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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
　

一
孫
中
山
先
生
是
我
國
民
主
革
命
的
偉
大
先
驅
，
是
傑
出
的
愛
國
主
義
者
和
民
族
英
雄
，
是
對
近
代
中

國
的
歷
史
發
展
起
過
巨
大
推
動
作
用
的
革
命
家
，
是
中
國
歷
史
上
值
得
充
分
和
深
入
研
究
的
偉
大
人
物
之

一
。
對
他
的
研
究
，
既
可
按
生
平
的
不
同
階
段
去
探
討
，
又
可
對
其
革
命
思
想
與
實
踐
活
動
的
各
個
方
面

進
行
剖
析
，
領
域
寬
廣
而
內
容
豐
富
；
然
而
，
研
究
來
研
究
去
，
所
有
研
究
課
題
綜
合
、
集
中
的
結
果
，

則
應
是
有
一
部
比
較
成
熟
、
近
於
理
想
並
和
孫
中
山
身
分
相
稱
的
全
傳
。

重
視
人
物
傳
記
研
究
，
是
我
國
歷
史
學
的
一
個
優
良
傳
統
。
從
古
代
司
馬
遷
的
︽
史
記
︾
起
，
諸
如

本
紀
、
世
家
、
列
傳
等
，
涉
及
歷
史
人
物
的
傳
記
和
對
歷
史
人
物
的
評
價
，
無
不
佔
有
很
大
的
比
例
。
近

年
來
，
在
我
國
出
版
的
史
學
著
作
和
有
關
史
學
刊
物
中
，
涉
及
歷
史
人
物
生
平
研
究
的
也
佔
有
相
當
篇
幅
。

這
說
明
了
歷
史
學
家
們
都
十
分
重
視
人
物
傳
記
的
研
究
。
至
於
世
紀
偉
人
孫
中
山
，
由
於
是
海
內
外
所
有

中
國
人
共
同
尊
敬
的
歷
史
人
物
，
在
世
界
上
亦
享
有
巨
大
的
聲
譽
；
他
的
革
命
思
想
和
活
動
同
中
國
人
民

的
苦
難
和
勝
利
緊
密
相
連
，
並
在
政
治
思
想
方
面
也
留
給
後
繼
者
許
多
有
益
的
東
西
。
通
過
對
他
的
探
究

作
傳
，
能
夠
使
人
們
深
刻
地
認
識
近
一
百
年
來
中
國
人
民
爭
取
解
放
的
複
雜
鬥
爭
過
程
，
並
從
中
吸
取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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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
的
經
驗
和
不
斷
進
步
的
革
命
精
神
，
從
而
為
實
現
祖
國
的
統
一
和
促
進
中
國
特
色
的
社
會
主
義
現
代
化

