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
　
常
德
練
兵

常
德
是
湘
西
重
鎮
，
位
於
沅
水
之
畔
，
洞
庭
湖
口
，
被
長
達
二
十
餘
里
一
望
無
垠
的
碧
水
，
與
一
脈
蜿
蜒

綿
亙
的
青
山
包
圍
。
湘
西
地
瘠
人
貧
，
但
常
德
卻
是
魚
米
之
鄉
，
又
是
一
個
吞
吐
大
宗
貨
物
的
水
碼
頭
，
商
業

十
分
興
旺
發
達
。
城
裡
僅
有
一
條
幾
里
長
的
繁
華
大
街
，
兩
邊
多
為
各
種
店
鋪
和
莊
號
。
常
德
古
城
有
很
多
古

剎
、
古
亭
、
古
閣
，
和
按
八
卦
排
列
的
幽
深
小
巷
。
常
德
文
風
很
盛
，
書
院
多
，
學
校
也
多
，
城
裡
人
口
不
到

十
萬
，
除
商
人
、
小
地
主
外
，
便
是
滿
街
的
男
女
學
生
了
。

湘
西
籍
作
家
沈
從
文
將
沅
江
邊
的
常
德
古
城
比
喻
為
一
隻
龐
大
的
方
頭
船
。
﹁
鑑
湖
女
俠
﹂
秋
瑾
離
開
常

德
時
，
曾
發
出
﹁
一
出
江
城
百
感
生
﹂
的
歎
息
。

馮
玉
祥
身
為
湘
西
鎮
守
使
，
實
際
管
轄
的
範
圍
僅
限
常
德
、
臨
澧
、
桃
園
三
縣
，
但
畢
竟
第
一
次
有
了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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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
的
地
盤
。
馮
的
使
署
設
在
常
德
舊
提
督
署
，
邵
揚
輝
任
使
署
秘

書
長
。
馮
幕
的
文
官
們
也
都
先
後
當
上
了
地
方
官
：
薛
篤
弼
代
理

常
德
縣
知
事
︵
縣
長
︶
；
鄧
長
耀
任
臨
澧
縣
知
事
；
王
錫
瑞
︵
後

易
江
粹
青
︶
任
桃
園
縣
知
事
。

第
十
六
混
成
旅
於
一
九
一
八
年
六
月
中
旬
進
駐
湘
西
，
韓
復

榘
所
在
的
一
團
駐
臨
澧
；
二
團
駐
桃
園
；
三
團
和
炮
兵
團
駐
常

德
。

由
常
德
往
正
北
，
行
約
一
百
里
，
便
到
了
臨
澧
縣
城
。
縣
城

的
北
面
，
有
一
條
河
從
遙
遠
的
西
邊
蜿
蜒
流
來
，
再
往
東
注
入
洞

庭
湖
，
這
條
大
河
名
曰
澧
水
。
這
就
是
﹁
臨
澧
﹂
何
以
謂
﹁
臨
澧
﹂

緣
故
。
臨
澧
籍
女
作
家
丁
玲
稱
讚
她
的
故
鄉
﹁
歷
史
悠
久
，
鍾
靈

毓
秀
﹂
。
春
秋
戰
國
時
楚
大
夫
宋
玉
被
貶
後
長
期
生
活
於
此
，
遺

有
宋
玉
墓
、
宋
玉
城
等
古
蹟
供
後
人
憑
弔
。
清
初
康
熙
年
間
吳
三
桂
反
清
，
曾
在
此
駐
兵
八
年
之
久
。
臨
澧
︵
位

於
湘
北
︶
距
韓
復
榘
的
祖
籍
湖
北
埔
圻
︵
位
於
鄂
南
︶
很
近
。

韓
復
榘
在
臨
澧
駐
紮
半
年
，
仍
擔
任
一
團
二
營
營
副
。
一
九
一
八
年
七
月
，
補
授
陸
軍
步
兵
少
校
。

第
一
團
團
長
李
鳴
鐘
早
在
入
湘
之
前
，
即
已
接
替
鄒
心
鏡
之
團
長
職
務
。
李
身
軀
偉
岸
，
儀
表
堂
堂
，
是

︽
陸
軍
第
十
六
混
成
旅
民
國
八
九
兩
年
紀
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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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北
軍
中
公
認
的
美
男
子
。
其
人
高
志
而
雅
量
，
寬
宏
以
待
人
，
深
受
官
兵
的
愛
戴
，
尤
其
是
西
北
軍
中
豫
籍

將
領
，
如
吉
鴻
昌
、
梁
冠
英
等
無
不
以
李
馬
首
是
瞻
。
韓
復
榘
還
在
模
範
連
當
一
排
排
長
時
，
李
就
是
模
範
連

連
長
；
韓
自
擔
任
營
長
之
後
不
再
歸
李
直
接
領
導
，
但
他
始
終
把
李
視
為
自
己
的
老
長
官
、
老
大
哥
。

一
團
二
營
營
長
張
維
璽
論
能
力
、
論
資
格
，
同
僚
中
無
出
其
右
者
，
不
僅
是
西
北
軍
最
優
秀
的
戰
將
之
一
，

而
且
還
是
能
獨
當
一
面
的
帥
才
，
不
知
何
故
，
馮
玉
祥
始
終
不
大
喜
歡
他
︵
據
說
是
他
﹁
錢
抓
得
比
較
緊
﹂
︶
，

打
仗
時
委
以
重
任
，
打
完
仗
就
沒
他
什
麼
事
了
。

韓
復
榘
在
清
新
軍
第
二
十
鎮
時
就
與
張
維
璽
結
為
摯
友
，
自
擔
任
二
營
營
副
之
後
，
二
人
共
事
一
年
半
，

私
交
益
篤
。
張
在
擔
任
二
營
營
長
期
間
，
馮
玉
祥
曾
委
託
他
編
纂
一
本
︽
軍
士
勤
務
書
︾
。
張
因
用
眼
過
度

而
造
成
近
視
，
遂
向
馮
請
示
配
一
副
近
視
鏡
。
馮
問
他
不
戴
眼
鏡
能
看
多
遠
，
張
答
：
能
看
五
六
﹁
米
達
﹂

︵
﹁
米
﹂
︶
。
當
時
全
旅
上
下
沒
一
個
戴
近
視
鏡
的
人
，
於
是
眾
袍
澤
便
開
玩
笑
，
給
他
起
了
兩
個
外
號
：
﹁
六

米
達
﹂
和
﹁
張
瞎
子
﹂
。

中
原
大
戰
結
束
，
西
北
軍
解
體
，
張
維
璽
因
生
性
孤
傲
而
索
居
津
門
，
不
肯
去
濟
南
︵
韓
復
榘
︶
和
北
平

︵
宋
哲
元
︶
。
但
凡
是
經
他
介
紹
到
山
東
的
西
北
軍
袍
澤
，
韓
一
概
予
以
重
用
，
並
給
予
兵
權
，
如
范
築
先
、

時
同
然
等
皆
是
。

﹁
荷
槍
行
軍
﹂
是
一
團
二
營
官
兵
在
臨
澧
最
重
要
的
軍
事
訓
練
項
目
之
一
，
每
月
兩
次
，
每
次
七
天
，
幾

乎
占
去
一
半
的
軍
訓
時
間
。
路
線
是
是
由
臨
澧
至
桃
源
，
桃
源
到
常
德
，
然
後
再
返
回
臨
澧
。
每
次
行
軍
，
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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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
長
到
伙
夫
，
都
必
須
參
加
，
一
個
也
不
能
少
；
除
武
器
外
，
一
切
生
活
必
需
品
都
要
帶
在
身
上
，
每
名
官
兵

的
荷
重
為
四
十
八
斤
，
不
能
多
，
也
不
能
少
；
初
時
日
行
八
十
里
，
以
後
漸
增
至
一
百
二
十
里
、
百
四
十
里
︵
馮

旅
規
定
八
小
時
行
軍
一
百
二
十
里
︶
。
這
種
超
強
度
的
急
行
軍
訓
練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促
成
了
日
後
韓
復
榘 

