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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
值
理
論
及
其
在
教
育
學
土
的
意
義

郭
為
藩

「
人
之
異
於
禽
獸
者
幾
希
」
?
還
是
很
多
償
卅
一
嫉
俗
的
人
士
經
常
提
出
的
問
題
。
事
實
上
，
人
之
稱
為
「
萬
物
之
霓
」
'
白
熱
為
「
理
性
的

動
物
」

9
確
有
不
少
人
性
的
特
質
為
其
他
動
物
所
未
兵
，
否
則
不
可
能
單
是
人
類
社
會
有
繁
夜
的
制
度
、
有
科
學
的
女
闊
別

0
人
類
-
h僅
在
生
憩
構

造
上
，
特
別
是
神
經
系
統
的
機
能
，
遠
較
其
他
生
物
為
進
化
，
而
且
因
為
有
語
言
、
會
思
想
、
{
同
時
能
移
位
客
扭
扭
種
判
斷
，
所
以
才
有
道
咱
們
的
生

活
、
情
蠢
的
溝
通
，
且
能
賦
予
其
行
動
以
文
化
裁
定
的
意
義
。
法
請
人
是
價
值
的
動
物
，
雖
木
能
概
括
人
恆
的
全
貌
，

R
J
J
少
已
把
握
人
類
行
為
的

一
種
特
質
。
因
為
采
有
人
類
能
移
評
偵

9
曉
待
創
浩
價
值
、
鐘
賞
偵
值
、
追
求
價
值
。

「
價
值
」
這
個
概
念
不
僅
與
「
理
性
」
、
「
道
德
」
、
「
旦
旦
一
一
口
」
、
「
制
度
」
、
「
文
化
」
、
「
越
街
」
等
人
類
社
會
的
基
木
特
質
有
關
，

而
且
股
個
人
生
活
中
的
許
多
要
素
，
如
「
興
趣
」
、
「
利
益
」
、
三
骨
愛
」
、

-
i
責
任
」
、
「
觀
望
」
、
(
需
要
」
、
「
幸
福
」
、
「
健
全
」
、

「
效
用
」
、
「
信
仰
」
、
「
遐
想
」
、
「
漪
足
」
••••••

等
相
牽
涉
，
所
以
是
人
類
行
為
中
級
重
要
的
一
個
變
數
。
本
來
，
人
的
行
動
中
看
一
部
份
係

反
射
的
三
屆
律
的
、
或
是
不
經
心
的
習
慣
性
動
作
，
行
動
岩
對
於
行
為
的
意
義
並
沒
有
清
楚
的
覺
認
，
在
很
多
情
況
下
，
這
類
行
無
僅
是
機
械
的

陳
套
反
應
，
或
受
過
去
經
驗
的
制
豹
，
或
係
在
拉
拆
狀
態
下
發
生

9
比
日
在
誠
經
內
在
的
緊
張
狀
態
，
溺
足
生
璋
的
需
求
，
此
等
行
動
與
動
物
佇
為

在
性
質
上

4貨
無
太
多
的
差
別
。
可
是
人
類
行
為
中
另
有
一
部
份
則
是
有
意
向
的
的
適
應
行
動
，
是
有
意
識
的
、
經
過
芳
慮
的
選
擇
性
行
動
，
行
動
本

身
含
有
感
情
色
侈
，
針
對
某
種
生
活
目
的
，
用
以
贊
現
個
人
頭
想
，
這
類
行
動
就
是
所
謂
價
值
的
行
動
，
是
人
類
所
以
為
「
理
性
的
、
道
德
的
存

在
」
最
主
要
的
依
據
。
人
類
社
會
中
倘
若
缺
乏
價
值
觀
念
，
不
但
行
動
失
去
指
針
，
生
命
也
缺
乏
意
義
，
而
所
謂
「
人
性
」
，
也
變
得
很
笙
消
了
。

實
際
上
，
償
使
問
題
的
探
討
很
久
以
來
一
直
就
是
哲
學
的
竟
要
題
材
，
倫
理
學
、
認
識
論
之
美
學
普
伸
展
到
價
值
的
領
域
。
現
代
社
會
科
學

對
於
位
值
的
討
論
也
各
有
干
砍
'
經
濟
學
周
然
離
木
閱
價
值
學
說
，
討
論
到
勞
動
價
偉
、
市
場
價
倍
諸
種
問
題
，
政
治
學
也
缺
少
木
了
償
債
盟
論

，
任
何
政
治
教
條
、
權
威
‘
制
度
告
有
價
值
論
上
的
基
礎
。
行
為
科
學
運
動
展
關
以
後
，
價
值
系
統
的
研
究
，
成
為
分
析
社
會
行
為
的
入
門
要
徑

，
漸
趨
熱
門
。
社
會
學
方
面
湯
麥
史
(
看
旦
首

E
H
﹒
斗
5
日
自
己
與
齊
南
尼
基

(
2
。
江
戶
口N
S
丘
。
矣
。
合
著
的
「
歡
笑
的
波
蘭
農
民
」
(

吋
穹
可
。
H
Z
H
H
H
心
。
但ω戶
口
時
間
口
個
月
。D
O
m
-已

K
F
E
O
H
M
n
p
S
S
I
S
M
-
v

首
關
尖
端
，
側
重
態
度
與
價
值
結
構
約
分
析
;
其
後
社
會
行
動
論
派
學

者
如
帖
生
自
心
(
4丘
S
S
H
U白
話
。
自
己
等
，
都
把
價
值
系
統
觀
為
社
會
系
統
的
一
部
份
。
在
人
類
學
方
面
，
克
羅
孔
(
豆
豆
。
白
白
白
答
。
冒
出
)
及

其
夫
人

(
2
月
2
n
o
E
s
r
H
Z
F
S在
學
理
上
的
隔
揚
貢
獻
甚
多
，
尤
其
在
價
值
系
統
的
比
較
文
化
研
究
方
面
居
功
厥
偉
。
至
於
心
理
學
，
上
有

關
領
值
的
研
討
，
早
拷
有
德
國
「
精
神
科
學
」
心
理
學
(
。
江
且
自
呈
的
曲
。
g
n
F旦
旦
怠
。
可
ω
三
穹
古
間
可
)
研
究
，
後
來
美
國
人
給
心
理
學
者
吳

磁
波
特

(
C。
益
。
回
看
-
K
C芳
自
己
及
華
約
翁

q
E
Z
H
Y

〈
月
口
。
口
)
根
據
新
普
藹
絡
(
開
已
。5
昆
的
習
呂
問
R
V

價
值
類
型
的
改
論
，

價
值
忍
論
及
其
在
教
育
學
的
上
意
義

r、
租車

jL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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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
展
出
一
套
著
名
的
價
值
評
量
表
，
成
為
分
析
個
入
價
值
體
系
很
幸
舟
的
工
旦

(
0晚
近
，
由
於
皮
亞
傑
心
彈
的
悍
的
影
響
，
運
用
一
認
知
發
展
方
法

」

(
g
m
D
E
Z
斗
。
2
-
8
S
O
D
S
H品
質
。
S
F
)
進
行
克
軍
道
德
判
斷
發
展
的
研
究
者
，
為
數
日
多
。
總
之
，
價
值
的
實
驗
心
理
研
究
、
社
會

給
稱
分
析
、
比
較
文
化
探
討
正
方
興
未
艾
，
價
值
觀
念
滷
菩
於
文
化
，
作
用
於
社
會
，
依
附
於
人
格
，
表
現
於
行
為
，
成
為
行
為
科
學
中
貫
穿
文

化
系
統
、
社
會
系
統
與
人
絡
系
統
的
線
索
。

教
育
為
有
意
義
地
改
變
行
為
的
經
程
，
也
可
說
是
價
值
創
造
的
歷
程
。
在
每
一
教
藹
可
行
動
中
，
均
訂
戶
價
值
叭
叭
導
與
價
值
實
現
的
效
用
，
所

以
價
值
理
論
在
教
育
學
中
的
重
要
怪
不
言
而
喻
。
遂
為
表
明
行
為
科
學
在
教
育
學
體
系
建
設
中
的
重
要
性
，
特
情
價
值
觀
念
附
探
討
，
關
述
此
一

概
念
在
教
育
學
上
的
意
義
，
以
為
佐
證

o

卜)

價
值
的
意
義

、

價
值
表
現
於
選
擇
性
行
動
，
同
時
，
指
導
行
動
的
選
擇
，
所
以
價
值
系
統
雖
然
概
念
恆
的
樣
設
，
封
是
在
佇
刑
判
中
完
成
。
每
個
人
在
佇
動
立
前

，
總
是
函
臨
很
多
木
向
反
應
的
訂
能
性
，
必
須
有
所
抉
擇
;
行
動
的
表
現
，
通
常
是
個
體
選
擇
其
中
較
有
價
俑
者

-
A
口
頭
的
中
力
式
、
本
效
的
芋
段

、
優
美
的
姿
勢
，
以
其
能
漏
足
內
在
需
敏
、
適
應
環
境
要
求
、
達
成
可
欲
目
標
為
前
題
。
所
以
個
人
隨
時
隨
地
處
在
行
動
選
擇
的
情
境
，
繼
戀
不

斷
在
進
行
價
值
系
統
的
建
設
，
因
為
個
人
的
價
值
結
構
木
時
隔
著
新
經
驗
的
增
加
而
改
組
。
過
去
他
喜
歡
花
持
綠
綠
的
我
肢
，
現
在
他
練
這
種
鮮

艷
的
顏
色
太
粗
俗
，
改
換
自
認
為
較
高
雅
的
素
淡
服
飾
;
以
往
他
做
某
種
主
作
勞
而
少
功
，
現
在
他
懂
得
其
中
竅
訣
，
一
輕
易
加
以
完
成
，
因
此
不

僅
這
種
新
方
法
有
價
值
，
而
且
這
個
人
學
會
新
教
巧
，
工
作
更
為
熟
練
，
他
的
個
人
偵
值
也
表
現
出
來
。
一
個
人
偶
然
在
路
正
檢
到
一
包
鉅
殼
，

他
遲
凝
再
一
一
了
是
否
把
它
據
為
己
有
，
過
一
個
較
舒
適
的
生
活
，
或
是
應
該
送
交
警
察
局
轉
還
失
主
，
最
終
他
終
於
選
擇
合
乎
道
德
約
行
動
，
放

棄
經
濟
的
利
袋
，
因
為
他
相
信
道
德
價
值
比
經
濟
價
值
對
他
更
為
軍
耍
。
諸
如
此
類
的
事
例
在
日
常
生
活
中
繼
續
在
發
生
，
因
為
任
何
佇
為
選
擇

的
情
境
總
離
不
閱
偵
值
的
問
題
。

然
而
學
術
上
討
論
的
價
值
，
通
常
係
拾
一
種
具
有
階
層
組
織
(
皂
白
白

n
z
s
-
R
聞
自
芯
丘
Z
E
)的
概
念
系
統
，
這
種
概
念
系
統
附
著
於
文

化
模
式
與
社
會
競
範
中
，
成
為
評
判
個
人
行
動
的
是
非
、
優
劣
與
美
醜
的
標
準
，
它
同
時
內
在
化
於
個
人
人
給
中
隱
約
地
影
響
個
人
對
戶
行
動
中
力
式

的
歌
拾
。
由
於
價
值
代
表
一
套
象
徵
性
的
抽
象
概
念
，
所
以
具
有
相
當
的
普
遍
性
，
而
木
專
輯
單
一
的
情
境
;
而
且
茵
其
係
語
文
符
號
所
組
成
，

所
以
可
以
傳
達
、
閔
導
並
加
討
論
。
荐
者
，
價
值
雖
為
一
種
概
念
，
但
因
經
內
在
化
，
對
於
個
人
行
動
真
有
約
剪
刀
與
指
導
的
們
效
果
，
所
以
一
個

人
在
行
動
之
前
，
返
常
木
必
耗
費
很
多
的
詩
間
長
考
慮
與
選
海
行
動
，
而
龍
潭
循
既
有
的
領
街
道
司
向

(
4旦
出
。
。
泣
。
目
芯
片
古
口
)
，
立
即
決
定
行

5動
方
式
。
一
同
時
價
值
體
系
具
有
相
當
的
穩
定
性
，
使
得
個
人
行
為
在
木
問
情
琦
中
有
接
近
的
突
現
，
協
調
一
致
，
自
行
黨
合
成
為
一
個
系
統
。

總
之
，
價
值
可
以
從
一
一
一
個
層
前
來
認
識
。
很
運
用
(
。
吧
。
H丘
吉
益
)
的
角
度
看
，
價
值
是
在
選
擇
性
的
行
動
情
境
中
裳
魂
，
價
值
工
刀
面

意
味
占
有
關
事
物
的
可
欲
性
(
已
開
缸
片
也
皂
白
這
)
，
另
一
方
面
顯
示
個
人
行
動
的
傾
向
，
所
以
自
價
值
層
次
的
瞭
岫
阱
，
可
以
相
常
笠
確
地
預
測
個
人

的
行
為
。
其
次
，
從
價
值
的
性
質
看
，
價
值
係
被
客
體
化
而
成
為
河
以
分
析
的
概
念
系
統
。
文
約
布

(
4污
言
門
H
V
-
K
M
M
S
E
S

指
出••

「
價
值

是
客
體
化
的
需
欲
與
偏
好
」

9
又
說••

-
價
值
是
個
人
心
理
邀
舟
的
結
果
」

9

「
人
類
活
動
的
差
物
一
(
註
一
)
，
乃
係
晶
晶
限
於
價
倍
之
為
行
動

的
具
體
表
現
，
是
一
種
清
晰
可
辨
的
通
念
結
構
。
最
後
，
從
功
能
的
層
面
看
，
價
值
具
有
指
導
倆
人
佇
勤
、
維
持
人
格
統
墾
的
作
用
，
所
以
旦
河
人

絡
系
統
、
社
會
系
統
及
文
化
系
統
不
可
或
缺
的
要
素
。

價
值
的
定
義
為
數
不
少
，
較
簡
單
者
如
哈
佛
六
學
哲
學
教
授
波
黎
(
同

m
q
E
臼
﹒
胃
口
己
所
定
者
，
他
說

••

「
凡
能
刮
起
人
興
起
的
事
物

就
是
價
值
」
(
註
二
)
。
最
著
名
的
定
義
係
己
去
世
的
人
類
學
家
克
羅
孔
所
下
，
他
指
出

••

「
復
信
乃
是
個
人
或
一
個
團
體
獨
特
的
心
相
關
可
欲
事

物
明
確
的
或
隱
含
的
現
念
。
這
種
概
念
對
於
就
現
有
芳
式
二
千
役
和
行
動
自
標
所
作
選
擇
具
有
影
響
」
(
註
一
二
)
。
這
個
定
義
包
括
幾
個
要
點

••

第
一
、
價
值
同
時
含
有
划
、
情
三
旁
的
成
份
。
首
先
，
它
是
一
稿
間
確
前
或
隱
含
向
黑
念

(
n
2月
2
古
巴
，
為
選
緝
的
權
設
，
所
以
是
屬

於
「
認
知
的
一
對
象
;
荐
者
，
價
值
影
響
到
行
動
方
式
前
選
擇
、
目
棋
的
決
定
二
一
+
俊
的
熱
舟
，
所
以
具
有
「

S
R欽
的
」

(
n
g冉
冉-
4
0
)性
質
;

