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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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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序

古
時
帝
王
革
命
開
基
，
造
天
立
極
，
靠
的
是
文
治
與
武
功
；
人
亡
政
息
之
後
，
留
下
予
人
懷

緬
的
，
就
是
言
文
與
儀
表
，
如
《
貞
觀
政
要
》
記
載
唐
太
宗
之
正
言
與
威
儀
。
無
正
言
與
威
儀
留

下
者
，
則
託
大
臣
編
寫
正
音
正
字
之
典
籍
傳
世
，
如
朱
明
洪
武
皇
帝
留
下
《
洪
武
正
韻
》
，
滿
清
康

熙
皇
帝
留
下
《
康
熙
字
典
》
。
近
人
毛
澤
東
開
新
朝
，
詩
詞
有
霸
王
意
氣
，
然
而
為
了
貶
抑
文
士
，

驅
策
農
奴
，
政
令
言
文
，
盡
見
粗
鄙
而
浮
誇
。
所
謂
近
墨
者
黑
，
香
港
回
歸
之
後
，
亦
習
染
虛
浮

言
文
，
如
本
年
（
二○

○
六
年
）
二
月
二
十
二
日
，
財
政
司
總
結
預
算
案
曰
︰
「
我
深
信
，
廣
大
市

民
會
以
更
大
的
承
擔
，
來
把
握
現
時
得
來
不
易
的
經
濟
勢
頭
，
發
揮
我
們
的
優
勢
。
我
深
信
，
只

要
大
家
同
心
協
力
，
包
容
共
濟
，
我
們
一
定
可
以
把
握
當
前
最
好
的
時
機
，
成
為
祖
國
最
燦
爛
的

明
珠
。
」
港
人
非
不
知
共
產
中
文
之
荒
謬
，
不
過
靠
山
食
山
，
靠
祖
國
就
「
食
阿
公
」
，
自
然
鸚
鵡

學
舌
，
亦
步
亦
趨
，
豈
敢
如
台
灣
施
明
德
，
竄
改
祖
訓
「
天
下
為
公
」
為
「
天
下
圍
攻
」
？
1

舊
文
新
語

古
語
有
云
，
「
言
之
無
文
，
行
而
不
遠
」
。
說
話
無
文
采
與
條
理
，
流
傳
就
不
久
遠
。
英
人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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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
，
不
尚
虛
文
，
留
下
的
多
是
平
實
的
行
政
、
司
法
等
公
共
領
域
詞
彙
。
雖
不
見
雅
馴
，
然
而
影

