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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九
三
○
年
四
月
二
十
三
日
，
閻
、
馮
聯
軍
下
達
總
攻
擊
令
，
石
友
三
軍
由
考
城
向
渮
澤
、
定
陶
搜
索

前
進
。五

月
上
旬
，
韓
、
陳
兩
軍
換
防
剛
結
束
，
韓
復
榘
即
完
成
在
魯
北
禹
城
一
帶
之
拒
閻
布
防
。
十
日
，
蔣
、

馮
、
閻
軍
在
隴
海
路
馬
牧
集
、
魯
西
及
皖
北
全
面
交
戰
。
蔣
介
石
命
二
十
六
軍
范
熙
績
部
於
魯
西
迎
擊
石
友
三

軍
。
蔣
深
知
范
軍
根
本
不
是
石
軍
的
對
手
，
因
此
同
時
電
韓
：
﹁
魯
西
大
戰
開
始
，
盼
抽
調
三
旅
兵
力
，
協
助

二
十
六
軍
和
十
五
路
軍
掃
蕩
魯
西
，
至
於
魯
北
，
可
暫
守
黃
河
南
岸
。
﹂
︵
註
一
︶

韓
復
榘
不
願
與
石
兵
戎
相
見
，
便
以
濟
南
防
務
吃
緊
為
由
，
非
但
拒
絕
抽
調
三
旅
兵
力
支
援
魯
西
，
反
而

︵
註
一
︶ 

孫
桐
萱
等
：
︿
中
原
大
戰
中
的
韓
復
榘
﹀
，︽
文
史
資
料
選
輯
︾
，
第
十
六
輯
，
第
七
十
八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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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
求
將
二
十
六
軍
調
回
濟
南
，
歸
還
第
一
軍
團
建
制
，
蔣
不
允
所
請
，
雙
方
演
成
僵
局
。

五
月
十
日
，
蔣
介
石
偕
陸
軍
署
長
曹
浩
森
︵
前
馮
軍
參
謀
長
︶
從
徐
州
來
到
濟
南
，
當
晚
在
省
府
召
集
軍

政
會
議
，
韓
復
榘
、
陳
調
元
、
馬
鴻
逵
、
賀
耀
祖
及
省
府
委
員
及
各
廳
長
與
會
。
蔣
在
會
上
說
明
大
局
及
隴
海

路
形
勢
，
同
時
正
式
把
韓
介
紹
給
大
家
，
鄭
重
聲
明
以
後
山
東
軍
政
事
務
統
由
韓
處
理
，
暗
示
韓
將
出
任
山
東

省
政
府
主
席
。
蔣
還
在
會
上
對
韓
備
加
鼓
勵
，
為
打
破
僵
局
，
不
再
堅
持
抽
調
韓
部
三
旅
，
更
許
諾
：
俟
范
熙

績
軍
及
馬
鴻
逵
軍
攻
占
考
城
，
即
調
回
津
浦
線
，
歸
還
第
一
軍
團
建
制
。

韓
復
榘
趁
勢
下
臺
階
，
誠
懇
表
示
一
切
服
從
中
央
命
令
。
會
後
，
曹
浩
森
對
韓
復
榘
說
：
﹁
蔣
總
司
令
對

於
向
方
兄
確
實
很
倚
重
。
這
次
閻
、
馮
的
聯
合
，
內
中
矛
盾
很
深
，
我
想
你
是
知
道
的
，
我
看
他
們
絕
不
會
成

事
。
至
於
晉
軍
的
作
戰
能
力
，
你
更
清
楚
。
希
望
向
方
兄

好
好
地
幹
一
下
，
將
來
山
東
還
不
是
你
的
麼
，
比
河
南
好

多
了
。
少
雲
兄
︵
馬
鴻
逵
︶
也
不
願
和
西
北
軍
作
戰
，
將

來
北
調
，
我
看
也
不
成
問
題
。
還
有
一
點
，
就
是
中
央
擬

借
重
蔭
軒
︵
李
樹
春
︶
兄
到
軍
政
部
任
次
長
︵
實
際
上
，

國
民
政
府
早
在
五
月
四
日
即
已
正
式
簽
發
命
令
，
任
命

李
為
參
謀
本
部
參
謀
次
長
︶
，
此
後
對
第
三
路
也
有
很
多

方
便
，
不
知
你
有
什
麼
意
見
？
如
果
還
有
其
他
的
困
難
，

晉
軍
第
四
路
軍
總
指
揮
兼
第
十
軍
軍
長
傅
作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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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可
以
對
我
說
，
我
去
請
示
總
司
令
。
﹂
韓
對
原
西
北
軍
老
參
謀
長
曹
浩
森
一
向
很
尊
重
，
當
即
保
證
說
：

﹁
沒
有
什
麼
意
見
，
浩
森
兄
是
我
們
的
老
參
謀
長
︵
指
在
西
北
軍
︶
，
今
後
諸
事
請
幫
忙
，
並
盼
不
客
氣
地
指

