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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九
一
四
年
，
在
陝
西
圍
剿
白
朗
的
官
軍
除
陸
建
章
的
第
七
師
外
，
還
有
第
二
師
、
第
三
師
、
第
八
師
、

趙
倜
的
毅
軍
及
陝
西
的
地
方
軍
隊
，
近
十
萬
人
，
而
白
部
僅
萬
餘
人
。
但
白
部
避
實
就
虛
、
飄
忽
不
定
，
以
致

於
雙
方
很
少
有
實
質
性
的
接
觸
，
更
談
不
上
決
戰
。

先
是
，
白
朗
聞
北
洋
軍
大
舉
入
陝
，
乃
於
五
月
三
日
轉
進
甘
肅
，
直
至
天
水
以
西
，
進
據
洮
、
岷
。
馮
玉

祥
奉
命
馳
赴
甘
肅
進
剿
。
出
發
前
，
馮
令
何
乃
中
率
第
二
十
八
團
一
、
二
兩
營
︵
宋
哲
元
在
第
一
營
︶
在
子
午

鎮
設
伏
，
切
斷
白
朗
回
豫
的
退
路
；
本
人
率
一
個
混
成
團
赴
甘
肅
追
剿
，
該
混
成
團
由
第
二
十
七
團
︵
包
括
韓

復
榘
在
內
的
﹁
二
十
鎮
﹂
及
﹁
老
二
營
﹂
袍
澤
多
在
此
團
︶
及
一
個
炮
兵
連
、
一
個
機
關
槍
連
組
成
。
其
中
炮

兵
連
是
由
王
占
元
第
二
師
撥
來
，
連
長
張
起
士
︵
字
建
侯
，
安
徽
阜
陽
人
，
北
洋
陸
軍
速
成
武
備
學
堂
第
三
班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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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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炮
科
畢
業
，
與
蔣
鴻
遇
、
李
樹
春
等
為
同
班
同
學
︶
，
孫
連
仲
是
該
連
一
位
班
長
；
機
關
槍
連
由
第
三
師
撥
來
，

連
長
吳
家
瑞
︵
字
福
堂
︶
，
排
長
韓
多
峰
︵
字
秀
岩
︶
。
馮
部
從
此
才
有
了
重
武
器
。

孫
連
仲
︵
一
八
九
三
︱
一
九
九
○
︶
，
字
仿
魯
，
直
隸
雄
縣
人
，
一
九
一
二
年
在
北
洋
陸
軍
第
二
鎮
第

十
三
協
第
十
二
標
第
三
營
補
兵
，
先
後
擔
任
傳
令
兵
、
崗
兵
、
勤
務
兵
、
炮
兵
班
長
。
孫
身
材
高
大
偉
岸
，
為

人
忠
厚
篤
實
，
日
後
成
為
西
北
軍
北
伐
時
期
四
大
名
將
﹁
韓
、
石
、
二
孫
﹂
︵
韓
復
榘
、
石
友
三
、
孫
良
誠
、

孫
連
仲
︶
之
一
。
韓
復
榘
與
孫
連
仲
私
人
關
係
極
好
，
在
西
北
軍
中
人
盡
皆
知
。
一
九
三
八
年
初
，
韓
歿
於
武

昌
，
出
殯
之
日
，
孫
全
副
戎
裝
，
前
往
靈
前
鞠
躬
致
祭
，
並
親
自
護
送
韓
的
靈
柩
至
其
部
駐
地
雞
公
山
安
葬
。

人
世
間
所
謂
﹁
生
死
之
交
﹂
，
當
不
過
如
此
吧
！

韓
多
峰
︵
一
八
八
八
︱
一
九
八
七
︶
，
字
秀
岩
，
山
東
省
東
平
縣
人
，
早
年
闖
關
東
，
適
值
清
新
軍
第
三

鎮
招
兵
，
用
韓
自
己
的
話
說
是
﹁
聯
想
到
日
本
水
手
欺
侮
我
們
的
樣
子
﹂
︵
韓
﹁
自
傳
﹂
︶
，
遂
報
名
參
軍
。

一
九
一
一
年
，
清
新
軍
第
二
十
鎮
部
分
官
兵
回
應
武
昌
首
義
，
在
灤
州
舉
事
。
時
任
機
槍
長
的
韓
多
峰
隨
第
三

鎮
第
十
二
標
前
往
雷
莊
車
站
彈
壓
︵
韓
在
﹁
自
傳
﹂
中
說
，
他
當
時
未
向
義
軍
開
槍
，
還
因
此
受
到
處
分
︶
。

一
九
一
四
年
，
馮
玉
祥
第
十
四
旅
駐
蹕
陝
西
西
安
，
韓
多
峰
從
第
三
師
被
調
撥
到
馮
旅
，
任
機
關
槍
連
排
長
。

馮
玉
祥
率
混
成
團
從
西
安
出
發
，
經
咸
陽
、
乾
縣
、
長
武
、
彬
縣
，
一
路
追
去
，
將
至
涇
川
，
忽
接
剿
匪

督
署
十
萬
火
急
電
，
著
馮
團
星
夜
回
援
長
安
。
蓋
白
朗
入
川
受
阻
，
復
由
隴
南
折
回
寶
雞
，
欲
突
襲
西
安
。
馮

