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23。
中國第一個總統
第三節　被迫讓位

第
三
節

被
迫
讓
位

一
、
同
盟
會
的
渙
散

同
盟
會
本
來
就
是
一
個
鬆
懈
的
團
體
，
它
自
成
立
以
來
，
對
於
﹁
驅
除
韃
虜
，
恢
復
中
華
，
創
立
民
國
，

平
均
地
權
﹂
的
政
治
綱
領
，
就
一
直
未
達
到
思
想
認
識
上
的
一
致
，
出
現
了
政
見
分
歧
、
爭
執
不
斷
的
情

況
。
到
一
九○

七
年
初
，
又
因
經
費
問
題
，
光
復
會
的
章
太
炎
等
人
對
孫
中
山
大
加
攻
擊
，
並
要
求
免
去

孫
的
職
務
。
風
波
雖
被
勸
止
，
但
章
太
炎
等
對
孫
中
山
的
攻
擊
卻
有
增
無
減
。
光
復
會
中
原
來
就
有
人
︵
如

徐
錫
麟
︶
拒
絕
加
入
同
盟
會
而
分
裂
出
去
。
他
們
另
樹
光
復
會
的
旗
幟
，
表
明
同
盟
會
早
已
開
始
分
裂
。

到
武
昌
起
義
之
後
，
同
盟
會
的
組
織
由
於
妥
協
和
各
種
遭
遇
，
以
及
內
外
敵
人
的
拉
攏
、
瓦
解
活
動
，
很

快
走
向
渙
散
，
處
於
四
分
五
裂
，
各
自
為
政
的
狀
態
。
例
如
，
同
盟
會
四
川
支
部
不
經
本
部
同
意
，
逕
自

改
為
﹁
共
和
黨
﹂
；
孫
武
、
劉
成
禺
等
聯
合
一
些
舊
官
僚
和
立
憲
黨
人
發
起
組
織
了
﹁
民
社
﹂
；
景
耀
月
、

歐
陽
振
聲
等
，
聯
絡
﹁
國
民
共
進
會
﹂
等
組
織
成
了
﹁
統
一
共
和
黨
﹂
等
等
。

特
別
是
章
太
炎
在
武
昌
起
義
後
，
於
十
一
月
間
回
到
上
海
，
十
二
月
一
日
發
表
宣
言
，
﹁
承
認
武
昌
為
臨

時
政
府
﹂
，
並
認
為
不
必
等
孫
中
山
歸
國
，
說
什
麼
﹁
有
欲
待
孫
君
歸
國
始
正
名
號
者
，
此
無
異
兒
童
之
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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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並
且
﹁
倡
言
若
舉
總
統
，
以
功
則
黃
興
，
以
才
則
宋
教
仁
，
以
德
則
汪
精
衛
﹂
，
極
力
貶
斥
孫
中
山
。

當
時
，
黃
興
在
漢
陽
，
曾
就
擴
大
同
盟
會
問
題
徵
求
章
太
炎
的
意
見
，
章
太
炎
則
回
信
以
﹁
革
命
軍
起
，

革
命
黨
消
﹂
告
之
。
接
著
，
十
二
月
八
日
，
劉
揆
一
又
發
表
了
同
盟
會
、
憲
政
分
會
、
憲
友
會
、
辛
亥
俱

樂
部
一
律
取
消
的
主
張
，
這
就
更
加
速
了
同
盟
會
的
解
體
。

一
九
一
二
年
一
月
三
日
，
南
京
臨
時
政
府
剛
成
立
，
章
太
炎
即
正
式
脫
離
同
盟
會
，
在
上
海
組
織
中
華

民
國
聯
合
會
︵
後
又
改
名
為
統
一
黨
︶
。
章
太
炎
自
任
會
長
，
以
程
德
全
為
副
會
長
，
接
著
又
推
張
謇
為
﹁
特

務
幹
事
﹂
。

34
章
太
炎
在
聯
合
會
第
一
次
大
會
講
演
中
說
：
﹁
中
國
本
因
舊
之
國
，
非
新
辟
之
國
，
其
良
法

美
俗
，
應
保
存
者
，
則
存
留
之
，
不
能
事
事
更
張
也
。
﹂

35
四
日
，
他
創
辦
︽
大
共
和
日
報
︾
，
並
在
發
刊

詞
中
宣
揚
﹁
專
制
非
無
良
規
，
共
和
非
無
秕
政
﹂
。
南
京
臨
時
政
府
已
經
公
佈
自
一
九
一
二
年
起
改
用
陽
曆
，

他
卻
在
︽
大
共
和
日
報
︾
第
二
號
上
以
﹁
本
社
社
長
﹂
的
名
義
，
發
表
︽
宣
言
︾
說
：
﹁
今
日
南
北
未
一
，

觀
聽
互
殊
，
豈
容
遽
改
正
朔
。
況
此
次
參
事
會
，
大
半
即
各
省
都
督
府
代
表
之
變
名
，
既
非
國
民
公
選
，

何
有
決
議
改
曆
之
權
。
故
在
議
員
未
選
，
曆
書
未
頒
，
對
於
此
等
少
數
空
言
，
斷
難
遵
行
，
願
全
國
人
民

審
思
之
，
願
各
代
表
反
省
之
。
﹂

一
月
十
四
日
，
陳
其
美
指
使
蔣
介
石
暗
殺
光
復
會
領
袖
陶
成
章
在
上
海
廣
慈
醫
院
，
從
而
促
使
章
太

3
4　 
章
太
炎
說
：
﹁
特
務
幹
事
，
即
領
袖
之
異
名
，
國
有
大
疑
，
即
當
諮
訪
。
﹂
見
︽
與
張
季
直
先
生
書
︾
，
載
︽
大
共
和
日
報
︾
第
二
號
，
一
九
一
二
年

一
月
五
日
。

3
5　 
︽
大
共
和
日
報
︾
第
二
號
，
一
九
一
二
年
一
月
五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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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
和
同
盟
會
的
矛
盾
更
加
擴
大
。
章
太
炎
在
三
月
時
又
將
中
華
民
國
聯
合
會
改
名
為
統
一
黨
，
並
在
改
黨

大
會
的
演
說
詞
中
說
：
﹁
本
黨
宗
旨
，
不
取
急
躁
，
不
重
保
守
，
惟
以
穩
健
為
第
一
要
義
。
﹂

36
還
在
統
一

黨
發
表
的
︽
宣
言
書
︾
中
聲
稱
：
﹁
本
黨
本
集
革
命
、
憲
政
、
中
立
諸
黨
而
成
，
無
故
無
新
，
惟
善
是
一
。

只
求
主
義
不
涉
危
險
，
立
論
不
近
偏
枯
，
行
事
不
趨
狂
暴
，
在
官
不
聞
貪
佞
者
，
皆
願
相
互
提
攜
。
﹂

章
太
炎
還
在
︽
自
定
年
譜
︾
中
講
述
當
時
建
立
統
一
政
黨
時
的
情
況
說
：
﹁
初
，
同
盟
會
著
籍
者
不

過
二
千
人
，
自
南
都
建
立
，
一
日
附
者
率
數
千
。
武
昌
諸
將
，
同
盟
會
、
共
進
會
分
處
其
半
，
以
與
南
府

不
合
，
復
立
民
社
，
與
同
盟
會
新
附
者
競
。
余
亦
暫
集
人
士
為
統
一
黨
，
︙
︙
﹂
當
聯
合
會
改
為
統
一
黨
時
，

其
組
織
力
量
是
：
﹁
本
部
會
員
，
現
已
達
七
百
餘
人
，
南
方
各
省
，
大
抵
皆
已
設
支
部
，
北
方
亦
可
漸
次

擴
充
。
﹂

 

