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閻
相
文
督
陝
後
，
屢
電
曹
錕
，
請
將
第
十
六
混
成
旅
擴
編
為
師
。
一
九
二
一
年
八
月
五
日
，
北
京
政
府
下

令
，
將
第
十
六
混
成
旅
擴
編
為
中
央
陸
軍
第
十
一
師
，
馮
玉
祥
任
師
長
，
下
轄
二
旅
三
團
四
營
：

中
央
陸
軍
第
十
一
師 

師
長
　
馮
玉
祥

 

參
謀
長
　
門
致
中

 

參
謀
官
　
王
乃
模
　
張
起
士
等

 

軍
法
官
　
鄧
哲
熙
︵
後
易
袁
毅
︶

 

軍
需
官
　
張
允
榮
　
張
吉
墉
　
魏
宗
晉

 

軍
械
官
　
徐
廷
瑗

11
　
騎
兵
團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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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
醫
官
　
楊
懋

 

馬
醫
官
　
傅
德
貴

 

副
官
長
　
朱
金
城

　
第
二
十
一
旅 

旅
長
　
李
鳴
鐘

　
　
第
四
十
一
團 

團
長
　
孫
良
誠

　
　
　
第
一
營 

營
長
　
劉
玉
山
︵
一
九
二
二
年
三
月
易
石
友
三
︶

　
　
　
第
二
營 

營
長
　
葛
金
章

　
　
　
第
三
營 
營
長
　
王
冠
軍

　
　
第
四
十
二
團 

團
長
　
張
維
璽
︵
一
九
二
二
年
二
月
易
趙
席
聘
︶

　
　
　
第
一
營 

營
長
　
許
驤
雲

　
　
　
第
二
營 

營
長
　
陳
毓
耀

　
　
　
第
三
營 

營
長
　
過
之
剛
︵
一
九
二
二
年
二
月
易
葛
運
隆
︶

　
第
二
十
二
旅 

旅
長
　
張
之
江

　
　
第
四
十
三
團 

團
長
　
宋
哲
元

　
　
　
第
一
營 

營
長
　
馮
治
安

　
　
　
第
二
營 

營
長
　
趙
登
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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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營 

營
長
　
谷
良
友

　
　
第
四
十
四
團 

團
長
　
劉
郁
芬

　
　
　
第
一
營 

營
長
　
劉
汝
明

　
　
　
第
二
營 

營
長
　
佟
麟
閣

　
　
　
第
三
營 

營
長
　
席
液
池

　
　
衛
隊
團 

團
長
　
趙
席
聘
︵
一
九
二
二
年
二
月
易
過
之
綱
︶

　
　
　
第
一
營
︵
手
槍
營
︶ 

營
長
　
李
向
寅

　
　
　
第
二
營
︵
學
兵
營
︶ 

營
長
　
石
友
三
︵
一
九
二
二
年
三
月
易
張
凌
雲
︶

　
　
　
第
三
營
︵
學
兵
營
︶ 
營
長
　
張
自
忠

　
　
　
　
第
一
連 

連
長
　
魯
崇
義

　
　
　
　
第
一
連 

連
長
　
汪
益
靜

　
　
炮
兵
團 

團
長
　
鹿
鍾
麟
　
團
副
　
李
興
中

　
　
　
第
一
營 

營
長
　
孫
連
仲
　
營
副
　
李
掄
祥

　
　
　
第
二
營 

營
長
　
劉
恩
澤
　
營
副
　

　
　
　
第
三
營 

營
長
　
李
忻
　
營
副
　
傅
建
衡
　
　
　

　
　
騎
兵
團 

團
長
　
韓
復
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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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
副
　
高
雲
龍
　
曲
受
謙
︵
後
易
張
鉞
︶

　
　
　
第
一
營 

營
長
　
李
長
清
　
營
副
　
崔
駒
洲

　
　
　
第
二
營 

營
長
　
李
治
富
　
營
副
　
張
自
忠
︵
兼
︶

　
　
　
第
三
營 

營
長
　
張
奎
文
　
營
副
　
吳
青
旺

　
　
軍
官
軍
士
教
導
團 

團
長
　
蔣
鴻
遇
︵
後
易
張
維
璽
︶

　
　
　
　
軍
官
教
導
隊 

監
督
　
蔣
鴻
遇
︵
兼
︶

　
　
　
　
軍
士
教
導
隊 

隊
長
　
梁
冠
英
　
許
長
林
等

　
　
　
機
關
槍
營 
營
長
　
韓
多
峰
　
營
副
　
白
鳳
儀

　
　
　
工
兵
營 

營
長
　
王
學
智
　
營
副
　
吉
鴻
昌

　
　
　
輜
重
營 

營
長
　
聞
承
烈
　
營
副
　
陳
萬
青

　
　
　
憲
兵
營 

營
長
　
韓
青
海
︵
轄
四
個
憲
兵
個
連
︶

　
　
　
　
偵
緝
隊 

隊
長
　
甯
希
遠

　
　
　
　
偵
探
隊 

隊
長
　
馬
繩
武
︵
後
易
方
振
支
︶

第
十
一
師
防
次
在
咸
陽
，
其
中
宋
哲
元
第
四
十
三
團
之
第
二
、
三
兩
營
駐
臨
潼
、
渭
南
，
第
一
營
馮
治
安

部
守
護
西
安
各
城
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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騎
兵
團
是
在
原
騎
兵
營
基
礎
上
新
擴
建
的
，
馮
玉
祥
最
初
委
任
﹁
馬
隊
三
張
﹂
之
一
的
張
樹
聲
為
團
長
，

二
十
天
後
，
馮
就
任
陝
督
，
為
解
決
關
中
駐
軍
餉
項
困
難
，
增
加
財
政
收
入
，
改
調
張
擔
任
﹁
長
藍
禁
菸
分
局
﹂

