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遜
清
末
年
，
政
治
窳
敗
，
外
患
侵
凌
，
大
清
王
朝
已
是
風
雨
飄
搖
，
岌
岌
可
危
。
清
廷
為
力
挽
危
局
而
編

練
新
軍
，
反
而
加
速
其
瓦
解
的
進
程
。
隨
著
革
命
運
動
的
發
展
，
革
命
黨
人
加
緊
在
新
軍
中
活
動
。
新
軍
內
部

發
生
分
化
，
官
兵
中
的
革
命
力
量
在
不
斷
壯
大
，
頻
頻
發
動
武
裝
起
義
，
但
均
以
失
敗
而
告
終
。
一
九
一
一
年

十
月
，
終
於
在
武
昌
爆
發
大
規
模
新
軍
起
義
，
全
國
紛
紛
響
應
，
史
稱
辛
亥
革
命
。

宣
統
三
年
︵
一
九
一
一
︶
四
月
十
一
日
，
清
政
府
頒
布
﹁
鐵
路
國
有
﹂
政
策
，
將
粵
漢
、
川
漢
鐵
路
築
權

賣
給
英
、
美
、
德
、
法
，
激
起
川
、
鄂
、
湘
、
粵
四
省
人
民
的
激
烈
反
對
，
四
川
掀
起
保
路
運
動
，
鬥
爭
發
展

到
抗
糧
抗
捐
，
群
眾
暴
動
。
清
政
府
調
湖
北
新
軍
鎮
壓
，
湖
北
防
務
空
虛
。
在
同
盟
會
的
領
導
下
，
湖
北
革
命

黨
人
策
動
清
新
軍
第
八
鎮
工
程
第
八
營
革
命
官
兵
在
八
月
十
九
日
︵
陽
曆
十
月
十
日
︶
晚
成
功
地
發
動
武
昌
起

3
　
辛
亥
灤
州
起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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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
，
翌
日
黎
明
占
領
湖
廣
督
署
，
並
成
立
湖
北
革
命
軍
政
府
，
宣
布
廢
除
清
朝
皇
帝
年
號
，
國
號
定
為
﹁
中
華

民
國
﹂
，
因
為
一
九
一
一
年
為
舊
曆
辛
亥
年
，
故
稱
﹁
辛
亥
革
命
﹂
。

為
回
應
武
昌
起
義
，
在
沉
悶
的
中
國
北
方
也
爆
發
了
由
王
金

銘
、
施
從
雲
、
馮
玉
祥
領
導
的
辛
亥
灤
州
起
義
，
對
清
王
朝
的

統
治
給
於
沉
重
打
擊
。

一
九
一
一
年
，
陳
宧
去
職
，
張
紹
曾
繼
任
第
二
十
鎮
統
制

官
。
張
與
駐
奉
天
省
的
第
六
鎮
統
制
官
吳
祿
貞
、
第
二
混
成
協

協
統
藍
天
蔚
皆
為
北
洋
軍
中
傑
出
的
維
新
派
將
領
，
號
稱
﹁
士

官
三
傑
﹂
。
張
出
任
統
制
官
，
使
第
二
十
鎮
傾
向
革
命
的
份
子

更
趨
活
躍
。
一
九
一
○
年
七
月
五
日
，
美
國
駐
華
公
使
嘉
樂
恆

在
致
函
美
國
國
務
卿
時
做
出
如
下
預
言
：
﹁
革
命
很
可
能
會
由

陸
軍
裡
面
的
下
級
軍
官
首
先
發
起
。
﹂
︵
註
一
︶

第
二
十
鎮
四
十
協
八
十
標
第
三
營
營
副
︵
後
升
管
帶
︶
馮
玉

祥
在
軍
隊
中
多
與
思
想
激
進
之
官
兵
交
往
。
一
九
一
○
年
︵
宣

統
二
年
︶
春
，
馮
與
第
二
十
鎮
四
十
協
七
十
九
標
第
一
營
營
副

︵
註
一
︶ 

唐
向
榮
：
︿
辛
亥
灤
州
起
義
﹀
，
︽
灤
縣
文
史
資
料
︾
，
第
七
輯
第
二
頁
。

一
九
三
六
年
韓
復
榘
︵
右
三
︶
與
馮
玉
祥
︵
右
二
︶
在

泰
山
紀
念
辛
亥
灤
州
起
義
先
烈
時
合
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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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
升
管
帶
︶
王
金
銘
、
七
十
九
標
第
二
營
營
副
︵
後
升
管
帶
︶
施
從
雲
、
八
十
標
第
二
營
管
帶
鄭
金
聲
、

八
十
標
第
一
營
管
帶
王
石
清
及
岳
瑞
洲
等
六
名
青
年
軍
官
組
織
﹁
武
學
研
究
會
﹂
，
以
讀
書 

、
研
究
軍
事
為

名
，
團
結
同
志
，
秘
密
鼓
吹
革
命
，
進
一
步
在
第
二
十
鎮
的
下
級
軍
官
和
士
兵
中
發
展
﹁
武
學
研
究
會
﹂
新
成

員
。
一
時
風
雲
際
會
，
軍
中
傾
向
革
命
的
青
年
官
兵
，
如
張
之
江
、
李
鳴
鐘
、
鹿
鍾
麟
、
韓
復
榘
、
石
敬
亭
、

張
樹
聲
、
劉
驥
、
張
維
璽
、
趙
席
聘
、
谷
良
友
、
李
炘
、
鄧
長
耀
、
張
憲
廷
、
周
文
海
、
戴
錫
九
、
龔
柏
齡
、

葛
盛
臣
等
百
餘
人
紛
紛
加
入
﹁
武
學
研
究
會
﹂
。

一
向
嫉
惡
如
仇
的
韓
復
榘
對
清
廷
的
昏
庸
腐
敗
及
列
強
的
驕
橫
恣
肆
早
已
深
惡
痛
絕
，
加
入
﹁
武
學
研
究

會
﹂
後
活
動
極
其
活
躍
，
很
快
成
為
其
中
骨
幹
分
子
。

起
初
，
﹁
武
學
研
究
會
﹂
的
活
動
僅
限
於
指
點
江
山
，
議
論
時
政
，
以
自
強
相
策
勵
，
以
革
命
相
號
召
；

相
互
傳
閱
︽
嘉
定
屠
城
記
︾
、
︽
楊
州
十
日
記
︾
等
反
滿
書
籍
。

一
九
一
○
年
冬
，
﹁
武
學
研
究
會
﹂
同
志
為
表
示
﹁
扶
漢
排
滿
﹂
決
心
，
毅
然
剪
去
髮
辮
，
此
舉
在
當
時

形
同
造
反
，
在
第
二
十
鎮
全
體
官
兵
中
造
成
極
大
震
動
，
同
時
也
引
起
軍
中
保
皇
勢
力
對
革
命
份
子
的
嚴
密
監

