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關
於

「色

情
與
藝
術
之
分
際
」

之
判
決
(敏
稱
巴
哈
案
)

(譯
者
註

.•截
至
譯
稿
止
，本
判
決
尚
未
正
式
登
載
於
聯
邦
惠
法
法
院
判
決

辑
中
原
文
 

取
自

E
U
G
R
Z
.

弗
刊
第
十
八
卷
第

j

、
二
期
合
刊
本
(第
三
十
三

頁

至

第

四

十

頁

)

譯

者

：
蔡
明
誠

裁
定
要
旨
•，

1.
 

色
情
小
說
得
爲
基
本
法
第
五
條
第
三
項
第
一
段
所
稱
之
藝
術
。

2.
 著
作
願
足
以
道
德
上
嚴
重
危
害
兒
童
或
少
年
(
危
害
少
年
書
箱
散
布
法
I

G
j

 

S

 
j

第
六
條
第
三
款
)
時

，
將
視
爲
藝
術
創
作
之
著
作
列
爲
禁
書
者
，
亦
以
考
量
藝
術
自
由
爲
前
提
。

3.
 

危
害
少
年
書
籍
散
布
法
第
九
條
第
二
項
規
定
於
憲
法
上
有
所
不
足
，
蓋
聯
邦
審
査
處
陪
審
人
員
選
任
規
定
不
完

 

備

C

#
0
^

主

文

：

三

二一一



三

-
四

I

、

I

九
八
五
年
七
月
十
二
日
公
布
之
危
害
少
年
書
籍
散
布
法
(
聯
邦
法
律
公
報
第

一

部

，
第
一
五

o

二
頁
)第
 

九
條
第
二
項
規
定
，
與
基
本
法
第
五
條
第
三

项

第

I

段
以
及
法
治

阈

原
則
相
牴
觸
。
但
其
至
新
法
律
制
定
(
最

遲

至

I

 

九
九
四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
前
仍
繼
縯
適
用
。

n

、

一
九
八
二
年
十
一
月
四
日
聯
邦
審

査
處
就
危
害
少
年
書
籍
之
決
定

丨

—

N
r
.

 3
2
6
2

 
(
 I>

r
.

 4
4

\
7

9

〕 

、

一
九
八
三
年
十
月
十
八
日
科
隆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I

—

1
0
K

 2
7
6
\
8
3
、

|

九
八
五
年
六
月
四

n
G
N
o
r
d
r
h
e
i
n
i

W
e
s
t
f
a
l
e
n

邦
高
等
法
院
判
決

I

—

ro
O

A〗
4

6
\

8
4

以

及

|

九
八
七
年
三
月
三
日
聯
邦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

-
-
-

B
V
e
r
w
G

 1

 C

 2
7
.
8
5

侵
酋
抗
告
人
依
基
本
法
第
五
條
第
三
項
第
一
段
規
定
之
基
本
權
利
。
此
等
判
決
廢
棄
之
。 

就
_權
利
爭
訟
費
用
而
聯
邦
行
政
法
院
所

爲

判
決
，
該
程
序
以
駁

囘

=

I

、N
o
r
d
r
h
e
i
n
^
v
e
s
t
f
a
l
e
n

邦
與
聯
邦
德
意
志
共
和
國
應
各
支
付
抗
告
人
必
要
墊
支
費
用
之
一
半
。

理
由
：

A

、
抗
告
人
不
服
將
其
所
出
版
的
小
說
” 

J
o
s
e
f
i
n
e
s
u
t
z
e
n
b
a
c
h
e
r
..

 .i

維
也
納
妓
女
肖
傳

1

歸
入
危
害
少
年

s

籍

名

單

。

I

、
凡
道
德
上
足
以
危
害
兒
萤
及
少
年
之
書
籍
，
依

I
九
八
五
年
七
月
十
二
日
公
布
之
危
害
少
年
書
籍
散
布
法
( 

G

 

j

 

S

 
)
第

|

條

第

|

項
第
一
段
規
定
，
應
歸
入
名
單
之
中
，
尤
其
包
含
不
道
德
、
殘

忍

、
煽
惑

暴

力

、
犯
罪
或
種
族

 

仇
恨
以
及
歌
頒
戰
爭
之
書
籍
(
危
害
少
年
書
籍
散
布
法
第

I

條

m

.
一

項

第

I

段

)
。
但
如
書
籍
係

爲

藝
術
而
作
，
依
危



害
少
年
書
籍
散
布
法
第I

條
第
二
項
第
二
款
規
定
，
該
書
籍
有
時
則
不
歸
入
名
單
中
。
隨
著
納
人
名
單
之
公
告
(
危
害

 

少
年
書
籍
散
布
法
第I

條

第

I

項

第

三

段

)
，
卽
涉
及
依
危
害
少
年
書
籍
散
布
法
第
二
十I

條
刑
，事
處
罰
之
同
法
第
三

 

條
至
第
五
條
規
定
。
據

此

，
禁
書
祇
能
陳
列
於
旣
非
兒
童
及
少
年
所
能
接
M

，
亦
非
其
所
能
觀
看
，
而
專
提
供
成
人
之

 

商

店

。
此

外

，
禁
止

爲
廣
告
(
危
害
少
年
書
籍
散
布
法
第
五
條
)
。

如
有
危
害
少
年
害
籍
散
布
法
第
六
條
所
定
情
事
之I

者

，
未
歸
入
名
單
，
而
生
前
述
法
律
效
果
。
同

條

第

！
款
及

 

第
二
款
規
定
，
包

含

刑

法

第I

百

三

十

I

條

及

第

I

百
八
十
四
條
所
稱
之
軎
籍
，
第
三
款
係
指
該
顯
然
足
以
道
德
上
厳

 

害
兒
童
或
少
年
者
。

爲
法
律
之
施
行
，
設
聯
邦
審
査
處
(
危
害
少
年
書
籍
散
布
法
第
八
條
第
~
項

)
。
其

由

I

位
經
腕
邦
少
年
、
家
庭

 

、
婦
女
®
健
康
部
所
任
命
之
主
席
、
各
一
位
經
任
何
邦
政
府
所
任
命
之
陪
審
人
員
以
及
由
聯
邦
部
長
所
任
命
之
其
他
陪

 

審
人
員
組
成
之
(
危
害
少
年
害
籍
散
布
法
第
九
條
第I

項

)
。
此

其

他

(
所
謂
團
.埋

)
陪
審
人
員
係
由
下
述
睡
睦
之
提

 

議
而
產
生
，
該
_
體

有

：

L
f
e術

界

*

1

界

，

3.
署

商

，

4
出

版

業

界

，

5.
少

年

協

會

，

三

|
五



三

I

六

■
6.
少

年

福

利

圈

膣

，

7
+
敎

師

界

，

8.
敎

會

、
猶
太
文
化
團
體
及
其
他
公
法
團
體
之
宗
敎
圈
賸

◊
(

危
害
少
年
書
籍
散
布
法
第
九
條
第
二
項
)

聯
邦
審
査
處
原
則
上
僅
因
危
害
少
年
書
籍
散
布
法
施
行
辦
法
(

一

九
六
二
年
八
月
廿
三
日
新
頒
布
，
聯
邦
法
律
公

 

報

第

一

部

，
第
五
九
七
頁
，
最

近

一

次

經I

九
七
八
年
五
月
五
日
命
令
修
正
，
聯

邦

法

律

公

報

第I

部

，
第
六
〇
七
頁

 

I

D

 

V

 

0

 )
第
二
條
所
稱
機
關
及
部
、
局
之
告
發
而
爲
決
定
(
危
害
少
年
書
籍
散
布
法
第
十
~
條

第

二

項

第一

段

)
 

。
該
法
規
定
三
種
不
同
之
組
織
。
於
危
害
少
年
書
籍
散
布
法
第
十
八
條
第I

項
及
第
十
八
條
之
一
第一

項

情

形

(
依
法

 

i

決
及
內
容
相
同
書
籍
之
歸
入
名
單
)
，
單
由
主
席

爲
決
定
。
於
危
害
少
年
書
籍
散
布
法
第
十
五
條

 

<

 暫

列

名

單

)
 

及
第
十
五
條
之一

 
(
於
明
顯
案
件
之
簡
易
程
序
)
之

情

形

，
由
主
席
及
二
位
聯
邦
審
査
處
其
他
人
m
u*

三
人
s

會
決

 

定

之

。
此

外

，
卽
所
謂
十
二
人
委
員
會
所
爲
之
決
定
，
該
委
員
會
係
由
主
席
、
三
位
邦
陪
審
人
員
及
八
位
團
體
陪
審
人

 

員

組

成

之

。
至
少
有
九
位
委
員
出
席
時
，
該
委
員
會
卽
具
有
決
議
能
力
。
爲
歸
入
名

單

時

，
須
有
三
分
之
二
多
數
決
，
 

但
至
少
要
有
七
票
(
危
害
少
年
書
籍
散
布
法
第
九
條
第
三
項
以
及
第
十
三
條
)
。

E

、
l.
f

 口
人
自
一
九
七
八
年
十
一
月
以
來
，
以
袖
珍
本
爲
前
述
小
說
之
出
版
。
其
包
^I

K
.

