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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
復
榘
主
魯
第
二
年
，
在
山
東
的
膠
東
半
島
爆
發
了
驅
劉
之
役
。

北
伐
結
束
後
，
山
東
省
被
劃
歸
西
北
軍
的
勢
力
範
圍
，
西
北
軍
將
領
孫
良
誠
就
任
第
一
任
山
東
省
政
府
主

席
。

當
時
以
孫
良
誠
為
首
的
山
東
省
政
府
還
在
泰
安
，
實
際
控
制
區
域
僅
三
十
餘
縣
，
且
多
屬
魯
西
貧
瘠
之

地
。
﹁
濟
南
事
件
﹂
後
，
濟
南
至
青
島
，
沿
膠
濟
鐵
路
一
線
仍
在
日
軍
控
制
之
下
。
一
九
二
七
年
四
月
二
十
二

日
，
日
軍
撤
出
濟
南
，
由
孫
良
誠
軍
接
收
，
但
蔣
介
石
為
抑
制
西
北
軍
的
擴
張
，
不
准
孫
接
收
富
庶
的
膠
東
及

青
島
、
煙
臺
等
沿
海
一
帶
，
不
給
西
北
軍
留
出
海
口
，
這
是
馮
玉
祥
嗣
後
與
蔣
決
裂
的
主
要
原
因
之
一
。
中
原

大
戰
後
，
韓
復
榘
就
任
山
東
省
政
府
主
席
，
蔣
故
技
重
演
，
將
青
島
交
張
學
良
海
軍
駐
防
，
煙
臺
由
劉
珍
年
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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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
還
是
不
給
第
三
路
軍
留
出
海
口
。

劉
珍
年
︵
一
八
九
七
｜
一
九
三
五
︶
，
字
儒
席
，
直
隸
南
宮
︵
今
河
北
省
南
宮
市
︶ 

劉
家
莊
人
。
少
時

當
過
雜
貨
店
學
徒
，
一
九
一
八
年
，
二
十
歲
考
入
保
定
陸
軍
軍
官
學
校
第
八
期
，
在
步
兵
科
學
習
三
年
，
與

同
期
炮
科
之
陳
誠
有
同
學
之
誼
。
一
九
二
一
年
畢
業
，
在
奉
系
陸
軍
第
一
師
李
景
林
部
歷
任
排
、
連
、
營
長
。

一
九
二
五
年
冬
，
在
直
魯
聯
軍
褚
玉
璞
部
任
第
十
六
旅
旅
長
，
因
違
紀
被
褚
杖
責
一
百
軍
棍
並
革
去
職
務
，
劉

嫉
恨
在
心
。
一
九
二
六
年
秋
，
率
部
分
親
信
投
奔
張
宗
昌
，
在
直
魯
聯
軍
模
範
團
任
第
二
營
營
長
。
一
九
二
七

年
，
模
範
團
擴
編
為
兩
個
旅
，
劉
任
其
中
一
旅
旅
長
，
歸
第
二
軍
軍
長
張
敬
堯
、
副
軍
長
班
平
秀
指
揮
。
在
國

民
革
命
軍
北
伐
中
，
張
敬
堯
軍
被
馮
玉
祥
軍
打
敗
，
劉
私
下
評
論
說
：
﹁
張
敬
堯
滿
嘴
胡
說
八
道
，
老
班
胡
吃

悶
睡
，
這
種
廢
物
統
帥
打
仗
豈
能
不
敗
！
﹂
張
宗
昌
將
張
敬
堯
殘
部
不
足
二
千
人
交
由
劉
珍
年
整
頓
。
劉
率
殘

部
開
到
臨
沂
，
編
成
一
個
團
，
改
屬
第
四
軍
軍
長
方
永
昌
指
揮
，
旋
被
方
任
命
為
軍
參
謀
長
兼
第
一
二
一
旅
旅

長
。
一
九
二
八
年
四
月
下
旬
，
北
伐
軍
打
到
濟
南
，
張
宗
昌
退
到
冀
東
，
劉
追
隨
膠
東
防
禦
總
指
揮
方
永
昌
及

副
總
指
揮
兼
第
三
軍
軍
長
劉
志
陸
，
率
部
分
魯
軍
殘
部
開
往
膠
東
。
不
久
方
離
軍
去
大
連
，
第
四
軍
暫
交
劉
率

領
，
劉
從
此
開
始
自
稱
軍
長
，
自
立
門
戶
，
嗣
後
，
驅
方
︵
永
昌
︶
、
逐
劉
︵
志
陸
︶
、
拒
張
︵
宗
昌
︶
，
殺

褚
︵
玉
璞
︶
做
起
了
﹁
膠
東
王
﹂
，
稱
霸
一
方
。

方
永
昌
去
大
連
後
，
劉
珍
年
實
際
掌
控
之
第
四
軍
與
劉
志
陸
率
領
的
第
三
軍
分
駐
膠
東
昌
邑
、
平
度
、
掖

縣
一
帶
。
未
幾
，
二
劉
因
權
力
之
爭
鬧
翻
臉
，
在
掖
縣
縣
城
大
打
出
手
。
適
逢
方
永
昌
由
大
連
回
掖
，
指
揮
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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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
年
對
劉
志
陸
作
戰
。
劉
志
陸
敗
逃
青
島
，
宣
布
下
野
。
劉
珍
年
被
方
任
命
為
第
一
師
師
長
。

劉
志
陸
被
逐
後
，
劉
珍
年
又
開
始
算
計
頂
頭
上
司
方
永
昌
。
他
密
約
駐
蓬
萊
之
第
三
師
師
長
何
益
三
策
劃

謀
殺
方
永
昌
，
又
策
動
劉
開
泰
刺
殺
方
之
親
信
、
駐
黃
縣
之
第
二
師
師
長
張
藹
亭
等
一
批
人
。
方
聞
變
，
避

至
大
連
。
劉
乃
取
代
方
進
駐
煙
臺
，
掛
起
青
天
白
日
旗
幟
，
接
受
蔣
介
石
授
予
的
國
民
革
命
軍
暫
編
第
一
軍