以
救
兵
如
救
火
，
立
即
率
部
回
援
，
晝
夜
兼
程
，
三
日
兩
夜
而
抵
西
安
。
時
值
盛
夏
，
烈
日
當
空
，
官
兵
身
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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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
十
斤
武
器
和
給
養
，
日
行
軍
二
百
餘
里
，
個
個
揮
汗
如
雨
，
其
艱
苦
行
狀
，
可
想
而
知
。
此
次
馮
部
行
軍
路

線
，
正
是
十
三
年
後
韓
復
榘
軍
援
陝
之
途
徑
。

待
馮
部
將
到
西
安
時
，
白
朗
又
轉
向
子
午
口
、
欲
出
子
午
谷
，
折
回
河
南
。
其
時
馮
旅
第
二
十
八
團
一
、

二
兩
營
早
已
在
子
午
鎮
設
伏
，
以
逸
待
勞
，
重
創
白
部
。
白
率
殘
部
出
子
午
谷
，
經
荊
紫
關
，
返
回
河
南
，
旋

因
士
卒
戀
土
，
紛
紛
歸
鄉
而
幾
不
成
軍
。
七
月
三
日
，
白
朗
僅
攜
數
十
人
回
寶
豐
老
家
，
最
終
在
虎
狼
嶺
三
山

寨
被
當
地
鄉
勇
包
圍
。
八
月
五
日
，
白
朗
在
突
圍
中
負
傷
身
死
。

第
十
四
旅
駐
蹕
西
安
期
間
，
又
有
幾
位
新
兵
加
入
了
這
個
團
體
，
他
們
是
聞
承
烈
、
葛
運
︵
雲
︶
隆
、
賈

玉
璋
、
王
治
邦
和
孫
玉
田
︵
孫
良
誠
堂
弟
︶
，
其
中
聞
承
烈
後
來
成
為
西
北
軍
﹁
十
三
太
保
﹂
之
一
。

聞
承
烈
︵
一
八
八
九
︱
一
九
七
六
︶
，
字
撲
庭
，
山
東
威
海
人
，
嗣
後
歷
任
西
北
軍
輜
重
營
長
、
輜
重
團

長
、
國
民
聯
軍
、
第
二
集
團
軍
及
馮
治
安
第
三
十
三
集
團
軍
兵
站
總
監
。
聞
之
所
以
長
期
擔
任
兵
站
總
監
︵
相

當
總
後
勤
部
長
︶
，
是
因
為
他
在
西
北
軍
中
有
為
官
清
廉
、
兩
袖
清
風
的
好
名
聲
。
聞
是
韓
復
榘
的
摯
友
之
一
，

因
此
韓
脫
離
西
北
軍
後
，
馮
玉
祥
一
直
派
聞
與
韓
聯
繫
。
中
原
大
戰
結
束
，
西
北
軍
解
體
，
時
任
山
東
省
政
府

主
席
的
韓
復
榘
邀
聞
赴
魯
，
任
濟
南
市
市
長
。
有
人
竟
說
，
韓
在
發
動
﹁
甘
棠
東
進
﹂
時
，
曾
要
加
害
於
聞
，

實
在
是
太
不
瞭
解
韓
、
聞
之
間
的
關
係
了
。

葛
運
隆
︵
一
八
九
二
︱
一
九
六
五
︶
，
字
際
盛
，
江
蘇
省
泗
陽
縣
人
，
保
定
陸
軍
軍
官
軍
校
第
一
期
肄
業
，

其
後
成
為
西
北
軍
著
名
師
長
。



（上） 84

在
與
白
朗
周
旋
的
過
程
中
，
馮
玉
祥
深
感
自
己
所
帶
的
隊
伍
人
員
複
雜
，
良
莠
不
齊
，
尤
其
是
團
、
營
、

連
三
級
幹
部
，
用
起
來
大
多
不
能
得
心
應
手
，
於
是
便
痛
下
決
心
從
連
以
下
官
佐
目
兵
抓
起
，
培
養
一
批
軍

事
素
質
高
，
又
絕
對
以
馮
馬
首
是
瞻
的
青
年
軍
官
，
為
將
來
建
立
一
支
所
向
無
敵
的
馮
家
軍
而
儲
備
人
才
。

一
九
一
四
年
夏
，
馮
決
定
建
立
一
個
模
範
連
，
下
轄
三
個
排
，
計
一
百
三
十
人
，
以
副
官
長
李
鳴
鐘
為
連
長
，

從
目
兵
到
排
長
全
部
由
當
年
﹁
二
十
鎮
﹂
和
﹁
老
二
營
﹂
的
弟
兄
中
選
拔
產
生
，
以
韓
復
榘
、
過
之
綱
、
宋
西

翰
分
任
第
一
、
二
、
三
排
排
長
；
以
石
友
三
、
葛
金
章
、
孫
連
仲
、
席
液
池
等
為
頭
目
；
以
田
金
凱
、
馮
治
安
、

吉
鴻
昌
、
曹
福
林
、
韓
德
元
、
聞
承
烈
、
梁
冠
英
、
孫
玉
田
、
王
治
邦
等
為
士
兵
。
另
以
宋
子
揚
、
何
乃
中
、

