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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籍
新
娘
輔
導
教
育
引
發
了
更
多
社
區
的
反
省
與
行
動
，

教
育
不
再
是
等
待
上
級
政
府
或
專
家
決
定
的
難
題
，

社
區
居
民
的
參
與
，
使
教
育
活
動
與
社
區
發
展
緊
密
契
合
。

且
則
主
→
→
口

近
年
來
，
社
區
發
展
的
相
關
議
題
與
運
動
，
在
台
灣
形
成
了
一

股
風
潮
，
「
社
區
」
已
逐
漸
成
為
人
們
生
活
中
常
見
的
用
語
，
乃
至
思
考

的
一
部
分
，
一
個
現
代
社
會
的
演
進
，
對
於
社
區
的
重
視
是
必
要
且
令
人
欣
喜

的
。
快
速
變
化
的
世
局
與
社
會
需
要
更
優
秀
的
公
民
，
使
國
家
的
進
展
與
競
爭
力
可

以
與
時
俱
進
，
而
內
部
的
穩
定
進
步
也
需
要
全
體
成
員
的
投
入
與
參
與
，
才
能
達
成
普
遍

的
繁
榮
與
安
樂
，
成
為
一
切
往
上
、
往
外
發
展
的
基
礎
。
而
建
立
社
區
意
識
與
推
動
社
區
發

展
，
正
是
現
代
公
民
社
會
建
設
的
最
重
要
原
動
力
。

來
自
由二

下十
而一

上世
的紀
各的

種世
結!
A 浦H

員流
自早
發已
性揚
的書
運古

動穴
集

略這權

也一由
新上
的而
動 h
力由
不舊
但有
推模
亨式
各新
項的

改方
革量

也吉
透民
過間

不，



岡
民
間
團
體
的
交
流
與
互
動
，
跨
鐘
了
政
袖
的
鴻
溝
，
混
除
了
有
形
與
無
形
的
界
限
，
使
人
穎
的
合
作

與
互
通
聲
聲
便
捷
且
多
元
，
因
此
，
以
地
方
自
發
性
力
量
一
屆
主
的
社
區
發
展
，
已
成
為
現
代
國
家
存
在

的
重
要
力
源
，
也
是
人
類
社
會
不
斷
再
進
步
的
基
礎
。

教
育
的
普
及
與
提
昇
是
國
家
富
強
興
建
設
的
重
要
指
標
，
新
的
教
育
改
革
也
不
斷
來
自
民
間
的
呼

籲
血
(
推
動
，
而
近
年
來
對
於
柳
科
身
學
習
社
會
的
共
識
，
也
成
了
政
府
與
民
間
的
共
同
需
求
，
如
何
將
終

身
教
育
的
推
行
與
社
區
發
展
結
合
，
不
僅
是
個
理
想
目
標
，
也
是
未
來
的
驢
勢
。
尤
其
許
多
體
制
外
的

非
正
規
教
育
活
動
，
缺
乏
政
府
的
支
持
或
規
範

9

雖
然
無
法
得
到
持
續
種
定
的
經
費
來
源

9

卻
也
相
對

受
到
較
少
的
限
制
，
而
有
更
大
的
發
展
空
間
，
也
-
寬
容
易
連
過
社
區
的
運
作

9

產
生
地
域
性
與
切
合
實

際
需
求
的
效
果
。

所
以
，
本
文
首
先
探
討
社
區
發
展
的
要
義
;
進
而
說
明
成
人
教
育
與
社
區
發
展
的
關
係
;
最
後
再

討
論
，
作
為
一
種
成
人
教
育
的
實
踐
，
外
籍
新
娘
生
活
過
應
輔
導
課
程
，
如
何
與
社
區
需
求
及
動
力
產

生
連
結
，
協
助
社
區
發
展
的
推
動

9

使
現
代
社
會
由
下
而
上
的
資
源
整
合
與
整
體
的
進
步
更
為
可
能
。

社
區
與
世
碼
發
展

「
社
區
」
雖
是
大
眾
耳
熟
能
詳
的
用
語
，
但
對
於
社
區
的
定
義
則
有
不
闊
的
說
譜
。
一
般
學
界
將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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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
分
成
不
同
的
類
型

9

，
不
但
可
探
討
不
同
社
區
的
特
色
與
功
能
，
並
可
進

與
解
決
社
區
問
題
的
基
礎

〔
什
麼
聞
單
社
區
?
社
區
有
那
些
功
能
?
〕

「
社
區
」
一

，
因
不
同
的
認
識
而
有
不
同
的
說
法
，
一

二
種
概
念
而
下
定
義
(
林
振
荐
，

H
頃
。
。
固
，
頭
州
南
餒
，
戶
。
∞

0
).. 

一

、

第

9

著
重
祉
區
內

居
民
聚
居
的
空
間
關
係
與
服
務
設
施
，
及
其
由
共
同
生
活
而
形
成
的
自
治
關
係
'
亦
即
從
地
理
因
素
來

二
、
互
動
的
概
念
:

