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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
麗
榮

黃
鳳
祝

歐
洲
的
價
值
共
識
只
有
建
立
在
古
希
臘
的
價
值
理
念
之
上
，
超
越
不
同
的
宗
教
信
仰
，
才

有
可
能
使
生
活
在
歐
洲
的
伊
斯
蘭
教
徒
融
入
統
一
的
歐
洲
。

二〇〇
九
年
四
月
在
斯
特

拉
斯
堡
舉
行
的
北
約
峰
會
，
除

了
討
論
北
約
東
擴
問
題
外
，
會

議
的
另
外
一
個
主
要
議
題
是
選

舉
新
的
北
約
秘
書
長
。
在
北
約

二
十
八
個
成
員
國
中
，
有
二
十

七
個
國
家
贊
成
丹
麥
首
相
拉
斯

穆
森
出
任
北
約
秘
書
長
，
只
有

土
耳
其
表
示
反
對
，
主
因
是
四

年
前
發
生
在
丹
麥
的
侮
辱
伊
斯

蘭
教
的
漫
畫
事
件
。
土
耳
其
的

立
場
，
得
到
伊
斯
蘭
世
界
的
廣

泛
支
持
。

因
價
值
觀
差
異
拒
土
耳
其
入
盟

身
為
北
約
成
員
國
的
土
耳

其
，
由
於
國
家
的
文
化
價
值
體

系
傾
向
於
伊
斯
蘭
教
，
因
此
一

直
被
阻
隔
在
歐
盟
的
大
門
之

外
。
德
法
是
土
耳
其
正
式
加
入

歐
盟
的
主
要
反
對
者
。
德
國
總

理
默
克
爾
，
對
土
耳
其
在
北
約

峰
會
上
的
姿
態
提
出
批
評
，
她

認
為
，
北
約
作
為
一
個
價
值
共

同
體
，
不
應
因
為
媒
體
的
特
殊

事
件
而
影
響
政
府
間
的
合
作
。

但
是
問
題
在
於
，
北
約
作
為
一

個
國
際
性
的
利
益
團
體
，
能
否

被
塑
造
為
一
個
價
值
共
同
體
。

美
國
總
統
奧
巴
馬
奉
行
新

的
外
交
理
念
，
主
張

﹁
建
構
共

識﹂
。
為
了
所
有
成
員
國
能
夠

達
成
一
致
，
奧
巴
馬
只
好
在
土

耳
其
身
上
多
下
功
夫
，
而
不
肯

動
用

﹁
民
主
選
舉
的
法
權
機

制﹂
要
求
成
員
國
服
從
。
土
耳

其
總
理
埃
爾
多
安
在
最
後
時
刻

作
出
讓
步
，
同
意
拉
斯
穆
森
出

任
北
約
秘
書
長
。
作
為
交
換
，

四
月
五
日
奧
巴
馬
在
出
訪
土
耳

其
時
，
公
開
表
態
支
持
土
耳
其

加
入
歐
盟
。
法
國
總
統
薩
爾
科

齊
立
即
回
應
，
明
確
反
對
土
耳

其
入
盟
，
並
批
評
說
，
歐
盟
的

內
部
事
務
不
容
外
國
干
涉
。

北
約
是
在
美
國
領
導
下
為

防
範
共
產
主
義
擴
張
而
建
立
的

軍
事
聯
盟
，
是
東
西
冷
戰
的
產

物
。
華
沙
條
約
組
織
解
體
後
，

北
約
並
沒
有
因
此
解
散
，
反
而

進
一
步
加
強
，
積
極
向
東
擴

展
，
成
為
美
國
全
球
利
益
的
維

護
者
。
歐
盟
是
以
德
法
為
主
導

的
經
濟
和
政
治
共
同
體
，
以
價

值
共
識
作
為
共
同
體
的
導
向
，

是
二
戰
以
後
德
法
和
解
的
產

物
。
蘇
聯
解
體
後
，
歐
盟
積
極

向
東
擴
展
，
吸
收
前
華
沙
條
約

國
加
入
，
卻
把
北
約
的
老
成
員

國
土
耳
其
拒
諸
門
外
。
歐
盟
一

些
國
家
拒
絕
土
耳
其
入
盟
，
主

要
是
基
於
價
值
觀
的
差
異
。

基
督
教
帶
來
分
裂
和
獨
裁
統
治

作
為
歐
洲
共
同
體
的
主
要

創
始
人
之
一
，
德
國
戰
後
第
一

任
總
理
阿
登
納
認
為
，
歐
洲
的

基
本
價
值
必
須
建
立
在
基
督
教

倫
理
之
上
。
阿
登
納
本
人
是
一

個
天
主
教
徒
。
他
認
為
，
國
家

社
會
主
義
︵
納
粹
主
義
︶
背
離

了
基
督
教
的
原
則
，
因
此
給
德

國
和
歐
洲
社
會
帶
來
災
難
；
戰

後
，
來
自
東
方
的
共
產
主
義
和

無
神
論
的
獨
裁
統
治
，
同
樣
對

德
國
和
歐
洲
構
成
威
脅
。
阿
登

納
在
此
把
共
產
主
義
政
黨
和
納

粹
主
義
政
黨
等
同
起
來
。
他
認

為
，
這
兩
個
政
黨
均
不
以
倫
理

原
則
為
基
礎
，
因
此
是
非
常
危

險
的
，
為
了
對
抗
共
產
主
義
，

德
國
和
歐
洲
必
須
以
基
督
教
世

界
觀
和
基
督
教
倫
理
原
則
作
為

價
值
核
心
。

歐
盟
是
一
個
自
身
不
斷
發

展
的
組
織
。
作
為
一
個
沒
有
固

定
邊
界
的
帝
國
，
統
一
歐
洲
的

身
份
認
同
，
成
為
歐
盟
進
一
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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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
展
過
程
中
難
以
逾
越
的
問