蔣
鴻
遇
、
劉
郁
芬
、
吳
樹
榮
等
為
教
官
。
學
習
科
目
除
基
本
教
練
、
體
操
、
拳
擊
、
劈
刀
外
，
還
有
戰
術
原
則

和
應
用
戰
術
等
。

第
一
期
模
範
連
為
期
不
到
兩
年
，
取
得
突
出
成
效
。
當
部
隊
離
開
四
川
，
回
到
直
隸
廊
坊
時
，
該
連
學
兵

已
陸
續
分
配
到
各
連
、
排
，
擔
任
下
級
軍
官
，
以
後
大
多
成
長
為
西
北
軍
高
級
將
領
。
韓
復
榘
在
敘
府
之
役
後
，

調
離
模
範
連
，
擔
任
連
長
。

第
一
期
模
範
連
為
馮
軍
培
養
出
兩
代
最
優
秀
的
戰
地
指
揮
官
︵
以
韓
復
榘
石
友
三
、
孫
連
仲
、
席
液
池
、

葛
金
章
、
過
之
綱
等
為
代
表
之
第
二
代
將
領
；
以
馮
治
安
、
梁
冠
英
、
吉
鴻
昌
、
田
金
凱
、
曹
福
林
等
為
代
表

之
第
三
代
將
領
︶
，
作
為
連
長
的
李
鳴
鐘
功
不
可
沒
。
凡
第
一
期
模
範
連
出
來
的
西
北
軍
人
，
以
後
無
論
官
居

何
職
，
皆
視
李
為
最
尊
敬
的
老
長
官
而
優
禮
有
加
。
韓
復
榘
主
魯
期
間
，
李
一
度
賦
閒
，
然
每
路
過
濟
南
，
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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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山
東
任
何
一
個
地
區
，
當
地
駐
軍
最
高
長
官
必
親
率
儀
仗
隊
及
軍
樂
隊
，
以
最
隆
重
的
規
格
迎
送
。

第
一
期
模
範
連
結
束
後
，
一
九
一
六
年
，
馮
玉
祥
又
在
直
隸
廊
坊
開
辦
第
二
期
模
範
連
，
韓
占
元
、
劉
郁

芬
、
李
炘
先
後
任
該
連
連
長
；
一
九
一
八
年
，
在
湖
南
常
德
辦
第
三
期
模
範
連
，
石
友
三
、
程
希
賢
、
劉
玉
山
、

李
兆
坤
先
後
任
該
連
連
長
；
一
九
二
一
年
，
在
河
南
信
陽
辦
第
四
期
，
但
是
時
已
易
名
為
﹁
學
兵
大
隊
﹂
，
馮

治
安
︵
兼
大
隊
長
︶
、
張
自
忠
分
任
第
一
、
第
二
連
連
長
。
馮
督
陝
時
，
學
兵
大
隊
改
編
為
督
署
衛
隊
團
第
三

營
，
張
自
忠
任
營
長
，
魯
崇
義
、
汪
益
靜
分
任
第
一
、
第
二
連
連
長
。
以
上
四
期
，
共
訓
練
六
七
百
名
幹
部
，

以
後
西
北
軍
高
中
級
軍
官
把
部
是
由
這
些
人
中
逐
步
提
拔
起
來
的
。

無
獨
有
偶
，
同
年
十
月
二
十
三
日
，
袁
世
凱
也
在
北
京
建
立
模
範
團
，
自
兼
團
長
。

由
於
陸
建
章
身
為
﹁
揚
威
將
軍
﹂
，
不
能
再
兼
第
七
師
師
長
，
一
九
一
四
年
九
月
十
八
日
，
第
七
師
建
制

被
取
消
，
第
十
三
旅
及
第
十
四
旅
分
別
擴
編
為
第
十
五
混
成
旅
及
第
十
六
混
成
旅
，
賈
德
耀
任
第
十
五
混
成
旅

中
將
旅
長
，
馮
玉
祥
任
第
十
六
混
成
旅
中
將
旅
長
。

第
十
六
混
成
旅
轄
步
兵
二
團
、
騎
兵
一
營
、
炮
兵
一
營
、
機
關
槍
一
連
，
全
旅
兵
力
五
千
至
六
千
人
。
山

炮
︵
日
造
退
架
式
山
炮
︶
十
八
門
、
機
關
槍
︵
日
造
霍
爾
吉
斯
正
八
式
氣
壓
重
機
槍
︶
六
挺
。

混
成
旅
在
清
末
只
是
一
個
戰
時
的
軍
隊
編
組
，
並
非
常
設
單
位
。
進
入
民
國
後
，
混
成
旅
除
仍
具
有
戰
時

臨
時
編
組
的
意
義
外
，
在
多
數
情
況
下
，
已
成
為
一
個
常
設
單
位
。
混
成
旅
係
多
兵
種
組
成
，
具
備
戰
鬥
、
戰

鬥
支
援
和
戰
鬥
勤
務
支
援
全
方
面
功
能
，
可
以
獨
立
承
擔
作
戰
任
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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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六
混
成
旅
直
隸
中
央
陸
軍
部
，
是
一
支
相
對
獨
立
的
軍
事
、
政
治
集
團
，
從
不
甘
居
人
下
的
馮
玉
祥
，

終
於
有
了
一
個
可
以
施
展
其
抱
負
的
堅
實
平
臺
。
十
九
世
紀
二
、
三
○
年
代
，
雄
踞
中
國
北
方
的
西
北
軍
，
即

