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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節

在
黑
暗
中
探
索

一
、
首
次
出
洋

當
孫
中
山
逐
漸
成
長
的
時
候
，
中
國
社
會
中
原
先
自
然
經
濟
占
統
治
地
位
的
封
建
經
濟
結
構
日
益
解

體
，
商
品
經
濟
有
了
較
快
發
展
，
中
國
資
本
主
義
近
代
工
業
已
開
始
出
現
。
隨
著
中
國
民
族
資
本
的
形
成

和
發
展
，
中
國
民
族
資
產
階
級
開
始
作
為
一
個
獨
立
的
政
治
力
量
，
登
上
歷
史
舞
臺
。
新
的
階
級
、
人
物

和
思
想
已
逐
漸
引
人
注
目
。

孫
中
山
的
家
鄉
位
於
廣
東
珠
江
三
角
洲
地
區
，
在
這
裡
，
十
九
世
紀
七
十
年
代
以
後
，
已
勃
然
興
起

一
批
以
機
器
繅
絲
業
為
主
體
的
民
族
資
本
主
義
企
業
，
同
時
華
僑
資
產
階
級
也
在
各
僑
居
地
逐
漸
形
成
。

翠
亨
村
雖
然
是
一
個
貧
窮
落
後
的
村
落
，
但
它
東
與
香
港
隔
海
相
望
，
南
與
澳
門
緊
相
毗
鄰
，
距
村
不
遠

又
有
外
國
輪
船
經
常
停
泊
的
金
星
港
，
這
就
大
大
有
別
於
內
地
村
莊
，
而
能
夠
較
早
、
較
多
地
接
觸
到
新

事
物
、
新
思
想
。
孫
中
山
幼
年
時
不
斷
聽
到
一
些
海
外
發
生
的
新
奇
事
情
，
還
聽
到
已
經
在
檀
香
山
墾
殖

致
富
的
哥
哥
孫
眉
對
海
外
生
活
繪
聲
繪
色
的
種
種
描
述
，
譬
如
海
外
的
風
土
人
情
、
社
會
習
俗
和
檀
香
山

的
土
地
肥
沃
、
食
物
豐
富
、
果
園
和
葡
萄
園
眾
多
，
太
平
洋
群
島
都
是
﹁
草
經
冬
而
不
枯
，
花
非
春
而
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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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
﹂
，
以
及
那
裡
地
廣
人
稀
、
開
墾
致
富
容
易
等
等
，
引
起
了
他
的
強
烈
嚮
往
，
遂
萌
﹁
出
洋
之
志
﹂
，
一

心
想
去
看
看
那
個
未
曾
見
識
過
的
廣
闊
世
界
。
他
希
望
能
夠
找
到
自
己
所
期
望
的
美
境
，
不
再
憋
悶
在
翠

亨
村
這
個
落
後
、
黑
暗
的
狹
小
天
地
之
中
。

但
是
，
孫
中
山
的
父
親
卻
認
為
自
己
的
兩
個
弟
弟
死
在
海
外
，
連
屍
體
都
找
不
到
，
舉
家
悲
痛
，
現

在
有
一
個
兒
子
出
外
冒
險
已
經
夠
了
，
不
願
心
愛
的
小
兒
子
再
去
冒
海
上
的
風
濤
之
險
，
所
以
拒
絕
了
孫

中
山
的
請
求
。
此
後
，
孫
中
山
一
直
悶
悶
不
樂
，
憧
憬
著
外
部
的
世
界
，
連
續
多
次
向
父
親
提
出
去
檀
香

山
的
要
求
。
不
久
，
他
的
母
親
準
備
去
檀
香
山
探
望
發
了
財
的
兒
子
，
孫
中
山
就
乘
機
提
出
要
與
母
親
同

行
，
以
廣
見
聞
。
在
他
一
再
懇
求
下
，
終
於
獲
得
父
親
的
同
意
，
實
現
了
夢
寐
以
求
的
出
洋
願
望
。

一
八
七
九
年
六
月
的
一
天
，
十
三
歲
的
孫
中
山
，
穿
著
中
國
農
村
的
土
布
服
裝
，
拖
著
長
辮
子
，
隨

同
母
親
去
澳
門
，
然
後
登
上
一
艘
二
千
噸
級
的
英
國
輪
船
﹁
格
蘭
諾
曲
﹂
號
，
遠
離
家
鄉
，
向
波
濤
洶
湧

的
太
平
洋
駛
去
，
開
往
檀
香
山
。

第
一
次
離
開
農
村
走
向
世
界
，
孫
中
山
感
到
無
比
歡
欣
和
激
動
。
他
佇
立
船
頭
，
展
現
在
面
前
的
是
浩

瀚
萬
里
、
一
望
無
際
的
太
平
洋
和
輪
船
劈
波
斬
浪
向
前
飛
駛
的
壯
觀
景
象
。
孫
中
山
懷
著
強
烈
的
求
知
欲
，

好
奇
地
觀
察
著
一
切
，
什
麼
蒸
汽
機
、
鍋
爐
和
巨
大
堅
實
的
金
屬
大
樑
等
等
，
使
這
個
從
小
生
活
在
貧
窮

山
村
裡
的
少
年
驚
歎
不
已
。
一
切
都
是
那
樣
奇
異
新
鮮
，
這
個
陌
生
又
嶄
新
的
世
界
有
那
麼
多
好
的
東
西
。

數
十
年
後
，
美
國
友
人
林
百
克
︵P. Linebarger

︶
曾
問
過
孫
中
山
：
﹁
上
了
船
，
你
感
觸
最
深
的
是

什
麼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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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
中
山
回
答
說
感
觸
很
多
，
特
別
重
視
的
是
船
上
的
鐵
梁
：
﹁
這
麼
重
的
一
個
梁
，
要
多
少
人
才
可

以
把
它
裝
配
好
。
忽
地
想
到
那
已
發
明
這
個
大
鐵
梁
的
天
才
，
又
發
明
了
應
用
它
一
個
機
械
的
用
法
。
外

國
人
所
做
的
東
西
，
我
們
中
國
人
不
能
做
，
吾
立
刻
覺
得
中
國
總
有
不
好
的
地
方
了
。
﹂

12
確
實
，
當
時
還

只
能
建
造
木
船
的
中
國
，
與
建
造
遠
洋
輪
船
的
外
國
相
比
，
實
在
是
落
後
太
多
了
。
少
年
孫
中
山
能
從
中

發
現
問
題
，
思
索
著
探
求
究
竟
的
道
理
，
志
向
是
不
凡
的
。

孫
中
山
的
這
一
次
長
達
二
十
多
個
晝
夜
的
遠
航
，
使
他
大
開
眼
界
，
成
為
他
早
年
生
活
經
歷
中
的
一
個

重
要
轉
捩
點
，
也
是
他
一
生
中
第
一
個
重
大
轉
折
。
他
後
來
在
給
英
國
著
名
漢
學
家
翟
理
斯
︵H

. A
.G

iles

︶

的
信
中
，
追
述
當
時
自
己
的
感
受
說
：
﹁
始
見
輪
舟
之
奇
，
滄
海
之
闊
，
自
是
有
慕
西
學
之
心
，
窮
天
地

之
想
。
﹂

二
、
中
國
的
小
留
學
生

經
過
二
十
多
天
的
航
程
，
﹁
格
蘭
諾
曲
﹂
號
的
前
方
出
現
了
一
片
陸
地
，
已
經
望
得
見
教
堂
的
尖
頂
和

高
大
的
樹
木
。
當
輪
船
靠
近
碼
頭
後
，

檀
香
山
，
即
夏
威
夷
群
島
，
位
於
北
太
平
洋
之
中
，
介
於
亞
洲
和
美
洲
之
間
。
它
由
二
十
多
個
島
嶼

組
成
，
氣
候
溫
和
，
風
景
秀
麗
，
盛
產
糖
、
米
和
水
果
等
。
那
時
它
雖
是
一
個
君
主
制
國
家
，
但
資
本
主

1
2　 
林
百
克
：
︽
孫
逸
仙
傳
記
︾
，
上
海
三
民
公
司
一
九
二
六
年
版
，
第
一
百○

五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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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
正
在
這
裡
發
展
，
並
且
隨
著
歐
風
美
雨
的
影
響
，
已
興
辦
了