局
長
，
所
遺
騎
兵
團
長
一
職
由
營
長
韓
復
榘
升
任
。
韓
時
年
三
十
歲
。

王
向
榮
時
任
騎
兵
團
第
一
營
軍
需
長
；
高
樹
勳
任
騎
兵
團
第
一
營
第
一
連
連
長
；
雷
中
田
任
騎
兵
團
第
一

營
第
二
連
排
長
；
魏
鳳
樓
任
騎
兵
團
第
一
營
第
四
連
排
長
。

升
職
原
是
求
之
不
得
的
事
，
但
步
兵
出
身
的
韓
復
榘
對
升
任
騎
兵
團
長
並
非
十
分
情
願
，
蓋
軍
中
廣
泛
流

傳
一
種
說
法
：
﹁
用
步
兵
去
騎
兵
當
官
，
先
害
馬
，
後
害
人
。
﹂
韓
向
馮
謝
委
，
自
謂
怕
不
稱
職
。
馮
回
答
很

簡
單
：
﹁
叫
你
幹
，
你
就
幹
，
囉
嗦
什
麼
！
﹂

越
月
餘
，
馮
玉
祥
在
韓
復
榘
的
陪
同
下
，
對
騎
兵
第
三
營
第
十
一
連
目
兵
講
話
，
舉
明
太
祖
朱
元
璋
及
美

國
總
統
林
肯
奮
發
圖
強
之
先
例
，
闡
明
﹁
有
志
者
，
事
竟
成
﹂
的
道
理
。
馮
又
告
誡
：
﹁
人
一
遍
學
會
者
，
我

以
一
百
遍
學
會
之
；
人
十
遍
學
會
者
，
我
以
一
千
遍
學
會
之
。
成
功
雖
有
遲
速
，
及
其
奏
效
一
也
。
舜
人
也
，

余
人
也
；
有
為
者
，
亦
若
是
人
。
苟
有
志
，
終
有
良
好
結
果
。
﹂
︵
註
一
︶

馮
之
良
苦
用
心
，
令
韓
感
觸
尤
深
。

自
是
，
韓
復
榘
發
憤
研
習
騎
兵
之
學
、
術
兩
科
，
終
於
成
為
一
名
合
格
的
騎
兵
指
揮
官
。
次
年
二
月

二
十
七
日
，
馮
玉
祥
在
西
關
操
場
檢
閱
騎
兵
團
各
連
操
演
及
各
營
分
列
式
，
均
有
不
俗
表
現
。

騎
兵
團
在
加
緊
訓
練
的
同
時
，
也
要
參
加
剿
匪
。
一
九
二
一
年
十
一
月
，
騎
兵
團
一
營
三
連
開
赴
臨
潼
附

︵
註
一
︶ 

︽
馮
玉
祥
日
記
︾
，
一
九
二
一
年
十
一
月
十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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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剿
匪
，
匪
受
挫
遠
遁
，
該
連
奉
命
暫
駐
臨
潼
，
保
持
警
戒
。

在
馮
玉
祥
督
陝
期
間
加
入
第
十
一
師
的
有
：
王
乃
模
、
王
鎮
淮
、
宋
式
顏
、
田
鎮
南
︵
保
定
北
洋
陸
軍
速

成
學
堂
第
二
期
步
兵
科
︶
、
張
樾
亭
︵
保
定
軍
校
第
一
期
步
兵
科
︶
、
黃
中
漢
︵
保
定
軍
校
第
九
期
肄
業
生
︶
、

張
吉
墉
、
張
印
湘
、
劉
自
珍
、
李
占
標
、
李
子
芳
、
尹
心
田
等
。

誘
殺
﹁
刀
客
﹂
郭
堅
，
是
馮
玉
祥
就
任
師
長
之
後
的
第
一
件
得
意
之
作
。

遜
清
末
年
，
關
中
好
漢
以
抑
富
濟
貧
、
扶
漢
滅
清
為
號
召
，
紛
紛
揭
竿
而
起
，
渭
河
南
北
之
李
虎
臣
、
楊

虎
城
、
郭
堅
等
皆
為
其
中
之
翹
楚
，
三
秦
人
士
呼
之
為
﹁
刀
客
﹂
。 

郭
堅
，
號
方
剛
，
陝
西
蒲
城
籍
，
雖
出

身
草
莽
，
其
人
卻
俊
秀
風
雅
，
尤
善
書
法
，
素
喜
書
：
﹁
看
來
世
事
全
能
語
，
說
到
人
情
劍
欲
鳴
﹂
，
﹁
鐵
肩

擔
道
義
，
辣
手
著
文
章
﹂
，
字
體
勁
秀
，
關
中
稱
之
。
民
國
後
，
郭
依
然
刀
客
行
徑
，
姦
淫
擄
掠
，
殘
民
以
逞
，

初
助
陳
樹
藩
驅
逐
陸
建
章
︵
據
說
洗
劫
陸
氏
財
物
，
並
污
辱
其
妻
女
的
就
是
此
人
部
曲
︶
，
任
西
安
警
備
司

令
；
旋
又
加
入
于
右
任
﹁
靖
國
軍
﹂
，
任
第
一
路
司
令
，
對
陳
作
戰
。
直
軍
攻
陝
之
前
，
陳
軍
圍
困
郭
部
於
鳳

翔
。
郭
堅
守
城
池
凡
五
月
餘
，
及
直
軍
攻
克
省
垣
，
鳳
翔
城
始
解
圍
。
郭
又
以
曾
牽
制
陳
軍
而
居
功
，
愈
加
放

縱
。
據
說
閻
督
密
令
馮
玉
祥
除
之
，
以
安
閭
裡
。
馮
受
命
，
誑
郭
至
西
安
西
關
外
講
武
堂
赴
宴
，
出
其
不
意
，

