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鹿
鍾
麟
在
南
口
、
居
庸
關
及
上
關
關
城
設
立
三
道
防
線
。

南
口
正
面
由
韓
復
榘
師
、
石
友
三
師
及
劉
汝
明
師
擔
任
；
南
口
至
延
慶
一
線
︵
左
翼
︶
由
佟
麟
閣
師
擔

任
；
南
口
至
懷
來
一
線
︵
右
翼
︶
由
陳
希
聖
擔
任
。
鹿
鍾
麟
任
前
敵
總
司
令
。
韓
復
榘
任
前
敵
總
指
揮
。

鹿
鍾
麟
之
所
以
將
韓
、
石
、
劉
三
支
勁
旅
布
置
在
南
口
正
面
，
是
因
為
這
裡
將
是
與
﹁
討
賊
聯
軍
﹂
作
戰

的
主
戰
場
。

南
口
在
北
京
正
北
四
十
公
里
，
為
一
片
丘
陵
地
形
，
當
年
存
有
關
城
，
劉
汝
明
師
的
陣
地
就
設
在
南
口
鎮
。

南
口
車
站
的
東
北
方
有
關
公
嶺
，
為
韓
復
榘
師
防
地
；
南
口
車
站
的
西
南
方
有
鳳
凰
墩
，
為
石
友
三
師
防
地
。

關
公
嶺
、
南
口
鎮
、
鳳
凰
墩
三
點
一
線
，
全
長
五
公
里
，
由
東
北
向
西
南
傾
斜
，
構
成
國
民
軍
第
一
道
防
線
。

20
　
退
守
南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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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南
口
進
山
，
須
沿
著
一
條
名
曰
﹁
關
溝
﹂
的
峽
谷
穿

行
，
兩
側
懸
崖
夾
峙
如
鉗
，
中
間
一
水
奔
流
，
十
分
險
要
。

沿
關
溝
行
約
三
公
里
，
便
是
居
庸
關
。
至
此
山
益
束
，
峰
益

峭
，
關
城
建
築
，
傍
山
起
伏
，
周
十
三
里
，
韓
復
榘
的
前
敵

指
揮
部
就
設
在
此
。
居
庸
關
是
溝
通
塞
北
高
原
與
華
北
平
原

的
太
行
山
八
條
自
然
通
道
之
一
，
是
拱
衛
京
師
的
最
後
一
道

關
隘
。
當
年
元
太
祖
、
李
自
成
都
攻
打
過
居
庸
關
，
這
裡
自

然
就
構
成
了
國
民
軍
第
二
道
防
線
。

從
居
庸
關
關
城
再
北
，
至
八
達
嶺
的
上
關
關
城
，
是
關

溝
最
深
邃
險
奇
的
地
段
，
這
裡
有
一
處
叫
﹁
仙
枕
石
﹂
的
地

方
，
有
一
石
刻
，
記
載
歷
史
上
一
次
滲
入
三
萬
之
敵
，
在
此

被
全
殲
的
故
事
。
因
此
上
關
關
城
就
構
成
國
民
軍
第
三
道
防

線
。

關
公
嶺
地
勢
高
聳
，
上
下
九
公
里
，
可
控
制
整
個
南
口

陣
地
。
韓
師
第
一
、
三
旅
駐
守
此
山
，
第
二
旅
在
居
庸
關
。

從
南
口
至
居
庸
關
，
國
民
軍
依
山
列
陣
，
掘
地
為
營
，
戰
壕
縱
橫
，
地
堡
林
立
，
前
有
電
網
，
後
布
地
雷
；

北
京
南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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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
擊
炮
、
山
炮
、
野
炮
混
合
編
組
，
分
散
配
置
，
構
成
火
炮

