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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
眾
若
望
扣
除
祿
一
一
世
頒
布

「
自
動
論
令
」
果
在
牧
茵

論
主
教
圍
之
神
學
＆
法
律
性
質
＠

一
、
引
言

﹝
主
耶
穌
把
宗
徒
們
組
成
三
個
團
體
，
即
一
個
固
定
的
集
合
體
，
從
他
們
中
間
選

擇
了
伯
多
祿
作
此
團
體
的
元
首
」
＠
。
宗
徒
們
並
沒
有
被
耶
穌
單
獨
地
被
選
和
被
派
遣
，
而

是
「
十
二
人
」
組
群
的
一
部
分
，
四
福
音
習
慣
用
「
十
二
人
之
一
」
表
達
出
來
＠
。
主
將
宣

講
天
主
國
的
使
命
託
付
給
他
們
一
起
＠
’
他
們
被
抽
派
遣
，
不
是
單
獨
的
，
而
是
兩
個
兩
個

＠
。
在
最
後
晚
餐
時
，
耶
穌
為
宗
徒
們
的
合
一
，
以
及
因
他
們
的
話
而
信
從
祂
的
人
的
合
一

＠
’
向
天
父
祈
禱
。
在
祂
復
活
後
升
天
前
，
主
確
認
伯
多
祿
的
最
高
牧
職
＠
’
並
將
祂
白
父

所
接
受
的
同
一
使
命
託
付
給
宗
徒
們
＠
。



因
聖
神
於
五
旬
節
的
降
臨
，
宗
徒
團
顯
示
出
充
滿
了
來
自
護
慰
者
的
新
活
力
。
伯
多
祿

「
與
十
一
位
宗
徒
站
起
來
」
＠
’
向
群
眾
說
話
並
為
相
當
多
的
信
者
授
洗
﹔
第
一
個
團
體
結

合
一
起
聆
聽
宗
徒
們
的
訓
誨
＠
’
並
接
受
他
們
有
關
牧
靈
問
題
的
決
定
＠
。
保
祿
去
見
留
在

耶
路
撒
冷
的
宗
徒
們
，
旨
在
確
定
與
他
們
的
共
融
，
以
免
白
白
地
奔
跑
＠

o

宗
徒
們
意
識
到

他
們
組
成
一
個
不
可
分
的
團
暉
，
這
也
在
當
基
督
徒
自
外
邦
歸
化
，
是
否
必
須
遵
守
舊
法
律

的
某
些
規
定
而
引
起
的
問
題
上
，
顯
示
出
來
。
當
時
，
在
安
提
約
基
雅
團
體
中
，
「
保
祿
和

巴
爾
納
伯
同
他
們
中
的
幾
個
人
，
上
耶
路
撒
冷
去
見
宗
徒
和
長
老
，
討
論
這
問
題
」
＠
。
為

了
審
查
此
問
題
，
宗
徒
與
長
老
們
就
開
會
，
在
伯
多
祿
權
威
的
領
導
下
，
彼
此
商
討
並
審
議
，

最
後
發
布
他
們
的
決
議
.. 

「
因
為
聖
神
和
我
們
決
定
，
不
再
加
給
你
們
什
麼
重
擔
：
」
＠
。

2

主
託
付
給
宗
徒
們
的
救
恩
使
命
，
一
直
將
延
續
到
世
界
末
日
＠
。
為
了
根
據
基
督

的
意
願
’
執
行
這
個
使
命
，
宗
徒
們
自
己
「
謹
漠
地
指
定
繼
承
人
... 
主
教
們
由
於
天
主
的
制

定
，
代
替
宗
徒
們
做
教
會
的
牧
人
」
＠
。
的
確
，
為
了
執
行
牧
職
，
「
宗
徒
們
自
基
督
滿
灌

了
降
臨
於
他
們
的
聖
神
＠
’
他
們
又
以
覆
手
禮
，
把
聖
神
的
恩
惠
傳
授
給
他
們
的
助
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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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恩
惠
藉
主
教
的
祝
聖
禮
，
一
直
傳
到
今
天
」
＠
。

「
就
像
由
於
主
的
規
定
，
聖
伯
多
祿
及
其
他
宗
徒
們
組
成
一
個
宗
徒
圈
，
同
樣
伯
多
祿

的
繼
承
人
羅
馬
教
宗
，
和
宗
徒
們
的
繼
承
人
主
教
們
，
彼
此
聯
合
在
一
起
」
＠
。
如
此
，
所

有
的
主
教
都
從
基
督
領
受
了
在
世
界
各
地
宣
報
福
音
的
命
令
，
那
麼
都
有
義
務
關
心
整
個
教

會
。
同
樣
，
為
了
完
成
主
所
託
付
給
他
們
的
使
命
，
主
教
們
應
該
彼
此
合
作
並
與
伯
多
祿
的

繼
承
人
合
作
＠
，
在
他
身
上
基
督
建
立
了
「
信
仰
統
一
及
共
融
的
、
永
久
而
可
見
的
根
源
及

基
礎
」
＠
。
主
教
們
個
人
也
是
他
們
的
個
別
教
會
中
統
一
的
根
源
和
基
礎
＠
。

1

在
不
損
及
每
位
主
教
，
因
天
主
的
制
定
在
他
自
己
的
個
別
教
會
中
，
所
享
有
的
權

力
，
因
意
識
到
自
己
是
不
可
分
的
團
隊
的
一
部
分
，
引
起
了
主
教
們
在
教
會
的
歷
史
中
，
在

完
成
他
們
的
使
命
時
，
運
用
各
種
方
法
、
架
構
和
溝
通
管
道
，
以
表
達
他
們
的
共
融
和
對
所

有
教
會
的
關
切
，
以
及
延
續
宗
徒
圍
的
生
命
：
如
牧
靈
合
作
、
交
換
意
見
、
彼
此
互
助
等
。

在
最
初
幾
個
世
紀
，
這
種
共
融
的
事
實
﹒
在
舉
行
公
會
議
一
事
上
，
得
到
了
顯
著
的
和

典
型
的
表
達
。
其
中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
除
了
三
二
五
年
因
尼
西
公
會
議
之
召
開
所
開
始
的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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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會
議
外
，
特
別
主
教
會
議
，
無
論
是
全
區
會
議
或
是
省
區
會
議
，
這
些
會
議
自
第
二
世
紀