最
後
，
價
值
代
表
「
可
敬
的
」
(
已
。
旦
旦
E
O
)
的
事
物
，
所
以
含
有
「
感
情
的
」
(
注
峙
。
丘
吉

0
)
色
彩
。

第
二
、
價
值
通
常
成
為
價
值
系
統
而
存
在
，
所
以
價
值
雖
有
相
對
怕
苦
遍
性
，
價
值
系
統
的
結
構
詞
是
隨
人
而
臭
，
亦
隨
木
間
社
群
而
有
別

。
沒
有
兩
個
人
償
值
體
系
的
層
次
給
橙
完
全
一
致
，
也
沒
有
兩
個
聞
龍
的
價
值
體
系
將
對
相
似
。
所
以
價
值
系
統
是
陪
我
給
權
的
一
把
份
，
也
是

三
個
團
體
自
別
於
其
他
圈
模
的
特
質
。

第
三
、
價
值
是
內
在
化
的
象
徵
性
系
統
，
由
經
驗
中
歸
納
而
出
，
右
時
成
揖
付
清
晰
可
辨
的
辦
範
律
則
，
所
以
是
開
明
榕
的
;
有
時
僅
為
個
人
模

糊
意
識
的
概
念
，
憔
仍
具
有
影
響
行
動
取
拾
的
效
能
，
請
積
嘿
，
含
的
川
概
念
依
然
帝
給
裳
現
出
來
的
行
動
或
語
文
把
握
而
驗
，
敬
。

價
值
雖
如
何
動
機
之
有
一
正
負
，
可
分
為
正
價
與
負
續
兩
嘯
餌
，
然
而
一
般
價
倍
治
余
的
活
動
主
要
還
是
灣
及
積
級
領
倍

(
H
v
o
a
丘
Z
S
Z
o
m

)
為
多
，
不
過
在
某
些
特
效
情
況
下
，
(
兩
害
之
間
取
其
經
」
，
或
「
刺
客
兼
有
」
而
須
權
街
得
失
時
，
亦
常
牽
灣
到
消
板
價
值
(
口
的
問
又
叫
〈

O

S
H
E品
)
。
就
償
值
的
類
型
言
，
大
致
分
為
三
類

••

其
一
涉
及
存
在
的
確
實
性
，
六
底
與
「
是
什
麼
一
或
{
相
信
是
什
麼
」
的
問
題
占
有
闕
，
越
確

實
者
一
越
有
價
值
;
另
一
則
與
耳
欲
性
有
開
憫
，
越
是
前
愛
而
討
人
喜
歡
者
，
越
有
價
值
;
還
有
一
類
則
關
係
到
「
義
務
性
」
，
越
是
自
己
或
別
人
應
~

該
有
的
品
質
或
是
應
該
踐
閥
混
的
行
為
，
越
有
價
值
。
所
以
歸
納
訪
問
來
，
知
識
之
宇
成
立
領
德
價
最
荒
要
的
一
一
一
類
價
值
，
亦
即
一
般
所
謂
「
真
、
菁

、
美
」
也
。

亦
有
被
接
價
值
的
功
能
分
為
三
類

••

ω
-
Z
E
欽
的
價
值
;
凡
越
梭
游
足
生
預
戒
心
現
需
要
者
，
其
價
倍
越
高
:
倒
成
就
的
價
值

1
越
才
效
果
、

鎧
造
成
功
地
達
成
目
標
者
，
價
值
越
高

;
ω
情
感
的
價
值

i
i凡
發
臂
的
快
樂
或
幸
福
感
越
高
，
越
有
價
值
。

克
羅
孔
又
從
價
值
的
一
意
向

9
分
析
偵
值
第
三
類
••

的
芳
式
性
價
值
(
口
。

ι
o
S
E
Z

〕
或
表
現
性
價
值

(
2
賞
。
串
門
〈O
d
a
-
z
o
s
-
-

價
值
理
論
及
建
在
教
育
學
上
的
意
義

總

四

-
u



教
育
研
究
所
接
到

再
十
四
輯

四
(
總

四

、J

凡
一
行
動
之
表
現
或
二
學
物
之
彩
成
，
較
一
則
致
，

F
中
卅
一
次
或
作
風
，
概
是
價
值
;
間
土
真
號
價
值

(
5丘
吉
R
E
S
-
E戶
口2
)
l
i
i凡
能
達
成
目

標
的
手
段
，
就
有
價
值
;
問
目
的
性
價
值(
m
E
H
Z戶
口2
)
i

凡
本
身
合
蘊
可
飲
性
，
成
為
行
動
的
的
間
的
或
社
會
標
榜
的
目
聽
者
，
亦
為
一

種
街
值
(
設
四
)
。

價
值
血
二
動
機
」
、
{
需
欽
」
、
「
態
度
」
、
「
興
趣
」
、-
h揖
範
」
等
幾
個
概
念
關
係
密
切
，
木
逸
，
其
間
漏
安
門
仍
然
略
有
分
別
。
價
值

的
追
求
構
成
一
種
特
殊
的
動
機
，
而
且
凡
能
則
發
動
機
的
事
物
在
街
倍
階
層
中
愉
耐
心
相
其
相
當
的
地
位
，
(
酪
然
木
一
-
扭
扭
自
有
稜
極
的
價
值
)
。
六

凡
價
值
越
高
的
白
的
物
，
越
有
耳
欲
怪
，
叭
叭
潑
的
動
機
也
越
強
;
訂
晃
動
機
是
一
積
取
笑
刃
，
其
木
身
鼓
木
成
為
價
倍
，
而
是
動
機
叭
叭
矮
的
佇
為

達
成
預
期
的
結
果9
然
後
才
有
價
倍
。
價
倍
與
需
欽
的
闖
闖
係
做
是
一
樣
，
人
占
有
提
高
太
身
價
拍
及
仿
有
價
位
附
需
欲
，
但
是
島
市
歇
，
本
身
如
非
價
值

。
得
欽
的
範
額
較
價
值
為
庚
，
多
數
一
能
游
足
需
欲
的
事
物
具
有
價
倍
，
但
是
也
指
毫
無
價
值
或
消
綴
價
位
們
需
欲
存
在
，
這
一
正
是
何
以
個
人
必
放

起
制
某
些
木
合
躍
的
內
在
街
動9以
免
自
貶
身
價
按
損
害
社
會
價
值
的
提
由
o
拷
興
興
價
植
的
關
係
在
於
個
人
對
於
者
價
值
的
事
物
總
具
有
積
極

的
趨
逅
的
意
度
，
相
反
的
，
對
於
無
偉
績
或
負
價
倍
的
事
物
則
持
纜
閱
或
消
極
的
興
度
。
本
持
與
度
太
一
身
也
兵
有
價
的
問
!
!
所
謂
「
鶯
慢
慢
價
值

」
(
詳
丘
吉
門
口
自
己
昌
戶
口

2
)
9
這
種
情
形
在
人
生
觀
或
心
理
治
澆
上
特
別
重
要
(
設
四
)
，
健
全
的
態
度
本
身
就
具
有
價
值
，
因
為
它
保
證
宰

一
稿
、
快
樂
與
安
寧
。
與
越C
E
R
O
ω已
有
時
吋
指
好
奇
心
、
引
人
注
意
，
在
這
種
涵
義
下
則
呂
愚
昧
著
一
積
稜
極
提
度
，
與
價
值
殺
無
將
對
的
關
聯

;
可
是
興
起
有
時
則
指
利
害
關
係
、
恢
恢
惑
(
即
趣
味
)
，
則
，
本
身
就
附
若
價
值
。
最
筱
談
到
「
規
的
純
」
夕
在
多
數
情
形
下
，
合
乎
規
笛
的
佇
您

就
是
有
價
值
的
，
可
是
價
值
道
常
具
有
苦
逅
的
管
義
，
而
對
諂
則
多
用
以
規
定
特
殊
的
心
情
境
。
因
此
，
「
公
平
」
是
一
種
價
值
，
但
「
教
育
機
會

平
等
」
、
「
法
律
之
前
9
入
入
平
等
」
、
「
男
女
平
等
」
、
「
己
所
不
欲
、
勿
械
於
入
」
皆
為
裘
閻
明
同
一
誓
遍
性
價
位
的
規
錯
。
有
時
價
也
與
扭
扭

篩
可
能
有
路
接
或
街
突
的
情
形
o
例
如
「
輕
財
好
義
」
是
一
種
錯
德
競
紹
，
對
與
一
部
份
人
的
終
濟
制
桐
值
相
阪
燭
。

總
之
，
價
值
乃
是
決
定
行
動
選
擇
、
代
表
可
欽
性
的
理
念
，
為
個
人
評
判
本
物
的
準
樣
多
在
分
析
佇
偽
的
→
意
義

T「
一
靠
背
羊
肉
「
一
耍
。

價
值
兢
念
在
行
為
特
學
中
的
主
妥
性

價
值
概
念
貫
穿
入
絡
系
統
、
社
會
系
統
與
文
化
系
統
，
成
為
現
代
行
為
科
學
一
個
共
同
的
們
研
究
領
誠
。

就
人
類
學
的
觀
點
言9
文
化
的
存
在
是
用
以
實
現
價
值
，
而
文
忱
產
物
本
身
也
代
表
一
種
價
值
，
訂
戶
戶
叫
恰
是
越
女
統
帥
現
象
，
右
時
一
護

文
化
益
不
足
以
瓷
括
所
有
的
價
值
，
然
而
在
一
般
情
形
下
，
街
值
系
統
的
層
次
部
是
由
女
化
特
性
所
穩
定
的
，
每
一
文
你
系
統
總
附
帶
若
一
養
價

值
系
統
，
這
套
價
值
系
統
反
映
出
有
關
文
化
系
統
的
緊
形
(
2白
白
聞
自
自
泣
。
志
，
成
無
該
文
化
的
擬
肉
體

(
E
n
E
H
Z

山
刊
)
。
所
以
要
探
討
-
種

行
動
在
某
一
文
化
情
扭
扭
下
的
一
意
義
，
價
值
系
統
的
分
析
乃
是
很
安
耍
的
途
徑
。

由
於
文
化
穩
定
值
德
追
求
的
生
活
目
標
，
所
以
個
入
在
社
會
作
渦
程
中
就
有
黨
或
無
繁
地
學
得
為
一
般
人
所
室
的
價
值
，
假
女
性
財
的
吸
收

中
學
會
何
者
較
優
、
何
者
偽
善
，
何
種
行
為
芳
失
鞍
符
合
諧
咱
們
知
範
。
因
針
布

λ
類
學
中
「
文
化
札
與
λ
格
」

(
2
-
g
B
R
m
M
E
H
g
5日
常
可
，

許
根
光
等
稽
之
為
心
頭
入
領
陣
子
)
的
研
究
(
註-
1
)，
很
重
視
文
化
模
式
與
社
會
總
絡
(
或
基
本
人
格
結
構
)
的
關
係
(
註
六
)
，
每
個
民
族
自

於
相
似
的
美
育
芳
式
與
社
會
化
芳
式
，
無
形
中
稜
展
出
共
同
的
表
層
峙
性
格
結
構
，
這
種
畸
格
結
構
轉
而
投
射
甜
川
成
該
再
!
族
的
次
呵
呵
制(
R
g守

門H
m
a
E
丘
R
Z丘
。
口
忽
如
宗
教
信
仰
、
神
話
傳
說
以
及
價
值
觀
念
等
等
。

木
闊
的
文
化
系
統
所
以
孕
育
不
同
的
價
倍
給
禱
，
主
要
乃
為
適
應
生
活
瓊
憬
以
給
女
你
格
式
的
延
續
。
例
如
我
國
傳
統
社
會
向
以
儒
學
偽
文

化
中
心
，
主
要
亦
在
適
應
封
建
的
農
業
社
會
環
境
的
要
求
，
所
以
在
倫
軍
閥
係
土
講
尊
卑
血
一
句
一
份
，
在
經
濟
關
係
土
倡
節
儉
勤
勞
，
在
家
庭
關
係
土

重
男
輕
女
，
在
婚
姻
關
係
中
俏
傳
宗
接
代

9
在
社
會
關
係
中
貢
循
種
行
山
啊
，
因
然
這
樣
的
價
值
系
統
畏
熊
給
持
一
附
會
的
們
的
立
一
定
，
喃
地
存
模
進
一
社
會
的

需
要
。從

這
霍
文
化
相
對
性
「

2
口
罵
自-
H
O訂
立
〈
口
可
)
自
然
引
伸
出
「
價
值
相
對
性
」
(
4己
E
m
H
O
E
丘
之
這
)
的
問
題
。
價
值
系
統
依
然
係

由
文
化
模
式
所
塑
造
，
那
麼
善
惡
、
是
非
、
美
醜
等
難
道
就
法
有
個
問
對
的
聽
準
嗎
?
事
實
上
，
價
積
依
其
且
有
措
惋
惜
一
叫
今
為
「
且
有
及
性
價
值
」
(

5
才
。
后
丘
吉

-
E
O
ω
)
、
「
還
養
性
價
值
」
(
凶
悍
R
D
m口
語
言
戶
口
2
)

與
「
變
異
性
價
值
」
(
草
門
戶
戶
豆O
S
E
2
)

。
有
些
一
價
值
完
全
是
因
地

制
宜
、
因
持
而
變
、
因
仲
研
制
成
，
具
有
區
域
恆
、
時
間
院
與
習
慣
性
，
例
如
民
族
的
股
飾
、
流
行
的
時
尚
、
夙
靡
的
重
目
樂
、
地
區
的

m
H悴
，
都
代

裳
著
變
異
性
價
倍
。
選
替
性
價
值
通
常
存
在
於
次
級
文
化

(
ω
E
r
n
H
A
-
z
8
)

中
，
例
如
佛
教
文
化
與
某
督
教
文
化
分
別
有
其
價
值
觀
念
，
白
領
階

級
與
勞
工
階
級
亦
有
傾
為
差
異
的
價
倍
觀
念
。
由
此
可
見
，
要
賞
一
「
垂
諸
于H世
而
木
惑
，
放
諸
四
海
一
肉
醬
準
」
的
價
倍
系
統
實
木
然
易
，
十
九

世
紀
以
前
的
中
闕
，
「
環
肥
燕
瘦
一
是
女
性
美
的
機
準

9
個
果
這
種
身
口
的
在
今
自
已
于
小
復
有
美
的
價
倍
一
了
。
話
說
伯
來
，
在
南
太
平
洋
執
帶
島
嶼

如
斐
濟
、
西
薩
摩
亞
等
處
9
瞬
腫
仍
然
教
認
無
固
定
可
羨
慕
的
一
碼
和
o
早
先
在
中
闖
一
夫
多
事
會
終
是
一
種
美
萃
，
但
是
在
現
代
社
會
中
詞
是
不
合

法
，
諸
如
此
類
文
化
模
式
塑
造
價
植
觀
念
的
事
例
不
勝
列
舉
。

然
而
追
根
究
底
，
任
何
領
值
系
統
的
存
在
美
不
為
維
持
其
所
仗
的
文
化
系
統
(
或
文
化
次
系
統
)
的
統
繫
與
延
績
，
所
以
「
向
我
持
輔
相
一
(

切
。-
?
E
M
W

宮
S
S
口
n
0
)總
是
一
種
普
及
性
價
值
。
由
於
木
同
度
放
應
付
生
活
環
垮
的
們
芳
驗
以
來
繁
衍
擴
展
的
客
觀
要
來
每
有
一
小
悶
，
所
以
價
倍
系

