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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節

﹁
與
保
皇
派
大
戰
﹂

一
、
同
盟
會
成
立
前
的
早
期
論
戰

革
命
運
動
的
前
進
不
是
一
帆
風
順
的
。
在
民
主
革
命

日
益
向
前
發
展
的
這
一
時
期
，
即
同
盟
會
成
立
前
後
的
中

國
民
主
革
命
準
備
時
期
，
在
拯
救
國
家
危
亡
問
題
上
存
在

著
兩
種
截
然
不
同
的
救
國
道
路
：
一
種
是
孫
中
山
所
代
表

的
民
主
革
命
道
路
，
一
種
是
康
有
為
、
梁
啟
超
所
代
表
的

改
良
主
義
道
路
。
孫
中
山
從
革
命
民
主
派
的
立
場
出
發
，

宣
傳
科
學
進
化
論
思
想
，
主
張
用
革
命
的
手
段
推
翻
清
朝

封
建
帝
制
，
建
立
民
主
共
和
國
。
康
有
為
和
梁
啟
超
則
恰

恰
相
反
。
他
們
從
改
良
派
的
立
場
出
發
，
宣
揚
庸
俗
進
化

論
思
想
，
反
對
民
主
革
命
，
主
張
在
保
存
清
朝
封
建
統
治

的
基
礎
上
實
行
君
主
立
憲
，
通
過
自
上
而
下
的
改
革
來
發

保皇派代表人物康有為。康有為的學生梁啟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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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資
本
主
義
。
這
種
主
張
，
實
質
上
是
使
中
國
人
民
繼
續
沉
淪
在
半
殖
民
地
和
封
建
社
會
的
苦
難
深
淵
中
，

以
適
應
帝
國
主
義
和
封
建
主
義
的
需
要
。

以
康
有
為
和
梁
啟
超
為
代
表
的
保
皇
派
，
原
是
十
九
世
紀
末
期
的
維
新
派
。
變
法
失
敗
以
後
，
在
二
十

世
紀
初
，
他
們
仍
念
念
不
忘
他
們
的
﹁
聖
主
﹂
，
站
在
歷
史
潮
流
的
對
立
面
，
堅
持
改
良
主
義
道
路
，
維
護

賣
國
的
清
王
朝
，
反
對
暴
力
革
命
，
日
益
成
為
民
主
革
命
潮
流
沖
刷
的
對
象
。
他
們
認
為
只
要
﹁
勸
告
﹂

清
廷
改
良
政
治
，
﹁
要
求
﹂
清
廷
實
行
立
憲
，
就
可
以
挽
救
中
國
，
所
以
主
張
在
保
存
清
朝
封
建
統
治
的
基

礎
上
做
枝
枝
節
節
的
改
良
。

早
在
一
八
九
九
年
七
月
後
，
康
有
為
和
梁
啟
超
就
分
別
在
加
拿
大
、
日
本
和
南
洋
等
地
，
在
海
外
華

僑
和
留
學
生
中
組
織
﹁
保
救
大
清
光
緒
皇
帝
會
﹂
，
簡
稱
保
皇
會
，
以
擁
戴
光
緒
皇
帝
反
對
慈
禧
太
后
、
鼓

吹
君
主
立
憲
制
度
為
宗
旨
，
拼
命
活
動
，
搶
奪
興
中
會
的
陣
地
和
群
眾
。
他
們
為
貫
徹
其
反
對
革
命
主
張
，

編
制
種
種
謊
言
，
混
淆
是
非
，
甚
至
不
擇
手
段
地
招
搖
撞
騙
以
擴
大
其
影
響
，
來
抵
制
民
主
革
命
思
想
的

傳
播
。
梁
啟
超
曾
一
度
偽
裝
願
與
孫
中
山
合
作
，
向
孫
中
山
保
證
﹁
合
作
到
底
，
至
死
不
渝
﹂
，
騙
取
了
孫

中
山
給
孫
眉
等
興
中
會
會
員
的
介
紹
信
，
持
赴
興
中
會
的
發
源
地

｜
檀
香
山
活
動
。
他
還
用
詭
辯
把
君

主
立
憲
的
反
動
主
張
塗
飾
起
來
，
說
什
麼
﹁
名
為
保
皇
，
實
則
革
命
﹂
，

65
以
假
亂
真
，
欺
騙
蠱
惑
群
眾
。

其
實
梁
啟
超
在
給
康
有
為
信
中
就
曾
經
說
過
：
﹁
與
革
命
黨
死
戰
，
乃
是
第
一
義
。
有
彼
則
無
我
，
有
我

6
5　 
馮
自
由
：
︽
興
中
會
組
織
史
︾
，
︽
革
命
文
獻
︾
第
三
輯
，
臺
北
一
九
五
八
年
版
，
第
五
十
五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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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
無
彼
。
﹂

