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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
建
科
，
别
署
鉴
克
，
镜
渊
。
一
九
六
五
年

九
月
生
，
河
北
正
定
人
。
先
后
进
修
毕
业
于
河
北

工
艺
美
术
学
校
、
河
北
科
技
大
学
。
现
任
中
国
书

法
家
协
会
教
育
委
员
会
委
员
，
中
国
书
法
家
协
会

书
法
考
级
中
心
考
官
，
中
国
书
法
家
协
会
培
训
中

心
教
授
，
河
北
省
书
法
家
协
会
副
主
席
，
河
北
省

书
法
家
协
会
草
书
、
隶
书
委
员
会
主
任
，
河
北
省

画
院
院
聘
画
家
，
河
北
省
作
家
协
会
会
员
，
石
家

庄
市
书
法
家
协
会
主
席
。

自
二
十
世
纪
八
十
年
代
中
期
书
法
作
品
参

加
省
、
市
及
全
国
展
览
，
曾
多
次
在
中
国
书
法
家

协
会
举
办
的
各
项
展
事
中
入
选
、
获
奖
。
撰
写
的

理
论
文
章
二
十
余
万
字
刊
载
於
全
国
各
大
专
业
报

刊
。
其
作
品
被
多
家
博
物
馆
收
藏
。

肖
建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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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序任
何
艺
术
都
是
来
自
人
生
，
其
艺
术
的
核
心
价
值
一
定
是
表
现
人
生
。
书
法
艺
术
不
是

对
现
实
客
观
的
直
接
反
映
，
她
是
对
客
观
事
物
的
意
象
表
达
。
因
此
，
可
以
说
愈
单
纯
愈
抽

象
的
艺
术
形
式
当
是
高
级
的
艺
术
。
比
如
音
乐
，
简
单
到
不
用
任
何
工
具
材
料
的
辅
助
，
只

用
嗓
音
即
可
传
递
其
喜
、
怒
、
哀
、
乐
。
书
法
次
之
，
用
一
支
毛
笔
写
出
来
的
点
、
线
，
同

样
可
以
反
映
出
作
者
心
斋
与
知
觉
活
动
。
书
法
对
生
命
状
态
的
表
达
，
对
物
质
消
长
而
不
可

名
状
的
微
妙
之
处
的
意
味
，
毛
笔
在
宣
纸
上
运
动
过
程
中
，
无
不
反
映
出
作
者
对
个
性
以
及

当
下
情
绪
的
折
射
，
从
而
达
到
一
种
满
足
。
绘
画
退
而
求
其
次
，
自
不
待
言
。

我
永
远
不
能
忘
记
，
在
我
小
时
候
，
准
确
地
讲
是
在
我
记
事
起
，
先
父
用
他
那
一
双
温

暖
的
大
手
，
紧
紧
握
住
我
的
小
手
拿
毛
笔
写
下
我
名
字
的
一
瞬
间
，
便
开
启
了
我
对
汉
字
与

书
法
的
认
识
，
这
样
一
种
认
识
也
开
始
了
对
汉
字
与
书
法
的
神
秘
感
和
敬
畏
感
。
关
于
汉
字

的
神
秘
知
觉
，
来
自
于
对
这
个
字
的
陌
生
感
，
这
个
字
为
什
么
这
样
写
，
那
个
字
为
什
么
那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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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
写
，
她
为
什
么
是
这
样
的
读
音
。
起
初
，
一
支
柔
软
的
毛
笔
很
难
控
制
，
刚
写
一
笔
，
父