W
.

 w
r
a
B
b
e
r
g

 

之
前
言
以
及O

s
w
a
l
d

 Wi
e
n

忿

之

「
維
也
納
人
靑
春
論
集J

。
該
著
作
未
註
明
i

人

，
約
在
世
紀
更
易
時
期
發
行

 

於

維
也
納；

F
e
l
i
x

 
s
a
l.fF.
n

被
推
定
爲
著
作
人
。

一

九
六
五
年
哥
本
哈
根
之D

e
h
l
i

出
版
社
以
德
文
發
行
該
小
說
，
 

共

二

卷

，
其
經
德
國
刑
事
法
庭
二
件
判
決
宣
告
爲
猥
褻
之
後
，

一
九
六
八
年
依
危
害
少
年
書
籍
散
布
法
第
十
八
條
第一



項

規

定

，
將
該
小
說
歸
入
禁
醫
。

I

九
六
九
年
由
德
國w

o
g
n
e
r

與

B
e
r
n
h
a
r
d

出
版
社
所
發
行
之
版
本
，
因
內
容
相

 

同

，
於

I

九
七
〇
年
歸
入
名
單
之
中
。

2
(a)
l
九
七
九
年
一
月
初
，
抗
告
人
請
求
該
前
述
二
種
小
說
版
本
由
名
單
中
剔
'除

*
因
爲
依
目
前
觀
點
，
骸
罾
箱

 

爲
藝
術
著
作
。
隨
著
敗
訴
判
決
，
聯
邦
審
査
處
拒
絕
將
之
從
名
單
中
剧
除
，
亦
且
將
該
袖
珍
本
歸
入
名
單
。
其
指
明
該

 

小
說
依
危
害
少
年
書
籍
散
布
法
第
六
條
第
二
款
及
第
三
款
規
定
顯
然
嚴
重
危
害
少
年
，
因
爲
其
對
任
何
其
他
人
性
關
係

 

並
不
加
考
廉
，
而
著
重
於
以
嚴
重
惹
人
厭
煩
方
式
描
繪
女
主
角
之
性
愛
過
程
。
兒
童
賈
淫
及
雜
交
行
爲
予
以
正
面
評
f
t
 

，
甚
至
說
成
無
害
且
加
以
頌
揚
。
依

及

G
.

敎
授
監
定
書
之
結
論
，
認
爲
該
書
籍
非
藝
術
著
作
。
該
小
說
不
外
是
有

 

關
女
主
角
性
生
活
之
「
色
情
寫
眞
集
」
及

「
賈
淫

錄

」

。
色
情
及
亂
倫
問
題
，
不
是
藝
術
化
之
處
理
，
而
單
爲
激
化
誘

 

惑

力

。
(b)
對此不服所提之訴訟，不成立。行

政

法

院

指

明

可

f

變
之
社
會
倫
理
槪
念
，
所

 

爲
重
新
歸
入
名
單
之
程
序
，
並
於
十
二
人
委
員
曾
組
織
中
將
小
說
列
爲
禁
書
，
乃
無
可
指
責
；
依
危
害
少
年
書
籍
散
布

 

法

第

十

八

條

之I

第

I

項
剔
除
名
單
之
拒
絕
後
，
將
決
定
委
由
主
席
單
獨
管
輛
，
或
有
矛
盾
之
處
。
於

本

案

，
亦
宜
同

 

意

爲
決
定
。
僅
爲
多
元
化
社
會
意
見
多
樣
光

11
中
具
有
影
魯
之
表
達
，
始
使
依
危
害
少
年
書
籍
散
布
法
第
一
條
第
二
項

 

第
二
款
規
定
少
年
保
護
利
益
，
退
居
次

要

堆

位

。

高
等
行
政
法
院
指
明
：
危
害
少
年
霤
籍
散
布
法
第I

條
第
二
項
第
二
款
規
定
，
僅
能
重
申
或
擴
大
基
本
法
第
五
條

 

第

三

項

第I

段
所
保
障
之
藝
術
保
護
，
但
非
勤
之
爲
限
制
。
霤
籍
應
視
爲
藝
術
著
作
。
但
於
依
基
本
法
第
六
條
第
二
項



三

I

八

及

第

~
條

第

I

項
規
定
亦
作
爲
憲
法
位
階
之
少
年
保
護
利
益
之
情
形
，
藝
術
自
由
有
其
界
限
。
此
少
年
保
護
利
益
無
疑

 

因
該
小
說
而
嚴
重
遭
受
使
害
。
該
所
描
寫
之
行
爲
方
式
，
尤
其
是
兒
童
與
其
姊
妹
及
雙
親
之
性
接
觸
，
乃
違
反
今
日
仍

 

普
，遍
妥
當
之
僙
値
.：棣

準

。
因

此

-
排
除
透
過
海
術
自
由
而
予
以
正
當
化
。

聯
邦
行
政
法
院
基
本
上
認
爲
：
聃
邦
審
査
處
十
二
人
委
員
會
組
織
規
定
，
不
因
不
確
定
性
，
而

爲

無

效

。
於
有
關

 

基
本
楢
利
規
定
之
領
域
內
，
法
治I

國
原
則
並
不
禁
止
使
用
不
確
定
法
律
槪
念
與
賦
予
聯
邦
部
長
於
團
體
陪
審
人
員
任
命

 

3

合
於
職
務
之
行
使
某
種
範
圍
之
裁
最
。
經
斟
酌
之
組
織
及
由
其
任
命
之
陪
審
人
負
人
數
，
有
時
並
不
須
由
法
規
爲

 

個

別

之

確

定

，
因
爲
其
存
立
及
重
要
性
或
可
能
變
動
。

依
高
等
行
政
法
院
未
被
指
責
而
確
認
見
解
，
聯
邦
審
査
處
之
評
價
便
強
制
要
求
，
該
小
說
歸
屬
於
危
害
少
年
書
籍

 

散
布
法
第
六
條
所
稱
之
嚴
重
危
害
少
年
之
軎
籍
。
如
不
考
慮
其
是
否
爲
藝
術
著
作
，
將
其
列
爲
禁
嘗
亦
符
合
於
危
害
少

 

年

霤

籍

散

布

法

第I

條
第
二
項
第
二
款
規
定
。
賅
規
定
具
有
如
同
基
本
法
第
五
條
第
三
項
第I

段
之
效
力
。但於 

此

，
藝
術
目
由
應
對
於
保
護
兒
童
及
少
年
防
止
道
德
上
危
害
之
利
益
，
有

所

退

讓

。
.此
係
基
於
憲
法
之
基
本
價
値
，
尤

 

其
係
根
據
基
本
法
第I

臌

第

I

項
及
第
六
條
第
二
項
之
規
定
。
國
家
不
能
因
憲
法
而
不
遵
守
對
於
任
何
可
能
依
危
害
少

 

年

書

籍

散

布

法

第I

條

第

I

項
所
稱
之
道
德
上
危
害
之
預
防
。
然
而
於
鐳
屬
於
危
害
少
年
書
籍
散
布
法
第
六
條
規
定
替

 

籍

之

情

形

，
却
有
所
不
同
6
縱
使
其
宜
列
爲
藝
術
，
基
本
法
第
五
條
第
三
項
第
一
款
規
定
，
與
危
害
少
年
書
籍
散
布
法

 

第
三
條
至
第
五
條
規
定
之
適
用
，
不

生

衝

突

。
當
其
僅
限
制
藝
術
著
作
之
效
力
範
圍
，
並
給
予
藝
術
交
流
利
益
之
空
間

 

時

，
於
屬
於
危
害
少
年
書
籍
散
布
法
第
六
條
之
書
籍
情
形
，
就
正
好
是
重
大
案
件
，
其
不
適
用
完
全
排
除
對
少
年
保
護



。
此
種
清
事
之
違
反
基
本
法
之
價
値
秩
序
，
大
於
列
爲
禁
書
所
侵
害
之
藝
術
自
由
。
此

外

，
危
害
少
年
書
籍
散
布
法
第

 

六
條
規
定
(
不
同
於
危
窖
少
年
書
籍
散
布
法
第
一
條
第I

項

)
不
得
附
有
藝
術
保
留
，
亦

適

用

之

(
在
個
案
時
，
參
照

 

NJ
,5 I
J
9
00
7
 ,

第
一
四
三
五
頁
〔|

四
三
六
頁
〕
涉

及

〔
一

四
三
〇
頁
以
下
〕

〕。

.
ffl-
、
l.
f

n
人
於
其
憲
法
訴
願
中
指
責
，
該
受
不
服
之
判
決
侵
害
基
本
法
第
五
條
第
三
項
第I

段

規

定

。
不
因
描

 

述
女
主
角
性
愛
經
過
，
而
將
前
述
保
護
拒
絕
適
用
於
列
爲
禁
書
之
罾
籍
。
世
界
文
學
著
作
亦
有
以
此
等
描
述
作
爲
對
象

 

。
藝
術
與
色
情
非
相
互
排
斥
。
就
危
害
少
年
書
籍
散
布
法
第
六
條
所
稱
顯
然
嚴
重
危
害
少
年
書
籍
情
事
，
藝
術
保
護
始

 

終
應
退
居
次
要
地
位
之
主
張
，
並

不

正

確

。
對
於
競
合
之
法
益
(
兒
童
及
少
年
保
護
)
，
業
已
欠
缺
必
要
之
憲
法
位
階

 

;
其
旣
非
源
自
基
本
法
第I
條
第
一
項
以
及
第
二
條
第
一
項
，
亦
非
導
出
於
基
本
法
第
六
條
第
二
項
.第

！
段

之

規

定

。
 

縱
使
此
或
宜
爲
另
外
之
評
斷
，
救
濟
法
院
不
得
忽
視
該
著
作
之
藝
術
性
質
，
並
於
必
要
時
，
須
衡
董
該
對
立
利
益
。
兒
 

童
及
少
年
保
護
利
益
，
因
該
小
說
不
是
無
疑
義
而
受
嚴
重
俊
害
。
就
某
特
定
文
章
內
容
可
能
具
體
危
窖
少
年
之
見
解
，
 

學
術
上
理
由
是
不
充
分
。

立
法
者
以
憲
法
上
不
充
分
方
式
，
規
定
聯
邦
審
査
處
組
織
，
尤
其
是
所
謂
團
髋
陪
審
人
員
任
命
.，因

此

，
該
受
不

 

服
之
判
決
侵
害
基
本
法
第
二
條
第I

項

以

及

第

二

第

二

頊

及

第

三

項

之

規

定

。
危
窖
少
年
霤
籍
散
布
法
第
九
搽
第

 

二
項
規
定
，
菜
被
1

過
於
不
確
定
，
因

而

無

效

。
尤
其
因
立
法
者
就
墓
本
權
利
行
使
之
貢
質
問
題
I
未
爲
充
分
規
定

 

，
故
其
違
反
法
治
國
原
則
。
藉
規
定
於
多
數
考
廉
中
之
競
選
者
與
圃

11
間
之
選
擇
.，
以
及
對
其
專
業
知
識
，
由
審
査
程

 

序
所
證
明
之
特
別
條
件
要
求
，
於
此
欠
缺
其
判
斷
標
準
。
此

外

-
含
有
非
公
法
團
體
之
世
界
觀
及
宗
敎
團
體
之
規
定
，

三

-
九



三

_■0

於
國
家
中
立
義
務
違
反
情
形
下
，
排
除
有
特
定
組
織
存
在
。
總

之

，
危
害
少
年
書
籍
散
布
法
，
於
團
體
陪
審
人
員
之
任

 