總
之
，
章
太
炎
在
辛
亥
革
命
後
已
明
顯
右
傾
。
不
論
聯
合
會
或
統
一
黨
，
都
不
過
是
一
種
官
僚
、
政

客
、
立
憲
派
的
大
雜
燴
。
因
此
，
它
對
南
京
臨
時
政
府
的
許
多
改
革
措
施
，
無
不
加
以
反
對
。
孫
中
山
主

張
建
都
南
京
以
牽
制
袁
世
凱
，
章
太
炎
也
極
力
反
對
。
他
公
然
為
袁
張
目
說
：
﹁
遜
位
元
以
後
，
組
織
新

政
府
者
，
當
為
袁
氏
，
若
迫
令
南
來
，
則
北
方
失
所
觀
望
﹂
；

37
﹁
袁
公
已
被
選
為
大
總
統
，
大
總
統
之
所

在
，
而
百
僚
連
袂
歸
之
，
此
自
事
理
亦
然
﹂
；
﹁
袁
公
既
被
舉
為
臨
時
大
總
統
，
則
名
實
自
歸
之
矣
，
何

必
移
統
一
政
府
於
金
陵
﹂
。
三
月
下
旬
，
在
南
京
的
四
川
籍
革
命
黨
人
召
開
四
川
革
命
烈
士
追
悼
會
，
孫
中

3
6　 
︽
大
共
和
日
報
︾
第
五
十
三
號
，
一
九
一
二
年
三
月
三
日
。

3
7　 
︽
致
南
京
參
議
會
書
︾
，
︽
時
報
︾
，
一
八
一
二
年
二
月
十
三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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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親
往
參
加
，
而
章
炳
麟
卻
送
來
了
一
副
對
聯
，
其
中
上
聯
是
﹁
群
盜
鼠
竊
狗
偷
，
死
者
不
瞑
目
﹂
，
﹁
但

當
時
鼠
竊
狗
偷
的
大
半
還
是
立
憲
黨
人
，
而
章
炳
麟
不
正
是
和
他
們
沆
瀣
一
氣
嗎
？
他
反
對
建
都
南
京
，

認
為
南
京
並
非
龍
盤
虎
踞
，
難
道
北
京
果
真
就
是
龍
盤
虎
踞
的
地
方
嗎
？
很
明
顯
，
章
炳
麟
為
了
反
對
孫

中
山
先
生
，
已
經
實
際
上
站
到
袁
世
凱
那
方
面
去
了
﹂
。

38

早
在
武
昌
起
義
後
不
久
，
立
憲
派
與
同
盟
會
就
展
開
了
新
的
競
爭
。

當
時
，
湖
北
、
湖
南
、
貴
州
等
獨
立
省
份
相
繼
出
現
立
憲
派
與
革
命
派
爭
奪
領
導
權
的
事
件
。
張
謇
、

趙
鳳
昌
、
湯
壽
潛
等
江
浙
立
憲
派
陰
謀
在
上
海
組
織
一
個
由
他
們
控
制
的
﹁
專
為
對
付
獨
立
各
省
﹂
的
臨

時
中
央
政
府
。
與
此
同
時
，
在
輿
論
上
，
他
們
群
起
攻
擊
同
盟
會
﹁
執
政
權
而
家
天
下
﹂
，
並
與
同
盟
會
的

分
裂
派
聯
為
一
氣
，
掀
起
一
股
解
散
同
盟
會
的
浪
潮
。
一
九
一
一
年
十
二
月
十
二
日
，
章
太
炎
針
對
在
鄂

同
盟
會
員
譚
人
風
等
電
請
各
省
同
盟
會
主
要
負
責
人
前
往
武
昌
組
織
臨
時
政
府
的
主
張
，
極
端
錯
誤
地
提

出
一
個
﹁
革
命
軍
起
，
革
命
黨
消
﹂
的
口
號
，
說
什
麼
﹁
革
命
軍
起
，
革
命
黨
消
，
天
下
為
公
，
乃
克
有

濟
﹂
。
又
說
：
﹁
以
革
命
黨
人
召
集
革
命
黨
人
，
是
欲
以
一
黨
組
織
政
府
，
若
守
此
見
，
人
心
解
體
矣
。
諸

君
能
戰
即
戰
，
不
能
戰
，
弗
以
黨
見
破
壞
大
局
。
﹂
此
論
一
出
，
全
國
的
立
憲
派
分
子
和
舊
官
僚
們
如
獲

至
寶
，
競
相
傳
播
，
恨
不
得
同
盟
會
的
解
散
，
即
刻
見
諸
事
實
。
張
謇
致
函
黃
興
說
：
﹁
統
一
最
要
之
前
提
，

則
章
太
炎
所
主
張
銷
去
黨
名
為
第
一
，
此
須
與
中
山
先
生
早
及
之
。
﹂
那
個
從
床
底
下
拉
出
來
當
了
湖
北

3
8　 
吳
玉
章
：
︽
辛
亥
革
命
︾
，
人
民
出
版
社
一
九
六
九
年
版
，
第
一
百
五
十
二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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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
督
的
黎
元
洪
更
是
推
波
助
瀾
，
大
加
發
揮
，
進
一
步
提
出
了
﹁
革
命
黨
消
﹂
的
要
求
。
於
是
，
在
這
片

喧
囂
聲
中
，
同
盟
會
面
臨
著
一
場
新
的
嚴
峻
的
考
驗
。

當
時
，
同
盟
會
多
數
領
導
者
和
同
盟
會
員
的
頭
腦
是
不
清
醒
的
，
認
識
是
錯
誤
的
。
他
們
所
注
意
的

只
是
爭
取
立
憲
派
乃
至
舊
官
僚
參
加
革
命
，
而
對
如
何
鞏
固
和
加
強
同
盟
會
的
革
命
領
導
作
用
則
缺
乏
起

碼
的
認
識
和
重
視
。
上
海
的
陳
其
美
就
是
這
方
面
的
代
表
。
他
在
張
謇
等
人
的
拉
攏
和
影
響
下
，
成
了
立

憲
派
的
親
密
合
作
者
。
宋
教
仁
雖
然
主
張
保
證
革
命
黨
人
的
領
導
地
位
，
但
由
於
他
與
趙
鳳
昌
、
張
謇
、

熊
希
齡
等
人
﹁
相
結
納
﹂
，
其
結
果
亦
不
能
不
與
主
觀
願
望
相
反
。
特
別
是
，
對
於
﹁
革
命
軍
起
，
革
命
黨

消
﹂
的
叫
囂
，
黃
興
固
然
拒
絕
採
納
，
卻
抵
制
不
力
，
而
宋
教
仁
則
隨
聲
附
和
，
聲
言
他
﹁
將
選
擇
同
盟

會
中
穩
健
分
子
，
集
為
政
黨
，
變
名
更
署
，
與
同
盟
會
分
離
﹂
。
張
繼
、
景
耀
月
等
同
盟
會
重
要
活
動
分
子

更
是
﹁
主
張
甚
力
﹂
。
景
耀
月
公
開
表
示
：
﹁
凡
他
之
團
體
或
個
人
其
奔
走
社
會
、
在
各
方
面
竭
誠
運
動
者
，

皆
寄
託
共
和
建
設
之
健
全
分
子
﹂
，
因
此
同
盟
會
應
﹁
易
名
改
組
﹂
，
﹁
以
招
納
熱
心
革
命
與
運
動
共
和
之

賢
豪
者
﹂
。
譚
人
鳳
這
時
也
態
度
一
變
，
說
什
麼
﹁
同
盟
會
於
未
革
命
以
前
極
為
重
要
，
今
既
革
命
，
凡
屬

國
民
皆
應
一
體
致
力
於
國
家
，
不
必
各
立
黨
派
，
各
存
黨
見
﹂
。
同
盟
會
的
機
關
報
︽
民
立
報
︾
甚
至
公
開

鼓
吹
說
：
只
有
解
散
同
盟
會
，
才
能
﹁
拯
救
黨
派
分
歧
的
中
國
﹂
。
這
些
事
實
說
明
：
在
立
憲
派
和
舊
官
僚