亲
说
按
的
力
太
过
了
，
笔
画
太
粗
了
；
我
再
写
一
笔
，
父
亲
又
说
力
量
小
了
点
，
笔
画
太
细

弱
了
。
这
太
难
了
，
于
是
，
我
害
怕
用
毛
笔
写
字
，
父
亲
说
这
就
是
书
法
。
由
此
，
我
对
书

法
既
害
怕
又
喜
爱
，
我
对
父
亲
也
一
样
的
既
亲
近
又
害
怕
，
对
父
亲
与
书
法
的
敬
畏
是
同
时

带
进
我
的
情
感
记
忆
中
的
，
更
是
植
入
到
了
我
的
生
命
之
中
。

在
我
看
来
，
书
法
的
创
作
开
始
於
对
硬
件
性
的
汉
字
书
写
，
书
写
的
过
程
是
对
每
一
个

作
者
自
我
生
命
状
态
的
知
觉
活
动
。
在
这
样
一
个
活
动
过
程
中
，
通
过
对
外
在
事
物
的
个
体

认
知
及
经
验
判
断
，
而
呈
现
出
极
具
个
人
心
灵
化
的
艺
术—

—

书
法
。

人
类
生
命
的
起
源
与
延
续
是
自
然
科
学
的
命
题
，
如
此
神
秘
而
又
美
妙
。
汉
字
的
诞
生

与
传
承
同
样
充
满
着
神
秘
色
彩
的
美
感
。
有
时
像
清
晨
的
阳
光
，
使
我
们
感
受
到
生
命
的
温

暖
与
静
谧
，
有
时
又
如
日
落
时
的
残
阳
如
血
，
使
我
们
沉
重
而
又
豪
迈
。
生
命
之
花
开
放
的

美
丽
，
也
如
这
宇
宙
奥
妙
不
可
探
测
般
洪
荒
中
的
大
美
。

人
类
要
繁
衍
生
息
，
生
命
要
延
续
，
没
有
我
的
先
祖
就
没
有
我
，
没
有
我
就
没
有
我

的
后
代
，
今
天
的
我
已
不
是
昨
天
的
我
，
童
年
的
我
还
是
现
在
的
我
吗
？
我
还
是
我
！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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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能
没
有
我
，
我
也
必
将
没
有
我
。
『
我
思
故
我
在
』
，
笛
卡
尔
告
诉
了
我
们
找
到
自
我
的

方
法
。
我
更
喜
欢
老
子
天
真
地
说
：
『
能
婴
儿
乎
。
』
孟
子
也
说
：
『
大
人
者
，
不
失
其
赤

子
之
心
者
也
。
』
返
老
还
童
，
返
璞
归
真
，
是
啊
！
只
有
回
归
天
真
才
会
更
加
快
乐
。
耶
稣

说
：
要
想
接
近
幸
福
就
回
到
那
孩
儿
时
期
吧
！
只
有
独
立
的
思
考
才
能
更
加
清
醒
理
智
地
认

识
我
们
生
命
中
的
一
切
。
我
还
要
大
声
地
喊
出
：
『
吾
丧
我
』
，
这
是
庄
子
告
诉
我
们
的
天

人
之
间
的
至
高
境
界
。
的
确
，
很
多
事
物
的
高
点
即
是
原
点
，
周
而
复
始
。
人
生
更
是
如

此
，
一
个
艺
术
家
如
果
能
够
回
归
到
生
命
原
点
的
状
态
，
其
艺
术
一
定
会
感
动
自
己
也
会
感

动
他
人
。
包
括
书
法
，
书
法
如
今
已
成
为
我
的
一
种
精
神
生
活
方
式
。
在
习
字
的
过
程
中
寻

找
快
乐
；
我
找
到
了
，
这
就
是
在
习
字
静
坐
时
，
精
神
翕
然
之
后
，
无
挂
，
无
虑
，
那
是
耳

根
灵
明
后
的
轻
快
。

在
我
想
来
，
识
字
与
识
人
的
过
程
一
样
，
譬
如
：
我
们
愿
意
认
识
更
多
的
文
字
，
我

们
愿
意
结
识
更
多
的
朋
友
，
认
识
一
个
字
等
于
认
识
了
一
个
人
，
诗
人
有
自
己
喜
欢
经
常
使

用
表
达
的
语
言
方
式
，
从
而
我
们
熟
悉
了
他
的
文
笔
风
格
，
这
也
就
有
了
其
作
品
的
个
性
。

经
常
与
什
么
字
交
往
，
经
常
使
用
什
么
样
的
句
式
；
经
常
与
什
么
人
交
往
，
经
常
使
用
什
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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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
的
笔
触
（
笔
法
）
，
这
与
作
者
本
人
的
格
调
有
关
。
书
法
家
亦
然
，
一
个
书
法
家
喜
欢
常

