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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國國盟國.... 

~ 

、
人
類
即
將
邁
入
廿

。

?
明
天
要
比
今
天
更
好
」
0

正
符
合
了
新
世
代
的
要
求
。
而
成
人

、
談
進
步
中
一
步
則
不
談
到
杜
威
(

9

杜
威
是
美
國
近
代
的
大
思
想
家

9

其

濃
厚
的
調
和
色
彩
。
杜
威
同
時
也
是
進

物
9

其
哲
學
淵
源
主
要
有
下
列
各
端

e
@

'-'" 

9

「
直

?
未
來
是
一
個
充
滿
變
數
的
新

世
代
。
時
代
裡

9

亟
需
建
立
出
「
因
應

時
代
之
變
而
變
」
旭
樣
的
哲
學
觀
?
一
方
面
除
了

要
能
「
順
應
時
代
之
外

9

另
一
方
面
更
要
能
主
動
地
「
引
導

時
代
之
繡
芒
，
並
為
人
類
創
造
一
個
更
美
好
的
生
活
。

進
步
主
義
是
一
理
念
是
|
|
「

白
內w
d
q向
日1
)

海

'
是
故
要
創
造
一
值

更
理
想
的
未
來

9

則
當
重
視
成
人
的
自
我
成
長
與
創
造
力
的
提

昇
o

成
人
教
育
的
重
要
性

9

已
不
容
我
們
忽
視
。
本
文
試
圖
剖

析
進
步
主
義
的
哲
學
意
酒
，
並
進
而
探
討
進
步
主
義
一
的
成
人
教

育
思
想

9

而
在
人
類
即
將
邁
入
廿
一
世
紀
之
時
?
進
步
主
義
的

成
人
教
育
思
想
，
?
這
將
是
以
下
探
討

。

鬥
一

古
希
臘
哲
人
學
派
認
為
人
類
所
居
處
的
空
問
是
變
動
不
居

的
9

變
化
是
人
鑽
進
步
的
泉
源
。
受
到
古
希
臘
哲
人
學
派
的
影

?
唯
有
不
斷
地
變
化
?
人

塑
E三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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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
過
變
化
人
類
才
能
為
自
己
創

活
。
杜
威
更
進
一
步
指
出
|
|
柏
拉
圖
(

2
且
已
因
留
戀
於
其
所
謂
的
「
實
體
世
界

L
土
問
反
對
「
現
象
世

界
」
的
變
化
步
此
種
觀
念
非
但
對
人
類
生
活
無
任
何
揖
益

9

同

時
也
妨
礙
了
人
類
的
進
步
。
因
為
在
現
實
世
界
裡

9

一
切
都
在

變
化
中
，
沒
有
所
謂
恆
常
不
變
的
道
理
。
試
圖
維
持
現
狀
?
而

拒
絕
改
變
?
反
倒
是
一

也
祖

。

鬥
二
、其

主
要
代
表
人
物
為
培
根
(

明
白n
o
口
)
與
洛
克
(

9

認
為

或
人
類
關
係
之
上

0

9

方
能
命
令
自
然
?
如
此
，
知
識
、
行
動

三
者
才
能
結
為
一
體
。
其
至
理
名
言
「
知
識
就
是
力
量
」

。
故
教
育
的
目
的
乃
在
研
究
自
然
、
改
變
自
然
進
而

L呵-!

正

。

此
外
p

培
根
視
歸
納
法
為
獲
得
經
驗
知
識
的
來
源

9

深
深

。

鬥
一
一
一
、

人
物
?
「

盧
梭
(

順
應
自
然
行
「
返
回
自
然
」
為
其
學
說
之
要
旨
。9

而
且
為
善
。
」
又

一，

9

一
經
人
于
9

。
L一

基
於
以
上
之

( 

一
) 

了
因
為
自
然
本
身
即
有
教
育
作
用
。

( 

一
一'-/ 

。

( 

一) 

。

育
上
亦
相
當
強
調

9

尊
重

因
材
施
教
。
同
時
在
教
育
上
更
當
以
學
習
者
為
中
心

9

。

11 在
「
物
種
原
始
，
優
勝
劣
敗

9

類
與
自
然
界
的
交
互
作
用
。

響
9

則
提
出
了

活
」
等
主
張
。

鬥
墨
、

，p閩、

、、-'
Ld 

主

實
用
主
義
是
進
步
主
義
的
哲
學
基
礎

9

其
代
表
人
物
為
皮

)
及
詹
姆
士
(

爾
斯
(
(
U
B

) 