視
。

同
盟
會
員
與
第
二
十
鎮
激
進
官
兵
保
持
著
密
切
的
聯
繫
。
第
二
十
鎮
參
謀
長
劉
一
清
是
位
老
同
盟
會
員
，

同
時
也
是
﹁
武
學
研
究
會
﹂
的
堅
強
後
盾
。
東
北
同
盟
會
遼
東
支
部
會
員
商
震
負
責
聯
絡
第
七
十
七
、
七
十
八

兩
標
；
已
秘
密
加
入
東
北
同
盟
會
的
張
維
璽
和
李
炘
負
責
聯
絡
第
八
十
標
。
韓
復
榘
與
商
震
就
是
在
那
時
認
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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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第
二
混
成
協
協
統
藍
天
蔚
與
第
三
鎮
參
謀
官
孫
岳
也
是
﹁
武
學
研
究
會
﹂
的
支
持
者
。

終
於
在
辛
亥
武
昌
革
命
成
功
的
激
勵
下
，
中
國
北
方
爆
發
了
以
新
軍
第
二
十
鎮
﹁
武
學
研
究
會
﹂
同
仁
為

核
心
的
辛
亥
灤
州
起
義
。

灤
州
起
義
的
背
景
是
灤
州
兵
諫
，
灤
州
兵
諫
的
契
機
是
永
平
秋
操
。

一
九
一
一
年
︵
宣
統
三
年
︶
，
清
廷
定
於
十
月
十
六
日
至
二
十
日
在
直
隸
永
平
府
舉
行
一
次
大
規
模
的
軍

事
演
習

｜
永
平
秋
操
。
永
平
府
在
灤
州
東
北
的
盧
龍
縣
城
，
轄
境
包
括
盧
龍
、
遷
安
、
昌
黎
、
撫
寧
、
樂
亭

和
臨
榆
六
縣
，
大
致
相
當
於
如
今
秦
皇
島
和
唐
山
兩
市
的
大
部
分
地
區
。

參
加
演
習
的
部
隊
分
東
、
西
兩
軍
。
東
軍
由
第
一
鎮
全
部
及
第
二
十
鎮
之
一
個
混
成
協
組
成
，
進
駐
山
海

關
至
灤
州
一
線
，
總
統
官
為
軍
諮
使
馮
國
璋
，
副
總
統
官
為
吳
祿
貞
和
張
紹
曾
；
西
軍
由
第
四
鎮
全
部
、
禁
衛

軍
之
一
個
協
及
第
六
鎮
之
一
個
標
組
成
，
進
駐
豐
潤
至
開
平
一
線
，
總
統
官
為
陸
軍
部
總
參
議
舒
清
阿
。
兩
軍

各
出
動
兵
力
三
萬
餘
人
。
軍
諮
大
臣
載
濤
為
檢
閱
總
監
，
總
攬
一
切
。
蔡
鍔
、
蕭
耀
南
、
李
炳
之
等
為
審
判
官
。

此
次
秋
操
有
清
廷
炫
耀
武
力
、
向
革
命
黨
人
示
威
之
意
，
引
起
新
軍
內
革
命
份
子
強
烈
不
滿
。
吳
祿
貞
、

張
紹
曾
和
藍
天
蔚
密
議
，
乘
秋
操
部
隊
調
動
之
際
，
相
機
起
義
。

陸
軍
第
二
十
鎮
之
一
部
奉
命
參
加
永
平
秋
操
。
參
操
部
隊
由
第
三
十
九
協
之
七
十
八
標
和
第
四
十
協
之

七
十
九
標
組
成
，
另
配
屬
機
關
槍
、
工
、
馬
、
炮
、
電
信
、
衛
生
、
軍
樂
各
一
隊
，
編
成
一
個
混
成
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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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十
七
標
及
馮
玉
祥
營
所
屬
之
八
十
標
暫
留
守
奉
天
新
民
府
大
營
。

十
月
初
，
張
紹
曾
率
第
二
十
鎮
參
操
部
隊
入
關
參
加
永
平
秋
操
。
十
日
，
第
二
十
鎮
司
令
部
到
達
距
灤
州

六
十
里
之
昌
黎
縣
城
時
，
爆
發
了
震
驚
全
國
的
武
昌
新
軍
起
義
，
此
刻
距
永
平
秋
操
僅
差
六
天
。

清
庭
立
即
下
令
停
止
秋
操
，
抽
調
參
操
部
隊
一
部
火
速
南
下
，
進
攻
武
昌
義
軍
；
參
操
之
禁
衛
軍
回
師
北

京
；
包
括
馮
玉
祥
營
在
內
的
第
二
十
鎮
留
守
新
民
府
之
部
隊
立
刻
開
赴
灤
州
，
與
參
操
部
隊
會
合
，
待
命
南

下
。

武
昌
新
軍
起
義
成
功
的
消
息
傳
來
，
﹁
武
學
研
究
會
﹂
全
體
同
仁
歡
喜
若
狂
。
他
們
時
而
秘
密
策
劃
武
裝

暴
動
方
案
，
時
而
到
廣
大
官
兵
中
進
行
宣
傳
鼓
動
。
馮
玉
祥
搞
到
一
台
油
印
機
，
把
義
軍
節
節
勝
利
的
戰
報
、

各
省
回
應
起
義
的
文
電
，
以
及
鼓
吹
革
命
的
文
章
等
，
及
時
印
成
宣
傳
品
，
分
發
到
各
營
官
兵
中
。
韓
復
榘
身

為
軍
中
的
﹁
秀
才
﹂
、
營
部
的
司
書
及
﹁
武
學
研
究
會
﹂
的
同
仁
，
責
無
旁
貸
地
承
擔
起
編
寫
、
刻
印
、
分
發

宣
傳
品
的
任
務
，
經
常
通
宵
達
旦
地
工
作
。

十
月
二
十
七
日
，
張
紹
曾
、
藍
天
蔚
、
盧
永
祥
︵
第
三
鎮
第
五
協
協
統
︶
、
伍
祥
貞
︵
第
二
十
鎮
第

三
十
九
協
協
統
︶
和
潘
矩
楹
︵
第
二
十
鎮
第
四
十
協
協
統
︶
等
五
人
聯
名
向
清
廷
電
奏
由
梁
啟
超
擬
纂
的
︿
兵

諫
奏
章
﹀
，
標
榜
忠
君
愛
國
，
主
張
改
革
政
體
，
﹁
以
英
國
之
君
主
憲
章
為
準
﹂
；
同
時
截
扣
南
運
之
軍
火
，

