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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日常生活中
,
人 们可以看列很 多

“
对称性

”
的例

子
,
例如 � 建筑物和人工设计的图案

,

自然界中的矿物

晶体
、

花的形状以及某些特定的生物体的形态等
 

当

然
,
如果仔细看起来

,

它们并不见得满足严格意义上的

对称性
 

理想的
“
对称性

”
可以作如下定义

�
如果某个

系统具有对称性
,
那么在对描述这个系统的标架进行

变换时
,

该系统的描述方式不变
 

例如
,

对于具有左右

对称的系统来说
,

如果改变左和右的定义
,

即把左看成

右
,
把右看成左

,

该系统的描述方式不变
 

对于绕着某

一轴的旋转具有对称性的系统来说
,
即不管所定义的

旋转角的 。度为何方向
,
该系统的描述方式也不变

 

改变上述标架
,
就有种种所谓变换

 

如果标架变

换时仍保持某种对称性
,

则称为在该种变换下不变
,

或

具有不变性
 

通常所说的对称性
,

比较多的是指几何

空间配置上的对称性
 

此外
,
还有其他形式的对称性

 

常见的有
,
相对论中的洛仑兹不变性

,

量子力学中的全

同粒子不可识别性
 

全同粒子不可识别性是指在任意

个数的全同粒子中
,

将粒子的参数作任意交换
,

其哈密

顿量的形式不变
 

前者是体现在时空性质上面
,

而后

老是和把同种粒子用 量子化的单一场描述并和理论原

理的构造直接相关的严格的对称性
 

我把这种对称性

称之为一级对称性
 

与此相反
,

几种复杂条件重叠在一起
,
会产生近

似的对称性
,

即二级对称性
 

自然界中
,

雪的结晶就

属于这种类型
 

仔细观察雪的晶体
,
会发现其结晶的

完整性有欠缺
 

实际上
,

从几何学的意义来说
,
不存

在真正的六边形或者完全的球型
 

但在微观的基本粒

子世界
,

可以有非常抽象的
、

严密而且是奇妙的对称

性的存在
 

在定义对称性时
,

用了变换这个词
 

这些

变换的集合在数学上称之为群
 ! 变换和 ∀ 变换的积

# ∃ % ∀ ,

是表示在进行 % 变换后
,

再进行 ∀ 变换的结

果
 

∀ 的逆元是 ∀ 的逆变换
,

群的单位元即是恒等变

换
 

在谈到上述支配基本粒子世界的对称性时
,

其群

的数学表示为类似 & ∋
。

() ∗ + &∋ (, ∗ + ∋ (− ∗ 这样的形

式
 

而且
,
经过近十年来的研究证明

,

这些对称性的模

型是非常严格的
,

不会有一丝一毫的偏差
 

但是其背

景至今还不太清楚
 

不管怎样
,

它们是解释微观世界

的重要手段之一 总而言之
,

对称性是基本粒子理论

中不可缺少的最基本的概念之一 然而
,

和对称性间

题相关联
,

基本粒子理论和群论的结合是 ). 年前才开

始的
 

下面我要讲的
,

并不是在基本粒子理论中
,

关于对

称性的最新话题
 

当然
,

在我国基本粒子理论领域研

究中
,

不断地在产生着对称性理论的新枝芽
 

我只是

作为置身其中的一员
,

叙述我个人的回忆
 

在这里不

可能讲得很仔细
 

首先
,

按照时间顺序
,

从对称性理论

的发展史说起
 

坂田模型

/. 年代
,

人们从宇宙射线中
,

捕获了一群奇异的

基本粒子
 

这一现象
,

展开了基本粒子理论光辉的一

页
 

在这之前
,

所谓基本粒子
,

有构成原子核的质子和

中子
,

在原子核内作为这些粒子间力的媒介的 “ 介子
,

再早一些已经知道的电子和光子
,

战后不久发现的 降

介子
,
以及那时还没有直接观察到

,

但后来被确认的中

微子一般来讲
,

用质量
、

自旋和带电与否
,
即带正电

还是带负电
,
以及相互作用的强弱来规定基本粒子的

特征
 

例如
,
上述基本粒子中

,
质子(0 ∗

、

中子 (
1

∗和介

子 (幻 是属强相互作用 (其强度为电磁相互作 用 的
−.. 倍 ∗

 