網
；
僅
在
青
龍
橋
詹
天
佑
銅
像
兩
側
山
崖
上
，
即
設
有
大
小

火
炮
十
餘
尊
；
七
列
鋼
甲
車
在
康
莊
車
站
待
命
。

一
九
二
六
年
四
月
十
九
日
，
沿
京
綏
路
追
蹤
而
至
的
直

魯
聯
軍
白
俄
軍
團
及
奉
軍
先
頭
部
隊
在
北
安
與
國
民
軍
一
度

接
火
。﹁

討
賊
聯
軍
﹂
的
作
戰
計
畫
是
：
京
綏
路
正
面
之
直
魯

聯
軍
徐
源
泉
部
由
龍
虎
台
進
攻
南
口
；
左
翼
吳
軍
田
維
勤
部

從
門
頭
溝
進
攻
鎮
邊
城
；
右
翼
奉
軍
自
幕
雲
峪
進
攻
四
海

堡
；
西
路
晉
軍
進
攻
宣
化
、
豐
鎮
；
東
路
奉
軍
湯
玉
麟
部
由

豐
寧
、
灤
平
進
攻
赤
城
、
延
慶
。
在
南
口
，
李
景
林
任
前
敵

總
司
令
；
褚
玉
璞
任
前
敵
總
指
揮
。

由
於
﹁
討
賊
聯
軍
﹂
各
部
皆
欲
坐
收
漁
人
之
利
，
彼
此

之
間
相
互
扯
皮
，
推
諉
責
任
，
因
此
在
南
口
小
試
牛
刀
之
後
，

戰
場
上
出
現
一
段
相
當
長
的
休
戰
時
期
。

四
月
二
十
一
日
，
鹿
鍾
麟
應
張
之
江
之
邀
，
赴
張
家
口

直、奉聯軍進攻國民軍之南口陣地（前左五起張作霖、吳佩孚、張學良，後中高個子是張宗昌

（一九二六年六月二十八日，北京順承王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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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加
軍
事
會
議
，
南
口
軍
事
暫
交
韓
復
榘
指
揮
。

參
加
張
家
口
軍
事
會
議
的
除
張
之
江
、
鹿
鍾
麟
外
，
還
有
李
鳴
鐘
、
熊
斌
、
石
敬
亭
、
孫
連
仲
、
劉
汝
明

等
，
李
烈
鈞
列
席
會
議
。
宋
哲
元
、
韓
復
榘
、
石
友
三
等
因
軍
務
關
係
，
只
派
代
表
參
加
。

會
議
為
適
應
戰
爭
形
勢
的
需
要
，
對
部
隊
編
制
做
出
重
大
調
整
，
除
遠
在
甘
肅
的
劉
郁
芬
第
二
師
外
，
其

餘
部
隊
共
編
為
九
個
軍
又
二
個
騎
兵
集
團
。

第
一
軍 

司
令
官
　
鄭
金
聲
　
參
謀
長
　
左
樾

 
︵
轄
陳
希
聖
、
劉
汝
明
、
佟
麟
閣
三
師
︶

第
二
軍 

司
令
官
　
方
振
武
　
副
司
令
官
　
孫
連
仲
　
參
謀
長
　
金
湯

 

︵
轄
方
振
武
、
阮
玄
武
、
鄭
直
三
旅
、
鄭
澤
生
騎
兵
旅
︶

第
三
軍 

司
令
官
　
︵
缺
︶

第
四
軍 

司
令
官
　
徐
永
昌
　
副
司
令
官
　
弓
富
魁

              
 

︵
轄
原
國
民
三
軍
一
師
三
獨
立
旅
、
原
國
民
三
軍
弓
旅
︶

第
五
軍 

司
令
官
　
石
敬
亭
　 

參
謀
長
　
張
循
尹

               

︵
轄
董
硯
璞
、
張
自
忠
、
韓
多
峰
三
混
成
旅
︶

第
六
軍 

司
令
官
　
石
友
三
　
參
謀
長
　
伍
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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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轄
陳
嘉
賓
、
張
凌
雲
、
許
長
林
三
混
成
旅
︶

第
七
軍 

司
令
官
　
蔣
鴻
遇
　
參
謀
長
　
于
嘉
培

 

︵
轄
谷
良
友
、
郭
安
學
、
李
兆
錕
三
混
成
旅
︶

第
八
軍 

司
令
官
　
韓
復
榘
　
參
謀
長
　
李
樹
春

                 

︵
轄
張
汝
奎
、
程
希
賢
、
丁
漢
民
三
混
成
旅
︶

第
九
軍 

司
令
官
　
王
鎮
淮
　
參
謀
長
　
孫
象
坤

              

︵
轄
席
液
池
、
鄭
大
章
、
王
魁
元
三
騎
兵
旅
︶

騎
兵
第
一
集
團 
總
指
揮
　
趙
守
鈺
　
副
總
指
揮
　
馬
步
元

              

︵
轄
趙
守
鈺
、
蔣
文
煥
、
寶
振
榮
、
馬
步
元
四
騎
兵
旅
︶

騎
兵
第
二
集
團 

總
指
揮
　
楊
兆
林
　
副
總
指
揮
　
馬
廷
賢

         

︵
轄
楊
兆
林
、
姚
景
川
、
乜
玉
嶺
、
馬
廷
賢
四
騎
兵
旅
︶

原
來
第
三
軍
司
令
官
的
名
義
是
留
給
國
民
四
軍
軍
長
魏
益
三
的
，
當
國
民
軍
各
部
被
迫
向
綏
遠
撤
退
時
，

魏
突
然
宣
布
取
消
國
民
第
四
軍
番
號
，
易
名
﹁
正
義
軍
﹂
。
過
三
個
月
，
魏
又
投
靠
吳
佩
孚
，
先
後
任
﹁
討
賊

聯
軍
﹂
第
四
軍
副
總
司
令
、
第
三
路
軍
總
司
令
，
掉
轉
槍
口
，
攻
打
國
民
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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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
編
陸
軍
第
一
師 

師
長
　
韓
復
榘
︵
後
易
張
汝
奎
、
張
凌
雲
、
韓
文
秀
︶

　
第
一
混
成
旅 

旅
長
　
張
汝
奎

  