並
打
出
﹁
立
憲
軍
﹂
的
大
旗
。
此
即
所
謂
﹁
假
立
憲
之
名
，
行
革
命
之
實
﹂
的
﹁
灤
州
兵
諫
﹂
，
或
﹁
灤
州
停

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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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
昌
首
義
後
，
各
省
紛
紛
獨
立
，
朝
不
保
夕
的
清
帝
接
到
︿
兵
諫
奏
章
﹀
，
只
得
做
出
讓
步
，
頒
布
︿
罪

己
詔
﹀
，
承
認
天
下
禍
患
，
﹁
皆
朕
一
人
之
過
也
﹂
，
同
意
實
行
憲
政
。
實
際
上
，
這
一
切
不
過
是
緩
兵
之
計
，

清
廷
重
新
啟
用
袁
世
凱
，
委
之
為
內
閣
總
理
大
臣
，
對
革
命
進
行
反
撲
。

十
一
月
七
日
，
吳
祿
貞
被
清
廷
鷹
犬
暗
殺
於
石
家
莊
；
藍
天
蔚
被
免
職
，
避
走
上
海
；
張
紹
曾
被
調
離
第

二
十
鎮
，
所
遺
統
制
官
一
職
由
假
革
命
、
真
保
皇
的
潘
矩
楹
繼
任
，
﹁
灤
州
兵
諫
﹂
無
息
而
終
。

張
紹
曾
被
調
離
職
的
消
息
傳
開
，
第
二
十
鎮
傾
向
革
命
的
官
兵
義
憤
填
膺
。
十
一
月
八
日
，
他
們
於
灤
州

城
北
五
里
、
橫
山
之
陽
的
大
覺
寺
舉
行
會
議
，
參
加
者
共
七
十
餘
人
，
據
臺
北
︽
文
獻
︾
雜
誌
載
：
其
中
有

七
十
九
標
的
王
金
銘
、
施
從
雲
、
戴
錫
九
、
龔
柏
齡
、
石
敬
亭
、
李
滋
懋
、
張
振
甲
等
；
八
十
標
的
馮
玉
祥
、

鄭
金
聲
、
王
石
清
、
張
之
江
、
張
樹
聲
、
張
振
揚
、
李
鳴
鐘
、
鹿
鍾
麟
、
韓
復
榘
、
劉
驥
、
李
炘
等
；
東
北
同

盟
會
的
商
震
、
朱
霽
青
、
郭
風
山
等
。
會
議
議
決
：
挽
留
張
紹
曾
留
任
二
十
鎮
統
制
；
抵
制
潘
矩
楹
接
任
二
十

鎮
統
制
；
派
員
赴
武
昌
與
湖
北
軍
政
府
接
洽
。
次
日
上
午
十
時
，
於
灤
州
火
車
站
第
二
十
鎮
司
令
部
再
度
舉
行

會
議
，
與
會
人
員
增
至
二
百
餘
人
，
當
面
向
張
紹
曾
表
達
挽
留
之
意
，
同
時
以
全
鎮
官
兵
名
義
致
電
北
京
，
請

求
清
廷
收
回
成
命
。
過
了
一
天
，
未
見
清
廷
回
覆
，
新
任
二
十
鎮
統
制
潘
矩
楹
愈
發
有
恃
無
恐
，
進
而
規
定
軍

中
不
得
集
會
，
不
得
自
由
出
入
軍
營
，
同
時
暗
布
奸
細
，
監
視
官
兵
動
向
，
甚
至
每
晚
架
設
大
炮
，
指
向
軍
營
，

嚴
防
生
變
。

馮
玉
祥
營
部
的
油
印
機
在
轉
移
過
程
中
不
慎
被
標
統
范
國
璋
發
現
，
為
便
於
監
控
部
隊
，
潘
矩
楹
請
准
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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廷
，
將
七
十
七
標
調
往
錦
州
；
七
十
八
標
調
往
關
外
；
馮
玉
祥
營
所
屬
之
八
十
標
及
馬
、
炮
、
工
等
兵
種
調
往

秦
皇
島
至
海
陽
鎮
一
線
；
灤
州
只
留
下
七
十
九
標
，
於
是
第
二
十
鎮
部
隊
被
拆
得
七
零
八
落
，
革
命
骨
幹
份
子

也
被
分
散
開
來
。

第
八
十
標
被
調
往
海
陽
鎮
，
是
因
為
風
傳
山
東
菸
臺
之
民
軍
欲
由
此
跨
海
登
陸
。
標
統
范
國
璋
秉
承
潘
矩

楹
之
意
，
命
王
石
清
第
一
營
任
右
翼
；
鄭
金
聲
第
二
營
任
左
翼
；
馮
玉
祥
第
三
營
任
中
央
後
防
，
為
預
備
隊
；

炮
兵
營
任
左
翼
後
防
；
﹁
三
張
﹂
所
在
之
騎
兵
營
在
沙
崗
子
，
任
右
翼
前
防
。

其
時
，
清
廷
已
啟
用
袁
世
凱
，
精
銳
的
清
新
軍
六
鎮
紛
紛
南
下
，
以
武
力
壓
迫
武
昌
革
命
軍
。
﹁
武
學
研

究
會
﹂
諸
同
仁
以
為
，
非
急
發
難
以
拊
清
軍
之
背
，
則
武
昌
起
義
將
至
功
虧
一
簣
。
於
是
，
第
二
十
鎮
革
命
官

兵
在
灤
州
火
車
站
附
近
秘
密
集
會
，
張
之
江
、
張
樹
聲
、
張
振
揚
、
李
鳴
鐘
、
鹿
鍾
麟
、
韓
復
榘
、
石
敬
亭
、

李
滋
懋
、
周
文
海
、
李
子
峰
等
人
堅
認
：
﹁
以
後
革
命
工
作
不
可
無
人
領
導
﹂
，
敦
請
王
金
銘
、
施
從
雲
、

馮
玉
祥
三
位
管
帶
繼
續
主
持
大
計
，
策
劃
一
切
。
眾
人
歡
呼
贊
成
。
王
、
施
、
馮
當
場
毅
然
受
命
，
王
且
代
表

三
人
慷
慨
陳
詞
，
﹁
聞
者
感
泣
，
全
體
肅
然
﹂
。
正
當
二
十
鎮
革
命
官
兵
積
極
謀
劃
起
義
時
，
全
國
各
政
治
團

體
也
都
在
密
切
關
注
灤
州
。
中
國
同
盟
會
總
部
領
導
人
之
一
李
葆
貞
專
程
由
日
本
東
京
回
國
，
三
次
來
灤
州
策

動
革
命
；
京
津
同
盟
會
骨
幹
李
石
曾
、
鄭
毓
秀
等
及
天
津
革
命
團
體
﹁
共
和
會
﹂
會
長
白
雅
雨
、
骨
幹
李
大

