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九
二
八
年
六
月
十
五
日
，
國
民
政
府
宣
告
統
一
告
成
。
二
十
日
，
改
北
京
為
北
平
；
改
直
隸
省
為
河
北
省
。

自
六
月
八
日
晉
軍
開
進
北
京
城
後
，
國
民
政
府
發
表
了
一
系
列
任
命
。
先
是
，
六
月
四
日
任
命
閻
錫
山
為

京
津
衛
戍
總
司
令
︵
楊
愛
源
後
任
副
司
令
︶
；
八
日
，
任
命
張
蔭
梧
為
北
京
警
備
司
令
；
十
二
日
，
任
命
傅
作

義
為
天
津
警
備
司
令
、
南
桂
馨
為
天
津
特
別
市
市
長
；
二
十
六
日
，
任
命
商
震
為
河
北
省
政
府
主
席
。
兩
市
一

省
盡
入
晉
閻
囊
中
矣
。

七
月
四
日
，
以
商
震
為
主
席
的
第
一
屆
河
北
省
政
府
在
天
津
成
立
，
省
府
委
員
宣
誓
就
職
，
韓
復
榘
缺
席
。

蔣
介
石
為
安
撫
馮
玉
祥
，
任
命
鹿
鍾
麟
為
國
民
黨
北
平
政
治
分
會
委
員
、
馮
的
秘
書
長
何
其
鞏
為
北
平
特

別
市
市
長
；
任
命
韓
復
榘
為
河
北
省
政
府
委
員
，
皆
為
有
職
無
權
的
頭
銜
。
唯
一
的
一
點
實
惠
是
把
北
京
崇

33
　
芥
蒂
猶
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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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門
統
稅
局
一
所
歸
馮
部
管
理
，
每
年
能
有

二
十
萬
元
的
進
項
。

馮
玉
祥
為
示
與
世
無
爭
，
六
月
十
三
日
，

命
韓
復
榘
率
所
部
第
六
軍
撤
出
南
苑
軍
營
，

移
駐
北
京
西
南
七
十
五
公
里
的
新
城
縣
。
第

四
集
團
軍
︵
李
宗
仁
︶
之
李
品
仙
部
進
駐
南

苑
軍
營
。
未
幾
，
韓
軍
再
移
駐
保
定
以
南
十

公
里
，
京
漢
線
上
的
于
家
莊
。
韓
復
榘
的
司

令
部
設
在
望
都
，
距
北
京
一
百
七
十
公
里
，

也
在
京
漢
線
上
，
離
方
順
橋
不
遠
。

北
京
克
復
以
後
，
蔣
介
石
分
電
馮
玉
祥
、

閻
錫
山
、
李
宗
仁
三
位
集
團
軍
總
司
令
到
北

京
舉
行
﹁
善
後
會
議
﹂
。
馮
在
百
泉
覆
電
，
託
病
不
去
。
蔣
請
李
居
中
調
停
，
復
敦
囑
張
之
江
、
馬
福
祥
再
三

電
馮
促
駕
，
馮
始
應
允
參
加
。

六
月
二
十
九
日
，
蔣
介
石
由
南
京
經
漢
口
，
偕
李
宗
仁
乘
車
北
上
，
擬
再
與
馮
玉
祥
連
袂
進
北
平
。
七
月

一
日
晨
，
蔣
專
車
到
達
鄭
州
。
馮
到
站
歡
迎
，
登
車
與
蔣
晤
談
二
十
分
鐘
，
旋
下
車
宴
請
蔣
一
行
。
李
宗
仁
後

一
九
二
八
年
七
月
六
日
，
蔣
介
石
︵
前
排
左
一
︶
、
馮
玉
祥
︵
左
二
︶
、
李
宗
仁
︵
左

三
︶
及
閻
錫
山
︵
左
四
︶
四
總
司
令
在
北
平
西
郊
香
山
碧
雲
寺
孫
中
山
靈
前
，
舉
行

北
伐
完
成
、
祭
告
國
父
典
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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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
在
其
回
憶
錄
中
記
述
：
﹁
我
見
馮
身
軀
結
實
，
滿
面
紅
光
，
無
絲
毫
病
容
。
然
他
在
宴
會
席
上
，
仍
頻
頻
咳

嗽
，
望
其
人
，
聽
其
聲
，
分
明
是
假
咳
嗽
。
我
就
用
膝
蓋
碰
了
碰
坐
在
我
身
旁
的
李
濟
深
。
散
席
後
，
我
問
李
：

﹃
你
看
馮
先
生
在
害
病
嗎
？
﹄
李
微
笑
道
：
﹃
他
在
扮
戲
！
﹄
﹂
︵
註
一
︶

馮
不
肯
與
蔣
同
行
，
送
走
蔣
後
，
獨

自
乘
專
車
北
上
。

七
月
二
日
午
，
蔣
介
石
專
車
將
過
望
都
，
韓
復
榘
理
應
到
站
迎
送
。
參
謀
官
傅
瑞
瑗
四
處
尋
韓
，
不
見
蹤

影
，
最
後
好
不
容
易
在
當
地
商
會
會
長
家
找
到
正
在
打
牌
的
韓
復
榘
。
傅
向
韓
報
告
：
蔣
總
司
令
專
車
即
將
路

過
望
都
，
請
總
指
揮
盡
快
去
車
站
迎
送
。
韓
一
邊
打
牌
，
一
邊
不
動
聲
色
地
說
：
﹁
他
來
就
來
，
走
就
走
，
我

去
幹
什
麼
？
﹂
傅
深
知
韓
的
脾
氣
，
急
忙
又
把
參
謀
長
李
樹
春
請
來
，
再
三
勸
說
，
韓
才
極
不
情
願
地
換
上
一

身
整
齊
的
軍
裝
去
了
車
站
。
︵
註
二
︶

雖
然
只
有
十
幾
分
鐘
時
間
，
蔣
介
石
還
是
在
車
廂
裡
接
見
了
韓
復
榘
。
由
於
是
初
次
見
面
，
蔣
不
外
語
多

勉
勵
。
蔣
在
說
話
時
，
一
直
在
很
注
意
地
看
著
韓
復
榘
，
也
許
是
韓
在
河
南
戰
場
上
不
俗
的
表
現
，
以
及
不
久

前
發
生
在
北
京
的
﹁
鮑
旅
事
件
﹂
，
給
蔣
留
下
深
刻
的
印
象
。

翌
日
中
午
，
馮
玉
祥
乘
專
車
赴
平
途
中
，
於
望
都
下
車
，
在
車
站
與
韓
復
榘
、
參
謀
長
李
樹
春
及
幾
位
師

長
敘
談
。
下
午
三
點
，
馮
與
韓
等
同
車
北
上
，
很
快
就
到
達
韓
軍
駐
地
于
家
莊
，
再
下
車
集
合
韓
軍
營
以
上
軍

︵
註
一
︶ 

李
宗
仁
口
述
，
唐
德
剛
撰
寫
：
︽
李
宗
仁
回
憶
錄
︾
，
第
五
百
七
十
九
頁
。

︵
註
二
︶ 

傅
瑞
瑗
口
述
歷
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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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
訓
話
，
當
晚
即
下
榻
軍
營
。