在
伏
兵
配
合
之
下
，
親
自
動
手
將
郭
制
伏
，
立
即
槍
決
，
曝
屍
街
頭
示
眾
。

未
幾
，
陝
西
又
發
生
一
件
爆
炸
性
新
聞
：
閻
相
文
在
正
式
就
任
陝
督
一
個
半
月
︵
一
九
二
一
年
八
月

二
十
三
日
︶
之
際
，
突
然
自
殺
身
亡
，
死
前
還
留
下
一
篇
遺
囑
，
說
了
些
莫
名
其
妙
憂
國
憂
民
的
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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閻
相
文
是
位
忠
厚
的
傳
統
軍
人
，
毫
無
從
政
經
驗
，
對
於
他
的
死
，
普
遍
認
為
是
與
陝
西
駐
軍
索
餉
有
關
。

閻
身
為
一
省
最
高
軍
政
長
官
，
但
陝
南
、
陝
北
分
別
被
陳
樹
藩
、
胡
景
翼
所
控
制
，
權
力
所
能
及
者
僅
關
中
十

餘
縣
爾
。
而
中
央
駐
軍
如
第
七
師
、
第
十
一
師
、
第
二
十
師
、
鎮
嵩
軍
、
第
四
混
成
旅
、
第
五
團
等
之
巨
額
餉

項
，
萬
難
籌
措
。
於
是
閻
索
性
撒
手
不
管
，
終
日
躺
在
床
上
吞
雲
吐
霧
，
甚
至
接
連
幾
天
不
起
床
，
一
切
政
務

統
交
馮
玉
祥
處
理
，
難
怪
陝
西
人
說
：
﹁
馮
煥
章
包
辦
閻
煥
章
。
﹂
但
各
駐
省
軍
隊
仍
紛
紛
向
閻
逼
索
餉
糈
，

吳
佩
孚
亦
屢
屢
來
電
責
罵
，
閻
不
堪
其
擾
，
終
於
吞
菸
自
盡
。
由
於
事
發
猝
然
，
社
會
上
難
免
有
不
少
流
言
蜚

語
。

閻
相
文
歿
後
第
三
天
，
馮
玉
祥
繼
任
陝
西
督
軍
。
劉
鎮
華
仍
任
陝
西
省
長
。

馮
玉
祥
著
手
組
建
督
軍
公
署
，
編
制
如
下
：

　陝
西
省
督
軍
公
署    

督
軍
　
馮
玉
祥

                  

顧
問
　
劉
定
五
、
李
仲
三
、
黃
統
、
何
遂

                  

參
議
　
吳
滄
洲

                  

諮
議
　
張
作
甫

 

參
謀
長
　
劉
驥   

參
謀
官
　
高
震
龍
、
王
鎮
淮

                  

秘
書
長
　
陳
經
綬
　
秘
書
　
任
佑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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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
官
長
　
宋
良
仲

                  

軍
務
課
長
　
石
敬
亭

                  

軍
法
課
長
　
唐
之
道
︵
二
十
二
年
三
月
易
鄧
哲
熙
︶

                  

軍
需
課
長
　
賈
玉
璋

                 

軍
醫
課
長
　
馬
瑛

                  

軍
械
局
長
　
張
維
璽

                 

製
造
局
長
　
程
希
賢

馮
玉
祥
還
在
省
長
公
署
內
的
幾
個
重
要
部
門
安
排
自
己
的
人
，
如
財
政
廳
長
薛
秀
卿
︵
薛
篤
弼
之
父
︶
、

長
藍
禁
菸
局
長
張
樹
聲
等
。
長
安
知
事
則
由
薛
篤
弼
擔
任
。

馮
玉
祥
一
向
主
張
官
兵
要
參
加
工
農
業
生
產
，
實
行
﹁
半
操
半
勞
﹂
，
﹁
寓
兵
於
工
，
寓
兵
於
農
﹂
，
如

此
不
僅
可
以
解
決
殘
疾
軍
人
就
業
，
改
善
官
兵
生
活
，
還
可
使
目
兵
學
會
一
技
之
長
，
將
來
離
開
部
隊
後
能
有

謀
生
手
段
。
馮
規
定
：
﹁
工
務
事
歸
鹿
︵
鐘
麟
︶
團
長
指
揮
，
農
務
事
歸
韓
︵
復
榘
︶
團
長
指
揮
﹂
。
︵
註
二
︶

在
鹿
鍾
麟
主
持
下
，
全
師
成
立
四
個
軍
人
實
習
工
廠
：
孫
良
誠
主
辦
胰
皂
廠
；
石
友
三
主
辦
機
織
廠
；
孫

連
仲
主
辦
鐵
工
廠
；
蔣
鴻
遇
主
辦
罐
頭
廠
。

︵
註
二
︶ 

︽
馮
玉
祥
日
記
︾
，
一
九
二
二
年
三
月
三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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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
復
榘
在
員
警
廳
配
合
下
，
勘
察
、
丈
量
城
內
空
地
，
再
分
配
給
全
師
各
部
種
植
穀
物
和
蔬
菜
；
在
護
城

河
淺
處
種
植
蓮
藕
，
深
處
養
魚
。

一
九
二
二
年
三
月
七
日
，
馮
玉
祥
親
自
率
領
部
分
官
兵
到
西
安
城
外
韓
信
塚
種
植
柏
樹
，
植
畢
講
話
，
略

謂
植
樹
不
但
於
陝
西
人
民
有
益
，
於
黃
河
兩
岸
人
都
有
益
；
返
回
途
中
又
去
省
立
森
林
苗
圃
考
察
，
旋
即
命
令

韓
復
榘
購
買
桑
子
，
也
培
育
苗
圃
，
為
全
師
植
樹
提
供
樹
苗
。
於
是
植
樹
造
林
也
成
了
韓
份
內
的
事
，
這
顯
然