命

時

，
違
反
實
質
事
項
應
有
法
律
規
定
之
要
求
，
而
放
任
予
行
政
機
關
，
從
而
亦
給
予
事
實
上
恣
意
任
命
之
實
務
，
大

 

開
方
使
之
門
。

他

者

，
該
法
違
反
引
註
要
求
(
基

本

法
第
十
九
條
第
！
項

第

二

段

)
及

檢

査
禁
止
(
基

本

法

第

五

條

第I

項
第
三

段

)
。該

受
不
眼
之
判
決
違
反
基
本
法
第
二
條
第
~
項
及
第
二
十
條
第
三
項
(
法

治

國

原

則

)
，
第
一
百
零
三
條
第I

項
 

與
第
十
九
條
第
四
項
第I
段

之

規

定

，
因
爲
其
不
但
在
危
害
少
年
問
題
上
，
而
且
於
作
爲
藝
衛
之
歸
類
方
面
，
僅
賦
予

 

聯
邦
審
査
處
於
訴
訟
上
有
限
審
査
之
評
斷
空
間
。

於
違
反
法
治
國
原
則
及
第
一
百
零
三

條

第

I

項

情

形

下

，
最
S

絕
聯
邦
審
査
處
所
持
有
僅
主
張
但
未
證
明
危
害

少
年
之
少
年
心
理
學
鑑
定
意
見
。
鑑
定
人
S
.
敎
授
業
已
持
著
先
前
具
有
見
解
。
因

此

，
其
鑑
定
書
不
得
作
爲
裁
判
基
， 

礎

。
2
聯

邦

少

年

、
家

庭

、
婦
女
魅
健
康
部
於
其
以
聯
邦
政
府
爲
名
義
所
爲
之
意
見
書
中
，
限
定
聯
邦
審
査
處
組
織
之

 

問

題

。
該

法

律

規

定

，
由

憲
法
觀
點
，
不
宜
受
到
指
责
。
危
害
少
年
書
箱
散
布
法
於
斟
酌
素
材
之
性
質
，
規
定
所
有
實

 

質
之
街
^

題

。
就
於
各
個
團
賸
中
所
爲
組
織
結
構
夔
更
之
適
當
反
映
*
該
法
第
九
條
第
二
項
提
供
予
以
可
能
性
。
如

 

該
團
賸
未
預
爲
合
作
之
準
備
時
，
對
具
有
參
與
能
力
機
構
之
法
律
上
確
定
-
將
不
可
避
免
導
致
無
法
預
期
之
缺
漏
。
基
 

於
法
律
基
礎
所
爲
之
任
命
，
不
宜
受
到
恣
意
之
指
賓
。



聯
邦
審

査

處

爲

聯
邦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辯
護
，
該
尉
立
之
利
益
於
此
或
有
協
調
之
可
能
。
在
立
法
者
之
創
制
自
由
中

 

，
其
可
選
擇
是
否
就
聯
邦
審

査

處
組
織
予
以
確
定
或
另
作
具
體
化
。
對
於
參
與
所
有
僅
可
想
像
之
組
織
，
似
不
可
能
。 

聯
邦
部
提
之
一
定
處
分
可
能
性
，
依
憲
法
觀
點
，
應
可
接
受
。

B

、
合
法
之
憲
法
訴
願
有
理
由
。
該
受
不
服
之
判
決
違
反
基
本
法
第
五
條
第
三
項
第

I

段

規

定

(
I

 )
。
就
團
體
陪
審

 

人
員
確
定
之
規
定
，
受
到
嚴
厲
之
懷
疑
(
危
害
少
年

S

籍
散
布
法
第
九
條
第
二
項
〕
。
但
其
予
以
過
渡
時
期
(

n

〕
。 

其
餘
之
指
貴
無
理
由

(
H

 )
。

I

、
⑻

列
入
禁
書
之
書
籍
屬
於
基
本
法
第
五
條
第
三
項
第
一
段
之
保
護
範
圍
。
於

此

，
有

疑

議

者

，
丙
該
著
作
稱
之

 

爲

小

說

，
並
網
示
受
認
可
之
藝
術
活
動
(

I

 f
作

家

〕
之

成

果

，
是

否

卽

肯

定

爲

前

述

保

護

範

圍

。
但
該
著
作
具
有

 

M
i

術

J:
獨
特
結
構
特
徵
：
其
係
自
由
創
作
形
成
之
成
果
，
於
小
說
之
文
學
形
式
上
，
表
現
出
著
作
人
之
印
象
、
經
驗
及

 

幻

想

C

參

照B
V
e
r
f
G
E

 3
0
,
1
7
3

頁

〔

一
八
八
頁
以
：卜

〕
；
六

七

、
二

=
1
頁

〔
二
二
六
.頁

〕

E
u

G
K

2
】
9
8
4

 

，
四

七

四

頁

〔
四
七

七

頁

〕

)
=
基
本
之
創
作
形
式
，
於
與
環
境
相
關
之
描
述
及
維
也
納
俗
話
之
使
用
中
，
得
被
認
爲
.. 

是
創
作
風
俗
之
方
式
。
此

外

，
小
說
容
許
一
系
列
爲
蘇I
術
意
圖
推
論
之
設
釋
。
因

此

，
小
說
可
能
在
發
展
中
小
說
中
，
 

被
認
爲
是
種
揶
揄
。
再

者

，
女
主
角
使
人
意
味
著
男
人
性
幻
想
之
化
身
，
其
作
爲
敎
育
上
之
反
映
，
其
目
的
萣
兩
性
之

 

厭

抑

。
同

時

，
亦
經
常
怠
識
到
詼
請
模
仿
之
因
素
。

(b)

該
小
說
可
能
同
時
被
視
爲
色
情
，
使
之
不
具
有
藝
術
性
質
。
就

此

情

形

，
使
人
m

及
聯
邦
遠
法
法
院
判
決
(



B
V
e
r
f
G
E

 3
0
,
3
3
6

〔
 3

5
0

〕
)
及
受
不
服
之
聯
邦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
判
決
書
複
印
本
第
十
四
頁
)
所
引
起
疑
議
， 

無
法

淸

除
=
截
術
與
色
情
，
正
如
聯
邦
最
高
法
院
於
其

H
e
n
r
y
s
i
l
l
e
r
s

 O
p
u
s

 P
i
s
t
o
r
u
m

之
判
決
中
所

爲
正
確

 

見

解

(B
G
H

 

,
^

1
9
9
0
,

 3
0
2
6

頁

(

3
0
2
7

頁

)
〕
，
兩
者
互
不
排
除
。
毋
寧
是
依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载

判
集
第

 

六
七
卷
，
二
一
三
頁
〔
二
二
六
頁
以
下
〕

W
U
G
K
2

 1
9
8
4
,

 4
7
4

〔
 4

7
7

〕
所
建
立
之
判
斷
標
準
，

龉
以
判
定
藝

 

術
性
質
。
其
認
定
非
繫
於
國
家
風
格
、
水
準
及

内

容
之
控
制
或
藝
術
著
作
效
用
之
判
斷
(
參
照

B
V
e
r
f
G
E

 7
5
,

 36
9

 

〔3
7
7

〕
 

E
U
G
W
Z

 1
9
8
8
,

 2
7
0

〔
 2
7
1

〕

；

 8
1
,

 2
7
8

〔
 2

9
1

〕
〕
。
如
此
觀
默
至
多
於
藝
術
自
由
是
香
應

 

銳
競
合
法
益
，
從
憲
法
位
階
上
有
所
讓
步
之
問
題
檢
驗
時
，
始
發
生
作
用
。

2.
藝
術
自
由
之
無
保
留
保
障
，
原
則
上
不
排
除
因
少
年
保
護
而
列

爲

禁
書
。
藝
術
自
由
旣
不
受
菡
本
法
第
二
條
第

 

I

拟
第
二
半
段
之
三
位
一
體
規
定
，
亦
不
受
基
本
法
第
五
條
第
二
項
所
設
限
制
，
而
劃
下
界
限
。
徂
如
其
同
位
於
憲
法

 

位
階
時
，
其
適
用
於
其
他
權
利
主
體
之
基
本
權
利
，
但
亦
適
用
於
其
他
法
益

(
B
v
e
r
f

 G
E

 3
0
,

 1
7
3

〔
 1

9
3

〕

;

s

r

w
s
p
r
.

)
。
防
止
道
德
上
危
害
兒
童
及
少
年
之
保
護
，
受
憲
法
所
保
護
利
益
之
確
保

=

⑻
業
已
於
直
至
目
前
之
判
決
中
，
聊
邦
憲
法
法
院
認

爲

，
依
基
本
法
本
身
所
持
之
價

値

，
少
年
保
護
是
具
有
重

 

要
地
位
之
目
標
及
重
要
之
共
同
願
望
(
參
照

B
V
e
r
f
G
E

 
30,
 3

3
6

〔
 3

4
7

及

3
4
00
〕

；

 7
7
,

 3
4
6

〔
 3

5
6

〕
 

E
U
G
SO
Z

S

88,
 1

3
7

〔
 1

3
9

〕
)
。

於
基
本
法
第
五
條
第
二
項
明
示
少
年
保
護
，
尤
其
依
搣
於
基
本
法
第
六
條
第
二
項
第

I

段
規
定
之
父
母

敎

養
M

, 

而
享
有
憲
法
位
階
。
此
包
括
決
定
兒
童

敎

材
之
權
限

(B
V
e
r
f
G
E

 7
,

 3
2
0

〔
 3

2
3

頁
以
下
〕
)
。
危
害
少
年
書
籍



散
布
法
係
與
抗
告
人
見
解
相
反
，
旨
在
命
予
第
三
條
至
第
五
條
之
列
爲
禁
«

之
效
果
，
而
非
在
於
國
家
檢
杏
職
務
之
行

 

使

，
以
削
弱
父
母
敎
養
_權
之
範
圍
。
其
目
的
毋
寧
是
预
防
憲
法
所
保
障
之
父
母
敎
養
權
遭
受
破
壞
。
危
菩
少
年
«
籍
散
 

布
法
第：一一

條
至
第
五
條
規
定
，
應
在
於
確
保
該
對
於
兒
童
及
少
年
發
展
有
損
害
之
兒
童
及
少
年
書
籍
，
僅
經
其
父
母
之
 

rnj
s:

，
始
得
接
觸
。

I

九
七
三
年
1
 
|

月
廿
三
日
第
四
次
刑
法
修
正
法
第
五
條
第
八
款
規
定
所
包
含
之
危
害
少
年
»
籍
 

f

法
第
二
t

 

一
條
第
四
項
規
定
，
係
爲
保
障
父
母
得
免
於
任
何
刑
事
處
罰
而
爲
B

由
決
定
，
從
而
原
則
上
亦
准
將
危

 

害
少
年
書
籍
散
布
法
第
六
條
所
稱
之
書
籍
，
交
付
予
受
其
敎
卷
之
人
(

參
照
前
述
：
少
年
、
家
庭
®
健
康
委
員
會
對
法
 

祁
草
案
之
M

後
建
議
與
報
fi

，

B
T
D
r
u
c
k
s
.

