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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中山愛國主義思想的特徵

代
　
序

孫
中
山
愛
國
主
義
思
想
的
特
徵

孫
中
山
先
生
是
一
位
偉
大
的
愛
國
主
義
者
和
民
族
英
雄
。
﹁
文
，
愛
國
若
命
﹂

｜
這
是
他
的
自
述
，

他
四
十
年
奮
鬥
的
歷
程
證
明
此
言
絕
無
虛
誇
。
愛
國
，
是
孫
中
山
全
部
事
業
的
出
發
點
和
歸
宿
。

在
十
九
世
紀
末
葉
，
孫
中
山
目
睹
民
族
危
機
，
激
發
出
巨
大
的
愛
國
熱
忱
。
︽
檀
香
山
興
中
會
章
程
︾

裡
指
出
：
﹁
方
今
強
鄰
環
列
，
虎
視
鷹
瞵
，
久
垂
涎
於
中
華
五
金
之
富
，
物
產
之
饒
。
蠶
食
鯨
吞
，
已
效
尤

於
接
踵
；
瓜
分
豆
剖
，
實
堪
慮
於
目
前
。
﹂

1
正
是
強
烈
的
愛
國
熱
忱
促
使
他
走
上
了
挽
救
祖
國
危
亡
的
道

路
。
他
放
棄
個
人
舒
適
的
生
活
環
境
，
冒
著
生
命
危
險
，
聚
集
同
志
，
前
赴
後
繼
，
反
抗
帝
國
主
義
的
侵
略
，

推
翻
清
王
朝
的
統
治
；
辛
亥
革
命
後
，
又
繼
續
領
導
了
反
對
袁
世
凱
、
段
祺
瑞
、
曹
錕
、
吳
佩
孚
等
北
洋
軍

閥
統
治
的
鬥
爭
，
歷
盡
艱
辛
，
百
折
不
撓
。
所
有
這
一
切
，
都
是
為
著
﹁
振
興
中
華
﹂
的
目
的
，
要
為
中
華

民
族
獨
立
、
民
主
和
富
強
開
闢
一
條
廣
闊
道
路
。
也
正
是
從
這
種
追
求
出
發
，
他
在
晚
年
尋
求
與
中
國
共
產

黨
合
作
，
毅
然
實
行
﹁
聯
俄
、
容
共
、
扶
助
農
工
﹂
三
大
政
策
，
改
組
國
民
黨
，
重
新
解
釋
三
民
主
義
，
使

1　 
中
國
社
科
院
近
代
史
研
究
所
等
編
：
︽
孫
中
山
全
集
︾
第
一
卷
，
中
華
書
局
一
九
八
一
年
版
，
第
十
九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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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國
革
命
走
向
一
個
新
的
階
段
。

愛
國
主
義
，
是
貫
穿
於
孫
中
山
思
想
和
行
為
的
一
條
主
線
。
孫
中
山
的
所
有
著
述
和
活
動
，
無
不
體
現

愛
國
主
義
的
激
情
和
所
追
求
的
愛
國
主
義
崇
高
目
標
。
考
察
孫
中
山
愛
國
主
義
思
想
，
可
以
清
晰
地
看
出
，

它
顯
示
著
四
個
基
本
特
徵
，
即
：
愛
國
，
必
須
反
對
帝
國
主
義
的
侵
略
；
愛
國
，
必
須
進
行
推
翻
封
建
統
治

的
革
命
；
愛
國
，
必
須
熱
衷
於
祖
國
的
建
設
；
愛
國
，
必
須
維
護
祖
國
的
統
一
。
介
紹
和
剖
析
孫
中
山
愛
國

主
義
的
四
個
基
本
特
徵
，
可
以
加
深
對
這
位
偉
大
革
命
先
驅
者
的
理
解
。

一
反
抗
帝
國
主
義
侵
略
，
是
孫
中
山
愛
國
主
義
思
想
的
基
本
特
徵
之
一
。

在
近
代
中
國
的
一
百
一
十
年
中
，
帝
國
主
義
和
中
華
民
族
的
矛
盾
是
社
會
最
主
要
的
矛
盾
。
自
一
八
四

○

年
英
國
用
鴉
片
和
大
炮
打
開
中
國
大
門
後
，
帝
國
主
義
列
強
通
過
侵
略
戰
爭
迫
使
中
國
簽
訂
了
一
連
串

的
不
平
等
條
約
，
從
一
八
四
二
年
的
︽
中
英
南
京
條
約
︾
至
一
九○

一
年
的
︽
辛
丑
合
約
︾
，
主
要
的
就
有

十
二
個
之
多
。
也
就
是
說
，
近
代
中
國
從
鴉
片
戰
爭
到
一
九
四
五
年
的
抗
日
戰
爭
結
束
，
每
九
年
裡
，
就
要

簽
訂
一
個
割
地
賠
款
的
不
平
等
條
約
。
中
國
遭
受
著
一
個
接
一
個
不
平
等
條
約
的
束
縛
，
民
族
獨
立
受
到
威

脅
，
社
會
逐
漸
走
上
半
殖
民
地
的
道
路
。
由
於
資
本
主
義
列
強
的
入
侵
，
封
建
經
濟
結
構
發
生
了
解
體
，
新

興
的
民
族
資
本
主
義
在
中
國
有
了
初
步
發
展
，
社
會
變
成
具
有
資
本
主
義
成
分
的
半
封
建
社
會
。
因
此
，
要

愛
國
，
首
先
就
要
反
對
帝
國
主
義
的
侵
略
，
從
外
國
侵
略
壓
迫
下
解
放
出
來
，
以
求
得
中
國
的
民
族
獨
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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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
對
帝
國
主
義
侵
略
，
是
近
代
中
國
愛
國
主
義
的
主
要
特
色
。
從
一
定
意
義
上
說
，
帝
國
主
義
和
封
建
主
義