其中
,
质子和中子的自旋为 2 3 4

,

遵从费米统

计
,
两者质量几乎相等

,

彼此很相似
,

因而被称之为核

子 (5 ∗
 

其区别只是质子带正电荷
,
而中子不带电

荷
 

在基本粒子量理论中
,
用场来表达相应的基本位

子
 

核子场 5 (
+

∗
,
用质子场 0 (

+
∗ 和中子场 可 +∗ 两

个分量来表示
,

即
�

3 户(
6

∗7
5 (

‘

∗ ∃ 2 8 (− ∗

7
。

(
‘

∗3

此外
,

有三种 “ 介子
,
即带正电

、

负电和中性的 “

介子(写作 , 9 、

砂 和 二一 ∗
,

其自旋为零
,
它们的质量相

同
,

约为核子的 − 3 :
 

和这三种 , 介子对应的介子场
, (

+

∗ 的三个分量表达为

(4 ∗

、、、− 亨了
口、厅、了;

,、 产
<苦公

思以
一一

、产、

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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汀

在由核子和介子组成的强相互作用的系统里
,

存



在一个称之为电荷无关性的近似的对称性
 

这里的时

空概念是假想的三维空间 (称之为电荷空间或同位旋

空间 ∗
 

在这样的空间中
,

作旋转变换
,

即把(功看作同

位旋的旋量
,

把(4 ∗看作和三维矢量相当的三个分量进

行变换时
,

拉格郎日函数不变
 

这就是所谓电荷无关

性的内容
 

作为一级近似
,
假定质子和中子质量相等

,

三种介子的质量也相等
 

在核子的电荷空间里
‘

角动

量
”
为 −− 4

 

在 , 介子的空间里
“
角动量”为 −

 

在电

荷空间位子固有的
“
角动量 ”称之为同位旋

 

电荷空间

的矢量有三个分量 >? (‘∃ − , 4 , ) ∗
,

如将第三个分量

对角化
,

根据核子和
,
介子的定义

,

表示同位旋的算符

为

>
,
二 上 − . 7

≅

。 一 − 3
, > , 。 () ∗

、、、 ,户产
 

1��,三

一

 核子 !  二 介予 !

从 ∀ !式出发
,

并以质子的电荷为 # 时
,

便可以推

出各种粒子的电荷算符 ∃
%

如将  ∀ !式用到〔&! 或  ∋ !

的右方
,

不难证明下面这个算符是正确的
,

( ( ) 。

甘 % # , ∗ + + + 二二+ +

∋
 , !