番
號
，
任
軍
長
兼
第
一
師
師
長
，
擢
升
劉
開
泰
為
第
二
師
師
長
，
何
益
三
仍
為
第
三
師
師
長
。
對
其
他
駐
膠

東
之
魯
軍
殘
部
及
雜
牌
軍
，
如
顧
震
、
鍾
振
國
、
施
中
誠
、
劉
選
來
等
，
劉
珍
年
則
採
取
軟
硬
兼
施
之
手
法
，

或
吞
併
，
或
剪
除
。
至
此
，
劉
軍
已
擴
至
五
個
步
兵
師
，
另
騎
兵
、
炮
兵
、
特
務
各
一
團
，
工
兵
、
輜
重
、
通

信
兵
各
一
營
。
一
九
二
九
年
，
蔣
將
暫
編
第
一
軍
改
番
號
為
陸
軍
第
二
十
一
師
。
劉
對
此
很
不
滿
意
，
自
封
為

第
十
七
軍
長
，
在
軍
旗
旗
褲
上
一
邊
寫
著
國
民
革
命
軍
陸
軍
第
二
十
一
師
，
一
邊
寫
著
第
十
七
軍
；
出
布
告
署

名
，
時
而
軍
長
，
時
而
師
長
。

一
九
二
九
年
三
月
，
張
宗
昌
率
褚
玉
璞
、
方
永
昌
等
魯
軍
殘
部
及
部
分
﹁
毛
子
軍
﹂
︵
白
俄
雇
傭
軍
︶
由

大
連
乘
船
，
進
攻
膠
東
，
企
圖
東
山
再
起
。
劉
珍
年
軍
不
支
，
放
棄
煙
臺
，
退
守
牟
平
。
劉
為
洩
憤
，
將
俘
擄

的
俄
兵
戴
上
白
紙
帽
，
以
鐵
絲
穿
鼻
，
牽
著
遊
街
後
槍
斃
。
不
久
，
劉
反
攻
得
手
，
圍
困
褚
玉
璞
於
福
山
城
內
。

劉
以
保
證
生
命
安
全
為
條
件
，
誘
騙
褚
及
其
部
將
九
人
投
降
。
張
學
良
等
出
面
勸
劉
放
人
，
劉
表
示
要
二
百
萬

元
添
助
軍
餉
。
劉
又
以
褚
為
﹁
肉
票
﹂
，
逼
迫
褚
家
人
交
付
五
十
萬
元
贖
金
。
褚
家
人
為
保
褚
活
命
，
竭
盡
全

力
湊
足
贖
金
，
收
到
的
卻
是
一
具
屍
體
！
原
來
劉
已
於
九
月
十
日
月
黑
風
高
之
夜
﹁
撕
票
﹂
，
將
褚
等
秘
密
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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殺
於
牟
平
。
褚
被
害
後
，
一
時
社
會
輿
論
大
嘩
，
皆
指
劉
背
信
食
言
，
心
黑
手
辣
。

在
針
對
當
年
老
長
官
張
宗
昌
的
這
場
戰
爭
中
，
劉
珍
年
部
雖
受
到
巨
大
損
失
︵
劉
開
泰
第
二
師
、
李
錫
桐

第
四
師
、
施
中
誠
第
五
師
等
先
後
歸
附
張
宗
昌
︶
，
但
最
終
還
是
贏
得
了
勝
利
，
剩
餘
之
本
部
第
一
師
與
何
益

三
第
三
師
，
已
不
足
四
千
人
。
劉
奉
蔣
介
石
之
命
，
將
所
部
縮
編
為
第
二
十
一
師
，
劉
任
師
長
，
何
益
三
任
副

師
長
。一

九
三
○
年
夏
，
劉
珍
年
被
任
命
為
山
東
省
政
府
︵
省
主
席
陳
調
元
︶
委
員
，
不
久
親
赴
南
京
向
蔣
介
石

述
職
，
受
到
蔣
及
中
央
大
員
的
熱
情
款
待
；
所
經
之
濟
南
、
天
津
，
又
受
到
陳
調
元
、
傅
作
義
等
人
的
迎
送
。

劉
春
風
得
意
，
忘
乎
所
以
，
嘗
對
親
信
放
言
：
﹁
我
們
若
有
三
萬
人
馬
，
便
可
橫
行
域
中
。
﹂
﹁
若
交
給
我
一

省
或
一
國
，
無
論
軍
政
，
都
不
在
話
下
，
必
能
臻
於
治
境
。
﹂

一
九
三
○
年
，
蔣
、
閻
、
馮
中
原
大
戰
時
，
劉
珍
年
號
稱
擁
兵
三
萬
。
成
為
蔣
、
閻
、
馮
﹁
三
國
兩
方
﹂

爭
取
的
重
要
砝
碼
。
蔣
搶
先
在
徐
州
正
式
面
許
劉
珍
年
為
國
民
革
命
軍
第
十
七
軍
軍
長
︵
所
轄
還
是
一
個

師
︶
，
贈
款
三
十
萬
，
著
其
在
煙
臺
待
命
。
戰
爭
中
，
蔣
電
令
劉
支
援
韓
復
榘
，
夾
擊
入
魯
晉
軍
；
閻
、
馮
亦

派
人
赴
煙
，
聯
劉
倒
蔣
，
並
送
給
劉
衝
鋒
槍
一
百
支
、
子
彈
十
萬
發
，
許
以
晉
軍
第
二
十
一
路
總
指
揮
頭
銜
。

劉
對
雙
方
贈
予
和
封
賞
來
者
不
拒
，
一
律
笑
納
，
但
卻
始
終
按
兵
不
動
，
作
壁
上
觀
。
劉
的
同
學
、
駐
晉
軍
代

表
趙
甫
忱
指
責
他
言
而
無
信
。
他
一
語
驚
人
：
蔣
、
閻
、
馮
混
戰
是
﹁
狗
咬
狗
﹂
，
他
幫
哪
一
方
也
不
光
彩
。