釗
、
凌
鉞
等
也
積
極
參
與
策
動
灤
州
新
軍
起
義
；
湖
北
軍
政
府
全
權
代
表
胡
鄂
公
亦
北
上
灤
州
，
指
導
革
命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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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
︵
註
二
︶

一
九
一
一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日
上
午
，
王
金
銘
、
施
從
雲
在
灤
州
北
關
師
範
學
堂
第
七
十
九
標
標
部
以
二
十

鎮
第
四
十
協
的
名
義
發
出
共
和
通
電
，
宣
布
灤
軍
全
體
主
張
共
和
，
推
翻
帝
制
，
下
邊
落
款
為
：
﹁
統
領
官
蕭

廣
傳
、
管
帶
官
施
從
雲
、
王
金
銘
、
張
建
功
、
王
石
清
、
鄭
金
聲
、
馮
禦
香
︵
玉
祥
︶
、
徐
廷
榮
及
下
級
官
佐

同
叩
。
﹂
︵
註
三
︶

三
十
一
日
晚
，
王
金
銘
等
同
去
海
陽
鎮
，
與
馮
玉
祥
密
談
竟
夜
，
確
定
了
發
動
灤
州
起
義
的
具
體
方
案
。

按
當
初
的
計
畫
：
待
菸
臺
民
軍
至
秦
皇
島
登
陸
，
灤
州
及
海
陽
鎮
兩
地
新
軍
同
時
動
作
。
﹁
三
張
﹂
騎
兵
營
在

秦
皇
島
西
南
山
嘴
首
先
發
動
；
王
石
清
營
擔
任
左
翼
；
鄭
金
聲
營
擔
任
右
翼
；
馮
玉
祥
營
為
預
備
隊
，
襲
擊
保

皇
派
炮
兵
陣
地
，
解
決
蕭
廣
傳
、
范
國
璋
的
協
、
標
指
揮
部
，
再
會
合
左
、
右
兩
翼
及
騎
兵
營
攻
占
山
海
關
，

繼
而
分
頭
進
攻
北
京
及
奉
天
省
城
；
派
韓
復
榘
率
新
募
之
騎
兵
自
黑
山
子
繞
道
直
趨
灤
州
，
與
七
十
九
標
會

合
；
派
鹿
鍾
麟
、
石
敬
亭
赴
唐
山
組
織
武
裝
同
志
三
千
名
，
聯
合
天
津
張
懷
芝
部
屆
時
回
應
。
預
計
起
義
於
次

年
元
月
中
旬
舉
事
。
︵
註
四
︶

一
九
一
二
年
一
月
一
日
，
當
王
金
銘
從
海
陽
鎮
返
回
到
灤
州
時
，
驚
異
地
獲
悉
施
從
雲
等
已
決
定
提
前
發

︵
註
二
︶ 

唐
向
榮
：
︿
辛
亥
灤
州
起
義
﹀
，
︽
灤
縣
文
史
資
料
︾
第
七
輯
。

︵
註
三
︶ 

唐
向
榮
：
︿
辛
亥
灤
州
起
義
﹀
，
︽
灤
縣
文
史
資
料
︾
第
七
輯
。

︵
註
四
︶ 

馮
玉
祥
：
︽
我
的
生
活
︾
，
第
一
百
一
十
八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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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
起
義
！

原
來
在
王
金
銘
赴
海
陽
鎮
期
間
，
白
雅
雨
已
攜
帶
﹁
中
華
民
國
軍
政
府
北
軍
大
都
督
之
印
﹂
，
並
率
領

二
十
多
名
敢
死
隊
從
天
津
來
到
灤
州
，
力
促
施
從
雲
等
立
即
發
動
起
義
，
原
因
是
清
庭
對
於
京
奉
線
上
的
革
命

醞
釀
已
有
所
聞
，
已
結
集
兵
力
，
準
備
彈
壓
。
施
在
上
下
一
片
革
命
激
情
推
動
下
，
同
意
提
前
發
動
起
義
。
王

見
時
機
已
迫
，
不
可
再
待
，
當
晚
便
邀
集
白
雅
雨
、
凌
鉞
、
鹿
鍾
麟
、
石
敬
亭
及
被
馮
玉
祥
特
意
留
在
灤
州
的

韓
復
榘
和
劉
驥
等
第
八
十
標
革
命
同
志
，
至
北
關
師
範
學
堂
召
開
緊
急
會
議
，
宣
布
立
即
發
動
起
義
，
並
推
舉

新
任
七
十
九
標
標
統
岳
兆
麟
為
大
都
督
︵
王
、
施
為
爭
取
岳
參
加
革
命
，
還
將
赴
海
陽
鎮
與
馮
玉
祥
擬
定
的
起

義
計
畫
全
盤
告
訴
了
岳
。
岳
藉
口
兵
力
不
足
，
不
肯
就
任
大
都
督
職
︶
。
會
議
還
委
託
韓
復
榘
次
日
即
返
回
海

陽
鎮
，
向
八
十
標
的
馮
玉
祥
、
王
石
清
、
鄭
金
聲
三
位
管
帶
通
報
會
議
決
定
，
以
便
共
同
發
動
。

不
料
次
日
︵
二
日
︶
一
早
，
岳
兆
麟
潛
至
開
平
，
向
通
︵
州
︶
永
︵
平
︶
鎮
總
兵
王
懷
慶
告
密
。
袁
世
凱

聞
訊
，
以
變
生
肘
腋
，
刻
不
容
緩
，
一
邊
命
第
三
鎮
馳
往
灤
州
進
剿
，
一
邊
派
王
懷
慶
前
往
灤
州
勸
諭
革
命
軍
。

王
當
日
晚
即
赴
灤
州
第
四
十
協
協
部
，
召
見
七
十
九
標
三
位
管
帶
，
婉
言
勸
慰
。
王
金
銘
、
施
從
雲
不
為
所
動
，

反
令
部
屬
以
手
槍
逼
王
就
任
義
軍
大
都
督
。
王
假
意
應
允
。

三
日
晨
七
時
，
眾
人
策
馬
擁
王
進
城
，
擬
拜
印
就
職
。
中
途
，
王
詭
稱
試
馬
，
乘
機
落
荒
而
逃
。
這
一
意

外
情
況
迫
使
王
金
銘
、
施
從
雲
等
決
定
立
即
行
動
，
先
發
制
人
。
當
日
上
午
，
義
軍
官
兵
在
灤
州
舉
義
旗
、
興