这里
, ) ,

是重子数
,
对核子来说取值为 #  反核子为

一 & !
,

对 , 介子来说取值为 −
%

基本粒子反应过程中
,

重子数的总和守恒
%

以上
,
即是新粒子被发现以前所了解到的强相互

作用粒子的特征
%

电荷无关性用的是三维转动群
,
记作 . −  ∀ !  在

别的说法中
,

有其同构群 /0  ∋ ! ,

即由一个两行两列

的行列式构成的群 !
%

当然
,

在讨论同位旋时
,

没必要

大张其鼓地去用群论
,

实际上只要把它和角动量和自

旋相比拟就可以了
%

.− 年代初
,

发现粒子的产生和湮灭现象
%

由此发

现了一批新型式的粒子
,
也就是在文章开头提到的新

粒子的出现
。

当时
,

很多人尝试去解释这些现象
,

但其

中有不少是错误的
%

终于
,

在 # 1 , , 年得出了
“
中野

、

西

岛
、

盖尔曼定则
” %

根据这个定则
,

所有的新粒子具有

强相互作用性质
%

它们象核子和 二 介子一样
,
具有固

有的同位旋和重子数
,

并满足电荷无关性
%

但是
,

对于

每一种粒子
,

还必须增加一个叫做奇异量于数的量 2 ,

才能完全确定这些新粒子
%

因此
,

 3 式中强相互作用

粒子的电荷算符 ∃ ,

可以推广为
‘

∃ 一 4
、 ∗

合
 ) · ∗ / ,

·

‘, ,

同样地
,

在基本粒子反应过程中重子数守恒
%

在强相

互作用和电磁相互作用下
,

奇异量子数也守恒 5 而在弱

相互作用下
,

反应前后有士 # 的变化
%

以上是中野
、

西岛和盖尔曼定则的内容
%

与此相

对应
,
在表一中列出了当时所知道的强相互作用的粒

子  以下称之为强子 !
%

粒子质量的单位是百万电子认

特
%

用这种单位系
,

电子的质量是 −
%

丸 百万电子伙

特
%

粒子和反粒子的 ) 6 、
4

6 、
/ 和 ∃ 值的负号相反

,

而

同位旋的大小和质量相等
%

在中野
、

西岛和盖尔曼定

则发现后的第二年
,

名古屋大学的坂田昌一博士对该

定则作了非常重要的说明
,

即现在称之为“坂田模型”
%

记录有当时博士构想的笔记本
,

现保存在名古屋大学

物理学教室的坂田纪念史料室内
%

但是
,
上面并没有

记载作笔记时的正确 日期
,

我想大概是在 # 1 . , 年的 1

月或是 #− 月吧
,

其内容为一切强相互作 用的粒子
,

可

以考虑为质子  7 !
、

中子  
。 ! 和  8 ! 粒子与其反粒子

歹声 和 还 的适当结合的复合状态
%

总之
,

所谓基本粒子并不
“
基本” ,

上述三种粒子是

组成强子的基础
%

表一展示了坂田模型中强子的复合

情形
%

表中的 连 粒子的同位旋为 9
,

因而在电荷空间

不受转动的影响
%

强相互作用的 电荷无关性和质子
、

中子一致
%

再则当 ) , %  质子数 ! 一  反 质 子 数 !
,

)一  中子数! 一  反中子数 !
, ) ‘ %  8 粒子数 ! 一  反

刁 拉子数 !时 ,
立即可以从坂田模型的基本粒子 定义那

里得到 6

4
, %  ) , 一 ) %

! : ∋ , ) 。 ( ) , ∗ )
%

∗ ) ;
%

/ ( 一 ) 。
 < !

把它代入  , !式的右边 ,

可得到 ∃ 9 ) , ,
因而只有质

子带有电荷
%

所以
,

 , !是坂田模型必然结果
%

由此
,

坂田模型完美地说明了中岛
、

西岛和盖尔曼原则
%

但

是基本粒子如何形成复合状态的动力学问题的 解 释
,

却并不那么简单
%

这是留给以后要解决的重要 的 课

题
%

坂田模型在 # 1 . , 年的物理学会和随后的研究会

上发表
,

英文论文在第二年  #1 , <年 !被刊载
%

三维么正群

.− 年代到 <− 年代
,

对于作为基本粒子理论描述的

基础的定域量子场论的信赖
,

正处在一个低下的时期
%

从作为规范理论基础的定域量子场论处于全盛的现状

看
,
这是不可 巴议的

,
但这是事实

%

需要说明的是这种

倾向并不限于我国
%

当然名古屋大学是最突出的地方

之一 然而
,

当时认为量子理论的适用范围
,
充其量不

过到 #− 一
, ‘

厘米程度
。

在更小的微观领域里
,

人们强

烈地期望存在另一种理论
。

不在这里细谈其理由
,

我

想
,

这和当时提倡的坂田模型的时代背景不是没有关

系的
,

当时总感到新的理论就要到来
%

再则
,
和现在不

同
,
当时在我国的基本粒子理论界中

,

有一种不尊重数

学的强烈的气氛
%

当时
,

在我国的基本粒子学术界
,

有

那么一些成就可以在国际上自豪
%

因此
,
他们认为与

其说这些成就是和现代数学高度相关联的
,
还不如说

多数是因为有了好的物理思想而得到的
%

因为在那个

时代在基本粒子理论领域里
,

并不欢迎数学色彩很浓

的议论
%

话说回来
,

自从坂田模型发表以后
,

我国学术界环



绕着这一模型
,
写出了各种各样的论文

 

其中广岛大

学的小川修三(现名古屋大学名誉教授∗的论文
,
暗示

了丰富而珍贵的内容
 

小川认为
,

在坂田模型中要扩大

电荷无关性
,
如果在把 Α(

+
∗∃

乙(
+

∗和
”