起
在
教
會
內
時
常
在
各
地
舉
行
＠
。

在
中
古
世
紀
舉
行
特
別
主
教
會
議
的
做
法
一
直
繼
續
。
自
特
利
騰
大
公
會
議
（
一
五
四

五
i

一
五
六
三
）
後
，
上
述
會
議
就
較
少
。
不
過
，
一
九
一
七
年
的
教
會
法
典
，
為
了
重
振

如
此
悠
久
歷
史
的
制
度
，
加
入
了
舉
行
特
別
主
教
會
議
的
條
款
。
此
法
典
二
八
一
條
談
到
全

區
會
議
，
並
且
指
出
有
羅
馬
教
宗
授
權
時
才
可
召
開
，
教
宗
會
指
派
一
個
代
表
召
集
並
主
持

此
會
議
。
舊
法
典
要
求
至
少
廿
年
召
開
一
次
省
區
會
議
＠
，
每
一
個
省
的
主
教
團
或
主
教
會

議
，
至
少
每
五
年
開
會
一
次
，
為
討
論
各
教
區
的
問
題
並
準
備
省
區
會
議
＠
。
一
九
八
三
年

的
天
主
教
新
法
典
，
保
存
了
相
當
多
的
有
關
特
別
主
教
會
議
，
無
論
是
全
區
的
或
是
省
區
的
，

法
律
條
文
＠
。

4
依
照
並
附
和
特
別
主
教
會
議
的
傳
統
，
為
了
歷
史
的
、
文
化
的
及
社
會
學
的
理
由
，

自
上
世
紀
起
在
不
同
的
國
家
，
設
立
了
主
教
會
議
（
主
教
團
）
。
這
些
主
教
團
是
為
了
特
殊

的
牧
靈
目
標
而
設
立
的
，
作
為
回
應
共
同
關
切
教
會
不
同
問
題
的
方
法
，
並
尋
求
適
當
的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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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辦
法
。
不
像
其
他
會
議
（
9
5

已
明
）
，
這
些
主
教
團
有
固
定
的
及
常
設
的
特
性
。
一
八
八

九
年
主
教
及
會
土
聖
部
所
公
布
的
訓
令
，
特
別
稱
之
為
「
主
教
會
議
」
（
或
主
教
團
）

（
開
它
告
。
苟
且
向

S
P
Z
D
g
m

）
＠
。

梵
蒂
岡
第
二
屆
大
公
會
議
，
在
「
主
基
督
」
法
令
中
，
不
但
表
示
希
望
能
重
振
特
別
主

教
會
議
的
悠
久
制
度
（
見
泊
號
）
，
也
明
白
提
及
主
教
團
，
承
認
事
實
上
在
很
多
國
家
已
經

成
立
，
並
且
制
定
有
關
的
特
別
法
則
（
見
訂
！
指
號
）
。
的
確
，
大
公
會
議
承
認
這
些
架
構

的
益
處
及
潛
能
，
認
定
「
在
世
界
各
地
同
一
國
家
或
地
區
的
主
教
，
定
時
集
會
，
由
於
互
相

交
換
意
見
及
經
驗
，
分
享
智
慧
，
他
們
可
以
為
教
會
的
公
共
利
益
而
一
起
作
成
計
畫
，
是
非

常
有
用
的
」
＠

0

5

在
一
九
六
六
年
，
教
宗
保
祿
六
世
，
藉
自
動
論
「
神
聖
教
會
」
，
要
求
在
沒
有
主

教
圍
的
地
方
，
成
立
主
教
團
﹔
已
經
存
在
的
要
制
定
章
程
。
在
無
法
成
立
主
教
團
的
地
方
，

有
關
的
主
教
們
要
加
入
已
存
在
的
主
教
團
。
包
括
數
個
國
家
的
主
教
圈
，
或
是
國
際
性
主
教

團
，
也
可
以
成
立
＠
。
幾
年
後
，
於
一
九
七
三
年
，
為
主
教
們
的
牧
靈
指
南
，
再
次
重
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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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教
圍
之
成
立
是
現
代
的
一
種
工
具
，
有
助
於
以
不
同
的
及
有
效
的
方
法
，
實
施
集
體
制
。

這
些
主
教
團
極
佳
地
幫
助
促
進
與
普
世
教
會
、
以
及
在
不
同
的
地
方
教
會
之
間
的
共
融
精
神

＠
。
最
後
，
一
九
八
三
年
一
月
廿
五
日
所
頒
布
的
天
主
教
法
典
，
制
定
了
特
別
法
則
（
法
典

四
四
七
條
至
四
五
九
條
）
，
以
調
節
主
教
團
的
目
標
和
權
力
，
以
及
它
的
成
立
、
成
員
及
作

業
的
規
定
。

敢
發
成
立
主
教
團
和
領
導
它
活
動
的
集
體
精
神
，
也
是
不
同
國
家
的
主
教
團
之
間
合
作

的
理
由
，
就
如
梵
三
大
公
會
議
所
建
議
＠
’
以
及
後
期
教
會
法
所
再
肯
定
的
＠
。

6

依
照
梵
二
大
公
會
議
，
主
教
團
有
了
相
當
的
發
展
，
並
且
成
了
一
個
國
家
或
特
別

地
區
的
主
教
們
，
交
換
意
見
，
彼
此
種
商
，
合
作
推
動
教
會
公
共
利
益
的
優
先
方
法

.. 

「
最

近
幾
年
主
教
團
成
了
世
界
上
具
體
的
、
生
活
的
和
有
效
的
事
實
」
＠
。
它
們
的
重
要
性
在
它

們
真
正
有
助
於
主
教
們
之
間
的
團
結
，
以
及
教
會
的
合
一
中
可
以
看
出
，
因
為
它
們
是
最
能

增
強
教
會
共
融
的
方
法
。
雖
然
如
此
，
主
教
團
活
動
的
成
長
，
已
興
起
了
一
些
神
學
上
的
和

牧
靈
上
的
問
題
，
特
別
是
有
關
主
教
團
和
個
別
的
教
區
主
教
的
關
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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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梵
二
大
公
會
議
閉
幕
後
二
十
年
，
於
一
九
八
五
年
召
開
的
世
界
主
教
代
表
特
別
會