相
結
合
，
變
中
國
為
半
殖
民
地
半
封
建
社
會
的
過
程
，
就
是
中
國
人
民
反
帝
反
封
建
的
過
程
，
這
個
結
論
是

正
確
的
。
離
開
了
反
抗
帝
國
主
義
侵
略
，
就
談
不
上
愛
國
主
義
。

孫
中
山
就
是
在
帝
國
主
義
侵
略
所
造
成
的
民
族
屈
辱
和
苦
難
、
國
家
貧
弱
和
殘
破
的
激
發
下
，
走
上
革

命
道
路
的
。
強
烈
的
熱
愛
祖
國
的
感
情
，
使
孫
中
山
在
中
學
讀
書
時
代
就
有
反
抗
帝
國
主
義
侵
略
的
意
識
。

甲
午
戰
爭
中
，
中
國
一
敗
塗
地
，
帝
國
主
義
對
中
國
領
土
、
主
權
一
步
步
加
緊
侵
略
的
現
實
，
使
孫
中
山
反

對
帝
國
主
義
侵
略
的
意
識
更
加
明
確
。
這
就
促
使
他
聯
絡
同
志
，
成
立
興
中
會
、
同
盟
會
，
要
立
志
﹁
拯
斯

民
於
水
火
﹂
，
﹁
扶
大
廈
之
將
傾
﹂
。
他
曾
在
︽
支
那
保
全
分
割
合
論
︾
一
文
中
，
揭
露
和
譴
責
帝
國
主
義
侵

略
中
國
和
破
壞
中
國
革
命
的
陰
謀
活
動
，
駁
斥
帝
國
主
義
的
侵
略
論
調
。
他
警
告
帝
國
主
義
者
，
如
果
膽
敢

瓜
分
中
國
，
中
國
﹁
四
萬
萬
之
眾
﹂
，
定
會
﹁
同
仇
敵
愾
﹂
，
奮
起
﹁
自
衛
其
鄉
族
，
自
保
其
身
家
﹂
，
使
它

們
﹁
無
安
枕
之
時
﹂

2
。
孫
中
山
所
從
事
的
革
命
事
業
，
一
開
始
就
是
與
帝
國
主
義
的
利
益
相
對
立
的
。

孫
中
山
對
待
帝
國
主
義
的
認
識
有
一
個
逐
步
深
化
的
過
程
。
孫
中
山
在
領
導
中
國
革
命
的
實
踐
中
，
一

直
十
分
重
視
尋
找
同
情
和
支
持
中
國
革
命
的
外
國
朋
友
和
組
織
，
並
且
曾
得
到
過
日
、
英
、
美
等
國
進
步
勢

力
和
人
士
的
較
大
援
助
。
在
中
國
共
產
黨
提
出
統
一
戰
線
思
想
之
前
，
他
能
這
樣
做
，
與
他
的
前
人
比
起
來
，

是
具
有
遠
見
卓
識
的
一
個
巨
大
進
步
。
然
而
，
他
不
能
把
這
些
進
步
勢
力
同
這
些
國
家
的
反
動
的
帝
國
主
義

2　
︽
孫
中
山
全
集
︾
第
一
卷
，
中
華
書
局
一
九
八
一
年
版
，
第
十
九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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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府
及
其
實
行
的
反
動
政
策
區
別
開
來
，
甚
至
對
待
後
者
有
時
還
寄
予
著
種
種
不
切
實
際
的
幻
想
，
這
也
是

無
須
諱
言
的
。
這
正
是
民
主
主
義
革
命
家
在
認
識
上
的
幼
稚
、
模
糊
的
表
現
。
在
實
際
中
，
帝
國
主
義
各
國

政
府
一
次
又
一
次
支
持
的
都
是
中
國
反
動
派
，
孫
中
山
得
到
的
只
是
一
次
又
一
次
的
嘲
弄
、
輕
侮
、
失
敗
和

吃
虧
上
當
。
隨
著
痛
苦
教
訓
的
積
多
和
形
勢
的
發
展
，
他
的
認
識
才
逐
漸
明
朗
。

孫
中
山
在
思
想
上
和
政
治
上
明
確
把
帝
國
主
義
作
為
中
國
人
民
的
最
主
要
敵
人
，
把
反
帝
鬥
爭
作
為
中
國

革
命
的
首
要
任
務
，
還
是
在
五
四
運
動
以
後
，
尤
其
是
在
醞
釀
建
立
第
一
次
國
共
合
作
的
過
程
中
。
他
說
：
﹁
吾

人
前
此
革
命
之
口
號
曰
排
滿
，
至
今
日
吾
人
之
口
號
當
改
為
推
翻
帝
國
主
義
者
之
干
涉
，
以
排
除
革
命
成
功
之

最
大
障
礙
。
﹂

3
他
還
認
為
中
國
連
年
內
亂
的
禍
根
，
除
了
封
建
軍
閥
以
外
，
就
是
列
強
的
侵
略
在
作
祟
。
他
說
：

﹁
現
時
國
民
革
命
的
口
號
是
，
打
倒
軍
閥
，
打
倒
帝
國
主
義
，
其
實
拆
穿
西
洋
鏡
，
軍
閥
便
是
帝
國
主
義
的
傀
儡
，