教
，
我
無
不
遵
從
。
至
於
蔭
軒
的
問
題
，
他
如
果
願
意
去
，
我
也
很
贊
成
，
請
報
告
總
司
令
，
一
切
都
沒
有
問

題
。
﹂
︵
註
二
︶

蔣
對
韓
的
表
態
很
滿
意
，
當
晚
返
回
徐
州
，
次
日
即
下
達
全
線
總
攻
擊
令
。

李
樹
春
擔
任
韓
復
榘
的
參
謀
長
六
年
，
參
與
指
揮
了
韓
軍
戰
史
上
所
有
的
重
大
戰
役
。
韓
軍
在
戰
場
上
取

得
的
每
一
項
勝
利
，
都
與
李
運
籌
帷
幄
息
息
相
關
。
做
為
一
名
軍
事
幕
僚
長
，
李
在
當
時
的
中
國
軍
界
是
出
類

拔
萃
的
，
能
引
起
國
民
政
府
最
高
統
帥
部
對
他
的
關
注
也
在
情
理
之
中
。
儘
管
如
此
，
當
李
得
知
蔣
介
石
欲

調
他
去
南
京
就
職
，
仍
感
到
十
分
意
外
。
在
去
留
的
問
題
上
，
李
的
態
度
非
常
明
確
：
堅
決
不
去
，
而
且
沒
有

任
何
商
量
的
餘
地
！
原
因
很
簡
單
，
他
對
蔣
素
無
好
感
。
但
在
如
何
不
得
罪
蔣
的
前
提
下
，
妥
善
處
理
好
這
件

事
，
卻
頗
費
周
折
。
李
最
終
決
定
﹁
隱
退
﹂
，
即
辭
去
第
三
路
軍
參
謀
長
職
務
，
以
示
﹁
淡
出
軍
界
﹂
的
決
心
。

韓
復
榘
考
慮
再
三
，
最
終
採
納
了
李
的
意
見
，
但
對
他
要
離
開
參
謀
長
的
位
置
，
仍
十
分
惋
惜
，
終
於
還
是
在

第
三
路
軍
中
給
他
保
留
一 

個
﹁
總
參
議
﹂
的
名
義
。
蔣
介
石
、
何
應
欽
對
李
沒
有
到
南
京
就
職
深
感
遺
憾
，

對
其
擔
任
國
民
政
府
參
謀
本
部
參
謀
次
長
的
任
命
一
直
保
留
到
中
原
大
戰
結
束
。

在
以
後
的
中
原
大
戰
中
，
李
樹
春
雖
不
再
擔
任
參
謀
長
，
但
仍
在
韓
幕
中
參
贊
戎
機
。
新
任
命
的
第
三
路

軍
參
謀
長
張
鉞
是
李
樹
春
向
韓
復
榘
力
薦
的
。
張
與
李
是
保
定
軍
校
第
一
期
同
學
，
文
韜
武
略
，
均
屬
上
乘
。

︵
註
二
︶ 

孫
桐
萱
等
：
︿
中
原
大
戰
中
的
韓
復
榘
﹀
，︽
文
史
資
料
選
輯
︾
，
第
十
六
輯
，
第
七
十
八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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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
介
石
離
開
濟
南
後
，
韓
復
榘
為
表
示
對
魯
西
戰
事
的
重
視
，
於
十
四
日
偕
參
謀
處
長
李
宗
弼
趕
到
巨

野
，
與
陳
調
元
討
論
防
務
；
十
六
日
，
韓
與
陳
同
赴
鄆
城
督
戰
，
以
資
鎮
懾
；
最
後
韓
又
來
到
位
於
歸
德
以
北

老
君
廟
的
馬
鴻
逵
軍
陣
地
，
煞
有
介
事
地
指
揮
馬
部
炮
兵
轟
擊
石
友
三
軍
陣
地
。
十
八
日
，
進
攻
魯
西
渮
澤
之

石
軍
，
在
陳
、
馬
兩
軍
反
擊
下
主
動
後
撤
。

是
時
，
晉
軍
以
傅
作
義
第
十
軍
、
張
會
詔
第
八
軍
、
馮
鵬
翥
第
九
軍
、
李
生
達
第
四
軍
、
周
士
濂
第
三
保

安
縱
隊
、
楊
澄
源
第
二
保
安
縱
隊
及
三
個
炮
兵
團
組
成
第
四
路
軍
，
計
十
二
個
師
、
二
個
保
安
縱
隊
︵
每
個
保

安
縱
隊
轄
三
個
保
安
旅
，
相
當
一
個
師
︶
又
三
個
炮
兵
團
，
在
總
指
揮
傅
作
義
率
領
下
，
沿
津
浦
路
大
舉
南
下
。