資
產
階
級
學
校
。
孫
中
山
到
達
後
，
起
初
被
安
排
在
茂
宜
島
茄

荷
蕾
︵K

ahului

︶
埠
孫
眉
開
設
的
商
店
裡
當
店
員
。
除
照
料
店

務
外
，
他
勤
奮
地
學
習
中
國
式
的
商
業
會
計
，
又
進
盤
羅
河
學

校
補
習
算
術
等
科
，
很
快
就
學
會
了
記
帳
和
珠
算
。
由
於
顧
客

多
是
當
地
居
民
，
說
的
是
方
言
﹁
楷
奈
楷
﹂
語
，
孫
中
山
也
很

注
意
學
習
當
地
語
言
，
不
多
久
便
學
會
了
日
常
生
活
用
語
，
能

應
付
自
如
。
孫
眉
很
快
發
現
自
己
的
弟
弟
很
聰
明
，
對
這
裡
的

事
務
饒
有
興
趣
，
有
強
烈
的
求
知
欲
和
很
好
的
領
悟
能
力
，
又

肯
刻
苦
學
習
，
就
改
變
了
要
孫
中
山
學
經
商
的
打
算
，
在
同
年

的
九
月
中
旬
送
他
進
學
校
讀
書
。
從
此
開
始
，
他
系
統
地
接
受

資
本
主
義
教
育
，
所
學
的
主
要
是
西
方
的
文
化
知
識
。

孫
中
山
進
入
的
是
火
奴
魯
魯
︵H

onolulu

，
位
於
柯
湖
島

︹O
ahu Island

︺
上
，
是
當
時
夏
威
夷
這
個
君
主
制
國
家
的
首

都
，
華
僑
又
稱
作
檀
香
山
正
埠
︶
英
國
基
督
教
監
理
會
所
辦
的

意
奧
蘭
尼
書
院
︵Lolani School

，
男
子
初
中
︶
。
這
所
學
校
只

收
夏
威
夷
人
子
弟
和
混
血
種
的
夏
威
夷
青
年
，
後
來
才
兼
收
東

孫眉在檀香山的住所，孫中山曾在此居住。孫中山懷著異常歡快的心情，立即踏上

了萬頃碧波環抱的檀香山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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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
人
，
中
國
學
生
極
少
。
孫
中
山
入
學
時
，
只
有
鐘
工
宇
、
唐
雄
和
李
弼
三
名
中
國
學
生
，
以
後
又
陸
續

增
加
了
六
名
。
這
是
一
所
英
國
色
彩
十
分
濃
厚
的
學
校
，
教
科
書
全
是
英
文
，
講
授
英
國
歷
史
，
算
術
是

以
英
鎊
、
先
令
、
便
士
計
算
，
教
材
的
內
容
，
包
括
西
方
社
會
政
治
學
說
和
自
然
科
學
的
基
礎
知
識
，
以

及
英
語
、
聖
經
等
科
目
。
教
師
講
課
都
用
英
語
，
孫
中
山
剛
入
學
時
一
點
也
聽
不
懂
，
簡
直
像
個
聾
子
，

教
師
只
得
用
手
勢
向
他
表
達
意
思
。
最
初
一
段
時
間
，
孫
中
山
覺
得
十
分
為
難
，
但
他
並
不
氣
餒
，
而
是

懷
著
強
烈
的
求
知
欲
，
刻
苦
、
頑
強
地
攻
讀
。
他
很
注
意
掌
握
正
確
的
學
習
方
法
，
沒
有
去
死
記
硬
背
。

他
花
了
十
天
功
夫
，
仔
細
觀
察
英
、
漢
兩
種
語
言
在
發
音
和
構
詞
方
面
的
差
異
，
發
現
學
習
英
語
的
關
鍵
，

在
於
掌
握
它
的
發
音
規
律
和
構
詞
方
法
。
由
於
方
法
得
當
，
他
成
績
提
高
得
很
快
，
時
間
不
長
便
在
讀
和

寫
方
面
都
取
得
了
驚
人
的
成
績
，
較
熟
練
地
掌
握
了
英
語
。
英
語
是
國
際
性
語
言
，
孫
中
山
通
過
勤
奮
學

習
逐
步
掌
握
了
這
種
語
言
工
具
，
使
他
後
來
在
全
世
界
從
事
革
命
活
動
，
博
覽
外
國
圖
書
館
的
各
類
書
籍

以
及
同
各
國
的
朝
野
人
士
打
交
道
，
都
從
中
獲
益
匪
淺
。

他
在
校
珍
惜
時
間
，
勤
奮
學
習
，
除
了
完
成
學
校
佈
置
的
課
業
外
，
還
利
用
課
餘
時
間
補
習
中
文
，

流
覽
中
外
群
書
。
對
於
有
關
美
國
獨
立
戰
爭
的
書
籍
，
以
及
華
盛
頓
、
林
肯
等
資
產
階
級
革
命
家
的
傳
記
，

他
特
別
感
興
趣
，
希
望
從
中
能
找
到
他
一
直
追
求
的
真
理
。
他
對
歐
美
民
族
、
民
主
革
命
領
袖
們
推
崇
敬

仰
，
並
產
生
了
以
為
師
表
的
念
頭
。
孫
中
山
少
年
時
代
的
一
些
知
識
積
累
，
為
他
以
後
的
政
治
思
想
、
哲

學
思
想
奠
定
了
初
步
基
礎
。

一
八
八
二
年
七
月
，
孫
中
山
完
成
了
在
意
奧
蘭
尼
書
院
的
學
習
。
在
盛
大
的
畢
業
典
禮
上
，
他
得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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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學
校
的
嘉
獎
。
這
個
三
年
前
連

A
、
B
、
C
都
不
懂
的
中
國
農
村

孩
子
，
今
天
卻
在
全
校
數
百
名
英
、

美
籍
和
本
地
土
著
學
生
中
成
績
出

眾
，
成
了
名
列
全
年
級
英
語
文
法

考
試
得
第
二
名
的
優
秀
學
生
，

夏
威
夷
國
王
架
刺
鳩
向
他
親
頒
獎

品
。
對
於
這
件
事
，
孫
眉
以
及
當

地
華
僑
皆
引
以
為
驕
傲
，
並
在
華

僑
社
會
中
傳
為
美
談
。

孫
中
山
從
意
奧
蘭
尼
書
院
畢

業
後
，
曾
有
一
段
時
間
在
孫
眉
經

營
的
商
店
裡
協
理
店
務
。
同
年

秋
，
他
考
入
當
地
的
一
所
高
級

中
學

｜
奧
阿
厚
書
院
︵O

ahu 

C
ollege

︶
繼
續
求
學
。
該
校
是
檀

香
山
的
最
高
學
府
，
由
當
地
的
美

一八七九年秋，孫眉安排孫中山到意奧蘭尼書院讀書，年僅十三歲的孫中山開始接

受西方文化教育，接觸到《法國革命史》、《拿破崙傳》、《華盛頓傳》、《林肯傳》

等書籍。圖為意奧蘭尼學校（局部校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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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基
督
教
公
理
會
於
一
八
四
一
年
創
辦
，
學
生
大
多
是
與
夏
威
夷
福
音
堂
︵
公
理
會
教
友
和
長
老
會
教
友
︶

有
關
係
的
傳
教
士
子
女
。
在
這
所
學
校
裡
，
孫
中
山
除
學
習
正
式
課
程
外
，
對
世
界
各
國
的
歷
史
和
現
狀

產
生
了
興
趣
，
知
識
面
開
闊
，
學
業
也
與
日
俱
進
，
他
曾
打
算
畢
業
後
赴
美
國
讀
大
學
，
繼
續
深
造
。

當
時
，
正
值
夏
威
夷
︵
檀
香
山
︶
人
民
為
反
抗
美
國
吞
併
夏
威
夷
而
英
勇
鬥
爭
的
時
期
。
早
在
十
九
世

紀
五○

年
代
，
美
國
就
認
定
夏
威
夷
是
它
侵
略
太
平
洋
各
地
區
的
跳
板
，
起
了
吞
併
的
野
心
。
自
南
北
戰

爭
︵
一
八
六
一—

一
八
六
五
年
︶
以
後
，
美
國
的
勢
力
逐
漸
侵
入
夏
威
夷
；
一
八
七
四
年
，
美
國
乘
夏
威

夷
統
治
集
團
發
生
內
訌
，
派
出
海
軍
陸
戰
隊
支
持
架
刺
鳩
取
得
王
位
，
次
年
即
脅
迫
架
刺
鳩
去
美
簽
訂
﹁
互

惠
條
約
﹂
，
從
而
在
夏
威
夷
享
有
種
種
特
權
，
把
它
變
為
自
己
的
經
濟
附
庸
，
插
手
干
預
它
的
政
治
和
法
律

事
務
，
控
制
它
的
文
化
教
育
事
業
。
自
此
以
後
，
夏
威
夷
失
去
了
獨
立
地
位
，
實
際
上
已
處
於
美
國
政
治
、