響
深
遠
，
甚
至
北
傳
大
陸
。
一
代
有
一
代
之
詞
彙
，
如
粵
語
片
時
期
的
薦
人
館
，
即
今
之
「
職
業
介

紹
所
」
，
甚
至
「
獵
頭
公
司
」
；
衙
門
曰
「
阻
差
辦
公
」
，
警
署
稱
「
浪
費
警
力
」
。
鳳
冠
霞
被
者
，

往
稱
「
嫁
衣
」
，
為
唐
裝
；
今
日
新
娘
白
衣
素
裹
，
改
稱
「
婚
紗
」
，
為
西
服
。
生
意
失
敗
，
公
司

清
盤
，
舊
時
香
港
謂
「
報
窮
」（b

an
k
ru
p
t

的
諧
音
妙
譯
）
，
今
曰
「
破
產
」
。
2

今
古
詞
之
改
易
，
隨

風
俗
而
變
化
，
無
可
厚
非
。
然
而
，
公
共
領
域
詞
彙
之
改
換
，
涉
及
政
治
概
念
與
公
共
權
力
的
更

秩
，
當
中
有
詭
詐
，
也
有
正
經
。
如
二○

○

六
年
八
月
修
訂
通
過
的
《
截
取
通
訊
及
監
察
條
例
》
，

就
將
「
偷
聽
」
、
「
竊
聽
」
改
為
「
截
取
通
訊
」
，
簡
稱
「
截
聽
」
，
此
乃
賦
予
合
法
性
與
正
當
性
的

名
詞
改
換
，
使
人
不
再
警
惕
政
府
之
行
為
。
可
惜
香
港
傳
媒
不
肖
，
追
趕
潮
流
惟
恐
不
及
，
急
忙

丟
棄
「
竊
聽
」
之
貶
義
詞
，
以
「
截
聽
」
之
中
性
詞
報
導
，
甘
為
政
府
集
權
之
共
犯
。
3

為
免
名
詞

「
習
而
不
察
」
，
民
眾
習
慣
了
便
不
易
察
覺
出
當
中
的
價
值
轉
向
，
引
致
思
想
僵
化
而
不
知
，
故
仍

1	
	

民
進
黨
第
六
屆
主
席
施
明
德
於
二○

○

六
年
十
月
發
起
民
眾
政
治
訴
求
運
動
，
抗
議
陳
水
扁
貪
污
，
要
求
下
台
。
二○

○

六
年
十

月
十
日
之
圍
堵
總
統
府
行
動
，
名
為
「
天
下
圍
攻
」
。

2	
	

「
報
窮
」
一
語
，
早
見
於
清
代
政
法
之
書
。
晚
清
文
人
鄭
觀
應
，
在
一
八
八○

年
出
版
《
易
言
》
一
書
，
批
評
政
府
處
理
華
商
與

洋
商
欠
債
的
手
法
不
公
平
時
，
就
有
言
︰
「
西
人
若
有
折
閱
，
雖
饒
私
蓄
，
循
例
報
窮
，
僅
將
家
具
拍
賣
。
」
而
華
人
欠
債
，
則
要

全
數
償
還
，
更
往
往
會
被
判
囚
及
遭
毆
打
。
報
窮
之
後
，
則
入
「
窮
籍
」
。
今
日
南
洋
華
文
報
紙
，
仍
用
「
報
窮
」
及
「
窮
籍
」
之

詞
。

3	
	

拙
文
刊
登
之
後
，
余
若
薇
律
師
在
《
明
報
》
二○

○

七
年
六
月
十
二
日
〈
行
政
主
導	
無
名
無
實
〉
一
文
，
稱
此
法
例
為
竊
聽
法

例
，
令
人
敬
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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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必
要
作
一
番
「
陌
生
化
」
4

的
處
理
，
從
新
考
察
，
既
是
日
用
名
詞
之
考
古
，
也
是
思
想
生
機
之

恢
復
也
。

即
使
在
滿
洲
積
弱
時
期
，
中
國
仍
是
文
化
古
國
。
早
在
侵
佔
香
港
成
立
殖
民
地
之
初
，
英
國

統
治
者
已
謹
慎
處
理
官
方
行
文
，
避
免
觸
動
中
國
人
的
文
化
自
尊
。
例
如
一
八
四
一
年
成
立
殖
民

地
，
中
文
則
稱
為
「
開
埠
」
，
以
通
商
之
海
港
掩
蓋
政
治
之
基
地
。
今
日
動
植
物
公
園
的
佐
治
六
世

銅
像
旁
之
銅
匾
，
中
文
寫
「
香
港
開
埠
一
百
周
年
紀
念
（
一
八
四
一
至
一
九
四
一
）
」
，
英
文
則
寫

「to	com
m
em
orate	th

e	F
ou
n
d
in
g
	

of	th
e	C
olon
y
	of	H

on
g
	K
on
g

」

（
紀
念
在
香
港
建
立
殖
民
地
）
。
英

軍
登
陸
之P

ossession
	S
treet

（
佔

領
街
）
，
中
文
則
用
土
名
「
水
坑
口

街
」
；
曾
參
與
侵
略
中
國
之
英
國

將
領
或
外
交
官
，
其
名
字
在
香
港

一
律
另
譯
，
以
免
勾
起
華
人
之
國

族
舊
恨
，
如
璞
鼎
查
（P

ottin
g
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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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港
譯
為
砵
甸
乍
，
額
爾
金
（E