津
浦
路
方
面
晉
軍
第
四
路
軍
　
總
指
揮
　
傅
作
義

第
十
軍 

軍
長
　
傅
作
義

　
第
二
十
八
師 

師
長
　
苗
玉
田

　
第
二
十
九
師 

師
長
　
葉
啟
傑

　
第
三
十
師 

師
長
　
白
濡
清

第
八
軍 

軍
長
　
張
會
詔

　
第
二
十
三
師 

師
長
　
周
原
健

　
第
二
十
四
師 

師
長
　
于
振
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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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十
五
師 

師
長
　
杜
春
沂

第
九
軍 

軍
長
　
馮
鵬
翥

　
第
二
十
六
師 

師
長
　
楚
溪
春  

　
第
二
十
七
師 

師
長
　
高
鴻
文

　
第
二
十
八
師 

師
長
　
黃
光
華

第
四
軍 

軍
長
　
李
生
達

　
第
十
師 

師
長
　
霍
原
壁

　
第
十
一
師 
師
長
　
段
書
華

　
第
十
二
師 

師
長
　
陳
長
捷

第
二
保
安
縱
隊 

司
令
　
楊
澄
源

第
三
保
安
縱
隊 

司
令
　
周
士
濂

面
對
沿
津
浦
線
南
下
的
晉
軍
十
二
個
師
又
二
個
保
安
縱
隊
，
韓
復
榘
能
夠
指
揮
只
有
第
三
路
軍
的
三
個
師

又
一
個
騎
兵
旅
，
晉
軍
的
兵
力
幾
乎
是
韓
軍
兵
力
的
五
倍
，
這
是
一
場
在
勝
負
問
題
上
毫
無
懸
念
的
戰
爭
。
難

怪
傅
作
義
曾
對
閻
錫
山
發
出
豪
言
壯
語
：
﹁
我
的
部
隊
就
是
豆
腐
渣
，
也
要
撐
破
韓
復
榘
的
肚
皮
！
﹂

傅
作
義
︵
一
八
九
四
︱
一
九
七
四
︶
，
字
宜
生
，
山
西
省
榮
河
縣
人
，
保
定
軍
校
第
五
期
畢
業
，
後
加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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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
軍
。
一
九
二
六
年
，
國
民
軍
西
路
軍
前
敵
總
指
揮
韓
復
榘
在
晉
北
與
晉
軍
鏖
戰
，
傅
時
任
晉
軍
團
長
，
死
守

天
鎮
，
一
直
堅
持
到
晉
軍
全
面
反
攻
。
北
伐
期
間
，
晉
軍
與
奉
軍
作
戰
，
傅
苦
守
涿
州
三
個
月
，
直
至
雙
方
達

成
停
戰
協
定
才
打
開
城
門
，
傅
遂
以
善
守
而
聞
名
全
國
。

五
月
中
旬
，
晉
軍
第
四
路
軍
分
三
路
南
下
。
李
生
達
第
四
軍
沿
鐵
路
正
面
南
下
，
任
中
路
，
前
鋒
霍
原
壁

師
已
進
抵
平
原
縣
城
以
南
的
二
十
里
埠
；
傅
作
義
第
十
軍
在
鐵
路
以
東
，
任
東
路
，
經
夏
口
，
繞
趨
濟
陽
；
馮

鵬
翥
第
九
軍
在
鐵
路
以
西
，
任
西
路
，
向
東
阿
進
展
。
另
外
還
有
一
路
晉
軍
張
會
詔
第
八
軍
則
遠
離
津
浦
線
，

自
魯
西
進
攻
肥
城
。

在
黃
河
以
北
的
韓
復
榘
第
三
路
軍
前
沿
部
隊
進
駐
禹
城
北
張
莊
車
站
，
嚴
陣
以
待
。

一
個
意
外
的
突
發
事
件
使
閻
、
馮
聯
軍
出
師
不
利
。
隸
屬
石
友
三
第
四
方
面
軍
的
第
二
十
九
軍
軍
長
劉
茂

恩
︵
劉
鎮
華
之
五
弟
︶
於
十
九
日
以
開
會
為
名
，
在
豫
東
寧
陵
誘
捕
了
剛
就
任
河
南
省
政
府
主
席
沒
幾
天
的
萬

選
才
，
押
送
南
京
︵
萬
不
久
被
處
決
︶
，
本
人
倒
戈
投
蔣
。

就
在
劉
茂
恩
誘
捕
萬
選
才
之
當
日
，
馮
玉
祥
又
派
過
之
綱
持
其
親
筆
信
去
見
韓
復
榘
，
告
以
大
局
，
並

謂
：
﹁
如
趕
速
討
蔣
，
則
既
往
不
咎
；
否
則
，
於
私
於
公
，
均
將
難
白
於
天
下
後
世
矣
。
﹂
︵
註
三
︶

韓
這
時
對

張
順
德
殺
人
叛
逃
事
件
記
憶
猶
新
，
自
然
不
會
為
之
所
動
。

由
於
魯
北
形
勢
趨
緊
，
韓
復
榘
於
二
十
一
日
離
開
魯
西
，
回
到
濟
南
，
指
揮
對
傅
作
義
晉
軍
作
戰
。

︵
註
三
︶ 

︽
馮
玉
祥
日
記
︾
，
一
九
三
○
年
五
月
十
八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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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三
日
，
津
浦
路
正
面
之
晉
軍
李
生
達
軍
之
霍
原
壁
師
進
攻
禹
城
，
包
圍
韓
軍
一
個
團
。
韓
復
榘
從
濟