帝
國
主
義
便
是
軍
閥
的
牽
線
。
﹂

4
因
此
，
他
積
極
回
應
列
寧
的
反
帝
號
召
，
公
開
向
帝
國
主
義
宣
戰
說
：
﹁
現

在
，
中
國
同
世
界
帝
國
主
義
展
開
公
開
鬥
爭
的
時
刻
已
經
到
來
了
。
﹂

5
還
向
全
世
界
的
弱
小
民
族
呼
籲
，
聯
合

起
來
組
成
反
帝
聯
合
陣
線
，
以
便
﹁
共
同
奮
鬥
，
反
抗
帝
國
主
義
國
家
之
掠
奪
與
壓
迫
﹂

6
。

在
新
的
歷
史
時
期
中
，
孫
中
山
不
但
在
言
論
上
堅
決
表
示
反
帝
，
同
時
在
實
際
行
動
中
，
他
決
不
為
帝

3　 
︽
國
父
全
集
︾
第
二
冊
，
臺
灣
近
代
中
國
出
版
社
一
九
八
九
年
版
，
第
一
百
六
十
一
頁
。

4　 
︽
國
父
全
集
︾
第
二
冊
，
臺
灣
近
代
中
國
出
版
社
一
九
八
九
年
版
，
第
一
百
六
十
六
頁
。

5　 
︽
孫
中
山
致
加
拉
罕
的
信
︾
，
載
︽
紀
念
孫
中
山
誕
生
一
百
周
年
︵
一
八
六
六—

一
九
六
六
年
︶
論
文
、
回
憶
錄
與
資
料
彙
編
︾
，
莫
斯
科
一
九
六
六
年

俄
文
版
。

6　 
︽
形
成
反
帝
國
主
義
聯
合
戰
線
︾
，
北
京
︽
晨
報
︾
一
九
二
四
年
一
月
八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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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主
義
的
威
脅
所
懾
服
，
所
嚇
倒
，
而
是
毅
然
給
予
堅
決
回
擊
。
其
中
一
九
二
三
年
冬
的
﹁
關
餘
事
件
﹂
和

一
九
二
四
年
秋
的
﹁
商
團
事
件
﹂
，
就
是
最
突
出
的
兩
個
事
例
。
前
者
，
不
僅
取
得
了
經
濟
上
的
勝
利
，
並

且
打
擊
了
美
、
英
、
法
、
日
、
意
、
葡
等
帝
國
主
義
的
反
動
氣
焰
；
後
者
，
孫
中
山
號
召
用
革
命
武
力
平
定

商
團
叛
亂
，
粉
碎
了
英
帝
國
主
義
的
陰
謀
。

孫
中
山
不
愧
為
一
位
堅
決
反
對
帝
國
主
義
侵
略
，
為
祖
國
的
獨
立
自
由
而
奮
鬥
的
愛
國
戰
士
。
毛
澤
東

在
談
到
孫
中
山
晚
年
的
革
命
主
張
時
說
：
﹁
孫
中
山
和
我
們
具
有
各
不
相
同
的
宇
宙
觀
，
從
不
同
的
階
級
立

場
出
發
去
觀
察
和
處
理
問
題
，
但
在
二
十
世
紀
二○

年
代
，
在
怎
樣
和
帝
國
主
義
作
鬥
爭
的
問
題
上
，
卻
和

我
們
達
到
了
這
樣
一
個
基
本
上
一
致
的
結
論
。
﹂

7
這
一
評
論
無
疑
是
正
確
的
。

二
主
張
通
過
革
命
道
路
，
徹
底
推
翻
清
王
朝
的
封
建
統
治
，
建
立
民
主
、
共
和
的
國
家
，
是
孫
中
山
愛
國

主
義
思
想
的
基
本
特
徵
之
二
。

中
國
積
貧
積
弱
，
蒙
受
著
前
所
未
有
的
災
難
和
痛
苦
，
忍
受
著
帝
國
主
義
的
百
般
欺
凌
，
問
題
的
癥
結

何
在
？
要
使
祖
國
走
出
半
殖
民
地
、
半
封
建
的
泥
潭
，
而
登
獨
立
、
自
由
、
民
主
和
富
強
之
袵
席
，
到
底
採

用
何
種
方
法
？
走
什
麼
道
路
？
孫
中
山
在
回
答
這
些
問
題
時
，
比
前
人
高
明
得
多
，
他
深
刻
認
識
到
，
必
須

7　 
︽
論
人
民
民
主
專
政
︾
，
︽
毛
澤
東
選
集
︾
合
訂
本
，
人
民
出
版
社
一
九
六
六
年
版
，
第
一
千
四
百
七
十
七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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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
翻
清
王
朝
，
走
革
命
救
國
的
道
路
，
中
國
才
會
有
救
。

中
國
貧
弱
的
根
源
在
於
喪
權
辱
國
的
清
朝
封
建
統
治
者
。
︽
檀
香
山
興
中
會
章
程
︾
一
開
篇
就
指
出
：

﹁
中
國
積
弱
，
非
一
日
矣
！
上
則
因
循
苟
且
，
粉
飾
虛
張
；
下
則
蒙
昧
無
知
，
鮮
能
遠
慮
。
近
之
辱
國
喪
師
，

剪
藩
壓
境
，
堂
堂
華
夏
不
齒
於
鄰
邦
，
文
物
冠
裳
被
輕
於
異
族
。
有
志
之
士
，
能
不
撫
膺
！
夫
以
四
百
兆
蒼

生
之
眾
，
數
萬
里
土
地
之
饒
，
固
可
發
奮
為
雄
，
無
敵
於
天
下
。
乃
以
庸
奴
誤
國
，
荼
毒
蒼
生
，
一
蹶
不
興
，

如
斯
之
極
。
﹂

8
清
朝
政
府
是
封
建
地
主
階
級
的
總
代
表
，
維
持
著
腐
朽
沒
落
的
社
會
關
係
，
阻
礙
著
社
會

的
進
步
。
在
帝
國
主
義
入
侵
之
後
，
它
逐
漸
變
成
了
帝
國
主
義
在
中
國
統
治
的
代
理
人
，
扼
殺
民
族
的
生
機
。