劉
珍
年
控
制
膠
東
十
二
縣
及
煙
臺
、
龍
口
兩
市
，
憑
藉
當
地
雄
厚
的
財
力
，
橫
徵
暴
斂
，
從
英
國
、
日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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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
口
武
器
，
大
肆
擴
軍
，
將
幾
千
直
魯
軍
殘
兵
敗
將
，
發
展
到
三
萬
餘
人
，
其
裝
備
甚
至
超
過
蔣
軍
嫡
系
部
隊
。

劉
珍
年
在
軍
中
極
力
培
植
親
信
，
大
量
接
納
並
提
拔
重
用
河
北
南
宮
縣
及
鄰
縣
親
友
故
舊
。
故
軍
中
流
傳

有
﹁
會
說
南
宮
話
，
就
把
洋
刀
挎
﹂
之
說
。
劉
軍
中
上
級
軍
官
多
為
河
北
省
籍
。
其
中
又
有
﹁
宮
裡
﹂
、
﹁
宮

外
﹂
之
分
，
自
然
﹁
宮
裡
﹂
人
所
占
比
例
居
大
。

劉
珍
年
治
軍
，
有
其
一
套
獨
特
辦
法
。
他
自
編
一
本
小
冊
子
，
叫
︽
劉
師
長
儒
席
言
論
集
︾
，
命
令
官
兵

認
真
研
讀
；
他
還
製
作
有
他
本
人
頭
像
的
瓷
製
像
章
，
要
求
官
兵
一
律
佩
戴
；
最
有
趣
的
是
，
隊
伍
內
部
還
流

傳
一
種
說
法
：
師
長
姓
劉
︵
珍
年
︶
，
獨
立
旅
旅
長
姓
張
︵
鑾
基
︶
，
第
一
旅
旅
長
姓
趙
︵
振
起
︶
，
皆
是
三

國
時
代
之
劉
︵
備
︶
、
張
︵
飛
︶
、
趙
︵
雲
︶
再
世
。
至
於
第
二
旅
旅
長
梁
立
柱
，
雖
不
姓
關
，
但
此
人
好
飲
，

臉
常
喝
得
紅
紅
的
，
好
像
桃
園
結
義
裡
的
紅
臉
關
公
，
每
在
酒
酣
耳
熱
之
餘
，
常
以
關
雲
長
自
詡
。
因
此
，
梁

也
可
算
是
關
羽
再
世
。
於
是
，
第
二
十
一
師
的
師
旅
長
們
都
成
了
神
，
而
不
是
人
了
。

劉
珍
年
在
膠
東
數
縣
蕞
爾
之
地
，
養
活
其
數
萬
軍
隊
，
大
部
分
經
費
要
就
地
取
財
，
百
姓
不
堪
重
負
。
據

當
地
鄉
紳
控
告
揭
發
，
一
九
二
八
年
，
劉
珍
年
加
徵
地
丁
稅
，
正
稅
每
兩
加
徵
九
元
，
軍
需
特
捐
丁
銀
一
兩
加

徵
至
三
十
四
元
，
加
上
給
養
實
物
折
洋
，
創
民
國
以
來
歷
史
最
高
記
錄
，
大
大
超
過
山
東
其
他
地
區
。
一
九
三

○
年
下
半
年
至
一
九
三
一
年
上
半
年
共
徵
稅
六
次
，
總
計
每
兩
達
四
十
一
元
，
超
出
常
規
六
倍
之
多
。
除
此
之

外
，
劉
還
巧
立
名
目
，
橫
徵
暴
斂
，
如
他
擅
立
捐
名
稅
目
有
漁
鹽
、
菸
酒
、
屠
宰
、
硝
磺
、
印
花
等
，
不
下
十

幾
種
。
有
時
甚
至
﹁
綁
票
﹂
勒
贖
，
逼
迫
富
戶
出
錢
。
一
九
三
○
年
，
僅
費
縣
張
姓
、
丁
姓
和
掖
縣
張
姓
、
杜



（下） 1116

姓
四
家
即
被
綁
架
勒
索
六
百
七
十
萬
元
。
其
他
十
萬
、
二
十
萬
的
被
綁
架
勒
索
者
更
是
不
勝
枚
舉
。
百
姓
不
堪

其
苦
，
抗
捐
抗
稅
鬥
爭
時
有
發
生
。
一
九
二
八
年
，
劉
珍
年
趕
走
方
永
昌
之
後
，
答
應
緩
徵
牟
平
軍
事
捐
，
但

兩
個
月
後
，
劉
委
派
牟
平
縣
知
事
又
提
出
追
繳
方
永
昌
時
期
拖
欠
的
軍
費
二
十
萬
元
，
民
眾
抗
拒
，
劉
即
派
兵

鎮
壓
，
乘
夜
血
洗
了
段
家
、
三
甲
、
漢
村
、
石
城
等
村
，
殺
死
群
眾
四
十
餘
人
，
拘
捕
一
百
餘
人
，
其
中
八
人

又
被
殺
，
燒
毀
民
房
一
千
五
百
多
間
，
致
使
二
百
七
十
戶
無
家
可
歸
，
啼
飢
號
寒
。
招
遠
、
棲
霞
、
蓬
萊
抗
捐

抗
匪
組
織
﹁
無
極
道
﹂
也
遭
到
血
腥
鎮
壓
。
劉
在
各
縣
設
立
官
產
清
理
處
，
將
學
田
、
牧
場
、
荒
山
等
均
列
為

官
產
，
定
價
讓
農
民
領
購
。
劉
為
招
兵
買
馬
，
還
強
拉
壯
丁
，
搞
得
民
怨
沸
騰
，
以
致
膠
東
百
姓
提
起
劉
珍
年

來
無
不
切
齒
痛
恨
。

劉
珍
年
盤
踞
膠
東
數
年
，
根
基
已
固
，
儼
然
﹁
膠
東
王
﹂
，
不
容
他
人
插
手
；
作
為
蔣
介
石
牽
制
韓
復
榘

的
一
枚
棋
子
，
背
後
又
有
南
京
的
支
持
，
更
使
其
野
心
膨
脹
，
夢
想
衝
開
膠
東
，
走
向
濟
南
，
取
韓
而
代
之
。