一
團
　
韓
文
秀  

二
團
　
孫
桐
萱  

三
團
　
王
毓
章

　
第
二
混
成
旅 

旅
長
　
程
希
賢

  

四
團
　
張
振
和  

五
團
　
曹
福
林  

六
團
　
喬
立
志

　
第
三
混
成
旅 

旅
長
　
丁
漢
民

   

七
團
　
黃
維
綱  

八
團
　
劉
自
珍  

九
團
　
趙
學
禮

暫
編
陸
軍
第
二
師 
師
長
　
孫
良
誠
︵
後
易
梁
冠
英
︶

　
第
四
混
成
旅 

旅
長
　
梁
冠
英

    

十
團
　
吳
振
聲
︵
後
易
趙
登
禹
︶  

十
一
團
　
趙
登
禹
︵
後
易
程
心
明
︶  

 

十
二
團
　
戴
靖
宇

　
第
五
混
成
旅 

旅
長
　
吉
鴻
昌

    

十
三
團
　
王
炳
申  
十
四
團
　
張
印
湘  

十
五
團
　
倪
玉
聲

　
第
六
混
成
旅 

旅
長
　
安
樹
德

    
 

十
六
團
　
郭
振
忠  

十
七
團
　
王
和
民  

十
八
團
　
何
德
修

暫
編
陸
軍
第
三
師 

師
長
　
陳
希
聖
︵
後
易
徐
以
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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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七
混
成
旅 

旅
長
　
徐
以
智

   

十
九
團
　
李
鴻
賓  

二
十
團
　
關
樹
人   

二
十
一
團
　
丁
汝
沅

　
第
八
混
成
旅 

旅
長
　
葛
運
隆

     

二
十
二
團
　
盧
炳
臣  

二
十
三
團
　
張
憲
成  

二
十
四
團
　
王
金
鑾

　
第
九
混
成
旅 

旅
長
　
許
驤
雲

     

二
十
五
團
　
李
佩
文  

二
十
六
團
　
芮
寶
樹  

二
十
七
團
　
張
德
山

暫
編
陸
軍
第
四
師 

師
長
　
︵
暫
缺
，
嗣
後
由
馮
治
安
、
魏
鳳
樓
擔
任
︶

西
北
陸
軍
第
五
師 
師
長
　
陳
毓
耀
︵
後
易
韓
德
元
︶ 

　
第
十
三
混
成
旅 

旅
長
　
董
硯
璞

    

三
十
七
團
　
葉
荊
州   

三
十
八
團
　
張
麟
祥  

三
十
九
團
　
閻
芝
現

　
第
十
四
混
成
旅 

旅
長
　
宋
式
顏
︵
後
易
趙
廷
選
︶

    

四
十
團
　
王
錫
町  
四
十
一
團
　
魏
得
成  

四
十
二
團
　
趙
廷
選

　
第
十
五
混
成
旅 

旅
長
　
張
自
忠

     

四
十
三
團
　
薛
家
斌  

四
十
四
團
　
任
子
傑  

四
十
五
團
　
張
竣

西
北
陸
軍
第
六
師 

師
長
　
石
友
三
︵
後
易
張
凌
雲
、
安
樹
德
、
丁
漢
民
︶

　
第
十
六
混
成
旅 

旅
長
　
陳
嘉
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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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十
六
團
　
鹿
文
彬  

四
十
七
團
　
潘
福
聚  

四
十
八
團
　
李
萬
相

　
第
十
七
混
成
旅 

旅
長
　
張
凌
雲

     

四
十
九
團
　
孫
光
前  

五
十
團
　
田
金
凱  

五
十
一
團
　
米
文
和

　
第
十
八
混
成
旅 

旅
長
　
許
長
林

     

五
十
二
團
　
王
世
弼  

五
十
三
團
　
李
掄
祥  

五
十
四
團
　
︵
缺
︶

西
北
陸
軍
第
七
師 

師
長
　
馬
鴻
逵
︵
後
易
馬
騰
蛟
︶

　
第
十
九
混
成
旅 

旅
長
　
馬
騰
蛟    

     
五
十
五
團
　
馬
廷
俊  

五
十
六
團
　
呂
承
基  

騎
兵
團
團
長

　
第
二
十
混
成
旅 

旅
長
　
馬
斌

     

五
十
八
團
　
馬
進
祿  

五
十
九
團
　
何
建
中

暫
編
陸
軍
第
十
師 

師
長
　
劉
汝
明

　
第
二
十
八
混
成
旅 

旅
長
　
張
萬
慶

     

八
十
二
團
　
李
雲
瑞  
八
十
三
團
　
傅
祿
和  

八
十
四
團
　
王
文
彬

　
第
二
十
九
混
成
旅 

旅
長
　
胡
長
海

     