經
濟
和
軍
事
的
絕
對
控
制
之
下
。
美
國
的
侵
略
激
起
了
夏
威
夷
人
民
的
極
大
憤
懣
，
反
美
鬥
爭
情
緒
日
益

高
漲
，
他
們
響
亮
地
喊
出
﹁
夏
威
夷
是
夏
威
夷
人
民
的
夏
威
夷
﹂
的
口
號
，
英
勇
抗
擊
美
國
侵
略
者
，
﹁
幾

乎
天
天
在
那
裡
反
抗
﹂
，
到
處
都
在
驅
逐
和
打
擊
入
侵
的
敵
人
。

在
檀
香
山
的
華
僑
中
，
不
少
人
支
持
夏
威
夷
人
民
的
反
美
鬥
爭
，
而
意
奧
蘭
尼
學
校
的
師
生
們
，
也

積
極
參
加
了
支
持
當
地
人
民
的
獨
立
事
業
，
抨
擊
親
美
的
吞
併
主
義
者
的
圖
謀
，
該
校
已
成
為
一
個
﹁
反

美
和
反
吞
併
主
義
情
緒
的
堡
壘
﹂
。
孫
中
山
身
臨
其
境
，
耳
聞
目
睹
夏
威
夷
這
個
弱
小
國
家
人
民
的
鬥
爭
，

感
受
到
他
們
反
抗
侵
略
的
覺
悟
和
勇
氣
，
從
而
促
使
他
對
清
朝
統
治
下
的
中
國
前
途
與
命
運
產
生
無
限
聯

想
。
孫
中
山
思
緒
萬
千
，
聯
想
到
中
國
遭
受
帝
國
主
義
侵
略
的
事
實
，
對
清
政
府
的
腐
敗
統
治
進
一
步
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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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了
不
滿
，
為
祖
國
的
前
途
和
民
族
的
命
運
感
到
擔
憂
，
開
始
萌
發
了
以
西
方
資
本
主
義
國
家
為
榜
樣
，

來
改
造
中
國
社
會
的
朦
朧
理
想
。
他
在
課
餘
時
間
，
經
常
和
中
國
的
留
學
生
聚
在
一
起
，
交
談
如
何
才
能

改
良
祖
國
和
拯
救
同
胞
的
想
法
。

在
意
奧
蘭
尼
書
院
和
奧
阿
厚
書
院
裡
，
宗

教
教
育
都
占
著
很
重
要
的
地
位
。
前
者
的
校
長

韋
禮
士
牧
師
為
了
使
該
校
的
學
生
們
皈
依
上
帝
，

有
計
劃
地
專
門
開
設
了
︽
聖
經
︾
課
程
，
規
定

學
生
們
每
個
星
期
日
必
須
去
聖
安
德
勒
大
教
堂

做
禮
拜
；
後
者
除
聖
經
課
和
星
期
日
禮
拜
外
，

更
安
排
由
主
教
親
自
講
授
聖
經
課
，
學
生
們
早

晚
要
在
學
校
教
堂
祈
禱
。
有
不
少
學
生
是
教
徒
。

所
有
這
一
切
，
都
對
孫
中
山
產
生
著
很
大
影
響
。

耳
濡
目
染
，
他
在
不
斷
的
宗
教
灌
輸
中
被
基
督

教
義
所
吸
引
，
對
其
中
的
平
等
、
博
愛
的
內
容

十
分
感
興
趣
，
熱
心
地
背
誦
︽
聖
經
︾
，
覺
得
比

中
國
儒
教
﹁
君
君
臣
臣
父
父
子
子
﹂
那
一
套
嚴

格
的
封
建
等
級
制
度
要
好
得
多
，
因
此
，
他
積

一八八二年秋，孫中山轉入奧阿厚書院讀書。圖為孫中山在該校讀

書的校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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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
參
加
唱
詩
班
等
各
種
宗
教
的
聚
會
，
對
早
晚
在
學
校
教
堂
的
祈
禱
和
星
期
日
去
教
堂
做
禮
拜
都
準
時
參

加
，
對
基
督
教
的
感
情
也
隨
之
愈
來
愈
濃
，
﹁
通
道
漸
篤
﹂
。
基
督
教
是
一
神
教
，
具
有
著
強
烈
的
排
他
性
。

孫
中
山
與
日
俱
增
的
宗
教
感
情
，
不
久
便
見
諸
行
動
。
一
天
，
在
孫
眉
的
家
中
，
他
勇
敢
地
嘲
弄
並
撕
毀

了
哥
哥
供
奉
著
﹁
保
佑
﹂
人
們
﹁
平
安
出
海
﹂
的
關
帝
︵
關
雲
長
︶
的
神
像
，
認
為
：
﹁
關
雲
長
只
不
過

是
三
國
時
代
的
一
個
人
物
，
死
後
怎
能
降
福
人
間
，
替
人
們
消
災
治
病
呢
？
﹂

13
同
時
，
他
還
想
受
洗
禮
入

基
督
教
。
這
引
起
他
哥
哥
的
震
怒
和
強
烈
反
對
。
堅
守
舊
俗
的
孫
眉
擔
心
孫
中
山
違
背
中
國
舊
的
宗
教
信

仰
，
皈
依
基
督
而
遭
親
人
的
譴
責
。
於
是
，
兄
弟
失
和
，
他
毅
然
責
令
孫
中
山
停
止
學
業
，
並
決
定
送
其

回
國
，
以
遏
止
弟
弟
日
益
升
騰
的
宗
教
感
情
的
發
展
。

海
外
四
年
多
的
生
活
和
學
習
，
是
孫
中
山
早
年
的
一
段
重
要
經
歷
。
這
個
正
處
於
成
長
期
的
小
留
學

生
，
通
過
四
年
多
的
國
外
經
歷
和
所
受
的
系
統
的
西
方
教
育
，
開
拓
了
胸
懷
和
眼
界
，
豐
富
了
他
的
民
主

思
想
和
科
學
知
識
，
思
想
上
發
生
著
巨
大
變
化
。
他
將
國
內
情
況
和
國
外
見
聞
相
對
照
，
越
來
越
感
覺
到
，

西
方
的
資
本
主
義
教
育
制
度
和
教
學
方
法
比
中
國
好
，
中
國
社
會
的
許
多
不
合
理
的
狀
況
應
該
改
變
，
從

而
促
使
他
的
生
活
情
趣
、
價
值
觀
念
、
思
維
方
法
等
方
面
，
也
開
始
發
生
潛
移
默
化
的
蛻
變
。
據
孫
中
山

在
意
奧
蘭
尼
學
校
的
中
國
同
學
鐘
工
宇
回
憶
說
：
﹁
我
們
在
課
外
常
用
方
言
交
談
，
他
告
訴
我
：
﹃
他
，

想
知
道
何
以
英
美
政
府
和
人
民
相
處
得
這
樣
好
？
﹄
有
一
天
晚
上
，
他
問
我
：
﹃
為
什
麼
滿
清
皇
帝
自
命

1
3　 
吳
相
湘
：
︽
孫
逸
仙
先
生
傳
︾
上
冊
，
臺
北
遠
東
圖
書
公
司
一
九
七○

年
版
，
第
三
十
一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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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天
子
，
而
我
們
是
天
子
腳
下
的
蟲
蟻
，
這
樣
對
嗎
？
﹄
﹂

14
這
表
明
孫
中
山
的
頭
腦
中
已
萌
發
了
改
良
祖

國
使
之
為
﹁
良
善
政
府
﹂
的
願
望
。
他
後
來
回
憶
說
，
在
檀
香
山
﹁
就
傅
西
學
，
見
其
教
法
之
善
，
遠
勝

吾
鄉
，
故
每
於
課
暇
，
輒
與
同
國
同
學
諸
人
，
相
談
衷
曲
，
而
改
良
祖
國
，
拯
救
同
群
之
願
，
於
是
乎
生
。