根
植
於
第
十
六
混
成
旅
。

第
十
六
混
成
旅 

旅
長
　
馮
玉
祥

                        

參
謀
長
　
宋
子
揚
︵
後
易
邱
山
寧
︶

                        

秘
書
長
　
薛
篤
弼

                       

副
官
長
　
李
鳴
鐘

 
參
謀
官
　
邱
山
寧
︵
中
校
︶
、
蔣
鴻
遇
︵
少
校
︶
、
劉
郁
芬
︵
上
尉
︶

 

　
　
　
　
吳
樹
榮
︵
上
尉
，
教
育
參
謀
︶

　
第
一
團              

團
長
　
楊
桂
堂

　
　
第
一
營         

營
長
　
鄒
心
鏡

　
　
第
二
營         

營
長
　
趙
觀
江
︵
後
易
杜
占
鼇
︶

                         

營
副
　
張
維
璽

　
　
第
三
營         

營
長
　
孫
振
海
︵
後
易
李
鳴
鐘
︶

　
第
二
團              

團
長
　
何
乃
中

　
　
　
第
一
營        

營
長
　
陳
正
義
︵
後
易
宋
哲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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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
副
　
宋
哲
元

　
　
　
第
二
營        

營
長
　
董
世
祿

　
　
　
第
三
營       

營
長
　
王
興
綱
︵
後
易
楊
紹
緒
︶

　
　
　
騎
兵
營               

營
長
　
劉
信
義

　
　
　
炮
兵
營               

營
長
　
楊
某
︵
後
易
宋
子
揚
︶

  

連
長
　
張
起
士
、
趙
多
興

　
　
　
　
機
關
槍
連 

連
長
　
吳
家
瑞
︵
後
易
李
治
富
︶

 

姜
琬
任
一
團
三
營
連
長
； 
馮
安
邦
任
連
附
；
過
之
綱
任
一
團
一
營
四
連
排
長
︵
旋
升
任
二
營
八
連
連

長
︶
；
谷
良
友
任
一
團
一
營
四
連
二
排
排
長
；
劉
汝
明
任
一
團
三
營
十
連
排
長
︵
旋
升
十
連
連
長
︶
。

佟
麟
閣
任
一
團
三
營
十
二
連
排
長
；
孫
連
仲
任
炮
兵
營
一
連
一
排
排
長
；
韓
多
峰
任
機
關
槍
連
二
排
排

長
；
孫
良
誠
、
韓
占
元
、
席
液
池
、
許
驤
雲
、
馬
式
彬
等
亦
任
排
長
；
葛
運
隆
任
見
習
排
長
。

韓
復
榘
任
步
一
團
︵
團
長
楊
桂
堂
︶
第
二
營
︵
營
長
杜
占
鼇
︶
第
七
連
︵
連
長
劉
某
︶
排
長
，
十
一
月
補

授
陸
軍
步
兵
少
尉
。

石
友
三
、
葛
金
章
︵ 

一
團
一
營
一
連
班
長
︶
、
席
液
池
、
李
團
沙
等
任
班
長
。

一
九
一
二
年
在
直
隸
招
募
的
程
希
賢
、
馮
治
安
、
曹
福
林
、
安
樹
德
等
及
一
九
一
三
年
在
河
南
招
募
的
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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鴻
昌
、
梁
冠
英
、
李
漢
章
等
仍
為
士
兵
。
谷
良
民
充
馮
玉
祥
之
傳
令
兵
；
過
之
翰
充
炮
兵
營
第
三
連
正
兵
；
趙

登
禹
充
一
團
三
營
十
二
連
副
兵
。

第
十
六
混
成
旅
成
立
之
初
，
排
級
以
上
軍
官
計
一
百
七
十
三
人
，
大
部
為
段
祺
瑞
、
陸
建
章
的
舊
部
，
屬

於
馮
玉
祥
自
己
圈
子
裡
的
只
有
十
八
人
，
不
足
十
分
之
一
，
且
大
部
集
中
在
第
一
團
。
對
於
這
種
狀
況
，
馮
當

然
不
能
容
忍
，
在
以
後
的
幾
年
裡
，
逐
漸
改
變
第
十
六
混
成
旅
的
人
事
結
構
，
至
駐
軍
常
德
時
，
終
於
孕
育
出

一
支
﹁
血
統
純
正
﹂
的
馮
家
軍
。

第
十
六
混
成
旅
成
立
前
後
，
有
一
位
從
山
西
應
聘
來
的
文
職
人
員
擔
任
旅
部
秘
書
長
兼
軍
法
處
長
，
此
公

即
後
來
在
西
北
軍
穩
坐
文
官
第
一
把
交
椅
的
薛
篤
弼
。

薛
篤
弼
︵
一
八
八
九
︱
一
九
七
三
︶
，
字
子
良
，
山
西
省
解
縣
人
，
一
九
一
一
年
畢
業
於
山
西
法
政
學
校
，

投
身
辛
亥
革
命
，
一
九
一
三
年
任
臨
汾
縣
法
院
審
判
廳
廳
長
。
薛
在
馮
集
團
內
擔
任
過
省
長
、
財
政
委
員
會
委