與
韓
在
駐
軍
湖
南
常
德
時
就
負
責
過
種
樹
有
關
。

直
皖
戰
後
，
皖
系
勢
力
土
崩
瓦
解
，
雄
踞
關
外
的
奉
系
代
之
而
起
，
成
為
唯
一
能
與
直
系
抗
衡
的
軍
事

政
治
集
團
。
一
九
二
一
年
末
，
直
系
與
奉
系
為
控
制
北
京
政
府
又
起
爭
端
。
奉
軍
秣
兵
厲
馬
，
積
極
備
戰
，

一
九
二
二
年
四
月
中
旬
，
開
始
源
源
不
斷
開
進
山
海
關
，
直
逼
北
京
。
第
一
次
直
奉
大
戰
終
於
爆
發
。

直
軍
在
京
、
保
兩
地
兵
力
薄
弱
，
坐
鎮
洛
陽
的
吳
佩
孚
急
電
馮
玉
祥
率
部
進
關
參
戰
。
曹
錕
任
命
馮
為
後

方
總
司
令
，
司
令
部
設
在
鄭
州
。
正
為
籌
措
軍
餉
而
坐
困
愁
城
，
又
時
思
逐
鹿
中
原
的
馮
玉
祥
幾
乎
沒
有
任
何

猶
豫
，
接
電
三
小
時
內
即
動
員
部
隊
向
潼
關
東
進
。

馮
玉
祥
出
發
前
，
將
陝
督
職
權
交
省
長
劉
鎮
華
代
理
；
命
李
鳴
鐘
率
第
二
十
一
旅
及
孫
連
仲
第
一
炮
兵
營

先
行
開
跋
，
馳
赴
北
京
西
南
之
長
辛
店
，
對
奉
軍
作
戰
，
第
十
一
師
參
謀
長
門
致
中
及
督
署
軍
務
課
長
石
敬
亭

隨
行
；
派
張
之
江
率
第
二
十
二
旅
及
炮
兵
第
二
、
三
兩
營
開
赴
鄭
州
，
監
視
趙
倜
之
豫
軍
；
馮
自
率
衛
隊
團
隨

後
向
洛
陽
進
發
。
陝
軍
第
一
師
胡
景
翼
部
及
第
四
混
成
旅
張
錫
元
部
亦
隨
後
跟
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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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於
騎
兵
團
擴
建
時
間
不
長
，
尚
未
形
成
有
效
戰
力
，
暫
交
張
樹
聲
節
制
，
留
守
後
方
，
韓
復
榘
以
團
長

身
分
行
走
馮
幕
，
襄
助
參
謀
長
指
揮
軍
事
。

一
九
二
二
年
四
月
十
八
日
下
午
兩
點
，
馮
玉
祥
集
合
督
署
及
師
部
人
員
講
話
，
激
勵
士
氣
，
最
後
說
：
﹁
咱

們
出
關
打
奉
軍
去
，
這
陝
西
督
軍
就
像
這
破
鞋
一
樣
，
不
要
了
！
﹂
言
罷
，
右
腿
一
踢
，
腳
上
的
布
鞋
飛
出
老

遠
。
眾
人
大
笑
。

馮
玉
祥
規
定
東
開
鄭
州
的
官
兵
一
律
佩
帶
印
有
﹁
害
民
賊
，
瞄
準
打
﹂
字
樣
的
臂
章
，
足
見
馮
對
趙
倜
的

刻
骨
仇
恨
。

四
月
二
十
日
夜
零
點
三
十
分
，
為
全
師
殿
后
之
衛
隊
團
在
過
之
剛
團
長
率
領
下
開
跋
。
是
時
夜
深
人
靜
，

馮
玉
祥
在
劉
驥
參
謀
長
、
蔣
鴻
遇
總
參
議
︵
蔣
之
教
導
團
團
長
一
職
已
由
張
維
璽
接
任
︶
、
鹿
鍾
麟
︵
炮
兵

團
︶
、
韓
復
榘
︵
騎
兵
團
︶
、
張
維
璽
︵
教
導
團
︶
三
位
團
長
、
宋
良
仲
副
官
長
及
手
槍
營
︵
營
長
李
向
寅
︶

的
簇
擁
下
，
率
領
督
署
及
師
部
人
員
策
馬
離
開
西
安
，
急
促
的
馬
蹄
聲
，
打
破
了
古
城
的
沉
寂
。

二
十
六
日
，
馮
玉
祥
一
行
到
達
觀
音
堂
，
換
乘
火
車
，
夜
十
點
到
洛
陽
。
馮
當
晚
即
匆
匆
趕
赴
西
工
軍
營
，

往
謁
直
魯
豫
巡
閱
副
使
兼
兩
湖
巡
閱
使
吳
佩
孚
請
示
機
宜
。
但
吳
已
於
前
一
日
離
開
洛
陽
，
赴
保
定
指
揮
軍

事
。
次
日
，
馮
命
先
期
到
達
洛
陽
的
張
之
江
率
第
四
十
四
團
劉
郁
芬
部
之
兩
營
先
赴
鄭
州
待
命
。

五
月
四
日
，
馮
玉
祥
在
洛
陽
接
到
李
鳴
鐘
從
京
畿
前
線
傳
來
的
捷
報
，
大
悅
。
蓋
李
率
部
乘
火
車
於
五
月

一
日
到
達
北
京
西
南
的
琉
璃
河
車
站
，
遵
照
正
在
西
路
指
揮
作
戰
的
吳
佩
孚
命
令
，
經
房
山
縣
坨
里
、
戒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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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
，
疾
行
三
百
里
山
路
，
繞
過
奉
軍
右
翼
，
再
翻
越
馬
鞍
山
，
於
三
日
清
晨
到
達
大
灰
廠
，
成
功
抄
襲
奉
軍
炮

兵
陣
地
。
吳
又
派
飛
機
轟
炸
長
辛
店
車
站
，
致
使
奉
軍
首
尾
不
能
相
顧
。
奉
軍
右
翼
終
於
不
支
，
撤
往
豐
台
。