66
他
先
在
日
本
橫
濱
創
辦
︽
清
議
報
︾
，
鼓
吹
﹁
斥
後
保
皇
﹂
；
後
又
主
編
︽
新
民
叢
報
︾
︵
半

月
刊
︶
，
作
為
保
皇
會
開
展
反
革
命
﹁
死
戰
﹂
的
喉
舌
。

當
時
，
在
國
內
外
知
識
界
和
華
僑
中
，
曾
有
許
多
人
被
改
良
派
所
迷
惑
，
在
思
想
上
分
不
清
改
良
與

革
命
的
界
限
。
就
是
興
中
會
中
也
有
不
少
會
員
︵
包
括
孫
眉
在
內
︶
受
到
欺
騙
，
檀
島
的
會
員
竟
被
保
皇

會
奪
去
大
半
，
海
外
其
他
各
埠
興
中
會
會
員
也
有
很
多
被
拉
進
保
皇
會
為
康
、
梁
所
利
用
。
到
了
一
九○

三
年
，
保
皇
會
在
海
外
的
勢
力
極
為
膨
脹
，
僅
在
美
洲
各
埠
就
設
立
了
十
一
個
總
部
和
八
十
六
個
支
會
。

保
皇
會
人
在
華
僑
中
間
竭
力
打
擊
革
命
力
量
，
鼓
吹
君
主
立
憲
主
張
，
還
借
救
國
之
名
，
招
搖
撞
騙
，
詐

騙
錢
財
，
謀
取
私
利
。
而
興
中
會
的
組
織
被
破
壞
得
零
落
不
堪
，
已
經
是
今
非
昔
比
。
在
這
種
情
況
下
，

保
皇
派
已
成
為
革
命
前
進
道
路
上
的
一
大
攔
路
虎
，
如
果
不
對
其
給
予
迎
頭
痛
擊
，
在
政
治
上
、
思
想
上

揭
穿
他
們
的
反
動
面
目
，
革
命
就
不
可
能
向
前
發
展
。

一
九○

○

年
以
前
，
孫
中
山
為
擴
大
革
命
力
量
，
曾
經
爭
取
改
良
派
，
準
備
和
他
們
合
作
。
沒
想
到

改
良
派
﹁
為
虎
作
倀
，
其
反
對
革
命
，
反
對
共
和
，
比
之
清
廷
為
尤
甚
﹂
。

67
他
在
國
內
外
革
命
形
勢
推
動

之
下
，
逐
漸
從
保
皇
會
陰
謀
奪
取
陣
地
、
奪
取
群
眾
的
活
動
中
，
進
一
步
看
清
了
改
良
派
的
面
目
，
覺
察

到
了
問
題
的
嚴
重
性
，
認
識
到
必
須
嚴
格
劃
清
革
命
與
改
良
的
界
限
。
為
了
掃
除
前
進
道
路
上
的
障
礙
，

發
展
革
命
力
量
，
孫
中
山
從
一
九○

○

年
以
後
就
針
對
康
、
梁
掀
起
的
保
皇
逆
流
，
逐
步
展
開
了
不
調
和

6
6　 
︽
致
蔣
觀
雲
、
徐
佛
蘇
書
︾
，
丁
文
江
、
趙
豐
田
編
：
︽
梁
任
公
先
生
年
譜
長
編
初
稿
︾
第
四
冊
，
油
印
線
裝
本
，
第
三
百
六
十
頁
。

6
7　 
︽
建
國
方
略
︾
，
︽
孫
中
山
選
集
︾
上
卷
，
人
民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六
年
版
，
第
一
百
七
十
三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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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鬥
爭
。
他
是
高
舉
民
主
革
命
的
旗
幟
與
改
良
派
進

行
堅
決
鬥
爭
的
第
一
人
。

早
在
一
九○

○

年
，
孫
中
山
對
梁
啟
超
上
年
在

檀
島
招
搖
撞
騙
的
無
恥
行
徑
已
給
以
嚴
厲
的
譴
責
；

隨
後
，
在
孫
中
山
的
指
導
下
，
橫
濱
的
革
命
派
半
月

刊
︽
開
智
錄
︾
、
香
港
革
命
派
機
關
報
︽
中
國
日
報
︾

對
保
皇
派
一
些
報
刊
︵
如
︽
清
議
報
︾
、
︽
商
報
︾
︵
香

港
︶
、
︽
嶺
南
報
︾
︵
廣
州
︶
以
及
後
創
的
︽
新
民
叢

報
︾
等
︶
上
的
反
動
謬
論
，
都
進
行
批
駁
。

兩
派
之
間
初
步
進
行
了
理
論
上
的
交
鋒
。
當
時
，

孫
中
山
認
識
到
，
要
想
喚
醒
群
眾
，
不
被
康
、
梁
所

迷
惑
，
必
須
大
力
創
立
宣
傳
機
關
。
於
是
，
他
先
後

指
派
幹
部
陳
少
白
、
秦
力
山
、
沈
翔
雲
、
陳
天
華
、

劉
成
禺
等
在
香
港
、
檀
香
山
、
舊
金
山
、
日
本
、
新

加
坡
、
緬
甸
等
地
創
辦
、
改
組
或
支
持
︽
國
民
報
︾
、
︽
檀
山
新
報
︾
︵
原
為
華
僑
程
蔚
南
辦
的
商
業
報
紙
，