的
進
攻
面
前
，
同
盟
會
已
瀕
於
總
崩
潰
的
邊
緣
。

當
然
，
這
不
是
說
同
盟
會
內
部
沒
有
不
同
意
見
。
比
如
，
對
擁
戴
黎
元
洪
為
都
督
的
問
題
，
就
有
人

提
出
應
改
由
同
盟
會
員
擔
任
。
居
正
、
田
桐
等
為
解
決
兩
湖
地
區
最
高
領
導
權
的
問
題
，
還
邀
請
一
般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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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
開
秘
密
會
議
，
由
居
正
提
議
，
擬
公
推
黃
興
為
湖
北
、
湖
南
大
都
督
。
其
中
有
同
盟
會
員
極
力
附
和
，

等
等
。
但
是
，
這
種
不
同
意
見
僅
僅
是
局
部
的
、
分
散
的
，
而
且
由
於
得
不
到
大
多
數
革
命
黨
人
的
支
持
，

它
始
終
沒
有
在
同
盟
會
內
部
取
得
支
配
地
位
。

此
外
，
革
命
黨
人
既
害
怕
群
眾
，
又
不
相
信
自
己
的
力
量
，
企
圖
依
靠
立
憲
派
頭
面
人
物
的
﹁
威
望
﹂

來
進
行
﹁
有
秩
序
﹂
的
革
命
，
這
也
是
原
因
之
一
。
胡
漢
民
在
談
到
黃
興
這
時
的
政
治
傾
向
時
，
就
曾
說
道
：

黃
﹁
未
嘗
治
經
濟
、
政
治
之
學
，
驟
與
立
憲
派
人
遇
，
即
歉
然
自
以
為
不
如
。
還
視
同
黨
，
尤
覺
暴
烈
者

之
只
堪
破
壞
，
難
與
建
設
﹂
。
又
說
：
﹁
既
引
進
張
︵
謇
︶
、
湯
︵
壽
潛
︶
，
為
收
縉
紳
之
望
，
楊
度
、
湯

化
龍
、
林
長
民
等
方
有
反
革
命
嫌
疑
，
亦
受
克
強
庇
護
，
而
克
強
之
政
見
，
亦
日
以
右
傾
。
﹂
黃
興
這
一

思
想
演
變
，
在
很
大
程
度
上
也
反
映
了
革
命
黨
人
當
時
的
精
神
狀
況
。

還
有
，
由
於
武
昌
起
義
的
勝
利
，
同
盟
會
內
居
功
驕
傲
、
爭
權
奪
利
的
思
想
急
劇
地
膨
脹
起
來
，
內

部
矛
盾
日
趨
尖
銳
。
他
們
為
了
取
得
某
種
地
位
元
，
拿
原
則
做
交
易
，
以
求
得
立
憲
派
、
舊
官
僚
的
支
持
，

就
是
勢
所
必
然
的
了
。
宋
教
仁
為
了
達
到
當
總
理
的
目
的
，
到
處
奔
走
，
甚
至
要
章
太
炎
為
他
公
開
鼓
吹
。

胡
瑛
被
委
任
營
口
都
督
後
，
竟
﹁
對
鏡
顧
影
自
豪
，
喃
喃
說
道
：
周
公
瑾
年
少
膺
都
督
，
我
胡
經
武
今
日

亦
足
比
擬
，
何
讓
前
賢
！
﹂
就
是
一
般
會
員
，
也
有
的
認
為
﹁
河
山
由
我
光
復
，
權
利
自
應
我
享
﹂
，
有
的

﹁
借
同
盟
會
三
字
鋪
叫
聲
勢
，
冀
可
因
利
乘
便
﹂
。
這
就
不
僅
為
立
憲
派
和
舊
官
僚
提
供
了
攻
擊
的
口
實
，

更
為
其
拉
攏
、
利
用
提
供
了
可
乘
之
機
。
正
如
孫
中
山
後
來
所
說
：
﹁
維
時
官
僚
之
勢
力
漸
張
，
而
黨
人

之
朝
氣
漸
餒
，
只
圖
保
守
既
得
之
地
位
，
而
驟
減
冒
險
之
精
神
；
又
多
喜
官
僚
之
奉
迎
阿
諛
，
而
漸
被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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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矣
！
﹂

不
過
，
孫
中
山
這
時
還
是
比
較
清
醒
的
。
十
二
月
二
十
五
日
，
他
從
國
外
回
到
上
海
後
，
目
睹
同
盟

會
被
人
利
用
的
嚴
重
事
實
，
憤
然
表
示
：
﹁
革
命
之
目
的
不
達
，
無
和
議
之
可
言
。
﹂
並
強
調
指
出
：
﹁
本

會
持
三
大
主
義
宣
導
於
世
，
今
民
族
主
義
、
民
權
主
義
二
者
雖
已
將
達
而
欲
告
成
功
，
尚
需
多
人
之
努
力
。

況
民
生
主
義
至
今
未
少
著
手
，
今
後
之
中
國
首
須
在
此
處
著
力
。
﹂
隨
之
，
為
了
整
頓
同
盟
會
，
他
召
開

了
有
旅
滬
各
省
分
會
部
分
負
責
人
出
席
的
本
部
臨
時
會
議
，
改
訂
了
同
盟
會
暫
行
章
程
，
發
表
了
宣
言
。

宣
言
分
析
了
當
時
的
形
勢
，
著
重
指
出
：
由
於
同
盟
會
內
部
不
統
一
，
﹁
貪
夫
敗
類
，
乘
其
間
隙
，
遂
作
莠

言
，
以
為
鼓
簧
，
漢
奸
滿
奴
則
又
冒
托
虛
聲
，
混
跡
機
要
，
在
臨
時
政
府
組
織
之
際
其
禍
乃
大
著
﹂
。
同
盟

會
﹁
靈
敏
機
關
，
剔
其
敗
類
﹂
，
實
為
﹁
今
日
之
急
務
﹂
。
為
此
革
命
黨
人
必
須
﹁
先
自
結
合
，
以
成
堅
固

不
拔
之
群
﹂
，
然
後
﹁
廣
益
其
結
納
，
羅
致
碩
人
，
以
閎
其
力
﹂
。
宣
言
還
特
別
批
判
了
﹁
革
命
軍
起
，
革

命
黨
消
﹂
的
論
調
，
指
出
：
﹁
此
不
特
不
明
乎
利
害
之
勢
，
於
本
會
所
持
之
主
義
而
亦
懵
之
，
是
儒
生
聞

茸
之
言
，
無
一
粲
之
值
。
﹂
最
後
重
申
：
革
命
黨
人
的
責
任
，
決
不
限
於
推
翻
清
政
府
，
即
﹁
不
卒
之
於

民
族
主
義
，
而
卒
之
於
民
權
、
民
生
主
義
﹂
，
﹁
必
完
全
貫
徹
此
三
大
主
義
而
無
遺
﹂
。

孫
中
山
這
次
整
頓
同
盟
會
的
努
力
，
形
式
上
收
到
了
一
定
效
果
。
宋
教
仁
、
張
繼
等
人
放
棄
了
﹁
變
名

更
署
﹂
的
主
張
，
表
示
繼
續
留
在
同
盟
會
內
。
張
繼
還
在
給
章
太
炎
的
覆
信
中
說
：
﹁
同
盟
會
之
變
名
更
署
，

鈍
初
主
張
甚
力
，
後
乃
悟
名
目
上
之
問
題
特
朝
三
暮
四
之
術
耳
。
吾
隸
於
同
盟
會
，
學
從
其
朔
，
在
我
個

人
顧
名
思
義
或
藉
可
保
持
革
命
精
神
。
﹂
但
是
，
整
個
說
來
，
對
於
同
盟
會
怎
樣
造
成
﹁
靈
敏
機
關
﹂
，
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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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
黨
人
如
何
成
為
﹁
堅
固
不
拔
之
群
﹂
，
除
在
組
織
上
決
定
暫
時
停
止
吸
收
會
員
外
，
孫
中
山
並
沒
有
提
出