四
日
凌
晨
，
馮
玉
祥
、
韓
復
榘
等
一
行
到
達
保
定
，
見
到
鹿
鍾
麟
、
劉
驥
、
孫
良
誠
、
馮
治
安
、
鄭
大
章
、

龐
炳
勳
等
人
，
大
家
相
見
甚
歡
。
馮
請
眾
人
吃
他
最
愛
吃
的
保
定
地
方
風
味
﹁
牛
肉
罩
餅
﹂
，
並
問
大
家
：
好

吃
不
好
吃
？
眾
人
齊
聲
說
：
好
吃
！
馮
大
樂
，
連
著
兩
天
頓
頓
請
部
下
吃
﹁
牛
肉
罩
餅
﹂
。 

眾
人
要
求
換
個

口
味
，
馮
問
其
詳
。
孫
良
誠
推
說
他
不
愛
吃
牛
肉
。
馮
立
刻
命
人
該
換
豬
頭
肉
罩
餅
。
此
事
一
時
傳
為
笑
談
。

五
日
深
夜
，
馮
玉
祥
、
鹿
鍾
麟
、
韓
復
榘
、
劉
驥
等
登
車
前
往
北
平
。
馮
來
保
定
時
，
乘
坐
的
專
車
前
有

﹁
泰
山
號
﹂
鋼
甲
車
押
道
，
過
了
保
定
反
命
鋼
甲
車
殿
後
；
專
車
後
邊
還
掛
有
一
輛
﹁
花
車
﹂
，
供
馮
使
用
。

這
時
馮
卻
將
﹁
花
車
﹂
安
排
給
參
謀
處
人
員
乘
坐
，
自
己
與
鹿
、
韓
、
劉
等
高
級
將
領
卻
登
上
一
節
由
鞏
縣
兵

工
廠
加
裝
鋼
板
的
鐵
篷
車
上
，
目
的
是
與
北
平
當
局
玩
﹁
捉
迷
藏
﹂
的
遊
戲
。

六
日
晨
五
時
，
馮
玉
祥
的
專
車
突
然
出
現
在
北
平
西
直
門
火
車
站
，
原
來
雲
集
在
西
站
迎
接
的
北
平
各
界

人
士
，
又
匆
匆
跑
到
西
直
門
火
車
站
，
目
的
是
讓
北
平
當
局
難
堪
。

上
午
七
時
，
蔣
介
石
、
馮
玉
祥
、
閻
錫
山
、
李
宗
仁
四
總
司
令
偕
各
級
軍
政
要
員
、
北
平
各
界
工
商
代
表

數
百
人
，
在
北
平
西
郊
香
山
碧
雲
寺
孫
中
山
靈
前
，
舉
行
北
伐
完
成
、
祭
告
國
父
典
禮
。
鹿
鍾
麟
、
韓
復
榘
等

作
為
第
二
集
團
軍
將
領
代
表
，
也
參
加
了
祭
典
。
屆
時
，
蔣
主
祭
，
馮
、
閻
、
李
襄
祭
，
商
震
宣
讀
祭
文
。
祭

奠
中
，
蔣
撫
棺
慟
哭
，
眾
人
上
前
相
勸
，
哭
益
甚
。
馮
嗣
後
回
憶
說
：
﹁
蔣
先
生
哭
了
很
久
，
還
不
停
止
。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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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
上
去
如
勸
孝
子
一
般
，
勸
了
多
時
，
他
始
休
淚
。
﹂
︵
註
三
︶

李
後
來
也
回
顧
道
：
﹁
蔣
先
生
忽
撫
棺
慟
哭
，

熱
淚
如
絲
。
馮
、
閻
二
襄
祭
也
頻
頻
拭
淚
，
狀
至
哀
傷
。
我
本
人
卻
在
一
旁
肅
立
，
雖
對
總
理
靈
柩
表
示
哀
悼
，

但
並
未
墮
淚
。
﹂
他
認
為
：
﹁
撫
棺
慟
哭
，
拭
淚
相
陪
，
都
似
出
於
矯
情
，
我
本
人
卻
無
此
表
演
本
領
。
﹂
︵
註
四
︶

當
晚
，
馮
玉
祥
下
榻
頤
和
園
行
轅
。
韓
復
榘
偕
參
謀
長
李
樹
春
進
城
，
去
前
毛
家
灣
九
號
第
三
方
面
軍
駐

北
平
辦
事
處
下
榻
，
這
裡
曾
是
張
作
霖
時
代
最
後
一
任
國
務
總
理
潘
復
的
宅
邸
。

九
日
，
馮
玉
祥
率
第
二
集
團
軍
在
平
將
領
李
鳴
鐘
、
鹿
鍾
麟
、
韓
復
榘
、
石
敬
亭
、
劉
驥
、
鄭
大
章
、
龐

炳
勳
、
馮
治
安
等
前
往
南
口
，
舉
行
追
悼
南
口
大
戰
陣
亡
將
士
大
會
，
並
邀
蔣
介
石
、
閻
錫
山
、
李
宗
仁
與
會
。

蔣
、
李
均
蒞
場
，
閻
因
南
口
大
戰
期
間
曾
加
入
反
馮
陣
營
，
不
便
出
席
，
僅
派
代
表
前
往
。
追
悼
會
由
李
鳴
鐘

主
持
，
馮
玉
祥
主
祭
，
何
其
鞏
宣
讀
祭
文
，
鹿
鍾
麟
報
告
南
口
大
戰
詳
情
，
蔣
、
馮
均
發
表
演
講
。
馮
講
話
時
，

聲
淚
俱
下
，
聆
者
皆
泣
。

十
一
日
，
蔣
介
石
在
北
平
湯
山
邀
請
閻
錫
山
、
馮
玉
祥
、
李
宗
仁
、
吳
敬
恆
、
朱
培
德
、
鹿
鍾
麟
、
商
震
、

白
崇
禧
、
陳
紹
寬
、
張
群
、
何
成
浚
、
石
敬
亭
、
韓
復
榘
、
劉
鎮
華
等
召
開
軍
事
善
後
會
議
，
討
論
軍
事
方
案

及
軍
事
意
見
書
。
史
稱
﹁
湯
山
會
議
﹂
。

十
二
日
，
蔣
介
石
、
馮
玉
祥
、
閻
錫
山
、
李
宗
仁
、
陳
紹
寬
等
在
北
平
湯
山
決
定
軍
事
整
理
方
案
，
組
織

︵
註
三
︶ 

馮
玉
祥
：
︽
我
的
生
活
︾
，
第
六
百
○
八
頁
。

︵
註
四
︶ 

李
宗
仁
口
述
，
唐
德
剛
撰
寫
：
︽
李
宗
仁
回
憶
錄
︾
，
第
五
百
八
十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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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遣
委
員
會
，
擬
全
國
共
編
六
十
個
師
，
憲
兵
二
十
萬
，
統
一
由
中
央
指
揮
。

湯
山
會
議
還
對
各
集
團
軍
的
地
盤
進
行
調
整
：
蔣
介
石
的
第
一
集
團
軍
擁
有
東
南
各
省
；
馮
玉
祥
的
第
二

集
團
軍
擁
有
魯
、
豫
、
陝
、
甘
、
寧
、
青
；
閻
錫
山
的
第
三
集
團
軍
擁
有
晉
、
冀
、
察
、
綏
及
平
、
津
二
市
；