議
中
，
肯
定
了
主
教
團
目
前
在
牧
靈
上
的
益
處
和
需
要
。
同
時
也
看
出
「
在
它
們
的
進
行
方

式
上
，
主
教
團
應
該
切
記
教
會
的
益
處
，
就
是
，
每
一
位
主
教
在
與
普
世
教
會
與
他
的
個
別

教
會
之
間
的
合
一
及
不
可
讓
予
的
責
任
上
服
務
」
＠
。
世
界
主
教
會
議
要
求
加
深
研
究
主
教

團
的
神
學
和
法
律
的
地
位
，
尤
其
是
依
大
公
會
議
「
主
基
督
」
法
令
三
十
八
號
及
天
主
教
法

典
四
四
七
條
及
七
五
三
條
，
有
關
他
們
的
教
義
權
威
＠
。

本
文
件
也
是
此
研
究
的
成
果
。
嚴
格
忠
於
梵
三
文
件
，
本
文
件
的
目
的
是
陳
述
有
關
主

教
團
基
本
的
神
學
及
法
律
的
原
則
，
並
且
提
供
不
可
少
的
法
律
綜
合
，
幫
助
主
教
團
建
立
在

神
學
上
有
基
礎
和
在
法
律
上
健
全
的
慣
例
。

一7一

一
一
、
主
教
們
之
間
的
集
體
結
合

8

在
天
主
子
民
的
普
遍
共
融
中
，
為
了
服
務
此
子
民
，
主
制
定
了
宗
徒
職
，
主
教
們

的
集
體
結
合
顯
示
教
會
的
本
質
。
教
會
在
世
上
既
是
天
主
國
的
根
源
和
開
端
，
她
是
「
全
人



類
合
一
、
希
望
和
得
救
永
續
而
堅
固
的
根
源
」
＠
。
就
像
教
會
是
一
個
而
普
世
的
，
主
教
職

也
是
一
個
而
不
可
分
的
＠
’
遍
及
教
會
有
形
的
架
構
，
並
表
達
教
會
富
裕
的
多
樣
。
此
合
一

的
有
形
的
根
源
及
基
礎
是
羅
馬
教
宗
，
主
教
團
體
的
首
領
。

主
教
職
的
合
一
是
教
會
合
一
的
組
成
要
素
＠
。
事
實
上
，
經
由
主
教
們
的
團
體
，
「
宗

徒
傳
統
在
世
界
各
地
昭
示
出
來
並
保
存
著
」
＠
﹔
教
會
共
融
的
主
要
成
份
是
分
享
同
一
信
仰

信
仰
寶
庫
是
托
主
教
們
照
顧
的
，
領
受
同
樣
的
聖
事
，
「
主
教
們
以
其
權
力
管
理
聖
事
正

常
而
有
效
的
施
行
」
＠
’
視
他
們
是
教
會
的
牧
人
而
表
示
忠
誠
和
服
從
。
此
共
融
，
正
是
因

為
它
廣
及
整
個
教
會
，
也
形
成
主
教
團
體
的
結
構
，
而
它
是
「
一
個
有
機
的
實
體
，
要
求
一

種
法
律
的
形
式
、
同
時
由
愛
德
所
滋
潤
」
＠
。

3

集
體
說
來
，
主
教
聖
秩
是
，
「
與
其
首
領
羅
馬
教
宗
一
起
，
而
總
不
與
此
首
領
分

離
，
對
普
世
教
會
是
享
有
最
高
及
完
全
權
力
的
主
體
」
＠
。
大
家
都
知
道
，
在
講
此
道
理
時
，

梵
三
大
公
會
議
同
樣
地
指
出
，
伯
多
祿
的
繼
承
人
完
整
保
留
「
他
對
所
有
牧
人
及
信
友
的
首

席
榷
。
因
為
由
於
他
的
職
務
，
就
是
身
為
基
督
的
代
表
和
整
個
教
會
的
牧
人
，
羅
馬
教
宗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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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會
有
完
全
的
、
最
高
的
及
普
遍
的
權
力
。
時
時
都
可
以
自
由
行
使
」
＠
。

主
教
團
體
對
整
個
教
會
所
有
的
最
高
權
力
，
不
能
使
用
，
除
非
是
集
體
行
使
，
或
是
以

隆
重
形
式
，
他
們
聚
集
在
大
公
會
議
中
，
或
是
他
們
散
居
在
世
界
各
地
，
只
要
羅
馬
教
宗
要

求
他
們
作
集
體
行
動
，
或
是
至
少
教
宗
自
由
地
接
受
他
們
的
聯
合
行
為
。
在
這
樣
的
集
體
行

動
中
，
主
教
們
行
使
自
己
的
權
力
是
為
了
他
們
的
信
友
及
整
個
教
會
的
益
處
，
而
且
他
們
雖

然
有
意
識
地
尊
重
主
教
團
體
首
領
羅
馬
教
宗
的
首
席
及
卓
越
，
主
教
們
並
不
是
以
教
宗
的
代

表
或
代
理
而
行
事
＠
。
因
此
，
很
清
楚
他
們
是
以
天
主
教
會
主
教
的
身
分
為
整
個
教
會
的
益

處
而
行
事
，
也
因
此
他
們
為
信
友
所
承
認
和
尊
敬
。

問
這
種
集
體
行
動
，
無
法
在
個
別
教
會
的
層
次
，
或
是
這
些
教
會
的
主
教
們
所
召
開

的
會
中
行
使
。
在
個
別
教
會
的
層
次
，
教
區
主
教
是
以
主
的
名
義
領
導
託
付
給
他
的
羊
群
，

而
他
是
以
本
有
的
、
正
權
的
及
直
接
的
牧
人
身
分
做
的
。
他
的
行
動
嚴
格
說
是
個
人
的
，
非

集
體
的
，
即
使
他
意
識
到
是
在
共
融
之
中
。
此
外
，
雖
然
他
有
聖
秩
聖
事
權
力
的
圓
滿
，
他

不
能
行
使
屬
於
羅
馬
教
宗
和
主
教
團
體
的
最
高
權
力
，
那
是
普
世
教
會
的
固
有
要
素
。
這
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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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素
臨
於
每
一
個
個
別
教
會
，
為
使
它
圓
滿
的
成
為
教
會
，
就
是
普
世
教
會
以
及
一
切
它
所

擁
有
的
要
素
的
特
別
臨
在
＠
。

在
以
地
理
領
域
（
國
家
、
區
域
等
）
所
集
合
的
個
別
教
會
，
負
責
的
主
教
們
，
並
不
聯

手
以
集
體
行
動
行
使
牧
職
，
與
主
教
團
體
的
行
動
不
同
。

刊
為
了
提
供
正
確
的
骨
架
以
更
清
楚
瞭
解
，
集
體
如
何
表
達
在
某
一
地
理
區
域
的
主

教
們
聯
合
的
牧
靈
行
動
中
J

必
須
記
得
個
別
的
主
教
，
在
他
們
通
常
的
牧
職
中
，
如
何
與
普

世
教
會
相
關
連
。
事
實
上
必
須
知
道
，
個
別
主
教
在
主
教
團
體
中
，
就
是
與
整
個
教
會
之
關

係
’
不
但
在
所
謂
集
體
的
行
為
中
，
也
在
對
整
個
教
會
的
關
心
上
表
示
出
來
，
雖
然
不
是
經

由
治
權
行
為
而
行
施
，
卻
大
大
有
助
於
普
世
教
會
的
益
處
。
所
有
的
主
教
應
該
促
進
並
維
護

信
仰
的
統
一
，
以
及
整
個
教
會
共
同
的
紀
律
，
並
且
推
動
整
個
教
會
共
同
的
每
項
工
作
，
特

別
是
努
力
加
強
信
仰
，
使
真
理
之
光
在
各
民
族
中
得
光
揚
＠
。
「
此
外
，
的
確
善
自
管
理
他

們
自
己
的
教
會
，
猶
如
普
世
教
會
的
一
部
份
，
就
是
有
效
地
對
整
個
奧
體
，
也
就
是
對
各
教

會
的
總
體
，
有
所
貢
獻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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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教
們
對
普
世
教
會
的
利
益
有
所
貢
獻
，
不
但
是
靠
在
他
們
個
別
的
教
會
內
，
適
當
地

行
使
「
治
理
職
務
」
，
也
是
釋
自
行
施
訓
導
及
聖
化
的
職
務
。

個
別
主
教
，
身
為
信
仰
導
師
，
當
然
並
不
向
曲
目
世
戶
戶
口
友
團
體
發
昔
日
，
除
非
經
由
全
體
主

教
團
體
的
行
動
。
只
有
受
個
別
主
教
牧
靈
照
顧
的
信
友
，
有
義
務
接
受
他
以
基
督
之
名
對
信

仰
及
倫
理
之
事
所
作
的
判
斷
，
並
以
心
靈
的
宗
教
恆
的
贊
同
信
奉
它
。
「
主
教
們
在
與
羅
馬

教
宗
共
融
中
作
訓
導
，
一
暐
被
大
家
尊
崇
為
天
主
的
及
天
主
教
真
理
的
見
證
」
＠
﹔
而
他
們
的

訓
導
，
假
如
忠
信
地
得
到
傳
授
，
並
閻
明
要
信
的
並
要
生
活
出
的
信
仰
，
對
整
個
教
會
最
有

樟
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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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
別
主
教
p

