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關
於
「
宗
教
自
由

--

巴
哈
以
教
案
」
之
判
決

—
—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判
決
集
第
八
三
卷
第
三
四
一
頁
以
下

譯

者

：
李
震
山

判
決
要
旨

L
僅
是
由
於
一
個
圑
體
自
我
主
張
或
自
認
爲
信
奉
某
宗
教
，
或
屬
於
某
一
宗
教
團
體
，
並
不
足
以
作
爲
一
個
宗
教

 

團
體
及
其
成
員
，
據
以
要
求
受
到
基
本
法
第
四
條
第
一
項
及
第
二
項
保
障
之
理
由
。
毋
寧
尚
需
要
根
據
實
際
上
宗
教
以

 

及
宗
教
團
體
有
關
之
精
神
内
涵
與
外
在
表
現
形
式
。
此

類

件

之

審

酌

與

決

定

-
國
家
機
關
有
義
務
先
適
用
國
家

 

法
i

處

理

之-

最
後
才
由
法
院
審
理
決
定
之
-

4
基
本
法
第
四
條
第
一
項
以
及
第
二
項
所
稱
之
宗
教
自
由-

亦
包
括
宗
教
結
社
自
由
，
而
宗
教
自
由
係
由
基
本

 

法
第
四
條
，
以
及
基
本
法
第
一
四〇

條
所
提
及
的
威
瑪
憲
法
之
教
會
條
款
(w

n
i
m
a
r
e
r
K
i
r
c
h
e
u
a
r
t
i
k
e
l

 )
，
兩
者
聯

 

結
所
產
生
。

二
二
五



二
二
六

b)
宗
教
結
社
自
由
所
保
障
之
內
涵
，
包
括
因
共
同
信
仰
而
結
合
並
組
織
成
宗
教
團
體
之
自
由
•■然

而

，
此
並
不

 

表

示

，
要
求
特
定
法
律
形
式
-
譬

如

，
需
要
是
一
具
權
利
能
力
之
結
社
，
或
法
人
之
其
他
形
式
。
宗
教
結
社
自
由
所
保

 

障
者
爲
，
得
以
各
種
形
式
合
法
存
在
之
可
能
性
-
包
括
參
與
一
般
法
律
事
務
往
來
之
可
能
性=

判
決
主
文
：

位
於
斯
圖
佳
特
(Stuttgart

 )
之
邦
高
等
普
通
法
院
-
一
九
八
六
年
一
月
二
十
七
日
之
判
決
(S

W
2
5
2
/
8
5

 )-

 

位
於
杜
賓
根
(Tiibingen

 )
之
邦
普
通
法
院
一
九
八
五
年
五
月
八
日
之
判
決
(5

 

T

 

3
4
/
S
4
F
G
G

 )
，
以
及
杜
寶
根
區
法

 

院
一
九
八
一
二
年
十
二
月
八
日
及
一
九
八
四
年
一
月
二
日
之
判
決
(0

R
e
g
.n

s
2/83

 )
，
皆
侵
害
基
本
法
第
四
條
第
： 

項
與
第
二
項
所
保
障
訢
願
人
之
基
本
櫳
利
。
上
述
判
決
皆
撤
銷
-
案
件
發
1«!
睦
法
院
D
 

巴
登
-
-
伍
S
堡

邦

(B
a
d
e
n
l
w
u
m
e
m
b
e
r
g

 )應

斩

願
者
必
要
之
費
用
。

判
決
理
由

 

A

 '
本
淑
法
訴
願
之
主
题
爲
，
於
解
釋
及
適
用
兒
法
結
社
權
規
定
時
-
對
於
被
理
解
並
組
織
成
宗
教
團
體
之
分
支
_
體



*
有
關
其
宗
教
結
社
之
特
質
應
加
以
審
酌
-
於

此

，
基
本
法
第
四
條
第I

項
及
第
二
項
所
能
及
的
範
圍
有
多
大
，
爲
問

題
之
所
在
"

I

、

巴
哈
以
宗
教
團
體
之
信
仰
取
向
-
係
源
自
伊
斯
蘭
什
葉
教
派
，
許
多
國
家
皆
有
它
的
存
在
。
其
依
層
級
區
分
之
， 

目
前
並
由
新
選
出
成
員
組
成
「
國
際
正
義
之
家
」
.領
導
之
*
設
址
於
以
色
列
之
海
法
(H

a
i
f
a

 )
，
國
家
中
若
有
許
多

 

地
區
性
組
織
’
每
年
將
由
全
體
成
員
’
以
間
接
方
式
選
出
九
人
國
家
精
神
委
員
會
。
該
團
髏
在
西
德
登
1

社

團

’
在

 

其
他
國
家
，
該
圑
體
則
以
適
合
各
該
國
家
之
社
團
或
圑
體
法
，
而
有
其
法
律
上
形
式
。
在
地
區
層
趿
之
領
導
機
關
，
係

 

從
地
區
團
體
之
信
徒
中
’
 
一
樣
選
出
九
個
人
組
成
精
^
^
員

-
負
責
處
理
地
區
事
務
•

n

、

L
第
二
訴
願
時
-
訴
願
人
係
委
員
會
主
席
，
第
三
次
與
第
四
次
訴
願
時
，
訴
願
人
係
第一

f

願
人
外
之
其
他
委

 

員
會
之
成
員
。
一
九
八
三
年
二
月
十
四
日
第
二
次
訴
願
時
之
訴
願
人
，
以
委
員
會
主
席
之
名
義
，
於
杜
賓
根
區
法
院
，
 

將
第
一
 §

願
之
訴
願
人
登
記
於
社
團
名
册
中
。
該
社
團
所
據
以
成
立
之
章
程
中
，
有
以
下
重
要
條
文
：

第
二
條
：
社
團
之
目
的

I

、
在
杜
賓
根
成
立
之
巴
哈
以
教
精
神
委
員
會
，
其
目
的
係
依
巴
哈
以
教
之
教
義
及
行
政
原
則
，
處
理
杜
賓
根
巴
哈
以

 

教
團
所
有
事
務
-
其
事
務
詳
見
章
程
後
之
附
錄
：
…
-

二
二
七



二
二
八

n

、
精
®
^

員

會

力

求

使

巴

哈

以

教

’
符

合税

務

通

則

中

親

目

的一

 $

所

稱

之

完

全

直f

、
公

益

的

'

及
宗
教
的
目
的*

SE
'
精

8

員

會

之

作
爲
皆

係

無

私

的
i

不

追

裘

別

經

濟

利

益

目

的

-
 

第
三
條
資
格
之
形
成
•

n

、
精
i

貝

會

之

成

員

’
係

由

巴

哈

以

教

區

中

有

選

奮

者

’
就

其

中

之

人

’
 

多

數

之

秘

密

M

i
生

之

， 

任

期

一

年

’
任

期

最

長

至

其

接

替

者

產

生

止

，
選

舉

於

每

年

四

月

二

十

一

日

於

巴

哈

以

教

區

蓄

中

舉

行

之

•
細

 

節

規

定

於

第

十

條

*

1

.

