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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E司

L

追
求
基
督
徒
合
一
是
第
二
屆
梵
蒂
岡
大
公
會
議
的
主
要
關
心
的
事
之
一
。
大
公
會
議
中

所
要
求
的
「
大
公
指
南
」
’
曾
於
一
九
六
七
年
及
一
九
七

0
年
分
兩
部
分
予
以
公
佈
一
，
它

「
在
指
導
、
協
調
和
推
展
大
公
運
動
的
努
力
上
，
曾
給
予
最
有
效
的
服
務
」
二
。

修
訂
的
理
由

除
了
「
指
南
」
公
佈
以
外
，
其
他
許
多
與
大
公
運
動
有
關
的
文
件
為
有
關
當
局
所
公
佈

拉
丁
教
會
新
教
會
法
典
（
一
九
八
三
年
）
，
以
及
東
方
教
會
法
典
（
一
九
九

0
年
）
之

頒
佈
’
在
大
公
運
動
問
題
方
面
為
天
主
教
會
的
信
徒
制
訂
了
紀
律
的
立
場
，
其
有
些
部
份
是

新
的
。同

樣
最
近
出
版
的
「
天
主
教
要
理
」

有
信
徒
的
基
本
教
誨
的
一
部
分
。

2. 

-7一

（
一
九
九
二
年
）
，
包
括
大
公
幅
度
作
為
教
會
所



1

此
外
，
自
大
公
會
議
之
時
起
，
與
天
主
教
會
尚
未
有
完
整
共
融
的
教
會
及
教
團
的
手
足

關
係
與
日
俱
增
﹔
建
立
並
增
加
了
神
學
的
交
談
。
一
九
八
八
年
教
宗
在
本
秘
書
處
全
體
會
議

討
論
此
「
指
南
」
的
修
正
時
，
他
指
出
「
大
公
運
動
的
宏
觀
，
交
談
聲
明
的
增
多
，
在
此
運

動
中
整
個
天
主
子
民
感
到
有
擴
大
參
與
的
迫
切
需
要
，
以
及
正
確
的
教
義
資
訊
的
必
要
，
為

了
確
切
的
投
入
，
這
一
切
都
要
求
立
即
公
佈
合
乎
時
宜
的
指
南
」
四
就
是
以
這
種
精
神
並
依
據

這
些
發
展
修
訂
了
此
一
指
南
。

指
南
的
對
象

4
指
南
是
向
天
主
教
會
的
牧
人
所
提
出
，
但
也
是
為
所
有
信
徒
有
關
，
他
們
被
邀
在
他
們

主
教
的
領
導
下
，
為
基
督
徒
的
合
一
祈
禱
並
工
作
。
主
教
們
，
無
論
是
個
別
地
在
他
們
自
己

的
教
區
，
或
是
集
體
地
為
整
個
教
會
，
在
聖
座
的
指
揮
下
，
負
責
大
公
的
政
策
和
實
際
工
作

五
。

8一

5

同
時
希
望
此
指
南
也
有
助
於
其
他
未
與
天
主
教
會
有
完
全
共
融
的
教
會
和
教
團
。
他
們

與
天
主
教
教
友
一
起
關
心
大
公
活
動
的
品
質
。
知
道
天
主
教
會
對
大
公
運
動
及
大
公
行
為
的



領
導
方
向
，
以
及
教
會
官
方
所
批
准
的
標
準
’
為
他
們
是
一
項
方
便
。
這
個
可
以
幫
助
他
們

評
估
來
自
天
主
教
徒
的
創
意
，
並
能
適
當
地
予
以
回
應
，
也
能
幫
助
他
們
更
了
解
天
主
教
對

他
們
的
創
意
的
回
應
。
必
須
切
記
這
個
「
指
南
」
並
不
想
討
論
天
主
教
會
與
教
派
（
切
開
門
吋
印
）
或

新
的
宗
教
運
動
的
關
係
六
。

指
南
的
目
標

6

新
版
指
南
是
一
項
工
具
，
為
了
整
個
教
會
和
特
別
在
天
主
教
會
內
直
接
投
入
大
公
運
動

工
作
的
人
服
務
。
指
南
設
法
推
動
、
指
點
並
導
引
此
工
作
，
在
某
些
特
別
個
案
中
，
也
依
照

宗
座
基
督
徒
合
一
促
進
委
員
會
的
本
有
權
限
，
給
予
有
約
束
力
的
指
令
七
。
根
據
教
會
自
大
公

會
議
以
後
幾
年
的
經
驗
，
且
注
意
目
前
大
公
的
環
境
，
本
指
南
收
集
實
施
並
發
展
委
員
會
決

議
的
一
切
規
範
’
並
且
作
一
些
必
要
的
修
正
。
它
為
教
會
已
有
的
各
層
次
的
大
公
活
動
的
支

持
和
指
示
的
架
構
予
以
強
化
。
本
指
南
一
方
面
尊
重
不
同
層
次
的
有
關
單
位
的
權
限
，
同
時

給
予
普
遍
應
用
的
方
向
和
規
則
，
以
領
導
天
主
教
在
大
公
工
作
上
的
參
與
。
這
些
規
範
的
應

用
也
對
個
別
教
會
八
以
及
個
別
教
會
的
一
些
團
體
，
為
因
應
不
同
的
地
方
環
境
所
有
的
各
種
大

-g一



公
運
動
的
做
法
，
提
供
一
貫
的
原
則
和
協
調
。
它
可
以
確
保
整
個
天
主
教
會
的
大
公
活
動
，

附
合
信
仰
的
合
一
以
及
所
有
天
主
教
徒
應
守
紀
律
。

今
日
在
各
處
有
某
種
教
義
混
淆
的
傾
向
。
在
大
公
連
動
方
面
，
和
其
他
方
面
一
樣
，
避

免
可
能
助
長
教
義
的
麻
木
冷
漠
是
非
常
重
要
的
。
在
這
件
事
上
不
遵
行
教
會
的
指
令
，
會
對

真
正
追
求
基
督
徒
的
圓
滿
合
一
的
進
展
，
產
生
障
礙
。
這
是
教
區
教
長
和
主
教
團
以
及
東
方

天
主
教
會
主
教
會
議
的
職
責
，
注
意
此
大
公
運
動
指
南
中
所
包
含
的
原
則
和
規
範
’
是
否
忠

信
實
施
，
並
以
牧
人
的
關
切
小
心
避
免
一
切
可
能
有
的
偏
差
。

nHUV 

指
南
的
大
綱

1

本
指
南
以
天
主
教
投
入
大
公
運
動
的
聲
明
開
始
（
第
一
章
）
。
然
後
敘
述
天
主
教
關
於

此
工
作
已
執
行
的
幾
個
步
驟
。
這
是
經
由
組
織
並
培
育
其
成
員
來
完
成
（
第
二
章
及
第
三
章
）
。

第
四
章
及
第
五
章
所
提
供
的
大
公
活
動
的
規
定
，
就
是
為
以
上
所
指
組
織
及
培
育
的
人
。

第
一
章
︱
基
督
徒
合
一
的
探
索

天
主
教
會
投
入
大
公
運
動
是
根
據
梵
蒂
岡
第
二
屆
大
公
會
議
的
教
義
原
則
。



第
二
章
︱
天
主
教
會
中
的
基
督
徒
合
一
服
務
組
織

在
各
個
層
次
推
動
大
公
運
動
的
人
士
及
架
構
，
以
及
引
導
他
們
工
作
的
規
範
。

第
三
章
︱
天
主
教
會
內
的
大
公
培
育

要
培
育
的
各
類
人
士
，
負
責
培
育
的
人
﹔
培
育
的
目
標
和
方
法
﹔
培
育
的
教
義
和
實
際

方
面
。

第
四
章
︱
已
受
洗
者
之
間
的
生
活
及
靈
修
活
動
的
共
融

根
據
洗
禮
的
聖
事
關
係
與
其
他
基
督
徒
存
有
共
融
，
分
享
祈
禱
和
其
他
屬
靈
活
動
的
規

則
，
包
括
聖
事
性
分
享
的
個
案
。

第
五
章
1

大
公
合
作
、
交
談
及
共
同
見
證

基
督
徒
之
間
合
作
的
原
則
，
不
同
形
式
和
規
範
’
旨
在
交
談
並
在
世
上
共
同
作
證
。

a

在
此
俗
化
膨
脹
的
時
代
，
要
求
基
督
徒
共
同
行
動
期
待
天
主
的
圈
，
這
些
謂
節
天
主
教

徒
及
其
他
基
督
徒
之
間
關
係
的
規
範
’
以
及
他
們
所
做
的
各
種
合
作
形
式
都
予
以
擬
訂
，
使

基
督
所
願
的
合
一
能
以
平
衡
和
一
貫
的
方
法
予
以
追
尋
，
依
據
梵
二
大
公
會
議
所
訂
的
原
則

和
路
線
。



時
弟
一
立
早

基
督
徒
合
一
的
探
索

且
大
公
運
動
追
求
回
應
的
天
主
恩
寵
，
祂
召
叫
所
有
基
督
徒
根
據
天
主
的
計
劃
’
相
信
教

會
的
奧
蹟
﹔
天
主
願
意
在
基
督
內
、
經
由
聖
神
，
帶
給
人
類
救
恩
和
合
一
。
此
運
動
給
他
們

帶
來
希
望
，
因
為
耶
穌
「
願
他
們
合
而
為
一
」
的
祈
禱
將
圓
滿
地
實
現
九
。
它
要
求
他
們
有
愛

德
，
那
是
基
督
的
新
誠
命
，
也
是
聖
神
集
合
所
有
信
徒
的
恩
惠
。
梵
二
大
公
會
議
明
白
地
要

求
天
主
教
徒
，
以
愛
德
愛
所
有
的
其
他
基
督
徒
，
願
意
而
且
積
極
地
致
力
於
在
真
理
內
克
服

使
彼
此
分
離
的
一
切
。
大
公
會
議
要
求
天
主
教
徒
以
希
望
和
祈
禱
努
力
推
動
基
督
徒
的
合
一

由
於
他
們
對
教
會
奧
蹟
的
信
仰
而
得
到
指
引
，
他
們
的
大
公
活
動
由
於
真
正
了
解
教
會
是

「
與
天
主
親
密
結
合
以
及
整
個
人
類
合
一
的
聖
事
或
工
具
標
記
」
一
。
而
得
到
靈
感
和
方
向
。

問
教
會
有
關
大
公
運
動
的
訓
導
，
猶
如
對
希
望
的
鼓
勵
以
及
對
愛
的
邀
請
，
在
梵
二
文
件

尤
其
是
在
「
教
會
憲
章
」
和
「
大
公
主
義
法
令
」
中
，
正
式
表
達
出
來
。
以
後
教
會
內
有
關

大
公
活
動
的
文
件
，
包
括
「
大
公
指
南
」
（
一
九
六
七
︱
一
九
七

0
年
）
在
內
，
都
是
根
據

大
公
會
議
文
獻
所
闡
明
的
神
學
、
屬
靈
和
牧
靈
的
原
則
。
它
們
更
完
整
地
敘
述
大
公
會
議
文

nAU 



獻
中
所
指
的
某
些
主
題
，
發
展
神
學
的
術
語
並
提
供
行
為
更
仔
細
的
規
範
’
不
過
一
切
均
根

據
大
公
會
議
本
身
的
訓
導
。
這
一
切
供
給
一
組
訓
導
，
在
這
一
章
提
綱
學
領
地
作
介
紹
。
這

些
訓
導
組
成
本
指
南
的
基
礎
。

教
會
與
天
主
計
劃
中
的
教
會
合
一

叫
大
公
會
議
將
教
會
的
奧
蹟
處
於
天
主
的
智
慧
和
仁
慈
之
中
，
祂
引
領
整
個
人
類
家
庭
以

及
整
個
造
物
與
祂
合
而
為
一
二
。
為
此
天
主
派
遣
祂
的
唯
一
聖
子
來
到
世
界
，
祂
被
高
舉
在

十
字
架
上
，
進
入
光
榮
並
傾
注
聖
神
，
經
由
聖
神
，
祂
召
喚
並
引
領
新
約
的
子
民
︱
教
會
，

在
信
、
望
、
愛
上
合
而
為
一
。
為
直
至
世
代
終
結
在
各
地
建
立
此
神
聖
教
會
，
基
督
將
訓
導
、

治
理
和
聖
化
的
職
務
託
付
給
十
二
宗
徒
團
體
，
並
選
伯
鐸
作
為
元
首
。
這
是
耶
穌
基
督
的
意

願
’
藉
忠
信
宣
講
福
音
，
施
行
聖
事
，
以
及
經
由
宗
徒
們
及
他
們
的
繼
承
人
，
在
聖
神
的
引

領
下
，
以
愛
所
施
行
的
管
理
，
這
個
子
民
能
成
長
而
其
共
融
益
趨
完
美
三
。
大
公
會
議
將
教

會
描
繪
成
天
主
的
新
子
民
，
其
內
部
集
合
一
切
多
元
性
的
富
裕
，
屬
不
同
國
家
和
文
化
的
男

女
，
擁
有
不
同
的
自
然
和
恩
寵
的
天
賦
，
彼
此
輔
佐
’
知
道
他
們
是
為
了
世
界
的
救
恩
而
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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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
世
界
三
一
。
他
們
以
信
德
接
受
天
主
聖
言
，
受
洗
歸
於
基
督
，
因
五
旬
節
的
聖
神
得
到
堅
振
，

共
同
在
感
恩
禮
中
慶
祝
基
督
聖
體
和
聖
血
的
聖
事

.. 

「
聖
神
寓
居
於
信
徒
內
，
並
充
滿
和
管
理
整
個
教
會
，
帶
給
信
徒
奇
妙
的
共
融
，
使
他

們
在
基
督
內
如
此
親
密
結
合
，
形
成
教
會
合
一
的
原
因
。
聖
神
藉
分
施
不
同
的
神
恩
和
職
務
，

以
不
同
的
職
分
豐
富
耶
穌
基
督
的
教
會
，
『
為
成
全
聖
徒
，
使
之
各
盡
其
職
，
為
建
立
基
督

的
身
體
』
」
一
－f

他
天
主
子
民
在
其
信
仰
的
共
同
生
活
和
聖
事
上
，
由
晉
秩
的
聖
職
人
（
。
因
巳
〉
里
開DE
E
B

a

吋
徊
局
的
）
即
主
教
、
司
鐸
及
執
事
給
予
服
務
一
五
。
這
樣
整
個
天
主
子
民
由
於
信
仰
、
聖
事
生
活

和
聖
統
職
的
三
重
關
係
所
結
合
的
，
成
了
自
新
約
的
信
仰
傳
統
起
一
直
被
稱
的
共
融

（
閃O
H
Z
O
Z
E

）
二
八
。
這
是
啟
發
梵
二
大
公
會
議
教
會
學
的
主
要
觀
念
一
七
，
而
且
近
代
教

會
訓
導
一
直
非
常
重
視
的
理
念
。

Fhd 

13. 

教
會
之
為
共
融

基
督
徒
所
信
並
為
此
而
希
望
的
共
融
，
事
實
上
就
是
基
督
徒
經
由
基
督
，
在
聖
神
內
，



與
天
父
的
合
一
。
自
五
旬
節
（
聖
神
降
臨
）
後
，
教
會
領
受
了
諸
聖
的
共
融
。
這
要
在
天
國

的
光
榮
中
完
全
實
現
，
可
是
已
在
今
世
走
向
圓
滿
的
教
會
內
落
實
。
凡
聯
合
一
起
生
活
在
信

望
愛
內
、
彼
此
服
務
、
有
共
同
的
教
義
和
聖
事
、
接
受
他
們
牧
人
一
八
的
領
導
的
人
，
是
組
成

天
主
的
教
會
共
融
的
一
部
分
。
此
共
融
具
體
地
實
現
在
個
別
教
會
內
，
每
一
個
個
別
教
會
集

合
在
他
的
主
教
周
邊
。
在
每
一
個
別
教
會
內
「
基
督
的
至
一
、
至
聖
、
至
公
、
從
宗
徒
傳
下

的
教
會
，
真
正
的
臨
在
並
存
在
」
一
九
。
依
其
本
質
此
共
融
是
普
世
性
的
。

M

教
會
之
間
的
共
融
，
特
別
是
由
於
他
們
主
教
們
之
間
的
共
融
所
維
持
並
表
達
。
他
們
一

起
形
成
一
個
團
體
，
承
繼
宗
徒
團
。
此
主
教
圍
的
首
領
是
伯
鐸
的
繼
承
人
羅
馬
的
主
教
一
石
。

如
此
主
教
們
確
保
他
們
所
服
務
的
教
會
，
繼
續
成
為
建
立
在
宗
徒
們
的
信
仰
和
職
務
上
的
，

基
督
的
唯
一
教
會
。
主
教
們
協
調
信
徒
們
屬
靈
的
力
量
和
恩
惠
以
及
他
們
的
善
會
，
以
建
設

教
會
並
執
行
使
命
。

何
以
內
部
合
一
而
與
至
一
、
至
聖
、
至
公
的
宗
徒
教
會
共
融
的
每
一
個
個
別
教
會
，
因
基
督

之
名
和
聖
神
的
德
能
，
被
派
遣
向
更
多
的
人
民
傳
佈
天
國
的
福
音
，
提
供
他
們
與
天
主
的
這

種
共
融
。
凡
接
納
的
人
，
他
們
也
與
已
領
受
的
融
合
一
起
，
組
成
真
正
的
天
主
的
大
家
庭

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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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
此
合
一
這
個
大
家
庭
見
證
與
天
主
的
共
融
。
就
是
由
於
教
會
的
這
項
使
命
，
耶
穌
的
祈
禱

得
以
完
成
，
因
為
祂
曾
禱
告
說
：
「
願
他
們
都
合
而
為
一
，
父
啊
！
願
他
們
在
我
們
內
合
而

為
一
，
就
如
你
在
我
內
，
我
在
你
內
，
為
叫
世
界
相
信
是
你
派
遣
了
我
」
二
一
。

叫
做
個
別
教
會
內
部
的
共
融
和
它
們
之
間
的
共
融
，
都
是
天
主
的
恩
惠
。
必
須
以
欣
喜
的
感

恩
之
心
予
以
接
受
，
並
小
心
地
培
植
。
它
特
別
由
那
些
被
召
在
教
會
以
牧
人
身
分
服
務
的
人

所
推
行
。
教
會
的
合
一
是
在
豐
富
的
多
樣
中
實
現
。
教
會
內
的
這
種
多
樣
性
是
教
會
大
公
性

的
幅
度
之
一
。
有
時
這
種
多
樣
的
富
裕
，
能
在
共
融
內
產
生
緊
張
。
不
過
，
即
使
有
緊
張
，

聖
神
繼
續
在
教
會
內
工
作
，
要
求
基
督
徒
在
多
樣
中
達
成
深
切
的
合
一

口
天
主
教
徒
深
信
基
督
的
唯
一
教
會
存
在
天
主
教
會
內
「
它
由
伯
鐸
的
繼
承
人
及
與
他
共

融
的
主
教
們
所
管
理
的
教
會
」
三
。
他
們
承
認
基
督
為
了
建
立
其
教
會
並
執
行
其
使
命
所
給

予
的
啟
示
真
理
、
聖
事
、
和
職
務
，
都
在
教
會
大
公
的
共
融
中
找
到
。
的
確
天
主
教
徒
知
道

他
們
本
人
沒
有
妥
善
運
用
，
也
沒
有
完
全
運
用
教
會
所
擁
有
的
恩
寵
資
源
。
對
這
一
切
，
天

主
教
徒
從
未
失
去
對
教
會
的
信
心
。
他
們
的
信
德
確
保
他
們
使
教
會
維
持
「
主
的
高
貴
淨
配
，

聽
聖
神
的
行
動
，
不
斷
更
新
自
己
，
直
到
經
由
十
字
架
，
她
能
進
入
永
不
沒
落
的
光
明
中
，
一

叮
’
，



二
三
。
為
此
，
當
天
主
教
徒
應
用
「
教
會
」
（
複
數
）
，
「
其
他
教
會
」
’
「
其
他
教
會
和
教

團
」
等
，
是
指
那
些
尚
未
和
天
主
教
會
完
全
共
融
的
教
會
或
團
體
，
這
種
對
信
仰
的
堅
信
和

告
白
應
該
常
記
住
。

基
督
徒
之
間
的
分
離
及
合
一
的
重
建

閃
閃
人
性
的
愚
蠢
和
人
的
罪
惡
，
有
時
對
抗
聖
神
合
一
的
目
標
，
並
削
弱
能
克
服
教
會
生
活

中
自
然
發
生
的
緊
張
的
愛
的
力
量
。
從
教
會
開
始
起
，
某
些
裂
痕
就
產
生
。
以
後
較
嚴
重
的

分
歧
出
現
，
而
在
東
方
的
教
會
不
再
與
羅
馬
宗
座
或
西
方
教
會
有
圓
滿
的
共
融
二
白
。

後
來
在
西
方
由
於
其
他
教
會
團
體
，
發
生
了
更
深
的
分
裂
。
這
些
決
裂
與
教
義
或
紀
律

的
問
題
，
甚
至
與
教
會
的
本
質
有
關
二
五
。
梵
二
大
公
主
義
法
令
承
認
某
些
分
歧
來
自
「
雙
方

都
不
能
辭
其
咎
的
人
」
二
六
。
雖
然
這
些
人
性
過
錯
損
害
了
共
融
，
但
從
未
毀
滅
它
。
事
實
上
，

基
督
的
教
會
的
圓
滿
合
一
在
天
主
教
會
內
一
直
保
持
著
，
而
其
他
教
會
和
教
團
，
雖
與
天
主

教
沒
有
圓
滿
共
融
，
但
實
際
與
天
主
教
保
持
某
種
共
融
。
大
公
會
議
重
申

.. 

「
我
們
相
信
這

種
合
一
在
天
主
教
會
內
永
存
不
失
，
並
希
望
不
斷
增
長
，
直
至
世
界
末
日
」
二
七
。
大
公
會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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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獻
指
出
為
天
主
教
會
和
東
方
教
會
所
分
享
的
那
些
成
份
一
天
，
以
及
天
主
教
會
與
其
他
教
會

和
教
團
所
共
有
的
二
九.. 

「
基
督
的
聖
神
並
不
拒
絕
使
用
他
們
作
為
得
救
的
方
法
」
三0
。

悶
不
過
沒
有
一
個
基
督
徒
會
對
這
種
形
式
的
共
融
為
滿
足
。
它
們
並
不
符
合
基
督
的
意
願
，

而
且
削
弱
了
教
會
使
命
的
實
施
。
天
主
的
恩
寵
曾
驅
使
許
多
教
會
和
教
團
的
成
員
，
尤
其
是

在
這
一
世
紀
，
要
他
們
克
服
過
去
遺
留
下
來
的
分
裂
，
而
以
祈
禱
、
懺
悔
以
及
對
過
去
和
現

在
的
不
合
一
的
罪
，
彼
此
尋
求
寬
恕
，
以
實
際
的
合
作
和
神
學
的
交
談
，
建
立
愛
的
共
融
。

這
些
就
是
一
直
被
稱
為
大
公
運
動
的
目
標
和
活
動
三
一
。

m

天
主
教
會
在
梵
二
大
公
會
議
中
，
隆
重
地
保
證
要
為
基
督
徒
合
一
而
工
作
。
「
大
公
主

義
法
令
」
解
說
，
基
督
對
其
教
會
所
渴
望
的
合
一
是
靠
「
宗
徒
們
及
繼
任
的
主
教
們
，
連
同

其
元
首
伯
鐸
繼
承
人
，
忠
實
地
宣
講
福
音
、
施
行
聖
事
，
並
以
仁
愛
的
治
理
」
所
獲
得
，
並

且
界
定
此
種
合
一
包
括
「
承
認
一
個
信
仰
，
共
行
天
主
的
敬
禮...... 

以
及
天
主
大
家
庭
內
兄

弟
般
的
和
諧
」
三
二
。
這
種
本
身
就
要
求
所
有
基
督
徒
圓
滿
可
見
的
共
融
的
合
一
，
是
大
公
運

勳
的
最
終
目
的
。
大
公
會
議
重
申
這
種
合
一
，
絕
不
要
求
犧
牲
基
督
徒
中
間
己
有
的
豐
富
的

不
同
靈
修
、
紀
律
、
禮
節
以
及
啟
示
真
理
的
細
心
研
究
，
只
要
這
種
不
同
保
持
忠
於
宗
徒
傳

n
目



承
即
可
三
一
二o

a

自
梵
二
以
來
，
大
公
合
一
活
動
在
整
個
天
主
教
內
，
受
到
聖
座
多
種
文
件
和
倡
導
所
啟

發
和
引
導
，
在
個
別
教
會
中
，
受
到
主
教
們
、
東
方
天
主
教
會
主
教
會
議
及
各
地
主
教
團
的

文
件
及
倡
導
所
啟
發
和
領
導
。
也
應
該
指
出
的
是
各
種
大
公
的
交
談
和
各
項
大
公
的
合
作
所

有
的
進
展
。
大
公
運
動
，
依
一
九
八
五
年
世
界
主
教
會
議
的
話
，
「
深
深
而
永
久
地
刻
劃
在

教
會
的
意
識
中
」
三
函
。

基
督
徒
生
活
中
的
大
公
運
動

盆
大
公
運
動
是
天
主
的
恩
寵
，
是
天
父
回
應
耶
穌
的
祈
禱
三
五
以
及
教
會
受
聖
神
啟
發
所
作

的
懇
求
三
六
。
雖
然
此
事
的
執
行
是
教
會
在
基
督
內
集
合
人
類
的
一
般
使
命
中
，
但
它
的
特
殊

領
域
是
在
基
督
徒
中
復
興
合
一
三
七
。
那
些
因
基
督
之
名
受
洗
者
，
由
於
此
事
實
，
被
召
投

入
追
求
合
一
的
工
作
三
八
。
洗
禮
的
共
融
超
向
圓
滿
的
教
會
共
融
。
活
出
我
們
的
洗
禮
，
就
是

要
負
起
基
督
使
萬
眾
歸
一
的
使
命
。

認
天
主
教
徒
被
邀
回
應
他
們
牧
人
的
指
示
，
與
許
多
教
會
和
教
團
以
及
不
同
組
織
為
重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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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督
徒
合
一
所
做
的
努
力
及
合
作
共
同
負
擔
。
在
沒
有
做
大
公
合
一
工
作
或
是
做
得
沒
有
成

效
的
地
方
，
天
主
教
徒
要
設
法
推
動
。
凡
是
由
於
派
系
心
態
和
行
動
，
使
信
仰
基
督
者
之
間

引
發
更
大
分
裂
的
地
方
，
他
們
要
有
耐
心
和
但
心
。
有
時
，
教
區
教
長
三
九
，
東
方
天
主
教
會

主
教
會
議
囚
。
及
地
方
主
教
團
，
感
到
有
必
要
採
取
特
殊
手
段
，
克
服
宗
教
冷
漠
及
改
宗
的
危

險
固
一
。
這
在
年
青
教
會
中
特
別
需
要
。
在
與
其
他
教
會
和
教
團
的
接
觸
中
，
天
主
教
徒
要
以

坦
率
、
明
智
及
了
解
問
題
的
態
度
行
動
。
這
種
逐
步
而
又
小
心
進
行
的
心
態
，
不
虛
飾
困
難
，

也
是
避
免
陷
於
宗
教
冷
漠
和
改
宗
誘
惑
的
保
證
’
因
為
那
會
是
真
正
大
公
精
神
的
失
敗
。

”
也
無
論
當
地
的
環
境
如
何
，
假
如
天
主
教
徒
能
負
起
大
公
運
動
的
責
任
，
必
須
與
他
們
的

主
教
意
見
一
致
而
一
起
行
動
。
最
主
要
的
是
他
們
應
認
識
自
己
的
教
會
，
能
提
出
教
會
大
公

運
動
的
教
義
的
綱
要
，
紀
律
和
原
則
。
他
們
愈
知
道
這
些
，
愈
能
在
與
其
他
基
督
徒
討
論
時

介
紹
這
些
，
並
說
出
足
夠
的
理
由
。
他
們
也
要
對
他
們
所
接
觸
的
其
他
教
會
和
教
團
，
有
正

確
的
認
知
。
為
訂
立
大
公
合
一
契
約
，
應
注
意
梵
三
大
公
主
義
法
令
所
列
的
各
種
先
決
條
件

四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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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為
大
公
運
動
以
及
它
的
一
切
人
性
的
和
道
德
的
要
件
，
是
深
植
在
聖
父
經
由
聾
子
在



聖
神
內
的
上
智
的
奧
妙
安
排
中
，
深
入
基
督
徒
的
靈
修
。
它
要
求
「
內
心
的
改
變
和
生
活
的

聖
善
，
再
配
合
為
基
督
徒
合
一
的
公
開
的
和
私
下
的
祈
禱
」
’
梵
二
大
公
主
義
法
令
稱
之
為

「
精
神
的
大
公
運
動
」
’
以
之
視
為
「
大
公
運
動
的
靈
魂
」
臼
三
。
凡
與
基
督
深
切
認
同
的
人
，

也
應
與
祂
的
祈
求
認
同
，
尤
其
是
與
祂
的
合
一
祈
禱
認
同
﹔
凡
因
聖
神
而
生
活
的
人
，
應
該

使
他
們
為
愛
所
改
變
，
為
了
合
一
「
凡
事
包
容
，
凡
事
相
信
，
凡
事
盼
望
，
凡
事
忍
耐
」
四
四
﹔

那
些
特
別
注
重
懺
悔
的
人
，
對
分
裂
的
罪
惡
特
別
敏
感
，
會
為
寬
恕
和
歸
依
祈
禱
。
那
些
追

求
聖
德
的
人
，
也
能
夠
在
他
們
自
己
教
會
可
見
的
範
圍
以
外
，
見
到
聖
德
的
果
實
四
五
。

他
們
會
逐
漸
知
道
，
真
正
只
有
天
主
能
使
眾
人
合
而
為
一
，
因
為
祂
是
眾
人
的
父
。

-22 

大
公
活
動
中
的
不
同
層
汶

m

大
公
活
動
的
機
遇
和
要
件
，
在
堂
區
、
教
區
、
地
區
或
全
國
的
多
數
教
區
組
織
內
，
或

是
在
普
世
教
會
的
層
面
，
都
不
相
同
。
大
公
運
動
要
求
天
主
子
民
在
教
會
架
構
內
，
並
依
照

適
合
不
同
層
次
的
規
定
去
投
入
。

釘
在
教
區
內
，
集
合
在
主
教
跟
前
，
在
堂
區
及
不
同
小
組
和
團
體
中
，
基
督
徒
的
合
一
正



在
建
立
起
來
並
日
漸
有
進
展
四
六
.. 
男
男
女
女
在
信
德
中
聆
聽
天
主
聖
霄
，
祈
禱
、
舉
行
聖
事
、

彼
此
服
務
、
並
把
救
恩
的
福
音
展
示
給
尚
未
信
的
人
。

不
過
，
當
同
一
個
家
庭
的
人
屬
於
不
同
的
教
會
和
教
團
，
當
基
督
徒
無
法
與
他
們
的
配

偶
或
子
女
或
朋
友
一
起
領
受
聖
體
，
就
會
使
人
尖
銳
地
感
到
分
裂
的
痛
苦
，
祈
禱
和
大
公
活

動
衝
擊
就
會
增
加
。

認
事
實
上
將
屬
於
天
主
教
會
共
融
體
的
許
多
個
別
教
會
，
組
成
團
體
如
東
方
天
主
教
會
主

教
會
議
及
地
方
主
教
團
，
顯
示
這
些
教
會
之
間
存
有
共
融
。
這
些
會
議
能
大
大
有
助
於
’
在

同
一
區
域
與
我
們
尚
無
圓
滿
共
融
的
教
會
和
教
團
，
發
展
有
效
的
大
公
關
係
。
由
於
共
同
的

文
化
和
民
間
傳
統
，
他
們
分
享
分
裂
前
的
共
同
的
教
會
祖
業
。
東
方
天
主
教
會
主
教
會
議
及

地
方
主
教
團
，
比
一
個
個
的
個
別
教
會
更
能
有
代
表
性
地
討
論
這
些
區
域
的
或
國
家
的
大
公

運
動
問
題
，
而
且
他
們
能
設
立
組
織
，
在
地
方
上
建
立
並
協
調
大
公
運
動
的
資
源
和
努
力
，

這
樣
可
以
支
持
個
別
教
會
的
工
作
，
並
幫
助
它
們
在
大
公
活
動
上
遵
循
有
條
理
的
天
主
教
的

方
向
。

詞
是
由
世
界
主
教
團
及
宗
座
，
最
後
斷
定
如
何
回
應
圓
滿
共
矗
的
必
要
條
件
四
七
。
是
在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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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
次
一
切
個
別
教
會
的
大
公
經
驗
予
以
收
集
和
評
估
﹔
可
以
協
調
必
要
的
資
源
，
以
普
世
的