(
二

∗一
左(

+

∗

形成的场相互交换下
,
哈密顿保持不变的话

,

(当然
,

此

时忽略了核子和 Β 粒子的质量差∗ 则有存在同位旋为

. 的介子的可能性
。

在上述内容的论文发表的前 一 年
,

即 − ! / Χ 年秋

天
,

我在京都大学基础物理研究所的会议上开始接触

这个问题
 

我从小川那里拿来论文的复印件
,

连夜通

读
 

我注意到
,
如果将满足上述对称性的哈密顿量适

当改写
,

便可归结为很简单的形式
 

由此可以推测
,

存

在一种出乎预料的漂亮的对称性
,

假定
+ �

(+∗ ∃ 户(约
,

二 �

(
+

∗ 一 。

(
�

∗
, + )

(
�

∗ ∃ Β (
+

∗
,

并且用满足
, Δ 。 二 2 任

意的三行三列的行列式
,

作变换

+ ‘

(
+

卜 艺
、 , 二, (

�

∗ (: ∗
户一 −  − , ,

时
,

哈密顿量不变
 

这些
“

的总体组成群
 

尽管对动

力学的细节还不太清楚
,
利用了这一概念

,

系统的一部

分特性可以用严格的方式导出
 

我从京都回来后
,

把这

意见转告了小川
 

小川当时并没有同意这种说法
,

而

且立即写来了信
,

详细说明了他的意见
 

当时
,

不仅长

途电话通话费很贵
,

而且接通电话也很费时间
,

所以写

信只是作为远距离的通讯唯一手段
 

在那个时期的通

信中
,

我还保存给小川的三封信
 

从信中可以知道当

时研究的状况
 

发信的 日期是 −!/ Χ 年 −− 月” 日 ,
和

同年的 −4 月 ) 日和 ‘ 日
 

从字面上可以推测
,

在此以

前已经通了一
、

二封信了
,
但信已经遗失了

 

关于这三封信的内容在别的地方已作 详 细 的 介

绍
 

因其内容比较专业
,

这里不打算深谈
,

只说一下
 

信中内容的要点
 

(
。

∗ 小川所假定的对称性和在变换

( : ∗ 构成的群下哈密顿量的不变性是等效的
,

(我自己

将此群起名为“三维么正群
” ,
后来偶然地知道在数学

≅

Ε也给它正名了 ∗
,

(Φ ∗ 假定满足严格的对称性
,
那么

一 定存在和 二 介子质量相同
,
同位旋为 。的介子(称之

为 砂
’

∗
,

(Γ 需要构筑一般理论
,

把任意个数的
“
和

其复数共骊行列式 尹 的直积分解为三维么正群的不

可约表示
,

(Η ∗ 建立以三维么正群的量子场论为基础

理论形式等等
 

现在回过头来看
,

在一周中写的三封信中
,
即在根

据坂田模型所作的种种探索
,
也可以说是在黑暗中摸

索中
,

不知不觉地可以感到已形成一种东西
 

从某种

意义上讲
,

这些信是非常重要的
 

然而
,
当时我的群论

知识非常薄弱
,

只对转动群和洛伦兹群有若干 认 识
,

至于对三维么正群及其表现理论却一无 所 知
。

要知

道
,

和现在不同
,

当时书架上几乎没有这方面的专门

著作
,

和我接触搞物理学的人
,
对此也一无所知

 

姑

且不谈当时我们和现代的数学的距离很远
,
和我讨论

的人也是没有这方面的参考书
,

我们只是凭空讨论问

8项
,

万事起头难
,
在还未预见今后会有如此快速发展

时
,

我们就见缝插针地开始作准备工作
 

特别遵循(
。

∗

中的物理目的
,

去建立一般理论
,

并着手探讨具体的例

子和建立必要的符号系统
 

如果这种一般理论完成了
,

就可以将坂田模型中的所有复合状态加以分类了
,

这

对于理论总体可行性的预测是必要的
 

第二年
,
即 − ! / ! 年 Ι 月

,

在接到小川的来信后
,

我

就带着当时的结果直奔广岛
 

其 目的
,

一方面是就物

理问题进一步讨论
,
另一方面是去请教当时广岛大学

理论物理研究所的池田峰夫 (后来他成了京都大学部

应用数学系的教授
,

已病故∗
,

谋求在数学方面有所进

展
。

我们三人的合作研究是就从那时开始的
 

不久
,
论文就完成了

 

在论文中有先前说到的
,

论

述同位旋为的 。的介子 , 。
’