.

.

.

.

第

四

條

：
成

員

資

格

之

中

止

I

、
有

下

列

屢

之

一

者

’
中

崔

贅

資

格

因
S

屆

滿

且

精
S

員

會

重

新

選

舉-
 

由

於

退

出

教

會*

由

於

籥

除

富

因

遷

出

杜

賓

根

巴

哈

以

教

區

n

、
開

除

精
i

員<w
w

之

權

-
屬

於

德

國

巴

哈

以

教

全

國

精i

員

會

。



第
五
條*

 ■補
選

I
、
精
神
委
員
會
成
員
退
出
者
，
由
稍
神
委
員
會
以
補
選
爲
目
的
，
依
規
定
召
集
巴
哈
以
教
區
補
選
特
別
會
議
•
精
神

 

委
员
會
成
員
數
額
未
減
至
五
人
以
下
者
，
仍
有
其
議
決
能
力C

 

n
、
退
出
成
員
逾
四
人
者
-
精

S

員
會
則
不
再

S

決
能
力
*
補
選
應
在
全
國
精
；̂

員
會
之
監
督
下
進
行
。 

第

九

條

會

員

大

會

n

、
所
有
以
下
會
議
之
召
開
，
由
委
員
會
主
席
或
因
故
而
由
副
主
席-

或
委
員
會
成
員
三
人
以
非
固
定
形
式
(
書

面

' 

電
話
或
口
頭
)
’
向
精
砷
委
員
會
秘
書
申
請
舉
行
之
’
或
由
委
fi
會

事

先

議

決

確

認

…

…

E

.

.

.

.

IV
.

.

.

.

.

.

.

.

.

第
十
一
條
■.全
國
精
％
^

員
會

I

'
全
德
所
有
精
神
委
員
之
上
級
組
織
，
爲
登
記
爲
德
國
社
團
之
巴
哈
以
教
全
國
精
神
委
員
會
。

該
委
fl
J

定

：

¥
 及
b)
.
.
.
.

C)
地
區
精
神
委
員
會
之
管
限
 

<J)
至

f)
.
.
.

二
二
九



二
三
〇

第
十
三
條
，■章
程
變
更

n

、
章
程
變
更
需
經
巴
哈
以
教
德
國
全
國
精
S

員
會
之
同
意
-
其
需
於
社
團
名
冊
上
登
記
後
生
效
。

第
十
四
條
，.解
散

I

、
精
神
委
員
會
得
於
有
以
下
情
形
時
解
散
之
’

a)
 在
爲
解
散
目
的
而
召
開
之
會
員
大
會
中-

由
委
員
會
成
員
§

以
^

多
數
通
過
者
。

b)
 由
全
國
精
神
委
員
會
多
警
決
通
過
。

n

、
精
神
委
員
會
解
散
後
之
財
產*

應
讓
渡
予
德
國
巴
哈
以
教
全
國
精
神
委
員
會
，
而
以
直
接
、
完
全
公
益
、
慈
善
及

 

宗
教
目
的
運
用
之
。

t
區
法
院
於
登
記
遇
程
中
，
提
示
形
式
上
及
實
質
上
之
法
律
疑
義
，
並
命
爲
補
正
。
第
一
 i

願
之
新
願
人
尤
其

 

缺
乏
必
要
法
律
自
主
性
，
因
爲
他
在
處
境
上
’一

方
面
屬
於
地
方
教
區
’
他
方
面
又
屬
於
全
國
精
^

員

會

-
訴
願
人

 

主

張

-
世
界
性
巴
哈
以
教
團
之
組
織
架
構
，
係
根
據
§

創
建
行
爲
，
非
其
個
人
所
能
變
更
。
因
爲
根
據
巴
哈
以
教
之

 

憲

法

’
所
有
司
法
管
轄
權
皆
歸
屙
於
依
選
舉
所
庠
生
的
法
人
社
團
’
然
必
需
獲
得
權
利
能
力
’
以
便
未
來
得
以
從
事
法

 

律
事
務
。
區
法
院
於
一
九
八
三
¥

二
月
八
日
議
決
駁
回
其
申
請
，
一
九
八
三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二
日
再
申
請
，一

九
八

 

四
年
一
月
二
曰
議
決
再
較
回
其
申
請
。

3.
訴
願
人
立
即
對
區
法
院
一
九
八
三
年
十
二
月
八
日
及
一
九
八
四
年
一
月
二
日
之
議
決
，
提
出
第
二
次
至
第
四
次



之
訴
願
*
邦
法
院
則
於
一
九
八
五
年
五
月
八
日
，
以
訴
願
無
理
由
駁
回
之
-
並
認

爲
所
附
具
之
社
團
章
程
，
違
反
民
法 

第
三
十
七
f

1

項

’
亦
與
社
團
自
治
原
則
有
所抵
觸

。

章

程

责

條

第

二
P

對

^

^

大

會

召

閧

要

件

之

規

定

-
不

合

民

法

第

三

十

1

項

所

要

求^
8

^

數

之

原
 

則

。
民

法

要

求*

申

諳

召

開

會

員

大

會

之

人

數

*
應

合

乎

分

配

比

例

確

定

之

-
如

此

才

亦

能

顧

及

社

團

人

數

未

來

之

變

 

更

。
社
圑
之

成

員

數

額

可

減

至

五

人

•
只

要

不

影

決

能

力

’
在

此

種

情

形

下

*

章

程

第

九
S

二
項
i

定

之

數
 

額

三

名

-
已

不

符

合

最

低

限

度

之

成

員

人

數

•

尤
其
是
章
程
之
規
定
-
致
令
一
社
圃f

嫌

法

上

三

者

-因
而
與
社
團
自
主
及

I

s

之
原
則
有
違•

 

依
章
程
第
四
條
第
二
項
、
第
十
一
條
第
一
項
、
第
十
三
條
第
二
項

 '
第
十
四
條
第
一
項

b

以
及
其
他
條
文
，
一
方
面
將 

賦
予
非
社
圑
成
員
之
全
國
精
神
委
員
會
對
社
員
之
開
除
、
章
程
之
更
改
、
社
團
之
解
散
以
及
其
他
社
團
重
要
事
項
-
有

 

決
定
權
。
另
一
方
面-

S

程
第
三
條
第
二
項
及
第
四f

 一
項

’
巴
哈
以
教
匾
經
由
選
^

定
成
員
資
格
之
取
得
及

期
限
-社

團

組

變

到

此

蜃

泛

外

靡

壽

*

4-s
t
m
t
g
a
r
t

邦

高

等

普

通

法

院

，
對

訴

願

人

針

對

第

二

次

至

第

四

—

願

不

服

立

即

再

提

之

其

他

訴

願

，
亦
於
一

 

九

八

六

年

一

月

二

十

七

日(O
L
G
Z

 

1
9
6
8
,s

.
2
5
7

 )
以

訴

願

無

理

由

加

以

駁

回

之

。
理

由

係

，
章

程

第

九

條

第

二

項

侵

 

害

民

法

第

三

十

七

集一

項

之

規

定-

因
爲
成

員

人

數

之

可

能

更

動

並

未

確

定

-

造

成

因

少

數

之

要

求

即

可

召

^

$

 ̂

大

會

。
此

外

，
章

程

違

反

社

團

自

主

與

自

治

行

政

原

則

。

(
社

團

自

治

)
依

章

程

第

十

四

f

1

項b

 

-

全

國

精
I

 

員

會

得

解

散

社

團

，
此

點

抵

觸

民

法

第

四

十

一

條

之

規

定

，
因

爲
將

解
®

利

託

付

予

外

部

第

三

者

-
在

遨

反

社

員

之



意
願
下
亦
可
解
散
社
團
，
此
非
合

法=

至
於
認

0J
這
些
個
別
規
定
之
判
決
(K

P
D
J

 

1
9
3
6
3
.