用
什
么
样
的
笔
触
，
某
种
笔
画
代
表
一
个
人
的
性
格
，
所
以
有
了
『
字
如
其
人
』
说
，
亦
如

刘
熙
载
讲
：
『
书
，
如
也
，
如
其
学
、
如
其
才
、
如
其
志
，
总
之
如
其
人
而
已
。
』
《
艺

概
·
书
概
》
。
现
实
社
会
中
，
我
们
也
同
样
认
识
很
多
人
，
你
如
能
很
好
地
将
这
些
人
力
资

源
和
人
际
关
系
发
挥
好
协
调
好
，
你
就
能
成
功
地
完
成
一
件
事
情
。
我
不
知
道
，
这
两
者
有

没
有
必
然
的
联
系
，
但
我
知
道
处
理
好
人
与
人
之
间
的
关
系
，
协
调
很
多
人
完
成
一
件
具
有

社
会
意
义
的
事
业
远
比
写
一
首
诗
、
写
一
幅
字
来
得
更
难
，
这
与
我
的
经
历
有
关
。
不
过
，

一
个
聪
明
的
人
在
做
事
情
的
同
时
，
能
够
做
到
举
一
反
三
，
触
类
旁
通
、
相
辅
相
成
，
当
然

这
也
需
要
他
具
备
一
定
的
知
识
积
累
和
人
生
经
验
的
辅
助
。
历
史
上
不
管
是
自
然
、
人
文
、

社
会
领
域
的
翘
楚
皆
是
如
此
。

如
何
成
为
一
名
优
秀
的
书
家
：
别
无
选
择
，
只
有
不
断
提
高
自
己
的
人
文
修
养
，
在
具

备
书
法
本
体
丰
富
的
基
础
上
（
擅
长
一
体
，
会
通
篆
、
隶
、
草
、
行
、
楷
、
篆
刻
及
书
史
、

书
论
）
也
应
该
熟
知
古
今
中
外
的
文
、
史
、
哲
、
美
学
。
通
过
丰
富
的
阅
读
，
我
知
道
了
自

然
科
学
界
的
牛
顿
，
一
方
面
在
自
己
的
物
理
学
上
艰
难
求
证
的
同
时
，
却
又
皈
依
于
基
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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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
西
方
的
很
多
科
学
家
都
是
这
样
。
在
我
们
中
国
历
史
上
同
样
有
更
多
的
文
学
家
、
艺
术