南
赴
前
線
指
揮
軍
事
。
李
生
達
軍
之
第
十
二
師
陳
長
捷
部
由
惠
民
南
下
，
在
青
河
口
渡
過
黃
河
，
直
逼
青
城
。

晉
軍
東
、
西
兩
翼
及
魯
西
之
張
會
詔
第
八
軍
亦
同
時
進
攻
濟
陽
、
東
阿
和
肥
城
。

韓
復
榘
命
令
二
十
師
第
五
十
九
旅
徐
桂
林
部
奔
襲
青
河
口
；
二
十
九
師
第
八
十
五
旅
李
漢
章
部
、
第

八
十
六
旅
喬
立
志
部
馳
援
青
城
；
二
十
九
師
第
六
十
旅
萬
國
楨
部
與
晉
軍
西
路
之
馮
鵬
翥
軍
陣
於
東
阿
；

二
十
二
師
谷
良
民
部
禦
東
路
之
傅
作
義
軍
於
濟
陽
；
馬
鴻
逵
第
十
五
路
軍
協
助
截
擊
自
魯
西
殺
來
的
晉
軍
第

八
軍
張
會
詔
部
。

韓
復
榘
與
孫
桐
萱
親
率
二
十
師
第
五
十
八
旅
展
書
堂
部
及
二
十
九
師
第
八
十
七
旅
榮
光
興
部
渡
過
黃
河
，

支
援
禹
城
守
軍
。
晉
軍
霍
原
壁
師
被
擊
潰
，
退
回
平
原
。
二
十
七
日
，
韓
軍
乘
勝
追
擊
，
占
領
平
原
。
韓
復
榘

擔
心
從
清
河
口
渡
河
之
晉
軍
威
脅
濟
南
，
遂
即
引
軍
南
退
，
除
將
一
部
過
河
部
隊
撤
回
濟
南
外
，
親
率
其
餘
部

隊
猛
撲
清
河
口
，
指
揮
孫
、
曹
兩
部
在
清
河
口
、
青
城
一
線
與
晉
軍
激
戰
。

二
十
七
日
，
韓
軍
孫
、
曹
兩
部
在
青
河
口
至
青
城
一
線
，
與
晉
軍
陳
長
捷
師
激
戰
三
晝
夜
，
雙
方
損
失
相

埒
。
三
十
日
，
晉
軍
敗
退
。
二
十
九
日
，
韓
軍
萬
國
楨
旅
在
東
阿
迎
戰
馮
鵬
翥
軍
，
寡
不
敵
眾
，
三
十
日
東
阿

失
守
；
韓
軍
谷
良
民
師
在
濟
陽
與
絕
對
優
勢
之
敵
軍
激
戰
後
不
支
，
退
守
黃
河
南
岸
。

占
領
濟
陽
之
傅
作
義
第
十
軍
抽
出
兩
師
兵
力
猛
撲
鵲
山
口
，
強
攻
黃
河
鐵
橋
，
被
韓
部
濟
南
守
軍
擊
退
，

最
終
以
一
個
團
占
領
距
濟
南
以
西
四
十
里
河
北
岸
的
齊
河
縣
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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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
復
榘
向
蔣
介
石
告
急
：
﹁
連
日
敵
人
大
舉
南
犯
，
進
攻
禹
城
，
已
被
擊
退
。
惟
敵
人
以
重
兵
由
鐵
路
兩

側
繞
攻
青
城
、
濟
陽
、
齊
河
、
長
清
，
並
有
一
部
從
利
津
渡
河
，
已
至
青
城
界
內
。
敵
馮
鵬
翥
軍
由
東
阿
渡
河
，

職
正
派
隊
堵
截
。
膠
東
土
匪
多
受
閻
委
，
泰
安
大
沽
口
有
匪
三
千
滋
擾
。
仍
請
令
調
十
五
路
軍
北
上
，
以
策

後
方
安
全
。
﹂
︵
註
四
︶

蔣
伯
誠
亦
電
蔣
報
告
：
﹁
東
西
兩
部
敵
軍
大
部
渡
河
，
韓
總
指
揮
分
遣
徐
旅
、
萬
旅
馳

防
，
仍
感
兵
力
不
足
。
職
向
韓
總
指
揮
建
議
放
棄
河
北
，
韓
不
願
，
僅
將
榮
旅
及
重
炮
撤
回
南
岸
，
如
何
請
電