 

1
9
4
S
;
O
L
G

 

K
a
r
l
s
r
u
h
e
,

 

J
W

 

1936.
S
.
3
2
6
6
0
L
G

 

s
m
t
t
g
a
r
t
b
a
s
R
e
c
h
t

 

1936,
S
P
.15

 )
，
皆
爲
國
家
社
會
主
義
時
代
之
產
物
-
作
爲
理
由
之
説
服

 

力
不
足
..章
程
第
三
條
第
二
項
及
第
四
條
第
一
句
規
定
，
委
員
由
巴
哈
以
教
區
選
卑-

r」

牴
觸
民
法
第
三
十
八
條
及
第

 

五
十
八
條
第
一
款
之
規
定
。
甚
至
在
章
程
中
對
新
委
员
加
入
之
形
式
.
以
及
接
受
宣
告
形
式
皆
町
任
意
爲
規
定
-
並
在

 

特
定
要
件
下
拘
束
委
員
會
-
然

而

-
原
則
上
應
讓
社
團
自
由
決
定
其
是
否
應
接
受
任
何
人
爲
成
員
，
除
非
某
個
人
無
疑

 

的
對
該
社
團
成
立
具
重
要
性
，
而
有
義
務
接
受
其
爲
委
員-

除
個
別
規
定
外
，
章
程
整
體
形
象
顯
現
出
受
到
強
烈
的
外

 

來
影
響
，
致
令
社
團
要
爲
本
身
行
爲
負
责
幾
已
不
吋
能
，
因

而

，
依
第
四
條
第
二
項
(
成
员
開
除
)
、
第
十
一
條
第
一
 

項C

 (
管
轄
權
限
決
定
權
)
、
笫
卜
三
條
第
二
項
(
章
程
修
改
之
許
可
保
留
)
及
第
十
四
條
第
二
項
(
社
幽
解
散
後
財

 

產
移
轉
給
全
國
精
神
委
員
會
)
，
皆
突
顯
全
國
精
神
委
员
會
之
干
預
權
限
，
該
章
程
已
放
棄
社
團
A

治

，
與
有
效
之
結

 

社
權
.小
相
符
合
。

瓜

、

憲
法
訴
願
係
針
對
邦
高
等
普
通
法
院
及
邦
普
通
法
院
之
議
決
，
以
及
從
淑
法
訴
願
文
件
之
客
觀
解
釋
，
亦
針
對
區

 

法
院
之
兩
次
S

M
’
不
服
而
提
起
。
訴
願
人
亦
附
上
教
授Friedrich

 

M
i
m
e
r
®

-i:
之

意

見

*

-

並

持

以

下

主

要

之

主

張

..

L
憲
法
訴
願
應
被
容
許
。
必
要
的
權
利
保
護
利
益
已
具
備
。
登
記
申
請
之
駁
网-

係
根
據
對
章
程
第
九
條
第
二
項

 

之
指
摘
，
訴
願
人
對
此
龙
無
意
見
並
已
修
正
該
項
規
定
。
訴
願
人
以
新
修
正
之
章
程
再
申
請
，
卻
遭
邦
高
f

曰
通
法
院



再
針
對
其
他
章
程
規
定
-
拒
絶
之
-
其
顯
然
並
未
爲
新
的
事
況
審
查
'

L

邦

通

法

院

爵

民

法

中

之

結

社

權

爲

不

正

確

之

解

釋

，
並
誤
解
基
本
法
第
四
f

 一
項
第
二
項
、
第
一
四

 

〇
條

，
以
及
威
瑪
憲
法
第
一
三
七
f

=

、
第
四
項
之
特
別
內
容
及
效
果*

a)
將
社
團
之
解
散
權
賦
予
第
三
者
’
並
不
妨
礙
民
法
第
四
十一

 f

 

1

項
之
規
定
’
邦
高
f

通
法
院
之
見
解

 

有
背
於
此
。
縱
然
會
員
大
會
有
解
f

，
第
三
者
之
介
入
解
散
亦
有
其
效
力
。
從
巴
哈
以
教
區
選
舉
社
围
委
員
及
因
社

 

員
遷
出
所
爲
之
新
選
舉
之
章
震
定
’
皆
與
民
法
第
三
十
八
條
及
第
五
十
八
條
規
定
一
致*

基
於
民
法
第
二
十
五
條
及
第
四
十
條
’
國
家S

E
®

定

章

程

之

由

社

圃

依

其

意

思

自

行

規

定

之

。
從
民
法
之
規

 

定

*
亦
不
會
衍
生
出
對
全
國
精
S

員
會
以
下
權
限
之
疑
嫌
；
開
除
地
區
精
*m

員
會
之
委
員
(
章
程
第
四
t

二
項
 

)-

決
定
其
管
i

 (
章
程
¥

 一
條
第
一
項C

 )
以
及
針
街
於
第
十
三
f

二
項
所
規
定
章
程
變
更
許
可
義
務
’
及
 

精
神
委
員
會
於
解
散
後
財
産
i

給
全
國
精
神
委
員
會
(
第
十
四
條
第
二
項
)

■
總

之

’
邦
高
等
普
通
法
院
所
i

之
 

章
程
規
定
’
並
未
許
可
外
在
第
三
者
對
訴
願
人
於
第
一
次
訴
願
中
產
生
不
法
影
麥
’
至
於
E

哈
以
教
宗
教
團
體
餍
級
架

 

構
之
約
束
，
在
該
宗
教
原
理
原
則
下
係
強
制
的
，
其
乃
基
於
神
之
啟
示
*

W

否
定
樓
利
能
力1

節

-
已
侵
害
基
本
法
第
四
f

 一
項
、第

二

訴

願

人

(第
一
次
)之
基
本

f

，
 

並
與
基
本
法
第
一
四
o

條
及
威
瑪
廉
法
第
一
三
七
f

三
項
及
第
四
項
有
所
抵
觸
。
這
些
憲
法
條
文
之
S

亦
及
於
宗

 

教
團
體
之
組
锇
架
構
-
且
包
涵
教
區
領
導
組
棟
爭
取
權
利
能
力
之
權*

於

此

’
對
巴
哈
以
教
本
身
具
有
決
定
性
的
自
我

 

理

解

’
就
非
常
必
要
’
要
求
權
利
能
力
者
’
爲
地
方
教
區
之
領
導
組
織
’
而
非
教
區
i

 -
基
本
法
於
第
一
四
§

與

二
三
三



二
三
四

i

憲
法
第
一
三
七
集
二
項
至
第
五
項

*

賦
予
宗
教
團
Ift
f

$

之
法
律
形
屬
有
0

上
之
選
！？
#
.〇
縱
若
巴
哈
 

以
教
所
爭
取
蓉
法
人
地
位
速
到
^

,
仍f

民
法
賦
予
新
願
人
(
第
一
次

i

 

。
縱
然
邦w

s
i

通
法
 

濃

結

餐

之

解
霊

用

於

非

宗

故
ifc:
K

,
 

(
第

.H

)
基

於

其

京

教

目-

及

受

到

囊

格

遵

守

全.