員
長
；
在
北
京
政
府
擔
任
過
司
法
部
長
、
代
理
國
務
院
秘
書
長
；
在
南
京
政
府
擔
任
過
衛
生
部
長
、
水
利
部

長
。

馮
玉
祥
在
接
到
改
編
第
十
六
混
成
旅
命
令
的
同
時
，
也
接
到
了
開
赴
漢
中
的
命
令
。
蓋
四
川
督
軍
胡
景
伊

所
部
一
旅
嘩
變
，
馮
旅
奉
調
陝
南
，
以
資
鎮
懾
。
實
際
上
，
陸
建
章
的
真
實
目
的
無
非
是
乘
機
把
自
己
的
勢
力

範
圍
延
伸
到
陝
南
。

前
任
陝
督
張
鳳
翱
離
陝
後
，
還
在
陝
南
和
陝
北
留
下
兩
支
陝
軍
，
分
別
由
老
革
命
黨
人
張
鈁
及
張
雲
山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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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
，
張
鈁
任
陝
軍
第
二
師
師
長
兼
陝
南
鎮
守
使
，
張
雲
山
任
陝
軍
第
一
師
師
長
兼
陝
北
鎮
守
使
。

一
九
一
四
年
九
月
下
旬
，
馮
玉
祥
率
領
由
第
一
團
及
炮
兵
營
、
機
關
槍
連
、
模
範
連
組
成
的
混
成
團
首
先

離
開
西
安
，
向
陝
南
開
進
，
先
西
行
至
鳳
翔
︵
寶
雞
︶
，
再
翻
過
秦
嶺
至
漢
中
。

時
值
雨
季
，
西
安
以
西
道
路
泥
濘
難
走
，
部
隊
在
高
粱
地
中
穿
行
，
在
渭
堡
乘
一
種
方
頭
平
底
、
無
舵
無

篷
的
古
老
木
船
渡
過
渭
河
，
此
即
所
謂
﹁
咸
陽
古
渡
﹂
，
關
中
八
景
之
一
也
。
登
岸
，
即
咸
陽
縣
城
，
秦
始
皇

舊
都
。
部
隊
繼
續
西
行
，
途
經
綿
延
八
十
里
的
五
陵
原
，
在
一
片
黃
褐
色
的
丘
陵
上
，
散
布
秦
、
漢
、
唐
歷
代

王
陵
，
天
高
地
闊
，
別
有
一
番
景
致
。
至
興
平
縣
，
過
馬
嵬
坡
，
楊
貴
妃
墓
在
道
右
，
一
隴
僅
存
，
有
祠
蕭
然
。

部
隊
再
向
西
進
，
經
武
功
、
扶
風
、
岐
山
，
至
底
店
鎮
，
再
渡
渭
水
到
鳳
翔
，
一
路
皆
沃
野
千
里
，
遙
望
可
見

太
白
山
上
積
雪
。
鳳
翔
古
稱
﹁
陳
倉
﹂
，
俗
謂
﹁
西
府
﹂
，
係
周
、
秦
王
朝
發
祥
地
，
一
九
四
一
年
，
西
府
府

治
方
由
鳳
翔
遷
至
今
日
之
寶
雞
市
。

部
隊
過
了
鳳
翔
，
便
告
別
﹁
八
百
里
秦
川
﹂
，
向
南
翻
越
秦
嶺
，
前
往
漢
中
。

從
關
中
去
往
漢
中
之
秦
嶺
古
道
，
東
有
子
午
道
︵
白
朗
即
由
此
南
遁
︶
，
中
有
褒
斜
道
，
西
有
陳
倉
道
，

其
中
褒
斜
道
與
陳
倉
道
最
為
著
名
。
陳
倉
道
走
秦
嶺
西
端
之
嘉
陵
江
河
谷
，
山
勢
平
緩
，
但
迂
迴
遙
遠
；
褒
斜

道
需
翻
越
秦
嶺
，
進
斜
河
、
褒
河
河
谷
，
路
途
較
近
，
但
山
勢
陡
峭
，
道
路
險
要
，
﹁
明
修
棧
道
，
暗
渡
陳
倉
﹂
，

就
是
楚
漢
相
爭
之
際
，
發
生
在
這
兩
條
古
道
上
的
著
名
戰
例
。
馮
旅
選
擇
的
是
先
走
陳
倉
道
，
再
插
入
褒
斜

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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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隊
出
鳳
翔
，
過
益
門
鎮
，
入
棧
道
，
溯
清
江
河
，
臨
危
岸
而
行
，
一
路
羊
腸
，
至
大
散
關
，
山
益
峻
，

路
益
險
，
下
則
激
流
奔
湧
，
右
邊
懸
崖
絕
壁
上
有
﹁
古
大
散
關
﹂
四
字
刻
石
。
三
國
時
期
，
諸
葛
亮
伐
魏
，
即

率
師
出
大
散
關
，
圍
陳
倉
︵
今
寶
雞
︶
。
過
大
散
關
，
越
大
散
嶺
，
一
路
下
行
，
經
黃
牛
鋪
、
紅
花
鋪
、
石
門

關
至
古
鳳
州
，
陳
倉
古
道
即
由
此
向
東
。
部
隊
過
鳳
州
，
至
鳳
縣
，
再
沿
盤
山
路
翻
越
鳳
嶺
︵
酒
奠
梁
︶
，
山