當
時
所
懷
，
一
若
必
使
我
國
人
人
皆
免
苦
難
，
皆
享
福
樂
而
後
快
﹂

15
。

三
、
大
鬧
北
極
殿

一
八
八
三
年
︵
清
光
緒
九
年
︶
七
月
，
英
俊
、
倜
儻
的
孫
中
山
穿
著
一
身
嶄
新
的
絲
綢
衣
服
，
從
夏

威
夷
乘
輪
船
啟
程
回
國
。

這
時
的
孫
中
山
，
已
不
再
是
四
年
前
出
國
時
那
個
﹁
僅
識
之
無
﹂
的
農
家
少
年
，
而
是
一
位
已
初
步

具
有
民
主
政
治
觀
念
和
近
代
科
學
文
化
知
識
的
十
七
歲
的
青
年
知
識
分
子
了
。
他
的
頭
腦
裡
裝
了
不
少
的

西
方
文
化
觀
念
，
對
於
祖
國
的
腐
敗
政
治
和
舊
的
社
會
風
尚
，
更
深
切
地
感
到
無
法
忍
受
，
改
造
中
國
社

會
的
願
望
越
發
強
烈
，
從
而
推
動
著
他
由
昔
日
的
懷
疑
、
不
滿
，
進
而
將
要
採
取
反
抗
的
行
動
了
。

經
過
一
個
日
夜
又
一
個
日
夜
，
孫
中
山
乘
坐
的
輪
船
終
於
駛
近
了
神
州
大
陸
。
他
到
香
港
後
又
改
乘

中
國
沙
船
赴
香
山
縣
金
星
港
。
途
中
，
沙
船
必
須
經
過
一
個
設
有
海
關
的
無
名
小
島
。
船
主
根
據
過
去
的

經
驗
，
事
先
告
誡
乘
客
們
要
小
心
，
千
萬
別
惹
那
些
海
關
老
爺
，
否
則
出
了
麻
煩
誰
也
不
會
好
受
。

1
4　 
遲
景
德
：
︽
國
父
少
年
時
代
與
檀
鈧
環
境
︾
，
轉
引
自
吳
相
湘
︽
孫
逸
仙
先
生
傳
︾
上
冊
，
第
三
十
三
頁
。

1
5　 
︽
孫
中
山
全
集
︾
第
二
卷
，
中
華
書
局
一
九
八
二
年
版
，
第
三
百
五
十
九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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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
船
到
了
那
個
小
島
一
靠
岸
，
一
批
接
著
一
批
拖
著
長
辮
子
的
清
朝
官
吏
跳
上
了
船
，
他
們
以
﹁
緝

私
﹂
為
名
進
行
無
理
搜
查
，
千
方
百
計
向
旅
客
們
勒
索
錢
財
。
許
多
旅
客
生
怕
被
扣
留
和
罰
款
，
為
求
太

平
紛
紛
主
動
送
禮
物
給
他
們
。
這
樣
，
兇
暴
、
貪
婪
的
清
朝
關
吏
以
征
海
關
稅
、
收
厘
捐
、
緝
鴉
片
、
查

火
油
等
名
目
為
藉
口
，
對
乘
客
進
行
了
四
次
蠻
橫
的
勒
索
。
孫
中
山
對
這
幫
貪
吏
們
公
開
無
法
無
天
地
為

非
作
歹
，
深
感
驚
愕
和
痛
恨
，
也
激
起
他
極
大
憤
慨
。
最
後
一
次
，
他
忍
無
可
忍
，
挺
身
抗
辯
，
拒
絕
檢
查
，

並
聲
言
要
向
官
府
控
告
這
幫
害
民
蟲
。
船
主
告
訴
他
這
樣
做
是
沒
有
用
的
。
結
果
，
船
被
這
批
官
吏
扣
留

了
，
一
直
等
到
敲
詐
船
主
一
大
筆
稱
作
﹁
罰
款
﹂
的
賄
賂
以
後
，
第
二
天
早
晨
才
准
許
開
行
。

這
一
遭
遇
，
給
剛
入
國
門
的
孫
中
山
很
大
刺
激
。
他
用
一
種
深
沉
的
憤
恨
語
調
對
乘
客
們
演
說
，
宣

傳
中
國
政
治
必
須
改
革
的
道
理
，
並
向
乘
客
們
提
出
一
個
發
人
深
思
的
問
題
。
孫
中
山
痛
心
疾
首
地

問
大
家
：
﹁
中
國
掌
握
在
這
些
腐
敗
萬
惡
的
官
吏
手
中
，
怎
麼
得
了
啊
！
國
家
興
亡
，
人
人
有
責
！
你
們

還
坐
視
不
救
嗎
？
﹂
乘
客
們
對
這
位
年
輕
人
的
見
識
和
抱
負
很
是
驚
訝
，
紛
紛
投
以
欽
佩
的
眼
光
，
思
考

著
他
這
個
深
刻
的
問
話
。

回
到
家
鄉
後
，
孫
中
山
看
到
翠
亨
村
風
貌
依
舊
，
和
四
年
多
前
沒
有
什
麼
兩
樣
，
還
是
那
麼
美
麗
而

貧
困
，
處
處
充
滿
陳
舊
的
氣
氛
，
落
後
得
不
見
一
絲
生
機
。
如
狼
似
虎
的
差
役
，
貪
贓
枉
法
的
官
吏
，
求

神
拜
佛
的
鄉
鄰
，
抽
鴉
片
、
納
妾
、
濫
賭
的
富
人
，
連
白
薯
也
吃
不
上
、
依
然
過
著
饑
寒
交
迫
苦
日
子
的

農
民
，
所
有
的
一
切
都
依
舊
是
那
麼
令
人
窒
息
。
孫
中
山
用
其
比
照
檀
香
山
的
進
步
和
文
明
，
竟
有
天
淵

之
別
，
真
像
是
兩
個
世
界
，
就
愈
加
顯
出
清
朝
政
府
的
腐
敗
，
社
會
的
黑
暗
。
他
的
心
中
憤
憤
不
已
，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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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
的
情
緒
進
一
步
加
深
。

當
時
，
孫
中
山
一
面
幫
助
家
庭
做
些
農
活
，
自
修
語
文
，
並
在
餘
暇
進
行
游
泳
、
體
操
等
鍛
煉
；
一
面

在
村
民
中
繼
續
宣
傳
社
會
改
革
的
必
要
，
抨
擊
腐
敗
的
中
國
政
治
和
落
後
的
社
會
習
俗
，
並
對
清
朝
政
府

統
治
下
農
村
的
市
場
狀
況
進
行
尖
銳
的
批
評
，
指
出
：
﹁
一
個
政
府
至
少
應
該
使
他
的
人
民
得
到
些
便
利

於
商
業
的
基
礎
。
﹂
他
呼
籲
鄉
親
不
能
再
聽
任
官
府
擺
佈
，
要
謀
求
改
善
自
己
的
境
遇
。
他
向
鄉
親
們
說
：

﹁
朝
政
這
樣
腐
敗
，
你
們
為
什
麼
不
覺
醒
起
來
，
要
知
道
大
家
只
有
團
結
起
來
，
才
能
改
善
自
己
的
地
位
。
﹂

他
還
用
自
己
學
得
的
知
識
，
熱
情
地
在
村
裡
進
行
一
些
改
良
鄉
政
的
社
會
活
動
，
例
如
，
積
極
籌
辦
修
建

村
路
和
打
更
防
盜
，
發
動
全
村
集
資
安
裝
街
燈
，
清
掃
街
道
及
衛
生
防
病
等
公
共
事
務
，
努
力
改
善
家
鄉

的
落
後
面
貌
。

稍
後
，
在
一
八
九○

年
，
他
還
寫
了
一
篇
效
法
西
方
改
革
社
會
、
興
辦
農
桑
、
興
辦
學
校
等
的
︽
致

鄭
藻
如
書
︾
，
希
望
這
位
退
職
官
員
首
先
在
香
山
縣
倡
行
，
然
後
推
廣
各
地
。

孫
中
山
從
事
的
改
良
鄉
政
的
努
力
，
是
他
嚮
往
的
﹁
善
良
政
府
﹂
思
想
在
家
鄉
的
一
次
小
小
實
驗
。

其
指
導
思
想
屬
於
一
種
資
產
階
級
的
地
方
自
治
思
想
，
也
符
合
中
國
農
村
一
向
有
自
行
管
理
鄉
政
的
傳
統
。

這
種
思
想
在
封
建
社
會
裡
是
一
種
進
步
思
想
。
所
以
一
時
頗
得
父
老
讚
譽
，
但
它
有
很
大
的
局
限
性
，
不

可
能
解
決
根
本
的
問
題
。

當
時
，
在
孫
中
山
有
關
改
革
鄉
政
行
動
之
中
，
最
具
興
味
的
記
述
，
是
打
泥
菩
薩
。

偶
像
崇
拜
，
是
愚
弱
國
民
的
精
神
癌
瘤
。
翠
亨
村
的
村
廟
北
極
殿
，
正
是
地
主
階
級
用
來
麻
醉
勞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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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民
，
以
神
權
進
行
統
治
的
工
具
。
孫
中
山
認
為
那
些
泥
塑
木
雕
的
偶
像
，
騙
人
錢
財
，
誤
人
正
事
，
對