李
旅
占
領
長
辛
店
後
，
乘
勝
追
擊
，
經
黃
村
、
廊
坊
、
楊
村
、
北
倉
而
直
至
蘆
台
。
五
日
，
大
總
統
徐
世
昌
下

令
：
﹁
奉
軍
即
日
退
出
關
外
，
直
軍
退
回
原
駐
防
。
﹂
第
一
次
直
奉
戰
爭
以
奉
系
失
敗
而
告
終
，
李
鳴
鐘
旅
之

後
路
抄
襲
功
不
可
沒
。
戰
後
，
北
京
政
府
授
李
﹁
剛
威
將
軍
﹂
封
號
及
﹁
一
等
嘉
禾
勳
章
﹂
。

馮
玉
祥
於
五
日
下
午
七
時
乘
火
車
到
達
鄭
州
，
不
料
想
，
豫
軍
暫
編
第
一
師
師
長
趙
傑
於
當
晚
八
時
，
突

然
率
兵
四
十
個
營
偷
襲
正
在
鄭
州
待
命
的
直
軍
，
揚
言
要
﹁
活
捉
馮
玉
祥
﹂
。
當
時
在
鄭
州
的
直
軍
只
有
第

二
十
四
師
張
福
來
部
的
一
個
旅
︵
王
為
蔚
第
四
十
七
旅
︶
、
第
八
混
成
旅
靳
雲
鶚
部
的
一
個
團
和
張
之
江
旅
劉

郁
芬
團
的
二
個
營
，
總
兵
力
僅
十
一
個
營
，
眾
寡
懸
殊
，
又
是
倉
促
應
戰
，
形
勢
萬
分
危
急
。
馮
布
置
防
禦
畢
，

急
返
洛
陽
，
組
織
部
隊
反
攻
。
六
日
晨
，
宋
哲
元
第
四
十
三
團
，
陝
軍
胡
景
翼
師
岳
維
峻
旅
之
鄧
寶
珊
團
及
弓

富
魁
騎
兵
團
自
洛
陽
匆
匆
趕
來
鄭
州
增
援
，
拚
力
將
豫
軍
擊
退
。
不
久
，
直
軍
張
錫
元
旅
也
趕
來
支
援
，
鄭
州

之
圍
始
被
完
全
解
除
。

原
來
趙
倜
早
與
奉
張
暗
通
款
曲
，
直
奉
大
戰
爆
發
後
，
吳
北
上
作
戰
，
對
趙
不
甚
放
心
，
乃
調
馮
玉
祥
師

一
旅
出
關
監
視
之
。
起
初
，
趙
十
分
謹
慎
，
旨
在
靜
觀
待
變
，
相
機
行
事
。
也
是
活
該
倒
楣
，
正
當
西
路
直
軍

在
李
鳴
鐘
旅
配
合
下
取
得
重
大
進
展
之
際
，
趙
不
知
從
哪
裡
收
到
一
份
關
於
直
軍
在
京
漢
線
上
失
利
的
錯
誤
情

報
，
便
圖
窮
匕
見
，
乘
機
發
動
，
企
圖
一
舉
驅
逐
直
系
在
河
南
的
勢
力
。
五
日
，
趙
通
電
宣
布
﹁
武
裝
中
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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揚
言
：
凡
參
戰
各
軍
，
無
論
是
通
過
抑
或
留
駐
河
南
，
均
需
解
除
武
裝
，
否
則
即
是
破
壞
中
立
，
當
以
武
力
對

待
！
當
晚
即
對
駐
鄭
直
軍
發
動
突
襲
。

五
月
七
日
晨
，
馮
玉
祥
自
洛
陽
抵
鄭
，
胡
景
翼
師
之
蔣
士
傑
團
及
李
紀
才
、
李
雲
龍
等
補
充
團
等
亦
陸
續

到
達
。
八
日
凌
晨
，
馮
玉
祥
率
司
令
部
人
員
來
到
鄭
州
以
東
的
二
里
崗
及
魏
莊
督
戰
。
團
長
韓
復
榘
也
隨
行
襄

助
參
謀
長
劉
驥
、
參
議
蔣
鴻
遇
指
揮
作
戰
。

戰
鬥
進
行
異
常
激
烈
，
雙
方
傷
亡
很
大
。
過
之
剛
率
衛
隊
團
也
增
援
上
來
。
蔣
參
議
指
揮
炮
兵
營
野
炮
向

敵
猛
烈
轟
擊
。
豫
軍
暫
編
第
二
師
師
長
寶
德
全
又
率
豫
軍
十
餘
營
沿
黃
河
南
岸
，
從
後
路
抄
襲
鄭
州
，
構
成
嚴

重
威
脅
。
直
軍
第
八
混
成
旅
彭
象
乾
團
力
奮
力
反
擊
，
彭
受
重
傷
。

在
驅
陳
之
役
中
因
不
聽
命
令
而
一
度
解
職
，
其
後
又
擔
任
四
十
三
團
第
三
營
營
長
的
谷
良
友
﹁
表
現
出
驚

人
的
勇
猛
，
谷
良
友
部
冒
著
敵
人
的
炮
火
，
屢
次
衝
鋒
，
殺
了
個
七
進
七
出
，
使
實
力
充
厚
的
敵
人
為
之
喪

膽
。
﹂
︵
註
三
︶

而
當
谷
營
再
次
陷
入
重
圍
時
，
張
自
忠
帶
著
幾
連
學
兵
衝
上
去
，
奮
力
將
谷
救
出
。
谷
剛
退
下

陣
來
，
當
年
在
湖
南
常
德
因
勒
索
、
盜
賣
菸
土
而
被
馮
玉
祥
開
除
軍
籍
的
韓
占
元
，
又
自
告
奮
勇
，
帶
著
六
名