義
師
，
宣
布
﹁
中
華
民
國
北
洋
軍
政
府
﹂
正
式
成
立
，
同
時
在
州
衙
舉
行
隆
重
的
就
職
儀
式
；
在
灤
州
城
張
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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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
立
布
告
；
向
全
國
發
出
通
電
；
改
﹁
宣
統
三
年
﹂
為
﹁
黃
帝
紀
元
四
千
六
百
○
九
年
﹂
。

義
軍
人
事
任
命
如
下
：

王
金
銘  

中
華
民
國
北
洋
軍
政
府
北
軍
大
都
督

施
從
雲  
中
華
民
國
北
洋
軍
政
府
北
軍
總
司
令

張
建
功  

中
華
民
國
北
洋
軍
政
府
北
軍
副
司
令

馮
玉
祥  

中
華
民
國
北
洋
軍
政
府
北
軍
參
謀
總
長

白
雅
雨  

中
華
民
國
北
洋
軍
政
府
參
謀
處
長
兼
外
交
處
長

周
文
海  

中
華
民
國
北
洋
軍
政
府
秘
書
處
長

孫
諫
聲  

中
華
民
國
北
洋
軍
政
府
軍
務
處
長
兼
財
政
處
長

朱
佑
保  

中
華
民
國
北
洋
軍
政
府
軍
需
處
長

陳
洪
度  

中
華
民
國
北
洋
軍
政
府
軍
法
處
長

   　
　
陳
　
濤  

前
敵
總
指
揮

　
　
熊
朝
霖  

前
敵
參
謀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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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
鍾
麟  

右
路
軍
司
令    

　
　
韓
復
榘  

左
路
軍
司
令

　
　
石
敬
亭  

中
路
軍
司
令

　
　
鄭
金
聲  

後
援
軍
右
翼
司
令

　
　
王
石
清  

後
援
軍
左
翼
司
令

　
　
張
之
江  
騎
兵
司
令    

　
　
張
樹
聲  

騎
兵
副
司
令

　
　
劉
漢
柏  

灤
州
衛
戍
司
令

　
　
張
　
鉞  

炸
彈
隊
隊
長

　
　
熊
齊
賢  

敢
死
隊
隊
長

一
月
四
日
上
午
，
王
金
銘
、
施
從
雲
率
七
十
九
標
全
體
義
軍
在
灤
州
城
內
北
關
師
範
學
堂
莊
嚴
誓
師
，
宣

讀
討
伐
清
廷
的
千
字
檄
文
，
並
通
電
全
國
。
下
午
五
時
，
王
、
施
率
第
一
、
二
兩
營
義
軍
七
百
餘
人
開
跋
，
準

備
出
城
。
第
三
營
管
帶
張
建
功
表
面
同
情
革
命
，
暗
中
與
標
統
范
國
璋
互
通
聲
氣
，
此
刻
見
王
、
施
已
發
動
，

便
圖
窮
匕
見
，
率
所
部
第
三
營
在
城
頭
猛
烈
截
擊
義
軍
，
雙
方
激
戰
約
兩
小
時
。
王
、
施
為
爭
取
時
間
，
毅
然

撤
出
戰
鬥
，
率
義
軍
直
趨
火
車
站
，
攔
截
兩
列
客
車
，
西
進
津
、
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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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
命
彈
壓
義
軍
的
第
三
鎮
統
制
曹
錕
，
命
駐
防
正
定
之
第
六
協
︵
協
統
陳
文
遠
︶
第
十
二
標
︵
標
統
汪
學

謙
︶
乘
火
車
，
經
天
津
，
趨
赴
灤
州
。
就
在
北
上
鎮
壓
義
軍
的
這
一
標
人
馬
中
，
有
一
位
二
十
四
歲
的
機
槍
長

︵
正
目
，
相
當
班
長
︶
，
名
叫
韓
多
峰
，
字
秀
岩
，
山
東
東
平
人
，
若
干
年
後
成
為
馮
玉
祥
的
﹁
十
三
太
保
﹂

之
一
。
韓
復
榘
主
魯
時
，
他
任
山
東
省
﹁
聯
莊
會
﹂
副
會
長
。
有
人
稱
他
在
西
北
軍
中
屬
於
﹁
二
十
鎮
派
﹂
，

甚
至
稱
他
參
加
過
﹁
灤
州
起
義
﹂
，
顯
然
是
差
之
千
里
。

義
軍
的
火
車
駛
離
灤
州
，
入
夜
行
至
三
十
里
外
的
雷
莊
附
近
時
突
然
出
軌
。
原
來
清
軍
第
十
二
標
為
阻
止

火
車
前
進
，
事
先
扒
了
一
段
鐵
軌
。
清
軍
伏
兵
乘
機
發
起
攻
擊
，
義
軍
倉
促
應
戰
，
雙
方
展
開
激
烈
的
戰
鬥
。

王
金
銘
、
施
從
雲
指
揮
義
軍
英
勇
殺
敵
，
清
軍
援
軍
源
源
而
至
。
義
軍
寡
不
抵
眾
，
勢
難
支
持
。
此
時
，
清
軍

突
然
鳴
號
休
戰
，
詭
稱
請
王
、
施
至
雷
莊
談
判
。
王
、
施
不
知
有
詐
，
率
百
餘
名
官
兵
前
往
，
在
雷
莊
被
清
軍

伏
兵
包
圍
俘
虜
。
次
日
，
王
金
銘
、
施
從
雲
、
白
雅
雨
等
十
四
人
慘
遭
殺
害
。
時
為
一
九
一
二
年
一
月
五
日
。

雷
莊
一
役
，
義
軍
官
兵
犧
牲
百
餘
人
。
據
韓
復
榘
親
筆
纂
寫
的
紀
念
辛
亥
灤
州
起
義
的
碑
文
，
稱
﹁
以
身

殉
國
有
跡
可
考
者
為
王
金
銘
、
施
從
雲
、
白
雅
雨
︙
︙
等
十
四
人
；
有
姓
名
而
無
事
蹟
者
為
張
勳
之
、
馮
國
興

等
五
十
餘
人
；
其
它
無
姓
名
更
無
跡
可
考
者
又
不
知
凡
幾
！
﹂

當
時
參
加
過
雷
莊
戰
鬥
的
韓
多
峰
回
憶
說
：
他
的
上
級
隊
官
是
同
盟
會
員
，
當
奉
命
掃
射
義
軍
時
，
隊
官

先
藉
故
離
開
，
他
便
藉
口
隊
官
不
在
而
拒
絕
射
擊
，
因
此
還
受
到
懲
罰
，
降
為
馬
夫
。

韓
復
榘
受
託
於
一
月
二
日
自
灤
州
返
回
海
陽
鎮
，
向
馮
玉
祥
等
三
位
管
帶
通
報
提
前
起
義
的
消
息
。
但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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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岳
兆
麟
告
密
，
清
廷
已
先
一
步
對
海
陽
鎮
的
第
八
十
標
革
命
官
兵
下
手
。
八
十
標
標
統
范
國
璋
以
﹁
擬
稿
上