李
宗
仁
的
第
四
集
團
軍
擁
有
桂
、
湘
、
鄂
及
漢
口
市
。
結
果
除
蔣
以
外
，
馮
、
閻
、
李
都
不
滿
意
。
馮
沒
得
到

華
北
不
滿
意
；
閻
因
蔣
任
命
何
成
浚
為
北
平
政
治
分
會
主
席
，
掌
握
北
方
軍
政
大
權
，
限
制
了
他
的
權
力
，
當

然
不
滿
意
；
李
嫌
地
盤
小
，
沒
有
出
海
口
，
也
不
滿
意
。
好
在
是
初
次
過
招
，
大
家
還
沒
翻
臉
。

馮
玉
祥
十
四
日
忿
忿
離
開
北
平
，
返
回
河
南
，
再
徑
往
西
安
去
了
。
鹿
鍾
麟
離
開
北
平
，
也
不
回
保
定
，

直
接
去
順
德
，
住
進
﹁
宏
道
醫
院
﹂
，
以
示
消
極
。

韓
復
榘
軍
六
月
中
旬
自
北
京
南
苑
移
師
河
北
省
望
都
之
際
，
直
魯
軍
殘
部
亦
由
天
津
撤
至
唐
山
。
七
月
下

旬
，
國
民
革
命
軍
發
動
東
征
，
肅
清
灤
東
，
以
期
消
滅
直
魯
軍
殘
部
。
此
次
行
動
以
三
、
四
集
團
軍
為
主
攻
，

徐
永
昌
、
白
崇
禧
分
任
總
指
揮
；
一
、
二
集
團
軍
為
協
攻
，
陳
調
元
、
韓
復
榘
分
任
副
總
指
揮
︵
陳
職
由
白
代

理
︶
。四

集
團
軍
李
品
仙
、
廖
磊
部
一
馬
當
先
，
沿
京
奉
路
向
灤
東
進
發
。

馮
玉
祥
此
刻
無
意
再
替
人
做
嫁
衣
，
答
應
二
集
團
軍
參
加
東
征
，
不
過
是
虛
與
委
蛇
。

八
月
初
，
韓
復
榘
軍
奉
命
自
望
都
出
發
，
繼
李
品
仙
軍
之
後
參
加
東
征
。
韓
軍
一
路
磨
磨
蹭
蹭
過
了
天
津
，

行
至
軍
糧
城
附
近
即
停
止
不
前
。
徐
永
昌
率
三
集
團
軍
路
過
韓
軍
駐
地
，
出
於
私
誼
，
順
便
去
看
望
韓
復
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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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
對
徐
說
：
﹁
馮
先
生
已
有
命
令
，
教
我
撤
回
河
南
，
不
讓
我
去
。
﹂
同
時
又
密
告
：
﹁
直
魯
軍
與
奉
軍
力
量

尚
大
，
你
們
沿
津
榆
線
過
塘
沽
腰
地
，
幾
乎
四
面
是
水
，
只
中
間
一
條
鐵
路
，
此
一
去
恐
怕
很
難
得
回
來
！
﹂

徐
說
：
﹁
你
們
知
難
而
退
，
這
對
不
起
朋
友
，
而
且
我
卻
不
能
和
你
們
那
樣
做
。
﹂
韓
說
：
﹁
按
馮
先
生
命
令
，

須
立
即
撤
走
，
不
過
看
在
朋
友
的
份
上
，
我
可
以
緩
緩
開
跋
，
能
等
你
兩
星
期
，
至
非
走
不
可
時
，
亦
留
一
部

隊
伍
等
待
收
容
你
的
隊
伍
，
我
亦
趁
此
休
息
整
頓
幾
天
，
你
們
會
很
快
地
敗
退
回
來
。
﹂
當
時
三
集
團
軍
行
軍

路
線
恰
在
鐵
路
的
最
南
面
，
比
鄰
大
海
，
因
此
韓
說
：
﹁
你
部
右
後
皆
水
，
你
們
吃
敗
仗
，
後
退
都
退
不
回
來
，

想
收
容
你
恐
怕
都
很
難
。
﹂
徐
在
前
線
見
到
白
崇
禧
，
話
及
遲
遲
不
到
的
二
集
團
軍
，
躊
躇
滿
志
的
白
對
徐

說
：
﹁
我
們
由
廣
東
能
打
到
此
地
，
他
愛
來
不
來
！
﹂
︵
註
五
︶

後
來
在
徐
的
精
心
指
揮
下
，
三
集
團
軍
東
征
進

行
得
還
算
順
利
，
韓
雖
然
沒
能
幫
上
忙
，
但
徐
對
韓
的
一
片
好
意
始
終
心
存
感
激
。

是
年
春
，
韓
復
榘
率
軍
自
河
南
漯
河
北
上
彰
德
參
戰
，
樊
鍾
秀
乘
河
南
空
虛
之
機
，
聯
合
豫
西
南
一
帶
的

﹁
紅
槍
會
﹂
向
馮
軍
發
難
，
直
逼
洛
陽
、
鄭
州
。
馮
玉
祥
急
調
宋
哲
元
、
石
友
三
、
劉
汝
明
等
部
解
洛
陽
、
鄭

州
之
圍
。
樊
敗
走
豫
西
南
魯
山
、
寶
豐
、
襄
城
一
帶
。
北
伐
軍
占
領
北
京
後
，
被
宋
哲
元
趕
出
陝
西
，
滯
留
在

豫
南
駐
馬
店
一
帶
的
原
第
二
集
團
軍
第
五
方
面
軍
岳
維
俊
部
，
又
與
樊
聯
合
反
馮
。

馮
玉
祥
將
第
二
集
團
軍
駐
魯
、
豫
部
隊
及
駐
陝
、
甘
部
隊
分
別
交
鹿
鍾
麟
及
劉
郁
芬
指
揮
。
同
時
命
令
鹿

鍾
麟
速
回
河
南
指
揮
部
隊
對
樊
、
岳
作
戰
。

︵
註
五
︶ 

徐
永
昌
：
︽
求
己
齋
回
憶
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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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月
四
日
，
鹿
鍾
麟
指
揮
石
友
三
軍
及
所
部
劉
汝
明
軍
、
劉
驥
軍
擊
潰
樊
軍
於
寶
豐
、
郟
縣
。
樊
軍
殘
部

退
往
豫
西
伏
牛
山
區
。

二
十
四
日
，
馮
玉
祥
嚴
令
參
加
東
征
的
韓
復
榘
軍
立
即
撤
回
河
南
協
剿
。
韓
軍
遂
班
師
返
豫
。

韓
復
榘
臨
行
前
，
張
宗
昌
致
韓
一
信
，
略
謂
北
伐
軍
的
成
功
，
並
非
完
全
是
軍
事
勝
利
，
實
因
民
心
所
向
，

天
意
所
歸
。
今
精
選
戰
馬
數
十
匹
，
分
贈
兄
等
云
云
。
張
贈
韓
十
二
匹
高
頭
大
馬
，
馬
項
間
皆
懸
牌
記
名
，
皮