身
為
「
最
高
司
祭
職
的
聖
寵
經
理
人
一
＠
’
在
行
使
他
聖
化
職
務
時
，
非

常
有
助
於
教
會
光
榮
天
主
和
使
人
成
聖
的
工
作
。
還
是
整
個
基
督
的
教
會
的
工
作
，
凡
是
與

王
教
共
融
並
在
他
的
領
導
T
市
舉
行
的
，
任
何
合
法
的
禮
儀
慶
典
。

也
當
一
個
區
域
的
主
教
們
為
了
他
們
信
友
的
利
益
，
聯
合
行
施
某
些
牧
職
時
，
這
種

聯
會
行
施
主
教
職
務
，
是
集
體
精
神
（
〉
司
開
門
司
，
但
叩
門
。
「
門
開

2

〉
已
∞
）
＠
的
具
體
應
用
，
這



精
神
「
是
主
教
們
在
地
區
、
全
國
及
國
際
層
次
彼
此
合
作
的
靈
魂
」
＠
。
不
過
，
這
種
以
地

區
為
主
行
使
主
教
職
，
絕
不
附
有
主
教
秩
行
動
的
固
有
集
體
本
質
，
主
教
聖
秩
單
獨
具
有
對

整
個
教
會
的
最
高
權
力
。
事
實
上
，
個
別
主
教
和
主
教
團
體
之
間
的
關
係
’
和
他
們
與
上
述

聯
合
行
使
某
些
牧
靈
工
作
所
設
團
體
之
間
的
關
係
’
截
然
不
同
。

主
教
團
體
行
動
的
集
體
性
是
與
「
普
世
教
會
不
可
被
想
像
為
是
許
多
個
別
教
會
的
總
和
，

或
是
許
多
個
別
教
會
的
同
盟
」
＠
的
事
實
相
關
連
。
一
它
不
是
許
多
教
會
共
融
的
結
果
，
而

是
，
依
其
主
要
的
奧
蹟
’
它
是
先
於
每
一
個
個
別
教
會
的
本
體
的
及
今
世
的
實
體
」
＠
。
就

像
主
教
團
體
並
不
能
懂
作
是
管
理
個
別
教
會
的
主
教
們
的
集
合
，
也
不
是
他
們
共
融
的
結
果
﹔

而
是
，
既
為
普
世
教
會
的
要
素
，
它
是
先
於
擔
任
一
個
個
別
教
會
首
領
職
務
的
實
體
＠
。
事

實
上
，
主
教
團
體
對
整
個
教
會
的
權
力
，
不
是
個
別
的
主
教
們
對
其
教
會
權
力
的
總
和
﹔
而

是
每
一
個
主
教
分
享
之
先
就
存
在
的
實
體
。
他
們
對
整
個
教
會
沒
有
合
法
權
力
，
除
非
集
體

行
動
。
只
有
羅
馬
教
宗
，
主
教
團
體
的
首
領
，
能
個
別
行
使
對
教
會
的
最
高
權
力
。
就
是
說

「
狹
義
而
嚴
格
地
說
，
主
教
集
體
性
只
屬
於
整
個
主
教
團
體
，
主
教
團
體
既
是
神
學
性
主
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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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H
Z
2月
）
，
是
不
可
分
的
」
＠

c

而
且
這
也
是
主
明
確
的
意
顧
＠
。
不
過
這

一
權
力
不
應
認
為
是
統
治
，
而
主
要
的
是
服
務
，
因
為
它
來
自
基
督
善
牧
，
祂
為
羊
群
捨
命

＠
。

市
個
別
教
會
的
組
合
，
是
與
他
們
所
構
成
的
幾
個
教
會
有
闕
，
因
為
事
實
上
這
些
組

合
，
是
基
於
基
督
徒
生
活
的
共
同
傳
統
的
連
繫
’
同
時
因
為
教
會
是
建
立
在
由
於
言
語
、
文

化
及
歷
史
而
結
合
一
起
的
人
類
團
體
上
的
。
這
些
關
係
與
普
世
教
會
及
個
別
教
會
彼
此
內
在

精
神
的
關
係
是
完
全
又
同
的
。

猶
如
某
一
區
域
（
國
家
、
地
區
等
）
的
主
教
們
所
形
成
的
組
織
，
以
及
它
們
的
成
員
主

教
仁
5

他
們
所
有
的
關
係
’
與
主
教
團
體
和
個
別
主
教
聞
所
有
的
關
係
’
實
在
完
全
不
同
，

雖
然
有
某
種
類
似
。
在
各
個
主
教
團
內
並
與
宗
座
共
融
下
所
聯
合
行
使
的
主
教
職
行
為
，
其

約
束
力
是
由
於
宗
座
曾
制
定
了
各
主
教
圈
，
並
且
根
據
各
主
教
的
神
聖
權
力
，
託
付
給
各
主

教
團
特
殊
的
權
限
。

聯
合
行
使
主
教
職
的
某
些
行
為
，
有
助
於
有
效
達
成
每
個
主
教
對
整
個
教
會
的
關
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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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別
表
達
在
手
是
般
地
援
助
別
的
地
方
教
會
上
，
尤
其
是
那
些
臨
近
的
和
較
有
需
要
的
教
會

＠
’
同
時
也
表
達
在
與
同
地
區
的
其
他
主
教
們
，
一
起
努
力
推
行
共
同
利
益
和
個
別
教
會
的

利
益
上
＠
。

三
、
主
教
團
（
2
5
。
苟
且
（
以
S
P
B
E
n
g

）

此
主
教
團
是
集
體
精
神
的
具
體
實
施
。
根
據
梵
二
大
公
會
議
的
規
定
，
天
主
教
法
典

給
予
明
確
的
描
述.. 

