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二
十
鎮
與
馮
玉
祥

一
八
九
四
年
甲
午
戰
爭
後
，
在
一
批
著
名
洋
務
派
人
士
如
李
鴻
章
、
張
之
洞
、
袁
世
凱
等
的
推
動
下
，
清

廷
決
定
建
立
一
支
現
代
新
式
陸
軍
，
重
固
國
防
。
一
八
九
五
年
十
二
月
，
袁
世
凱
奉
光
緒
帝
旨
，
接
管
駐
紮
天

津
小
站
之
定
武
軍
︵
其
前
身
為
淮
軍
︶
，
訓
練
並
擴
編
成
立
新
建
陸
軍
，
簡
稱
新
軍
。
庚
子
之
亂
後
，
袁
世
凱

就
任
北
洋
大
臣
，
將
原
有
之
新
建
陸
軍
擴
編
為
北
洋
陸
軍
，
簡
稱
北
洋
軍
，
初
建
六
鎮
︵
相
當
師
︶
，
成
為
中

國
第
一
支
現
代
化
國
防
軍
。
一
九
○
七
年
，
全
國
擬
定
統
一
編
制
陸
軍
三
十
六
鎮
，
但
至
清
亡
，
北
洋
陸
軍
只

編
了
八
個
鎮
，
即
第
一
至
第
六
鎮
及
第
二
十
鎮
、
第
二
十
三
鎮
。

按
﹁
北
洋
陸
軍
﹂
營
制
：
每
鎮
轄
步
隊
︵
步
兵
︶
二
協
︵
相
當
旅
︶
，
馬
隊
︵
騎
兵
︶
、
炮
隊
︵
炮
兵
︶

各
一
標
︵
相
當
團
︶
，
工
程
、
輜
重
各
一
營
，
衛
生
一
隊
、
軍
樂
一
隊
，
加
之
號
兵
、
伙
夫
、
長
夫
等
雜
役
人
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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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鎮
定
員
一
萬
二
千
五
百
一
十
二
人
；
每
協
轄
步
隊
二

標
；
每
標
轄
三
營
；
每
營
轄
前
、
後
、
左
、
右
︵
即

一
、
二
、
三
、
四
︶
四
隊
︵
相
當
連
︶
；
每
隊
轄
左
、

中
、
右
︵
即
一
、
二
、
三
︶
三
哨
︵
相
當
排
︶
；
每
哨

轄
一
、
二
、
三
三
棚
︵
相
當
班
︶
；
每
棚
目
兵
十
四
名

︵
正
兵
四
人
，
副
兵
八
人
︶
。

北
洋
陸
軍
各
級
官
長
：
鎮
為
統
制
官
︵
相
當
師

長
︶
；
協
與
標
為
統
領
官
︵
相
當
旅
長
、
團
長
︶
；
營

為
管
帶
官
︵
相
當
營
長
︶
；
隊
為
隊
領
官
︵
相
當
連

長
︶
；
哨
為
哨
長
︵
相
當
排
長
︶
；
棚
有
正
目
、
副
目

各
一
名
︵
相
當
班
長
、
副
班
長
︶
。
以
上
是
正
式
階
級

職
別
，
但
一
般
口
頭
上
不
這
樣
稱
呼
。
口
頭
上
，
營
副

以
上
統
稱
﹁
大
人
﹂
，
哨
官
以
下
統
稱
﹁
老
爺
﹂
，
司

書
、
書
記
稱
﹁
師
爺
﹂
。
正
、
副
目
稱
﹁
棚
頭
﹂
，
士

兵
一
律
叫
﹁
老
總
﹂
。

北
洋
陸
軍
採
用
德
、
日
兩
國
軍
制
與
訓
練
方
法
，

袁
世
凱
與
部
分
北
洋
新
軍
高
級
將
領
。

前
排
：
王
士
珍
︵
左
一
︶
、
馮
國
璋
︵
左
二
︶
、
袁
世
凱
︵
左
三
︶
、

曹
錕
︵
左
五
︶
。
後
排
：
段
祺
瑞
︵
左
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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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
備
全
部
是
由
國
外
購
買
的
火
炮
及
槍
械
，
同
時
聘
請
外
國
軍
事
教
官
訓
練
軍
隊
。
官
兵
軍
服
仿
歐
式
，
為
藍

色
︵
後
改
為
土
黃
色
︶
，
標
紅
色
徽
號
。
軍
官
帽
檐
加
標
軍
階
級
別
。

第
二
十
鎮
的
前
身
是
一
九
○
七
年
由
駐
北
京
南
苑
的
第
六
鎮
與
駐
山
東
的
第
五
鎮
各
抽
一
標
編
練
而
成
的

陸
軍
第
一
混
成
協
。
因
此
在
第
二
十
鎮
中
有
來
自
山
東
第
七
十
九
標
的
王
金
銘
、
石
敬
亭
，
也
有
來
自
北
京
第

八
十
標
的
馮
玉
祥
、
李
鳴
鐘
、
鹿
鍾
麟
等
直
隸
人
。
同
年
六
月
，
第
三
鎮
︵
統
制
官
曹
錕
︶
、
第
一
混
成
協
︵
協

統
王
化
東
︶
及
第
二
混
成
協
︵
協
統
王
汝
賢
︶
隨
同
新
任
東
三
省
總
督
徐
世
昌
開
赴
東
北
，
分
駐
新
民
府
、
奉

天
大
本
營
和
吉
林
。
時
任
第
一
混
成
協
第
八
十
標
第
三
營
督
隊
官
的
馮
玉
祥
即
駐
新
民
府
。
一
九
○
九
年
十
二

月
，
清
廷
在
第
一
混
成
協
的
基
礎
上
，
併
入
奉
天
第
一
標
、
第
二
標
，
再
略
事
增
補
，
建
立
了
第
二
十
鎮
，
原

第
一
混
成
協
改
編
為
第
四
十
協
，
原
奉
天
第
一
標
、
第
二
標
改
編
為
第
三
十
九
協
。
二
十
鎮
第
一
任
統
制
官
為

陳
宧 

。陳
宧
︵
一
八
七
一
︱
一
九
四
三
︶
，
字
二
庵
，
湖
北
省
安
陸
縣
人
。
畢
業
於
湖
北
武
備
學
堂
及
日
本
士
官

學
校
，
袁
世
凱
心
腹
大
將
。
一
九
一
五
年
，
陳
任
四
川
將
軍
，
馮
玉
祥
率
第
十
六
混
成
旅
隨
其
入
川
。

第
二
十
鎮
是
北
洋
軍
的
基
本
武
力
之
一
。
其
炮
標
擁
有
七
先
半
陸
野
炮
十
八
尊
；
過
山
炮
三
十
六
尊
，
其

中
有
德
國
克
虜
伯
軍
工
廠
一
九
○
四
年
製
造
的
過
山
炮
十
八
尊
，
口
徑
七
先
半
，
射
程
四
千
二
百
五
十
米
，
另