層
次
並
在
屬
於
此
共
融
和
為
此
工
作
的
個
別
教
會
之
間
，
為
共
融
服
務
。
已
有
指
令
用
以
領

導
並
規
劃
教
會
內
的
大
公
行
動
。
當
其
他
教
會
和
教
團
願
意
與
天
主
教
會
有
大
公
運
動
的
關

係
時
，
向
我
們
教
會
這
一
層
次
（
聖
座
）
連
繫
。
也
是
在
這
一
層
次
，
對
有
關
恢
復
共
融
作

最
後
決
定
。

大
公
運
動
現
狀
的
權
雜
與
多
樣

州
州
大
公
運
動
設
法
服
從
天
主
的
聖
言
、
聖
神
的
鼓
勵
，
以
及
那
些
負
責
確
保
教
會
忠
於
宗

徒
傳
承
者
的
權
力
，
在
此
傳
承
中
接
受
了
天
主
的
聖
言
和
聖
神
的
恩
惠
。
一
直
在
追
求
的
是

教
會
奧
蹟
的
核
心
︱
共
融
，
為
此
在
大
公
活
動
的
領
域
，
主
教
們
的
宗
徒
職
務
特
別
需
要
。

要
面
對
的
大
公
運
動
的
情
況
，
往
往
是
史
無
前
例
的
，
因
時
因
地
而
不
同
。
信
徒
在
大
公
運

動
方
面
的
創
意
應
受
鼓
勵
。
但
是
必
須
由
那
些
最
後
負
責
教
會
教
義
和
紀
律
的
人
，
不
斷
而

細
心
地
分
辨
四
八
。
是
他
們
要
鼓
勵
負
責
的
創
意
，
並
確
保
是
依
照
天
主
教
大
公
原
則
而
施
行

的
。
他
們
應
該
使
那
些
遭
遇
困
難
的
人
恢
復
信
心
，
對
那
些
不
夠
注
意
重
新
合
一
的
實
際
困

24 



難
的
人
的
不
智
予
以
節
制
。
宗
座
基
督
徒
合
一
促
進
委
員
會
是
為
整
個
教
會
服
務
，
它
的
角

色
和
責
任
是
對
大
公
運
動
提
供
方
向
和
建
議
。

趴
在
一
個
特
定
區
域
所
進
行
的
大
公
運
動
的
本
質
，
常
受
到
當
地
大
公
環
境
的
特
色
所
影

響
。
選
擇
適
當
的
大
公
連
動
的
投
入
，
是
主
教
的
事
，
他
應
注
意
他
教
區
特
有
的
責
任
及
挑

戰
。
因
此
無
法
在
此
檢
討
許
多
不
同
的
情
況
，
而
只
能
做
一
點
一
般
性
的
評
論
。

但
在
多
數
是
天
主
教
徒
的
國
家
，
和
在
大
多
數
是
東
方
基
督
徒
或
英
國
教
徒
或
基
督
教
徒

的
國
家
所
有
的
大
公
運
動
工
作
是
不
一
樣
的
。
在
大
多
數
是
非
基
督
徒
的
國
家
的
工
作
又
不

同
。
在
天
主
教
徒
佔
大
多
數
的
國
家
，
天
主
教
會
所
參
與
的
大
公
運
動
是
極
重
要
的
’
，
假
如

大
公
運
動
是
整
個
教
會
所
投
入
的
運
動
。

的
“
同
樣
地
，
大
公
運
動
的
工
作
會
有
很
大
的
差
別
，
要
看
我
們
基
督
徒
的
對
方
是
屬
於
一

個
或
數
個
東
方
教
會
，
還
是
屬
於
更
正
派
的
團
體
。
每
一
個
有
它
自
己
的
活
力
和
特
色
。
還

有
其
他
如
政
治
、
社
會
、
文
化
、
地
理
和
種
族
的
因
素
，
能
給
予
大
公
工
作
不
同
的
樣
式
。

”
州
地
方
的
特
殊
情
形
常
會
給
予
大
公
的
任
務
提
供
不
同
的
特
色
。
重
要
的
是
在
此
共
同
的

工
作
上
，
全
世
界
的
天
主
教
徒
以
祈
禱
和
鼓
勵
彼
此
支
持
，
使
基
督
徒
合
一
的
追
求
，
由
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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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
從
我
們
的
主
的
命
令
，
能
在
各
方
面
達
成
。

教
派
與
新
的
宗
教
運
動

站
我
們
這
個
世
界
的
宗
教
展
望
，
在
最
近
數
十
年
來
發
展
很
可
觀
，
在
某
些
地
方
最
顯
著

的
發
展
是
教
派
訪
問n
H
d
g和新
的
宗
教
運
動
的
增
多
，
它
們
和
天
主
教
會
和
平
相
處
的
願
望
很

弱
或
不
存
在
。
在
一
九
八
六
年
羅
馬
四
個
部
會
共
同
公
佈
了
一
項
報
告
四
九
，
叫
人
們
注
意
要

清
楚
的
區
別
教
派
和
新
宗
教
運
動
以
及
教
會
和
教
團
。
對
此
問
題
的
更
深
研
究
正
在
進
行
。

況
有
關
教
派
及
新
宗
教
運
動
的
情
況
非
常
複
雜
，
依
各
種
文
化
背
景
而
異
。
在
某
些
國
家
，

教
派
是
在
一
種
基
本
上
是
宗
教
性
的
文
化
氣
候
中
成
長
。
在
另
外
一
些
地
方
是
在
不
斷
俗
化

但
同
時
輕
信
又
迷
信
的
社
會
內
發
達
。
某
些
教
派
自
根
原
和
本
身
說
是
非
基
督
宗
教
的
﹔
有

些
是
選
擇
性
的
﹔
有
的
與
基
督
宗
教
認
同
，
但
與
基
督
徒
團
體
分
離
或
與
基
督
宗
教
有
關
連
。

這
特
別
是
要
由
主
教
、
東
方
天
主
教
主
教
會
議
和
地
方
主
教
分
辨
，
如
何
妥
善
回
應
當
地
教

派
所
帶
來
的
挑
戰
。
但
必
須
強
調
這
本
指
南
所
提
的
屬
靈
的
分
享
或
實
際
合
作
的
原
則
，
只

能
應
用
在
與
天
主
教
已
建
立
大
公
運
動
關
係
的
教
會
和
教
團
。
本
指
南
的
讀
者
應
清
楚
明
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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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類
分
享
和
合
作
的
唯
一
基
礎
是
，
雙
方
承
認
有
某
種
己
存
在
的
共
融
，
雖
不
完
美
。
開
放

和
彼
此
尊
重
是
這
種
承
認
的
合
理
結
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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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
男
二
且
早
天
主
教
會
中
為
基
督
徒
合
一
的
服
務
組
織

導
言

說
天
主
教
會
經
由
它
的
個
別
教
會
，
在
許
多
地
區
臨
在
，
在
這
些
地
區
，
教
會
與
其
他
教

會
和
教
團
生
活
在
一
起
。
這
些
地
區
有
它
們
不
同
的
精
神
的
、
種
族
的
、
政
治
的
和
文
化
的

特
性
。
多
次
在
這
些
地
區
，
往
往
其
他
教
會
和
教
團
，
有
極
高
的
宗
教
權
威
：
這
些
區
域
往

往
與
一
個
東
方
天
主
教
主
教
會
議
，
或
一
個
地
區
的
主
教
團
的
地
區
相
符
。

犯
因
此
，
一
個
天
主
教
的
個
別
教
會
，
或
幾
個
個
別
教
會
，
一
起
密
切
合
作
，
在
此
層
次

上
會
有
助
於
他
們
與
其
他
教
會
和
教
團
的
接
觸
。
他
們
可
以
與
他
們
建
立
有
效
的
大
公
關
係
，

對
廣
大
的
大
公
運
動
會
有
貢
獻
五
O
O

站
梵
二
大
公
會
議
特
別
把
大
公
運
動
的
工
作
「
交
託
給
世
界
各
地
的
主
教
們
，
要
他
們
勤

謹
地
推
動
並
明
智
地
領
導
」
五
一
。
這
個
已
為
個
別
的
主
教
、
東
方
天
主
教
主
教
會
議
及
地
區

主
教
團
所
進
行
的
指
令
，
已
經
納
入
拉
丁
教
會
法
第
七
五
五
條
內
，
它
說
：

第
一
項
：
整
個
世
界
主
教
團
和
宗
座
的
特
別
權
限
，
是
在
天
主
教
信
徒
中
間
推
動
並
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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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
大
公
運
動
，
其
目
的
是
使
全
體
基
督
信
徒
之
間
重
建
合
一
，
教
會
對
此
應

隨
基
督
意
願
負
起
推
動
的
責
任
。

第
二
項
：
同
樣
主
教
們
與
地
區
主
教
團
，
依
照
法
律
規
範
，
有
權
推
動
此

A旦
，
並
根

據
不
同
的
環
境
和
機
會
公
佈
實
際
的
規
則
，
但
應
注
意
教
會
最
高
當
局
所
訂

規
定
。

為
東
方
天
主
教
會
法
典
第
九

O
二
︱
九
O
四
條
一
項
如
此
規
定
.. 

第
九
O
二
條
：
既
然
重
建
所
有
基
督
徒
的
合
一
是
整
個
教
會
所
關
切
者
，
所
有
基
督
信

徒
，
尤
其
是
教
會
的
牧
人
，
要
為
這
個
主
所
願
的
圓
滿
合
一
祈
禱
，
並

熱
心
地
參
與
由
於
聖
神
的
恩
寵
所
導
致
的
大
公
運
動
工
作
。

第
九
O
三
條
：
東
方
天
主
教
會
特
別
有
義
務
在
所
有
東
方
教
會
中
推
行
合
一
，
首
先
靠

祈
禱
，
生
活
的
榜
樣
，
忠
於
東
方
教
會
的
古
老
傳
統
，
彼
此
更
認
識
，

合
作
和
實
際
和
精
神
上
的
兄
弟
般
地
尊
重
。

第
九
O
四
條
，
一
項
：
在
每
一
個
自
治
的
（
的
皂
白
自
己
教
會
中
所
進
行
的
大
公
運
動
，

應
謹
慎
受
特
別
法
的
特
殊
規
則
所
促
進
，
而
羅
馬
宗
座
領
導
普
世
教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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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運
動
。

的
依
據
這
種
推
行
並
指
導
大
公
工
作
的
特
別
權
限
，
個
別
的
教
區
主
教
、
或
東
方
天
主
教

會
主
教
會
議
或
地
區
主
教
團
，
有
責
任
訂
立
規
範
’
根
據
這
些
規
則
，
下
面
所
列
的
人
和
委

員
會
要
負
責
執
行
交
給
他
們
的
工
作
，
並
監
督
這
些
規
範
的
實
施
。
此
外
，
必
須
注
意
那
些

被
委
派
負
責
大
公
運
動
的
人
，
對
天
主
教
大
公
運
動
的
原
則
要
有
相
當
的
認
知
，
而
且
對
他

們
的
工
作
有
認
真
的
準
備
。

教
區
大
公
運
動
的
專
員

叭
在
教
區
內
，
主
教
應
指
派
一
位
有
資
格
的
人
，
作
為
教
區
合
一
事
務
的
專
員
。
他
或
她

可
以
當
教
區
大
公
委
員
會
的
鼓
舞
者
，
協
調
下
面

H
H號
所
指
的
委
員
會
的
工
作
（
假
如
沒
有

這
樣
的
委
員
會
，
則
負
責
這
些
工
作
）
。
身
為
主
教
密
切
的
助
手
並
得
到
適
當
的
幫
助
，
這

位
專
員
在
教
區
內
推
動
為
基
督
徒
合
一
的
祈
禱
，
他
要
設
法
看
大
公
態
度
如
何
影
響
教
區
的

工
作
，
鑑
定
特
殊
的
需
求
並
使
教
區
有
這
方
面
的
資
訊
。
此
專
員
也
負
責
代
表
天
主
教
團
體
，

與
其
他
教
會
和
教
團
以
及
他
們
的
領
導
人
交
往
，
促
進
他
們
與
當
地
主
教
、
聖
職
及
平
信
徒

nu n4u 



的
接
觸
。
他
或
她
可
以
當
主
教
及
教
區
其
他
部
門
有
關
大
公
問
題
的
顧
問
，
與
牧
人
及
教
區

組
織
分
享
大
公
經
驗
和
工
作
。
此
專
員
要
設
法
與
其
他
教
區
的
專
員
或
委
員
會
保
持
接
觸
。

即
使
在
天
主
教
徒
是
多
數
的
區
域
，
或
在
人
力
物
力
有
限
的
教
區
內
，
也
建
議
指
派
一
位
這

樣
的
專
員
，
負
責
上
述
的
工
作
，
如
果
可
能
或
適
當
的
話
。

教
區
大
公
委
員
會
或
秘
書
處

但
除
了
大
公
問
題
的
教
區
專
員
外
，
教
區
主
教
應
設
立
一
個
諮
議
會
，
委
員
會
或
秘
書
處
，

負
責
執
行
主
教
在
教
區
內
，
為
推
行
大
公
運
動
所
給
予
的
指
示
或
方
針
丟
了
環
境
如
果
許
可
，

幾
個
教
區
可
以
合
組
一
個
如
此
的
委
員
會
或
秘
書
處
。

的
此
委
員
會
或
秘
書
處
應
該
反
映
整
個
教
區
，
其
委
員
一
股
說
要
包
括
聖
職
人
、
會
士
及

修
女
和
不
同
專
才
的
平
信
徒
，
尤
其
是
那
些
有
大
公
運
動
專
才
的
人
。
最
好
此
委
員
會
或
秘

書
處
的
成
員
，
包
括
司
鐸
諮
議
會
、
牧
靈
委
員
會
，
教
區
修
院
及
總
修
院
的
代
表
。

此
委
員
會
應
和
已
有
的
或
將
設
立
的
大
公
機
構
或
工
作
合
作
，
需
要
時
應
用
它
們
的
幫

助
。
應
該
支
持
大
公
專
員
並
幫
助
教
區
其
他
的
工
作
和
個
人
的
努
力
，
彼
此
交
換
資
訊
和
理

呵
。



念
。
特
別
要
與
堂
區
和
堂
區
的
組
織
，
以
及
獻
身
生
活
會
及
使
徒
生
活
團
和
平
信
徒
的
運
動

和
善
會
已
有
的
使
徒
工
作
連
繫
。

抖
，
除
了
已
指
出
的
職
務
外
，
此
委
員
會
應
該
.. 

ω

實
施
教
區
主
教
為
施
行
梵
二
大
公
會
議
有
關
大
公
運
動
的
訓
導
和
指
令
所
作
的
決

定
，
以
及
大
公
會
議
後
聖
座
、
東
方
天
主
教
會
主
教
會
議
和
地
區
主
教
團
所
發
佈

的
文
件
﹔

與
地
區
的
大
公
委
員
會
（
參
閱
以
下
）
保
持
連
繫
，
將
他
們
的
建
議
和
勸
告
加
以

適
應
當
地
的
情
形
。
當
有
必
要
時
，
要
將
有
關
經
驗
和
他
們
的
結
果
和
其
他
有
用

的
資
訊
，
寄
送
宗
座
基
督
徒
合
一
促
進
委
員
會
﹔

依
照
大
公
會
議
有
關
大
公
主
義
法
令
，
和
本
指
南
有
關
為
基
督
徒
合
一
公
開
的
和

私
下
的
祈
禱
原
則
，
推
行
屬
靈
的
大
公
運
動
﹔

幫
助
並
推
展
研
討
會
及
研
習
班
，
為
聖
職
人
及
平
信
徒
作
大
公
培
育
，
適
切
落
實

生
活
中
各
方
面
的
大
公
幅
度
。
特
別
注
意
修
士
們
在
修
院
內
如
何
在
宣
道
、
教
理

講
授
及
其
他
教
學
方
式
及
牧
靈
工
作
（
如
照
顧
混
合
婚
姻
）
等
方
面
大
公
幅
度
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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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議
專
家
以
教
區
層
次
與
其
他
教
會
和
教
團
舉
行
交
談
﹔

與
教
區
其
他
單
位
及
其
他
基
督
徒
合
作
進
行
基
督
徒
信
仰
的
共
同
見
證
’
假
如
可

能
的
話
，
也
可
在
教
育
、
公
眾
的
和
私
人
的
道
德
、
社
會
正
義
、
與
文
化
、
學
習

及
藝
術
等
領
域
有
闋
的
合
作
五
四
﹔

建
議
主
教
在
重
要
的
演
說
、
會
議
、
宗
教
領
導
人
士
的
就
職
和
其
他
相
似
的
機
會

上
，
互
派
觀
察
員
和
貴
賓
。

站
在
教
區
及
堂
區
內
，
應
鼓
勵
參
與
大
公
運
動
的
活
動
，
可
能
的
話
可
以
設
立
負
責
這
些

活
動
的
小
組
（
見
以
下
前
號
）
﹔
他
們
應
與
教
區
當
局
保
持
密
切
關
係
’
與
他
們
和
其
他
堂

區
及
小
組
交
換
資
訊
和
經
驗
。

(5) 

培
養
﹔

根
據
以
下
（
尤
其
是
巴
山
－

8

∞
號
）
的
建
議
和
綱
領
，
在
天
主
教
徒
和
其
他
尚
未

與
天
主
教
有
圓
滿
共
融
的
基
督
徒
之
間
，
推
行
友
誼
和
愛
德
﹔

與
他
們
開
始
並
進
行
會
話
和
討
論
，
記
得
要
適
應
不
同
的
參
與
者
和
交
談
的
主
題

五
三
．
，

的）(8) (7) 

叮
A
U

nd 

ω） 



東
方
天
主
教
會
主
教
會
議
及
地
區
主
教
圍
的
大
公
委
員
會

他
每
一
個
東
方
天
主
教
主
教
會
議
及
每
一
個
地
區
主
教
圈
，
依
照
它
們
自
己
的
做
法
，
應

設
立
大
公
合
一
委
員
會
，
由
男
女
專
家
幫
助
，
這
些
專
家
是
自
聖
職
人
、
會
士
及
平
信
徒
中

挑
選
出
來
。
可
能
的
話
，
此
委
員
會
應
由
一
個
常
設
的
秘
書
處
來
相
助
。
此
委
員
會
的
工
作

方
法
將
由
主
教
會
議
或
主
教
團
的
章
程
加
以
規
劃
’
它
應
有
權
對
大
公
事
務
給
予
指
示
並
決

定
具
體
的
行
動
方
法
，
依
照
教
會
現
行
法
律
、
指
令
及
合
法
的
習
俗
和
地
區
的
具
體
可
能
性
。

必
須
注
意
有
關
地
區
的
地
點
及
人
的
環
境
，
以
及
普
世
教
會
所
關
心
的
事
。
假
如
一
個
主
教

圍
的
人
數
少
，
無
法
設
立
主
教
委
員
會
，
至
少
任
命
一
位
主
教
負
責

C
號
所
指
的
大
公
事
務
。

的
．
此
委
員
會
的
職
務
包
括
在
以
上
必
號
所
列
條
文
中
，
只
要
它
們
是
在
東
方
天
主
教
會
主

教
會
議
或
地
區
主
教
團
的
權
限
內
的
。
此
外
，
還
要
負
責
其
他
任
務
，

A
7舉
例
如
下
.. 

ω

實
施
聖
座
有
關
此
事
務
所
公
佈
的
規
則
和
指
令
﹔

ω

對
在
自
己
教
區
設
立
大
公
委
員
會
的
主
教
給
予
建
議
和
幫
助
，
藉
發
起
幾
個
教
區

的
專
員
和
委
員
會
代
表
的
定
期
聚
會
，
加
強
教
區
大
公
專
員
及
委
員
會
之
間
的
合

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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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需
要
時
幫
助
主
教
團
和
主
教
會
議
其
他
委
員
會
，
注
意
它
們
的
工
作
、
公
開
聲
明

等
的
大
公
幅
度
﹔

在
基
督
徒
之
間
推
動
合
作
，
例
如
盡
量
將
精
神
的
和
物
質
的
援
助
給
予
已
有
的
大

公
機
構
，
以
及
要
推
行
的
陶
成
及
研
究
方
面
的
大
公
工
作
，
或
是
在
依
大
公
會
議

「
大
公
主
義
法
令
」
9

至
臼
號
所
定
原
則
下
所
作
的
牧
靈
工
作
和
加
深
基
督
徒
生

活
的
工
作
上
﹔

與
教
會
領
導
人
和
在
全
國
或
地
區
（
不
同
於
教
區
的
）
層
次
已
有
的
教
會
協
會
，

建
立
磋
商
和
交
換
，
並
對
這
些
交
換
提
供
適
當
的
架
構
﹔

委
派
那
些
教
會
正
式
任
命
的
專
家
，
參
加
和
不
同
教
會
和
教
團
的
專
家
以
及
上
述

的
組
織
作
磋
商
和
交
談
﹔

與
獻
身
生
活
會
和
使
徒
生
活
團
所
設
的
大
公
機
構
保
持
連
繫
和
積
極
的
合
作
，
與

當
地
天
主
教
其
他
組
織
所
有
的
大
公
單
位
也
是
如
此
﹔

乘
教
會
全
國
性
的
或
地
方
性
的
重
要
會
議
和
大
事
，
設
法
互
派
觀
察
員
及
賓
客
﹔

通
知
主
教
團
及
主
教
會
議
的
主
教
們
有
關
在
當
地
展
開
的
交
談
﹔
與
羅
馬
宗
座
基

Fhd n4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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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Cb 

督
徒
合
一
促
進
委
員
會
分
享
此
報
告
，
這
樣
彼
此
的
交
換
意
見
、
經
驗
和
交
談
的

結
果
，
能
推
動
教
會
生
活
不
同
層
次
的
交
談
。

一
般
來
說
，
在
東
方
天
主
教
主
教
會
議
或
地
區
主
教
固
和
羅
馬
宗
座
合
一
委
員
會
，

在
大
公
運
動
方
面
保
持
關
係
’
並
與
其
他
地
區
主
教
團
的
大
公
委
員
會
保
持
連
繫
。

教
會
其
他
部
門
的
大
公
機
構

”
叫
在
主
教
團
之
間
為
了
合
作
和
互
助
而
有
的
超
國
家
的
單
位
，
也
應
設
立
某
種
機
構
，
以

確
保
他
們
在
工
作
上
的
大
公
幅
度
。
他
們
工
作
的
範
團
和
形
式
，
將
由
每
一
個
單
位
的
章
程

和
程
度
，
以
及
地
方
上
其
體
的
可
能
性
而
定
。

的
在
天
主
教
會
內
，
某
些
團
體
和
組
織
特
別
對
教
會
的
使
徒
生
活
有
貢
獻
。
雖
然
它
們
不

是
直
接
有
上
述
的
大
公
架
構
，
它
們
的
工
作
往
往
有
重
要
的
大
公
幅
度
，
應
該
依
組
織
的
基

本
目
標
，
將
之
編
制
為
適
切
的
架
構
。
在
這
些
團
體
和
組
織
中
，
有
獻
身
生
活
會
、
使
徒
生

活
團
和
許
多
天
主
教
教
友
組
織
。

po nd 



獻
身
生
活
會
及
使
徒
生
活
團

閱
當
整
個
教
會
，
包
括
聖
職
人
和
平
信
徒
五
五
，
投
入
重
建
基
督
徒
合
一
的
工
作
，
修
會
和

使
徒
生
活
團
，
由
於
他
們
在
教
會
內
的
特
殊
奉
獻
以
及
他
們
依
獻
身
而
度
的
生
活
背
景
，
對

推
行
大
公
思
想
和
行
動
有
極
大
的
機
遇
。
依
照
他
們
的
特
別
神
恩
和
會
憲

i

某
些
是
在
基
督

徒
分
裂
之
前
成
立
的
︱
並
根
據
他
們
修
會
的
精
神
和
宗
旨
，
他
們
在
具
體
的
可
能
性
和
修
會

生
活
規
矩
的
限
度
之
內
，
希
望
能
採
取
以
下
的
態
度
和
行
動

.. 

ω

培
養
他
們
特
殊
生
活
方
式
中
的
大
公
意
識
，
如
內
心
的
皈
依
、
個
人
的
聖
德
、
公

共
和
私
下
的
祈
禱
以
及
為
教
會
和
世
界
的
無
私
的
服
務
，
這
一
切
都
是
大
公
運
動

的
本
質
﹔

幫
助
了
解
所
有
基
督
徒
被
召
成
聖
的
大
公
幅
度
，
藉
發
展
靈
修
的
陶
成
、
默
觀
、

朝
拜
和
讚
美
天
主
以
及
為
鄰
人
的
服
務
﹔

斟
酌
地
方
和
人
的
環
境
，
在
不
同
的
教
會
和
教
團
的
基
督
徒
之
間
，
組
織
禮
儀
祈

禱
的
集
會
，
退
省
和
神
操
，
以
及
對
基
督
宗
教
靈
修
傳
統
的
深
刻
了
解
﹔

與
其
他
基
督
徒
團
體
的
隱
修
院
或
是
共
同
生
活
的
團
體
保
持
來
往
，
交
換
靈
修
及

叮e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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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識
的
資
源
和
使
徒
生
活
的
經
驗
，
因
為
在
這
些
團
體
中
修
會
神
恩
的
成
長
，
為

整
個
大
公
運
動
有
正
面
的
效
用
。
這
可
提
供
有
益
的
競
爭
心
﹔

領
導
他
們
許
多
不
同
的
教
育
機
構
裡
’
依
本
指
南
以
下
所
指
的
原
則
，
能
有
大
公

的
活
動
﹔

與
其
他
基
督
徒
在
社
會
正
義
、
經
濟
發
展
、
衛
生
及
教
育
的
進
展
、
保
護
大
自
然

及
國
家
和
團
體
闊
的
和
平
與
和
好
的
共
同
工
作
上
合
作
﹔

在
修
會
條
件
許
可
下
，
應
推
動
大
公
行
動
，
因
此
「
天
主
教
徒
一
方
面
應
避
免
任

何
形
式
的
宗
教
無
差
別
論
或
混
淆
和
毫
無
意
義
的
敵
對
，
同
時
要
在
可
能
範
圍
內

與
他
們
分
離
的
弟
兄
合
作
，
在
萬
邦
前
共
同
宣
示
對
天
主
和
耶
穌
基
督
的
信
仰
，

也
一
起
依
大
公
主
義
法
令
在
社
會
、
文
化
、
科
技
和
宗
教
事
務
上
共
同
努
力
。
讓

他
們
合
作
，
因
為
基
督
是
他
們
共
同
的
主
。
願
主
的
名
使
他
們
合
而
為
一
！
」
五
六
。

在
執
行
這
些
工
作
時
，
他
們
要
遵
守
教
區
主
教
、
東
方
天
主
教
主
教
會
議
或
地
區
主
教

團
所
已
訂
定
的
大
公
工
作
規
則
，
成
為
在
該
地
區
整
個
使
徒
工
作
的
合
作
因
素
。
他
們
要
與

教
區
的
或
全
國
性
的
大
公
委
員
保
持
密
切
連
繫
’
並
依
規
定
與
宗
座
合
一
委
員
會
也
保
持
連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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繫
。

叭
為
幫
助
這
項
大
公
工
作
，
很
適
宜
在
不
同
的
獻
身
生
活
會
和
使
徒
生
活
團
的
中
央
機
構
，

設
立
一
個
代
表
或
委
員
會
，
負
責
推
行
並
幫
助
他
們
的
大
公
運
動
工
作
。
這
些
代
表
或
委
員

會
的
職
務
是
推
動
所
有
會
士
的
大
公
培
養
，
幫
助
那
些
有
特
殊
職
務
的
人
得
到
特
別
的
大
公

培
育
，
對
修
會
和
團
體
的
總
會
和
地
方
上
司
，
在
大
公
事
務
上
做
顧
問
，
尤
其
是
開
始
或
進

行
以
上
（
閱
號
）
所
指
的
工
作
。

信
友
組
織

的
扎
在
某
一
地
區
或
國
家
的
天
主
教
信
友
組
織
，
以
及
那
些
國
際
性
的
組
織
，
其
目
的
是
比

如.. 