﹁
以

快
制
勝
﹂
的
作
戰
風
格
。

一
九
一
八
年
十
二
月
，
炮
兵
團
團
副
孫
連
仲
調
任
炮
兵
團
一
營
營
長
，
馮
玉
祥
鑑
於
韓
復
榘
曾
當
過
一
個

月
的
炮
兵
營
營
副
，
便
把
他
從
臨
澧
調
到
常
德
，
任
炮
兵
團
團
副
。
炮
兵
團
駐
常
德
城
外
，
沅
江
之
濱
。

炮
兵
團
團
長
是
鹿
鍾
麟
，
其
前
任
蔣
鴻
遇
因
籌
建
新
的
補
充
團
︵
第
四
團
︶
而
離
開
炮
兵
團
。
鹿
體
格
勻

稱
，
面
龐
清
臒
，
一
雙
大
眼
，
炯
炯
有
神
。
其
人
足
智
多
謀
，
精
明
幹
練
，
在
軍
中
有
﹁
鹿
小
鬼
﹂
的
雅
號
，

被
馮
玉
祥
倚
為
肱
股
。

韓
復
榘
與
鹿
鍾
麟
當
年
在
二
十
鎮
，
雖
不
在
同
一
標
，
但
皆
為
革
命
組
織
﹁
武
學
研
究
會
﹂
成
員
，
本
來

就
很
熟
悉
。
韓
這
次
給
鹿
當
團
副
歷
時
九
個
月
，
彼
此
都
有
了
進
一
步
的
瞭
解
，
並
在
此
基
礎
上
，
建
立
了
長

期
的
信
任
和
友
誼
。
韓
擔
任
團
長
、
旅
長
和
師
長
期
間
，
一
直
在
鹿
的
直
接
指
揮
之
下
，
歷
經
大
小
戰
鬥
無
算
。

炮
兵
團
一
營
營
長
孫
連
仲
是
韓
復
榘
畢
生
最
好
的
朋
友
之
一
，
如
果
說
他
們
之
間
的
友
誼
始
建
於
一
年
多

以
前
，
韓
一
度
擔
任
炮
兵
團
一
營
營
副
，
孫
任
炮
兵
團
一
營
三
連
連
長
之
際
，
那
麼
，
在
韓
擔
任
炮
兵
團
團
副

的
九
個
月
，
則
是
他
們
的
友
誼
進
一
步
鞏
固
和
發
展
的
時
期
。

韓
復
榘
在
炮
兵
團
任
職
期
間
，
與
鹿
鍾
麟
、
孫
連
仲
過
從
甚
密
，
閒
暇
時
，
三
人
常
到
沅
江
邊
遛
馬
︵
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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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
團
有
很
多
馬
匹
，
供
馱
載
或
牽
拉
火
炮
用
︶
、
散
步
；
有
時
登
上
常
德
城
牆
，
一
邊
遠
眺
水
天
一
色
的
沅
江
，

一
邊
聊
天
。
常
德
古
城
有
六
座
城
門
，
城
牆
高
而
且
厚
，
城
上
鋪
滿
大
塊
城
磚
，
很
寬
闊
。
馮
玉
祥
回
憶
說
，

每
逢
雨
天
，
即
將
部
隊
開
上
去
練
習
行
軍
，
可
以
走
四
路
縱
隊
。
據
稱
當
年
賀
龍
就
曾
此
城
牆
上
練
過
兵
。
這

座
古
城
牆
在
抗
戰
期
間
毀
於
戰
火
。

一
九
一
九
年
五
月
四
日
，
北
京
爆
發
﹁
五
四
﹂
學
潮
，
以
學
校
多
、
學
生
多
而
著
稱
的
常
德
自
然
也
不
會

平
靜
，
學
生
紛
紛
罷
課
，
上
街
遊
行
。

九
月
，
三
團
一
營
營
長
劉
汝
明
要
將
流
落
在
哈
爾
濱
的
父
親
靈
柩
遷
回
到
直
隸
老
家
，
向
旅
長
請
假
遭
拒

絕
，
索
性
就
仿
效
當
年
關
羽
﹁
掛
印
封
金
﹂
，
不
辭
而
別
了
。
馮
玉
祥
聞
訊
，
對
劉
的
﹁
有
組
織
，
無
紀
律
﹂

勃
然
大
怒
，
一
邊
命
令
韓
復
榘
代
理
劉
的
三
團
一
營
營
長
職
務
，
一
邊
派
人
把
已
跑
到
岳
州
的
劉
叫
了
回
來
。

劉
回
到
常
德
，
不
敢
去
旅
部
，
先
回
到
三
團
一
營
營
部
，
是
時
韓
已
接
事
。
韓
一
見
劉
已
回
來
，
便
說
：
﹁
子

亮
，
你
回
來
好
極
了
，
你
還
回
來
當
營
長
吧
。
﹂
劉
說
：
﹁
營
長
我
不
幹
了
，
只
怕
我
要
倒
楣
哩
！
﹂
韓
說
：

﹁
不
要
緊
，
我
們
找
幾
個
人
陪
你
一
同
去
。
他
要
打
你
，
我
們
一
塊
給
你
講
情
。
﹂
說
著
，
派
人
去
約
了
孫
良

誠
、
佟
麟
閣
、
石
友
三
、
過
之
綱
等
幾
位
營
長
來
，
陪
劉
一
起
去
旅
部
。

傳
令
兵
向
馮
玉
祥
報
告
：
劉
營
長
回
來
了
。
馮
沒
讓
劉
汝
明
進
屋
，
而
是
先
傳
令
營
長
集
合
。
待
包
括
劉

在
內
的
全
體
營
長
列
隊
集
合
完
畢
，
馮
才
從
屋
裡
走
出
來
，
一
見
劉
便
大
罵
：
﹁
好
啊
，
你
當
了
營
長
了
，
可

以
自
由
隨
便
了
！
你
請
假
，
我
不
准
，
你
應
該
再
請
，
再
請
不
准
，
應
該
三
請
，
怎
麼
可
以
自
己
一
跑
？
今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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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要
打
你
四
十
軍
棍
不
可
！
﹂
說
著
便
命
人
將
劉
按
倒
，
自
己
拿
了
軍
棍
要
打
。

當
時
軍
中
有
句
流
行
的
﹁
順
口
溜
﹂
，
說
的
是
：
﹁
叫
你
學
好
不
學
好
，
鴨
嘴
軍
棍
挨
上
了
。
﹂

韓
復
榘
見
狀
，
立
刻
跑
上
去
對
馮
玉
祥
說
：
﹁
旅
長
別
生
氣
，
叫
我
來
打
。
﹂
說
著
就
伸
手
要
過
棍
子
。

馮
有
意
無
意
地
順
手
把
軍
棍
遞
給
韓
。
韓
接
過
軍
棍
便
打
，
但
軍
棍
打
下
來
，
只
將
棍
梢
打
在
地
上
﹁
啪
﹂
、

﹁
啪
﹂
作
響
，
棍
子
本
身
並
沒
有
著
實
打
到
劉
汝
明
的
身
體
。
馮
在
一
旁
不
知
是
真
沒
看
見
，
還
是
假
沒
看
見
，

只
管
連
聲
喝
道
：
﹁
重
打
！
﹂
打
了
十
幾
下
，
眾
人
都
上
前
求
情
。
馮
遂
下
令
不
再
打
了
，
叫
劉
起
來
，
問
：

﹁
你
還
跑
不
跑
了
？
﹂
劉
說
：
﹁
除
非
准
我
假
，
再
不
然
就
把
我
押
起
來
，
否
則
我
還
是
要
跑
！
﹂
馮
震
怒
，

一
聲
斷
喝
：
﹁
把
他
送
到
手
槍
隊
押
起
來
！
﹂
劉
當
過
手
槍
隊
大
隊
長
，
被
押
到
手
槍
隊
後
格
外
受
到
弟
兄
們

的
優
待
。
︵
註
一
︶

就
在
劉
汝
明
被
關
押
的
第
二
天
下
午
，
部
隊
在
德
山
上
進
行
野
戰
演
習
，
驚
動
一
隻
老
虎
︵
當
是
現
已
滅

絕
的
華
南
虎
︶
跑
下
山
來
。
正
在
德
山
腳
下
站
崗
的
三
團
一
營
︵
韓
復
榘
剛
接
任
營
長
︶
班
長
陳
朝
品
向
老
虎