題
。
圍
繞
歐
洲
價
值
的
建
構
，

德
國
慕
尼
黑
大
學
哲
學
教
授
、

德
國
哲
學
學
會
主
席
尼
達
︱
魯

莫
林
提
出
了
一
個
與
阿
登
納
相

左
的
觀
點
，
主
張
歐
洲
的
價
值

取
向
應
回
溯
到
古
希
臘
文
化
。

他
認
為
，
基
督
教
的
道
德
價
值

不
適
用
於
作
為
歐
洲
的
共
同
價

值
。
雖
然
基
督
教
曾
經
有
選
擇

地
把
柏
拉
圖
、
亞
里
士
多
德
和

蘇
格
拉
底
的
道
德
體
系
譯
為
拉

丁
文
，
大
量
吸
收
了
古
希
臘
的

道
德
理
念
，
但
是
基
督
教
的
信

仰

把

上

帝

視

為

﹁
絕

對

真

理﹂
，
因
而
阻
礙
了
歐
洲
科
學

和
理
性
的
發
展
。

歷
史
上
，
基
督
教
帶
給
歐

洲
的
，
更
多
的
是
分
裂
和
教
會

的
獨
裁
統
治
。
君
士
坦
丁
大
帝

利
用
基
督
教
會
統
一
了
羅
馬
帝

國
，
但
是
最
終
導
致
東
正
教
和

羅
馬
天
主
教
會
的
分
裂
，
使
歐

洲
分
裂
為
東
西
兩
個
部
分
。
查

理
曼
大
帝
利
用
羅
馬
基
督
教
，

建
立
了

﹁
德
意
志
神
聖
羅
馬
帝

國﹂
，
史
稱

﹁
第
一
歐
洲﹂
，

帶
來
的
卻
是
近
千
年
的
教
會
統

治
和
封
建
專
制
，
使
歐
洲
歷
史

步
入

﹁
黑
暗
時
期﹂
。
文
藝
復

興
運
動
反
對
教
會
的
專
制
，
之

後
是
西
歐
基
督
教
會
的
分
裂
和

長
達
三
十
年
的
宗
教
戰
爭
。

在
對
待
古
希
臘
文
明
的
科

學
成
果
方
面
，
阿
拉
伯
人
比
歐

洲
人
先
行
一
步
。
阿
拉
伯
人
繼

承
並
發
展
了
古
希
臘
人
的
幾
何

學
和
三
角
學
，
用
阿
拉
伯
數
字

改
革
了
歐
洲
的
數
學
，
在
哲
學

上
進
一
步
發
展
了
柏
拉
圖
和
亞

里
士
多
德
的
思
想
，
在
醫
學
和

天
文
學
上
推
進
了
古
希
臘
的
成

就
。
但
是
在
伊
斯
蘭
信
仰
的
影

響
下
，
阿
拉
伯
人
對
於
古
希
臘

的
批
判
和
啓
蒙
精
神
缺
乏
重

視
。
歐
洲
人
經
歷
了
文
藝
復

興
，
從
拉
丁
文
和
阿
拉
伯
文
獻

中
，
重
新
發
現
了
古
希
臘
精

神
；
法
國
大
革
命
和
美
國
獨
立

戰
爭
釋
放
的
自
由
空
氣
，
使
歐

洲
的
科
學
技
術
獲
得
空
前
發

展
。
在
工
業
化
、
城
市
化
和
貧

困
化
交
疊
的
歐
洲
新
景
觀
中
，

歐
洲
封
建
領
主
和
教
會
僧
侶
逐

漸
走
向
沒
落
，
商
人
和
工
業
家

的
地
位
不
斷
提
升
，
累
積
的
財

富
以
驚
人
的