家
，
亦
佛
亦
俗
，
游
离
不
弃
，
如
怀
素
、
王
维
、
苏
东
坡
、
黄
庭
坚
、
八
大
山
人
等
比
比
皆

是
、
举
不
胜
举
。
我
想
，
无
论
他
们
是
中
是
西
，
是
古
是
今
，
这
些
不
同
领
域
、
不
同
时
代

的
风
流
人
物
，
他
们
之
所
以
开
一
代
风
气
，
是
他
们
首
先
开
启
了
自
己
的
心
智
，
他
们
有
着

一
个
共
同
的
精
神
取
向
，
那
就
是
对
人
生
终
极
意
义
的
认
识
，
是
对
生
命
最
基
本
价
值
的
尊

重
，
尊
重
自
己
也
尊
重
别
人
。

在
先
父
离
世
之
日
起
，
我
似
乎
对
生
命
有
了
更
多
的
思
考
与
认
识
，
我
在
纪
念
先
父

的
一
篇
文
章
《
祭
礼
翰
墨
》
中
，
多
有
对
生
与
死
的
思
辨
。
领
教
中
外
圣
贤
，
有
的
在
很
年

轻
时
便
有
了
对
生
与
死
的
思
考
，
这
应
该
是
天
才
的
征
兆
；
我
等
愚
钝
，
最
亲
近
的
人
离
去

后
，
心
亦
冷
灰
，
失
去
了
，
知
道
了
珍
惜
。
谁
也
会
珍
惜
生
命
，
但
如
何
珍
惜
生
命
的
意

义
，
不
是
每
个
人
都
能
做
到
的
。
这
也
就
有
了
人
生
的
意
义
，
人
不
能
像
动
物
一
样
只
是
活

着
，
动
物
不
可
能
认
识
到
死
亡
，
人
通
过
对
死
亡
的
认
识
后
，
确
定
活
着
一
定
要
有
意
义
，

要
有
价
值
。
如
何
才
能
有
意
义
有
价
值
呢
？
让
我
们
在
庄
子
『
独
与
天
地
精
神
往
来
』
的
指

引
下
不
断
地
去
创
造
新
的
生
活
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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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
读
王
羲
之
、
颜
真
卿
、
苏
东
坡
的
天
下
三
大
行
书
，
在
这
三
部
经
典
中
都
有
提

到
死
。
王
羲
之
《
兰
亭
序
》
一
文
中
有
两
处
死
字
：
『
古
人
云
：
死
生
亦
大
矣
，
岂
不
痛

哉
！
』
『
固
知
一
死
生
为
虚
诞
。
』
魏
晋
玄
学
风
气
影
响
下
的
王
羲
之
，
通
过
个
体
与
自
然

融
合
的
过
程
中
找
到
了
自
己
的
人
生
意
义
。
死
，
不
但
不
是
一
种
痛
苦
，
而
是
一
种
人
生
解

脱
的
痛
快
，
是
『
坐
忘 

』
后
的
一
种
离
形
去
智
的
快
乐
，
又
将
是
一
种
永
恒
的
快
乐
。
当
然

我
更
喜
欢
王
羲
之
作
品
中
所
透
出
的
一
种
高
贵
气
质
。

颜
真
卿
《
祭
侄
文
稿
》
，
是
其
在
五
十
岁
时
为
死
者
颜
季
明
写
就
的
一
篇
祭
文
，
文

章
草
稿
涂
改
无
数
，
笔
墨
狼
藉
，
而
情
绪
流
转
自
然
，
通
篇
有
悲
凉
盘
郁
之
气
。
此
文
专
为

一
死
事
而
作
，
却
只
有
一
处
死
字
『
父
陷
子
死
』
，
颜
真
卿
笔
下
的
死
，
表
现
的
是
舍
身
取

义
，
不
成
功
则
成
仁
，
大
义
凛
然
、
忠
君
爱
国
的
浩
然
正
气
，
这
是
儒
家
政
治
、
教
化
、
礼

乐
的
必
然
。

苏
轼
《
寒
食
帖
》
，
是
其
人
生
风
涛
后
的
深
沉
吟
唱
，
两
首
诗
的
内
容
和
笔
墨
间
无
不

透
露
出
作
者
对
人
生
的
关
照
与
无
奈
，
通
过
度
物
象
而
得
其
道
。
这
样
的
一
种
荒
寒
颓
散
的

墨
痕
，
诗
句
的
苍
凉
孤
独
与
超
然
是
作
者
释
道
思
想
互
补
后
的
折
射
。
显
然
，
我
们
读
到
了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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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
轼
的
孤
独
，
在
某
种
意
义
上
讲
，
我
们
每
个
人
都
是
孤
独
的
，
只
有
经
历
过
苦
难
的
人
，