毛
多
為
棗
紅
色
及
米
黃
色
，
據
說
都
是
張
部
白
俄
軍
團
之
上
駟
。
︵
註
六
︶

三
十
一
日
，
鹿
鍾
麟
、
韓
復
榘
兩
部
在
南
陽
大
敗
樊
鍾
秀
軍
，
亦
將
盤
踞
在
豫
西
伏
牛
山
區
之
樊
軍
殘
部

驅
向
鄂
境
之
棗
陽
、
隨
州
，
樊
本
人
逃
往
漢
口
。
同
時
壓
迫
駐
馬
店
之
岳
維
俊
軍
退
往
皖
境
。
河
南
全
境
，
遂

告
肅
清
。

岳
維
俊
軍
退
安
徽
後
被
蔣
介
石
收
編
，
中
原
大
戰
時
，
岳
軍
曾
對
馮
軍
作
戰
，
戰
後
被
蔣
編
為
第
三
十
四

師
。
岳
師
奉
蔣
命
，
對
紅
軍
作
戰
。
一
九
三
一
年
三
月
九
日
，
岳
師
在
湖
北
孝
感
被
紅
軍
全
殲
，
岳
亦
被
俘
。

紅
軍
將
領
徐
向
前
因
曾
任
胡
景
翼
國
民
二
軍
參
謀
及
弓
富
魁
第
六
混
成
旅
團
副
，
待
岳
以
長
官
之
禮
。
岳
提
出

以
價
值
數
萬
銀
元
之
十
萬
套
軍
裝
為
獲
釋
條
件
，
徐
允
之
。
其
後
岳
家
屬
踐
約
，
而
張
國
燾
卻
在
收
下
錢
物
後

將
岳
處
決
。
︵
註
七
︶

︵
註
六
︶ 

傅
瑞
瑗
：
︿
韓
復
榘
舊
事
﹀
，
︽
縱
橫
︾
，
第
四
十
四
期
，
第
三
十
九
頁
。

︵
註
七
︶ 

王
俯
民
：
︽
民
國
軍
人
志
︾
，
三
百
一
十
七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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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
入
九
月
，
韓
復
榘
部
奉
命
駐
紮
陝
州
。
是
時
韓
已
不
再
是
第
三
方
面
軍
總
指
揮
，
也
不
是
第
六
軍
軍
長
，

而
是
﹁
暫
編
第
一
師
﹂
師
長
。

北
伐
完
成
後
，
全
國
軍
隊
有
八
十
四
個
軍
︵
含
二
百
七
十
二
個
師
︶
、
十
八
個
旅
、
二
十
一
個
獨
立
團
，

共
計
一
百
多
萬
人
，
一
年
軍
費
需
三
億
元
，
而
當
時
全
國
一
年
財
政
收
入
不
過
四
億
元
！
因
此
裁
軍
勢
在
必

行
。

蔣
介
石
、
馮
玉
祥
、
李
宗
仁
、
白
崇
禧
於
八
月
在
南
京
舉
行
非
正
式
編
遣
會
議
。
蔣
首
先
推
出
全
國
軍
隊

共
編
五
十
個
師
的
大
框
架
，
具
體
分
配
辦
法
大
家
討
論
。
馮
根
據
自
己
的
優
勢
提
出
一
個
編
遣
原
則
，
即
：
強

壯
者
編
，
老
弱
者
遣
；
有
槍
者
編
，
無
槍
者
遣
；
有
訓
練
者
編
，
無
訓
練
者
遣
；
有
革
命
功
績
者
編
，
無
革
命

功
績
者
遣
。
根
據
這
一
原
則
，
他
又
提
出
一
個
分
配
方
案
：
第
一
、
二
集
團
軍
各
編
十
二
個
師
；
第
三
、
四
集

團
軍
各
編
八
個
師
；
雜
軍
編
八
個
師
。
馮
以
為
第
二
集
團
軍
兵
員
多
、
素
質
好
、
戰
功
大
，
理
應
多
編
幾
個
師
，

此
方
案
有
利
於
第
一
集
團
軍
，
又
限
制
了
第
三
、
四
集
團
軍
，
必
會
得
到
蔣
的
支
持
。
殊
不
知
蔣
早
把
第
二
集

團
軍
當
作
自
己
的
頭
號
假
想
敵
，
決
心
削
弱
其
力
量
，
豈
肯
與
之
平
起
平
坐
！
結
果
馮
案
既
未
取
悅
於
蔣
，
又

得
罪
了
閻
、
李
，
鬧
成
僵
局
。
由
於
閻
以
﹁
父
患
急
病
﹂
為
由
，
未
出
席
會
議
，
會
議
也
不
可
能
做
出
有
任
何

約
束
力
的
決
議
，
因
此
議
決
：
做
為
初
步
裁
軍
方
案
，
先
將
全
國
軍
隊
暫
編
四
十
八
個
師
，
每
集
團
軍
十
二
個

師
，
待
編
遣
會
議
正
式
召
開
後
，
再
行
調
整
。

八
月
二
十
八
日
，
馮
玉
祥
根
據
裁
軍
初
步
方
案
，
第
二
集
團
軍
現
有
軍
隊
︵
岳
維
俊
、
劉
鎮
華
兩
部
脫
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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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
尚
有
三
十
四
個
師
、
二
十
幾
個
旅
︶
縮
編
為
十
二
個
師
：

暫
編
第
一
師
　
　 

師
長
　
韓
復
榘
︵
原
韓
復
榘
軍
之
孫
桐
萱
第
十
五
師
︶

暫
編
第
二
師
　
　 

師
長
　
梁
冠
英
︵
原
孫
良
誠
軍
之
梁
冠
英
第
二
師
︶

暫
編
第
三
師
　
　 

師
長
　
吉
鴻
昌
︵
原
孫
良
誠
軍
之
程
心
明
第
十
八
師
︶

暫
編
第
四
師
　
　 

師
長
　
馮
治
安
︵
原
秦
德
純
第
十
四
軍
馮
治
安
第
二
十
三
軍
縮
編
︶

暫
編
第
五
師
　
　 

師
長
　
石
友
三
︵
原
石
友
三
第
五
軍
縮
編
︶

暫
編
第
六
師
　
　 
師
長
　
童
玉
振
︵
原
韓
復
榘
軍
之
張
凌
雲
第
一
師
、
劉
驥
第
三
十
軍
縮
編
︶

暫
編
第
七
師
　
　 

師
長
　
程
希
賢
︵
原
鹿
鍾
麟
第
十
八
軍
、
韓
占
元
第
一
軍
縮
編
︶

暫
編
第
八
師
　
　 

師
長
　
張
維
璽
︵
原
張
維
璽
第
十
三
軍
縮
編
︶

暫
編
第
九
師
　
　 

師
長
　
宋
哲
元
︵
原
宋
哲
元
第
四
方
面
軍
縮
編
︶

暫
編
第
十
師
　
　 

師
長
　
劉
汝
明
︵
原
韓
復
榘
軍
之
曹
福
林
第
十
四
師
、
劉
汝
明
第
二
軍
縮
編
︶

暫
編
第
十
一
師
　 

師
長
　
佟
麟
閣
︵
原
孫
良
誠
軍
之
吉
鴻
昌
第
十
九
師
、
佟
麟
閣
第
十
一
師
縮
編
︶

暫
編
第
十
二
師
　 

師
長
　
孫
連
仲
︵
原
孫
連
仲
第
十
四
軍
縮
編
︶

以
上
保
留
下
來
的
部
隊
均
為
第
二
集
團
軍
精
銳
，
但
其
餘
部
隊
也
是
馮
玉
祥
多
年
的
心
血
，
當
然
也
不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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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
易
放
棄
。
第
二
集
團
軍
尚
有
未
列
入
編
遣
的
九
個
步
兵
師
、
五
個
混
成
旅
、
二
個
騎
兵
師
及
二
個
騎
兵
旅
，

