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3。
青少年時代

第三節　激揚文字

第
三
節

激
揚
文
字

一
、
留
學
美
國

一
九○

七
年
七
月
，
十
四
歲
的
宋
慶
齡
在
上
海
中
西
女
塾
畢
業
。
同
年
夏
，
偕
妹
妹
宋
美
齡
乘
坐
﹁
滿

洲
﹂
號
輪
船
赴
美
留
學
。
這
時
宋
美
齡
只
有
十
歲
，
父
母
本
打
算
晚
幾
年
讓
她
去
美
國
，
但
她
堅
持
要
與

宋
慶
齡
同
行
。
她
倆
由
姨
夫
溫
秉
忠
夫
婦
護
送
，
溫
當
時
是
率
清
朝
政
府
代
表
團
赴
美
考
察
教
育
的
。

宋
慶
齡
和
宋
美
齡
首
先
被
安
排
在
新
澤
西
州
薩
密
特
城
的
一
所
私
立
的
波
特
溫
學
校
中
補
習
功
課
。

宋
慶
齡
補
習
法
語
和
拉
丁
語
，
準
備
投
考
大
學
。
這
所
學
校
環
境
優
美
，
樸
實
無
華
，
是
克
拉
拉
．
波
特

溫
小
姐
所
創
辦
。
一
九○

六
年
，
宋
嘉
樹
在
美
籌
款
時
，
曾
隨
溫
秉
忠
到
該
校
參
觀
，
留
下
美
好
印
象
，

並
當
場
向
波
特
溫
小
姐
聯
繫
了
兩
個
女
兒
在
此
學
習
的
事
宜
。

兩
人
到
校
後
，
給
美
國
同
學
兩
種
完
全
不
同
的
印
象
：
宋
慶
齡
﹁
非
常
莊
重
、
文
靜
﹂
，
再
加
上
她
的

年
齡
比
其
他
同
學
大
，
一
般
不
參
加
﹁
那
些
小
孩
子
的
玩
耍
和
戲
鬧
﹂
；
宋
美
齡
則
﹁
非
常
活
潑
和
歡
躍
，

而
且
相
當
淘
氣
﹂
，
﹁
對
周
圍
的
一
切
都
興
致
盎
然
﹂
。

46

4
6　

 

︽
校
友
回
憶
宋
美
齡
在
學
校
的
早
期
生
活
︾
，
︽
華
盛
頓
郵
報
︾
一
九
四
二
年
九
月
六
日
。



宋慶齡傳

。54。

宋
慶
齡
和
宋
美
齡
像
兩
顆
待
發
的
種
子
落
到
了
肥
沃
的
土
地
上
，

讀
起
書
來
如
饑
似
渴
，
給
薩
米
特
市
圖
書
館
管
理
員
路
易
絲
．
莫
里
斯

留
下
了
深
刻
的
印
象
。
莫
里
斯
後
來
回
憶
說
：
﹁
慶
齡

｜
﹃
嚴
肅
的

那
一
個
﹄

｜
貪
婪
地
閱
讀
著
成
年
人
看
的
小
說
和
其
他
書
籍
，
而
跟

她
同
樣
年
齡
的
女
孩
，
一
般
對
這
類
讀
物
都
興
趣
索
然
。
美
齡
則
喜
歡

讀
︽
兔
子
彼
得
︾
一
類
童
話
故
事
。
﹂

47

這
位
管
理
員
的
回
憶
，
清
楚
地
描
繪
出
了
宋
慶
齡
在
同
齡
的
少
女

中
早
熟
的
情
景
。

姊
妹
倆
在
薩
密
特
市
度
過
了
一
年
緊
張
而
愉
快
的
學
習
生
活
後
，

一
九○

八
年
九
月
五
日
，
宋
慶
齡
正
式
考
入
喬
治
亞
州
梅
肯
市
的
衛
斯

理
安
女
子
學
院
︵W

esleyan C
ollege for W

om
en

︶
文
學
系
。

48
她
把

宋
美
齡
安
排
在
該
州
避
暑
山
城
德
莫
雷
斯
特
的
皮
德
蒙
特
學
校
，
住
在

宋
藹
齡
一
個
同
學
的
母
親
莫
斯
夫
人
家
裡
。

喬
治
亞
州
位
於
縱
貫
美
國
東
部
的
著
名
大
山
脈
阿
巴
拉
契
亞
山
的

東
南
山
麓
，
屬
於
亞
熱
帶
氣
候
，
往
東
延
伸
到
大
西
洋
沿
岸
，
是
一
片

4
7　

 

︽
薩
米
特
先
驅
報
︾
一
九
四
二
年
五
月
二
十
一
日
。

4
8　

 