有
漢
陽
兵
工
廠
製
造
的
過
山
炮
十
八
尊
，
口
徑
五
先
半
，
射
程
四
千
八
百
米
。
槍
械
主
要
為
六
五
口
徑
的
日
本

造
﹁
三
○
式
﹂
步
馬
槍
和
七
九
口
徑
的
德
國
造
﹁
一
八
八
八
年
式
﹂
帶
刺
刀
之
毛
瑟
步
馬
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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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十
協
軍
營
位
於
新
民
府
東
郊
，
蓋
﹁
新
民
府
比
連
蒙
直
，
遼
河
中
貫
，
接
翼
奉
錦
，
引
吭
營
大
，
四

塞
之
沖
，
兵
家
所
必
據
也
。
﹂
︵
註
一
︶

一
九
二
五
年
，
馮
玉
祥
的
盟
友
郭
松
齡
氏
發
動
倒
奉
之
戰
，
就
在
新
民

府
附
近
的
巨
流
河
會
戰
中
兵
敗
身
亡
。

第
四
十
協
軍
營
是
一
座
相
當
堅
固
的
營
盤
，
完
全
按
照
全
國
新
軍
統
一
︽
營
舍
制
略
︾
建
造
。
軍
營
四
周

圍
以
土
牆
，
呈
正
方
形
，
邊
長
三
、
四
百
丈
，
牆
高
一
丈
二
尺
，
牆
基
闊
三
丈
，
牆
頭
闊
一
丈
五
尺
，
圍
牆
內

有
﹁
打
靶
檔
﹂
，
儼
然
一
座
城
堡
。
軍
營
大
門
開
在
西
牆
，
營
區
中
心
是
協
統
衙
門
，
東
、
西
兩
側
是
標
統
住

所
。
南
、
北
有
平
行
排
列
的
步
兵
兵
棚
六
排
，
駐
六
營
步
兵
。
衙
門
北
面
有
炮
隊
營
、
馬
隊
營
、
工
程
隊
、
輜

重
隊
和
軍
醫
院
。
西
南
角
設
有
彈
藥
庫
。
出
西
大
門
，
建
有
﹁
勸
忠
祠
﹂
，
每
年
陣
亡
的
官
兵
名
列
於
內
，
歲

時
祭
典
。

韓
復
榘
能
在
中
國
第
一
支
新
式
軍
隊

︱
北
洋
軍
中
開
始
他
的
戎
馬
生
涯
，
當
是
十
分
幸
運
。
陸
軍
第

二
十
鎮
武
器
精
良
、
訓
練
有
素
、
思
想
活
躍
、
人
才
濟
濟
，
由
此
培
養
和
造
就
出
許
多
中
國
軍
政
界
的
著
名
人

物
。
韓
復
榘
在
此
接
受
的
軍
事
教
育
和
訓
練
，
為
他
日
後
成
長
為
一
名
傑
出
的
軍
事
將
領
打
下
了
堅
實
的
基

礎
。
韓
復
榘
在
此
接
觸
到
新
思
想
，
開
闊
了
視
野
，
結
交
了
很
多
出
類
拔
萃
的
血
性
男
兒
，
為
他
以
後
的
發
展

提
供
了
良
好
條
件
。
更
幸
運
的
是
，
韓
復
榘
從
一
名
副
兵
開
始
，
便
與
馮
玉
祥
結
下
不
解
之
緣
。
馮
氏
一
生
不

甘
平
庸
、
自
強
不
息
，
以
天
下
為
己
任
的
英
雄
氣
概
，
以
及
他
在
治
軍
練
兵
方
面
的
獨
到
之
處
，
對
韓
的
思
想

︵
註
一
︶ 

︽
新
民
府
志
︾
，
清
宣
統
元
年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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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法
和
行
為
方
式
都
產
生
了
深
刻
影
響
。

第
三
營
督
隊
官
馮
玉
祥
祖
籍
安
徽
省
巢
縣
，
一
八
八
二
年
十
一
月
六
日
出
生
在
直
隸
青
縣
興
集
濟
鎮
，

長
韓
復
榘
九
歲
。
馮
氏
家
境
貧
寒
，
父
親
是
﹁
練
軍
﹂
的
一
位
哨
官
︵
連
長
︶
，
駐
軍
保
定
，
位
卑
薪
薄
。

一
八
八
五
年
，
馮
三
歲
時
舉
家
遷
居
保
定
府
城
東
的
康
各
莊
，
從
此
保
定
就
成
了
馮
的
第
二
故
鄉
，
馮
說
話
也

帶
著
濃
厚
的
保
定
口
音
。

馮
玉
祥
幼
年
唯
讀
過
兩
年
私
塾
。
一
八
九
八
年
，
馮
十
六
歲
時
在
父
親
所
在
的
練
軍
營
中
補
了
兵
，
由
於

他
身
材
高
大
，
聲
音
宏
亮
，
不
久
便
當
上
代
替
長
官
喊
口
令
的
教
習
，
﹁
馮
大
個
兒
﹂
之
稱
自
此
而
始
。

馮
玉
祥
與
同
在
一
個
﹁
棚
﹂
︵
班
︶
裡
當
兵
的
兩
條
漢
子
結
為
異
姓
兄
弟
，
一
位
叫
趙
席
聘
，
一
位
是
谷

良
友
，
論
齒
序
，
趙
居
長
兄
，
谷
排
次
兄
，
馮
為
么
弟
。

趙
席
聘
︵
一
八
七
八
︱
一
九
五
七
︶
，
字
國
珍
，
直
隸
保
定
人
，
與
馮
玉
祥
是
同
鄉
，
且
長
馮
四
歲
。

一
九
○
五
年
，
馮
在
北
洋
陸
軍
第
六
鎮
任
隊
官
︵
連
長
︶
時
，
趙
副
之
；
一
九
○
八
年
，
馮
在
第
二
十
鎮
任
第

三
營
督
隊
官
︵
副
營
長
︶
，
趙
任
該
營
哨
長
。
趙
又
與
西
北
軍
高
級
將
領
劉
郁
芬
係
姑
表
兄
弟
，
此
後
長
期
追