對
韓
來
說
，
盤
踞
膠
東
的
劉
如
同
芒
刺
在
背
，
寢
食
難
安
。
韓
早
就
想
收
拾
他
！

韓
復
榘
下
決
心
將
劉
珍
年
驅
逐
出
山
東
省
境
，
是
由
多
方
面
因
素
造
成
的
。

一
九
三
○
年
中
原
大
戰
時
，
韓
軍
與
晉
軍
正
在
膠
濟
線
上
鏖
戰
，
隸
屬
韓
復
榘
第
一
軍
團
建
制
的
劉
珍
年

卻
按
兵
不
動
，
坐
觀
成
敗
。
至
韓
軍
向
膠
東
方
向
且
戰
且
退
時
，
劉
部
又
突
然
活
躍
起
來
，
冒
雨
向
掖
縣
集
結
，

另
有
兩
團
直
奔
高
密
，
旋
又
折
回
平
度
，
行
動
詭
秘
，
意
向
不
明
。
韓
恐
劉
有
異
動
，
在
兵
力
嚴
重
不
足
的
情

況
下
，
不
得
不
從
膠
濟
線
上
抽
兵
一
團
，
對
劉
實
行
警
戒
，
至
使
韓
軍
大
敵
當
前
，
又
生
後
顧
之
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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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
珍
年
不
過
一
師
長
，
卻
將
防
區
視
為
自
己
的
領
地
，
自
行
任
免
膠
東
十
二
縣
縣
長
，
所
委
之
縣
長
多
為

其
同
鄉
或
親
信
。
韓
在
致
南
京
電
中
疾
呼
：
﹁
該
防
區
亦
山
東
之
轄
地
，
其
人
民
亦
山
東
之
部
民
，
復
榘
責
任

所
關
，
義
無
旁
貸
，
焉
敢
放
棄
，
自
取
愆
尤
？
﹂
︵
註
一
︶

膠
東
是
魯
省
富
庶
之
鄉
，
歲
入
頗
豐
。
劉
珍
年
在
防
區
內
擅
自
收
稅
，
除
部
分
直
接
上
交
南
京
外
，
餘
皆

歸
己
，
分
文
不
交
省
府
。
韓
向
劉
提
出
三
項
要
求
：
一
，
每
月
向
省
府
解
款
五
十
萬
元
；
二
，
撥
五
六
縣
歸
省

府
管
轄
；
三
，
交
還
各
縣
統
稅
局
，
稅
收
歸
財
政
部
徵
收
。
︵
註
二
︶

劉
置
之
不
理
。
韓
非
常
氣
憤
。

南
京
政
府
曾
答
應
每
月
給
山
東
軍
隊
協
餉
六
十
萬
元
，
其
中
分
撥
劉
部
七
萬
元
。
劉
珍
年
胃
口
很
大
，
非

二
十
萬
元
不
可
。
韓
當
然
不
准
。
後
經
國
民
黨
山
東
省
黨
部
調
解
，
韓
允
撥
十
二
萬
元
，
劉
堅
持
要
十
四
點
五

萬
元
，
演
成
僵
局
。
︵
註
三
︶

最
令
韓
復
榘
不
能
容
忍
的
是
，
劉
珍
年
派
其
副
手
何
益
三
、
參
謀
長
韓
洞
等
赴
濟
，
與
劉
部
駐
濟
辦
事
處

主
任
趙
蘭
言
、
﹁
復
興
社
﹂
分
之
劉
子
建
等
秘
密
策
劃
，
瓦
解
韓
軍
，
但
未
得
逞
。

韓
復
榘
在
發
動
﹁
驅
劉
之
役
﹂
前
，
曾
親
到
泰
安
向
息
隱
泰
山
的
馮
玉
祥
討
教
攻
劉
之
策
。
馮
建
議
韓
要

速
戰
速
決
。

︵
註
一
︶ 

︽
國
聞
週
報
︾
，
第
九
卷
，
第
三
十
八
期
。
一
九
三
二
年
九
月
二
十
日
。

︵
註
二
︶ 

呂
偉
俊
：
︽
韓
復
榘
傳
︾
，
第
八
十
九
頁
。

︵
註
三
︶ 

呂
偉
俊
：
︽
韓
復
榘
傳
︾
，
第
九
十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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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
復
榘
發
動
﹁
驅
劉
之
役
﹂
，
導
火
線
是
第
三
路
軍
進
入
劉
珍
年
部
防
區
剿
匪
遭
拒
。
九
月
初
，
韓
陸
續

向
膠
東
增
兵
，
至
九
月
十
五
日
左
右
，
第
三
路
軍
在
濰
縣
、
高
密
一
帶
集
結
兵
力
三
萬
餘
人
，
以
曹
福
林
任
前

敵
總
指
揮
。
十
六
日
晨
五
時
，
韓
親
赴
濰
縣
督
師
。
劉
珍
年
亦
在
沙
河
、
平
度
、
昌
邑
一
線
設
防
。

韓
軍
戰
鬥
序
列
：

　
第
三
路
軍 

總
指
揮
韓
復
榘   

前
敵
總
指
揮
曹
福
林

　
　
左
翼
軍 
總
指
揮
韓
復
榘
︵
兼
︶

　
　
　
第
二
十
師
第
五
十
九
旅 

旅
長
趙
心
德

　
　
　
第
二
十
二
師
第
六
十
六
旅 

旅
長
李
占
標

　
　
　
第
七
十
四
師
第
二
二
一
旅 

旅
長
馬
貫
一

　
　
右
翼
軍 

總
指
揮
曹
福
林

　
　
　
第
二
十
九
師
第
八
十
五
旅 

旅
長
李
漢
章

　
　
　
第
二
十
九
師
第
八
十
六
旅 

旅
長
陳
德
馨

　
　
　
第
二
十
九
師
第
八
十
七
旅 

旅
長
榮
光
興

　
　
　
魯
東
民
團
軍 

總
指
揮
趙
明
遠

　
　
　
魯
南
民
團
軍 

總
指
揮
謝
書
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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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
軍
戰
鬥
序
列
：

　
第
十
七
軍 

軍
長
劉
珍
年

　
　
　
第
二
十
一
師 

師
長
劉
珍
年
︵
兼
︶

                     

　
　   