 I
0

 /

 7
2
2
,

 B
T
D
r
u
c
k
s
-

 

l
o
\

 25
4
6
,

 S
.

 一
6

 r
e
c
h
t
e

 

S
p
a
l

 te

 

)
 〇

此
外
，
依
基
本
法
笫I

條

第一

項
以
及
第
二
條
第一

項
規
定
，
兒
童
及
少
年
保
護
亦
得
位
於
憲
法
位
階
。
兒
童
及
 

少
年
享
有
基
本
權
利
規
範
所
稱
之
芄
人
格
發
展
權
利
D

其
需
要
保
護
，
並
需
要
協
助
，
以
發
展
於
社
會
團
體
中
自
我
負

 

苡
之
人
格
(

參
照

B
v
e
r
f
s

 7
9
,

6
1

〔 6
3

〕 

E
u
G
K
Z

 1
9
8
8
,

 5
2
9

〔 5
3
3

〕
)

 
D

此
正
亦
適
用
於
防
止

 

性
危
險
之
保
護
及
可
能
尊
重
人
格
權
之
性
敎
宵
(

參
照

B
V
e
r
f
G
E

 4
7
,

 4
6

 C

 7
2

頁
以
下
〕

E
u
G
K
Z

 J
9
7
S
,

 

5
7

〔 6
3

页
以
下
〕
〕
。
此
種
論
點
，
使
國
家
冇
權
避
免
兒
童
及
少
年
，
對
於
兩
性
看
法
及
其
人
格
發
展
，
可
能
遒
受
 

不
良
之
影
m

a

(b)

因
未
違
憲
，
立
法
者
准
爲
如
是
論
點
，
S

籍
(

危
害
少
年
書
籍
散
布
法
第
一
條
第
一
項
〕
可
能
苻
危
害
少
年
 

之
影
m

。
相
反
於
抗
告
人
之
見
解
，
其
不
考
慮
學
術
、
經
驗
上
之
證
據
，
而
採
取
立
法
措
施
，
卽
文
學
著
作
可
能
對
於



三
二
四

兒
童
及
少
年
造
成
損
害
.。
此

種

看

法

，
毋
寧
是
在
於
賦
予
其
評
價
特
權
之
範
圍
內
。
其
理
由

及

範

圍

，
繫
於
各
種
不
同

 

因

素

。
特
別
是
尙
未
最
後
解
決
之
實
質
領
域
性
質
，
形
成
一
個
相
當
安
定
、
有
經
驗
支
持
之
判
決
以
及
相
關
法
益
之
意

 

義

，
作
爲
決
定
之
標
準

◊
爲
準
備
一
九
七
三
年
十
！
月
廿
三
日
刑
法
第
四
次
修
正
法
(
4_
 s

t
r
K
G
)

 
(
 BG

W
I

 .

1.

 S,

 1
7
2
5

 
)
學

術

、
經
驗
上
詳
論
之
現
況
報
告
指
出
，
透
過
書
籍
而
危
害
少
年
之
可
能
性
，
縱
使
有
強
而
有
力
之

 

相

反

意

見

，
但
仍
無
法
有
充
分
論
據
補
強
之
。
骸
法
之
標
準
預
備H

作

，
業
已
於
第
六
次
選
搴
期
完
成
i

 

B
T

 

D
r
us -
s
.
 
7

\

8
,°
s
.
 14

 
)
。
當
時
®

害
少
年
害
®

布
法
舊
法
第
六
I

®

題

，
實

質

上

與

刑

法

第|

百
 

八
十
四
條
(
色
情
文
學
之
散
布)
！

併

討

論

。
廉
然
延
請
社
會
學
、
性

學

、
精

神

病

學

、
心

理

學

、
敎

育

學

、
法
醫
學

 

、
犯

罪

學

、
神

學

、
哲

學

、
法
學
領
域
專
家
以
及
刑
事
警
察
、
社

會

福

利

、
少
年
輔
助
及
敎
育
界
之
實
務
工
作
者
爲
廣

 

泛

之

聽

證

，
刑
法
修
正
特
別
委
負
會
不
能
說
毫
無
疑
議
地
澄
f

害

少

年

問

題

。
再

考

，
於

所

有

不

I

致

意

見

中

，
有

 

相

同
評
價
者
，
就
％

與
心
理
發
展
之
效
用
上
可
能
關
聨
，
s

學
術
性
意
見
之
評
斷
，
因

§

有
髖
系
綢
査
及
長
期

 

硏

究

，
更

加

困

難

(
參

照

前

述

：
刑
法
修
正
特
別
委
員
會
書
面
報
告
，B

T
D
r
u
c
k
s
.

 
V
I
\
3
5
2
r
r
 3,

 5
8

頁
 

以

下

及

6
5

頁
以

下

；
就
立
法
程
序
繼
嫌
發
展
，
尤
其
參
閱
刑
法
修
正
特
別
委
員
會
之
報
告
與
提
議
，B

 

T
D
r
u
c
k
s
.

 

7
X

2
4,

 1

0
頁

以

下

及

=

頁

以

下

)
。

於
此
學
術
上
尙
未
澄
淸
之
情
況
下
，
立
法
者
有
權
評
估
危
害
狀
況
及
危
險
，
並
決
定
其
是
否
採
取
措
龙
(
參
照

 

cov
e
r
f
G
E

fe,

 8
9

〔

】
3
1

 
頁

以

下〕

w
 

U
G
W
Z

 
1
9
700
, 5

5
3

〔
 
5

.2?
〕

)
。
附
加
對
其
決
定
予
以
正
當
化

 

理
由

是

，
駭
與
藝
術
自
由
競
爭
之
法
益
'，
主
要
規
定
於
基
本
法
第
六
條
第
二
項
第I

段

但

於

第

二

條

第

一

項

以

及

第



i

條
第
一
頊
之
中
，
並
占
有
相
當
高
之
位
階
。
如
係
在
學
術
現
狀
，
以
理
性
方
式
少
年
不
可
能
受
有
危
害
時
，
立
法
者

 

始
捨
棄
其
所
澳
之
決
定
空
間
。
依
刑
法
第
四
次
修
正
法
諮
詢
結
果
，
此
事
不
能
予
以
考
慮
。

3.
立
法
者
如
決
定
使
兒
童
及
少
年
保
護
與
無
保
留
保

i r
藝
術
目
由
相
比
較
時
，
危
害
少
年
書
籍
散
布
法
於
合
憲
性

 

解
釋
所
欲
滿
足
之
要
求
，
係

源

自

憲

法

。

⑻
法
治
_國
原
則
及
民
主
要
求
，
使
立
法
者
負
有
義
務
，
就
基
本
權
利
實
現
之
標
準
規
定
，
實
質
上
由
其
本
身
爲

 

之

，
並
不
得
將
之
委
交
於
行
政
機
關
之
行
爲
及
決
定
楗
(
參

照

B
V
e
r
f
G
E

 33
,

 1
2
5

〔

〗5
00
〕

；

 3
4
,

 52

 C

 60

 

〕

；
3
4
,

 1
6
5

〔
 19

2
 頁

以

下

〕

；
S,
,
办
 

0
0

〔

£:
7

〕
 

W
U
G
W
2

 1
9
7
7
,

 
3
4
to
c
 3

5
3
〕

；

私7
,

私6

〔

7
8

 頁

以

下

〕

W
U
G
W
Z

 
I
9
7
oo
,

w
7

〔
 6

私

頁

以

下

〕

二

9

,

$

〔
 1

2
7

〕
 

M

U

G

S
 
1

9

7,°°
g ;
3
〔
 

5
6
3

〕

)
。
立
法
者
在
何
等
程
度
下
，
須
目
行
決
定
就
有
問
題
之
生
活
領
域
所
必
要
之
指
導
準
則
，
則
依
該
基
本
權
利

 

關
聯
作
爲
決
定
標
準

◊
如
相
互
競
合
之
基
本
法
上
自
由
權
互
涉
一
起
，
且
各
該
界
限
互
爲
流
動
，
並
難
以
認
定
者
，
則
 

存
在
著
如
是
義
務
。
尤
其
是
當
相
關
基
本
權
利
依
憲
法
文
義
，
無
保
留
予
以
保
障
，
且
該
欲
規
範
生
活
領
域
之
規
定
，
 

須
決
定
及
具

It
化
其
憲
法
內
在
限
制
之
際
，
更
有
前
述
情
形
之
適
用
。
於

此

，
立
法
者
有
義
務
，
於

任

何

情

事

，
就
對

 

立
之
自
由
保
障
限
制
，
於
其
對
於
該
自
由
植
行
使
有
實
質
重
要
意
義
之
程
度
內
，
而

爲

自

行

決

定

(
亦

參

照B
V
e
r
f

 

S

 6
、

3
2

〔
 4

2

〕

；

 2
0
,
1
5
0

〔
 IS

7

 頁

以

下

〕

；
00
0
,】

3
7

〔
 1

6
1

〕
 

M

e

s

z

s

s

s, 3
4
1
〔
3
4
7

 

頁
以
下
〕

)
。

(b)
依

前

述

原

則

，
立
法
者
於
危
害
少
年
書
籍
之
範
圍
內
，
自

行

規

定
藝
術
自
由
與
少
年
保
護

, ^
%
衡

，
其
以
危

三
二
五



三
二
六

害
少
年
書
籍
散
布
法
第
一
條
第
二
項
第
二
款
形
式
而
規
範
之
。
從
其
文
義
及
.體
系
地
位
觀
之
，
固
然
可
推
論
得
出
，
藝
 

術
保
留
僅
適
用
於
根
搣
危
害
少
年
書
籍
散
布
法
第
一
條
第I

項

第

I

段
及
第
二
條
而
列
爲
禁
書
，
且
非
包
含
依
冋
法
第

 

六
條
，
因
未
納
入
名
單
而
'生
同
法
第
)二
條
至
第
五
條
效
果
之
案
件=

m
基
本
法
第
五
條
第
三
項
第I

段
規
定
，
要
求
爲
. 

