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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
蹟 

ˉ
ˉ
黃
教
授
為
國
內
外
研
究
中
國
宋
代
歷
史
與
中
韓
關

係
史
著
名
的
學
著
，
先
後
發
表
近
七
十
篇
論
文
及
五
本

專
書
。
此
外
參
與
推
動
中
央
研
究
院
﹁
漢
籍
電
子
全
文

資
料
庫
﹂
︵
新
四
庫
全
書
電
子
資
料
庫
︶
的
建
置
及
行

政
院
國
科
會
﹁
數
位
典
藏
博
物
館
﹂
的
計
畫
，
對
傳
統

典
籍
文
獻
貢
獻
良
多
，
因
此
被
推
薦
為
本
屆
中
央
研
究

院
人
文
組
院
士
候
選
人
。 

 

▲
得
獎
感
言 

ˉ
ˉ
有
一
個
能
享
受
研
究
之
樂
的
人
生
，
真
是
三
生
有

幸
。
但
這
一
興
趣
的
獲
得
，
緣
於
在
人
生
啟
蒙
時
期
，

能
在
淳
樸
無
華
的
校
園
中
，
得
到
師
長
的
啟
迪
和
培

育
，
才
有
成
長
的
機
會
。 

ˉ
ˉ
我
出
生
於
蘇
澳
僻
遠
的
鄉
下
。
高
中
時
期
，
曾
對

社
會
改
革
懷
抱
著
高
度
的
熱
忱
與
使
命
感
，
參
與
各
項

社
會
活
動
。
後
來
有
感
於
自
身
能
力
難
以
在
複
雜
的
環

境
中
展
現
所
學
，
轉
而
選
擇
歷
史
。
一
九
六
八
年
考
上

黃

寬

重 

民
國
六
十
一
年
畢
業
於
歷
史
系
，
國
立

台
灣
大
學
歷
史
研
究
所
博
士
。
現
任
中

央
研
究
院
歷
史
語
言
研
究
所
所
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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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興
大
學
歷
史
系
，
開
始
學
史
之
旅
。
我
是
歷
史
系
第