統
的
層
次
亦
有
差
異
，
一
旦
客
觀
情
勢
改
變
，
文
化
模
式
便
楞
著
修
芷
'
價
倍
系
統
也
可
能
魚
之
改
變
。

索
羅
金

(
2立
立
自
〉
﹒
∞
O
S
E
E
)
的
文
化
勤
先
學
，
尤
其
看
重
價
值
系
統
的
電
要
性
，
他
倒
用
「
丈
你
超
級
系
統
」

(
2
日g
B


2
3
5
3

諒
自
)
一
詞

h
註
七

v

，
以
便
根
據
最
終
實
體
的
呢
贊
和
最
終
其
實
價
值

(
C
E自
己
。
白
口
。
古
巴
門
卅
日
可
言
已
且
已
白
白
汁
。
立E
A
刮
目
戶
口
向

)
就
文
化
系
統
加
以
分
類
，
並
對
文
化
變
遷
現
象
分
析
說
明
。
在
他
們
觀
袋
中
，
文
化
超
級
系
統
實
包
括
一
擊
一
套
價
值
分
析
、
人
生
親
或
生
活
哲

學
。
在
此
超
級
體
制
內
，
社
會
制
度
、
經
濟
及
法
律
制
度
，
倫
理
、
莘
一
衛
、
科
學
以
軍
乍
一
個
入
人
格
都
照
這
二
十
一
要
往
情
哲
學
和
配
合
。
泰
森
金
把

償
使
理
論
及
其
在
教
育
學
上
的
意
義

五
門
總

函

、J



教
育
研
究
研
集
到

第
一
十
凶
輯

J八
門
總

四
四
)

女
化
超
級
系
統
分
為
三
類

••

ω
質
惑
超
級
系
統

(
m
O
E
S
汁
。
E
育
E
M
G
H
n
E
)
!
以
感
覺
的
真
理
程
師
甚
一
礎
，
注
意
經
驗
科
學
。

ω
觀
念
超
級
系
統
么
會
主
戶
。
但
旦
控
口
。5
3
2
日
)
i

以
信
仰
的
真
理
為
基
礎
，
注
意
冥
觀
默
示
與
宗
教
。

問
理
想
越
越
系
統
(
拉
向
記
戶
已
戶
口
里
句
。
2
3

阱
。
自
〉i
i

以
單
性
的
真
理
為
基
礎
，
注
重
邏
輯
思
考
的
價
值
。

索
羅
金
認
為
文
明
的
盛
袁
寶
不
過
為
木
間
文
花
越
級
系
統
的
興
替
推
移
O
B
A閩
南
洋
文
吃
一
正
是
實
燕
忽
級
系
統
登
建
造
施
之
時
，
發
閑
問
題
人

黃
文
山
先
生
亦
有
類
似
學
說
，
把
忽
級
文
化
系
統
分
為
-
冥
觀
的
」
、
「
中
庸
的
」
、
「
實
感
的
」
一
一
一
類
(
註
八
〕
。

不
僅
文
化
系
統
塑
造
價
值
系
統
，
價
值
系
統
也
會
改
變
女
花
模
式
的
發
展
，
常
熱
曼
(
已
雪
丘

E
E
B
E
)

等
合
著
的
「
寂
寞
的
群
家
」

(
、H
d
o
Z
E
-可
門
門
。
司
已
V

一
書
中
，
討
論
到
現
代
詛
咒
密
社
會
價
值
系
統
的
改
變
。
由
於
工
業
花
與
都
市
化
的
影
響
，
學
閩
入
逐
漸
由
內
向
的
們
性

格
轉
變
為
他
肉
的
性
糕
，
一
切
以
問
均
有
一
閻
健
的
們
受
譚
一
無
價
值
判
定
的
照
單
，
所
以
「
成
功
」
是
最
惡
木
的
價
值
，
財
富
、
權
勢
、
計
會
發
學
成
為

價
恆
的
表
徵
(
註
九
〕

0

瑪
克
韋
柏
(
又
詩
詞
皂
白
)
的
一
小
朽
名
著
一
新
教
倫
理
與
資
本
主
義
精
神
一

(
4
月
話
可
門
口
阱
。
但
話
且
開
妄
言

g
ι
吋
穹
∞
旦
H
Z
O卅

n
e
z
巴
拉
g
w
S
D
U
V
強
調
近
代
茁
方
資
本
主
義
的
發
展
係
受
了
基
督
教
新
教
，
特
別
是
喀
爾
文
教
派
倫
理
價
值
觀
念
前
影
響
。
因
無
早
失
謀

剎
時
拭
財
在
基
督
教
(
信
教
)
倫
理
體
系
下
原
是
一
種
罪
惡
，
教
徒
將
自
身
的
幸
福
寄
望
於
上
帝
的
一
太
函
，
而
對
現
世
生
活
的
改
諱
相
對
她
忽
略
;

可
是
新
教
倫
理
發
展
以
後
，
追
求
經
濟
利
發
被
接
受
為
倫
理
義
務
，
甚
空
冒
險
投
機
亦
被
鼓
勵
，
勞
動
創
造
列
為
最
高
價
值
，
所
以
有
助
於
資
本

主
義
文
化
的
發
展
。

在
社
會
學
理
論
中
，
但
瑪
斯
韋
格
、
齊
南
尼
萃
，
以
迄
麥
其
維
(
悶
。
宮
2

日F
H
m
n
H

〈
O
H
V
、
帕
生
思
，
一
所
有
行
動
論
族
學
者
也
於
貫
視
社
會

行
動
主
觀
意
義
的
把
握
，
比
自
強
議
價
值
的
分
析
。
例
如
寫
斯
韋
拍
一
向
強
調
門
前
會
學
在
險
的
辟
一
們
會
現
象
的
主
觀
賞
詩
或
價
棺
閱
遠
，
所
謂
「
積
義

」

(
E
H
S戶
口
峙
〕
實
含
有
價
值
"
導
旬
的
意
思
在
內
。

H
m會
界
與
自
然
界
的
最
六
區
別
在
於
社
會
乃
是
人
類
自
佇
創
造
出
來
的
象
徵
純
環
境
(
ω明
白
廿
己
戶
口
自
己
g
口
R
S
H
)
，
一
社
會
行
動
為
人
與

人
間
交
接
的
表
現
，
皆
兵
有
某
種
為
社
會
所
詮
定
的
意
義
。
所
以
要
瞭
解
社
會
現
象
，
一
笑
要
認
識
講
比
一
佇
動
所
代
表
的
意
義
，
而
意
凳
的
把
喔

，
自
然
而
然
要
探
討
行
動
者
的
主
觀
態
度
與
價
值
觀
念
。
因
為
如
同
帕
生
息
所
指
出
，
佇
動
者
在
其
所
處
的
情
建
中
，
只
有
對
他
兵
者
意
義
的
事

物
才
會
引
起
他
的
興
趣
，
才
會
跟
他
發
生
關
係

o
通
常
一
意
義
可
分
為
「
熱
情
意
義
」

(
3
吞
丘
吉

H
H
O
B古
巴
與
「
認
識
意
義
」

F
E
間
出
門
付
印
〈

O

B
B
自
戶
口
問V
一
間
類
。
行
動
者
或
因
體
會
行
動
的
結
果
，
具
有
漏
足
慾
望
或
避
免
控
折
的
償
佑
，
或
因
熱
情
此
一
行
動
與
韓
個
生
活
情
懷
的
黨
要

關
聯
，
所
以
才
有
行
動
的
發
生
。
因
此
，
價
位
系
統
乃
是
支
配
個
人
行
動
的
參
照
架
構
。

依
照
帕
生
回
心
且
可
行
動
論
的
見
解
，
角
色
是
社
會
系
統
的
概
念
單
位
，
因
為
社
會
系
統
原
係
就
會
佇
動
所
組
成
，
一
向
前
會
佇
動
也
可
站
崗
是
角
色

的
踐
行
。
角
色
總
在
社
會
互
動
情
境
中
表
現
，
其
所
灣
及
的
佇
為
期
待
一
(
所
謂
角
色
期
符
片
。

-
m
i
m
H
H
u
m

且
早
古
拉
〕
構
成
社
會
制
度
的
!
一
部
份
。

由
於
角
色
行
為
本
係
社
會
某
一
類
別
的
人
共
同
的
行
為
特
性
而
非
純
粹
個
人
的
行
為
，
因
此
，
在
帕
生
恩
的
社
會
制
防
討
論
中
，
角
色
與
集
體
門

口
。
口
。
2
言
Z
S

、
「
裁
範
一
(
口
G
H
B
V與
「
價
值
」
談
為
社
會
結
構
分
析
的
四
大
核
心
概
念
。

然
則
角
色
又
與
價
值
有
何
關
係
呢
?
要
瞭
解
這
一
點
，
必
知
閻
明
白
社
會
關
係
中
的
「
協
和
」

(
8
目
的S
E
m
u
原
係
透
過
角
色
期
待
而
建
立

。
因
為
角
色
行
為
皆
係
社
會
所
認
可
的
或
閱
凶
研
制
成
的
佇
為
模
式
，
具
有
某
種
「
常
規
使
」

(
5
間
三
月
2
3
9

所
以
能
互
相
瞭
解
，
按
照
所

期
待
的
情
形
發
生
，
因
此
個
人
在
社
會
情
堉
中
必
須
突
現
角
色
佇
為
才
能
為
人
所
際
解
，
並
扭
闖
入
所
接
受
。
角
色
佇
扁
舟
截
然
是
他
人
所
期
待
的
行

為
，
當
然
是
適
當
的
行
為
，
在
大
多
數
情
形
下
也
是
支
好
的
行
為
，
為
吭
吭
會
價
倍
所
將
軍
。
此
外
，
不
同
的
們
社
會
，
由
於
社
會
價
梢
系
統
的
差
異

，
角
色
踴
符
也
有
出
入
;
即
使
在
同
一
社
會
，
由
於
社
會
階
級
闊
的
偵
緝
觀
念
頗
有
木
悶
，
角
色
期
待
亦
多
才
差
別
。
前
會
學
者
個
嘲
諷
階
級
悶
的

差
異
，
並
不
限
於
財
力
、
地
位
與
權
勢
，
而
且
是
態
度
、
價
續
與
生
活
中
力
式
的
殊
別
。

社
會
價
值
系
統
的
探
討
，
同
玲
是
認
識
制
問
化
的
祝
會
自
標
(
戶
口

m
H叩
門
耳
目
。
5
-
z
a
自
己
已
峙
。
目2
)

所
必
須
的
途
徑
。
任
何
社
會
皆
有

某
些
特
定
的
共
同
目
標
，
例
如
我
國
科
舉
時
代
，
一
學
優
則
仕
」
、
「
金
榜
題
名
」
為
士
人
社
會
的
最
高
目
標
，
因
無
社
會
推
崇
混
過
科
果
以
「

揚
名
」
「
濟
世
」
的
價
值
。
在
目
前
的
大
家
社
會
，
也
於
六
毅
傳
播
的
影
響
，
家
喻
戶
曉
的
闊
別
是
一
是
一
般
廣
六
群
發
推
詐
的
角
色
，
所
以
運
動
闡
明

星
、
歌
星
、
影
星
、
新
聞
人
物
，
成
為
很
多
人
夢
寐
以
來
的
職
業
，
而
「
成
名
」
也
變
成
衡
量
治
詣
的
價
值
標
準
。
顯
而
易
見
的
，
社
會
價
僵
的

多
寡
同
時
牽
涉
到
社
會
身
份
的
高
下
，
社
會
價
值
系
統
一
小
僅
決
定
社
會
動
機
的
模
式
，
帶

-
R軒
然
務
中
完
成
社
會
權
力
建
酬
賞
公
開
4
月
3

的
分

配
。
因
為
個
人
所
從
事
的
工
作
越
是
接
近
社
會
價
值
層
次
的
最
高
決
準
'
所
描
吃
白
前
舍
的
酬
報
也
越
多
，
淤
積
酬
報
包
研
扭
扭
譽
、
金
錢
、
機
勢
、

物
質
享
受
等
在
內
。

社
會
制
度
與
價
值
系
統
也
有
關
蹄
。
所
謂
社
會
制
度
(
阱
。
2
己
呂
丘
戶
H
E
戶
。
口ω)
，
依
照
震
頓
為
自
己
日
切
﹒
悶
。
泣
。
自
)
與
韓
特(
R
U
穹
泣
。
?

「
出
口
出
門U
約
定
義
，
係
包
括
某
些
一
共
同
價
值
與
共
問
程
序
效
用
以
漪
足
社
會
某
些
一
及
一
太
需
求
的
一
種
有
組
織
的
社
會
關
係
系
統
(
設
十
)
。
最

重
要
的
社
會
制
度
共
有
五
種

••

家
庭
制
度
、
宗
教
制
度
、
政
府
制
度
、
經
濟
制
度
、
教
育
餓
度
。
無
論
何
種
制
問
跑
回
包
涵
一
套
相
近
的
種
念
與
目

標
，
以
共
惱
的
社
會
偵
值
系
統
為
基
礎
。
例
如
在
教
育
制
度
中
，
無
論
是
教
育
目
標
之
課
程
內
容
、
教
員
的
任
用
標
準
，
學
生
的
訓
育
中
刀
針
，
普

穩
然
與
該
一
一
社
會
的
價
值
觀
念
和
配
合
o
例
如
民
主
社
會
有
一
套
民
主
教
育
的
目
標
，
其
佇
政
、
一
帶
霖
、
數
材
、
教
快
地
日
與
民
主
理
念
和
吻
合
。

任
何
社
會
告
施
行
社
會
控
制
，
以
維
護
社
會
秩
序
前
穩
定
與
社
會
結
構
的
完
整
，
而
附
會
給
制
漪
常
以
價
值
系
統
無
根
據
;
你
另
一
角
敗
者

，
社
會
控
制
何
嘗
非
用
以
維
持
償
值
系
統
本
身
的
穩
定
，
防
止
其
本
身
被
動
地
改
變
。

心
理
學
與
價
值
研
究
的
關
係
主
要
繫
於
人
絡
系
統
中
的
個
人
價
值
體
系

0
個
人
價
值
系
統
踩
敢
材
白
社
會
女
代
中
的
價
情
結
構
而
在
社
會
吃

過
程
中
形
成
，
但
其
結
構
層
次
部
與
社
會
文
化
價
值
系
統
有
所
不
悶
。
夫
民
說
來
，
價
值
系
統
可
挨
所
被
附
申
粹
德
的
木
問
A
N為
一
一
…
種

••

女
花
價
值

價
值
遑
論
及
其
在
教
育
學
上
的
意
義

七
(
總

四
五
U



教
育
研
究
研
集
到

第
十
四
輯

八
(
總

四
六
U

系
統
、
社
會
價
倍
系
統
與
個
人
價
值
系
統
，
前
兩
者
開
軒
然
在
多
數
情
抖
抖
下
符
合
了
欽
'
訂
是
本
時
間
一
昕
一
串
戶
中
訂
能
者
多
種
女
統
價
值
系
統
的
存

在
，
特
別
在
都
市
社
會
或
閱
放
陸
社
會
為
然
。
另
一
芳
苗
，
在
間
一
超
級
文
花
系
統
下
，
亦
有
木
間
社
會
價
倍
系
統
的
存
在
，
所
以
女
性
價
值
系