八
十
五
團
　
王
殿
祥  

八
十
六
團
　
鄒
佩
環  

八
十
七
團
　
王
義
元

　
第
三
十
混
成
旅 

旅
長
　
王
義
元
︵
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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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十
八
團
　
八
十
九
團
　
九
十
團

陸
軍
第
十
一
師 

師
長
　
佟
麟
閣

　
第
三
十
一
混
成
旅 

旅
長
　
張
瑞
堂

     

九
十
一
團
　
谷
良
民  

九
十
二
團
　
武
雲
台  

九
十
三
團
　
吳
青
旺

　
第
三
十
二
混
成
旅 

旅
長
　
趙
景
文

    

九
十
四
團
　
劉
兆
祥  

九
十
五
團
　
于
培
堯  

九
十
六
團
　
陳
順
田

　
第
三
十
三
混
成
旅 

旅
長
　
劉
玉
山

     
九
十
七
團
　
應
敬
齊  

九
十
八
團
　
劉
兆
鳳  

九
十
九
團
　
王
×
×

西
北
陸
軍
第
十
二
師 

師
長
　
蔣
鴻
遇
︵
後
易
孫
連
仲
、
高
樹
勳
︶

　
第
三
十
四
混
成
旅 

旅
長
　
丁
振
國
︵
後
易
谷
良
友
︶

   

一
百
團
　
金
燮
三  

一
百
零
一
團
　
高
樹
勳
　
一
百
零
二
團
　
李
兆
錕

　
第
三
十
五
混
成
旅 

旅
長
　
郭
安
學
︵
甘
軍
︶

   

一
百
零
三
團
︵
甘
軍
︶
　
一
百
零
四
團
︵
甘
軍
︶

　
第
三
十
六
混
成
旅 

旅
長
　
李
兆
錕

西
北
陸
軍
第
十
三
師 

師
長
　
張
維
璽
︵
後
易
趙
鳳
林
︶

　
第
四
十
混
成
旅 

旅
長
　
韓
多
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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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百
一
十
八
團
　
陳
希
榮
　
一
百
一
十
九
團
　
秦
翰
卿  

　
第
四
十
一
混
成
旅 

旅
長
　
田
春
芳

       

一
百
二
十
團
　
︵
缺
︶  

一
百
二
十
一
團
︵
缺
︶

　
第
四
十
二
混
成
旅 

旅
長
　
韓
占
元

     

一
百
二
十
二
團
　
︵
缺
︶  

一
百
二
十
三
團
︵
缺
︶

　
衛
隊
旅 

旅
長
　
馮
治
安

　
　 

察
哈
爾
都
統
公
署
衛
隊
團
　
團
長
　
李
應
魁

西
北
騎
兵
第
一
師 
師
長
　
張
樹
聲

　
第
一
旅 

旅
長
　
席
液
池  

       

第
一
團
　
趙
書
勝    

第
二
團
　
過
之
莊

　
第
二
旅 

旅
長
　
鄭
大
章

    

第
三
團
　
王
鴻
勳     
第
四
團
　
劉
鳳
岐

　
第
四
旅 

旅
長
　
王
魁
元

     

第
七
團
　
鄭
保
成    

第
八
團
　
李
士
魁

西
北
騎
兵
第
二
師 

師
長
　
孫
連
仲

　
第
三
旅 

旅
長
　
鄭
澤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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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團
　
張
心
元     

第
六
團
　 

王
東
海

　
第
五
旅 

旅
長
　
李
炘

      

第
九
團
　
楊
成
殿     

第
十
團
　  

嚴
惟
宗

　
第
六
旅 

旅
長
　
趙
守
鈺

       

第
十
一
團
　
孫
良
玉    

第
十
二
團
　
王
玉
亭

　
西
北
騎
兵
第
七
旅 

旅
長
　
馬
步
元

       

第
十
三
團
　
馬
佐    

第
十
四
團
　
馬
步
雲

　
西
北
騎
兵
第
八
旅 
旅
長
　
馬
廷
賢

       

第
十
五
團
　
馬
廷
珍    

第
十
六
團
　
馬
福
祿

　
西
北
騎
兵
第
九
旅 

旅
長
　
蔣
文
煥

       

第
十
七
團
　
馬
顯
誠    

第
十
八
團
　 

馬
朝
傑

　
西
北
騎
兵
第
十
旅 

旅
長
　
寶
振
榮

       

第
十
九
團
　
范
運
升    
第
二
十
團
　 

胡
德
隆

　
西
北
騎
兵
第
十
一
旅 

旅
長
　
楊
兆
林

       

第
二
十
一
團
　
張
誠
德
　
第
二
十
二
團
︵
缺
︶

　
西
北
騎
兵
第
十
二
旅 

旅
長
　
姚
景
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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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十
三
團
　
陶
殿
臣
　
第
二
十
四
團
　
陳
景
春

　
西
北
騎
兵
第
十
三
旅 

旅
長
　
乜
玉
嶺

       