更
有
力
的
措
施
。
這
樣
，
同
盟
會
固
然
保
住
了
它
的
形
體
，
卻
未
能
從
根
本
上
發
生
新
的
轉
機
。

首
先
，
在
組
織
南
京
臨
時
政
府
的
過
程
中
，
同
盟
會
上
層
領
導
人
的
意
見
仍
極
不
一
致
。
宋
教
仁
不
顧

孫
中
山
的
反
對
，
堅
持
主
張
責
任
制
。
選
舉
臨
時
總
統
時
，
作
為
湖
南
代
表
的
譚
人
鳳
拒
絕
投
孫
中
山
的
票
。

同
時
，
對
於
孫
中
山
主
張
繼
續
北
伐
的
正
確
意
見
，
黃
興
、
胡
漢
民
特
別
是
汪
精
衛
都
極
力
反
對
，
最
終
迫

使
孫
中
山
妥
協
，
以
﹁
虛
位
以
待
之
心
﹂
，
企
望
通
過
袁
世
凱
迫
使
清
帝
退
位
，
達
到
﹁
和
平
之
目
的
﹂
。

其
次
，
同
盟
會
內
各
行
其
是
的
狀
況
絲
毫
沒
有
改
變
。
如
同
盟
會
四
川
支
部
不
經
本
部
同
意
，
逕
自

改
為
﹁
共
和
黨
﹂
，
又
如
在
定
都
問
題
的
激
烈
爭
論
中
，
李
烈
鈞
、
孫
毓
筠
、
蔣
尊
篁
等
無
視
孫
中
山
建
都

南
京
的
提
議
，
聯
電
主
張
定
都
北
京
。
而
南
京
臨
時
參
議
院
，
﹁
固
多
同
盟
會
會
員
，
而
與
政
府
終
不
免
形

格
勢
禁
﹂
。
這
種
情
況
，
多
年
後
孫
中
山
仍
為
之
憤
慨
不
已
，
說
：
﹁
余
為
民
國
總
統
時
之
主
張
，
反
不
若

為
革
命
領
袖
時
之
有
效
而
見
之
施
行
矣
。
﹂

最
後
，
組
織
上
的
分
裂
有
增
無
減
。
孫
武
、
劉
成
禺
、
時
功
玖
等
因
在
南
京
臨
時
政
府
中
未
得
到
安
排
，

對
黃
興
有
意
見
，
便
糾
合
一
些
舊
官
僚
和
立
憲
黨
人
於
一
九
一
二
年
一
月
二
十
日
發
起
組
織
﹁
民
社
﹂
，
推

黎
元
洪
為
首
領
，
主
張
建
都
武
昌
，
公
開
與
南
京
臨
時
政
府
相
對
抗
。
與
此
同
時
，
景
耀
月
一
面
拒
絕
就

任
教
育
次
長
，
一
面
與
歐
陽
振
聲
、
殷
汝
驪
等
以
﹁
共
和
統
一
會
﹂
為
中
心
，
聯
絡
﹁
國
民
共
進
會
﹂
、
﹁
政

治
談
話
會
﹂
合
組
成
﹁
統
一
共
和
黨
﹂
，
宣
稱
﹁
以
鞏
固
全
國
統
一
，
建
設
完
美
共
和
政
治
，
循
世
界
之
趨

勢
，
力
圖
進
步
為
宗
旨
﹂
。
此
外
，
雲
南
支
部
張
儒
瀾
、
李
金
木
等
一
部
分
會
員
，
也
發
起
成
立
了
﹁
中
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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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國
聯
合
會
﹂
雲
南
分
會
，
與
同
盟
會
相
分
離
。

同
盟
會
在
南
京
臨
時
政
府
期
間
所
以
益
形
分
崩
離
析
，
除
了
政
見
分
歧
、
地
域
觀
念
、
宗
派
思
想
和

權
力
分
配
不
均
等
種
種
因
素
外
，
仍
與
革
命
黨
人
的
思
想
認
識
密
切
相
關
。
孫
中
山
曾
說
過
：
﹁
自
己
已

執
政
權
，
倘
又
立
刻
組
織
同
盟
會
，
豈
不
是
全
國
俱
系
同
盟
會
，
而
又
復
似
專
制
？
﹂
同
盟
會
著
名
的
政

論
家
徐
血
兒
在
回
顧
這
段
歷
史
時
，
也
說
：
﹁
當
時
同
盟
會
以
天
之
驕
子
，
首
執
國
政
，
有
組
織
政
黨
內

閣
之
勢
與
組
織
政
黨
內
閣
之
力
而
不
為
者
，
非
弗
善
政
黨
內
閣
也
，
不
欲
以
政
權
私
於
一
黨
，
而
博
攬
群

賢
以
共
治
也
。
﹂
正
因
為
這
樣
，
孫
中
山
想
依
靠
南
京
臨
時
政
府
來
推
行
同
盟
會
的
革
命
方
略
，
在
實
際

上
也
就
只
能
成
為
一
句
空
話
。

革
命
形
勢
的
迅
速
發
展
，
要
求
革
命
政
黨
加
強
統
一
領
導
，
以
適
應
千
變
萬
化
的
複
雜
局
面
。
同
盟

會
卻
恰
恰
相
反
，
在
革
命
緊
要
關
頭
更
加
渙
散
了
。

一
九
一
一
年
武
昌
起
義
後
不
久
，
同
盟
會
本
部
發
表
宣
言
，
雖
然
指
出
了
﹁
元
兇
尚
在
，
華
夏
未
清
﹂
，

應
﹁
長
驅
河
朔
﹂
，
以
﹁
建
立
民
國
﹂
，
但
卻
表
白
革
命
黨
人
將
於
﹁
功
成
事
遂
﹂
之
後
引
退
，
﹁
散
處
朝

市
或
悠
悠
林
野
﹂
。

39
同
年
十
二
月
，
同
盟
會
本
部
在
上
海
召
開
臨
時
會
議
，
旅
滬
各
省
分
會
負
責
人
也
參

加
。
如
上
所
述
，
這
次
會
議
事
實
上
並
沒
有
阻
止
﹁
意
見
不
相
統
屬
，
言
論
歧
為
萬
途
﹂
的
現
象
繼
續
發
展
，

相
反
，
卻
更
加
嚴
重
了
。

3
9　 
︽
同
盟
會
本
部
宣
言
書
︾
，
︽
民
立
報
︾
，
一
九
一
一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四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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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
興
是
同
盟
會
中
的
軍
事
領
袖
。
他
在
南
京
臨
時
政
府
期
間
，
和
孫
中
山
配
合
得
基
本
上
是
不
錯
的
。

在
許
多
重
大
問
題
上
，
他
都
支
持
了
孫
中
山
。
他
在
臨
時
政
府
中
，
任
陸
軍
部
總
長
，
﹁
兼
參
謀
總
長
，

軍
事
全
權
，
集
於
一
身
，
雖
無
內
閣
之
名
。
實
各
部
之
領
袖
也
﹂
。
但
是
，
這
樣
一
個
重
要
領
導
人
，
在

民
國
建
立
初
卻
有
了
功
成
隱
退
的
思
想
，
他
在
一
個
致
袁
世
凱
的
電
文
中
說
：
﹁
吾
輩
十
餘
年
兢
兢
業
業

以
求
者
，
真
正
之
和
平
，
圓
滿
之
幸
福
。
今
目
的
已
達
，
掉
臂
林
泉
，
所
得
多
矣
。
﹂

40
他
在
一
九
一
二
年

三
十
九
歲
生
日
時
寫
的
詩
中
，
也
道
出
了
這
種
心
情
：
﹁
三
九
年
知
四
十
非
，
大
風
歌
罷
不
如
歸
。
﹂

41
在

黃
興
看
來
，
只
要
把
滿
人
統
治
換
成
漢
人
統
治
，
革
命
就
算
達
到
目
的
，
就
可
以
﹁
大
風
歌
罷
不
如
歸
﹂
了
。