連
開
幾
槍
，
受
傷
的
老
虎
接
著
又
被
眾
多
大
呼
小
叫
的
士
兵
和
村
民
驅
趕
到
沅
江
裡
︙
︙
待
奄
奄
一
息
的
老
虎

被
眾
人
拖
上
岸
時
，
才
發
現
老
虎
有
八
尺
多
長
，
尚
未
完
全
斷
氣
。
站
在
一
旁
圍
觀
的
手
槍
隊
排
長
趙
登
禹
見

了
，
便
騎
在
老
虎
身
上
，
做
﹁
武
松
打
虎
﹂
狀
，
笑
謂
：
﹁
看
我
是
打
死
老
虎
，
還
是
打
活
老
虎
！
﹂
有
人
用

照
相
機
當
場
拍
下
此
痛
打
落
水
虎
的
鏡
頭
。
事
後
，
馮
玉
祥
在
照
片
上
欣
然
題
字
：
﹁
打
虎
英
雄
﹂
。

︵
註
一
︶ 

︽
劉
汝
明
回
憶
錄
︾
，
第
三
十
二
︱
三
十
四
頁
，
傳
記
文
學
出
版
社
，
一
九
七
九
年
三
月
再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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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
虎
被
士
兵
們
抬
到
旅
部
，
剝
了
皮
，
燒
了
一
大
鍋
虎
肉
，
官
兵
分
而
食
之
。
據
馮
玉
祥
回
憶
說
：
﹁
肉

味
很
好
，
煮
時
香
聞
數
里
，
吃
後
出
豆
大
汗
珠
，
可
以
治
病
︙
︙
。
後
來
我
又
把
虎
骨
交
人
製
成
藥
酒
，
分
送

朋
友
，
患
風
寒
病
者
，
服
之
很
有
效
驗
。
﹂
︵
註
二
︶

馮
在
與
眾
人
分
享
虎
肉
的
美
味
時
沒
忘
記
還
被
關
押
的
劉

汝
明
，
特
地
派
人
把
他
從
手
槍
隊
叫
來
，
遞
給
他
一
碗
虎
肉
，
說
：
﹁
來
吃
飯
吧
，
我
給
你
留
了
一
碗
老
虎

肉
。
﹂
馮
看
著
他
吃
完
了
，
這
才
說
：
﹁
你
要
去
運
你
父
親
的
欞
，
本
來
也
是
大
事
，
不
過
你
不
該
自
己
跑
。
﹂

劉
表
示
認
錯
。
馮
接
著
又
說
：
﹁
你
一
定
要
去
就
去
吧
，
早
些
去
早
些
回
來
。
你
的
營
長
韓
復
榘
已
到
差
了
，

你
就
接
他
的
炮
兵
團
團
副
，
你
們
倆
就
算
對
調
。
﹂
劉
一
口
答
應
了
。
︵
註
三
︶

至
此
，
韓
正
式
接
任
三
團
一
營
營
長
。

劉
汝
明
︵
一
八
九
五
︱
一
九
七
五
︶
，
字
子
亮
，
直
隸
獻
縣
人
，
一
九
一
二
年
在
景
縣
應
募
入
伍
，
在
馮

玉
祥
第
二
營
當
兵
，
是
標
準
的
﹁
老
二
營
﹂
，
以
後
在
馮
軍
中
升
遷
很
快
，
直
至
擔
任
軍
長
。
劉
身
經
百
戰
，

屢
建
殊
勳
，
其
中
最
令
他
得
意
的
是
南
口
大
戰
和
西
安
解
圍
戰
。
馮
玉
祥
曾
頒
給
他
一
張
獎
狀
，
上
書
：
﹁
挺

身
擋
南
口
之
險
；
走
馬
解
西
安
之
圍
。
﹂

劉
汝
明
與
韓
復
榘
私
交
很
好
，
即
使
在
韓
早
已
被
蔣
介
石
打
入
另
冊
之
後
，
他
在
臺
灣
出
版
的
回
憶
錄

︵
註
二
︶ 

馮
玉
祥
：
︽
我
的
生
活
︾
，
第
二
百
八
十
八
頁
，
黑
龍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
一
九
八
一
年
三
月
第
一
版
。

︵
註
三
︶ 

劉
汝
明
：
︽
劉
汝
明
回
憶
錄
︾
，
第
三
十
六
頁
，
傳
記
文
學
出
版
社
，
一
九
七
九
年
三
月
再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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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
即
在
蔣
的
眼
皮
底
下
，
仍
坦
承
：
﹁
韓
、
石
︵
友
三
︶
與
我
的
私
交
均
甚
篤
實
。
﹂ 

︵
註
四
︶

僅
就
此
而
言
，

劉
之
人
格
與
那
些
落
井
下
石
、
邀
功
取
寵
者
相
比
，
有
如
鴻
泥
之
別
！

第
三
團
團
長
原
為
李
鳴
鐘
，
其
後
馮
玉
祥
以
李
頂
替
鄒
心
鏡
，
任
第
一
團
團
長
；
參
謀
長
張
樹
聲
接
替

李
，
擔
任
第
三
團
團
長
；
張
所
遺
參
謀
長
一
職
即
由
劉
郁
芬
接
任
。

第
十
六
混
成
旅
建
制
︵
常
德
一
九
一
九
年
十
月
︶

第
十
六
混
成
旅 

旅
長
　
馮
玉
祥

 

參
謀
長
　
劉
郁
芬

 
參
謀
官
　
劉
驥
　
門
致
中

 

軍
法
官
　
薛
篤
弼
、
石
敬
亭

 

軍
需
官
　
賈
玉
璋

 

軍
械
官
　
尚
得
勝

 

書
記
官
　
江
粹
青
︵
中
文
︶

 

書
記
官
　
趙
卓
志
︵
英
文
︶

 

副
官
長
　
宋
良
仲
　
副
官
　
舒
雙
全

　
第
一
團 

團
長
　
李
鳴
鐘
　
團
副
　
孫
福
田

︵
註
四
︶ 

劉
汝
明
：
︽
劉
汝
明
回
憶
錄
︾
，
第
七
十
四
頁
，
傳
記
文
學
出
版
社
，
一
九
七
九
年
三
月
再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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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號
長
　
劉
保
順

　
　
第
一
營 

營
長
　
孫
良
誠
　
營
副
　
佟
麟
閣

 

司
書
　
鄭
文
志

　
　
　
第
一
連 

連
長
　
崔
玉
祥
　
司
務
長
　
程
心
明

 

排
長
　
董
硯
璞
、
袁
蔭
堂

　
　
　
第
二
連 

連
長
　
胡
長
海
　
排
長
　
李
肇
武
、
張
永
昌

　
　
　
第
三
連 

連
長
　
張
凌
雲
　
司
務
長
　
馬
宗
堯

 
排
長
　
張
德
順
、
王
和
民
、
張
宣
武

　
　
　
第
四
連 

連
長
　
葛
金
章
︵
前
︶
　
司
務
長
　
趙
國
良

　
　
第
二
營 

營
長
　
張
維
璽
︵
後
易
葛
金
章
︶

　
　
　
第
五
連 

連
長
　
史
占
山
　
司
務
長
　
李
鴻
賓

 

排
長
　
喬
立
志
、
羅
書
堂

　
　
　
第
六
連 

連
長
　
李
培
堯
　
司
務
長
　
李
春
華

 

排
長
　
吳
青
旺

　
　
　
第
七
連 

連
長
　
陳
萬
青
　
排
長
　
趙
廷
選

　
　
　
第
八
連 

連
長
　
孔
昭
慶
　
司
務
長
　
聶
金
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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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
長
　
徐
正
清