手
槍
隊
士
兵
衝
進
包
圍
圈
，
接
替
谷
繼
續
指
揮
。
事
後
，
馮
因
韓
立
功
贖
罪
，
便
准
他
歸
隊
，
並
擔
任
營
長
。

陝
軍
一
向
是
﹁
槍
少
人
多
﹂
，
胡
景
翼
師
多
達
三
萬
餘
人
，
但
僅
有
槍
三
四
千
支
，
﹁
甩
手
掌
櫃
﹂
占
絕

大
多
數
，
在
開
赴
前
線
途
中
，
屢
屢
發
生
搶
奪
友
軍
槍
支
事
件
。
馮
玉
祥
勸
誘
陝
軍
士
兵
：
敵
人
的
槍
都
是
新

︵
註
三
︶ 

馮
玉
祥
：
︽
我
的
生
活
︾
下
冊
，
三
百
六
十
二
頁
，
黑
龍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
一
九
八
一
年
三
月
第
一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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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比
友
軍
的
好
，
誰
能
把
槍
從
敵
人
手
裡
奪
過
來
，
槍
就
歸
誰
所
有
！
馮
這
一
招
很
靈
，
只
要
陝
軍
一
出
陣
，

就
見
人
山
人
海
，
一
擁
而
上
，
個
個
奮
勇
爭
先
，
空
手
奪
槍
，
豫
軍
深
受
其
害
，
叫
苦
連
天
。

陝
軍
作
戰
還
有
不
少
趣
聞
，
馮
玉
祥
在
他
的
回
憶
錄
中
寫
到
：
陝
軍
﹁
作
戰
時
候
有
許
多
可
笑
而
有
趣
的

幹
法
。
比
如
那
些
弟
兄
們
正
在
與
敵
打
得
熱
鬧
的
時
候
，
一
聽
到
吃
飯
的
軍
號
，
便
不
顧
一
切
，
呼
啦
一
下
子

全
部
都
撤
下
來
吃
飯
，
三
口
兩
口
把
飯
吃
完
，
又
一
窩
蜂
地
上
去
廝
殺
起
來
。
那
作
風
，
完
全
像
鄉
間
農
民
們

在
田
中
收
割
麥
子
的
情
形
，
真
是
令
人
驚
奇
。
﹂
︵
註
四
︶

五
月
八
日
這
天
，
發
生
在
二
里
崗
、
魏
莊
一
線
的
激
戰
是
決
定
全
域
勝
敗
的
關
鍵
一
仗
。
在
馮
軍
實
現
﹁
中

央
突
破
﹂
之
後
，
豫
軍
終
於
招
架
不
住
，
全
線
動
搖
，
接
著
便
一
潰
千
里
。
馮
軍
乘
勝
追
擊
，
一
直
打
到
開
封
，

再
未
遇
到
像
樣
的
戰
鬥
。

趙
倜
見
大
勢
已
去
，
忙
下
停
戰
令
，
敦
請
各
方
人
士
，
組
成
﹁
調
人
團
﹂
，
到
鄭
州
進
行
調
解
。
馮
玉
祥

正
殺
得
興
起
，
豈
肯
善
罷
甘
休
，
親
自
率
領
本
部
張
之
江
旅
、
王
為
蔚
第
四
十
七
旅
及
陝
軍
胡
景
翼
師
，
繼
續

追
擊
豫
軍
殘
部
。

五
月
九
日
，
狂
風
大
作
，
揚
塵
蔽
日
，
馮
玉
祥
下
達
總
攻
擊
令
，
各
路
人
馬
直
搗
河
南
省
垣
開
封
。

一
九
二
二
年
五
月
十
一
日
，
北
京
政
府
任
命
馮
玉
祥
為
河
南
督
軍
，
同
時
將
趙
倜
撤
職
查
辦
。
趙
氏
兄
弟

於
十
二
日
晚
悄
然
化
裝
離
汴
，
前
往
歸
德
，
再
轉
赴
上
海
，
行
前
留
寶
德
全
在
開
封
維
持
秩
序
。

︵
註
四
︶ 

馮
玉
祥
：
︽
我
的
生
活
︾
下
冊
，
三
百
六
十
頁
，
黑
龍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
一
九
八
一
年
三
月
第
一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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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三
日
，
韓
復
榘
隨
馮
玉
祥
及
督
署
、
師
部
人
員
在
手
槍
隊
護
送
下
，
由
鄭
州
出
發
，
或
騎
馬
、
或
步
行
，

一
路
說
說
笑
笑
，
向
開
封
方
向
行
進
。
當
日
抵
達
中
牟
。

十
四
日
上
午
七
時
，
河
南
省
長
張
鳳
台
帶
一
列
火
車
來
接
。
馮
玉
祥
一
行
由
中
牟
上
車
，
十
時
，
在
韓
莊

停
車
，
與
幕
僚
研
究
進
城
辦
法
。
下
午
六
時
，
有
報
告
說
，
開
封
豫
軍
猶
有
抵
抗
之
跡
象
，
馮
遂
命
部
隊
做
戰

鬥
準
備
。
入
夜
，
馮
等
在
火
車
上
睡
覺
。
次
日
凌
晨
三
時
，
馮
聞
槍
聲
甚
夥
，
喚
醒
車
上
的
劉
驥
、
韓
復
榘
靜

聽
之
，
然
後
一
起
下
車
，
去
車
站
繼
續
睡
覺
。

五
月
十
五
日
上
午
十
時
三
十
分
，
馮
玉
祥
一
行
所
乘
火
車
到
達
開
封
車
站
，
城
內
一
班
文
武
官
員
在
月
臺

迎
候
，
寶
德
全
也
在
其
中
。
馮
命
手
槍
營
營
長
李
向
寅
將
寶
逮
捕
，
下
午
二
時
二
十
分
秘
密
處
決
。
馮
在
致
北