衛
斯
理
安
女
子
學
院
︽
一
九○

八—

一
九○

九
年
新
生
註
冊
登
記
表
︾
，
影
印
件
。

 宋慶齡、宋藹齡、宋美齡在衛斯理安女子學院學習的註冊登記表。



。55。
青少年時代

第三節　激揚文字

大
平
原
。
這
裡
風
光
秀
麗
，
物
產
豐
富
。
在
紅
色
或
黃
色
的
沙
土
上
，
到
處
可
見
高
大
挺
拔
的
松
樹
、
多

節
盤
曲
的
橡
樹
、
常
綠
闊
葉
的
槲
樹
。
而
在
小
樹
林
及
沼
澤
地
上
，
在
一
些
粗
大
的
樹
幹
上
，
還
有
各
種

各
樣
的
攀
藤
植
物
和
附
生
植
物
，
千
絲
萬
縷
，
盤
根
錯
節
，
青
翠
嫩
綠
，
永
遠
給
人
以
春
意
盎
然
、
欣
欣

向
榮
的
感
覺
。
梅
肯
城
地
處
奧
克
莫
爾
吉
河
西
岸
，
它
雖
已
發
展
成
約
有
十
萬
人
口
的
小
城
市
，
仍
然
像

一
座
花
園
一
樣
，
萬
木
蔥
郁
，
環
境
優
美
，
散
發
著
亞
熱
帶
的
秀
光
靈
氣
。
特
別
是
市
郊
那
片
一
望
無
際

的
棉
田
、
古
樸
的
莊
園
和
牧
場
，
依
然
保
持
著
殖
民
拓
殖
時
期
的
風
貌
。

衛
斯
理
安
女
子
學
院
就
坐
落
在
梅
肯
這
個
花
園
式
的
城
市
中
。
這
個
學
校
創
立
於
一
八
三
六
年
，
原

名
為
喬
治
亞
女
子
學
院
，
一
八
四
三
年
改
名
為
衛
斯
理
安
女
子
學
院
。
它
是
附
屬
於
聯
合
衛
理
公
會
教
堂

的
私
人
性
質
的
女
子
學
院
，
開
設
有
學
士

學
位
的
大
學
文
科
、
教
育
和
美
術
等
課
程
。

在
這
個
學
校
裡
，
宋
慶
齡
學
習
勤
奮
，

對
哲
學
課
程
特
別
感
興
趣
。
她
的
文
學
及

寫
作
水
準
較
高
，
又
熱
心
社
會
活
動
，
因

此
她
在
課
外
活
動
中
擔
任
了
學
院
校
刊

︽
衛
斯
理
安
︾
︵T

H
E W

ESLEYA
N

︶

的
文
學
編
輯
和
哈
里
斯
文
學
社
的
通
信
幹

事
，
還
曾
充
當
過
狄
斯
比
斯
戲
劇
俱
樂
部

在衛斯理安女子學院學習時的宋慶

齡、宋藹齡（中）、宋美齡（右）。



宋慶齡傳

。56。

的
演
員
。
在
班
上
討
論
問
題
時
，
她
雖
然
態
度
溫
文
，
聲
音
柔
和
，
但
也
滔
滔
雄
辯
，
頗
有
見
解
，
深
得

同
學
們
的
敬
重
。

宋
慶
齡
在
美
學
習
期
間
與
家
裡
保
持
密
切
的
聯
繫
，
父
母
也
始
終
十
分
關
心
她
們
的
生
活
。
同
學
艾

蜜
莉
．
唐
納
回
憶
，
宋
慶
齡
姐
妹
到
薩
米
特
市
不
久
，
﹁
有
一
天
，
慶
齡
和
美
齡
收
到
一
個
從
中
國
寄
來
的

包
裹
，
裡
面
全
是
給
她
倆
的
花
花
綠
綠
的
漂
亮
衣
物
﹂
。
她
們
做
美
國
樣
式
服
裝
，
也
﹁
都
是
用
從
上
海
寄

來
的
料
子
縫
製
的
。
在
她
們
兩
個
人
自
己
在
一
起
的
時
候
，
她
們
往
往
馬
上
換
上
中
國
旗
袍
﹂
。

但
是
，
對
於
宋
慶
齡
來
說
，
她
最
關
心
的
是
中
國
國
內
局
勢
和
革
命
的
發
展
。
在
這
方
面
，
父
親
宋

嘉
樹
的
心
是
與
她
相
通
的
，
常
常
給
她
寫
長
信
，
告
訴
她
這
方
面
的
情
況
，
並
寄
給
她
剪
報
。
她
十
分
認

真
地
閱
讀
這
些
剪
報
和
當
地
的
報
紙
，
從
中
瞭
解
中
國
革
命
在
艱
難
困
苦
中
曲
折
發
展
的
情
況
。
自
古
創

業
多
磨
難
，
那
是
孫
中
山
領
導
的
武
裝
起
義
不
斷
遭
到
失
敗
的
年
月
。
慶
齡
雖
然
身
在
大
洋
彼
岸
，
心
裡

卻
常
為
此
憂
慮
，
這
使
她
的
性
格
變
得
更
加
內
向
和
深
沉
。
在
同
學
們
看
來
，
她
既
﹁
美
麗
﹂
，
又
有
點
﹁
憂

鬱
﹂
和
﹁
傷
感
﹂
。
所
以
有
人
說
：
﹁
正
是
她
那
副
憂
傷
和
沉
思
的
神
情
，
使
她
顯
得
俏
麗
動
人
。
她
在
內

心
深
處
已
經
是
一
個
忠
貞
不
二
的
造
反
者
了
。
﹂

49
從
她
父
親
和
孫
中
山
十
餘
年
來
屢
遭
挫
折
的
奮
鬥
中
，

還
培
養
了
她
堅
毅
和
頑
強
的
精
神
，
這
種
精
神
給
同
學
們
很
深
的
印
象
。
同
學
們
問
她
為
什
麼
總
是
那
麼

多
的
考
慮
國
家
的
事
，
而
不
無
憂
無
慮
地
享
樂
時
，
她
說
：
不
能
忘
記
中
國
，
也
不
能
忘
記
孫
中
山
所
說

4
9　

 

︹
美
︺
斯
特
林
．
西
格
雷
夫
：
︽
宋
家
王
朝
︾
第
一
百
一
十
五
頁
，
紐
約
一
九
八
五
年
英
文
版
。



。57。
青少年時代

第三節　激揚文字

的
那
些
話
，
﹁
如
果
忘
記
了
，
人
生
就
失
去
其
意
義
﹂
。

50

對
中
國
的
現
狀
不
滿
，
中
國
必
須
變
革
。
宋
慶
齡
的
這
種
思
想
不
時
在
學
習
中
、
特
別
在
歷
史
課
上

毫
不
掩
飾
地
表
現
出
來
。
有
一
次
在
課
堂
上
，
宋
慶
齡
站
起
來
講
她
對
自
己
祖
國
的
希
望
時
的
情
形
，
給

歷
史
教
授
極
其
深
刻
的
印
象
。
他
記
得
：
她
聲
音
如
平
時
一
樣
柔
和
，
態
度
溫
文
爾
雅
，
但
是
她
的
眼
睛

中
燃
燒
著
﹁
足
夠
照
亮
整
個
大
地
的
火
焰
﹂
。
看
著
她
，
教
授
心
裡
想
：
﹁
她
是
一
個
謎
！
﹂
後
來
，
教
授

又
看
到
宋
慶
齡
的
一
份
表
達
同
樣
思
想
的
答
卷
，
深
為
感
歎
：
﹁
這
是
使
人
萬
萬
想
不
到
的
，
從
一
個
看

起
來
是
溫
和
的
中
國
學
生
、
且
是
一
個
女
孩
子
的
身
上
，
竟
能
見
到
這
樣
的
意
見
。
﹂
他
既
為
她
的
傑
出

的
思
想
而
高
興
，
又
為
她
的
叛
逆
精
神
而
不
安
，
於
是
他
把
宋
慶
齡
找
來
談
了
一
次
話
。

教
授
首
先
承
認
宋
慶
齡
的
答
卷
是
﹁
動
人
的
很
好
的
論
著
﹂
，
但
同
時
又
表
示
﹁
有
點
不
安
﹂
，
說
這

不
是
宋
慶
齡
在
歷
史
課
中
應
該
學
到
的
東
西
。
宋
慶
齡
當
即
坦
率
地
回
答
：
﹁
是
的
，
我
明
白
，
但
我
想

這
張
卷
子
是
個
人
的
表
示
，
一
個
學
生
的
見
解
。
自
然
不
會
有
人
誤
解
成
別
的
意
思
吧
！
我
只
是
追
求
真

理
。
﹂教

授
又
注
意
到
宋
慶
齡
的
思
想
早
在
入
學
之
初
就
有
了
：
﹁
我
看
出
，
中
國
現
在
經
歷
的
革
命
運
動

影
響
了
你
的
感
情
，
然
而
我
相
信
我
沒
有
猜
錯
，
兩
三
年
前
你
就
有
同
樣
的
感
覺
。
這
從
你
那
時
的
答
卷

上
看
得
出
。
﹂
據
此
，
他
﹁
探
謎
﹂
似
的
問
宋
慶
齡
是
不
是
﹁
受
了
家
庭
的
影
響
﹂
。
宋
慶
齡
作
了
肯
定
的