 

爵

及

願

際

巴

哈

以

之

影

響

’
應
有
別
於
、其
|
社
圈
，
因
而
不
適
用
該
^

釋

•
.

訴
願
人
(
第
二
次
至
第
四
次
)

,W.
M
訴
願
人c

第
一
次
)
所

屬

賢

會

之

成

員

’
基
表
法
第
四
馨
二
項

源
素
教
國
髏
(領
導
)活

霞

蜃

'

.IV
、

針
對
此
憲
法
訴
願
，

司
法
部
長
及B

a
d
e
n
-
w
l
l
b
e
r
s

邦
之
司
法
、
聯

邦

事

務

箭

亊

i

皆
表
示
意
 

見

，
兩
者
麗
爲
該
憲
法
訴
願
爲
無
理
由<

L
聯
邦
司
法
部
i

明
；
從
基
本
法
第
四f

二
項
i

 

1

四

〇

條

.
，
以

及

f

憲
法
第
一
三
七
條
第
三
項.t
並
 

不
能
衍
生
出
訴
笑
(
第
一
次
)
直
接
基
於
巴
哈
以
教
之
信
仰
內
容
-
而

有

要

裘

利

能

力

之

•
基
本
法
第
四
 

蕖

二

S

要求國家#

以
及
靈

S

活

動

’
但
非
可
創
馨
利
以
蜜
福
別
宗
教
團
體
之
每
®

仰
內
容
 

之
規
定
■
問
題
卻
在
於
’
是
否
威
獲
憲
法
第
一
三
七
$

三
項
根
本
上
即
*

S

願
人

 

<

 第
一
次
)
權

醫

力

之

取

得 

•
威
瑪
憲
法
第
一
三
七
集
四
項
’
並
不
能
直
接
適
用
於
—

宗
教
團
體
之

i

組
織
之
訴is -

<

 (
第
一
次
)-

其
乃
 

是
»
此
領
域
之
明
確
規
定
-
當

然

-
精

^
3
*
會

僅

得

艰

民

法

.£
規

定

取

利

能

力-

讀
憲
法
第
一
 

-

三
七
f

四

項

，
宗
教
團
體
之
登
記
視爲
社
國
而
爲
極
少
之
要
求
，
因

此

，
並
不
能
用
以
取
1

利
能
力
•
法
院
在
針



對
訴
願
人
；(
第

一

次

)
申
請
案
之
判
決
中
，
對
基
本
法
第
一
四
〇
條
及
威
瑪
憲
法
第
一
三
七
條
第
三
項
、
第
四
項
之
意

 

義
及
效
力
並
無
誤
認
。

L

依
B
a
d
s
-
i
t
e
m
b
e
r
g

邦

司

法

、
聯
邦
事
務
、
歐
洲
事
務
部
部
長
之
見
解
，
巴
哈
以
教
之
章
程
不
僅
牴
觸
強

 

行
法
之
個
別
規
定
-
在
其
整
體
上
，
亦
嚴
重
違
反
民
法
所
揭
示
之
社
圑
自
主
型
式
-
因
爲
訴
願
人
(
第
一
次
)
受
到
重

 

大
外
來
影
響
-
因

此

-
邦
高
等
普
通
法
院
之
判
決
合
乎
民
法
中
有
蹦
結
社
權
之
規
定-

無
吋
非
議
之
處=

至
於
所
提
及

 

相
關
憲
法
之
顧
慮
亦
無
問
題
。
訴
願
人
至
今
亦
未
提
出
有
説
服
力
之
陳
述
，
説
明
巴
哈
以
教
信
仰
詳
細
組
織
規
定
之
必

 

要

，
此

點

，
邦
高
等
普
通
法
院
認
定
與
民
法
規
定
不
符
。
其
實
不
難
理
解
，
教
義
賦
予
組
截
架
構
在
形
式
上
有
特
定
彈

 

性

〇

 

B

、
本
憲
法
訴
願
應
受
理
之

L

訴
願
人
(第
一
次
)

S

提
起
憲
法
訴
願
。
作
爲
人
合
社
圑
，
不
受
限
於
權
利
能
力
之
有
無
，
均
得
主
張
其
基

 

本
權
利
可
能
受
侵
害
(
參

照

-
B
V
e
r
f
G
E

 

3
,
38

3
1
39

1〕

)
。
憲
法
訴
訟
正
處
理
之
問
題
，
爲
訴
願
人
(
第

一

次

)
申
請

 

社
M

登

記

，
及
對
權
利
能
力
之
要
求
遭
到
拒
絶
，
是
否
未
曾
侵
害
基
本
法
第
四
條
第
一
項
及
第
二
項
所
保
障
其
之
基
本

■'
1 J

權*

 

®訴

願

人

(
第

一

次

)
主

張

，
其
申
請
社
圑
登
記
因
爲
遭
到
拒
絶
而
成
爲
不
可
能
*
贲
已
侵
害
其
從
事
宗
教
活
動
之

 

&
由

•
而
其
所
以
如
此
組
織
該
教
團
，
主
要
係
爲
符
合
巴
哈
以
教
信
仰
內
容
上
強
制
預
定
之
內
在
組
織
。
關
於
此
點
，

二
三
五



二
三
六

已
涉
及
宗
教
自
由
基i

之

保

震

圃

-

訴
願
人
(
第
一
次
)
所
提
之
意
見
，
亦

有

足

夠

明

，
養

陳

述

-
已
 

涉

及

宗

瞥

由

之

妻

及

生

鋈

圍

-

亦

可

繼

基

本

人

之

內

容

形

成

讐

。

L
訴
願
人
(
第
二
次
至
第
四
次
)
認爲
，
拒
絶
訴
願
人
(
第
一
次
)
之
登
記
，
已

霉

糖

在

溝

之

信

仰
围

體

 

範

圍

內

’依
所
獲
得
之
啟
示
之
拘
束
下

-

去
組
織
並
進
行
宗
教
活
動
幾
乎
已
經
不
可
能
’
就
此
主
張
-
已
可
能
足

 