孫
中
山
清
醒
地
看
到
了
這
一
點
，
指
出
：
﹁
由
滿
洲
人
來
將
國
家
加
以
改
革
，
那
是
絕
對
不
可
能
的
，
因
為

改
革
意
味
著
給
他
們
以
損
害
。
實
行
改
革
，
那
他
們
就
會
被
中
國
人
民
所
吞
沒
，
就
會
喪
失
他
們
現
在
所
享

受
的
各
種
特
權
﹂
，
﹁
想
由
這
樣
的
政
府
和
其
官
吏
厲
行
改
革
，
會
有
什
麼
希
望
呢
？
﹂

9
所
以
，
他
將
推
翻

清
朝
統
治
同
祖
國
的
獨
立
、
民
主
、
富
強
緊
密
地
聯
繫
在
一
起
了
。
﹁
欲
免
瓜
分
，
非
先
倒
滿
清
政
府
，
別

無
挽
救
之
法
也
。
﹂

10
因
此
孫
中
山
提
出
了
徹
底
推
翻
清
政
府
，
走
革
命
救
國
的
道
路
。

在
通
過
什
麼
手
段
和
道
路
來
救
國
的
問
題
上
，
以
孫
中
山
為
代
表
的
民
主
革
命
派
和
以
康
有
為
、
梁
啟

超
為
代
表
的
維
新
派
之
間
，
發
生
了
一
場
激
烈
的
論
爭
。
康
、
梁
一
派
維
新
志
士
是
近
代
改
良
思
想
的
繼
承

8　 
︽
孫
中
山
全
集
︾
第
一
卷
，
中
華
書
局
一
九
八
一
年
版
，
第
十
九
頁
。

9　 
︽
孫
中
山
全
集
︾
第
一
卷
，
中
華
書
局
一
九
八
一
年
版
，
第
二
百
五
十
一—

二
百
五
十
二
頁
。

1
0　 
︽
孫
中
山
全
集
︾
第
一
卷
，
中
華
書
局
一
九
八
一
年
版
，
第
二
百
三
十
四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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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
他
們
同
樣
看
到
了
民
族
危
機
的
嚴
重
性
，
同
樣
有
著
愛
國
情
懷
，
倡
言
救
國
。
但
是
，
他
們
將
救
國

的
希
望
寄
託
在
清
朝
統
治
者
實
行
的
自
上
而
下
的
改
良
上
，
發
動
了
戊
戌
變
法
，
六
君
子
還
為
此
獻
出
了
生

命
；
然
而
，
在
變
法
失
敗
的
慘
痛
教
訓
面
前
，
卻
依
然
﹁
不
能
忘
記
今
上
﹂
，
變
成
了
頑
固
的
保
皇
派
，
死

死
抱
著
保
皇

｜
愛
國
不
放
。
孫
中
山
則
堅
持
以
革
命
暴
力
推
翻
清
朝
統
治
，
走
革
命
愛
國
的
道
路
。
他
尖

銳
地
指
出
：
﹁
革
命
、
保
皇
二
事
，
決
分
兩
途
，
如
黑
白
之
不
能
混
淆
，
如
東
西
之
不
能
移
位
。
革
命
者
志

在
撲
滿
而
興
漢
，
保
皇
者
志
在
扶
滿
而
臣
清
，
事
理
相
反
，
背
道
而
馳
，
互
相
衝
突
，
互
相
水
火
，
非
一
日

矣
。
﹂

11
在
帝
國
主
義
、
封
建
主
義
統
治
下
的
中
國
，
愛
國
必
須
革
命
，
這
就
是
孫
中
山
的
結
論
，
這
也
正

是
他
與
其
他
愛
國
者
有
高
下
之
分
的
分
水
嶺
。

走
革
命
救
國
的
道
路
，
在
孫
中
山
的
晚
年
，
變
得
更
加
自
覺
。
辛
亥
革
命
後
，
帝
國
主
義
和
封
建
勢
力
仍

然
統
治
著
中
國
。
孫
中
山
繼
續
領
導
了
反
袁
鬥
爭
和
反
對
北
洋
軍
閥
的
鬥
爭
，
但
他
一
度
不
再
將
他
的
行
動
叫

做
革
命
，
而
是
代
之
以
﹁
護
法
﹂
、
﹁
護
國
﹂
等
口
號
。
他
在
不
斷
遭
受
挫
折
後
，
重
新
感
到
必
須
走
革
命
救

國
的
道
路
，
他
說
：
﹁
救
國
之
業
僅
能
出
他
一
途
，
即
重
行
革
命
是
也
。
﹂

12
一
九
一
九
年
五
四
運
動
後
，
中

國
革
命
發
生
了
新
舊
民
主
主
義
革
命
的
交
替
，
無
產
階
級
領
導
的
人
民
大
眾
的
反
帝
反
封
建
的
革
命
，
代
替
了

舊
的
民
主
革
命
。
在
這
一
轉
變
過
程
中
，
孫
中
山
的
愛
國
主
義
思
想
有
了
新
的
發
展
。
他
明
確
提
出
：
﹁
今
天

我
們
要
來
救
這
個
中
國
，
要
從
哪
一
條
路
走
呢
？
我
們
就
是
要
從
革
命
這
條
路
去
走
，
拿
革
命
的
主
義
來
救
中

1
1　 
︽
孫
中
山
全
集
︾
第
一
卷
，
中
華
書
局
一
九
八
一
年
版
，
第
二
百
三
十
二
頁
。

1
2　 
︽
孫
中
山
全
集
︾
第
五
卷
，
中
華
書
局
一
九
八
三
年
版
，
第
一
百
四
十—

一
百
四
十
一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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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
﹂