報
﹂
為
名
，
於
二
日
清
晨
將
馮
玉
祥
誘
至
標
部
扣
押
。
回
到
海
陽
鎮
的
韓
復
榘
不
但
沒
見
到
馮
，
自
己
也
被
拘

禁
。
鄭
金
聲
與
王
石
清
兩
位
管
帶
、
督
隊
副
官
李
鳴
鐘
及
張
之
江
、
張
樹
聲
兩
位
騎
兵
隊
官
均
被
嚴
密
監
視
起

來
。

馮
玉
祥
和
韓
復
榘
被
范
國
璋
扣
押
後
，
已
成
驚
弓
之
鳥
的
王
懷
慶
來
電
欲
殺
之
，
後
因
雷
莊
事
件
很
快
平

息
，
已
是
風
雨
飄
搖
的
清
廷
不
願
再
將
事
態
擴
大
，
乃
改
判
馮
、
韓
﹁
撤
職
除
名
、
遞
解
回
籍
﹂
。

一
月
六
日
晨
，
馮
玉
祥
和
韓
復
榘
在
被
拘
禁
四
天
之
後
，
分
別
被
押
送
到
京
奉
線
的
火
車
上
遞
解
回
籍
。

馮
在
北
京
逗
留
兩
日
，
拜
見
京
畿
軍
政
執
法
處
處
長
、
恩
公
陸
建
章
，
在
得
到
肯
定
的
承
諾
後
，
才
回
到
保
定

老
家
，
靜
候
陸
的
召
喚
。
韓
在
廊
坊
被
押
下
火
車
，
輾
轉
回
到
霸
縣
。
負
責
押
送
的
馬
弁
把
韓
交
到
縣
衙
上

就
走
了
。
韓
的
老
父
被
傳
喚
到
縣
衙
，
立
下
保
狀
，
把
離
家
出
走
兩
年
的
兒
子
接
回
台
山
村
。
是
年
，
韓
復
榘

二
十
一
歲
。

鄭
金
聲
、
石
敬
亭
與
王
石
清
雖
沒
有
被
遞
解
回
籍
，
也
被
撤
職
除
名
，
回
家
鄉
隱
居
，
不
久
，
又
先
後
去

綏
遠
，
加
入
綏
遠
第
八
十
混
成
團
︵
團
長
徐
廷
榮
︶
，
王
任
第
一
營
營
長
；
鄭
任
第
二
營
營
長
；
石
任
團
參

謀
官
。
後
綏
遠
第
八
十
混
成
團
擴
編
為
綏
遠
混
成
旅
，
鄭
任
該
旅
騎
兵
團
長
、
直
至
綏
遠
混
成
旅
旅
長
；
石

歷
任
該
旅
參
謀
、
參
謀
長
、
營
長
等
職
。
一
九
一
八
年
，
石
赴
湖
南
常
德
，
加
入
馮
玉
祥
第
十
六
混
成
旅
；

一
九
二
四
年
，
馮
玉
祥
發
動
﹁
北
京
政
變
﹂
，
鄭
率
綏
遠
混
成
旅
加
入
馮
創
建
的
國
民
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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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鳴
鐘
去
職
後
來
到
北
京
，
投
奔
京
畿
軍
政
執
法
處
處
長
陸
建
章
，
在
該
處
當
一
名
衛
士
。
一
個
月
後
，

馮
玉
祥
也
來
京
投
陸
，
馮
、
李
二
人
重
聚
在
軍
政
執
法
處
。

灤
州
起
義
爆
發
前
，
張
之
江
已
被
范
國
璋
調
往
金
山
嘴
孤
島
，
所
率
騎
兵
隊
僅
剩
一
排
；
張
樹
聲
騎
兵
隊

槍
械
也
被
范
收
繳
。
起
義
失
敗
後
，
張
之
江
逃
往
上
海
，
投
效
陳
其
美
革
命
軍
，
旋
又
隨
前
二
十
鎮
統
制
張
紹

曾
赴
晉
，
任
山
西
督
都
公
署
參
謀
。
一
九
一
五
年
五
月
，
張
在
四
川
成
都
加
入
馮
玉
祥
第
十
六
混
成
旅
；
起
義

失
敗
後
，
張
樹
聲
也
逃
往
上
海
，
加
入
青
幫
和
紅
幫
，
發
展
很
快
，
連
黃
金
榮
都
是
他
的
徒
弟
。
一
九
一
七
年

一
月
，
張
從
上
海
來
到
直
隸
廊
坊
加
入
馮
玉
祥
第
十
六
混
成
旅
，
被
馮
委
以
高
參
。

三
營
左
隊
隊
官
邱
山
寧
事
後
考
入
陸
軍
大
學
第
二
期
，
與
孫
岳
、
方
本
仁
、
何
遂
等
同
學
，
一
九
一
四
年

畢
業
後
，
赴
陝
西
加
入
馮
玉
祥
第
十
六
混
成
旅
，
任
中
校
參
謀
官
。

鹿
鍾
麟
因
是
第
二
十
鎮
三
十
九
協
︵
協
統
伍
祥
楨
︶
七
十
八
標
標
統
車
震
的
副
官
，
經
車
力
保
而
躲
過
一

劫
。
民
國
後
，
伍
任
第
四
混
成
旅
旅
長
，
鹿
任
該
旅
二
團
二
營
營
副
。
一
九
一
六
年
二
月
，
鹿
隨
伍
旅
在
四
川

作
戰
期
間
，
加
入
馮
玉
祥
第
十
六
混
成
旅
。

劉
驥
事
後
躲
藏
到
北
京
親
友
家
，
一
九
一
四
年
，
考
入
陸
軍
大
學
第
四
期
，
畢
業
後
，
於
一
九
一
七
年
，

在
直
隸
廊
坊
加
入
馮
玉
祥
第
十
六
混
成
旅
。

起
義
失
敗
後
，
趙
席
聘
、
谷
良
友
、
張
維
璽
、
馬
式
彬
、
馮
安
邦
等
皆
返
回
老
家
躲
避
一
時
，
幾
個
月
後

紛
紛
來
到
北
京
，
加
入
以
馮
玉
祥
為
營
長
的
左
路
備
補
軍
第
二
營
。
韓
復
榘
也
是
在
這
時
來
到
北
京
三
家
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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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許
驤
雲
於
一
九
一
四
年
馮
在
陝
西
任
旅
長
時
歸
隊
。
陳
毓
耀
於
一
九
一
七
年
在
直
隸
廊
坊
加
入
第
十
六
混