被
完
整
地
封
存
起
來
，
留
以
備
用
。
以
下
開
列
的
清
單
，
僅
是
其
中
一
部
分
：

暫
編
第
十
四
師
　  

師
長
　
龐
炳
勳

暫
編
第
十
七
師
　  

師
長
　
馬
鴻
逵

暫
編
第
二
十
二
師  

師
長
　
馬
鴻
賓

暫
編
第
一
混
成
旅  

旅
長
　
門
致
中

暫
編
第
八
混
成
旅  
旅
長
　
趙
席
聘

暫
編
騎
兵
第
一
師  
師
長
　
席
液
池

暫
編
騎
兵
第
二
師  

師
長
　
鄭
大
章

暫
編
第
一
師
是
在
原
韓
復
榘
軍
第
十
五
師
的
基
礎
上
組
建
的
，
這
個
師
是
韓
最
基
本
的
部
隊
，
嗣
後
韓
發

動
﹁
甘
棠
東
進
﹂
，
就
是
以
這
個
師
為
核
心
力
量
。
原
第
十
五
師
老
師
長
孫
桐
萱
在
彰
德
大
戰
中
受
傷
，
一
度

離
隊
休
養
，
現
又
歸
隊
擔
任
副
師
長
。
接
替
孫
擔
任
師
長
的
趙
仁
泉
留
在
韓
師
任
旅
長
。
暫
編
第
一
師
參
謀
長

還
是
韓
復
榘
的
老
搭
檔
李
樹
春
。

原
韓
軍
第
十
四
師
併
入
劉
汝
明
的
暫
編
第
十
師
︵
番
號
後
易
第
二
十
九
師
︶
，
且
成
為
該
師
的
主
體
，
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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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四
師
老
師
長
曹
福
林
也
曾
在
彰
德
大
戰
中
負
傷
，
現
任
暫
編
第
十
師
副
師
長
，
這
就
是
為
什
麼
韓
日
後
發
動

﹁
甘
棠
東
進
﹂
，
曹
即
能
立
刻
拉
上
隊
伍
回
應
的
原
因
。
接
替
曹
任
原
韓
軍
第
十
四
師
師
長
的
徐
桂
林
留
在
韓

師
任
旅
長
。

原
韓
軍
第
一
師
併
入
童
玉
振
的
暫
編
第
六
師
︵
番
號
後
易
第
二
十
五
師
︶
，
也
是
該
師
的
主
體
，
副
師
長

為
張
自
忠
，
原
韓
軍
參
謀
官
吳
化
文
在
該
師
任
團
長
。
中
原
大
戰
後
西
北
軍
解
體
，
童
即
往
山
東
去
投
奔
韓
自

有
其
歷
史
淵
源
。
後
接
替
童
擔
任
二
十
五
師
師
長
的
張
自
忠
與
韓
關
係
一
直
很
好
，
也
不
是
沒
有
原
因
的
。
原

韓
軍
第
一
師
師
長
韓
文
秀
留
在
韓
師
任
副
官
長
。

韓
復
榘
第
六
軍
的
三
個
主
力
師
在
這
次
編
遣
中
基
本
全
部
被
保
留
下
來
，
只
不
過
記
在
韓
名
下
的
只
有
原

第
十
五
師
。

九
月
七
日
，
馮
玉
祥
任
命
鹿
鍾
麟
為
豫
魯
剿
匪
總
司
令
兼
河
南
剿
匪
總
指
揮
；
孫
良
誠
為
山
東
剿
匪
總
指

揮
；
任
命
劉
郁
芬
為
陝
甘
剿
匪
總
司
令
；
宋
哲
元
為
陝
西
剿
匪
總
指
揮
；
孫
連
仲
為
甘
肅
剿
匪
總
指
揮
。

在
擔
任
﹁
方
面
軍
總
指
揮
﹂
職
務
的
馮
軍
嫡
系
將
領
中
，
榜
上
無
名
的
只
有
韓
復
榘
和
石
敬
亭
，
而
﹁
連

個
沒
有
帶
兵
、
沒
有
立
戰
功
的
石
敬
亭
也
代
理
了
山
東
省
主
席
。
﹂
︵
鄧
哲
熙
語
。
︶
︵
註
八
︶

馮
玉
祥
的
這
一
任
命
在
第
二
集
團
軍
中
引
極
大
震
動
，
因
為
無
論
從
資
歷
、
才
幹
、
戰
功
以
及
時
下
所
擔

任
的
軍
職
來
權
衡
，
﹁
河
南
剿
匪
總
指
揮
﹂
一
職
非
韓
復
榘
莫
屬
，
然
而
這
一
職
位
偏
偏
要
被
空
缺
，
由
鹿
鍾

︵
註
八
︶ 

 

鄧
哲
熙
：
︿
韓
石
叛
馮
和
閻
馮
聯
合
反
蔣
的
經
過
﹀
，︽
文
史
資
料
選
輯
︾
，
第
一
輯
，
第
四
十
八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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麟
兼
任
。
雖
說
﹁
剿
匪
總
司
令
﹂
、
﹁
剿
匪
總
指
揮
﹂
一
類
的
頭
銜
只
是
虛
職
，
但
馮
玉
祥
卻
賦
予
它
某
種
特

殊
的
含
意
。
馮
就
是
要
通
過
這
一
任
命
向
全
軍
明
白
無
誤
地
表
明
：
隨
著
北
伐
戰
爭
的
結
束
，
韓
復
榘
將
逐
漸

從
軍
隊
中
淡
出
。

張
之
江
、
李
鳴
鐘
的
今
天
，
就
是
韓
復
榘
的
明
天
。

從
來
視
榮
譽
為
生
命
的
韓
復
榘
在
感
到
屈
辱
的
同
時
，
也
不
免
心
灰
意
冷
。
他
原
以
為
將
近
兩
年
時
間
的

攻
城
掠
地
、
屢
建
軍
功
，
總
可
些
許
化
解
與
老
長
官
之
間
的
芥
蒂
，
但
到
頭
來
只
是
一
廂
情
願
而
已
。

北
伐
期
間
，
馮
玉
祥
之
所
以
視
韓
復
榘
為
﹁
一
個
寶
﹂
︵
石
敬
亭
語
︶
，
屢
委
重
任
，
說
到
底
，
就
是
韓

能
克
敵
制
勝
，
不
辱
使
命
。
戰
爭
期
間
，
打
了
勝
仗
，
可
以
掩
蓋
一
切
矛
盾
和
猜
忌
。
而
一
旦
無
仗
可
打
時
，

韓
痛
心
地
發
現
，
馮
的
目
光
又
變
得
陌
生
和
遙
遠
了
︙
︙

最
令
韓
復
榘
寒
心
的
是
，
馮
玉
祥
對
他
﹁
一
度
投
晉
﹂
，
始
終
耿
耿
於
懷
，
不
能
釋
然
。
一
次
，
韓
致
電

馮
，
催
發
官
兵
軍
餉
。
馮
覆
電
說
：
我
這
裡
沒
有
錢
。
你
如
果
要
錢
，
可
以
到
太
原
找
閻
總
司
令
！
︵
註
九
︶