隨
馮
、
劉
，
官
至
師
長
。
趙
後
來
身
體
發
福
，
在
軍
中
有
了
﹁
趙
大
肚
子
﹂
的
綽
號
。
趙
席
聘
隨
劉
郁
芬
於
甘

肅
任
職
期
間
，
在
平
定
河
州
回
民
暴
動
中
，
燒
毀
伊
斯
蘭
教
勝
地
八
坊
鎮
，
使
回
漢
仇
殺
更
加
慘
烈
，
惹
下
亂

子
。
直
到
一
九
四
九
年
後
，
當
地
回
族
上
層
人
士
仍
不
依
不
饒
，
堅
持
要
向
政
府
狀
告
他
。

谷
良
友
︵
一
八
八
一
︱
一
九
三
四
︶
，
字
心
志
，
山
東
巨
野
人
，
因
家
中
兄
弟
排
行
第
三
，
人
皆
稱
之
﹁
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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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先
生
﹂
。
谷
因
家
貧
，
隻
身
跑
到
直
隸
保
定
吃
糧
當
兵
。
谷
乃
一
山
東
大
漢
，
性
情
暴
烈
，
又
兼
有
一
身
好

拳
腳
，
營
中
弟
兄
皆
懼
之
。
馮
玉
祥
弱
冠
時
雖
身
材
高
大
，
卻
秉
性
敦
厚
，
嗜
好
讀
書
。
同
棚
裡
的
﹁
兵
油
子
﹂

以
其
老
實
可
欺
，
聚
賭
時
令
馮
在
外
站
崗
放
哨
；
馮
練
習
毛
筆
字
時
，
他
們
故
意
晃
動
桌
子
；
馮
夜
間
在
燈
下

讀
書
，
彼
輩
乃
指
責
其
浪
費
燈
油
，
影
響
別
人
睡
覺
；
偶
爾
營
中
改
善
伙
食
吃
麵
條
，
眾
人
一
擁
而
上
把
麵
條

撈
光
，
輪
到
馮
時
，
桶
裡
只
剩
下
麵
湯
。
谷
素
豪
俠
，
逢
此
必
為
馮
打
抱
不
平
。
每
當
吃
麵
條
時
，
谷
就
搶
先

一
步
，
給
馮
撈
一
大
碗
稠
的
，
之
後
眾
人
方
敢
近
前
。
一
九
○
一
年
，
﹁
練
軍
﹂
改
編
為
﹁
淮
軍
﹂
，
谷
因
是

外
鄉
人
而
被
裁
汰
︵
當
時
﹁
練
軍
﹂
皆
為
本
地
人
，
且
多
為
﹁
父
子
兵
﹂
︶
。
當
時
馮
的
兄
長
在
山
東
曹
州
府

縣
隊
任
職
，
馮
便
舉
薦
谷
前
往
其
兄
長
處
當
差
。

馮
玉
祥
還
有
一
位
同
棚
正
目
，
名
叫
尤
鶴
亭
，
亦
直
隸
保
定
人
，
有
點
文
化
，
喜
看
︽
三
國
演
義
︾
、
︽
東

周
列
國
志
︾
和
︽
聊
齋
志
異
︾
之
類
小
說
。
每
逢
操
課
之
餘
，
馮
必
請
尤
教
他
認
字
讀
書
，
尤
亦
熱
心
助
他
。

尤
鶴
亭
以
後
離
隊
歸
鄉
為
民
。
馮
在
湖
南
常
德
任
第
十
六
混
成
旅
旅
長
時
，
又
把
尤
請
到
軍
中
，
給
官
兵
講

︽
三
國
演
義
︾
。
尤
說
書
活
靈
活
現
，
頗
受
官
兵
歡
迎
。
以
後
尤
就
留
在
軍
營
，
成
了
隨
軍
說
書
先
生
，
大
家

開
玩
笑
叫
他
是
﹁
瞎
話
簍
子
﹂
。
韓
復
榘
就
愛
聽
他
說
﹁
瞎
話
﹂
。

一
九
○
一
年
，
﹁
練
軍
﹂
改
編
為
﹁
淮
軍
﹂
，
仍
駐
保
定
府
。
馮
玉
祥
此
間
又
得
一
位
同
棚
好
友
，
名
曰

尚
得
勝
︵
該
名
字
顯
然
是
補
兵
時
官
長
當
場
起
的
︶
，
此
人
後
來
在
西
北
軍
長
期
擔
任
兵
工
廠
廠
長
。

馮
玉
祥
厭
惡
﹁
淮
軍
﹂
之
腐
敗
而
另
圖
發
展
。
一
九
○
二
年
三
月
，
馮
改
投
駐
天
津
附
近
韓
家
墅
的
袁
世



（上） 26

凱
武
衛
右
軍
︵
新
建
陸
軍
︶
，
在
第
三
營
左
隊
右
哨
六
棚
補
了
一
名
正
兵
；
十
月
，
升
任
四
棚
副
目
︵
副
班

長
︶
；
一
九
○
三
年
四
月
，
升
任
四
棚
正
目
；
十
二
月
，
升
任
三
營
左
隊
右
哨
哨
長
︵
排
長
︶
。
與
此
同
時
，

就
在
馮
當
初
擔
任
正
目
的
那
個
棚
︵
三
營
左
隊
右
哨
四
棚
︶
裡
，
又
補
了
一
名
新
兵
，
這
位
新
兵
就
是
後
來
西

北
軍
的
建
軍
元
老
李
鳴
鐘
。

李
鳴
鐘
︵
一
八
八
六
︱
一
九
四
九
︶
，
字
曉
東
，
河
南
省
沈
邱
縣
人
，
幼
讀
私
塾
，
後
入
縣
立
小
學
，

十
七
歲
來
到
天
津
附
近
的
韓
家
墅
，
投
奔
在
武
右
衛
軍
擔
任
下
級
軍
官
的
二
哥
李
銘
鋁
，
在
新
建
陸
軍
補
一
名

新
兵
。
巧
的
是
，
其
頂
頭
上
司
就
是
右
哨
哨
長
馮
玉
祥
。
李
是
第
十
六
混
成
旅
第
一
任
模
範
連
連
長
，
該
連
為