。

9

民
們
仙
)

(
一
〉
科
學
的
方
法
是
用
來
瞭
解
人
類

9

並
解
決
人
類
的
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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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

戶、

一
、、~

9

以
及
相
對
的
看
法
。

(
一
乏
經
驗
本
位
9

9

認
為
沒
有
絕
對
的
知
識
或
道
德
。

9

認
為
教
育
具
有
改
造
社
會
的
力
量
。

(
四
〉

?即可

、、

9

為
達
社

?
則
一
需
培
養
出
「
完
整
的
個
人
」
?
而
所
謂

一
、
榮
譽
感

9

在
知
、

整
的
個
人

L

4
此
不
斷
積
極
自
我
開
拓
、

現
a
，
在
對
社
會
方
面
9

則
能
善
盡
其
義
務

9

主
動
服
務
人
群
9

促
進
社
會
的
進
步
。
這
樣
的
個
人
論

9

與
我
國
儒
家
的
「
獨

身
」
9

進
而
「
兼
善
天
下
」
?
但
有
不
謀
而
合
之
處
。

而
要
培
養
出
一
個
多
則
首
先
需
從
「
人
性

L

、
前
已
述
及
9

個
人
發
展
可
以
帶
動
社
會
的
進
步
﹒

9

皮
過
來

說
9

社
會
進
步
亦
有
助
於
個
人
發
展

9

個
人
與
社
會
乃
是
互

的
?
其
關
係
可
以
圖
表
示
。
。

實
驗
主
義
以
杜
威
為
代
表
人
物

9

其
學
說
乃
上
述
各
種
主

義
之
大
成
?
而
進
步
主
義
亦
以
實
驗
主
義
為
中
間

所
要
培
養
的
個
人
氣
質
是
「
反
省
的
思
考
方
法

9

或
的
探
討
」

0
(

。

)
。
且
這

重
方
法
的
訓
練
。

異
於
傳
統
式
的
死

識
的
灌
輸
?
而
偏

?
由
經

驗
累
積
而
來
的
?

按
照
進
步
主
義
的
觀
點
多

然
不
容
忽
視
「
個
性
的
發
展
」

9

嚴
」
與
尊
重
「
個
人
價
值
」
0

此
外
9

個
人
係
存
活
在
一

為
了
適
應
生
活
環
境

9

個
人
須

題
的
能
力
?
同
時
能
運
用
智
慧

9

為
人
類
開
創
一

9
{臼

「
個
性
尊

與
解
決
問

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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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個
理
想
的
民
主
社
會

9

是
進
步
主
義
者
極
力
追
求
的
境

界
，
在
這
樣
一
個
社
會
裡

9

人
人
得
以
安
居
樂
業

9

竭
盡
所
能

9

貢
獻
智
慧
?
充
分
展
現
出
個
人
的
價
值
。
當
然

9

人
是
社
會

的
主
體

9

有
什
麼
樣
的
人
，
便
有
什
麼
樣
的
社
會

9

為
了
促
使

理
想
的
社
會
得
以
實
現

9

不
至
於
淪
為
一
個
空
幻
的
烏
托
邦

9

進
步
主
義
的
方
法
是
|
|
|
透
過
教
育
的
過
程

9

來
提
昇
人
的
口
問

、
歷
來
，
對
於
知
識
問
題
的
探
討
不
乏
其
人

9

論
者
各
持
不

同
的
觀
點
9

遂
產
生
了
不
同
的
知
識
論
。
其
中
以
經
驗
主
義
與

理
性
主
義
的
對
立

9

至
為
明
顯

o

前
者
主
張
一
切
知
識
皆
生
於

感
官
所
吸
收
的
經
驗
，
而
無
所
謂
先
天
觀
念
的
存
在

9

知
識
係

來
自
感
覺
及
反
省
所
得
的
經
驗
。
其
代
表
人
物
主
要
有
a
e
哲
人

學
派

(
m
c
Z芯
片
)
、
休
誤
(
自
己
自
己
、
洛
克
(
戶
。
早
已
等
。

後
者
認
為
理
性
為
先
天
的
心
靈
能
力
，
是
一
切
知
識
的
基
礎

9

人
人
皆
具
有
「
萬
物
皆
備
於
我
」
的
心
靈

9

包
含
無
數
的
先
天
經

驗
?
而
構
成
一
切
知
識
的
來
源
。
此
乃
一
種
「
先
天
而
自
明
」
的

觀
念
9

此
派
主
要
代
表
人
物
為
柏
拉
圖
、
亞
里
斯
多
德

(
K
F平

的
什C
已
向
)
、
笛
卡
兒
(
白
白
的
的
自
門
話
的
)
、
斯
賓
諾
沙
(
的1
口
。

3
)