副
師
長
何
益
三

　
　
　
　
第
一
旅 

旅
長
張
守
權

　
　
　
　
第
二
旅 

旅
長
梁
立
柱

　
　
　
　
第
三
旅 
旅
長
趙
振
起

　
　
　
　
獨
立
旅 

旅
長
張
鑾
基

十
七
日
，
韓
軍
兵
分
兩
路
，
韓
復
榘
親
自
指
揮
三
個
主
力
旅
為
左
翼
，
沿
煙
濰
汽
車
路
前
進
，
直
指
掖
縣
；

曹
福
林
率
所
部
第
二
十
九
師
為
右
翼
，
渡
萊
河
，
進
攻
平
度
，
直
趨
萊
陽
。
入
夜
，
在
昌
邑
附
近
之
韓
軍
左
翼

向
劉
軍
發
起
攻
擊
。
劉
軍
不
支
，
向
沙
河
、
平
度
退
卻
。
十
八
日
夜
，
韓
軍
進
至
沙
河
。
當
韓
從
濰
縣
親
至
昌

邑
督
師
時
，
其
先
頭
部
隊
已
由
沙
河
分
途
向
掖
縣
疾
進
，
勢
如
破
竹
。
韓
旋
赴
沙
河
指
揮
作
戰
。
與
此
同
時
，

韓
軍
右
翼
曹
福
林
師
在
平
度
與
劉
軍
張
鑾
基
旅
激
戰
，
張
旅
不
支
，
向
萊
陽
方
向
撤
退
，
與
萊
陽
守
軍
梁
立
柱

旅
回
合
。
十
九
日
，
韓
軍
曹
師
榮
光
興
旅
進
抵
距
萊
陽
五
十
里
之
水
溝
頭
。

二
十
日
，
韓
部
趙
明
遠
魯
東
民
團
軍
進
駐
萊
陽
第
五
、
六
、
七
、
八
、
九
區
；
謝
書
賢
魯
南
民
團
軍
進
駐

萊
陽
第
四
區
，
完
全
切
斷
劉
軍
萊
陽
與
掖
縣
的
聯
繫
。
是
日
，
劉
部
副
師
長
何
益
三
赴
萊
陽
督
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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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
同
時
將
劉
在
濟
南
的
辦
事
處
封
閉
，
扣
押
辦
事
處
的
處
長
趙
蘭
言
及
辦
事
人
員
，
切
斷
了
劉
的
對
外
聯

繫
。

韓
復
榘
料
定
南
京
方
面
必
然
偏
袒
劉
珍
年
，
因
此
，
他
要
﹁
先
斬
後
奏
﹂
，
戰
爭
發
動
第
二
天
︵
十
八
日
︶

方
致
電
南
京
，
歷
數
劉
種
種
惡
行
，
申
明
討
劉
是
為
﹁
弔
民
伐
罪
﹂
，
﹁
為
解
除
人
民
痛
苦
起
見
，
誓
當
驅
逐

此
獠
，
以
救
民
命
﹂
。
二
十
日
，
以
山
東
省
政
府
民
政
廳
長
李
樹
春
為
首
的
各
廳
長
、
省
府
委
員
及
國
民
黨
山

東
黨
部
大
員
向
南
京
政
府
發
出
﹁
號
電
﹂
，
控
告
劉
﹁
把
持
民
政
﹂
、
﹁
擾
亂
財
政
﹂
，
﹁
破
壞
建
設
﹂
、
﹁
朘

削
實
業
﹂
、
﹁
聚
斂
無
度
﹂
、
不
服
從
省
府
命
令
等
，
要
求
中
央
明
令
褫
奪
劉
本
兼
各
職
。
︵
註
四
︶

蔣
介
石
對
此
事
先
未
曾
與
聞
，
急
電
雙
方
停
止
軍
事
行
動
，
﹁
靜
候
中
央
處
置
﹂
。
軍
政
部
長
何
應
欽
亦

令
兩
軍
撤
兵
，
﹁
聽
候
中
央
查
明
處
理
﹂
。
韓
復
榘
置
蔣
、
何
電
令
於
不
顧
，
繼
續
進
兵
。
二
十
三
日
，
兩
軍

又
在
掖
縣
、
龍
口
間
之
七
星
坪
展
開
激
戰
。

劉
珍
年
對
韓
軍
的
突
然
進
攻
，
雖
感
突
然
，
卻
並
不
覺
意
外
。
他
對
韓
軍
此
前
頻
繁
調
動
已
有
所
聞
，
且

有
所
部
署
：
初
步
設
置
三
個
防
禦
據
點
︵
掖
縣
、
萊
陽
、
煙
臺
︶
，
互
為
犄
角
，
相
互
應
援
，
必
要
時
放
棄
煙

臺
，
在
掖
、
萊
一
線
與
韓
軍
周
旋
。
劉
估
計
韓
之
兵
力
，
總
共
不
過
五
萬
餘
人
，
還
要
留
防
魯
南
、
魯
北
和
魯

西
，
能
調
來
膠
東
者
最
多
不
過
三
萬
人
，
與
自
己
的
兵
力
相
當
。
然
而
，
自
己
是
以
逸
待
勞
，
地
理
熟
悉
，
武

器
裝
備
更
有
過
之
，
大
可
與
之
一
搏
。
最
關
鍵
的
是
，
劉
自
以
為
在
南
京
有
蔣
介
石
這
座
靠
山
可
恃
，
雖
然
初

︵
註
四
︶ 

︽
山
東
省
政
府
公
報
︾
，
第
一
九
九
期
，
一
九
三
二
年
十
月
二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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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
不
利
，
但
並
不
怵
韓
。
於
是
，
他
親
自
赴
掖
指
揮
駐
掖
部
隊
，
萊
陽
防
務
交
由
副
師
長
何
益
三
及
旅
長
梁
立

柱
負
責
。
十
九
日
，
劉
一
面
急
電
南
京
蔣
介
石
、
何
應
欽
，
請
求
下
令
制
止
韓
之
軍
事
行
動
，
一
面
派
參
謀
長