lg
in

）
在
港
譯
為
伊
利
近
，
二
人
在
港
島
俱
有
街
道
紀
念
，
也

用
港
譯
。
一
九
六
七
年
港
共
暴
動
之
後
，
港
府
驚
覺
官
民
疏
離
，
民
間
社
會
在
工
業
化
之
後
迅

速
壯
大
，
必
須
改
弦
易
轍
，
由
統
治
（ru

le

）
轉
為
管
治
（g

ov
ern

）
，
政
策
轉
變
之
際
，
衍
生
一

套
新
的
公
共
語
彙
。
當
時
政
府
對
外
的
英
文
宣
傳
，
不
再
稱
香
港
為C

olon
y

（
殖
民
地
）
，
改
稱

「T
erritory

」（
轄
區
）
，
中
文
則
維
持
「
香
港
」
、
「
本
港
」
之
名
；
小
學
的
國
文
課
本
，
改
稱
「
中

文
」
5
，
國
史
改
稱
「
中
國
歷
史
」
；
治
內
的
華
民
政
務
司
，
改
名
「
民
政
司
」
；
統
治
則
改
為
「
管

治
」
、
「
行
政
」
、
「
管
理
」
與
「
治
理
」
，
不
一
而
足
。
香
港
民
間
如
明
清
遺
民
，
不
知
有
國
，
出

國
曰
「
出
埠
」
或
「
離
港
」
，
回
國
曰
「
回
港
」
（
或
返
唐
山
）
，
中
國
是
唐
山
，
國
人
是
唐
人
，

中
文
是
唐
文
、
唐
字
（
客
家
人
的
講
法
）
。
港
府
親
民
之
餘
，
在
言
文
上
避
免
承
襲
大
陸
或
台
灣
的

公
共
語
彙
，
此
舉
既
可
障
隔
國
共
影
響
，
又
可
建
立
新
的
港
人
身
份
。
王
荊
公
詩
云
：
「
看
似
平

常
最
奇
絕
，
成
如
容
易
卻
艱
難
。
」
「
市
民
」
之
名
，
是
最
重
要
的
名
詞
轉
換
，
可
替
代
共
產
中
國

的
「
人
民
」
與
民
國
的
「
國
民
」
，
有
若
干
權
利
與
義
務
，
但
又
不
至
於
「
公
民
」
之
嚴
重
。
移
民

法
例
則
沿
用
「
居
民
」
。
其
次
就
是
用
「
權
益
」
替
代
「
權
利
」
，
避
開
國
際
通
行
的
公
民
權
利
，

4	
	

此
乃
戲
詞
。
「
陌
生
化
」
本
是
俄
國
文
學
理
論
家
維
克
托•

什
克
洛
夫
斯
基
（V

iktor	S
hklovsky

），
以
文
學
修
辭
將
事
物
變
得
陌

生
而
引
起
讀
者
重
新
思
考
該
事
物
的
意
義
。

5	
	

然
而
，
直
至
上
世
紀
八
十
年
代
，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一
年
級
的
中
文
補
修
課
程
，
仍
稱
「
大
一
國
文
」
。
中
文
系
的
學
生
免
修
該
課

程
，
其
餘
學
系
一
律
需
修
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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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成
一
國
。
此
外
，
用
「
社
群
」
代
「
社
會
」
或
「
群
眾
」
，
「
階
層
」
代
「
階
級
」
，
並
相
繼
以

「
勞
苦
大
眾
」
、
「
低
下
階
層
」
、
「
基
層
」
、
「
低
收
入
人
士
」
、
「
草
根
」
（g

rassroots

）
、
「
貧
困

戶
」
等
稱
呼
窮
人
。
九
七
過
渡
期
，
為
處
理
香
港
土
生
南
亞
人
士
的
國
籍
，
造
出
「
族
裔
」
一
詞
，

避
免
「
種
族
」
、
「
血
統
」
、
「
民
族
」
與
「
國
族
」
。
至
於
「
國
家
」
、
「
國
立
」
、
「
國
民
」
、
「
國