及
萊
布
尼
茲
(
戶
。
旦
旦
N
)等
。

進
步
主
義
以
不
同
的
觀
點
探
討
知
識

9

其
認
為
在
知
識
的

構
成
中
9

先
天
觀
念
及
後
天
環
境
均
同
屬
重
要
?
各
有
其
不
容

忽
視
之
處
9

而
調
和
了
理
性
主
義
與
經
驗
主
義
的
對
立
。
杜
威

以
生
物
進
化
論
的
觀
點
出
發
?
認
為
經
驗
是
人
額
與
環
境
的
交

質
9

為
理
想
的
民
主
社
會

9

奠
下
永
恆
的
基
礎
。

杜
威
說
E
e
「
學
校
即
社
會
主
二
意
謂
學
校
即
是
個
小
型
的
社

會
9

同
時
也
是
個
純
淨
化
的
社
會

9

故
使
個
體
在
早
年
的
學
校

教
育
中
，
培
養
民
主
的
思
想

9

學
習
民
主
的
生
活
方
式
?
以
促

進
未
來
更
理
想
的
民
主
社
會
的
建
造
?
則
是
最
佳
的
途
徑
。

互
作
用
9

不
僅
環
境
改
變
人
類

9

人
頹
亦
改
變
環
境

9

經
驗
是

個
體
活
動
後
的
產
物
。
個
體
，
在
生
活
中

9

遭
遇
問
題
時
，
以
舊

經
驗
為
問
題
解
決
的
基
礎
，
而
當
問
題
解
決
時
?
即
為
新
經
驗

的
增
加
9

新
經
驗
的
增
加
構
成
了
新
的
知
識

9

新
知
識
又
有
益

於
未
來
問
題
的
解
決
。

進
步
主
義
的
知
識
論

9

具
有
以
下
幾
種
特
性
@
e

(
一
)
實
用
性
a
e
就
知
識
的
起
源-
-
-
7其
本
身
即
具
有
實
用

性
9

以
解
決
生
活
適
應
過
程
中
，
所
遭
遇
的
問
題
。
進
步
主
義

承
襲
了
詹
姆
士
的
實
用
主
義
精
神
，
處
處
表
現
出
濃
厚
的
實
用

色
彩
。
實
用
主
義
的
名
言

l
l
i

有
效
用
者
為
真
(
司
『
叩
門

苟
且
宮
前
胃
口
向
了
到
了
杜
威

9

更
是
得
以
發
揚
光
大

9

使
後

人
愈
發
重
視
知
識
的
工
具
性
價
值
。
當
然
知
識
本
身
的
價
值
是

多
樣
性
的
?
進
步
主
義
固
然
強
調
知
識
的
實
用
性
，
但
也
並
未

忽
視
知
識
的
其
他
價
值
。

(
二
)
行
動
性
@
@
杜
威
以
為
知
識
乃
起
源
於
實
際
活
動
9

在

活
動
中
精
神
與
物
質
、
心
與
身
、
理
性
與
經
驗
、
觀
念
與
感
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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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
在
知
之
歷
程
中
互
相
連
接