　
　
第
三
營 

營
長
　
谷
良
友
︵
後
︶
　
營
副
　
陳
毓
耀

　
　
　
第
九
連 

連
長
　
席
液
池
　
排
長
　
劉
殿
臣
、
王
宗
宇
、
李
雲
瑞

　
　
　
第
十
連 

連
長
　
李
向
寅
　
排
長
　
郝
正
修

　
　
　
第
十
一
連 

連
長
　
劉
國
卿
　
排
長
　
戴
靖
宇
、
王
炳
申

　
　
　
第
十
二
連 

連
長
　
張
萬
慶
　
排
長
　
史
文
清
、
孫
金
波

　
第
二
團 

團
長
　
張
之
江
　
團
副
　
聞
承
烈

 
掌
旗
官
　
趙
毓
祥

　
　
第
一
營 

營
長
　
宋
哲
元
　
營
副
　
劉
玉
珍

　
　
　
第
一
連 

連
長
　
安
樹
德
　
排
長
　
王
丕
榮
、
劉
振
孝
、
魏
毓
英

　
　
　
第
二
連 

連
長
　
韓
德
元
　
排
長
　
王
希
文
、
王
金
鑾

　
　
　
第
三
連 

連
長
　
張
汝
奎
　
司
務
長
　
陳
世
汝

 

排
長
　
張
×
武
、
王
和
民
、
魯
俊
由

　
　
　
第
四
連 

連
長
　
張
麟
祥
　
司
務
長
　
李
玉
芳
 

排
長
　
傅
祿
和

　
　
第
二
營 

營
長
　
過
之
綱
　
營
副
　
陳
希
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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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連 

連
長
　
劉
燕
泉
　
排
長
　
何
潤
藻

　
　
　
第
六
連 

連
長
　
王
寶
良
　
排
長
　
王
心
誠
、
李
克
恭
、
王
宗
海

　
　
　
第
七
連 

連
長
　
楊
明
　
排
長
　
李
鴻
恩

　
　
　
第
八
連 

連
長
　
李
景
璧
　
司
務
長
　
任
連
和

 

排
長
　
歐
士
端
、
曹
福
林

　
　
第
三
營 

營
長
　
韓
占
元
　
營
副
　
蘇
明
起

 

書
記
長
　
陳
世
昌

　
　
　
第
九
連 
連
長
　
王
兆
乾
　
司
務
長
　
張
有
容

 

排
長
　
靳
瑞
麟
　
吳
勝
功

　
　
　
第
十
連 

連
長
　
陳
嘉
賓
　
排
長
　
劉
秉
成

　
　
　
第
十
一
連 

連
長
　
孫
戚
棟
　
排
長
　
張
福
喜
、
王
炳
申
、
趙
書
聘

　
　
　
第
十
二
連 

連
長
　
馮
治
安
　
排
長
　
鄒
佩
環

　
第
三
團 

團
長
　
張
樹
聲
︵
二
十
年
六
月
易
張
維
璽
︶

 

團
副
　
曹
永
齡
　
司
書
　
陳
叔
秉

　
　
第
一
營 

營
長
　
韓
復
榘
　
營
副
　
李
炘

　
　
　
第
一
連 

連
長
　
田
茂
松
　
排
長
　
馬
式
彬
、
倪
玉
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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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連 

連
長
　
徐
以
智
　
排
長
　
張
硯
耕

　
　
　
第
三
連 

連
長
　
張
遂
印
　
排
長
　
王
玉
亭
、
王
文
彬

　
　
　
第
四
連 

連
長
　
紀
慶
瑞

　
　
第
二
營 

營
長
　
谷
良
友
︵
後
易
石
友
三
︶

 

營
副
　
王
冠
軍

　
　
　
第
五
連 

連
長
　
張
俊
聲
　
排
長
　
張
自
忠
、
王
世
良

　
　
　
第
六
連 

連
長
　
唐
幹
臣
　
排
長
　
米
文
和
、
龐
寶
臣

　
　
　
第
七
連 
連
長
　
呂
朝
棟
　
排
長
　
李
海
林
、
張
振
清

　
　
　
第
八
連 

連
長
　
張
天
祥
　
正
目
　
彭
振
山

　
　
第
三
營 

營
長
　
趙
席
聘
　
營
副
　
張
奎
文

　
　
　
第
九
連 

連
長
　
李
春
溪
　
排
長
　
田
春
芳
、
張
廷
監

　
　
　
第
十
連 

連
長
　
武
景
虞
　
排
長
　
李
龍
官

　
　
　
第
十
一
連 

連
長
　
王
義
元
　
排
長
　
王
金
鑾
、
張
玉
嶺

　
　
　
第
十
二
連 

連
長
　
孫
光
前
　
排
長
　
王
殿
祥

　
第
四
團
︵
補
充
團
︶ 

團
長
　
蔣
鴻
遇
︵
後
易
張
維
璽
、
劉
郁
芬
︶

　
　
第
一
營 

營
長
　
劉
汝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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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連 

排
長
　
賈
占
魁

　
　
　
第
二
連 

連
長
　
楊
采
立
　
司
書
　
過
之
棟

 

排
長
　
鮑
海
鯤
　
邸
汝
霖

　
　
　
第
三
連 

連
長
　
韓
福
田
　
排
長
　
魏
得
成
、
韓
玉
昆

　
　
第
二
營 

營
長
　
佟
麟
閣
︵
後
︶

　
　
　
第
五
連 

連
長
　
張
自
忠
︵
後
︶

　
　
第
三
營 

營
長
　
葛
金
章
︵
後
易
曹
夢
九
︶

 
模
範
連
排
長
　
劉
俊
才
、
袁
得
勝
、
張
憲
成
、
劉
允
三
、
劉
俊
才

　
　
　
工
兵
連 

連
長
　
李
團
沙
　
司
務
長
　
汪
益
靜

　
　
　
炸
彈
連 

排
長
　
趙
竹
賢

　
　
　
電
雷
連 

連
長
　
王
學
智
　
排
長
　
劉
景
明
、
郭
金
銘

　
炮
兵
團 

團
長
　
鹿
鍾
麟

 

副
官
　
徐
瀛
　
　
司
書
　
鄭
朝
卿

　
　
第
一
營 

營
長
　
孫
連
仲

　
　
　
第
一
連
　
　 

連
長
　
祁
登
雲
　
司
務
長
　
李
振
興

 

排
長
　
鹿
全
道
、
曹
福
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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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連 

連
長
　
錢
玉
成
　
排
長
　
葛
風
林
、
呂
萬
祥

　
　
　
第
三
連 

連
長
　
丁
漢
民
　
司
務
長
　
程
鳳
德

 

排
長
　
朱
茂
臣
、
郭
澤
民

　
　
　
第
四
連 

連
長
　
史
心
田
　
司
務
長
　
王
景
德

 

排
長
　
張
治
三

　
　
第
二
營 

營
長
　
劉
恩
澤

 

營
副
　
馬
春
軒

　
　
　
第
五
連 
連
長
　
葛
運
隆
　
司
務
長
　
韓
逢
章

 

排
長
　
張
志
寬

　
　
　
第
六
連 

連
長
　
李
掄
祥
　
司
務
長
　
何
正
企

 

排
長
　
陳
德
禮
　
正
兵
　
徐
桂
林

　
　
　
第
七
連 

連
長
　
吉
鴻
昌

　
　
　
第
八
連 

連
長
　
祁
登
雲
︵
先
︶

　
　
騎
兵
營 

營
長
　
李
長
清
　
營
副
　
易
家
熹

 

查
馬
長
　
鼎
印
琨

　
　
　
第
一
連 

連
長
　
曲
受
謙
　
排
長
　
王
茂
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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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連 

連
長
　
崔
瀛
洲
︵
後
︶

　
　
　
第
三
連 

連
長
　
吳
玉
×

　
　
　
第
四
連 

連
長
　
張
錫
昌
　
排
長
　
顏
世
蔭
、
趙
東
方

　
　
機
關
槍
營 

營
長
　
韓
多
峰
　
營
副
　
劉
玉
珍

 

軍
械
長
　
席
毓
芝

　
　
　
第
一
連 

連
長
　
祝
華
民
　
排
長
　
高
樹
勳
、
張
鳳
林

　
　
　
第
二
連 

連
長
　
關
秀
森
　
司
務
長
　
徐
德
貴

 
排
長
　
雷
太
平

　
　
　
第
三
連 

連
長
　
孫
作
桂
　
排
長
　
李
佩
文
、
方
文
彬

　
　
工
兵
營 

營
長
　
程
希
賢

　
　
　
工
兵
連 

連
長
　
李
團
沙
　
排
長
　
魯
崇
義

　
　
　
電
雷
連 

連
長
　
劉
玉
山
　
排
長
　
馮
安
邦

 