這
樣
，
當
然
就
失
去
了
對
袁
世
凱
的
戒
備
。
在
孫
中
山
主
持
南
京
政
府
期
間
，
他
是
力
主
和
袁
世
凱
妥
協

的
。
南
北
議
和
，
政
權
﹁
統
一
﹂
於
袁
世
凱
手
中
，
黃
興
負
有
一
定
的
責
任
。

在
對
待
袁
世
凱
的
問
題
上
，
孫
中
山
後
來
在
思
想
上
也
很
混
亂
。
二
月
十
七
日
，
他
在
復
譚
人
鳳
及

︽
民
立
報
︾
館
的
電
中
，
解
釋
讓
位
於
袁
世
凱
的
原
因
時
說
：
﹁
吾
黨
不
必
身
攬
政
權
﹂
；
又
說
：
﹁
總
統

不
過
國
民
公
僕
，
當
守
憲
法
，
從
輿
論
。
文
前
茲
所
誓
忠
於
國
民
者
，
項
城
亦
不
能
改
。
﹂
遵
守
民
主
制
度
，

把
自
己
視
為
﹁
公
僕
﹂
，
這
是
對
的
；
但
是
，
認
為
任
何
人
，
包
括
袁
世
凱
，
也
能
像
自
己
一
樣
﹁
守
憲
法
，

從
輿
論
﹂
，
這
就
大
錯
特
錯
了
。

綜
上
所
述
，
同
盟
會
在
辛
亥
革
命
後
已
處
於
四
分
五
裂
、
十
分
渙
散
的
狀
態
，
而
孫
中
山
也
無
力
改

4
0　 
︽
臨
時
政
府
公
報
︾
第
二
十
四
號
︽
附
錄
︾
。

4
1　 
黃
一
歐
：
︽
回
憶
先
君
克
強
先
生
︾
，
︽
辛
亥
革
命
回
憶
錄
︾
︵
一
︶
，
中
華
書
局
一
九
六
一
年
版
，
第
一
百
三
十
七
頁
。



。433。
中國第一個總統
第三節　被迫讓位

變
這
種
狀
態
。
處
於
這
種
狀
態
的
革
命
黨
，
當
然
不
可
能
制
定
堅
定
的
反
帝
政
策
、
土
地
政
策
和
鎮
反
︵
鎮

壓
反
革
命
︶
政
策
，
因
而
也
就
不
可
能
領
導
南
京
臨
時
政
府
走
向
勝
利
。

孫
中
山
在
後
來
解
釋
這
段
歷
史
時
曾
沉
痛
地
說
：
﹁
局
外
人
不
察
，
多
怪
弟
之
退
讓
。
然
弟
不
退
讓
，

則
求
今
日
假
共
和
，
猶
未
可
得
也
。
蓋
當
時
黨
人
已
大
有
爭
權
奪
利
之
思
想
，
其
勢
將
不
可
壓
。
弟
恐
生

出
自
相
殘
殺
之
戰
爭
，
是
以
退
讓
，
以
期
風
化
當
時
，
而
聽
國
民
之
自
然
進
化
也
。
﹂

42

太
平
天
國
農
民
起
義
失
敗
於
領
導
集
團
的
內
訌
，
辛
亥
革
命
失
敗
於
同
盟
會
組
織
的
渙
散
。
同
樣
，

都
是
領
導
問
題
。
這
些
深
刻
的
教
訓
，
對
孫
中
山
後
來
的
轉
變
是
有
教
益
的
。

二
、
讓
位
袁
世
凱

孫
中
山
擔
任
臨
時
大
總
統
後
，
面
臨
的
鬥
爭
任
務
非
常
艱
巨
。
其
中
，
解
決
臨
時
政
府
的
財
政
危
機
，

是
很
緊
迫
的
問
題
。
武
昌
起
義
爆
發
後
，
一
貫
敵
視
中
國
革
命
的
外
國
帝
國
主
義
，
藉
口
保
障
外
債
償
付
，

乘
機
完
全
攫
奪
了
中
國
海
關
稅
收
，
不
讓
有
一
文
錢
供
臨
時
政
府
支
配
。
各
省
地
方
稅
收
，
為
數
不
多
，

供
應
各
地
軍
政
府
尚
嫌
不
夠
，
更
談
不
上
接
濟
中
央
革
命
政
府
了
。
依
靠
華
僑
贈
款
和
國
內
民
眾
的
捐
助
，

數
目
畢
竟
有
限
，
不
能
最
終
解
決
問
題
。
所
以
，
臨
時
政
府
剛
成
立
，
就
迅
速
出
現
巨
大
的
財
政
需
要
和

嚴
重
的
財
政
困
難
。
他
們
面
對
嚴
重
的
財
政
危
機
，
不
僅
難
以
支
付
下
屬
十
餘
萬
部
隊
的
軍
餉
，
連
臨
時

4
2　 
︽
孫
中
山
全
集
︾
第
三
卷
，
中
華
書
局
一
九
八
四
年
版
，
第
一
百
二
十
六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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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府
本
身
的
日
常
開
支
也
無
法
保
證
，
一
度
竟
出
現
了
財

政
部
金
庫
只
剩
下
十
元
錢
的
危
急
局
面
，
時
刻
面
臨
著
軍

隊
解
散
和
政
府
崩
潰
的
危
險
。

比
財
政
危
機
更
使
孫
中
山
難
以
招
架
的
，
是
對
付
來

自
各
方
面
的
要
他
把
總
統
職
位
讓
給
袁
世
凱
的
強
大
壓

力
。
武
昌
起
義
爆
發
後
，
清
政
府
為
了
挽
救
它
的
頹
勢
，

在
帝
國
主
義
的
授
意
下
，
被
迫
起
用
一
度
解
職
在
家
的
袁

世
凱
，
任
命
他
擔
任
了
掌
握
軍
、
政
大
權
的
內
閣
總
理
，

負
責
鎮
壓
革
命
。
野
心
勃
勃
的
袁
世
凱
，
在
帝
國
主
義
的

支
持
下
，
乘
機
大
施
詭
計
。
他
一
方
面
借
革
命
力
量
的
聲
勢
，
逼
清
王
室
退
位
；
一
方
面
派
重
兵
直
逼
武

漢
三
鎮
；
同
時
又
放
出
和
談
的
口
風
，
逼
迫
革
命
派
妥
協
，
企
圖
一
箭
雙
雕
，
既
奪
得
清
朝
政
府
的
最
高

權
力
，
又
迫
使
革
命
派
屈
服
。

在
袁
世
凱
軟
硬
兼
施
的
進
攻
面
前
，
又
加
上
立
憲
派
人
和
一
部
分
舊
官
僚
的
鼓
動
下
，
有
些
革
命
黨

人
墮
入
了
迷
霧
。
他
們
錯
誤
地
把
袁
世
凱
看
做
是
可
以
爭
取
的
力
量
，
同
意
如
袁
世
凱
幫
助
推
翻
清
王
朝
，

就
推
舉
他
擔
任
共
和
國
大
總
統
，
以
求
儘
快
結
束
戰
爭
，
換
取
革
命
的
早
日
﹁
成
功
﹂
；
並
在
一
九
一
一

年
十
一
月
三
十
日
至
十
二
月
三
　
日
在
漢
口
舉
行
的
獨
立
各
省
代
表
會
議
上
，
通
過
了
相
應
的
正
式
決
議
。

緊
接
著
，
又
在
上
海
開
始
了
南
北
和
議
。
這
樣
，
當
孫
中
山
從
歐
洲
回
到
國
內
，
就
發
現
自
己
被
置
於
一 以擁護共和要脅清政府的袁世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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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
十
分
被
動
的
境
地
，
一
方
面
他
被
各
省