一
屆
學
生
，
當
時
母
校
仍
是
省
立
大
學
，
文
學
院
剛
成

立
，
師
資
、
圖
書
及
學
習
環
境
都
嫌
不
足
，
但
我
們
的

創
系
主
任
王
天
民
教
授
兼
任
教
務
長
，
運
用
他
的
人
脈

排
除
萬
難
，
一
面
延
請
了
中
央
研
究
院
、
台
大
和
東
海

的
教
授
來
校
兼
課
，
一
面
積
極
爭
取
校
方
支
援
，
闢
建

圖
書
室
，
購
買
專
業
圖
書
，
讓
同
學
擁
有
屬
於
自
己
的

學
習
空
間
。 

ˉ
ˉ
大
學
四
年
雖
是
我
生
活
上
最
困
頓
的
時
候
，
卻
也

是
求
知
動
力
最
旺
盛
的
時
期
。
由
於
老
師
的
熱
心
教
導

與
照
顧
，
使
我
克
服
了
經
濟
困
難
和
學
習
上
的
障
礙
，

勇
敢
地
踏
上
學
史
之
旅
。
六
、
七
十
年
代
，
臺
灣
尚
處

於
經
濟
發
展
階
段
，
社
會
風
氣
淳
樸
，
當
時
校
園
乃
至

台
中
市
，
環
境
單
純
，
工
作
機
會
不
多
，
當
家
教
也
不

容
易
，
為
了
籌
措
學
費
，
我
利
用
寒
暑
假
擔
任
建
築

工
，
搬
磚
攪
砂
，
以
求
儘
快
賺
取
工
資
貼
補
學
費
；
在

校
期
間
，
深
感
對
古
史
理
解
能
力
不
足
，
因
此
閒
暇
的

時
候
，
多
待
在
圖
書
室
看
書
，
其
中
成
套
精
裝
的
︽
四

庫
全
書
︾
初
輯
至
三
輯
部
分
，
最
吸
引
我
，
常
加
翻

閱
，
不
懂
的
就
請
教
老
師
，
日
子
久
了
，
對
古
書
的
內

容
及
古
史
的
了
解
增
多
，
養
成
了
讀
史
、
學
史
的
興

趣
。 

ˉ
ˉ
四
年
的
學
史
生
涯
，
為
我
開
啟
探
尋
歷
史
的
大

門
。
三
年
級
時
，
一
篇
學
習
遼
金
元
史
的
讀
書
報
告

＾
宋
元
襄
樊
之
戰
﹀
，
被
老
師
推
薦
刊
登
於
頗
負
盛
名

的
︽
大
陸
雜
誌
︾
，
這
對
於
一
個
大
學
生
來
說
，
是
極

大
的
鼓
勵
。
孫
克
寬
教
授
雖
然
只
教
我
一
個
學
期
的

課
，
但
他
治
學
態
度
與
風
格
卻
深
深
影
響
著
我
的
一

生
。
在
他
的
無
形
啟
發
下
，
我
選
擇
以
宋
史
為
畢
生
致

力
的
範
疇
，
同
時
也
逐
漸
形
成
了
我
重
視
史
籍
版
本
與

文
獻
解
析
，
以
個
案
闡
明
版
本
對
歷
史
研
究
的
價
值
，

以
及
在
研
讀
史
籍
時
，
深
入
瞭
解
時
代
的
背
景
與
問

題
、
人
與
時
局
變
化
的
關
係
，
從
史
料
出
發
，
推
究
原

委
脈
絡
，
歸
納
見
解
，
闡
明
自
己
的
看
法
，
做
為
個
人



 