一
種
概
念
是
從
社
區
的
心
理
互
動
與
利
蓋
闢
係
著
眼
，
此
一
概
念
著
重
社

區
互
動
中
的
正
面
關
係

9

亦
即
從
共
同
利
益
、
共
同
目
標
與
共
同
願
望
等
心
理
因
素
來
定
義
社
區
。

三
、
功
能
的
概
念
;
第
三
種
概
念
是
從
社
區
的
社
會
變
還
與
學
與
行
動
等
社
會
因
素
方
自
著
眼
，

稱
為
行
動
或
功
能
的
概
念

9

在
此
概
念
中
，
將
地
方
居
民
自
行
組
織
成
為
自
動
建
設
的
自
治
單
位
。

但
每
個
社
區
不
一
定
都
具
足
這
三
種
因
素
，
在
社
區
的
工
作
中
，
社
區
工
作
者
應
以
地
理
社
區
的

，
以
行
動
祉
區
的
概
念
為
方
法

9

以
心
理
社
區
的
概
念
為
目
的
。
有
了
地
域
範
團

3

才
容
易
規
劃
;
有
了
心
理
的
結
合
，
發
展
才
能
產
生
動
力
;
而
有
了
行
動
組
織

9

計
劃
才
有
可
能
付
諸



行
動
。
所
以
，
說
社
區
的
要
旨
即
要
在
無
組
織
的
地
理
社
區
內

9

，
以
求
社
區

意
識
的
成
長
。

基
本
L
I
了
社
區
是
指
一
群
人
由
於
共
同
的
利
益
與
需
要
，
產
生

意
識
的
發
展
及
行
動
組
織
，

、
地
區
、
共
同
的
闢
係
、

，
有
此
認
同
感
，

動
的
動
力
。

祉
區
教
育
學
者
林
振
春
亡
。
這
)
則
認
為
台
灣
社
區
型
態
的
演
變
，

看
。
民
間
的
演
變
是
從
祭
祖
聞
到
生
活
間
，

到
社
區
總
體
營
造
。

文
化
為
主
的
結
合
。
政
府
社
區
發
展
工
作
則
從
早
期
呼
應
聯
合
國
的
推
廣
，

政
策
的
提
出
，
此
即
為
對
社
區
不
何
方
面
的
觀
點
，
也
是
探
討
社
區
發
展
的
概
急
基
礎
。

從
社
區
的
歷
史
演
變
可
以
看
出
，

?
居
民
與
社
區
的

關
係
十
分
密
切
，

9

社
區
對
人
頭
文
明
的
貢
獻
及
所
具
的

功
能
並
不
亞
於
家
庭
。
國
內
學
者
除
震
認
為
，
社
區
所
具
的
功
能
有
一

三
大
類
，
一
般
功
能

包
括
經
濟
、
政
治
、

、
社
會
、

(
徐
震
，
這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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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
自
然
社
區
其
有
的
功
能
，
但
是
因
為
今
日
的
社
會
變
遷
迅
遷
，
而
且
各
社
區
的
發
展
資
源
與
條
件
不

同
，
並
非
每
一
社
區
都
能
具
有
這
些
功
能
。

除
了
一
般
功
能
外
，
社
區
還
具
有
社
會
化
、
社
區
控
制
、
社
會
參
與
及
社
區
互
助
的
四
個
特
別
功

能
。
不
管
是
一
般
或
特
殊
功
能
，
社
區
由
於
不
同
時
空
因
素
，
不
斷
地
產
生
變
化
，
專
業
化
的
社
區
如

科
技
城
或
大
學
城
等
也
還
漸
出
現
，
而
且
(
一
般
社
區
並
存
，
社
區
的
功
能
也
在
不
斷
改
變
中
，
如
何
透

過
社
區
的
發
展
與
營
造
，
使
每
個
社
區
能
更
配
合
居
民
的
需
要
，
同
時
又
其
有
個
別
的
特
色
，
則
是
未

來
社
區
發
展
的
重
要
趨
勢
與
重
點
。

〔
社
區
的
動
力
與
發
展
〕

從
前
面
的
討
論
可
看
出
，
社
區
必
須
遷
過
結
合
，
才
能
有
所
發
展
，
所
以
，
在
此
進
一
步
探
討
社

區
結
合
的
動
力
來
源
。
一
個
社
區
的
發
展
有
障
礙
的
因
素
，
也
有
促
進
合
作
的
因
素
。
社
區
中
有
各
種

衝
突
而
形
成
的
障
礙
，
化
解
這
些
衝
突
即
是
促
進
社
區
合
作
的
重
要
工
作
。
徐
震

(
3
∞
。
)
綜
合
不
同
學

者
的
意
見
，
將
衝
突
的
來
源
歸
為
文
化
、
權
力
結
構
、
經
濟
因
素
及
區
位
關
係
四
大
類
。

社
區
中
的
衝
突
有
文
化
方
面
的
因
素
，
如
種
族
、
宗
教
、
語
言
衍
生
的
問
題
;
有
些
衝
突
則
因
為

權
力
結
構
的
分
配
不
均
而
產
生
;
經
濟
因
素
，
如
不
間
的
居
住
型
態
或
不
同
職
業
，
也
可
能
造
成
社
區

中
的
衝
突
。
除
了
前
述
三
種
衝
突
，
地
區
的
隔
離
或
地
利
資
源
分
配
也
可
能
引
發
衝
突
。
任
何
一
種
形



，
都
需
要
加
以
了
解
及
處
理

9

，
可
能
嚴
重
損
害
社
區
的

合
作
與
預
定
的
發
展
工
作
。

去
除
障
礙
需
要
正
向
的
力
量
與
因
素
，
以
整
合
居
民
的
共
識
與
向
心
力
，

工
作
。
一
股
社
區
意
識
的
增
強
，
可
來
自
四
個
重
要
因
素
，
即
共
同
的
需
要
、
領
導
的
人
士
、

闢
係
、
標
幟
與
儀
式
(
徐
震
，

E
g
e
E

品
)
。

早
期
的
社
區
比
較
著
重
人
的
關
俑
，
如
宗
親
或
私
人
情
感
。
現
代
的
社
區
則
較
重
視
理
性
的
結
合

及
公
益
行
為
的
鼓
勵
，
所
以

9

發
掘
共
同
的
需
要
可
以
剖
造
一
致
的
團
結
與
支
持
，
是
建
立
共
識
的
重

要
來
源
。
在
社
區
中
本
存
在
著
各
種
組
織
與
社
國
，
在
整
合
不
同
單
位
的
資
源
與
力
量
一
上
，
各
個
領
導

人
實
海
關
鍵
的
角
色
。
這
些
領
導
者
起
頭
能
對
社
區
有
足
夠
的
關
懷
與
認
悶
，

作
良
好
的
溝
通
與
討
論

9

也
才
能
進
行
不
同
團
體
間
的
合
作
。

此
外
，
領
導
者
也
要
能
以
身
作
則
，
並
鼓
勵
組
員
投
入
社
區
，
與
不
同
團
體
的
成
員
互
動
。
社
區

中
的
領
導
人
有
的
居
實
質
的
位
置
，
有
些
則
僅
擔
任
意
見
領
繭
的
角
色
，
端
看
他
們
的
影
響
力
及
臨
行

力
而
定
。

雖
然
不
同
組
織
是
社
區
不
可
或
缺
的
因
素
，
但
如
何
將
不
同
團
體
的
力
量
整
合
，
才
是
社
區
發
展

的
基
本
條
件
。
尤
其
現
代
社
會
中
，
人
們
的
移
動
性
大
，
各
種
組
織
的
形
成
與
內
容
，
也
呈
現
多
元
的

。
所
以
需
要
各
個
不
同
團
體
問
彼
此
溝
通
，
以
增
加
互
相
了
解
與
合
作
的
可
能
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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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
集
會
，