合
憲
性
解
棒
，
於
危
害
少
年
書
籍
散
布
法
第
六
條
情
事
，
亦
涉
及
藝
術
保
留
(
參
照B

V
e
r
f
G
E

 30
,

 3
3
6

〔
 35

0

〕V

儘
管
於
學
術
上
意
見
分
歧
衝
突
*
仍
容
許
立
法
者
決
定
茭
持
如
下
見
解
，
卽
危
害
少
年
S
籍
散
布
法
第一

條
第
一
 

項
第
二
段
所
稱
之
書
籍
，
原
則
上
於
道
德
足
以
危
審
兒
童
及
少
年
。
但
考
慮
藝
術
自
由
時
，
立
法
者
則
不
許
規
定
，
在
 

特
定
種
類
時
之
特
別
危
害
之
®
籍
始
終
享
有
少
年
保
護

 >
 且
毫
無
例
外
地
，
有
優
先
地
位
。
藝
術
自
由
與
其
他
具
有
憲

 

法
位
階
之
楢
利
如
陷
入
爭
議
時
，
毋
寧
是
此
：兩
者
須
以
最
適
狀
態
之
目
標
，
而
爲
相
當
均
衡
。
於
此
情
形
，
比
例
原
則

 

待
別
具
有
其
意
義(

B
v
e
r
f
G
E

 3
0
,
】
7
3

〔】
S
9

〕
)
 
D
此

外

，
應
注
怠
者
，
藝
術
S
由
正
如
其
本
身
由
基
本
法

 

第

I

條
第
一
項
價
値
觀
所
受
影
響
一
般
，
M

造
出
基
本
法
之
人
性
形
象
(
參
照B

V
e
r
f
G
E

 30
,

 1
7
7

〔
 1

9
3

及
 

1
9
5

〕
〕
。
因

此

，
於
營
造
所
企
求
之
協
調
時
，
應
注
意
藝
術
0
由
於
他
方
面
，
與
協
調
之
憲
法
法
益
之
行
使
及
效
力

 

範

圍

，
有
其
界
限
(
參
照B

V
e
r
f
G
E

 77
,

 2
4
0

〔
 2

5
3

〕

)
。
凡
此
必
須
衡
量
該
對
立
之
利
益
，
且
禁
止
其
賦
予
. 

一
般
性
(
與
祇
對
特
定
種
類
書
籍
〕
之
優
先
地
位
D

S

此
種
必
要
條
件
，
未
曾
考

:a
危
密
少
年
書
籍
散
布
法
第
H
條
至
第
五
條
規
定
，
不
是
完
全
阻
止
該
被
列
爲
嚴

 

重
危
害
少
年
之
藝
術
著
作
之
散
布
，
而
祗
萣
於
廣
告
及
散
布
受
有
限
制
。
#
酌
交
易
對
此
仍
屬
合
法
之
形
式
，
就
書
籍



之

散

布

，
對

於

成

人

亦

予

以

相

當

大

限

制

，
並

於

列

爲

禁

ffi
時

，
，小
得
不
考

慮

藝

術

3
由

。
因

此

，
從

憲

法

而

言

，
尤

 

其

依

基

本

法

第

五

條

第

三

項

m

 I

段

之

無

保

留

之

擔

保

，
1

不
¥

以
內
容
，
s

 i

條

第

二

項

第

二

款

之

藝

術

特

W
 

，
專

保

留

予

根

據

危

害

少

年

書

籍

散

布

法

第一

條

第

一

項

規

定

列

爲

禁

書

D
此

亦

淮

許

由

基

本

法

所

要

求

之

其

他

方

向

 

而

爲

解

椁

D
文

義

及

體

系

之

爭

議

，
不

萣

如

此

朝

向

依

基

本

法

所

拒

絕

之

方

向

，
以

致

於

立

法

者

之

意

旨

，
因
合
憲
性

 

解

釋

，
.轉

_
成

反

面

觀

點

，
因

而

冇

可

能

逾

越

解

釋

之

界

限

(
参

照

B
v
e
r
.
f
G
E

 2
,

 2
6
6

〔
 2

8
2
〕

；

 S
,

 2
S

〔
 

3
4

〕

；

 8
,

 2
1
0

〔
 2

2
1

〕

。

從

資

料

(
尤
其
#
閱
危
害
少
年
書
籍
散
布
法
政
府
草
案
，

B
T

D
S
C
k
s
。

1
/
1
1
2
,

 1
】

頁

)
得

知

，
立
法
者

 

冇
意
將
基
本
法
第
五
條
第
三

项

第
一
段
規
定
所
謂

鹞

術
條
款
(
政

府

草

案

第

I

條
第
一
項
第
二
段
第
二
款
〕

I

併
考
慮

 

。
於
此
意
圖
之
結
果
，
危
害
少
年

a

籍
散
布
法
第
六
條
規
定
如
違
反
憲
法
者
，
則
危
害
少
年
書
籍
散
布
法
第

I

條
第
二

 

項
第
二
款
規
定
，
亦
應
適
用
於
同
法
第
六
條
之
情
形
。
藝
術
條
款
之
包
括
危
害
少
年
書
籍
散
布
法
第
六
條
之
效
力
，
亦
 

使
之
與
前
述
後
者
規
定
之
，乂

義

相

I

致

。
據

此

，
危
害
少
年
書
籍
散
布
法
第
三
條
至
第
五
條
之
限
制
-
適
用
於
第
一
款

 

至
第
三
款
所
稱
之
書
籍
，
「
而
_个
需
納
人
名
單
及
公
告
」
。
丙

此

，
該

解
釋
腱
相

I

致

，
危
害
少
年
書
籍
散
布
法
第
六

 

條
之
適
用
要
件
，
係
根
據
危
害
少
年
0
籍
散
布
法
第
一
條
第
一
項
規
定
，
得
將
書
籍
納
入
名
單
中
，
如
此
無
危
害
少
年

 

書
籍
散
布
法
第
一
條
第
二
項
第
二
款
所
稱
之
障
礙
原
丙
存
在

D
藝
術
條
款
因
其
準
州
而
處
之
體
系
地
位
，
不
強
制
反
對

 

危
害
少
年
書
籍
散
布
法
第
六
條
以
及
第

I

條
第
二
項
第
二
款
規
定
之
憲
法
所
要
求
之
解
釋
。
法
律
規
定

爲
如
此
之
理
解

 

，
以
致
於
危
害
少
年
書
籍
散
布
法
第
六
條
所
稱
書
籍
時
，
亦
涉
及
_
術

保

留

。
但
於
此
等
案
件
，
不
致
於
藝
術
之

I

般

三
二
七



三
二
八

性
憷
先
地
位
，
而
祇
負
有
個
案
衡

M

之

義

務

。

(d)
此

外

，
危
害
少
年
書
籍
散
布
法
第
六
條
(
尤
其
是
第
三
款
)
，
不
受
到
嚴
厲
之
憲
法
上
質
疑
。
尤
其
此
情
形

 

非
源
目
確
定
性
要
求

=

法
律
之
規
定
，
須
如
此
被
掌
握
，
以
致
於
關
係
人
得
具
體
認
識
其
規
範
遵
從
性
及
法
律
狀
態
，
使
之
得
以
從
事
其

 

行

爲

(參
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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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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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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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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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7
OC
〕
 

W
U
G
i
?
2

 1
9
8
2
,

 1
9
5

〔
 2

0
0

〕

；

 62
,

 1
6
9

〔
 1

8
3

〕
 

E

 

u

 S

 

2

 1
9
8
3
,

 4
2

〔
 43

 

〕
〕
。藉
著
於

基
本
權
利
所
根
據
相
關
規
定

爲

基
礎
之
範
圍
，
而
被
涉
及
之
強
度
，
提
高
確
定
性
之
要
求
。
但
不
應
推
論
出
，
規
範
根

 

本
不
許
提
出
解
#
問

題

。
如
確
定
性
耍
件
得
以
傳
統
法
律
方
法
所
解
決
者
，
毋
寧
是
其
要
件
已
足
夠

C

參
照

B
V
e
r
f

 

G
w
 1

7
,

 6
7

〔
 8

2

 
〕
)
。

危
害
少
年
書
籍
散
布
法
第
六
條
經
得
起
此
等
要
求C

參

照B
V
e
r
f
G
E

二

，2
3
4

〔
 2

3
8

〕

)
。
其
構
成
要
件

 

(
尤
其
是
其
第
三
款
)
，
如
聯
邦
最
高
S

判
決
所
示
(
特
別
参
閲B

G
H
s
t

 S
,

 8
0

〔
 8

3

頁
以
下
〕

)
，
經
解
.釋
而
 

更
如
此
具
膛
化
，
以
致
於
其
本
身
足
以
符
合
基
本
法
第
一
百
零
.；二
條
第
二
項
規
定
之
確
定
性
要
求
。

4.
IH
於
f危
咨
少
年
書
籍
散
布
法
第
六
條
之
適
用
時
，
聯
弗
審

査

處
及
專
業
法
院
業
已
違
反
憲
法

=

⑻
該
受
不
服
之
判
決
，
不
僅
應
審

査

與
跫
否
依
據
截
術
自
由
之
意
義
及
效
力
範
圍
之
原
則
上
不
正
確
觀
點
(
參
 

照

tnv
e
r
f
G
E

 
1
8
,

00
5

〔
 9

2

頁

以

下

〕
)
。
於

此

，
憲
法
上
審

査

委
託
，
毋
寧
是
延
伸
至
行
政
機
關
及
專
業
法
院

 