33 

研
究
風
格
的
重
要
基
礎
。 

ˉ
ˉ
當
時
歷
史
學
界
，
對
兩
宋
的
認
識
，
仍
不
脫
於

﹁
重
文
輕
武
、
強
榦
弱
枝
﹂
的
傳
統
窠
臼
，
而
且
以
北

宋
為
討
論
重
點
，
對
於
南
宋
歷
史
的
變
遷
及
其
在
中
國

史
上
的
地
位
，
探
討
相
當
有
限
。
為
了
彌
補
這
一
缺

憾
，
我
在
一
九
七
二
年
考
上
臺
大
史
研
所
後
，
便
將
研

究
焦
點
集
中
於
南
宋
，
此
後
以
南
宋
歷
史
為
核
心
去
探

討
唐
宋
變
革
，
成
為
我
研
究
的
主
軸
。 

ˉ
ˉ
一
九
七
九
年
進
入
中
央
研
究
院
歷
史
語
言
研
究

所
，
我
的
治
史
生
涯
也
邁
向
新
的
里
程
。
中
研
院
淳
厚

質
樸
的
學
術
環
境
，
讓
我
全
力
投
入
研
究
，
厚
植
學
術

根
基
。
院
內
師
友
的
切
磋
與
國
內
外
會
議
的
學
術
交

流
，
得
以
拓
展
自
己
的
學
術
視
野
，
同
時
也
在
宋
史
研

究
上
開
展
不
同
的
領
域
與
方
向
。
例
如
由
宋
代
中
等
士

人
家
族
的
個
案
入
手
，
闡
述
近
世
政
治
社
會
及
家
族
結

構
的
流
變
與
關
聯
，
進
而
觀
察
地
域
社
會
的
變
遷
，
為

中
國
近
世
社
會
史
研
究
開
闢
新
的
途
徑
；
以
及
對
宋
代

地
方
武
力
的
研
究
，
提
出
南
宋
朝
廷
以
包
容
政
策
及
二

元
領
導
體
系
，
來
因
應
現
實
環
境
挑
戰
的
政
權
特
質
，

彌
補
了
學
界
對
宋
代
軍
政
社
會
研
究
上
的
空
缺
，
並
且

修
正
﹁
強
幹
弱
枝
﹂
為
兩
宋
國
策
的
偏
見
。 

ˉ
ˉ
除
了
研
究
宋
史
之
外
，
我
也
參
與
學
術
期
刊
的
編

輯
事
務
，
如
在
協
助
︽
食
貨
月
刊
︾
十
四
年
編
務
，
與

師
友
共
創
︽
新
史
學
︾
雜
誌
，
參
與
︽
史
學
評
論
︾
、

︽
歷
史
月
刊
︾
、
︽
史
語
所
集
刊
︾
、
︽
中
國
史
學
︾

︵
日
本
︶
以
及
推
動
﹁
食
貨
討
論
會
﹂
等
活
動
，
不
論

是
低
層
階
的
工
作
或
決
策
性
的
學
術
行
政
事
務
，
都
親

身
經
歷
。
近
幾
年
來
，
除
了
擔
任
史
語
所
所
長
外
，
也

受
聘
為
教
育
部
顧
問
等
職
務
，
推
動
典
籍
研
讀
會
、
整

合
型
教
學
改
進
計
畫
，
積
極
參
與
數
位
博
物
館
、
數
位

典
藏
及
國
際
性
的
學
術
合
作
等
計
畫
。
有
這
些
機
緣
從

事
學
術
服
務
工
作
，
使
我
體
認
到
人
文
科
學
在
現
實
社

會
中
的
角
色
及
未
來
發
展
的
方
向
。 

ˉ
ˉ
我
出
生
貧
寒
，
沒
有
特
殊
的
才
華
或
過
人
的
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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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
，
憑
著
好
奇
心
對
歷
史
研
究
產
生
興
趣
，
逐
漸
學
到

一
點
治
學
、
做
事
的
經
驗
與
心
得
，
嚐
到
了
學
史
的
興

味
。
回
首
學
習
的
歷
程
，
師
長
的
啟
迪
與
鼓
勵
，
實
為

關
鍵
。
在
今
天
看
來
，
創
業
時
期
淳
樸
的
校
風
，
不
免

有
保
守
之
感
，
但
篤
實
的
學
風
和
樸
素
的
環
境
，
卻
是

學
史
者
堅
持
久
遠
的
動
力
。
今
天
，
學
習
的
條
件
和
環

境
更
為
豐
厚
，
希
望
有
志
於
學
史
的
學
弟
妹
們
，
仍
能

秉
持
篤
實
淳
樸
的
學
習
心
境
，
超
脫
現
實
環
境
的
限

制
，
走
自
己
的
路
。 

 

▲
熱
愛
史
學
ˉ
奉
獻
史
學
｜
黃
寬
重
校
友 

◎
羅
麗
馨 

․
踏
實
熱
心
ˉ
進
取
傑
出 

ˉ
ˉ
黃
校
友
是
台
灣
宜
蘭
人
，
歷
史
系
第
一
屆
畢
業
，

一
九
七
五
年
和
一
九
八
○
年
分
別
獲
得
國
立
台
灣
大
學

文
學
碩
士
、
博
士
學
位
。
一
九
八
五
年
獲
美
國
傅
爾
布

萊
特
︵Fulbright

︶
基
金
會
資
助
，
赴
普
林
斯
頓
大
學

進
修
一
年
，
一
九
九
一
年
哈
佛
燕
京
社
提
供
獎
金
，
再

度
赴
美
國
哈
佛
大
學
進
修
一
年
。
一
九
八
四
年
和
一
九

九
一
年
獲
韓
國
翰
林
大
學
及
韓
國
國
際
文
化
協
會
資

助
，
赴
翰
林
大
學
和
漢
城
大
學
作
一
至
三
個
月
短
期
訪

問
研
究
。
一
九
九
二
年
赴
德
國
慕
尼
黑
大
學
訪
問
研
究

一
個
月
。 

ˉ
ˉ
黃
校
友
現
任
中
央
研
究
院
歷
史
語
言
研
究
所
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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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
兼
所
長
、
另
兼
教
育
部
顧
問
室
顧
問
、
新
史
學
雜
誌