它
們
頂
禮
膜
拜
是
一
種
愚
蠢
的
迷
信
行
為
，
也
是
人
民
愚
昧
的
原
因
、
落
後
的
標
誌
。
要
喚
醒
人
民
，
必

須
破
除
迷
信
。

打
泥
菩
薩
之
事
，
孫
中
山
是
與
他
的
總
角
之
交
陸
皓
東
一
起
幹
的
。

陸
皓
東
︵
一
八
六
八—

一
八
九
五
年
︶
，
名
中
桂
，
字
獻
香
，
號
皓
東
。
他
原
隨
在
上
海
經
商
的
父
親

居
住
，
父
死
後
隨
母
回
鄉
。
在
翠
亨
村
塾
讀
書
時
，
孫
中
山
和
他
是
同
窗
好
友
，
兩
個
人
常
談
論
社
會
的

黑
暗
和
腐
敗
，
志
同
道
合
，
幾
至
形
影
不
離
。
孫
中
山
從
檀
香
山
歸
來
後
，
好
友
重
聚
，
更
為
投
契
。
以

後
他
長
期
追
隨
孫
中
山
進
行
革
命
活
動
。

就
在
這
一
年
秋
季
，
有
一
天
，
孫
中
山
和
陸
皓
東
等
幾
個
年
齡
相
仿
的
夥
伴
去
廟
中
遊
玩
，
正
碰
上

幾
個
農
民
在
香
煙
繚
繞
的
大
殿
裡
虔
誠
地
燒
香
拜
佛
。
他
即
公
開
向
宗
教
迷
信
宣
戰
，
當
場
指
出
木
偶
無

知
，
勸
告
他
們
信
奉
無
益
，
不
要
去
相
信
世
界
上
真
有
什
麼
神
仙
能
幫
助
窮
人
。
為
了
證
實
自
己
的
見
解
，

血
氣
方
剛
的
孫
中
山
邊
說
邊
騰
地
跳
上
正
殿
的
供
桌
，
對
著
﹁
北
方
真
武
玄
天
上
帝
﹂
的
手
用
力
一
擊
，

只
聽
﹁
嘩
啦
﹂
一
聲
，
神
像
的
手
指
和
身
體
分
了
家
，
泥
塑
裡
面
的
爛
泥
、
稻
草
和
木
頭
統
統
裸
露
了
出
來
。

在
場
的
人
都
被
驚
呆
了
。
孫
中
山
指
著
砸
壞
了
的
神
像
說
：
﹁
看
你
這
樣
威
風
，
現
在
又
奈
我
何
！
﹂
他

又
拿
起
神
像
的
斷
指
笑
著
對
他
們
說
：
﹁
你
們
看
，
這
就
是
所
謂
能
保
護
鄉
民
的
神
靈
，
我
打
斷
了
它
的

手
指
，
它
還
照
樣
對
著
我
傻
笑
，
這
種
神
靈
有
什
麼
可
以
相
信
的
！
﹂
接
著
，
他
又
將
左
廊
專
司
生
育
的

﹁
金
花
娘
娘
﹂
塑
像
的
臉
皮
刮
破
，
劃
成
又
花
又
醜
的
大
花
臉
，
並
毀
掉
它
的
一
隻
耳
朵
。
膽
小
的
孩
子
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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嚇
壞
了
，
大
驚
失
色
，
生
怕
連
累
自
己
，
都
慌
忙
逃
了
出
去
。
在
場
的
老
人
全
給
嚇
懵
了
。
有
個
老
人
跪

在
地
上
，
滿
口
﹁
罪
過
，
罪
過
！
﹂
、
﹁
作
孽
，
作
孽
！
﹂
恐
慌
得
渾
身
發
抖
，
頭
也
不
敢
抬
起
來
。
孫
中

山
和
陸
皓
東
等
幾
個
勇
敢
的
青
少
年
，
卻
在
旁
邊
哈
哈
大
笑
，
盡
興
而
去
。

由
於
當
時
群
眾
還
沒
有
反
對
迷
信
的
覺
悟
，
所
以
孫
中
山
這
次
破
壞
神
像
的
勇
敢
行
為
，
鬧
得
滿
村

風
雨
，
引
起
了
軒
然
大
波
。
它
震
撼
了
全
村
父
老
，
引
起
許
多
人
的
反
對
，
尤
其
是
遭
到
本
村
豪
紳
地
主

的
猛
烈
攻
擊
。
他
們
認
為
褻
瀆
神
靈
，
大
逆
不
道
，
是
不
可
寬
宥
的
天
大
的
罪
行
，
紛
紛
向
孫
達
成
興
師

問
罪
。孫

達
成
誠
惶
誠
恐
地
對
上
門
問
罪
的
鄉
人
作
揖
認
錯
，
保
證
嚴
厲
管
教
兒
子
。
他
為
了
平
息
眾
怒
，

答
應
交
納
銀
子
十
兩
修
復
神
像
和
獻
上
供
奉
，
祈
求
神
佛
寬
恕
，
給
全
村
人
消
災
除
難
，
並
要
把
孫
中
山

逐
出
村
子
，
責
令
他
離
開
家
鄉
，
以
示
對
他
的
處
罰
，
這
場
風
波
才
算
了
結
。

陸
皓
東
也
同
樣
遭
到
鄉
人
的
責
難
，
被
迫
出
走
香
港
。

孫
中
山
破
除
迷
信
大
鬧
北
極
殿
的
風
波
，
就
此
總
算
平
息
下
來
，
卻
在
歷
史
上
遺
留
下
來
一
段
可
紀

念
的
革
命
軼
事
。

四
、
﹁
切
慕
耶
蘇
之
道
﹂

傳
統
的
習
慣
勢
力
難
以
抵
擋
，
孫
中
山
無
法
在
翠
亨
村
站
住
腳
跟
，
他
只
好
被
迫
悄
悄
地
黯
然
離
開

生
養
自
己
的
美
麗
故
鄉
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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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一
天
凌
晨
，
天
剛
濛
濛
亮
，
孫
中
山
乘
著
四

周
還
不
見
人
影
的
時
刻
，
乘
上
一
條
小
船
駛
赴
香
港
。

年
十
一
月
，
到
港
不
久
的
孫
中
山
進
入
了
由

英
國
聖
公
會
主
辦
的
拔
萃
書
室
︵D

iocesan Boys 

H
om

e

，
男
子
中
學
︶
，
攻
讀
高
中
課
程
，
並
在
課

餘
常
到
倫
敦
會
長
老
區
鳳
墀
處
補
習
國
文
。
他
在
該

校
就
讀
時
間
很
短
，
不
足
兩
個
月
即
退
學
了
。

同
年
冬
季
，
孫
中
山
在
香
港
結
識
美
國
公
理
會

傳
教
士
喜
嘉
理
︵D

. R
. H

ager

︶
。

在
喜
嘉
理
牧
師
的
勸
說
和
主
持
下
，
孫
中
山
在

年
底
的
一
天
，
與
陸
皓
東
一
起
在
美
國
綱
紀
慎
會

︵
公
理
會
︶
的
佈
道
所
︵
香
港
必
列
者
士
街
二
號
二

樓
︶
受
洗
加
入
了
基
督
教
。

據
喜
嘉
理
的
記
述
：

﹁
一
八
八
三
年
秋
冬
之
交
，
余
與
︵
孫
︶
先
生
初
次
謀
面
，
聲
容
笑
貌
，
宛
然
一
十
七
八
歲
之
學
生
。

︙
︙
余
職
在
佈
道
，
與
之
覿
晤
未
久
，
即
以
是
否
崇
信
基
督
相
質
問
。
先
生
答
云
：
﹃
基
督
之
道
，

余
固
深
信
，
特
尚
未
列
名
教
會
耳
。
﹄
余
詢
其
故
，
則
曰
：
﹃
待
時
耳
，
在
己
固
無
不
可
也
。
﹄
嗣
後
數

一八八三年秋冬之交，孫中山在美國傳教士喜嘉理

主持下，在香港加入基督教，左為接受洗禮人員名

單（局部）。孫日新是他當時在港讀書時所用的中

文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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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果
受
禮
奉
教
，
余
親
身
其
事
。
其
受
禮
之
地
，
在
香
港
舊
設
之
華
人
學
堂
中
，
距
現
有
之
美
以
美
會