9

相
補
助
之
兩
種
作
用
(
高
廣

字
?
民
別
)
。
所
謂
「
由
做
中
學

K
E
R
D

戶
口
問
才
可
色
。
古
巴
即

說
明
個
體
藉
由
實
際
活
動
參
與
中
獲
得
知
識
多
而
知
識
的
增
加

，
又
具
有
引
導
人
類
未
來
行
動
的
功
能
。
故
所
謂
行
動
性

9

實

具
有
「
行
以
致
知
」
及
「
知
益
於
行
」
兩
種
實
質
意
義
。
如
此
將
知

與
行
整
個
歷
程
結
合
在
一
起
，
知
識
為
體
，
行
動
為
用
，
知
行

兩
者
互
為
體
用

9

相
輔
相
成

o

故
我
們
可
以
這
樣
說

e
e

「
沒
有

行
動
的
知
識
是
空
洞
的

9

沒
有
知
識
的
行
動
是
盲
目
的
」

0

(
一
二
)
試
驗
性
@
。
所
謂
試
驗
性
乃
就
知
識
的
發
展
過
程
而
且
一
月

9

行
以
求
知

9

逐
漸
避
免
錯
誤
的
嘗
試
，
以
增
進
經
驗
與
領
悟

。
當
然
知
識
不
一
定
能
代
表
真
理
，
必
須
透
過
試
驗
的
方
式

9

以
鑑
定
或
修
正
知
識
的
真
備
。
故
在
試
驗
的
過
程
中

9

嚴
謹
的

態
度
、
科
學
的
精
神

9

皆
不
可
或
缺
。
此
外
?
知
識
既
然
具
有

試
驗
性
?
而
任
何
一
種
試
驗
性
的
活
動

9

均
無
法
保
證
其
絕
對

的
正
確
性
9

故
個
體
在
日
常
生
活
的
學
習
中
?
適
度
的
嘗
試
錯

、
進
步
主
義
既
是
一
種
變
的
哲
學
，
認
為
人
類
所
居
處
的
空

間
與
生
活
型
態
，
並
非
恆
常
不
變
的
。
由
於
人
類
的
生
活
環
境

是
動
態
而
富
於
變
化
的
，
個
體
為
了
適
應
之

9

必
須
不
斷
地
從

生
活
中
學
習
習
以
促
進
經
驗
的
重
組
或
改
造
?
而
經
驗
的
重
組

或
改
造
是
為
知
識
的
累
積
，
真
有
益
於
問
題
的
解
決

9

當
生
活

中
的
問
題
逐
一
獲
得
良
好
解
決
之
時
?
便
帶
動
了
整
個
人
類
的

進
步
。
這
一
系
列
的
變
化

9

個
人
將
之
歸
納
成
下
圍
@
@

誤
9

往
往
也
就
成
了
發
現
知
識
與
驗
證
真
理
的
一
種
過
程
。

(
四
)
創
造
性e
g

進
步
主
義
是
一
種
變
的
哲
學
?
特
別
強
調

變
化
的
觀
念
。
其
認
為
變
化
是
人
類
進
步
的
動
力
?
知
識
不
是

永
遠
不
變
的
，
知
識
是
適
應
環
境
的
需
要
多
是
可
變
的
、
可
創

造
的
(
葉
學
治
?
民
叩
)
。
依
據
杜
威
之
觀
點
?
創
造
有
「
改
造
」

、
「
重
造
」
、
「
改
形
」
、
「
重
估
」
及
「
改
變
」
等
意
義9但
並
非
完

全
推
翻
過
去

9

去
舊
就
新
〈
楊
國
踢
，
民
行
)
。
而
為
了
達
到
創

造
的
目
的
，
杜
威
乃
提
出
了
「
探
究
理
論
」

9

其
認
為
知
識
源
於

探
究
9

而
探
究
則
源
於
人
類
與
環
境
交
互
作
用
的
經
驗
中
?
故

探
究
的
過
程
也
就
是
一
種
創
造
的
表
現
。

綜
上
所
述
，
進
步
主
義
的
知
識
論

9

擷
取
了
傳
統
理
性
主

義
與
經
驗
主
義
之
長

9

同
時
也
適
度
調
和
了
兩
者
的
對
立
。
其

視
知
識
為
一
種
動
態
化
的
過
程
?
充
分
展
現
了
知
識
的
「
實
用

性
行
「
行
動
性
行
「
試
驗
性
」
及
「
創
造
性
」

9

對
於
知
識
的
起

源
及
價
值
9

均
頗
有
獨
到
之
處
。

按
照
進
步
主
義
的
觀
點
|
|
|
「
問
題
的
產
?
是
進
步
的

e
?

而
問
題
的
解
決
?
則
是
進
步
的
力
暈
。
」
然
則
問
題
的

關
鍵
在
於
i
i
l

當
人
類
遭
遇
問
題
時
，
如
何
從
生
活
中
學
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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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何
促
成
經
驗
的
重
組
與
改
造
?
如
何
累
積
知
識
?
如
何
解
決