統
與
社
會
價
值
系
統
閱
係
密
切
，
都
非
一
種
0
至
於
個
人
價
值
系
統
原
係
社
會
文
花
價
值
系
統
蛻
變
而
成
，
終
入
終
結
樣
說
，
所
謂
「
萃
，
本
人
格

結
構
」
(
持
社
會
成
員
在
類
似
的
社
會
化
過
程
中
所
形
成
的
共
同
人
給
層
面
〉
原
是
社
會
互
動
的
「
共
悶
性
」
基
礎
，
個
人
的
行
動
表
現
，
六
多

數
係
採
取
社
會
認
可
的
模
式
，
受
社
會
文
化
價
位
的
影
響
，
是
所
謂
模
式
佇
為
官
兵

H
n
g
a
甘
白
宮
三
日
)
，
可
是
個
人
在
社
會
生
活
中
，
除

了
扮
演
社
會
角
色
外
，
亦
在
表
現
個
人
的
功
能
，
人
格
中
此
一
「
個
別
性
」
的
存
在
，
係
以
個
別
價
值
系
統
無
根
據
，
因
此
每
個
人
有
其
倘
能
、

自
我
理
想
以
及
生
活
目
標
。

新
普
爾
格
的
「
精
神
科
學
心
理
學
」
'
欽
對
個
人
的
心
理
結
構
作
統
墜
的
把
握
。
你
們
所
重
視
的
統
繫
結
構
，
實
即
個
人
的
價
值
結
構
，
亦

即
生
活
型
式
。
新
普
蘭
絡
依
照
個
人
偎
植
層
次
的
聚
形

(
8
5
阱
。
口
浮
宮5

分
為
六
類
生
活
型
式
，
即
理
論
型
、
藝
術
型
、
經
濟
型
、
政
洽
型
、

社
會
型
、
宗
教
型
，
這
六
類
型
決
完
了
自
我
現
恕
及
個
人
對
外
界
的
主
觀
關
係
(
註
十
-
)
。

每
一
個
人
隨
看
個
人
價
值
系
統
的
差
異
，
對
外
界
事
物
持
本
木
闊
的
黨
度
，
同
樣
而
對
一
顆
參
天
夫
銜
，
理
論
型
弱
的
興
趣
在
終
銜
的
年
翰

以
判
定
樹
齡
，
並
對
弱
的
種
屬
加
以
冉
冉
究
;
經
濟
型
者
則
芳
慮
到
恕
的
實
用
效
金
，
腦
中
盤
耕
農
顆
樹
有
多
六
周
遂
，
續
多
少
錢
;
宗
教
型
者
則

肅
然
起
敬
，
相
信
神
木
之
中
必
有
聖
露
寄
居
其
上
;
藝
衛
型
者
則
為
緝
的
壯
觀
而
一
開
往
，
持
要
搞
給
寫
生
。
類
此
掌
例
在
日
常
見
荷
中
康
見
木
鮮

，
吾
人
對
外
界
事
物
的
態
度
及
行
動
，
芳
式
，
往
往
就
受
這
種
領
悟
導
向
問
影
響
。

組
生
思
相
信
這
種
復
倍
增
骨
肉
與
文
化
模
式
的
組
成
甚
才
關
聯
，
他
把
價
償
等
肉
歸
納
出
說
個
模
式
數
項
••

叫
自
我
導
向
對
集
體
措
骨
肉

(
ω
0月
1。
泣
。
自
古
巴
呂d
w

口
。=
2
旦
旦
司
。
門
戶
。
目
芯
片
戶
。

s
i
i

行
動
者
究
係
傾
注
於
白
身

9
把
自
己
看
成
獨

立
人
榕
的
個
麓
，
抑
或
將
自
己
親
為
社
會
團
體
的
一
份
子
，
以
閣
種
意
頗
為
依
歸
。

ω
感
情
放
縱
對
感
情
中
立
合
泣
。
們
已
三
件
呵
，
可
于
自
埔
同
。
口
丘
吉
自
己
白
色

Z
M
J
l
l
行
動
者
究
在
恣
縱
慾
求
，
只
顧
到
內
在
緊
張
的
解
除
，
或

是
能
面
對
現
實
，
為
長
謀
遠
慮
而
魁
制
燕
惰
。

叫
間
特
殊
健
對
普
及
經
(
的
口
。
由
戶
卅
戶
口

-
q
a
-
E
h
h
g
Z
O
D
E
m
)
1
行
動
看
究
為
針
對
事
物
之
一
特
殃
性
質
而
芳
處
或
作
頭
發
的
檢
討
。

凶
普
遍
性
對
獨
特
性
(
口
出
門
話
古
巴
古
自
2
.
3
3

門
而
已P
H
Z
E
)
t
i
行
動
者
究
係
以
普
遍
的
參
照
結
構
來
決
定
行
動
或
係
以
自
身
的
價

值
體
系
去
估
量
。

H間
指
定
性
或
成
就
性
(
悶
兒
且
也
片
叫
。
口

2
.
S
E
戶
。Z
B
呂
立
對
事
物
的
評
定
是
看
眼
於
其
本
來
性
質
或
鞏
視
其
表
現
的
投
能
。

總
之
，
文
化
、
社
會
、
人
格
是
行
為
的
三
個
層
面
(
也

-
E
S泣
。
自
己
，
皆
為
價
值
系
統
所
依
附
。
個
人
行
動
的
意
義
，
必
須
從
這
三
個
層

面
分
別
分
析
，
並
透
過
價
值
架
構
來
瞭
解
。
由
此
可
見
，
佇
為
科
學
的
發
展
有
其
必
要
，
只
少
說
價
種
觀
念
的
研
詩
而
言
，
它
掰
一
非
事
很
於
某
一

間
的T科
的
領
的
尉
，
而
是
科
際
的
題
峙
的
。

的

價
值
結
構
的
整
合
與
街
突

如
上
所
述
，
償
值
系
統
踩
見
諸
於
個
別
的
行
動
，
價
值
部
非
零
散
地
存
在
，
而
是
自
成
一
種
系
統
要
協
岫
即
使
附
於
人
怒
哀
(
紡
、
前
會
系
統
或

文
化
系
統
上
。
此
等
償
值
結
構
維
持
著
相
當
的
穩
失
控
，
除
非
外
界
環
境
才
了
劇
烈
的
變
動
，
導
致
闡
明
價
系
統
的
拍
照
謂
整
，
平
時
其
情
僻
伊
拉
隱

徽
木
彰
的
。

價
值
系
統
設
第
一
種
系
統
9
自
然
有
其
層
次
結
構
。
其
摸
底
層
的
部
份
係
由
最
根
本
的
「
誓
艾
略
價
倍
」
樁
成
，
其I
r一
則
有
「
濃
替
略
價
值

」
9
最
後
才
有
「
個
別
性
價
值
」
(
5
g
m吉
旦
旦
戶
口Z
-
2
)，
越
是
底
層
的
價
值
，
越
不
易
困
生
活
情
境
的
灣
選
而
更
動
，
向
時
越
是
超
越

時
間
與
空
間
的
特
性
。

美
科
斯

(
(
U
H
H

自
己E
E

早
已
已
在
其
著
名
的
價
值
研
究
中
(
設
十
二
)
，
指
出
價
值
系
統
總
是
具
有
多
個
層
面
(
已
戶R
B
丘
。
口ω
)
。
他
以

生
活
方
式
(
司
自3
2

】
門
話
〕
為
題
，
調
查
很
多
國
家
的
大
學
生
(
其
中
包
括
中
國
之
有
廟
、
印
度
、
日
木
、
阿
挪
威
、
法
閑
時
荐
)
，
有
關
美
搞

生
活
的
看
法
，
他
依
據
理
論
提
出
下
列
十
三
種
生
活
方
式

••

ω
保
持
既
有
的
最
佳
成
果
(
熱
愛
現
前
生
活
，
積
施
參
與
社
區
生
、
活
而
不
恕
加
以
改
變
)
;

叫
培
養
人
與
物
的
獨
立
性
(
保
留
私
生
活
的
自
在
，
讓
皇
順
著
個
體
佇
事
，
簽
過
冥
持
反
省
以
向
我
際
相
阱
，
來
得
內
心
叭
自
由
)
;

ω
對
他
人
表
示
間
情
與
關
切
(
不
損
人
刺
己
，
木
佔
有
還
慾
)
;

川
出
交
替
地
欣
賞
生
活
中
的
繁
華
與
冷
靜
，
(
木
企
業
給
制
生
活
，
而
只
冷
眼
旁
觀
生
活
中
的
冷
峻
戀
花
)

則
透
過
團
體
參
與
以
欣
賞
生
活
的
情
趣
(
盡
量
與
人
合
作
，
學
取
友
誼
)
;

叫
仙
繼
繽
掌
握
變
化
的
環
境
(
強
調
生
活
的
新
奇
變
化
，
木
讓
生
活
沉
滯
，
尋

A
X刺
激
、
冒
險
、
解
決
辦
問
題
，
講
洩
剩
餘
儕
升
，
)
;

的
佼
行
動
、
享
受
與
只
想
合
理
地
調
協
，
(
不
偏
不
崎
地
顧
慮
到
生
活
的
各
芳
面
)
;

的
健
全
地
生
活
，
讓
情
地
享
受
(
眾
情
享
受
生
活
的
樂
趣
，
但
不
奢
求
不
易
符
到
的
事
物
)
;

倒
逆
來
順
受
，
安
心
接
心
命
運
(
不
勉
強
自
己
去
追
求
，
靜
待
天
命
)
;

間
間
嚴
肅
地
魁
制
自
己
的
欲
還
(
一
一
良
好
的
生
活
是
擇
善
間
執
，
嘿
昇
惜
訶
德
的
仙
境
果
)
;

ω
靜
觀
內
心
的
生
活
，
(
冥
思
以
得
道
，
充
實
精
神
生
活
的
內
涵
)
;

ω
嘗
試
冒
險
新
奇
的
行
動
(
克
服
困
難
，
求
取
多
多
婆
家
的
生
活
)
;

的
淑
從
宇
宙
的
意
旨
(
虛
心
、
忠
誠
，
排
除
成
兒
，
迫
來
自
然
律
)
。

價
低
程
論
及
其
在
教
育
學
上
的
意
義

九
門
總

四
七
U



教
育
研
究
研
策
划

篇
十
四
輯

-
O
門
總

四
八

U

美
刺
斯
根
據
因
索
分
析
研
究
的
結
果
，
求
得
生
活
方
式
中
的
主
個
閃
素
:
的
社
會
約
束
與
自
殺
掉
制
，
的
在
佇
動
中
文
室
建
與
進
步
，
倒
退

隱
與
白
足
，
凶
接
受
徑
與
同
情
的
關
切
，
叫
縱
欲
。
由
莫
知
斯
的
們
研
究
叮
以
看
出
，
豈
是
「
生
活
芳
式
，
一
這
一
芳
苗
，
就
可
能
有
去
個
漢
替
性
價

值
存
在
。

儒
家
思
想
的
核
心
觀
念
「
仁
愛
」
，
可
以
說
是
一
種
基
層
的
普
及
性
價
值
，
文
如
常
會
提
及
的
「
問
我
持
積
」
也
英
語
樣
一
贊
普
良
性
價
值

。
不
同
民
族
權
管
圓
其
所
欲
適
應
的
生
活
情
堵
如
異
而
有
木
悶
的
文
化
價
值
榜
造
，
可
是
無
不
以
向
我
保
存
無
其
礎
，
閃
祖
師
績
是
民
族
延
續
的
條

件
。
對
於
一
個
社
會
系
統
一
弓

7
維
持
社
會
的
調
協
與
安
一
定
乃
是
最
根
木
帥
價
值
;
同
樣
俏
闖
關
故
，
在
人
格
系
統
巾
，
向
我
維
護
社
是
個
人
價
總
結

構
的
核
心
。

一
個
社
會
的
整
協
桂
、
通
常
可
白
等
及
性
價
值
與
選
替
性
價
值
的
比
例
看
出
來
。
涂
爾
幹
〈
問
自
叩
門
。
切
已
『

r
F
h
H
5
)

在
其
社
會
勞
工
論
戶
口
O

E
O
-
i丸
。
出
已
出
叫
，

5
4自
己m心
。
立
即
-
-
5
8
)豈
有
中
曾
透
過
「
社
會
連
帶
」
斑
二
益
集
體
意
識
」
的
觀
念
，
說
明
社
會
自
初
民
社
會
演
遲
到
近
代
社

會
乃
是
由
「
機
械
的
社
會
連
帶
」
遞
替
而
為
「
有
機
的
社
會
連
帶
」
的
過
程
。
隨
著
一
社
會
的
分
扎
扎
與
勞
動
的
勞
工
，
集
體
索
設
也
漸
消
褪
'
相
對

地
個
人
意
識
逐
漸
攘
頭
，
這
種
情
形
間
樣
霞
昧
著
社
會
文
化
系
統
中
的
導
及
性
價
峙
咱
們
甘
量
減
少
，
代
之
而
起
的
是
選
替
總
領
插
一
份
量
的
擴
六
。
在

極
度
分
化
的
現
代
社
會9
每
個
人
有
較
多
的
自
由
選
擇
範
圍
以
認
定
其
價
值
觀
念
。
一
個
社
會
中
次
級
文
化
漸
多
，
價
位
系
統
也
然
分
化
。
成
外

，
一
社
會
系
統
本
身
的
關
放
性
也
有
關
削
係
'
越
是
民
主
的
社
會
，
越
多
遠
替
梭
價
值
，
普
及
性
價
值
的
比
重
越
輕
。

價
值
體
系
為
社
會
文
化
發
展
的
變
項
。
當
一
個
民
族
或
社
會
的
價
值
觀
看
?
變
勤
工
有
闋
的
社
會
體
制
或
文
化
系
統
必
執
建
生
掛
常
化
;
相
反

的
情
形
，
社
會
文
化
結
構
改
變
，
同
樣
促
使
館
倍
系
統
且
是
絕
;
單
是
其
中
一
芳
百
結
噫
戀
還
需
另
一
芳
百
原
封
不
動
，
乃
是
罕
見
的
失
調
情
形
。

例
如
一
種
社
會
改
革
，
倘
若
有
闋
的
社
會
價
值
觀
念
不
會
改
變
，
那
練
這
種
改
其
也
只
落
得
彤
筒
具
女
，
木
會
有
多
少
效
果
，
因
股
要
進
行
一
種

社
會
改
革
，
不
得
不
認
識
這
一
社
會
的
位
值
結
構
。
同
樣
的
道
理
，
一
個
人
格
的
改
變
，
必
然
也
有
個
人
價
值
系
統
的
相
照
樣
-
化
，
要
改
變
一
個

人
的
行
為
，
除
解
其
間
田
伯
系
統
並
進
而
調
整
其
價
值
結
樁
，
是
較
為
切
實
才
效
的
手
段
。

當
社
會
文
化
變
遷
詩
，
價
值
系
統
輒
有
重
純
的
情
形
。
倘
若
客
觀
環
境
的
變
遷
過
熱
急
速
，
致
使
價
值
系
統
夫
灰
心
崎
效
的
改
組
，
則
很
聽
易