示
。
﹂
︵
註
五
︶

蔣
覆
電
准
予
撤
守
黃
河
南
岸
，
將
鐵
橋
拆
毀
，
俟
肅
清
南
岸
再
行
北
進
，
並
准
遣
十
五
路
軍
北

上
。

閻
錫
山
二
十
七
日
秘
赴
德
州
，
召
集
津
浦
路
晉
軍
將
領
會
議
，
確
定
新
的
攻
魯
計
畫
：
暫
停
津
浦
路
正
面

進
攻
，
全
力
加
強
鐵
路
兩
側
翼
攻
擊
，
以
第
三
、
第
四
、
第
五
、
第
九
等
四
個
軍
包
抄
濟
南
。

六
月
一
日
，
晉
軍
第
八
軍
張
會
詔
部
自
東
阿
渡
河
。
二
日
，
韓
復
榘
第
三
路
軍
全
部
撤
至
黃
河
南
岸
，
拆

卸
黃
河
鐵
橋
，
分
兵
防
禦
晉
軍
兩
翼
；
韓
本
人
也
從
青
城
前
線
回
到
濟
南
，
招
待
各
國
駐
濟
領
事
，
宣
布
孫
桐

萱
為
濟
南
戒
嚴
司
令
，
宣
稱
無
以
濟
南
為
戰
場
之
意
。
三
日
，
濟
南
全
市
實
行
戒
嚴
。

晉
軍
在
津
浦
線
正
面
進
據
黃
河
北
岸
，
不
再
前
進
，
只
加
強
兩
翼
攻
勢
。
晉
軍
炮
兵
與
韓
軍
炮
兵
在
濼
口

不
時
隔
河
相
互
轟
擊
。
韓
復
榘
奔
波
在
青
城
、
東
阿
之
間
四
百
餘
里
防
線
上
，
督
師
禦
敵
。

︵
註
四
︶ 

孫
桐
萱
等
：
︿
中
原
大
戰
中
的
韓
復
榘
﹀
，︽
文
史
資
料
選
輯
︾
，
第
十
六
輯
，
第
七
十
九
頁
。

︵
註
五
︶ 

孫
桐
萱
等
：
︿
中
原
大
戰
中
的
韓
復
榘
﹀
，︽
文
史
資
料
選
輯
︾
，
第
十
六
輯
，
第
七
十
九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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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於
韓
軍
防
禦
重
心
在
濟
南
以
東
，
特
別
是
青
城
地
區
，
晉
軍
就
把
進
攻
的
主
要
目
標
鎖
定
在
濟
南
以
西

的
東
阿
。
韓
復
榘
瞭
解
到
晉
軍
的
意
圖
，
便
在
東
阿
與
長
清
之
間
的
歸
德
鎮
修
築
了
堅
固
的
防
禦
工
事
。

六
月
上
旬
，
閻
錫
山
考
慮
到
隴
海
線
作
戰
不
易
，
便
把
進
攻
的
重
點
放
在
津
浦
線
上
，
於
是
又
建
立
了
以

北
平
警
備
司
令
張
蔭
梧
為
首
的
第
二
路
軍
，
下
轄
王
靖
國
第
三
軍
、
李
服
膺
第
五
軍
、
豐
玉
璽
第
一
保
安
縱

隊
、
秦
紹
觀
第
四
保
安
縱
隊
及
兩
團
炮
兵
，
加
入
津
浦
線
戰
場
。
張
令
王
靖
國
軍
向
惠
民
急
進
，
支
援
在
清
河

口
渡
河
之
陳
長
捷
師
；
命
李
服
膺
軍
支
援
在
東
阿
渡
河
之
馮
鵬
翥
軍
。
如
是
，
晉
軍
集
結
在
津
浦
線
上
的
總
兵

力
已
達
六
個
軍
、
四
個
保
安
縱
隊
及
五
個
炮
兵
團
，
進
一
步
強
化
在
總
兵
力
上
對
韓
復
榘
軍
的
絕
對
優
勢
。

六
月
十
二
日
，
東
阿
之
晉
軍
馮
鵬
翥
軍
、
李
服
膺
軍
及
魯
西
之
張
會
詔
軍
合
力
攻
占
平
陰
，
直
逼
肥
城
、

泰
安
；
十
三
日
，
晉
軍
傅
作
義
軍
攻
占
長
清
，
形
成
南
北
合
圍
濟
南
之
勢
。

韓
復
榘
再
電
蔣
告
急
。
蔣
伯
誠
亦
致
電
蔣
介
石
，
請
催
馬
鴻
逵
軍
迅
速
北
上
，
並
云
：
﹁
泰
安
萬
一
有
失
，