教
堂
，
約
一
箭
之
地
。
地
不
著
名
，
儀
不
繁
重
，
而
將
來
中
華
民
國
臨
時
第
一
大
總
統
，
於
是
受
聖
禮
皈

依
道
焉
。
﹂

16
隨
後
，
孫
中
山
移
居
該
教
堂
之
二
層
樓
，
與
居
住
三
層
樓
的
喜
嘉
理
牧
師
時
相
往
返
，
接
觸

甚
密
。孫

中
山
自
受
洗
加
入
基
督
教
以
後
，
熱
心
傳
教
佈
道
，
在
一
八
八
四
年
暑
假
曾
協
助
喜
嘉
理
到
澳
門
、

香
山
各
地
佈
道
，
分
售
︽
聖
經
︾
，
並
勸
說
兩
位
友
人
入
了
教
。
此
後
，
在
他
長
期
的
革
命
生
涯
中
，
始

終
與
基
督
教
有
著
千
絲
萬
縷
的
聯
繫
。
例
如
，
他
所
創
建
的
興
中
會
、
同
盟
會
、
中
華
革
命
黨
等
團
體
，

其
誓
約
均
冠
以
﹁
當
天
發
誓
﹂
字
樣
，
﹁
是
亦
一
種
宗
教
宣
誓
的
儀
式
，
從
基
督
教
受
洗
之
禮
脫
胎
而
來
者

也
﹂
。
又
如
興
中
會
成
立
時
，
孫
中
山
﹁
率
先
宣
誓
，
將
左
手
置
於
開
卷
的
聖
經
上
，
高
舉
右
手
，
懇
求
上

蒼
明
鑒
，
以
示
矢
志
革
命
，
卒
底
於
成
﹂

17
。
等
等
。
基
督
教
對
於
孫
中
山
及
其
革
命
事
業
方
面
也
產
生
過

深
遠
的
影
響
。
譬
如
，
辛
亥
革
命
時
期
，
革
命
黨
人
往
往
藉
助
教
堂
為
革
命
機
關
；
一
些
基
督
徒
參
與
孫

中
山
領
導
的
革
命
鬥
爭
；
孫
中
山
利
用
宗
教
信
仰
爭
取
外
國
的
同
情
和
支
持
等
。

當
然
，
孫
中
山
自
受
洗
以
後
，
隨
著
科
學
知
識
的
豐
富
和
閱
歷
的
增
長
，
他
對
基
督
教
的
信
仰
也
不

是
一
成
不
變
的
，
而
是
有
一
個
反
復
的
發
展
過
程
。
他
曾
對
日
本
友
人
宮
崎
寅
藏
說
過
：
﹁
我
對
基
督
教

的
信
念
，
隨
著
科
學
研
究
而
逐
漸
減
退
。
我
在
香
港
醫
學
院
求
學
期
間
，
覺
得
基
督
教
的
理
念
缺
乏
邏
輯
，

1
6　 
尚
明
軒
、
王
學
莊
、
陳
崧
編
：
︽
孫
中
山
生
平
事
業
追
憶
錄
︾
，
人
民
出
版
社
一
九
八
六
年
版
，
第
五
百
二
十
一
頁
。

1
7　 
莊
政
：
︽
國
父
革
命
與
洪
門
會
黨
︾
，
臺
北
遠
東
版
，
第
八
十
五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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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而
開
始
翻
閱
哲
學
書
籍
。
當
時
我
的
信
念
相
當
傾
向
於
進
化
論
，
可
是
又
沒
有
完
全
放
棄
基
督
教
。
﹂

18

說
明
由
信
仰
進
化
論
而
導
致
他
宗
教
信
仰
的
衰
退
，
他
對
基
督
教
的
興
趣
較
之
過
去
有
所
淡
薄
。
所
以
孫

中
山
雖
是
一
個
基
督
教
徒
，
卻
不
妨
礙
他
後
來
在
哲
學
上
對
自
然
觀
方
面
的
闡
述
達
到
了
唯
物
論
的
結
論
。

在
孫
中
山
一
生
中
，
既
﹁
雅
癖
達
文
之
道
﹂
，
又
﹁
教
則
崇
耶
穌
﹂
，
正
是
宗
教
與
科
學
的
尖
銳
矛
盾
，
促

使
他
的
思
想
不
時
進
行
著
進
化
論
與
宗
教
神
學
的
激
烈
搏
鬥
，
矛
盾
雙
方
的
分
量
是
互
有
消
長
地
變
化
著
。

但
是
，
他
從
來
沒
有
否
定
上
帝
的
存
在
，
在
入
教
後
長
達
四
十
一
年
的
時
間
中
也
從
來
沒
有
否
認
自
己
的

基
督
教
身
分
，
對
基
督
教
一
直
懷
有
頗
深
的
感
情
。

一
九
二
二
年
間
，
孫
中
山
曾
明
確
地
指
出
：
﹁
余
始
終
是
基
督
教
信
徒
。
不
但
余
為
基
督
教
信
徒
，

余
之
子
、
余
之
媳
、
余
之
女
、
余
之
婿
、
余
之
家
庭
、
余
之
岳
丈
、
岳
母
、
余
妻
、
余
妻
之
姐
、
之
弟
、

之
妹
，
甚
至
連
襟
至
戚
，
固
無
一
而
非
基
督
信
徒
也
。
余
有
家
庭
禮
拜
，
余
常
就
有
道
之
牧
師
聞
道
講
學
，

孰
謂
余
非
基
督
教
徒
乎
？
﹂

19
甚
至
在
孫
中
山
逝
世
前
一
天
，
在
彌
留
之
際
，
他
在
病
榻
上
還
執
著
教
友
的

手
說
：
﹁
我
是
基
督
教
徒
，
上
帝
派
我
為
我
國
人
民
去
同
罪
惡
奮
鬥
，
耶
穌
是
革
命
家
，
我
也
一
樣
。
﹂

20

他
還
用
手
指
著
宋
慶
齡
囑
咐
何
香
凝
說
：
﹁
彼
亦
同
志
一
分
子
，
吾
死
後
望
善
視
之
，
不
可
因
其
為
基
督

1
8　 
吳
相
湘
：
︽
孫
逸
仙
先
生
傳
︾
上
冊
，
臺
北
遠
東
圖
書
公
司
一
九
七○

年
版
，
第
三
十
四
頁
。

1
9　 
包
世
傑
：
︽
孫
中
山
先
生
逝
世
私
記
︾
，
︽
近
代
史
資
料
︾
總
七
十
一
號
，
第
二
百
一
十
七
頁
。

2
0　 Y. Y. Tsu: “ Th

e C
hristian Seruice At D

r. Sun Yat-Sen” , Funeral. M
areh 18, 1925‧

Th
e C

hinese Recorder, pp 89-90, February, 1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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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人
而
歧
視
之
。
﹂

21

可
以
這
樣
說
：
基
督
教
伴
隨
著
孫
中
山
走
過
了
偉
大
、
光
輝
的
一
生
。
但
是
，
也
應
該
看
到
，
事
實

證
明
，
在
孫
中
山
身
上
存
在
著
複
雜
的
雙
重
性
，
儘
管
他
始
終
是
一
個
基
督
教
徒
，
宗
教
信
仰
在
其
身
上

曾
起
到
過
消
極
作
用
，
卻
不
影
響
他
成
為
進
化
論
者
和
偉
大
的
民
主
主
義
革
命
家
。
恰
又
正
因
為
他
是
一

個
品
德
高
尚
的
基
督
教
徒
，
且
所
皈
依
的
是
公
理
教
派
，
深
受
宗
教
倫
理
和
公
理
派
﹁
鼓
勵
民
眾
自
主
和

民
族
自
立
﹂
的
教
義
的
影
響
，
篤
信
博
愛
、
平
等
、
信
義
和
民
族
自
立
等
教
義
，
使
他
產
生
為
世
人
追
求

博
愛
、
平
等
、
中
華
民
族
要
自
立
心
向
﹁
天
國
﹂
的
革
命
理
想
，
進
而
促
使
他
常
保
旺
盛
的
百
折
不
撓
永

遠
革
命
的
奮
鬥
精
神
。

五
、
革
命
思
想
的
醞
釀

一
八
八
四
年
四
月
十
四
日
，
孫
中
山
轉
入
香
港
英
國
當
局
開
辦
的
一
所
設
備
較
完
善
的
中
央
書
院

︵C
entral School

︶
，
繼
續
高
中
學
業
。

這
所
學
校
創
辦
於
一
八
六
二
年
，
一
八
八
九
年
改
名
域
多
利
書
院
︵V

ictorian C
ollege

︶
，

一
八
九
四
年
改
名
皇
仁
書
院
︵Q

ueens C
ollege

︶
，
該
校
辦
學
宗
旨
是
﹁
溝
通
中
西
文
化
﹂
，
它
的
學
科

設
置
完
備
，
師
資
力
量
充
實
，
教
學
方
法
新
穎
，
是
當
時
堪
稱
全
港
第
一
流
的
高
級
中
學
。
學
校
中
的
所

2
1　 
︽
中
山
先
生
臨
終
之
情
節
︾
，
︽
中
山
先
生
榮
哀
錄
︾
，
第
二
十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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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
學
科
與
課
程
有
英
語
、
文
學
、
世
界
史
、
英
國
史
、
地