發
生
價
值
約
街
突
，
因
為
原
有
的
價
值
體
系
已
經
完
饒
，
新
的
體
系
尚
未
建
立
，
所
以
致
此
。

任
何
社
會
中
，
普
及
性
價
值
應
該
強
而
有
力
，
才
能
維
持
社
會
的
穩
定
，
當
選
替
性
價
彼
此
側
過
高
，
則
社
會
中
裙
帶
如
薄
弱
，
個
人
身
處
其

中
，
會
感
受
到
木
安
全
感
或
茫
亂
惑
，
同
時
個
人
價
值
結
構
也
普
遍
地
兵
占
有
一
較
犬
的
開
放
性
。
價
種
結
構
的
分
析
，
有
助
她
川
撩
鋒
一
飼
社
會
或
何
憫

人
是
否
容
易
接
受
外
來
的
影
響
。

外
來
文
化
的
侵
入
或
兩
種
文
化
的
交
流
往
往
訓
引
發
價
位
街
突
及
價
值
系
統
建
組
的
情
形
。
一
小
向
文
化
如
果
經
常
接
觸
，
必
然
因
交
主
影
響
而

使
其
中
之
一
或
是
兩
者
的
價
值
系
統
聲
合
性
受
訓
破
壞
。
有
時
社
會
文
你
變
選
拔
非
自
吼
叫
外
來
文
化
的
輸
入
布
條
內
部
叢
揖
啊
，
無
論
何
積
情
形
，

9由
於
「
文
化
擬
肉
體
i一
(
2
-
2
5日
益
g
t
d
)暫
時
消
失
其
突
顯
性
，
價
值
系
統
遂
愉
於
散
亂
而
是
解
組
狀
態
。
這
種
情
況
就
人
絡
系
H
V言
，

也
是
一
樣
適
用
。
當
個
人
由
於
生
活
環
境
的
劇
變
，
(
如
軍
六
挫
折
的
情
況
)
，
其
適
應
方
式
木
得
不
鉅
懦
變
革
時
，
「
個
人
的
擬
簡
體
，
一
(

E
O
B自
己
丘

g
丘
司
)
也
趨
於
黯
淡
不
彰
，
這
時
原
有
的
個
人
價
值
結
構
隨
著
動
搖
。

價
值
街
突
總
是
導
致
社
會
危
機
或
人
格
危
機
。
當
兩
種
選
替
性
價
倍
演
成
闖
明
顯
的
對
抗
情
勢
時
，
悶
了
社
會
可
能
泠
無
階
層
的
咕
咕
一
堅
持
立
，

或
分
裂
成
思
想
集
團
，
觸
發
街
突
的
危
機
。
例
如
不
同
教
派
的
對
峙
，
敬
條
或
主
義
的
敵
抗
，
世
代
的
差
院
及
街
突
等
等
。
就
人
絡
系
統
霄
，
當

一
個
人
面
對
互
不
相
容
的
兩
套
價
值
而
無
從
抉
擇
時
，
也
正
是
所
謂
角
色
街
突
酌
情
境
。
角
色
衛
突
可
分
為
「
角
色
闊
的
街
突
」
(
戶
口
卅
丘
吉
穹


S
E
卅
日
戶
口
計
)
與
角
色
內
在
街
突
戶
口
H
S
B
-
o
g
u卅
一
戶
口
已
兩
類
型
。
前
一
情
況
係
個
人
同
時
據
有
不
相
容
的
兩
個
角
色
，
無
法
協
調
袋
顫
，
例
如

職
業
婦
女
在
專
業
與
家
庭
闊
的
街
笑
，
此
類
角
純
街
突
涉
及
的
價
值
街
突
，
通
常
較
易
解
決
，
因
為
它
僅
是
兩
種
事
物
在
價
倍
體
系
下
們
聽
空
間

題
;
後
一
種
情
況
係
個
人
所
知
覺
的
或
所
認
間
的
角
色
行
為
(
即
角
色
構
怒
V
與
社
會
的
角
色
期
待
和
街
突
。
例
如
社
會
所
期
待
於
一
個
青
年
學

生
者
為
不
吸
焰
，
但
是
他
部
向
同
輩
團
體
認
筒
，
以
為
吸
姻
才
合
乎
他
時
間
這
與
成
曲
闊
的
學
生
影
像
，
這
時
吸
姻
的
價
值
在
個
人
價
值
體
系
下
就
成

為
問
題
，
無
法
確
定
其
地
位
。
(
遺
棄
可
能
有
兩
種
情
形
。
其
一
係
個
人
知
覺
到
社
會
的
角
色
期
待
，
但
木
願
接
受
這
種
角
色
的
要
決
;
另
一
則

為
個
人
的
角
色
構
想
本
身
就
與
社
會
的
角
色
期
待
和
街
突
，
他
以
為
吸
姻
並
不
見
得
違
背
社
會
組
範
)
。

社
會
學
土
討
論
的
「
邊
際
人
」
(
自
白
閥
門
口
已
E
E
V

，
也
於
介
乎
不
同
文
化
系
統
或
木
向
社
會
團
體
的
邊
緣
，
故
易
有
一
價
值
街
突
的
情
況

。
例
如
僑
居
外
盟
約
華
人
或
久
居
海
外
還
闖
關
定
屑
的
人
，
登
多
少
感
受
到
中
國
文
化
價
值
觀
念
與
商
洋
文
他
價
值
觀
念
的
街
突
。
事
實
主
，
這
一

代
青
年
人
適
介
於
傳
統
文
化
與
新
文
化
的
過
渡
期
，
問
樣
受
木
問
價
倍
系
統
灼
衝
擊
，
可
見
「
邊
際
性
」
(
月
臼
門
閥
門
口
已
芹
M
G
乃
是
一
種
相
當
普

遍
的
現
象
。

價
值
重
組
是
生
活
情
境
面
臨
姻
也
尋
求
賞
一
新
適
應
的
必
要
芋
殼
，
一
個
科
叭
會
危
機
的
解
決
，
往
伴
可
以
發
現
價
情
貢
級
的
痕
跡
，
個
人
的
生

活
適
應
也
不
例
外

o
試
以
一
個
人
意
外
受
傷
而
成
殘
廢
為
例
，
這
種
生
頭
鶴
殘
的
突
然
發
生
，
是
一
積
重
犬
的
打
擊
，
個
人
要
面
對
現
實
，
接
受

身
稜
傷
殘
的
事
實
，
必
然
有
過
一
段
心
理
的
掙
扎
而
後
有
價
億
萱
級
的
結
果
。
例
如
鄧
波
(
斗
目
再
也
品
已
。
白
宮
)
等
指
由
(
註
十
一
二
)
，
這
種
價

值
調
藥
包
括
四
方
面
。

的
擴
大
價
值
的
範
圍

l
!

傷
殘
者
體
認
到
生
活
的
臼
標
是
多
芳
百
的
，
傷
殘
狀
態
雖
然
是
一
積
損
失
，
可
是
人
生
積
繹
追
求
的
價
值
很
多
，

叮
以
從
其
他
方
面
，
如
學
業
、
事
業
、
感
情
、
品
德
的
成
就
來
做
替
代
的
精
償
。

叫
約
束
傷
殘
的
後
果
通
常
初
逢
不
幸
或
碰
到
環
境
突
變
時
，
傷
踐
者
會
覺
得
還
是
無
可
彌
補
的
全
鱗
損
失
，
宛
如
天
要
桐
樹
下
，
莫
如
適

從
o
經
過
一
段
痛
苦
與
失
望
的
日
子
，
心
情
逐
漸
平
靜
，
慢
慢
清
查
善
後
，
遂
熊
器
及
其
他
曙
光
與
出
的
間
，
如
崇
教
信
仰
、
學
衛
研
究
等
，
覺
認

對
損
失
並
非
全
盤
的
，
尚
有
其
他
依
靠
，
進
而
重
訂
姜
後
復
建
計
劃
。

價
值
理
論
及
其
在
教
育
學
的
上
意
義

總

四
九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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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五
0
)

切
將
身
體
品
質
的
師
為
次
要
l
i
傷
殘
狀
態
所
牽
涉
到
的
是
身
鶴
健
康
與
外
爽
的
因
素
，
當
道
路
一
因
素
殺
傷
殘
串
串
焉
得
渦
份
愛
要
時
，
統
一
小
兔

專
注
於
自
身
的
缺
陷
，
越
覺
得
自
卑
自
憐
。
所
以
一
般
適
應
較
為
一
良
好
的
傷
殘
者
往
往
採
取
適
當
的
自
我
防
衛
，
不
自
覺
地
提
寓
與
身
體
無
關
品

質
的
價
值
，
如
智
慧
、
勇
氣
、
忍
耐
、
同
情
等
，
而
故
意
貶
低
身
體
品
質
在
價
值
階
層
中
的
地
位
，
以
成
谷
一
自
我
接
受
。

ω
改
變
比
較
價
值
為
內
在
價
值
!
!
事
物
的
評
價
可
今
揖
岡
比
較
價
值
與
內
在
價
值
一
兩
麓
，
前
者
係
以
其
與
相
關
事
物
的
比
靜
而
決
食
品
且
要
性

，
後
者
則
但
鬧
事
物
本
身
的
功
能
與
效
用
。
傷
殘
者
若
能
放
棄
一
向
與
人
較
暈
乎
一
下
的
芳
式
而
僅
芳
為
本
身
的
能
力
限
制
與
實
際
成
就
，
專
以
自

己
的
進
步
情
形
為
評
量
的
準
確
，
自
必
逐
漸
心
平
氣
和
，
接
受
其
傷
殘
狀
態
。

以
上
所
提
到
的
四
點
，
雖
然
側
重
在
傷
殘
狀
蔥
的
接
受
，
事
實
上
也
可
據
以
說
明
價
值
改
變
在
生
活
適
應
過
程
中
的
功
能

o
任
何
生
活
條
件

的
突
變
，
代
表
一
種
適
應
的
危
機
，
無
論
就
個
人
或
社
會
間
體
言
，
皆
是
如
此
。
只
有
經
過
這
樣
的
內
部
調
整
，
才
能
化
險
為
夷
，
繼
續
宮
發
或

社
會
的
發
展
。但)

價
值
觀
念
的
發
展

價
值
觀
念
不
是
與
生
俱
來
的
，
這
與
人
性
本
善
或
本
惡
的
爭
辯
並
設
有
關
係
。
現
代
的
學
者
已
普
逅
相
信
價
值
觀
念
是
隔
著
個
體
認
知
能
芳
的

發
展
而
逐
步
形
成
，
他
們
著
跟
於
它
怎
樣
形
成
而
非
先
驗
的
踅
性
存
在
與
否
的
問
題
。

然
則
價
值
觀
念
何
持
閔
始
存
在
，
又
償
信
教
念
的
發
展
可
分
為
幾
個
階
段
這
個
問
題
，
一
宣
布
著
相
當
紛
歧
的
君
法
，
特
別
是
本
閱
價
恰
相
觀

念
如
何
形
成
的
解
釋
9
也
有
幾
種
不
悶
的
觀
點
，
分
別
代
表
不
同
學
派
的
心
現
學
理
論
。

就
傳
洛
伊
德
精
神
分
析
學
派
的
人
絡
發
展
理
論
說
，
續
續
意
識
的
存
在
早
自
「
忽
我
」
(
旦
有

H
O鬧
。
)
的
建
立
就
開
始
。
從
出
生
筱
第
三
年

起
，
成
人
關
始
訓
練
兒
莖
控
制
大
小
便
，
逐
漸
把
社
會
文
化
制
度
中
的
價
值
觀
念
，
如
清
潔
、
服
從
、
自
制
等
權
轍
給
兒
童
。
稍
後
「
一
我
」
(

4。
間
。
〉
開
始
萌
菜
，
藉
劫
於
認
同
作
用
(
E
E立
自
口
創
立
。

5

，
兒
童
撫
拾
父
母
、
特
別
是
同
性
父
母
的
一
位
一
態
度
、
頤
刊
望
工
襟
誰
與
價
值
觀
。
傅

洛
伊
德
特
別
強
調
一
二
、
問
歲
時
「
戀
母
情
結
」
(
。
且
門
口

g
g
g
H
U
Z
H
V

困
擾
的
解
決
，
使
兒
童
的
恕
我
擎
悶
地
樹
立
，
商
時
-
我
也
漸
成
形
，

因
此
從
這
時
起
兒
童
才
曉
得
「
愧
疚
」
(
間
丘
H
H
)。
這
種
愧
疚
總
是
起
於
兒
童
未
能
達
成
內
在
願
翠
的
認
同
水
準
，
可
見
在
這
瞬
間
拉
克
葷
的
價

值
意
識
已
相
當
充
實
了
。

整
個
潛
伏
期
﹒
亦
即
自
五
歲
至
青
春
期
的
學
章
寫
，
一
肉
被
認
為
是
入
糕
點
補
鹿
為
棋
中
最
平
稽
的
階
段
，
乃
是
學
習
社
會
角
色
之
樂
歌
女
花

價
值
的
軍
要
持
期
，
在
大
多
數
情
形
下
，
兒
(
叢
已
能
將
就
會
價
值
系
統
的
索
要
部
份
內
在
化
，
成
為
其
人
榕
的
一
部
份
，
至
於
個
入
價
值
系
統
的

聲
建
，
則
為
青
少
年
刻
的
要
務
。

價
值
結
構
的
演
變
與
身
心
發
展
階
段
頗
有
關
聯
，
精
神
分
析
學
者
文
立
克
森(
H
W
H
H

口
開
E
r
g
g

提
出
的
心
寢
社
會
環
震
階
段
(
的
百
間
。
ω

(

~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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胎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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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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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
h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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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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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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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育
研
究
研
集
丹

第
十
四
輯

一
閃
出
〔
總
去
一
一
)

A
)卅
間)
ω咱
們F
E
R
丹
也
戶
已O
d
Z
Z
H
M
E
E

忌
，
或
者
可
用
以
解
釋
各
階
段
的
價
值
觀
魚
串
門
展
重
點
。
也
許
可
以
這
樣
說
，
一
歲
以
前
，
「
信
賴
」
是
幼

兒
所
能
意
識
的
唯
一
積
極
價
值
，
「
不
可
靠
」
則
是
消
板
價
值
;
第
三
年
時
，
信
賴
之
外
，

-
e自
主
性
」
也
是
主
要
價
值
，
「
羞
慚
」
、
「
時
間
最

」
是
妨
礙
人
絡
發
展
的
消
極
價
值
。
茲
將
這
八
階
設
列
如
的
圖
(
註
十
四
)
。

雖
然
文
立
克
森
所
討
論
的
偏
重
在
人
格
發
展
與
心
理
健
康
芳
雨
，
但
是
價
值
系
統
的
層
次
給
樽
橫
芷
若
會
展
階
段
而
有
木
悶
的
模
式
，
似
乎
是

一
可
以
斷
言
的
，
可
惜
在
這
芳
面
精
神
分
析
人
格
理
論
並
沒
有
進
一
步
深
入
去
探
討
。

社
會
分
析
理
論
(
曲
。
丘
且
二
串
門
口
戶
口
問
品

g
H
古
巴
是
利
用
學
習
理
論
以
解
釋
傅
洛
伊
德
人
絡
發
展
學
設
中
幾
個
系
木
偎
設
的
心
理
學
紋
。

這
一
涼
的
中
堅
學
者
如
羅
拉

(
T
F口
口
已
E
H皂
、
米
勒

(
Z
E
-
P

宮
門
戶
芯
片
)
、
班
都
拉
(
〉-
F
O
E切
巴
拉C
H
m
w
)
、
華
勒
特

(
H
C
n
E
H

已

出
-
4『
丘
芯
片
)
等
皆
相
信
價
值
觀
念
是
在
社
會
生
活
經
驗
中
學
哲
而
得
。
悶
兒
童
由
於
自
幼
對
父
母
依
附
芯
片
片
自
各
自
g
付
)
很
深
、
自
覺
到
對

成
人
，
特
別
是
競
人
)
的
仰
賴
狀
蔥
(
血
。
口
。
益g
n
可
)
，
所
以
對
於
父
母
的
行
為
板
式
與
觀
念
慈
度
遂
不
自
覺
地
透
退
「
觀
察
」
、
「
模
仿
」

、
「
示
範
」
、
「
認
同
」
而
因
襲
吸
收

0
起
初
，
兒
童
係
覺
察
自
身
與
父
母
，
無
論
在
權
力
、
權
益
或
企
盼
的
人
格
特
贊
中
力
面
均
有
靈
犬
的
差
距

，
因
而
開
始
相
信
如
果
自
己
與
父
母
因
類
似
而
一
體
的
話
，
他
將
訂
能
據
有
某
些
相
同
的
特
質
及
權
益
，
所
以
就
有
素
或
無
景
地
模
仿
和
學
習
父

母
的
行
動
方
式
，
俾
使
自
己
與
父
母
的
品
質
更
為
接
近
，
最
後
他
全
部
法
受
父
母
的
態
度
、
作
風
和
觀
念
，
特
別
是
價
值
觀
念
，
這
種
諒
同
作
用

在
葉
個
學
前
時
期
極
為
實
耍
，
食
際
上
從
第
三
年
後
半
期
關
始
，
兒
童
就
曉
得
模
仿
了
。

認
間
作
用
的
直
接
結
果
有
二••

其
一
稱
為
「
性
別
造
形
」

(
ω
O
H
!