韓
意
只
有
撤
赴
膠
東
。
職
已
請
韓
確
保
津
浦
路
交
通
，
不
得
已
時
務
向
泰
安
、
兗
州
撤
退
。
﹂
︵
註
六
︶

濟
南
一
旦
失
守
，
在
第
三
路
軍
究
竟
沿
津
浦
路
南
撤
，
抑
或
沿
膠
濟
路
東
退
問
題
上
，
韓
復
榘
與
蔣
介
石

有
很
大
分
歧
。
蔣
要
求
韓
軍
沿
津
浦
路
南
撤
，
目
的
是
收
縮
兵
力
，
確
保
徐
州
北
大
門
。
韓
拒
絕
南
撤
，
一
是

不
願
與
西
北
軍
和
石
友
三
軍
交
手
，
二
是
不
肯
受
制
於
蔣
，
韓
軍
退
往
膠
東
，
可
以
進
退
自
由
，
不
受
挾
制
。

對
於
蔣
伯
誠
的
建
議
與
監
視
，
韓
則
完
全
不
予
置
理
。

︵
註
六
︶ 

孫
桐
萱
等
：
︿
中
原
大
戰
中
的
韓
復
榘
﹀
，︽
文
史
資
料
選
輯
︾
，
第
十
六
輯
，
第
七
十
九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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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八
日
，
傅
作
義
令
馮
鵬
翥
軍
進
攻
歸
德
鎮
。
馮
先
派
高
鴻
文
師
附
炮
兵
對
歸
德
鎮
實
行
攻
擊
，
韓
軍
孫

桐
萱
師
萬
國
楨
旅
頑
強
抵
抗
，
晉
軍
屢
攻
不
克
，
損
失
慘
重
。
馮
復
派
黃
光
華
師
上
去
繼
續
猛
攻
，
同
時
晉
軍

布
置
在
黃
河
兩
岸
的
炮
兵
齊
向
韓
軍
陣
地
轟
擊
，
萬
旅
終
於
不
支
向
長
清
退
去
。

就
在
晉
軍
右
翼
強
攻
歸
德
鎮
的
同
時
，
晉
軍
左
翼
陳
長
捷
師
及
王
靖
國
軍
亦
對
青
城
發
動
猛
烈
攻
勢
。
傅

作
義
集
中
十
幾
個
炮
團
，
火
炮
一
字
排
開
，
炮
彈
鋪
天
蓋
地
將
韓
軍
陣
地
﹁
犁
﹂
了
幾
遍
。
韓
復
榘
嚴
令
曹
福

林
死
守
青
城
，
確
保
膠
濟
線
暢
通
，
戰
鬥
異
常
激
烈
，
韓
軍
第
五
十
九
旅
旅
長
徐
桂
林
陣
亡
︵
趙
心
德
繼
任
旅

長
︶
，
韓
親
赴
前
線
讀
督
戰
，
直
至
將
晉
軍
擊
退
。

二
十
一
日
，
晉
軍
在
山
東
全
境
發
動
總
攻
擊
。
二
十
三
日
，
馮
鵬
翥
軍
與
李
服
膺
軍
合
力
進
攻
韓
軍
在
濟

南
以
西
最
後
一
道
防
線
長
清
。
韓
軍
孫
桐
萱
師
略
加
抵
抗
，
即
向
濟
南
撤
退
。
晉
軍
隨
即
占
領
濟
南
至
大
汶
口

一
段
鐵
路
，
切
斷
濟
泰
交
通
線
，
使
韓
軍
南
撤
已
成
為
事
實
上
不
可
能
。

正
在
渮
澤
的
馬
鴻
逵
接
到
北
上
援
韓
的
命
令
後
，
原
擬
率
部
乘
火
車
出
發
，
但
因
魯
西
一
段
鐵
路
被
馮
軍

騎
兵
破
壞
數
處
，
只
得
一
邊
搶
修
鐵
路
，
一
邊
乘
火
車
步
步
跟
進
，
待
部
隊
將
到
達
泰
安
時
，
晉
軍
李
生
達
部

已
捷
足
先
登
，
馬
軍
只
得
向
南
退
向
兗
州
。

石
友
三
軍
自
考
城
側
擊
歸
德
，
陳
調
元
軍
失
利
。

鑑
於
援
軍
遲
遲
不
到
。
韓
復
榘
決
意
退
往
膠
東
。
二
十
四
日
，
第
三
路
軍
主
動
撤
出
濟
南
，
沿
膠
濟
線
東

去
。
由
於
晉
軍
王
靖
國
軍
在
清
河
口
與
曹
福
林
師
對
峙
，
晉
軍
未
能
向
膠
濟
線
追
擊
，
韓
軍
從
容
東
去
，
暫
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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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於
臨
淄
、
博
山
一
線
。
山
東
省
政
府
在
青
島
設
立
臨
時
辦
公
處
，
執
行
省
政
府
職
權
。