靈
修
革
新
、
和
平
及
社
會
正
義
行
動
、
不
同
層
次
的
教
育
、
經
援
國
家
及
機
構
等
，
應

該
在
他
們
的
工
作
上
發
展
大
公
的
幅
度
。
他
們
應
該
設
法
使
他
們
的
工
作
，
適
度
注
意
並
表

達
大
公
的
幅
度
，
需
要
的
話
，
在
他
們
的
章
程
和
結
構
中
予
以
列
出
。
在
執
行
他
們
的
大
公

行
動
時
，
他
們
應
與
地
方
的
大
公
委
員
會
保
持
連
繫
’
必
要
時
，
與
宗
座
合
一
委
員
會
連
絡

作
有
效
的
經
驗
和
建
議
的
交
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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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
座
基
督
徒
合
一
促
進
委
員
會

站
在
普
世
教
會
的
層
面
，
羅
馬
教
廷
的
一
個
部
會
，
宗
座
基
督
徒
合
一
促
進
委
員
會
，
有

推
行
所
有
基
督
徒
之
間
圓
滿
共
融
的
權
力
和
任
務
。
「
善
牧
」
（
可
〉
白
0
個
回

O
Z
口
∞
）
憲
令

（
參
閱
六
號
）
強
調
此
委
員
會
一
方
面
推
行
天
主
教
會
內
的
大
公
精
神
和
行
動
，
另
一
方
面

與
其
他
教
會
和
教
團
交
往
。

ω

宗
座
委
員
會
主
管
大
公
主
義
原
則
的
適
當
解
釋
，
以
及
使
之
實
施
的
方
法
﹔
它
實

施
梵
二
對
大
公
主
義
所
作
決
定
﹔
鼓
勵
並
幫
助
全
國
的
或
國
際
性
的
推
行
基
督
徒

合
一
的
群
體
，
幫
助
協
調
它
們
的
工
作
。

ω

它
組
織
與
其
他
教
會
和
教
團
的
國
際
層
次
的
正
式
交
談
﹔
它
委
派
國
際
層
次
的
天

主
教
觀
察
員
﹔
如
覺
適
當
，
委
派
天
主
教
觀
察
員
參
與
那
些
團
體
或
其
他
大
公
組

織
的
集
會
，
並
邀
他
們
委
派
代
表
參
與
天
主
教
會
的
集
會
。

M

為
完
成
這
些
職
務
，
宗
座
基
督
徒
合
一
促
進
委
員
會
，
適
時
公
佈
為
整
個
天
主
教
會
適

用
的
指
令
和
綱
領
。
此
外
，
它
保
持
與
東
方
天
主
教
主
教
會
議
及
地
區
主
教
團
的
連
繫
’
與

天
主
教
會
內
的
大
公
委
員
會
和
主
教
們
及
各
組
織
保
持
連
繫

o

為
協
調
整
個
天
主
教
會
的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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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活
動
要
求
這
些
接
觸
是
相
互
的
。
因
此
合
一
委
員
會
能
得
到
教
會
生
活
各
種
層
面
所
辦
的

重
要
活
動
的
資
訊
是
有
用
的
。
尤
其
是
當
這
些
活
動
有
國
際
性
的
時
更
有
必
要
，
例
如
以
全

國
層
面
或
區
域
層
面
與
其
他
教
會
或
教
團
所
組
合
的
重
要
交
談
。
互
相
交
換
資
訊
和
意
見
，

有
助
於
國
際
性
的
和
教
會
任
何
層
面
的
大
公
活
動
。
任
何
促
進
和
協
及
大
公
工
作
的
成
長
的

事
，
也
增
強
天
主
教
會
內
部
的
共
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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枷
昂
＝
一
立
早天
主
教
會
內
的
大
公
培
育

大
公
培
育
的
重
要
性
和
目
標

時
「
促
進
合
一
是
整
個
教
會
，
信
友
和
聖
職
人
，
一
致
關
心
的
事
。
每
人
根
據
個
人
的
能

力
去
做
，
無
論
是
在
日
常
的
基
督
徒
生
活
中
，
或
是
在
神
學
及
歷
史
的
研
究
中
」
五
七
。
天
主

教
徒
假
如
忠
信
依
照
梵
二
的
指
示
，
一
方
面
切
記
天
主
教
會
的
本
質
，
會
發
現
有
助
於
大
公

培
育
的
方
法
，
無
論
是
個
人
的
或
是
他
們
所
屬
整
個
團
體
的
培
育
。
如
此
，
眾
人
在
基
督
內

的
合
一
是
共
同
成
長
和
成
熟
的
結
果
。
因
為
天
主
召
叫
人
內
心
悔
改
五
八
和
教
會
的
革
新
五
九
’

是
追
求
合
一
最
基
本
的
，
任
何
人
都
不
能
例
外
。

為
此
理
由
，
所
有
信
徒
都
被
召
個
人
投
入
推
行
與
其
他
基
督
徒
的
共
融
。
但
是
特
別
可

以
有
所
貢
獻
的
是
天
主
子
民
中
專
務
培
育
工
作
的
人
！
例
如
專
科
和
大
專
院
校
的
校
長
和
老

師
們
。
那
些
做
牧
靈
工
作
的
人
，
特
別
是
堂
區
主
任
及
其
他
晉
秩
的
聖
職
人
，
也
有
他
們
的

任
務
。
每
一
個
主
教
，
東
方
天
主
教
主
教
會
議
，
主
教
團
有
責
任
頒
佈
有
關
大
公
培
育
的
指

A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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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
應
人
們
具
體
情
況
的
培
育

時
大
公
運
動
要
求
在
追
求
合
一
時
，
改
變
心
態
並
在
方
法
上
有
彈
性
。
謀
求
合
一
時
也
要

注
意
人
、
職
務
和
環
境
的
不
同
，
以
及
個
別
教
會
及
有
關
團
體
的
特
色
。
因
此
，
大
公
培
育

要
求
適
合
個
人
和
族
群
生
活
的
具
體
環
境
，
並
且
在
努
力
不
斷
革
新
和
改
變
態
度
中
，
尊
重

漸
序
而
進
的
必
要
。

日
不
但
是
教
師
們
，
那
些
投
入
牧
靈
工
作
的
人
，
也
要
逐
步
根
據
以
下
主
要
方
向
受
到
培

肯
曰
：(1) 

聖
經
的
知
識
和
教
義
的
培
養
從
一
開
始
就
有
必
要
，
還
要
知
道
當
地
國
家
的
歷
史

和
大
公
環
境
。

知
道
其
他
教
會
及
教
團
的
分
裂
歷
史
和
修
好
的
努
力
，
以
及
它
們
的
教
義
立
場
，

能
有
助
於
在
它
們
的
社
會
文
化
背
景
下
分
析
問
題
，
並
以
信
仰
的
表
達
分
辨
什
麼

是
合
理
的
不
同
和
什
麼
是
與
天
主
教
信
仰
無
法
相
容
的
分
歧
。

此
一
展
望
要
注
意
到
神
學
交
談
及
學
術
研
究
所
得
的
結
果
和
說
明
。
希
望
基
督
徒

能
一
起
寫
他
們
分
離
和
努
力
追
求
合
一
的
歷
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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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樣
可
以
避
免
主
觀
解
釋
的
危
險
，
無
論
是
在
介
紹
天
主
教
的
信
仰
，
或
是
天
主

教
對
其
他
教
會
和
教
團
的
信
仰
和
生
活
的
了
解
。

如
果
有
進
步
，
大
公
培
育
使
天
主
教
會
的
合
一
，
以
及
與
其
他
教
會
和
教
團
的
共

融
的
關
心
不
可
分
。

在
關
懷
合
一
及
共
融
中
包
含
有
，
天
主
教
徒
應
關
心
加
深
與
東
方
基
督
徒
及
自
宗

教
改
革
衍
生
團
體
的
基
督
徒
之
間
的
關
係
。

教
學
的
方
法
應
該
根
據
逐
步
進
展
的
需
要
。
此
種
方
法
使
人
能
區
分
並
分
配
要
研

究
的
問
題
，
以
及
在
教
義
培
育
的
不
同
階
段
的
相
關
內
容
，
同
時
注
意
有
關
的
人

在
大
公
工
作
方
面
的
經
驗
。

如
此
，
所
有
負
責
牧
靈
工
作
的
人
，
要
忠
於
神
聖
而
又
生
活
的
傳
承
，
它
是
教
會
內
創

意
的
源
由
。
他
們
應
該
能
夠
評
估
並
歡
迎
在
任
何
地
方
所
尋
得
的
真
理
。
「
一
切
真
理
，
不

管
是
誰
說
出
的
，
均
來
自
聖
神
」
六
O
O

(4)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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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關
懷
合
一
是
了
解
教
會
的
基
本
。
大
公
培
育
的
對
象
是
所
有
基
督
徒
受
大
公
精
神
所
激

勵
，
不
管
他
們
在
世
界
和
社
會
的
特
別
使
命
及
任
務
是
什
麼
。

在
由
基
督
的
聖
神
所
灌
溉
的
信
友
生
活
中
，
基
督
在
祂
受
難
前
所
祈
求
的
恩
惠
「
合
一

的
恩
寵
」
是
非
常
重
要
的
。
此
合
一
首
先
是
與
基
督
的
合
一
，
在
對
天
父
及
近
人
的
單
一
愛

德
行
動
中
與
基
督
的
合
一
。
第
二
是
信
友
個
人
與
他
或
她
所
屬
個
別
教
會
內
六
一
的
普
世
教
會
，

深
切
而
又
積
極
的
共
融
。
第
三
是
與
其
他
教
會
和
教
團
的
基
督
徒
所
追
求
的
有
形
合
一
的
圓

滿
。

Fhd Aq 

培
育
的
方
法

昀
聆
聽
並
研
讀
天
主
聖
言
。
天
主
教
會
一
直
視
聖
經
和
傳
承
是
「
信
仰
的
最
高
規
則
」
﹔

為
教
會
子
女
來
說
，
它
們
是
「
心
靈
的
食
糧
，
屬
靈
生
活
的
清
純
和
永
久
的
源
泉
」
六
二
。
其

他
教
會
和
教
團
的
兄
弟
姊
妹
深
愛
並
尊
敬
聖
經
。
這
使
他
們
恆
心
而
深
刻
研
究
經
書
六
三
。
既

然
天
主
的
聖
霄
，
為
所
有
的
基
督
徒
是
同
一
的
，
將
逐
步
地
加
強
走
向
合
一
的
途
徑
，
尤
其

是
當
我
們
以
虔
敬
的
心
和
熱
愛
的
研
討
去
接
近
的
話
。



m

講
道
。
特
別
該
注
意
講
道
，
無
論
是
在
禮
儀
崇
拜
內
或
以
外
。
保
祿
六
世
說
：
「
身
為

福
傳
者
，
我
們
不
應
呈
現
給
基
督
的
信
徒
一
個
分
裂
的
教
民
，
和
因
無
益
的
爭
論
而
分
離
的

教
民
形
像
，
而
是
一
個
在
信
仰
上
成
熟
以
及
能
超
越
實
在
的
緊
張
而
有
交
集
點
的
教
民
形
象
，

這
是
由
於
分
享
、
坦
誠
及
大
公
無
私
的
尋
求
真
理
」
六
四
。
禮
儀
年
的
不
同
部
分
，
為
展
開
基

督
徒
合
一
的
主
題
，
為
鼓
勵
研
究
、
反
省
和
祈
禱
提
供
有
利
的
機
會
。

講
道
應
該
關
涉
到
啟
示
教
會
合
一
的
奧
蹟
’
並
盡
可
能
明
顯
地
推
動
基
督
徒
的
合
一

在
講
道
時
，
任
何
不
妥
的
引
証
聖
經
，
應
予
避
免
。

叭
教
理
請
授
。
教
理
講
授
不
僅
是
講
授
教
義
，
也
是
整
個
基
督
徒
生
活
的
入
門
，
完
全
參

與
教
會
的
聖
事
。
但
是
依
教
宗
若
望
保
祿
二
世
宗
座
勸
諭
「
論
新
時
代
的
教
理
講
授
」
所
指

示
（
挖
︱
品
）
，
這
種
講
授
能
有
助
於
形
成
道
地
的
大
公
態
度
，
如
遵
行
以
下
指
示
﹒

ω

首
先
應
該
清
楚
地
，
以
愛
德
和
該
有
的
堅
定
，
詳
細
說
明
天
主
教
的
整
個
教
義
，

特
別
尊
重
真
理
的
等
級
層
次
六
五
，
避
免
在
介
紹
教
義
時
應
用
可
能
阻
礙
交
談
的
表

達
和
方
法
。

在
談
及
其
他
教
會
和
教
團
時
，
必
須
正
確
而
坦
誠
地
介
紹
他
們
的
教
義
。
在
教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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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賴
以
建
立
和
生
存
的
要
素
中
，
有
些
要
素
︱
雖
然
有
的
非
常
有
價
值
︱
卻
在
天
主

教
有
形
的
範
圍
之
外
六
六
。
基
督
的
聖
神
並
不
拒
絕
應
用
這
些
團
體
作
為
得
救
的
手

段
。
這
樣
做
也
是
突
顯
出
不
同
的
基
督
信
仰
所
共
同
有
的
信
仰
真
理
。
這
一
方
面

幫
助
天
主
教
徒
加
深
自
己
的
信
仰
，
另
方
面
認
識
並
尊
敬
別
的
基
督
徒
，
如
此
容

易
使
大
家
在
全
部
真
理
中
，
共
同
追
求
完
全
合
一
的
途
僅
六
七
。

教
理
講
授
之
有
大
公
幅
度
，
是
當
它
激
勵
並
滋
養
合
一
的
真
正
願
望
，
尤
其
是
促

進
實
在
的
努
力
，
包
括
謙
遜
地
淨
化
自
己
，
排
除
路
途
上
的
障
礙
，
不
是
輕
易
地

在
教
義
方
面
遺
漏
和
讓
步
，
而
是
正
對
主
所
願
意
的
完
美
合
一
，
運
用
祂
所
耍
的

方
法
六
八
。

此
外
，
教
理
講
授
會
有
大
公
幅
度
，
如
果
它
著
手
準
備
見
童
及
青
少
年
以
及
成
人
，

與
其
他
基
督
徒
有
所
接
觸
，
一
方
面
使
自
己
成
為
成
熟
的
天
主
教
徒
，
同
時
在
尊

重
其
他
人
的
信
仰
中
成
長
六
九
。

其
辦
法
是.. 

經
由
對
信
仰
的
真
理
和
真
理
表
達
方
式
的
區
別
七

0

，
藉
彼
此
努
力
了

解
並
尊
重
各
方
神
學
傳
統
中
好
的
一
面
﹔
清
楚
表
達
交
談
製
造
了
新
的
關
係
’
假

門
，
t

aq 

(4) (5) 



如
他
們
完
全
7
解
，
可
以
達
到
合
作
和
平
安
七
一
。

「
新
時
代
的
教
理
講
授
」
宗
座
勸
論
，
應
該
成
為
地
方
教
會
在
主
教
們
的
管
理
下
，

所
準
備
的
新
教
理
工
作
的
參
考
。

位
禮
儀
。
禮
儀
既
然
是
「
信
友
汲
取
真
正
基
督
精
神
的
首
要
而
又
不
可
少
的
泉
源
」
七
二
，

它
對
所
有
信
基
督
的
人
的
合
一
有
重
要
的
貢
獻
﹔
禮
儀
是
合
一
的
慶
祝
和
經
紀
人
﹔
凡
禮
儀

為
大
家
所
了
解
，
而
每
個
人
完
全
參
與
時
，
「
禮
儀
最
足
以
使
信
友
以
生
活
表
達
基
督
的
奧

蹟
和
其
教
會
的
純
正
本
質
，
並
昭
示
給
他
人
」
七
三
。

ω

既
然
聖
體
聖
事
是
表
示
並
實
現
教
會
合
一
的
美
妙
聖
事
七
囚
，
非
常
重
要
的
是
要
妥

善
舉
行
，
使
信
友
能
參
與
，
因
為
「
向
天
主
奉
獻
無
站
的
祭
品
，
不
僅
經
由
司
祭

的
手
，
而
且
與
他
一
起
，
信
友
也
學
習
奉
獻
自
己
。
通
過
基
督
中
保
，
他
們
應
該

日
復
一
日
的
，
與
天
主
及
其
他
每
一
個
人
更
結
合
一
起
，
終
使
天
主
成
為
萬
物
中

的
萬
有
」
七
五
。

最
好
依
照
此
指
南
的
指
示
，
推
行
忠
於
為
基
督
徒
合
一
的
祈
禱
，
無
論
是
在
禮
儀

所
指
出
的
時
間
︱
比
如
在
聖
道
禮
儀
中
，
或
是
在
東
方
禮
所
舉
行
的
稱
為
「
廿
司

F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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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
Z
O
F
關
切
開
Z

」
內
︱
或
是
特
別
在
彌
撒
中
︱
在
信
友
禱
祠
中
，
或
「
開
向
自
Z
自
」

禱
文
中
，
或
是
在
舉
行
為
教
會
合
一
的
任
選
彌
撒
’
助
以
適
當
的
儀
式
。

有
效
的
培
育
也
可
由
於
在
特
定
時
刻
加
強
為
合
一
祈
禱
而
達
成
，
如
合
一
祈
禱
週
（
一

月
十
八
︱
廿
五
日
）
，
或
耶
穌
升
天
節
及
聖
神
降
臨
節
之
間
的
一
週
，
使
聖
神
堅
定
教
會
的

合
一
和
其
普
遍
得
救
使
命
的
使
徒
性
。

的
靈
修
生
活
。
在
大
公
運
動
中
，
優
先
的
必
要
工
作
是
心
靈
的
悔
改
，
靈
修
生
活
和
靈
修

革
新
。
「
此
內
心
的
改
變
，
生
活
的
聖
善
，
再
加
上
為
基
督
徒
合
一
的
公
開
的
和
私
下
的
祈

禱
，
應
該
被
視
為
整
個
大
公
運
動
的
靈
魂
，
也
可
稱
為
『
屬
靈
的
大
公
主
義
』
七
六
。
因
此
，

基
督
徒
個
人
，
只
要
他
們
度
道
地
的
靈
修
生
活
，
以
救
主
基
督
為
中
心
，
以
天
主
父
的
光
榮

為
目
標
，
常
能
在
各
地
深
切
分
享
大
公
運
動
，
以
他
們
的
生
活
為
基
督
的
福
音
作
證
七
七
。

ω

天
主
教
徒
也
應
該
對
其
他
教
會
和
教
團
所
有
，
屬
於
基
督
唯
一
教
會
的
靈
修
生
活

源
流
的
某
些
要
素
及
富
藏
表
示
尊
重
：
如
聖
經
、
聖
事
及
其
他
神
聖
行
為
，
信
望

愛
和
聖
神
的
其
他
恩
惠
七
八
。
這
些
富
藏
曾
結
果
實
，
例
如
在
東
方
基
督
教
的
奧
秘

傳
統
中
，
隱
修
生
活
的
靈
修
財
富
，
英
國
教
徒
的
敬
禮
和
虔
誠
，
更
正
教
派
的
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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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
祈
禱
和
各
種
形
式
。

這
種
賞
識
不
應
只
是
理
論
的
﹔
在
適
當
的
條
件
下
，
應
為
其
他
靈
修
傳
統
的
實
際

認
知
加
以
補
充
。
因
此
，
分
享
祈
禱
和
參
與
某
種
形
式
的
公
開
崇
拜
或
其
他
基
督

徒
的
虔
誠
行
為
，
能
有
培
育
的
價
值
，
假
如
符
合
目
前
的
指
令
七
九
。

削
的
其
他
活
動
。
在
社
會
及
慈
善
工
作
方
面
的
合
作
，
例
如
在
學
校
、
醫
院
及
監
獄
的
環
境

裡
’
都
有
實
證
的
培
育
價
值
。
以
及
在
世
界
及
受
到
和
平
威
脅
的
特
別
地
區
的
和
平
工
作
，

和
為
人
權
及
宗
教
自
由
的
工
作
八
O
C

這
些
活
動
，
如
果
方
向
正
確
，
能
夠
顯
示
福
音
在
社
會
上
應
用
的
功
能
，
和
大
公
感
覺

在
不
同
地
方
的
實
際
力
量
。
定
期
反
省
這
些
活
動
的
基
督
信
仰
的
基
礎
，
分
析
它
們
的
品
質

和
效
果
，
同
時
糾
正
缺
失
，
這
一
切
也
是
教
育
性
的
和
建
設
性
的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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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
育
的
適
當
環
境

的
這
些
場
所
是
人
性
的
和
基
督
徒
的
成
熟
，
同
伴
之
誼
及
共
融
意
識
一
步
一
步
成
長
的
處

所
。
這
方
面
特
別
重
要
的
是
家
庭
、
堂
區
、
學
校
、
不
同
族
群
、
善
會
和
教
會
的
運
動
。



的
家
庭
。
為
梵
二
稱
為
「
家
庭
教
會
」
的
家
三
，
是
塑
造
或
削
弱
合
一
的
首
要
場
所
，
每

天
經
由
家
人
的
會
唔
，
他
們
雖
然
在
許
多
方
面
不
同
，
卻
以
愛
的
共
融
彼
此
接
受
。
也
是
在

家
裡
應
該
注
意
到
不
要
懷
有
偏
見
，
而
相
反
地
要
在
一
切
事
上
追
求
真
理
。

ω

家
庭
意
識
到
本
身
的
基
督
徒
身
分
和
使
命
，
使
它
能
成
為
為
別
人
的
團
體
，
不
但

是
對
教
會
開
放
也
對
人
類
社
會
開
放
的
團
體
，
常
願
交
談
並
投
入
社
會
。
猶
如
教

會
，
家
庭
應
成
為
傳
授
福
音
並
發
射
福
音
光
芒
的
地
方
﹔
「
教
會
憲
章
」
指
出
在

家
庭
教
會
內
「
父
母
應
該
以
言
以
行
，
作
他
們
子
女
信
仰
的
啟
蒙
師
」
（
口
號
）
。

ω

混
合
婚
姻
的
家
庭
有
責
任
完
整
地
宣
報
涵
蓋
於
共
同
洗
禮
中
的
基
督
，
他
們
也
有

使
自
己
成
為
締
造
合
一
者
的
精
緻
工
作
三
－
o

「
他
們
共
同
的
洗
禮
和
恩
寵
的
活
力
，

使
這
種
婚
姻
中
的
夫
婦
，
在
道
德
和
屬
靈
價
值
方
面
，
有
表
示
他
們
合
一
的
基
礎

和
動
機
」
八
三
。

位
堂
區
。
堂
區
是
一
個
集
合
在
聖
體
聖
事
周
圍
的
教
會
個
體
，
它
應
該
是
，
也
宣
告
自
己

是
真
正
合
一
見
證
的
場
所
。
因
此
堂
區
偉
大
的
任
務
是
教
育
其
成
員
有
合
一
精
神
。
這
要
求

注
意
講
道
的
內
容
和
形
式
，
特
別
是
彌
撒
和
禮
儀
中
的
講
道
，
以
及
教
理
講
授
。
也
要
求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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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
靈
計
劃
’
包
括
委
托
某
人
負
責
推
行
並
計
畫
大
公
活
動
，
與
堂
區
密
切
協
調
﹔
這
有
助
於

與
其
他
基
督
徒
相
關
堂
區
的
各
式
合
作
。
最
後
，
要
求
堂
區
，
在
基
督
徒
之
間
，
不
要
由
於

內
部
的
爭
論
，
意
識
型
態
的
對
立
或
互
相
歧
視
而
分
裂
，
而
是
每
個
人
，
依
照
自
己
的
精
神

和
聖
召
，
在
愛
內
為
真
理
服
務
八
四
。

的
．
學
校
。
各
級
學
校
應
在
宗
教
教
育
中
給
予
大
公
的
幅
度
，
應
該
意
圖
以
學
校
自
己
的
方

式
，
訓
練
人
心
和
理
性
熟
習
人
性
的
和
宗
教
的
價
值
，
教
育
他
們
交
談
，
和
平
及
個
人
關
係

八
五
。

(1) 

愛
德
、
尊
重
和
交
談
要
求
消
除
扭
曲
其
他
基
督
徒
形
象
的
言
論
和
偏
見
。
這
在
天

主
教
學
校
尤
其
要
信
守
，
在
那
邊
青
年
人
應
在
信
仰
、
祈
禱
中
成
長
，
決
心
實
踐

基
督
徒
的
合
一
福
音
。
他
們
應
依
天
主
教
教
義
得
到
正
確
的
大
公
主
義
訓
導
。

可
能
的
話
與
其
他
老
師
合
作
，
不
同
的
科
目
，
如
歷
史
和
藝
術
’
其
討
論
方
式
應

該
以
交
談
和
合
一
的
精
神
強
調
大
公
的
問
題
。
為
了
此
目
的
希
望
老
師
們
正
確
而

適
當
地
知
道
，
有
關
其
他
教
會
和
教
團
，
尤
其
是
該
地
區
所
有
的
教
會
的
來
源
、

歷
史
和
教
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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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族
群
、
善
會
、
教
會
的
運
動
。
基
督
徒
生
活
，
特
別
是
個
別
教
會
的
生
活
，
有
史
以

來
由
於
多
樣
的
表
達
、
經
營
和
靈
修
而
得
以
富
裕
，
根
據
聖
神
為
建
立
教
會
所
賜
神
恩
，
在

為
團
體
的
服
務
中
顯
示
有
明
晰
的
不
同
任
務
。

那
些
投
入
這
些
族
群
、
運
動
和
善
會
中
的
人
，
應
該
含
有
堅
實
的
大
公
精
神
，
在
世
上

生
活
出
他
們
的
洗
禮
承
諾
八
六
，
無
論
是
經
由
交
談
和
共
融
，
與
類
似
的
運
動
和
善
會
，
追
求

天
主
教
的
合
一
︱
或
是
與
其
他
的
教
會
和
教
團
和
它
們
所
啟
發
的
運
動
和
族
群
有
較
廣
的
共

融
。
這
些
努
力
應
該
在
健
全
的
培
育
基
礎
上
，
並
依
基
督
徒
的
智
慧
和
明
智
來
執
行
。

n4u phd 

己
、
投
入
牧
靈
工
作
者
的
培
育

﹝
晉
秩
聖
職
人

市
每
一
個
未
來
的
晉
秩
聖
職
人
的
主
要
責
任
，
是
塑
造
個
人
的
人
格
，
盡
力
使
之
有
助
於

他
的
使
命
，
幫
助
別
人
找
到
基
督
。
如
此
看
來
，
準
備
領
受
聖
職
者
，
必
須
完
整
地
發
展
那

些
人
性
的
素
養
，
使
他
為
人
民
所
接
受
所
信
任
，
時
常
檢
討
他
自
己
交
談
的
語
言
和
能
力
，



為
獲
取
正
確
的
大
公
態
度
。
假
如
這
點
為
在
個
別
教
會
，
負
有
導
師
和
牧
人
職
務
的
主
教
，

或
是
一
個
照
顧
人
靈
的
司
鐸
是
重
要
的
話
，
為
執
事
，
特
別
是
為
信
友
團
體
服
務
的
永
久
執

事
也
是
同
樣
重
要
。

扎
在
採
取
主
動
和
推
行
聚
會
時
，
聖
職
人
應
該
清
楚
地
並
忠
於
教
會
而
有
所
作
為
，
尊
重

別
人
的
權
威
並
遵
行
教
會
牧
人
為
了
普
世
教
會
或
個
別
地
方
教
會
的
大
公
運
動
所
有
規
定
。

確
保
建
立
基
督
徒
合
一
的
合
作
，
沒
有
偏
見
和
欠
考
慮
的
創
意
。

a

教
義
培
育

花
主
教
團
應
該
規
定
學
業
的
計
畫
要
對
每
一
個
課
目
有
大
公
的
幅
度
，
並
特
別
提
供
大
公

主
義
的
研
究
。
他
們
也
要
規
定
學
業
計
畫
符
合
此
指
南
所
包
含
的
指
示
。

Aq phd 

＠
不
同
科
目
中
的
大
公
幅
度

九
大
公
行
動
「
必
須
是
完
全
而
真
誠
公
教
化
的
，
就
是
說
，
忠
於
我
們
自
宗
徒
及
教
父
們

所
接
受
的
真
理
，
與
天
主
教
會
一
向
所
宣
認
的
信
仰
相
符
合
」
八
七
。



M

學
生
們
應
該
學
習
如
何
區
別
，
要
求
同
樣
的
信
仰
同
意
的
啟
示
真
理
，
和
聲
昔
日
那
些
真

理
和
神
學
道
理
的
方
式
几
代
。
有
關
啟
示
真
理
的
公
式
化
說
明
，
應
該
注
意
信
理
部
「
教
會
奧

蹟
」
聲
明
中
第
五
號
所
說
的
.. 

「
凡
教
會
藉
信
理
公
式
實
際
所
要
教
導
的
真
理
，
無
疑
地
與

某
一
個
時
代
固
有
的
變
遷
觀
念
不
同
，
也
可
不
用
這
些
觀
念
來
表
達
。
不
過
還
是
可
能
發
生
，

教
會
訓
導
以
留
有
這
些
觀
念
痕
跡
的
專
門
用
語
來
表
達
真
理
。
必
須
注
意
這
些
因
素
，
也
應

該
說
從
一
開
始
，
教
會
訓
導
的
信
理
公
式
，
一
直
為
傳
達
啟
示
的
真
理
很
適
合
，
而
真
理
保

持
不
變
，
卻
傳
達
給
那
些
適
當
解
釋
真
理
的
人
」
八
九
。
因
此
，
學
生
應
該
學
習
分
辨
「
信
仰

寶
庫
本
身
，
和
包
括
在
我
們
尊
敬
的
教
義
中
的
真
理
」
九

0

，
以
及
使
這
些
真
理
形
成
公
式
的

方
法
﹔
區
別
要
宣
報
的
真
理
和
了
解
及
散
發
光
明
給
這
些
真
理
的
不
同
途
徑
﹔
分
別
宗
徒
傳

承
和
純
粹
的
教
會
傳
承
，
同
時
要
學
習
辨
認
並
尊
重
信
理
公
式
化
的
恆
久
價
值
。
從
學
生
的

哲
學
教
育
起
，
應
該
學
習
重
視
神
學
中
的
合
理
多
樣
性
，
那
是
由
於
神
學
家
在
探
討
天
主
的

奧
蹟
時
，
所
用
不
同
方
法
和
語
言
而
產
生
。
因
此
不
同
的
神
學
公
式
化
的
說
明
，
常
是
互
補

的
而
不
是
互
相
矛
盾
的
。

九
此
外
，
天
主
教
教
義
的
「
真
理
的
階
層
」
常
應
受
到
尊
重
﹔
這
些
真
理
全
部
要
求
該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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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信
仰
，
雖
然
不
都
是
對
在
耶
穌
基
督
內
所
啟
示
的
奧
蹟
有
同
等
的
重
要
性
，
因
為
它
們
與

基
督
宗
教
信
仰
的
基
礎
的
關
連
上
有
異
九
一
。

＠
一
般
神
學
學
科
的
大
公
幅
度

市
大
公
的
心
胸
是
未
來
司
釋
和
執
事
培
育
的
基
本
幅
度

.. 

「
在
教
授
神
學
和
其
他
知
識
尤

其
是
歷
史
性
的
學
科
時
，
應
顧
及
大
公
觀
點
，
使
它
們
盡
量
與
事
實
相
符
」
九
二
。
神
學
教
育

中
的
大
公
幅
度
，
不
應
局
限
於
教
學
的
不
同
範
疇
。
因
為
我
們
是
在
談
相
關
學
科
的
教
學
︱

而
不
單
是
「
多
元
學
科
」
l

這
就
要
有
關
教
授
之
間
的
合
作
和
彼
此
協
調
。
在
每
一
個
講
題
，

即
使
是
基
本
的
題
目
，
也
應
該
適
當
地
強
調
以
下
幾
點

.. 

ω

所
有
教
會
及
教
團
所
共
同
有
的
基
督
宗
教
的
真
理
及
聖
德
的
要
素
，
即
使
這
些

要
素
有
時
是
以
不
同
的
神
學
表
達
所
提
出
的
﹔

每
一
個
團
體
特
有
的
豐
富
禮
儀
、
靈
修
及
教
義
，
但
能
幫
助
基
督
徒
更
認
清
教

會
的
本
質
﹔

有
關
信
仰
及
倫
理
的
不
同
點
，
能
鼓
勵
我
們
對
天
主
聖
言
更
深
切
的
探
索
，
並

no ph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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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
引
我
們
區
別
實
在
的
和
表
面
的
矛
盾
。

＠
個
別
神
學
科
目
的
大
公
幅
度

η

在
每
一
種
神
學
科
目
中
，
大
公
的
研
究
應
該
引
導
我
們
觀
察
某
一
個
題
目
和
教
會
合
一

的
奧
蹟
之
間
的
關
連
。
此
外
，
教
師
應
該
慢
慢
在
學
生
心
中
灌
輸
，
對
神
學
、
靈
修
及
教
會

紀
律
方
面
忠
於
全
部
真
正
基
督
宗
教
的
傳
承
。
當
學
生
將
自
己
的
祖
業
與
東
方
及
西
方
其
他

基
督
宗
教
傳
統
比
較
時
，
無
論
是
用
古
老
的
或
現
代
的
表
達
，
他
們
將
更
深
切
意
識
到
這
種

豐
滿
九
三
。

市
在
各
種
科
目
中
的
這
項
比
較
研
究
很
重
要
：
在
聖
經
的
研
究
上
，
它
為
一
切
基
督
徒
來

說
，
是
信
仰
的
共
同
源
由
﹔
在
教
會
的
教
父
及
東
西
方
其
他
的
教
會
作
家
中
的
宗
徒
傳
承
的

研
究
上
﹔
在
禮
儀
上
，
學
術
性
的
比
較
不
同
型
式
的
敬
禮
，
以
及
禮
儀
在
教
義
和
靈
修
上
的

重
要
性
﹔
在
信
理
及
倫
理
神
學
方
面
，
特
別
是
由
於
大
公
交
談
而
引
起
的
問
題
﹔
在
教
會
歷

史
方
面
，
應
該
仔
細
探
索
教
會
的
合
一
及
分
離
的
原
因
﹔
在
教
會
法
方
面
，
應
該
清
楚
區
分

什
麼
是
神
律
，
什
麼
是
教
會
法
律
，
教
會
法
律
能
因
時
代
、
文
化
或
地
方
傳
統
而
改
變
﹔
最

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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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
是
牧
靈
、
傳
教
士
訓
練
及
社
會
學
研
究
，
應
該
注
意
所
有
基
督
徒
面
對
現
代
世
界
的
共
同

條
件
。
這
樣
天
主
啟
示
的
圓
滿
，
將
以
更
好
的
和
更
完
整
的
方
式
予
以
表
達
，
我
們
也
更
能

完
成
基
督
託
付
給
祂
教
會
的
世
界
使
命
。

＠
大
公
主
義
的
特
定
課
程

市
雖
然
大
公
幅
度
應
該
普
及
所
有
神
學
培
育
中
，
但
是
特
別
重
要
的
是
在
第
一
時
期
的
適

當
時
段
，
授
予
大
公
主
義
的
課
程
。
這
種
課
程
該
是
必
修
的
。
以
概
略
的
和
可
適
應
的
名
辭
，

要
有
下
列
內
容
.. 

ω

教
會
的
大
公
性
，
可
見
而
有
機
的
合
一
、
大
公
主
義
等
之
概
念
﹔
依
天
主
教
的
觀

點
從
它
們
歷
史
的
源
由
到
現
在
的
意
義
﹔

大
公
活
動
的
教
義
基
礎
，
特
別
指
出
各
教
會
與
教
團
之
間
已
有
的
共
融
關
係
九
四
﹔

大
公
主
義
的
歷
史
，
包
括
分
離
和
各
時
代
為
重
建
合
一
所
作
的
許
多
努
力
，
成
功

和
失
敗
，
目
前
追
求
合
一
的
現
狀
﹔

大
公
運
動
的
目
標
和
方
法
，
多
種
團
結
和
合
作
的
方
式
，
重
建
合
一
的
希
望
，
合

OO Fh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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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一
的
條
件
，
完
全
和
圓
滿
合
一
的
觀
念
﹔

不
同
的
基
督
宗
教
團
體
內
的
「
制
度
」
層
面
和
現
代
生
活
：
教
義
的
趨
勢
，
分
離

的
其
實
原
因
，
傳
教
的
努
力
，
靈
修
，
敬
禮
的
形
式
，
需
要
更
認
識
東
方
神
學
和

靈
修
九
五
﹔

一
些
較
特
殊
的
問
題
，
例
如
共
同
參
與
禮
儀
，
改
宗
及
和
平
主
義
，
宗
教
自
由
，

混
合
婚
姻
，
平
信
徒
角
色
及
婦
女
在
教
會
內
﹔

靈
修
的
大
公
運
動
，
特
別
是
祈
禱
對
合
一
的
意
義
，
以
及
其
他
走
向
基
督
所
祈
求

的
合
一
的
方
式
。

一
切
研
究
應
該
用
類
似
以
下
的
計
劃
來
組
合

.. 