成
旅
。李

炘
在
起
義
失
敗
後
不
久
，
考
取
保
定
軍
校
第
四
期
，
一
九
一
五
年
秋
肄
業
，
在
四
川
綿
陽
加
入
馮
玉
祥

第
十
六
混
成
旅
。

八
十
標
標
統
范
國
璋
因
鎮
壓
起
義
有
功
，
被
提
升
為
第
四
十
協
協
統
，
民
國
後
又
晉
升
二
十
師
長
。
第

七
十
九
標
統
張
建
功
也
因
﹁
建
功
﹂
升
任
協
統
，
民
國
後
，
追
隨
山
東
督
理
鄭
士
琦
，
任
山
東
陸
軍
第
四
混
成

旅
旅
長
，
一
九
二
五
年
，
張
宗
昌
入
魯
後
將
其
收
編
。
一
九
二
八
年
，
張
宗
昌
被
北
伐
軍
打
垮
，
張
建
功
不
知

怎
麼
昏
了
頭
，
又
帶
著
兒
子
去
河
南
找
馮
玉
祥
謀
出
路
。
張
氏
父
子
在
開
封
見
到
石
敬
亭
，
石
當
面
敷
衍
之
，

晚
上
便
派
人
將
張
氏
父
子
騙
到
郊
外
活
埋
。
儘
管
張
曾
對
人
說
過
﹁
我
就
怕
馮
玉
祥
！
﹂
，
終
以
為
事
過
多
年
，

心
存
僥
倖
，
結
果
自
己
送
上
斷
頭
臺
。

辛
亥
灤
州
起
義
作
為
辛
亥
革
命
的
一
部
分
，
雖
然
功
敗
垂
成
，
但
由
於
灤
州
地
處
京
畿
，
變
生
肘
腋
，
對

清
廷
構
成
極
大
威
脅
，
有
力
地
牽
制
了
清
軍
對
武
昌
的
進
攻
。
辛
亥
灤
州
起
義
的
功
績
將
永
垂
青
史
！

臺
灣
近
代
史
研
究
所
所
長
、
梁
敬
諄
教
授
所
著
︽
辛
亥
革
命
︾
高
度
評
價
灤
州
起
義
：
﹁
他
們
的
行
動
不

僅
使
滿
清
政
府
震
動
，
在
前
線
的
北
方
軍
隊
也
為
之
吃
驚
。
︙
︙
因
此
灤
州
事
件
對
於
辛
亥
革
命
之
成
功
，
關

係
重
大
。
﹂
︵
註
五
︶

︵
註
五
︶ 

梁
敬
諄
：
︿
辛
亥
革
命
﹀
，
︽
傳
記
文
學
︾
，
第
一
百
一
十
三
期
，
第
六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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灤
州
起
義
的
倖
存
者
沒
有
忘
記
英
勇
犧
牲
的
同
志
。

一
九
二
六
年
，
馮
玉
祥
在
﹁
五
原
誓
師
﹂
的
集
會
上
，
曾
發
表
一
番
自
述
懷
抱
的
講
話
，
其
中
就
說
到
：

﹁
辛
亥
武
昌
起
義
，
我
與
張
之
江
、
李
鳴
鐘
、
張
樹
聲
、
韓
復
榘
諸
同
仁
，
同
了
王
金
銘
、
施
從
雲
、
白
雅
雨

諸
烈
士
舉
兵
回
應
而
有
灤
州
之
役
；
不
幸
為
王
懷
慶
所
欺
，
功
敗
垂
成
，
王
、
施
、
白
諸
烈
士
即
時
成
仁
就
義
。

我
同
張
、
李
、
張
、
韓
均
被
遞
解
回
籍
，
僅
以
身
免
。
﹂
︵
註
六
︶

一
九
三
六
年
，
為
表
達
對
辛
亥
灤
州
起
義
死
難
烈
士
崇
敬
與
懷
念
，
由
馮
玉
祥
發
起
，
韓
復
榘
、
宋
哲
元

出
資
贊
助
，
分
別
在
濟
南
和
北
平
修
建
﹁
辛
亥
灤
州
起
義
烈
士
紀
念
陵
園
﹂
︵
在
濟
南
的
陵
園
因
抗
戰
軍
興
，

只
建
成
一
部
分
便
停
工
︶
。

北
平
的
﹁
辛
亥
灤
州
起
義
烈
士
紀
念
陵
園
﹂
位
於
西
北
郊
溫
泉
附
近
的
界
龍
山
上
，
部
分
死
難
烈
士
的
衣

冠
安
葬
於
此
。
陵
園
入
口
處
有
石
牌
坊
一
座
，
兩
旁
柱
上
有
楹
聯
兩
幅
：
﹁
此
日
園
林
簇
錦
繡
；
當
年
勇
烈
動

山
川
﹂
、
﹁
尺
山
尺
水
永
留
血
跡
；
一
花
一
木
想
見
英
風
﹂
。
園
內
建
有
紀
念
堂
、
紀
念
碑
和
高
達
十
二
米
的

紀
念
塔
。
紀
念
碑
正
面
有
馮
玉
祥
親
筆
題
詞
，
背
面
是
韓
復
榘
親
自
纂
文
並
書
寫
的
︿
辛
亥
革
命
先
烈
衣
冠
塚

銘
並
序
﹀
，
全
文
如
下
：

嗚
呼
！
此
灤
州
革
命
諸
先
烈
埋
藏
衣
冠
處
也
。
夫
革
命
非
速
成
之
事
業
，
而
流
血
乃
大
好
之
收
場
。

︵
註
六
︶ 

馮
玉
祥
：
︽
我
的
生
活
︾
，
下
冊
，
第
四
百
九
十
一
頁
，
黑
龍
江
出
版
社
一
九
八
一
年
第
三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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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仁
人
義
士
固
已
視
死
如
歸
，
雖
肝
腦
塗
地
，
膏
血
原
野
，
在
所
弗
恤
。
獨
是
殺
身
成
仁
，
見
危
受
命
，