尤
其
是
经
受
过
重
大
苦
难
与
生
死
考
验
过
的
人
才
有
对
人
生
的
发
言
权
。
最
后
一
句
的
『
死

灰
吹
不
起
』
道
出
了
苏
轼
对
仕
途
的
心
灰
意
冷
。
他
多
情
善
感
，
对
任
何
物
象
都
觉
察
敏

感
。
所
以
，
苏
轼
是
用
审
美
性
的
人
生
来
关
照
他
所
有
的
艺
术
活
动
。

我
们
首
先
应
该
解
决
为
什
么
学
习
书
法
的
问
题
，
至
于
怎
样
学
习
书
法
，
只
是
一
个
自

然
过
程
中
的
方
法
问
题
。
为
什
么
学
习
书
法
是
思
想
认
识
上
的
问
题
，
对
于
一
个
经
年
从
事

书
法
创
作
并
善
于
思
考
的
书
者
来
说
，
一
定
要
解
决
这
个
问
题
，
初
心
所
向
，
这
也
是
一
个

方
向
的
问
题
。
我
的
回
答
是
：
学
习
书
法
是
我
真
正
的
喜
欢
，
喜
欢
是
为
了
提
升
和
满
足
我

的
精
神
生
活
，
有
了
这
样
的
满
足
我
就
有
了
幸
福
感
，
有
了
这
样
的
幸
福
也
就
超
越
了
我
生

命
中
的
一
切
，
这
主
要
指
来
自
物
质
方
面
的
，
总
之
，
学
习
书
法
是
为
了
自
己
。
孔
子
说
：

『
古
之
学
者
为
己
，
今
之
学
者
为
人
。
』
为
自
己
是
为
了
解
决
自
己
精
神
上
的
问
题
，
为
人

则
是
做
秀
给
别
人
看
，
这
是
一
种
功
利
目
的
。

我
向
来
反
对
学
习
书
法
有
专
业
与
业
余
之
分
，
这
是
西
方
社
会
文
化
的
理
念
，
所
有

社
会
活
动
均
以
职
业
划
分
。
中
国
文
化
讲
究
的
是
和
合
，
中
医
学
是
一
个
很
好
的
例
证
。
中



13 12

医
对
一
种
病
理
的
认
识
是
从
一
个
人
整
体
生
命
与
自
然
共
同
来
看
待
的
，
这
就
是
我
们
中
国

人
的
『
天
人
合
一
』
的
宇
宙
观
。
我
只
是
一
个
书
写
者
，
只
有
在
一
种
自
由
的
书
写
状
态

下
，
不
为
入
展
，
不
在
乎
别
人
说
长
道
短
，
没
有
任
何
功
利
的
考
虑
；
心
态
放
松
，
有
了
这

样
的
创
作
，
才
能
够
保
持
作
者
心
灵
的
真
实
。
孔
子
说
：
『
谋
道
不
谋
食
。
』
反
之
，
一
旦

一
个
所
谓
书
法
家
被
贴
上
了
职
业
的
标
签
，
他
就
很
容
易
被
外
在
的
物
质
利
益
所
支
配
。
因

为
他
要
藉
此
谋
生
，
那
么
考
虑
的
市
场
就
多
了
起
来
，
最
后
会
以
市
场
的
需
求
为
目
的
。
如

此
，
他
就
不
敢
轻
易
改
变
自
己
、
寻
找
自
己
，
进
而
一
生
都
有
可
能
在
重
复
着
一
个
并
不
真

实
的
自
己
。
所
以
，
托
尔
斯
泰
说
：
『
写
作
的
职
业
化
是
文
学
堕
落
的
主
要
原
因
。
』
法
国

作
家
列
那
尔
更
是
语
出
惊
人
地
说
：
『
我
把
那
些
还
没
有
以
文
学
为
职
业
的
人
称
作
经
典
作

家
。
』
中
国
历
史
上
的
众
多
文
学
、
书
法
大
师
和
绘
画
巨
匠
皆
是
一
种
自
然
生
长
而
成
，
不

是
吗
！用

辩
证
统
一
的
思
想
去
指
导
书
法
创
作
，
同
样
来
指
导
我
们
的
社
会
职
业
行
为
而

言
，
遵
循
事
物
内
在
发
展
规
律
，
在
其
外
在
的
形
式
作
用
之
下
。
『
反
其
道
而
行
之
』
，
运

用
这
样
的
阴
阳
五
行
、
相
生
相
克
的
思
维
方
式
来
指
导
我
们
的
一
切
活
动
一
定
是
有
益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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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
如
：