第
二
十
五
團
　
武
寶
善
　
第
二
十
六
團
︵
缺
︶

　
綏
遠
騎
兵
第
一
旅 

旅
長
　
滿
泰

　
內
蒙
古
騎
兵
旅 

旅
長
　
樂
景
濤

　
　
督
辦
署
游
擊
大
隊 

隊
長
　
蘇
雨
生

國
民
軍
總
司
令
部
直
屬
部
隊
：

衛
隊
旅 

旅
長
　
馮
治
安

察
哈
爾
衛
隊
團 

團
長
　
李
應
奎

第
十
四
混
成
旅 

旅
長
　
宋
式
顏

騎
兵
第
五
旅 

旅
長
　
李
炘

督
辦
署
游
擊
大
隊 

隊
長
　
蘇
雨
生

交
通
團 

團
長
　
馮
安
邦

鋼
甲
車
團 

團
長
　
田
文
忠

航
空
司
令
部 

司
令
　
鄧
建
中
︵
兼
︶
　
副
司
令
　
曹
寶
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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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
講
教
導
團 

團
長
　
張
之
江
︵
兼
︶

為
適
應
全
方
位
作
戰
，
便
於
指
揮
，
將
全
軍
劃
分
東
、
北
、
中
三
路
。
東
路
軍
負
責
延
慶
、
南
口
、
懷
來

一
線
，
由
佟
麟
閣
、
劉
汝
明
、
陳
希
聖
三
師
擔
任
，
鹿
鍾
麟
任
東
路
軍
總
司
令
；
北
路
軍
負
責
南
口
之
極
左
翼

至
多
倫
一
線
，
由
韓
復
榘
、
石
友
三
、
陳
毓
耀
三
師
及
王
魁
元
騎
兵
旅
擔
任
，
宋
哲
元
任
北
路
軍
總
司
令
；
中

路
軍
負
責
南
口
之
極
右
翼
至
蔚
縣
，
由
徐
永
昌
、
方
振
武
、
弓
富
魁
等
部
擔
任
，
弓
富
魁
任
中
路
軍
總
司
令
；

蔣
鴻
遇
任
總
預
備
隊
總
司
令
，
所
部
第
七
軍
擔
任
預
備
隊
；
石
敬
亭
為
後
方
總
司
令
，
駐
平
地
泉
，
維
持
交
通
。

東
路
軍
　
總
司
令
　
鹿
鍾
麟
　
參
謀
長
　
吳
錫
祺
　
秘
書
長
　
王
承
增

    

　
　
　
軍
務
處
長
　
李
文
田
　
軍
需
處
長
　
王
向
榮
　
軍
法
處
長
　
郭
循
聲

    

　
　
　
軍
械
處
長
　
裴
曉
夢
　
軍
醫
處
長
　
王
瑛
︵
兼
︶   

　
　
　
　
東
路
軍
兵
站
監
　
劉
玉
山
︵
兼
︶

張
之
江
代
理
西
北
邊
防
督
辦
、
國
民
軍
總
司
令
後
，
督
辦
公
署
及
總
司
令
部
的
人
事
也
有
變
動
：

西
北
邊
防
督
辦
、
國
民
軍
總
司
令
　
張
之
江
︵
代
理
︶

察
哈
爾
都
統
、
東
路
軍
總
司
令
　
鹿
鍾
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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綏
遠
都
統
︵
蔣
鴻
遇
代
理
︶
西
路
軍
總
司
令
　
宋
哲
元   

高
等
顧
問
　
李
烈
鈞
、
孫
岳  

軍
事
委
員
會
委
員
長
　
張
之
江

政
治
委
員
會
委
員
長
　
張
秋
白

財
政
委
員
會
委
員
長
　
魏
宗
晉

督
署
總
參
議
　
劉
驥
︵
未
就
職
，
後
易
熊
斌
︶

督
署
參
謀
長
　
熊
斌
︵
後
易
曹
浩
森
︶

督
署
秘
書
長
　
彭
禹
廷

督
署
副
官
長
　
莫
潤
田

參
謀
處
長
　
虞
典
書
　
軍
務
處
長
　
徐
廷
瑗
　
軍
械
處
長
　
張
文
煒

軍
法
處
長
　
張
吉
墉
　
軍
需
處
長
　
郭
立
志
　
外
交
處
長
　
唐
悅
良

政
務
處
長
　
丁
春
膏
　
航
空
監
　
鄧
建
中
　
航
空
處
長
　
鄧
建
中

民
政
處
長
　
顧
兆
麟
　
交
通
監
　
聞
承
烈
　
交
通
處
長
　
范
慶
煦

農
林
處
長
　
吳
覺
民
　
衛
生
監
　
馬
瑛
　
軍
醫
處
長
　
繳
文
龍

稽
查
處
長
　
耿
錫
升
　
兵
站
總
監
　
舒
雙
全
　
兵
站
副
監
　
陳
繼
淹

兵
站
參
謀
長
　
張
鉞
　
交
際
處
長
　
宋
邦
榮
　
經
理
監
　
聞
承
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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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
綏
鐵
路
局
局
長
　
聞
承
烈
︵
兼
︶
　
護
路
司
令
　
過
之
綱