「
主
教
團
為
一
常
設
機
構
，
是
一
個
國
家
或
地
區
主
教
們
的
集
合
體
，

依
法
律
規
定
，
他
們
為
本
地
區
的
信
眾
，
聯
合
行
使
某
些
牧
靈
職
務
，
特
別
運
用
與
當
前
本

地
相
適
應
的
使
徒
工
作
方
式
和
方
法
，
使
教
會
對
人
類
做
出
更
大
的
貢
獻
」
＠
。

也
大
公
會
議
清
楚
地
指
出
，
今
日
必
須
協
調
在
主
教
團
中
間
，
因
交
換
經
驗
和
明
智

而
產
生
的
力
量
，
因
為
「
主
教
們
往
往
無
法
適
當
而
有
效
地
盡
自
己
的
職
務
，
除
非
他
們
與

其
他
主
教
更
和
諧
地
並
密
切
地
合
作
」
＠
。
無
法
一
一
列
出
要
求
這
項
合
作
的
事
例
，
不
過

其
中
通
常
要
求
主
教
們
聯
合
行
動
的
事
，
包
括
推
行
並
維
護
信
仰
和
倫
理
，
翻
譯
禮
儀
書
籍
，

促
進
並
培
養
司
鐸
聖
召
，
準
備
教
理
講
授
的
教
材
，
推
動
並
維
護
天
主
教
大
學
及
其
他
教
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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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心
，
合
一
工
作
，
與
政
府
的
關
係
’
維
護
生
命
，
和
平
及
人
權
，
同
時
也
確
保
人
權
在
民

法
中
的
保
障
，
推
行
社
會
正
義
，
大
眾
傳
播
工
具
的
運
用
等
。

他
一
般
說
，
主
教
團
是
全
國
性
的
，
即
集
合
一
個
國
家
的
主
教
們
＠
，
因
為
文
化
、

傳
統
和
共
同
的
歷
史
關
係
’
以
及
同
一
國
家
國
民
之
悶
的
群
體
關
係
’
要
求
此
地
區
的
主
教

們
之
間
有
更
經
常
的
合
作
，
比
其
他
地
區
的
教
會
環
境
更
需
要
。
不
過
，
教
會
法
提
供
了
另

類
主
教
圈
，
「
為
地
區
較
小
或
較
廣
得
成
立
主
教
圈
，
為
能
包
括
構
成
某
一
區
域
的
某
些
個

別
教
會
的
主
教
們
，
或
是
包
括
那
些
在
不
同
國
家
存
在
的
個
別
教
會
的
教
長
們
」
＠
。
這
表

示
可
以
有
地
區
大
小
不
同
的
，
或
是
超
國
家
的
主
教
團
。
斷
定
是
否
由
於
人
或
事
的
環
境
，

設
立
較
廣
或
較
小
地
區
的
主
教
圈
，
是
由
聖
座
所
保
留
。
事
實
上
，
「
惟
有
教
會
最
高
權
力
，

在
聆
聽
有
關
主
教
們
的
意
見
後
，
得
成
立
、
取
消
或
改
革
主
教
團
」
＠
。

何
．
既
然
主
教
團
的
目
的
是
，
一
個
區
域
的
個
別
教
會
，
在
經
由
管
理
這
些
教
會
的
牧

人
們
的
合
作
下
，
提
供
共
同
的
利
益
，
每
一
個
主
教
團
要
包
括
區
內
的
所
有
教
區
主
教
，
以

及
那
些
依
法
與
他
們
同
等
的
人
，
如
助
理
主
教
和
其
他
受
宗
座
或
主
教
團
委
託
擔
任
特
別
職

z
、
J



務
的
領
銜
主
教
＠
。
在
主
教
圍
的
全
體
大
會
中
，
有
表
決
權
的
是
教
區
主
教
和
那
些
依
法
與

他
們
同
等
的
，
以
及
助
理
主
教
，
這
是
由
於
法
律
本
身
規
定
。
主
教
團
不
得
另
有
規
定
＠
。

主
教
團
的
主
席
和
副
主
席
只
能
從
是
教
區
主
教
的
成
員
中
選
出
＠
。
有
關
屬
於
主
教
團
成
員

的
輔
理
主
教
及
其
他
領
銜
主
教
，
主
教
團
的
章
程
應
該
規
定
他
們
的
投
票
是
表
決
權
或
是
諮

詢
權
＠
。
為
此
，
教
區
主
教
和
輔
理
主
教
及
其
他
領
銜
主
教
之
闊
的
比
率
，
應
該
受
到
考
慮
，

為
使
後
者
可
能
有
的
多
數
，
不
會
左
右
教
區
主
教
的
牧
職
管
理
。
不
過
，
最
好
主
教
團
的
章

程
許
可
「
榮
休
」
主
教
們
的
出
席
，
他
們
能
有
諮
詢
權
。
特
別
注
意
能
使
他
們
參
加
某
些
研

究
委
員
會
？
當
這
些
委
員
會
是
討
論
榮
休
主
教
特
別
有
專
長
的
問
題
時
。
由
於
主
教
團
的
特

質
，
成
員
之
參
與
會
議
，
不
得
委
任
他
人
代
表

o

m

每
個
主
教
團
要
有
規
範
它
本
身
的
章
程
。
這
些
章
程
應
該
得
到
宗
座
的
「
認
可
」

章
程
中
要
「
規
定
全
體
會
議
之
召
開
、
設
置
常
務
委
員
會
、
主
教
團
秘
書
處
、
及
其
他
依
主

教
團
之
判
斷
，
能
有
助
於
有
效
達
到
日
，
標
的
事
務
所
及
委
員
會
」
＠
。
不
過
這
些
目
標
，
要

求
避
免
在
全
體
會
議
之
間
運
作
的
事
務
所
及
委
員
會
，
有
過
份
的
官
僚
作
風
發
展
。
應
該
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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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主
教
團
和
它
的
委
員
會
和
事
務
所
的
存
在
，
主
要
是
幫
助
主
教
們
而
不
是
代
替
他
們
。

問
主
教
圓
的
權
威
以
及
它
行
動
的
領
域
，
嚴
格
地
與
教
區
主
教
和
依
法
與
他
們
同
等

的
主
教
們
的
權
威
和
行
動
相
關
。
主
教
們
「
替
天
主
來
監
護
羊
群
，
作
其
牧
人
，
作
教
義
的

導
師
，
聖
禮
的
可
祭
及
治
理
的
聖
職
人... 

。
由
於
天
主
所
制
定
，
主
教
們
繼
承
了
宗
徒
們
，

作
教
會
的
牧
人
」
＠
’
而
他
們
「
以
善
言
、
善
勸
及
善
表
，
而
且
也
用
權
威
及
神
權
，
身
為

基
督
的
代
表
和
大
使
，
管
理
託
付
給
他
們
的
個
別
教
會
... 

。
主
教
們
以
基
督
的
名
義
親
自
行

施
的
權
力
，
是
本
有
的
、
正
常
的
、
直
接
的
權
力
」
＠
。
此
權
力
的
行
使
是
由
教
會
最
高
當

局
所
調
節
，
這
也
是
普
世
教
會
和
個
別
教
會
之
閉
關
係
的
必
然
結
果
，
因
為
個
別
教
會
猶
如

天
主
于
民
的
一
部
分
而
存
在
，
「
至
一
至
公
的
教
會
真
正
臨
在
於
此
，
並
在
此
活
動
」
＠
。

本
來
，
「
羅
馬
主
教
的
首
席
權
和
主
教
團
體
，
是
普
世
教
會
的
本
有
要
素
，
不
是
從
各
地
教

會
的
特
色
而
產
生
，
而
是
屬
每
一
個
個
別
教
會
的
本
質
」
＠
。
這
種
規
定
的
一
部
分
是
，
主

教
神
權
的
行
施
「
也
能
為
了
教
會
或
信
友
的
利
益
，
受
到
某
些
限
制
」
＠
。
這
項
規
定
在
天

主
教
法
典
內
，
清
楚
地
可
以
找
到
.. 