(在二年后的 − !‘。年
,

在

实验上确认其存在
,

并命名为 专介子∗
、

核子和介子散

射的共振状态的三维么正群 ϑ () ∗ 的不可约表示
 

进

一步建立了适于这一理论的数学构造的一般理论
 

第

二年
,
涉及该工作的论文被刊载了

。
特别在第二篇论

文中
,

数学出身的池田起了很大作用
 

结束语

由此可见
,

在基本粒子的理论方面我国在国际上

比较早地起步了
 

可是这种探索在国内并没有广泛开

展起来
 

从整体来看
,

其原因可能是由于人们对基本粒

子的看法不同
,

支持坂田模型的人也不多
,

再加上对用

这样麻烦的(当时的想法 ∗数学
,

很多人有满腹的疑问
,

或者说大家还没有看到在外国有这类研究工作
,

也就

是前面说过的当时那种不尊重数学的特殊情况造成的

结果
 

不久
,
由于受到国际上群论热的影响

,

我国也渐

渐流行起对称性的讨论
 

当然
,

这种发展需要有一个

时间过程
。

想想看
,

从中野
、

西岛和盖尔曼定则开始
,

经过坂

田模型和小川的论文
,
进一步到对称性 ∋ () ∗ 的友

现
 

这一潮流
,
都是得到了国内议论推动

 

从那时起
,

)Κ 年来
,
经过种种迁回曲折

,

对称性理论有了想象不到

的发展
 

上述的研究成果也是其中理论发展关键之一

吧
 

在本文初说到的
,
和超微观世界的本质的直接相

关的严格的对称性 ‘∋
,

() ∗ + Λ ∋ (4 ∗ + ∋ (2 ∗ 存在
,

井

和规范作用相结合
,

形成了至今被称之为丛本粒子的

标准模型
 

但是为什么这种对称性能成立
,

至今还不清

楚
,

也许是今后要解释的课题吧
 

编后记�

此篇原段
《对 ! 于 礴》 −!! � 年第−. 期

,
现因作者大贯鑫郎

要求
、

经位元本
、

黄流先生审阅
,

特在本刊发农
 

译者沈电洪

先生受本刊主编 吴水清之托
,
十分流杨地翻译 了此筑文  

,
特

农脚Μ
 

 纽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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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中的 , 是根据对称性理论预 Ζ2; 的
。

早先命名为

参考文献 �

−∗ 大贯羲郎� “量子物理的展望
”

(下∗ , 江双
、

恒藤编
,

峪4 !
 

岩波香店(− , : Χ ∗
 

4 ∗ 大贯羲郎� 粒子理论研究
, Χ‘, / . ) (−! , − ∗这是一本以

汀, ,
上述表中的其它粒子最迟到 − , Ι− 年

, 都被实验验证了
。

专家为对象的通俗读物
,
不久将出版

 

)∗ 关于坂田模型提出的前后情形
, 可 参考如� 小川修三

,

大贯羲郎 � 科学
, Τ .产 / . (− ! : . ∗

 

(沈电洪 泽∗

眨尹 色洲勺晚内 。, , ‘产。兔洲勺‘尹勺心洲勺口洲 , ‘确乌尸 , 毛沪, ‘门。, 七公, 心洲勺吃洲 , 色尹勺夕、‘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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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角
·

!) 年第二期英语角答案

(2∗ >肠 6 [ & Ο 2Μ Ο ∀ Μ肠 [+ 0 [6 ? [ “Μ 份“ ϑ 1 6 [Σ

2坛∋
[ ,

Φ [

[Οϑ
2Η 1 Ο Μ Η 6 ∴ ] ∴ ⊥ Ο 1 Η ϑ &

运1 Σ

其错误是仅用逗号连接两个独立分句
,

称为 ⊥ ΟΣ

二 Ζ �
印2?_

Ο  

为目前英语写作中常见的错误
,

修改的

方式之一是在逗号后加并列连接词
‘
、Ο’’

,

也可作其

它修改
 

例如 �

(∴∗ 由于上述两句的关系密切(因果关系∗可将逗

号改为分号
,

使之成为并列复合句
。

> # [ 6 [ & ϑ 2Μ Ο ∀ Μ # [ [笼Α [ 6 ?Ζ [ 1 Μ ] , / ϑ 1 6 [ 2?∴ Φ 2价

从
_ Ο ϑ 2Η 几 Ο Μ Η 6 ∴ ] ∴ _ Ο 公。2ϑ & ?Ο 1

 