以
侵
害
基
本
法
第
四
條
第
一
項
與
第
二
項
基
i

利

-
此
亦
爲
一
個
別
基
本
權
利
。
訴
願
人
(
第
三
次
及
第
四
次
)
此
 

刻
不
再
屬
地
區
精
神
委
員
會
，
原
本
已
存
在
之
利
益
不
應
在
一
客
翼
決
中
使
其
失
去
-

S

狀
況
之
s

 i

憲
法
 

訴
願
之
影
密
，
應
勘
酌
每
個
具
體
個
案
之i

力
干
預
之
型
態
，
並
應
考
成
所
主
張
廉
|
5
!
^
之
意
義
，
以
及
憲
法

 

訴
願
程
序
之
目
的
後
加以
決
定

•
(
 

B
V
e
r
f
G
E

 

7
6
,
1
【381

-
E
U
G
R
Z

 

1
9
8
7
,
4
4
9
【4
5
9
】

)
就
前
述
案
件
，
除
考
慮
所
提
出 

之
憲
§

問

題

之

基

本

謹

外

，
亦
應
考
量
訴
願
人
(
第
三
次
及
第
四
次
)
再

i

爲
地
區
精
—

員
會
成
員
之
可
能

,
以

及

重

新

申

請

社

團

登

記

之

其

他

法

院

程

序

之

可

能

-
(
參

考

笔

8

3»
0
«
1
2
1
,
1
3
9
*—»
1
4
3
1
)
。

士
憲
法
雲
人
權
利
救
濟
m

求
並
不
因
而
缺
乏
，
因
爲
邦
高
響
通
法
院
判
決
之
—

 -
新
願
人
亦
不
表
示
反
對

 

-

易
言
之
-
章
程
第
九
®

二
項
有
_
會
員
大
會
之
召
開
未
能
保
障
民
法
第
三
十
七
條
第
一
項
所
要
求
之
少
數
®

 

*

 

其
所
涉
及
之
問
題
顯
然
在
專
業
法
院
程
序
上
並
非
重
要
•
訴
願
人
已
針
對
此
點
修
改
其
章
程
，
然

而-

在
章
程
修
改
後

 

重
新
公
開
進
行
之
程
序*

竟
然
是
無
成
功
的
希
望-

此
實
非
訴
頋
人
等
所
可
期
待
的
-
 

C
 '

憲

壽

願
爲
有

理

由•



法
院
之
判
決
中
-
針
對
基
本
法
第
四
條
第
一
項
及
第
二
項
、
第
一
四
〇
條-

以
及
威
瑪
憲
法
第
一
三
七
條
第
二
項

 

與
第
四
項
所
保
障
宗
教
結
社
丹
由
之
意
義
-
以
及
對
民
法
結
社
權
等
之
解
釋
並
非
正
確
，
因
而
侵
害
訢
願
人
之
雄
本
權

 

利

。

I

 
'

Tiibingen

巴
哈
以
教
之
地
區
精
神
委
員
會
及
巴
哈
以
教
區
之
信
徒
，
皆
應
享
有
茶
本
法
第
四
條
第
一
項
及
第
二
項

 

之
基
本
權
利
-
甚
至
不
僅
要
讖
社
團
能
自
我
肯
認
爲
宗
教
-
以
及
爲
宗
教
M
體

，
亦
不
僅
要
讓
它
及
其
成
員
有
權
主
張

 

基
本
法
第
四
條
第
；
項
及
第
二
項
自
由
之
保
障
=
尚
K
在
實
際
上
，
應
依
精
神
内
容
及
外
在
表
現
形
式
-
對
待
它
如
宗

 

教
及
宗
教
刚
體
。
國
家
機
關
以
及
法
院
在
率
議
案
件
之
審
酌
與
判
斷
時
-
皆
有
義
務
適
用
國
家
法
規
章
之
規
則
-
且
不
 

能
無
限
制
的
行
使
決
定
權
-
反

之

，
要
依
據
憲
法
所
認
爲
或
給
予
之
要
件
*
基
本
權
利
保
障
之
意
義
與
目
的
行
事
。
就
 

前
述
案
例
已
無
需
辭
費
，
因
爲
巴
哈
以
教
信
仰
的
性
質
，
依
實
際
生
活
現
實
，
文
化
傳
統
及
一
般
理
解
*
甚
至
宗
教
科

 

學

理

解

，
顯
然
即
爲
宗
教
-
亦
是
巴
哈
以
教
_
體

。

n

、

基
本
法
第
四
條
第
一
項
及
第
二
項
所
稱
之
宗
教
自
由
，亦
包
括
宗
教
結
社
自
由
，除
該
規
定
外
，
尚
經
由
基
本
法
第

 

:
四
〇
條

，
以
及
相
關
聯
之
威
瑪
憲
法
之
教
#
條

款

-
衍
生
宗
教
自
由
。

本
法
第
四
條
第
一
項
及
第M

項

，
並
未
明
確
規
定
宗
教
結
社
，H
由

-
其
特
別
所
欲
保
障
者
爲
，
信
仰
自
由
、

二
一
.七



二

-
二
八

良
心
自
由
'
宗
教
與
哲
學
見
解
自
由
-
以
及
宗
教
活
動
之
自
由
。
從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之
判
決
中
理
解-

基
本
法
第
四
條

 

所
保
障
之
宗
教
自
由
是
廣
義
的
。
(vgl.

 

B
V
e
r
f
G
E

 

2
4
,
2
3
6
〔2
4
4ff .〗

)

制
憲
者
之
動
機
係
針
對
納
粹
政
權
迫
害
宗
教
之

 

經

驗

-
因
此
認
爲
宗
教
自
由
非
指
特
定
部
分
之
，H
由

，
而
係
全
部
加
以
保
障
-
因

此

，
在
經
百
年
歷
史
演
變
之
結
果-

 

a
由
威
瑪
憲
法
加
以
肯
認
之
宗
教
自
由
權
*
自
不
得
在
此
時
遭
到
排
除
-
而
此
處
所
稱
之
宗
教
自
由*

係
指
信
仰
自
由

 

、
良
心
自
由
-
包
括
見
解
自
由
、
私
人
的
或
公
共
的
宗
教
儀
式
自
由
，
以
及
宗
教
結
社
自
由
"
(V

g
L

威
瑪
憲
法
第
一
 

三

五

條

、
一
三
六
條
、
一
三
七
條
第
二
項
•'及
 

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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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s
c
h
s
z
,
5
e
R
e
l
i
g
i
o
n
s
f
r
e
i
h
e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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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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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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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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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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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
可
證
諸
憲
法
條
文
產
生
之
磨
史
，
從
原
則
委
fl
會
提
案
以
迄
國
會
委
貝
諮
詢
，
現
行
基
本
法
第
四
條
都
包
含
在

 

內

。
在
審
査
委
员
會
之
一
讀
會
中
-
宗
教
結
社
自
由
明
甶
列
於
第
一
項
第
二
句=

(

宗
教
結
社
自
由
與
哲
學
結
社
應
予

 

承

認

)
直
到
審
查
會
一
九
四
九
年
五
月
四
日
第
四
讀
會
中
-
接
受
了
將
威
瑪
憲
法
中
教
會
協
議
納
入
基
本
法
後*

才
以

 