建
設
貢
獻
力
量
，
因
而
不
少
史
學
工
作
者
滿
懷
濃
厚
的
興
趣
相
繼
不
斷
地
撰
寫
他
的
傳
記
。
但
是
，
它
又

比
較
難
寫
，
是
一
項
相
當
繁
難
艱
巨
的
工
作
。

傳
記
本
來
是
不
易
為
的
。
因
為
既
需
要
充
分
瞭
解
傳
主
的
生
平
、
思
想
和
事
業
，
還
需
要
清
楚
傳
主

所
處
時
代
與
環
境
，
以
及
彼
比
間
的
相
互
影
響
等
等
。
它
責
任
大
，
頭
緒
紛
繁
，
實
在
不
易
。
據
我
個
人

的
切
身
體
會
，
撰
寫
孫
中
山
的
傳
記
尤
其
是
較
為
艱
巨
。
這
是
由
於
孫
中
山
是
代
表
中
國
一
個
歷
史
時
代

的
偉
人
，
他
為
振
興
中
華
鞠
躬
盡
瘁
的
一
生
，
反
映
了
一
代
中
國
人
在
最
黑
暗
時
代
的
奮
鬥
歷
程
。
他
的

一
生
雖
只
有
五
十
九
年
，
而
在
時
間
和
空
間
上
的
影
響
都
極
為
深
廣
，
幾
乎
聯
繫
著
中
國
近
代
史
的
整
個

過
程
。
他
這
五
十
九
年
內
中
國
的
社
會
經
濟
、
政
治
、
思
想
文
化
等
各
方
面
都
發
生
了
巨
大
的
變
化
，
他

處
在
中
國
革
命
已
不
僅
是
中
國
一
個
國
家
之
事
情
的
時
代
。
他
曾
和
不
同
地
區
和
國
家
的
數
以
千
計
的
人

士
打
過
交
道
。
因
此
，
寫
他
的
傳
記
則
須
涉
及
很
多
方
面
，
涉
及
很
多
各
種
不
同
類
型
的
人
物
，
內
容
豐

富
，
頭
緒
紛
繁
，
幾
乎
等
於
整
理
一
部
綜
合
性
的
中
國
近
代
史
，
要
處
理
恰
如
其
當
和
評
價
恰
如
其
分
確

非
易
事
；
並
且
，
還
需
要
在
認
真
進
行
各
個
專
題
研
究
的
基
礎
上
，
方
能
寫
出
新
意
和
水
準
。
所
以
，
從

二
十
世
紀
二
十
年
代
以
來
，
已
出
版
的
篇
幅
不
一
的
孫
中
山
傳
記
和
傳
記
性
著
作
多
達
數
十
種
，
其
中
具

有
其
特
色
和
獨
見
者
也
不
少
，
並
且
有
的
部
分
寫
得
也
很
精
彩
，
但
迄
未
見
到
一
部
具
有
較
高
學
術
水
準
、

富
有
創
見
又
全
書
都
很
精
彩
成
熟
之
作
；
特
別
是
提
高
與
普
及
相
結
合
，
學
術
性
與
可
讀
性
相
結
合
，
能

夠
適
合
一
般
讀
者
口
味
的
、
大
眾
化
的
全
傳
作
品
，
更
不
多
見
，
因
此
都
還
不
能
反
映
應
有
學
術
水
準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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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
足
讀
者
的
需
要
。

近
數
十
年
來
，
我
先
後
寫
過
多
本
孫
中
山
傳
記
類
的
書
籍
，
或
限
於
簡
明
通
俗
，
或
出
於
深
度
不
足
，

分
量
不
夠
，
均
難
以
達
到
預
期
的
要
求
水
準
。
現
將
二
三
十
多
年
前
出
版
的
舊
稿
︽
孫
中
山
傳
︾
、
︽
民
國

之
父
孫
中
山
︾
、
︽
孫
中
山
的
歷
程
︾
、
︽
晚
清
風
雲
人
物
孫
中
山
︾
等
書
，
進
行
頗
大
的
修
訂
、
增
補
，

力
求
能
夠
成
為
一
本
較
好
的
傳
記
新
書
。

全
書
按
歷
史
順
序
闡
釋
孫
中
山
的
思
想
及
其
生
平
事
業
，
涉
及
其
一
生
活
動
的
各
個
時
期
和
各
個
方

面
，
舉
凡
他
的
家
世
、
生
活
、
思
想
、
行
為
、
交
往
、
戰
鬥
等
包
羅
無
遺
。
希
冀
讀
後
能
使
人
深
刻
而
形

象
地
瞭
解
到
孫
中
山
的
革
命
活
動
和
精
神
世
界
，
並
能
從
中
反
映
出
這
位
歷
史
巨
人
畢
生
主
要
言
行
的
方

方
面
面
，
以
及
其
愈
挫
愈
勇
、
百
折
不
撓
的
奮
鬥
業
績
，
從
中
有
所
裨
益
。

二
我
們
在
融
會
孫
中
山
思
想
的
深
刻
內
涵
，
梳
理
過
孫
中
山
的
豐
功
偉
績
之
後
，
撫
案
沉
思
，
展
望
百

年
來
無
數
英
烈
與
帝
國
主
義
、
封
建
勢
力
英
勇
搏
鬥
的
壯
麗
畫
卷
，
孫
中
山
赫
然
站
在
最
前
列
，
當
屬
第

一
人
。孫

中
山
僅
有
五
十
九
年
的
一
生
，
是
生
活
在
帝
國
主
義
侵
略
中
國
最
酷
烈
的
年
代
，
經
歷
了
動
盪
不

寧
、
顛
沛
流
離
的
鬥
爭
生
涯
。
當
他
走
上
中
國
歷
史
舞
臺
時
︵
即
十
九
世
紀
末
二
十
世
紀
初
︶
，
中
國
正
在

一
個
歷
史
轉
換
的
特
別
時
代
，
那
就
是
古
老
的
中
世
紀
的
中
國
正
在
死
亡
，
新
生
的
近
代
化
的
中
國
將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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誕
生
。
在
這
一
特
別
時
代
中
，
孫
中
山
懷
著
巨
大
的
愛
國
熱
忱
和
強
烈
的
救
國
願
望
，
以
澎
湃
的
愛
國
激