代
表
推
舉
為
南
京
臨
時
政
府
的
領
袖
；
另

一
方
面
又
被
作
為
過
渡
階
段
的
政
府
首
腦

看
待
。
各
省
代
表
原
先
通
過
的
正
式
決
議

依
然
有
效
，
孫
中
山
暫
時
只
是
﹁
虛
位
以

待
﹂
，
只
要
袁
世
凱
反
戈
倒
清
，
總
統
職

位
仍
將
由
袁
世
凱
擔
任
。

袁
世
凱
︵
一
八
五
九—

一
九
一
六

年
︶
是
近
代
中
國
反
動
的
封
建
買
辦
勢
力

的
代
表
人
物
之
一
。
他
出
身
於
河
南
項
城
的
一
個
大
官
僚
地
主
家
庭
。
他
的
伯
祖
父
、
父
親
、
叔
父
都
是

鎮
壓
撚
軍
農
民
起
義
的
劊
子
手
。
在
一
八
九
五
年
，
他
接
受
清
朝
政
府
的
命
令
訓
練
反
革
命
武
裝

｜
﹁
新

建
陸
軍
﹂
，
從
而
逐
步
掌
握
了
軍
權
。
後
來
，
他
耍
弄
卑
劣
的
兩
面
派
手
法
，
破
壞
了
資
產
階
級
改
良
主
義

的
戊
戌
變
法
，
又
依
靠
新
式
的
反
革
命
武
裝
，
在
山
東
勾
結
德
國
侵
略
軍
，
血
腥
地
鎮
壓
反
帝
愛
國
的
義

和
團
運
動
。
他
還
利
用
職
權
，
將
津
浦
、
蘇
杭
甬
鐵
路
出
賣
給
德
國
、
英
國
，
進
行
種
種
賣
國
活
動
，
成

為
帝
國
主
義
的
忠
實
走
狗
。

袁
世
凱
因
鎮
壓
義
和
團
反
帝
愛
國
運
動
有
﹁
功
﹂
，
被
清
廷
拔
擢
為
直
隸
總
督
、
北
洋
大
臣
，
主
持
編

練
北
洋
常
備
軍
︵
簡
稱
﹁
北
洋
軍
﹂
︶
，
成
為
清
政
府
中
最
有
實
力
的
人
物
。
一
九○

八
年
，
光
緒
、
慈
禧

宣告退位時的溥儀和他的父親攝政王

載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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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后
相
繼
死
去
，
次
年
袁
世
凱
被
逐
回
原
籍
﹁
養
病
﹂
。
武
昌
起
義
爆
發
後
，
清
朝
政
府
為
了
挽
救
它
的
頹

勢
，
在
帝
國
主
義
列
強
的
公
使
團
授
意
下
，
起
用
袁
世
凱
為
湖
廣
總
督
，
﹁
兼
辦
剿
撫
事
宜
﹂
。
接
著
，
帝

國
主
義
又
配
合
袁
世
凱
，
迫
使
清
政
府
再
三
讓
步
，
任
命
他
為
內
閣
總
理
，
向
他
交
出
一
切
軍
政
大
權
。

孫
中
山
對
袁
世
凱
的
印
象
素
來
不
好
，
覺
得
此
人
﹁
狡
猾
嬗
變
﹂
，
﹁
可
能
遲
滯
革
命
行
動
﹂
，

43
甚
至

認
為
他
是
一
個
﹁
巨
奸
大
憝
﹂
，

44
是
一
個
靠
不
住
的
危
險
人
物
，
他
很
不
贊
成
將
革
命
政
權
拱
手
讓
給
這

樣
一
個
陰
險
的
人
。
回
國
之
初
，
他
曾
明
確
表
示
要
把
革
命
進
行
到
底
，
決
不
中
途
妥
協
退
讓
，
並
且
還

積
極
著
手
組
織
北
伐
。
但
是
，
當
時
的
客
觀
形
勢
已
不
是
孫
中
山
所
能
左
右
了
。
他
所
面
對
的
，
是
擁
有

強
大
的
武
裝
又
有
豐
富
統
治
經
驗
的
袁
世
凱
。
早
在
武
昌
起
義
前
，
袁
世
凱
就
已
形
成
了
自
己
的
政
治
和

軍
事
勢
力
，
他
不
僅
控
制
著
清
政
府
賴
以
統
治
的
支
柱

｜
北
洋
六
鎮
新
軍
，
手
下
有
一
批
為
其
效
勞
的

滿
洲
貴
族
和
漢
族
官
僚
，
具
有
極
其
狡
猾
的
政
治
手
腕
，
而
且
得
到
帝
國
主
義
的
欣
賞
。

辛
亥
革
命
爆
發
後
，
帝
國
主
義
列
強
看
到
清
朝
政
府
難
以
再
維
持
下
去
，
便
決
定
採
取
﹁
換
馬
﹂
的

辦
法
，
拋
棄
清
政
府
，
扶
持
袁
世
凱
作
為
他
們
統
治
中
國
的
新
的
代
理
人
。
帝
國
主
義
的
這
種
態
度
，
終

於
迫
使
載
灃
不
得
不
違
心
地
起
用
袁
世
凱
，
使
其
得
以
東
山
再
起
。
在
這
以
後
，
帝
國
主
義
不
僅
在
整
個

南
北
議
和
過
程
中
暗
中
為
袁
世
凱
出
謀
劃
策
，
而
且
公
開
告
訴
革
命
黨
人
，
只
有
讓
袁
世
凱
當
大
總
統
才

能
得
到
他
們
的
認
可
。

4
3　 
陳
三
井
：
︽
法
文
資
料
中
所
見
的
孫
中
山
先
生
︾
，
載
黃
季
陸
：
︽
研
究
中
山
先
生
的
史
料
與
史
學
︾
，
臺
北
一
九
五○

年
版
，
第
二
百
八
十
四
頁
。

4
4　 
全
國
政
協
文
史
資
料
委
員
會
編
：
︽
辛
亥
革
命
回
憶
錄
︾
︵
一
︶
，
中
華
書
局
一
九
六○

年
版
，
第
二
百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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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此
同
時
，
資
產
階
級
立
憲
派
見
武
昌
起
義
後
革
命
的
風
暴
迅
速
發
展
，
清
政
府
的
覆
滅
已
不
可
挽

回
。
為
了
阻
止
革
命
的
深
入
發
展
，
和
革
命
派
爭
奪
權
力
，
也
願
意
支
持
袁
世
凱
出
來
控
制
局
面
，
以
造

成
有
利
於
自
己
的
形
勢
。

上
述
情
況
對
資
產
階
級
革
命
派
造
成
很
大
壓
力
，
特
別
是
帝
國
主
義
對
袁
世
凱
的
支
持
，
對
革
命
派

的
壓
力
最
大
。
因
為
自
中
日
甲
午
戰
爭
以
來
，
帝
國
主
義
與
中
華
民
族
的
矛
盾
一
直
在
發
展
著
。
帝
國
主

義
隨
時
可
能
瓜
分
中
國
這
一
可
怕
的
陰
影
，
時
時
籠
罩
在
所
有
愛
國
者
的
心
頭
。
資
產
階
級
革
命
派
在
武

裝
推
翻
清
王
朝
的
鬥
爭
中
，
十
分
害
怕
帝
國
主
義
干
涉
中
國
革
命
。
武
昌
起
義
爆
發
後
，
湖
北
軍
政
府
發

佈
的
一
份
文
告
，
就
曾
告
誡
人
們
不
要
冒
犯
洋
人
，
認
為
﹁
若
是
害
了
外
人
，
各
國
都
來
與
我
們
為
敵
，

那
就
不
得
了
呢
﹂
。
這
樣
，
在
人
們
普
遍
害
怕
帝
國
主
義
干
涉
中
國
革
命
，
希
望
儘
快
地
建
立
共
和
政
府
，