西
北
軍
培
養
和
輸
送
了
兩
代
最
優
秀
的
戰
地
指
揮
官
。 

一
九
○
五
年
三
月
，
武
衛
右
軍
改
組
為
北
洋
陸
軍
第
六
鎮
，
移
駐
北
京
南
苑
。
馮
玉
祥
調
第
六
鎮
︵
統
制

官
段
祺
瑞
︶
第
十
一
協
︵
協
統
陸
建
章
︶
第
二
十
四
標
︵
標
統
王
化
東
︶
第
三
營
任
司
務
長
。

其
間
，
第
十
一
協
協
統
陸
建
章
特
別
垂
青
馮
玉
祥
，
即
以
其
夫
人
劉
氏
之
宗
侄
女
劉
德
貞
妻
之
，
馮
得
陸

氏
知
遇
之
恩
，
為
其
日
後
的
發
展
鋪
平
了
道
路
。
如
此
，
陸
便
成
了
馮
的
內
姑
丈
。

陸
建
章
︵
一
八
六
二
︱
一
九
一
六
︶
，
字
朗
齋
，
安
徽
省
蒙
城
縣
人
，
畢
業
於
北
洋
武
備
學
堂
第
一
期
，

與
段
祺
瑞
、
王
士
珍
、
馮
國
璋
、
曹
錕
等
為
同
期
同
學
。
陸
足
智
多
謀
，
受
知
於
袁
世
凱
，
在
北
洋
武
人
中
有

﹁
諸
葛
﹂
之
稱
號
。

八
月
，
馮
玉
祥
升
任
第
二
十
四
標
第
二
營
後
隊
隊
官
。
馮
在
不
到
三
年
的
時
間
，
連
升
四
級
，
由
一
名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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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
成
為
連
長
。

一
九
○
六
年
四
月
，
第
十
一
協
學
兵
營
補
了
一
名
學
兵
，
此
人
正
是
日
後
大
名
鼎
鼎
的
鹿
鍾
麟
。

鹿
鍾
麟
︵
一
八
八
四
︱
一
九
六
六
︶
，
字
瑞
伯
，
直
隸
定
縣
人
，
幼
年
讀
鄉
學
，
後
在
本
縣
羅
莊
鋪
村
小

學
任
教
員
，
二
十
二
歲
來
到
北
京
南
苑
參
軍
，
當
一
名
學
兵
。
鹿
以
後
在
西
北
軍
中
成
為
馮
玉
祥
最
得
力
的
助

手
。
韓
復
榘
從
團
長
到
旅
長
期
間
，
鹿
一
直
是
其
頂
頭
上
司
，
無
怪
乎
鹿
常
對
人
語
：
﹁
韓
復
榘
是
我
的
人

呢
！
﹂與

此
同
時
，
第
二
十
四
標
也
補
了
兩
名
副
兵
，
一
名
叫
陳
毓
耀
，
一
名
叫
許
驤
雲
。

陳
毓
耀
，
字
一
齋
，
河
南
省
舞
陽
縣
人
，
嗣
後
在
西
北
軍
歷
任
旅
長
、
師
長
、
軍
長
。
陳
不
僅
是
一
位
沙

場
上
的
戰
將
，
還
是
一
位
業
餘
文
物
收
藏
家
，
即
使
是
行
軍
、
作
戰
，
也
不
忘
收
集
古
董
，
因
此
在
軍
中
有
了

一
個
﹁
陳
古
董
﹂
的
雅
號
。

許
驤
雲
︵
一
八
八
八
︱
一
九
六
五
︶
，
字
明
山
，
河
南
省
湯
陰
縣
人
，
以
後
在
西
北
軍
任
旅
長
、
副
師
長
、

鄭
州
警
備
司
令
及
馮
玉
祥
的
副
官
長
。
許
精
通
鐵
路
調
度
，
也
擔
任
過
第
二
集
團
軍
運
輸
司
令
和
京
漢
鐵
路
局

局
長
。
許
是
號
兵
出
身
，
是
營
中
第
一
司
號
手
，
每
天
早
上
吹
起
床
號
，
因
此
在
軍
中
有
了
﹁
許
小
雞
﹂
的
綽

號
。
許
同
張
維
璽
是
結
拜
的
盟
兄
弟
，
與
韓
復
榘
私
交
也
甚
好
。

北
京
南
苑
軍
營
門
口
有
一
個
擺
紙
菸
攤
的
，
名
叫
鄧
長
耀
，
字
鑑
三
，
直
隸
靜
海
人
，
原
是
一
位
落
魄
的

秀
才
，
曾
學
過
醫
術
。
馮
玉
祥
主
動
與
他
結
識
，
虛
心
向
他
學
習
古
文
，
以
師
禮
事
之
。
直
到
馮
在
第
一
混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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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
任
督
隊
官
時
，
方
將
他
介
紹
到
營
中
任
軍
醫
官
，
從
此
鄧
長
期
追
隨
馮
，
曾
任
綏
遠
民
政
廳
長
、
陝
西
省

民
政
廳
長
，
一
度
代
理
陝
西
省
政
府
主
席
。
鄧
體
胖
，
鼻
子
下
留
著
兩
撇
尖
端
向
上
翹
的
八
字
鬍
，
頗
神
氣
。

馮
玉
祥
五
原
誓
師
之
後
，
派
鄧
代
表
他
去
蘭
州
宣
講
其
革
命
新
思
想
。
鄧
在
蘭
州
東
校
場
站
一
張
大
方
桌
上
，

對
全
體
在
蘭
軍
政
人
員
講
話
。
為
顯
示
革
命
氣
象
，
一
向
身
著
長
袍
的
他
改
作
一
身
短
打
扮
，
頭
戴
一
頂
小
 

帽
。
他
說
：
﹁
我
現
在
要
向
大
家
講
話
了
，
在
講
的
時
候
，
我
就
不
是
我
了
，
是
馮
總
司
令
了
︙
︙
﹂
四
座
皆

驚
。
︵
註
二
︶

鄧
擔
任
陝
西
省
民
政
廳
長
期
間
，
熱
衷
於
婦
女
放
足
工
作
，
除
自
編
放
足
鼓
詞
及
快
板
外
，
還
經

常
作
以
婦
女
放
足
為
主
題
的
演
講
，
邊
講
邊
唱
邊
表
演
，
講
到
動
情
處
，
還
會
痛
哭
流
涕
。
︵
註
三
︶

鄧
會
唱
一

口
北
京
大
鼓
書
，
人
稱
﹁
鄧
大
鼓
﹂
。

一
九
○
七
年
初
，
由
駐
北
京
南
苑
的
第
六
鎮
與
駐
山
東
的
第
五
鎮
各
抽
一
標
編
練
而
成
陸
軍
第
一
混
成

協
，
馮
玉
祥
升
任
該
協
第
八
十
標
第
三
營
督
隊
官
︵
營
副
︶
。
六
月
，
第
一
混
成
協
隨
同
新
任
東
三
省
總
督
徐