情
，
嘔
心
瀝
血
從
事
政
治
活
動
，
最
初
帶
有
改
良
主
義
的
傾
向
，
通
過
實
踐
，
逐
漸
擺
脫
了
改
良
主
義
思

想
的
影
響
，
勇
敢
地
舉
起
了
革
命
的
大
旗
。
他
振
臂
高
呼
﹁
振
興
中
華
﹂
這
一
振
奮
人
心
而
且
影
響
深
遠

的
口
號
，
號
召
人
們
起
來
為
擺
脫
中
國
的
貧
窮
落
後
，
儘
快
地
從
中
世
紀
走
到
世
界
先
進
國
家
的
行
列
。

孫
中
山
經
歷
了
中
國
民
主
革
命
的
兩
個
階
段—

—

舊
民
主
主
義
革
命
和
新
民
主
主
義
革
命
的
初
期
。

在
前
一
階
段
中
，
他
幾
乎
是
孑
身
一
人
，
從
西
方
文
化
中
引
進
了
共
和
的
火
種
，
領
導
建
立
了
民
主

革
命
團
體—

—

興
中
會
、
同
盟
會
，
提
出
和
宣
傳
民
主
革
命
綱
領—

—

三
民
主
義
，
站
在
鮮
明
的
革
命
民

主
派
的
立
場
上
，
同
保
皇
派
進
行
了
堅
決
的
鬥
爭
，
成
為
中
國
革
命
民
主
派
一
面
旗
幟
；
並
且
領
導
和
發

動
了
十
多
次
武
裝
起
義
，
從
而
劃
破
了
黑
暗
長
空
，
燃
起
了
辛
亥
革
命
的
烈
火
，
不
僅
推
翻
了
清
王
朝
，

而
且
結
束
了
中
國
的
兩
千
多
年
的
君
主
專
制
制
度
，
創
建
了
新
生
的
民
主
共
和
國
，
開
創
了
一
個
新
紀
元
；

辛
亥
革
命
之
後
，
他
以
堅
韌
不
拔
的
革
命
精
神
，
為
維
護
民
主
政
治
，
又
領
導
了
﹁
二
次
革
命
﹂
和
護
法

運
動
，
進
行
了
討
伐
北
洋
軍
閥
的
鬥
爭
。 

在
後
一
階
段
中
，
他
果
敢
地
吸
取
歷
次
革
命
鬥
爭
失
敗
的
教
訓
，
拋
棄
某
些
過
時
的
觀
念
，
歡
迎
共

產
國
際
和
中
國
共
產
黨
對
他
的
幫
助
，
接
受
中
國
共
產
黨
所
提
出
的
關
於
中
國
革
命
的
主
張
，
毅
然
改
組

國
民
黨
，
採
取
了
﹁
聯
俄
、
容
共
、
扶
助
農
工
﹂
三
大
政
策
，
把
過
時
的
三
民
主
義
豐
富
、
發
展
為
適
合

時
代
要
求
的
嶄
新
的
三
民
主
義
，
開
闢
國
共
合
作
之
路
，
同
中
國
共
產
黨
結
成
反
帝
、
反
封
建
的
統
一
戰

線
，
實
現
了
首
次
國
共
合
作
，
昭
示
了
新
民
主
主
義
革
命
的
曙
光
，
促
使
中
國
革
命
走
向
新
的
高
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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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
中
山
從
一
個
愛
國
和
熱
衷
於
社
會
變
革
的
青
年
，
成
長
為
民
族
英
雄
和
民
主
革
命
領
袖
，
一
生
經

歷
了
近
四
十
年
漫
長
而
曲
折
的
革
命
鬥
爭
道
路
。
他
在
國
際
國
內
空
前
深
刻
的
歷
史
轉
變
過
程
中
，
不
斷

總
結
經
驗
教
訓
，
發
展
自
己
的
革
命
思
想
，
使
思
想
和
行
動
能
夠
﹁
適
乎
世
界
之
潮
流
，
合
乎
人
群
之
需

要
﹂
，
緊
隨
時
代
潮
流
不
斷
奮
進
。
形
形
色
色
的
法
規
戒
律
，
一
切
條
條
框
框
、
桎
梏
思
想
的
樊
籬
，
他
都