5
0　

 

︹
美
︺
斯
賓
塞
：
︽
三
姐
妹

｜
中
國
宋
氏
家
族
的
故
事
︾
第
一
百
一
十
六
頁
，
紐
約
一
九
三
九
年
英
文
版
。



宋慶齡傳

。58。

回
答
，
並
更
強
調
孫
中
山
的
作
用
。
她
說
：
﹁
我
們
有
一
個
朋
友
，
他
現
在
領
導
著
革
命
。
當
我
年
幼
時
，

他
常
常
來
和
我
的
父
親
談
話
。
我
聽
到
他
所
說
的
話
，
這
些
話
對
我
留
下
深
刻
的
印
象
；
我
堅
定
地
認
為

我
的
祖
國
要
有
一
個
根
本
的
變
革
。
﹂

51

到
底
怎
樣
變
革
？
宋
慶
齡
已
經
開
始
在
探
索
了
。
雖
然
有
父
親
及
孫
中
山
先
驅
者
的
指
點
和
影
響
，

但
她
的
思
想
有
自
己
的
發
展
過
程
。
她
並
不
因
為
自
己
是
學
生
，
又
身
處
異
國
，
對
中
國
的
變
革
事
業

就
僅
僅
停
留
在
關
心
和
同
情
上
，
而
是
以
筆
當
劍
積
極
地
參
加
了
戰
鬥
。
她
在
︽
衛
斯
理
安
︾
︵T

H
E 

W
ESLEYA

N

︶
院
刊
上
發
表
的
幾
篇
反
封
建
的
文
章
，
用
各
種
體
裁
宣
傳
資
產
階
級
民
主
主
義
及
自
由
、

平
等
、
博
愛
的
思
想
。

︽
四
小
點
︾
︵T

he Four D
ots

︶
講
的
是
一
個
童
話
故
事
：
古
時
候
有
個
叫
楊
韋
林
的
孩
子
，
勤
奮
善

良
，
刻
苦
讀
書
，
曾
救
助
過
螞
蟻
；
後
來
，
他
得
到
螞
蟻
暗
中
幫
助
，
應
試
成
功
。

52
善
良
、
勤
奮
、
因
果

報
應
，
這
是
一
般
寓
言
故
事
常
有
的
內
容
，
但
是
，
出
之
於
宋
慶
齡
的
筆
下
，
卻
反
映
了
她
世
界
觀
中
的

一
些
純
樸
的
思
想
。

︽
阿
媽
︾
︵A

hm
ah

︶
是
一
篇
散
文
，
它
以
樸
實
、
流
暢
的
文
筆
，
通
過
敘
述
一
個
照
顧
宋
家
幾
個
孩

子
的
保
姆
的
感
人
事
蹟
，
抒
發
了
作
者
對
保
姆
深
切
的
懷
念
之
情
。
這
個
﹁
阿
媽
﹂
在
宋
家
二
十
年
，
晚

年
頭
髮
全
白
，
老
態
龍
鍾
，
但
眼
睛
還
是
明
亮
、
有
神
。
她
非
常
熱
愛
孩
子
，
把
宋
慶
齡
和
她
的
姐
妹
兄

5
1　

 

︹
美
︺
斯
賓
塞
：
︽
三
姐
妹

｜
中
國
宋
氏
家
族
的
故
事
︾
第
一
百
二
十
九
至
一
百
三
十
一
頁
，
紐
約
一
九
三
九
年
英
文
版
。

5
2　

 

︽
衛
斯
理
安
︾
院
刊
一
九
一
一
年
十
一
月
，
複
製
原
件
。
中
文
譯
文
刊
於
︽
兒
重
時
代
︾
第
十
期
，
一
九
八
二
年
五
月
六
日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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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時代

第三節　激揚文字

弟
當
成
自
己
的
親
生
骨
肉
，
照
顧
得
無
微
不
至
。
她
雖
然
目
不
識
丁
，
卻
懂
得
不
少
儒
家
的
倫
理
道
德
以

及
中
國
的
格
言
、
民
間
諺
語
等
等
。
每
逢
新
年
，
她
總
是
喜
歡
在
家
裡
每
個
人
的
身
上
點
綴
些
紅
色
的
東

西
，
如
紅
花
、
紅
綢
帶
、
紅
手
帕
之
類
，
表
示
喜
慶
。
她
祝
賀
大
家
﹁
恭
喜
發
財
！
﹂
給
新
年
增
添
了
歡

樂
的
氣
氛
，
以
至
使
人
感
到
如
果
沒
有
她
的
祝
賀
，
新
年
就
好
像
還
沒
有
到
來
似
的
。

作
者
當
時
已
是
中
國
上
流
社
會
的
富
家
小
姐
，
以
小
主
人
的
身
分
寫
了
這
篇
懷
念
老
僕
人
的
文
章
，

非
但
絲
毫
沒
有
藐
視
﹁
下
層
﹂
的
小
人
物
，
而
且
字
裡
行
間
洋
溢
著
對
老
保
姆
深
厚
的
愛
和
崇
敬
的
心
情
，

明
顯
地
表
達
了
作
者
主
張
主
僕
平
等
、
博
愛
的
觀
念
。

︽
現
代
中
國
婦
女
︾
︵T

he m
odern C

hinese W
om

en

︶
，
是
宋
慶
齡
最
早
論
述
婦
女
問
題
、
宣
傳
男

女
平
等
思
想
的
文
章
。
從
此
以
後
，
研
究
婦
女
問
題
，
進
行
婦
女
解
放
運
動
，
就
成
為
她
一
生
革
命
活
動

重
要
的
組
成
部
分
，
使
她
成
為
世
界
上
著
名
的
婦
女
解
放
運
動
的
活
動
家
和
領
袖
，
在
國
際
上
享
有
崇
高

的
聲
譽
。

這
篇
文
章
從
一
九○

七
年
美
國
威
爾
斯
利
大
學
開
始
在
中
國
招
收
女
學
生
一
事
，
論
證
了
女
孩
子
的

智
力
並
不
比
男
孩
子
差
，
要
提
高
人
類
中
占
半
數
的
男
子
，
不
能
不
同
時
提
高
人
類
的
另
一
半
︵
婦
女
︶
。