速
度
增
長
。
在
工

業
革
命
的
推
動
下
，
歐
洲
的
文

化
、
科
學
、
技
術
、
經
濟
和
生

活
方
式
延
伸
到
世
界
的
每
一
個

角
落
。但

在
十
九
世
紀
末
，
隨


民
族
主
義
的
興
起
，
民
族
國
家

為
了
爭
取
自
身
的
利
益
，
歐
洲

的
理
性
主
義
開
始
走
向
極
端
。

經
歷
了
第
一
次
世
界
大
戰
和
二

十
世
紀
三
十
年
代
的
經
濟
危

機
，
歐
洲
走
向
法
西
斯
主
義
、

納
粹
主
義
和
斯
大
林
主
義
，
最

終

走

向

﹁
自

我

摧

殘

與

毀

滅﹂
。
二
戰
促
使
歐
洲
文
化
解

體
，
導
致
美
國
文
化
稱
霸
全

球
。

古
希
臘
價
值
觀
超
越
宗
教
意
識

歐
洲
的
復
興
以
及
歐
洲
價

值
的
重
建
，
在
尼
達
︱
魯
莫
林

看
來
，
必
然
以
古
希
臘
價
值
的

復
興
為
核
心
。
基
督
教
的
道
德

倫
理
體
系
，
植
根
於
古
希
臘
的

傳
統
之
上
，
但
是
缺
乏
古
希
臘

文
化
中
的
人
本
、
民
主
和
科
學

精
神
，
以
及
批
判
理
性
的
意

識
。
所
謂

﹁
歐
洲
共
同
的
價
值

理
念﹂
，
指
的
是
歐
洲
共
同
的

文
化
傳
統
、
科
學
技
術
的
成

就
、
多
語
文
的
公
民
社
會
、
人

道
主
義
精
神
、
啓
蒙
思
想
、
個

人
的
自
由
、
獨
立
自
主
的
精

神
、
理
性
主
義
、
科
學
和
藝
術

的
自
主
精
神
、
人
類
的
普
遍
平

等
、
大
同
思
想
、
人
權
的
道

德
、
民
主
和
法
治
等
。
這
種
理

念
必
須
代
替
宗
教
的
傳
教
意

識
，
成
為
歐
洲
的
規
範
價
值
，

才
能
將
歐
洲
國
家
團
結
在
一

起
，
構
建
一
個
新
的
規
範
性
的

歐
洲
帝
國
。

歐
洲
的
價
值
共
識
只
有
建

立
在
古
希
臘
的
價
值
理
念
之

上
，
超
越
不
同
的
宗
教
信
仰
，

才
有
可
能
使
生
活
在
歐
洲
的
伊

斯
蘭
教
徒
融
入
統
一
的
歐
洲
。

尼
達
︱
魯
莫
林
提
出
的
超
越
宗

教
意
識
的
歐
洲
價
值
觀
，
也
為

土
耳
其
入
盟
、
歐
盟
進
一
步
東

擴
以
及
向
地
中
海
以
南
延
伸
開

啓
了
無
限
的
可
能
性
。

（
劉
麗
榮
是
復
旦
大
學
國

際
問
題
研
究
院
副
研
究
員
；
黃

鳳
祝
是
同
濟
大
學
歐
洲
文
化
研

究
院
教
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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