理
、
幾
何
、
代
數
、
衛
生
、
機
械
繪
畫
、
簿
記
及
常
識
等
。

教
師
全
部
是
來
自
英
國
本
土
的
劍
橋
、
牛
津
等
名
牌
大
學

的
畢
業
生
，
年
輕
飽
學
，
思
想
新
進
；
學
生
除
在
港
華
人

子
女
外
，
有
來
自
英
國
、
美
國
、
葡
萄
牙
、
印
度
、
菲
律

賓
等
許
多
國
家
的
青
年
，
也
有
少
量
從
中
國
大
陸
來
就
讀

的
學
生
。

孫
中
山
在
學
校
學
習
十
分
刻
苦
努
力
，
白
天
專
心
聽

課
並
認
真
複
習
；
課
餘
時
間
便
抓
緊
時
間
涉
獵
群
書
，
閱

讀
中
國
諸
子
百
家
的
著
述
，
以
增
廣
見
識
；
晚
上
還
專
門

請
了
教
師
為
自
己
輔
導
古
漢
語
。
全
班
學
生
中
以
他
的
英

文
成
績
最
好
，
深
得
教
師
的
誇
獎
。
他
具
有
勤
學
好
問
的

精
神
，
一
有
不
懂
的
問
題
，
就
虛
心
向
教
師
和
同
學
請
教
。

當
時
有
的
學
生
為
此
而
譏
笑
他
時
，
他
就
不
以
為
然
地
對

人
說
：
﹁
學
問
學
問
，
不
學
不
問
，
怎
樣
能
知
！
﹂
他
平
時
不
苟
言
笑
，
可
是
談
論
起
來
，
便
滔
滔
不
絕
，

三
教
九
流
，
無
不
知
曉
，
﹁
通
天
曉
﹂
的
綽
號
真
是
名
不
虛
傳
。

孫
中
山
在
這
所
學
校
就
讀
共
兩
年
半
時
間
。
由
於
他
認
真
學
習
各
門
課
程
和
刻
苦
攻
讀
中
外
書
籍
， 孫中山在香港讀書的中央書院（後改名皇仁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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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
其
是
廣
泛
涉
獵
西
方
國
家
政
治
、
歷
史
、
文
學
等
類
書
籍
，
從
而
進
一
步
掌
握
了
西
方
資
產
階
級
文
化

知
識
，
加
深
了
對
西
方
科
學
、
社
會
及
政
治
制
度
的
認
識
。
同
時
，
由
於
接
觸
到
許
多
國
家
的
優
秀
青
年
，

不
僅
對
他
西
學
知
識
的
增
加
大
有
裨
益
，
而
且
對
其
世
界
意
識
的
拓
展
也
是
一
個
難
得
的
機
會
，
更
有
可

能
認
識
和
觀
察
中
國
和
世
界
的
局
勢
。
這
是
他
思
想
發
展
的
一
個
重
要
時
期
。

孫
中
山
身
處
具
有
特
殊
地
位
的
香
港
，
每
天
看
到
建
築
在
山
上
的
華
麗
的
殖
民
者
的
別
墅
、
宅
院
和

繁
華
的
街
道
及
近
代
的
市
政
建
設
。
他
在
課
餘
經
常
細
心
地
觀
察
著
周
圍
的
一
切
，
特
別
是
香
港
這
個
近

代
城
市
的
市
政
面
貌
及
管
理
方
式
等
，
尤
其
引
起
他
的
注
意
。
孫
中
山
將
在
香
港
見
聞
之
所
得
，
對
照
和

比
較
了
清
政
府
統
治
下
的
內
地
，
特
別
是
香
山
縣
城
的
情
況
，
越
來
越
感
覺
到
西
方
近
代
文
明
要
比
中
國

固
有
的
文
明
進
步
，
中
國
社
會
的
許
多
不
合
理
的
狀
況
應
該
改
變
。
從
而
促
使
他
對
原
有
的
祛
除
惡
政
府

的
志
向
更
為
堅
定
，
並
促
使
他
由
市
政
研
究
發
展
為
政
治
之
研
究
，
由
嚮
往
西
方
文
明
到
決
定
改
革
中
國

的
惡
劣
政
治
。
後
來
，
孫
中
山
在
回
答
自
己
革
命
思
想
得
自
於
何
時
何
地
時
說
，
香
港
的
市
政
建
設
給
他

以
深
刻
印
象
並
導
致
他
進
行
政
治
上
的
反
思
。
他
說
：

我
於
三
十
年
前
在
香
港
讀
書
，
暇
時
輒
閒
步
市
街
，
見
其
秩
序
整
齊
，
建
築
閎
美
，
工
作
進
步
不
斷
，

腦
海
中
留
有
甚
深
之
印
象
。
我
每
年
回
故
里
香
山
二
次
，
兩
地
相
較
，
情
形
迥
異
，
︙
︙
我
恆
默
念
：

香
山
、
香
港
相
距
僅
五
十
英
里
，
何
以
如
此
不
同
？
外
人
能
在
七
八
十
年
間
在
一
荒
島
上
成
此
偉
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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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國
以
四
千
年
之
文
明
，
乃
無
一
地
如
香
港
者
，
其
故
安
在
？ 

22

一
般
說
來
，
人
們
總
是
從
活
生
生
的
事
實
中
得
到
感
受
，
從
現
實
的
差
異
中
產
生
疑
問
並
獲
得
啟
示

的
。
康
有
為
不
也
是
在
一
八
七
九
年
年
初
游
香
港
時
，
從
香
港
市
政
面
貌
中
悟
出
﹁
乃
知
西
人
治
國
有
法

變
，
不
得
以
古
舊
之
夷
狄
視
之
﹂
的
道
理
嗎
？
對
於
古
老
文
明
和
近
代
文
化
的
辨
認
，
總
是
通
過
兩
種
文

明
的
外
觀
進
入
理
想
思
考
的
。
孫
中
山
從
香
港
市
政
建
設
聯
想
到
內
地
何
以
落
後
，
正
是
他
理
性
反
思
的

開
始
。
後
來
他
在
一
次
講
演
裡
，
把
香
港
說
成
是
自
己
的
﹁
知
識
之
誕
生
地
﹂
，
並
認
為
自
己
的
﹁
革
命
思

想
完
全
得
之
於
香
港
﹂
，
從
一
定
意
義
上
說
是
符
合
實
際
的
。

在
香
港
，
孫
中
山
雖
然
受
的
是
殖
民
教
育
，
但
並
沒
有
模
糊
他
的
愛
國
思
想
。
這
時
，
由
於
法
國
的

侵
略
，
爆
發
了
一
八
八
三
年
十
二
月—

一
八
八
五
年
五
月
的
中
法
戰
爭
。
這
場
導
致
民
族
危
機
加
深
的
戰

爭
，
極
大
地
吸
引
了
孫
中
山
的
注
意
力
。

從
這
場
戰
爭
爆
發
以
後
，
他
和
在
港
讀
書
的
一
些
中
國
學
生
，
就
認
真
閱
讀
報
紙
和
聽
取
前
線
回
港

士
兵
的
口
述
，
密
切
注
視
著
祖
國
所
遭
受
的
這
場
新
的
災
難
。
當
愛
國
將
領
、
廣
西
提
督
馮
子
材
率
領
前

線
軍
民
浴
血
奮
戰
，
在
中
越
兩
國
接
壤
地
區
重
傷
法
軍
前
敵
統
帥
尼
格
里
，
打
死
打
傷
法
軍
二
三
千
人
，

先
後
收
復
了
諒
山
等
地
和
十
多
個
州
縣
時
，
捷
報
傳
來
，
孫
中
山
和
愛
國
的
人
們
一
齊
歡
欣
鼓
舞
，
激
奮

2
2　 
︽
孫
中
山
全
集
︾
第
一
卷
，
中
華
書
局
一
九
八
一
年
版
，
第
一
百
一
十
五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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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已
。
他
經
常
和
同
學
們
議
論
這
場
戰
爭
，
希
望
人
人
都
能
奮
起
救
亡
。
當
時
，
各
省
人
民
群
眾
積
極
支