她
﹁
深
信
用
不
了
一
個
世
紀
的
時
間
，
中
國
必
將
成
為
世
界
上
最
大
的
、
教
育
發
達
的
國
家
，
而
其
婦
女

將
與
男
人
並
駕
齊
驅
﹂
。
同
時
，
文
章
闡
述
了
婦
女
要
獲
得
與
男
人
平
等
權
利
，
不
能
等
待
別
人
的
恩
賜
，

而
必
須
靠
自
己
的
工
作
和
鬥
爭
去
爭
取
；
尤
其
是
那
些
在
外
國
留
過
學
的
婦
女
，
不
應
該
使
自
己
成
為
性



宋慶齡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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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
孤
傲
的
知
識
貴
族
，
而
應
該
進
入
社
會
為
民
眾
謀
取
福
利
。

53

︽
受
外
國
教
育
的
留
學
生
對
中
國
之
影
響
︾
︵T

he Influence of Foreign Educated Students on 

C
hina

︶
是
篇
政
論
文
章
，
論
述
了
中
國
早
期
留
學
生
在
政
治
、
教
育
、
社
會
改
革
方
面
對
中
華
民
族
的
良

好
影
響
，
說
﹁
他
們
幫
助
中
國
吸
鴉
片
的
人
建
立
戒
煙
會
，
這
些
人
希
望
永
遠
戒
除
自
己
的
惡
習
。
在
城
市
，

他
們
組
織
了
基
督
教
青
年
會
，
它
已
成
了
人
們
社
交
集
會
的
活
動
場
所
。
中
國
青
年
不
再
像
過
去
那
樣
習

慣
於
認
為
變
形
的
腳
是
漂
亮
的
，
或
者
要
求
女
人
裹
腳
。
現
在
他
們
拒
絕
同
纏
足
的
女
子
結
婚
，
他
們
甚

至
解
除
童
年
時
代
包
辦
的
婚
約
。
這
在
中
國
是
一
件
嚴
重
的
事
情
﹂
。
顯
然
，
這
裡
列
舉
的
有
些
事
，
是
她

父
親
的
工
作
。
文
章
抨
擊
了
封
建
官
吏
的
愚
昧
與
腐
敗
，
期
望
這
些
受
過
西
方
教
育
的
留
學
生
來
改
革
時

弊
，
認
為
﹁
中
國
賦
予
這
些
留
學
生
廣
闊
的
工
作
領
域
和
無
限
的
機
會
﹂
，

54
實
際
上
抒
發
了
她
自
己
為
了

改
造
和
建
設
祖
國
而
學
習
的
胸
懷
。

但
是
，
這
篇
文
章
同
時
也
反
映
了
她
當
時
的
改
良
主
義
思
想
。
她
對
清
王
朝
宣
揚
的
要
建
立
議
院
制

度
的
諾
言
，
表
示
了
某
種
程
度
的
信
任
，
幻
想
通
過
局
部
的
政
治
改
革
，
使
中
國
的
事
情
得
到
改
善
。
她

把
中
國
政
府
腐
敗
的
根
源
歸
結
為
官
吏
選
拔
方
法
的
不
當
，
而
未
能
從
根
本
制
度
上
觀
察
問
題
的
實
質
。

因
此
，
她
認
為
通
過
改
革
教
育
、
改
革
官
吏
任
免
方
法
可
以
解
決
社
會
問
題
，
而
不
是
依
靠
革
命
的
途
徑
。

這
種
思
想
顯
然
脫
離
了
當
時
中
國
政
治
和
革
命
發
展
的
實
際
，
但
卻
符
合
宋
慶
齡
本
身
思
想
發
展
的

5
3　

 

︽
衛
斯
理
安
︾
院
刊
一
九
一
三
年
四
月
號
，
複
製
原
件
。

5
4　

 

︽
衛
斯
理
安
︾
院
刊
一
九
一
一
年
十
一
月
號
，
複
製
原
件
。
中
文
譯
文
刊
於
︽
兒
童
時
代
︾
第
十
期
，
一
九
八
二
年
五
月
十
六
日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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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激揚文字

規
律
，
反
映
了
她
的
年
齡
、
所
處
的
環
境
和
地
位
。
每
一
個
誠
實
的
革
命
者
的
成
長
，
都
有
他
︵
她
︶
自

己
合
乎
邏
輯
的
軌
跡
。
孫
中
山
和
她
父
親
給
她
的
影
響
無
疑
是
重
要
的
，
但
是
不
可
能
代
替
她
自
己
的
思

想
發
展
過
程
。
實
際
上
，
由
於
她
父
親
支
持
的
、
孫
中
山
領
導
的
武
裝
起
義
一
次
又
一
次
的
失
敗
，
在
她

的
心
頭
蒙
上
了
一
層
陰
影
，
使
她
不
敢
對
革
命
作
出
大
膽
、
樂
觀
、
激
進
的
設
想
，
正
如
她
在
一
九
一
二

年
四
月
寫
的
著
名
論
文
中
說
的
那
樣
：
﹁
五
個
月
以
前
，
我
們
連
做
夢
也
想
不
到
會
有
一
個
共
和
國
。
對

一
些
人
來
說
，
即
使
許
諾
儘
早
成
立
一
個
立
憲
政
府
，
他
們
也
是
抱
著
懷
疑
態
度
的
。
﹂

55

然
而
，
客
觀
事
變
的
進
程
，
往
往
又
會
大
大
改
變
一
個
人
思
想
發
展
的
軌
跡
和
速
度
。

二
、
歡
呼
辛
亥
革
命
勝
利

宋
慶
齡
發
表
這
篇
︽
受
外
國
教
育
的
留
學
生
對
中
國
之
影
響
︾
的
時
候
，
中
國
國
內
的
辛
亥
革
命
已

經
爆
發
。
一
九
一
一
年
十
月
十
日
，
武
昌
起
義
一
聲
炮
響
，
﹁
革
命
黨
舉
義
成
功
﹂
。
當
時
，
孫
中
山
在
美

國
進
行
籌
募
革
命
經
費
等
活
動
，
正
行
抵
遠
離
宋
慶
齡
所
在
梅
肯
城
的
美
國
北
部
科
羅
拉
多
︵C

olorado

︶

州
的
丹
佛
︵D

enver

︶
市
。
他
沒
有
想
到
十
餘
年
來
多
次
浴
血
奮
戰
屢
遭
挫
折
並
陷
於
困
境
中
的
革
命
，

竟
然
在
他
沒
有
安
排
的
地
方
成
功
地
走
出
了
第
一
步
。

十
二
月
二
十
五
日
，
孫
中
山
在
經
歷
了
十
六
年
的
海
外
生
活
和
艱
苦
鬥
爭
之
後
，
從
美
國
回
國
抵
達

5
5　

 