路
陡
峭
崎
嶇
，
至
巔
，
有
鳳
嶺
關
，
上
書
﹁
一
夫
當
關
，
萬
夫
莫
開
﹂
。
入
夜
，
官
兵
於
嶺
上
支
帳
篷
住
宿
，

奇
冷
難
當
。
過
鳳
嶺
，
道
左
有
碑
，
題
﹁
對
面
古
陳
倉
道
﹂
六
字
。
下
阪
不
遠
再
越
柴
關
嶺
，
即
進
入
留
壩
地

界
，
遙
望
紫
柏
山
，
修
竹
掩
映
，
綠
柏
滴
翠
，
儼
然
已
是
江
南
景
色
。

紫
柏
山
下
，
大
路
邊
有
留
侯
祠
，
俗
謂
張
良
廟
，
傳
為
張
良
隱
居
避
谷
之
地
，
馮
部
官
兵
路
過
皆
進
入
瞻

仰
，
馮
玉
祥
撰
刻
一
楹
聯
以
舒
胸
懷
：
﹁
豪
傑
今
安
在
，
看
青
山
不
老
，
紫
柏
長
芳
，
想
那
志
士
忠
臣
，
千
古

猶
留
憑
弔
所
；
神
山
古
來
稀
，
設
黃
石
重
逢
，
赤
松
再
遇
，
得
此
洞
天
福
地
，
一
生
願
作
逍
遙
遊
。
﹂

部
隊
過
留
侯
鎮
，
繼
續
向
東
南
行
進
，
過
武
關
驛
，
進
入
褒
河
河
谷
，
踏
上
當
年
韓
信
﹁
明
修
棧
道
﹂
的

褒
斜
道
，
經
馬
道
驛
︵
傳
為
蕭
何
月
下
追
韓
信
處
，
道
邊
碑
曰
﹁
寒
溪
夜
漲
﹂
︶
、
青
橋
驛
、
褒
姒
鋪
︵
傳
﹁
烽

火
戲
諸
侯
﹂
之
美
女
褒
姒
生
於
此
︶
、
將
軍
鋪
，
過
石
門
︵
在
石
門
外
幽
谷
深
處
有
﹁
袞
雪
﹂
二
字
摩
崖
，
傳

為
曹
操
唯
一
傳
世
手
跡
︶
，
盤
嶙
峋
石
徑
，
繞
褒
水
澗
流
，
蛇
行
一
線
，
盤
旋
七
回
，
蹬
上
七
盤
嶺
，
巔
有
雞

頭
關
。
七
盤
嶺
下
為
飛
流
奔
瀉
的
褒
河
，
歷
史
上
的
﹁
褒
斜
棧
道
﹂
即
在
雞
頭
關
下
，
沿
褒
河
經
石
門
而
過
，

此
處
為
褒
斜
道
上
最
艱
險
之
路
段
。
當
年
李
白
往
來
秦
蜀
，
就
是
在
走
過
這
段
險
途
時
，
寫
出
﹁
蜀
道
難
，
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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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上
青
天
﹂
的
千
古
絕
唱
！
馮
玉
祥
在
自
傳
︽
我
的
生
活
︾
中
寫
到
：
﹁
過
留
壩
前
行
，
就
是
漢
高
祖
入
漢
中

後
焚
燒
的
棧
道
。
今
此
道
已
無
，
行
旅
都
改
走
雞
頭
關
，
路
極
高
峻
難
行
。
一
面
高
臨
絕
壁
，
一
面
下
臨
深
溝
，

從
留
壩
到
褒
城
盡
多
這
種
險
道
。
沿
途
菸
山
萬
重
，
壑
水
急
流
，
真
是
說
不
盡
的
萬
千
險
阻
。
﹂

部
隊
蹬
上
雞
頭
關
，
眼
前
豁
然
開
朗
，
漢
中
平
原
美
景
，
盡
收
眼
底
，
褒
城
縣
邑
皆
在
腳
下
。
褒
斜
棧
道

至
此
而
終
，
下
山
七
里
，
即
抵
褒
城
，
由
此
西
去
六
十
里
為
沔
縣
，
南
下
三
十
里
即
漢
中
府
。

第
十
六
混
成
旅
第
一
團
轉
進
陝
南
之
長
途
行
軍
至
此
宣
告
結
束
，
歷
時
十
四
天
。
旅
部
與
第
三
營
駐
褒

城
；
第
一
營
、
第
二
營
︵
韓
復
榘
在
該
營
七
連
任
排
長
︶
、
炮
兵
營
及
機
關
槍
連
駐
沔
縣
。

第
二
團
之
兩
個
營
於
一
九
一
五
年
一
月
開
到
沔
縣
，
另
一
營
駐
鳳
翔
︵
寶
雞
︶
；
騎
兵
營
留
駐
西
安
。

漢
中
地
處
陝
南
，
北
屏
秦
嶺
，
南
橫
大
巴
山
，
中
間
一
條
漢
水
滋
潤
了
一
片
豐
腴
的
平
原
。
秦
嶺
海
拔

二
千
至
三
千
米
，
阻
擋
住
來
自
東
南
太
平
洋
溫
暖
的
氣
流
，
給
南
坡
帶
來
大
量
降
水
，
使
漢
中
地
區
青
山
綠