13
他
從
全
民
族
的
利
益
出
發
，
決
心
﹁
適
乎
世
界
之
潮
流
，
合
乎
人
群
之
需
要
﹂
，
同
中
國
共
產
黨
攜
手
，

改
組
國
民
黨
，
重
新
解
釋
三
民
主
義
，
將
國
民
革
命
的
目
標
明
確
指
向
帝
國
主
義
及
其
走
狗
南
北
軍
閥
。

愛
國
的
問
題
和
革
命
的
問
題
緊
密
地
聯
繫
在
一
起
，
要
做
真
誠
的
愛
國
者
必
須
成
為
真
正
的
革
命
者
，

這
是
中
國
近
代
社
會
歷
史
條
件
所
決
定
的
，
是
近
代
愛
國
主
義
的
一
個
重
要
特
徵
。
孫
中
山
在
近
代
史
上
最

早
自
覺
地
認
識
到
這
一
點
，
並
付
諸
實
踐
，
這
正
是
他
的
偉
大
之
處
。

三
熱
衷
於
經
濟
建
設
，
渴
望
把
祖
國
建
設
成
一
個
繁
榮
富
強
的
國
家
，
是
孫
中
山
愛
國
主
義
思
想
的
又
一
特
徵
。

革
命
的
根
本
問
題
是
解
放
生
產
力
。
推
翻
腐
朽
、
賣
國
的
反
動
政
權
之
後
，
必
須
隨
之
進
行
國
家
建
設
。

孫
中
山
對
祖
國
的
熱
愛
，
不
僅
體
現
在
從
政
治
上
改
造
國
家
，
使
國
家
贏
得
獨
立
、
解
放
和
領
土
完
整
，
而

且
還
表
現
在
以
高
度
的
熱
情
關
心
國
家
的
建
設
上
。

孫
中
山
在
領
導
革
命
鬥
爭
期
間
，
就
曾
經
多
次
向
人
民
說
明
：
中
國
要
改
變
國
貧
民
瘠
的
狀
況
，
必
須

清
除
愚
昧
和
落
後
。
他
把
自
己
的
這
種
理
想
和
計
畫
規
定
為
革
命
的
綱
領
，
構
成
﹁
民
生
主
義
﹂
的
重
要
內

容
。
孫
中
山
說
：
﹁
要
解
決
民
生
問
題
，
一
定
要
發
達
資
本
，
振
興
實
業
。
振
興
實
業
的
方
法
很
多
：
第
一

是
交
通
事
業
，
像
鐵
路
、
運
河
都
要
興
大
規
模
的
建
設
；
第
二
是
礦
產
，
中
國
礦
產
極
其
豐
富
，
貨
藏
於
地
，

1
3　 
孫
中
山
：
︽
同
胞
都
要
奉
行
三
民
主
義
︾
︵
一
九
四
二
年
五
月
三
十
日
︶
；
︽
國
父
全
集
︾
第
三
冊
，
臺
灣
近
代
中
國
出
版
社
一
九
八
九
版
，
第

四
百
七
十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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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
在
可
惜
，
一
定
要
開
闢
的
；
第
三
是
工
業
，
中
國
的
工
業
非
要
趕
快
振
興
不
可
。
﹂

14
他
還
從
改
善
和
提

高
人
民
生
活
水
準
的
角
度
，
說
明
必
須
徹
底
解
決
吃
飯
、
穿
衣
這
些
根
本
問
題
。

當
革
命
成
功
以
後
，
孫
中
山
認
為
，
即
應
著
手
進
行
經
濟
建
設
，
發
展
生
產
力
，
發
展
實
業
，
使
國
家

和
人
民
臻
於
強
大
、
富
裕
。
只
有
這
樣
才
能
真
正
救
中
國
。
他
說
：
﹁
中
國
乃
極
貧
之
國
，
非
振
興
實
業
不

能
救
貧
﹂
，
﹁
機
器
可
以
灌
輸
文
明
，
可
以
強
國
，
我
中
國
如
不
速
起
研
究
機
器
，
我
四
萬
萬
同
胞
俱
不
能
生

存
﹂

15
。
他
在
致
宋
教
仁
的
一
封
信
中
說
：
治
理
國
家
﹁
必
先
從
根
本
下
手
，
發
展
物
力
，
致
民
生
充
裕
，

國
勢
不
搖
﹂

16
。
重
視
經
濟
建
設
，
這
正
是
孫
中
山
堅
持
徹
底
的
愛
國
主
義
立
場
的
表
現
，
也
正
是
一
個
革

命
家
從
國
家
民
族
的
根
本
利
益
出
發
的
深
謀
遠
慮
。

孫
中
山
關
於
如
何
開
展
經
濟
建
設
，
有
一
系
列
合
理
主
張
，
其
中
最
重
要
的
是
強
調
要
實
行
開
放
搞
建

設
，
要
全
面
利
用
外
資
搞
建
設
。
孫
中
山
是
繼
魏
源
、
林
則
徐
、
康
有
為
、
梁
啟
超
之
後
，
能
夠
睜
眼
看
世
界
，

深
通
世
界
情
況
的
人
，
他
懂
得
如
果
不
改
變
過
去
清
政
府
閉
關
鎖
國
的
愚
昧
政
策
，
不
實
行
開
放
，
經
濟
建

設
很
難
著
手
進
行
。
他
說
：
﹁
僕
之
意
最
好
行
開
放
主
義
﹂

17
﹁
今
急
欲
求
發
達
，
則
不
得
不
持
開
放
主
義
。

1
4　 
︽
民
生
主
義
︾
，
︽
孫
中
山
全
集
︾
第
九
卷
，
中
華
書
局
一
九
八
六
年
版
，
第
三
百
九
十
一
頁
。

1
5　 
︽
國
父
全
集
︾
第
二
集
，
臺
灣
近
代
中
國
出
版
社
一
九
八
九
年
版
，
第
三
百
三
十
九
、
五
百
六
十
頁
。