宋
慶
齡
：
︽
二
十
世
紀
最
偉
大
的
事
件
︾
，
︽
衛
斯
理
安
︾
院
刊
，
一
九
一
二
年
四
月
號
，
中
文
譯
文
刊
於
︽
中
國
建
設
︾
一
九
八
三
年
第
五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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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海
，
受
到
人
民
群
眾
廣
泛
熱
烈
的
歡

迎
，
並
被
南
京
舉
行
的
十
七
省
代
表
會

議
推
選
為
中
華
民
國
第
一
任
臨
時
大
總

統
。
一
九
一
二
年
一
月
一
日
，
孫
中
山

離
開
上
海
到
南
京
宣
誓
就
職
，
宋
嘉
樹

一
家
也
隨
同
前
往
。
這
就
完
全
公
開
了

宋
家
與
孫
中
山
的
親
密
關
係
。

孫
中
山
就
職
臨
時
大
總
統
後
，
宋

藹
齡
正
式
擔
任
他
的
英
文
秘
書
︵
在
此

之
前
，
她
從
美
國
回
國
後
，
一
直
是
幫
助
父
親
宋
嘉
樹
處
理
組
織
工
作
，
募
集
資
金
，
並
把
迅
速
增
加
的

會
黨
名
冊
和
資
財
繪
製
成
表
︶
。
宋
嘉
樹
的
工
作
也
更
忙
了
。
倪
珪
貞
寫
信
告
訴
在
美
國
的
女
兒
：
﹁
提
起

你
們
的
父
親
，
有
很
多
話
要
說
，
但
也
不
想
多
說
。
我
只
告
訴
你
們
一
點
，
他
正
在
老
朋
友
之
間
，
做
他

樂
意
做
的
事
情
。
﹂
宋
慶
齡
自
然
知
道
這
個
老
朋
友
是
誰
。
不
久
，
父
親
來
信
果
然
清
楚
了
。
信
中
說
：

﹁
我
正
在
和
孫
中
山
一
起
工
作
，
還
參
加
了
他
的
就
職
典
禮
。
國
內
的
現
狀
有
利
於
革
命
黨
人
，
但
做
偉
大

的
事
情
，
總
是
要
冒
些
風
險
的
。
促
成
民
主
，
並
非
旦
夕
一
蹴
而
就
的
。
﹂

56
同
時
，
父
親
還
把
一
面
嶄
新

5
6　

 

陸
印
泉
：
︽
宋
慶
齡
與
辛
亥
革
命
︾
，
載
︽
團
結
報
︾
一
九
八
六
年
五
月
二
十
四
日
。

衛斯理安女子學院院刊一九一二年

四月號，刊載著宋慶齡歡呼辛亥革命

成功的文章 ｜ 《二十世紀最偉大的
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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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國
旗

｜
美
麗
的
紅
、
黃
、
藍
、
白
、
黑
相
間
的
共
和
國
五
色
旗
寄
給
了
宋
慶
齡
。
慶
齡
接
到
旗
和
信
後
，

激
動
萬
分
。
為
表
示
擁
護
共
和
，
她
立
即
扯
下
學
校
中
的
清
朝
龍
旗
，
把
它
踩
在
腳
下
，
並
掛
上
新
的
國
旗
，

高
呼
：
﹁
打
倒
專
制
！
高
舉
共
和
旗
幟
！
﹂

57
歡
呼
辛
亥
革
命
的
勝
利
。
接
著
，
她
就
寫
出
了
熱
情
洋
溢
的

︽
二
十
世
紀
最
偉
大
的
事
件
︾
︵T

he G
reatest Event of the Tw

entieth C
entury

︶
一
文
。
這
是
一
篇
政

論
性
的
文
章
，
發
表
在
四
月
出
版
的
院
刊
︽
衛
斯
理
安
︾
上
。
該
文
高
度
評
價
辛
亥
革
命
的
偉
大
意
義
：

﹁
壓
迫
導
致
了
這
場
奇
妙
的
革
命

｜
一
件
看
來
是
不
幸
的
而
實
際
卻
是
造
福
人
間
的
喜
事
。
﹂
；
﹁
這
場

革
命
取
得
了
輝
煌
的
成
就
，
它
意
味
著
四
萬
萬
人
已
從
君
主
專
制
政
體
的
奴
役
下
解
放
了
出
來
。
這
個
專

制
制
度
已
經
存
在
了
四
千
多
年
；
在
它
的
統
治
下
，
﹃
生
存
、
自
由
和
對
幸
福
的
追
求
﹄
是
被
剝
奪
的
。
它

還
標
誌
著
一
個
皇
朝
的
覆
滅
。
這
個
皇
朝
的
殘
酷
壓
榨
和
自
私
自
利
，
使
這
個
一
度
繁
榮
昌
盛
的
國
家
，

淪
為
一
個
貧
窮
不
堪
的
國
家
。
清
政
府
被
推
翻
，
意
味
著
具
有
最
野
蠻
的
制
度
而
又
道
德
淪
喪
的
這
個
皇

朝
的
毀
滅
和
廢
除
。
﹂

文
章
在
評
論
辛
亥
革
命
的
國
際
意
義
時
，
驕
傲
地
說
：
﹁
中
國
革
命
是
滑
鐵
盧
以
來
最
偉
大
的
事
件
，

是
二
十
世
紀
最
偉
大
的
事
件
之
一
。
﹂
；
﹁
中
國
以
它
眾
多
的
人
口
和
對
和
平
的
熱
愛

｜
將
作
為
和
平

的
化
身
站
起
來
。
它
必
將
推
動
那
個
人
道
主
義
運
動
，
即
實
現
世
界
和
平
。
﹂

文
章
中
洋
溢
著
愛
國
主
義
的
激
情
，
在
中
國
留
學
生
和
華
僑
中
產
生
了
相
當
大
的
影
響
。
她
所
引
用

5
7　

 

︹
美
︺
艾
蜜
莉
．
哈
恩
：
︽
宋
氏
家
族
︾
第
九
十
一
、
九
十
二
頁
，
新
華
出
版
社
一
九
八
五
年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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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拿
破
崙
的
﹁
中
國
，
一
旦
行
動
起
來
，
整
個
世
界
將
為
之
振
動
﹂
這
句
話
，
曾
被
中
國
留
學
生
和
廣
大