哥
阿
拉
出
問
)
，
兒
童
首
先
學
得
自
己
所
屬
性
別
的
角
色
行
為
，
以
及
本
闋
的

價
值
、
興
趣
與
態
度
。
通
常
女
童
向
總
游
或
姊
姊
認
悶
，
男
孩
則
向
爸
爸
或
哥
哥
認
同
。
這
種
認
同
作
用
是
否
順
利
，
均
親
兒
愛
與
其
所
認
同
對
象

悶
的
感
情
蹋
係

O
倘
若
兩
者
關
係
融
洽
，
則
認
間
較
易
，
當
然
兒
童
認
知
能
力
的
成
熟
也
很
貴
耍
，
認
一
幫
附
中
保

(
F
S
H
O
B
O
M

叭
。
日
凶
手
角
色
認
為
兒
幸

有
關
閉
性
別
角
色
的
自
我
認
定
，
大
約
在
五
歲
至
六
歲
之
間
建
立
。
也
就
是
說
，
締
造
年
齡
起
裁
者

7
有
關
性
別
的
價
倍
親
與
穩
度
(
註
十
玄
)
。

認
同
作
用
的
另
一
結
果
便
是
「
一
一
良
心
」(
2
5
民
g
n
o
v的
發
展
。
依
照
社
會
學
習
頭
說
，
衷
心
並
非
先
夫
理
性
的
采
賊
，
而
是
後
夫
額
相
當

的
結
果
，
為
認
同
作
用
的
產
物
。
兒
童
自
覺
必
須
依
賴
成
人
的
愛
護9
為
恐
失
去
父
母
的
感
情
，
遂
在
行
為
芳
百
盡
覺
符
合
成
入
要
求
的
水
準9

另
一
方
面
，
成
人
則
寫
獎
懲
(
包
括
責
罵
、
體
罰
之
贊
美
，
酬
償
)
的
運
用
而
子
以
增
強
，
凡
是
符
合
父
母
要
乘
著
則
予

-
K增
強
(
獎
勸
)
，
相

反
的
則
加
負
增
強
，
經
過
了
相
當
時
間
的
制
約
，
兒
童
漸
學
習
到
木
間
情
境
中
的
芷
確
反
應
l
要
誠
賢
、
要
守
規
矩
三
按
合
作
、
要
服
從
。
當
兒

童
做
錯
了
事
或
有
不
合
道
德
標
準
的
行
為
時
，
如
且
棚
竊
、
胡
說
謊
、
一
鬧
事
時
，
由
於
期
待
可
能
的
懲
罰
，
自
然
而
然
會
感
到
焦
慮
。

一
良
心
的
發
展
有
一
定
的
條
件
。
兒
童
除
了
能
認
知
善
惡
之
分
外
，
還
要
在
為
誰
同
時
能
覺
驕
傲
三
竹
惡
時
會
感
愧
疚
，
此
即
在
消
德
的
判
斷
外

，
尚
氛
有
道
德
的
感
情
。
這
個
條
件
顯
示
衷
心
的
一
形
成
過
程
中
，
認
同
作
用
實
已
包
括
「
內
搔
」
(
阿
丘
吉

T
n泣
。5
)
或
「
內
在
化
」
(
當
阱
。
?

出
自
]
芯
丘M
Q
S
在
內

o
兒
重
要
把
「
重
要
的
他
人
」
(
已
間
丘
用
戶
口
且
早
已
計
自
己
內
在
化
而
成
為
自
我
的
一
部
份
，
所
以
道
德
價
值
出
一
種
外
在

的
行
為
標
準
變
成
自
我
的
重
要
部
份
。
社
會
學
習
注
冊
派
學
者
如
席
爾
斯
(
同

-
F
ω
g
z
v

等
強
調
一
一
良
心
代
表
鋒
做
或
社
會
控
制
(
曲
。
旦
旦

A
S口
口
。
己
的
內
在
化
，
他
們
指
出
兒
童
必
氮
符
合
三
個
條
件
才
算
達
成
衷
心
的
發
展

••

ω
能
抵
制
誘
惑
，

ω
能
指
導
自
己
去
遵
守
競
矩
，
間
有

教
疚
的
徵
象
門
設
十
六
)
。

進
入
學
童
期
以
後
，
也
於
概
念
的
發
展
，
兒
量
的
一
一
良
心
也
隨
著
概
念
化
，
成
為
一
發
抽
象
競
窮
的
結
構
。
這
恃
兒
童
的
道
德
佇
億
日
不
限
於

消
極
地
避
兔
懲
罰
，
且
能
積
極
地
為
所
應
為
，
可
見
，
道
德
價
值
觀
念
已
穩
固
地
植
基
於
兒
童
的
認
知
系
統
中
。

青
少
年
是
文
立
克
森
辨
認
「
→
我
擬
同
期
」
，
也
是
價
值
觀
念
最
突
顯
的
階
段
，
究
其
璟
函
，
一
若
，
青
蓉
城
開
始
後
生
理
變
化
急
遂
，
青

少
年
需
要
有
穩
定
的
自
我
觀
念
以
及
內
在
價
值
說
範
作
為
依
佑
，
律
木
致
隨
僻
浮
沉
，
但
人
價
值
系
統
的
建
立
，
使
青
年
獲
釋
自
我
的
「
延
續
惑

」
(
2浮
宮
旦
這
)
與
「
向
一
感
」

(
E
B
g
g
ω
)
;再
者
二
百
年
湖
面
臨
學
業
、
專
也
未
等
重
大
抉
擇
的
十
字
路
口

9
甜
甜
免
要
對
兒
童
均
以
來
一
所

獲
誨
的
社
會
價
值
觀
念
加
以
反
省
檢
討
;
三
者
，
青
年
均
有
較
長
遠
的
時
筒
與
空
間
觀
念
，
故
能
展
望
來
霆
，
覺
察
到
有
統
一
的
生
活
哲
學
的
需

要
;
最
後
，
青
少
年
造
身
於
木
闊
的
社
會
要
求
及
生
活
鹿
﹒
刀
，
並
可
能
有
較
多
的
心
理
衛
笑
或
角
色
街
突
，
因
而
使
得
他
霓
求
一
個
較
協
調
一
致

的
價
值
系
統
，
不
僅
合
乎
社
會
需
求

9
立
與
同
輩
圈
蟹
，
自
我
理
耕
田
取
待
配
合
。

社
會
學
習
論
派
對
於
道
德
價
值
觀
念
發
展
的
討
論
，
雖
兔
偏
重
在
兒
童
對
父
母
的
認
同
一
方
面
，
其
質
兒
童
或
青
少
年
的
參
照
團
體
(

H
O
H
R
S
B閥
門
。
出
口
)
於
個
人
價
值
系
統
的
形
成
上
9
亦
有
不
容
忽
視
帥
影
響
，
特
別
在
學
童
期
以
後
，
同
輩
窗
體
的
定
要
性
倍
增
，
並
木
滅
於

兒
童
的
父
母
。

所
謂
參
照
團
體
，
依
照
甜
甜
立
夫
夫
婦
(
古
巴
N
p
h
R
S
ι白
白
。
可=
ω
穹
且
同
)
約
定
義
而
註
十
七

)
9
係
指
「
僧
人
自
許
為
其
一
份
子
或
盼

望
在
心
理
上
與
其
牽
連
的
菌
種
」
。
參
照
團
體
一
方
茁
為
個
入
評
置
自
我
成
就
的
標
準
，
另
一
芳
面
也
是
個
人
價
值
系
統
與
生
活
自
標
的
來
源
。

-
般
青
少
年
總
是
盡
蠱
與
罰
輩
團
體
在
價
值
觀
上
取
得
一
致
立
場

9
以
游
足
歸
屬
感
的
需
要
，
有
時
參
照
固
體
可
能
令
數
傲
，
但
總
午
有
一
倘
特
別

重
要
而
較
為
突
顯
。
因
此
，
除
非
邊
際
人
的
處
境
，
參
照
田
間
煙
往
往
構
成
個
人
價
值
系
統
的
主
要
架
構
。
或
代
社
會
心
理
學
強
調
參
照
閱
體
閑
時

其
有
「
說
範
功
能
」
(
口
旦
旦
旦
穹

O
E
E
口
泣
。
自
)
與
比
絞
功
能
(
2
5
3
立
S
E
E

口
口
丘
。
目
)
，
正
是
此
詣
。

也
臥
車
傑
的
發
展
認
識
論
是
討
論
價
位
觀
念
的
發
展
最
重
要
的
學
說
，
不
僅
在
道
德
判
斷
的
研
究
方
甭
提
供

7
實
驗
心
理
的
基
礎
，
而
且
在
認

知
價
值
的
發
展
方
面
，
也
從
認
識
論
的
觀
點
有
確
切
的
說
咱
們
。

在
「
兒
童
的
道
德
判
斷
」
(
們
∞
芒
問

O
E
B
丹
臣
。
阿
拉-
n
F
O
N】
、E
E
E
)

書
中
，
皮
亞
傑
把
道
德
判
斷
的
發
展
分
為
一
三
個
階
段

••

的
無
律

(
白
白
。
自
凹

0
)
的
階
段
i
兒
童
在
四
、
五
歲
前
，
尚
未
能
把
握
道
德
規
範
的
意
義
，
投
無
道
德
意
識
存
在
，
當
然
無
道
德
價
值
判
斷
。

ω
他
律
(

H
H
O
H
O
E

口
。
白
凹0
)
的
階
段
i
六
約
自
四
、
五
歲
到
七
、
八
歲
，
兒
童
混
成
人
的
組
定
或
現
成
的
約
制
為
神
聖
木
可
侵
犯

9

其
道
德
意
識
係
悟
於

外
力
的
壓
制
，
基
於
懲
罰
的
避
免
。
叫
自
律

(
E
S
E
B
戶
志
的
階
段

i
凡
、
九
歲
以
後
，
兒
童
開
始
能
根
據
個
人
的
價
值
一
結
構
對
行
為
的
書

價
值
理
論
及
其
在
教
育
學
主
的
意
義

一
五
-
h總

五
三
)



教
育
研
究
研
集
到

第
十
四
輯

一
六
(
總

五
個
)

惡
作
獨
立
的
判
斷
，
其
道
德
行
為
由
避
免
懲
罰
變
為
履
盡
道
德
義
務
，
由
權
威
的
約
制
轉
而
成
合
作
的
要
求
，
而
最
重
要
的
是
兒
童
間
開
始
以
「
道

德
相
對
觀
」
代
替
「
道
德
現
實
觀
」
作
為
道
德
判
斷
的
基
礎
，
其
道
德
標
準
已
具
有
相
當
的
彈
性
，
能
移
考
慮
到
行
為
的
動
機
而
木
僅
是
衡
量
佇

為
的
後
果
。
同
時
兒
童
也
相
信
賞
罰
的
目
的
並
不
在
乎
因
果
報
應
，
而
是
基
於
相
互
尊
重
(
或
互
惠
)
的
必
要
。

在
一
般
認
知
能
力
的
發
展
方
面
，
皮
亞
傑
根
據
他
的
結
構
論
(
丘
吉
丘
自
己
眩
目

0
)
觀
點
，
指
出
智
力
的
發
展
經
歷
四
個
階
段

••

的
感
覺

動
作
期
!
寫
歲
以
前
，ω
操
作
前
期
1
白
二
歲
至
六
、
七
歲
，
似
具
體
操
作
期
!
自
六
、
七
歲
至
十
→
二
一
歲
，
叫
彩
式
操
作
均
1
十
一
二
一
歲

以
後
(
註
十
八
〕

9
每
一
個
階
段
與
價
值
觀
念
的
發
展
品
自
有
密
切
的
關
係
。

郭
爾
諜
承
接
皮
亞
傑
的
觀
點
，
發
傷
光
大
，
仍
應
用
認
知
發
展
方
法(
2怕
自E
Z
ι
o
S
E
H
V
E
g
g
-

品
質
。
m
n
F
)，
探
討
道
德
觀
念
的

發
展
，
他
分
整
個
過
程
為
三
個
層
次
，
六
個
階
段
(
詮
十
九

v..