ω

最
好
能
及
早
適
度
地
提
出
大
公
主
義
的
導
論
，
使
學
生
們
從
開
始
神
學
課
程
起
，

就
意
識
到
其
學
業
的
大
公
幅
度
－
4

。
此
一
導
論
要
討
論
大
公
主
義
的
基
本
問
題
﹔

對
大
公
主
義
訓
誨
的
特
殊
部
分
，
應
該
安
排
在
神
學
課
程
或
修
院
課
程
的
第
一
週

期
的
最
後
，
這
樣
使
學
生
們
在
獲
取
大
公
主
義
的
廣
大
認
知
時
，
能
與
他
們
的
神

學
陶
成
做
一
個
綜
合
﹔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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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
該
小
心
選
擇
課
本
和
其
他
教
材
.. 

它
們
應
該
忠
信
地
詳
細
說
明
其
他
基
督
徒
在

歷
史
、
神
學
及
靈
修
方
面
的
教
導
，
這
樣
可
以
作
誠
實
而
客
觀
的
比
較
，
並
且
激

勵
加
深
研
究
天
主
教
教
義
。

趴
在
天
主
教
機
構
與
其
他
基
督
徒
主
辦
的
中
心
的
合
作
計
畫
下
，
邀
請
其
他
傳
統
的
講
師

和
專
家
是
有
益
的
九
七
。
面
對
特
殊
的
修
院
或
機
構
所
產
生
的
問
題
，
可
依
照
主
教
團
所
建
立

的
規
定
，
並
在
確
定
其
他
教
會
和
教
團
來
的
講
師
的
道
德
和
專
業
資
格
後
，
由
教
區
主
教
來

決
定
。
在
這
些
文
化
交
流
中
，
這
種
機
構
的
天
主
教
特
性
以
及
它
們
培
育
自
己
的
候
選
人
，

和
依
教
會
規
定
教
授
天
主
教
教
義
的
權
利
和
義
務
，
應
該
受
到
確
保
。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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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趴
大
公
經
驗

但
在
培
育
時
期
，
為
了
使
大
公
的
步
驟
勿
與
生
活
脫
節
而
紮
根
在
團
體
的
生
活
經
驗
中
，

組
織
與
其
他
基
督
徒
的
會
議
及
討
論
是
有
益
的
，
可
以
是
全
球
性
的
或
是
地
區
性
的
，
同
時

也
遵
守
天
主
教
會
的
有
關
規
定
。

可
以
邀
請
其
他
團
體
中
，
具
有
專
業
和
宗
教
經
歷
，
以
及
為
誠
懇
和
有
建
設
性
的
交
談



所
必
需
的
大
公
精
神
的
人
為
代
表
。
也
可
安
排
與
其
他
教
會
和
教
團
的
學
生
的
聚
會
九
八
。
培

育
的
機
構
區
別
很
大
，
無
法
給
予
劃
一
的
規
則
。
事
實
上
根
據
不
同
的
國
家
和
地
區
，
以
及

天
主
教
會
和
其
他
教
會
和
教
團
在
教
會
學
、
合
作
和
交
談
的
不
同
關
係
上
，
可
有
不
同
的
細

微
差
異
。
在
這
方
面
，
逐
步
進
行
和
適
應
是
非
常
重
要
和
不
可
避
免
的
。
長
上
應
該
應
用
一

般
原
則
，
並
根
據
特
有
環
境
和
機
會
調
適
這
些
原
則
。

2

非
晉
秩
的
牧
職
人
員
及
助
手

no 

a

教
義
培
育

的
．
除
了
晉
秩
的
聖
職
人
以
外
，
還
有
其
他
牧
靈
工
作
中
受
到
肯
定
的
助
手
，
如
傳
道
員
、

教
師
和
其
他
平
信
徒
助
理
。
為
了
他
們
的
陶
成
，
地
方
教
會
設
有
宗
教
學
的
研
究
所
、
牧
靈

研
習
所
或
其
他
培
育
及
更
新
中
心
。
可
以
應
用
神
學
院
的
課
程
和
規
範
’
不
過
需
要
配
合
學

員
及
其
學
業
的
程
度
。

”
此
外
，
由
於
隱
修
院
、
獻
身
生
活
會
和
使
徒
生
活
團
的
正
當
的
不
同
神
恩
及
工
作
，
非



常
重
要
的
是
「
所
有
團
體
應
分
享
教
會
的
生
命
。
當
依
各
修
會
的
特
質
使
之
成
為
本
會
的
生

命
，
竭
力
推
行
教
會
的
事
業
和
計
畫
」
’
包
括
「
大
公
的
領
域
」
九
九
。

這
裡
所
指
的
培
育
應
該
在
初
學
時
就
開
始
，
並
在
其
他
階
段
延
續
。
不
同
研
究
機
構
的

「
培
育
計
畫
」
，
要
與
晉
秩
聖
職
人
的
課
程
一
樣
，
強
調
每
科
的
大
公
幅
度
，
並
且
提
供
適

合
環
境
及
地
區
情
況
的
大
公
主
義
的
特
別
課
程
。
同
時
，
重
要
的
是
研
究
機
構
的
合
法
當
局
，

要
注
意
培
養
大
公
運
動
的
專
業
人
才
，
以
便
成
為
整
個
機
構
的
大
公
工
作
的
嚮
導
。

b

大
公
經
驗

的
把
學
問
變
為
經
驗
，
必
須
鼓
勵
天
主
教
隱
修
院
及
修
會
團
體
，
和
其
他
教
會
及
修
會
團

體
之
間
的
接
觸
和
交
流
。
這
可
採
取
資
訊
的
交
換
方
式
，
屬
靈
的
或
偶
然
的
物
質
支
援
，
也

可
以
文
化
交
流
的
方
式
。

m
m
由
於
平
信
徒
在
教
會
和
社
會
內
的
重
要
角
色
，
負
責
大
公
工
作
的
平
信
徒
，
應
受
到
鼓

勵
依
此
指
南
的
規
則
，
與
其
他
教
會
和
教
團
展
開
接
觸
和
交
流
－

0
0

。

一 62 一



丙
、
特
殊
培
育

叭
培
養
對
話
的
重
要
性
。
注
意
到
高
級
文
化
機
構
的
影
響
，
顯
然
的
教
會
學
院
及
其
他
高

等
教
育
機
構
，
對
準
備
及
領
導
大
公
交
談
能
扮
演
特
別
重
要
的
角
色
，
進
而
因
交
談
本
身
能

使
基
督
徒
達
到
基
督
徒
的
合
一
。
交
談
的
教
學
法
應
有
下
列
條
件

.. 

ω

個
人
誠
懇
的
投
入
，
活
出
信
仰
來
，
因
為
沒
有
它
，
交
談
不
再
是
兄
弟
姊
妹
間
的
對

話
，
而
只
是
純
學
術
實
習
﹔

ω

尋
找
新
的
方
法
以
建
立
彼
此
的
關
係
’
重
新
在
真
理
及
愛
德
上
建
立
基
於
忠
於
福
音

及
其
正
信
奉
基
督
信
仰
的
合
一
﹔

ω

深
信
大
公
交
談
不
只
是
人
與
人
或
特
別
族
群
之
間
的
私
事
，
而
是
在
整
個
教
會
所
致

力
的
框
子
內
做
的
，
因
此
必
須
以
符
合
其
牧
人
的
教
誨
和
指
示
去
作
﹔

ω

欣
然
承
認
不
同
教
會
和
教
團
的
成
員
，
能
幫
助
我
們
更
了
解
並
詳
細
解
說
他
們
團
體

的
教
義
和
生
活
．
，

ω

尊
重
每
個
人
的
良
心
和
信
念
，
當
他
說
明
自
己
教
會
的
觀
點
或
教
義
，
或
他
們
對
天

主
啟
示
的
了
解
方
法
時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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ω

承
認
並
非
每
個
人
都
同
樣
有
資
格
參
與
交
談
的
事
實
，
因
為
有
不
同
層
次
的
教
育
、

思
想
的
成
熟
和
靈
修
的
進
步
。

教
會
學
院
的
角
色

的
叫
宗
座
憲
章
「
基
督
徒
智
慧
」
指
出
，
在
神
學
院
的
第
一
週
期
，
學
習
基
本
神
學
時
也
要

提
及
大
公
的
問
題
一
。
一
。

在
第
二
週
期
也
要
「
仔
細
討
論
大
公
問
題
，
依
照
教
會
有
關
當
局
的
指
示
」
－

o

二
。

換
言
之
，
可
以
有
有
關
大
公
運
動
特
別
課
，
此
課
程
除
了
以
上
市
號
所
指
要
點
外
，
也

可
討
論
以
下
幾
點
.. 

ω

根
據
己
公
佈
的
交
談
結
果
的
研
究
，
討
論
天
主
教
會
與
其
他
教
會
及
教
團
之
間
的
關

係
的
現
況
﹔

ω

研
究
其
他
東
方
及
西
方
基
督
徒
傳
統
的
祖
業
﹔

ω

世
界
（
基
督
）
教
會
議
會
內
的
大
公
運
動
的
重
要
性
，
以
及
目
前
天
主
教
會
與
上
述

議
會
之
關
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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ω

全
國
的
及
區
域
的
（
基
督
）
教
會
議
會
的
角
色
，
它
們
的
成
就
和
困
難
。

也
應
該
注
意
在
神
學
的
教
學
和
研
究
中
具
備
大
公
幅
度
。

8旦

天
主
教
大
學
的
角
色

天
主
教
大
學
也
被
召
給
予
健
全
的
大
公
陶
成
。
適
當
的
措
施
可
以
舉
例
如
下
：

ω
當
科
目
有
此
要
求
時
，
要
對
教
學
及
研
究
的
方
法
上
尋
求
大
公
幅
度
﹔

ω
對
大
公
問
題
組
織
研
討
日
﹔

ω
為
了
聯
合
研
究
、
工
作
及
社
會
工
作
，
組
織
會
議
及
聚
會
，
撥
出
時
間
調
查
社
會

行
動
的
基
督
宗
教
的
原
則
，
以
及
如
何
使
它
實
踐
的
手
段
。
這
些
機
會
，
無
論
只

有
天
主
教
徒
參
與
，
或
是
使
天
主
教
友
及
其
他
基
督
徒
一
同
參
與
，
應
盡
力
與
在

此
領
域
有
進
展
的
機
構
推
行
合
作
﹔

ω
應
在
大
學
的
報
章
及
雜
諒
闢
欄
報
導
大
公
事
件
，
也
加
深
大
公
的
研
究
，
特
別
評

論
教
會
與
教
會
之
間
交
談
完
成
的
文
垃

.. 

ω
在
學
校
的
宿
舍
裹
，
特
別
建
議
在
天
主
教
學
生
與
其
他
基
督
教
學
生
之
間
能
有
好

戶h
d

ρ
n
u
 



的
關
係
。
在
適
當
的
輔
導
下
，
他
們
可
以
經
由
此
關
係
’
學
習
生
活
在
深
切
的
大

公
精
神
中
，
並
忠
於
為
他
們
的
基
督
宗
教
信
仰
而
作
證
﹔

ω
不
但
是
在
合
一
祈
禱
週
，
在
年
中
的
其
他
時
候
，
強
調
為
合
一
祈
禱
的
重
要
性
。

要
看
地
方
及
人
等
環
境
，
並
遵
循
有
關
分
享
敬
禮
、
在
有
神
師
領
導
的
共
同
退
省

的
規
則
，
可
以
籌
辦
﹔

仍
在
社
會
或
慈
善
事
業
方
面
，
可
以
有
共
同
作
證
的
廣
大
領
域
。
學
生
對
此
應
有
訓

練
並
受
到
鼓
勵
︱
不
僅
是
神
學
生
，
其
他
如
法
律
、
社
會
學
和
政
治
學
的
學
生
也

是
一
樣
。
由
於
他
們
的
貢
獻
，
學
生
能
幫
助
推
動
並
實
現
這
些
工
作
﹔

ω
專
職
司
鐸
、
學
生
的
輔
導
，
教
授
要
特
別
注
意
以
大
公
精
神
執
行
他
們
的
任
務
，

特
別
是
組
織
以
上
所
指
的
某
些
倡
導
。
此
一
義
務
要
求
他
們
對
教
會
的
教
義
有
深

刻
的
認
識
，
對
學
科
有
適
當
的
權
威
，
確
切
的
明
智
和
平
衡
的
態
度
﹔
這
一
切
優

長
能
使
他
們
幫
助
學
生
，
以
對
別
人
開
放
而
調
適
他
們
自
己
的
信
仰
生
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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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教
會
為
了
肩
負
起
他
的
大
公
任
務
，
需
要
一
群
在
這
方
面
的
專
家
︱
聖
職
人
、
會
士
、

男
女
平
信
徒
。
這
在
天
主
教
教
友
佔
多
數
的
地
區
也
有
必
要
。

ω

就
需
要
專
業
研
習
所
，
具
備
.. 

︱
有
關
大
公
主
義
的
適
當
文
獻
，
特
別
是
有
關
已
有
的
交
談
和
未
來
的
計
劃
﹔

︱
有
對
天
主
教
教
義
及
大
公
主
義
有
素
養
且
能
任
教
師
的
人
員
。

ω

這
些
研
習
所
要
盡
量
與
其
他
基
督
信
仰
傳
統
和
其
信
徒
中
的
專
家
合
作
，
負
起
大
公

運
動
的
研
究
﹔
他
們
應
組
織
大
公
眾
會
，
例
如
演
講
和
會
議
﹔
與
全
國
合
一
委
員
會

及
宗
座
合
一
委
員
會
保
持
連
繫
’
同
時
清
楚
了
解
目
前
各
教
會
之
間
交
談
的
情
形
和

已
達
成
的
進
度
。

ω

如
此
培
育
出
的
專
業
人
才
，
可
以
為
大
公
任
務
提
供
人
員
，
推
動
天
主
教
會
中
的
大

公
運
動
，
無
論
是
負
責
教
區
的
、
全
國
的
或
是
國
際
組
織
的
人
員
和
主
任
，
或
是
在

研
習
所
或
教
會
中
心
擔
任
大
公
課
程
的
教
師
，
或
是
在
他
們
的
環
境
中
作
推
行
實
在

的
大
公
精
神
和
行
動
的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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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
長
期
進
修

叭
教
義
的
培
育
和
學
習
的
經
驗
並
不
限
於
培
育
階
段
，
而
是
要
求
晉
秩
的
聖
職
人
和
牧
靈

人
員
不
斷
「
更
新
」
’
為
了
在
大
公
連
動
中
繼
續
進
展
。

主
教
與
修
會
會
長
在
為
聖
職
人
員
組
織
牧
靈
的
革
新
計
畫
時
︱
舉
辦
艱
會
、
演
講
、
退

省
、
月
退
省
或
牧
靈
問
題
之
研
究
等
︱
應
依
下
列
方
向
審
慎
注
意
大
公
主
義

.. 

ω
有
系
統
地
讓
司
鐸
、
會
士
、
執
事
及
平
信
徒
瞭
解
大
公
運
動
的
現
狀
，
使
他
們
能
將

大
公
觀
點
導
入
講
道
、
教
理
講
授
、
祈
禱
及
教
友
生
活
中
。
假
如
覺
得
適
宜
且
可
能
，

最
好
邀
請
其
他
教
會
的
聖
職
人
，
敘
述
他
們
的
傳
統
，
或
談
論
大
家
共
同
的
牧
靈
問

題
。

ω

如
有
機
會
並
有
教
區
主
教
同
意
，
天
主
教
的
聖
職
人
以
及
在
教
區
負
責
牧
靈
的
人
，

可
以
參
與
不
同
宗
派
的
聚
會
，
為
了
增
進
彼
此
的
關
係
’
並
設
法
一
起
解
決
牧
靈
問

題
。
為
使
這
類
活
動
有
具
體
的
形
式
，
最
好
設
立
地
方
及
區
域
的
司
鐸
議
會
或
善
會
，

或
參
與
類
似
而
已
存
在
的
社
圈
。

ω

神
學
院
及
研
習
所
以
及
修
院
和
其
他
培
育
機
構
，
能
對
長
期
進
修
有
所
貢
獻
，
或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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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
入
牧
靈
工
作
者
安
排
課
程
，
或
為
由
他
人
所
組
織
的
課
程
提
供
教
師
或
支
援
。

ω

以
下
工
作
也
非
常
有
益
：
經
由
地
方
教
會
的
媒
體
，
可
能
的
話
經
由
世
俗
的
媒
體
提

供
準
確
資
訊
﹔
以
其
他
教
會
和
教
團
的
媒
體
服
務
交
換
資
訊
﹔
與
教
區
的
和
全
國
的

大
公
委
員
會
有
持
久
而
有
系
統
的
交
往
，
為
所
有
作
此
工
作
的
天
主
教
友
對
大
公
運

動
的
發
展
提
供
具
體
而
最
新
的
文
件
。

ω

盡
量
利
用
各
種
靈
修
聚
會
，
發
掘
共
同
持
有
的
和
特
有
的
靈
修
成
分
。
這
些
聚
會
提

供
機
會
反
省
所
有
基
督
徒
的
合
一
和
為
修
好
的
祈
禱
。
不
同
教
會
及
教
團
的
成
員
參

與
是
項
聚
會
，
能
有
助
於
推
行
彼
此
的
了
解
和
增
進
屬
蠶
的
共
融
。

ω

最
後
，
希
望
定
期
評
估
大
公
活
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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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章

已
受
洗
者
之
間
的
生
活
及
靈
修
活
動
的
共
融

甲
、
聖
洗
聖
事

的
比
由
於
聖
洗
聖
事
，
一
個
人
真
正
與
基
督
結
合
並
加
入
其
教
會
，
他
再
生
分
享
天
主
性
生

命
－
O

三
。
因
此
，
聖
洗
成
了
因
洗
禮
而
重
生
者
之
間
的
聖
事
性
的
合
一
環
結
。
洗
禮
本
身
是

一
個
開
始
，
因
為
它
導
向
在
基
督
內
獲
得
圓
滿
的
生
命
。
因
而
它
引
人
信
仰
宣
誓
，
完
全
整

合
於
救
恩
計
畫
內
，
達
到
聖
體
的
共
融
－

o

囚
。
由
主
親
自
建
立
的
洗
禮
，
人
因
之
而
分
享
主

的
死
亡
與
復
活
，
包
括
歸
依
、
信
仰
、
罪
的
赦
免
及
聖
寵
的
恩
賜
。

m
m
洗
禮
是
用
水
和
經
文
施
行
的
，
它
清
楚
指
出
洗
禮
是
因
父
、
子
及
聖
神
之
名
完
成
的
。

因
此
非
常
重
要
的
是
所
有
基
督
門
徒
都
該
以
這
種
方
式
受
洗
，
而
不
同
的
教
會
和
教
團
，
盡

量
能
對
洗
禮
的
意
義
和
有
效
的
施
行
達
成
協
議
。

”
竭
誠
希
望
天
主
教
當
局
與
其
他
教
會
和
教
團
當
局
，
以
教
區
或
主
教
團
層
次
，
對
有
關

洗
禮
的
意
義
和
有
效
的
施
行
作
交
談
。
如
此
才
能
達
成
共
同
協
議
，
藉
以
表
達
彼
此
承
認
洗

禮
，
並
對
某
一
洗
禮
的
有
效
性
可
能
發
生
的
疑
問
進
行
審
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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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達
成
共
同
協
議
，
必
須
注
意
以
下
數
點

.. 

ω

以
浸
水
或
注
水
方
式
並
誦
念
聖
三
經
文
的
洗
禮
本
身
是
有
效
的
。
因
此
一
個
教
會
或

教
團
的
禮
節
，
禮
儀
書
或
所
訂
習
俗
規
定
以
上
所
指
洗
禮
方
式
者
，
聖
事
應
被
視
為

有
效
，
除
非
有
嚴
重
的
理
由
懷
疑
施
洗
者
是
否
遵
守
了
他
或
她
的
團
體
或
教
會
的
規

定
。

ω

施
洗
者
對
洗
禮
的
信
仰
不
夠
，
本
身
並
不
使
洗
禮
無
效
。
可
以
推
定
施
洗
者
的
足
夠

意
向
，
除
非
有
嚴
重
根
據
懷
疑
施
洗
者
願
意
做
教
會
所
意
圖
。

ω

凡
是
懷
疑
是
否
用
了
水
，
或
如
何
用
了
水
一
O

三
在
對
洗
禮
的
有
效
作
任
何
評
斷
以
前
，

為
了
對
聖
事
的
尊
重
以
及
對
這
些
教
團
的
敬
意
，
要
求
對
有
關
團
體
的
做
法
作
嚴
正

的
調
查
。

m

按
照
地
方
環
境
和
機
會
，
天
主
教
徒
可
以
與
其
他
基
督
徒
共
同
舉
行
紀
念
使
他
們
合
一

的
洗
禮
，
重
申
他
們
的
聖
洗
誓
願
度
完
美
的
基
督
徒
生
活
，
並
且
保
證
與
聖
神
的
恩
寵
合
作

努
力
治
療
基
督
徒
之
間
存
在
的
分
裂
。

呎
雖
然
由
於
洗
禮
一
個
人
與
基
督
結
合
而
加
入
祂
的
教
會
，
但
這
實
際
上
是
在
一
個
國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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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教
會
或
教
團
中
完
成
的
。
因
此
洗
禮
不
能
由
兩
個
屬
於
不
同
的
教
會
或
教
團
的
聖
職
人
一

起
施
行
。
而
且
依
照
天
主
教
會
的
禮
儀
和
神
學
傳
統
，
洗
禮
是
只
由
一
個
施
洗
者
舉
行
。
為

了
牧
靈
的
理
由
和
特
殊
情
況
，
地
方
教
長
可
以
許
可
另
外
一
個
教
會
或
教
團
的
聖
職
人
參
與

行
禮
，
誦
念
一
篇
讀
經
，
作
一
祈
禱
等
。
互
換
施
洗
者
是
可
以
的
，
就
是
當
洗
禮
在
另
一
個

團
體
舉
行
，
與
天
主
教
的
原
則
或
紀
律
並
不
衝
突
－

O

六
。

m
m
根
據
天
主
教
的
了
解
，
依
禮
儀
和
教
律
的
意
義
，
代
父
母
應
該
是
洗
禮
舉
行
的
教
會
或

教
圍
的
成
員
。
他
們
身
為
親
友
不
但
負
責
受
洗
者
（
或
領
堅
振
者
）
的
基
督
徒
教
育
，
他
們

也
是
一
個
信
仰
團
體
的
代
表
，
保
證
候
洗
者
的
信
仰
和
教
會
共
融
的
願
望
。

ω

不
過
，
基
於
共
同
的
洗
禮
，
以
及
血
親
或
友
誼
，
一
個
屬
於
另
外
教
團
的
受
過
洗
的

人
，
可
以
被
許
在
洗
禮
中
作
證
人
，
但
只
是
與
一
位
天
主
教
的
代
父
母
一
起
一

O

七
。

一
個
天
主
教
徒
也
可
以
為
在
另
一
個
教
團
中
受
洗
的
人
擔
任
證
人
。

ω
由
於
天
主
教
會
與
東
正
教
會
之
間
的
密
切
關
係
’
為
了
正
當
理
由
，
可
以
許
一
個
東

正
教
徒
在
一
個
天
主
教
嬰
孩
或
成
人
的
洗
禮
中
，
與
天
主
教
代
父
母
一
起
作
代
父
母
，

只
要
能
為
洗
禮
者
提
供
天
主
教
教
育
，
而
且
知
道
此
代
父
母
是
合
適
的
一
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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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
不
禁
止
天
主
教
徒
在
東
正
教
會
擔
任
代
父
母
職
，
假
如
他
或
她
被
邀
請
。
如
此
，
為

領
洗
者
提
供
基
督
徒
教
育
的
義
務
，
首
先
歸
於
受
洗
孩
童
所
屬
教
會
的
代
父
母
身
上
一

O

內
心
。

”
每
一
個
基
督
徒
，
為
了
良
心
上
的
宗
教
理
由
，
有
權
自
由
決
定
與
天
主
教
有
圓
滿
的
共

融
一
O

九
。
為
準
備
這
位
願
意
被
接
納
與
天
主
教
會
有
圓
滿
共
融
者
的
工
作
，
本
質
上
是
與
大

公
活
動
不
同
的
一
一
0

。
成
人
入
門
聖
事
禮
典
中
提
供
有
接
受
這
樣
的
人
與
天
主
教
圓
滿
共
融

的
儀
式
。
不
過
在
此
種
個
案
及
混
合
婚
姻
的
個
案
中
，
天
主
教
會
當
局
可
以
看
，
是
否
需
要

調
查
己
受
洗
禮
的
有
效
與
否
。
在
作
此
項
調
查
時
，
要
遵
守
以
下
建
議

c

ω

在
不
同
的
東
方
教
會
中
所
施
行
的
洗
禮
的
有
效
性
，
毫
無
疑
問
。
只
要
確
定
洗
禮
的

事
實
即
可
。
在
這
些
教
會
中
，
堅
振
聖
事
（
內

z
m
Z
Z

〉
4
5
2

）
是
由
司
鐸
在
授
洗

的
同
時
適
當
地
施
行
的
。
因
此
往
往
在
聖
洗
的
證
件
中
並
不
提
到
堅
振
一
事
。
這
並

不
予
人
理
由
要
懷
疑
已
領
受
過
這
件
聖
事
。

ω

至
於
其
他
教
會
及
教
團
的
基
督
徒
，
在
思
考
一
個
基
督
徒
的
洗
禮
的
有
效
性
前
，
應

該
看
在
有
關
地
區
或
地
方
的
教
會
和
教
團
之
間
，
對
洗
禮
是
否
有
協
議
，
並
且
看
事

實
上
洗
禮
是
否
根
據
協
議
施
行
的
。
不
過
必
須
注
意
對
洗
禮
沒
有
正
式
的
協
議
，
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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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必
然
引
人
懷
疑
洗
禮
的
有
效
性
。

ω

這
些
基
督
徒
如
果
持
有
教
會
官
方
證
件
，
沒
有
理
由
懷
疑
在
他
們
的
教
會
和
教
團
所

授
洗
禮
的
有
效
性
，
除
非
在
特
殊
個
案
中
，
審
查
明
明
顯
示
有
嚴
正
理
由
懷
疑
下
列

某
一
點
：
在
授
洗
時
所
用
之
水
及
儀
式
和
經
文
，
領
洗
成
人
的
意
向
，
或
施
洗
者
的

意
向
二
一
。

ω

假
如
在
仔
細
調
查
後
，
對
洗
禮
的
適
當
施
行
尚
有
嚴
重
疑
問
，
而
且
研
判
必
須
附
條

件
授
洗
，
天
主
教
施
洗
者
應
該
表
達
正
確
的
教
義
，
即
向
有
關
的
人
解
釋
洗
禮
只
能

領
受
一
次
，
同
時
為
什
麼
他
要
附
條
件
受
洗
，
有
條
件
洗
禮
儀
式
的
意
義
。
此
外
，

有
條
件
洗
禮
的
儀
式
應
該
私
下
而
非
公
開
舉
行
一
三
。

ω

希
望
東
方
天
主
教
會
主
教
會
議
及
（
西
方
）
主
教
團
，
公
佈
接
受
在
其
他
教
會
及
教

團
受
洗
的
基
督
徒
入
圓
滿
共
融
的
指
示
。
應
該
注
意
他
們
並
非
望
教
者
的
事
實
，
以

及
他
們
對
基
督
信
仰
所
有
的
知
識
和
實
踐
的
等
級
。

m
M根
據
成
人
入
門
聖
事
禮
典
，
那
些
第
一
次
信
奉
基
督
的
人
，
一
般
都
是
在
復
活
前
夕
受

洗
。
凡
是
此
禮
儀
也
包
括
接
受
已
領
洗
者
進
入
圓
滿
共
融
時
，
應
該
對
他
們
和
那
尚
未
領
受

A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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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
洗
禮
者
之
間
有
清
楚
的
區
分
。

肌
以
目
前
我
們
與
十
六
世
紀
改
革
宗
教
會
團
體
之
間
的
關
係
，
我
們
借
未
達
成
有
關
堅
振

聖
事
的
意
義
或
聖
事
本
質
或
此
聖
事
之
施
行
的
協
議
。
因
此
依
目
前
的
環
境
，
從
這
些
團
體

進
入
與
天
主
教
會
圓
滿
共
融
的
人
，
在
領
聖
體
前
，
必
須
根
據
天
主
教
會
的
教
義
和
禮
節
領

受
堅
振
。乙

、
分
享
靈
修
的
活
動
和
資
源

FHU 
司t

一
般
原
則

m
M基
督
徒
應
該
受
到
鼓
勵
分
享
靈
修
活
動
和
資
源
，
就
是
分
享
他
們
共
有
的
靈
修
祖
業
，

依
照
適
合
於
他
們
目
前
分
離
狀
態
的
方
式
和
程
度
二
三
。

間
所
謂
「
分
享
靈
修
活
動
和
資
源
」
包
括
共
同
奉
獻
祈
禱
，
狹
義
的
分
享
禮
儀
崇
拜
，
猶

如
下
面
－
5
號
所
指
，
另
外
是
共
用
聖
所
和
必
要
的
聖
物
。

川
的
指
示
此
類
靈
修
分
享
的
原
則
如
下
.. 



ω

雖
然
有
嚴
重
的
困
難
阻
止
圓
滿
的
教
會
共
融
，
可
是
所
有
由
於
洗
禮
而
與
基
督
結
合

的
人
，
分
享
很
多
基
督
徒
生
活
的
因
素
。
因
此
基
督
徒
之
間
存
在
著
實
在
的
，
即
使

是
不
完
美
的
共
融
，
這
可
由
各
種
方
式
來
表
達
，
包
括
分
享
祈
禱
和
禮
儀
崇
拜
二

固
，
這
在
下
一
條
文
中
指
示
出
。

ω

根
據
天
主
教
信
仰
，
天
主
教
會
接
受
了
整
個
的
啟
示
真
理
和
所
有
得
救
的
方
法
，
這

是
恩
惠
不
能
遺
失
二
五
。
不
過
，
在
屬
於
天
主
教
會
的
成
分
和
恩
惠
中
（
例
如
文
字

的
天
主
聖
言
，
恩
寵
生
活
，
信
望
愛
等
）
，
有
許
多
能
夠
在
它
有
形
的
範
圈
外
存
在
。

未
與
天
主
教
會
有
圓
滿
共
融
的
教
會
和
教
團
，
絕
對
沒
有
被
剝
奪
了
救
恩
奧
蹟
中
的

意
義
和
價
值
，
因
為
基
督
的
聖
神
沒
有
停
止
應
用
它
們
作
為
得
救
的
方
法
二
六
。
依

照
每
一
個
教
會
或
教
團
的
條
件
，
方
法
雖
不
一
，
它
們
的
禮
拜
能
夠
滋
養
參
與
者
的

恩
寵
生
活
，
並
提
供
得
救
共
融
的
門
徑
二
七
。

ω

因
此
，
分
享
靈
修
活
動
和
資
源
應
該
反
映
兩
件
事
.. 