人
」
等
，
香
港
只
是
民
間
沿
用
，
維
繫
民
國
血
脈
，
港
英
用
「
政
府
」
與
「
官
立
」
取
代
之
，
如
用

「
政
府
獎
券
」
（g

ov
ern
m
en
t	lottery

）
，
不
用
「
國
家
獎
券
」
，
如
用
「
官
立
學
校
」
（g

ov
ern
m
en
t	

sch
ool

）
，
不
用
「
國
民
學
校
」
，
然
而
民
間
則
有
國
民
學
校
，
在
離
島
長
洲
也
。
惟
「
英
皇
」
、
「
皇

家
」
（roy

al

）
則
照
用
如
儀
，
蒙
賜
「
英
皇
」
或
「
皇
家
」
冠
名
之
機
構
，
遍
及
英
聯
邦
國
家
，
乃

品
質
之
嘉
許
，
如
皇
家
香
港
天
文
台
，
並
無
效
忠
英
國
之
意
。
當
中
最
諷
刺
者
，
是
「
英
皇
御
准
香

港
賽
馬
會
」
，
賭
馬
得
到
英
皇
御
准
，
乃
合
法
化
之
賭
博
。

社
區
建
設

港
府
巧
譯
「sen

se	of	b
elon
g
in
g

」
為
「
歸
屬
感
」
，
透
過
香
港
電
台
及
電
視
台
，
廣
泛
宣

揚
。
然
而
，
社
區
建
設
（com

m
u
n
ity
	b
u
ild
in
g

）
的
核
心
字
，
是
公
共
屋
邨
的
「
邨
」
字
，
借

用
「
村
」
的
異
體
字
6
，
建
立
新
的
社
區
意
識
，
伴
隨
分
區
的
公
共
服
務
，
以
及
街
坊
會
、
社
工
、

雛
形
政
黨
等
，
形
成
影
響
超
過
一
半
香
港
人
口
的
政
治
群
體
。
香
港
電
台
《
獅
子
山
下
》
電
視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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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
，
以
橫
頭
磡
邨
為
背
景
，
宣
揚
新
的
居
住
風
俗
及
鄰
里
人
情
。

公
共
屋
邨
初
稱
廉
租
屋
邨
，
簡
稱
「
廉
租
屋
」
，
有
平
實
的
社
會
補
貼
之
意
，
後
來
稱
公

共
屋
邨
，
簡
稱
「
公
屋
」
，
其
公
共
政
治
之
意
識
，
反
比
其
他
政
治
掛
帥
之
華
人
地
區
更
為
明

顯
。
7

一
九
五
三
年
十
二
月
，
石
硤
尾
寮
屋
區
火
災
，
政
府
成
立
「
政
府
廉
租
屋
計
劃
」
，
由
政
府

出
資
興
建
樓
房
，
以
廉
價
租
金
出
租
予
合
乎
「
上
樓
」
資
格
之
貧
民
或
其
寮
屋
遭
政
府
清
拆
之
木

屋
居
民
。
政
府
擁
有
樓
房
業
權
，
負
責
管
理
與
維
修
。
撇
除
地
價
，
租
金
大
可
抵
銷
開
支
，
而
清

拆
寮
屋
而
起
回
拍
賣
之
官
地
，
更
可
令
庫
房
進
帳
甚
多
。
8

翌
年
四
月
，
港
府
成
立
「
屋
宇
建
設
委

6	
	

《
康
熙
字
典
》
曰
，「
邨
」
是
古
字
，「
村
」
字
後
出
，
引
《
玉
篇
》，「
邨
」
乃
別
墅
、
別
館
，
引
《
增
韻
》
說
是
聚
落
。
此
「
邨
」

從
邑
從
屯
，
有
遷
徙
於
外
而
聚
居
之
意
，
用
諸
今
之
公
共
屋
邨
，
詞
義
甚
合
。

7	
	

中
國
大
陸
稱
「
經
濟
適
用
房
」
，
台
灣
稱
「
國
民
住
宅
」（
簡
稱
「
國
宅
」
），
澳
門
稱
「
社
會
房
屋
」（
歐
陸
國
家
亦
稱
「
社
會
房

屋
」
），
新
加
坡
稱
「
組
屋
」
。

8	
	

興
建
公
屋
是
經
濟
與
政
治
考
慮
之
下
的
結
果
。
在
經
濟
上
有
賣
地
收
益
，
加
快
現
代
城
市
規
劃
，
並
以
公
屋
輔
助
工
業
區
成
長
。

廉
租
屋
圍
繞
工
廠
區
興
建
，
工
人
可
以
就
近
上
班
，
節
省
車
費
及
時
間
，
屋
租
補
貼
可
令
工
資
維
持
較
低
及
穩
定
水
平
，
工
人
依

靠
微
薄
薪
金
而
生
活
餘
裕
，
有
閑
錢
消
費
，
帶
動
市
面
興
旺
。
殖
民
政
府
當
時
的
政
術
如
此
﹕
受
災
人
士
或
寮
屋
居
民
要
先
在
環

境
極
其
惡
劣
的
安
置
區
居
住
數
月
（
無
明
文
期
限
），
始
可
編
排
上
樓
。
安
置
區
如
酷
刑
阻
嚇
，
令
部
分
人
知
難
而
退
，
不
貪
圖