以
大
無
畏
的
英
雄
氣
概
，
勇
敢
地
衝
破
之
、
粉
碎
之
、
朝
著
﹁
振
興
中
華
﹂
之
路
迅
跑
。

孫
中
山
領
導
的
革
命
運
動
，
推
動
了
中
國
近
代
社
會
的
進
步
和
發
展
，
為
中
國
社
會
開
拓
了
前
進
的

道
路
。
他
是
開
闢
中
國
進
入
現
代
化
的
先
驅
，
是
對
中
國
現
代
化
進
行
總
體
規
劃
的
開
山
祖
。
他
所
探
求

和
繪
製
的
中
國
現
代
化
的
道
路
和
方
案
，
如
和
平
發
展
、
改
革
創
新
、
實
行
開
放
主
義
、
學
習
外
國
的
一

切
先
進
經
驗
和
長
處
及
與
世
界
接
軌
等
思
想
和
策
略
，
以
及
利
用
資
本
主
義
國
家
資
本
、
技
術
、
人
才
以

成
就
中
國
社
會
主
義
事
業
的
戰
略
，
既
反
映
近
代
中
國
歷
史
發
展
的
客
觀
趨
勢
，
反
映
全
國
人
民
的
衷
心

願
望
，
同
時
也
表
達
他
放
眼
世
界
的
博
大
胸
懷
。
此
外
需
要
特
別
指
出
的
是
：
我
們
可
以
通
過
檢
視
孫
中

山
的
思
想
，
發
現
它
同
後
來
歷
史
形
成
的
中
國
新
民
主
主
義
及
中
國
特
色
社
會
主
義
的
理
論
實
踐
之
間
，

存
在
著
明
顯
的
相
通
相
應
的
內
在
脈
絡
。

孫
中
山
是
一
個
真
正
的
愛
國
者
，
是
中
國
人
民
偉
大
的
兒
子
，
為
了
實
現
﹁
求
吾
民
真
正
之
幸
福
﹂

的
崇
高
理
想
，
他
不
惜
失
﹁
謀
生
之
地
位
﹂
，
去
﹁
固
有
之
資
財
﹂
，
弄
得
傾
家
蕩
產
，
長
期
亡
命
異
國
他

鄉
。
在
個
人
生
活
上
，
他
也
是
一
貫
以
淡
泊
自
持
，
﹁
簡
單
樸
素
﹂
，
廉
潔
奉
公
，
是
當
之
無
愧
的
中
國
民

族
、
民
主
革
命
的
偉
大
先
驅
。
正
像
魯
迅
先
生
所
稱
頌
的
：
﹁
孫
中
山
先
生
的
一
生
歷
史
具
在
，
站
出
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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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
來
就
是
革
命
，
失
敗
還
是
革
命
；
中
華
民
國
成
立
之
後
，
也
沒
有
滿
足
過
，
沒
有
安
逸
過
，
仍
然
繼
續

著
進
向
近
於
完
全
的
革
命
工
作
。
﹂
；
﹁
他
是
一
個
全
體
、
永
遠
的
革
命
者
，
無
論
所
做
的
哪
一
件
，
全

都
是
革
命
。
﹂

1
他
的
這
種
為
國
為
民
和
不
斷
進
步
的
革
命
精
神
，
是
值
得
人
們
學
習
的
。

還
要
提
出
的
是
，
孫
中
山
之
所
以
偉
大
，
主
要
源
於
他
把
自
己
的
一
生
同
國
家
的
前
途
、
民
族
的
命

運
聯
繫
在
一
起
，
自
覺
地
擔
負
救
亡
圖
存
和
振
興
中
華
的
重
任
。
為
了
實
現
國
家
的
獨
立
、
民
主
、
統
一

和
富
強
，
實
現
中
國
的
現
代
化
，
他
忘
我
地
奮
鬥
了
一
生
。
他
用
行
動
證
明
，
他
不
僅
僅
是
中
國
民
主
革

命
的
先
驅
，
而
且
也
是
一
個
不
斷
追
求
時
代
前
進
的
步
伐
、
具
有
強
烈
民
族
意
識
和
愛
國
主
義
思
想
的
偉

大
政
治
家
和
思
想
家
。
孫
中
山
遺
留
給
我
們
的
精
神
遺
產
是
多
方
面
的
，
應
該
全
面
地
理
解
，
正
確
地
繼

承
。
只
有
理
解
才
能
繼
承
，
也
只
有
正
確
的
繼
承
才
能
發
揚
他
的
精
神
實
質
，
使
我
們
聰
明
，
更
好
地
為

實
現
中
國
現
代
化
服
務
。

孫
中
山
既
是
中
國
的
世
紀
偉
人
，
也
是
世
界
偉
人
。
他
﹁
振
興
中
華
﹂
的
著
眼
點
不
僅
僅
局
限
於
中
國
，

而
是
把
中
國
革
命
置
於
整
個
歷
史
時
代
，
置
於
世
界
大
勢
中
，
把
中
國
革
命
與
世
界
革
命
緊
密
地
聯
繫
在

一
起
。
他
把
自
己
從
事
和
領
導
的
革
命
，
與
整
個
世
界
政
局
的
變
化
以
及
亞
洲
各
民
族
解
放
聯
繫
起
來
，

不
僅
使
其
思
想
和
活
動
對
亞
洲
各
民
族
解
放
運
動
產
生
了
重
大
而
深
遠
的
影
響
，
而
且
使
中
華
民
族
的
獨

立
與
解
放
，
從
此
帶
有
直
接
的
世
界
意
義
。
孫
中
山
早
在
一
九○
三
年
就
提
出
了
走
社
會
主
義
道
路
的
問

1　

 