「
教
區
主
教
在
委
託
給
他
的
教
區
內
，
擁
有
一
切
為
行

用
／



施
牧
職
所
必
需
的
正
常
的
、
本
有
的
和
直
接
的
權
力
，
但
是
依
法
或
因
教
宗
法
令
所
保
留
於

教
會
最
高
當
局
，
或
其
他
教
會
當
局
的
個
案
除
外
」
＠
。

也
在
主
教
圈
中
，
主
教
們
為
了
該
團
的
地
區
信
友
的
利
益
，
聯
合
行
使
牧
職
﹔
不
過
，

為
了
合
法
行
使
並
對
個
別
主
教
有
約
束
力
，
必
須
有
教
會
最
高
當
局
的
介
入
，
最
高
當
局
藉

普
通
法
或
特
殊
命
令
將
某
些
問
題
委
託
給
主
教
團
作
審
議
。
主
教
們
，
無
論
是
個
人
或
是
聯

合
在
主
教
團
中
，
不
得
為
了
主
教
團
而
自
動
地
限
定
自
己
的
神
權
，
更
不
可
為
了
主
教
團
的

某
一
部
，
不
論
是
常
務
委
員
會
或
某
一
個
委
員
會
或
是
主
席
，
而
限
制
自
己
的
神
權
。
這
一

點
在
教
會
法
有
關
主
教
們
在
主
教
團
行
使
立
法
權
的
規
定
中
，
說
得
非
常
明
白

.. 

「
主
教
團

只
能
在
下
列
事
項
上
制
訂
一
般
法
令

.. 

即
普
通
法
已
有
所
指
示
者
，
或
宗
座
以
『
自
動
諭
』

或
因
主
教
團
之
要
求
而
下
達
之
特
別
命
令
所
規
定
者
」
＠
。
其
他
方
面
「
個
別
的
教
區
主
教

的
權
限
仍
保
持
完
整
，
主
教
團
或
其
主
席
皆
不
得
以
全
體
主
教
名
義
行
動
，
除
非
每
一
位
主

教
都
同
意
」
＠
。

訊
聯
合
行
使
主
教
職
也
包
括
訓
導
職
務
。
教
會
法
典
對
此
也
制
訂
基
本
的
規
則

.. 

。
。



「
與
主
教
團
體
的
首
領
及
成
員
共
融
的
主
教
們
，
無
論
是
單
獨
的
或
是
集
合
在
主
教
團
中
，

或
是
在
地
區
主
教
會
議
中
，
雖
然
不
享
有
不
能
錯
的
訓
導
權
力
，
但
對
受
託
照
顧
的
信
友
卻

是
信
仰
的
真
正
導
師
和
教
師
﹔
信
友
應
該
以
宗
教
的
熱
誠
信
從
自
己
主
教
的
真
正
訓
導
」
＠
。

除
這
一
般
的
規
定
外
，
法
典
也
具
體
地
規
定
主
教
團
在
教
義
方
面
的
某
些
權
限
，
如
「
主
教

團
如
認
為
有
益
，
有
權
在
得
到
宗
座
的
批
准
後
，
為
他
們
的
地
區
出
版
要
理
書
」
＠
’
並
批

准
聖
經
及
聖
經
譯
本
的
出
版
＠
。

一
個
固
定
地
區
的
主
教
們
的
一
致
的
聲
音
，
當
他
們
與
羅
馬
教
宗
共
融
，
並
聯
合
宣
報

信
仰
和
倫
理
方
面
的
天
主
教
真
理
時
，
他
們
的
聲
音
能
更
有
效
地
達
到
他
們
的
教
民
，
也
能

使
他
們
的
信
友
更
容
易
以
宗
教
熱
誠
服
從
訓
導
。
在
忠
信
行
使
他
們
的
訓
導
職
時
，
主
教
們

應
用
天
主
聖
昔
日
，
他
們
的
訓
誨
是
根
據
聖
言
，
他
們
熱
心
聆
聽
聖
言
，
小
心
翼
翼
地
保
管
並

忠
誠
地
陳
述
，
使
信
友
以
最
好
的
方
式
接
受
他
＠
。
既
然
信
德
的
道
理
是
整
個
教
會
的
公
益

和
教
會
共
融
的
連
結
，
主
教
們
在
主
教
團
會
議
中
，
應
該
特
別
注
意
追
隨
普
世
教
會
的
訓
導
，

並
適
當
地
傳
達
給
託
付
於
和
們
的
教
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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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在
討
論
新
的
問
題
，
以
及
在
努
力
使
基
督
的
訊
息
光
照
並
引
導
人
們
的
良
知
，
以

解
決
由
於
社
會
的
改
變
而
引
發
的
新
問
題
時
，
主
教
們
在
主
教
團
集
會
並
聯
合
行
使
他
們
的

訓
導
職
，
但
是
也
知
道
他
們
聲
明
的
限
度
。
雖
然
這
些
聲
明
是
官
方
的
、
真
正
的
且
與
宗
座

共
融
中
所
做
的
，
但
卻
沒
有
普
世
劃
導
的
特
色
。
為
此
，
主
教
們
要
小
心
避
免
妨
礙
其
他
地

區
主
教
們
的
訓
誨
工
作
，
更
要
注
意
大
眾
傳
播
工
具
對
一
個
特
別
地
區
的
事
件
，
所
給
予
的

廣
大
的
，
甚
至
世
界
性
的
回
響
。

要
注
意
主
教
們
的
真
正
訓
導
，
就
是
他
們
因
擁
有
基
督
的
權
威
而
教
授
的
，
應
該
常
與

主
教
團
體
的
首
領
和
成
員
們
共
一
站
一
起
＠
，
當
主
教
團
的
教
義
聲
明
是
得
到
全
體
一
致
通
過

的
，
他
們
的
確
可
以
用
主
教
團
名
義
發
表
，
而
信
友
們
有
義
務
以
宗
教
熱
誠
，
信
奉
他
們
的

主
教
們
的
真
正
訓
導
。
不
過
，
假
如
缺
少
這
種
全
體
一
致
性
，
主
教
團
只
是
大
多
數
贊
成
的
，

不
能
作
為
主
教
團
真
正
訓
誨
而
發
表
聲
明
，
該
區
域
的
信
友
可
以
信
從
，
假
如
獲
得
宗
座
的

「
認
可
」
。
此
項
認
可
不
會
給
予
，
假
如
所
要
求
的
多
數
不
是
實
質
的
多
數
。
宗
座
的
干
預

和
法
律
上
對
主
教
團
制
訂
一
般
法
令
的
要
求
是
類
似
的
＠
。
聖
座
的
「
認
可
」
有
助
於
保
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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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討
論
自
於
現
代
快
速
的
社
會
及
文
化
的
變
遷
而
有
的
新
問
題
時
，
訓
導
的
答
覆
會
幫
助
共