社
社
長
、
清
華
大
學
歷
史
研
究
所
教
授
，
及
十
餘
委
員

會
之
委
員
。
他
歷
任
中
央
研
究
院
歷
史
語
言
研
究
所
助

理
研
究
員
、
副
研
究
員
，
曾
兼
職
台
大
、
中
興
、
成

功
、
東
海
、
輔
仁
等
大
學
歷
史
系
，
及
師
大
歷
史
研
究

所
。
擔
任
過
五
年
教
育
部
兼
任
顧
問
、
史
語
所
副
所

長
，
二
年
史
語
所
傅
斯
年
圖
書
館
主
任
、
清
華
歷
史
研

究
所
所
長
、
台
北
縣
政
府
顧
問
。
在
韓
國
研
究
學
會
、

松
山
高
中
家
長
會
、
中
研
社
區
協
進
會
，
亦
曾
兼
委
員

等
職
。
中
央
研
究
院
史
語
所
、
漢
籍
電
子
文
獻
協
調
委

員
會
、
漢
學
研
究
中
心
、
國
家
圖
書
館
主
辦
的
會
議
，

多
次
擔
任
召
集
人
、
秘
書
長
等
職
。
學
術
研
究
外
，
服

務
熱
心
。 

ˉ
ˉ
黃
校
友
在
學
術
研
究
上
有
卓
越
的
表
現
。
他
在
一

九
九
○
、
一
九
九
二
、
一
九
九
三
、
一
九
九
四
年
連
獲

行
政
院
國
家
科
學
委
員
會
優
等
研
究
獎
助
，
一
九
九

六
、
一
九
九
七
年
獲
中
華
教
育
文
化
基
金
會
講
座
教

授
、
獲
二
○
○
○
｜
二
○
○
五
年
傑
出
人
才
發
展
基
金

會
﹁
傑
出
人
才
講
座
﹂
。
一
九
八
七
年
之
後
，
連
獲
國

科
會
及
蔣
經
國
國
際
學
術
交
流
基
金
會
、
中
央
研
究
院

主
題
研
究
計
劃
資
助
，
主
持
四
項
大
型
及
國
際
合
作
研

究
計
劃
。
尤
其
﹁
宋
代
的
家
族
與
社
會
﹂
計
劃
，
參
與

者
有
美
國
、
日
本
、
中
國
大
陸
學
者
等
，
多
達
十
四

人
。
多
次
赴
美
國
、
韓
國
、
香
港
、
大
陸
出
席
國
際
會

議
，
宣
讀
論
文
。
學
術
成
就
獲
得
國
內
外
宋
史
學
界
高

度
的
肯
定
，
本
年
度
獲
推
薦
為
人
文
組
院
士
候
選
人
。 

․
治
學
嚴
謹
ˉ
博
通
專
精 

ˉ
ˉ
黃
校
友
在
大
學
三
年
級
時
，
已
在
國
內
知
名
雜
誌

︽
大
陸
雜
誌
︾
發
表
論
文
，
三
十
年
間
治
史
不
懈
，
共

出
版
三
本
專
書
、
二
本
論
文
集
，
及
近
百
篇
論
文
，
創

見
甚
多
。
他
的
研
究
，
在
時
間
方
面
涵
蓋
宋
、
遼
、

金
、
元
各
代
，
尤
其
南
宋
史
，
用
力
尤
深
。
研
究
課
題

則
包
括
政
治
史
、
軍
事
史
、
社
會
史
、
家
族
史
、
中
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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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係
史
，
並
涉
及
人
物
傳
記
、
文
獻
解
析
等
各
領
域
。 