世
昌
開
赴
東
北
，
駐
軍
遼
寧
新
民
府
。
新
民
府
是
遼
河
西
岸
京
奉
線
上
的
一
個
重
要
商
埠
。

是
時
，
一
位
闖
關
東
的
山
東
青
年
農
民
在
新
民
府
第
一
混
成
協
學
兵
營
補
一
名
學
兵
，
此
人
即
王
冠
軍
。

王
冠
軍
︵
一
八
八
九
︱
一
九
七
五
︶
，
字
紹
常
，
山
東
省
渮
澤
縣
人
。
王
在
韓
復
榘
入
伍
那
年
，
即

一
九
一
○
年
從
學
兵
營
畢
業
，
赴
雲
南
陸
軍
第
十
九
鎮
任
哨
長
。
一
九
一
六
年
九
月
，
王
因
老
關
係
在
直
隸
廊

︵
註
二
︶ 

張
壽
齡
：
︿
在
西
北
軍
集
團
八
年
﹀
，
︽
西
北
軍
集
團
軍
政
密
檔
︾
，
第
五
十
二
頁
。

︵
註
三
︶ 

米
暫
沉
：
︿
馮
玉
祥
及
其
西
北
軍
在
陝
西
﹀
，︽
西
北
軍
集
團
軍
政
密
檔
︾
，
第
一
百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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坊
加
入
馮
玉
祥
第
十
六
混
成
旅
，
以
後
在
西
北
軍
擔
任
師
長
。
韓
復
榘
主
魯
期
間
，
王
任
曹
縣
縣
長
、
山
東
鄉

村
設
計
院
副
院
長
。

新
民
府
有
一
座
美
國
長
老
會
所
建
教
堂
，
一
次
馮
玉
祥
進
去
聽
中
國
牧
師
劉
岳
主
講
基
督
教
教
義
：
︽
基

督
的
自
由
、
平
等
、
博
愛
︾
，
很
受
感
動
，
遂
對
基
督
教
產
生
興
趣
。

馮
玉
祥
與
第
八
十
標
二
營
右
隊
隊
官
鄭
金
聲
、
三
營
左
隊
隊
官
邱
山
寧
、
七
十
九
標
第
一
營
副
王
金
銘
、

第
二
營
副
施
從
雲
過
從
甚
密
。

鄭
金
聲
︵
一
八
七
九
︱
一
九
二
八
︶
，
字
振
堂
，
山
東
曆
城
人
，
與
馮
為
換
帖
盟
兄
弟
，
後
在
西
北
軍
歷

任
師
長
、
軍
長
。
一
九
二
八
年
十
月
，
鄭
在
北
伐
戰
爭
中
，
被
張
宗
昌
直
魯
聯
軍
俘
獲
殺
害
。
以
後
馮
在
泰
山

修
﹁
五
賢
祠
﹂
紀
念
之
。
鄭
為
人
仗
義
豪
爽
，
與
韓
復
榘
私
交
甚
篤
。
韓
任
山
東
省
政
府
主
席
時
期
，
鄭
之
侄

鄭
繼
成
任
山
東
省
政
府
參
議
。

邱
山
寧
︵
一
八
七
四
︱
？
︶
，
又
名
邱
斌
，
山
東
曆
城
人
，
與
鄭
金
聲
同
鄉
，
一
九
○
八
年
十
二
月
畢
業

於
保
定
陸
軍
部
軍
官
學
堂
第
二
期
。
邱
﹁
短
小
精
悍
﹂
、
﹁
為
人
極
有
血
性
，
真
誠
爽
直
﹂
︵
馮
玉
祥
語
︶
，

後
在
馮
玉
祥
第
十
六
混
成
旅
任
參
謀
長
，
旋
因
與
馮
發
生
爭
執
，
掛
冠
而
去
。
韓
復
榘
脫
離
西
北
軍
後
，
邱
憑

其
資
望
，
曾
一
度
擔
任
馮
、
韓
之
間
的
聯
絡
人
。

王
金
銘
與
施
從
雲
都
是
從
山
東
第
五
鎮
調
來
的
軍
官
，
與
馮
玉
祥
軍
階
相
同
，
並
與
馮
等
組
織
﹁
武
學
研

究
會
﹂
，
藉
以
開
展
革
命
活
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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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金
銘
︵
一
八
八
○
︱
一
九
一
二
︶
，
字
子
箴
，
山
東
武
成
人
。
早
年
為
武
衛
軍
學
兵
，
累
遷
至
新
軍

二
十
鎮
二
營
管
帶
。

 
施
從
雲
︵
一
八
八
○
︱
一
九
一
二
︶
，
字
燮
卿
，
安
徽
桐
城
人
。
清
光
緒
二
十
七
年
︵
一
九
○
一 

年
︶
，

前
往
直
隸
投
軍
，
不
久
入
保
定
將
弁
學
堂
。
畢
業
後
，
分
至
新
軍
第
五
鎮
十
八
標
任
排
長
。
光
緒
三
十
四
年
，

徐
世
昌
出
任
東
三
省
總
督
，
施
調
入
第
一
混
成
協
七
十
九
標
，
隨
徐
世
昌
去
東
北
，
駐
防
新
民
府
。

一
九
一
二
年
一
月
，
王
金
銘
、
施
從
雲
與
馮
玉
祥
、
張
之
江
、
李
鳴
鐘
、
張
樹
聲
、
韓
復
榘
等
共
同
發
動

辛
亥
灤
州
起
義
未
果
，
王
、
施
壯
烈
犧
牲
。
一
九
三
六
年
，
由
馮
發
起
，
韓
復
榘
、
宋
哲
元
襄
贊
，
在
北
京
西

郊
溫
泉
附
近
為
灤
州
起
義
死
難
烈
士
修
建
紀
念
陵
園
。
韓
親
自
為
紀
念
碑
撰
寫
︿
辛
亥
革
命
先
烈
衣
冠
塚
銘
並

序
﹀
。馮

玉
祥
在
第
一
混
成
協
第
七
十
九
標
還
認
識
了
一
位
當
時
尚
名
不
見
經
傳
的
哨
長
石
敬
亭
。

石
敬
亭
︵
一
八
八
四
︱
一
九
六
九
︶
，
字
筱
山
，
山
東
省
利
津
縣
人
，
來
自
第
五
鎮
第
十
八
標
，
其
人
城

府
深
、
口
才
好
，
嗣
後
加
入
西
北
軍
，
主
要
工
作
就
是
訓
練
軍
隊
，
整
肅
內
部
，
一
度
被
馮
氏
倚
為
股
肱
，
權