融
而
不
是
傷
害
它
，
而
且
為
普
世
訓
導
可
能
的
干
預
作
準
備
。

們ω
主
教
們
訓
導
職
務
的
本
質
，
當
要
經
由
主
教
團
聯
合
行
使
時
，
要
求
在
全
體
大
會

中
做
去
。
較
小
的
單
位
︱
如
常
務
委
員
會
、
一
個
委
員
會
或
其
他
事
務
所
沒
有
執
行
真
正

訓
導
行
為
的
權
力
，
無
論
是
以
他
們
自
己
的
名
義
或
是
主
教
圓
的
名
義
，
即
使
主
教
團
指
派

他
們
做
也
不
行
。

且
目
前
，
主
教
團
為
教
會
的
益
處
完
成
許
多
任
務
。
由
於
工
作
的
增
多
，
主
教
團
被

要
求
支
援
「
每
個
主
教
對
普
世
教
會
以
及
對
他
的
個
別
教
會
所
有
的
不
可
讓
與
的
責
任
」
＠
，

自
然
不
可
阻
礙
他
，
不
適
當
地
替
代
他
，
教
會
法
規
定
並
未
讓
主
教
團
限
制
他
的
主
教
權
力
，

或
是
在
個
別
的
主
教
和
宗
座
直
接
的
來
往
上
，
做
為
一
個
過
濾
器
或
阻
礙
。

上
述
的
說
明
和
以
下
的
補
充
規
則
，
符
合
一
九
八
五
年
世
界
主
教
代
表
特
別
會
議
的
願

望
，
其
目
的
是
閻
明
並
使
主
教
團
的
行
動
更
有
效
。
主
教
團
要
適
時
修
正
它
們
的
章
程
，
為

使
它
們
更
與
這
些
說
明
和
規
則
相
符
，
這
也
是
世
界
主
教
會
議
所
要
求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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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有
關
主
教
圓
的
補
完
規
則

第
一
條
為
使
本
函
第
二
十
二
號
所
指
主
教
團
的
教
義
宣
言
構
成
真
正
的
訓
導
，
並
以

主
教
團
名
義
公
布
，
它
們
必
須
是
由
主
教
團
成
員
的
主
教
們
全
體
一
致
的
通
過
，
或
是
在
全

體
大
會
中
有
屬
於
主
教
團
的
主
教
們
表
決
時
，
有
三
分
之
二
的
同
意
。

第
二
條
主
教
團
的
任
何
人
，
不
得
在
全
體
大
會
之
外
，
實
行
真
正
訓
導
的
行
為
。
主

教
團
不
得
將
此
權
力
賦
予
其
委
員
會
或
所
成
立
的
其
他
團
體
。

第
三
條
為
了
不
同
的
聲
明
，
即
與
第
二
條
中
所
指
不
同
的
聲
明
，
主
教
團
教
義
委
員

會
必
須
有
主
教
團
常
務
委
員
會
明
確
的
授
權
。

第
四
條
主
教
團
應
修
訂
其
章
程
，
為
使
章
程
與
本
文
件
的
說
明
及
規
則
以
及
天
主
教

法
典
相
一
致
，
然
後
這
些
章
程
依
法
典
四
五
一
條
規
定
，
應
送
呈
宗
座
認
可
。

為
使
主
教
團
的
行
動
有
美
好
成
果
，
我
衷
心
頒
給
宗
座
降
福
。

教
宗
若
望
保
祿
二
世

一
九
九
八
年
（
在
職
第
二
十
年
）
五
月
廿
一
日
耶
穌
升
天
節
發
自
羅
馬
里
伯
多
祿
大
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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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由
宗
主
教
及
大
主
教
領
導
的
東
方
教
會
，
是
由
他
們
各
自
的
主
教
會
議
（
∞
宮
。
三
所
管
理
，

這
些
會
議
擁
有
立
法
、
司
法
及
在
某
些
情
況
下
行
政
的
權
力
（
參
東
方
教
會
法
典
一
一
O
及

一
五
二
條
）.. 

本
文
件
不
論
及
這
些
會
議
。
因
此
東
方
的
主
教
會
議
和
西
方
的
主
教
團
並
不

類
似
。
本
文
件
關
係
到
在
某
些
區
域
，
依
東
方
教
會
法
三
二
二
條
規
定
所
設
立
的
某
些
特
殊

教
會
的
集
會
，
它
們
的
章
程
由
宗
座
所
批
准
【
這
些
集
會
可
與
西
方
主
教
團
相
比
（
見
梵
二

主
教
牧
職
法
令
羽
）

參
《
教
會
憲
章
》
凹
﹔
瑪
十
1
l
4

﹔
十
六
的
﹔
谷
三
凹
的
﹔
路
六
口
﹔
若
廿
一
叮
叮

o

參
瑪
廿
六
U
﹔
谷
十
四
凹
，
划
，
也
﹔
路
廿
二
3
，
打
.. 

若
六
花
﹔
廿
缸
。

參
瑪
十
5
7
﹔
路
九

1
1

︱
2
0

參
谷
六
7
0

參
若
十
七
H
﹔
十
八
m
l
訕
。

參
若
廿
一
－h
︱
口
。

參
若
廿
剖
﹔
瑪
廿
八
的
l

州
的
。

參
宗
二
M
。

參
宗
二
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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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宗
六
1
6

。

參
迦
二
1
2

，

7
1
9

。

宗
十
五
2

。

宗
十
五
泊
。

參
瑪
廿
八
m
m
o

《
教
會
憲
章
》
鉤
。

參
宗
－
8

﹔
二
4

﹔
若
廿
詔
鈞
。

參
弟
前
四
M
﹔
弟
後
一
6
7

－v

《
教
會
憲
章
》
訕
。

同
上
泣
。

參
同
上
鈞
。

向
上
的
。
參
同
上
n
n

﹔
附
錄
二
預
先
說
明
書
2

﹔
梵
一
大
公
會
議
《
永
生
牧
人
》
前
一
百.. 

口
∞
凶
。
也
。

參
《
教
會
憲
章
》
泊
。

第
二
世
紀
公
會
議
，
參
閱
凱
撒
城
歐
杉
皮
《
教
會
史
》

V
M
m－
m
﹔
恕
，
2
4

﹔
鈍
，
8
.. 

切
向
咀
第
晶
，
前
前
，
的
頁
。
戴
多
良
在
第
三
世
紀
初
，
讚
美
希
臘
舉
行
公
會
議
的
習
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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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
《
論
齋
戒
》
凹
，
6
.. 

們
向
伊
2

，
己
已
）
。
從
迦
太
基
聖
奇
伯
里
安
的
書
信
中
，
我

們
知
道
第
三
世
紀
二
十
及
三
十
年
代
的
非
洲
及
羅
馬
的
公
會
議
：
切
〉
〈
〉
同
口
（
且
﹒
）
，
戶
。
前

切
已
－m
m
F
n寄

F
E
E

－O
E

）
。
為
第
二
及
第
三
世
紀
的
主
教
公
會
議
，
參
閱
喇
叭
－
z
旦
旦
。

白
皮
古
宵
。
u
m
叩
門
。
口
立
－2

】
〉
已
且
仿
口
戶
。
內
－n
B

句
俗
立
自
】
∞
。
。
叮
叮
斗
斗
A
N
U
o

參
教
會
法
典
（
一
九
一
七
年
）
第
二
八
三
條
。

參
同
上
二
九
二
條
。

參
天
主
教
法
典
四
三
九
i

四
四
六
條
。

主
教
及
會
士
聖
部
《
某
些
總
主
教
》
訓
令
，
（
一
八
八
九
年
八
月
廿
四
日
）
：
良
十
三
世
公

報
（
九
）
（
一
八
九

0

）
一
八
四
頁
。

梵
三
《
主
教
牧
職
法
令
》
訂
﹔
參
《
教
會
憲
章
》
詣
。

保
祿
六
世
自
動
諭
《
聖
教
會
》
（
一
九
六
六
年
八
月
六
日
）

4
號.. 