京
政
府
函
電
中
謊
稱
：
﹁
寶
德
全
竟
敢
公
然
抗
命
，
率
隊
迎
頭
向
我
軍
射
擊
。
﹂
﹁
幸
我
官
兵
英
勇
，
異
常
出

力
︙
︙
將
寶
德
全
當
場
擊
斃
。
﹂

寶
德
全
︵
？
︱
一
九
二
二
︶
，
字
子
瑞
，
熱
河
朝
陽
人
，
滿
族
，
清
末
蒙
匪
。
一
九
○
三
年
後
，
被
趙
倜

收
撫
，
任
毅
軍
下
級
軍
官
。
一
九
一
一
年
在
河
南
追
剿
白
朗
軍
。
同
年
十
一
月
授
陸
軍
少
將
。
一
九
一
三
升
任

毅
軍
統
領
。
同
年
十
二
月
授
陸
軍
中
將
。
一
九
一
四
年
九
月
任
歸
德
鎮
守
使
。
趙
倜
任
河
南
督
軍
後
，
一
九
二

○
年
五
月
任
暫
編
河
南
陸
軍
第
二
師
師
長
。
此
前
，
趙
倜
聯
奉
反
直
，
寶
部
與
直
軍
激
戰
於
鄭
州
。
二
里
崗
決

戰
後
，
寶
見
趙
大
勢
已
去
，
遂
聯
絡
省
長
張
鳳
台
，
不
再
聽
命
於
趙
，
在
汴
以
﹁
保
境
安
民
﹂
為
由
，
拒
絕
趙

傑
殘
部
進
城
。
待
馮
玉
祥
抵
汴
，
寶
自
恃
有
功
而
未
加
提
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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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於
馮
玉
祥
殺
寶
德
全
之
動
因
，
眾
說
紛
紜
，
一
般
認
為
是
寶
與
曹
錕
、
吳
佩
孚
有
舊
，
早
與
吳
暗
中
通

款
，
此
刻
吳
已
任
命
寶
為
幫
辦
河
南
軍
務
；
寶
在
河
南
經
營
多
年
，
有
相
當
勢
力
，
復
有
吳
為
奧
援
，
對
即
將

督
豫
之
馮
是
一
大
隱
患
。
基
於
此
，
馮
當
機
立
斷
，
趁
早
除
之
。
馮
亦
因
此
而
遭
吳
忌
。

馮
玉
祥
督
豫
期
間
，
督
署
人
事
略
有
變
動
。

河
南
省
督
軍
公
署        

督
軍
　
馮
玉
祥

                     

顧
問
　
段
其
澍
、
何
其
慎
、
唐
之
喜
等

                    

總
參
議
　
劉
驥
　
參
議
　
暴
士
賓
、
張
漢
草
等

                      
諮
議
　
黃
統
、
劉
懋
照
、
蔡
和
林
等

 

參
謀
長
　
蔣
鴻
遇   

參
謀
官
　
高
震
龍
、
王
鎮
淮

 

秘
書
長
　
陳
經
綬
︵
後
易
邵
揚
輝
︶

 

副
官
長
　
宋
良
仲

 

軍
務
課
長
　
石
敬
亭

                  

軍
法
課
長
　
鄧
哲
熙

                  

軍
需
課
長
　
賈
玉
璋
︵
後
易
張
允
榮
︶
 

軍
醫
課
長
　
馬
瑛

                

豫
東
鎮
守
使
　
李
鳴
鐘
︵
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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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
政
廳
長
　
薛
篤
弼 

                  

員
警
廳
長
　
鹿
鍾
麟

                  

教
育
廳
長
　
凌
冰

                  

測
繪
局
長
　
唐
之
道
︵
兼
宛
襄
舞
剿
匪
總
指
揮
︶

                  

豫
泉
關
銀
錢
局
長
　
楊
慕
時

                  

黃
河
河
務
局
長
　
鄧
長
耀

                  

兵
工
、
銅
元
局
監
督
　
尚
得
勝 

第
十
一
師
人
事
也
略
有
變
動
：

改
衛
隊
團
為
學
兵
團
：   

 

團
長
　
馮
玉
祥
︵
兼
︶
　
團
副
　
石
敬
亭
︵
兼
︶

　
　
第
一
營
︵
步
兵
營
︶ 

營
長
　
張
自
忠
︵
轄
四
連
︶

　
　
　
第
一
連  

連
長
　
魯
崇
義    

　
　
　
第
二
連  

連
長
　
戴
藩
周

　
　
　
第
三
連  

連
長
　
千
里
中    

　
　
　
第
四
連  

連
長
　
李
克
昌

　
　
第
二
營
︵
混
成
營
︶ 

營
長
　
張
凌
雲
︵
轄
騎
、
炮
、
工
、
輜
四
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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騎
兵
連  

連
長
　
汪
益
靜    

　
　
　
炮
兵
連  

連
長
　
辛
海
臣

　
　
　
工
兵
連  

連
長
　
王
寶
蘊    

　
　
　
輜
重
連  

連
長
　
康
世
潤

︵
前
衛
隊
團
團
長
過
之
綱
於
六
月
調
任
新
編
河
南
第
三
團
團
長
︶

　
　
手
槍
營  

營
長
　
李
向
寅

　
　
　
第
一
連
　 

連
長
　
過
之
莊

　
　
　
第
二
連 
連
長
　
童
玉
振

蔣
鴻
遇
與
劉
驥
對
調
職
務
，
蔣
任
督
署
參
謀
長
，
劉
任
總
參
議
。

成
立
高
級
戰
術
研
究
會
，
由
段
其
澍
總
其
成
。

石
友
三
、
張
維
璽
先
後
擔
任
教
導
團
團
長
；
張
維
藩
任
教
導
團
教
育
長
：

教
導
團
第
一
隊  

隊
長
　
張
麟
祥   

　
　
　
第
二
隊  

隊
長
　
張
國
墉

教
導
團
第
三
隊  

隊
長
　
鄒
佩
穰   

　
　
　
第
四
隊  

隊
長
　
高
樹
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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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炮
兵
團
長
鹿
鍾
麟
調
任
員
警
廳
長
；
原
炮
一
營
營
長
孫
連
仲
升
任
炮
兵
團
團
長
，
原
炮
兵
團
團
副
李
興

