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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
鳳
祝

凱
曼
嘗
試
通
過
對
歷
史
的
漫
畫
，
把
海
森
堡
的

﹁
測
不
準
原
理
﹂
和
庫
恩

﹁
科
學
革
命
的
結

構
﹂
，
帶
入
十
八
世
紀
的
啓
蒙
時
代
：
在
現
代
性
的
開
端
就
蘊
含
了
其
反
面
—
—
後
現
代
的

不
確
定
性
。
理
性
作
為
測
量
世
界
的
科
學
工
具
，
由
於
建
立
在
錯
誤
的
空
間
理
論
上
，
導
致

真
理
變
成
了
幻
覺
。

德

國

青

年

作

家

凱

曼

︵D
an

iel
K

eh
lm

an
n
,

1
9
7
5
-

︶
的

小

說

︽

測

量

世

界

︾

︵D
ie

V
erm

ess ung
der

W
el t

︶
，
無
疑

是
近
年
最
成
功
的
德
語
文
學
作

品
。
自
二〇〇
五
年
德
文
版
面
世

以
來
，
該
書
已
被
譯
為
四
十
二
種

文
字
。
按
照
美
國
︽
紐
約
時
報
︾

公
布
的
資
料
，
︽
測
量
世
界
︾
二

〇〇
六
年
全
球
銷
量
第
二
。
截
至

二〇〇
九
年
九
月
凱
曼
的
另
一
部

新
作
面
世
之
前
，
︽
測
量
世
界
︾

僅
德
文
版
就
已
發
行
了
近
兩
百
萬

冊
。
在
德
國
的
幾
個
聯
邦
州
，
該

書
被
列
入
高
中
生
的
必
讀
書
目
。

擺
脫
當
代
德
國
文
學
的
﹁罪
﹂

戰
後
的
德
國
文
學
，
如
果
以

當
代
德
國
為
主
題
，
總
是
難
以
擺

脫
集
中
營
、
大
屠
殺
和
廢
墟
的
記

憶
。
凱
曼
本
人
也
具
有
猶
太
血

統
，
他
的
父
親
因
參
加
奧
地
利
抵

抗
運
動
，
曾
被
關
入
納
粹
集
中

營
。
但
是
，
凱
曼
的
文
學
視
野
選

擇
了
跨
越
。
他
以
古
典
主
義
時
代

的
德
國
作
為
切
入
點
，
對

﹁當
代

德
國
人﹂
的
心
理
狀
態
進
行
探

討
，
由
此
擺
脫
了
當
代
德
國
文
學

背
負
的
沉
重
罪
贖
感
。
普
魯
士
科
學

家
洪
堡
︵A

lex
an

d
er

v
o
n

H
u
m

-

b
o

l d
t

︶
和
高
斯
︵C

arl
F

ri ed
ri ch

G
au

s s

︶
是
小
說
的
兩
個
主
人
公
。

凱
曼
把
歷
史
人
物
和
事
件
作
為
小

說
敍
事
的
素
材
，
構
建
了
一
個
德

國
精
英
成
長
和
老
化
的

﹁漫
畫
世

界﹂
。
在

﹁
漫
畫﹂
化
的
世
界

中
，
脫
去
道
德
的
偽
裝
與
束
縛
，

人
們
得
以
對
德
意
志
民
族
的
認
同

問
題
進
行
自
由
的
反
思
。

在
小
說
中
，
洪
堡
和
高
斯
分

別
用
自
己
的
方
式
測
量
世
界
。
洪

堡
受
到
歌
德

﹁
洪
積
論﹂
的
啓

發
，
到
南
美
去
探
險
，
但
是
實
地

考
察
的
結
果
最
終
推
翻
了

﹁洪
積

論﹂
。
要
推
翻
老
師
的
理
論
，
洪

堡
有
些
悵
然
。
高
斯
是
個
數
學
天

才
，
厭
惡
旅
行
，
對
於
數
學
、
天

文
學
和
測
量
大
地
之
外
的
事
情
一

概
沒
有
興
趣
。
高
斯
鄙
視
人
文
科

學
，
對
於
歌
德
的
顏
色
學
研
究
不

以
為
然
。
高
斯
推
翻
了
歐
幾
里
得

的
空
間
理
論
，
提
出
空
間
彎
曲

論
，
並
與
康
德
探
討
空
間
問
題
。

德
意
志
化
與
年
華
老
去

在
︽
測
量
世
界
︾
這
部
小
說

中
，
凱
曼
想
要
表
達
兩
個
主
題
：

德
意
志
化
和
年
華
老
去
。

凱
曼
筆
下
的
洪
堡
在
國
外
探

險
期
間
，
喜
歡
穿

普
魯
士
軍
隊

的
制
服
，
彰
顯
德
意
志
的
民
族

性
。
身
在
異
域
，
洪
堡
處
處
顯
示

自
己
是
個
德
國
人
。
這
種
希
望
被

認
同
的
心
理
，
隱
藏
了
一
種
對
領

袖
的
渴
望
。
普
法
戰
爭
期
間
，
這

個
帶
有
一
半
法
國
血
統
的
德
國

人
，
留
在
巴
黎
從
事
研
究
，
沒
有

為
保
衛
祖
國
的
戰
爭
盡
力
。
這
顯

示
了
洪
堡

﹁民
族
心
理﹂
中
矛
盾

的
一
面
。
在
小
說
中
，
凱
曼
對
洪

堡
這
種

﹁民
族
主
義﹂
的
心
態
予

以
諷
刺
。
在
他
看
來
，
洪
堡
這
種

尋
求
德
意
志
民
族
認
同
感
的
表

現
，
在
旅
居
海
外
的
德
國
人
中
是

一
種
普
遍
的
心
態
。
基
於
二
戰
期

間
的
納
粹
暴
行
，
許
多
德
國
人
或

多
或
少
都
帶
有
一
點

﹁集
體
的
民

族
罪
贖
感﹂
，
德
意
志
民
族
的
優

越
感
因
此
受
到
壓
制
。
德
國
人
在

批
判
納
粹
時
，
總
是
有
意
迴
避
德

意
志
民
族
的
認
同
問
題
。

年
華
老
去
的
問
題
蘊
含

關

於
生
命
的
另
一
個
主
題
：
熵

︵E
n
t ro

p
ie

︶
的
問
題
。
凱
曼
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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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
存
在
的
最
大
不
幸
不
是
死