韓
洞
赴
南
京
報
告
一
切
。

二
十
三
日
，
蔣
伯
誠
奉
蔣
介
石
之
命
到
達
沙
河
會
晤
韓
復
榘
。
韓
於
當
日
發
表
﹁
漾
電
﹂
表
示
願
意
停
止

軍
事
行
動
，
聽
候
中
央
處
置
。
次
日
，
韓
乘
車
返
回
濟
南
，
將
部
分
軍
隊
撤
回
原
防
。

劉
珍
年
稍
微
鬆
了
一
口
氣
，
但
他
知
道
韓
復
榘
不
會
善
罷
甘
休
。
為
以
後
更
有
效
地
反
擊
，
他
決
定
收
縮

兵
力
，
二
十
三
日
晚
，
從
煙
臺
撤
軍
，
退
至
棲
霞
。
不
料
韓
乘
虛
而
入
，
迅
速
派
騎
兵
馳
赴
煙
臺
接
防
，
同
時

委
派
膠
東
八
個
縣
之
縣
長
。
至
此
，
劉
的
地
盤
只
剩
下
掖
縣
、
萊
陽
、
牟
平
、
棲
霞
四
縣
。
與
此
同
時
，
韓
軍

左
翼
進
攻
掖
縣
，
切
斷
劉
軍
掖
口
運
輸
供
給
。
二
十
六
日
，
劉
軍
一
個
旅
撤
入
掖
縣
城
裡
禦
守
。
從
九
月
底
至

十
月
初
，
韓
復
榘
見
蔣
介
石
完
全
跟
劉
珍
年
坐
在
一
條
板
凳
上
，
對
南
京
方
面
的
﹁
調
停
﹂
不
再
抱
任
何
希
望
，

命
令
所
部
左
右
兩
翼
包
圍
掖
縣
，
實
行
強
攻
。
萊
陽
方
面
劉
軍
增
援
掖
縣
，
韓
軍
右
翼
打
援
成
功
，
十
月
六
日
、

七
日
，
韓
軍
右
翼
榮
光
興
等
三
個
旅
乘
勢
又
包
圍
並
進
攻
萊
陽
。
韓
軍
騎
兵
由
煙
臺
出
發
，
經
蓬
萊
，
進
擊
棲

霞
。
由
於
韓
軍
缺
乏
重
武
器
，
頓
兵
於
堅
城
之
下
，
戰
鬥
一
度
進
入
僵
持
狀
態
。
劉
珍
年
又
鬆
了
一
口
氣
，
對

部
下
誇
口
說
：
﹁
我
知
道
韓
那
兩
下
子
，
如
果
南
京
讓
打
，
我
第
一
步
打
到
濰
縣
，
第
二
步
打
到
濟
南
！
﹂

劉
珍
年
率
第
一
旅
、
獨
立
旅
及
師
直
屬
騎
、
炮
、
工
、
輜
各
一
部
集
中
掖
縣
；
第
二
旅
旅
長
梁
立
柱
率
第

二
旅
及
騎
、
炮
、
工
、
輜
各
一
部
集
中
萊
陽
。
掖
、
萊
兩
地
均
以
縣
城
為
依
據
，
深
溝
高
壘
作
持
久
之
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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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間
，
韓
復
榘
與
劉
珍
年
的
代
表
先
後
到
達
廬
山
晉
謁
蔣
介
石
，
說
明
情
況
。
韓
的
代
表
張
鉞
明
確
要
求

中
央
將
劉
部
調
離
山
東
。
蔣
表
示
劉
部
可
以
調
走
，
但
須
與
何
應
欽
商
議
後
再
定
奪
。
劉
珍
年
的
代
表
韓
洞

二
十
四
日
到
達
南
京
，
蔣
已
去
廬
山
。
韓
乃
向
軍
委
會
負
責
人
參
謀
長
朱
培
德
、
軍
政
部
長
何
應
欽
報
告
韓
攻

劉
之
情
況
，
並
向
新
聞
界
發
布
新
聞
。
韓
洞
又
於
九
月
二
十
七
日
到
廬
山
向
蔣
報
告
一
切
。
蔣
聽
了
很
生
氣
，

說
：
﹁
我
在
前
幾
天
曾
向
他
︵
韓
復
榘
︶
要
兩
團
人
，
他
竟
沒
答
應
，
想
不
到
他
是
為
襲
擊
劉
軍
，
太
可
恨
了
，

我
要
消
滅
他
！
﹂
︵
註
五
︶

蔣
介
石
先
為
韓
復
榘
竟
敢
﹁
先
斬
後
奏
﹂
氣
惱
，
繼
而
又
為
韓
藐
視
中
央
命
令
而
大
為
震
怒
，
他
於
十
月

五
日
再
次
下
令
，
限
劉
、
韓
兩
軍
五
日
內
先
行
停
戰
，
並
派
參
謀
次
長
熊
斌
、
軍
委
會
主
任
秘
書
高
凌
百
為

特
派
員
赴
魯
監
視
雙
方
撤
兵
，
各
歸
原
防
，
同
時
檄
調
河
北
商
震
為
西
路
軍
東
進
，
蚌
埠
徐
庭
瑤
所
部
第
四

師
會
同
徐
州
劉
峙
之
黃
傑
師
為
南
路
軍
北
上
，
于
學
忠
為
北
路
軍
沿
津
浦
線
南
下
，
加
大
對
韓
軍
的
軍
事
壓

力
。
陳
誠
囑
韓
洞
密
電
劉
珍
年
，
即
使
韓
撤
兵
，
也
要
劉
部
對
其
以
兵
牽
制
，
使
其
愈
限
，
好
由
中
央
明
令
討

伐
。
︵
註
六
︶

然
而
當
南
路
軍
黃
杰
部
進
抵
魯
南
郯
城
時
，
張
學
良
突
然
在
北
平
發
表
了
一
個
意
在
援
韓
的
通
電
，
並
命

駐
防
津
浦
線
的
王
樹
常
軍
派
出
一
個
機
炮
營
，
化
裝
成
韓
軍
前
往
支
援
。
韓
軍
在
東
北
軍
炮
兵
的
支
援
下
，
加