ˉ
ˉ
黃
校
友
的
學
術
貢
獻
是
多
方
面
的
，
他
以
地
方
中

等
士
人
家
族
四
明
樓
氏
與
汪
氏
為
個
案
進
行
研
究
，
進

而
探
討
四
明
名
門
望
族
之
間
的
人
際
網
絡
、
社
會
文
化

活
動
與
領
袖
地
位
的
建
立
。
將
家
族
置
於
宋
代
社
會
變

遷
的
背
景
下
進
行
考
察
，
著
重
地
域
社
會
的
變
遷
，
修

正
學
界
對
社
會
流
動
的
觀
點
，
為
中
國
近
世
社
會
史
研

究
開
創
新
的
途
徑
。
他
對
南
宋
地
方
武
力
的
研
究
，
有

重
要
成
果
，
他
以
廣
東
摧
鋒
軍
、
福
建
左
翼
軍
等
個

案
，
對
地
方
勢
力
的
角
色
與
發
展
、
中
央
與
地
方
的
交

互
作
用
、
強
幹
弱
枝
的
理
念
與
現
實
的
差
距
等
問
題
，

進
行
全
面
而
深
入
的
探
討
，
提
出
南
宋
朝
廷
以
包
容
政

策
及
二
元
領
導
體
系
，
以
因
應
現
實
環
境
，
修
正
﹁
強

幹
弱
枝
﹂
為
兩
宋
國
策
的
偏
見
。
他
以
＾
南
宋
活
字
印

刷
史
料
及
其
相
關
問
題
﹀
一
文
，
舉
周
必
大
︽
玉
堂
雜

誌
︾
的
出
版
，
是
世
界
第
一
部
活
字
印
本
，
衝
擊
了
史

學
界
數
十
年
來
只
知
活
字
印
刷
在
畢
昇
之
後
有
元
王
禎

的
定
論
，
在
中
國
科
技
史
研
究
上
，
是
一
大
貢
獻
。
此

外
，
他
以
若
干
宋
代
典
籍
的
比
勘
，
闡
明
版
本
對
歷
史

研
究
的
重
要
性
，
比
較
文
津
閣
本
與
文
淵
閣
本
的
內

容
，
並
以
︽
洛
水
集
︾
一
書
檢
討
四
庫
全
書
本
的
得

失
，
為
文
史
學
界
開
闢
新
視
野
。
他
利
用
新
資
料
，
研

究
宋
代
的
﹁
城
﹂
與
﹁
寨
﹂
，
著
重
過
去
較
少
注
意
的

城
郭
防
禦
設
計
與
建
築
材
料
，
探
討
宋
城
與
唐
城
的
關

係
。
並
以
﹁
兩
淮
山
水
寨
﹂
評
述
南
宋
中
央
對
地
方
武

力
的
利
用
與
控
制
。
以
南
宋
西
南
門
戶
﹁
邕
州
橫
山

寨
﹂
，
觀
察
宋
朝
對
西
南
少
數
民
族
的
政
策
，
以
及
政

策
成
敗
對
國
運
的
影
響
。
他
整
理
近
五
十
年
來
中
國
大

陸
出
土
的
墓
志
資
料
，
列
舉
具
體
案
例
，
說
明
墓
志
資

料
可
補
充
、
修
正
︽
宋
史
︾
相
關
列
傳
，
重
建
若
干
家

族
史
，
補
校
文
集
，
有
助
於
認
識
官
員
、
商
人
、
平

民
、
婦
女
，
乃
至
道
士
等
不
同
階
層
的
人
。
他
對
近
世

中
韓
關
係
的
研
究
，
亦
不
遺
餘
力
，
先
後
完
成
十
篇
論

文
，
對
宋
、
遼
、
金
、
蒙
元
政
權
對
抗
、
交
替
時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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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麗
如
何
因
應
中
國
境
內
的
變
化
，
採
取
有
利
的
外
交