韓

深
受
刺
激
。

馮
玉
祥
對
下
屬
說
話
，
一
向
口
無
遮
攔
，
他
或
許
沒
有
想
到
，
可
能
就
是
因
為
這
樣
一
句
話
，
最
終
讓
他

和
他
嘔
心
瀝
血
、
苦
心
經
營
的
團
體
付
出
了
慘
重
的
代
價
！

馮
、
韓
之
間
的
芥
蒂
究
竟
何
在
，
長
期
以
來
一
直
是
人
們
熱
議
的
話
題
，
可
謂
眾
說
紛
紜
，
莫
衷
一
是
。

︵
註
九
︶ 

陳
紹
嶽
：
︿
開
封
訴
苦
﹀
，
︽
一
代
梟
雄
韓
復
榘
︾
，
第
三
十
八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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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
些
西
北
軍
人
不
厭
其
煩
地
散
布
說
：
馮
玉
祥
始
終
沒
有
真
正
原
諒
韓
復
榘
的
﹁
一
度
投
晉
﹂
；
韓
復
榘
也
因

曾
﹁
一
度
投
晉
﹂
，
而
始
終
對
馮
玉
祥
﹁
心
存
疑
懼
﹂
。
這
種
說
法
顯
然
是
太
膚
淺
了
。

馮
玉
祥
與
韓
復
榘
相
處
多
年
，
彼
此
之
間
實
在
是
瞭
若
指
掌
。
馮
早
就
看
出
韓
﹁
必
非
久
屈
為
人
用
者
﹂
。

︵
其
實
馮
本
人
又
何
嘗
不
是
如
此
呢
？
︶
長
期
以
來
，
一
直
令
馮
警
惕
的
是
，
韓
的
﹁
人
氣
﹂
很
旺
，
在
他
周

圍
總
是
聚
集
著
一
批
精
英
，
﹁
十
三
太
保
﹂
中
多
一
半
都
是
他
的
至
交
，
就
連
天
不
怕
、
地
不
怕
，
除
了
馮
誰

也
不
放
在
眼
裡
的
石
友
三
，
也
惟
韓
馬
首
是
瞻
。
馮
預
感
到
某
種
潛
伏
的
危
機
。

更
讓
馮
玉
祥
不
安
的
是
韓
復
榘
的
獨
立
人
格
。
韓
頑
固
堅
守
獨
立
思
考
的
底
線
，
凡
事
都
有
自
己
的
意

見
，
並
直
抒
胸
臆
，
鋒
芒
畢
露
。
西
北
軍
人
都
說
：
﹁
四
先
生
︵
韓
兄
弟
排
行
第
四
︶
有
犯
上
的
毛
病
。
﹂
而

這
恰
恰
是
犯
了
馮
之
大
忌
。
馮
需
要
的
是
永
遠
﹁
以
總
司
令
意
見
為
意
見
﹂
的
馴
服
工
具
。     

最
讓
馮
玉
祥
擔
心
的
是
，
韓
復
榘
率
性
而
為
，
膽
大
包
天
，
不
計
利
害
，
敢
為
人
先
，
常
有
驚
人
之
舉
。

馮
恆
有
難
以
駕
馭
之
感
。

既
然
如
此
，
知
人
善
察
的
馮
玉
祥
為
什
麼
還
要
用
韓
復
榘
呢
？
馮
畢
竟
是
做
大
事
的
人
，
要
真
槍
真
刀
打

天
下
，
至
少
在
目
前
，
還
不
能
沒
有
韓
。
於
是
便
出
現
這
樣
一
種
怪
現
象
：
打
起
仗
來
，
韓
是
個
寶
；
和
平
時

期
，
韓
就
被
冷
落
在
一
邊
。

日
後
韓
復
榘
與
馮
玉
祥
之
間
隔
膜
日
厚
，
芥
蒂
日
深
，
終
至
公
開
破
裂
，
演
成
兄
弟
鬩
於
牆
之
大
悲
劇
。

韓
復
榘
率
暫
編
第
一
師
在
陝
州
駐
紮
不
足
一
個
月
。
陝
州
位
於
黃
河
岸
邊
，
距
三
門
峽
不
遠
，
是
一
座
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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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古
城
，
素
有
﹁
四
面
環
山
三
面
水
，
半
城
菸
樹
半
城
田
﹂
之
說
。
陝
州
距
陝
西
不
遠
，
今
之
陝
西
省
，
即
因

位
於
陝
州
以
西
而
得
名
。
陝
州
老
城
北
城
牆
上
有
﹁
分
陝
石
柱
﹂
，
據
傳
有
三
千
年
歷
史
，
因
風
化
侵
蝕
，
原

﹁
周
召
分
治
﹂
字
樣
已
全
無
。
一
九
六
○
年
，
三
門
峽
大
壩
攔
洪
後
，
因
陝
州
城
池
位
於
水
庫
淹
沒
區
，
居
民

全
部
搬
遷
，
變
成
白
茫
茫
一
片
空
地
，
現
已
闢
為
風
景
區
。

馮
玉
祥
離
汴
赴
寧
上
任
前
，
先
去
陝
西
視
察
。
九
月
十
三
日
晨
六
時
，
馮
專
車
抵
陝
州
，
韓
復
榘
、
李
樹

春
等
到
站
迎
接
。
馮
檢
查
韓
師
內
務
，
並
指
示
韓
：
一
，
拳
術
為
吾
國
千
年
前
之
武
藝
，
用
以
活
動
身
體
尚
可
，

作
戰
殊
不
適
用
。
二
，
當
注
重
衛
生
，
親
自
檢
查
各
處
。
︵
註
一
〇
︶

九
時
，
韓
搭
馮
專
車
，
陪
馮
同
赴
西
安
。

二
十
七
日
，
馮
在
西
安
與
韓
及
劉
郁
芬
談
軍
隊
編
制
事
。

九
月
底
，
韓
復
榘
師
接
童
玉
振
師
防
，
移
駐
潼
關
。
童
之
暫
編
第
六
師
︵
第
二
十
五
師
︶
移
駐
開
封
。

十
月
六
日
，
韓
復
榘
隨
同
馮
玉
祥
乘
汽
車
從
西
安
回
到
潼
關
，
是
時
，
韓
師
已
進
駐
潼
關
。
馮
集
合
韓
師

官
兵
講
話
，
﹁
獎
譽
該
師
戰
功
卓
著
﹂
。
︵
註
一
一
︶

晚
飯
後
，
馮
與
韓
在
潼
關
城
上
散
步
。

馮
玉
祥
於
次
日
離
開
潼
關
，
返
回
開
封
；
十
月
十
一
日
離
汴
，
南
下
赴
寧
上
任
。

潼
關
左
背
峭
壁
，
右
臨
黃
河
，
關
城
在
山
河
之
間
，
扼
喉
而
起
，
重
樓
疊
垛
，
極
其
雄
峻
。
河
之
北
，
山

如
屏
列
，
已
屬
山
西
省
界
。
韓
的
師
部
就
設
在
城
北
的
道
尹
公
署
內
。
潼
關
縣
縣
長
是
王
佐
舟
。

︵
註
一
〇
︶ 

︽
馮
玉
祥
日
記
︾
，
一
九
二
八
年
九
月
十
三
日
。

︵
註
一
一
︶ 

︽
馮
玉
祥
日
記
︾
，
一
九
二
八
年
十
月
六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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潼
關
這
一
地
理
名
詞
，
始
終
與
馮
玉
祥
、
韓
復
榘
的
命
運
聯
繫
在
一
起
。
袁
世
凱
當
政
時
，
馮
第
一
次
出