︵
註
五
︶ 

韓
洞
：
︿
膠
東
之
戰
﹀
，
︽
一
代
梟
雄
韓
復
榘
︾
，
第
一
百
三
十
八
頁
。

︵
註
六
︶ 

韓
洞
：
︿
膠
東
之
戰
﹀
，
︽
一
代
梟
雄
韓
復
榘
︾
，
第
一
百
三
十
八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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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
了
對
掖
縣
、
萊
陽
兩
座
孤
城
的
攻
擊
。
張
身
為
中
國
北
方
的
軍
事
領
袖
，
他
的
軍
事
介
入
，
對
蔣
無
疑
是
一

個
沉
重
打
擊
，
使
他
不
得
不
重
新
考
慮
軍
事
干
預
可
能
帶
來
的
嚴
重
後
果
和
連
鎖
反
應
。

對
於
發
生
在
山
東
的
這
場
戰
爭
，
社
會
各
界
及
不
少
有
影
響
的
人
物
紛
紛
致
電
國
民
黨
中
央
，
要
求
罷
兵

息
戰
，
盡
快
想
法
和
平
解
決
問
題
，
不
宜
擴
大
事
態
紛
紛
。
他
們
擔
心
戰
局
進
一
步
擴
大
，
會
成
為
日
本
侵
華

的
藉
口
，
重
演
一
九
二
七
年
﹁
濟
南
事
件
﹂
的
一
幕
。
正
在
參
加
﹁
國
聯
﹂
大
會
的
中
國
代
表
施
肇
基
聞
蔣
討

韓
資
訊
，
從
美
國
發
回
電
報
稱
：
現
值
國
聯
開
會
，
尤
宜
一
致
團
結
，
作
外
交
後
盾
，
不
可
再
起
內
爭
，
予
人

口
實
，
自
掣
其
肘
，
應
嚴
令
制
止
魯
省
內
戰
，
同
赴
國
難
。
如
此
等
等
均
迫
使
蔣
放
棄
對
魯
用
兵
，
轉
而
採
取

和
平
調
停
方
針
，
派
蔣
伯
誠
、
熊
斌
等
分
別
會
晤
韓
、
劉
，
進
行
調
解
。

就
在
蔣
介
石
調
整
對
韓
策
略
之
際
，
韓
軍
一
直
未
停
止
進
攻
。
東
北
軍
的
機
炮
團
協
助
韓
軍
炮
擊
孤
城
，

沈
鴻
烈
的
東
北
海
軍
兩
架
飛
機
也
前
來
助
戰
，
投
了
兩
次
炸
彈
。
十
一
日
，
韓
復
榘
發
表
︿
致
膠
東
父
老
書
﹀
，

稱
﹁
一
日
不
去
劉
，
良
心
所
不
安
；
已
下
除
劉
萬
分
決
心
，
絕
不
半
途
中
止
。
﹂
︵
註
七
︶

十
九
日
，
國
民
黨
中
央
以
何
應
欽
名
義
電
令
韓
、
劉
停
戰
，
並
提
出
四
項
解
決
辦
法
，
劃
定
雙
方
防
區
：

一
，
自
即
日
起
，
韓
軍
撤
回
濰
河
以
西
防
區
，
限
二
十
六
日
前
撤
軍
；
二
，
劉
珍
年
軍
暫
駐
福
山
、
掖
縣
、
萊

陽
、
棲
霞
、
牟
平
五
縣
及
龍
口
；
三
，
蓬
萊
、
招
遠
、
黃
縣
、
海
陽
、
文
登
、
榮
成
、
平
度
暫
不
駐
軍
，
由
原

團
警
治
安
；
四
，
各
軍
移
防
後
整
飭
軍
紀
，
聽
候
中
央
處
置
。
韓
方
代
表
提
出
要
劉
軍
撤
出
掖
縣
，
而
駐
文
登
、

︵
註
七
︶ 

︽
國
聞
週
報
︾
，
第
九
卷
，
第
四
十
一
期
，
一
九
三
二
年
十
月
十
七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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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陽
、
榮
成
三
縣
；
劉
方
則
堅
持
維
持
原
防
。
最
後
由
軍
委
會
仍
定
為
原
防
區
不
變
。

軍
政
部
的
這
個
方
案
，
貌
似
折
衷
，
實
則
對
韓
方
不
利
。
是
時
，
韓
軍
已
實
際
控
制
除
掖
縣
、
萊
陽
、
牟

平
、
棲
霞
四
縣
以
外
全
部
膠
東
地
區
，
而
此
方
案
卻
要
求
韓
軍
從
實
際
控
制
區
撤
出
，
還
要
將
煙
臺
、
龍
口
劃

歸
劉
部
防
區
。
更
關
鍵
的
是
，
此
方
案
隻
字
不
提
劉
部
撤
出
山
東
一
事
。
韓
見
中
央
明
顯
偏
袒
劉
珍
年
，
遂
於

二
十
一
日
向
林
森
︵
國
民
政
府
主
席
︶
、
宋
子
文
︵
行
政
院
代
院
長
︶
、
蔣
介
石
︵
國
民
革
命
軍
總
司
令
︶
、

張
學
良
︵
北
平
軍
委
會
委
員
長
︶
發
出
﹁
馬
電
﹂
，
憤
而
辭
職
。
文
稱
：
﹁
仰
懇
准
辭
山
東
省
政
府
主
席
本

職
。
復
榘
生
性
坦
直
，
言
必
由
衷
，
久
隸
帷
幄
，
諒
蒙
洞
鑑
，
果
尚
有
一
線
可
行
之
路
，
絕
不
作
無
端
煩
瀆
之

辭
。
﹂
︵
註
八
︶

韓
復
榘
之
辭
職
在
社
會
上
引
起
巨
大
反
響
，
各
界
人
士
紛
紛
要
求
息
爭
罷
戰
，
且
多
傾
向
韓
。
張
學
良
、

張
群
、
劉
峙
、
宋
哲
元
等
黨
政
要
原
都
曾
電
韓
慰
留
。

南
京
方
面
終
於
感
覺
到
，
要
解
決
山
東
問
題
，
只
有
將
劉
珍
年
調
離
山
東
，
而
且
愈
快
愈
好
。
因
為
劉
部

一
旦
被
殲
滅
，
其
新
式
英
制
槍
械
將
全
部
落
入
韓
復
榘
第
三
路
軍
手
中
，
那
是
南
京
方
面
最
不
願
意
看
見
的
。