勢
顯
赫
。

馮
玉
祥
還
交
了
兩
位
馬
隊
的
朋
友
，
一
位
是
張
之
江
，
一
位
是
張
樹
聲
。

第
一
混
成
協
第
八
十
標
馬
隊
營
有
著
名
的
﹁
馬
隊
三
張
﹂
，
即
張
之
江
、
張
樹
聲
和
張
憲
廷
，
皆
為
馬
隊

隊
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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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
之
江
︵
一
八
八
二
︱
一
九
六
六
︶
，
字
紫
岷
，
號
子
姜
，
直
隸
鹽
山
人
，
清
末
童
生
，
與
馮
玉
祥
同
庚
，

是
一
位
非
常
傳
統
的
北
洋
軍
人
，
以
後
成
為
西
北
軍
第
二
號
人
物
，
一
度
代
理
西
北
軍
總
司
令
。

張
樹
聲
︵
一
八
八
三
︱
一
九
四
九
︶
，
字
俊
傑
，
直
隸
滄
州
人
，
是
幫
會
中
的
大
老
，
據
說
輩
分
頗
高
，

在
江
湖
上
名
氣
很
大
，
日
後
成
為
馮
軍
第
一
任
騎
兵
團
長
，
韓
復
榘
曾
一
度
接
替
他
擔
任
這
個
職
務
。

一
九
○
八
年
，
二
十
一
歲
的
劉
驥
︵
字
菊
村
，
湖
北
省
江
夏
縣
人
︶
自
家
鄉
來
到
關
外
新
民
府
，
投
奔
其

三
哥

︱
第
二
十
鎮
參
謀
長
劉
一
清
，
在
第
一
混
成
協
第
八
十
標
第
三
營
補
一
名
副
兵
。
劉
係
中
學
畢
業
，
有

文
化
，
又
有
背
景
，
不
久
便
擔
任
司
書
，
旋
又
提
升
為
營
參
謀
官
。
劉
嗣
後
在
西
北
軍
長
期
擔
任
馮
玉
祥
的
幕

僚
長
。一

九
一
○
年
︵
宣
統
二
年
︶
四
月
，
馮
玉
祥
前
往
山
東
參
觀
第
五
鎮
校
閱
，
其
間
曾
見
到
久
別
之
盟
兄
谷

良
友
。
馮
在
其
回
憶
錄
︽
我
的
生
活
︾
中
，
對
此
有
一
段
繪
聲
繪
色
的
敘
述
：

﹁
五
月
初
六
日
，
我
動
身
到
曹
州
去
。
因
為
家
兄
在
曹
州
府
帶
縣
隊
，
我
們
已
多
年
不
見
。
他
聽
說
我

到
了
濟
南
，
特
意
派
了
谷
良
友
兄
來
，
接
我
去
敘
敘
。
我
們
坐
的
是
山
東
流
行
的
一
種
二
把
手
小
車
。
出
濟

南
，
走
東
平
州
大
路
直
奔
曹
州
府
。
在
小
車
上
，
他
坐
一
邊
，
我
坐
一
邊
。
車
子
吱
吱
呦
呦
地
響
著
，
倒
很
有

趣
。
︙
︙
過
了
鉅
野
，
就
到
谷
莊
，
這
是
谷
良
友
兄
的
故
鄉
。
我
們
下
了
車
，
走
到
一
片
場
院
裡
休
息
。
谷
良

友
兄
臨
時
拆
了
一
扇
門
板
，
權
且
代
替
了
桌
子
，
又
搬
了
幾
塊
磚
頭
，
疊
起
來
當
凳
子
坐
。
吃
飯
吃
的
是
烙
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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捲
雞
子
，
又
炒
了
一
碗
豆
芽
，
拌
了
一
大
碗
黃
瓜
。
﹂
︵
註
四
︶

馮
玉
祥
在
曹
州
家
兄
處
住
了
六
、
七
天
，
谷
良
友
又
騎
馬
送
馮
到
開
封
，
二
人
灑
淚
而
別
。
分
手
前
，
馮

鄭
重
邀
請
谷
到
關
外
與
其
共
創
一
番
事
業
。

五
月
中
旬
，
馮
回
到
新
民
府
軍
營
，
正
趕
上
第
一
混
成
協
招
募
新
兵
。

六
月
，
韓
復
榘
在
新
民
府
中
央
陸
軍
第
一
混
成
協
第
八
十
標
第
三
營
補
一
名
副
兵
，
馮
玉
祥
即
是
該
營
督

隊
官
。與

韓
復
榘
同
時
補
兵
的
還
有
馬
式
彬
和
馮
安
邦
︵
後
者
在
第
一
營
補
兵
︶
。

馬
式
彬
︵
一
八
九
○
︱
一
九
六
六
︶
，
字
雅
齋
，
河
南
省
項
城
縣
人
，
因
家
貧
，
流
浪
關
外
，
終
於
碰
到

一
個
吃
糧
當
兵
的
機
會
。
其
後
在
西
北
軍
歷
任
旅
長
、
師
長
。
一
九
三
六
年
，
馮
玉
祥
在
南
京
就
任
軍
事
委
員

會
副
委
員
長
，
馬
在
馮
身
邊
任
參
議
。

馮
安
邦
︵
一
八
八
五
︱
一
九
三
八
︶
，
字
化
民
，
山
東
省
無
棣
縣
人
，
嗣
後
在
西
北
軍
擔
任
師
長
。

一
九
三
八
年
三
月
，
馮
任
第
四
十
二
軍
軍
長
；
四
月
，
參
加
台
兒
莊
會
戰
；
九
月
，
在
大
別
山
區
與
日
軍
作

戰
，
壯
烈
犧
牲
。
馮
安
邦
與
孫
連
仲
是
連
襟
。

不
久
，
谷
良
友
如
約
自
山
東
來
到
新
民
府
投
奔
馮
玉
祥
，
在
第
八
十
標
第
三
營
任
哨
長
。

一
九
一
一
年
三
月
，
二
十
二
歲
的
學
兵
張
維
璽
︵
一
八
八
九
︱
一
九
四
四
︶
︵
字
楚
玉
，
山
東
省
館
陶
縣

︵
註
四
︶ 

馮
玉
祥
：
︽
我
的
生
活
︾
，
第
九
十
三
頁
，
黑
龍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
一
九
八
一
年
第
一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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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
從
東
三
省
武
備
學
堂
學
兵
營
前
隊
︵
隊
官
為
刺
殺
良
弼
之
著
名
革
命
黨
人
彭
家
珍
︶
結
業
，
在
第
二
十
鎮

八
十
標
第
三
營
︵
馮
玉
祥
︶
任
正
目
，
旋
即
提
升
為
哨
長
；
十
八
歲
的
學
兵
李
炘
︵
字
顯
堂
，
直
隸
省
威
縣
人
︶