公
屋
，
亦
可
令
甫
即
上
樓
之
居
民
，
恍
如
地
獄
超
升
至
仙
境
，
對
公
屋
的
新
環
境
，
產
生
的
遽
然
改
善
的
心
理
效
果
（surprise	

effect

）
。
政
治
方
面
，
據
加
拿
大
人
類
學
家
司
馬
雅
倫
（A

lan	S
m
art

）
的
考
證
，
寮
屋
火
災
有
時
是
居
民
放
火
，
博
取
公
屋

安
置
，
有
時
恐
怕
是
政
府
有
意
促
成
，
以
便
鏟
除
非
法
寮
屋
以
及
政
治
社
團
勢
力
。
當
時
共
產
中
國
經
常
給
予
香
港
災
民
米
糧
救

濟
，
殖
民
政
府
深
恐
中
共
勢
力
滲
透
社
區
，
為
了
穩
定
管
治
，
唯
有
興
建
公
屋
，
徙
置
災
民
。
見
其
專
著T

he	S
hek	K

ip	M
ei	

M
yth:	S

quatters,	F
ires	and	C

olonial	R
ule	in	H

ong	K
ong,	1950-1963, 	H

ong	K
ong	U

niversity	P
ress,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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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
會
」
（
簡
稱
「
屋
建
會
」
）
，
建
屋
安
民
。
一
九
七
三
年
四
月
，
屋
建
會
改
組
為
「
香
港
房
屋
委
員

會
」(

簡
稱
「
房
委
會
」)

，
為
市
民
興
建
品
質
較
佳
之
居
所
。
自
一
九
六
二
年
至
一
九
七
五
年
，
共

有
十
六
個
政
府
廉
租
屋
邨
落
成
。
一
九
七
三
年
四
月
一
日
，
徙
置
事
務
處
及
市
政
事
務
署
屋
宇
建

設
處
合
併
為
房
屋
署
；
屋
宇
建
設
委
員
會
改
組
為
香
港
房
屋
委
員
會
，
從
此
香
港
的
徙
置
區
、
屋

宇
建
設
委
員
會
廉
租
屋
邨
及
政
府
廉
租
屋
邨
統
稱
為
公
共
屋
邨
。
同
時
推
行
的
清
潔
運
動
，
創
造

了
「
市
容
」
一
詞
，
初
始
是
潔
淨
衛
生
之
公
民
習
慣
，
如
清
洗
公
眾
地
方
、
滅
鼠
、
不
准
隨
地
吐
痰

及
扔
垃
圾
等
，
回
歸
之
後
，
淪
為
潔
癖
式
的
都
市
規
管
，
杜
絕
小
販
擺
賣
營
生
，
連
隨
處
坐
臥
談

笑
等
市
民
閑
散
行
為
也
犯
禁
。
公
屋
居
民
在
窗
外
或
戶
外
曬
衣
裳
被
褥
，
也
藉
詞
「
有
礙
觀
瞻
」
，

嚴
加
取
締
。

港
府
鼓
吹
市
民
參
與
政
治
，
發
表
意
見
，
棄
用
「
商
議
」
、
「
磋
商
」
等
通
行
語
，
起
用
生
僻

的
「
諮
詢
」（con

su
ltation

）
，
並
帶
動
「
資
訊
」
、
「
訊
息
」
等
詞
，
以
「
訊
」
代
「
信
」
，
區
別
於

大
陸
的
「
信
息
」
。
配
合
新
聞
與
資
訊
開
放
，
簡
稱
大
眾
傳
媒
媒
介
（m

ass	m
ed
ia

）
為
「
傳
媒
」
。

初
生
的
政
府
福
利
，
亦
推
動
「
分
享
」
9
、
「
愛
心
」
、
「
幸
福
」
、
「
關
愛
」
、
「
關
注
」
等
詞
，
以

及
公
共
設
施
（p

u
b
lic	facilities

）
、
機
構
（in

stitu
tion
s

）
等
語
。
語
詞
之
間
，
各
有
配
對
，
不

能
隨
便sh

are

習
慣
。
中
文
說
「
有
福
同
享
，
有
難
同
當
」
，
英
文
都
說
「sh

are

」
，
中
文
是
好
事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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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享
，
壞
事
則
分
擔
。
「
分
享
」
說
滑
了
嘴
皮
，
令
「
分
擔
煩
惱
」
亦
說
成
「
分
享
煩
惱
」
，
在
語
言