9

如
能
為
大
多
數
居
民
所
認
同
或
接
受
，
也
可
成
為
一
個
聚
集

。
以
上
所
說
的
四
個
因
素
都
有
助
於
社
區
中
居
民
的
團
結

9

惜
重

這
些
社
區
中
的
正
向
因
素
，

門
社
區
發
展

丸曲J

前
園
的
分
析
是
針
對
社
區
的
定
義
、

一
番
辨
識
，

成
良
好
社
區

9

，
對
社
區
發
展
的
定
義
為
「
社

，
由
人
民
自
動
自
發
與
政
府
合
作
改
善
社
區
的
經
濟
、
社
會
、

，
使
社

區
生
活
與
國
家
體
系
合
為
一
體
。

，
以
改
善
其
生
活

;
二
是
政
府
提
供
技
備
或
其
他
服
務
，
以
協
助
人
民
更
有
效
發
揮
所
能
(
引
自
林
揖
眷
，
戶
。
這
回

拉
)
。
所
以
，
社
區
發
展
是
一

工

9

透
過
組
織
與
動
員
社
區
民
眾
，

社
區
中
的
各
體
資
源

9

使
社
區
產
生
團
體
的
行
動
，
以
改
善
所
有
社
區
居
民
的
生
活
。

?
目
的
則
在
改
善
、



(
阿
頃
。
∞
)

，
社
區
發
展
廳
具
有
十
個
特
色
?
分
別
闡
述
如
下

一
、
組
織
性
:

二
、
教
育
性
:

工

的
過
程
來
完
成
。

二
一
、
主
動
性
:
社
區

，
有
賴
於
居
民
自
動
自
發
的
參
與
，
才
能
對
社
區
有
真
正
的
認

同
感
及
持
續
的
責
任
、
心
。

四
、
個
別
性
:
每
個
社
區
有
其
特
殊
的
背
景
與
特
色
，
所
以
?
在
社
區
發
展
中
也
屬
須
闢
鬧
個
別

特
色
，

9

才
能
符
合
不
同
社
區
的
發
展
需
求
。

五
、
全
面
性
:
社
區
發
展
是
全
國
性
的
運
動
，
而
非
只
是
鄉
村
或
局
部
重
點
的
改
善
，
因
此
、
必
須

顧
及
全
凹
的
改
善

9

包
括
基
礎
建
設
與
文
化
精
神
面
的
提
日
卉
。

六
、
多
元
性
.. 

社
區
發
展
為
綜
合
性
的
改
善
過
程
，
所
以
?
需
要
不
同
社
區
組
織
與
社
團
的
合
作

與
自
參
與9
提
供
不
同
的
要
素
與
力
量
，
所
以
整
個
過
程
既
全
面
性
也
多
元
性
。

七
、
積
極
性
:
除
了
人
民
的
參
與
意
願
外
，

，
可
以
便
良
性
的

發
展
更
容
易
產
生
，
也
可
以
減
少
不
需
要
的
錯
誤
與
資
源
浪
費
。

八
、
次
序
性
;
雖
然
社
區
發
展
的
工
作
多
元
複
雜

9

仍
可
依
輕
重
緩
急
及
資
源
等
條
件
的
考
膚
，

訂
定
優
先
的
次
序
，
提
高
居
民
的
興
趣
與
冉
參
與
意
顱
，

香
光
莊
嚴
門
第
七
十
二
期
〕
民
國
九
十
一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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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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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
長
期
性
:
社
區
發
展
包
括
各
種
長
期
與
短
期
性
的
工
作
，
需
要
加
以
區
分
與
辨
識
，
並
要
培