華
僑
傳
為
激
勵
愛
國
豪
情
的
警
句
。

宋
慶
齡
的
這
些
評
論
並
不
誇
張
。
當
時
列
寧
在
︽
真
理
報
︾
上
曾
以
︽
新
生
的
中
國
︾
為
題
發
表
文
章
，

熱
烈
歡
呼
﹁
地
球
上
四
分
之
一
的
人
口
已
經
從
酣
睡
中
清
醒
，
走
向
光
明
、
運
動
和
鬥
爭
了
﹂
。

58

自
然
，
宋
慶
齡
的
文
章
主
要
反
映
了
她
資
產
階
級
民
主
主
義
的
觀
點
，
她
對
辛
亥
革
命
的
分
析
和
評

論
，
也
以
此
為
標
準
。
她
認
為
：
這
場
革
命
已
給
中
國
帶
來
了
﹁
自
由
和
平
等
﹂
，
﹁
但
博
愛
尚
有
待
於
爭

取
。
︙
︙
博
愛
是
人
類
尚
未
實
現
的
理
想
，
沒
有
人
類
的
兄
弟
情
誼
，
自
由
就
沒
有
可
靠
的
基
礎
，
除
非

人
類
彼
此
視
作
兄
弟
，
否
則
平
等
只
能
是
夢
想
﹂
。
宋
慶
齡
認
為
﹁
博
愛
﹂
可
以
通
過
和
平
的
手
段
來
實
現
，

她
說
：
﹁
多
少
世
紀
以
來
，
中
國
人
一
直
是
熱
愛
和
平
的
民
族
。
對
他
們
來
說
，
筆
比
劍
更
有
力
量
。
他

們
尊
重
和
平
這
門
學
科
而
漠
視
戰
爭
這
門
學
科
，
他
們
崇
文
輕
武
。
﹂

59

這
些
評
論
一
方
面
反
映
出
宋
慶
齡
對
資
產
階
級
革
命
的
學
說
已
有
一
定
研
究
，
遠
在
同
齡
人
之
上
︵
尤

其
在
女
青
年
中
︶
；
另
一
方
面
也
表
明
她
對
辛
亥
革
命
所
取
得
的
成
就
及
其
發
展
前
途
企
望
過
高
；
認
為

可
以
用
和
平
的
手
段
，
推
動
實
現
人
類
的
自
由
、
平
等
、
博
愛
的
人
道
主
義
運
動
，
實
現
世
界
和
平
。
這

只
是
表
現
了
她
這
個
心
地
善
良
姑
娘
的
美
好
理
想
而
已
。
所
以
，
她
美
國
的
同
學
都
稱
她
是
﹁
理
想
主
義

者
﹂
。

5
8　

 

︽
列
寧
全
集
︾
第
十
八
卷
，
第
三
百
九
十
五
頁
，
人
民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九
年
版
。

5
9　

 

︽
衛
斯
理
安
︾
院
刊
，
一
九
一
二
年
四
月
號
，
複
製
原
件
。
中
文
譯
文
刊
︽
中
國
建
設
︾
雜
誌
，
一
九
八
三
年
第
五
期
。



。65。
青少年時代

第三節　激揚文字

宋
慶
齡
的
這
種
思
想
認
識
形
成
的
原
因
是
多
方
面
的
，
而
決
定
性
的
因
素
，
是
她
從
小
受
到
的
基
督

教
義
的
教
育
和
美
國
社
會
中
資
產
階
級
民
主
精
神
的
影
響
。
正
如
她
自
己
後
來
所
說
：
﹁
我
在
美
國
度
過

我
的
青
年
時
代
，
受
過
美
國
偉
大
的
民
主
傳
統
的
薰
染
，
它
已
經
成
為
我
生
活
中
偉
大
的
力
量
之
一
，
它

的
文
化
成
為
我
所
接
受
的
教
育
的
一
部
分
。
﹂

60
這
就
不
難
理
解
為
什
麼
宋
慶
齡
把
﹁
博
愛
﹂
這
個
理
想
看

得
那
樣
高
，
那
樣
重
。
在
她
以
後
長
期
的
革
命
鬥
爭
中
，
當
她
用
這
個
標
準
來
衡
量
中
國
發
生
的
事
情
時
，

就
發
現
革
命
運
動
沒
有
完
成
，
從
而
始
終
保
持
進
取
精
神
。
只
有
通
過
以
後
漫
長
的
革
命
實
踐
，
她
才
認

識
到
真
正
的
博
愛
，
只
有
在
徹
底
消
滅
了
剝
削
，
消
滅
了
階
級
以
後
才
能
實
現
。

此
後
，
宋
慶
齡
對
辛
亥
革
命
及
孫
中
山
推
翻
中
國
幾
千
年
封
建
帝
制
的
意
義
，
一
直
評
價
較
高
，
有

別
於
中
國
其
他
革
命
家
、
政
治
家
和
理
論
家
。
直
到
一
九
三
九
年
，
她
還
說
：
﹁
清
廷
遜
位
，
是
辛
亥
革

命
最
顯
著
的
成
就
，
它
的
意
義
，
實
極
重
大
，
因
為
至
少
在
形
式
上
，
中
國
已
成
為
亞
洲
的
第
一
個
共
和
國
，

使
含
有
世
界
人
類
五
分
之
一
的
國
家
的
專
制
政
體
消
滅
，
這
真
是
世
界
史
上
進
步
的
一
個
碑
石
。
﹂

61
但
是
，

還
沒
有
等
到
宋
慶
齡
大
學
畢
業
，
辛
亥
革
命
就
失
敗
了
。

一
九
一
二
年
四
月
，
孫
中
山
在
各
方
面
壓
力
下
，
被
迫
將
臨
時
大
總
統
之
職
讓
於
袁
世
凱
。
袁
世
凱

上
臺
後
，
進
一
步
投
靠
帝
國
主
義
，
加
緊
復
辟
帝
制
活
動
，
打
擊
革
命
力
量
。
一
九
一
三
年
三
月
，
袁
世

凱
乘
孫
中
山
赴
日
本
考
察
不
在
國
內
之
際
，
派
遣
特
務
槍
殺
了
國
民
黨
代
理
理
事
長
宋
教
仁
；
然
後
，
又

6
0　

 

宋
慶
齡
：
︽
中
國
走
向
民
主
的
途
中

｜
對
美
國
民
眾
的
廣
播
演
說
︾
，
載
︽
宋
慶
齡
自
傳
︾
第
三
十
八
頁
，
華
光
出
版
社
一
九
三
八
年
版
。

6
1　

 

宋
慶
齡
：
︽
真
正
實
現
中
國
的
獨
立
︾
，
載
︽
宋
慶
齡
選
集
︾
第
一
百
四
十
三
頁
，
人
民
出
版
社
一
九
六
六
年
版
。