運
用
上
，
起
了
鈍
化
作
用
（d

u
m
b
in
g
	effect

）
。
舊
詞
「
關
懷
」
、
「
關
心
」
少
用
；
舊
說
「
好
福

氣
」
，
新
說
「
很
幸
福
」
。
重
視
兒
童
教
育
與
福
利
，
以
「
小
朋
友
」
之
親
暱
語
（
由
電
台
的
兒
童

節
目
推
動
）
，
取
代
兒
童
、
小
孩
、
細
路
（
仔
）
之
類
。
推
行
福
利
之
時
，
亦
同
時
興
起
「
資
源
」

（resou
rces

）
的
經
濟
學
概
念
，
官
員
經
常
說
「
資
源
所
限
」
，
解
釋
公
共
服
務
及
福
利
須
受
財
政

節
度
，
量
入
為
出
，
市
民
享
用
服
務
及
福
利
，
也
是
適
可
而
止
。

然
而
，
為
了
掩
飾
民
主
政
治
，
不
刺
激
港
人
的
民
主
期
望
，
在
翻
譯C

ou
n
cil

時
，
刻
意
用

了
「
局
」
來
泛
稱
不
同
層
面
的C

ou
n
cil

與
服
務
組
織
。
「
局
」
在
香
港
中
文
，
只
是
執
行
級
的
政

府
部
門
，
如
警
局
、
郵
局
、
消
防
局
；
或
是
民
間
服
務
組
織
或
善
堂
；
略
有
商
業
道
義
的
行
業
，

也
以
局
為
名
，
如
藥
房
叫
「
藥
局
」
，
醫
院
叫
「
醫
局
」
，
書
店
叫
「
書
局
」
。
不
論
是
決
策
級

的E
x
ecu
tiv
e	C
ou
n
cil

（
行
政
局
）
，
立
法
級
的L

eg
islativ

e	C
ou
n
cil

（
立
法
局
）
與
管
理
級
的

U
rb
an
	C
ou
n
cil

（
市
政
局
）
，
都
用
「
局
」
，
前
兩
者
應
用
議
會
，
末
者
是
市
議
會
。
民
國
已
用
行
政

院
與
立
法
院
之
名
，
今
日
台
灣
也
沿
用
。
只
是
英
國
最
高
司
法
機
關P

riv
y
	C
ou
n
cil

，
則
無
可
奈

何
，
港
英
譯
之
為
「
樞
密
院
」
，
否
則
不
成
體
統
了
。
上
世
紀
八
十
年
代
推
出
區
議
會
，
英
文
名
是

9	
	

此
詞
來
自
基
督
教
會
見
證
信
仰
之
「
分
享
會
」（sharing	session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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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istrict	B