亡
，
而
是
年
老
。
年
華
老
去
是
一

個
熵
累
積
的
過
程
，
這
個
過
程
是

不
可
逆
轉
的
。
年
老
意
味

生
活

中

﹁無
序﹂
的
增
長
。
人
在
成
長

過
程
中
，
積
累
的
東
西
越
來
越

多
，
無
力
割
捨
；
隨

年
齡
的
增

長
，
人
建
立
的
關
係
也
越
來
越
複

雜
，
人
情
和
債
務
越
來
越
沉
重
。

年
老
意
味

生
活
無
法
簡
化
，
人

需
要
花
費
更
多
的
精
力
，
處
理
生

活
中
瑣
碎
的
雜
務
。
年
華
老
去
意

味

人
的
生
活
秩
序
趨
向
混
亂
和

生
命
的
不
確
定
。

德
意
志
化
和
年
華
老
去
這
兩

個
主
題
其
實
是
另
一
個
主
題
的
衍

生
，
即
德
國
人
文
科
學
和
自
然
科

學
的
關
係
問
題
，
也
就
是
自
海
森

堡
︵W

ern
er

H
ei s en

b
erg

︶
提
出

﹁測
不
準
原
理﹂
之
後
，
德
國
知

識
分
子
圍
繞

﹁後
現
代
性﹂
問
題

的
爭
論
。

漫
畫
世
界
的
測
量
技
巧

在
︽
測
量
世
界
︾
中
，
康

德
、
歌
德
、
席
勒
、
威
廉
．
洪
堡

︵W
il h

el m
v
o
n

H
u
m

b
o
l d

t

︶
等

啓
蒙
時
代
的
歷
史
人
物
，
變
成
了

作
家
筆
下
漫
畫
式
的
人
物
。
這
種

漫
畫
有
時
是
一
種
諷
刺
，
有
時
是

一
種
幽
默
，
有
時
是
對
歷
史
的
嘲

弄
。
小
說
的
敍
事
以
普
魯
士
政
府

壓
制
民
族
主
義
和
民
主
運
動
為
背

景
，
跨
越
法
國
大
革
命
和
普
法
戰

爭
。
法
國
大
革
命
最
終
成
就
的
不

是
其
所
主
張
的
自
由
、
平
等
和
博

愛
，
而
是
拿
破
崙
帝
國
的
專
政
。

凱
曼
在
︽
測
量
世
界
︾
中
要

表
達
的
是
理
性
的
不
確
定
性
。
一

個
混
亂
的
世
界
，
是
不
確
定
的
、

不
可
測
量
的
世
界
。
凱
曼
認
為
，

自
從
人
類
發
現
量
子
力
學
後
，
在

觀
察
微
觀
世
界
時
，
敍
述

﹁客
觀

真
實
性﹂
的
可
能
性
就
很
難

﹁客

觀﹂
地
存
在
。
世
界
中
不
再
存
在

客
觀
的

﹁因
果
關
係﹂
，
人
的
知

性
︵
理
解
能
力
︶
不
再
具
有
理
解

宇
宙
的
能
力
。
因
果
關
係
的
失

效
，
導
致
世
界
的
不
可
知
。
人
是

自
由
的
，
不
再
是
命
定
的
，
但
世

界
是
一
個
不
確
定
的
世
界
，
人
是

一
個
不
確
定
的
人
。
人
也
許
可
以

測
量
、
計
算
世
界
上
的
一
切
，
但

不
能
真
正
理
解
這
個
世
界
。

凱
曼
借
助
高
斯
的
時
空
理

論
，
對
康
德
︽
純
粹
理
性
批
判
︾

提
出
了
質
疑
。
康
德
的
主
體
性
理

論
建
立
在
歐
幾
里
得
幾
何
學
的
基

礎
之
上
，
但
是
歐
幾
里
得
幾
何
學

的
正
確
性
，
從
未
得
到
證
實
。
歐

幾
里
得
的
幾
何
學
一
旦
被