宋慶齡傳

。66。

與
英
、
法
、
德
、
日
、
俄
五
國
銀
行
團
簽
訂
了
二
千
五
百
萬
英
鎊
的
﹁
善
後
﹂
大
借
款
協
定
，
準
備
擴
充

反
動
軍
隊
鎮
壓
國
民
黨
。
孫
中
山
毅
然
進
行
了
武
裝
討
袁
的
鬥
爭
，
但
他
領
導
的
﹁
二
次
革
命
﹂
，
由
於
國

民
黨
的
渙
散
無
力
，
在
帝
國
主
義
和
袁
世
凱
軍
隊
的
倡
狂
進
攻
下
失
敗
了
。
八
月
初
，
孫
中
山
被
迫
亡
命

日
本
。
由
於
袁
世
凱
派
了
大
批
刺
客
謀
刺
革
命
黨
人
，
孫
中
山
在
日
本
友
人
梅
屋
莊
吉
、
宮
崎
滔
天
、
犬

養
毅
、
萱
野
長
知
、
頭
山
滿
等
人
幫
助
下
，
轉
輾
躲
避
。
最
後
隱
居
在
東
京
的
梅
屋
莊
吉
家
中
。
宋
嘉
樹

全
家
隨
後
移
住
在
橫
濱
海
濱
山
上
租
賃
的
樓
房
裡
。
宋
藹
齡
繼
續
在
孫
中
山
身
邊
當
秘
書
。
宋
嘉
樹
則
直

接
協
助
孫
中
山
進
行
革
命
活
動
，
並
幫
助
他
處
理
一
些
英
文
函
電
。
所
以
，
宋
家
父
女
倆
幾
乎
每
天
都
要

到
孫
中
山
的
寓
所
去
。

62
宋
慶
齡
於
這
年
春
季
以
優
異
的
成
績
畢
業
於
衛
斯
理
安
女
子
學
院
，
獲
文
學
學
士

學
位
。祖

國
在
召
喚
自
己
的
女
兒
，
革
命
在
召
喚
自
己
的
英
雄
。
在
得
知
國
內
形
勢
劇
變
之
後
，
宋
慶
齡
就

放
棄
了
原
想
大
學
畢
業
後
再
學
習
一
兩
年
的
打
算
，
立
即
回
國
，
投
身
到
救
國
救
民
的
革
命
鬥
爭
中
去
。

一
九○

七
至
一
九
一
三
年
，
宋
慶
齡
在
美
國
度
過
了
人
生
最
重
要
的
時
期

｜
青
年
時
代
。
在
這
六

年
裡
，
她
由
一
個
天
真
的
少
女
，
成
長
為
一
個
成
熟
的
青
年
。
她
的
愛
國
主
義
思
想
也
隨
之
日
趨
熾
熱
並

進
入
到
獻
身
革
命
的
境
地
。
她
所
以
這
樣
快
地
進
步
，
除
了
自
幼
受
到
父
親
宋
嘉
樹
的
教
誨
、
薰
陶
和
孫

6
2　

 

據
日
本
外
交
史
料
館
藏
日
本
外
務
省
文
書
︽
各
國
內
政
關
係
雜
編
關
於
中
國
．
革
命
黨
部
分
大
正
二
年
︵
一
九
一
三
︶
八
月—

大
正
四
年
︵
一
九
一
五
︶

十
一
月
︾
之
︽
孫
文
動
向
件
︾
記
載
，
孫
中
山
是
一
九
一
三
年
八
月
八
日
抵
門
司
港
，
九
日
抵
神
戶
。
宋
嘉
樹
於
八
月
四
日
抵
神
戶
，
二
十
日
到
東
京

與
孫
中
山
相
會
。



。67。
青少年時代

第三節　激揚文字

中
山
的
革
命
思
想
影
響
外
，
一
是
辛
亥
革
命
的

振
奮
，
一
是
如
她
所
說
受
了
﹁
美
國
偉
大
的
民

主
傳
統
的
薰
染
﹂
。

63

宋
慶
齡
從
小
喜
愛
英
語
，
並
從
父
親
口
中

瞭
解
美
國
這
個
神
奇
的
國
家
，
現
在
又
親
身
受

到
系
統
的
美
國
化
教
育
。
她
的
英
語
比
漢
語
還

要
講
得
流
暢
，
因
此
喜
歡
用
英
語
會
話
，
英
文

書
寫
，
身
邊
常
有
一
架
英
文
打
字
機
。
美
國
化

的
教
育
使
宋
慶
齡
的
思
想
具
有
強
烈
的
民
主
色
彩
，
而
與
孔
孟
之
道
格
格
不
入
。
但
是
她
並
不
像
宋
美
齡

那
樣
，
﹁
除
了
臉
孔
外
完
全
美
國
化
﹂
。
她
是
中
華
民
族
的
精
英
。
在
美
國
，
她
羡
慕
美
國
科
學
技
術
的
發

展
、
國
家
的
富
強
和
資
產
階
級
民
主
的
進
步
性
，
但
她
並
不
因
此
妄
自
菲
薄
，
崇
洋
媚
外
，
而
是
保
持
著

民
族
的
自
尊
和
愛
國
的
激
情
。
她
痛
感
國
內
反
動
政
府
的
腐
敗
，
認
識
到
必
須
實
行
革
命
將
它
推
翻
，
才

能
使
祖
國
與
西
方
國
家
一
樣
富
強
起
來
。

在
宋
氏
三
姐
妹
中
，
宋
慶
齡
是
唯
一
受
到
系
統
的
西
洋
教
育
而
未
被
西
洋
化
，
並
善
於
吸
收
西
方
之

長
的
佼
佼
者
。
美
國
每
個
州
都
有
自
己
的
信
條
。
宋
慶
齡
求
學
所
在
的
喬
治
亞
州
的
信
條
是
﹁
賢
明
、
公
正
、

6
3　

 

宋
慶
齡
：
︽
中
國
走
向
民
主
的
途
徑
中

｜
對
美
國
民
眾
的
廣
播
演
說
︾
，
載
︽
宋
慶
齡
自
傳
︾
第
三
十
八
頁
，
華
光
出
版
社
一
九
三
八
年
版
。

一九一三年，宋慶齡在衛斯理安

女子學院畢業，獲文學士學位。



宋慶齡傳

。68。

溫
和
﹂
。
如
果
把
﹁
公
正
﹂
理
解
為
﹁
為
正
義
而
奮
鬥
﹂
，
那
麼
這
六
個
字
的
信
條
，
在
宋
慶
齡
的
一
生
中

得
到
了
最
充
分
的
體
現
。
她
認
為
她
接
受
的
美
國
文
化
和
民
主
精
神
，
﹁
對
於
我
的
祖
國
，
十
分
需
要
民
主