水
，
四
季
如
春
，
一
派
南
國
水
鄉
風
韻
。
對
於
韓
復
榘
這
樣
一
個
地
道
的
北
方
漢
子
來
說
，
如
同
來
到
異
國
他

鄉
。

漢
中
人
的
書
卷
氣
也
令
人
稱
奇
。
馮
玉
祥
在
自
傳
裡
講
；
﹁
漢
中
的
農
民
不
論
是
老
是
少
，
每
至
下
田
鋤

地
的
時
候
，
必
都
穿
著
大
褂
，
或
是
半
新
的
，
或
是
破
舊
的
，
但
都
是
洗
得
乾
乾
淨
淨
，
神
態
很
是
斯
文
，
好

像
小
學
教
員
一
樣
。
這
種
風
氣
，
別
地
從
未
見
過
，
不
知
是
什
麼
來
歷
。
﹂

那
個
時
代
的
軍
人
大
都
是
﹁
三
國
迷
﹂
，
馮
玉
祥
及
其
部
屬
也
不
例
外
。
劉
汝
明
在
其
回
憶
錄
中
說
：
﹁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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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
都
是
熟
讀
︽
三
國
演
義
︾
的
。
﹂
︵
註
一
︶

這
裡
的
﹁
我
們
﹂
當
然
也
包
括
韓
復
榘
。
漢
中
由
於
歷
史
的
原
因
，

有
許
多
三
國
時
代
的
名
勝
古
蹟
，
引
起
韓
的
濃
厚
興
趣
。

大
凡
喜
歡
三
國
故
事
的
人
，
沒
有
不
知
道
定
軍
山
的
。
定
軍
山
在
勉
縣
城
南
八
里
，
是
三
國
時
期
蜀
魏
交

戰
之
古
戰
場
，
山
下
有
一
片
開
闊
地
，
名
曰
﹁
武
侯
坪
﹂
，
還
有
傳
說
是
老
將
黃
忠
刀
斬
夏
侯
淵
的
遺
址
﹁
斬

將
橋
﹂
。

定
軍
山
西
南
有
﹁
武
侯
墓
﹂
。
民
間
傳
說
諸
葛
亮
生
前
修
建
七
十
三
座
墳
塋
，
其
中
只
有
一
座
真
墳
，
而

這
座
真
墳
就
在
定
軍
山
下
。

定
軍
山
下
還
有
馬
超
墓
。
馬
超
墓
前
有
祠
堂
，
祠
前
有
石
碑
一
通
，
上
書
：
﹁
漢
征
西
將
軍
馬
公
超
墓
﹂
，

係
清
乾
隆
四
十
一
年
陝
西
巡
撫
畢
沅
所
書
。
祠
內
另
有
一
碑
石
，
上
書
：
﹁
一
世
英
名
基
事
漢
，
一
遍
遺
跡
痛

仇
曹
﹂
，
為
馮
玉
祥
所
立
。

勉
縣
城
西
六
里
有
﹁
武
侯
祠
﹂
。
舊
時
全
國
﹁
武
侯
祠
﹂
比
比
皆
是
，
目
前
尚
存
規
模
較
大
的
就
有
九
處
，

而
勉
縣
﹁
武
侯
祠
﹂
是
當
時
後
主
劉
禪
下
詔
修
建
，
比
成
都
﹁
武
侯
祠
﹂
尚
早
建
五
十
年
，
號
稱
﹁
天
下
第
一

武
侯
祠
﹂
。
馮
玉
祥
一
九
二
八
年
在
南
京
行
營
為
﹁
武
侯
祠
﹂
手
書
一
聯
：
﹁
成
大
事
以
小
心
，
一
生
謹
慎
；

仰
風
流
於
遺
跡
，
萬
古
清
高
。
﹂

以
上
這
些
名
勝
古
蹟
恰
都
在
韓
復
榘
的
駐
地
勉
縣
，
他
忙
裡
偷
閒
，
常
與
眾
袍
澤
前
往
瞻
仰
遊
覽
，
兼
舒

︵
註
一
︶ 

 

︽
劉
汝
明
回
憶
錄
︾
，
第
十
三
頁
，
傳
記
文
學
出
版
社
，
一
九
七
九
年
三
月
再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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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
古
之
幽
思
。

馮
部
到
達
漢
中
時
，
陝
軍
第
二
師
師
長
兼
陝
南
鎮
守
張
鈁
就
在
漢
中
。

張
鈁
︵
一
八
八
六
︱
一
九
六
六
︶
，
字
伯
英
，
河
南
省
新
安
縣
人
，
保
定
陸
軍
速
成
學
堂
炮
科
畢
業
。
辛

亥
革
命
時
，
參
加
陝
西
光
復
之
役
，
任
東
路
征
討
軍
大
都
督
。
馮
玉
祥
到
漢
中
後
與
張
關
係
融
洽
，
馮
部
舉
行

運
動
會
，
張
亦
派
代
表
前
往
觀
摩
。
次
年
馮
率
部
入
川
，
張
離
開
漢
中
，
代
之
以
陳
樹
藩
。
一
九
二
七
年
，
馮

率
部
出
師
北
伐
，
張
一
度
與
之
密
切
合
作
，
不
久
二
人
反
目
，
馮
欲
捕
殺
之
，
張
遂
投
靠
南
京
，
在
中
原
大
戰