魯
迅
：
︽
孫
中
山
先
生
逝
世
一
周
年
︾
，
︽
魯
迅
全
集
︾
︵
七
︶
，
人
民
文
學
出
版
社
一
九
七
三
年
版
，
第
七
百
一
十
三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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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
企
盼
建
設
中
國
式
的
社
會
主
義
；
之
後
，
他
還
曾
努
力
號
召
以
社
會
主
義
理
想
建
設
中
國
，
使
其
成

為
世
界
第
一
個
社
會
主
義
國
家
。
孫
中
山
在
一
九
一
一
年
十
一
月
的
︽
歐
洲
的
演
說
︾
中
，
還
明
白
地
提

出
了
發
展
工
業
，
對
外
實
行
開
放
，
充
分
利
用
外
資
，
加
速
國
民
經
濟
發
展
的
問
題
。
他
把
引
進
外
資
比

喻
為
是
﹁
水
之
就
壑
﹂
，
是
順
理
成
章
之
舉
。
隨
後
，
他
又
提
出
在
維
護
國
家
主
權
前
提
下
實
行
開
放
主
義
，

把
﹁
吸
收
外
資
﹂
和
﹁
主
權
在
我
﹂
聯
繫
在
一
起
的
英
明
決
策
，
等
等
。

不
僅
如
此
，
孫
中
山
所
領
導
的
革
命
，
是
亞
洲
東
方
各
國
乃
至
世
界
被
壓
迫
民
族
解
放
運
動
的
重
要
組
成

部
分
，
具
有
著
代
表
和
象
徵
意
義
。
正
是
時
代
的
變
化
、
個
人
周
遊
世
界
的
閱
歷
和
鬥
爭
的
需
求
，
使
孫
中
山

具
有
超
越
前
輩
和
同
時
代
人
更
加
廣
闊
的
眼
界
，
使
他
在
畢
生
的
革
命
生
涯
中
，
始
終
滿
懷
熱
忱
地
關
注
世
界

大
勢
的
發
展
。
他
把
自
己
從
事
和
領
導
的
革
命
，
融
入
世
界
範
圍
內
的
進
步
潮
流
，
與
整
個
世
界
政
局
的
變
化

以
及
亞
洲
各
民
族
的
解
放
事
業
聯
繫
起
來
，
不
但
使
其
思
想
和
活
動
對
亞
洲
民
族
解
放
運
動
產
生
了
重
大
而
深

遠
的
影
響
，
促
進
和
推
動
了
諸
如
越
南
的
潘
佩
珠
、
菲
律
賓
的
彭
西
及
日
本
、
印
度
等
亞
洲
一
些
國
家
愛
國
志

士
的
覺
醒
和
民
族
解
放
事
業
的
發
展
，
而
且
使
中
華
民
族
的
獨
立
和
解
放
從
此
帶
有
直
接
的
世
界
意
義
。

孫
中
山
曾
多
次
闡
述
過
，
中
國
與
世
界
的
相
互
關
係
是
雙
向
的
。
在
﹁
世
界
潮
流
﹂
中
湧
現
的
獨
立
、

民
主
和
富
強
的
中
國
，
定
將
促
進
世
界
和
平
、
繁
榮
和
幸
福
。
他
認
為
，
遭
受
西
方
列
強
侵
凌
的
貧
困
、

落
後
和
分
裂
的
中
國
，
顯
然
是
亞
洲
和
世
界
的
不
安
定
的
根
源
之
一
。
而
中
國
革
命
和
建
設
的
勝
利
，
對

亞
洲
和
世
界
都
是
最
大
的
積
極
因
素
。
早
在
一
九○

四
年
十
月
，
他
就
滿
懷
信
心
地
預
言
：
﹁
一
旦
我
們

革
新
中
國
的
偉
大
目
標
得
以
完
成
，
不
但
在
我
們
美
麗
的
國
家
將
會
出
現
新
紀
元
的
曙
光
，
整
個
人
類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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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
得
以
共
用
更
為
光
明
的
前
景
。
普
遍
和
平
必
將
隨
中
國
的
新
生
接
踵
而
至
，
一
個
從
來
也
夢
想
不
到
的