張
家
口
戒
嚴
司
令
　
李
炘
　
綏
遠
戒
嚴
司
令
　
吉
鴻
昌
　
　
　

軍
人
教
養
院
院
長
　
王
文
義
　
軍
人
實
習
工
廠
廠
長
　
尚
得
勝

西
北
陸
軍
幹
部
學
校
校
長
　
黃
克
德

在
張
家
口
軍
事
會
議
上
，
李
鳴
鐘
激
流
勇
退
，
辭
去
軍
職
，
擬
赴
蘇
聯
考
察
。
馮
玉
祥
赴
俄
前
曾
任
命
李

為
甘
肅
軍
務
督
辦
，
李
不
願
赴
任
，
蓋
﹁
三
一
八
﹂
慘
案
後
，
目
睹
無
辜
學
生
、
市
民
死
於
非
命
，
對
國
人
相

殘
，
深
惡
痛
絕
，
決
心
辭
去
軍
職
，
不
再
參
與
任
何
內
戰
。
李
悲
壯
宣
言
：
﹁
國
人
相
殘
，
何
時
得
已
？
若
能

對
外
，
余
必
荷
槍
赴
之
，
否
則
絕
不
為
也
！
﹂
︵
註
一
︶

張
家
口
會
議
結
束
，
時
值
一
九
二
六
年
五
月
，
李
鳴
鐘
偕
劉
驥
同
行
，
前
往
蘇
聯
考
察
。
六
月
，
張
、
李

在
莫
斯
科
見
到
馮
玉
祥
，
又
考
察
了
幾
個
城
市
，
即
奉
馮
命
於
六
月
中
旬
啟
程
回
國
，
乘
火
車
沿
橫
貫
蘇
聯
的

西
伯
利
亞
鐵
路
到
符
拉
迪
沃
斯
托
克
，
改
乘
商
輪
南
下
到
上
海
，
再
轉
往
廣
州
，
以
國
民
軍
特
派
代
表
的
身

分
，
與
國
民
政
府
聯
絡
共
同
北
伐
事
宜
。
七
月
中
旬
，
張
、
李
在
廣
州
受
到
國
民
政
府
大
員
譚
延
愷
、
孫
科
、

宋
子
文
︵
蔣
介
石
正
在
湖
南
指
揮
軍
事
︶
的
隆
重
接
待
，
歡
迎
國
民
軍
參
加
北
伐
。
十
一
月
，
李
、
劉
在
武
漢

設
立
國
民
軍
駐
漢
辦
事
處
，
為
北
伐
事
奔
走
於
國
民
黨
中
央
與
馮
玉
祥
之
間
。
一
九
二
七
年
七
月
，
南
京
政
府

︵
註
一
︶ 

李
泰
芬
：
︽
國
民
軍
史
稿
︾
，
第
一
百
六
十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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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
任
李
為
軍
事
委
員
會
委
員
。
一
九
二
八
年
四
月
，
中
原
大
戰
爆
發
前
夕
，
李
一
貫
反
對
內
戰
，
為
避
免
捲
入

其
中
，
以
出
國
考
察
水
利
為
名
，
遊
歷
日
本
、
美
國
及
歐
洲
各
國
，
歷
時
八
個
月
，
是
年
底
回
國
，
寓
居
上
海
。

一
九
三
一
年
三
月
，
國
民
政
府
任
命
李
為
豫
鄂
皖
邊
區
綏
靖
督
辦
公
署
督
辦
，
李
八
月
底
赴
河
南
潢
川
就
職
。

九
月
，
吉
鴻
昌
被
迫
出
國
，
李
兼
第
二
十
二
路
軍
總
指
揮
、
第
三
十
師
師
長
，
旋
因
人
事
糾
紛
而
於
是
年
冬
辭

職
返
滬
，
繼
而
遷
居
北
平
。
時
任
公
署
副
官
處
處
長
︵
改
任
督
署
駐
漢
口
辦
事
處
處
長
︶
的
葛
金
章
隨
李
一
同

辭
職
。
一
九
三
二
年
，
葛
應
韓
復
榘
之
邀
，
到
山
東
濟
南
擔
任
山
東
省
政
府
參
議
兼
高
等
顧
問
。
一
九
三
三
年
，

李
被
宋
哲
元
聘
為
第
二
十
九
軍
高
級
顧
問
。
李
在
平
居
住
期
間
，
仗
義
疏
財
，
施
賑
濟
貧
，
熱
心
慈
善
事
業
，

北
平
西
城
民
眾
呼
之
﹁
李
善
人
﹂
︵
註
二
︶

；
開
設
銀
號
，
投
資
實
業
，
從
事
經
濟
活
動
。
一
九
三
七
年
，
抗
戰

爆
發
後
，
李
不
肯
仰
日
人
鼻
息
，
潛
往
天
津
，
乘
輪
經
菸
臺
、
濟
南
，
返
回
河
南
原
籍
。
途
徑
山
東
時
受
到
韓