該
句
之
規
定
多
餘
爲
由
，
將

之

删

除

-
因
爲
威
瑪
憲
法
第
一
三
七
條
第
二
項
已
成
爲
基
本
法
内
容
之
部
分
"
(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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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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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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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

此

，
依
國
會
委C

T

會
之
意

旨

，
宗
教
結
社
白
由
應
保
留
-
並
由
憲
法
保
障
之-

這
種
結
果
與
制
憲
者

 

之
意
旨
或
許
是
對
立
-
後
者
係
爲
了
避
免
雙
重
保
障
而
將
宗
教
結
社
由
從
菡
本
法
第
四
條
抽
離
，
適
足
以
剝
奪
基
本

 

權
利
保
障
宗
教
0
由
之
M

性

D
儘
管
如
此
，
基
本
法
第
四
條
第
一
項
及
第
二
項
，
對
宗
教
結
社
肖
由
之
保
障
-
蕋
於
與

 

蕋
本
法
第
：
四

0
條

-
威
瑪
憲
法
第
一
三
七
條
第
二
項
之
關
係
-
在
其
規
範
内
容
上
皆
有
涵
蓋
=



-一
宗

教
結
社
自
由
的
保
障

内
容
上
相
同
信
仰
者
共
同
結
八
口
成

r

TR
教
社
團
並
組
織
之
自
由
。
宗
教
社
團
在

 

意
義
上
即
表
示
共
同
信
仰
者
之
結
合
應
合
於
結
合
地
之
國
家
法
規
-
並
非
僅
止
於
精
神
上
共
同
儀
式
而
已
。
宗
教
社
團

 

組
成
之
可
能
性
，
開
啟
得
由
人
之
結
合
並
組
嫌
以
實
現
共
同
宗
教
目
的
之
途
徑
*
且
賦
予
該
S

法
律
1

,
葙

以

參 

舆
一
般
法
律
事
務
往
來
，
然

而

，
共
非
要
求
具
備
特
定
法
律
形
式
-
譬

如

-
有
權
利
能
力
之
社
團
或
其
他
法
人
之
形
式

 

’
其

同

受

蠢

者

’
係
得
以
任
何
法
律
形
式
存
在
之
可
能
性*

同
時
得
參
與
一
般
法
律
事
務
之
往
來
。

基
本
法
第
一
四
〇
條

，
以
及
威
瑪
憲
法
第
一
三
七
條
第
四
項
亦
開
啟
宗
教
結
社
之
可
能
性
，
並

保

聲

能

依

民

法

 

一
般
規
定
獲
®

利
能
力
•
這
些
規
定
原
則
上
係
針
對
每
個
人
，
®

時
亦
及
於
宗
教
團
體*

因

此

’
宗
教
ftt
ffl
m

 

分

支

，
因
爲
宗
教
上
特
殊
組
織
之
理
由
*
雖
致
力
於
獲
得
一
特
別
法
律
形
式
卻
不
可
得
，
並
無
關
緊
要
，
終

究

，
宗
教

 

結
社
自
由
所
要
求
者
爲
宗
教
結
社
之
自
我
—

 ’
主
要
是
植
基
於
基
本
法
第
四
f

一

句

’
不
得
侵
害
受
f

之
信
仰

 

自
由
與
見
解
自
由
之
範
圍
內
’
且
爲
使
基
本
法
第
四
條
第
二
項
所
維
護
之
宗
教
活
動
得
以
實
現
’
此
種
理
念-

於
解
釋

 

或

適

用

相

關

法

’
譬
如
民
法
結
社
權
之
適
用
舆
解
釋
時
’
應
特
別
注
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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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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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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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
蓋
其
意
義
不
僅
在
於*
爲
宗
教
社
團
形
成
空
間
以
開
創
積
極
權
利
’
並
使
完
全
發
揮

 

<

 在
 

強
制
規
定
之
運
用
上
，
於
有
必
要
時
*
其
解
釋
空
間
上
應
利
用
有
利
於
宗
教
社
圈
者
-
反

之

-
不
能
導
致
疏
忽
法
律
事

 

務
往
來
之
安
全
性
上
不
容
推
諉
的
顧
慮
-
同
時
也
不
能
疏
忽
其
他
人
的
權
利
。
若
一
宗
教
社
圑
因
顧
及
其
內
部
組
織
’ 

而
可
能
在
不
可
期
待
下
，
整
個
排
除
或
可
能
形
成
不
易
參
舆
一
般
法
律
事
務
往
來
之
結
果
’
此
則
與
宗
教
結
社
自
由
相

 

互
達
背
。

二
三
九



法
院
所
爲
之
判
決
，
不
符
前
述
宗
教
結
社
自
由
之
規
範
內
容
-
民
法
結
社
權
允
許
在
内
部
組
織
中
可
有
特
別
需
求

 

-

即
因
宗
教
結
社
之
侗
別
性
質
-
將
宗
教
社
圑
區
分
.
或
使
之
與
宗
教
社
_
間
有
特
別
關
聯
。
由
於
巴
哈
以
教
並
未
具

 

公
法
社
團
之
法
律
形
式
，
(
下
述
1

)

，
有
關
其
地
區
精
祌
委
員
會
，
從
基
本
法
第
四
條
第
一
項
、
第
二
項
言
，
亦
屬

 

合

M
。
(下
述
2
 )

1-
巴
哈
以
教
團
之
特
質
，
並
不
合
於
基
本
法
第一

四
〇
條
及
威
瑪
憲
法
第
一
三
七
條
第
五
項
所
稱
公
法
圑
體
之
要

 

求

-
若
依
公
法
組
織
形
式
-
會
引
發
問
題
.
因
爲
在
「
公
法
圈
體
」
範

閭

內

，
威
瑪
憲
法
第r

二
七
條
第
五
項
之
聯
結

 

規
定
僅
有
標
示
意
義
，
而
巴
哈
以
教
義
規
定
之
階
級
組
織
，
在
該
項
意
義
之
下
-
將
無
法
實
現
其
組
織
"
就
以
羅
馬
天

 

主
教
會
爲
例
-
其
階
級
組
織
結
構
即
指
明
.
在
未
損
及
國
家
權
力
下
運
作
，
因

此

，
地
區
主
教
只
在
聽
取
其
教
區
教
士

 

之
意
見
後
，
則

可

行

決

定

新

設

或

裁

撤

教

區

-
亦
不
必
經
由
教
士
組
成
委
員
會
或
教
士
選
出
之
委
員
會
同
意
之
必
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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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
C
 )
訴
願
人
曾
提
出
-
依
各
邦
文
化
部
長
會
議
有
關
對
巴
哈
以
教

 

之
介
紹
，
以
及
詢
問
黑
森
邦
文
化
部
的
結
果
，
.卻
承
，認
巴
哈
以
教
團
爲
公
法
圈
體
，
實
不
可
能
"
一
九
八
六
年
巴
哈
以
 

教
在
西
徳
僅
有
約
四
仟
至
五
仟
名
成
fl
-
並
分
屬
於
五
十
個
巴
哈
以
教
地
區
教
圑
。
然
而
在
此
種
情
況
下
-
拒
絶
承
認