叫
成
規
前
層
次
芯
片
。
口
。
口
語
已
戶
。
自
己
-
o
z
-
)

在
這
層
次
，
兒
童
對
文
化
扭
扭
律
或
善
惡
是
靠
的
反
應
，
完
全
係
根
據
可
能
的
獎
懲
或
行
動
的
後
果
來
決
定
，
包
括
兩
個
階
段
。

第
一
階
段••

懲
罰
和
阪
從
導
向
(
5
0冒
出
向
各
自
呂
付
自
已
。
F
m
e
E口
。
。
泣
。
口
芯
片
戶
。
口

)
i
l
在
這
階
段
，
行
動
的
直
接
結
果
決
定
善

惡
而
不
間
對
人
類
的
意
義
或
價
值
，
避
免
懲
罰
與
跟
您
權
威
驅
使
個
人
去
踐
佇
道
德
行
為
。

第
二
階
段••

工
具
始
相
對
觀
導
向
(
H
F
O
E
ω

白
E
E
E
-
B
H
m己
已
泣
。
立S
S
泣
。
出
〕
l
i
凡
能
漏
足
自
己
並
間
或
漏
足
他
人
的
行

動
就
是
好
的
行
動
，
此
階
段
已
有
「
公
平
一
、
「
恕
道
」
、
「
均
寫
」
的
概
念
，
但
係
著
眼
於
賢
惠
的
觀
點
。

必
成
鼠
的
層
次
(
口
。
白
話
浮
宮
口
已

-
2
0
3

在
這
層
次
，
凡
符
合
家
庭
﹒
團
體
或
囡
家
之
期
待
者9
不
論
其
直
接
或
顯
闋
的
結
果
，
均
為
好
的
行
為
。
此
種
態
度
不
慣
顧
到
對
個
人
綴

待
與
社
會
秩
序
約
遵
從
，
且
采
及
對
現
有
秩
序
的
忠
誠
。
也
可
分
為
一
兩
階
段••

第
三
階
段••

入
際
協
和
時
骨
肉
(
岳
。
古
宮
門
口
。
門

m
o
g
-
n
O
D
G

丘
E
B
Z
Z
泛
R
Z
S
i
i

凡
能
古
人
歡
喜
或
受
人
贊
許
者
，
就
是
好

的
行
為
。

第
四
階
段••

法
律
和
秩
序
導
向

Q
E
O
E
嵩
g
b
。
益
。
片
。
泣
。
E
m
泣
。
自v
i
l
凡
農
行
職
賞
，
尊
萱
權
威
，
維
持
故
有
社
會
秩
序
者

'
就
是
一
良
好
行
為
。

制
成
績
後
、
自
律
或
原
則
性
層
次
(
廿
。
丘
口
。
白
話
丘
戶
。

E
-
w
E
S
E
B
。
5
.
。
門
口
門
戶
口

a
z
a
z
z
-
)

在
這
層
次
個
人
漸
能
超
脫
個
入
辨
認
定
團
體
的
權
威
的
影
響
，
試
很
據
自
己
的
道
德
偵
緝
觀
念
終
導
判
斷
。
亦
分
無
爾
階
段

••

第
五
階
段••

社
會
契
約
合
法
性
導
向
(
5
0呂
立
自H
I
E丘
5
公
訪
問
色
古
門
戶
口
。
泣
。
足
足
古
巴

v
i
l

返
常
帶
有
實
用
色
診
。
從
一
般
個

人
權
利
和
整
個
社
會
同
霞
的
標
準
去
確
定
正
當
的
行
為
，
帶
有
個
人
價
值
的
扣
相
對
論
價
肉
。

第
六
階
段
••

普
遍
性
倫
理
原
則
導
向

(
5
。
口
自
言
。
門
的
自

H
O
H
F戶口
已-
V
H
戶
口
已
甘
戶
。
。

M
O
D
H
缸
片
戶
。
s
i
i

正
當
行
為
係
依
按
自
我
選
擇
而
合
乎

邏
輯
瞭
鮮
、
普
遍
性
和
一
致
性
的
法
則
，
由
衷
知
所
決
定
的
行
為
。

由
上
可
見
，
個
人
的
價
值
觀
念
系
統
是
配
合
認
知
能
力
的
發
展
，
依
循
一
定
的
階
段
，
逐
步
」
形
成
。
它
有
發
展
心
理
學
的
基
礎
，
可
作
為
行

為
科
學
的
研
究
索
材
。

開

價
值
率
就
與
自
我
結
桔

個
人
續
續
系
統
是
自
我
結
構
的
三
部
份
，
此
一
系
統
的
層
次
組
織
與
社
會
文
化
價
值
系
統
的
層
次
是
否
符
合
一
致
，
端
視
自
我
觀
念
的
閻
明
韌

性
而
定

9
此
外
，
價
信
系
統
的
彈
性
亦
與
自
我
結
構
的
開
放
性
相
關
。

所
謂
自
我
觀
念
，
乃
是
個
人
對
其
軀
體
與
生
亟
需
要
，
其
在
社
會
生
活
中
所
拉
住
的
諸
種
角
色
以
及
對
某
些
一
信
念
、
意
廠
與
價
值
體
系
的
主

觀
認
定
(
註
二
十
)
。
自
我
觀
念
所
包
括
的
不
僅
是
「
自
我
形
像
」
(
臣
民

-
g
m
w
昀
拘
)
而
曰
，
並
且
代
表
「
自
我
態
度
」
(
臣
民

1
缸
片
丘
吉
色
。

)
。
它
是
個
人
對
自
己
、
自
己
有
闋
的
一
切
事
物
(
包
括
他
人
)
的
一
套
態
度
，
任
何
態
度
總
附
帶
若
價
憧
的
評
定
，
自
我
態
度
也
向
樣
顯
示
對

自
我
影
像
的
評
價
，
由
態
度
的
表
現
哼
著
出
個
人
對
自
身
的
人
給
品
質
及
生
活
條
伴
是
否
能
移
接
受
。
因
此
，
自
我
觀
念
俊
雄
畔
木
閱
評
價
，
當
然

與
價
值
觀
念
有
關
。

自
我
觀
念
發
展
的
初
期
，
似
乎
自
我
態
度
尚
未
顯
著
地
存
在
，
個
人
只
有
主
觀
認
定
的
自
我
形
像
，
因
為
道
持
位
精
芝
反
報
告
省
的
能
力
，

雖
然
價
值
觀
念
業
已
發
展
，
但
是
封
係
全
盤
承
龔
自
社
會
價
位
系
統
，
以
父
母
或
有
關
成
人
的
意
頗
為
依
歸

9
尚
無
獨
立
判
斷
的
能
芳
。
只
有
過

了
青
春
期
以
後
，
但
人
心
智
發
展
趨
於
成
熟
，
拾
象
思
考
與
想
像
力
較
為
國
耳
宮
，
這
時
才
開
始
尋
貧
自
我
認
間
懷
古
已
于
在
呂
立
昨
日
刊
)
，
同
時
由

於
膽
望
將
來
的
透
觀
能
克
大
為
增
長
，
個
人
木
但
著
手
營
建
吳
生
活
躍
恕
，
理
想
我
開
始
作
用
，
而
民
幣
展
出
一
套
裳
現
自
我
的
生
活
型
式

9
這

套
生
活
型
式
成
為
個
人
價
倍
結
構
的
骨
架
。
斯
拉
有
蘭
終
將
這
種
續
往
構
造
分
為
六
類

••

理
論
型
、
咐
甄
捍
衛
型
、
政
治
型
、
經
濟
型
、
社
會
型
、
宗
教

型
，
不
同
類
型
的
生
活
型
式
，
其
價
值
結
構
自
有
不
悶
。

在
進
入
青
春
期
以
前
，
但
人
約
自
我
觀
念
是
以
軀
體
形
相
(
穹
身

-
E
m
w
m
o
)

及
社
會
角
色
的
認
定
為
主

9
其
價
值
觀
念
立
的
已
提
及
，
與

社
會
文
化
價
值
系
統
的
層
次
約
權
六
體
相
同

9
可
說
是
一
種
「
客
觀
價
值
」
;
心
理
我
形
成
以
後
，
自
我
觀
念
伯
特
價
展
步
入
主
觀
期
(
註
廿
一
)

9
個
鐘
才
能
根
樣
撥
拾
自
社
會
的
價
值
觀
念

9
另
建
屬
於
自
己
的
領
健
體
系
，
是
所
謂
「
主
觀
價
值
」
，
因
為
它
或
多
或
少
自
社
會
成
制
設
股

9

成
為
獨
特
的
價
值
結
構
。

分
析
個
人
價
鐘
體
系
的
功
能

9
一
向
符
主
點••

第
一
、
賦
予
行
為
的
一
意
義
i
i
行
為
的
發
生
固
然
起
於
動
機
，
用
以
漏
足
需
要

9
但
是
在
青
春
翔
之
前
，
猶
未
能
把
握
自
己
佇
魚
的
意
義
，

價
值
涅
論
及
其
在
教
育
學
主
的
意
義

一
七
門
總

五
五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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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六
)

具
有
形
成
自
我
價
值
體
系
以
後
，
個
體
才
有
生
活
目
標
的
構
設
。
所
謂
行
為
的
意
義
，
實
存
在
於
行
偽
預
期
的
結
果
與
此
目
標
的
關
務
，
凡
諸
實

說
生
活
遐
想
的
行
動
，
個
人
就
覺
得
有
意
義
。

第
二
、
作
為
評
定
成
就
的
標
準
!
i
任
何
有
意
向
的
行
動
總
是
事
先
預
擬
好
目
標
，
或
定
下
要
求
的
標
準
。
街
植
體
系
提
供
這
樣
一
種
評
定

成
就
的
尺
度
，
作
為
決
定
成
敗
的
準
據
。
當
行
為
有
成
就
時
，
偽
人
則
感
到
游
足
與
宰
一
福
。

第
三
、
使
於
自
我
肯
定
i
自
我
肯
定
為
自
我
的
主
要
功
能
，
但
肯
定
的
方
式
係
在
提
高
自
我
的
價
值
，
函
此
一
小
能
不
有
價
值
結
構
以
為
參

照
。
只
有
個
人
感
受
價
值
惑
，
覺
得
更
安
全
、
更
受
人
尊
旭
東
‘
更
實
或
自
己
的
潛
能
，
自
我
的
存
在
才
更
擴
充
，
所
以
價
值
給
禱
與
自
我
肯
定
是

脫
離
不
闋
的
。

第
四
、
為
自
我
認
定
的
依
據
l
l
i
個
人
的
自
我
觀
念
經
常
防
著
生
活
情
境
的
變
化
而
蛻
變
，
但
個
人
總
認
得
昨
日
之
我
就
是
今
日
之
攻
，
亦

為
明
日
之
裁
。
這
種
延
續
感
乃
基
於
其
佇
為
表
現
的
一
致
，
誰
因
有
一
理
想
我
影
樣
的
存
在
，
為
個
人
佇
鑄
的
依
循
。
所
以
自
我
的
認
定
，
係
以

這
樣
一
套
價
值
系
統
為
基
礎
，
成
為
自
我
影
像
變
化
中
的
定
標
。

第
五
、
維
護
自
殺
觀
念
的
穩
定
!
i
個
人
的
價
值
結
構
層
次
所
以
與
他
人
有
別
，
主
要
因
為
它
係
配
合
自
我
觀
念
。
六
凡
個
人
認
為
有
價
值

的
事
物
，
必
為
能
漏
足
自
我
需
要
，
對
自
我
觀
念
木
構
成
威
脅
者
，
所
以
個
人
往
往
為
自
我
防
衛
的
理
由
，
故
意
貶
低
一
般
人
所
重
視
事
物
的
價

值
，
例
如
有
些
一
肢
體
傷
殘
者
故
意
看
經
壯
縫
、
外
表
、
運
動
等
品
質
的
價
值
(
詮
廿
二

v
o
心
理
衛
生
書
籍
上
常
談
起
的
「
酸
葡
謂
機
樣
」
、
「

甜
檸
緩
機
構
」
，
實
亦
價
值
調
整
的
唱
抽
象
，
用
以
維
護
原
有
的
自
我
結
構
。

個
人
對
外
界
事
物
有
一
套
較
穩
定
的
看
法
，
對
生
活
情
境
的
種
種
勢
花
其
本
某
唱
相
信
念
，
這
一
切
鑄
成
個
人
做
信
念
系
統

(
Z
Z
且
還
可

言
單
)
﹒
羅
克
奇
(
日
三
芹8

月
。
穹m
H
n
F
)

認
為••

-
i信念
系
統
代
表
所
有
信
仰
、
看
法
、
期
待
、
假
設
，
木
論
其
為
憲
議
或
無
意
識
，
凡
)
個
人

在
某
一
特
定
時
閑
內
接
受
為
真
實
存
在
於
其
所
生
活
的
世
界
中
者
就
是
」
(
註
廿
一
一
一
)
。
每
個
人
有
其
獨
特
的
信
念
系
統
，
以
及
-
連
串
不
為
他

接
受
的
信
念
，
所
以
羅
克
奇
指
出
信
念
系
統
是
不
對
榕
的
，
不
僅
代
表
個
人
執
守
的
信
念
，
還
問
時
包
括
不
接
受
的
信
念
，
所
以
實
際
土
是
所
謂

「
相
信
!
!
不
拈
信
系
統
」
(
甘
m
z
o
h
l
ι
Z
E
O
Z

已
是
泣
。
自
V

但
人
的
信
念
系
統
因
其
自
我
觀
念
的
關
係
P
結
構
的
嚴
密
性
各
有
不
同
o
權
威
娃
娃
晶
晶
的
人
，
其
信
念
系
統
總
是
鞍
筒
守
、
較
頑
固
、
鞍
木

容
易
接
納
相
反
的
意
見
;
相
反
的
情
形
，
較
民
主
扎
扎
佐
榜
的
人
，
其
信
念
系
統
較
為
關
放
、
較
具
彈
性
，
繼
續
木
斷
地
針
對
新
經
驗
，
認
整
其
內

在
價
值
結
構
。
開
放
性
信
念
系
統
較
能
〕
接
受
價
值
的
相
對
觀
，
閔
守
性
信
念
系
統
則
遵
守
傅
統
，
附
庸
通
俗
，
信
奉
價
值
的
絕
對
性
。

社
會
心
理
學
上
有
獨
「
權
威
性
人
給
」(
E
H
F
E
E
丘
吉
口
宮
門m
g
m
g己
的
研
究
為
數
不
少
，
其
中
美
國
學
者
頭
多
諾
(
吋
﹒
司
﹒
k
t
ι
2
5

)
等
人
在
加
州
大
學
研
傲
的
研
究
最
為
著
名
，
他
們
指
出
權
威
性
絡
者
追
常
有
如
下
的
人
梅
特
質
(
註
廿
四

v..