育
當
地
的
人
才
，
方
能
保
證
持
續
性
工
作
的
延
續
，
不
致
因
外
來
協
助
的
退
出
而
中
斷
發
展
的
任
務
。

十
、
民
主
性
:
社
區
發
展
是
由
下
而
上
的
工
作
，
所
以
需
要
開
放
的
系
統
與
全
民
的
參
與
，
使
各

項
工
作
可
以
由
最
好
的
人
選
與
組
織
來
擔
任
，
以
確
定
社
區
的
發
展
工
作
不
受
特
定
勢
力
的
控
制
，
由

全
體
居
民
主
動
與
自
由
地
持
續
投
入
。

由
此
可
看
出
，
社
區
發
展
是
一
個
長
期
、
開
放
、
全
面
與
多
元
的
教
育
與
組
織
過
程
，
因
此
，
在

規
劃
及
執
行
時
，
必
須
顧
及
各
種
內
外
因
素
的
投
入
與
配
合
，
使
發
展
的
過
程
不
斷
與
社
區
的
需
求
及

各
種
因
素
，
產
生
良
好
的
互
動
，
如
此
，
則
有
希
望
更
新
與
持
續
社
區
的
生
命
，
並
由
居
民
共
同
擬
定

與
建
立
理
想
的
社
區
。

成
人
教
育
與
社
區
發
展

由
於
社
區
發
展
是
一
個
組
織
與
教
育
的
過
程
，
所
以
，
成
人
教
育
在
社
區
工
作
的
推
展
中
具
有
重

要
的
功
能
。
兩
者
在
進
行
與
呈
現
上
，
有
著
相
似
但
不
盡
相
同
的
關
係
'
因
此
，
此
處
先
就
其
異
同
之

處
加
以
探
討
。

〔
社
區
發
展
與
成
人
教
育
的
異
同
〕



從
日
的
來
說

9

社
區
發
展
是
為
了
促
進
社
區
進
步
，
成
人
教
育
則
為
了
增
加
個
人
的
知
識
，
培
養

更
好
的
能
力
，
以
改
進
個
人
的
生
活
及
促
進
社
會
的
進
步
。
實
際
上
，
很
多
社
區
的
工
作
或
躍
動
，

掃
盲
、

，
也
是
邁
過
成
人
教
育
來
完
成
。
成
人
教
育
鼓
勵
利
用
多
元
與
多
樣
的
方

式
進
行
9

所
以
特
制
蘊
含
非
正
規
與
非
正
式
的
社
區
學
習

此
外
，
社
區
發
展
強
調
社
區
民
眾
自
動
自
發
的
自
參
與
及
與
政
府
合
作
，
以
改
進
社
區
的
現
況
。
成

人
教
育
也
噩
觀
主
動
與
自
主
的
學
習
，
但
重
點
在
自
我
的
進
步
，
而
非
社
區
整
體
的
改
善
。

成
人
教
育
的
目
的
，
大
致
有
三

:
即
社
會
能
力
的
發
展
、
公
民
常
識
與
能
力
的
發
展
及
個
人
的

。
前
兩
者
比
較
偏
重
於
如
何
做
一
個
組
織
與
社
會
中
的
好
份
子
，
後
者
則
著
重
個
人
的
成
長
與
自

，
所
以
內
容
與
過
程
同
樣
重
要
。
社
區
發
展
把
組
織
與
教
育
視
為
達
成
社
區
發
展
的
過
程
，
兩

個
人
的
成
長
或
進
步
，
則
為
達
成
社
區
發
展
的
條
件
或
步
驟
之
一

〔
成
人
數
膏
，
在
社
區
蠶
展
中
的
功
能
〕

儘
管
在
目
的
上
有
所
差
異

9

但
成
人
教
育
對
社
區
發
展
可
以
扮
演
多
元
的
功
能
，
以
下
分
別
加
以

說
明

一
、
成
人
教
育
探
多
元
的
教
學
，
以
及
針
對
社
區
不
同
的
成
入
學
習
者
設
計
相
應
的
輯
程
?
有

助
於
觀
念
的
交
流
與
傳
播
，
可
以
促
進
社
區
意
識
的
建
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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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
成
人
教
育
鼓
勵
成
人
於
正
規
教
育
之
外
與
工
作
之
餘
，
作
自
我
的
再
學
習
，
有
助
於
社
區

人
口
素
質
的
提
昇
'
並
可
以
此
為
基
礎
，
建
立
學
習
型
的
社
區
。

第
三
、
成
人
教
育
重
視
成
人
學
習
者
與
環
境
的
互
動
，
尤
其
在
社
區
中
，
學
習
資
源
或
許
來
，
目
不

同
的
國
體
或
單
位
，
透
過
教
育
的
規
劃
與
執
行
，
有
助
於
不
間
團
體
間
的
互
動
與
合
作
，
有
益
社
區
發

展
的
組
織
整
合
。

第
四
、
成
人
教
育
重
視
師
生
之
間
平
等
與
良
好
的
互
動
關
係
'
也
鼓
勵
教
學
中
參
與
者
發
言
與
尊

重
彼
此
的
觀
點
，
這
樣
的
精
神
，
對
社
區
中
民
主
風
氣
與
開
放
系
統
的
養
成
，
有
促
進
的
作
用
。

第
五
、
成
人
教
育
鼓
勵
學
習
者
經
驗
的
分
享
與
組
群
的
學
習
，
因
此
，
在
教
學
中
可
以
發
現
與
培

養
領
袖
人
才
，
具
有
儲
備
未
來
社
區
領
導
人
才
的
功
能
。

第
六
、
成
人
教
育
提
供
社
區
居
民
各
種
學
習
機
會
，
透
過
學
習
及
其
他
課
外
場
域
的
交
流
，
可
以

減
少
某
些
因
文
化
、
經
濟
或
區
域
隔
閔
所
帶
來
的
衝
突
與
障
礙
，
增
進
社
區
中
組
織
的
合
作
。

社
區
婦
女
教
育
的
實
踐

社
區
中
原
本
就
包
括
不
同
的
份
子
與
群
體
，
如
何
因
不
同
成
員
的
教
育
需
求
而
規
劃
'
提
供
適
合

的
學
習
機
會
，
則
是
成
人
教
育
者
的
任
務
。
將
成
人
教
育
落
實
於
各
個
社
區
中
，
最
能
符
合
成
人
學
習



與
社
區
發
展
的
雙
重
需
求
。

口
一
般
佔
社
區
人

?
醜
近
國
祉
會
目
的
變
遷
及
知
識
的
迅
連
發
展
，

9

除
了
神
益
女
性
居
民
本
身
外
，
對
社
區
的
發
展
也
有
其

實
質
的
影
響
。

r-司、

LJ 

9

婦
女
的
角
色
也
在
逐
日
變
化
中
。
以
前
的

婦
女
受
到
固
有
文
化
與
僵
化
性
別
意
識
的
影
響
，
主
要
擔
任
家
庭
主
婦
的
身
分
。
十
九
世
紀
以
來
，

9

典
男
性
同
樣
肩
負
起
養
家
的
責
任
。

女
也
開
始
走
入

多
，
甚
至
有
些
女
性
跳
脫
一
向
依
賴
與
柔
弱
的
角
色
，

任
領
導
階
層
，

的
關
懷
與
教
育
需
求

9

因
此
?

二
期
(
楊
國
賜
，
這
話
)
。

一
期
，
此
期
間
的
教
育
重
點
受
到
戰
爭
後
發
展
影
響
，

一
九
九
0
年
以
前
是
第
二
期
，
婦
女
開
始
走
入
職
場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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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光
莊
嚴
門
第
七
寸
二
期
〕
民
囡
九
十
一
年
十
二
月
穿
了
一
四