oard

，
但
港
英
強
調
推
行
民
主
進
程
，
中
文
便
叫
「
區
議
會
」
。
回
歸
之
後
，
行
政
與
立

法
都
用
議
會
之
名
，
簡
稱
「
會
」
。
至
於
中
文
名
本
有
「
局
」
的
民
間
組
織
，
港
英
則
用
「k

u
k

」
來

音
譯
中
文
的
善
堂
或
鄉
社
用
的
「
局
」
，
如
收
容
孤
兒
的
保
良
局
（P

o	L
eu
n
g
	K
u
k

）
及
鄉
村
同
盟

的
鄉
議
局
（H

eu
n
g
	Y
ee	K
u
k

）
。

經
濟
轉
型

上
世
紀
七
十
、
八
十
年
代
，
經
濟
轉
型
期
間
，
出
現
兩
個
核
心
詞
︰
「
專
業
」
與
「
效
率
」
。

「
專
業
」（p

rofession
al

）
有
「
專
於
業
」
之
意
，
先
是
名
詞
，
後
來
可
用
作
形
容
詞
（
今
日
流
行
語

甚
至
說
「
很p

ro

」
）
，
並
衍
生
「
專
業
人
士
」
一
詞
，
見
證
香
港
服
務
型
經
濟
之
後
形
成
的
中
產
階

級
。
當
時
在
大
陸
，
專
業
指
大
學
之
分
科
。
舊
日
香
港
說
某
人
專
業
，
會
說
「
在
行
」
、
「
熟
行
」
、

「
熟
手
」
或
「
拿
手
」（
以
工
匠
為
主
）
；
未
有
專
業
人
士
的
統
稱
之
前
，
只
會
列
舉
醫
生
、
律
師
、

洋
行
經
理
之
類
，
稱
之
為
「
高
尚
職
業
」
。
至
於
專
家
（ex

p
ert

）
，
則
借
用
中
文
舊
詞
，
原
是
專
於

某
門
詩
書
學
問
之
人
，
科
學
時
代
，
則
指
科
學
家
，
尤
其
是
六
十
年
代
起
推
銷
新
出
西
藥
，
廣
告

皆
說
「
專
家
話
呢
…
…
」
。

「
效
率
」
是
演
員
劉
一
帆
在
《
七
十
三
》
電
視
片
集
「
想
當
年
…
…
」
之
外
的
另
一
口
頭
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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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是
物
理
學
概
念
，
指
儀
器
所
輸
出
的
有
效
能
量
與
輸
入
儀
器
的
總
能
量
的
比
值
，
引
申
為
所
付

出
之
能
力
與
所
獲
得
之
功
效
的
比
率
。
舊
說
手
腳
麻
利
、
辦
事
快
捷
，
今
說
辦
事
有
效
率
，
此
後

並
衍
生
「
效
益
」
與
「
效
應
」
。
九
七
香
港
主
權
移
交
之
後
，
民
間
反
二
十
三
條
立
法
，
催
生
寒
蟬

「
效
應
」
一
詞
。

約
法
社
會

港
府
在
八
十
年
代
推
行
法
治
的
靈
魂
術
語
，
是
「
程
序
」
一
詞
10

，
舉
凡
「
司
法
公
正
」
、

「
廉
政
」
、
「
透
明
度
」
，
都
因
官
方
處
事
程
序
之
公
開
而
衍
生
。
政
府
懂
得
自
我
約
束
權
力
，
是

約
法
社
會
與
政
治
現
代
化
之
始
。
「
程
序
」
的
舊
稱
是
「
手
續
」
，
程
序
官
民
共
守
，
手
續
有
長
有

短
，
加
快
手
續
，
要
付
「
手
續
費
」
（
行
賄
）
。
一
詞
之
易
，
如
換
新
天
。

描
述
政
府
機
關
與
討
論
公
共
行
政
，
衍
生
「
運
作
」
、
「
機
制
」
、
「
核
實
」（
舊
稱
「
作
實
」
）
、

「
監
管
」
、
「
投
訴
」
（
舊
稱
「
申
冤
」
）
等
語
。
操
作
機
器
的
「op

erate

」
，
借
用
為
政
府
的
「
運

10	
	

「
程
」
乃
法
式
、
規
章
，
古
有
「
程
式
」
、
「
法
程
」
等
詞
，
見
《
商
君
書•

定
分
》
。
程
序
乃
今
詞
，
由
「
程
序
法
」
引
申
。
民
初

版
《
辭
海
》
收
「
程
序
法
」
一
詞
，
無
「
程
序
」
一
詞
。
「
程
序
法
」
亦
稱
「
助
法
」
、
「
手
續
法
」
，
是
指
規
定
實
體
法
（
民
法
、

刑
法
）
運
用
程
序
之
法
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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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
或
公
共
機
構
的
「
營
運
」
。
本
指
生
物
上
各
組
織
或
器
官
之
間
相
互
作
用
的m