或
戰
歿
於
疆
場
，
或
殺
戮
於
立
談
之
頃
，
同
時
死
義
者
都
數
十
百
人
，
求
骸
骨
而
不
得
，
乃
設
衣
冠
而

葬
之
，
何
其
慘
哉
！
竊
維
灤
州
革
命
，
主
其
事
者
為
已
故
大
都
督
王
金
銘
、
總
司
令
施
從
雲
等
百
餘
人
，

處
清
廷
淫
威
之
下
，
當
革
命
胚
胎
萌
芽
之
秋
，
初
則
設
武
學
研
究
會
，
已
秘
密
運
動
；
繼
則
設
山
東
同
鄉

會
，
已
策
劃
進
行
，
處
心
積
慮
，
待
時
而
動
者
，
蓋
已
久
矣
。
洎
乎
武
昌
事
起
，
天
下
豪
傑
聞
風
回
應
，

而
灤
州
忠
義
之
氣
，
遂
一
發
而
不
可
遏
止
。
議
者
謂
：
辛
亥
革
命
雖
發
軔
於
武
昌
，
而
成
功
之
速
，
實
灤

州
舉
義
有
以
促
成
之
，
其
信
然
也
。
先
是
，
革
命
計
畫
以
王
金
銘
、
施
從
雲
、
張
建
功
三
營
為
灤
州
之
主

力
軍
；
以
海
陽
之
馮
營
與
三
張
所
部
之
馬
隊
遙
為
聲
援
；
且
與
藍
天
蔚
、
吳
祿
貞
聯
為
一
氣
；
派
員
赴
南

洋
軍
政
府
請
兵
北
伐
，
約
期
舉
事
。
持
之
以
鎮
定
，
處
之
以
審
慎
，
固
非
若
拔
劍
而
起
，
挺
身
而
鬥
者
比

也
。
然
以
地
近
畿
輻
，
漢
奸
滿
奴
環
侍
其
側
，
南
軍
未
至
，
馮
公
遽
被
監
視
，
各
部
馬
隊
復
被
調
撥
分
散
，

情
急
事
迫
，
岌
焉
不
可
終
日
。
王
金
銘
等
乃
毅
然
宣
告
獨
立
，
組
織
北
洋
軍
政
府
，
為
武
昌
後
盾
，
使
清

軍
不
能
首
尾
兼
顧
。
當
其
時
且
誘
至
王
懷
慶
，
奉
以
大
都
督
印
信
，
牽
制
淮
軍
。
方
欲
率
師
西
進
，
直
搗

幽
燕
，
而
王
懷
慶
詭
計
潛
逃
，
張
建
功
中
途
變
節
，
雷
莊
一
戰
，
眾
寡
不
敵
，
遂
至
一
蹶
而
不
可
復
振
，

不
勝
歎
哉
！
是
役
也
，
計
以
身
殉
國
有
跡
可
考
者
，
為
王
金
銘
、
施
從
雲
、
白
雅
雨
、
孫
諫
生
、
戴
錫

九
、
熊
其
賢
、
張
振
甲
、
劉
瀛
、
董
錫
純
、
萬
盛
臣
、
呂
一
善
、
牟
惠
來
、
王
禹
臣
、
黃
雲
水
等
十
四
人
；

有
姓
名
而
無
事
蹟
者
為
張
勳
之
、
馮
國
興
等
五
十
餘
人
，
其
它
並
姓
名
無
可
考
者
又
不
知
凡
幾
。
雖
以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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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
遷
之
善
傳
遊
俠
，
不
能
為
田
橫
島
五
百
義
士
立
傳
，
斯
尤
可
慨
者
！
已
乃
者
於
民
國
二
十
五
年
四
月
，

奉
國
民
政
府
明
令
，
自
大
都
督
以
下
追
贈
有
差
，
並
飭
在
北
平
西
山
建
衣
冠
塚
，
以
彰
忠
烈
。
而
諸
先
烈

之
豐
功
偉
績
，
始
大
曝
於
天
下
，
餘
乃
詮
次
其
事
，
而
復
繫
之
以
銘
。
銘
曰
：

赫
赫
先
烈
，
耿
耿
孤
忠
。  

弓
能
射
虎
，
劍
欲
屠
龍
。

生
為
神
將
，
死
為
鬼
雄
。  

一
日
碧
血
，
千
年
白
虹
。

辛
亥
之
役
，
革
命
前
鋒
。  

遭
時
多
難
，
敗
乃
成
功
。

殲
我
士
卒
，
喪
我
元
戎
。  

裹
屍
不
得
，
掩
骼
無
從
。

乃
葬
衣
冠
，
標
識
幽
宮
。  
湯
山
峨
峨
，
溫
泉
溶
溶
。

厥
旌
冷
壙
，
亮
節
英
風
。  
賴
有
國
典
，
褒
恤
優
崇
。

刻
銘
勒
碑
，
昭
示
無
窮
。

韓
復
榘  

敬
纂
並
書

中
華
民
國
二
十
五
年
十
一
月

韓
復
榘
親
筆
為
衣
冠
塚
纂
寫
的
碑
銘
並
序
已
成
為
研
究
灤
州
起
義
歷
史
的
一
篇
重
要
文
獻
。
﹁
辛
亥
灤
州

起
義
研
究
會
﹂
副
會
長
兼
秘
書
長
唐
向
榮
指
出
：
﹁
韓
復
榘
這
一
舊
中
國
的
軍
政
人
物
，
自
有
歷
史
學
家
對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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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
出
全
面
的
評
價
。
只
就
灤
州
起
義
而

言
，
他
有
四
點
是
可
以
肯
定
的
：
第
一
，

他
早
年
投
身
灤
州
起
義
是
正
確
的
；
第

二
，
他
對
灤
州
起
義
的
紀
念
和
宏
揚
是

有
貢
獻
的
；
第
三
，
親
筆
為
衣
冠
塚
屬

文
是
基
本
符
合
史
實
的
；
第
四
，
衣
冠

塚
銘
文
是
情
深
理
正
的
。
﹂
︵
註
七
︶

﹁
辛
亥
灤
州
起
義
烈
士
紀
念
陵
園
﹂

建
成
後
，
國
民
政
府
於
一
九
三
七
年
五

月
二
十
六
日
在
此
舉
行
﹁
辛
亥
灤
州
革

命
諸
烈
士
國
葬
大
典
﹂
，
馮
玉
祥
、
韓
復
榘
、
宋
哲
元
等
為
國
葬
典
禮
籌
備
委
員
會
委
員
。

﹁
辛
亥
灤
州
起
義
烈
士
紀
念
陵
園
﹂
在
﹁
文
革
﹂
期
間
曾
遭
到
嚴
重
破
壞
。
一
九
八
一
年
，
北
京
市
有
關

部
門
對
這
座
陵
園
進
行
全
面
整
修
，
基
本
恢
復
了
原
貌
。

︵
註
七
︶ 

唐
向
榮
：
︿
辛
亥
灤
州
起
義
﹀
，
︽
灤
縣
文
史
資
料
︾
第
七
輯
，
第
二
百
二
十
二
頁
。

北
京
溫
泉
辛
亥
灤
州
起
義
先
烈
衣
冠
塚
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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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
復
榘
親
自
纂
文
並
書
寫
的
︿
辛
亥
革
命
先
烈
衣
冠
塚
銘
並
序
﹀

第
二
十
鎮
四
十
協
七
十
九
標
第
二
營
管
帶 

施
從
雲

第
二
十
鎮
四
十
協
七
十
九
標
第
一
營
管
帶
王
金
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