二
十
五
日
，
晉
軍
馮
鵬
翥
部
首
先
進
入
濟
南
。
二
十
六
日
，
閻
錫
山
在
傅
作
義
陪
同
下
蒞
臨
濟
南
，
全
市

奉
命
張
燈
結
綵
以
示
慶
祝
。
閻
恩
准
攻
城
部
隊
放
假
三
天
，
每
人
賞
洋
十
元
。

晉
軍
在
濟
南
成
立
二
、
四
路
聯
合
軍
，
以
張
蔭
梧
為
總
指
揮
，
傅
作
義
為
副
總
指
揮
。
不
承
想
一
向
用
心

周
匝
細
密
的
閻
錫
山
竟
發
生
了
重
大
疏
漏
。
原
來
張
蔭
梧
與
傅
作
義
素
來
水
火
，
張
曾
向
閻
密
告
，
稱
傅
曾
欲

往
瀋
陽
參
加
張
學
良
生
日
慶
典
，
引
起
閻
的
疑
心 

。
閻
安
排
張
任
聯
軍
總
指
揮
，
傅
副
之
，
意
在
對
傅
監
視
，

因
此
張
、
傅
二
人
大
鬧
意
見
，
張
告
傅
﹁
不
聽
指
揮
﹂
；
傅
告
張
﹁
不
發
給
養
彈
藥
﹂
，
津
浦
戰
事
頗
受
影
響
。

最
後
，
閻
還
是
聽
了
周
玳
的
意
見
，
把
張
、
傅
二
人
分
開
，
令
張
率
所
部
東
進
，
對
韓
復
榘
軍
作
戰
；
命
傅
領

本
部
南
下
，
與
馬
鴻
逵
、
夏
斗
寅
等
蔣
軍
對
陣
。
張
堅
持
將
第
九
軍
馮
鵬
翥
部
納
入
自
己
的
第
二
路
軍
建
制
。

張
蔭
梧
︵
一
八
九
一
︱
一
九
四
九
︶
，
字
桐
軒
，
河
北
省
博
野
縣
人
，
保
定
軍
校
第
五
期
畢
業
︵
與
唐

生
智
、
傅
作
義
、
李
服
膺
、
李
生
達
、
楚
溪
春
等
是
同
期
同
學
︶
，
早
年
投
奔
閻
錫
山
任
中
、
下
級
軍
官
，

一
九
二
六
年
任
團
長
時
，
在
晉
北
孤
山
與
國
民
軍
作
戰
受
重
傷
。
是
役
，
韓
復
榘
時
任
國
民
軍
西
路
軍
前
敵
總

指
揮
兼
第
六
軍
軍
長
，
正
指
揮
所
部
對
孤
山
晉
軍
作
戰
。
一
九
二
八
年
，
第
二
集
團
軍
︵
馮
軍
︶
第
三
方
面
軍

總
指
揮
韓
復
榘
率
部
首
占
北
京
，
被
指
定
留
在
城
外
；
第
三
集
團
軍
︵
晉
軍
︶
左
路
軍
前
敵
總
指
揮
兼
第
五
、

七
聯
合
軍
軍
長
張
蔭
梧
雖
遲
到
一
步
，
卻
獲
准
進
城
，
就
任
北
京
警
備
司
令
。
一
九
二
九
年
六
月
，
張
繼
何
其

鞏
之
後
，
任
北
平
市
市
長
。
張
自
幼
熟
讀
經
書
、
精
於
拳
術
，
崇
尚
顏
、
李
的
﹁
四
存
學
說
﹂
︵
後
在
北
平
創



（下） 752

辦
﹁
四
存
中
學
﹂
︶
；
從
軍
後
作
戰
勇
敢
，
律
己
甚
嚴
，
趙
戴
文
以
當
今
﹁
小
關
公
﹂
譽
之
。
張
恃
才
傲
物
、

桀
驁
不
馴
，
多
為
袍
澤
所
詬
病
。

張
蔭
梧
與
傅
作
義
學
歷
相
同
，
資
歷
相
當
︵
二
人
同
畢
業
於
保
定
軍
校
第
五
期
，
一
為
北
平
市
長
，
一
為

天
津
警
備
司
令
︶
，
指
揮
許
可
權
又
不
清
，
不
鬧
意
見
才
怪
！

晉
軍
第
二
路
軍
建
制

晉
軍
第
二
路
軍 

總
指
揮
　
張
蔭
梧

第
三
軍 

軍
長
　
王
靖
國

　
第
七
師 
師
長
　
田
樹
梅

　
第
八
師 

師
長
　
杜
坤

　
第
九
師 

師
長
　
田
繡
章

第
五
軍 

軍
長
　
李
服
膺

　
第
十
三
師 

師
長
　
朱
珍

　
第
十
四
師 

師
長
　
安
錫
嘏

　
第
十
五
師 

師
長
　
賈
學
明

第
九
軍 

軍
長
　
馮
鵬
翥

　
第
二
十
六
師 

師
長
　
楚
溪
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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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十
七
師 