1
6　 
︽
國
父
全
集
︾
第
二
集
，
臺
灣
近
代
中
國
出
版
社
一
九
八
九
年
版
，
第
三
百
三
十
九
、
五
百
六
十
頁
。

1
7　 
︽
國
父
全
集
︾
第
二
集
，
臺
灣
近
代
中
國
出
版
社
一
九
八
九
年
版
，
第
三
百
四
十
、
四
百
八
十
一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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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
用
外
資
，
利
用
外
人
，
皆
急
求
發
達
我
國
家
之
故
，
不
得
不
然
者
﹂

18
在
利
用
外
資
方
面
，
他
不
但
贊
同

借
資
、
合
資
開
辦
的
兩
種
辦
法
，
尤
其
主
張
批
給
外
人
包
辦
，
定
以
期
限
，
到
期
收
歸
國
有
的
辦
法
。
他
特

別
強
調
必
須
在
維
護
和
保
持
國
家
主
權
和
獨
立
的
情
況
下
借
用
外
資
；
借
用
外
資
可
通
過
民
間
的
、
私
人
的

往
來
進
行
，
不
通
過
政
府
間
的
關
係
，
以
免
引
起
國
際
糾
紛
，
動
輒
掣
肘
外
交
，
喪
失
國
家
主
權
。

一
九
一
九
年
，
孫
中
山
經
過
考
察
、
總
結
其
他
國
家
的
經
驗
，
深
入
研
究
後
，
制
訂
了
一
個
宏
偉
的
建

設
國
家
的
方
案

｜
︽
實
業
計
畫
︾
。
他
在
祖
國
大
地
上
，
遠
至
西
藏
、
新
疆
邊
陲
，
都
繪
製
了
修
築
鐵
路
、

公
路
的
藍
圖
，
還
要
興
建
北
方
、
東
方
和
南
方
三
個
巨
港
和
許
多
新
商
埠
；
建
立
和
發
展
包
括
鋼
鐵
、
煤
炭
、

石
油
、
電
力
、
機
械
製
造
、
有
色
金
屬
、
水
泥
等
在
內
的
大
工
廠
、
大
企
業
；
同
時
還
要
治
理
河
流
，
興
修

水
利
，
大
力
發
展
農
、
林
、
牧
業
；
發
展
紡
織
、
食
品
加
工
等
多
種
輕
工
業
等
等
。
總
之
，
是
從
加
強
國
家

經
濟
實
力
、
國
防
實
力
和
滿
足
人
民
生
活
需
要
考
慮
，
而
提
出
的
一
系
列
具
體
設
想
和
方
案
。
︽
實
業
計
畫
︾

是
一
個
以
國
家
工
業
化
為
中
心
，
使
國
民
經
濟
全
面
近
代
化
的
大
規
模
建
設
規
劃
，
目
的
是
要
把
貧
窮
落
後

的
中
國
改
造
成
繁
榮
富
強
的
大
國
。
這
個
計
畫
充
分
顯
示
了
孫
中
山
偉
大
的
愛
國
主
義
思
想
感
情
。

四
孫
中
山
的
愛
國
主
義
還
有
一
個
重
要
特
徵
，
就
是
：
要
愛
國
，
就
必
須
贊
同
祖
國
的
統
一
。
為
祖
國
的

1
8　 
︽
國
父
全
集
︾
第
二
集
，
臺
灣
近
代
中
國
出
版
社
一
九
八
九
年
版
，
第
四
百
八
十
一
頁
。



。xxiii。

孫中山愛國主義思想的特徵

統
一
而
奮
鬥
，
反
對
分
裂
祖
國
。

中
國
是
一
個
統
一
的
國
家
。
千
百
年
來
，
中
國
歷
史
發
展
的
主
流
和
中
國
人
民
意
向
之
所
趨
，
就
是
反

對
國
家
分
裂
，
主
張
謀
求
和
維
護
國
家
的
統
一
。
中
華
民
族
在
幾
千
年
的
歷
程
中
已
具
備
了
一
種
統
一
的
膠

合
力
和
凝
聚
力
，
是
能
夠
團
結
一
致
的
。
任
何
其
他
國
外
勢
力
想
分
裂
這
個
民
族
，
可
能
在
某
個
時
期
或
某

個
階
段
得
逞
於
一
時
，
但
中
華
民
族
最
終
必
定
是
排
除
分
裂
，
歸
於
統
一
。

當
孫
中
山
投
身
革
命
的
時
候
，
由
於
帝
國
主
義
對
華
侵
略
日
益
加
劇
，
列
強
﹁
瓜
分
豆
剖
﹂
中
國
的
危

機
日
益
嚴
重
；
在
辛
亥
革
命
以
後
，
又
由
於
帝
國
主
義
在
中
國
各
自
扶
植
一
部
分
軍
閥
充
當
代
理
人
，
使
中

國
處
於
分
裂
割
據
的
狀
態
中
。
因
此
，
孫
中
山
始
終
把
維
護
祖
國
的
統
一
作
為
救
國
、
革
命
的
一
項
迫
切
任

務
，
始
終
把
爭
取
民
族
獨
立
、
解
放
同
捍
衛
祖
國
統
一
緊
緊
地
聯
結
在
一
起
。

孫
中
山
有
一
個
牢
不
可
破
的
觀
念
，
就
是
中
國
只
應
該
統
一
，
不
應
該
分
裂
。
早
在
一
九○

三
年
他
就

說
，
中
國
雖
然
幅
員
很
廣
、
人
口
很
多
、
鄉
音
各
異
，
但
是
﹁
文
字
俗
尚
則
舉
國
同
風
﹂
，
﹁
同
情
關
切
之
感
，