扎
在
基
督
徒
之
間
已
存
在
的
並
在
他
們
的
祈
禱
和
禮
儀
崇
拜
中
所
表
達
的
，
在
聖

神
的
生
活
內
的
實
在
共
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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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由
於
信
仰
和
了
解
的
差
異
，
此
共
融
的
不
完
整
特
色
，
因
而
無
法
不
受
限
制
地

彼
此
分
享
靈
修
資
源
。

ω

忠
於
這
種
複
雜
的
現
實
，
必
須
為
靈
修
分
享
建
立
規
範
’
注
意
有
關
教
會
和
教
團
的

不
同
的
教
會
情
況
，
如
此
當
基
督
徒
重
視
並
喜
樂
於
他
們
共
有
的
靈
修
資
產
時
，
也

能
更
意
識
到
必
須
克
服
目
前
所
有
的
分
離
。

ω

既
然
共
同
舉
行
感
恩
祭
是
該
教
會
的
聖
職
人
，
有
形
的
表
達
與
天
主
教
會
的
信
仰
、

敬
禮
和
團
體
生
活
的
圓
滿
共
融
，
因
此
不
許
可
與
其
他
教
會
或
教
團
的
聖
職
人
共
同

舉
行
感
恩
祭
三
八
c

間
既
然
有
限
度
地
分
享
靈
修
的
活
動
和
資
源
，
是
以
往
比
的
善
意
和
愛
德
，
為
基
督
徒
之

間
的
增
長
和
諧
有
所
貢
獻
，
因
此
該
有
某
種
「
互
惠
」

心
川
敦
勸
在
合
適
的
天
主
教
當
局
和
其
他
教
會
當
局
之
間
，
對
此
種
分
享
進
行
協
商
，
根
據

不
同
團
體
的
教
義
和
傳
統
，
尋
求
合
法
互
惠
的
可
能
性

3

間
天
主
教
徒
應
該
對
其
他
教
會
及
教
團
的
禮
儀
和
聖
事
的
規
律
表
示
衷
心
的
尊
重
，
而
他

們
對
天
主
教
的
規
範
也
要
表
示
尊
重
。
上
述
協
商
的
目
標
之
一
是
互
相
更
了
解
彼
此
的
規
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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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如
何
處
理
一
個
教
會
發
生
問
題
的
規
律
，
或
與
另
一
教
會
的
規
律
有
衝
突
時
的
處
理
，
最

好
有
協
議
。共

同
祈
禱

m
m
假
如
合
適
，
可
以
鼓
勵
天
主
教
徒
依
教
會
規
定
，
和
其
他
教
會
或
教
團
的
基
督
徒
聯
合

祈
禱
。
此
類
共
同
祈
禱
，
為
求
得
合
一
的
恩
寵
一
定
是
最
有
效
的
方
法
。
這
種
祈
禱
是
天
主

教
徒
和
其
他
基
督
徒
尚
有
的
關
係
的
其
實
表
達
二
九
。
一
起
祈
禱
本
身
是
屬
靈
的
和
好
途
徑
。

防
建
議
天
主
教
徒
與
其
他
基
督
徒
共
同
祈
禱
，
這
樣
他
們
可
以
把
他
們
共
有
的
需
要
和
問

題
呈
獻
在
天
主
台
前
，
例
如
和
平
、
社
會
關
懷
、
民
眾
間
的
相
互
愛
德
、
家
庭
的
尊
嚴
、
貧

窮
的
後
果
、
饑
餓
及
暴
力
等
。
依
照
環
境
，
當
一
個
國
家
、
地
區
或
團
體
，
願
意
共
同
舉
行

感
恩
或
求
天
主
時
，
或
在
國
慶
日
，
公
開
的
災
害
或
悲
傷
時
，
紀
念
為
國
捐
軀
者
的
日
子
等
，

也
可
以
共
同
祈
禱
。
這
類
祈
禱
也
可
以
在
基
督
徒
開
研
討
會
或
共
同
行
為
時
舉
行
。

間
不
過
一
起
祈
禱
特
別
要
關
係
到
恢
復
基
督
徒
的
合
一
而
作
。
可
以
有
的
中
心
題
目
，
如
﹒

教
會
的
奧
蹟
和
合
一
，
聖
洗
是
合
一
的
聖
事
性
環
結
，
或
是
個
人
和
團
體
生
活
的
革
新
是
達

成
合
一
的
必
要
途
徑
。
此
類
祈
禱
特
別
建
議
在
「
為
基
督
徒
合
一
祈
禱
週
」
或
在
耶
穌
升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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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
及
聖
神
降
臨
節
之
間
舉
行
。

山
有
關
的
教
會
，
教
團
或
其
他
族
群
的
代
表
要
合
作
一
起
來
準
備
這
項
祈
禱
。
他
們
要
一

起
決
定
每
一
個
單
位
擔
任
角
色
的
方
法
，
選
擇
主
題
並
挑
選
讀
經
、
歌
曲
及
禱
文
。

ω

在
這
樣
的
禮
拜
中
，
任
何
讀
經
、
祈
禱
和
歌
曲
都
可
以
表
示
所
有
基
督
信
徒
所
共
有

的
信
仰
或
靈
修
生
活
。
可
以
有
勸
言
、
致
詞
，
或
採
用
共
同
的
基
督
信
仰
的
祖
業
所

做
的
聖
經
默
想
﹔
而
且
可
以
促
進
相
互
的
善
意
和
合
一

ω

應
該
注
意
所
用
的
聖
經
譯
文
是
大
家
所
能
接
受
的
，
而
且
是
忠
於
原
文
的
翻
譯
。

ω

希
望
這
種
禮
拜
的
架
構
能
注
意
到
團
體
祈
禱
的
不
同
模
式
，
附
合
許
多
教
會
及
教
團

的
禮
儀
改
革
，
特
別
注
意
共
同
流
傳
下
的
歌
曲
及
採
自
讀
經
和
禮
儀
禱
文
的
經
文
。

ω

如
果
禮
拜
是
由
天
主
教
徒
和
東
方
教
之
一
的
人
一
起
做
，
特
別
要
注
意
每
個
教
會
的

禮
儀
規
定
，
符
合
下
面

5

號
所
指
示
。

也
雖
然
教
堂
是
一
個
團
體
平
常
舉
行
自
己
禮
儀
的
場
所
，
上
述
的
共
同
禮
拜
可
以
在
相
關

團
體
的
一
個
教
堂
舉
行
，
如
果
參
與
者
都
接
受
的
話
。
無
論
用
什
麼
場
地
，
要
使
大
家
舒
適
，

妥
善
地
準
備
，
引
人
熱
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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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如
果
參
與
者
有
共
識
，
在
禮
節
中
擔
任
職
務
的
人
，
可
以
穿
著
合
乎
他
教
會
等
級
和
禮

儀
性
質
的
服
裝
。

山
在
那
些
有
適
當
的
陶
成
和
經
驗
的
人
的
領
導
下
，
在
某
些
情
況
下
，
可
以
安
排
靈
修
的

分
享
，
如
退
省
日
、
避
靜
、
研
究
和
分
享
靈
修
傳
統
的
小
組
，
以
及
深
切
研
究
共
同
靈
修
生

活
的
較
固
定
的
善
會
。
常
常
應
該
嚴
正
注
意
有
關
在
教
義
上
實
有
的
區
別
，
和
天
主
教
會
對

聖
事
分
享
的
訓
誨
和
規
定
。

的
既
然
主
日
的
感
恩
祭
禮
是
整
個
禮
儀
年
的
基
礎
和
中
心
一
二

0

，
天
主
教
徒
︱
東
方
教
會

教
徒
依
他
們
自
己
的
法
律
三
三
︱
有
義
務
在
主
日
及
法
定
節
日
參
與
彌
撒
三
三
。
因
此
在
主

日
舉
辦
大
公
禮
拜
是
不
當
的
，
應
該
知
道
即
使
天
主
教
徒
參
加
大
公
禮
拜
或
其
他
教
會
和
教

團
的
禮
拜
，
主
日
和
節
日
參
與
彌
撒
的
義
務
還
是
存
在
。

一80

分
享
非
聖
事
的
禮
儀
崇
拜

山
山
所
謂
禮
儀
崇
拜
是
指
依
照
一
個
教
會
或
教
團
的
經
書
、
規
定
和
習
俗
所
舉
行
的
崇
拜
，

由
那
教
會
或
團
體
的
聖
職
人
或
代
表
所
主
持
。
此
禮
儀
崇
拜
可
以
是
非
聖
事
性
的
，
或
是
舉



行
基
督
宗
教
的
一
件
聖
事
。
這
裡
所
談
的
是
非
聖
事
的
崇
拜
。

的
在
某
些
情
況
下
，
一
個
教
會
的
正
式
的
祈
禱
，
比
為
此
機
會
所
準
備
的
大
公
禮
拜
更
好
。

參
與
這
樣
的
禮
節
如
晨
禱
、
晚
禱
，
特
別
守
夜
等
，
能
使
不
同
禮
儀
傳
統
的
人
！
天
主
教
、

東
正
教
、
英
國
教
及
更
正
教
︱
彼
此
更
了
解
其
他
教
會
的
團
體
祈
禱
，
更
深
切
地
分
享
往
往

從
共
同
的
根
所
發
展
出
的
傳
統
。

郎
在
其
他
教
會
及
教
團
舉
行
禮
儀
時
，
鼓
勵
天
主
教
徒
參
與
他
們
作
客
的
教
會
的
聖
詠
、

答
唱
一
詠
、
歌
曲
及
共
同
行
動
。
假
如
主
人
邀
請
，
也
可
讀
經
或
講
道
。

的
有
關
參
與
此
類
禮
儀
，
應
該
細
心
注
意
所
有
有
闋
的
基
督
徒
團
體
的
聖
職
界
及
教
友
們

的
感
受
，
也
要
注
意
當
地
因
不
同
時
候
、
地
點
、
人
及
環
境
而
不
同
的
習
俗
。
在
天
主
教
的

禮
儀
中
，
其
他
教
會
及
教
團
的
聖
職
人
，
可
以
依
照
他
們
的
階
級
及
角
色
有
座
位
及
禮
儀
榮

譽
，
假
如
評
斷
是
合
宜
的
。
天
主
教
的
聖
職
人
被
邀
出
席
其
他
教
會
或
教
團
的
禮
節
，
可
以

穿
著
合
乎
他
們
職
位
的
服
裝
或
標
識
，
假
如
主
人
同
意
。

即
依
地
方
教
長
的
明
智
審
斷
，
可
以
許
非
天
主
教
會
或
教
圓
的
教
友
舉
行
天
主
教
會
的
贖

葬
禮
，
如
確
定
其
無
相
反
意
願
而
且
無
法
找
到
其
教
會
的
聖
職
人
一
二
一
二
，
而
教
會
法
的
一
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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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
定
並
不
禁
止
一
二
囚
。

山
為
了
天
主
教
徒
的
益
處
而
通
常
給
予
的
祝
福
，
也
可
以
依
祝
福
的
性
質
和
對
象
，
給
予

要
求
祝
福
的
其
他
基
督
徒
。
公
開
為
其
他
基
督
徒
，
生
者
或
亡
者
祈
禱
，
在
禮
儀
中
的
禱
文

和
其
他
祈
願
中
，
可
以
為
其
他
教
會
和
教
團
和
其
領
袖
的
需
要
及
意
向
獻
上
祈
禱
，
但
不
可

在
彌
撒
的
感
恩
經
中
。
古
代
基
督
宗
教
禮
儀
及
教
會
傳
統
，
允
許
在
感
恩
經
內
只
可
提
及
那

些
與
獻
祭
者
的
教
會
有
圓
滿
共
融
的
人
名
。

分
享
聖
事
生
活
，
特
別
是
聖
體
聖
事

一 82

﹝
與
不
同
東
方
教
會
成
員
分
享
聖
事
生
活

自
在
天
主
教
會
與
尚
未
和
他
圓
滿
共
融
的
東
方
教
會
之
間
，
在
信
仰
上
還
保
有
非
常
密
切

的
共
融
一
二
五
。
況
且
「
在
這
些
教
會
中
，
因
著
舉
行
主
的
感
恩
祭
，
天
主
的
教
會
得
以
建
立

和
成
長
」
且
「
這
些
教
會
雖
與
我
們
分
離
，
卻
仍
保
有
真
正
的
聖
事
，
尤
其
因
為
繼
承
宗
徒
，

而
保
有
聖
秩
與
聖
體
... 

」
三
六
。
這
就
提
供
教
會
學
的
和
聖
事
的
基
礎
，
依
天
主
教
會
的
了



解
，
允
許
並
提
倡
與
這
些
教
會
有
某
種
在
禮
儀
崇
拜
，
尤
其
是
聖
體
聖
事
的
分
享
，
「
只
要

環
境
適
宜
，
有
教
會
當
局
的
社
准
」
一
二
七
。
不
過
要
知
道
，
東
方
教
會
根
據
他
們
本
身
的
教

會
學
了
解
，
在
這
方
面
可
能
有
較
嚴
的
規
定
，
別
人
應
予
以
尊
重
。
牧
人
應
仔
細
告
訴
信
友
，

使
他
們
清
楚
知
道
此
類
禮
儀
崇
拜
中
的
分
享
的
真
正
理
由
，
以
及
與
此
有
闋
的
各
項
規
定
。

的
如
果
有
必
要
或
是
真
正
有
靈
修
上
的
益
處
，
只
要
能
避
免
錯
誤
或
冷
漠
，
依
法
任
何
天

主
教
徒
由
於
身
體
或
事
實
上
不
可
能
找
到
天
主
教
聖
職
人
，
可
從
東
方
教
會
的
聖
職
人
的
手

領
受
懺
悔
、
聖
體
及
傅
油
聖
事
一
二
八
。

凶
既
然
天
主
教
和
東
方
教
對
勤
領
聖
體
，
領
聖
體
前
告
解
和
聖
體
齋
的
習
慣
不
同
，
應
注

意
勿
因
天
主
教
徒
不
照
東
方
習
俗
而
使
東
方
基
督
徒
產
生
一
旦
惑
和
懷
疑
。
一
個
天
主
教
徒
合

法
地
願
與
東
方
基
督
徒
交
流
，
應
盡
量
尊
重
東
方
的
規
定
，
假
如
那
個
教
會
限
定
只
給
自
己

的
教
友
不
給
別
人
送
聖
體
，
那
麼
應
該
避
免
去
領
聖
體
。

的
天
主
教
聖
職
人
可
以
合
法
地
給
東
方
教
會
的
人
施
行
告
解
、
聖
體
及
病
人
傅
油
聖
事
，

假
如
他
自
由
要
求
而
妥
善
準
備
好
領
受
。
在
這
些
個
案
中
，
也
應
該
注
意
到
東
方
教
會
對
他

們
自
己
的
信
友
所
有
規
定
，
並
應
避
免
任
何
改
教
意
圖
一
二
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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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天
主
教
徒
如
被
邀
可
在
東
方
教
會
的
聖
事
禮
儀
中
讀
經
。
一
個
東
方
基
督
徒
也
可
被
請

在
天
主
教
會
的
類
似
儀
式
中
讀
經
。

的
天
主
教
聖
職
人
可
以
列
席
並
參
加
在
雙
方
是
東
方
基
督
徒
，
或
一
個
是
天
主
教
徒
和
一

個
是
東
方
基
督
徒
在
東
方
教
會
所
舉
行
的
婚
禮
，
假
如
為
東
方
教
會
當
局
所
請
，
而
且
合
乎

以
下
對
混
合
婚
姻
所
規
定
的
細
則
。

自
一
個
東
方
教
會
的
人
，
可
以
在
天
主
教
堂
舉
行
的
婚
禮
中
，
擔
任
男
債
相
或
女
債
相
﹔

一
個
天
主
教
徒
也
可
在
東
方
教
堂
適
當
舉
行
的
婚
禮
中
擔
任
債
相
。
總
之
這
種
做
法
應
該
符

合
雙
方
教
會
對
參
與
婚
禮
的
要
求
所
有
的
一
般
規
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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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與
其
他
教
會
及
教
圓
的
基
督
徒
分
享
聖
事
生
活

四
聖
事
是
基
督
和
教
會
經
由
聖
神
而
有
的
行
為
三
－
0

。
在
一
個
具
體
的
團
體
中
所
舉
行
的

聖
事
，
是
團
體
在
信
仰
、
敬
禮
和
團
體
生
活
內
合
一
的
事
實
的
記
號
。
身
為
標
記
，
聖
事
︱

尤
其
是
聖
體
聖
事
︱
是
基
督
徒
團
體
合
一
和
靈
修
生
活
的
源
由
，
也
是
建
立
團
體
和
其
生
活

的
方
法
。
為
此
領
聖
體
和
圓
滿
的
教
會
共
融
及
其
有
形
的
表
達
是
不
可
分
的
。



同
時
，
天
主
教
會
的
訓
導
說
，
由
於
洗
禮
，
其
他
教
會
或
教
團
的
成
員
也
與
天
主
教

會
有
著
實
在
的
，
即
使
是
不
完
美
的
共
融
三
二
，
而
「
洗
禮
是
形
成
那
些
藉
此
而
重
生
的
人

之
間
合
一
的
聖
事
性
關
係
...... 

完
全
導
向
獲
取
在
基
督
內
的
圓
滿
生
命
」
三
三
。
為
己
領
洗

的
人
，
聖
體
聖
事
精
神
食
糧
，
使
他
們
能
克
服
罪
過
而
活
基
督
自
己
的
生
命
，
更
深
切
地
與

基
督
結
合
，
而
更
強
烈
地
分
享
基
督
奧
蹟
的
整
個
計
書
了

是
根
據
這
兩
個
必
須
一
起
注
意
的
基
本
原
則
，
天
主
教
會
通
常
只
允
許
那
些
在
與
他

的
信
仰
、
敬
禮
和
教
會
生
活
上
一
致
的
人
，
領
受
聖
體
、
懺
悔
和
病
人
傅
油
聖
事
三
三
。
為

了
相
同
的
理
由
，
天
主
教
會
在
某
些
情
況
下
，
作
為
例
外
並
附
某
些
條
件
，
許
可
或
甚
至
推

介
其
他
教
會
及
教
團
的
人
領
受
這
些
聖
事
三
四
。

即
在
有
死
亡
危
險
時
，
天
主
教
聖
職
人
，
如
附
合
下
述
（3
－
號
）
之
條
件
，
可
以
施
予
這

些
聖
事
。
在
其
他
個
案
，
建
議
教
區
主
教
在
參
照
主
教
團
或
東
方
天
主
教
主
教
會
議
對
此
事

所
訂
規
則
後
，
制
定
一
般
規
則
以
審
斷
嚴
重
情
況
和
迫
切
需
求
，
以
及
證
實
以
下
所
提
之
條

件
（
2

號
）
三
五
。
根
據
天
主
教
法
典
三
一
六
，
在
訂
立
這
屆
二
般
規
則
之
前
，
至
少
應
與
當

地
其
他
有
關
教
會
或
教
團
的
當
局
商
酌
。
天
主
教
聖
職
人
，
在
附
合
這
些
已
訂
的
規
則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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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審
斷
各
個
案
而
施
行
這
些
聖
事
。
否
則
他
們
要
依
本
指
南
的
規
範
去
審
定
。

m

一
個
天
主
教
聖
職
人
可
以
為
一
個
符
合
上
述
（
﹜
凶
。
號
）
環
境
的
已
領
洗
者
，
施
行
聖
體
、

懺
悔
及
病
人
傅
油
聖
事
的
條
件
是
，
那
人
無
法
從
他
本
人
的
教
會
或
教
圍
的
聖
職
人
手
中
領

受
所
要
的
聖
事
，
他
自
動
要
求
領
受
，
表
示
對
此
聖
事
有
與
天
主
教
同
樣
的
信
仰
而
有
妥
善

準
備
三
七
。

血
根
據
天
主
教
有
關
聖
事
及
其
有
效
性
的
道
理
，
一
個
天
主
教
徒
處
於
以
上
C
U
O及
5

號
）

所
指
環
境
時
，
只
能
向
一
個
在
其
教
會
內
這
些
聖
事
是
有
效
的
聖
職
人
，
要
求
領
受
這
些
聖

事
，
或
是
向
一
個
依
天
主
教
有
關
授
予
聖
秩
的
教
義
有
效
晉
秩
者
請
領
聖
事
。

即
在
天
主
教
會
所
舉
行
的
感
恩
祭
中
，
讀
經
應
由
此
教
會
的
成
員
誦
念
。
在
特
殊
機
會
及

由
於
正
當
理
由
，
教
區
主
教
可
以
允
許
其
他
教
會
或
教
團
的
一
個
成
員
，
擔
任
讀
經
員
職
務
。

即
在
天
主
教
的
感
恩
禮
儀
中
，
禮
儀
本
身
的
一
部
分
講
道
是
由
司
鐸
或
執
事
所
保
留
的
，

因
為
講
道
是
闡
明
信
德
的
奧
蹟
和
基
督
徒
依
照
天
主
教
教
義
和
傳
統
生
活
的
規
律
二
一
犬
。

自
在
感
恩
禮
以
外
的
讀
經
和
講
道
，
則
應
遵
守
上
述
（
＝
∞
號
）
的
規
則
。

助
其
他
教
會
或
教
團
的
成
員
，
可
以
在
天
主
教
會
所
舉
行
的
婚
禮
中
擔
任
證
人
。
天
主
教

ρ
n
u
 

。
。



徒
也
可
在
其
他
教
會
或
教
團
所
舉
行
的
婚
禮
中
擔
任
證
人
。

分
享
其
他
靈
修
生
活
與
活
動
的
資
源

白
天
主
教
堂
是
祝
聖
過
的
或
是
祝
福
過
的
建
築
’
為
天
主
教
團
體
有
重
要
的
神
學
和
禮
儀

的
意
義
。
因
此
教
堂
通
常
是
為
天
主
教
敬
禮
所
保
留
。
不
過
，
假
如
與
天
主
教
會
尚
未
圓
滿

共
融
的
司
鐸
、
聖
職
人
或
團
體
，
為
了
適
當
舉
行
他
們
的
宗
教
禮
儀
而
無
場
所
或
禮
儀
用
品

時
，
教
區
主
教
可
以
許
他
們
應
用
教
堂
或
天
主
教
的
建
築
物
，
以
及
惜
與
他
禮
儀
所
必
需
的

用
品
。
在
同
樣
的
情
況
下
，
也
可
許
他
們
埋
葬
在
天
主
教
公
墓
或
在
公
墓
舉
行
葬
禮

o
s

m

由
於
社
會
的
發
展
，
人
口
的
急
速
成
長
和
都
市
化
以
及
財
務
的
動
機
，
凡
在
團
體
之
間

有
良
好
的
大
公
關
係
及
了
解
，
預
約
長
期
的
共
同
擁
有
並
應
用
教
堂
，
是
很
實
用
的
事
。

凹
假
如
是
教
區
主
教
給
予
這
種
所
有
權
或
使
用
權
的
認
可
，
並
依
照
主
教
團
或
聖
座
可
能

制
定
的
規
則
，
對
保
存
聖
體
一
事
應
該
特
別
注
意
，
這
一
個
問
題
的
解
決
，
應
該
根
據
健
全

的
聖
事
神
學
和
該
有
的
尊
敬
，
同
時
也
要
注
意
到
將
應
用
此
建
築
物
的
人
的
感
受
，
比
如
建

立
一
個
分
開
的
房
間
或
小
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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叭
的
在
設
計
共
用
的
建
築
前
，
有
關
團
體
的
當
局
應
該
先
要
達
成
協
議
，
看
如
何
遵
守
他
們

不
同
的
規
律
，
尤
其
是
有
關
聖
事
的
。
此
外
應
訂
有
書
面
協
議
，
清
楚
而
適
當
地
注
意
到
有

關
財
務
的
問
題
，
以
及
教
會
法
和
民
法
的
義
務
。

間
在
天
主
教
學
校
和
機
構
中
，
應
該
盡
量
尊
重
屬
於
其
他
教
會
或
教
團
的
師
生
的
信
仰
和

良
知
。
依
照
學
校
和
機
構
本
身
所
核
准
的
章
程
，
校
方
主
管
應
該
讓
其
他
團
體
的
聖
職
人
，

方
便
在
校
的
信
徒
得
到
靈
修
的
和
聖
事
的
照
顧
。
只
要
環
境
許
可
並
有
教
區
主
教
的
批
准
，

可
以
提
供
天
主
教
的
設
施
，
包
括
聖
堂
或
經
堂
。

昀
在
天
主
教
所
辦
的
醫
院
、
安
老
院
和
類
似
的
機
構
內
，
有
關
當
局
應
及
時
通
知
其
他
團

體
的
司
鐸
及
聖
職
人
，
院
內
有
他
們
的
信
徒
，
給
予
他
們
一
切
便
利
來
探
望
這
些
人
，
並
在

莊
嚴
和
尊
敬
的
條
件
下
，
給
予
靈
修
的
和
聖
事
的
服
務
，
包
括
使
用
經
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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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
、
混
合
婚
姻

的
指
南
的
這
一
部
分
，
並
不
想
廣
泛
討
論
有
關
目
前
基
督
徒
婚
禮
的
舉
行
，
或
是
對
基
督

徒
家
庭
所
作
牧
靈
工
作
的
一
切
牧
靈
及
教
律
的
問
題
，
因
為
類
似
的
問
題
是
每
位
主
教
或
區



域
的
主
教
團
的
一
般
牧
職
部
分
。
下
面
所
談
的
集
中
於
和
混
合
婚
姻
有
關
的
特
殊
問
題
，
應

在
這
種
背
景
下
去
了
解
。
所
謂
「
混
合
婚
姻
」
是
指
一
個
天
主
教
徒
和
一
個
尚
未
與
天
主
教

會
圓
滿
共
融
的
己
領
洗
的
基
督
徒
之
間
的
婚
姻
三
一
九
。

俐
在
一
切
婚
姻
中
，
教
會
首
先
關
心
的
是
加
強
並
穩
定
不
可
分
散
的
夫
婦
的
結
合
，
以
及

從
此
結
合
而
產
生
的
家
庭
生
活
。
構
成
婚
姻
狀
態
的
二
人
的
完
美
結
合
和
完
整
的
共
同
生
活
，

當
雙
方
屬
於
同
一
信
仰
團
體
時
，
更
容
易
確
保
。
況
且
，
在
教
會
和
教
團
代
表
之
間
的
交
談

所
獲
取
的
實
際
經
驗
和
觀
察
，
證
明
混
合
婚
姻
為
夫
婦
自
己
、
他
們
所
生
子
女
，
在
保
持
他

們
基
督
徒
的
信
仰
和
承
諾
以
及
家
庭
生
活
的
和
諧
，
時
常
出
現
困
難
。
為
了
這
一
切
理
由
，

同
一
個
教
會
團
體
的
人
之
間
的
婚
姻
，
常
是
推
介
和
鼓
勵
的
目
標
。

悶
不
過
，
由
於
世
界
各
地
混
合
婚
姻
數
目
的
劇
增
，
教
會
把
準
備
締
結
這
樣
的
婚
姻
，
或

已
締
結
這
種
婚
姻
的
夫
婦
，
涵
蓋
在
教
會
最
迫
切
的
牧
靈
關
懷
之
內
。
這
些
婚
姻
，
即
使
有

他
們
特
有
的
困
難
，
卻
「
含
有
許
多
可
以
妥
善
應
用
和
發
展
的
因
素
，
不
但
由
於
它
內
在
的

價
值
，
也
是
因
為
它
有
助
於
合
一
運
動
。
尤
其
當
男
女
雙
方
都
忠
於
他
們
宗
教
責
任
峙
。
他

們
共
同
的
洗
禮
和
恩
寵
的
活
力
，
使
這
種
婚
姻
中
的
夫
婦
，
在
道
德
和
精
神
價
值
方
面
，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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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達
合
一
的
基
礎
和
動
機
」
一
回

O
O

叫
的
這
是
大
家
的
長
久
責
任
，
尤
其
是
司
鐸
和
執
事
及
那
些
幫
助
牧
靈
職
務
的
人
，
要
為
天

主
教
一
方
提
供
特
別
的
教
育
和
支
持
使
他
或
她
活
出
他
或
她
的
信
仰
，
為
混
合
婚
姻
中
的
夫

婦
準
備
婚
姻
，
舉
行
聖
事
，
以
及
他
們
在
婚
禮
後
的
共
同
生
活
。
此
牧
靈
工
作
應
該
注
意
到

每
一
方
的
具
體
靈
修
條
件
，
他
們
的
信
仰
陶
成
和
信
仰
的
實
踐
。
同
時
，
應
該
尊
重
每
一
對

的
特
殊
環
境
，
每
人
的
良
知
，
婚
姻
聖
事
狀
態
的
聖
德
。
假
如
必
要
，
教
區
主
教
，
東
方
天

主
教
主
教
會
議
或
主
教
團
，
可
以
對
這
項
牧
靈
工
作
規
劃
更
具
體
的
指
引
。

師
為
達
成
這
項
責
任
，
如
果
環
境
許
可
，
應
該
採
取
積
極
的
措
施
，
可
能
的
話
與
另
一
教

會
或
教
團
的
聖
職
人
建
立
關
係
’
雖
然
這
種
做
法
有
時
並
不
容
易
。
大
體
來
說
，
基
督
教
牧

人
彼
此
間
商
討
如
何
支
持
這
種
婚
姻
並
提
升
其
價
值
，
可
能
成
為
大
公
合
作
的
有
益
田
園
。

則
在
規
劃
必
要
的
婚
姻
準
備
計
畫
時
，
司
鐸
或
執
事
以
及
幫
助
他
的
人
，
應
該
強
調
夫
婦

二
人
身
為
基
督
徒
，
在
恩
寵
生
活
、
信
望
愛
三
德
，
以
及
聖
神
的
其
他
內
在
恩
典
上
一
回
一
所

共
有
的
積
極
面
。
夫
婦
一
方
，
當
他
或
她
繼
續
忠
於
其
基
督
徒
承
諾
並
實
踐
時
，
應
該
設
法

促
進
能
導
向
合
一
及
和
諧
的
一
切
，
勿
低
估
其
實
的
差
異
，
同
時
避
免
有
宗
教
冷
漠
的
態
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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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的
為
了
更
大
的
了
解
和
合
一
，
雙
方
應
該
多
學
習
他
們
伴
侶
的
宗
教
信
念
，
所
屬
教
會
或

教
圍
的
教
義
和
宗
教
習
俗
。
為
幫
助
他
們
活
出
他
們
共
有
的
基
督
信
仰
祖
業
，
他
們
應
該
知

道
一
起
祈
禱
，
為
他
們
的
靈
修
和
譜
是
必
要
的
，
讀
聖
經
和
研
究
聖
經
特
別
重
要
。
在
準
備

階
段
，
雙
方
努
力
了
解
他
們
個
人
的
宗
教
及
教
會
的
傳
統
，
並
嚴
正
考
量
所
有
的
差
異
，
能

導
入
更
大
的
坦
率
、
愛
德
和
了
解
這
些
事
實
以
及
婚
姻
本
身
。

即
為
了
正
常
而
合
理
的
緣
故
，
申
請
混
合
婚
姻
的
許
可
時
，
雙
方
應
該
被
告
知
婚
姻
的
主

要
目
的
和
特
性
，
這
是
任
何
一
方
都
不
可
排
斥
的
。
此
外
，
天
主
教
一
方
，
依
東
方
天
主
教

會
的
特
別
法
或
主
教
團
所
訂
形
式
，
肯
定
他
或
她
準
備
避
免
丟
棄
倩
仰
的
危
險
，
並
誠
實
地

許
下
盡
其
所
能
使
婚
姻
所
生
子
女
，
在
天
主
教
會
內
受
注
和
受
教
育
。
應
讓
另
一
方
知
道
這

些
承
諾
和
責
任
－
E

一
。
同
時
應
該
承
認
非
天
主
教
的
一
方
會
覺
得
是
種
義
務
，
因
為
他
或
她

本
人
的
基
督
宗
教
承
諾
。
要
注
意
教
會
法
並
不
要
求
任
何
書
面
的
或
口
頭
的
承
諾
。

凡
願
締
結
混
合
婚
姻
者
，
在
彼
此
交
往
期
問
，
應
鼓
勵
他
們
高
討
他
們
未
來
子
女
的
天

主
教
洗
禮
和
教
育
，
最
好
能
在
婚
禮
前
時
對
此
問
題
做
成
決
定
。

在
給
予
混
合
婚
姻
許
可
審
斷
是
否
有
「
正
當
和
合
理
的
緣
由
」
時
，
教
區
教
長
要
注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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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天
主
教
一
方
是
否
明
白
表
示
抗
拒
。