中
調
任
炮
一
營
營
長
。

原
四
十
四
團
三
營
營
長
李
治
富
在
﹁
打
趙
倜
﹂
戰
鬥
中
，
畏
縮
不
前
被
撤
職
，
所
遺
營
長
職
由
席
液
池
接

任
。

五
月
七
日
，
當
鄭
州
之
戰
激
烈
進
行
之
際
，
第
十
一
師
騎
兵
團
已
在
張
樹
聲
率
領
下
開
進
河
南
，
但
未
參

戰
。
馮
玉
祥
督
豫
後
，
騎
兵
團
移
駐
豫
北
彰
德
府
，
與
胡
景
翼
師
駐
地
相
毗
鄰
。
韓
復
榘
身
為
騎
兵
團
長
，
但

離
陝
後
一
直
在
馮
玉
祥
身
邊
效
力
。

馮
玉
祥
督
豫
五
個
月
期
間
，
韓
復
榘
究
竟
在
做
什
麼
工
作
？
查
閱
各
種
資
料
均
無
明
確
記
載
，
僅
從
︽
馮

玉
祥
日
記
︾
之
片
言
隻
語
中
可
見
一
斑
：
一
九
二
二
年
五
月
十
四
日
，
﹁
九
點
至
夜
三
點
，
聞
槍
聲
甚
多
，
請

劉
參
謀
長
、
韓
團
長
復
榘
聽
之
。
﹂
；
二
十
三
日
，
﹁
及
閘
參
謀
長
、
高
參
謀
官
、
韓
復
榘
、
過
之
剛
及
各

參
謀
官
、
軍
械
官
會
議
︙
︙
﹂
；
二
十
九
日
，
﹁
與
團
長
宋
哲
元
、
劉
郁
芬
、
過
之
綱
、
張
維
璽
、
韓
復
榘
、

蔣
參
謀
長
︙
︙
會
議
﹂
；
六
月
十
五
日
，
﹁
與
韓
團
長
復
榘
規
定
官
長
之
事
。
﹂
；
七
月
四
日
，
﹁
本
日
韓
復

榘
團
長
發
大
個
桃
子
一
千
個
，
西
瓜
一
百
個
，
歸
軍
官
戰
術
研
究
會
處
置
。
﹂
從
以
上
零
星
記
載
可
以
推
斷
，

韓
在
鄭
州
總
部
做
參
謀
工
作
，
直
到
他
調
任
第
二
十
二
旅
第
四
十
三
團
團
長
，
張
樹
聲
正
式
接
任
騎
兵
團
長
為

止
。

一
九
二
二
年
九
月
，
馮
部
在
河
南
新
組
建
第
七
混
成
旅
︵
北
京
政
府
批
准
︶
，
張
之
江
任
旅
長
；
張
所
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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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第
二
十
二
旅
旅
長
由
員
警
廳
長
鹿
鍾
麟
接
任
；
鹿
所
遺
之
員
警
廳
長
由
第
四
十
四
團
團
長
劉
郁
芬
接
任
；

劉
所
遺
之
第
四
十
四
團
團
長
由
新
編
河
南
第
三
團
團
長
過
之
綱
接
任
，
正
所
謂
﹁
牽
一
髮
而
動
全
身
﹂
。     

至
於
第
八
混
成
旅
︵
李
鳴
鐘
︶
及
第
二
十
五
混
成
旅
︵
宋
哲
元
︶
則
是
在
馮
部
移
駐
北
京
南
苑
之
後
才
正
式
建

立
的
。
宋
哲
元
所
遺
之
四
十
三
團
團
長
職
由
韓
復
榘
正
式
接
任
。

馮
玉
祥
督
豫
期
間
新
晉
升
營
長
的
軍
官
有
梁
冠
英
、
王
義
元
、
丁
漢
民
、
韓
德
元
、
田
金
凱
、
吉
鴻
昌
、

許
長
林
、
張
瑞
堂
、
陳
萬
青
、
曲
受
謙
、
白
鳳
儀
等
。

馮
玉
祥
督
豫
期
間
加
入
第
十
一
師
的
新
人
有
：
張
維
藩
、
余
心
清
、
米
文
和
、
閻
尚
元
、
李
致
遠
、
黃
樵

松
、
張
宗
衡
、
郝
鵬
舉
、
李
桐
溪
、
張
嵐
峰
、
趙
廣
興
、
安
克
敏
、
郭
鴻
儒
等
。

一
九
二
二
年
八
月
，
一
批
保
定
軍
校
第
八
期
學
生
分
配
到
第
十
一
師
，
他
們
有
劉
書
香
、
孫
光
前
、
俞
之

哲
、
宋
肯
堂
、
王
金
鑾
、
李
其
珍
等
。

張
維
藩
︵
一
八
九
一
︱
一
九
六
三
︶
，
字
價
人
，
直
隸
豐
潤
人
，
保
定
軍
校
第
一
期
輜
重
科
畢
業
、
北
京

陸
軍
大
學
第
六
期
進
修
，
一
九
二
三
年
八
月
任
馮
軍
教
導
團
教
育
長
，
後
長
期
擔
任
宋
哲
元
之
參
謀
長
、
總
參

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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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
復
榘
一
九
二
一
年
就
任
騎
兵
團
團
長
時
填
寫
之
履
歷
表
。

第
十
一
師
騎
兵
團
，
韓
復
榘
時
任
騎
兵
團
團
長
。
︵
一
九
二
一

年
西
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