宗
座
公
報
時
（
一
九
六

六
）
七
七
三
七
七
四
頁
。

主
教
部
，
《
論
主
教
牧
職
》
指
南
三
九
七
三
年
二
月
廿
二
日
）
二
一

0

頁
。

參
《
主
教
牧
職
》
法
令
藹
，
5

。

參
天
主
教
法
典
四
五
九
條
一
一
頃
。
主
教
團
的
國
際
集
會
推
動
這
種
合
作
，
如
（
門
，
戶
戶
〉
－
z
u

拉
丁
美
洲
主
教
會
議
，
（
內

h
h
h
u
歐
洲
主
教
團
協
會
，
（
切
抽
出
〉
－m
）
中
美
洲
及
巴
拿

F、
J

勻
，
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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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
主
教
團
秘
書
處
，
（
內
C
Z

﹒
閉
門
出
）
歐
洲
共
同
體
主
教
團
委
員
會
，
（
〉
－
n
h

﹒
〉
﹒
內
﹒
）
中
非

洲
主
教
團
社
團
，
（
〉
﹒
向
世
－
m
〉
﹒
內
﹒
）
中
非
洲
地
區
主
教
團
社
圈
，
（ω
﹒
內
﹒
開
〉
﹒
ζ

﹒
）
非
洲
及
馬

達
卡
斯
加
主
教
團
座
談
會
，
（
H
J
Z﹒
切
出
﹒
〉
﹒
）
非
洲
南
部
主
教
們
跨
區
會
議
，
（
ω
﹒
〉
﹒
內
﹒
切
﹒
內
﹒
）

非
洲
南
部
天
主
教
主
教
會
議
，
（
而
徊
局
〉
－0
．
）
西
非
法
語
系
主
教
團
會
議
，
（
〉
個
﹒
內
〉
－
t有
〉
﹒
）

西
非
英
語
系
主
教
團
協
會
，
（
〉
－z
h

向
世
〉
﹒
）
東
非
主
教
會
議
協
會
，
（
明
〉
切
而
﹒
）
亞
洲
主

教
團
協
會
，
（
出
門
出
門
。
﹒
）
大
洋
洲
天
主
教
主
教
團
協
會
（
參
一
九
九
八
年
宗
座
年
鑑
一
一

一
二
一
一
一
五
頁
）
，
不
過
這
些
機
構
不
是
實
在
的
主
教
圈
。

若
望
保
祿
二
世
（
一
九
八
六
年
六
月
廿
八
日
）
向
羅
馬
部
會
談
話
：
宗
陸
公
報
珀
三
九
八

七
年
）
一
九
七
頁
。

最
後
報
告
口
。
5
.. 

一
九
八
五
年
十
二
月
十
日
羅
馬
觀
察
報
7

頁
。

參
同
上
口
。
8
b
o

《
教
會
憲
章
》
9
0

參
梵
蒂
岡
第
一
屆
大
公
會
議
《
永
生
牧
人
》
前
言
.. 

巳
∞

M
C
U﹞
0

參
信
理
部
《
共
融
釋
義
》
（
一
九
九
二
年
五
月
廿
八
日
）
血
。

《
教
會
憲
章
》
鉤
。

向
上
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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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若此信 3 若版一同同參參參同同

《一望外理（望。九上上《信同上上

教九保，部一保 八 26 23 教理上 22 《
會九祿還《九祿 五。。會部 22 。預

憲一二有共八二年 憲《﹔ 先
章）世許融七世世 章共《說
》七向多釋）， 界 》融神 明

22 四羅並義五（ 主 23 釋聖 書
。四馬非》五一 教＠＠。義梵＠－
頁立IZ 個 9 五九會 》二
。會別。頁八 議參同 13 大同。
一切教 。匕 最同上 。公上
三互會 年後上 25 會。
主首 九報 23 。 議
口口長 月告。 記

（的十阿 錄

而主 六 Z >

﹝教日 4 77 

6他向一 頁
年們 美
士卻國八 二
一做 主五
些主 教年
一教 們十
十們 談二
日的 話月
）本 3 十

6 有：日
工教羅

宗作 宗馬
座。 言觀
公論

報 集報
83 十七

用
／

勻
，
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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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若
十
日
。

參
《
教
會
憲
章
》
羽
﹔
《
主
教
牧
職
》
法A
V品
。

參
《
主
教
牧
職
》
法
令
竭
。

天
主
教
法
典
第
四
四
七
條
﹔
參
《
主
教
牧
職V
法
令
指
F
O

《
主
教
牧
職
》
法
令
訂
。

參
天
主
教
法
典
四
四
八
條
一
一
頃
。

同
上
四
四
八
條
二
項
。

同
上
四
四
九
條
一
項
。

參
同
上
四
五
0
條
一
項
。

參
同
上
四
五
四
條
一
項
。

參
「
宗
座
天
主
教
法
典
正
確
解
釋
委
員
會
l一
，
（
一
九
八
八
年
五
月
三
十
三
日
）
答
覆
疑
問

「
輔
理
主
教
是
否... 

」
：
宗
座
公
報
位
（
一
九
八
九
）
三
八
八
頁
。

參
天
主
教
法
典
四
五
四
條
三
項
。

天
主
教
法
典
四
五
一
條
。

《
教
會
憲
章
》
別
3

同
上
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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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教
牧
職
》
口
﹔
天
主
教
法
典
三
六
八
條
。

信
理
部
《
共
融
釋
義
》
吟
。

《
教
會
憲
章
》
訂
。

天
主
教
法
典
三
八
一
條
一
一
頃
。

同
上
四
五
五
條
一
項
。
所
說
「
一
般
法
令
」
也
是
指
法
典
三
十
一
至
三
十
三
條
所
說
行
政
法

令.. 

參
「
法
典
解
釋
委
員
會
」
（
一
九
八
五
年
五
月
十
四
日
）
之
答
覆
：
宗
座
公
報
佇
（
一

九
八
五
）
七
七
一
頁
。

天
主
教
法
典
四
五
五
條
四
項
。

同
上
七
五
三
條
。

同
上
七
七
五
條
二
項
。

參
同
上
八
二
五
條
。

梵
二
《
天
主
敵
示
》
憲
章

m
o

《
教
會
憲
章
》
罰
﹔
天
主
教
法
典
七
五
三
條
。

參
天
主
教
法
典
四
五
五
條
。

一
九
八
五
年
世
界
主
教
會
議
最
後
報
告
口
。
5
.. 

一
九
八
五
年
十
二
月
十
日
羅
馬
觀
察
報
七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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