國
人
兄
弟
之
情
，
以
日
加
深
﹂
，
中
華
民
族
﹁
有
統
一
之
形
，
無
分
割
之
勢
﹂
，
如
果
列
強
硬
要
分
割
這
個
國

家
，
﹁
是
無
異
毀
破
人
之
家
室
，
離
散
人
之
母
子
﹂
，
是
傷
天
和
、
拂
人
性
的
傷
天
害
理
之
事
，
全
中
國
人
民

﹁
必
以
死
抗
之
矣
﹂

19
。

一
九○

六
年
，
孫
中
山
提
出
革
命
者
不
要
像
過
去
的
草
莽
英
雄
那
樣
，
﹁
彼
此
相
爭
﹂
，
﹁
各
據
一
方
﹂
，

1
9　 
︽
孫
中
山
全
集
︾
第
一
卷
，
中
華
書
局
一
九
八
一
年
版
，
第
二
百
二
十
三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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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則
，
就
會
﹁
往
往
弄
到
分
裂
一
二
百
年
﹂
的
可
悲
局
面
。
他
號
召
大
家
要
去
掉
皇
帝
思
想
，
進
行
平
民
革
命
，

推
翻
賣
國
的
封
建
專
制
政
府
。
他
說
：
﹁
今
日
中
國
，
正
是
萬
國
眈
眈
虎
視
的
時
候
，
如
果
革
命
家
自
己
相

爭
，
四
分
五
裂
，
豈
不
是
自
亡
其
國
？
近
來
志
士
都
怕
外
人
瓜
分
中
國
，
兄
弟
的
見
解
卻
是
兩
樣
，
外
人
斷

不
能
瓜
分
我
中
國
，
只
怕
中
國
人
自
己
瓜
分
起
來
，
那
就
不
可
救
了
！
所
以
我
們
定
要
由
平
民
革
命
，
建
國

民
政
府
。
這
不
止
是
我
們
革
命
之
目
的
，
並
且
是
我
們
革
命
的
時
候
所
萬
不
可
少
的
。
﹂

20

在
創
建
南
京
臨
時
政
府
時
，
孫
中
山
一
再
宣
佈
新
成
立
的
共
和
國
﹁
當
成
為
統
一
獨
立
與
興
盛
之
國

家
﹂
。
他
在
就
任
大
總
統
職
位
的
宣
言
中
，
提
出
的
對
內
施
政
方
針
就
是
要
實
現
國
家
的
五
大
統
一
：
民
族

統
一
、
領
土
統
一
、
軍
政
統
一
、
內
政
統
一
、
財
政
統
一
。
他
堅
決
反
對
任
何
企
圖
分
裂
中
國
的
陰
謀
。
當
時
，

帝
國
主
義
提
出
﹁
劃
中
國
為
二
﹂
，
實
行
南
北
分
裂
而
治
。
他
果
斷
地
駁
斥
說
：
﹁
不
，
那
不
行
。
我
國
人

民
的
情
緒
是
一
致
的
。
﹂

21
他
並
且
嚴
厲
譴
責
這
種
﹁
兩
個
中
國
﹂
論
調
的
製
造
者
是
﹁
中
國
之
仇
敵
﹂

22
。

孫
中
山
正
是
為
了
維
護
國
家
的
統
一
，
避
免
南
北
分
裂
，
方
毅
然
辭
去
臨
時
大
總
統
職
位
，
讓
位
於
袁
世
凱
。

辛
亥
革
命
失
敗
以
後
，
南
北
軍
閥
統
治
著
中
國
，
使
中
國
出
現
了
四
分
五
裂
的
局
面
，
孫
中
山
為
了
打

倒
軍
閥
，
統
一
中
國
，
不
屈
不
撓
地
領
導
了
一
次
又
一
次
的
革
命
鬥
爭
。
他
一
再
表
示
，
要
﹁
竭
志
盡
誠
，

2
0　 
︽
孫
中
山
全
集
︾
第
一
卷
，
中
華
書
局
一
九
八
一
年
版
，
第
三
百
二
十
六
頁
。

2
1　 
黃
季
陸
等
：
︽
研
究
中
山
先
生
的
史
料
與
史
學
︾
，
臺
灣
近
代
中
國
出
版
社
一
九
八
九
年
版
，
第
三
百
六
十
、
三
百
八
十
八
頁
。

2
2　 
黃
季
陸
等
：
︽
研
究
中
山
先
生
的
史
料
與
史
學
︾
，
臺
灣
近
代
中
國
出
版
社
一
九
八
九
年
版
，
第
三
百
八
十
八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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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求
民
國
，
破
除
障
礙
，
促
成
統
一
﹂

23
。
他
曾
豪
邁
地
宣
稱
：
﹁
中
國
是
一
個
統
一
的
國
家
，
這
一
點
已

牢
牢
地
印
在
我
國
歷
史
意
識
之
中
，
正
是
這
種
意
識
才
使
我
們
能
作
為
一
個
國
家
而
被
保
存
下
來
，
儘
管
它

遇
到
了
許
多
破
壞
的
力
量
。
﹂

24
倫
敦
國
家
檔
案
局
藏
英
國
外
交
部
檔
案
英
文
原
件
影
印
件
：

當
有
人
提
出
，
中
國
應
該
像
美
國
那
樣
，
各
省
先
實
行
獨
立
，
然
後
再
實
行
﹁
聯
邦
﹂
或
﹁
聯
省
﹂
的

問
題
時
，
孫
中
山
一
九
二
四
年
在
︽
民
權
主
義
︾
的
演
說
裡
，
給
予
了
嚴
厲
的
駁
斥
。
他
說
：
﹁
這
種
見
解