在
東
三
省
武
備
學
堂
學
兵
營
尚
未
結
業
，
即
在
第
三
營
任
副
目
，
旋
即
提
升
為
正
目
。
張
、
李
在
東
三
省
武
備

學
堂
學
兵
營
時
即
秘
密
加
入
同
盟
會
，
為
聯
絡
二
十
鎮
第
八
十
標
的
革
命
同
志
而
同
時
進
入
馮
玉
祥
第
三
營
，

後
來
二
人
都
成
為
西
北
軍
著
名
將
領
。
張
、
李
皆
為
韓
復
榘
的
摯
友
。

九
月
，
奉
天
中
路
巡
防
營
的
獨
立
第
一
、
二
標
與
第
一
混
成
協
合
編
為
第
二
十
鎮
。
獨
立
第
一
、
二
標
改

編
為
第
三
十
九
協
；
第
一
混
成
協
改
編
為
第
四
十
協
。
馮
玉
祥
升
任
第
二
十
鎮
四
十
協
八
十
標
第
三
營
管
帶
，

是
年
二
十
八
歲
。
清
新
軍
的
﹁
營
﹂
戰
時
可
做
為
獨
立
的
戰
鬥
單
位
，
因
此
一
營
之
管
帶
在
軍
中
屬
於
實
力
派
。

北
洋
陸
軍
第
二
十
鎮   

  
 

統
制  

陳
宧 

︵
後
易
張
紹
曾
、
潘
矩
楹
︶

 
  

 
參
謀
長  

劉
一
清

第
三
十
九
協
︵
原
奉
天
中
路
巡
防
營
︶ 
協
統
　
伍
祥
楨

　
第
七
十
七
標
︵
原
獨
立
第
一
標
︶  

　
第
七
十
八
標
︵
原
獨
立
第
二
標
︶ 

標
統
　
車
震

                                            
 

副
官
　
鹿
鍾
麟

第
四
十
協
︵
第
一
混
成
協
︶ 

 

協
統
　
王
化
東
︵
後
易
潘
矩
楹
、
蕭
廣
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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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七
十
九
標
︵
原
第
五
鎮
第
十
八
標
︶ 

標
統  

蕭
廣
傳
︵
後
易
岳
兆
林
︶

　
　
第
一
營  

  
 

管
帶  

王
金
銘

                                    
  

 

哨
長  

張
振
甲

　
　
第
二
營  

  
 

管
帶  

施
從
雲

                                    
  

 

哨
長  

石
敬
亭

　
　
第
三
營  

  
 

管
帶  

張
建
功

　
第
八
十
標
︵
原
第
六
鎮
第
二
十
四
標
︶  

標
統  

范
國
璋

　
　
第
一
營  

  
 

管
帶  

王
石
清

                                           
 

目
兵  

馮
安
邦

　
　
第
二
營  

  
 

管
帶  

鄭
金
聲

　
　
第
三
營  

  
 

管
帶  

馮
玉
祥     

 
  

 
督
隊
附
官
　
李
鳴
鐘

 
  

 

　
參
謀
官
　
劉
驥

 
  

 

　
司
書
生
　
韓
復
榘
 

  
 

　
軍
醫
官
　
鄧
長
耀

 
  

 

隊
官
　
邱
山
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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哨
長
　
趙
席
聘
、
張
維
璽
、
谷
良
友   

 
  

 

　
目
兵
　
許
驤
雲
、
馬
式
彬
、
陳
毓
耀
、
李
炘

　
馬
隊
第
二
十
標

 
  

 

馬
隊
營
　
管
帶
、
陳
寶
龍     

 
  

 

隊
官
　
張
之
江
、
張
樹
聲
、
張
憲
廷

　
炮
隊
第
二
十
標

　
　
工
程
隊
第
二
十
營  

  
 

哨
長
　
高
震
龍
、 

戴
錫
九
、 

孫
諫
聲

　
　
輜
重
隊
第
二
十
營

韓
復
榘
的
軍
旅
生
涯
是
從
一
名
副
兵
開
始
的
。

新
兵
入
伍
一
律
換
上
土
黃
色
仿
歐
式
軍
裝
，
辮
子
盤
在
頭
頂
上
，
扣
在
軍
帽
裡
，
帽
頂
隆
起
一
個
包
，
即

魯
迅
所
說
的
﹁
富
士
山
﹂
。
新
兵
先
要
學
習
如
何
打
綁
腿
、
打
背
包
，
如
何
繫
皮
帶
、
繫
風
紀
扣
；
然
後
就
是

練
習
操
法
，
從
﹁
立
正
﹂
、
﹁
稍
息
﹂
、
﹁
托
槍
﹂
、
﹁
開
步
走
﹂
開
始
；
接
著
便
是
隨
著
教
習
的
口
令
，
反

復
操
練
﹁
步
法
﹂
和
﹁
轉
法
﹂
，
皆
係
分
解
動
作
，
要
逐
一
糾
正
。
最
吃
力
的
是
練
習
﹁
拔
慢
步
﹂
，
每
個
動

作
都
要
停
留
很
久
，
新
兵
愈
是
站
不
穩
，
教
習
愈
不
下
達
進
行
下
個
動
作
的
口
令
，
任
其
﹁
金
雞
獨
立
﹂
，
一

站
老
半
天
。
韓
復
榘
入
伍
第
一
、
二
十
天
，
腿
都
站
腫
了
，
晚
上
疼
得
上
不
了
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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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
丁
晚
上
要
睡
﹁
兵
棚
子
﹂
，
一
棚
︵
班
︶
人
住
一
間
營
房
，
睡
的
是
大
通
鋪
，
每
人
只
占
五
十
公
分
的

地
方
，
人
擠
人
，
夜
間
棚
裡
充
滿
著
汗
臭
和
腳
臭
味
兒
。
每
天
早
上
士
兵
要
跑
步
半
小
時
，
至
收
操
時
，
軍
衣

及
背
包
全
被
汗
水
浸
透
。

副
兵
不
發
槍
，
兩
人
一
組
，
只
發
一
條
扛
子
，
行
軍
時
負
責
抬
運
軍
資
雜
物
。
副
兵
除
去
例
行
的
操
練
外
，

還
要
清
理
馬
廄
，
打
掃
環
境
，
並
擔
當
其
他
雜
務
，
苦
不
堪
言
。
有
軍
諺
道
：
﹁
老
鄉
見
老
鄉
，
兩
眼
淚
汪
汪
。