凹
為
了
負
責
傳
達
天
主
教
信
仰
給
子
女
，
天
主
教
父
母
一
方
應
尊
重
另
一
方
的
宗
教
自
由

和
良
心
，
注
意
到
婚
姻
的
合
一
和
持
久
性
並
維
護
家
庭
的
共
融
。
假
如
，
雖
然
天
主
教
徒
盡

最
大
努
力
，
子
女
並
未
在
天
主
教
會
領
洗
受
教
育
，
天
主
教
一
方
並
不
受
教
會
法
的
懲
罰
一
囚

一
二
。
同
時
，
他
或
她
與
子
女
分
享
天
主
教
信
仰
的
義
務
並
不
中
止
。
並
且
要
求
他
積
極
對
家
中

的
基
督
宗
教
的
氣
氛
有
所
貢
獻
﹔
盡
其
所
能
以
言
以
行
，
使
家
庭
的
其
他
成
員
重
視
天
主
教

傳
統
的
特
殊
價
值
﹔
採
取
任
何
必
要
措
施
，
對
自
己
的
信
仰
有
好
的
資
訊
，
使
能
與
他
們
解

釋
和
討
論
﹔
與
家
人
一
起
為
主
所
願
的
基
督
徒
的
合
一
祈
禱
。

的
叫
一
方
面
要
明
白
，
由
於
教
義
的
差
異
，
阻
礙
天
主
教
會
和
各
個
東
方
教
會
之
間
有
圓
滿

的
聖
事
的
和
法
定
的
共
融
，
但
在
天
主
教
徒
和
東
方
基
督
徒
之
間
婚
姻
的
牧
靈
工
作
，
應
特

別
注
意
到
雙
方
所
共
有
的
健
全
而
一
貫
的
信
仰
訓
誨
，
以
及
事
實
上
在
東
方
教
會
有
「
真
正

的
聖
事
，
尤
其
由
於
宗
徒
的
承
繼
，
有
司
祭
職
及
聖
體
，
因
此
他
們
尚
和
我
們
緊
緊
相
連
，
一

一
回
囚
。
假
如
給
予
這
些
婚
姻
中
的
人
適
當
的
牧
靈
照
顧
，
能
有
助
於
雙
方
教
會
的
信
徒
了
解

如
何
使
這
種
婚
姻
所
生
子
女
，
因
基
督
的
聖
事
奧
蹟
而
入
門
並
得
到
靈
修
的
滋
養
。
子
女
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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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真
正
的
基
督
宗
教
教
義
和
基
督
徒
生
活
方
式
的
陶
成
，
大
致
上
每
個
教
會
都
相
同
。
禮
儀

生
活
和
私
人
敬
禮
的
多
元
，
能
夠
促
進
而
不
阻
礙
家
庭
祈
禱
。

的
一
個
天
主
教
徒
和
一
個
東
方
教
會
成
員
之
間
的
婚
姻
是
有
效
的
，
假
如
是
在
由
一
個
晉

秩
的
聖
職
人
所
舉
行
的
宗
教
禮
中
締
結
的
，
同
時
也
遵
守
了
法
律
對
有
效
性
的
要
求
。
在
這

些
個
案
中
，
為
了
合
法
，
必
須
遵
守
法
定
儀
式
一
四
五
。
天
主
教
徒
和
其
他
教
會
和
教
團
的
基

督
徒
之
間
的
婚
姻
的
有
效
性
，
要
求
有
法
定
儀
式
一
四
六
。

闊
天
主
教
一
方
的
教
區
教
長
，
在
與
舉
行
婚
禮
的
當
地
教
區
教
長
商
量
後
，
為
了
嚴
重
的

理
由
並
且
不
損
害
到
東
方
教
會
的
法
律
一
四
七
，
可
以
豁
免
天
主
教
一
方
遵
守
婚
禮
的
法
定
儀

式
一
四
八
。
豁
免
的
理
由
可
以
是
維
護
家
庭
的
和
諧
，
獲
得
父
母
對
婚
姻
的
同
意
，
承
認
非
天

主
教
一
方
特
有
的
宗
教
承
諾
，
或
是
他
或
她
與
另
一
教
會
或
教
富
的
聖
職
人
有
血
親
關
係
。

主
教
團
要
頒
布
符
合
共
同
習
俗
的
給
予
豁
免
的
規
則
。

自
某
些
教
會
或
教
團
，
為
遵
行
他
們
自
己
的
婚
姻
儀
式
所
加
的
義
務
，
並
不
是
自
動
寬
免

天
主
教
法
定
儀
式
的
理
由
。
這
樣
的
特
殊
情
況
，
應
該
成
為
教
會
之
間
交
談
的
主
題
，
至
少

在
地
方
層
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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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
我
人
應
該
記
得
，
一
個
得
到
豁
免
法
定
儀
式
的
婚
禮
，
為
了
有
效
，
應
該
有
某
種
公
開

儀
式
一
四
九
。
為
了
強
調
婚
姻
的
一
體
性
，
不
可
有
兩
種
分
開
舉
行
的
宗
教
儀
式
，
兩
次
表
達

合
意
，
或
是
一
次
婚
禮
而
合
併
或
連
續
詢
問
合
意
一
五
0

。

的
假
如
被
請
並
得
到
教
區
教
長
的
許
可
，
一
個
天
主
教
司
鐸
或
執
事
，
在
得
到
豁
免
法
定

儀
式
的
情
況
下
，
參
與
或
出
席
混
合
婚
姻
的
舉
行
。
在
此
個
案
中
，
只
有
一
個
禮
節
，
其
間

主
禮
者
接
受
婚
姻
誓
約
。
在
主
禮
之
邀
請
下
，
天
主
教
司
鐸
或
執
事
可
以
奉
獻
其
他
適
當
祈

禱
，
讀
聖
經
，
給
予
簡
短
勸
言
並
祝
福
夫
婦
。

間
如
夫
婦
要
求
，
教
區
教
長
可
以
許
天
主
教
司
鐸
’
邀
請
夫
婦
一
方
的
另
一
教
會
或
教
團

的
聖
職
人
參
加
婚
禮
，
讀
聖
經
，
給
予
簡
短
勸
言
並
祝
福
夫
婦
。

即
由
於
非
天
主
教
的
見
證
人
和
客
人
的
出
席
，
可
能
引
發
的
領
聖
體
問
題
，
依
天
主
教
儀

式
舉
行
的
混
合
婚
禮
，
一
般
在
感
恩
禮
以
外
舉
行
。
不
過
為
了
正
當
理
由
，
教
區
主
教
可
以

允
許
舉
行
彌
撒
一
五
一
。
如
有
彌
撒
’
決
定
婚
禮
中
的
非
天
主
教
一
方
是
否
可
領
聖
體
，
要
遵

守
為
東
方
基
督
徒
一
五
二
及
其
他
基
督
徒
一
五
三
有
關
此
事
已
有
的
一
般
規
定
，
同
時
注
意
兩
個

已
領
洗
的
基
督
徒
領
受
基
督
徒
婚
姻
聖
事
的
特
殊
情
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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叭
叭
雖
然
在
混
合
婚
姻
中
的
夫
婦
分
享
洗
禮
和
婚
姻
聖
事
，
領
受
聖
體
只
是
例
外
，
每
次
上

述
有
關
允
許
非
天
主
教
基
督
徒
領
聖
體
一
五
四
所
訂
規
定
，
以
及
天
主
教
徒
在
其
他
教
會
領
聖

體
一
五
五
的
規
定
，
都
應
遵
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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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章

大
公
的
合
作
︱
交
談
與
共
同
見
證

山
山
當
基
督
徒
依
第
四
章
所
述
一
齊
生
活
和
祈
禱
時
，
他
們
是
在
對
他
們
共
有
的
信
仰
和
洗

禮
作
證
’
以
天
主
眾
人
之
父
，
以
其
子
耶
穌
眾
人
的
救
主
及
聖
神
之
名
，
聖
神
藉
愛
的
德
能

改
變
並
結
合
一
切
。
根
據
此
生
活
和
屬
靈
恩
惠
的
共
融
，
還
有
其
他
形
式
的
大
公
合
作
，
表

達
並
促
進
合
一
，
並
對
基
督
徒
給
予
世
界
的
福
音
得
救
的
力
量
加
強
見
證
。
當
基
督
徒
合
作

研
究
並
推
廣
聖
經
、
研
究
禮
儀
、
教
理
講
授
及
高
等
教
育
，
牧
靈
工
作
、
福
傳
並
為
世
界
作

慈
善
服
務
以
實
現
正
義
及
和
平
及
愛
的
理
想
，
這
一
切
是
實
踐
大
公
主
義
法
令
中
所
提
的
一

切.. 

no 
n
臼

「
在
全
世
界
面
前
，
讓
所
有
的
基
督
徒
宣
認
信
仰
三
位
一
體
的
天
主
，
降
生
成
人
的
天

主
子
，
我
們
的
主
及
救
主
。
聯
合
他
們
的
力
量
，
彼
此
互
相
尊
重
，
對
我
們
決
不
會
落
空
的

共
同
希
望
作
證
。
既
然
在
現
代
，
社
會
事
業
的
合
作
如
此
廣
泛
，
眾
人
都
被
召
聯
合
力
量
。

凡
信
天
主
的
人
，
尤
其
是
基
督
徒
更
強
烈
被
召
，
因
為
他
們
被
烙
上
基
督
的
名
號
。
基
督
徒

之
間
的
合
作
，
生
動
地
表
達
出
聯
合
他
們
的
環
結
，
更
明
白
顯
露
基
督
僕
人
的
面
目
」
一
五
六
。



的
心
基
督
徒
對
現
代
世
界
的
需
求
不
可
關
閉
心
門
。
他
們
對
表
達
有
得
救
需
要
的
人
類
生
活

的
一
切
所
能
給
予
的
貢
獻
，
假
如
他
們
一
起
做
，
並
且
使
人
看
到
是
聯
合
起
來
做
，
一
定
更

有
效
。
如
此
，
他
們
將
一
起
做
他
們
的
信
仰
所
允
許
的
一
切
。
在
不
同
的
教
會
和
教
團
之
間

缺
少
圓
滿
的
共
蝕
，
在
有
關
信
仰
和
倫
理
的
訓
導
中
尚
有
的
分
歧
，
分
離
歷
史
所
遺
留
下
的

傷
痕
，
這
一
切
都
限
制
基
督
徒
目
前
能
一
起
做
的
工
作
。
他
們
的
合
作
能
有
助
於
他
們
克
服

圓
滿
共
融
的
障
礙
，
同
時
集
合
資
源
以
建
立
基
督
徒
生
活
和
服
務
，
共
同
作
證
分
擔
使
命

.. 

「
在
這
由
基
督
自
己
所
定
的
使
命
的
合
一
中
，
所
有
基
督
徒
應
該
感
到
在
他
們
達
到
圓
滿
共

融
前
，
已
經
聯
合
起
來
了
」
一
五
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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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公
合
作
的
形
式
與
結
構

問
大
公
合
作
可
以
採
取
參
與
的
方
式
，
不
同
的
教
會
和
教
團
參
與
教
會
之
一
所
己
制
定
的

計
畫
。
或
是
協
調
獨
立
的
行
動
，
避
免
重
複
和
不
必
要
的
行
政
架
構
的
重
疊
或
是
聯
合
發
起

和
當
劃
。
可
以
設
立
不
同
的
委
員
會
，
可
有
常
設
的
形
式
，
以
促
進
教
會
與
教
團
之
間
的
關

係
’
推
行
它
們
之
間
的
合
作
和
共
同
見
證
。



叫
的
天
主
教
參
與
各
種
大
公
聚
會
和
合
作
計
畫
，
應
尊
重
當
地
教
會
當
局
所
定
的
規
則
。
最

後
，
教
區
主
教
應
注
意
到
什
麼
是
已
由
地
區
的
或
全
國
層
次
所
己
決
定
的
，
審
斷
各
種
地
方

大
公
行
動
的
可
以
接
受
及
適
當
的
程
度
。
主
教
們
，
東
方
天
主
教
的
主
教
會
議
以
及
各
國
主

教
團
，
應
該
依
照
聖
座
的
指
示
，
特
別
是
宗
座
基
督
徒
合
一
促
進
委
員
會
的
指
示
行
動
。

助
教
會
和
教
團
委
任
的
代
表
的
定
期
或
特
殊
會
議
，
非
常
有
助
於
大
公
的
合
作
。
一
方
面

會
議
本
身
對
那
些
投
入
推
行
基
督
徒
合
一
工
作
的
人
，
是
重
要
的
見
證
，
也
能
為
他
們
所
代

表
的
教
會
和
教
團
的
成
員
的
合
作
努
力
，
給
予
權
威
標
誌
。
這
些
會
議
也
能
提
供
機
會
審
查

大
公
合
作
中
需
要
注
意
的
特
殊
問
題
和
任
務
，
並
對
設
立
工
作
小
組
和
計
畫
作
成
必
要
的
決

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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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會
協
議
會
及
基
督
宗
教
協
議
會

師
教
會
協
議
會
及
基
督
宗
教
協
議
會
，
是
為
推
行
合
一
和
大
公
合
作
常
設
的
機
構
。
教
會

協
議
會
是
由
數
個
教
會
所
組
成
一
五
八
，
對
組
成
此
協
會
的
教
會
負
責
。
基
督
宗
教
協
議
會
是

由
其
他
基
督
徒
團
體
及
組
織
或
是
教
會
所
組
成
。
還
有
其
他
類
似
這
些
協
議
會
的
合
作
機
構
，



但
有
其
他
名
稱
。
一
般
說
，
協
議
會
和
類
似
機
構
，
設
法
使
他
們
的
成
員
能
一
起
工
作
，
致

力
對
話
，
克
服
分
裂
和
誤
解
，
為
合
一
祈
禱
並
工
作
，
盡
量
作
出
基
督
徒
的
共
同
見
證
和
服

務
。
他
們
要
依
據
章
程
評
估
他
們
的
活
動
和
自
我
了
解
。
他
們
的
唯
一
權
力
是
由
組
成
成
員

所
賦
給
的
。
通
常
他
們
不
能
負
責
交
涉
教
會
間
的
結
合
事
宜
。

問
既
然
天
主
教
會
希
望
與
其
他
教
會
和
教
團
，
在
不
同
層
次
的
關
係
上
有
適
當
的
表
達
，

而
教
會
協
議
會
和
基
督
宗
教
協
議
會
是
大
公
合
作
的
重
要
型
式
之
一
，
天
主
教
會
和
世
界
各

地
的
許
多
協
議
會
的
頻
繁
接
觸
是
令
人
欣
慰
的
。

m

決
定
是
否
參
加
協
議
會
，
是
該
會
所
服
務
的
地
區
的
主
教
們
的
責
任
，
他
們
也
負
責
監

督
天
主
教
參
與
這
些
協
議
會
的
情
形
。
對
全
國
性
的
協
議
會
，
一
般
是
東
方
天
主
教
主
教
會

議
或
主
教
團
（
除
非
一
圍
內
只
有
一
個
教
區
）
的
責
任
。
在
討
論
一
個
協
議
會
的
會
員
資
格

問
題
時
，
在
準
備
作
決
定
時
要
與
宗
座
基
督
徒
合
一
促
進
委
員
會
連
絡
。

間
參
加
協
議
會
的
牧
靈
適
合
性
，
是
決
定
參
與
的
要
注
意
的
許
多
因
素
之
一
。
同
時
要
明

瞭
參
與
協
議
會
的
運
作
，
與
天
主
教
會
的
訓
導
是
符
合
的
，
並
不
模
糊
天
主
教
唯
一
而
特
有

的
身
分
。
首
先
應
注
意
的
是
教
義
的
明
確
，
特
別
是
有
關
教
會
學
。
事
實
上
，
教
會
協
議
會 -99一



和
基
督
宗
教
協
議
會
內
部
或
他
們
之
間
，
並
未
開
始
一
個
新
的
教
會
，
可
以
取
代
目
前
在
天

主
教
會
中
存
在
的
共
融
。
他
們
不
能
宣
告
是
教
會
或
為
自
己
聲
稱
權
力
，
使
他
們
可
授
予
聖

一
害
或
聖
事
聖
職
一
五
九
。
必
須
小
心
注
意
協
議
會
的
代
表
制
及
表
決
權
，
作
決
議
的
過
程
，
作

公
開
宣
言
的
方
式
，
以
及
給
予
此
類
宣
言
的
權
威
程
度
。
在
入
會
前
必
須
弄
清
楚
有
關
這
些

事
的
協
議
一
六
。
。

m

天
主
教
參
加
這
種
地
方
的
、
全
國
的
或
區
域
的
協
議
會
，
和
天
主
教
及
世
界
教
協
（
者
﹒

內
﹒
內
﹒
）
之
間
關
係
的
問
題
，
完
全
是
不
同
的
。
世
界
教
協
果
然
邀
請
挽
選
出
的
協
議
會
「
有
工

作
上
的
關
係
，
成
為
聯
合
協
議
會
」
’
可
是
對
這
些
協
議
會
或
其
成
員
教
會
沒
有
任
何
權
力

或
約
束
。

m

參
加
協
議
會
應
視
同
負
起
嚴
正
的
責
任
。
天
主
教
會
應
該
由
有
資
格
的
和
犧
牲
奉
獻
的

人
作
代
表
。
在
行
使
他
們
的
使
命
時
，
他
們
應
知
道
他
們
的
限
度
，
超
過
此
限
度
在
他
們
沒

有
向
委
任
他
們
的
上
司
報
告
前
，
他
們
不
得
代
替
教
會
作
任
何
承
諾
。
成
員
教
會
愈
小
心
做

這
些
協
議
會
的
事
，
他
們
對
大
公
運
動
的
貢
獻
就
愈
重
要
而
有
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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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公
交
談

的
交
談
是
大
公
合
作
的
中
心
工
作
，
包
括
各
種
型
式
的
交
談
。
交
談
包
括
聆
聽
和
答
覆
，

尋
求
了
解
和
被
了
解
。
準
備
提
出
問
題
和
被
間
。
對
別
人
要
和
氣
並
信
任
別
人
所
說
有
關
他

們
本
身
的
事
。
交
談
雙
方
應
該
準
備
好
說
明
他
們
的
觀
念
，
謂
適
他
們
個
人
的
看
法
和
生
活

及
行
為
的
方
式
，
要
使
自
己
為
真
正
的
愛
和
真
理
所
導
引
。
互
惠
及
彼
此
投
入
是
交
談
的
要

素
，
雙
方
意
識
到
處
於
平
等
地
位
也
很
重
要
－
T

一
。
大
公
交
談
讓
不
同
教
會
及
教
團
的
人
能

彼
此
認
識
，
認
同
共
有
的
信
仰
和
習
俗
，
並
指
出
不
同
點
。
他
們
尋
求
了
解
這
種
異
點
的
根

源
，
並
評
定
真
正
阻
礙
共
同
信
仰
的
範
圍
。
當
不
同
點
被
認
為
是
共
融
的
其
實
阻
礙
時
，
他

們
設
法
依
照
他
們
那
些
已
有
的
共
同
的
信
仰
要
點
，
找
出
克
服
的
途
徑
。

的
天
主
教
會
可
以
以
教
區
層
次
，
主
教
團
或
東
方
天
主
教
主
教
會
議
的
層
次
，
以
及
普
世

教
會
的
層
次
，
舉
行
交
談
。
由
於
天
主
教
的
結
構
是
信
仰
和
聖
事
生
活
的
普
世
共
融
，
在
每

一
個
層
次
能
代
表
一
致
的
和
一
體
的
立
場
。
假
如
交
談
中
雙
方
只
是
一
個
教
會
或
團
體
，
稱

為
雙
邊
的
﹔
有
數
個
教
會
則
稱
為
多
邊
的
。

悶
在
地
方
層
次
可
有
許
多
機
會
基
督
徒
之
間
作
交
流
，
從
日
常
生
活
中
的
非
正
式
的
會
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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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聚
會
共
同
以
基
督
徒
觀
點
審
查
本
地
生
活
的
問
題
，
或
有
關
特
殊
的
職
業
族
群
（
醫
師
、

社
工
人
員
、
父
母
、
教
育
人
士
）
，
以
及
對
特
殊
的
大
公
主
題
作
研
究
的
小
組
。
交
談
可
以

由
平
信
徒
組
、
聖
職
人
組
、
職
業
神
學
家
組
或
上
述
人
士
的
組
合
來
舉
行
。
無
論
他
們
有
沒

有
官
方
的
身
分
（
看
是
否
是
由
教
會
當
局
正
式
委
任
的
）
，
這
些
交
流
應
該
常
標
示
出
健
全

的
教
會
意
識
。
參
與
交
流
的
天
主
教
徒
，
會
感
到
需
要
對
自
己
的
信
仰
有
良
好
的
知
識
，
並

加
深
自
己
的
信
仰
生
活
，
小
心
與
自
己
教
會
的
思
想
及
願
望
保
持
共
融
。

的
參
與
某
些
交
談
的
人
，
是
由
聖
統
指
派
的
，
他
們
不
是
以
個
人
身
分
參
加
，
而
是
代
表

其
教
會
。
此
類
委
任
可
由
地
區
教
長
，
東
方
天
主
教
主
教
會
議
或
地
區
主
教
團
或
聖
座
給
予
。

那
麼
天
主
教
的
參
與
者
對
派
遣
他
們
的
上
司
有
特
別
的
責
任
。
在
正
式
牽
涉
到
教
會
的
任
何

交
談
結
論
，
都
需
要
該
上
司
的
批
准
。

m

參
加
交
談
的
天
主
教
徒
應
遵
守
「
大
公
主
義
法
令
」
有
關
天
主
教
教
義
所
定
的
原
則

.. 

「
天
主
教
信
仰
的
表
達
方
式
，
絕
對
不
應
成
為
與
弟
兄
們
交
談
的
阻
礙
。
完
整
的
教
義

必
須
明
白
說
出
。
最
不
容
於
大
公
主
義
精
神
的
，
莫
過
於
偽
裝
的
妥
協
態
度
，
那
將
有
損
於

天
主
教
教
義
的
純
正
，
使
其
真
正
而
確
切
的
意
思
晦
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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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時
天
主
教
信
仰
必
須
更
深
刻
更
正
確
地
解
釋
，
其
方
式
與
措
詞
必
須
使
對
方
完
全
確

實
了
解
。此

外
，
在
大
公
交
談
中
，
天
主
教
的
神
學
家
遵
循
教
會
的
訓
示
，
在
分
離
的
弟
兄
們
探

討
天
主
奧
義
時
，
應
該
本
著
愛
好
真
理
及
愛
德
與
謙
遜
的
精
神
進
行
。
在
比
較
教
義
時
，
應

該
記
住
天
主
教
教
義
內
存
有
一
個
真
理
的
層
次
，
即
『
等
級
』
，
因
為
這
些
真
理
與
基
督
宗

教
信
仰
的
基
礎
有
不
同
的
關
連
。
這
樣
開
啟
了
一
種
弟
兄
般
的
競
爭
，
以
激
勵
大
家
對
於
基

督
不
可
測
度
的
富
源
，
能
有
更
深
的
落
實
及
更
清
晰
的
表
達
」
一
台
一
。

真
理
等
級
的
問
題
在
「
有
關
大
公
交
談
的
反
省
和
建
議
」
的
文
件
中
也
提
及
.. 

「
在
整
個
教
會
的
生
活
和
訓
示
中
，
並
非
每
一
樣
都
是
以
同
等
的
層
次
提
出
。
的
確
一

切
啟
示
的
真
理
，
要
求
同
樣
的
信
仰
，
但
是
依
照
它
們
對
啟
示
奧
蹟
的
基
礎
的
接
近
程
度
，

它
們
彼
此
的
方
位
不
一
，
彼
此
間
的
關
連
也
不
同
」
一
六
三
。

的
交
談
的
主
題
可
以
是
某
一
較
長
時
代
廣
泛
的
教
義
問
題
，
或
是
一
個
具
體
時
代
中
的
單

一
問
題
﹔
或
是
一
項
牧
靈
或
傳
教
的
問
題
，
幾
個
教
會
願
意
找
到
共
同
的
立
場
，
以
避
免
彼

此
間
產
生
衝
突
，
同
時
促
進
相
互
的
幫
助
及
共
同
的
見
證
。
為
某
些
問
題
，
雙
邊
的
交
談
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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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
有
效
，
為
其
他
問
題
多
邊
的
交
談
能
有
更
好
的
結
果
。
經
驗
告
訴
我
們
，
兩
種
形
式
的
交

談
，
在
推
行
基
督
徒
合
一
的
複
雜
工
作
中
，
彼
此
互
補
。
雙
邊
交
談
的
結
果
應
及
早
向
所
有

其
他
有
關
的
教
會
或
教
團
傳
達
。

m

為
代
表
兩
個
或
多
個
教
會
或
教
團
建
立
交
談
而
設
立
的
委
員
會
，
可
以
對
指
定
的
主
題

達
成
多
項
的
協
議
，
而
將
他
們
的
結
論
做
成
一
項
聲
明
。
即
使
在
達
成
這
種
協
議
前
，
有
時

如
斷
定
有
益
，
委
員
會
可
以
發
表
一
項
聲
明
或
報
告
，
指
出
所
已
建
立
的
交
集
點
，
認
同
存

在
的
問
題
，
並
建
議
未
來
交
談
的
方
向
。
交
談
委
員
會
的
一
切
聲
明
或
報
告
，
要
交
給
有
關

教
會
作
評
估
。
交
談
委
員
會
所
產
生
的
聲
明
有
其
內
在
的
分
量
，
因
為
它
們
的
作
者
的
能
力

和
地
位
。
不
過
這
些
聲
明
在
沒
有
得
到
有
關
的
教
會
當
局
的
批
准
前
，
對
天
主
教
會
沒
有
約

束
力
。

的
當
交
談
的
結
果
由
有
關
當
局
審
閱
後
準
備
要
做
評
估
時
，
天
主
子
民
的
成
員
，
依
各
人

的
角
色
或
神
恩
，
應
該
參
與
這
項
評
判
進
程
。
事
實
上
.. 

「
幾
時
『
從
主
教
們
到
最
後
一
位

信
友
』
，
對
信
仰
及
道
德
問
題
，
表
示
其
普
遍
共
識
，
信
徒
就
是
被
召
執
行
全
體
教
民
的
信

仰
的
超
性
評
估
（
信
仰
意
識
）
。
藉
此
因
真
理
之
神
所
啟
發
和
支
持
的
信
仰
評
估
，
天
主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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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在
訓
導
當
局
神
聖
訓
示
的
領
導
下
，
拳
拳
服
膺
，
不
但
接
受
人
的
語
言
，
而
是
真
正
的
天

主
聖
言
三
川
阿7

那
一
勞
永
逸
交
付
聖
者
的
信
仰
二

斷
更
深
地
去
體
會
，
在
日
常
生
活
中
更
完
美
地
去
實
踐
」
一
六
六
。

應
盡
一
切
力
量
找
到
適
當
途
徑
，
使
交
談
的
結
果
，
引
起
教
會
所
有
成
員
的
注
意
。
在

可
能
範
圍
內
，
對
交
談
中
發
展
的
信
仰
的
新
見
解
，
真
理
的
新
見
證
，
新
的
表
達
方
式
，
以

及
有
關
提
出
的
協
議
範
圍
，
要
提
出
解
說
。
這
有
助
於
仔
細
審
斷
所
有
有
關
人
員
的
反
應
，

當
他
們
評
定
這
些
交
談
的
結
果
，
是
否
忠
於
受
自
宗
徒
的
信
仰
傳
承
，
此
傳
承
也
是
在
他
們

公
認
的
教
師
領
導
下
，
傳
達
給
信
者
的
團
體
的
。
希
望
這
種
進
行
方
式
為
每
一
個
教
會
或
教

團
所
採
用
，
即
交
談
的
夥
伴
，
以
及
所
有
響
應
合
一
召
喚
的
教
會
及
教
圈
。
對
於
此
種
努
力
，

教
會
之
間
的
合
作
是
非
常
好
的
。

間
信
仰
的
生
活
和
信
仰
的
祈
禱
，
與
反
省
信
仰
的
教
義
一
樣
都
屬
於
接
納
的
過
程
，
藉
此

過
程
，
在
聖
神
的
感
召
下
，
「
聖
神
在
各
級
的
信
友
中
分
施
特
別
的
聖
寵
」
一
六
七
，
並
且
特

別
領
導
訓
導
的
職
務
，
整
個
教
會
，
在
聆
聽
、
分
析
、
評
斷
和
生
活
的
過
程
中
，
把
交
談
的

果
實
作
為
自
己
的
果
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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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
在
評
估
並
汲
取
大
公
交
談
所
發
表
的
聲
明
中
信
仰
表
達
的
新
方
式
時
，
或
是
更
喜
歡
應

用
古
老
的
表
達
而
不
用
某
些
較
現
代
的
神
學
術
語
時
，
天
主
教
徒
應
記
得
「
大
公
主
義
法
令
」

中
所
作
的
區
別
，
即
「
教
會
訓
誨
程
式
化
的
方
法
和
信
仰
寶
庫
本
身
之
間
」
二
元
的
區
別
。

不
過
要
注
意
避
免
模
稜
兩
可
的
表
達
，
尤
其
是
對
傳
統
上
有
爭
議
的
每
幾
點
教
義
追
求
協
議

時
更
應
注
意
。
也
要
注
意
梵
二
大
公
會
議
本
身
應
用
此
區
別
在
天
主
教
信
仰
以
公
式
表
達
的

方
法
﹔
他
們
也
要
同
意
「
大
公
主
義
法
令
」
所
指
天
主
教
教
義
中
的
「
真
理
的
等
級
」
一
六
九
。

即
接
納
的
過
程
包
括
對
信
仰
的
傳
承
技
術
性
的
神
學
反
省
，
以
及
教
會
現
代
的
禮
儀
及
牧

靈
的
實
況
，
對
此
過
程
的
重
要
貢
獻
來
自
神
學
院
的
特
別
才
能
。
整
個
的
過
程
是
由
教
會
官

方
的
訓
導
當
局
主
導
，
它
有
責
任
對
大
公
的
聲
明
，
作
最
後
的
決
定
。
接
納
到
教
會
生
活
中

的
新
觀
點
，
多
多
少
少
增
進
與
其
他
教
會
及
教
團
的
和
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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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同
聖
經
的
工
作

的
在
聖
經
中
所
記
載
的
天
主
聖
言
，
以
多
種
方
式
滋
養
教
會
的
生
命
一
七0
，
聖
經
是
「
為

獲
得
救
主
向
眾
人
所
提
出
的
合
一
，
在
天
主
全
能
的
手
中
，
最
卓
越
的
工
具
」
一
七
一
。
敬
禮



聖
經
是
基
督
徒
之
間
合
一
的
基
本
連
繫
’
即
使
他
們
所
屬
教
會
和
團
體
之
間
尚
無
圓
滿
的
共

融
。
任
何
能
使
教
會
及
教
圍
的
成
員
誦
讀
聖
經
的
事
，
可
能
的
話
一
起
誦
讀
（
如
聖
經
週
）
，

能
加
強
已
經
聯
合
他
們
的
合
一
關
係
’
幫
助
他
們
對
天
主
的
合
一
行
動
開
放
，
加
強
他
們
向

世
界
所
做
的
對
天
主
救
恩
聖
言
的
共
同
見
證
。
供
應
並
推
廣
適
當
的
聖
經
版
本
，
是
聆
聽
聖

雷
的
先
決
條
件
。
當
天
主
教
會
依
其
特
有
標
準
和
要
出
版
聖
經
時
，
也
要
與
其
他
教
會
和
教

團
合
作
翻
譯
並
出
版
共
同
版
本
，
根
據
梵
二
所
指
出
而
由
天
主
教
法
典
所
訂
的
規
定
一
七
二
。

這
方
面
的
大
公
合
作
，
在
教
會
和
世
界
中
是
項
有
價
值
的
共
同
服
務
及
見
證
。

以
天
主
教
會
以
各
種
途
徑
在
各
個
層
次
參
與
此
項
合
作
。
宗
座
基
督
徒
合
一
促
進
委
員
會

於
一
九
六
九
年
，
參
加
設
立
世
界
天
主
教
聖
經
使
徒
工
作
協
會
（
今
稱
天
主
教
聖
經
協
會
）

但
為
公
立
的
天
主
教
組
織
，
以
推
動
「
天
主
啟
示
」
憲
章
第
六
章
所
訂
的
牧
靈
計
畫
。
根
據

此
目
標
，
如
果
當
地
環
境
許
可
，
以
地
方
教
會
層
次
或
區
域
層
次
，
提
倡
大
公
專
員
及
聖
經

協
會
地
區
分
會
之
間
的
合
作
。

的
經
由
天
主
教
聖
經
協
會
秘
書
處
，
宗
座
合
一
委
員
會
與
聖
經
公
會
保
持
且
發
展
關
係
。

聖
經
公
會
是
一
個
基
督
教
的
國
際
性
組
織
，
與
秘
書
處
共
同
發
佈
了
「
教
會
間
合
作
翻
譯
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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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的
綱
領
」
一
七
三
。
此
文
件
對
此
項
聖
經
方
面
的
合
作
，
列
出
原
則
、
方
法
及
具
體
方
針
。