宏
偉
場
所
，
將
要
向
文
明
世
界
的
社
會
經
濟
活
動
而
敞
開
。
﹂

2
他
確
信
擺
脫
了
惡
夢
般
過
去
的
中
國
將
會

對
世
界
承
擔
責
任
，
﹁
使
地
球
上
人
類
最
大
之
幸
福
，
由
中
國
人
保
障
之
，
最
光
榮
之
偉
績
，
由
中
國
人
建

樹
之
，
不
止
維
持
一
族
一
國
利
益
，
並
維
持
全
世
界
全
人
類
之
利
益
焉
！
﹂

3
所
以
如
此
，
是
因
為
革
命
後

的
中
國
，
不
僅
繼
承
愛
好
和
平
的
傳
統
，
更
要
﹁
傾
弱
扶
傾
﹂
。
他
堅
信
﹁
中
國
人
本
質
上
是
一
個
愛
好
和

平
而
不
是
好
戰
的
民
族
﹂
， 

4
一
直
是
崇
尚
和
平
的
。

孫
中
山
堅
決
反
對
﹁
強
權
﹂
和
﹁
霸
道
﹂
，
他
提
倡
中
華
民
族
傳
統
的
﹁
王
道
文
化
﹂
，
反
對
﹁
霸
道
文

化
﹂
，
強
調
﹁
物
質
文
明
﹂
與
﹁
心
性
文
明
﹂
相
待
發
展
，
提
出
了
人
類
文
化
發
展
的
哲
學
思
辨
。
他
稱
頌
社

會
互
助
、
呼
籲
國
際
互
動
，
主
張
階
級
鬥
爭
又
倡
行
階
級
調
和
，
他
一
方
面
認
同
資
本
家
、
地
主
剝
削
工
農
，

一
方
面
又
組
織
工
會
、
農
會
反
抗
暴
行
剝
削
，
即
主
張
對
立
面
在
非
對
抗
條
件
下
共
容
，
在
某
種
程
度
上
揭
示

了
調
和
社
會
矛
盾
與
和
平
世
界
的
和
諧
社
會
理
念
。
他
提
出
了
民
族
獨
立
，
和
平
外
交
政
策
，
和
平
發
展
等
思

想
；
他
強
調
世
界
不
可
分
性
，
洞
察
全
球
的
大
趨
勢
，
摒
棄
﹁
荒
島
孤
人
﹂
式
的
固
步
自
封
，
主
張
必
須
開
放

又
定
要
﹁
走
自
己
的
路
﹂
，
提
出
世
界
和
平
的
前
提
應
是
中
、
日
、
美
合
作
的
戰
略
遠
見
，
與
亞
、
歐
、
美
三

大
洲
一
些
國
家
的
政
府
和
友
好
人
士
保
持
密
切
交
往
。
凡
此
等
等
，
均
具
重
要
又
深
刻
的
理
論
與
實
際
意
義
。

2　

 

黃
彥
編
：
︽
孫
文
選
集
︾
中
冊
，
廣
東
人
民
出
版
社
二○

○

六
年
版
，
第
一
百
四
十
八
頁
。

3　

 

︽
孫
文
選
集
︾
中
冊
，
廣
東
人
民
出
版
社
二○

○

六
年
版
，
第
三
百
一
十
三—

三
百
一
十
四
頁
。

4　

 

中
國
社
會
科
學
院
近
代
史
研
究
所
中
華
民
國
史
研
究
室
等
合
編
：
︽
孫
中
山
全
集
︾
第
一
卷
，
中
華
書
局
二○

○
六
年
第
二
版
，
第
二
百
一
十
一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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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些
，
都
將
會
有
助
於
推
動
我
們
建
設
具
有
中
國
特
色
社
會
主
義
和
諧
社
會
、
統
一
祖
國
和
促
進
世
界
和
平
與

發
展
事
業
的
前
進
。

正
因
如
此
，
孫
中
山
獲
得
了
全
球
不
同
社
會
制
度
和
發
展
層
次
國
家
的
人
們
的
廣
泛
認
同
，
被
稱
為
世
界

的
公
民
、
維
護
人
道
和
促
進
人
類
進
步
的
傑
出
戰
士
，
在
世
界
上
亦
享
有
巨
大
的
聲
譽
，
受
到
普
遍
的
尊
崇
。