潼
關
剿
﹁
白
狼
﹂
，
時
任
旅
長
，
韓
只
是
個
排
長
；
直
皖
戰
後
，
馮
第
二
次
出
潼
關
，
驅
逐
陝
督
陳
樹
藩
，
時

為
混
成
旅
長
，
韓
時
為
營
長
。
第
一
次
直
奉
戰
起
，
馮
率
部
入
潼
關
參
戰
，
已
是
師
長
，
韓
時
為
團
長
；
北

伐
期
間
，
馮
以
第
二
集
團
軍
總
司
令
的
身
分
入
潼
關
參
戰
，
韓
則
以
軍
長
之
尊
險
些
在
潼
關
棄
官
而
去
；
而
最

終
導
致
馮
、
韓
分
道
揚
鑣
，
西
北
軍
由
盛
而
衰
的
那
次
歷
史
性
的
事
件
也
是
在
潼
關
附
近
的
華
陰
和
陝
州
爆
發

的
。
無
怪
乎
馮
日
後
在
他
的
回
憶
錄
裡
發
出
這
樣
的
感
慨
：
﹁
我
決
計
沒
想
到
以
後
幾
十
年
的
軍
事
生
活
，
始

終
與
它
有
關
。
潼
關
！
潼
關
！
你
的
印
象
已
永
遠
留
在
我
的
腦
子
裡
了
。
﹂
︵
註
一
二
︶

十
月
二
日
，
國
民
政
府
委
員
會
第
九
十
八
次
會
議
議
決
：
正
式
取
消
各
集
團
軍
名
義
，
全
國
軍
隊
︵
東
北

地
區
軍
隊
除
外
︶
統
一
編
為
第
一
至
第
四
十
八
師
︵
第
一
集
團
軍
十
三
個
師
、
第
二
集
團
軍
十
二
個
師
、
第
三

集
團
軍
十
二
個
師
、
第
四
集
團
軍
五
個
師
、
雜
軍
六
個
師
︶
。

馮
軍
暫
編
第
一
至
第
十
二
師
番
號
，
改
為
全
國
統
一
番
號
第
二
十
至
第
三
十
一
師
。
韓
復
榘
任
第
二
十
師

師
長
。第

二
十
師
　
　 

師
長
　
韓
復
榘
︵
後
易
李
興
中
︶

第
二
十
一
師
　 

師
長
　
梁
冠
英

︵
註
一
二
︶ 

︽
馮
玉
祥
日
記
︾
，
一
九
二
八
年
十
月
六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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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十
二
師
　 

師
長
　
吉
鴻
昌
︵
後
易
程
心
明
︶

第
二
十
三
師
　
　 

師
長
　
馮
治
安
︵
後
易
魏
風
樓
︶

第
二
十
四
師
　
　 

師
長
　
石
友
三

第
二
十
五
師
　
　 

師
長
　
童
玉
振
︵
後
易
張
自
忠
︶

第
二
十
六
師
　
　 

師
長
　
程
希
賢
︵
後
易
田
金
凱
︶

第
二
十
七
師
　
　 

師
長
　
張
維
璽

第
二
十
八
師
　
　 

師
長
　
宋
哲
元
︵
後
易
馮
治
安
︶

第
二
十
九
師
　
　 
師
長
　
劉
汝
明
︵
後
易
張
允
榮
︶

第
三
十
師
　
　
　 

師
長
　
佟
麟
閣
︵
後
易
吉
鴻
昌
︶

第
三
十
一
師
　
　 

師
長
　
孫
連
仲

新
任
命
的
十
二
位
師
長
都
是
馮
玉
祥
的
嫡
系
將
領
，
其
中
八
位
是
老
將
，
四
位
是
後
起
之
秀
。

第
二
十
師
編
制
：

　
師
長
　
韓
復
榘
　
參
謀
長
　
李
樹
春
　
副
師
長
　
孫
桐
萱
　
秘
書
長
　
張
紹
堂
　
副
官
長
　
韓
文
秀

　
　
第
五
十
八
旅
　
　 

旅
長
　
　
謝
會
三
︵
後
易
展
書
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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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十
九
旅
　
　 

旅
長
　
　
徐
桂
林

　
　
第
六
十
旅
　
　
　 

旅
長
　
　
趙
仁
泉
︵
後
易
李
文
田
、
萬
國
楨
︶

　
　
　
炮
兵
團
　
　
　 

團
長
　
　
李
軒
德

　
　
　
手
槍
隊
　
　
　 

隊
長
　
　
揚
樹
森

　
　
　
展
書
堂
、
李
益
智
、
萬
國
楨
、
史
慶
棠
、
趙
心
德
、
陳
友
賢
、
黃
志
法
、
張
青
秀
等
任
團
長
。

第
二
集
團
軍
所
屬
為
第
二
編
遣
區
，
除
第
五
方
面
軍
岳
維
峻
部
劃
歸
中
央
編
遣
區
外
，
馮
玉
祥
將
編
餘
部

隊
又
編
成
暫
編
師
，
留
以
備
用
。

暫
編
第
十
四
師 

旅
長
　
龐
炳
勳
︵
第
二
十
軍
縮
編
︶

暫
編
第
十
七
師 

旅
長
　
馬
鴻
逵
︵
第
四
軍
縮
編
︶

暫
編
第
十
八
師 

旅
長
　
井
岳
秀
︵
陝
北
地
方
部
隊
縮
編
︶

暫
編
第
十
九
師 

旅
長
　
萬
選
才
︵
第
八
方
面
軍
第
二
十
八
軍
縮
編
︶

暫
編
第
二
十
師 

旅
長
　
劉
茂
恩
︵
第
八
方
面
軍
第
二
十
六
軍
縮
編
︶

暫
編
第
二
十
一
師 

旅
長
　
楊
虎
城
︵
第
十
軍
縮
編
︶

暫
編
第
二
十
二
師 

旅
長
　
馬
鴻
賓
︵
寧
夏
回
軍
縮
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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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
編
第
二
十
三
師 