問
題
?
這
些
若
缺
乏
正
確
的
方
向
指
引

9

則
人
類
便
難
以
在
現

象
界
中
9

因
應
一
切
變
化
?
而
促
進
入
額
的
進
步
。
為
了
解
決

這
些
疑
惑
9

杜
威
等
人
提
出
了
一
套
完
善
的
教
育
哲
學
觀
。
以

下
筆
者
茲
從
其
教
育
本
質
、
、
教
育
方
法
、
教
學
課

程
等
觀
點
分
述
之
。

門
一
、杜

威
在
其
所
著
《
民
主
主
義
與
教
育
》
(

三
書
中

9

認
為
教
育
的
本
質

9

主
要
有
以

下
各
點
@
@

(
一
)
教
育
即
生
活
(

民
主
社
會
中

9

生
活
層
面
的
問
題
，
向
為
人
類
所
關
注
。

教
育
需
著
根
於
現
實
生
活
中

9

方
得
以
成
長
茁
壯

9

發
揮
出
最

大
的
功
能

9

倘
若
教
育
與
生
活
脫
節

9

則
教
育
便
失
其
具
有
之

價
值
。
同
理
?
生
活
中
若
沒
了
教
育
?
則
這
樣
的
生
活
是
缺
乏

「
人
味
兒
」
的
生
活
。
故
我
們
可
以
斷
一
一
一
一
口
@
B
「
因
有
教
育

9

生
活

顯
得
更
有
意
義

a

，
因
有
生
活
9

教
育
顯
得
更
有
價
值
」

0

教
育
要
與
生
活
密
切
結
合
?
這
是
進
步
主
義
教
育
者
的
基

本
信
念
。
杜
威
謂
.. 

「
教
育
為
生
活
所
必
需
」
(
開
E
S
E
C
D
告

知
白
白
白
的
一
哥
丘

}
5
)
，
又
謂
@
目
「
生
活
由
傳
遞
而
自
新
」
(

H
N
g∞
苟
且
C

卅
一
莘
莘
可
言
的
自
一
切
的
心
C
D
)
，
此
均
為
至
理
名
言

。
教
育
與
生
活
誠
有
密
切
的
關
係

9

教
育
既
為
傳
遞
及
流
通
人

類
生
活
經
驗
的
作
用
?
則
教
育
的
實
施

9

自
然
在
整
個
的
生
活

p.l 
t且

歷
程
內
。
因
此
杜
威
主
張
活
中
學
習
?
並
將
生

之
條
件
造
成
一
種
境
界
?
使
人
人
一
面
生
活

9

一
面
學
習
9

此

即
學
校
教
育
之
最
好
產
物
。
」
(
高
廣
宇
9

民
制
)

由
此
觀
之

9

杜
威
所
謂
的
「
教
育
即
生
活
」

9

其
教
育
乃
指

「
單
純
化
了
的
生
活
」
(
昕
一
B
Z
E
且
一
民
主
9

而
學
習
與
生
活

的
結
合
?
正
是
教
育
之
最
佳
註
腳
。

(
二
)
教
育
即
生
長
(
開
門
戶
口
S
Z
C
口
自
閥
門
。
逆
耳
丫

e

杜
威
將
教
育
比
喻
為
「
生
長
1

這
是
藉
生
物
現
象
來
解
釋

教
育
一
詞
的
調
意
。
生
長
本
來
就
是
一
種
歷
程

9

目
前
的
生
長

狀
態
根
源
於
過
去
，
並
可
支
配
其
後
的
生
長
?
同
理
，
現
在
的

教
育
也
有
前
因
，
更
會
產
生
後
果
。
並
且

9

生
長
歷
程
是
無
止

境
的
(
林
玉
體
，
民
削
)
。

生
長
是
一
動
態
、
變
化
的
過
程

9

其
首
要
特
性
乃
是
「
未

成
熟
的
狀
態
」
9

由
於
人
類
的
幼
稚
期
長

9

具
有
「
依
賴
性
」
9

亟
需
教
育
的
引
導
。
在
不
斷
的
生
長
過
程
中
，
培
養
個
體
的
獨

立
性
、
自
主
性
。
此
外

9

人
領
具
有
「
可
塑
性
」
更
需
透
過
教
育

的
過
程

9

以
塑
造
其
良
好
的
行
為
與
能
力
。
一
言
以
蔽
之

9

教

育
即
生
長
9

所
強
調
的
教
育
乃
是
一
連
續
化
的
歷
程
，
透
過
這

樣
的
歷
程

9

使
個
體
從
未
成
熟
狀
態
走
向
成
熟

9

同
時
擺
脫
依

賴
性
9

培
養
白
主
性

9

並
藉
其
可
塑
性
多

。
(
下
期
待
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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