之
法
律
適
用
個
案

爲

止

D
因

爲

其
範
圍
特
別
依
該
受
不
服
判
決
侵
害
相
關
基
本
權
利
之
強
度
而
決
定
之
(
參
照

B
V
e
r
f



G

w
fe
, 
1
400
〔
 H

7

 頁

以

下

〕

M
U
G
W
Z

 1
9
7
6
、

3
J
en
〔
 W1
5

 頁

以

下

〕

；6
6
,

 H
6

〔

】
3
I

〕
 

W
U
 

G
W
Z

 1
9
8
4
,

 3
0
0

〔
 30

1

 
頁

以

下

〕

)
。

導
致
更
深
入
之
憲
法
審
査
之
持
s

害

，
不
僅
存
在
於
受
基
本
法
第
五
條
第
三
項
第I

段
所
保
護
行
爲
之
刑
事
法

 

院

處

罰

，
亦
毋
寧
是
國
家
機
關
決
定
在
超
越
具
膛
案
件
之
外
，
足
以
發
展
預
防
效
果
，
卽

於

未

來

案

件

，
得
減
少
準
備

 

，
而
主
張
相
關
基
本
灌
利
時
，
如
此
侵
害
於
國
家
機
關
之
其
他
決
定
時
，
應

被

認

定

(
參

照

.■如

B
V
e
r
f
G
E

 4
3
,

 

w
o
 C

 13
5

 頁

以

下

〕
E
U
G
W
Z

 1
9
7
7
,

 1
0
9

〔
 10

9

 頁

以

下

〕

；6
7
,

 2
】
3

〔
 2

2
2

 頁

以

下

〕

WU
 

GWZ

 
1
900
4
, 4

7
4

〔
 4

7
6

〕

；

 75
,

 3
6
9

〔
 3

7
6

〕

W
U
G
R
Z

 1
9
8
8
,

 2
7
0

〔
 2

7
1

〕

；

 7
7
,

 2
4
0

〔
 

2
5

0

頁

以

下

〕

)
。

於

此

，
存
在
如
此
案
件
。
因
慈
術
著
作
亦
可
能
甚
至
完
全
顯
示
性
愛
關
係
，
故
該
受
不
服
之
判
決
足
以
減
少
藝
術

 

表
達
之
準
備
，
或
至
少
顯
然
限
縮
所
創
造
鷗
術
著
作
之
效
力
範
圍
。
因

此

，
其
具
有
超
越
具
體
案
件
之
重
大
效
力
範
圍

o

(b)
如

前

所

示

，
該
無
保
留
而
保
障
之
藝
術
自
由
與
兒
童
及
少
年
保
護
之
與
前
者
行
便
相
對
立
利
益
，
須
於
個
案

 

中

，
使
之
協
調

一

致

。
無
任
何
法
益
始
終
尉
於
他
法
益
，
靥
於
優
先

地

位

。
此
亦
適
用
於
危
害
少
年
書
籍
散
布
法
第
六

 

條
所
定
之
書
籍
。
同

時

，
此
僅
於
藝
術
自
由
之
相
對
立
利
益
爲
廣
泛
衡
量
後
，
始
准
予
納
入
危
害
少
年
書
籍
名
單
之
中

 

，
或
受
到
危
害
少
年
書
籍
散
布
法
第
三
條
至
第
五
條
規
定
之
限
制
。
此
不
同
於
行
政
高
等
法
院
之
見
解
，
亦
非
導
論
出

 

於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就
時
代
倒
錯
列
車
之
判
決
(B

V
e
r
f
G
E

 6
7
,

 2
1
3

〔
 2

2
8

〕
 

E
u
G
K
Z

 1
9
8
4
,

 4
7
4

〔

三
二
九



4
7
8

〕
〕
。
雖
於
該
處
指
出
，
競
合

法

益

(
於
該
處
：
人
格
權
〕
之
無
疑
可
確
認

爲

嚴
重
侵
害
，
或
許
無
法
經
由
，

m

術
 

@
由
加
以

Ih
當

化

。
佴
此
並
非
意
指
，
該
認
定
如
此
嚴
重
侵
齊
是
否
存
在
之
審

査

是
孤
立
，
卽
不
考
慮
著
作
之
性
質
而

 

進

fJ-
赛
査

(對
此
亦
參
照

 

B
v
e
r
f
G
W

 75
,

 3
6
9
〔

 37
8

 
頁
以
下
〕

w
 

u

 

G
K

 

Z

 1
9
8
8
,

 2
7
0

〔
 2

7
2

〕
〕
=
如
單
 

獨
參
酌
對
立
利
益
，
且
衝
突
之
解
決
，
專
視
經
由
藝
術
著
作
而
可
能
受
到
侵
害
之
嚴
重
程
度
而
定
時
，
該
於
其
完
成
請

 

求
_罹
所
涉
及
與
被
威
脅
之
法
益
，
或
可
能
因
藝
術
自
由
之
負
擔
，
而
不
得
被
最
適
當
考
量
。

於
藝
術

S

由
與
兒
童
及
少
年
保
護
利
益
之
衝
突
時
，
該
憲
法
所
要
求
之
協
調
，
却
不
能
單
依
據
先
前
合
乎
著
作
性

 

質
之
解
棒
作

爲

基
礎
(
參
照

B
G

H

 ,

 N
J
^

1
9
8
3
,
二

9
4

頁

〔

〗
1
9
5

〕
)
，
而
達

成

之

。
藝
術
著
作
不
僅
得
於

 

美
學
而
且
於
實
在
之
層
次
，
發
展
其
效
川
。
甚
至
於
非
通
常
情
形
，
如
不
能
推
斷
藝
術
著
作
之
全
部
內
涵
時
，
：

.IH
好
兒

 

童
及
少
年
成

爲

常
有
之
事
。
此
不

谨

適
州
於
個
性
不
穩
定
、
有
危
險
傾
向
之
少
年
，
亦
且
適
用
於
該
藉
著
天
賦
或

敎

養

 

防
止
不
良
影
響
而
被
保
護
之
兒
童
及
少
年
。
徂
此
認
識
之
結
果
，
非
始
終
給
予
少
年
保
護
利
益
屬
於
優
先
地
位
，
毋
寧

 

是
仍
留
有
衡
量
之
要
求
。

在
兒
童
及
少
年
保
護
方
面
，
聯
邦
審

査

處
及
專
業
法
院
於
憲
法
之
可
能
範
圍
內
，
應
設
法
弄

淸

楚
，
該
具
體
之

®
 

籍
可
能
造
成
何
種
傷
害
。
此
不
祇
包
括
觀
察
於
何
種
程
度
內
，
色
情
描
寫
物
之
接
受
，
與
此
同
畤
「
完

全

I

般
流
俥
之

 

黃
色
作
色
」
之

升

rH
情
形
(採
如
此
正
確
滑
法

：
B

G
H

,

 

i
N
J

与
一

9
9
0
,

 3
0
2
6

頁

〔

3
0
2
8

〕
)
。
此
有
時
亦
須
 

冇
其
效
果
之
專
家
鑑
定
調
香
。
於

此

時

，
職
邦
審

査

處
及
專
業
法
院
應
接
受
立
法
者
之
決
定
，
卽
危
害
少
年
書
籍
散
布

 

法

第

|

條
m

 一
項
所
稱
書
籍
於
兒
童
及
少
年
之
個
性
、
逍
德

發

展

(
卽
於
其
人
格
之
塑
成
〕
，
足
以
侵
害
之
。



對
於
藝
術
目
由
1
楢
衡
而
言
，
危
害
描
述
於
何
種
程
度
納
入
藝
術
槪
念
，
實

有

其
意
義
。
P
術
自
由
亦
包
括
危
害

 

少

年

、
特
別
是
以
暴
力
及
性
爲
主
題
與
依
藝
術
家
本
人
所
選
用
推
述
方
式
而
爲
之
改
作
及
加
T

。
其
得
愈
早
請
求
後
先

 

地

位

，
該
危
害
少
年
之
描
述
物
愈
多
構
成
藝
術
性
質
，
並
歸
入
_
術
著
作
之
整
腌
槪
念
中
(
參
照B

V
e
r
f
G
E

 30
,

1
7
CO
C
 19

5
 

〕

)
。
就
著
作
之
危
害
少
年
©
罾
是
否
納
入
e
^
m
念

之

審

査

，
必
須
有
合
乎
著
作
性
質
之
解
釋
。
 

再

者

3.
就
個
案
衡
量
藝
術
自
由
與
少
年
保
護
利
益
之
份
量
決
定
，
亦
得
使
於
公
衆
享
有
聲
春
之
著
作
被
列
爲
禁
霤

。
於
評
論
及
學
術
上
所
獲
得
之
囘
響
及
價
値
評
估
，
得
產
生
評
新
之
論
點
，
以
汍
定
藝
術
自
由
是
否
應
賦
予
汝
先
地
位

°

該
由
基
本
法
第
五
條
第
三
項
第I

段
所
推
論
出
之
審
査
要
求
，
不
僅
拘
束
聯
邦
審
查
處
，
亦
且

拘

束

法

院

。
據
此

 

爲
標
準
之
評
僙
之
事
後
審
査
，
係
屬
可
能
且
必
要
。
法
院
因
其
透
過
賦
予
聯
邦
審
査
處
祇
有
限
事
後
審
査
之
評
斷
空
間

 

之

情

形

，
不
得
削
減
其
審
査
列
爲
抗
本
書
是
否
與
藝
術
自
由
相
符
合
之
範
圍
。
此
现
許
與
直
接
由
基
本
法
第
五
條
第
三
項

 

第

I

段
規
定
導
出
之
要
求
，
以
使
廉
法
位
階
之
對
立
利
益
之
協
調
情
形
，
不
儘
相
符
。

因

此

，
並
非
意
指
聯
邦
審
査
處
根
本
未
保
留
有
評
斷
空
間
。
不
同
於
憲
法
訴
願
之
見
解
，
此
問
題
於
此
未
予
決
定

 

>
因
爲
聯
邦
行
政
法
院
及
行
政
高
等
法
院
於
受
不
服
之
判
決
中
，
旣
未
就
少
年
之
危
害
，
亦
非
於
書
籍
係
爲
藝
術
之
問

 