此
合
作
已
產
生
了
好
的
成
果
。
也
鼓
勵
在
教
會
生
活
的
各
個
層
面
，
在
從
事
出
版
及
應
用
聖

經
的
機
構
之
間
，
能
有
類
似
的
接
觸
及
合
作
。
這
有
助
於
教
會
與
教
團
之
間
，
在
傳
教
工
作
、

教
理
講
授
及
宗
教
教
育
方
面
的
合
作
，
在
共
同
祈
禱
及
研
究
方
面
也
是
一
樣
。
他
們
能
共
同

出
版
一
本
聖
經
，
在
某
一
特
定
文
化
區
，
可
以
為
多
個
教
會
及
教
團
所
運
用
，
或
是
為
特
定

目
標
例
如
研
究
或
禮
儀
生
活
一
七
四
。
這
種
合
作
能
是
以
基
本
教
義
派
方
式
，
或
是
為
了
宗
派

目
標
而
應
用
聖
經
的
解
毒
劑
。

做
天
主
教
徒
能
與
其
他
教
會
及
教
團
的
人
，
以
許
多
不
同
方
式
和
不
同
層
次
，
共
同
研
究

聖
經
。
這
種
分
享
可
以
是
在
鄰
旦
或
堂
區
小
組
中
去
做
，
或
是
專
業
的
釋
經
家
之
間
的
學
術

研
究
。
為
了
能
有
大
公
價
值
，
在
任
何
層
次
，
此
項
工
作
必
須
以
信
仰
為
基
礎
並
能
滋
養
信

仰
。
它
往
往
使
參
與
者
了
解
，
如
何
不
同
教
會
及
教
團
的
教
義
立
場
，
以
及
他
們
應
用
和
註

釋
聖
經
的
方
法
不
同
，
對
某
些
章
節
會
導
引
不
同
的
解
釋
。
為
天
主
教
徒
會
有
幫
助
，
如
果

他
們
目
前
所
用
的
聖
經
版
本
，
特
別
列
出
有
關
問
題
的
天
主
教
教
義
的
章
節
。
他
們
了
解
和

忠
於
天
主
教
訓
導
，
作
出
大
公
的
應
用
聖
經
而
有
的
任
何
困
難
和
意
見
不
合
時
，
要
願
意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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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
不
過
這
種
需
要
並
不
阻
止
他
們
，
在
解
釋
聖
經
方
面
，
與
其
他
基
督
徒
是
多
麼
的
一
致
。

他
們
會
重
視
不
同
教
會
的
經
驗
和
傳
統
，
能
從
為
那
些
教
會
特
別
有
意
義
的
聖
經
部
分
得
到

光
明
。
他
們
會
更
開
放
，
為
討
論
有
關
爭
議
問
題
時
，
在
聖
經
中
能
找
到
新
的
出
發
點
。
他

們
也
受
到
挑
戰
與
其
他
基
督
徒
一
起
，
去
發
現
天
主
聖
言
對
現
代
人
的
情
況
的
意
義
。
此
外
，

他
們
將
高
興
體
驗
到
天
主
聖
言
的
合
一
力
量
。

共
同
禮
儀
經
艾

的W
凡
其
成
員
生
活
在
同
一
文
化
區
域
內
的
教
會
及
教
團
，
盡
可
能
為
最
重
要
的
基
督
徒
祈

禱
一
齊
編
寫
經
文
（
如
天
主
經
、
宗
徒
信
經
、
尼
西
君
士
坦
丁
信
經
、
聖
三
頌
、
天
主
在
天

受
光
榮
等
）
。
這
些
經
文
是
由
所
有
教
會
及
教
團
常
用
，
或
至
少
在
大
公
機
會
中
一
起
祈
禱

時
用
。
最
好
為
禮
儀
中
應
用
的
聖
詠
’
或
至
少
常
用
的
某
些
詩
篇
，
能
有
同
樣
的
譯
文
，
對

禮
儀
中
用
的
讀
經
也
要
設
法
有
相
同
的
協
議
。
在
教
會
未
分
離
前
所
用
的
禮
儀
及
其
他
經
文
，

能
有
助
於
促
進
大
公
意
識
。
共
同
的
歌
本
，
或
至
少
在
不
同
教
會
及
教
團
的
歌
本
中
納
入
共

同
的
聖
歌
集
，
以
及
合
作
發
展
禮
儀
音
樂
，
都
是
值
得
推
介
的
。
當
基
督
徒
一
齊
以
同
一
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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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
祈
禱
，
他
們
共
同
的
見
證
上
達
天
庭
，
也
在
地
上
為
人
們
所
聽
到
。

教
理
請
授
的
大
公
合
作

鵬
為
補
足
天
主
教
徒
在
任
何
事
件
中
應
該
接
受
的
正
常
教
理
講
授
，
天
主
教
會
承
認
在
宗

教
多
元
化
的
環
境
中
，
教
理
講
授
方
面
的
合
作
可
以
富
裕
教
會
的
生
命
，
也
可
富
裕
其
他
教

會
及
教
圍
的
生
命
。
它
也
能
增
強
為
福
音
的
真
理
共
同
作
證
的
能
力
。
此
項
合
作
的
基
礎
、

其
條
件
和
限
度
已
在
「
論
現
時
代
的
教
理
講
授
」
宗
座
勸
諭
中
指
出
﹒

「
這
種
嘗
試
的
神
學
基
礎
是
在
於
所
有
基
督
徒
共
有
的
要
素
。
但
是
天
主
教
徒
和
其
他

基
督
徒
之
間
的
信
仰
共
融
還
不
充
分
和
完
備
，
在
某
些
情
況
下
還
有
深
切
的
分
歧
。
因
此
，

這
種
大
公
合
作
就
本
質
來
說
是
有
限
度
的
﹔
它
絕
不
能
將
教
理
減
縮
到
最
低
限
度
的
共
同
點
。

此
外
，
教
理
講
授
也
不
只
在
於
講
授
教
理
，
而
是
開
始
進
入
整
個
的
基
督
徒
生
活
，
使
人
完

全
分
享
教
會
的
聖
事
。
因
此
，
如
果
在
教
理
講
授
方
面
嘗
試
大
公
性
的
合
作
，
應
注
意
使
天

主
教
徒
在
天
主
教
會
內
教
理
及
教
友
生
活
方
面
的
訓
練
相
當
穩
固
」
一
七
五
。

m
m
在
某
些
國
家
，
政
府
或
特
殊
環
境
強
求
天
主
教
徒
和
其
他
基
督
徒
接
受
共
同
形
式
的
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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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
徒
教
學
，
用
規
定
的
課
本
及
課
程
內
容
。
在
這
種
情
形
下
，
我
們
無
法
談
真
正
的
教
理
講

授
，
課
本
也
不
能
算
作
教
理
課
本
。
不
過
這
種
教
學
，
如
果
忠
實
介
紹
基
督
宗
教
教
義
的
要

素
，
有
真
正
的
大
公
價
值
。
在
此
情
況
下
，
在
重
視
此
類
教
學
的
潛
在
價
值
的
同
時
，
為
天

主
教
兒
童
必
須
提
供
特
別
的
天
主
教
的
教
理
講
授
。

助
當
學
校
中
的
宗
教
課
，
是
與
非
基
督
徒
的
其
他
宗
教
人
員
合
作
做
的
，
必
須
特
別
設
法

在
介
紹
基
督
宗
教
的
訊
息
時
，
突
顯
基
督
徒
之
間
有
關
基
本
問
題
存
有
信
仰
的
合
一
，
同
時

說
明
所
存
在
的
分
歧
和
為
克
服
這
些
分
歧
所
採
取
的
步
膜
。

研
究
中
心
的
合
作

趴
在
神
學
的
學
術
研
究
和
與
神
學
有
關
學
科
方
面
，
有
很
多
大
公
合
作
及
共
同
作
證
的
機

會
。
這
種
合
作
對
神
學
研
究
有
貢
獻
。
這
可
改
善
神
學
教
育
的
品
質
，
幫
助
教
師
在
神
學
的

問
題
上
，
注
意
天
主
教
會
大
公
會
議
「
大
公
主
義
法
令
」
所
要
求
的
大
公
觀
點
一
七
六
。
它
有

助
於
牧
靈
工
作
者
的
大
公
教
育
（
見
以
上
第
三
章
）
。
它
幫
助
基
督
徒
，
從
共
有
的
基
督
宗

教
的
智
慧
和
專
家
知
識
，
一
起
對
今
日
人
們
所
面
對
的
重
大
知
性
問
題
發
言
。
他
們
不
強
調



他
們
的
差
異
，
而
特
別
注
意
在
他
們
不
同
的
神
學
表
達
中
，
有
著
信
仰
及
了
解
的
深
刻
和
諧
。

修
院
及
大
學
中
的
合
作

即
已
提
過
希
望
在
神
學
教
育
的
第
一
階
段
課
程
中
，
在
研
究
和
教
學
方
面
有
大
公
的
合
作
，

例
如
在
修
院
及
神
學
院
的
第
一
週
期
中
。
這
不
可
能
與
那
些
已
經
完
成
基
本
神
學
陶
成
者
的

研
究
工
作
相
提
並
論
。
在
較
高
層
次
的
大
公
合
作
（
此
在
這
。
－

8
ω
號
將
討
論
）
中
，
其
基
本

要
求
是
參
與
者
，
對
他
們
本
人
教
會
的
信
仰
和
傳
承
已
有
很
好
的
培
育
。
在
修
院
和
第
一
週

期
課
程
中
的
神
學
教
育
，
主
要
是
給
學
生
此
基
本
教
育
。
天
主
教
會
就
如
其
他
教
會
和
教
團
，

提
出
合
乎
此
目
標
的
計
畫
和
課
程
，
並
揀
選
合
格
的
主
任
及
教
授
。
規
定
是
教
義
課
的
教
授

應
是
天
主
教
徒
。
因
此
，
大
公
主
義
入
門
的
基
本
原
則
和
大
公
神
學
︱
這
是
基
礎
神
學
教
育

的
必
要
部
分
︱
是
由
天
主
教
教
師
講
授
一
七
七
。
一
旦
這
些
教
會
基
本
所
關
切
的
神
學
初
期
教

育
的
目
標
、
價
值
和
要
求

l

這
也
是
許
多
其
他
教
會
和
教
團
所
了
解
和
分
享
的
！
受
到
尊
重
，

天
主
教
修
院
及
神
學
院
的
學
生
和
教
師
能
在
多
方
面
做
大
公
合
作
。

的
天
主
教
徒
和
其
他
基
督
徒
之
間
，
推
動
並
管
理
在
修
院
及
神
學
課
程
第
一
週
期
層
次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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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作
規
範
’
是
由
東
方
天
主
教
主
教
會
議
和
主
教
團
作
決
定
，
尤
其
是
影
響
到
晉
秩
候
選
人

的
教
育
者
。
應
該
聽
聽
有
關
大
公
委
員
會
對
此
事
的
意
見
。
重
要
大
綱
應
該
包
括
「
司
鐸
培

育
法
令
」
中
所
指
的
司
鐸
培
育
計
畫
。
既
然
為
培
育
修
會
會
士
的
機
構
，
也
可
能
涉
及
這
項

神
學
教
育
的
大
公
合
作
，
高
級
上
司
或
其
代
表
也
要
幫
助
制
訂
規
則
，
依
「
主
教
法
令
」
的

指
示
一
七
八
。

川
的
天
主
教
學
生
可
以
去
其
他
教
會
及
教
團
的
機
構
（
包
括
修
院
）
上
特
別
課
程
，
依
照
天

主
教
學
生
大
公
陶
成
的
一
般
標
準
’
並
遵
守
東
方
天
主
教
主
教
會
議
或
主
教
團
所
訂
的
任
何

規
則
。
在
對
是
否
目
前
要
去
參
加
特
別
課
程
作
決
定
時
，
要
注
意
此
課
程
在
他
們
陶
成
的
整

體
來
說
是
否
有
益
，
教
授
的
資
格
及
大
公
態
度
，
學
生
本
身
的
準
備
水
平
，
以
及
他
們
靈
修

的
和
心
理
的
成
熟
。
講
題
或
課
程
愈
著
重
於
教
義
，
則
對
學
生
的
參
與
的
決
定
愈
要
注
意
。

學
生
的
陶
成
和
他
們
大
公
意
識
的
發
展
，
要
逐
步
地
進
行
。

的
在
神
學
院
的
第
二
及
第
三
週
期
，
以
及
在
修
院
學
生
接
受
了
基
本
的
陶
成
後
，
可
以
請

其
他
教
會
及
教
團
的
教
授
，
講
授
他
們
所
代
表
的
教
會
和
教
團
的
教
義
主
張
，
為
了
補
充
學

生
從
天
主
教
教
授
所
已
接
受
的
大
公
陶
成
。
這
些
教
授
也
可
提
供
科
技
性
的
課
程
，
例
如
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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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
一
口
課
，
大
眾
傳
播
訓
練
，
宗
教
社
會
學
等
。
為
制
定
這
方
面
的
管
理
規
則
，
東
方
天
主
教
主

教
會
議
及
主
教
團
，
應
注
意
大
公
運
動
在
他
們
的
國
家
所
已
發
展
的
程
度
，
以
及
天
主
教
徒

與
其
他
教
會
和
教
圍
之
間
的
關
係
一
七
九
。
他
們
要
特
別
規
定
天
主
教
對
有
關
教
授
的
資
格
，

他
們
教
書
的
時
段
以
及
他
們
對
課
程
內
容
的
責
任
等
的
標
準
一
八

0

，
在
他
們
的
地
區
是
如
何

實
行
的
。
他
們
也
要
指
示
對
天
主
教
學
生
在
這
些
課
內
所
接
受
的
教
學
，
如
何
和
他
們
的
整

個
課
程
整
合
。
這
樣
被
請
的
教
授
可
以
被
分
類
為
「
客
座
講
師
」
。
必
要
時
天
主
教
機
構
可

以
舉
辦
講
習
會
或
課
程
，
將
其
他
教
會
和
教
團
的
講
師
所
授
的
課
，
納
入
整
體
課
程
中
。
天

主
教
教
授
被
請
在
相
同
的
情
況
下
，
在
其
他
教
會
和
教
團
的
修
院
及
神
學
院
演
講
時
，
要
在

相
同
的
條
件
下
高
興
地
去
做
。
這
種
交
換
教
授
，
它
尊
重
每
個
教
會
及
教
團
對
其
成
員
的
基

本
神
學
教
育
，
尤
其
是
那
些
被
召
作
教
會
聖
職
人
的
教
育
，
是
大
公
合
作
的
有
效
方
式
，
並

對
基
督
徒
關
切
基
督
教
會
內
的
健
全
教
學
，
作
出
適
當
的
見
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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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
學
研
究
及
研
究
所
的
合
作

致
力
於
神
學
研
究
和
研
究
所
教
學
的
人
，
比
在
修
院
或
大
學
擔
任
教
學
的
人
，
在
大
公



合
作
上
更
能
發
揮
。
參
與
者
的
成
熟
（
研
究
工
作
者
、
教
授
及
學
生
）
，
以
及
他
們
在
自
己

教
會
的
信
仰
及
神
學
上
已
達
到
的
進
步
的
研
究
水
平
，
對
他
們
的
合
作
帶
有
特
別
的
安
全
和

富
裕
，
這
在
大
學
或
修
院
受
教
育
的
人
身
上
是
無
法
期
待
的
。

阱
高
級
研
究
方
面
的
合
作
，
是
由
專
家
向
其
他
教
會
及
教
團
的
專
家
請
益
和
分
享
他
們
的

研
究
而
實
行
。
這
是
由
為
此
目
的
而
設
立
的
專
家
們
的
大
公
小
組
及
善
會
而
實
行
。
這
特
別

要
在
屬
於
不
同
教
會
及
教
團
的
神
學
研
究
機
構
之
間
有
各
種
不
同
關
係
而
建
立
起
來
。
他
們

所
建
立
的
這
種
關
係
及
合
作
有
助
於
所
有
參
與
機
構
的
工
作
一
種
大
公
特
色
。
他
們
能
提
供

人
事
、
圖
書
、
課
程
、
物
件
及
其
他
資
源
的
分
享
，
對
研
究
員
、
教
授
和
學
生
有
很
大
的
益

處
。

別
在
研
究
及
特
別
陶
成
大
公
神
學
或
大
公
運
動
的
牧
靈
實
習
的
神
學
院
所
設
立
的
機
構
中
，

特
別
標
示
大
公
的
合
作
﹔
大
公
合
作
也
可
以
有
助
於
為
此
目
標
而
設
立
的
獨
立
的
機
構
。
雖

然
這
些
機
構
可
能
屬
於
個
別
教
會
或
教
圈
，
假
如
它
們
與
屬
於
其
他
教
會
的
相
同
機
構
積
極

合
作
，
就
更
有
效
。
假
如
此
類
機
構
在
他
們
的
行
政
人
員
及
學
生
中
，
有
其
他
教
會
及
教
團

的
人
員
，
從
大
公
觀
點
來
說
更
有
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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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為
神
學
學
科
的
大
公
合
作
所
設
機
構
，
其
設
立
及
管
理
一
般
應
該
委
託
給
經
營
有
關
機

構
的
人
，
以
及
那
些
在
其
中
以
合
法
的
學
術
自
由
的
精
神
而
工
作
的
人
。
他
們
的
大
公
成
效
，

要
求
他
們
與
他
們
成
員
所
屬
教
會
及
教
團
的
當
局
，
密
切
合
作
。
當
致
力
於
此
類
合
作
架
構

的
機
構
是
天
主
教
神
學
院
的
一
部
分
時
，
或
是
在
神
學
院
當
局
之
下
所
設
的
分
設
機
構
，
在

大
公
活
動
方
面
與
教
會
當
局
的
關
係
’
要
在
合
作
協
議
的
條
文
中
界
定
。

別
有
數
個
教
會
及
教
團
共
同
設
立
並
管
理
的
教
會
交
流
機
構
，
在
討
論
所
有
基
督
徒
共
同

關
切
的
主
題
時
特
別
有
效
。
共
同
研
究
某
些
問
題
，
真
的
有
助
於
解
決
問
題
，
批
准
適
當
的

政
策
，
這
樣
對
基
督
徒
合
一
的
進
展
有
貢
獻
。
可
以
提
出
下
列
的
問
題

.. 

傳
教
工
作
、
與
非

基
督
宗
教
的
關
係
、
無
神
論
及
不
信
、
社
會
傳
播
媒
體
的
應
用
、
建
築
與
聖
藝
、
神
學
主
題

如
聖
經
的
解
釋
、
救
恩
史
及
牧
靈
神
學
。
在
他
們
的
章
程
中
，
要
清
楚
地
界
定
此
類
機
構
對

有
關
教
會
及
教
團
當
局
的
責
任
。

則
不
同
教
會
及
教
厲
的
聖
職
人
員
可
以
成
立
善
會
或
機
構
，
共
同
研
究
神
學
及
牧
靈
問
題
。

在
不
同
領
域
的
專
家
的
領
導
及
幫
助
下
，
這
些
聖
職
人
一
起
討
論
並
分
析
，
各
個
團
體
內
聖

職
的
理
論
及
實
際
方
面
，
它
的
大
公
幅
度
及
它
對
基
督
徒
共
同
見
證
的
貢
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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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在
這
些
機
構
為
研
究
大
公
活
動
及
合
作
，
可
以
包
括
整
個
大
公
實
惰
，
或
是
侷
限
於
深

刻
研
究
某
些
問
題
。
當
一
些
機
構
專
攻
大
公
主
義
的
一
個
範
團
（
如
東
正
教
傳
統
、
更
正
教
、

英
國
教
、
或
M
S

號
所
提
的
一
些
問
題
）
，
重
要
的
是
討
論
問
題
要
在
整
個
大
公
運
動
的
背
景

下
去
討
論
，
以
及
和
所
討
論
的
主
題
相
關
的
一
切
其
他
問
題
。

加
鼓
勵
天
主
教
的
機
構
成
為
大
公
善
會
的
成
員
，
這
些
善
會
是
為
促
進
神
學
教
育
的
水
平
，

更
妥
善
培
育
願
做
牧
靈
工
作
的
人
，
增
進
高
等
教
育
機
構
之
間
的
合
作
。
它
們
對
公
立
的
及

非
宗
教
的
大
學
，
在
宗
教
研
究
方
面
合
作
的
要
求
，
也
要
開
放
。
參
加
此
類
大
公
善
會
及
聯

合
機
構
的
教
學
，
應
該
尊
重
天
主
教
機
構
在
課
程
、
當
教
授
的
主
題
的
教
義
內
容
，
以
及
準

備
晉
秩
的
學
生
的
靈
修
和
司
鐸
培
育
的
合
法
自
主
。

-117 

特
殊
情
況
中
的
牧
靈
合
作

加
每
一
個
教
會
和
教
團
，
牧
靈
照
顧
它
自
己
的
教
友
，
並
由
地
方
團
體
的
聖
職
人
員
以
不

可
替
代
的
方
式
予
以
建
立
，
可
是
在
某
些
情
況
下
，
假
如
不
同
教
會
及
教
團
的
牧
工
，
聖
職

或
平
信
徒
，
一
起
工
作
，
那
麼
基
督
子
民
的
宗
教
需
求
可
以
更
有
效
地
得
到
照
顧
。
這
類
大



公
合
作
，
實
施
在
照
顧
醫
院
、
監
獄
、
軍
中
、
大
學
、
大
的
工
業
區
中
的
人
時
，
更
有
成
就
。

在
大
眾
傳
播
媒
體
方
面
帶
去
基
督
信
仰
的
臨
在
，
這
種
大
公
合
作
也
有
效
。
這
種
特
殊
的
大

公
職
務
，
注
意
要
與
每
一
個
教
會
當
地
的
牧
靈
架
構
協
調
。
當
這
些
架
構
本
身
充
滿
大
公
精

神
，
並
與
其
他
教
會
或
教
團
當
地
有
關
單
位
實
施
大
公
合
作
時
，
更
能
達
到
目
的
。
禮
儀
聖

職
，
特
別
是
聖
體
聖
事
和
其
他
聖
事
，
合
作
情
形
要
依
照
每
一
個
教
會
或
教
團
為
他
們
的
教

友
所
定
的
規
則
，
天
主
教
徒
要
依
照
本
指
南
第
四
章
所
定
。

傳
教
工
作
的
合
作

那
一
切
形
式
的
大
公
合
作
所
做
的
共
同
見
證
已
是
傳
教
了
。
事
實
上
，
大
公
運
動
和
教
會

傳
教
性
質
的
許
多
團
體
的
新
發
現
是
攜
手
並
進
的
。

大
公
合
作
向
世
界
顯
示
那
些
信
基
督
並
由
聖
神
而
生
活
的
人
，
同
時
成
了
眾
人
之
父
天

主
的
子
女
，
他
們
能
以
勇
氣
和
希
望
，
克
服
人
性
的
分
裂
，
即
使
是
宗
教
信
仰
和
習
俗
這
種

敏
感
的
事
。
基
督
徒
之
間
存
在
的
分
裂
，
的
確
是
成
功
宣
報
福
音
的
大
障
礙
一
八
一
。
可
是
為

克
服
這
些
分
裂
所
作
努
力
，
大
大
彌
補
這
項
惡
表
，
也
對
基
督
徒
宣
報
基
督
是
一
切
民
族
和

一 l 18 



萬
物
在
祂
內
合
一
的
事
給
予
可
信
性

.. 

「
身
為
福
傳
的
人
，
我
們
所
呈
現
的
基
督
信
徒
，
不
應
該
是
由
於
破
壞
性
的
爭
吵
而
有

的
分
離
及
分
裂
的
教
民
形
像
，
而
是
信
仰
成
熟
及
由
於
共
同
坦
誠
和
大
公
無
私
的
追
求
真
理
，

超
越
實
際
的
緊
張
找
到
交
集
點
的
教
民
形
象
。
是
的
，
一
幅
傳
的
命
運
一
定
與
教
會
所
表
現
的

合
一
見
證
休
戚
相
關
。
這
是
責
任
也
是
安
慰
的
來
源
」
一
八
二
。

別
大
公
的
見
證
能
在
傳
教
活
動
上
顯
示
出
來
。
為
天
主
教
徒
來
說
，
在
傳
教
上
與
其
他
基

督
徒
的
大
公
合
作
基
礎
是
「
以
聖
洗
及
我
們
共
同
的
信
仰
遺
產
為
基
礎
」
一
八
三
。
其
他
教
會

及
教
團
引
人
信
奉
救
主
基
督
並
困
父
及
子
及
聖
神
之
名
受
洗
，
使
他
們
進
入
天
主
教
和
他
們

之
間
存
有
的
實
在
共
融
，
雖
然
不
完
美
。
天
主
教
徒
願
意
所
有
被
召
信
奉
基
督
的
人
，
與
他

們
一
起
共
有
他
們
相
信
在
天
主
教
會
內
存
在
的
圓
滿
共
融
，
暫
時
他
們
承
認
困
天
主
上
智
的

安
排
，
有
些
人
在
那
並
沒
有
這
種
圓
滿
共
融
的
教
會
及
教
團
中
，
度
他
們
的
基
督
徒
生
活
。

他
們
應
該
小
心
尊
重
其
他
教
會
及
教
團
的
活
潑
信
仰
，
他
們
宣
講
福
音
並
因
天
主
在
他
們
內

工
作
的
恩
寵
而
高
興
。

如
天
主
教
徒
可
以
與
其
他
教
會
及
教
團
一
起
參
加
組
織
並
作
計
畫
︱
只
要
沒
有
任
何
分
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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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故
意
在
福
傳
工
作
上
反
對
天
主
教
︱
此
組
織
是
共
同
支
援
教
會
的
傳
教
工
作
。
此
一
合
作

的
主
因
是
，
使
教
會
之
間
原
始
分
裂
和
分
離
的
歷
史
傳
統
的
人
性
、
文
化
及
政
治
的
因
素
，

不
要
再
移
植
到
正
在
福
傳
而
教
會
正
在
建
立
的
地
區
。
那
些
為
傳
教
修
會
所
派
遣
去
幫
助
建

立
和
發
展
新
興
教
會
的
人
，
對
此
特
別
感
到
有
必
要
。
主
教
們
要
特
別
注
意
這
一
點
。
是
主

教
要
決
定
什
麼
時
候
要
強
調
天
主
教
與
其
他
教
會
及
教
圈
，
在
教
義
及
倫
理
方
面
的
不
同
點
。

這
些
教
會
及
教
團
也
需
要
一
樣
和
天
主
教
教
義
作
比
較
。
不
過
這
一
切
不
是
以
爭
議
或
宗
派

的
精
神
做
去
，
而
是
彼
此
尊
重
和
相
愛
一
八
四
。
新
皈
依
信
仰
的
人
，
要
仔
細
獲
取
大
公
精
神

的
滋
養
，
「
使
他
們
一
方
面
避
免
任
何
形
式
的
宗
教
冷
漠
或
混
亂
，
以
及
不
健
全
的
敵
對
，

天
主
教
徒
要
和
分
離
的
弟
兄
們
合
作
，
在
萬
邦
前
盡
量
表
示
對
天
主
及
耶
穌
基
督
的
共
同
信

奉
，
並
在
社
會
、
文
化
、
技
術
及
宗
教
事
務
上
共
同
而
友
愛
的
合
作
」
一
八
五
。

別
在
對
現
代
世
界
非
基
督
化
群
眾
的
傳
教
工
作
，
特
別
需
要
大
公
的
合
作
。
基
督
徒
雖
然

尚
分
離
，
對
福
音
的
核
心
真
理
一
八
六
所
作
的
共
同
見
證
’
即
使
現
在
也
能
是
一
項
有
力
的
邀

請
，
使
人
們
在
俗
化
的
社
會
再
次
重
視
基
督
宗
教
信
仰
。
共
同
評
估
現
代
世
界
流
行
的
無
神

主
義
、
俗
化
和
物
質
主
義
，
以
及
對
付
這
些
的
共
同
策
略
，
能
非
常
有
助
於
現
代
世
界
的
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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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工
作
。

妙
在
不
同
教
會
及
教
團
成
員
之
間
的
合
作
中
，
應
該
特
別
不
斷
反
省
基
督
宗
教
傳
教
的
意

義
，
與
其
他
宗
教
人
士
舉
行
救
恩
交
談
的
方
式
，
以
及
宣
講
基
督
福
音
和
現
代
世
界
的
文
化

及
思
想
方
式
之
間
關
係
的
一
股
問
題
。

與
其
他
宗
教
交
談
的
大
公
合
作

泊
在
今
日
世
界
基
督
徒
與
其
他
宗
教
人
士
的
接
觸
與
日
俱
增
。
這
些
接
觸
根
本
和
教
會
及

教
團
之
間
的
接
觸
不
同
，
因
為
後
者
的
目
的
是
為
重
建
基
督
所
期
望
的
所
有
祂
的
門
徒
之
間

的
合
一
，
適
當
地
稱
之
為
大
公
的
。
不
過
前
者
的
接
觸
事
實
上
深
深
地
受
後
者
的
影
響
，
同

時
也
影
響
大
公
的
關
係
。
藉
這
些
接
觸
，
基
督
徒
能
加
深
他
們
之
間
存
在
的
共
融
層
次
，
因

此
也
被
視
為
是
大
公
合
作
的
重
要
部
分
。
這
在
發
展
基
督
徒
與
猶
太
民
族
特
有
的
宗
教
關
係

上
，
更
是
如
此
。

為
天
主
教
徒
來
說
，
與
猶
太
民
族
的
關
係
的
指
示
是
由
與
猶
太
人
的
宗
教
關
係
委
員
會

所
領
導
。
與
其
他
宗
教
人
士
的
關
係
是
由
宗
座
宗
教
交
談
委
員
會
領
導
。
天
主
教
徒
依
適
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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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指
示
與
猶
太
人
作
宗
教
的
連
繫
’
以
及
與
其
他
宗
教
人
士
接
觸
時
，
他
們
有
很
多
機
會
和

其
他
教
會
及
教
團
的
人
合
作
。
有
好
多
方
面
基
督
徒
可
以
一
起
工
作
，
與
猶
太
人
進
行
交
談

和
共
同
行
動
，
例
如
一
起
奮
鬥
反
對
反
猶
太
人
運
動
，
宗
教
激
進
主
義
及
宗
派
主
義
。
與
其

他
信
徒
的
合
作
，
可
以
是
推
動
宗
教
對
正
義
及
和
平
問
題
的
觀
點
，
支
持
家
庭
生
活
，
尊
重

少
數
團
體
，
以
及
本
世
紀
的
許
多
新
問
題
。
在
這
些
宗
教
交
談
中
，
基
督
徒
可
以
一
起
引
證

他
們
共
同
的
聖
經
及
神
學
的
根
據
，
將
基
督
宗
教
的
見
識
帶
入
大
環
境
內
，
以
此
也
推
動
基

督
徒
的
合
一社

會
及
文
化
生
活
中
的
大
公
合
作

叫
天
主
教
會
把
在
社
會
及
文
化
生
活
的
大
公
合
作
，
親
為
努
力
走
向
台
一
的
重
要
部
分
。

大
公
主
義
法
令
視
此
類
合
作
為
聯
合
所
有
領
過
洗
的
人
的
清
楚
表
示
了
忌
。
為
此
，
它
鼓
勵

並
支
持
非
常
具
體
的
合
作
形
式
.. 