用
柔
软
的
动
物
毛
鬚
写
出
清
劲
的
书
法
点
线
；

用
以
写
大
字
的
宽
博
气
象
来
写
小
字
；

用
以
写
小
字
的
严
紧
架
构
来
组
织
大
字
的
结
体
；

草
书
应
慢
，
楷
书
应
快
；

用
写
楷
书
的
感
觉
来
书
写
草
书
，
用
写
草
书
的
意
识
来
写
楷
书
；

年
轻
人
写
字
要
慢
一
点
，
老
年
人
写
字
要
快
一
点
；

古
人
早
已
有
证
：
写
横
画
欲
左
先
右
，
写
竖
画
欲
下
先
上
。

关
于
书
法
的
技
法
，
我
不
反
对
任
何
艺
术
形
式
的
技
术
性
，
我
不
同
意
的
是
书
法
艺

术
的
泛
技
术
化
。
换
句
话
说
：
我
反
对
的
是
只
有
技
法
，
没
有
人
文
。
我
们
不
要
忘
记
，
只

有
在
忘
记
技
法
的
同
时
，
你
的
艺
术
之
花
才
能
盛
开
。
在
人
文
精
神
意
义
的
关
照
下
，
书
法

才
有
可
能
充
分
展
现
出
作
者
自
我
的
生
命
价
值
与
艺
术
价
值
，
否
则
他
的
作
品
就
是
垃
圾
。

在
书
法
学
习
方
法
上
，
我
始
终
认
为
的
不
二
法
门
是
只
有
纵
向
的
进
入
历
史
传
统
中
学
习
经

典
大
师
的
作
品
，
因
为
这
是
被
时
间
所
证
明
了
的
。
我
常
书
写
的
一
句
话
是
：
『
不
失
古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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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
乃
得
自
己
心
。
』

书
法
点
线
文
化
背
后
的
思
想
支
撑
和
民
族
精
神
，
是
来
自
我
们
传
统
文
化
的
精
义
，

也
就
是
对
我
们
的
传
统
文
化
意
义
上
的
自
尊
与
自
觉
，
我
们
应
该
知
道
，
学
习
书
法
不
去
从

『
人
』
『
文
』
双
修
的
传
统
意
义
上
展
开
，
就
很
难
有
高
度
，
有
格
调
，
有
价
值
。
历
史
上

的
一
些
书
画
家
都
有
其
自
身
的
职
业
后
转
化
成
文
人
，
进
入
到
中
国
传
统
的
文
化
状
态
。
不

像
今
天
我
们
所
谓
的
职
业
艺
术
家
，
书
法
家
只
会
写
字
、
画
家
只
管
画
画
。
这
样
问
题
就
出

来
了
，
他
缺
少
的
是
人
文
修
养
，
人
文
修
养
，
即
是
一
个
艺
术
家
对
人
性
的
认
识
与
把
握
。

艺
术
家
不
仅
要
有
对
个
体
生
命
的
尊
重
，
更
重
要
的
还
有
对
他
人
的
尊
重
，
这
是
一
种
大

爱
，
要
想
做
到
这
一
点
，
一
个
人
的
丰
富
人
生
和
开
阔
的
人
文
视
野
是
非
常
重
要
的
。
王
羲

之
、
颜
真
卿
、
苏
东
坡
都
不
是
所
谓
的
职
业
书
法
家
，
即
是
近
代
的
大
画
家
齐
白
石
也
是
从

一
个
地
道
的
农
民
转
化
成
一
个
文
化
人
的
。
再
者
，
掌
握
中
国
传
统
艺
术
的
审
美
规
律
，
才

能
真
正
进
入
到
书
法
内
在
精
神
品
质
。
书
法
的
最
高
旨
归
是
『
内
美
』
，
『
纷
吾
既
有
此
内

美
兮
』
（
屈
原
）
。
同
时
还
要
重
视
『
修
能
』
，
『
内
美
修
能
』
是
对
人
格
的
塑
造
，
书
法

的
最
高
审
美
指
向
是
『
虚
静
』
，
古
人
的
大
多
经
典
书
画
作
品
传
递
给
我
们
的
大
都
是
一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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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命
的
宁
静
感
。
在
文
字
当
中
，
凡
是
带
有
『
青
』
字
都
是
一
种
美
好
的
意
思
，
如
『
倩
』