三
孫
中
山
為
振
興
中
華
鞠
躬
盡
瘁
的
一
生
，
他
的
四
十
年
的
政
治
活
動
，
集
中
反
映
了
一
代
中
國
人
在

最
黑
暗
時
代
的
奮
鬥
歷
程
。
他
一
生
走
過
的
道
路
，
代
表
了
整
整
一
代
先
進
分
子
為
使
國
家
擺
脫
貧
窮
、

落
後
、
受
人
欺
凌
的
悲
慘
境
遇
，
為
實
現
中
國
現
代
化
所
做
的
不
屈
不
撓
的
努
力
。
正
因
孫
中
山
是
聯
繫

著
中
國
現
代
化
整
個
過
程
的
歷
史
人
物
，
認
識
他
走
過
的
曲
折
道
路
，
回
顧
中
國
的
昨
天
，
能
夠
使
我
們

深
刻
地
認
識
近
一
百
多
年
來
中
國
人
民
爭
取
解
放
的
複
雜
鬥
爭
過
程
，
有
助
於
認
識
那
個
時
代
的
中
國
和

它
的
發
展
，
有
助
於
瞭
解
今
天
的
中
國
國
情
。

雖
然
孫
中
山
領
導
的
革
命
沒
有
及
身
而
成
，
並
且
他
離
開
人
世
已
八
十
七
年
了
，
但
是
，
孫
中
山
的

英
名
，
一
直
震
撼
九
州
大
地
，
受
到
各
界
人
民
的
普
遍
崇
敬
。
人
們
或
尊
之
為
新
時
代
的
聖
賢
天
子—

—

﹁
民
辟
﹂
，

5
或
譽
之
為
近
世
中
國
革
命
的
﹁
初
祖
﹂
和
指
引
航
向
的
﹁
北
辰
﹂
，

6
或
仰
之
為
﹁
中
華
第
一

5　

 

章
炳
麟
：
︽
孫
逸
仙
•
序
︾
，
黃
中
黃
︵
章
士
釗
︶
譯
編
：
︽
孫
逸
仙
︾
，
光
緒
二
十
九
年
︵
一
九○

三
年
︶
刊
行
。

6　

 

黃
中
黃
：
︽
孫
逸
仙
•
自
序
︾
，
載
黃
中
黃
譯
編
：
︽
孫
逸
仙
︾
，
光
緒
二
十
九
年
︵
一
九○

三
年
︶
刊
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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偉
人
﹂
，

7
或
贊
之
為
﹁
中
國
民
主
革
命
的
先
行
者
﹂
，

8
等
等
。
特
別
是
，
孫
中
山
的
思
想
與
實
踐
對
後

來
中
國
歷
史
的
發
展
和
中
外
關
係
都
產
生
了
重
要
影
響
；
並
且
，
他
在
政
治
思
想
和
理
論
上
也
留
給
後
人

許
多
值
得
回
味
和
思
考
的
寶
貴
歷
史
遺
產
。
因
此
，
其
光
輝
形
象
並
沒
有
在
時
光
流
逝
中
淡
化
，
直
到
今

天
，
他
的
影
響
依
然
存
在
，
我
們
仍
然
能
夠
感
覺
到
他
在
中
國
現
實
政
治
生
活
中
的
巨
大
影
響
力
。

孫
中
山
的
光
輝
的
名
字
，
鼓
舞
了
不
止
一
代
的
志
士
仁
人
。
所
有
愛
國
的
中
國
人
都
是
他
的
事
業
的

繼
承
者
。
孫
中
山
以
其
豐
功
偉
績
、
傑
出
思
想
及
高
尚
道
德
奠
定
了
自
己
的
歷
史
地
位
。
他
的
英
名
已
成

為
中
華
民
族
精
神
的
一
個
偉
大
象
徵
和
增
強
中
華
民
族
凝
聚
力
的
一
面
旗
幟
。
只
要
是
炎
黃
子
孫
，
不
管

居
住
在
世
界
什
麼
地
方
，
也
不
管
政
治
信
仰
如
何
，
很
少
有
不
崇
敬
、
不
尊
重
孫
中
山
的
；
孫
中
山
同
時

也
獲
得
世
界
上
不
同
社
會
制
度
和
發
展
層
次
國
家
的
人
們
的
廣
泛
認
同
，
像
他
這
樣
受
到
普
遍
尊
崇
的
歷

史
人
物
，
確
實
不
多
見
。

同
時
，
還
應
該
看
到
，
孫
中
山
既
是
中
國
的
世
紀
偉
人
和
世
界
的
偉
人
，
但
歸
根
結
底
也
是
一
個
凡

人
，
是
中
國
公
民
中
的
一
員
，
他
同
樣
是
血
肉
之
軀
，
同
樣
是
奔
流
熱
血
的
普
通
生
命
。
孫
中
山
也
有
自

己
的
喜
怒
哀
樂
和
鮮
明
的
性
格
特
點
，
是
位
深
深
根
植
於
普
通
人
之
中
的
一
位
﹁
大
寫
的
人
﹂
。
他
和
任
何