二
棚
副
兵
　
趙
心
德

　
　
　
輜
重
連 

連
長
　
許
驤
雲
　
副
目
　
尹
瀛
洲

　
　
　
模
範
連
︵
第
三
期
︶
　
連
長
　
程
希
賢
︵
後
易
劉
玉
山
︶

　
　
　
手
槍
隊 

隊
長
　
田
金
凱
︵
後
易
李
向
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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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
長
　
梁
冠
英
、
張
印
湘

　
　
　
學
兵
隊 

隊
長
　
馮
治
安

　
　
　
第
一
連 

連
長
　
馮
治
安
︵
兼
︶

　
　
　
第
二
連 

連
長
　
張
自
忠
︵
後
︶

　
　
　
軍
佐
隊 

隊
長
　
張
允
榮

教
導
團
團
長
　
鹿
鍾
麟
︵
兼
︶

　
軍
官
教
導
隊
︵
第
一
隊
︶
隊
長
　
程
希
賢
︵
兼
︶
︵
後
易
葛
金
章
︶

　
軍
士
教
導
隊
︵
第
二
隊
︶
隊
長
　
梁
冠
英
　
許
長
林

　
　
第
一
期
學
員
：
彭
振
山
、
童
玉
振
、
程
心
明
、
雷
太
平

　
　
第
二
期
學
員
：
王
恩
布
、
陳
新
起
、
柴
建
瑞
、
魏
鳳
樓

第
三
團
第
二
、
三
營
營
長
分
別
是
谷
良
友
和
趙
席
聘
，
兩
位
都
是
馮
玉
祥
當
兵
時
的
把
兄
弟
，
年
齡
都
比

韓
復
榘
大
得
多
。
谷
與
韓
有
忘
年
之
交
。

第
一
營
營
副
李
炘
是
韓
復
榘
在
西
北
軍
中
最
親
密
的
朋
友
之
一
。
第
一
營
書
記
官
李
無
塵
以
後
在
韓
復
榘

第
三
路
軍
總
部
任
軍
法
處
長
。
第
一
營
第
二
連
連
長
徐
以
智
嗣
後
在
西
北
軍
曾
擔
任
師
長
，
與
韓
關
係
很
近
。

西
北
軍
解
體
後
，
徐
在
家
賦
閒
一
段
時
間
，
方
應
邀
來
到
山
東
，
在
韓
第
三
路
軍
擔
任
教
導
團
團
長
。
李
益
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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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在
韓
營
任
班
長
，
十
餘
年
後
在
韓
第
三
路
軍
任
旅
長
。

第
三
團
駐
軍
常
德
︵
城
裡
由
二
團
宋
哲
元
營
負
責
︶
，
韓
復
榘
第
一
營
的
防
地
在
德
山
一
帶
。

德
山
與
常
德
古
城
隔
江
相
望
，
兩
地
相
距
八
華
里
，
山
上
林
壑
幽
邃
，
鬱
鬱
蔥
蔥
，
山
巔
有
孤
峰
塔
一
座
，

倒
映
江
中
，
是
古
城
標
誌
性
建
築
。
當
地
有
民
諺
曰
：
﹁
常
德
德
山
山
有
德
，
長
沙
沙
水
水
無
沙
。
﹂

韓
營
的
防
地
山
青
水
秀
，
空
氣
新
鮮
，
只
是
蚊
蟲
成
陣
，
來
自
北
方
的
官
兵
不
堪
其
擾
。
更
危
險
的
是
，

蚊
子
能
傳
染
多
種
疾
病
，
當
地
百
姓
多
患
﹁
惡
性
瘧
疾
﹂
，
即
是
蚊
子
傳
染
的
，
百
姓
因
無
現
代
科
學
知
識
，

只
道
是
山
中
﹁
瘴
癘
﹂
所
致
。
韓
營
的
弟
兄
們
患
惡
性
瘧
疾
的
很
多
，
幸
虧
有
軍
醫
用
特
效
西
藥
﹁
金
雞
納
霜
﹂

為
他
們
治
療
，
否
則
後
果
不
堪
設
想
。
韓
營
換
防
後
，
張
維
璽
營
來
此
接
防
，
也
未
能
逃
此
一
劫
。

不
久
，
韓
營
的
防
地
轉
移
到
河
伏
。
河
伏
是
在
常
德
城
以
西
二
十
多
里
，
沅
江
邊
上
的
一
個
水
碼
頭
，
一

面
靠
山
，
一
面
臨
江
，
其
上
游
是
桃
源
，
下
游
即
是
常
德
。

沅
江
水
面
上
很
少
有
漁
船
，
多
是
貨
船
和
客
船
。
一
種
被
稱
作
﹁
大
鰍
魚
頭
﹂
的
烏
黑
三
桅
大
方
頭
船
，

是
專
門
運
鹽
的
；
那
種
兩
頭
尖
翹
的
單
桅
或
兩
桅
的
木
船
，
是
運
糧
食
的
：
還
有
一
種
所
謂
﹁
白
河
船
﹂
，
樣

式
笨
拙
卻
異
常
堅
固
的
平
頭
大
尾
貨
船
；
一
種
專
門
載
客
的
﹁
桃
源
劃
子
﹂
，
行
駛
快
捷
輕
巧
，
格
外
引
人
注

目
，
商
人
、
學
生
和
小
職
員
是
這
種
船
的
主
要
主
顧
。

當
時
在
沅
江
上
販
運
菸
土
的
犯
罪
活
動
很
猖
獗
，
毒
犯
將
菸
土
製
成
燒
餅
似
的
圓
扁
狀
塊
，
藏
在
桐
油
簍

的
底
夾
層
，
外
邊
再
用
洋
鐵
皮
封
固
，
外
人
很
難
察
覺
。
馮
玉
祥
飭
令
韓
復
榘
營
嚴
查
毒
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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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日
，
一
位
英
國
牧
師
帶
著
一
船
當
地
教
徒
沿
沅
江
順
流
而
下
，
停
靠
在
河
伏
碼
頭
。
韓
營
士
兵
上
船
執

行
例
行
檢
查
。
英
牧
師
早
聞
馮
旅
號
稱
﹁
基
督
雄
師
﹂
，
官
兵
都
是
基
督
徒
，
既
然
彼
此
都
是
教
友
，
理
應
關

照
，
免
予
檢
查
，
但
遭
到
韓
營
士
兵
拒
絕
。
英
牧
師
獨
自
去
常
德
，
面
見
馮
玉
祥
，
說
：
﹁
你
的
兵
不
應
當
檢

查
我
們
，
因
為
你
也
是
教
友
！
﹂
馮
問
：
﹁
你
船
上
帶
有
違
禁
品
嗎
？
﹂
英
牧
師
斷
然
否
認
。
馮
又
問
：
﹁
既

然
沒
有
違
禁
品
，
為
什
麼
怕
接
受
檢
查
呢
？
﹂
答
曰
：
﹁
因
為
我
們
是
教
友
，
用
不
著
履
行
檢
查
手
續
。
﹂
馮

正
告
：
﹁
你
說
錯
了
，
正
因
為
我
們
是
教
友
，
你
更
應
該
接
受
檢
查
，
怎
麼
真
是
教
友
，
還
怕
接
受
檢
查
呢
？
﹂

英
牧
師
怏
怏
然
而
去
。
︵
註
五
︶

三
團
一
營
在
緝
毒
過
程
中
，
儘
管
韓
復
榘
對
部
下
管
束
極
嚴
，
營
中
仍
有
個
別
目
兵
見
財
生
意
，
中
飽
私

囊
。
就
在
第
十
六
混
成
旅
撤
出
湘
西
前
一
個
月
，
即
一
九
二
○
年
六
月
，
團
長
張
樹
聲
和
營
長
韓
復
榘
向
馮
玉

祥
報
告
：
三
團
一
營
四
連
五
排
正
目
王
墨
教
在
查
獲
毒
品
後
，
私
自
藏
匿
菸
土
三
小
包
，
並
將
罰
沒
的
銀
牙
籤

一
掛
、
金
戒
指
一
枚
攫
為
己
有
，
事
後
被
連
長
紀
慶
瑞
發
現
並
報
告
。
馮
令
鞭
責
王
五
百
下
，
判
刑
六
年
八
個