復
榘
及
第
三
路
軍
將
的
領
隆
重
迎
送
，
並
檢
閱
儀
仗
隊
。
一
九
三
八
年
六
月
，
受
聘
為
軍
事
委
員
會
委
員
、
第

一
戰
區
司
令
長
官
部
高
級
軍
事
顧
問
。
九
月
，
出
任
河
南
省
賑
濟
委
員
會
主
任
委
員
，
努
力
從
事
賑
災
、
濟
貧
、

助
學
活
動
。
一
九
四
八
年
春
，
攜
家
遷
居
上
海
。
一
九
四
九
年
四
月
十
日
，
馮
玉
祥
遇
難
消
息
傳
來
，
李
出
面

召
集
前
西
北
軍
袍
澤
及
眷
屬
舉
行
﹁
馮
煥
章
先
生
追
悼
會
﹂
，
李
被
公
推
為
主
祭
。
六
月
二
十
九
日
，
病
逝
上
海
。

是
時
，
熱
河
方
面
的
奉
軍
按
兵
不
動
，
國
民
軍
北
路
軍
防
區
，
即
南
口
極
左
翼
至
多
倫
一
線
未
受
到
明
顯

壓
力
。
由
於
﹁
討
賊
聯
軍
﹂
的
主
戰
場
在
南
口
，
韓
復
榘
軍
與
石
友
三
軍
雖
被
編
為
北
路
軍
，
但
遵
照
總
部
命

︵
註
二
︶ 

李
凡
榮
：
︽
西
北
軍
名
將
李
鳴
鐘
︾
，
第
二
百
○
八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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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
，
仍
駐
防
南
口
，
未
曾
改
變
防
區
。

韓
復
榘
駐
防
南
口
期
間
，
與
國
民
軍
代
總
司
令
張
之
江
發
生
了
一
件
不
愉
快
的
事
情
。

韓
復
榘
軍
兩
旅
駐
守
關
公
嶺
，
此
處
山
勢
陡
峭
，
攀
登
不
便
，
飲
水
又
奇
缺
。
時
值
初
夏
，
該
山
區
為
典

型
大
陸
性
氣
候
，
早
晚
寒
氣
逼
人
，
中
午
酷
熱
難
當
，
又
無
樹
蔭
遮
涼
，
官
兵
苦
不
堪
言
，
多
有
怨
謗
。
韓
素

愛
惜
士
卒
，
多
次
與
張
之
江
交
涉
，
請
求
部
隊
輪
代
，
以
慰
軍
心
，
但
均
無
結
果
。
韓
為
此
忿
忿
不
平
。
︵
註
三
︶

不
久
，
晉
軍
大
舉
出
動
，
襲
擾
晉
北
之
京
綏
交
通
線
。
國
民
軍
總
部
急
調
韓
復
榘
軍
與
石
友
三
軍
西
開
，
發
動

晉
北
大
戰
，
關
公
嶺
陣
地
由
劉
汝
明
師
之
第
二
十
八
混
成
旅
︵
旅
長
張
萬
慶
︶
接
防
，
張
、
韓
的
﹁
輪
代
風
波
﹂

不
了
了
之
，
但
這
一
事
件
在
二
人
之
間
留
下
陰
影
。

張
之
江
是
一
位
英
武
的
驃
騎
兵
，
為
人
忠
勇
剛
毅
，
肫
摯
篤
實
。
曾
與
之
共
過
事
的
蘇
聯
軍
事
顧
問
普
裡

馬
科
夫
在
其
日
記
中
如
此
描
繪
這
位
總
司
令
：
﹁
張
之
江
將
軍
是
一
個
不
問
政
治
的
典
型
軍
人
。
他
給
我
留
下

的
印
象
是
：
智
力
平
凡
，
沒
有
受
過
多
少
教
育
，
但
是
相
當
堅
毅
果
斷
。
光
瘦
下
巴
上
的
鬍
鬚
和
那
炯
炯
有
神

的
目
光
，
更
增
添
了
他
毅
然
的
神
態
。
大
家
都
說
他
是
一
個
很
勇
敢
的
人
。
﹂
︵
註
四
︶

天
津
戰
役
是
張
之
江
戎
馬
生
涯
的
一
個
轉
捩
點
。
馮
玉
祥
對
他
的
指
揮
作
戰
很
不
滿
意
，
險
些
陣
前
換

帥
。
戰
後
，
張
雖
代
理
國
民
軍
總
司
令
，
但
權
力
的
天
平
卻
明
顯
向
聲
威
日
隆
的
鹿
鍾
麟
傾
斜
，
二
人
矛
盾
日