 

巴
哈
以
教
團
爲
公
法
幽
體
，
依
威
瑪
憲
法
第
一
三
七
條
第
五
項
之
標
準
F

-

似
有
法
律
上
瑕
庇
或
根
本
即
爲
濫
權
，
有
 

關
此
點
，
則
未
提
及=

至
於
是
否
巴
哈
以
教
團
可
能
獲
得
公
法
團
體
之
性
質
，
以
至
不
損
及
茶
本
法
第
四
條
第
一
項
及

 

第
二
項
之
自
由
請
求
權
，
或
者
是
否
就
保
留
其
所
選
揮
之
法
律
形
式
-
似
尚
未
決
定
。



L
對
於
巴
哈
以
教
地
區
粮
神
委
員
會
之
内
部
組
織
*
應
特
別
顧
及
其
信
仰
條
件
上
之
需
求
，
而
將
之
視
爲
宗
教
社

 

圑
以
及
宗
教
團
體
之
分
支
機
構
。
這
在
闰
法
結
社
權
範
圍
内
是
可
能
做
到
，
並
且
憲
法
匕
亦
如
此
要
求
。

a)
 

法
院
所
認
爲
與
自
立
及
自
治
行
政
(
社
團
自
治
)
原
則
不
合
之
章
程
規
定
，
臂

如

，
成
員
之
產
生
(
第
一
一
：條

 

第

二

項

)
、
成
貝
資
格
中
止
(
第
四
條
第
二
項
)
以
及
社
團
之
解
散
(
第
十
四
條
第
一
項b

款

)
、
章
程
變
更
之
必
要

 

性

(
第
十
'一；條
第
二
項
)
以
及
社
圈
任
務
之
區
分
(
第
卜
一
條
第
：
項c

款

)
等

-
皆
不
涉
及
結
社
權
中
有
關
法
律
事

 

務
往
來
之
安
全
與
明
確
利
益
而
對
外
生
影
響
之
事
件
之
任
何
規
定
-
亦
未
涉
及
任
何
法
律
關
係
之
規
定
，
(
委
员
之
任

 

命
及
除
名
-
其
代
理
權
，
社
團
財
產
之
责
任
-
社
幽
解
散
之
淸
货
等
)
其
所
涉
及
者
，
僅
是
社
圑
之
内
部
組
織
。

b)
 

遭
法
院
非
難
之
章
程
規
定
-
與
結
社
權
中
有
關
社
m
內
部
組
織
之
規
定
収
無
不
符
，
民
法
笫
四
卜
一
條
社
M

 

解
散
由
會a

大
會
議
決
之
規
定
並
未
被
排
除
，
_而
是
由
巴
哈
以
教
全
國
精
神
委
M
會
之
解
散
權
彌
補
之
=
有
關
成
^
資

 

格
構
成
之
方
法
與
形
式
，
民
法
笫
五
卜
八
條
同
樣
有
解
散
町
能
性
之
規
定
-
民
法
第
三
十

_:
一
條
有
關
章
程
變
更
之
規
定
 

並
非
絶
對
。
(
民
法
第
四
十
條
)
有
關
社
團
任
務
之
區
分
則
無
法
律
規
定
。

C)
法
院
申
論
前
述
章
程
規
定
之
不
合
法
，
亦
僅
從
其
不
符
合
結
社
權
所
強
調
之
社
團
6
治
原
則
。
然

而

-
社
團

 

自
治
原
則
在
民
法
之
結
社
權
中
並
未
明e

確

立

-

而
是
經
由
整
體
規
定
之
判
例
與
學
説
中
所
獲
致
，
易
言
之
，
社
_
之
 

組
成
與
組
織
-
以
及
社
M
事
務
之
進
行
-
應
以
成
M
之
意
旨
爲
依
歸
，
並
將
之
視
爲
要
件
。
其
目
的
在
於
保
持
類
似
私

 

法
，H
治

-
而

社

湖

之

特

質

之

維

護

，
主
要
是
經
由
社
员
組
成
之
M
體

爲

意

思

之

決

定

與

執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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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
若
賦
予
所
設
機
構
有
權
設
立
合
自
己
目
的
之
組
織
，
且
自
由
決
定-而

'

小
牴
觸
強
制
性

 

規
定
或
相
當
性
機
構
之
本
質
時
’
則
已
合
乎
自
治
原
則=

在
判
決
中
提
及
，
白
治
亦
可
f

程
限
制
A
我
行
政
中
蓮
作

 

-
自
治
施
行
亦
存
在
於
此
種
限
制
之
中
。
若
此
類
規
定
被
判

爲

違
法
.
亦
即
是
對
自
治
之
限
制
與
削
弱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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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判
決
中
及
文
獻
中
所
理
解
之
社
團
自
治
原
則
，
係
受
到
兩
個
在
內
容
上
非
必
要
平
行
之
趨
勢
所
影
響
，
一
則
T
 

是
藉
由
成
员
之
自
由
泱
定
組
成
或
組
織
社
團
-
以
保
障
自
治
，
其
中
亦
包
括
採
用
屑
級
式
組
織
圑
體
"
另

則

-
葙
著
使

 

個
人
意
思
決
定
幾
乎
完
全
不
能
恣
意
-
以
保
障
成
fl
及
社
團
之
自
決
。
在

II
述
兩
趨
勢
之
解
釋
與
適
用
h
 ,
並

未

相

互

 

排

斥

-
甚
至
有
空
間
顧
及
具
體
個
案
，
即
斟
酌
相
關
社
團
之
特
質
及
其
目
的
取
向
-
以
取
得
調
和
"
設
立
有
層
級
之
剿

 

體

-
其
内
又
設
下
級
圑
體
(
不
論
具
權
利
能
力
或
不
具
權
利
能
力
)
隸
屬
於
上
級
團
體
，
只
要
其
亦
執
行
自
身
之
任
務

 

，
亦
不
喪
失
社
圑
特
質
。
(R

e
i
c
h
e
r
t/ D

a
n
n
e
c
k
e
r
/
K
i
i
h
r
.
H
a
n
d
b
u
c
h
d
e
s
v
e
r
e
i
n
s
u
n
d

 

v
e
r
b
a
n
d
s
r
e
c
h
F
4.

 

A
u
f
l
,

 

1
9
S
7,

 

R
d
n
r
n
.

 

2
0
9
8
f
f.; s

s
r
g
e
l
-
H
a
d
d
i
n
g
,

 

R
d
n
m
.