月
；
連
長
記
大
過
；
韓
被
傳
諭
申
斥
。

當
初
韓
復
榘
營
移
防
河
伏
時
，
河
伏
已
駐
有
一
支
水
上
員
警
部
隊
，
正
式
番
號
為
水
上
陸
戰
隊
第
三
隊
，

隊
長
是
張
自
忠
。
張
是
在
廊
坊
經
車
震
介
紹
加
入
第
十
六
混
成
旅
的
，
初
委
中
尉
差
遣
，
不
久
在
步
三
團
二

營
五
連
任
排
長
；
馮
旅
到
常
德
後
，
又
升
任
步
四
團
︵
蔣
鴻
遇
︶
第
二
營
︵
營
長
佟
麟
閣
︶
第
五
連
連
長
；

︵
註
五
︶ 

馮
玉
祥
：
︽
我
的
生
活
︾
，
下
冊
，
第
二
百
九
十
七
︱
二
百
九
十
八
頁
，
黑
龍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
一
九
八
一
年
三
月
第
一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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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九
一
九
年
四
月
，
調
至
河
伏
，
任
水
上
陸
戰
隊
第
三
隊
隊
長
。

韓
復
榘
在
來
到
河
伏
之
前
，
對
張
自
忠
並
不
甚
瞭
解
，
以
後
由
於
工
作
關
係
，
交
往
漸
多
，
發
現
張
為
人

沉
穩
堅
毅
，
不
愧
是
山
東
硬
漢
；
張
亦
被
韓
的
慷
慨
好
義
、
錚
錚
傲
骨
所
吸
引
，
由
是
，
二
人
皆
生
相
見
恨
晚

之
感
慨
。
不
久
，
胸
懷
大
志
的
張
自
忠
不
願
在
如
﹁
水
上
員
警
﹂
之
類
的
非
正
規
部
隊
久
留
，
經
馮
玉
祥
批
准
，

調
任
學
兵
隊
第
二
連
連
長
，
但
與
韓
的
私
交
卻
由
此
而
始
。

馮
玉
祥
一
生
有
兩
次
大
練
兵
，
一
次
在
湖
南
常
德
，
一
次
在
北
京
南
苑
。
第
十
六
混
成
旅
駐
軍
常
德
期
間
，

一
是
有
了
自
己
的
地
盤
，
二
是
時
局
相
對
比
較
穩
定
，
正
是
練
兵
的
好
時
機
。

馮
玉
祥
的
練
兵
是
非
常
成
功
的
，
即
使
他
的
宿
敵
也
不
否
認
。

馮
玉
祥
很
注
重
提
高
官
兵
文
化
水
準
。
為
掃
除
文
盲
，
軍
中
編
寫
︽
六
百
字
課
本
︾
，
官
兵
中
的
文
盲
每

天
飯
前
不
認
識
兩
個
新
生
字
，
不
准
吃
飯
，
如
此
下
來
一
年
可
認
六
百
字
，
基
本
掃
盲
。
對
有
文
化
的
軍
官
則

鼓
勵
他
們
多
讀
書
，
勤
練
字
。
有
些
人
以
為
西
北
軍
人
多
為
行
伍
出
身
的
貧
苦
農
民
，
一
定
都
是
﹁
大
老
粗
﹂
，

其
實
這
是
一
個
極
大
的
誤
解
。
西
北
軍
高
級
將
領
一
般
都
有
讀
書
的
習
慣
，
書
法
也
拿
得
出
去
。
馮
在
軍
中
開

設
﹁
英
語
班
﹂
和
﹁
日
語
班
﹂
，
要
求
營
級
以
上
軍
官
、
軍
佐
必
須
選
修
一
門
外
語
。
馮
玉
祥
、
李
鳴
鐘
、
過

之
綱
、
葛
金
章
、
韓
多
峰
等
選
修
英
語
，
韓
復
榘
、
門
致
中
、
薛
篤
弼
、
劉
汝
明
、
程
希
賢
等
選
修
日
語
。

當
然
，
馮
對
士
兵
的
文
化
教
育
也
掌
握
分
寸
。
他
曾
對
人
講
：
﹁
當
兵
要
知
識
簡
單
才
好
，
要
是
他
比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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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明
，
你
管
不
了
他
；
要
找
初
生
牛
犢
不
怕
虎
的
人
，
打
起
仗
來
不
怕
死
。
﹂
︵
註
六
︶

對
於
部
隊
的
﹁
學
科
﹂
教
育
，
因
需
死
記
硬
背
的
條
文
比
較
多
，
馮
就
以
基
督
教
聖
歌
或
民
間
小
調
的
旋

律
為
曲
譜
，
結
合
條
文
和
要
領
，
自
編
了
一
些
軍
歌
，
令
目
兵
反
覆
習
唱
，
加
強
記
憶
、
自
覺
執
行
。

對
部
隊
的
﹁
術
科
﹂
教
育
，
馮
尤
其
重
視
﹁
制
式
教
練
﹂
，
強
調
軍
容
整
肅
，
動
作
剛
勁
。
馮
不
拘
泥
傳

統
的
︽
步
兵
操
典
︾
，
而
是
自
行
設
計
了
一
套
規
則
。
如
﹁
立
正
﹂
姿
勢
，
採
用
的
是
他
自
創
的
所
謂
﹁
拿
身

法
﹂
，
即
二
目
圓
睜
，
挺
胸
收
腹
、
兩
腳
堅
實
踏
地
；
又
如
﹁
步
法
﹂
，
要
求
大
腿
抬
平
︵
九
十
度
︶
，
小
腿

四
十
五
度
傾
斜
，
雙
臂
擺
動
的
幅
度
也
大
，
外
人
戲
呼
之
﹁
馮
玉
祥
的
胳
膊
，
馮
玉
祥
的
腿
﹂
，
動
作
十
分
誇

張
，
但
看
上
去
非
常
精
神
！

馮
玉
祥
對
﹁
佇
列
﹂
訓
練
，
要
求
極
為
嚴
格
，
佇
列
行
進
必
須
整
齊
劃
一
，
威
猛
雄
壯
。
馮
每
週
閱
兵
兩

次
，
必
請
來
訪
軍
政
官
員
及
地
方
各
界
名
流
觀
操
，
賓
客
無
不
歎
為
觀
止
，
大
呼
過
癮
，
其
中
最
賞
心
悅
目
的

保
留
節
目
，
便
是
石
友
三
學
兵
隊
的
分
列
式
行
進
表
演
。

﹁
體
操
﹂
和
﹁
劈
刺
﹂
是
馮
旅
﹁
術
科
﹂
訓
練
的
另
一
個
重
點
，
而
﹁
鐵
槓
﹂
︵
單
槓
︶
則
是
重
中
之
重
。

馮
玉
祥
認
為
：
軍
人
必
須
有
堅
強
的
臂
力
。
他
要
求
官
兵
必
須
學
會
﹁
鐵
槓
﹂
的
﹁
三
大
套
﹂
動
作
，
即
﹁
屈

身
上
﹂
、
﹁
搖
動
轉
回
﹂
和
﹁
倒
立
﹂
。
韓
復
榘
十
幾
年
後
身
為
省
主
席
，
仍
能
在
﹁
鐵
槓
﹂
上
練
﹁
三
大
套
﹂
。

不
過
，
大
家
公
認
﹁
盤
槓
子
﹂
最
棒
的
，
還
數
程
希
賢
。

︵
註
六
︶ 

馮
玉
祥
：
︽
馮
玉
祥
選
集
︾
，
中
冊
，
第
一
百
一
十
頁
，
黑
龍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
一
九
八
一
年
三
月
第
一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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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適
應
部
隊
在
南
方
水
鄉
生
存
和
作
戰
，
馮
玉
祥
要
求
官
兵
都
要
學
會
泅
水
︵
游
泳
︶
和
划
船
。
韓
復
榘

自
幼
生
長
在
冀
中
白
洋
澱
水
系
，
出
門
就
要
乘
船
，
泅
水
和
划
船
自
然
不
在
話
下
。
韓
在
駐
防
德
山
、
河
伏
期

間
，
常
去
沅
江
游
泳
，
由
於
他
皮
膚
白
皙
，
又
水
性
好
、
游
得
快
，
眾
人
戲
稱
他
是
﹁
浪
裡
白
條
﹂
︵
︽
水
滸
傳
︾