推
翻
，

康
德
有
關
主
體
和
時
空
的
理
念
就

失
去
了
理
論
的
支
柱
。

不
自
由
的
自
由
主
義
者

自
然
的
進
化
與
社
會
的

﹁進

步﹂
是
無
情
的
，
不
以
個
人
的
意

志
為
轉
移
。
當
代
學
術
範
式
的
交

替
並
非
建
構
於
理
論
的
創
新
，
而

是
基
於
自
然
的
淘
汰
：
老
一
代
科

學
家
步
下
歷
史
舞
台
，
新
一
代
科

學
家
才
能
崛
起
。
學
者
為
了
維
護

本
集
團
的
利
益
，
必
然
會
為
自
己

的
信
仰
進
行
非
理
性
的
辯
護
，
排

斥
新
的
理
論
。
他
們
追
求
的
並
不

一
定
是

﹁真
理﹂
。
歌
德
希
望
洪

堡
在
南
美
的
地
質
測
量
和
研
究
，

能
夠
為
自
己
主
張
的

﹁洪
積
論﹂

提
供
依
據
。
但
是
事
與
願
違
，
洪

堡
的
研
究
推
翻
了
歌
德
先
驗
的
科

學
理
念
。
洪
堡
作
為
魏
瑪
知
識
圈

中
的
一
分
子
，
對
於
自
己
的
新
發

現
感
到
惆
悵
和
傷
感
。
他
背
離
了

師
長
的
意
願
與
託
付
，
陷
入
了
感

性
與
理
性
的
矛
盾
之
中
。
洪
堡
是

一
個
信
仰
自
由
的
人
道
主
義
者
，

但
是
他
的
科
學
研
究
在
精
神
層
面

上
受
到
康
德
和
歌
德
思
想
的
規

範
，
在
政
治
上
受
到
普
魯
士
、
拿

破
崙
、
沙
皇
和
殖
民
獨
裁
者
的
制

約
，
因
此
洪
堡
只
能
是
一
個
不
自

由
的
自
由
主
義
者
。
為
了
從
事
科

學
活
動
，
自
由
主
義
者
不
得
不
依

賴
強
權
與
暴
政
，
這
是
漫
畫
世
界

中
可
悲
的
一
幕
。

現
代
性
的
特
徵
是
相
信
主
體

的
自
由
與
科
學
的
確
定
性
。
在
資

本
社
會
中
，
主
體
自
由
表
現
為
主

體
受
司
法
保
護
的
自
由
，
主
體
可

以

﹁
合
理﹂
地
追
求
自
己
的
利

益
；
在
國
家
範
圍
內
，
個
人
有
平

等
參
與
構
建
政
治
意
志
的
權
利
。

這
種
理
念
只
是
一
種
先
驗
的
信

仰
，
是
笛
卡
兒
、
牛
頓
和
康
德
啓

蒙
理
性
的
一
種
形
而
上
學
。
凱
曼

嘗
試
通
過
對
歷
史
的
漫
畫
，
把
海

森
堡
的

﹁測
不
準
原
理﹂
和
庫
恩

︵T
h
o
m

as
K

u
h

n

︶
的

﹁
科
學
革

命
的
結
構﹂
，
帶
入
十
八
世
紀
的

啓
蒙
時
代
：
在
現
代
性
的
開
端
就

蘊
含
了
其
反
面
︱
︱
後
現
代
的
不

確
定
性
。
理
性
作
為
測
量
世
界
的

科
學
工
具
，
由
於
建
立
在
錯
誤
的

空
間
理
論
上
，
導
致
真
理
變
成
了

幻
覺
。（

作
者
是
同
濟
大
學
人
文
學

院
教
授
、
歐
洲
詩
學
與
文
學
研
究

所
所
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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