功
學

社
二
樓
的
研
究
室
，
不
但
派
有
專
家
親
自
指
導
，
並
且
免

費
提
供
操
練
，
便
是
用
意
在
把
集
中
的
研
習
會
化
整
為
零
，

以
促
進
我
們
的
電
子
音
樂
能
著
著
實
實
地
踏
出
第
一
步
。

電
子
樂
器
除
了
上
述
電
子
琴
、
合
成
器
、
節
奏
器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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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
還
有
讀
者
們
應
該
很
關
懷
的
電
子
鋼
琴
。
電
子
鋼
琴

計
有
電
氣
振
盪
發
聲
的
純
電
子
鋼
琴
，
以
及
省
略
共
鳴
板

以
電
氣
揚
音
的
機
械
式
電
子
鋼
琴
，
由
於
二
者
都
能
戴
耳

機
彈
奏
，
亦
可
用
附
帶
的
錄
音
機
錄
音
，
因
此
會
是
鋼
琴

學
生
避
免
鄰
居
向
環
保
局
控
告
的
利
器
。
前
者
此
間
早
已

為
錄
音
室
與
部
分
音
樂
班
採
用
，
後
者
則
附
有
等
化
器
的

亦
已
問
世
，
這
些
會
不
會
成
了
家
庭
鋼
琴
的
主
流
，
得
視

國
民
對
於
噪
音
公
害
的
容
忍
度
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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