偉
大
人
物
一
樣
，
也
有
他
自
己
的
思
想
和
認
識
的
發
展
過
程
，
也
有
個
人
和
歷
史
的
局
限
性
。
不
能
把
他

神
化
或
偶
像
化
，
更
不
能
供
奉
到
神
靈
的
殿
堂
。
應
該
拋
掉
一
向
把
偉
人
視
為
完
人
、
聖
人
，
並
為
尊
者

7　

 

張
肖
鵠
：
︽
中
華
民
國
大
總
統
當
推
孫
逸
仙
論
︾
，
︽
中
華
民
國
公
報
︾
，
一
九
一
一
年
十
月
二
十
九
日
。

8　

 

︽
紀
念
孫
中
山
先
生
︾
，
︽
毛
澤
東
選
集
︾
第
五
卷
，
人
民
出
版
社
一
九
七
七
年
版
，
第
三
百
一
十
二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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諱
的
習
慣
思
維
方
式
，
平
心
靜
氣
地
、
客
觀
地
檢
討
其
思
想
的
新
舊
、
政
治
的
得
失
，
把
他
置
於
社
會
的
、

個
人
的
矛
盾
旋
渦
中
進
行
如
實
的
剖
析
，
理
性
地
評
價
孫
中
山
這
一
歷
史
人
物
的
方
方
面
面
。

孫
中
山
是
一
個
革
命
民
主
主
義
者
，
沒
有
能
夠
正
確
闡
述
近
代
中
國
社
會
性
質
以
及
中
國
革
命
的
各
種

根
本
問
題
，
沒
有
能
夠
科
學
地
概
括
出
中
國
革
命
的
基
本
任
務
，
因
而
，
無
法
給
中
國
人
民
指
出
取
得
徹

底
勝
利
的
道
路
，
像
歷
史
上
許
多
站
在
正
面
指
導
時
代
潮
流
的
偉
大
歷
史
人
物
大
都
有
他
們
的
缺
點
一
樣
，

孫
中
山
在
他
的
前
進
的
過
程
中
，
也
有
他
的
缺
點
。
這
主
要
是
由
於
時
代
的
局
限
性
和
歷
史
條
件
的
制
約
，

是
無
法
避
免
的
。
對
此
，
我
們
應
當
正
確
對
待
，
是
不
能
也
不
應
苛
求
他
十
全
十
美
的
。
世
界
上
任
何
偉

大
歷
史
人
物
︵
包
括
﹁
至
聖
先
師
﹂
孔
夫
子
在
內
︶
都
不
是
十
全
十
美
的
。

孫
中
山
逝
世
後
，
中
國
和
世
界
在
半
個
多
世
紀
中
發
生
了
巨
大
的
變
化
。
中
國
人
民
在
中
國
共
產
黨
的
領

導
下
，
經
過
長
期
的
艱
苦
卓
絕
的
鬥
爭
，
終
於
推
翻
了
帝
國
主
義
和
封
建
主
義
的
統
治
，
在
一
九
四
九
年
取
得

了
民
主
革
命
的
勝
利
，
完
成
了
孫
中
山
未
竟
的
事
業
。
孫
中
山
的
光
輝
事
業
為
後
來
者
所
繼
承
和
發
展
了
。

當
前
，
在
我
們
繼
續
肩
負
著
﹁
振
興
中
華
﹂
的
歷
史
使
命
和
面
臨
著
二
十
一
世
紀
的
挑
戰
，
正
在
努

力
為
建
成
和
諧
、
富
裕
小
康
社
會
而
奮
鬥
之
際
，
我
再
次
強
調
：
認
真
地
繼
承
和
發
揚
孫
中
山
的
愛
國
主

義
和
革
命
思
想
，
學
習
他
的
與
時
俱
進
、
不
斷
進
步
精
神
，
吸
取
他
的
思
想
中
的
精
華
，
深
思
他
在
世
時

為
使
中
國
走
向
富
強
所
揭
示
的
真
理
，
必
將
會
有
助
於
我
們
為
祖
國
的
統
一
大
業
，
為
建
設
中
國
特
色
的

社
會
主
義
和
諧
社
會
，
以
及
促
進
世
界
的
和
平
與
發
展
做
出
積
極
的
貢
獻
。
對
此
，
我
願
意
與
讀
者
們
一

起
朝
這
方
面
努
力
並
共
勉
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