(Φ ∗ 改为从属句
Θ 七_ ∴ ϑ Ο [ Μ # [ 6 [ � ϑ 2Μ Ο ∀ Μ五[ 吧 ‘ Α[ 6 ?Ζ Ο 1 Μ 份∴ , ϑ 立6

[ 2? ∴ Φ 2[ ,

# [ [ Ο ϑ 2Η 1 Ο Μ Η 6 ∴ ] ∴ [ Ο 1 _ 2ϑ & ?Ο 1
 

(叼 将逗号改为句号
,

使之成为两简单句
 

还有

其它修改方式
,

在此不赘述了
。

(4 ∗ . ,
。∴ 1

,
Μ & [ [  泣6 ,

如  
, [6

,

王Μ
ΗΟ  

曰‘−/ 七
Σ

也是常见的错误
,

为另一种 ⊥ Ο Ζ 。。 , 0 Μ?_[
 

此处

的 # Ο ] Ο Π
。 看起来像连接词并起连接词的作用

 

但

它决不是连接词而是连接副词
,

故在其前不能用逗号

而须用分号
 

还有其它修改方式 �

(∴ ∗ #Ο ] [
Π[

6

前用句号
,

使之成为二 独 立 句子

(Φ ∗ 改为从属旬
。

Β 2Μ # Ο ϑ % # Ο 1 [ _ ∴ 1 1 Ο Μ & [ [ ∴ ?6 ,

?Μ Η Ο Ο & [ + ?& Μ
 

() ∗ Φ
ϑ Ο % 二[ 1 2益⎯ [ Φ 2ϑ [

Ω[∴ 二/ Μ # [ α
Δ

∴ 6

Μ卜[
Ζ ∴ 22 Μ Φ [ Μ五Ζ [ Σ

此句为 ∀ϑ & [ Η &[ 1 Μ [ 1 [ [ ,
即两分句间甚么也没有

。

修改的方式有三种 �

(
∴

∗ 改为两简单句
。

β Ο ϑ 1 % Ζ Ο 1 2?⎯ [ Φ 2ϑ [ 2[ ∴ 1 &
 

> # [ α ] [ ∴ � Μ # [ Ζ

∴ 22 6 # [ Μ ?Ζ [
Σ

〔Φ∗ 两分句间用分号
 

β Ο ϑ ∴ % Ζ [ 1 2?⎯ [ Φ 2ϑ [ 2 [ ∴ 1 & χ ‘# [ α ] [ ∴ 6 Μ # [ Ζ ∴ 22

Μ # [ Μ ? Ζ [
Σ

(_ ∗ 在两分句间加 “ ,
∴1 Η’,

。

β Ο ∋ 1 % Ζ [ 1 2?⎯  Φ 2ϑ [ ∗ [ ∴ 1 & , ∴ 1 Η Μ # [ α ] [ ∴ 6 Μ # [ Ζ

∴ 22 Μ # [ Μ ?Ζ 。
Σ

!) 年第三期英语角题目

修改下列句子的错误

〔− ∗ δ 卜[ 二 Μ # [ Μ ∴Μ 官[ Μ [ # ∴ 1 ‘[ & [ Ο ϑ 6 & [ , ∴ Η 二6

Η [ Μ [  Μ & Μ # [ ⊥ # ∴ 1  [
 

(4 ∗ > Ο −. , [ Ο 1 [ Ζ ϑ Ο Μ ∀?6 Ο Μ ϑ 1 Η [ 6 [ Μ ∴ Ο Η
 

及 > 。

 ϑ Η [6
& Μ ∴ 1 Η Μ # [  [ 0 # [ 1 Ο  [ 1 ∴ Π Ο ϑ Ζ 往& Μ ⎯ 1 Ο ] .

.Σ

 
Ο ∀ Μ # [ 0 6 Ο 0 [ 6 Δ ?“ Ο ∀ ∴ 22Ο α

 

() ∗ Κ ?, 遥。‘ Η ? Δ ∴ 1 [ [

场 Μ ?Ζ [ ] [ % [ Μ & 0 [

记
 

(Τ ∗ Θ α Η [ [ 6 Ο ∴ Ο ?1 % Μ # Ο Π ∴ 2ϑ [ Ο ∀ 6 [ & ?Ο Μ ∴ 1 Ο [

一
‘ ∴ 1 ?1 Ο 6 [ ∴  [ Μ # [ ⊥ Ο 6 6 [  Μ Σ

2[
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