，
如
社
區
交
通
品
質
等
，
在
知
識
上
也
加
入
了
益
智
方
面
的
課
程
，
開
始
關
懷
婦
女
的
自
我
成
長
。

由
於
受
到
世
界
風
潮
與
女
性
主
義
興
起
的
影
響
，
婦
女
教
育
已
從
插
花
、
烹
飪
等
組
家
庭
福
祉
改
善
的

學
習
，
而
轉
向
關
心
消
費
者
權
益
、
提
高
兩
性
意
識
，
主
婦
新
知
聯
盟
是
此
一
時
期
代
表
性
的
團
體
。

一
九
九
0
年
前
接
至
今
，
婦
女
的
意
識
愈
見
高
暉
，
各
種
對
廣
告
歧
視
的
抗
議
，
注
意
垃
圾
的
分

類
及
關
懷
雛
妓
問
題
的
運
動
等
不
斷
提
出
，
婦
女
教
育
可
說
已
從
觀
念
期
走
入
行
動
期
。

除
了
婦
女
學
習
的
內
容
與
關
懷
的
議
題
不
斷
演
變
外
，
教
育
的
行
使
及
娶
興
，
也
還
漸
由
政
府
的

主
導
而
改
由
民
間
主
動
提
出
。
尤
其
社
區
，
中
婦
女
的
自
我
結
社
或
民
間
團
體
的
發
聲
?
更
能
切
身
地
看

到
婦
女
在
大
社
會
、
社
區
中
的
角
色
與
問
題
，
辨
識
過
當
的
教
育
需
求
，
再
透
過
地
區
及
全
國
性
的
連

9

婦
女
不
但
為
自
己
的
教
育
把
脈
與
定
位
?
曲
更
有
力
地
扮
讀
社
區
中
捍
衛
與
清
流
的
角
色
，
對
社

會
的
貢
獻
已
不
止
於
善
盡
傳
統
主
婦
角
色
的
責
任
，
也
提
供
現
代
兩
性
共
存
與
共
榮
的
新
面
貌
。
所
以

9

新
時
代
的
婦
女
教
育
不
但
由
上
而
下
掌
握
自
我
的
主
權
，
在
實
踐
上
也
從
全
國
性
的
議
題
闢
懷
，

到
社
區
中
的
自
參
與
。

〔
社
區
中
的
攝
女
教
育
〕

成
人
教
育
重
視
成
人
自
動
自
發
的
繼
續
學
習
，
因
此
，
在
地
點
、
方
式
、
時
間
、
教
學
結
構
上
，

都
比
一
般
的
制
式
教
育
多
一
兀
且
有
彈
性
。
而
在
社
區
中
辦
理
成
人
教
育
，
或
連
過
社
區
的
組
織
來
架
構



成
人
教
育
，
在
理
論
與
實
際
上

9

部
最
能
符
合
成
人
教
育
與
社
區
發
展
的
雙
重
理
想
。
由
於
對
社
區
與

成
人
教
育
不
間
的
信
念

9

可
能
會
影
響
在
辦
理
上
的
目
的
與
進
行
策
略
，
所
以
廳
先
了
解
不
同
的
社
區

教
育
模
式
，
再
進
而
討
論
在
社
區
中
辦
理
婦
女
教
育
的
意
義
與
方
法

西
方
社
區
教
育
學
者
布
魯
費
爾
德
(
即

O
C
E
E

導
同
。
∞
品
)
曾
提
出
社
區
成
人
教
育
的
三
種
模
式
:

一
、
蘊
應
民
眾
需
求
而
辦
理
的
社
區
教
育
(
〉
們
自
己
曰:
ι
z
n
R
H
B
E
Z
Z
B
B
B
E
H

丹
田
)
?
這
是
以
消

費
者
為
取
向
的
模
式
，
教
育
者
居
於
中
立
的
角
色
，
透
過
需
求
評
估
，
針
對
社
臣
民
眾
需
要
，
而
提
供

的
教
育
課
程
或
規
劃
。

一
一
、
以
社
區
為
學
習
資
源
而
辦
理
的
社
區
教
育
(
〉
昔
日
內
的
身
的
思
。
囡
囡
口
岳
仰
的

O
E
B
E
F
G
)，以
社
區

作
為
學
習
實
驗
室
或
學
習
的
資
源
，
教
師
擔
任
資
源
及
協
助
者
的
角
色
，
學
習
活
動
不
限
於
教
室
中
，

而
可
以
發
生
於
社
區
的
任
何
角
落
或
地
點
。

三
、
為
社
區
發
展
開
開
辦
的
社
區
教
育
(
〉
門
戶
口
曰
:
會
的
串
串
且
岳
仰
的O
B
B
E
F
q
)，此
乃
針
對
社
區

發
展
而
規
劃
的
教
育
設
計
，
教
育
者
透
過
對
社
區
的
評
估
，
以
及
個
人
對
社
區
發
展
的
信
念
而
制
定
學

習
的
目
標
與
內
容
。
社
區
發
展
是
教
育
的
中
心
關
懷
，
教
育
在
傳
盟
有
益
於
社
區
發
展
的
價
值
、
信
念
，

並
培
養
社
區
居
民
應
具
有
的
技
能
。

另
一
位
英
國
學
者
馬
丁

(
E
E
F

這
∞
斗
)
，
則
依
教
育
所
具
的
改
革
功
能
與
資
源
分
配
，

育
分
成
三
種
模
式

i
l

廣
泛
模
式
、
激
進
模
式
與
改
革
模
式
。
「
廣
泛
模
式
」
認
為
社
區
與
社
會
的
情

香
光
莊
且
嚴
門
第
七
十
二
翔
〕
民
國
九
十
一
年
十
二
月
7
一
二
五



香
光
在
敢
門
第
七
十
二
期
〕
民
國
九
十
一
年
十
二
月
奪
了
一
六

況
是

?
教
育
者
居
於
中
立
地
位
，

9

社
區
與
社
會
間
是
互
有
衝
突
的
，
社
會
階
級
是
不
平
等
的
，

一
種
由
下
而
上

主
張
「

而
「

」
則
主
張
社
區
與
社
會
是
不

法
上
的
衛
突

9

所
以
，

由
此
不
同
教
育
模
式
的
展
現
與
比
較
，
可
知
社
區
婦
女
教
育
的
辦
理

9

?
將
教
育
資
源
廣
泛
地
提
供
給
所
有
社
區
民
眾
。
此
是

9

社
區
中
的
團
體
間
會
有
利
益
或
看

，
也
、
必
須
了
解
在
特
定
的
社
區
中
不
同
背
景
婦
女
的
教
育
需
求
。
尤
其
，

在
社
會
中
遭
遁
的
性
別
歧
視
情
況
，

。
如
何
兼
顧
婦
女
的
特
殊
需
求
，，

如
此
則
提
兼
顧
大
時

代
的
進
展
及
當
地
的
特
別
需
要
。
像
一
口
棟
樑
的
專
文
中
提
到
，
目
前
社
區
婦
女
教
育
的
發
展
趨
勢
共
有
三

(
同
心
而
V
U
N
)
.
e

一
、
分
化
:
即
針
對
社
區
中
婦
女
的
角
色
與
教
育
需
求
，
將
課
程
儘
量
一
分
化
，
讓
婦
女
可
以
國
應



不
同
的
興
趣
及
需
求
做
自
由
的
選
擇
。

-
7
個
別
化
;
每
個
成
人
因
其
特
殊
的
背
景
與
環
境
，
在
需
求
上
也
會
具
有
個
獨
性
，
在
規
劃
婦

女
教
育
時
也
盛
贊
顧
及
此
點

9

才
能
使
婦
女
有
興
趣
與
信
心
持
續
審
興
。

三
、
促
進
團
體
的
目
的
:
社
區
教
育
不
同
於
一
般
教
育
者
，
即
在
強
調
整
體
的
進
步
或
改
善
?