題

，
而
針
對
聯
邦
審
査
處
之
評
斷
空
間
。

$

該
受
不
服
之
判
決
未
對
憲
法
之
要
求
作
出
正
當
之
評
價
。
聯
邦
行
政
法
院
審
査
危
筈
少
年
書
籍
散
布
法
第
六

 

條
之
構
成
要
件
*
並
肯
認
之
，
但
未
s

本
佐
第
五
條
第
三
項
第一
段
所
要
求
爲
整
體
衡
量
。
此
限
制
於
就
可
能
對
於

三
||

二



藝
術
目
由
或
兒
童
及
少
年
保
護
，
具
有
根
據
危
害
少
年
»
籍
散
布
法
第
一
條
第
一
項
及
第
六
條
爲
列
入
或
不
列
入
禁
書

 

效
果
之
ftj
對
立
情
形
。
m
由
於
憲
法
之
赚
故
，
應
藉
前
述
由
辑
業
法
院
於
個
案
所
爲
噪
補
之
觀
點
，
以
衡
量
該
對
立
之

 

利

益

-
並
.囘
答
該
決
定
性
問
題
，
卽
該
著
作
之
效
力
範
圍
，
是
否
應
受
危
害
少
年
©
籍
散
布
法
第
三
條
至
第
五
條
所
定

 

之
限
制
。

行
政
高
等
法
院
亦
審
査
危
害
少
年
書
籍
散
布
法
第
六
條
之
構
成
要
件
，
但
未
斟
酌
所
要
求
之
藝
術
0
由
之
鄴
立
利

 

益

。
因
行
政
法
院
及
聯
邦
審
査
處
判
決
就
其
保
_
範
圍
之
確
認
，
繫
於
非
藝
術
之
特
徵
，
故
該
判
決
業
已
違
反
基
本
法

 

第
五
條
第
三
項
第
一
段
規
定
。

5.
據

此

，
整
個
判
決
應
予
廢
棄
。
依
前
述
憲
法
原
則
之
衡
量
，
將
有
何
結
果
，
仍

未

確

定

，
且
保
留
予
聯
邦
審

査

 

處
決
定
之
。

n

、
聯
邦
審

査

處
組
織
之
法
律
規
定
，
不
符
合
憲
法
要
求
之
指

a

，
亦
有

理

由

。

L

聯
邦
審

査

處
之
組
織
，
但

非

因

「
私

人

」
參
與
決
定
之
觀
點
，
而
受
到
指
貴
。

$

基
於
危
害
少
年
書
籍
散
布
法
第
九
條
第
二
項
所
稱
範
圍
之
陪
審
人
員
，
在
其
行
使
職
務
時
，
非
爲
私
人
，
而
 

是
由
聯
邦
部
長
隨
著
任
命
而
賦
予
之
職
位
承
受
者=

由
部
長
任
命
而
作
爲
對
國
會
負
S
之
政
府
成
員
，
同
時
使
之
達
成

 

民
主
正
當
化
。

因
聯
邦
審
査
處
成
員
依
危
密
少
年
書
籍
散
布
法
第
一
百
十
條
規
定
，
不
受
指
示
之
拘
束
，
故
不
侵
害
民
主
原
則
。



賦
予
聯
邦
審
査
處
之
任
務
，
依
種

類

及

範

阐

，
非
屬
如
此
政
治
作
用
範
圍
，
以

「
非

內

閣J

觀

點

(
參
照B

 

V
e
r
f
G
E

 

9,
 26

8

 C

 2
S
1

頁

以

下

〕

)
，
而
有
所
疑
義
。

(b)
 

非
於
公
法
_
務
及
忠
誠
關
係
之
人
之
委
託
決
定
權
限
，
亦
不
違
反
基
本
法
第
三
十
三
條
第
四
項
規
定
。

I

方

 

面

-
於
此
非
涉
及
主
摧
之
持
續
行
使
，
而
是
公
共
任
務
之
有
限
期
之
貫
行
。
他

方

面

，
社
會
團
髖
代
表
人
之
參
與
，
於
 

此
儘
可
能
以
某
種
程
度
遠
離
國
家
及
基
於
多
元
意
見
形
成
，
而
爲
有
關
新
聞
及
藝
術
自
由
之
決
定
之
觀
點
，
加
以
正
當

 

化

。
此
思
想
於
危
害
少
年
書
籍
散
布
法
第
九
條
第
二
項
規
定
中
，
發
現
憲
法
上
相
當
安
排
。

準

此

，
國
家
行
政
不
得
以
個
自
獨
裁
所
建
構
之
官
僚
機
構
，
要
求
確
定
該
列
爲
禁
書
決
定
之
價
値
標
準
，
毋
寧
是

 

其

提

供

一

個

法

庭

，
調
査
對
立
之
價
値
觀
及
針
衡
完
全
特
定
之
著
作
，
基

於

討

論

*
而

爲

決

定

。
團
鱧
代
表
人
之
參
與

 

，
於
此
正
得
以
婺
術
目
由
之
利
益
，
確
保
蒐
集
所
有
作
爲
列
爲
禁
害
決
定
標
準
之
觀
點
、
調
査
就
此
所
蘊
涵
之
僙
値
及

 

使

之

均

衡

。

(c)
 

有
關
危
害
少
年
書
籍
散
布
法
第
九
條
第
二
項
規
定
，
任
命

aN
gi
代
表
人
參
與
聯
邦
審
査
處
決
定
之
範
圍
選
撣

 

，
不

生

疑

義

。

尤
其
相
斜
於
宗
敎
團
體
(
危
害
少
年
書
籍
散
布
法
第
九
條
第
二
項
第
八
款
)
，
有
關
世
界
觀
之
團
體
不
予
考
慮
，
 

乃
不
應
遭
受
指
責
。
此
不
違
反
平
等
原
理
。
敎
會
於
少
年
照
顧
之H

作

"
負
有
其
各
宗
敎
背
景
之
義
務
，
固

然

正

確

。
 

但
因
敎
會
從
來
特
別
致
力
於
兒
童
及
少
年
照
輯
，
故
特
令
敎
會
參
與
職
邦
審
査
處
之
事
務
。
針
對
少
年
保
護
，
此
不
以

 

同
樣
方
式
，
適
用
於
有
關
世
界
觀
之
團
體
。

三
三
三



三
三
四

此

外

，
政
黨
及
工
會
不
得
選
派
團
艟
陪
審
人
員
，
不
得
加

以

指

責

。
於
聯
邦

審

査

處

，
有
別
於
藏
播
電
視
委
員
會

 

，
其
不
涉
及
重
要
社
會
力
之
控
制
，
而
是
特
別
有
資
格
評
斷
書
籍
之
危
害
少
年
性
質
或
藝
術
意
義
之
團
體
之
參
與
。

立
法
者
亦
未
有
專
業

範

圉

*
而
基
於
該
範

圍

，
得
在
爲
決
定
時
預
先
提
供
基
本
重
要
論
點
，
且
不
考
慮
以
憲
法
異

 

議
方
式
爲
之
。
於
危
害
少
年
書
籍
散
布
法
第
九
條
第
二
項
之
創
設
時
，
仍
留
予
其
創
制
空
間
。
於

此

，
其
亦
應
注
意
者

 

，隨
奢
日
漸
擴
大
，

。其
超
越
該
創
制
空
間
及
不
考
廉
有
意
義
之
組
合
之
穰
誌
，未
被
認
識
。 

(d)
應
參
與
之
團
M

 ,
亦
於
危
害
少
年
書
籍
散
布
法
第
九
條
第
二
項
充
分
確
定
之
界
陴
，。

如

前

C

 I.

 3.

 d
.

,
)
所

述

，
解
釋
問
題
得
以
傳
統
法
律
方
法
加
以
解
決
時
，
卽
符
合
確
定
性
要
求
。
此
經
由
危

 

害
少
年
醫
籍
散
布
法
第
九
條
第
一

 
1
項
規

定

之

列

舉

，
得

以

保

障

。
於
整
術
與
文
學
領
域
間
有
某
種
程
序
之
重
#
存

在

，
 

固
然
有
此
可
能
；
但
如
同
直
至
目
前
實
務
見
解
所
示
，
由
此
衍
生
之
界
限
問
題
，
有
解
決

之

可

能

。

2.
但
國
會
立
法
者
本
身
，
不
樹
聯
邦
審
査
處
組
嫌
之
實
質
問
題
，
加

以

規

定

，
亦
不
爲
符
合
基
本
法
第
八
十
條
第

 

一
項
第一

段
規
定
要
求
之
法
規
性
命
令
授
權
。

.

⑻
實

質

論

(
參

照

前

揭I.

 3
.

 a
.

〕
不
僅
囘
答
特
定
標
的
是
否
必
須
法
律
加
以
.規

定

，
毋
寧
是
該
規
定
於
個

 

案
時
須
適
用
程
度
如
何
，
予

以

決

定

篇

準

(
參
照B

v
e
r
f
G
E

'co4
,

 16
5

 C
】
9

2

〕

；

 4
9
,

00
9
 C

 1
2
7

及

J
2
9

 

〕

W
U
G
W
Z

 1
9
7
S
,
S
3

 
C
S

3

〕

；

01
7
,
 2

9
5

〔
 3

2
7

〕
 

W
U
G
W
2
s

g

rNS
9
5
〔
 3

0
3

〕

)
。
此

 

衍

生

義

務

，
在
於
規
定
與
競
合
自
由
權
相
界
限
，
於
個
案
在
內
容
上
i

用
法
律

之

行

政

，
並
且
至
何
種
程
度
，
准
予

 

限
制
基
本
法
第
五
條
第
一11

項

第

一

段

規

定

所

涉

及

列

爲

禁

書

決

定

自

由

之

：範

圍

(
另

參

照B
V
e
r
f
G
E

 6,

 32



〔

fe
〕

；

 2
0
,

 1
5
0

〔
 1

5
7

〕

；

 S
O
,

 1
3
7

〔
 1

6
1

〕
 

m
 

u

 

G
w
z

 1
9
8
9
,

 3
4
1

〔
 34

7

 頁
以
下
〕
)
。於
 

行
敌
程
序
宜
標
示
簏
合
自
由
權
界
限
之
設
置
，
亦
歸
屬
於
立
法
者
在
其
實
質
指
導
準
則
中
所
規
定
之
內
容
。
於