並
取
得
帝
國
主
義
承
認
的
情
況
下
，
帝
國
主
義
明
白
表
示
只
有
袁
世
凱
做
總
統
才
會
得
到
他
們
的
承
認
，

這
也
造
成
了
孫
中
山
回
國
後
，
就
被
置
於
十
分
被
動
境
地
的
局
面
。
再
加
上
當
時
同
盟
會
的
渙
散
狀
態
，

也
對
孫
中
山
極
為
不
利
。

武
昌
起
義
前
夕
，
由
於
一
連
串
起
義
的
失
敗
，
同
盟
會
的
力
量
損
失
很
大
，
內
部
團
結
也
趨
於
渙
散
，

對
武
昌
起
義
的
爆
發
，
思
想
準
備
不
足
，
再
加
上
革
命
黨
人
對
起
義
後
迅
速
發
展
的
革
命
形
勢
缺
乏
應
付

的
經
驗
，
沒
有
能
夠
牢
牢
地
掌
握
住
革
命
的
主
動
權
。
相
反
，
企
圖
通
過
讓
位
袁
世
凱
，
以
求
早
日
結
束

戰
爭
，
使
革
命
早
日
﹁
成
功
﹂
，
以
換
取
革
命
的
廉
價
勝
利
的
想
法
，
在
革
命
陣
營
內
部
佔
據
了
上
風
。
﹁
當

時
南
京
政
府
從
中
央
到
地
方
，
從
派
系
到
政
界
，
差
不
多
都
是
坐
南
向
北
，
認
為
只
有
利
用
袁
世
凱
推
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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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政
府
於
革
命
有
利
。
﹂
有
人
甚
至
這
樣
逼
問
孫

中
山
：
﹁
你
不
贊
成
和
議
，
難
道
是
捨
不
得
總
統

這
個
職
位
嗎
？
﹂

當
時
的
形
勢
，
確
實
使
孫
中
山
除
了
同
意
向

袁
世
凱
妥
協
，
沒
有
其
他
選
擇
的
餘
地
。
況
且

孫
中
山
本
人
也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存
在
著
害
怕
帝

國
主
義
干
涉
的
恐
懼
心
理
。
他
在
美
國
聽
到
武

昌
起
義
的
消
息
後
，
不
是
立
即
回
國
領
導
革
命
，

而
是
先
赴
歐
洲
從
事
外
交
活
動
，
認
為
對
英
國
外

交
的
成
敗
，
將
決
定
革
命
的
存
亡
，
一
個
重
要
原

因
就
是
因
為
他
害
怕
中
國
革
命
會
因
帝
國
主
義

的
干
涉
，
而
遭
受
太
平
天
國
那
樣
的
失
敗
。
回
國

以
後
，
他
的
這
種
擔
心
並
未
消
除
。
與
此
同
時
，

孫
中
山
對
袁
世
凱
的
反
革
命
的
真
實
面
目
當
時
還
缺
乏
足
夠
的
認
識
，
他
又
想
到
利
用
袁
世
凱
，
﹁
使
推
翻

二
百
六
十
餘
年
貴
族
專
制
的
滿
洲
，
則
賢
於
用
兵
十
萬
﹂
，

45
而
避
免
流
血
，
結
束
戰
爭
。
加
上
孫
中
山
對

4
5　 
︽
胡
漢
民
自
傳
︾
，
︽
革
命
文
獻
︾
第
三
輯
，
臺
北
一
九
五
五
年
版
，
第
四
百
二
十
六
頁
。

孫中山與袁世凱任命的內閣總理唐紹儀在總統府前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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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
世
凱
這
個
﹁
漢
人
﹂
也
抱
有
一
些
幻
想
，
認
為

﹁
賊
︵
袁
世
凱
︶
本
漢
族
，
人
情
必
思
宗
國
，
而

總
統
復
非
帝
王
萬
世
之
比
，
俯
與
遷
就
，
冀
其
自

新
﹂
。

46
從
這
樣
考
慮
出
發
，
孫
中
山
主
觀
上
並
不

怎
麼
反
對
通
過
議
和
，
利
用
袁
世
凱
迫
使
清
廷
退

位
，
來
達
到
﹁
建
立
民
國
﹂
這
一
目
標
。
加
上
當

時
的
形
勢
，
他
敵
不
住
來
自
各
方
面
的
壓
力
，
終

於
被
迫
同
意
如
果
清
王
室
退
位
和
宣
佈
共
和
，
他

將
把
總
統
職
位
讓
給
袁
世
凱
。

一
九
一
二
年
二
月
十
二
日
，
迫
於
革
命
形
勢

和
在
袁
世
凱
的
催
逼
下
，
清
王
朝
頒
佈
了
退
位
詔

書
，
宣
告
了
這
個
統
治
中
國
二
百
六
十
多
年
的
封

建
王
朝
的
覆
滅
。
接
著
，
袁
世
凱
向
南
京
臨
時
政

府
虛
偽
地
宣
佈
，
他
承
認
共
和
制
度
，
保
證
﹁
永
不
使
君
主
政
體
再
行
於
中
國
﹂
。
十
三
日
，
孫
中
山
履
行

自
己
的
諾
言
，
向
臨
時
參
議
院
提
出
辭
職
。
十
四
日
，
得
到
臨
時
參
議
院
的
批
准
。

4
6　 
︽
孫
文
選
集
︾
中
冊
，
廣
東
人
民
出
版
社
二○

○

六
年
版
，
第
五
百
二
十
三
頁
。

圖為清朝的龍旗和清廷頒佈的退位詔書。



孫中山傳

。440。

孫
中
山
雖
然
被
迫
同
意
將
總
統
職
位
讓
給
袁
世

凱
，
但
他
仍
抱
有
戒
心
。
為
了
防
備
袁
世
凱
撕
毀
協

議
，
背
叛
共
和
，
他
在
提
出
辭
職
的
同
時
，
附
加
了

三
項
條
件
：
﹁
︵
一
︶
臨
時
政
府
地
點
設
於
南
京
，

為
各
省
代
表
所
議
定
，
不
能
更
改
；
︵
二
︶
辭
職
後
，

俟
參
議
院
舉
定
新
總
統
親
到
南
京
就
任
之
時
，
大
總

統
及
國
務
各
員
乃
行
解
職
；
︵
三
︶
臨
時
政
府
約
法

為
參
議
院
所
制
定
，
新
總
統
必
須
遵
守
頒
佈
之
一
切

法
制
章
程
。
﹂

47
孫
中
山
的
目
的
，
是
想
通
過
這
些

條
件
，
把
袁
世
凱
調
離
經
營
多
年
的
京
津
老
巢
，
迫

使
他
到
革
命
力
量
相
對
集
中
的
南
京
就
任
，
並
用

︽
臨
時
約
法
︾
來
加
以
約
束
，
以
防
止
袁
世
凱
上
臺

後
，
推
翻
民
主
共
和
，
實
行
專
制
獨
裁
。

奸
詐
的
袁
世
凱
當
然
知
道
孫
中
山
的
用
意
，
他
一
面
推
三
托
四
，
遲
遲
不
肯
南
下
，
一
面
暗
中
指
使
親
信

在
北
京
製
造
﹁
兵
變
﹂
，
乘
機
散
佈
自
己
一
旦
南
下
，
北
方
必
定
發
生
大
亂
的
論
調
，
作
為
他
不
去
南
京
就
職

4
7　 
︽
臨
時
大
總
統
諮
參
議
院
辭
職
文
︾
，
︽
臨
時
政
府
公
報
︾
第
十
七
號
，
一
九
一
二
年
二
月
二
十
日
。

一九一二年三月二十五日，孫中山與唐紹儀及南京總統府

職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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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藉
口
。
帝
國
主
義
也
再
次
公
開
出
面
支
持
袁
世
凱
，