以
，
即
使
是
在
國
個
人
興
趣
而
審
興
的
課
程
中
，
釐
清
並
藉
個
人
之
力
以
完
成
團
體
的
目
的
，
仍
是
社

區
婦
女
教
育
的
重
點
之
一

門
外
籍
新
釀
輔
導
課
程
與
社
區
體
展
〕

從
一
九
九
五
年
起
，
南
噩
灣
美
濃
愛
鄉
協
進
會
的
一
批
青
年
志
工
，
結
合
地
方
的
組
織
與
有
限
的

人
力
9

開
始
嘗
試
為
逐
年
增
加
的
東
南
亞
外
籍
新
根
開
設
中
文
識
字
班
。
經
過
幾
年
的
連
驢
經
營
及
成

果
提
出
，
也
運
漸
引
起
政
府
單
位
開
始
重
視
這
些
外
籍
女
子
的
處
境
，
進
而
提
供
過
當
的
協
助
，
使
得

雙
方
在
異
國
婚
姻
中
，
都
能
得
到
過
當
助
力
，

民
國
八
十
九
年
開
始
，
由
內
政
部
戶
政
司
所
主
辦
的
「
外
籍
新
棋
生
活
蘊
應
輔
導
種
子
師
資
培
訓

」
9

巳
進
入
了
第
一
一

。
從
當
初
努
力
鼓
勵
及
補
助
下
僅
有
十
四
個
縣
市
的
辦
理
，
如
今
不
但
辦
理
的

縣
市
政
府
增
加
，

、
私
立
單
位
更
是
多
元
而
踴
躍
(
內
眼
部
戶
政
司
，

N
C
C
N
)，
這
樣
的
成
果
對

熱
心
推
動
的
上
級
政
府
是
個
令
人
振
奮
的
回
應
。
本
人
從
一
開
始
即
學
興
師
資
培
訓
的
工

9

看
到
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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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莊
嚴
門
第
七
十
二
期
〕
民
國
九
十
一
年
十
二
月

w
v一
二
七



香
光
莊
嚴
門
第
七
十
二
期
〕
民
國
九
十
一
年
十
二
月

7
一
二
八

縣
市
負
責
的
承
辦
人
員
們
，
從
勉
強
到
熱
心
，
從
惶
恐
到
自
信
，
從
孤
單
奮
鬥
到
互
相
分
享
抵
嘯
，
發

現
外
籍
新
娘
的
輔
導
教
育
，
已
不
再
是
個
小
小
的
對
策
或
嘗
試
，
它
其
實
已
成
為
全
台
灣
的
新
成
人
基

本
教
育
運
動
。
這
個
運
動
來
自
民
間
的
自
覺
與
行
動
，
隨
之
得
到
政
府
的
注
視
、
認
同
盟
(
推
廣
，
之
後

又
引
起
台
灣
各
地
區
的
回
響
，
這
是
個
受
到
高
度
注
目
與
投
入
的
社
區
婦
女
教
育
的
踐
行
。

新
竹
玄
聽
人
文
社
會
學
院
成
人
及
社
區
教
育
學
系
?
從
民
國
九
十
年
起

9

結
合
成
教
中
的
成
人
基

本
教
育
及
婦
女
教
育
課
程
，
與
新
竹
市
政
府
民
政
局
及
香
山
社
區
大
學
合
作
，
並
得
到
當
地
虎
林
、
虎

山
等
社
區
領
導
者
的
肯
定
與
支
持
，
持
續
開
設
「
外
籍
新
娘
生
活
過
應
輔
導
班
」

，
還
過
生
動
、

多
元
與
生
活
化
的
教
學
，
讓
外
籍
新
跟
在
識
字
與
活
動
中
認
識
台
灣
的
文
化
與
語
言
。
另
一
方
面
，
透

過
課
程
中
的
認
識
與
交
流
，
這
些
新
移
民
學
員
們
，
也
與
其
他
的
學
員
乃
至
志
工
老
師
們
有
了
新
的
連

結
9

運
建
建
立
女
性
的
網
絡
及
增
強
個
人
的
獨
立
與
自
信
。
而
由
於
社
區
的
支
持
，
開
班
的
地
點
也
由

社
區
發
展
協
會
自
動
提
供
，
有
些
社
區
婦
女
也
在
家
務
之
餘
，
參
與
志
工
的
工
作

9

一
則
達
到
資
源
共

享
，
二
則
增
加
學
員
家
人
對
課
程
的
認
同
?
一
二
者
一
蟲
本
地
女
性
有
機
會
正
確
地
認
識
這
些
外
來
媳
婦
，