ω
執
守
傳
統
l
i
權
威
性
格
者
多
以
維
護
傅
統
為
己
佳
，
信
守
中
產
階
級
的
價
值
系
統
，
府
和
社
會
上
的
道
辦
看
法
:

ω
頑
由
不
變
|
|
不
能
接
受
新
經
驗
，
缺
乏
設
身
處
地
瞭
解
別
人
的
發
情
能
力
;

ω
崇
拜
權
威
i
l
對
於
權
威
人
物
盲
目
信
從
，
持
峙
蒙
教
條
思
想
:

仙
迷
信
命
運
i
|
相
信
冥
冥
之
中
有
超
越
﹒
力
量
在
安
排
一
切
，
人
刃
木
可
與
失
命
相
逢
;

倒
不
容
異
己
|
i
挫
折
容
忍
限
度
較
低
，
無
法
接
受
相
左
意
見
，
木
直
面
逆
耳
忠
告
詞
，
木
頭
他
入
干
預
或
批
評
;

倒
黑
白
皂
踴
|
|
無
法
忍
受
混
淆
(
戶
口
片
。

-
2
.
g
n
o

乏
自
S
E
間
旦
這
)
，
靠
友
即
散
，
(
亦
即
戶
口
1
哩
。
吾
與
。
三l
m
E
Z
H
V

分
得
很
清
楚
V

，
好
詩
絕
對
，
不
容
中
間
路
線
或
折
衷
意
見
;

的
崇
尚
權
力
i
|
認
為
自
強
才
能
獨
立
，
弱
者
受
人
欺
凌
，
不
統
制
別
人
就
要
向
人
降
蔽
，
能
心
度
強
硬
，
木
甘
示
弱
;

叫
間
嚴
守
客
觀
|
i
反
對
內
省
，
否
定
主
觀
，
看
不
起
柔
心
濁
的

(
5
0克
注
。
門1白
宮
血
。
5

思
甜
甜
傾
向
;

倒
破
壞
性
強
烈
i
;
對
外
界
相
當
敵
棍
，
報
復
主
義
，
相
信
破
壞
後
才
有
建
設
;

叫
叫
被
迫
害
感i
在
想
惚
中
製
造
敵
人
影
機
，
總
是
戰
戰
兢
兢
，
以
為
赦
國
外
患
迫
在
周
健
;

心
恥
多
有
闋
的
研
究
指
出
權
威
性
格
者
本
身
情
緒
上
多
有
困
擾
，
其
媽
見
往
往
為
自
己
心
猩
困
難
的
投
射
。
這
類
人
的
自
我
觀
念
較
為
消
恕
，

故
將
持
力
菌
體
(
血
。

E
E
Z
B

且
可
)
的
認
同
以
肯
定
個
人
的
價
倍
。
菌
種
榮
譽
變
成
個
人
榮
譽
，
個
人
被
欺
凌
變
成
整
個
國
續
受
苦
難
。
他

們
經
常
感
受
內
心
的
焦
慮
，
不
時
把
個
人
的
挫
折
轉
移
到
外
在
的
目
標
。
權
威
性
絡
者
幼
年
經
驗
多
殺
不
愉
快
，
其
父
母
慌
向
嚴
峻
的
態
度
，
所

以
形
成
頑
圓
的
信
念
結
構
。

i
極
權
位
給
者
亦
傾
向
於
種
族
中
心
主
義
(
立

F
E
B
E丘
ω日
)
，
每
以
本
身
文
化
價
值
標
單
衡
量
並
評
判
其
他
商
標
的
文
化
特
贊
，
-
般
所

謂
閣
成
見
或
偏
見
，
多
與
閱
守
性
格
或
這
種
權
威
性
人
格
有
關
。

i

社
會
學
者
指
出
(
註
世
主
〕
'
這
種
種
族
中
心
主
義
的
修
成
，
乃
因
權
威
性
格
者
生
活
經
驗
較
為
缺
乏
，
孤
陋
寡
聞
，
有
狂
妄
的
傾
向
，
沒

有
自
信
心
，
社
交
能
力
較
差
，
有
強
固
的
自
我
防
衛
。

價
值
系
統
與
自
我
結
構
原
是
息
息
相
關
的
，
兩
者
必
須
整
合
協
調
，
價
值
系
統
才
成
為
一
種
宿
舍
系
統
，
於
個
人
佇
為
土
發
生
作
用
。
然
而

當
自
我
觀
念
隱
啥
不
閻
明
時
，
價
倍
系
統
往
往
淪
為
自
我
防
衛
的
屏
障
，
完
全
失
去
客
觀
役
，
而
與
社
會
文
化
價
值
系
統
發
生
過
多
的
磨
擦
與
街
突

，
反
而
妨
礙
了
生
活
適
應
。

~'，，)

價
值
與
教
育
!
代
結
語

教
育
行
動
是
一
社
會
行
動
的
-
麓
，
其
最
夫
特
色
在
於
它
係
有
且
意
識
地
實
現
文
化
價
值
，
所
以
也
是
有
價
值
的
佇
篤
。
任
何
教
育
總
隊
一
小
領
誰

教
與
學
習
，
無
論
是
施
教
或
學
習
，
其
行
動
總
是
有
意
向
的
、
有
目
的
的
。
均
著
跟
於
佇
動
的
改
變
。
這
種
意
肉
與
諒
的
應
該
是
道
德
上
軒
然
一
則
非

價
值
理
論
及
其
在
教
育
學
上
的
意
義

一
九
門
總

五
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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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O
們
總

五
八
U

議
的
9
所
以
行
為
的
改
變
係
往
價
值
潛
層
較
上
束
的
方
向
主
改
變
。
一
個
教
學
行
動
如
果
木
能
達
成
受
教
育
者
佇
厲
的
改
變
的
目
的
!
!
無
論
其
為

知
識
的
增
進
、
品
絡
的
陶
冶
、
習
性
的
養
成
，
就
木
能
稱
為
教
宵
。
倘
若
改
變
的
結
果
與
稜
報
價
倍
的
取
向
相
逞
，
那
錄
這
是
反
教
育
。
所
以
教

育
目
標
的
決
定
永
遠
離
不
閱
價
值
判
斷
的
問
題
。

從
總
值
的
(
E
O
Q
S
S
Z
S
觀
點
說
，
教
育
的
主
要
功
能
係
在
情
還
文
化
遺
產
，
維
護
社
會
成
制
。
析
言
之
，
所
謂
文
化
遺
蓋

9
木
外
乎

科
學
知
識
、
倫
理
想
範
、
生
活
藝
街
等
內
容
，
這
也
都
是
歷
史
經
驗
的
累
績
，
是
人
類
適
應
自
然
環
境
、
維
持
社
會
協
和
、
增
進
生
活
情
趣
的
材

料
，
而
這
些
史
是
文
化
價
值
客
觀
化
的
產
物
。
至
於
社
會
成
劍
，
大
底
不
外
紅
一
會
制
障
同
一
中
有
關

A口
頭
佇
為
中
刀
式
的
鐵
定

9
亦
為
一
社
會
價
值
的
寄
自
峙

。
所
以
教
育
的
功
能
也
是
在
傳
遞
社
會
與
文
化
使
值
觀
念
，
使
之
一
服
相
承
，
生
生
木
息
，
也
於
價
值
系
統
的
延
緩
，
前
會
頭
如
何
亦
的
畸
持
木
頭

9

而
使
每
個
社
會
有
一
較
為
穩
定
的
擬
同
體
。

從
個
體
(
5戶
口
。m
g甘
戶
口
)
的
觀
點
說
，
教
育
在
發
展
個
人
能
力
，
培
養
生
活
躍
恕

9
增
進
而
會
適
應
，
這
一
一
吼
叫
也
前
一
言
以
蔽
之
，
教
育

的
功
擋
在
實
現
個
人
的
價
值
。
但
館
的
價
倍
並
非
先
天
的
采
賦
，
而
是
後
夫
的
創
造
，
只
有
當
個
人
才
能
刃
漏
足
自
己
的
需
要
，
對
社
會
具
有
生

產
性
效
用
而
為
他
人
所
喜
愛
而
敬
重
者
，
才
算
是
其
有
價
值
。
教
育
過
科
協
助
飼
人
成
為
他
所
欲
成
而
所
應
成
的
人
，
使
個
人
木
僅
能
自
力
更
生

且
能
對
社
會
建
設
有
一
所
貢
獻
，
同
時
教
育
，
本
身
具
有
象
徵
性
價
值
，
有
刺
個
人
獲
得
較
高
前
社
會
身
份
，
所
以
娘
是
受
過
較
仔
的
教
育

9
越
是
受

人
看
霆
，
其
個
人
身
價
也
越
提
高
，
諸
如
此
類
事
實
芷
撿
闊
別
教
育
同
時
其
微
克
羅
孔
所
列
舉
的
三
類
情
佑
，
即
表
現
性
價
恆
、
工
異
性
價
值
與
侶

的
性
價
值
。

教
師
在
教
學
過
程
中
係
扮
演
者
價
值
引
導
者
的
角
色
，
做
為
一
個
在
價
值
階
層
上
較
先
進
的
成
熟
者
引
導
投
協
助
終
還
岩
去
實
現
本
身
的
價

值
。
教
師
的
主
要
任
務
官
在
探
討
學
習
者
的
能
力
條
件
，
指
導
占
有
效
而
合
理
的
佇
為
芳
式
，
以
培
養
學
習
的
興
趣
、
耳
目
，
廠
與
上
進
心
;
換
句
話
說

9
教
師
在
教
學
過
程
中
，
應
分
析
個
別
學
生
價
值
發
展
的
可
能
範
函
，
指
導
你
們
認
識
社
會
文
化
價
值
，
使
進
而
將
可
這
些
價
值
觀
念
內
在
侃
而
成

為
其
自
我
結
構
的
一
部
份
，
激
發
信
奉
價
偉
、
踐
行
價
值
與
追
求
價
值
的
景
歇
。
在
教
育
活
動
中
，
教
師
是
有
教
無
類
，
無
條
件
地
協
助
任
何
有

需
要
的
人
進
行
曲
學
習
，
這
種
「
教
育
愛
」
本
身
就
是
人
際
關
係
方
面
一
種
崇
富
的
價
值
!
!
態
度
的
價
倍
。
這
種
選
侵
償
的
但
也
是
一
般
心
理
治
瘓

理
論
中
所
強
調
者
。

在
社
會
化
遐
程
中
，
個
人
總
是
先
接
受
社
會
文
化
價
值
觀
念
而
後
才
發
展
出
其
個
人
的
價
倍
系
統
，
再
轉
而
透
過
佇
為
表
現
而
影
響
社
會
文

化
偎
值
系
統
。
據
此
，
客
觀
價
值
與
主
教
價
值
原
是
價
倍
傳
遞
與
價
值
創
新
這
種
個
過
程
中
木
訂
且
刀
割
、
相
主
作
用
的
兩
個
階
段
，
價
值
體
系
透

過
教
育
歷
程
而
新
陳
代
謝
，
自
我
形
成
。

教
師
對
學
生
的
行
為
指
導
，
總
是
涉
及
對
方
價
值
結
構
的
重
鈕
，
欲
期
指
導
有
效
，
教
師
應
先
行
險
解
個
到
學
生
的
價
值
觀
念
，
然
筱
才
能

因
勢
利
導
。
興
趣
、
抱
負
、
動
機
、
態
度
皆
為
價
值
的
指
標

(
d
S
H
E
古
自
g
芯
片
)
，
個
人
對
學
習
情
境
的
價
值
得
肉
可
以
從
其
學
贊
興
趣
、

抱
負
水
峭
咱
中
‘
學
習
目
標
、
學
智
慧
度
的
分
析
而
蔽
線
，
所
以
教
育
工
作
者
對
於
學
生
的
輔
導
，
在
這
幾
芳
宿
費
應
加
注
意
，
中
力
能
保
證
教
學
的
成

功
。
雷
亞
斯

(
F
S
戶
叩
開-
H
N且
同5
)

等
在
「
價
值
與
教
學
」

(
4
巴
巴
。
但
口
已
吋g
n
y戶
口
已
-
書
中
(
註
廿
六
)
，
建
議
教
師
運
用
個
別
交
談

的
機
會
，
透
過
同
答
方
式
的
討
論
，
祖
師
清
學
生
有
關
怠
皮
、
抱
負
、
目
的
、
興
趣
及
活
動
的
意
見
。
從
學
生
回
答
中
提
出
問
題
，
如
指
絲
剝
筍
，

層
層
迫
進
，
伸
入
價
值
問
題
的
中
心
情
境
，
這
樣
學
生
可
撥
僚
煙
霧
，
看
清
自
己
價
值
觀
念
的
面
目
。
價
值
教
學
絕
非
單
靠
說
教
、
講
道
、
規
定

、
獎
懲
可
以
省
事
。
由
於
個
人
價
信
體
系
係
以
自
我
觀
念
為
基
礎
，
所
以
對
於
中
學
以
士
的
學
生
，
價
值
教
學
必
須
墓
於
個
別
體
驗
，
你
一
學
生
的

切
身
問
題
去
兌
取
材
料
。

除
了
個
別
的
啟
迪
，
價
值
教
學
亦
可
剝
周
雷
體
的
情
境
進
行
，
團
體
討
論
法
是
最
常
見
的
芳
式
，
還
常
由
教
師
還
致
電
影
或
小
說
中
的
情
節

、
諺
語
格
言
、
瑰
寶
問
題
，
在
團
體
中
提
出
討
論
，
挺
多
積
角
度
去
分
析
，
最
終
才
在
結
論
中
歸
納
出
錯
絨
峻
的
條
哩
。
品
此
外
，
應
用
角
色
扮
演

(
吋
丘
。
!
主
且
可
戶
口

M
H
V亦
即
社
會
劇
(
呂
立

a
s
s
ω
)
以
進
行
價
值
教
學
者
，
亦
漸
普
遍
〈
註
廿
七
)
。

價
值
教
學
在
學
梭
教
育
階
段
，
特
別
是
青
少
年
期
的
中
學
階
段
非
常
重
要
，
因
為
這
是
個
人
價
值
系
統
槓
萃
的
時
候
。
木
遍
，
價
植
系
統
的

發
展
是
延
續
整
生
的
過
程
，
平
時
國
生
活
經
驗
的
充
實
而
更

A
N化
，
甚
或
隱
傲
地
蛻
變
，
因
木
待
言
;
有
時
在
生
活
中
發
生
貨
犬
的
變
動
，
個
人

的
價
值
系
統
也
會
隔
著
改
組
以
相
詞
適
，
所
以
對
於
生
活
適
應
發
生
困
難
的
人
們
，
價
值
指
導
十
分
重
要
。
際
設
社
會
變
遷
且
有
4遠
、
女
犯
續
續
系

統
溺
於
解
糙
的
邊
緣
，
很
多
青
年
人
自
覺
價
值
的
迷
失
，
常
會
感
到
生
活
缺
乏
一
意
義
，
因
而
徬
徨
木
白
。
或
代
人
生
活
在
這
科
學

T
-認
可
日
新
月
異

的
時
代
，
自
然
而
然
對
環
境
變
還
有
一
種
羽
田
慣
性
的
適
應
，
甚
至
形
成
「
以
變
為
常
」
的
態
度
，
木
由
自
主
隨
波
逐
流
，
以
投
時
仔
僑
務
，
終
空

於
將
內
心
中
原
有
的
行
為
準
則
揚
棄

7

，
結
果
六
中
無
主
，
無
所
適
從
。
事
實
上
，
現
代
青
年
置
身
於
這
變
動
的
世
界
，
更
須
維
持
一
較
穩
定
的

自
我
觀
念
，
尤
態
信
奉
某
此
一
一
立
身
處
世
的
規
範
，
以
作
偽
價
倍
判
斷
的
準
襟
。
因
此
，
價
值
研
究
在
現
代
教
育
，
中
顯
禮
特
別
需
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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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ue is potentially a bridging concept which can link toge
ther many specialized studies in behavioral sciences and pedagogy.

It is believed th'lt seientific pedagogy should be constructed upon

the solid base of behavioral science and the study of value is one
of the essential steps in the elaboration of an integrated pedagogI-

cal system.

This paper , while intending to synthesize various studies

value in behavioral sciences into a coherent "value theory' , tries to
interpret the educational action in terms of value. It is
that in macroscopic perspecti嗨，你iucation is a continuing

through which the value system of a given society is

restructured and perpetuated; microscopically speaking ,

means the acquisition of value , the growth of personal
tern an吐 the modification of the existing value

individual.
The elaboration of the value theory in this paper contains five

(1) the meaning of value and its related concep鼠， (2) value

concept in behavioral sciences , (3) integration and conflict of value

systems , (4) the formation of personal value system , (5)value system

and self-structure. Various theories inclUding that of C. Kluckhohn ,

C. Morris , P. Sorokin , T. Parsor芯， L. Kohlberg have

reviewed in these parts.
Man is an evaluating animal , his val日←orientation regulates

his behavior patterns. Indeed , the value enters into each of the fOUr

gre'lt system~ of h口man action: organism , personality, societyand
culture. Values are also manifested in self-identity , in moral life

and in any cUlturally approved activity. It is imperative that exten

sive effort should b" directed to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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