︵
註
三
︶ 

呂
偉
俊
：
︽
韓
復
榘
傳
︾
，
第
十
七
頁
。

︵
註
四
︶ 

︹
蘇
︺
普
裡
馬
科
夫
：
︽
馮
玉
祥
與
國
民
軍
︾
，
第
四
十
九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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趨
尖
銳
。
韓
復
榘
自
任
四
十
三
團
團
長
起
，
鹿
便
是
其
頂
頭
上
司
，
韓
則
是
鹿
麾
下
第
一
員
大
將
，
因
此
西
北

軍
人
普
遍
認
為
：
﹁
韓
是
鹿
的
人
﹂
，
張
、
鹿
之
間
的
矛
盾
不
能
不
在
韓
身
上
產
生
些
微
影
響
。
。

就
在
南
口
戰
事
相
對
沉
寂
期
間
，
國
民
軍
代
表
劉
驥
、
段
其
澍
與
孫
傳
芳
、
李
景
林
、
靳
雲
鶚
暗
中
醞
釀

的
﹁
攻
晉
打
奉
﹂
計
畫
不
慎
洩
露
，
原
來
一
直
持
觀
望
態
度
的
晉
閻
終
於
坐
不
住
了
。
一
九
二
六
年
五
月
上
旬
，

晉
閻
先
下
手
為
強
，
突
然
出
兵
晉
北
，
控
制
天
鎮
至
大
同
的
京
綏
鐵
路
，
切
斷
國
民
軍
補
給
線
及
退
路
，
此
舉

無
異
於
掐
住
國
民
軍
的
脖
子
。

國
民
軍
總
司
令
部
決
定
立
即
在
晉
北
開
闢
第
二
戰
場
，
在
南
口
取
守
勢
，
在
雁
北
取
攻
勢
，
首
先
打
通
京

綏
交
通
線
。
為
實
施
兩
線
作
戰
的
方
略
，
總
部
將
不
久
前
改
編
的
九
個
軍
縮
編
為
六
個
軍
，
即
：

第
一
軍    

司
令
官 

孫
連
仲

第
二
軍    

司
令
官 

鄭
金
聲

第
三
軍    

司
令
官 

徐
永
昌

第
四
軍    

司
令
官 

方
振
武

第
五
軍    

司
令
官 

石
友
三

第
六
軍    

司
令
官 

韓
復
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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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部
將
原
來
的
東
、
北
、
中
三
路
軍
改
編
為
東
、
西
兩
路
軍
。

東
路
軍
轄
第
一
、
二
、
三
、
四
軍
、
第
二
騎
兵
集
團
及
鋼
甲
車
團
，
在
南
口
、
察
東
抵
禦
奉
軍
、
吳
軍
及

直
魯
聯
軍
，
同
時
協
攻
晉
軍
，
由
鹿
鍾
麟
擔
任
總
司
令
，
鄭
金
聲
任
前
敵
總
指
揮
。

西
路
軍
轄
第
五
、
六
軍
、
騎
兵
第
一
集
團
，
主
攻
雁
北
晉
軍
；
王
鎮
淮
率
席
液
池
騎
兵
第
一
旅
、
鄭
大
章

騎
兵
第
二
旅
在
多
倫
抵
禦
奉
軍
，
由
宋
哲
元
擔
任
總
司
令
，
韓
復
榘
任
前
敵
總
指
揮
。

總
部
急
從
南
口
調
韓
復
榘
軍
，
石
友
三
軍
到
綏
東
，
加
入
西
路
軍
序
列
。

西
路
軍
總
司
令
　
宋
哲
元
　
參
謀
長
　
張
維
藩
　
　
　
　

前
敵
總
指
揮
　
韓
復
榘
　
參
謀
長
　
李
樹
春

兵
站
監
　
朱
金
城
︵
後
易
聞
承
烈
︶

第
五
軍
　
司
令
官
　
石
友
三

第
六
軍
　
司
令
官
　
韓
復
榘

第
十
二
師
　
師
長
　
蔣
鴻
遇

第
十
五
混
成
旅
　
旅
長
　
張
自
忠

第
四
十
混
成
旅
　
旅
長
　
韓
多
峰

騎
兵
第
一
集
團
總
指
揮
　
趙
守
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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騎
兵
第
五
旅
　
旅
長
　
李
炘

西
北
騎
兵
第
七
旅
　
旅
長
　
馬
步
元

綏
遠
騎
兵
第
一
旅
　
旅
長
　
滿
泰

游
擊
隊
　
大
隊
長
　
韓
占
元

奮
勇
隊
　
大
隊
長
　
史
心
田

西
路
遊
擊
　
司
令
　
劉
振
遠

一
九
二
六
年
四
月
末
，
韓
復
榘
軍
及
石
友
三
軍
自
南
口
陸
續
西
開
綏
東
。
韓
軍
虎
踞
豐
鎮
，
鷹
瞵
大
同
；

石
軍
飲
馬
殺
虎
口
，
鶚
視
左
雲
、
右
玉
。
晉
北
大
戰
一
觸
即
發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