『
菁
』
『
靓
』
等
，
从
中
医
学
讲
，
情
志
对
人
的
健
康
有
很
大
的
关
系
，
大
喜
大
怒
都
不

好
，
心
静
气
和
对
健
康
最
有
益
，
宁
静
是
自
然
界
与
生
物
界
最
美
好
的
时
刻
。
先
人
们
在
发

明
这
个
『
静
』
字
时
，
是
多
么
的
智
慧
，
『
青
』
是
纯
的
意
思
，
单
纯
而
不
争
就
是
快
乐
和

幸
福
。『

书
肇
于
自
然
』
，
书
法
追
求
至
静
至
远
，
调
和
天
人
，
尊
重
生
命
。
因
此
，
中
国
传

统
的
文
人
、
知
识
分
子
无
论
达
和
穷
，
书
法
都
是
他
们
修
为
的
手
段
，
『
修
身
、
齐
家
、
治

国
、
平
天
下
』
是
理
想
，
在
提
升
自
己
的
人
文
精
神
的
同
时
也
提
升
着
整
个
社
会
的
精
神
面

貌
。

当
下
社
会
，
物
慾
横
流
，
尔
虞
我
诈
，
道
德
缺
失
，
怎
是
一
个
『
乱
』
字
了
得
。
这

固
然
有
其
社
会
价
值
观
的
混
乱
，
更
深
层
的
内
在
原
因
还
是
我
们
的
民
族
文
化
传
承
体
系
的

破
坏
，
在
对
社
会
各
阶
层
和
领
域
中
其
评
价
标
准
出
现
了
严
重
的
错
乱
。
先
自
『
戊
戌
变

法
』
，
后
到
『
五
四
』
新
文
化
运
动
，
再
到
『
文
化
大
革
命
』
，
都
是
打
着
『
破
旧
立
新
』

的
旗
帜
，
撕
裂
着
我
们
这
样
有
着
几
千
年
历
史
的
文
化
体
系
，
致
使
其
支
离
破
碎
。
我
们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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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
烈
艰
难
痛
苦
探
索
着
一
条
民
族
复
兴
之
路
，
这
之
间
中
西
文
化
思
想
的
冲
突
与
交
融
，

传
统
与
现
代
矛
盾
的
碰
撞
都
在
困
扰
着
我
们
每
一
个
人
。
纵
观
古
今
中
外
，
我
们
似
乎
看
到

了
，
社
会
意
义
上
的
科
学
、
民
主
、
法
制
是
多
么
重
要
，
从
形
而
上
学
的
精
神
意
义
来
看
信

仰
、
文
化
、
道
德
，
最
终
形
成
的
民
族
精
神
同
样
的
更
加
重
要
。
更
为
惊
喜
地
看
到
，
今

天
，
中
华
民
族
伟
大
复
兴
的
『
中
国
梦
』
，
正
是
顺
应
了
人
民
的
意
志
，
遵
循
了
人
类
社
会

发
展
的
规
律
，
一
个
有
健
全
民
主
的
、
法
制
的
、
秩
序
的
并
符
合
我
们
中
国
发
展
制
度
的
，

统
一
向
上
的
民
族
精
神
完
整
架
构
下
的
大
中
国
已
经
展
现
在
世
人
面
前
，
这
是
我
们
每
一
个

当
代
知
识
分
子
的
共
同
追
求
和
期
盼
。

—
—

天
下
兴
亡
，
匹
夫
有
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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