ech
an
ism

，
化

作
描
述
互
動
關
係
微
妙
而
複
雜
的
「
機
制
」
；
此
詞
的
極
致
演
繹
，
是
運
輸
署
與
巴
士
公
司
制
訂
的

票
價
「
可
加
可
減
機
制
」
。
政
府
公
開
處
事
程
序
之
後
，
「
考
查
」
、
「
覆
核
」
的
舊
詞
少
用
，
英
文

的ch
eck

清
楚
，ch

eck

一
下
流
行
，
「
核
實
」
、
「
確
認
」
及
英
文
的
「con

firm

」
、
「re-con

firm

」

同
時
使
用
。
大
陸
及
台
灣
用
的
「
監
察
」
、
「
檢
察
」
或
「
管
制
」
，
香
港
則
用
諮
詢
組
織
「
監
管
」

公
共
服
務
，
「
督
導
」（m

on
itor

）
公
共
工
程
，
「
規
管
」
經
濟
活
動
（
如
金
融
市
場
）
。
政
府
受
理

投
訴
之
後
，
「
個
案
」
及
「
調
查
跟
進
」
（follow

	u
p

）
等
亦
成
為
日
用
語
。

消
費
者
委
員
會
成
立
之
後
，
舉
報
不
法
商
業
，
推
動
消
費
者
「
權
益
」
，
亦
令
「
消
費
者
」
一

詞
流
行
，
漸
代
「
顧
客
」
與
「
客
仔
」
。
然
而
，
新
政
之
下
，
仍
有
舊
詞
揮
之
不
去
，
如
監
獄
署
雖

易
名
懲
教
署
，
但
獄
卒
之
名
不
去
；
警
局
、
警
員
（p

olice	con
stab
le

）
與
督
察
（in

sp
ector

）
譯

名
雖
雅
，
惟
「
差
館
」
、
「
差
人
」
與
「
幫
辦
」
舊
名
不
去
。
11

至
於
看
更
阿
伯
（
如
同
英
文
之

w
atch
m
an

）
或
後
來
身
穿
制
服
的
護
衛
員
（secu

rity
	g
u
ard

）
，
則
因
推
行
保
安
員
登
記
制
，
逐
漸

換
作
「
保
安
員
」
，
戲
稱
「
實
Q
」
或
「
石
Q
」
。
如
港
人
不
愛
「
潛
水
員
」
，
偏
愛
「
蛙
人
」
，
舊

詞
「
沒
水
銅
人
」
（
「
沒
」
音
「
味
」
）
則
往
矣
。
12

園
丁
戲
稱
「
花
王
」
，
捉
蛇
佬
及
蛇
店
老
闆
戲

稱
「
蛇
王
」
，
通
渠
工
自
稱
「
渠
王
」
13

，
也
是
一
名
風
行
，
至
今
不
改
。
消
防
員
的
職
責
擴
大
，



增
訂
版

29

包
括
一
切
救
援
事
務
之
後
，
舊
稱
「
救
火
員
」
、
「
火
燭
鬼
」
之
名
消
逝
，
「
火
燭
車
」
的
韌
力
仍

在
，
消
防
局
則
取
得
水
車
館
矣
（
今
元
朗
仍
有
街
名
「
水
車
館
里
」
）
。
房
屋
署
「
寮
屋
管
制
組
」

（
「
寮
仔
部
」
14

）
的
人
員
，
職
級
叫
「
房
事
助
理
」
，
後
稱
「
房
事
主
任
」
，
名
稱
離
奇
，
引
人
遐

想—
—

莫
非
是
家
庭
計
劃
指
導
會
的
人
員
，
負
責
輔
導
閨
房
之
事
？
是
故
民
間
仍
以
「
寮
仔
部
」
人

員
稱
之
。
勞
工
處
譯
出
工
業
意
外
、
工
業
行
動
、
按
章
工
作
等
術
語
，
但
工
會
或
工
人
立
場
的
工

傷
、
罷
工
、
怠
工
依
然
流
行
。
可
見
往
日
官
民
角
力
，
也
有
言
文
之
爭
，
豈
如
今
日
傳
媒
之
繳
械

投
降
，
紛
紛
改
口
，
稱
「
竊
聽
」
為
「
截
聽
」
耶
？

原
刊
於
《
信
報
》，
二○

○

六
年
九
月
二
十
八
日
，
增
訂
版
潤
飾

11	
	

在
茶
樓
食
店
及
食
品
工
場
監
察
食
物
安
全
的
衛
生
督
察
，
俗
稱
「
衛
生
幫
辦
」
，
簡
稱
「
衛
生
幫
」
，
舊
名
更
是
頑
固
。

12	
	

沒
水
，
潛
水
之
意
，
音
轉
為
「
味
」
水
也
。
《
晉
書•

卷
七
十
九•

謝
安
傳
》
﹕
「
小
將
田
汐
請
行
，
乃
沒
水
潛
行
，
將
趣
城
，
為

賊
所
獲
。
」

13	
	

香
港
街
頭
見
招
紙
寫
「
渠
王
免
棚
」
，
令
外
地
人
費
解
。
招
紙
乃
炫
耀
通
渠
工
不
須
在
戶
外
搭
棚
拆
渠
以
貫
通
之
，
自
有
獨
門
方

法
，
在
室
內
灌
洗
污
水
渠
，
使
之
暢
通
，
喻
其
功
夫
高
也
。

14	
	

戰
後
難
民
湧
來
香
港
，
在
山
邊
自
行
搭
建
木
屋
暫
且
棲
身
，
官
府
稱
「
寮
屋
」
，
俗
稱
「
寮
仔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