可
以
給
予
更
好
的
協
助
。
這
些
因
素
形
成
良
性
循
棋
，
使
課
程
的
推
動
一
期
比
一
期
順
利

9

褲
益
更
多

有
心
向
學
者
及
其
家
庭
。

任
何
教
育
規
劃
的
成
功
或
持
續
何
必
定
有
其
主
、
客
觀
的
因
素
，
外
籍
新
娘
輔
導
教
育
的
成
長
與
運

嘲
普
遍
，
正
因
為
它
掌
握
了
社
區
教
育
的
一
些
重
要
元
素
。
首
先
，
它
肇
始
於
民
間
的
需
要
與
自
覺
，



故一
這
種
基
層
的
感
受
與
診
斷
呼
應
了
本
地
的
需
求
，
才
有
能
力
幫
助
社
區
中
真
正
的
需
要
者
。
其
次
，
政

府
的
協
助
帶
動
更
多
人
對
此
運
動
的
關
心
，
而
專
業
輔
導
的
實
施
與
介
入
，
則
使
資
源
的
整
合
與
經
驗

的
交
流
，
在
質
與
量
上
都
能
持
續
進
展
。

作
為
一
種
社
區
教
育
的
實
踐
，
最
可
貴
的
是
它
引
發
了
更
多
社
區
的
反
省
與
行
動
，
更
多
民
間
單

位
與
人
士
的
加
入
，
顯
示
了
社
區
的
自
覺
與
動
員
力
，
教
育
可
以
不
必
再
是
等
待
上
級
政
府
或
專
家
決

定
的
難
題
，
社
區
領
袖
與
居
民
的
參
與
使
教
育
活
動
與
社
區
發
展
緊
密
契
合
。

由
下
而
上
的
領
導
與
踐
行
，
使
資
源
與
權
力
結
構
產
生
新
的
分
配
，
新
的
開
放
系
統
得
以
建
立
，

公
平
與
關
懷
在
教
育
上
有
實
質
地
存
在
與
見
證
。
當
教
育
逐
漸
回
歸
到
自
我
問
題
的
自
覺
、
辨
識
與
解

決
，
而
不
只
是
為
了
服
從
或
配
合
某
項
外
來
的
政
策
或
需
求
時
，
人
的
主
導
性
與
尊
嚴
性
得
到
了
更
完

整
的
體
現
。
這
些
特
色
在
外
籍
新
娘
教
育
的
辦
理
上
不
斷
地
呈
顯
，
使
我
們
對
社
區
成
人
教
育
在
台
灣

的
實
踐
充
滿
希
望
與
憧
憬
。

社
區
教
育
與
社
區
發
展
的
未
來

新
的
社
區
在
新
的
變
動
時
代
中
有
新
的
組
合
與
需
求
，
從
外
籍
新
娘
輔
導
教
育
可
以
看
到
新
的
社

區
教
育
面
貌
。
因
此
，
未
來
成
人
及
社
區
教
育
工
作
者
，
必
須
思
考
如
何
因
應
此
新
的
趨
勢
，
建
立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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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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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的
課
程
典
範
與
思
考
，
以
提
供
社
區
發
展
所
需
的
動
力
與
臨
行
力
。

尸「

、-'

一
世
紀
是
個
社
區
的
世
紀
，

9

新
的
社
區
不
斷
產
生
，
新
的
問
題
與

、
財
力
與
人
力
來
定
義
其
地
位
，
在
後
現
代
中
，

9

真
正
的
力
量
來
自
社
區
不
同
個
體
的
連
結
與
互
助
。

口
力

。
政
府
與
民
間
的
合
作
代
表
權
力
的
下
放

，
也
表
示
曲
更
多
人
以
小
組
群
的
方
式
來
分
攤
整
體
的
負
擔
興
風
險
。
當
每
個
社
區
可
以
集
合

社
區
本
身
的
力
量
，
共
同
主
動
地
解
決
祉
區
中
的
問
題
，
國
家
就
可
以
花
較
少
的
預
算
與
花
費
在
祉
區

，
而
將
更
多
的
資
源
轉
用
於
國
家
未
來
建
景
的
勾
勒
與
重
大
決
策
的
思
考
。

在
社
區
的
發
展
上
，
從
依
於
家
族
宗
親
的
結
合
，
到
創
造
共
同
文
化
與
需
求
的
社
區
營
造
，
社
區

。
一
社
區
發
展
是
個
全
社
區
組
織
與
教
育
的
過
程
，

慚
蛻
化
為
接
受
移
民
的
社
會
，
當
以
自
我
為
中
心
的
漢
族
獨
大
轉
為
多
一
兀
文
化
的
認
同

9

當
封
閉
自
保

一
向
安
靜
沉
穩
的
大
地
失
調
而
引
發
身
心
財
物
的
受
剖
，

這
些
都
是
感
須
藉
由
社
區
力
量
的
集
合
，
讓
所
有
居
民
來
共
同
了
解
區
對
的
問
題
，
並
探
討
解
決
的
方



，
由
此
而
能
成
就
社
區
發
展
，
並
進
一
步
促
成
社
會
的
公
平
、

r-\ 

LιJ 

一
個
新
的
生
活
根
據
地
，
原
住
民
在
一
受
打
壓

?
也
開
始
要
求
社
會
大
眾
給

受
與
尊
重
。
外
籍
新
娘
的
加
入
，

一
種
新
的
成
份
，

9

主
動

台
灣
是
每
個
移
民
者
的
家
，

，
新
成
員
的
加
入
使
這
個
家

國
不
斷
展
現
新
的
面
貌

9

也
增
添
新
的
可
能
性
。
新
來
與
舊
住
都
需
要
「

L一

多
國
認
同
這
個

笨
，
所
以
愛
這
個
家
，

，
才
能
完

?
就
要
先
知
覺
到
她
們
需

一
個
家
人
而
非
客
人
的
對
待
。

、
冷
洲
→T
J
、

圭
扭
u
A
4
l

一
個
地
方
就
會
希
望
更
多
人
來
耕
耘
與
改
善
它
，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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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
理
社
區
教
育
者
也
該
擁
有
如
此
一
份
單
純
與
熱
忱
的
、
心
，
才
能
免
於
偏
見
或
錯
誤
的
認
識
，
可
以
持