精
神
的
祖
國
，
是
非
常
珍
貴
的
﹂
。

64

所
以
有
人
說
，
宋
慶
齡
﹁
是
三
姐
妹
中
最
好
的
學
生
︙
︙
具
有
非
凡
的
洞
察
力
﹂
。

65
她
對
人
講
過
，

求
學
時
代
，
她
曾
為
法
國
民
族
英
雄
聖
女
貞
德
的
事
蹟
深
深
感
動
。

66
儘
管
她
從
未
把
自
己
看
作
聖
女
那
樣

的
神
秘
主
義
者
，
但
她
的
一
生
奮
鬥
，
無
愧
於
她
崇
拜
的
這
個
英
雄
。
所
以
許
多
外
國
朋
友
都
把
她
比
作

貞
德
予
以
崇
敬
。

67 

另
外
，
宋
慶
齡
日
趨
成
熟
的
另
一
個
重
要
方
面
，
是
對
自
小
就
浸
泡
著
她
的
宗
教
信
仰
問
題
開
始
採

取
懷
疑
和
獨
立
思
考
的
態
度
。
她
出
身
於
基
督
教
家
庭
，
又
一
直
在
教
會
學
校
受
教
育
，
過
著
嚴
格
的
教

徒
生
活
，
但
她
是
一
個
不
自
覺
的
基
督
徒
。
那
時
，
她
是
以
兒
童
的
好
奇
心
理
來
看
待
發
生
在
自
己
生
活

中
的
宗
教
活
動
的
。
當
她
逐
漸
長
大
，
有
了
自
己
的
獨
立
思
想
後
，
她
就
成
了
基
督
教
的
叛
逆
者
。
對
宋

慶
齡
的
宗
教
信
仰
問
題
有
深
刻
瞭
解
和
研
究
的
愛
潑
斯
坦
斷
言
說
：
﹁
宋
慶
齡
是
個
無
神
論
者
︙
︙
不
能

6
4　

 

宋
慶
齡
：
︽
中
國
走
向
民
主
的
途
徑
中

｜
對
美
國
民
眾
的
廣
播
演
說
︾
，
載
︽
宋
慶
齡
自
傳
︾
第
三
十
八
頁
，
華
光
出
版
社
一
九
三
八
年
版
。

6
5　

 

︹
美
︺
羅
比
．
尤
恩
森
：
︽
宋
氏
三
姐
妹
︾
第
二
十
三
頁
，
世
界
知
識
出
版
社
一
九
八
四
年
版
。

6
6　

 

︹
美
︺
埃
德
加
．
斯
諾
：
︽
復
始
之
旅
︾
第
一
百○

七
頁
，
新
華
出
版
社
一
九
八
四
年
版
。

6
7　

 

︹
美
︺
埃
德
加
．
斯
諾
：
︽
復
始
之
旅
︾
第
一
百○

七
頁
，
新
華
出
版
社
一
九
八
四
年
版
。



。69。
青少年時代

第三節　激揚文字

說
基
督
教
的
思
想
對
她
沒
有
任
何
影
響
，
但
是
至
少
在
二
十
歲
以
後
，
她
不
信
基
督
教
了
。
﹂

68

對
基
督
教
思
想
的
影
響
，
宋
慶
齡
自
己
也
不
諱
言
。
一
九
七
八
年
接
受
日
本
學
者
仁
木
富
美
子
女
士

訪
問
時
，
她
說
：
﹁
在
我
的
頭
腦
中
，
還
殘
留
著
︽
聖
經
︾
的
博
愛
思
想
。
﹂

69
但
是
她
不
是
它
的
俘
虜
，

而
是
它
的
主
人
。
像
有
些
革
命
家
利
用
宗
教
進
行
革
命
活
動
一
樣
，
她
不
過
是
吸
取
基
督
教
中
人
道
主
義

的
博
愛
觀
念
，
以
提
煉
自
己
的
民
主
主
義
思
想
而
已
。

愛
潑
斯
坦
為
自
己
的
論
斷
提
供
的
重
要
證
據
是
宋
慶
齡
一
九
六
六
年
寫
給
他
的
一
封
信
。
信
中
說
：

﹁
我
曾
對
他
︵
孫
中
山
︶
說
過
在
美
國
的
學
校
生
活
。
星
期
日
，
我
們
都
被
帶
到
教
堂
去
。
我
常
常
躲
在
掛

衣
服
後
面
的
壁
櫥
裡
，
等
同
學
們
和
宿
舍
管
理
人
走
了
後
再
出
來
，
向
家
裡
寫
信
。
他
︵
孫
中
山
︶
聽
了

大
笑
說
：
﹃
那
麼
，
我
們
二
人
將
一
起
走
向
地
獄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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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而
言
之
，
宋
慶
齡
在
大
學
畢
業
的
時
候
，
已
經
成
長
為
一
個
準
備
投
身
革
命
事
業
的
愛
國
者
。
她

為
了
祖
國
的
富
強
和
人
民
的
幸
福
，
決
心
要
與
孫
中
山
共
同
奮
鬥
，
即
使
走
向
﹁
地
獄
﹂
也
在
所
不
辭
。

就
這
樣
，
她
一
跨
出
校
門
就
自
覺
而
勇
敢
地
投
身
到
革
命
的
急
風
暴
雨
中
。
時
代
開
始
轉
動
﹁
原
子

能
迴
旋
加
速
器
﹂
，
它
將
造
就
出
一
顆
經
過
千
萬
次
撞
擊
而
﹁
不
碎
不
裂
的
人
類
原
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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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8　

 

︽
愛
潑
斯
坦
的
證
言
︾
︵
日
本
學
者
久
保
田
博
子
一
九
八
三
年
八
月
訪
問
愛
潑
斯
坦
的
談
話
記
錄
︶
，
引
自
︽
關
於
宋
慶
齡
思
想
的
形
成
與
發
展
︾
︵
一
︶
，

載
日
本
辛
亥
革
命
研
究
會
編
︽
辛
亥
革
命
研
究
︾
第
四
號
，
一
九
八
四
年
五
月
出
版
。

6
9　

 

︹
日
︺
仁
木
富
美
子
：
︽
宋
慶
齡
選
集
︾
日
文
版
譯
後
記
，
載
該
選
集
第
六
百
四
十
三
頁
，
東
京
一
九
七
九
年
版
。

7
0　

 

︽
宋
慶
齡
致
愛
潑
斯
坦
函
︾
︵
一
九
六
六
年
四
月
，
英
文
︶
，
載
日
本
辛
亥
革
命
研
究
會
編
︽
辛
亥
革
命
研
究
︾
第
四
號
。

7
1　

 

︽
海
倫
．
斯
諾
談
宋
慶
齡
︾
，
載
︽
宋
慶
齡
紀
念
集
︾
，
香
港
︽
文
匯
報
︾
社
編
印
，
一
九
八
一
年
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