師
長
　
高
鴻
文

　
第
二
十
八
師 

師
長
　
黃
光
華

第
一
保
安
縱
隊 

司
令
　
豐
玉
璽
︵
每
縱
隊
轄
三
個
保
安
旅
，
相
當
於
師
︶

第
四
保
安
縱
隊 

司
令
　
秦
紹
觀

晉
軍
兵
分
兩
路
，
雖
然
暫
時
解
決
了
內
部
紛
爭
，
卻
分
散
了
兵
力
，
貽
誤
了
戰
機
。
是
時
，
津
浦
路
上
僅

有
馬
鴻
逵
一
個
師
在
兗
州
，
雖
陳
誠
支
援
了
一
個
旅
，
兵
力
仍
十
分
單
薄
，
如
晉
軍
傾
力
南
下
，
可
望
直
搗
戰

略
要
地
徐
州
。
但
閻
錫
山
計
不
此
出
，
將
三
個
軍
又
兩
個
保
安
縱
隊
，
共
計
十
一
個
師
的
兵
力
放
在
膠
濟
路
上

對
付
韓
復
榘
，
釀
成
戰
略
上
的
錯
誤
。

那
麼
，
在
韓
復
榘
棄
守
濟
南
之
前
的
一
段
時
間
，
中
原
大
戰
其
他
戰
場
的
情
況
又
如
何
呢
？

自
四
月
二
十
三
日
，
閻
、
馮
聯
軍
下
達
總
攻
擊
令
，
照
例
是
按
潛
規
則
，
雜
軍
衝
鋒
在
前
。
左
路
石
友
三

軍
由
考
城
向
魯
西
前
進
；
中
路
萬
選
才
軍
由
歸
德
向
碭
山
進
攻
；
右
路
孫
殿
英
軍
由
亳
州
指
向
蒙
城
。
起
初
蔣

軍
嫡
系
部
隊
傷
亡
頗
大
，
後
因
萬
選
才
突
然
被
誘
捕
，
蔣
軍
乘
機
沿
隴
海
路
正
面
迅
速
西
進
，
使
晉
軍
孫
楚
、

楊
效
歐
兩
路
軍
受
到
很
大
損
失
。
孫
殿
英
軍
被
迫
困
守
亳
州
；
石
友
三
軍
也
被
阻
止
在
魯
西
，
停
滯
不
前
。

為
扭
轉
隴
海
線
上
戰
局
，
閻
錫
山
從
華
北
調
楊
耀
芳
、
張
會
詔
兩
軍
增
援
隴
海
路
；
馮
玉
祥
也
派
勁
旅
梁

冠
英
、
吉
鴻
昌
軍
參
戰
，
以
﹁
口
袋
戰
術
﹂
重
創
蔣
軍
。
石
友
三
軍
及
劉
春
榮
軍
乘
機
反
攻
，
擊
潰
陳
調
元
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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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月
三
十
一
日
，
鄭
大
章
騎
兵
軍
突
襲
歸
德
飛
機
場
，
險
些
活
捉
蔣
介
石
。

平
漢
線
方
面
，
張
維
璽
指
揮
南
路
軍
在
孫
連
仲
軍
及
晉
軍
騎
兵
集
團
配
合
下
，
激
戰
蔣
方
何
成
浚
第
三
軍

團
，
連
戰
皆
捷
，
本
意
乘
勝
追
擊
，
配
合
桂
軍
攻
取
武
漢
。
馮
玉
祥
卻
以
桂
軍
已
退
出
長
沙
，
不
宜
分
散
兵
力

為
由
，
命
令
南
路
軍
在
漯
河
與
蔣
軍
對
峙
，
孫
連
仲
軍
調
往
隴
海
線
，
致
使
錯
過
消
滅
南
路
蔣
軍
的
有
利
時

機
。
六
月
四
日
，
樊
鍾
秀
在
許
昌
被
蔣
軍
飛
機
炸
死
。

五
月
中
旬
，
桂
軍
分
三
路
北
上
，
六
月
三
日
，
占
領
長
沙
。
蔣
軍
敗
退
湖
北
。
六
月
八
日
，
桂
軍
攻
克
岳

州
，
預
計
十
五
日
可
占
領
武
漢
，
與
南
下
之
馮
軍
會
師
。
不
意
桂
軍
後
方
交
通
樞
紐
衡
陽
被
蔣
軍
攻
占
，
李
宗

仁
以
後
路
被
切
斷
，
遂
放
棄
長
沙
，
回
攻
衡
陽
，
無
奈
部
隊
長
途
跋
涉
，
給
養
中
斷
，
頓
兵
於
堅
城
之
下
，
進

退
失
據
，
攻
城
乏
術
。
六
月
底
，
桂
軍
與
粵
軍
決
戰
於
湖
南
失
利
，
遂
向
廣
西
撤
退
，
再
也
無
力
北
上
參
與
中

原
大
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