劉
珍
年
面
對
韓
軍
強
大
攻
勢
，
又
眼
見
蔣
介
石
無
意
在
短
期
內
對
韓
復
榘
用
兵
，
知
道
大
勢
已
去
，
遂
於

十
月
二
十
五
日
致
電
南
京
，
表
示
願
意
率
部
離
開
山
東
。
南
京
政
府
立
即
照
准
。
二
十
八
、
二
十
九
兩
日
，
張

鈁
、
蔣
伯
誠
奉
蔣
介
石
之
命
，
先
後
在
濟
南
與
韓
會
晤
，
要
韓
將
包
圍
掖
縣
、
萊
陽
的
軍
隊
撤
至
濰
河
以
西
，

︵
註
八
︶ 

上
海
︽
新
聞
報
︾
，
一
九
三
二
年
十
月
二
十
二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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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
將
煙
臺
、
龍
口
讓
出
，
以
便
使
劉
部
走
海
路
離
開
山
東
。
韓
當
即
表
示
：
﹁
唯
中
央
命
令
是
從
。
﹂

劉
珍
年
部
從
十
一
月
十
七
日
起
，
至
二
十
二
日
止
，
全
體
由
煙
臺
登
輪
，
渡
海
南
下
。

蔣
介
石
起
初
欲
調
劉
珍
年
部
到
湖
北
隨
縣
、
棗
陽
一
帶
，
但
遭
夏
斗
寅
等
拒
絕
，
繼
改
調
寧
波
，
又
遭
浙

江
反
對
，
最
後
改
調
溫
州
。
劉
部
到
達
溫
州
後
，
其
趙
振
起
第
一
旅
第
一
團
第
一
營
駐
泰
順
縣
城
，
為
住
房
問

題
與
當
地
百
姓
發
生
衝
突
而
激
成
嘩
變
，
該
營
將
泰
順
城
內
及
郊
區
燒
搶
一
空
。
一
九
三
一
年
春
，
蔣
命
令
劉

取
消
第
十
七
軍
名
義
。

一
九
三
三
年
三
月
，
蔣
又
將
劉
部
調
往
江
西
之
上
饒
、
橫
峰
和
福
建
浦
城
一
帶
。
劉
部
到
達
上
饒
，
正
是

古
北
口
抗
戰
最
激
烈
的
時
候
，
蔣
命
劉
部
抽
調
一
個
步
兵
團
，
命
名
為
﹁
抗
日
補
充
團
﹂
，
克
日
開
赴
保
定
，

歸
保
定
行
營
補
充
兵
編
練
處
指
揮
。
劉
為
保
存
實
力
，
不
肯
抽
調
精
銳
部
隊
，
而
以
在
泰
順
嘩
變
過
的
第
一
營

為
基
礎
，
又
在
各
團
抽
調
了
部
分
老
弱
官
兵
，
共
一
千
五
百
多
人
，
勉
強
湊
成
一
個
徒
手
步
兵
團
。
這
部
殘

兵
到
達
保
定
後
，
保
定
行
營
補
充
兵
編
練
處
認
為
全
團
均
是
老
弱
殘
兵
，
不
堪
使
用
，
汰
弱
留
強
，
僅
挑
選
了

五
百
多
人
，
其
餘
官
兵
全
部
給
資
遣
散
。

駐
福
建
浦
城
之
劉
部
張
鑾
基
獨
立
旅
脫
離
劉
珍
年
而
獨
立
，
蔣
給
予
番
號
，
由
軍
事
委
員
會
直
接
指
揮
。

劉
大
恨
，
電
蔣
請
伐
﹁
叛
﹂
軍
。
蔣
覆
電
：
﹁
張
未
叛
我
。
﹂
劉
一
怒
之
下
，
將
隊
伍
交
梁
立
柱
帶
領
，
逕
自

到
杭
州
西
湖
﹁
養
病
﹂
，
以
此
要
脅
。
蔣
乘
機
委
梁
代
二
十
一
師
師
長
。
一
九
三
三
年
五
月
，
浙
江
省
治
安
處

處
長
俞
濟
時
奉
蔣
命
，
以
請
客
吃
飯
為
名
將
劉
誘
捕
，
囚
禁
在
西
湖
邊
上
的
劉
莊
。
蔣
同
時
密
令
各
地
調
查
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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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
行
。
半
月
後
，
各
地
披
露
劉
部
﹁
紀
律
毫
無
﹂
、
﹁
珍
賊
性
難
移
，
放
肆
妄
為
依
舊
﹂
、
﹁
劉
珍
年
被
扣
審
查
﹂

等
消
息
。
劉
之
副
師
長
何
益
三
與
軍
統
第
三
處
處
長
丁
默
邨
又
向
南
京
政
府
控
告
劉
在
膠
東
橫
徵
暴
斂
的
十
大

罪
狀
。
劉
在
獄
中
接
見
家
人
及
友
人
時
，
囑
託
有
力
者
輦
金
說
情
買
命
。
劉
的
參
議
、
保
定
軍
校
第
八
期
同
學

趙
鳳
生
曾
到
南
昌
託
陳
誠
︵
也
是
保
定
軍
校
第
八
期
同
學
︶
向
蔣
說
情
。
陳
避
而
不
見
。
一
九
三
五
年
二
月
，

劉
被
押
送
南
昌
會
審
。
據
說
軍
警
從
杭
州
劉
莊
提
劉
時
，
劉
誤
以
為
是
要
把
他
拉
出
去
槍
斃
，
出
門
時
跳
著
腳

把
蔣
臭
罵
一
頓
，
立
刻
有
人
將
此
事
向
蔣
報
告
。
五
月
十
三
日
，
以
顧
祝
同
為
審
判
長
，
在
南
昌
對
劉
進
行
軍

法
會
審
，
最
終
以
﹁
山
東
人
民
控
告
禍
國
殃
民
罪
﹂
等
罪
名
，
將
劉
槍
殺
於
南
昌
東
郊
荒
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