政
策
，
提
出
見
解
，
並
由
文
獻
史
料
闡
述
兩
民
族
間
，

文
物
的
雙
向
交
流
，
修
正
以
往
過
於
強
調
中
國
文
物
單

向
流
傳
到
韓
國
，
影
響
韓
國
文
化
的
觀
點
。 

ˉ
ˉ
黃
校
友
的
著
作
，
受
到
多
方
面
的
肯
定
與
推
崇
，

部
分
論
文
被
譯
成
英
、
韓
文
。
美
國
著
名
漢
學
家
牟
復

禮
教
授
︵Prof. Frederick M

ote
︶
、
日
本
學
者
寺
地

尊
教
授
、
大
陸
宋
史
學
者
陳
智
超
教
授
、
王
曾
瑜
教

授
，
都
曾
撰
文
讚
譽
。
他
的
研
究
，
在
博
通
之
中
可
見

專
精
之
能
，
在
專
精
之
中
可
見
博
通
之
才
，
功
力
深

厚
，
是
治
史
的
能
手
。 

․
推
動
典
藏
數
位
化
ˉ
提
升
史
學
研
究
水
準 

ˉ
ˉ
黃
校
友
在
推
動
國
內
典
藏
數
位
化
，
貢
獻
甚
大
。

他
自
一
九
九
六
年
迄
今
，
分
別
擔
任
中
央
研
院
漢
籍
電

子
文
獻
協
調
委
員
會
召
集
人
、
中
央
研
院
國
家
典
藏
數

位
化
計
劃
總
主
持
人
，
協
調
並
協
助
中
央
研
究
院
各
所

處
推
動
與
規
劃
漢
籍
全
文
檢
索
的
建
置
工
作
。
史
語
所

連
同
其
他
所
處
完
成
及
開
發
之
總
字
數
超
過
四
億
二
千

萬
字
。
這
是
到
目
前
為
止
，
全
球
數
量
最
大
、
品
質
最

佳
的
中
文
全
文
資
料
庫
，
是
國
際
漢
學
研
究
上
的
重
要

學
術
文
化
資
源
，
中
央
研
究
院
也
成
為
國
際
漢
學
研
究

的
重
要
基
地
。 

ˉ
ˉ
國
科
會
於
一
九
九
八
年
六
月
規
劃
﹁
數
位
博
物
館

專
案
﹂
，
目
標
是
在
網
際
網
路
上
建
立
有
社
會
效
益
、

有
文
化
特
色
、
有
博
物
館
屬
性
的
數
位
典
藏
。
黃
校
友

擔
任
副
召
集
人
，
協
助
此
一
計
劃
的
推
動
，
使
電
子
資

料
庫
除
人
文
社
會
學
科
外
，
兼
及
動
物
，
植
物
等
資

料
。
此
後
則
擔
任
數
位
典
藏
國
家
型
科
技
計
畫
內
容
發

展
分
項
計
畫
主
持
人
；
在
中
央
研
究
院
與
故
宮
博
物

院
、
國
家
圖
書
館
、
台
灣
省
文
獻
委
員
會
等
機
構
建
立

合
作
機
制
上
，
他
亦
積
極
參
與
。 

ˉ
ˉ
此
外
，
他
在
推
動
及
提
昇
台
灣
史
學
學
術
上
，
貢

獻
宏
大
，
他
擔
任
︽
食
貨
月
刊
︾
編
輯
業
務
十
三
年
，



 

38 

︽
新
史
學
︾
雜
誌
社
社
長
十
二
年
，
積
極
提
昇
國
內
史

學
研
究
水
準
。
︽
新
史
學
︾
的
文
章
摘
要
及
索
引
資

料
，
自
一
九
九
四
年
起
被
收
入

H
istorical A

bstracts

及A
m

erica H
istory and L

ife

；
一
九
九
六
年
迄
今
，

榮
獲
國
科
會
優
良
期
刊
獎
及
補
助
。
擔
任
教
育
部
顧
問

期
間
，
推
動
典
籍
研
讀
會
及
創
新
性
計
畫
，
為
史
學
研

究
及
人
文
社
會
學
科
整
合
，
紮
下
深
厚
的
基
礎
。 

․
平
易
近
人
ˉ
家
庭
美
滿 

ˉ
ˉ
黃
校
友
出
身
農
家
，
家
中
的
經
濟
物
質
條
件
並
不

充
裕
，
大
學
以
至
研
究
所
時
代
生
活
一
直
很
節
儉
，
每

天
大
半
時
間
都
在
圖
書
館
看
書
，
學
業
成
績
優
異
。
創

系
之
初
，
師
資
有
限
，
圖
書
設
備
缺
乏
，
他
仍
憑
著
對

史
學
研
究
的
興
趣
與
熱
愛
，
不
時
向
師
長
請
益
，
收
集

資
料
，
撰
寫
報
告
。
與
同
學
相
處
隨
和
、
樂
於
助
人
，

班
上
的
活
動
更
是
熱
心
參
與
。
畢
業
後
，
多
次
舉
辦
同

學
會
，
亦
是
由
他
召
集
、
聯
絡
，
大
家
才
得
以
共
聚
、

憶
往
，
笑
談
當
年
的
一
些
趣
聞
。
夫
人
錦
香
女
士
是
歷

史
系
第
四
屆
系
友
，
畢
業
不
久
即
步
入
禮
堂
。
最
初
黃

校
友
邊
讀
博
士
學
位
，
邊
在
中
央
研
究
院
史
語
所
工

作
，
夫
人
在
家
鄉
新
竹
寶
山
國
中
教
書
，
逢
星
期
假

日
，
夫
人
背
著
小
孩
到
南
港
與
黃
校
友
相
聚
，
兩
地
相

思
的
生
活
達
二
年
。
最
後
夫
人
毅
然
辭
去
教
職
，
到
中

央
研
究
院
任
助
理
，
以
更
多
的
時
間
協
助
黃
校
友
作
研

究
、
照
顧
家
庭
。
夫
婦
彼
此
互
敬
、
情
深
。 

ˉ
ˉ
黃
校
友
有
一
對
兒
女
，
女
兒
奕
雯
活
潑
優
秀
，
曾

隨
父
母
到
美
國
，
在
一
女
中
時
，
曾
獲
全
國
英
語
演
講

比
賽
冠
軍
；
流
利
的
英
語
，
加
上
優
異
的
學
業
，
一
九

九
六
年
獲
美
國
衛
斯
廉
︵W

esleyan

︶
大
學
提
供
四
年

獎
學
金
，
赴
美
就
讀
，
目
前
在
哈
佛
大
學
攻
讀
碩
士
學

位
；
夫
婿
台
大
電
機
系
畢
業
，
同
在
美
國
攻
讀
學
位
。

兒
子
奕
霆
就
讀
海
洋
大
學
，
樂
觀
、
精
力
充
沛
，
是
前

途
似
錦
的
青
年
。
平
易
近
人
、
家
庭
美
滿
，
應
是
黃
校

友
學
術
有
成
的
最
大
動
力
。 

︵
作
者
係
母
校
歷
史
系
教
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