你
去
抬
扛
子
，
我
也
沒
有
槍
。
﹂

當
時
軍
隊
裡
盛
行
打
罵
教
育
，
官
佐
、
頭
目
對
兵
丁
開
口
就
罵
，
舉
手
就
打
，
槍
托
、
刺
刀
柄
，
手
裡
有

什
麼
，
就
用
什
麼
招
呼
，
嘴
裡
還
粗
言
穢
語
，
無
般
不
罵
出
口
來
。
被
打
罵
的
兵
丁
絕
不
能
申
辯
，
更
不
敢
頂

嘴
。
兵
丁
日
久
習
以
為
常
，
亦
處
之
泰
然
，
若
某
日
未
被
打
罵
，
反
覺
無
趣
。

新
兵
入
伍
之
初
還
設
學
、
術
兩
科
訓
練
，
先
由
官
佐
將
﹁
忠
義
之
道
﹂
編
成
口
訣
，
分
授
講
解
，
時
時
考

問
，
務
使
新
兵
人
人
通
曉
大
義
，
立
志
報
國
；
以
後
便
從
認
字
識
圖
開
始
，
由
官
佐
給
兵
丁
講
授
一
些
簡
單
的

典
令
、
操
法
之
類
。
不
過
韓
復
榘
最
喜
歡
的
還
是
﹁
雜
技
﹂
課
。
所
謂
﹁
雜
技
﹂
，
包
括
拳
術
、
摜
跤
、
拋
球
、

踢
球
、
翻
扛
子
、
舉
土
袋
、
耍
石
鎖
之
類
。
韓
是
個
體
育
迷
，
對
拳
術
、
踢
球
和
翻
扛
子
情
有
獨
衷
。

經
過
三
個
月
的
新
兵
教
育
之
後
，
新
兵
便
加
入
老
兵
的
行
列
，
開
始
軍
中
正
常
生
活
和
訓
練
，
名
曰
﹁
入

大
挑
﹂
。

第
四
十
協
設
有
﹁
隨
營
學
堂
﹂
。
挑
選
軍
中
識
字
的
目
兵
當
學
兵
，
每
營
二
十
名
；
以
有
學
識
的
官
佐
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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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
教
員
，
講
授
相
當
初
級
軍
官
水
準
的
︽
步
兵
操
典
︾
、
︽
射
擊
教
範
︾
及
測
算
、
輿
圖
、
沙
盤
、
棋
兵
等
等
。

韓
復
榘
負
膽
略
，
好
談
兵
，
對
軍
事
學
極
感
興
趣
，
刻
苦
研
習
，
課
餘
時
分
，
經
常
獨
自
一
人
在
沙
盤
、

輿
圖
前
揣
摩
攻
守
戰
法
。
偶
有
心
得
，
便
記
在
紙
箋
上
，
以
為
備
忘
錄
，
裝
在
一
隻
布
袋
裡
，
美
其
名
曰
﹁
錦

囊
妙
計
﹂
。

八
十
標
第
三
營
管
帶
馮
玉
祥
常
來
學
堂
授
課
，
講
的
多
是
一
些
愛
國
、
愛
民
、
孝
敬
父
母
的
道
理
。
馮
唯

讀
過
兩
年
私
塾
，
文
化
水
準
不
高
，
但
他
好
學
不
倦
、
講
話
通
俗
易
懂
，
生
動
詼
諧
，
頗
受
學
兵
歡
迎
，
韓
復

榘
對
他
十
分
崇
拜
。

韓
復
榘
身
材
修
長
、
體
型
削
瘦
；
眼
睛
不
大
卻
有
神
，
目
光
中
透
著
三
分
傲
氣
，
給
人
一
種
冷
峻
的
印
象
。

韓
平
日
不
苟
言
笑
、
不
怒
而
威
，
同
棚
的
弟
兄
皆
對
他
心
存
敬
畏
。
但
實
際
上
，
韓
並
非
拒
人
於
千
里
之
外
，

他
性
格
豪
放
大
略
、
不
拘
小
節
、
頗
具
燕
趙
遺
風
；
平
日
雖
阮
囊
羞
澀
，
卻
揮
金
如
土
，
只
要
餉
銀
一
到
手
，

便
立
刻
換
了
酒
肉
與
眾
兄
弟
分
享
。
正
是
這
種
大
大
咧
咧
的
秉
性
︵
西
北
軍
中
早
有
﹁
大
大
咧
咧
的
韓
向
方
﹂

之
說
︶
使
他
在
眾
袍
澤
中
贏
得
了
一
個
好
人
緣
，
故
而
交
友
甚
多
，
其
中
谷
良
友
、
張
維
璽
、
李
炘
、
許
驤
雲

等
與
之
過
從
最
密
。

兼
通
文
墨
而
又
極
具
個
性
的
韓
復
榘
早
就
引
起
管
帶
馮
玉
祥
的
注
意
，
經
過
九
個
月
的
觀
察
，
馮
決
定
破

格
啟
用
韓
復
榘
。

一
九
一
一
年
︵
宣
統
三
年
︶
三
月
，
韓
復
榘
由
副
兵
提
升
為
正
兵
，
月
餉
銀
四
兩
五
錢
；
七
月
，
升
副
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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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月
，
因
原
營
部
司
書
劉
驥
調
任
營
部
參
謀
，
韓
越
級

︵
正
目
︶
升
任
營
部
司
書
，
月
餉
銀
十
兩
。
在
不
到
半

年
的
時
間
，
韓
連
升
四
級
，
由
一
名
副
兵
破
格
提
升
為

官
佐
，
顯
然
是
由
於
馮
玉
祥
的
特
別
垂
青
。

按
清
軍
營
制
，
司
書
屬
最
低
一
級
官
佐
。
每
營
設

司
書
六
名
，
其
中
管
帶
配
二
名
，
四
位
隊
官
各
配
一
名
。

司
書
日
常
工
作
為
文
牘
管
理
及
繕
錄
等
項
。

韓
復
榘
升
任
司
書
後
，
即
調
至
營
部
當
差
，
常
侍

管
帶
馮
玉
祥
左
右
。

清
新
軍
第
二
十
鎮
部
分
官
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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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
衛
右
軍
︵
新
建
陸
軍
︶
第
三
營
左
隊
右
哨
四
棚
正
目
馮
玉
祥

︵
一
九
○
四
年
︶

第
二
十
鎮
第
四
十
協
第
八
十
標
第
三
營
軍
醫
官
鄧
長
耀

第
二
十
鎮
第
四
十
協
第
八
十
標
第
三
營
參
謀
官
劉
驥

二
十
鎮
第
二
任
統
制
官
張
紹
曾
︵
一
九
一
一
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