和
思
想
，
真
是
謬
誤
到
極
點
。
可
謂
人
云
亦
云
，
習
而
不
察
。
﹂

25
他
指
出
：
﹁
美
國
之
所
以
富
強
，
不
是

由
於
各
邦
之
獨
立
自
治
，
還
是
由
於
各
邦
聯
合
後
的
進
化
所
成
的
一
個
統
一
國
家
。
所
以
美
國
的
富
強
，
是

各
邦
統
一
的
結
果
，
不
是
各
邦
分
裂
的
結
果
。
﹂
至
於
中
國
，
清
朝
近
三
百
年
中
是
統
一
的
，
明
朝
、
元
朝
、

宋
朝
是
統
一
的
，
更
向
上
推
到
唐
朝
、
漢
朝
，
中
國
各
省
沒
有
不
是
統
一
的
。
他
得
出
結
論
說
，
中
國
﹁
在

歷
史
上
向
來
都
是
統
一
，
不
是
分
裂
的
﹂
，
﹁
而
且
統
一
之
時
就
是
治
，
不
統
一
之
時
就
是
亂
的
﹂
。
中
國
現

時
之
所
以
不
能
統
一
，
完
全
是
﹁
武
人
的
割
據
﹂
造
成
的
，
如
果
不
儘
早
結
束
這
種
割
據
局
面
，
﹁
中
國
是

再
不
能
富
強
的
﹂

26
。
因
此
，
他
一
針
見
血
地
指
出
：
﹁
提
倡
分
裂
中
國
的
人
一
定
是
野
心
家
。
﹂

27
︽
孫
中

2
3　 
上
海
︽
民
國
時
報
︾
一
九
二
一
年
五
月
二
十
一
日
。

2
4　 
︽
孫
逸
仙
宣
言
︾
︵Statem

ent By D
r. Sun Yat-Sen

︶
，
轉
引
自
︽
孫
中
山
年
譜
長
編
︾
下
冊
，
中
華
書
局
一
九
九
一
年
版
，
第
一
千
四
百
九
十
四
頁
。

2
5　 
︽
孫
中
山
全
集
︾
第
九
卷
，
中
華
書
局
一
九
八
六
年
版
，
第
三
百○

三
、
九
百
六
十
四
頁
。

2
6　 
︽
孫
中
山
全
集
︾
第
九
卷
，
中
華
書
局
一
九
八
六
年
版
，
第
九
百
六
十
四
頁
。

2
7　 
︽
孫
中
山
全
集
︾
第
十
一
卷
，
中
華
書
局
一
九
八
六
年
版
，
第
三
百
三
十
八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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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不
僅
熱
心
地
追
求
中
國
統
一
，
為
中
國
統
一
而
奮
鬥
，
而
且
能
洞
察
到
造
成
中
國
分
裂
的
根
源
就
在
於
封

建
軍
閥
及
其
背
後
的
帝
國
主
義
。
他
說
：
﹁
中
國
現
在
禍
亂
的
根
本
，
就
是
在
軍
閥
和
那
援
助
軍
閥
的
帝
國

︵
主
義)
。
﹂
要
﹁
解
決
中
國
問
題
﹂
，
﹁
第
一
點
就
要
打
破
軍
閥
，
第
二
點
就
要
打
破
援
助
軍
閥
的
帝
國
︵
主

義)

。
打
破
了
這
兩
個
東
西
，
中
國
才
可
以
和
平
統
一
，
才
可
以
長
治
久
安 

﹂
。
他
把
實
現
祖
國
統
一
與
救
國
，

與
反
帝
反
封
建
鬥
爭
緊
緊
結
合
起
來
了
。
愛
國
，
就
要
反
對
分
裂
，
維
護
國
家
統
一
，
就
要
進
行
反
帝
反
封

建
的
革
命
鬥
爭
。
這
些
道
理
講
得
多
麼
深
刻
、
多
麼
精
闢
啊
！

孫
中
山
關
於
維
護
祖
國
統
一
、
反
對
分
裂
的
遺
訓
至
為
寶
貴
！
然
而
，
孫
中
山
逝
世
八
十
多
年
來
，
他

希
望
祖
國
統
一
的
遺
願
還
未
實
現
。
近
半
個
世
紀
以
來
臺
灣
、
大
陸
海
峽
兩
岸
的
阻
隔
，
只
是
歷
史
發
展
中

的
一
個
曲
折
。
統
一
祖
國
，
是
包
括
臺
灣
人
民
在
內
的
全
中
國
各
族
人
民
的
共
同
願
望
。
今
天
，
我
們
正
在

進
行
振
興
中
華
的
偉
業
，
更
加
需
要
中
華
民
族
的
大
團
結
、
大
統
一
。
我
們
相
信
，
在
愛
國
主
義
旗
幟
下
，

所
有
中
華
兒
女
緊
密
團
結
起
來
，
共
同
努
力
，
就
一
定
能
夠
早
日
實
現
祖
國
的
統
一
，
使
金
甌
無
缺
。

綜
上
所
述
，
可
以
充
分
說
明
，
具
有
著
四
個
鮮
明
特
徵
的
孫
中
山
愛
國
主
義
思
想
，
是
一
個
不
朽
的
思

想
寶
庫
，
是
一
份
優
秀
的
民
族
遺
產
。
總
結
和
繼
承
這
筆
遺
產
，
對
於
發
揚
愛
國
主
義
傳
統
，
對
於
弘
揚
中

國
人
民
不
甘
屈
辱
的
反
抗
精
神
，
激
揚
後
繼
者
去
為
振
興
中
華
統
一
祖
國
奮
勇
前
進
，
是
很
有
幫
助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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