此

，
必
 

須
預
爲
提
供
程
序
規
範
，
該
規
範
應
取
向
於
其
任
務
，
且
同
時
足
以
實
現
之
(
參

照B
V
e
r
f
G
E

 53
,

 3
0

〔
 6

5

〕
 

f
:
U
G

5cz
 
J

g

g

o
tn
-sl
c
 6

6

〕

；

ct>
5
,
 
7
ct>
c
 9

4

〕
 

w

e

G

R

Z
 J

9
8
4
,

 35

 c

 3
7

〕

，
各
其
所
示

 

參

考

鲁)
=

籍
相
當
程
序
規
定
而
實
現
基
本
磕
利
之
要
求
-
在
此
首
0

對

立

法

者(
B
V
e
r
f
G
E

 73
,

 2
S
0

〔
2
9
6

 

〕

E
u
G
R
Z

 1
9
S
7
,

 2
8

〔
 3

2

〕

)

。
行
政
程
序
直
接
對
於
基
本
法
所
保
護
地
位
產
生
影
響
時
，
該
程
序
規
定

 

於

其
利
益
内
-
須
以
法
規
形
式
確
定
之
。
於

此

情

形

，
該
事
並
不
充
分
具
備
。

(b )
但
立
法
者
未
斜
團
賸
陪
審
人
員
爲
資
格
審
査
，
不
應
受
到
指
資
，
其
參

與

之

目

的

，
旨
在
提
出
專
茱
界
之

 

觀

點

。
因

此

，
欠
缺
深
切
影
響
之
理
由
，
要
求
各
個
圃
搜
陪
審
人
員
，
超
越
》

膛
歸
膘
之
資
格
證
明
。

爲
建
立
所
有
利
益
之
最
具
可
能
廣
泛
槪
觀
之
目
的
，
相
互
輝
映
見
解
交
換
之
強
制
，
藉
足
以
確
保
有
受
列
爲
禁
軎

 

威
脅
著
作
之
目
由
請
求
M
 (
基

本
法
第
五
條
第
三
項
第I

段

)
方

式

，
由
立
法
者
保
障
之
。
加

重

多

數

之

要

求

(
危
害

 

少
年
香
籍
散
布
法
第
十
三
條
)
確
保
不
因
少
數
見
解
，
卽

被

通

過

，
且
意
見
分
歧
時
，
必
須
有
明
顳
多
數
者
，
始
可
能

 

列

入

禁

書

。

該

原

則

透

過

危

害

少

年

書

籍

散

布

法

第

九

條

第

三

項

規

定

之

法

定

人

數

，
爲

有

效

之

補

充

。
其

確

保

少

數

保

護

，
 

同

時

保

障

無

任

何

競

合

利

益

之

單

方

面

被

忽

視

=
有

人

(
如

浮

現

眼

前

之

抗

告

人

)
因

一

位

或

二

位
®

體

陪

審

人
員
之

 

持

續

缺

席

，
欲

對

聯

郭

審

査

處

活

動

提

出

質

疑

時

，
如

將

之

交

付

若

干

少

數

團

膣

陪

審

人

員

之

手

，
或
許
阻
礙
憲
法
中

三
三
五



三
三
六

所
確
立
兒
童
及
少
年
之
法
律
保
護
。
他

方

面

，
於
受
威
脅
之
基
本
法
第
五
條
第
三
項
第I

段
所
定
目
由
權
之
利
益
中
，
 

8
*

危
害
少
年
書
籍
散
布
法
第
九
條
第
三
項
第
二
段
以
及
第
十
三
條
規
定
確
保
，
因
逐
潮
滅
少
之
會
員
人
數
，
將
滅
弱

 

該
被
保
留
票
數
之
份
量
。
如
僅
九
位
委
員
出
席
者
，
不
須
有
三
分
之
二
，
而
是
有
七
票
贊
成
列
爲
禁
霤
，，
否

則

，
此
不

 

允
許
發
生
。

(c )
但
選
舉
團
被
陪
審
人
員
之
程
序
，
法
律
上
規
定
不
甚
充
分
。
法
規
形
式
所
定
之
程
序
，
須
斟
酌
所
有
於
列
爲

 

禁
書
決
定
中
所
應
注
意
觀
點
之
最
可
能
廣
泛
調
査
趣
向
。
因

此

，
立
法
者
須
詳
細
規
定
，
基
於
危
害
少
年
書
籍
散
布
法

 

第
九
條
第
二
項
就
陪
審
人
員
選
派
之
團
馘
所
考
量
之
人
合
團

Is
與

聯

合

會

。
再

者

，
其
應
規
定
如
何
選
擧
'各
陪
審
人
員

 

。
於
此
所
須
企
求
者
，
爲
至
少
傾
向
於
完
全
涵
蓋
該
參
與
圏
體
之
意
見
。

危
害
少
年
醫
箱
散
布
法
不
包
括
如
萣
規
定
，
亦
^

1C

備
充
分
規
定
法
規
性
命
令
授
樓
之
形
式
。
對
於
法
規
性
命
令

 

制

定
者

之

授

摧

，
未
涉
及
選
舉
程
序
。
此
尤
其
亦
適
用
於
紙
涉
及
聯
邦
審
査
處
程
序
但
未
於
陪
審
人
員
選
舉
上
讓
步
之

 

危
害
少
年
書
籍
散
布
法
第
二
十
三
條
規
定
。

3.
但
直
至
新
規
定
爲
止
，
最
遲
至
一
九
九
四
年
底
，
此
瑕
疵
應
予
容
忍
。

此
符
合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判
決
，
經
由
其
判
決
，
不
致
於
合
憲
情
形
比
現
今
遼
少
之
情
況
。
此
不
排
除
將
現
行
規
定

 

，
不
紙
視
爲
與
基
本
法
不
一
致
，
而
且
甚
至
視
爲
無
效
。
因
此
可
能
產
生
如
是
結
果
，
卽
聯
邦
審
査
處
根
本
上
不
再
能

 

從
事
兒
童
及
少
年
保
護
活
動
。
爲
防
止
人
格
發
展
危
害
之
基
本
法
所
定
兒
童
及
少
年
保
護
，
儘
管
現
行
法
有
瑕
疵
，
仍

 

必
須
使
現
行
法
律
狀
態
暂
時
存
繽
其
效
力
。
他
方
®
,
此
狀
態
如
難
以
預
湎
長
期
存
續
效
力
者
-
則
與
列
爲
禁
書
所
涉



及
之
0

甶
《

,
尤
其
是
基
於
迤
本
法
第
五
條
第
三
項
第
一
段
所
保
障
者
，
相
互
牴
觸
。

四
年
牕
認

爲

是
相
常
期
間
。
因
兩
德
統
一
所
牽
聯
問
題
，
特
別
強
烈
要
求
立
法
者
之
情
形
，
固
然
躐
予
考
處
。
似
 

此
涉
及

在
：？

綜
蹵

槪

觀
領
域
之
組
織
決
定
，
而
該
決
定
似
乎
不
需
太
長
準
備
工
作
。

3
、

其
餘
指

K

無

理

由

。

L
引
註

要

求

(
基
本
法
第
十
九
條
第
一
項
第
二
段
)
未
被
侵
害
。
其
祇
適
用
於
依
立
法
者
明
示
授
.權
而
准
予
限
制

 

之
基
本
榴
利
(
#
照
 

B

v

e

r

f

G

E
to
r

^

c
 9

3

〕

；

 2
4
,

 3
6
7

〔 3
9
6

 頁
以
下
〕
；

6
4
,

 7
2

〔 7
9

 頁
以
下
〕 

W
U

G
W
2

I
9
S

,

 6
4
8
〔

fos
p
r
b
e
r
.

 
N

V
. 2

7

〕
)
。
{[1
依
基
本
法
第
五
條
第
三
項
第

一

段
所
生
之
基
本
_罹
利
 

，
不
M

之

=

2.
 

就
聯
郭
審

査

處
在
於
侵
齊
基
本
法
第
二
條
第

|

項
以
及
第
二
十
條
第
：一
一
項
、
第
十
九
條
第
四
項

m

 一
段
與
第

一

 

百R
-
H

條

第

I

項
之
愔
形
，
被
賦
予
評
斷
空
間
，

爲

之

落

空

。
於
此
受
不
服
之
判
決
，
聯
邦
行
政
法
院
及

fx
政
高
等
法

 

院
卽
未
涉
及
少
年
危
古
之
評
斷
，
亦
未
涉
及
基
本
法
第
五
條
第
三
項
第

I

段
所
生
自
由
範
圍
之
標
示
，
而
係
根
據
聯
郭

 

審
查
處
之
評
憤
特
權

D

3.
 

袖
珍
本
.害
籍
之
列

爲

禁
書
，
亦
，小
違
反
某
本
法
笫
五
條
第
一

项
第
一
二
段
所
定
之
檢
查
禁
止
。
憲
法
僅
禁
止
事
前

 

檢

査

。
其
中
行
政
機
關
程
序
之
預
先
介
入
，
應
理
解

爲

於
其
決
議
前
，
該
著
作
不
准
予
發
行
(
#
照

B
V
e
r
f
G
E

 3
3
,

 

5
2

〔
 7

1

頁

以

下

〕
)
。
法
律
未
規
定
此
程
序
，
法
律
祇
包
含
壓
制
措
施
之
授
權
基
礎
。

亊
货

上
該
袖
珍
本

a

籍
於
公

 

表
後
四
年
-
始
被
列
入
禁
@

。
由
於
危
害
少
年

®
籍
散
布
法
第
十
八
條
之
一
規
定
，
此
措
施
之
叮
能
性
業

B

於

|

九
七

三
三
七



三
三
八

八
年
該
小
說
發
行
時
不
加
以
考
慮
者
，
祇
導
致
逐
漸
升
高
之
威
脅
性
墼
制
國
家
行
爲
之
可
預
見
性
，
但
似
乎
賦
予
其
先

 

發
生
效
力
之
預
防
特
性
(
參

B
V
e
r
f
G

 
，
前
揭
判
決
，
七
三
頁
〕
。

參
興
決{

疋
之
法
官
：H

e
r
z
o
g

 院

長

，H
e
n
s
c
h
e
r

s
e
i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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