續
地
投
入
社
區
的
教
育

9

並
闢
、
心
社
區
的
發
展
。

〔
新
社
區
與
新
盟
國
輛
自
〕

社
區
發
展
是
希
望
透
過
居
民
的
自
動
妻
自

(
9來
共
岡
創
講
社
區
更
好
的
未
來
，
對
每
位
飄
洋
，
來
到

台
灣
的
年
輕
女
子
而
言
?
要
融
入
一
個
新
的
社
區
生
活
，
充
滿
了
各
種
未
知
與
挑
戰

9

組
織
與
政
府
單
位
已
開
始
闢
注
這
些
新
移
民
的
需
求
?
外
籍
新
娘
輔
導
課
程
及
其
他
活
動
，
正
提
供
了

一
個
適
應
的
工
具
，
讓
她
們
飄
浮
不
定
的
身
心
可
以
還
漸
安
住
下
來
。

而
對
於
社
區
原
有
的
組
織
與
居
民
而
言
，
這
樣
的
課
程
不
但
提
供
一
個
檢
視
個
人
觀
點
與
想
法
的

慨
會
，
也
同
時
提
供
了
理
想
的
平
台
，
讓
團
體
與
個
人
有
個
焦
點
去
觀
察
、
分
析
與
回
應
社
區
的
問
題
。

還
過
外
籍
新
娘
適
應
輔
導
與
識
字
課
程
的
推
動
，
社
區
的
地
理
疆
界
或
許
並
未
明
顯
改
變
，
但
心
理
與

行
動
上
，
已
逐
漸
勾
勒
產
生
一
個
新
的
社
區
。

社
區
發
展
是
現
代
國
家
發
展
的
重
要
基
礎
，
社
區
可
以
有
不
間
的
定
義
，
但
基
本
上
社
區
是
由
一



群
有
相
同
認
同
胞
(
閱
係
的
人
所
組
成
，
社
區
發
展
則
為
一
個
組
織
與
教
育
的
過
程
?
它
需
要
克
服
某
些

障
礙
9

也
需
要
加
入
些
正
面
的
因
素
?
如
共
同
需
要
具
整
合
力
的
領
導
者
及
某
些
一
重
要
儀
式
，
來
協
助

建
立
共
識
，
透
過
共
識
即
可
推
動
更
有
效
的
社
區
發
展
。

成
人
教
育
與
社
區
發
展
有
密
切
的
闢
係
'
而
成
人
教
育
與
社
區
教
育
結
合
，
則
更
容
易
協
助
社
區

的
發
展
。
瞇
區
婦
女
教
育
宜
參
考
社
區
成
人
教
育
的
模
式
，
同
時
何
必
須
考
膚
女
性
學
習
者
與
歷
史
文
化

背
景
的
特
別
需
求
。

目
前
台
灣
外
籍
新
娘
輔
導
教
育
的
辦
理

9

相
當
符
合
社
區
成
人
教
育
的
理
想
，
在
民
間
與
政
府
的

合
作
及
社
區
動
員
上
都
已
有
了
成
功
的
例
子
。
所
以
，
此
課
程
的
推
展
與
社
區
發
展
的
目
的
十
分
相
應

9

需
要
由
社
區
不
同
組
成
份
子
的
共
同
投
入
會
以
協
助
未
來
者
儘
快
學
習
蘊
應
本
地
的
生
活
。
外
籍
新
娘

教
育
除
了
協
助
學
員
的
融
入
外
，
也
提
供
了
辦
理
課
程
或
教
學
者
一
個
自
我
反
會
與
學
習
的
良
機
。

二
十
一
世
紀
乃
社
區
的
世
紀
，
透
過
對
社
區
的
認
同
盟
(
居
民
的
共
同
行
動
，
社
區
的
發
展
將
更
為

容
易
9

成
人
及
社
區
教
育
者
{
且
努
力
便
成
人
教
育
在
社
區
發
展
中
扮
潰
有
力
角
色
，
在
社
區
教
育
的
實

踐
中
完
成
學
習
社
會
的
理
想
。
(
本
文
作
者
目
前
任
教
於
玄
壯
大
人
文
社
會
學
院
成
人
及
社
區
教
育
學
系
)

{
參
考
書
目
〕

內
毆
部
戶
服
司
編
印

(
M
O
O
M
)
，
外
籍
新
娘
生
活
適
應
輔
導
種
籽
研
習
營
會
議
資
料
，
高
雄
囡
囡
大
樹
鄉
佛
光
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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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振
春

(
3
甸
的
)
，
社
區
營
造
的
教
育
的
策
略
，
台
北
圓
圓
師
大
昂
首
苑o

林
振
春

(
3
甸
甸
)
，
台
灣
社
區
教
育
發
展
之
研
究
，
台
北
囡
囡
師
大
書
苑
o

徐
震

(
3
∞
0
)
，
社
區
與
社
區
發
展
目
台
北
圓
。
正
中
。

中
華
民
國
社
區
教
育
學
會
主
編
立
法
∞
)
，
社
區
婦
女
教
育
，
台
北

a
E

師
大
智
商
一
菇
。

中
華
民
團
社
區
教
育
學
會
主
編
亡
。
這
)
，
社
區
營
造
與
社
區
學
習
，
台
北
圓
周
師
大
書
苑

o

詹
襯
樑

(
3
迫
)
，
婦
女
繼
續
教
育
的
理
論
，
載
於
中
華
民
盟
成
人
教
育
學
會
主
編
，
婦
女
教
育
，
自
山

M
Z
H話
，
台

北
;
師
大
書
菇
。

楊
國
賜

(
3
5
)
9
我
國
婦
女
教
育
的
回
顧
與
前
瞻
，
婦
亥
繼
續
教
育
的
理
論
，
載
於
中
華
民
國
成
人
教
育
學
會
主

編
9

婦
女
教
育
，
右
。
孟
晶
，
台
北
:
師
大
書
苑

o

回
門
口
。
但
們
自
己
已
切

E
切
(
戶
。
∞
真
)
A
丸
z
r
r
h阿
三
叫
阿
昌
、
自
丸
之
叮
叮
丸

N
M們
白
白
白
昆
、
自
認
丸
忌
閃
閃
口
是

E
E
E

守
﹒
因
白
宮
的
F
U
O
H
M
叩
白
白
白
宮
叩
門
也
丹
田

望
自
片
片
戶
口
心
目
﹒

(
3
∞
3
.
內
C
B
B
Z

口
昆
明
白
已
E
S
E
B
E

岳
m

巴
巴
門
叩
門
山
間E
m門
古
巴
﹒
斗
目
哥
們H
Z
H
E
C們
的
。
咱
們
出
2

巳
C
旬
出H
m
R
E

阱
。
啦
。
笙
工
憂

北
國
際
社
區
教
育
研
討
會
。
華
北
圓
圈
中
華
民
國
社
區
教
育
學
會
。

。
五
門
課
程
數
學

一
、
解
門
l
l
d

課
程
分
為
法
轟
類
、
律
儀
德
聲
類
、
教
史
制
度
類
、
人
文
社
會
學
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