中
水
軍
頭
領
張
順
的
綽
號
︶
。

一
九
一
九
年
，
第
十
六
混
成
旅
分
別
於
春
、
夏
、
秋
、
冬
四
季
對
全
體
官
佐
的
軍
事
學
進
行
筆
試
，
並
於

年
終
將
中
級
︵
營
級
︶
軍
官
及
初
級
︵
連
、
排
級
︶
官
佐
的
四
次
考
試
總
成
績
︵
總
分
八
十
分
︶
張
榜
公
布
，

同
時
將
中
級
軍
官
成
績
前
二
十
名
及
初
級
官
佐
成
績
前
一
百
四
十
五
名
者
排
出
名
次
。
李
炘
︵
七
十
二
點
五
六

分
︶
、
石
友
三
︵
六
十
六
點
六
六
分
︶
、
韓
復
榘
︵
六
十
四
點
七
○
分
︶
分
別
名
列
中
級
軍
官
第
一
、
二
、
三

名
；
丁
漢
民
、
王
文
彬
、
王
寶
良
分
別
名
列
初
級
官
佐
第
一
、
二
、
三
名
。

西
北
軍
有
個
很
好
的
傳
統
，
部
隊
無
論
開
到
哪
裡
，
都
要
在
當
地
植
樹
造
林
。
馮
玉
祥
發
現
從
常
德
到
桃

園
的
公
路
兩
邊
童
山
濯
濯
，
滿
目
荒
涼
，
便
決
定
從
常
德
的
臥
虎
山
訂
購
松
柏
樹
秧
，
移
植
到
那
裡
。
馮
命
駐

防
河
伏
的
韓
復
榘
負
責
綠
化
河
伏
山
前
的
一
大
片
隙
地
。
韓
首
先
﹁
購
定
樹
秧
﹂
，
並
﹁
派
員
督
工
，
挖
掘

深
坑
﹂
，
再
安
排
、
監
督
各
團
、
營
官
兵
輪
流
前
往
河
伏
種
樹
。
︵
馮
玉
祥
：
︽
馮
玉
祥
選
集
︾
中
卷
，
第

一
百
一
十
頁
，
黑
龍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
一
九
八
一
年
三
月
第
一
版
。
︶
由
於
韓
在
這
次
植
樹
工
作
中
安
排
有
序
，

成
績
突
出
，
並
積
累
不
少
經
驗
，
因
此
部
隊
開
到
西
安
後
，
馮
仍
指
定
他
負
責
全
軍
的
植
樹
造
林
。

據
說
現
在
河
伏
山
建
有
國
家
級
森
林
公
園
，
遙
想
當
年
第
十
六
混
成
旅
官
兵
為
綠
化
河
伏
山
也
曾
灑
下
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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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
汗
水
。

第
十
六
混
成
旅
在
常
德
駐
軍
兩
年
，
比
較
安
定
，
馮
玉
祥
准
許
營
級
以
上
軍
官
、
軍
佐
攜
帶
家
眷
，
韓
復

榘
同
別
人
一
樣
也
將
妻
子
高
藝
珍
從
老
家
接
來
常
德
。
馮
玉
祥
為
提
高
部
隊
家
眷
的
文
化
水
準
，
開
辦
了
﹁
婦

女
培
德
學
校
﹂
，
及
附
設
工
廠
，
家
眷
們
可
在
此
半
工
半
讀
，
既
學
了
文
化
，
經
濟
上
也
不
無
小
補
。
高
出
身

書
香
門
第
，
讀
書
的
事
是
不
會
落
在
人
後
的
。

一
九
一
九
年
，
韓
復
榘
長
子
韓
嗣
燮
出
生
於
湖
南
常
德
。

外
間
盛
傳
西
北
軍
有
所
謂
﹁
十
三
太
保
﹂
，
儘
管
馮
玉
祥
從
未
如
此
說
過
，
且
被
冠
以
﹁
太
保
﹂
頭
銜
者

也
從
未
承
認
過
，
但
此
說
在
西
北
軍
中
流
傳
甚
廣
。 

﹁
十
三
太
保
﹂
之
說
界
定
在
馮
軍
的
哪
一
歷
史
時
期
，

﹁
十
三
太
保
﹂
指
的
又
是
哪
些
人
，
則
眾
說
紛
紜
，
有
說
是
指
常
德
練
兵
時
期
的
十
三
位
營
長
，
有
說
是
指

南
苑
練
兵
時
期
的
十
三
位
步
兵
團
長
。
筆
者
傾
向
後
一
種
說
法
，
因
為
南
苑
練
兵
時
的
步
兵
團
長
恰
好
是
十
三

位
，
旅
長
有
五
位
，
故
又
引
申
出
﹁
五
虎
將
﹂
來
。
不
過
，
目
前
持
前
一
種
說
法
者
居
多
；
至
於
十
三
位
營
長

究
竟
指
的
是
誰
，
又
有
眾
多
版
本
，
按
現
在
比
較
通
行
的
說
法
是
：
﹁
十
三
太
保
﹂
者
，
孫
良
誠
︵
一
團
一

營
營
長
︶
、
韓
復
榘
︵
三
團
一
營
營
長
︶
、
石
友
三
︵
三
團
二
營
營
長
︶
、
孫
連
仲
︵
炮
兵
團
一
營
營
長
︶
、

張
維
璽
︵
一
團
二
營
營
長
先
︶
、
劉
汝
明
︵
四
團
一
營
營
長
︶
、
佟
麟
閣
︵
四
團
二
營
營
長
︶
、
過
之
綱
︵
二

團
二
營
營
長
︶
、
葛
金
章
︵
一
團
二
營
營
長
後
︶
、
程
希
賢
︵
工
兵
營
營
長
︶
、
聞
承
烈
︵
二
團
三
營
營
長
︶

趙
席
聘
︵
三
團
三
營
營
長
︶
、
韓
多
峰
︵
機
關
槍
營
營
長
︶
是
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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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上
十
三
名
營
長
都
是
馮
玉
祥
一
手
提
拔
起
來
的
青
年
軍
官
︵
除
趙
席
聘
外
，
均
在
三
十
歲
以
下
︶
，
受

到
馮
的
特
殊
信
任
，
是
嫡
系
中
的
嫡
系
；
他
們
有
事
可
越
過
團
長
，
直
接
向
馮
報
告
，
屬
於
﹁
通
天
人
物
﹂
，

正
因
為
如
此
，
﹁
十
三
太
保
﹂
之
說
未
必
完
全
是
一
種
美
譽
。
據
說
，
劉
郁
芬
、
蔣
鴻
遇
對
馮
玉
祥
格
外
提
拔

青
年
新
秀
就
有
所
保
留
，
常
用
一
種
調
侃
的
口
氣
說
起
﹁
十
三
太
保
﹂
。

由
於
韓
復
榘
一
向
善
待
袍
澤
，
加
之
大
大
咧
咧
的
性
格
，
在
他
周
圍
總
是
聚
集
著
一
幫
朋
友
，
﹁
十
三
太

保
﹂
中
多
數
都
是
他
的
摯
友
。
中
原
大
戰
後
，
過
之
綱
、
葛
金
章
、
聞
承
烈
、
程
希
賢
和
韓
多
峰
都
先
後
前
往

山
東
與
韓
共
事
。

﹁
十
三
太
保
﹂
的
稱
謂
有
其
嚴
格
的
時
效
性
，
由
於
各
位
﹁
太
保
﹂
自
身
潛
質
及
機
遇
不
同
，
隨
著
馮
集

團
的
發
展
，
彼
此
之
間
的
差
距
逐
漸
拉
開
，
各
人
擁
有
的
實
力
也
明
顯
不
在
一
個
水
準
上
，
因
此
脫
離
﹁
常
德

練
兵
﹂
或
﹁
南
苑
練
兵
﹂
這
一
特
定
歷
史
時
期
，
泛
談
﹁
十
三
太
保
﹂
，
已
無
任
何
意
義
。

馮
玉
祥
早
在
遼
寧
新
民
府
就
開
始
接
觸
基
督
教
，
一
九
一
七
年
駐
軍
直
隸
廊
坊
時
，
於
耶
誕
節
在
北
京
東

單
孝
順
胡
同
美
以
美
會
亞
斯
立
堂
，
由
劉
芳
牧
師
︵
許
驤
雲
岳
父
︶
為
他
施
洗
，
但
真
正
熱
心
基
督
教
還
是
從