紛
紛
以
保
護
使
館
為
名
，
調
兵
入
京
，
故
意
製
造
緊
張

空
氣
，
對
孫
中
山
施
加
壓
力
。
許
多
立
憲
派
人
和
舊
官

僚
也
都
為
袁
世
凱
幫
腔
，
連
一
些
革
命
黨
人
也
隨
聲
附

和
，
主
張
允
許
袁
世
凱
在
北
京
就
職
。
孫
中
山
又
一
次

陷
於
孤
立
被
動
境
地
，
不
得
不
再
次
讓
步
。
三
月
十
日
，

袁
世
凱
在
北
京
宣
誓
就
任
臨
時
大
總
統
。
四
月
一
日
，

孫
中
山
正
式
辭
去
臨
時
總
統
職
務
。
第
二
天
，
臨
時
參

議
院
又
通
過
了
將
臨
時
政
府
遷
往
北
京
的
決
議
。
這

樣
，
辛
亥
革
命
的
勝
利
成
果

｜
南
京
臨
時
政
府
，
僅

僅
存
在
了
三
個
月
就
不
幸
夭
折
。

辛
亥
革
命
的
果
實
，
被
大
野
心
家
袁
世
凱
篡
竊

後
，
意
味
著
大
地
主
大
資
產
階
級
的
獨
裁
統
治
又
在
中

國
開
始
建
立
起
來
。
﹁
中
華
民
國
﹂
成
為
一
塊
空
招
牌
，

新
瓶
裝
舊
酒
，
﹁
內
骨
子
是
依
舊
的
﹂
，
中
國
的
半
殖

民
地
半
封
建
社
會
並
沒
有
改
變
，
帝
國
主
義
和
封
建
主

義
這
兩
座
大
山
依
舊
沉
重
地
壓
在
中
國
人
民
頭
上
。

一九一二年四月一日，孫中山與內閣成員赴參議院舉行正式解職禮時合影。前排左

二起：居正、黃鐘瑛、黃興、唐紹儀、孫中山、王寵惠、蔡元培；二排左二胡漢民、

左五林森、左六徐紹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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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
亥
革
命
並
沒
有
出
現
孫
中
山
所
預
想
的
﹁
中
華
民
國
將
永
久
存
在
﹂
，

48
﹁
此
後
社
會
當
以
工
商
實

業
為
競
點
，
為
新
中
國
開
一
新
局
面
﹂

49
的
美
妙
情
景
。
它
沒
有
能
解
決
中
國
社
會
的
兩
大
主
要
矛
盾
，
整

個
中
國
仍
然
處
在
帝
國
主
義
和
封
建
主
義
的
壓
迫
之
下
，
沒
有
完
成
反
帝
反
封
建
的
革
命
任
務
，
沒
有
給

中
國
帶
來
獨
立
、
民
主
和
富
強
。

辛
亥
革
命
之
所
以
得
此
結
果
，
既
是
時
代
條
件
所
局
限
，
也
是
由
於
中
國
民
主
革
命
者
在
經
濟
上
和

政
治
上
的
軟
弱
。
他
們
缺
乏
反
對
帝
國
主
義
、
反
對
封
建
主
義
的
足
夠
的
勇
氣
，
不
敢
也
不
能
提
出
明
確

的
反
帝
、
反
封
建
的
戰
鬥
綱
領
，
甚
至
幻
想
與
革
命
敵
人
妥
協
來
實
現
中
國
的
民
主
政
治
。
當
時
孫
中
山

並
沒
有
認
識
到
帝
國
主
義
的
階
級
本
性
是
不
會
改
變
的
，
因
此
對
帝
國
主
義
抱
有
幻
想
，
常
常
向
這
個
或

那
個
外
國
壟
斷
資
本
集
團
尋
求
友
誼
，
呼
籲
援
助
。
軟
弱
的
中
國
民
主
主
義
革
命
者
在
辛
亥
革
命
時
期
的

對
外
宣
言
中
，
總
是
表
示
承
認
帝
國
主
義
在
華
既
得
利
益
，
期
望
以
此
換
取
帝
國
主
義
的
﹁
中
立
﹂
以
至
﹁
援

助
﹂
。
他
們
又
與
農
村
中
的
封
建
剝
削
階
級
有
著
千
絲
萬
縷
的
聯
繫
，
非
常
害
怕
並
且
極
力
壓
制
農
民
群
眾

起
來
革
命
。
孫
中
山
雖
然
提
出
了
﹁
平
均
地
權
﹂
，
但
是
，
在
他
掌
握
政
權
的
時
候
並
沒
有
主
動
地
實
行
過

土
地
制
度
的
改
革
。
南
京
臨
時
政
府
成
立
之
後
，
不
僅
沒
有
發
佈
分
配
土
地
的
命
令
，
反
而
三
令
五
申
保

護
地
主
階
級
，
讓
他
們
參
加
各
級
政
權
。
有
些
地
方
的
革
命
黨
人
，
甚
至
利
用
暫
時
掌
握
的
政
權
，
嚴
令

4
8　 
孫
中
山
：
︽
中
華
民
國
︾
︵Th

eC
hineseRepubeic)

，
紐
約
︽
獨
立
雜
誌
︾
一
九
一
二
年
九
月
英
文
版
。
特
引
自
陳
福
霖
：
︽
美
國
︿
獨
立
雜
誌
﹀
所
刊

孫
中
山
先
生
的
三
篇
著
作
︾
，
︽
研
究
孫
中
山
先
生
的
史
料
與
史
學
︾
，
臺
北
一
九
七
五
年
版
，
第
三
百
三
十
四
頁
。

4
9　 
︽
自
巴
黎
致
民
國
軍
政
府
盼
速
定
總
統
電
︾
︵
一
九
一
一
年
十
一
月
十
六
日
︶
，
︽
國
父
全
集
︾
第
三
冊
，
臺
北
一
九
七
三
年
版
，
第
一
百
六
十
三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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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
止
並
且
出
動
軍
隊
鎮
壓
貧
苦
農
民
的
抗
租
鬥
爭
，
極
力
維

護
封
建
剝
削
制
度
的
根
基
。
國
民
革
命
需
要
一
個
大
的
農
村

變
革
。
辛
亥
革
命
沒
有
實
現
這
個
變
革
。

此
外
，
他
們
在
武
昌
起
義
後
大
講
﹁
咸
與
維
新
﹂
，
對

混
入
革
命
陣
營
裡
的
大
批
反
革
命
分
子
，
缺
乏
警
惕
；
對
打

著
﹁
共
和
﹂
旗
號
，
鑽
進
革
命
政
權
內
部
摘
桃
子
的
改
良
派
，

居
然
不
念
舊
惡
，
握
手
言
歡
；
即
令
像
袁
世
凱
這
樣
的
反
動

頭
子
，
僅
只
口
頭
上
承
認
共
和
，
便
可
以
化
敵
為
友
，
甚
至

把
大
總
統
的
位
置
讓
給
他
。
這
樣
，
自
然
就
不
能
真
正
發
動

廣
大
的
人
民
群
眾

｜
首
先
是
農
民
群
眾
，
進
行
革
命
鬥

爭
。
因
此
，
在
國
內
外
反
動
勢
力
倡
狂
反
撲
面
前
，
他
們
沒

有
可
以
依
靠
的
力
量
，
最
後
只
有
退
卻
和
妥
協
，
喪
失
了
政
權
。

應
該
指
出
的
是
，
辛
亥
革
命
的
悲
劇
性
結
局
，
是
由
於
當
時
的
歷
史
環
境
和
時
代
條
件
所
決
定
的
，

而
在
形
成
孫
中
山
終
於
﹁
讓
位
﹂
給
袁
世
凱
的
這
一
歷
史
事
件
中
，
有
許
多
不
利
的
條
件
，
卻
是
由
於
革

命
黨
人
主
觀
認
識
上
的
錯
誤
，
思
想
上
、
組
織
上
準
備
不
足
和
缺
乏
實
踐
經
驗
造
成
的
。
從
武
昌
起
義
到

孫
中
山
﹁
讓
位
﹂
這
段
歷
史
為
時
不
到
半
年
，
但
它
的
內
容
卻
極
為
豐
富
。
其
中
有
著
豐
富
的
經
驗
教
訓

可
以
總
結
。

孫中山為內務部次長居正題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