「
這
樣
的
合
作
，
既
然
在
不
少
國
家
業
已
開
始
，
應
該
加
強
並
發
揚
光
大
，
尤
其
在
社

會
和
技
術
正
在
開
發
中
的
地
區
。
應
該
有
助
於
正
視
人
性
尊
嚴
、
推
動
和
平
、
將
福
音
原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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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
用
在
社
會
生
活
、
以
基
督
宗
教
的
精
神
發
展
藝
術
及
科
學
。
基
督
徒
也
應
該
一
起
努
力
，

應
用
一
切
可
能
的
方
法
減
輕
這
時
代
的
種
種
痛
苦
，
如
饑
荒
、
全
國
的
災
害
、
文
盲
及
貧
困
，

房
荒
、
財
富
分
配
不
均
等
」
一
八
八
。

位
大
的
原
則
是
，
在
社
會
及
文
化
生
活
上
的
大
公
合
作
，
應
該
在
整
體
追
求
基
督
徒
合
一

的
背
景
下
去
做
。
假
如
此
合
作
不
是
帶
有
其
他
形
式
的
大
公
主
義
，
尤
其
是
祈
禱
和
靈
修
的

分
享
，
那
麼
很
容
易
與
意
識
型
態
及
純
政
治
利
益
混
合
，
卻
成
了
走
向
合
一
的
障
礙
。
就
如

所
有
形
式
的
大
公
主
義
，
應
在
地
方
教
會
首
長
，
或
是
主
教
團
或
東
方
天
主
教
主
教
會
議
的

監
督
下
去
做
。

必
經
由
這
種
合
作
，
所
有
信
基
督
的
人
能
更
容
易
學
習
，
他
們
如
何
能
彼
此
更
了
解
，
彼

此
更
尊
敬
，
而
如
此
準
備
基
督
徒
合
一
的
道
路
一
八
九
。
在
好
多
次
機
會
上
，
教
宗
若
望
保
祿

二
世
曾
肯
定
天
主
教
會
的
大
公
合
作
的
投
入
一
九
0

。
這
也
是
維
勒
勃
郎
樞
機
和
世
界
教
會
協

會
秘
書
長
包
特
博
士
，
於
一
九
八
四
年
教
宗
訪
問
世
界
教
協
在
日
內
瓦
的
總
部
時
，
共
同
宜

言
中
所
表
達
的
一
九
一
。
是
依
據
此
宣
告
，
大
公
指
南
舉
列
不
同
層
次
的
幾
個
合
作
例
子
，
但

也
可
以
有
其
他
方
式
一
九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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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
同
合
作
研
究
社
會
及
倫
理
問
題

別
地
區
或
全
國
主
教
團
與
其
他
教
會
及
教
團
，
或
是
教
會
協
會
合
作
，
可
以
設
立
小
組
共

同
表
達
基
本
的
基
督
徒
及
人
性
價
值
。
這
種
共
同
辨
別
，
有
助
於
對
社
會
及
倫
理
問
題
，
提

供
大
公
主
張
的
重
大
出
發
點
﹔
也
使
不
同
教
會
及
教
團
的
基
督
徒
已
享
有
的
局
部
共
融
，
開

啟
倫
理
及
社
會
的
幅
度
。

此
類
共
同
研
究
的
目
標
是
推
行
基
督
宗
教
文
化
，
「
愛
的
文
明
」
︱
教
宗
保
祿
六
世
和

若
望
保
祿
二
世
常
談
及
的
基
督
宗
教
的
人
文
主
義
。
為
建
立
這
種
文
化
，
我
們
應
該
清
楚
地

建
立
組
成
此
文
化
的
價
值
，
和
威
脅
它
的
事
物
。
因
此
，
此
研
究
要
包
括
基
督
徒
的
重
視
生

命
的
價
值
，
人
類
工
作
的
意
義
，
正
義
與
和
平
的
問
題
，
宗
教
自
由
，
人
權
及
土
地
權
。
要

集
中
在
社
會
中
威
脅
基
本
價
值
的
因
素
，
如
貧
窮
、
種
族
主
義
、
消
費
主
義
、
恐
怖
主
義
、

以
及
一
切
威
脅
人
類
生
命
的
事
，
無
論
是
那
一
個
階
段
。
天
主
教
社
會
訓
導
的
久
遠
傳
統
，

對
此
類
合
作
可
以
提
供
可
觀
的
指
示
及
靈
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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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在
發
展
、
人
性
需
求
及
管
理
萬
物
之
間
有
密
切
的
關
連
。
經
驗
告
訴
我
們
，
為
回
應
人

顯
需
要
的
發
展
，
不
得
濫
用
或
妄
用
自
然
資
源
，
不
然
會
有
嚴
重
後
果
。

萬
物
本
有
其
尊
嚴
，
照
顧
萬
物
的
責
任
是
造
物
主
親
自
交
託
給
全
人
類
的
，
因
為
人
們

是
萬
物
的
管
理
員
一
九
三
。
天
主
教
徒
要
在
各
種
層
次
，
加
入
研
究
威
脅
萬
物
尊
嚴
並
危
害
整

個
人
類
的
問
題
的
創
舉
，
並
一
起
採
取
行
動
。
這
種
研
究
和
行
動
的
其
他
主
題
，
可
以
包
括
，

例
如
某
些
沒
有
控
制
的
快
速
工
業
化
和
科
技
，
引
發
自
然
環
境
的
污
染
，
嚴
重
影
響
生
態
環

境
的
平
衡
，
如
森
林
的
毀
壞
，
核
子
試
爆
，
不
合
理
的
運
用
或
濫
用
可
以
再
生
的
及
無
法
再

生
的
自
然
資
源
。
這
方
面
的
重
要
共
同
行
動
，
是
教
育
人
民
應
用
資
源
，
有
計
畫
地
應
用
萬

物
和
照
顧
萬
物
。

在
發
展
方
面
，
它
基
本
上
是
對
人
類
需
求
的
回
應
，
在
天
主
教
和
其
他
教
會
及
教
團
之

間
，
可
以
有
區
域
性
的
、
全
國
性
的
及
地
方
層
次
的
合
作
機
會
。
此
類
合
作
可
以
包
括
致
力

於
更
正
義
的
社
會
，
和
平
，
促
進
婦
女
的
權
利
及
尊
嚴
，
更
平
等
的
資
源
分
配
等
。
這
樣
，

就
可
以
為
窮
人
、
病
人
、
殘
障
者
、
老
人
及
所
有
由
於
不
合
理
的
「
罪
惡
架
構
」
一
九
四
而
受

苦
的
人
，
提
供
共
同
的
服
務
。
這
方
面
的
合
作
，
特
別
要
在
人
口
密
集
，
對
居
住
、
食
物
、

-125一



水
、
衣
、
衛
生
及
醫
療
有
嚴
重
問
題
的
地
方
去
做
。
另
外
這
種
合
作
的
重
點
，
該
是
面
對
移

民
、
難
民
、
天
災
的
受
害
者
的
問
題
。
在
世
界
緊
急
的
事
件
上
，
天
主
教
徒
要
設
法
與
其
他

教
會
及
教
團
的
國
際
組
織
聯
合
資
源
及
服
務
，
以
有
成
效
並
降
低
費
用
。
要
與
這
方
面
專
業

的
國
際
組
織
有
大
公
的
合
作
。

3

醫
療
方
面
的
令
作

m

整
個
衛
生
保
健
成
了
大
公
合
作
的
非
常
重
要
的
挑
戰
。
在
某
些
國
家
，
教
會
在
衛
生
保

健
計
畫
上
的
大
公
合
作
是
非
常
有
力
的
，
假
如
能
提
供
適
當
的
衛
生
保
健
。
此
外
，
在
這
方

面
的
合
作
無
論
是
研
究
的
層
次
，
或
實
際
的
保
健
，
漸
漸
引
發
醫
療
倫
理
的
問
題
，
這
不
單

是
挑
戰
也
是
大
公
合
作
的
機
會
。
先
前
所
提
認
同
屬
基
督
徒
生
活
的
基
本
價
值
的
工
作
特
別

迫
切
，
因
為
由
於
各
方
面
的
急
速
發
展
，
尤
其
是
遺
傳
學
方
面
。
在
此
背
景
下
，
一
九
七
五

年
有
關
大
公
合
作
的
文
件
一
九
五
特
別
貼
切.. 

「
特
別
在
有
關
道
德
的
規
範
，
天
主
教
會
的
教

義
立
場
必
須
表
達
清
楚
，
而
這
一
點
可
能
在
大
公
合
作
上
產
生
困
難
，
必
忠
於
天
主
教
訓
導
」
。 一 126 一



4

社
會
傳
播
媒
體
的
令
作

切
可
以
在
這
方
面
合
作
，
了
解
現
代
媒
體
的
性
質
，
特
別
是
媒
體
對
今
日
基
督
徒
的
挑
戰
。

在
此
領
域
的
合
作
，
可
以
包
括
將
基
督
宗
教
的
原
則
注
入
傳
播
媒
體
中
，
並
研
究
在
這
方
面

所
遭
遇
的
問
題
，
以
及
教
育
人
民
對
媒
體
的
評
估
應
用
。
不
同
宗
教
的
族
群
成
為
世
俗
媒
體

的
顧
問
特
別
有
效
，
尤
其
是
當
他
們
論
及
宗
教
事
務
的
作
法
。
特
別
是
在
大
部
分
觀
眾
、
聽

眾
或
讀
者
是
屬
於
一
個
教
會
或
教
團
的
國
家
內
，
更
是
有
用
。
「
為
這
樣
的
合
作
機
會
很
多
。

特
別
是
：
廣
播
與
電
視
的
共
同
節
目
﹔
教
育
的
計
畫
及
工
作
，
特
別
是
為
父
母
及
青
年
人
﹔

國
際
層
次
的
專
業
人
士
的
集
會
及
討
論
﹔
每
年
頒
獎
給
這
方
面
有
成
就
的
人
﹔
媒
體
方
面
的

研
究
合
作
，
尤
其
是
在
專
業
訓
練
及
教
育
」
一
九
六
。
凡
天
主
教
已
正
式
參
與
各
宗
教
合
組
的

架
構
的
地
方
，
他
們
應
該
加
強
，
尤
其
對
廣
播
及
電
視
的
應
用
，
出
版
及
視
聽
工
作
。
同
時

每
一
個
成
員
團
體
應
有
機
會
宣
講
他
本
教
的
教
義
及
習
俗
一
九
七
。

加
重
要
的
是
不
時
彼
此
合
作
工
作
﹔
或
由
天
主
教
傳
播
人
員
參
與
其
他
教
會
及
教
團
的
工

作
﹔
或
是
後
者
的
傳
播
人
參
與
天
主
教
的
工
作
。
大
公
的
合
作
可
以
包
括
國
際
天
主
教
組
織

和
其
他
教
會
及
教
團
傳
播
組
織
之
間
的
交
流
（
例
如
舉
行
世
界
大
眾
傳
播
日
）
。
共
同
利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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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
星
及
有
線
電
視
網
，
給
予
大
公
合
作
的
實
際
機
會
一
九
八
。
在
地
區
層
次
，
此
種
合
作
應
該

與
大
公
委
員
會
取
得
連
繫
’
國
際
性
的
要
與
宗
座
合
一
委
員
會
連
繫
。
天
主
教
大
眾
傳
播
人

的
陶
成
應
包
括
嚴
正
的
大
公
教
育
。

一
九
九
三
年
三
月
廿
五
日
教
宗
若
望
保
祿
二
世
通
過
此
指
南
，
以
其
權
力
核
准
並
命
令

公
佈
。
任
何
相
反
之
事
無
法
成
立
。

秘主
書席

葛
錫
迪
樞
機

杜
博
嵐
主
教

一 128



詮
釋

基
督
種
合
一
但
進
秘
書
處
「
大
公
運
動
指
南
」
宗
座
公
報
一
九
六
七
、

E
h
i
g
N
﹔
宗
座
公
報
一
九
七
。
、

四

斗
。
回
︱
斗N
h。

一
九
八
八
年
二
月
六
日
教
宗
若
望
保
轍
二
世
向
基
督
佳
合
一
站
書
處
之
談
話
。

其
中
包
括
自
動
諭
「
混
合
婚
姻
」
宗
座
公
報
一
九
七0
年
間
間
斗
︱NE
﹔
合
一
秘
書
處
「
有
關
大
公
交
談
的

反
省
興
建
議
」
通
訊
口
、
一
九
七

0
年
間
︱
＝
頁
﹔
「
允
許
其
他
基
督
值
在
天
主
教
會
領
聖
體
的
訓
令
」

宗
座
公
報
一
九
七
三
年
宮
。l
g
c
頁
﹔
合
一
秘
書
處
「
有
關
區
域
的
、
全
國
的
及
地
方
的
大
公
合
作
」

通
訊
皂
，
一
九
七
五
年
∞
－2
頁
﹔
教
宗
保
轍
六
世
「
在
新
世
界
傳
福
音
」
一
九
七
五
年
﹔
若
望
保
韓
三

世
「
基
督
宗
教
的
智
黨
」
論
教
會
大
學
及
學
院
憲
章
，
一
九
七
九
年
﹔
「
論
現
時
代
的
教
理
講
授
」
一

九
七
九
年
﹔
一
九
八
五
年
世
界
主
教
特
別
會
議
「
最
後
報
告
」
﹔
教
育
部
「
司
鐸
培
育
的
基
本
學
程
」

一
九
八
五
年
羅
馬
﹔
「
自
教
會
中
心
」
宗
座
憲
令
﹔
宗
座
公
報
一
九
九

0
年
z
a

－
－
ω
g
o

宗
座
公
報
一
九
八
八
年
5
2

頁
。

參
闊
天
主
教
法
典
第
4
切
切
條
﹔
東
方
天
主
教
法
典C
O
N及
c
o
h條
一
項
。
本
指
南
所
指
天
主
教
是
指
與
羅
馬

的
主
教
有
圓
滿
共
融
的
信
友
和
教
會
。

見
以
下
話
l

羽
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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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宗
座
憲
令
「
善
牧
」
指
出
.. 

「
第
－ω
臼
項.. 
此
委
員
會
的
職
責
是
以
適
當
方
法
集
合
所
有
劃
意
及
大
公
活
動
，
恨
種
基
督
佳
之
間
的

A口
一
。

第
Z
O
項.. 
ω
設
法
使
梵
二
大
公
會
議
有
關
大
公
方
面
的
法
令
得
以
實
施
。
正
確
解
釋
大
公
主
義
原
則

並
令
之
實
施
。
ω
它
推
動
、
軍
合
並
協
調
全
國
的
及
國
際
的
天
主
教
促
進
基
督
佳
合
一
的
組
織
，
並
監

督
他
們
的
工
作
。
ω
在
首
先
向
教
宗
請
示
後
，
照
料
與
其
他
尚
未
和
天
主
教
會
有
圓
滿
共
融
的
教
會
及

教
圍
的
基
督
佳
的
關
係
，
特
別
是
建
立
交
談
和
與
他
們
推
行
合
一
的
會
商
，
與
對
正
確
神
學
教
義
有
素

養
的
專
家
一
起
工
作
。
它
派
天
主
教
觀
察
員
參
加
基
督
佳
的
集
會
，
如
果
適
合
邀
請
其
他
教
會
及
教
圍

的
觀
察
員
參
加
天
主
教
的
會
議
。

第
－
ω
4項.. 
ω
因
篇
這
一
機
構
所
處
理
的
問
題
，
往
往
在
本
質
上
會
觸
及
信
仰
的
問
題
，
應
該
在
進
行

時
密
切
與
教
義
部
連
繫
’
特
別
是
要
公
佈
公
開
文
件
和
聲
明
時
。
ω
在
處
理
較
重
要
的
問
題
，
如
有
關

分
離
的
東
方
教
會
時
，
應
首
先
與
東
方
教
會
部
商
討
。
」

除
非
另
有
說
明
，
本
指
南
所
謂
「
個
別
教
會
」
是
指
一
個
教
區
，
東
方
教
會
的
開
2
月
2

呵
，
或
相
等
的
教

會
地
區
。

若
十
七
且
﹔
參
弗
四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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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
會
憲
章
1

號
。

參
教
會
憲
章
1

︱

4

及
「
大
公
法
令
」
2

號
。

參
「
大
公
」
2

號
。

「
教
會
」2
號
5
號
。

「
大
公
」2
號
﹔
弗
四
”
“
口

「
教
會
」
第
三
章
。

京
二
位
。

一
九
八
五
年
世
界
主
教
特
別
會
議
「
最
後
報
告
」
’
「
共
融
的
教
會
學
是
大
公
會
議
文
獻
的
中
心
及
基

本
思
想
」
（
C

，

1

）
。
參
教
義
部
「
數
天
主
教
會
主
教
們
函
︱
論
教
會
是
共
融
的
某
些
角
度
」

（
一
九
九
二
年
五
月
甘
八
日
）
。

參
「
教
會
」
H
號
。

「
主
教
法
令
」
口
號
。

「
教
會
」
2
號
。

若
十
七
訕
。

「
教
會
」
8
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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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教
會
」
9

號
。

參
「
大
公
」
3

號
及
口
號
。

參
「
大
公
」
3

號
﹔
「
的
確
，
為
7
他
們
（
其
他
信
基
督
的
人
）
與
天
主
教
會
之
間
存
在
的
各
種
分
歧

l

無
論
是
教
義
或
是
紀
律
，
或
是
關
於
教
會
架
構
l

產
生
不
少
有
損
教
會
圓
滿
共
融
的
阻
礙
，
有
的

是
嚴
重
的
阻
礙
。
大
公
運
動
敢
力
於
克
服
這
些
困
難
」
。
此
類
分
歧
繼
續
有
其
影
響
，
有
時
產
生
新

的
分
離
。

「
大
公
」
3

號
。

「
大
公
」
4

號
。

「
大
公
」
H
－

w
m號
。
凡
適
用
「
東
正
」
者
是
那
些
接
受
厄
弗
所
及
加
彩
東
公
會
講
決
議
的
東
方
教
會
。

最
近
，
由
於
歷
史
的
理
由
也
應
用
在
那
些
不
接
受
這
些
公
會
議
之
一
的
信
理
條
文
（
參
「
大
公
」
臼
）
。

為
避
兔
灑
淆
，
「
東
方
教
會
」
的
通
稱
，
在
此
指
南
中
是
指
所
有
未
與
天
主
教
會
有
圓
滿
共
融
的
不

同
東
方
傳
統
的
教
會
。

參
「
大
公
」
n
l
m
號
。

同
上
3
號
。

參
同
上
4

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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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大
公
」
2

號
﹔
「
教
會
」
M
號
﹔
天
主
教
法
典
第
皂
白
條
﹔
東
方
天
主
教
法
典
第
8
條
。

參
「
大
公
」
4

號
及
時
－
m
o

一
九
八
五
年
世
界
主
教
特
別
會
議
最
後
報
告
c
7

。

參
若
＋
七
訕
。

參
羅
八
叫
“
－u
o

參
「
大
公
」
5

號
。

參
下
列
。
N
i
z

－
號
。

在
此
指
南
中
所
用
「
地
方
教
長
」
也
指
東
方
教
會
地
方
聖
鶴
，
依
東
方
天
主
教
會
法
典
的
名
稱
。

「
東
方
天
主
教
主
教
會
諾
」
是
指
東
方
天
主
教
法
典
中
所
述
東
方
天
主
教
會
獨
立
的
上
級
權
威
。

參
梵
二
宣
言
「
信
仰
自
由
」
四
號
說
.. 

「
在
傳
播
宗
教
信
仰
及
推
行
宗
教
習
俗
時
，
切
忌
帶
有
強
制
、

或
卑
鄙
及
不
正
當
的
遊
說
，
尤
其
對
未
受
教
育
的
或
貧
窮
人
」
o

同
時
此
宣
言
指
出
「
宗
教
團
體
亦

有
權
利
，
在
以
口
頭
或
文
字
，
公
開
傳
授
及
宣
攝
其
信
仰
時
，
不
受
阻
撓
」
（
同
上
）
。

參
「
大
公
」
9
i
u
﹔
胡
－
m
號
。

「
大
公
」
8
號
。

格
前
十
一
一
一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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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五

參
「
大
公
」
3
號
。

參
「
教
會
」
且
號
﹔
「
主
教
」
口
號
﹔
天
主
教
法
典
ω
∞
ω
條
3
款
及
東
方
天
主
教
法
典
】
C
N條
2

款
。

參
天
主
教
法
典
斗
叩
印
條1
款
﹔
東
方
天
主
教
法
典

S
N
條
及
C
C
K條
1

款
。

參
天
主
教
法
典
叩
門
。
條
及M﹜M
條
﹔
東
方
天
主
教
法
典
凹
條
及
自
條
。

參
「
宗
派
或
新
的
宗
教
運
動
」.. 
牧
靈
挑
戰
﹔
「
通
訊
」
－
c
∞
0
年
位
號
】
串
串
︱
－2
頁
。

參
下
面
﹞
O
m－
－
4
﹜
號
。

「
大
公
」
4
號
。

參
東
方
天
主
教
法
典
。c
h條
1

款
﹔
天
主
教
法
典
a
u
條
2

款
。

參
「
大
公
」
9
及
口
號
及
「
有
關
大
公
交
談
的
反
省
及
建
議
」
0

參
「
大
公
」
口
號
﹔
「
教
會
傳
教
法
令
」
口
號
及
「
區
蠅
、
全
國
及
地
方
層
灰
的
大
公
合
作
」
3
號
。

參
「
大
公
」
5
號
。

參
「
傳
教
」
臼
號
﹔
5
號
及
到
號
﹔
參
「
在
新
世
界
傳
福
音
」
詞
，
部
及η號
﹔
見
下
面
悶
。
叩
︱MO
C號
。

「
大
公
」
5
號
。

「
大
公
」
7

號
。

「
大
公
」
6
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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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六

聖
安
搏
，
拉
T
教
父
＝
－

參
天
主
教
法
典
N
C
C條
1

款
﹔
東
方
天
主
教
法
典
白
條

1

歉
。

梵
二
「
啟
示
」
憲
章
且
號
。

參
「
大
公
」
剖
號
白

「
在
新
世
界
傳
福
音
」
η
號
。

參
「
大
公
」
口
號
﹔
「
傳
教
」
臼
號
﹔
參
「
教
理
請
授
總
指
南
」
訂
、
的
心
及
下
面
市
及
－

4
0號
。

參
「
大
公
」
3
及
4

號
。

參
「
現
代
教
理
講
授
」
3
號
及
東
方
天
主
教
法
典
已
間
條
。

同
上
泣
號
。

同
上
。

參
「
大
公
」
6
號
及
「
教
會
在
現
代
世
界
」
憲
章
也
號
。

關
於
教
理
講
授
方
面
的
大
公
合
作
，
見
「
現
代
教
理
講
授
」
泊
號
﹔
下
面
－
∞
∞

i

－
2

號
。

「
禮
儀
」
憲
章
H
號
。

間
上
2

號
。

「
大
公
」
2

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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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五

「
禮
儀
」
必
號
。

「
大
公
」
8

號
。

參
同
上
7

號
。

參
「
教
會
」
臼
及
「
大
公
」
3

號
。

參
下
面
－
O
M－
－
K
M號
。

參
下
面
E
T
E
E
M－
∞
號
。

「
教
會
」
口
。

參
「
在
新
世
界
傳
福
音
」
n
號
﹔
見
本
指
南
立
ω
︱
－
8
號
。

「
家
庭
團
體
」
唱
的
號
。

見
天
主
教
法
典
朋
間
也
條2
款
。

參
梵
二
「
教
育
」
宣
言
6

︱

9

號
。

參
「
教
會
」
沮
號
。

「
大
公
」
叫
“
號
。

參
「
現
代
」
位
，
2

號
﹔
「
大
公
」
6

號
﹔
教
義
部
「
教
會
奧
蹟
」
5

號
。

「
教
會
奧
蹟
」
5

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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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
τ 款說

東

方
天
主
教
法
典
已。
Ul 

條
4 
款

及
。且
已n
E、2
條
3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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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關
所
有
基
督
徒
，
凡
以
潛
水
方
式
付
洗
的
，
尤
其
是
一
決
為
眾
多
的
人
付
混
，
應
注
意
其
無
效
性
。

參
「
大
公
指
南
」
（
一
九
六
七
年
）

參
天
主
教
法
典
∞
且
條
2
款
。
依
法
典
解
釋
委
員
會
（
「
通
訊
」
5

，
一
九
八
三
年
﹜
∞
∞
頁
）

團
體
」
一
詞
不
包
括
未
與
天
主
教
有
圓
滿
共
融
的
東
正
教
會
。

參
「
大
公
指
南
」
（
一
九
六
七
年
）
必
號
﹔
東
方
天
主
教
法
典
。
∞
白
條
3
款
。

參
「
大
公
」
4

號
﹔
東
方
天
主
教
法
典
∞
g
－

s

－
候
。

參
「
大
公
」
吐
號
。

參
天
主
教
法
典
∞
O
C條
2
款
，
及
本
指
南
阻
號
。

參
天
主
教
法
典
∞
皂
條
1

及
3
款
。

參
「
大
公
」
8
號
。

參
「
大
公
」
3
及
8
號
﹔
本
指
南
－
－0號
。

參
「
教
會
」
8
號
﹔
「
大
公
」
4
號
。

參
「
大
公
」
3
號
。

參
「
大
公
」
3
、
自
、
2
號
。

參
天
主
教
法
典
。
。
∞
條
﹔
東
方
天
主
教
法
典4
C
N條
。

一
O
五

－
o

六

一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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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參
「
大
公
」
8

號
。

參
「
禮
儀
」
－
8
號
。

參
東
方
天
主
教
法
典
∞
∞
－
條1
款
﹔
天
主
教
法
典
－N
h
4條
。

參
天
主
教
法
典
－
N
＃4
條
﹔
東
方
天
主
教
法
典
∞
∞
】
條
1

款
。

參
天
主
教
法
典
＝
∞
ω
條
3

款
﹔
東
方
天
主
教
法
典
∞
斗
。
條
1

款
。

參
天
主
教
法
典
口
∞
4
條
﹔
東
方
天
主
教
法
典
∞
∞4
條
。

參
「
大
公
」
M
號
。

同
上
自
號
。

同
上
。

參
天
主
教
法
典
∞
冉
冉
條2
款
及
東
方
天
主
教
法
典
∞
立
條
2

歉
。

參
天
主
教
法
典
∞
鼎
鼎
條
3

款
及
本
指
南
－
o
∞
號
。

參
天
主
教
法
典
∞
h
o條
及
東
方
天
主
教
法
典
2
4
條
。

參
「
大
公
」
3

號
。

「
大
公
」
也
號
。

參
「
大
公
」
8

號
﹔
天
主
教
法
典
∞
冉
冉
條1
歡
﹔
東
方
天
主
教
法
典
。
→
耳
聞1
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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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參
天
主
教
法
典
∞
串
串
條4
款
及
東
方
天
主
教
法
典
。
2

條
4

款
。

為
制
定
這
些
規
則
我
們
參
考
以
下
文
件
.. 
許
可
其
他
基
督
值
在
天
主
教
會
領
受
聖
體
三
九
七
二
年
）

及
解
釋
「
許
可
其
他
基
督
健
在
某
些
情
況
下
領
聖
體
的
指
令
」
（
一
九
七
三
年
）
。

參
天
主
教
法
典
∞
立
條
5

款
及
東
方
天
主
教
法
典
。
2
條
5

款
。

參
天
主
教
法
典
∞
串
串
條
4

款
及
東
方
天
主
教
法
典
∞
立
條
4

款
。

參
天
主
教
法
典
斗
。
→
條
及
東
方
天
主
教
法
典Eh
條
4

款
。

參
天
主
教
法
典
＝
盟
條
及
東
方
天
主
教
法
典
∞
－
ω
條
。

參
「
家
庭
團
體
」
唱
的
號
。

參
「
大
公
」
3

號
。

參
天
主
教
法
典
＝
N
U條
、
已
N
m條
及
東
方
天
主
教
法
典
∞
－
T
E
ω

條
。

參
天
主
教
法
典
﹜
臼
白
白
條
及
東
方
天
主
教
法
典
－

h
g
條
。

參
「
大
公
」
臼
號
。

參
天
主
教
法
典
－
－N
4條
1
款
及
東
方
天
主
教
法
典
∞
盟
條
2
款
。

參
天
主
教
法
典
＝
ω
斗
條
1
款
及
東
方
天
主
教
法
典
∞
盟
條
1
款
。

參
東
方
天
主
教
法
典
∞
ω
白
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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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七



一
『
’h

四

J\ 

參
天
主
教
法
典
－
－N
4條
2

款
。

同
上
。

參
天
主
教
法
典
－
－N
4條
3

款
及
東
方
天
主
教
法
典
∞ω
∞
條
。

婚
姻
禮
典
8
號
。

參
本
指
商
品
∞
號
。

參
本
指
南
向
M
c－
－
ω
】
號
。

參
本
指
南
－M
印
、
－
g
及
Z

】
號
。

參
本
指
南
】
ω
N號
。

「
大
公
」
口
號
。

「
人
類
救
主
」
口
號
。

在
此
背
景
下
教
會
一
字
是
混
統
指
社
會
學
的
意
義
，
而
非
狹
義
的
神
學
意
義
。

「
地
區
、
全
國
及
地
方
層
灰
的
大
公
合
作
」4
號
〉
﹒
戶
。

主
教
團
和
東
方
天
主
教
主
教
會
議
，
必
須
注
意
不
要
許
可
天
主
教
參
與
教
會
協
會
，
因
為
有
些
團
體

不
能
視
篇
教
會
團
體
。

參
「
大
公
」
9
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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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

,\ 

「
大
公
」
口
號
﹔
參
弗
三
8
0

「
反
省
與
建
議
」
4

號
寸
，
參
「
大
公
」
口
號
及
「
教
會
奧
蹟
」4
號
，
本
指
南
但
凶
，
但
︱
布
及
－
∞
－

號
。

血
舍
得
前
二
臼

參
猶
3

「
教
會
」
臼
號
。

同
上
。

參
「
大
公
」
6

號
及
「
現
代
」
位
號
。

參
「
大
公
」
口
甜
。

參
「
啟
示
」
第
六
章
。

「
大
公
」
剖
號
。

參
天
主
教
法
典
∞
N
U條
2
款
及
東
方
天
主
教
法
典
白
白
條1
款
。

一
九
八
七
年
修
訂
一
九
六
八
年
譯
本
並
出
版
。
在
合
一
秘
書
處
「
通
訊
」
師
期
E
o
－
－
h
叩
頁
。

依
照
天
主
教
法
典
已
印
︱
∞
∞
斗
及
∞

ω
∞
條
及
東
方
天
主
教
法
典
。
叮
叮
︱
白
白
。
條
以
及
教
義
部
三
九
七
五
、

三
、
＋
九
）
所
公
佈
的
有
關
書
刊
之
法
令
，
見
京
座
公
報
（
一
九
七
五
）N
∞
H
l
l
N∞
＃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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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七
五

本
指
南
泊
號
。

見
「
大
公
」
叩
︱
口
號
。

參
本
指
南
話
號
及
合
一
秘
書
處
有
關
大
公
教
導6
號
（
見
「
通
訊
」
位
號
一
九
八
六
年E
O
頁
。

見
「
主
教
」
括
號
5
︱
6
0

見
－3
號
註
「
通
訊
」
－
c
4頁
。

同
上
。

參
「
大
公
」
1

號
。

「
在
新
世
界
傳
福
音
」
η
號
。

同
上
。

參
「
傳
教
」
6
號
。

同
上
自
號
。

參
「
人
類
教
主
」
口
號
。

參
「
大
公
」
口
號
。

一
八
八
、
一
八
九
同
上
。

參
若
望
保
融
二
世
三
九
八
五
、
六
、
甘
八
）
向
羅
馬
部
會
甄
詞
，
見
宗
座
公
報
三
九
八
五
）
＝
品

一
←ν
－
八

一
七
七

一
七
八

一
七
九

八
。

;\ 八八八
四

一
八
五

一
八
六

一
八
七

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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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
－m
c頁
﹔
參
「
社
會
事
務
關
懷
」
牧
函
扭
號
。

參
合
一
秘
書
處
「
通
訊
」
臣
，
一
九
八
四
、
也
l

的
頁
。

「
大
公
合
作
」
3

號
。

「
人
類
救
主
」
8

、
間
、
M
M觀
﹔
「
社
會
事
務
閱
價
」
泊
、

M
號
。

「
社
會
事
務
關
懷
」
蕊
號
。

「
大
公
合
作
」
3
號
g
o

京
座
大
軍
傳
播
委
員
會
「
共
融
與
進
步
」
指
令
的
號
、
見
宗
座
公
報
三
九
七
一
年
）

m
g
－

m
u
a頁
。

參
「
大
公
合
作
」
3

號
『
。

宗
座
大
傳
委
員
會
「
大
眾
傳
播
的
大
公
及
各
宗
教
合
作
準
則
」
H
及
M
號
（
一
九
八
九
年
）

的
【
磊
、
一
九
八
九
、
羽
號ω
斗
叩l
ω
4
4頁
。

九九九
一
九
四

九
五

九
一
九
七

九
J\ 

。
。
用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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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公
指
南

准
印
者.. 
台
北
總
主
教
狄
剛

編
譯
者.. 
天
主
教
中
國
主
教
團
秘
書
處

發
行
人.. 
王
愈
榮

出
版
者.. 
天
主
教
教
務
協
進
會
出
版
社

台
北
市
－o
m光
復
南
路
叫
“
巷
扭
號

電
話
：
（
O
二
）
五
七
八
︱
三
三
五
五

傳
真.. 

（
O
一
一
）
五
七
七
︱
三
八
七
四

承
印
者
：
永
望
文
化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電
話
：
三
六
七
︱
三
六
二
七

定
價

.. 
新
臺
幣
渠
拾
元
整

郵
政
劃
撥.. 
o
o

一
六
七
六
一
︱
六
號

戶
名
：
中
國
主
教
團
秘
書
處

行
政
院
新
聞
局
局
版
台
業
字
第

O
八
六
三
號

中
華
民
國
八
十
四
年
十
月
初
版

版
權
所
有
不
得
翻
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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