持
反
侵
略
的
戰
爭
，
全
國
掀
起
了
反
法
鬥
爭
的
熱
潮
。
廣
東
、
浙
江
、
福
建
、
廣
西
、
湖
南
、
貴
州
等
省

先
後
發
生
焚
毀
教
堂
和
反
對
從
事
間
諜
活
動
的
法
國
等
國
傳
教
士
的
事
件
。
廣
東
地
方
當
局
還
查
封
了
全

省
的
法
國
教
堂
。
旅
居
美
國
、
日
本
、
古
巴
、
新
加
坡
等
地
的
華
僑
，
也
紛
紛
捐
款
支
援
國
內
的
抗
法
鬥
爭
。

但
是
，
怯
懦
無
能
的
清
朝
政
府
卻
在
打
勝
戰
的
情
況
下
卑
屈
求
和
，
諭
令
抗
法
各
軍
停
戰
，
放
棄
收
復
的

土
地
，
於
一
八
八
五
年
四
月
，
在
巴
黎
簽
訂
了
﹁
停
戰
協
定
﹂
，
又
於
六
月
九
日
派
李
鴻
章
與
法
國
公
使
在

天
津
簽
訂
了
投
降
賣
國
的
︽
中
法
新
約
︾
，
承
認
法
國
侵
佔
越
南
，
並
且
給
予
法
國
以
在
廣
西
、
雲
南
通
商

的
特
殊
權
益
，
還
規
定
以
後
如
在
這
兩
省
修
造
鐵
路
，
要
同
法
國
人
商
辦
等
等
。
中
法
戰
爭
不
敗
而
敗
，

使
法
國
侵
略
者
在
軍
事
失
利
的
形
勢
下
，
卻
在
談
判
桌
上
取
得
了
戰
場
上
沒
有
得
到
的
東
西
，
這
真
是
中

華
民
族
的
奇
恥
大
辱
！

清
朝
政
府
的
昏
庸
、
腐
敗
及
賣
國
，
祖
國
蒙
受
的
奇
恥
大
辱
，
深
深
地
刺
痛
了
孫
中
山
的
愛
國
熱
情

和
民
族
自
尊
心
，
進
一
步
激
發
了
他
的
愛
國
熱
忱
和
對
清
朝
的
憤
懣
，
認
識
到
這
個
政
府
的
統
治
是
非
除

去
不
可
的
，
從
而
增
強
了
改
革
現
狀
的
思
想
和
勇
氣
。

當
時
，
有
一
艘
侵
略
中
國
受
損
傷
的
法
國
軍
艦
，
從
臺
灣
開
到
香
港
修
理
。
儘
管
軍
艦
上
的
法
國
人

用
盡
威
脅
利
誘
的
手
段
，
卻
沒
有
中
國
工
人
肯
為
他
們
修
船
。
法
國
商
船
到
了
香
港
，
中
國
碼
頭
工
人
也

不
替
它
卸
貨
。
為
抗
議
法
國
侵
略
，
一
八
八
四
年
九
月
中
旬
，
香
港
的
其
他
各
行
業
工
人
、
愛
國
商
人
和

各
階
層
人
民
，
也
都
紛
紛
舉
行
罷
工
、
罷
市
和
採
取
其
他
形
式
進
行
鬥
爭
。
同
年
十
月
初
，
香
港
工
人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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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
階
層
人
民
為
抗
議
英
殖
民
當
局
勾
結
法
國
侵
略
者
鎮
壓
愛
國
運
動
，
掀
起
大
規
模
的
抗
暴
鬥
爭
。
示
威

群
眾
和
英
國
員
警
進
行
了
英
勇
的
搏
鬥
。
接
著
，
九
龍
工
人
奮
起
回
應
，
也
舉
行
了
示
威
遊
行
。
這
些
同

仇
敵
愾
的
反
帝
愛
國
壯
舉
，
深
深
教
育
了
孫
中
山
。
清
政
府
在
對
法
戰
爭
中
的
怯
懦
和
人
民
群
眾
的
奮
勇

反
抗
，
在
他
思
想
上
形
成
強
烈
的
對
照
。
熱
愛
祖
國
的
孫
中
山
從
廣
大
群
眾
，
特
別
是
工
人
的
英
勇
鬥
爭

中
受
到
巨
大
鼓
舞
，
看
到
了
中
華
兒
女
的
﹁
愛
國
心
﹂
，
覺
得
這
些
鬥
爭
﹁
證
明
中
國
人
民
已
經
有
相
當
覺

悟
﹂
，
﹁
表
示
中
國
人
還
有
種
族
的
團
結
力
﹂
，
已
經
自
動
走
上
謀
求
救
亡
的
道
路
，
並
且
認
為
﹁
中
國
不

是
沒
有
辦
法
的
﹂
。

孫
中
山
的
革
命
思
想
萌
芽
於
何
時
？
他
後
來
曾
不
止
一
次
地
說
過
，
產
生
於
中
法
戰
爭
之
後
。
﹁
余
自

乙
酉
中
法
戰
敗
之
年
，
始
決
傾
覆
清
廷
，
創
建
良
國
之
志
。
﹂
為
什
麼
這
樣
說
呢
？
原
因
在
於
清
朝
政
府

在
打
勝
仗
的
情
況
下
卑
怯
求
和
，
簽
訂
了
屈
辱
的
︽
中
法
新
約
︾
，
這
種
不
敗
而
敗
的
結
局
令
孫
中
山
大
為

震
撼
，
對
他
刺
激
甚
深
，
使
其
看
到
了
清
廷
的
腐
敗
、
昏
庸
和
賣
國
，
進
一
步
激
發
了
愛
國
主
義
感
情
，

增
強
了
革
新
求
變
的
思
想
。
孫
中
山
正
是
在
中
法
戰
爭
的
刺
激
和
華
人
反
抗
侵
略
、
壓
迫
的
壯
舉
鼓
舞
下
，

增
強
對
多
災
多
難
的
祖
國
的
責
任
感
，
開
始
萌
發
了
反
清
、
反
異
族
政
權
的
革
命
思
想
的
。

中
法
這
場
戰
爭
，
確
實
在
中
國
思
想
界
引
起
了
巨
大
的
震
動
和
危
機
感
。
康
有
為
也
是
在
中
法
戰
爭

後
的
一
八
八
八
年
第
一
次
上
書
請
求
變
法
圖
強
的
。
﹁
春
江
水
暖
鴨
先
知
﹂
。
孫
中
山
和
康
有
為
這
兩
位
近

代
史
上
的
偉
人
幾
乎
是
同
時
按
著
了
時
代
的
脈
搏
。
他
們
從
不
同
的
側
面
以
不
同
的
方
法
預
告
著
近
代
中

國
革
命
時
代
的
到
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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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在黑暗中探索

孫
中
山
早
期
思
想
發
展
的
歷
程
表
明
：
他
是
先
在
西
方
基
督
教
的
薰
染
下
有
了
宗
教
救
世
的
感
情
，

又
在
西
式
教
育
的
啟
示
和
夏
威
夷
人
民
反
美
情
緒
的
感
召
下
，
由
宗
教
救
世
拓
展
到
﹁
改
良
祖
國
，
拯
救

同
群
﹂
的
理
想
追
求
，
萌
生
了
良
善
政
府
的
朦
朧
之
想
，
然
後
在
清
政
府
腐
敗
專
制
現
實
的
反
復
刺
激
下
，

朦
朧
的
善
良
政
府
思
想
和
漢
族
反
抗
異
族
統
治
的
種
族
感
情
相
契
合
，
終
於
在
乙
酉
中
法
戰
敗
的
強
烈
震

激
中
躍
進
到
﹁
決
覆
清
廷
﹂
的
反
叛
境
界
。
從
此
，
他
的
政
治
覺
醒
時
代
開
始
到
來
。

孫
中
山
的
革
命
思
想
是
由
香
港
激
發
而
萌
生
的
。
他
在
香
港
的
生
活
經
歷
以
及
所
接
受
的
教
育
，
是

使
其
產
生
革
命
思
想
的
重
要
因
素
，
也
是
啟
發
其
革
命
思
想
的
根
源
，
因
此
，
孫
中
山
晚
年
說
香
港
是
他

的
革
命
思
想
的
發
軔
地
。
如
果
沒
有
在
香
港
的
這
一
段
︵
包
括
此
後
的
五
年
大
學
︶
生
活
經
歷
，
孫
中
山

不
可
能
在
大
學
畢
業
兩
年
後
就
走
上
革
命
道
路
，
逐
步
地
成
為
一
位
傑
出
的
革
命
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