期
間
協
助
蔣
介
石
瓦
解
馮
軍
，
致
使
吉
鴻
昌
、
梁
冠
英
陣
前
倒
戈
。

韓
復
榘
在
漢
中
時
不
過
區
區
一
排
長
，
雖
見
過
張
鈁
，
不
可
能
有
過
多
交
往
。
北
伐
結
束
後
，
韓
出
任
河

南
省
政
府
主
席
，
與
張
接
觸
漸
多
，
始
結
為
密
友
。
一
九
二
九
年
，
張
應
韓
之
請
，
赴
開
封
任
河
南
省
政
府
建

設
廳
廳
長
，
一
度
代
理
省
政
府
主
席
。

一
九
一
四
年
十
一
月
，
第
十
六
混
成
旅
駐
軍
漢
中
期
間
，
又
迎
來
剛
從
保
定
陸
軍
軍
官
軍
校
第
一
期
騎
兵

科
畢
業
的
學
生
鄭
大
章
和
張
鉞
。
保
定
軍
校
第
一
期
畢
業
典
禮
是
於
十
月
二
十
七
日
舉
行
的
，
袁
世
凱
親
自
為

畢
業
生
頒
發
證
書
。
鄭
大
章
等
三
人
由
陸
軍
部
直
接
分
配
到
第
十
六
混
成
旅
任
見
習
排
長
。

鄭
大
章
︵
一
八
九
二
︱
一
九
六
○
︶
、
字
彩
庭
，
直
隸
靜
海
縣
人
。
西
北
軍
五
原
誓
師
後
，
鄭
始
終
擔
任

騎
兵
部
隊
最
高
指
揮
官
。
鄭
是
一
名
英
武
驃
悍
的
騎
兵
，
每
次
作
戰
，
都
衝
鋒
在
前
。
一
次
戰
鬥
中
，
鄭
從
疾

馳
的
戰
馬
上
摔
下
來
，
滿
口
的
牙
齒
皆
跌
落
，
馮
玉
祥
自
己
掏
腰
包
為
他
鑲
了
一
口
金
牙
，
鄭
從
此
有
了
一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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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金
牙
﹂
的
綽
號
。
﹁
中
原
大
戰
﹂
時
，
鄭
率
一
千
餘
騎
，
夜
襲
歸
德
機
場
，
燒
毀
飛
機
十
二
架
，
險
些
生

擒
蔣
介
石
，
他
又
因
此
而
成
為
名
噪
一
時
的
新
聞
人
物
。
韓
復
榘
擔
任
騎
兵
團
長
後
，
與
鄭
交
往
漸
多
。

張
鉞
︵
一
八
九
二
︱
？
︶
，
字
秉
虔
，
直
隸
獻
縣
人
。
張
在
西
北
軍
，
除
一
度
擔
任
張
之
江
的
參
謀
處
長

及
馮
軍
兵
站
總
監
部
參
謀
長
︵
總
監
聞
成
烈
︶
外
，
長
期
追
隨
韓
復
榘
。
中
原
大
戰
爆
發
，
張
繼
老
同
學
李
樹

春
之
後
，
擔
任
韓
軍
參
謀
長
；
韓
主
魯
後
，
張
任
省
政
府
委
員
、
參
議
廳
廳
長
。
張
是
韓
的
終
生
摯
友
之
一
。

鄭
大
章
與
張
鉞
到
褒
城
第
十
六
混
成
旅
旅
部
報
到
後
，
因
該
旅
騎
兵
營
尚
留
駐
西
安
，
故
又
轉
赴
西
安
。

在
西
北
軍
中
，
保
定
陸
軍
軍
官
軍
校
第
一
期
畢
業
生
除
鄭
大
章
等
三
人
外
，
還
有
曹
浩
森
︵
步
科
︶
、
門

致
中
︵
步
科
︶
、
李
樹
春
︵
步
科
︶
、
張
樾
亭
︵
步
科
︶
、
李
興
中
︵
炮
科
︶
、
王
書
箋
︵
炮
科
︶
、
金
湯
︵
炮

科
︶
和
張
維
藩
︵
輜
重
︶
等
，
這
幾
位
都
長
期
在
馮
軍
擔
任
各
級
幕
僚
長
。

西
北
軍
幾
員
大
將
，
都
曾
頻
繁
地
更
換
參
謀
長
，
而
李
樹
春
自
加
入
馮
部
之
日
起
，
始
終
給
韓
復
榘
當
參

謀
長
︵
張
維
藩
亦
長
期
擔
任
宋
哲
元
參
謀
長
︶
，
直
至
一
九
二
九
年
四
月
五
日
，
蔣
介
石
任
李
為
國
民
革
命
軍

參
謀
本
部
參
謀
次
長
︵
總
參
謀
部
副
總
參
謀
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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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央
陸
軍
第
十
六
混
成
旅
旅
長
馮
玉
祥
︵
一
九
一
四
年
九
月
︶

第
十
六
混
成
旅
炮
兵
營
一
連
一
排
排
長
孫
連
仲

第
十
六
混
成
旅
秘
書
長
薛
篤
弼

第
十
六
混
成
旅
騎
兵
營
見
習
排
長
鄭
大
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