駐
軍
常
德
開
始
。
這
時
馮
不
僅
自
己
信
仰
基
督
教
，
還
要
求
全
旅
官
兵
都
入
教
，
因
此
而
有
了
﹁
基
督
將
軍
﹂

的
稱
號
。

馮
玉
祥
規
定
：
每
團
設
置
專
職
隨
軍
牧
師
，
這
在
全
國
各
軍
隊
系
統
是
絕
無
僅
有
的
；
全
體
官
兵
人
手
一

冊
︽
新
約
全
書
︾
和
︽
頌
主
聖
詩
︾
；
每
晚
就
寢
前
，
全
體
官
兵
以
連
為
單
位
舉
行
禱
告
、
靜
默
，
最
後
喊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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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
﹁
阿
門
﹂
結
束
；
每
營
組
織
二
十
人
左
右
的
﹁
唱
詩
班
﹂
；
星
期
日
要
以
營
為
單
位
﹁
查
經
﹂
，
即
先
由
營

長
或
值
日
官
領
導
選
讀
︽
新
約
全
書
︾
某
一
章
節
，
再
由
牧
師
講
解
新
舊
約
和
馬
可
路
迦
等
福
音
教
義
。
經
過

初
步
啟
蒙
的
官
兵
就
可
以
接
受
洗
禮
了
。
馮
曾
把
劉
牧
師
從
北
京
請
到
常
德
，
為
包
括
薛
篤
弼
在
內
的
一
百
多

名
官
兵
行
一
次
施
洗
，
吃
聖
餐
。
軍
中
還
有
一
座
可
容
納
五
百
人
的
﹁
活
動
﹂
禮
拜
堂
，
全
部
為
木
結
構
，
可

隨
時
拆
開
，
搬
動
，
便
於
隨
軍
行
動
。

在
馮
玉
祥
的
宣
導
下
，
官
兵
中
不
乏
虔
誠
的
基
督
徒
，
如
張
之
江
、
佟
麟
閣
等
。
張
講
話
動
輒
引
用
聖
經

的
話
，
於
是
有
了
﹁
張
聖
經
﹂
的
外
號
。
張
日
後
曾
自
費
精
印
︽
新
︵
舊
︶
約
全
書
︾
，
分
送
軍
中
袍
澤
，
並

在
封
面
上
自
題
：
﹁
此
天
下
之
大
經
也
﹂
。
馮
開
玩
笑
稱
他
﹁
大
主
教
﹂
。
韓
復
榘
對
基
督
教
始
終
並
不
熱
心
，

這
大
概
與
他
對
一
切
舶
來
文
化
素
無
興
趣
有
關
。

第
十
六
混
成
旅
駐
軍
常
德
期
間
，
團
體
內
又
增
加
了
一
些
新
人
，
他
們
是
門
致
中
︵
保
定
軍
校
第
一
期
︶
、

石
敬
亭
、
魏
書
香
、
鄧
哲
熙
︵
天
津
北
洋
法
政
專
科
學
校
、
日
本
明
治
大
學
法
律
專
修
科
畢
業
︶
、
任
右
民
、

劉
汝
珍
︵
劉
汝
明
胞
弟
︶
、
張
側
民
、
吳
錫
祺
、
楊
兆
林
︵
保
定
軍
校
第
五
期
︶
、
楊
耀
東
︵
日
本
陸
軍
士
官

學
校
第
十
三
期
︶
、
沈
克
、
張
華
堂
、
陳
繼
淹
、
彭
振
山
、
王
向
榮
、
乜
庭
賓
、
郭
鴻
儒
等
。

一
批
保
定
軍
校
第
六
期
畢
業
生
，
如
李
文
田
、
王
清
翰
、
李
寶
善
、
白
鳳
儀
、
翟
紫
封
等
也
於
一
九
一
九

年
九
月
分
配
到
駐
湖
南
常
德
第
十
六
混
成
旅
。

一
九
二
○
年
七
月
，
第
十
六
混
成
旅
撤
離
常
德
前
夕
，
剛
從
保
定
軍
校
第
七
期
畢
業
的
黃
維
綱
、
時
君
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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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也
趕
來
報
到
。

門
致
中
︵
一
八
八
六
︱
一
○
六
○
︶
，
字
靖
原
，
吉
林
省
汪
清
縣
人
，
一
九
一
四
年
十
一
月
畢
業
於
保
定

軍
校
第
一
期
步
兵
科
，
到
陸
軍
部
任
職
，
一
九
一
八
年
被
派
往
常
德
第
十
六
混
成
旅
任
聯
絡
參
謀
，
本
來
是

﹁
監
軍
﹂
，
卻
被
馮
玉
祥
人
格
魅
力
所
吸
引
，
自
願
留
在
馮
旅
。

石
敬
亭
在
灤
州
起
義
失
敗
後
，
一
度
去
綏
遠
混
成
旅
擔
任
軍
職
，
一
九
一
八
年
來
到
常
德
投
奔
馮
玉
祥
，

加
入
第
十
六
混
成
旅
，
被
馮
委
以
參
謀
兼
模
範
連
教
官
。
一
九
二
○
年
春
節
，
軍
官
們
都
在
鎮
守
使
署
聚
會
，

馮
夫
人
對
眾
人
說
：
有
一
位
本
家
妹
妹
，
想
在
軍
中
找
一
位
先
生
。
有
人
說
：
石
筱
山
尚
未
有
太
太
。
馮
笑

道
：
﹁
那
好
了
，
就
給
石
敬
亭
說
這
門
親
吧
！
﹂
石
就
此
與
馮
攀
上
親
戚
。
嗣
後
，
石
之
妹
嫁
給
張
知
行
；

石
又
與
馮
治
安
、
張
俊
聲
結
為
兒
女
親
家
；
馮
治
安
次
子
與
馮
玉
祥
的
內
侄
女
結
為
夫
婦
，
於
是
石
、
馮
︵
玉

祥
︶
、
馮
︵
治
安
︶
、
張
四
家
便
互
為
親
家
了
。

張
側
民
是
張
之
江
族
侄
，
日
後
成
為
韓
復
榘
嫡
系
將
領
。
王
向
榮
嗣
後
長
期
在
韓
復
榘
軍
從
事
軍
需
工

作
，
是
韓
最
信
任
的
人
之
一
。
郭
鴻
儒
後
任
韓
復
榘
第
三
路
軍
第
二
十
二
師
︵
谷
良
民
︶
第
六
十
六
旅
︵
李
占

標
︶
上
校
參
謀
長
。

馮
玉
祥
當
兵
時
的
同
棚
弟
兄
尤
鶴
亭
，
在
保
定
說
書
，
也
來
常
德
第
十
六
混
成
旅
謀
職
。
馮
玉
祥
把
他
留

下
來
，
專
門
給
官
兵
說
書
，
一
月
六
十
塊
錢
，
再
派
一
個
勤
務
兵
伺
候
。
從
此
，
馮
軍
除
了
專
職
牧
師
，
又
多

了
一
個
專
職
說
書
先
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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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六
混
成
旅
第
一
團
第
一
營
營
長
孫
良
誠

第
十
六
混
成
旅
第
一
團
第
二
營
營
長
張
維
璽

第
十
六
混
成
旅
第
三
團
第
一
營
營
長
韓
復
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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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六
混
成
旅
炮
兵
團
第
一
營
營
長
孫
連
仲

第
十
六
混
成
旅
第
四
團
第
一
營
營
長
劉
汝
明

第
十
六
混
成
旅
第
四
團
第
三
營
營
長
葛
金
章

第
十
六
混
成
旅
工
兵
營
營
長
程
希
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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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六
混
成
旅
營
副
以
上
軍
官
一
九
一
九
年
年
終
軍
事
考
試
成
績

表
。
第
一
名
：
李
炘
，
第
二
名
：
石
友
三
，
第
三
名
：
韓
復
榘
。

第
十
六
混
成
旅
士
兵
在
每
天
出
操
前
都
要
捧
讀
聖
經
︽
新
舊

約
全
書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