旅
長
　
馬
騏
︵
青
海
回
軍
暫
編
︶

暫
編
騎
兵
第
一
師 

旅
長
　
席
液
池
︵
騎
二
軍
暫
編
︶

暫
編
騎
兵
第
二
師 

旅
長
　
鄭
大
章
︵
騎
一
軍
暫
編
︶

暫
編
第
一
混
成
旅 

旅
長
　
門
致
中
︵
駐
甘
部
隊
改
編
︶

暫
編
第
二
混
成
旅 

旅
長
　
甄
士
仁
︵
陝
西
地
方
部
隊
改
編
︶

暫
編
第
三
混
成
旅 

旅
長
　
趙
景
文
︵
馮
玉
祥
嫡
系
部
隊
︶

暫
編
第
四
混
成
旅 

旅
長
　
馬
麟
︵
青
海
回
軍
改
編
︶

暫
編
第
五
混
成
旅
　 
旅
長
　
裴
建
准
︵
甘
肅
地
方
部
隊
改
編
︶

暫
編
騎
兵
第
八
旅
　 

旅
長
　
趙
席
聘
︵
馮
玉
祥
嫡
系
部
隊
︶

暫
編
騎
兵
第
九
旅
　 

旅
長
　
蘇
雨
生
︵
綏
遠
地
方
部
隊
改
編
︶

以
上
部
隊
真
正
能
為
馮
玉
祥
所
用
者
，
僅
為
門
致
中
、
趙
席
聘
、
鄭
大
章
、
席
液
池
、
趙
景
文
等
嫡
系
部

隊
及
龐
炳
勳
、
馬
鴻
逵
、
馬
鴻
賓
等
准
嫡
系
部
隊
。

十
月
，
國
民
政
府
對
原
第
二
集
團
軍
高
級
軍
政
人
員
發
表
了
一
系
列
的
任
命
：
任
命
馮
玉
祥
為
行
政
院
副

院
長
兼
軍
政
部
長
；
任
命
鹿
鍾
麟
為
軍
政
部
常
務
次
長
；
任
命
薛
篤
弼
為
內
政
部
長
︵
後
任
衛
生
部
長
︶
；

任
命
曹
浩
森
為
軍
政
部
陸
軍
署
長
；
任
命
熊
斌
為
軍
政
部
航
空
署
署
長
；
任
命
虞
典
書
為
軍
政
部
總
務
所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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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
；
任
命
徐
庭
瑗
為
軍
政
部
兵
工
署
副
署
長
；
任
命
賈
玉
章
為
軍
政
部
軍
需
署
副
署
長
。

馮
玉
祥
到
了
南
京
，
出
席
各
種
會
議
，
依
然
穿
著
西
北
軍
北
伐
時
的
灰
布
軍
裝
，
戴
著
很
舊
的
八
角
帽
，

顯
得
很
另
類
。
時
任
軍
政
部
次
長
的
鹿
鍾
麟
及
時
任
內
政
部
長
的
薛
篤
弼
共
同
給
馮
上
了
一
個
﹁
簽
呈
﹂
，

曰
：
﹁
請
總
司
令
把
帽
子
換
一
下
。
﹂
馮
在
﹁
簽
呈
﹂
上
批
了
幾
個
字
：
﹁
要
的
這
個
樣
﹂
。
︵
註
一
三
︶

九
月
二
十
四
日
，
孫
連
仲
被
任
命
為
青
海
省
政
府
主
席
；
十
月
二
十
一 

日
，
宋
哲
元
被
任
命
為
陝
西
省

政
府
主
席
；
十
一
月
一
日
，
門
致
中
被
任
命
為
寧
夏
省
政
府
主
席
。
而
孫
良
誠
早
在
五
月
二
十
一
日
就
被
任
命

為
山
東
省
政
府
主
席
。

韓
復
榘
又
被
﹁
晾
﹂
在
一
邊
。

北
平
特
別
市
政
府
市
長
何
其
鞏
︵
一
九
二
九
年
六
月
易
張
蔭
梧
，
一
九
四
六
年
十
月
二
十
三
日
易
何
思
源
︶

　
　
　
財
政
局
長
　
舒
雙
全 

土
地
局
長
　
黃
中
漢

　
　
　
工
務
局
長
　
華
南
圭 
教
育
局
長
　
李
泰
芬
　
　
　

　
　
　
衛
生
局
長
　
黃
子
芳
　
　
　
　
　
　
　 
公
安
局
長
　
趙
以
寬

　
　
　
社
會
局
長
　
趙
正
平
　
　
　
　
　
　
　 

公
用
局
長
　
李
光
漢

　
　
　
秘
書
長
　
沈
家
匯
︵
後
易
沈
家
彝
︶
　
　
　

︵
註
一
三
︶ 

龐
齊
：
︿
讀
後
感
﹀
，
︽
在
馮
玉
祥
將
軍
身
邊
十
五
年
︾
，
第
二
百
二
十
一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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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東
省
政
府
主
席
　
孫
良
誠
︵
未
到
任
前
石
敬
亭
代
理
︶

　
　
　
民
政
廳
長
　
陳
雪
南
︵
後
易
張
吉
墉
︶ 

教
育
廳
長
　
何
思
源

　
　
　
財
政
廳
長
　
魏
宗
晉
　
　
　 

建
設
廳
長
　
孔
繁
蔚
︵
後
易
李
慶
施
︶

　
　
　
秘
書
長
　
李
慶
施
︵
後
易
王
子
芳
︶

青
海
省
政
府
主
席
　
孫
連
仲

　
　
　
民
政
廳
長
　
林
競
︵
後
易
王
玉
堂
，
楊
希
堯
代
理
︶
　

　
　
　
建
設
廳
長
　
馬
騏
︵
後
易
馬
麟
︶

　
　
　
財
政
廳
長
　
郭
立
志
︵
鄧
德
堂
代
理
，
後
易
袁
其
祓
︶
　

　
　
　
教
育
廳
長
　
張
愛
松
︵
代
理
︶

　
　
　
秘
書
長
　
袁
其
祓
　
︵
一
九
二
九
年
四
月
易
張
愛
松
︶
　
　
　
　
　
　
　
　
　
　
　
　
　

寧
夏
省
政
府
主
席
　
門
致
中
︵
一
九
二
九
年
七
月
易
吉
鴻
昌
，
一
九
三
一
年
六
月
易
馬
鴻
逵
︶

　
　
　
民
政
廳
長
　
邵
遇
芝
　
　
　
　
　
　 
建
設
廳
長
　
魏
鴻
發

　
　
　
財
政
廳
長
　
扈
天
魁
　
　
　
　
　
　 
教
育
廳
長
　
李
世
軍

　
　
　
秘
書
長
　
趙
雪
田
　
　 

高
等
法
院
院
長
　
王
芝
庭

　
　
　
省
會
公
安
局
局
長
　
祝
國
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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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
連
仲
出
任
青
海
省
政
府
主
席
半
年
之
後
，
又
調
任
甘
肅
省
政
府
主
席
，
在
蘭
州
娶
羅
氏
為
妻
，
羅
夫
人

為
前
清
端
王
載
漪
之
後
。
一
九
○
○
年
庚
子
之
變
，
八
國
聯
軍
入
主
北
京
，
清
廷
為
與
列
強
議
和
，
將
力
挺
義

和
團
的
端
王
載
漪
定
罪
，
發
配
西
北
。
端
王
後
裔
改
姓
羅
，
三
位
女
兒
嫁
給
西
北
軍
的
三
員
大
將
，
他
們
分
別

是
甘
肅
省
政
府
主
席
孫
連
仲
、
寧
夏
省
政
府
主
席
門
致
中
和
西
北
軍
師
長
魯
崇
義
。
按
清
朝
習
俗
，
西
北
軍
三

員
大
將
娶
了
前
清
王
爺
的
三
位
﹁
格
格
﹂
，
西
北
軍
也
就
出
了
三
位
領
兵
的
﹁
額
駙
﹂
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