 
5
3
v
o
r
§
2
1
;
B
G
H
Z
^
P
S
.331

 
)
。

d}
宗
教
社
團
具
有
由
宗
教
分
支
團
體
組
成
之
特
質
，
經
過
觀
察
許
多
信
仰
有
關
宗
教
圑
體
之
層
級
式
内
部
組
織

 

-

大
都
性
質
相
近
。
社
團
爲
宗
教
_
體
之
部
分
-
或
是
與
宗
教
M
體
有
特
別
聯
繫
，
乃
是
期
望
與
宗
教
阐
體
之
層
級
相

 

契

合

=

而
此
並
非
能
立
即
以
自
立
-
自
治
行
政
爲
核
心
之
外
求
規
定
就
加
以
約
制*

aa)
:
個
宗
教
社
鬨
組
成
及
組
織
之
肖
治
，
得
在
社
幽E

E

的
下
爲
之
.
使
宗
教
社
圑
成
爲
宗
教
M

體
之
部
分
，



並

合

乎

宗

教

法

所

定

之

結

構

•
此

種

自

我

作
爲
之

秩

序

目

的

’
就

宗

教

社

團

言

’
正

即

是

願

示

在

它

的

共

同

信

仰

內

之

 

成

員

宗

教

上

自

決

’
不

能

反

而

判

定

§
抛
棄

社

團

自

決

'
於

社

團

之

自

決

與

自

治

之

界

限

不

僅

是

在

一

特

定

観
黠

下

 

獲

得

，
s

 
>

從

宗

教

法

上

要

求

之

層

級

狹

¥

得

到

，
甚

至

遼

要

超

越

此

範

圍

。
因

此

，
社

團

主

要

不

再

僅

是

依

成

 

員

之

意

思

’
尚

且

有

1

社

團内
之

§

單

位*

或

者

需

要

單

憑

他

人

特

殊

財

力

之

支

援

>
 
(

V
g
L

 

K
G
,

 

O
L
G
N
1
9
7
4
,

 

S
.3

85C
9
0
I

 

;
B
a
y
O
b
L
G
Z

 

1
9
7
9
,

 

S
.

 

3
0
3
【3
0
8

 

ffj

 )

。

社
團
法
准
許
宗
教
社
團
作

爲
宗
教
國
髏
之
分
支
組
嫌
之
-
因

此

，
對

性

之

解

$

’
開
除
權
或
作

f

 

之

限

—

規

定

’
不

能

從

外

在

將

之

視爲
與

社

闔

自

治

不

符

之

外

來

規

定

，
何

況

其

要

在

一

大

型

宗

教

團

體

既

存

宗

教

 

法

關

係

上

，
以

確

保

其

秩

序爲
職

志

並

以

之
爲
界

限

，
例

如

，
保

持

其

教

義

之

認

同

-

以

及

基

本

信

仰

條

件

之

生

活

方 

式

義

務*

限

制

上

雇

階

級

之

干

預

權

，
縱

者

僅

係

要

求

教

職

上

的

一

種

型

式

，
或

者

要

求

適

當

之

司

法

權

，
其

已

保

有

 

社

團

自

治

及

自

決

之

足

夠

狀

況

*

bb>
準

此

-
法

蓉

®

画
家
精
8

員

嗜

’
依

章

程

上

所

規

定

之

影

蒸

況

，
以
及
針
對
地
區
精
罄
員
會
之

 

作
爲
輿
成
員
資
格
’
概
括
的
從
外
表
認
爲
該
等
#■■•
程
係
不
合
法
之
社
團
外
來
規
定
，
此

外

-
法
院
又
針®

宗
教
聨
結
階

 

趿
或
組
織
之
宗
教
倒
0
|
^
之
宗
教
社
圈
性
質-

以

及

針

對

宗

瞀

由

基

本

蠢

中

社

團

^

^

則
之
解
釋
舆
通
用
-
 

都
有
所
誤
解
。
法
院
將
毆
家
精
神
委
員
會
視
驀
一
外
來
，
—

他
目
的
及
利
益
，
而
行
事
有
重
要
馨
之
特
定
組
織
’ 

卻
未
注
意
封
宗
教
&
所
f

之
一
致
性
與
共
同
性
，
同
樣
以
此
截
點
對
待
由
巴
哈
以
教
地
區
信
徒
選
舉
所
選
出
之
地
區

 

精
神
委
員
會
成
員
。
就
衆
教
法
關
係
言
’
此
種
以
外
在
其
他
規
定
制
約
社
團
’
因
而
放
棄
其
自
決
之
-»
形

’
所
在
多
有

二
四
三



二
四
四

。
其

實

-
此
種
因
社
囿
目
的
組
成
委
員
會
之
方
式
-
作
f

M

式
領
導
is
級
以
虏
理
地
匾
性
巴
哈
以
教
之
事
務-

(
聿

 

程
1

I
S及

第

二

業

一

項

)
與
其
宗
教
目
的
之
實
現
相
契
合
。

e}
於

社

團

解

散

後

-
社

國

之

財

產

由

篇

家

精S

員

墓

有

，
亦

不

能

認爲
即

是

不

合

法

之

外

來

_

二

聿
 

程

第

十

四

條

第

一

項

及

第

二

項

〕
此

章

程

規

定

之

目

的

，
逆

非

致

使

國

家

精

神

委

員

會

利

用

其

解

—

以

介

入

別

人

之

 

財

產

-
葙

以

增

加
f

財

產

•
此

已
説

明

，
一̂

程

並

無

助

於

提

昇f

財

力

之

目

的

-
社

團

之

財

源

§

由

自

由

捐 

獻

而

來

’
此

外

，
肚

團

明

確

受

限

於

公

益

之

法

律

C

章

f

二
f

二
項
及
第
三
項
)
。

汉

、

上
述
判
願
人
基
本
法
第
四

f

 一
項
舆
第
二
項
’
以
及1S

S
T

憲
法
第
二一

一
七
f

二
項
及
第
三
項
，
連 

同
基
本
法
第
一
 

所
規
定
之
基
本
權
利
，
在
該
判
決
中
，
對
地
區
精
神
委
員
I

宗
教
圏
體
之
分
支
，
以
及
宗
教
 

社

_

之

性

質•秦

置

逋
用
社
團
自
治
之
蠢
上
並
未
充
分
注
意•
篇

決

應
予
撤
銷
-
董

發
回
匾
法

院

驀

判
 

決

。
必

需

再

審

酌

黨

-
在
章
程
中
未
對
國
家
精
®

員
會
之
解
散
權
及
開
除
權
有
所
限
制
一
節
，
是
否
依
社
團
之
目
 

的
以
及
聿
程
之
前
言
’
就
可爲
足
夠

之
限
制
’
(
如
前
述
n[
2,
d)
aa)
所
逋
之
意
義
)
’
或
—

否
需
要
^
一#
程
中
再 

爲
明
確
規
定
。

判
決
所
需
i

用

依

蠢

蜜

法

院

法

第

三

十

四
a
肇

二

項

規

定

辦

理

。

參

舆

判
決
之
法
官
計
有
：
副
院
長

 N
&
h
r
e
n
h
o
l
z
,
a
i
c
k
e
n
f
i
i
a
e
,K
i
e
i
n
,

 

G
i
a
j
3h
o
f
,
K
r
u
i
s
,

 

F
r
a
n
k
s
,

 

K
i
r
c
h
h
o
f
,



Winter
訴
願
人
之
全
權
代
理

人
：
栉
師

M
i
c
h
a
e
l

 

U
e
c
h
t
r
i
t
z

博
士
 
’
 

H
a
n
s

 

S
c
h
l
a
r
m
a
n
n

博
士
 ’
住
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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