俗
名
︽
隆
記
報
︾
︶
、
︽
大
同
日
報
︾
︵
原
是
致
公
堂
的
機
關
報
，
曾
被
保
皇
會
人
篡
奪
︶
，
以
及
後
來
的 《民報》第三號號外刊登的革命派同保皇派論戰的提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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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
報
︾
、
︽
中
興
日
報
︾
、
︽
光
華
日
報
︾
等
多
種

中
文
報
刊
，

68
積
極
開
展
革
命
宣
傳
，
號
召
人
民
從

思
想
上
、
組
織
上
同
改
良
派
劃
清
界
限
。
同
時
，
他

還
號
召
國
內
外
各
地
革
命
派
的
組
織
，
也
廣
為
創
辦

報
刊
，
共
同
對
改
良
派
進
行
鬥
爭
，
﹁
竭
力
打
擊
保

皇
毒
焰
於
各
地
﹂
。

一
九○

三
年
夏
，
孫
中
山
在
日
本
先
向
應
聘
赴

檀
香
山
任
教
職
的
興
中
會
會
員
、
基
督
教
會
牧
師

毛
文
明
佈
置
了
兩
項
任
務
：
﹁
︵
一
︶
掃
除
保
皇
邪

說
；
︵
二
︶
規
復
革
命
機
關
﹂
；

69
然
後
，
他
親
自

赴
檀
香
山
領
導
對
改
良
派
的
論
戰
。
孫
中
山
認
為

﹁
非
將
此
毒
剷
除
︵
按
：
指
肅
清
梁
啟
超
等
人
欺
騙

6
8　 
孫
中
山
非
常
重
視
宣
傳
工
作
，
他
在
辛
亥
革
命
前
於
海
外
創
辦
、
改
組
或
支
持
的
中
文
報
刊
，
據
不
完
全
統
計
，
主
要
的
有
十
三
種
之
多
。
這
些
報
刊

創
刊
的
時
間
和
地
點
是
：
一
八
九
九
年
香
港
的
︽
中
國
日
報
︾
；
一
九○

一
年
日
本
的
︽
國
民
報
︾
；
一
九○

二
年
檀
香
山
的
︽
檀
山
新
報
︾
；
一
九

○

五
年
日
本
的
︽
民
報
︾
；
一
九○

七
年
加
拿
大
的
︽
大
漢
公
報
︾
、
暹
羅
︵
今
泰
國
︶
的
︽
華
暹
新
報
︾
和
新
加
坡
的
︽
中
興
日
報
︾
；
一
九○

八

年
緬
甸
的
︽
光
華
日
報
︾
；
一
九
一○

年
美
國
的
︽
大
同
日
報
︾
和
︽
少
年
中
國
晨
報
︾
、
加
拿
大
︽
新
民
國
報
︾
和
馬
來
亞
︵
今
馬
來
西
亞
︶
的
︽
光

華
日
報
︾
；
一
九
一
一
年
菲
律
賓
的
︽
公
理
報
︾
。

6
9　 
毛
文
明
：
︽
紀
癸
卯
總
理
重
至
檀
香
山
事
︾
，
︽
中
華
民
國
開
國
五
十
年
文
獻
︾
第
一
編
第
十
五
冊
，
臺
北
一
九
六
五
年
版
，
第
四
十
八
頁
。 為擴大革命宣傳陣地，孫中山將華僑程蔚南創辦的《檀山

新報》改組為興中會機關報。圖為該報報頭及一九○四年

十月孫中山發表的《駁保皇報》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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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
傳
的
流
毒
︶
，
斷
不
能
做
事
﹂
，
他
﹁
決
心
盡
力
掃
除
此
毒
，
以
一
民
心
﹂
。

70
為
擴
大
革
命
宣
傳
和
廣

泛
聯
絡
同
志
，
孫
中
山
應
毛
文
明
等
所
請
，
前
往
奧
華
湖
︵O

ahu

︶
島
的
希
爐
︵H

ilo

︶
，
假
該
城
日
本

戲
院
公
開
發
表
演
講
，
批
判
保
皇
，
宣
傳
革
命
，
聽
眾
達
千
餘
人
。
跟
著
，
又
在
火
奴
魯
魯
的
各
大
戲
院

中
多
次
舉
行
大
規
模
的
公
開
演
講
，
每
次
往
往
一
連
兩
三
天
，
聽
眾
常
常
超
過
千
人
。

在
這
些
演
講
中
，
孫
中
山
揭
露
了
改
良
派
的
欺
騙
手
法
，
批
判
了
他
們
散
佈
的
謬
論
，
宣
傳
了
革
命

道
理
。
十
二
月
十
三
日
在
荷
梯
里
街
戲
院
的
演
說
中
指
出
：
﹁
革
命
為
惟
一
法
門
，
可
以
拯
救
中
國
出
於

國
際
交
涉
之
現
時
危
慘
地
位
﹂
，
﹁
我
們
必
要
傾
覆
滿
洲
政
府
，
建
立
民
國
，
革
命
成
功
之
日
，
效
法
美
國
，

選
舉
總
統
，
廢
除
專
制
，
實
行
共
和
﹂
。

71
通
過
辛
勤
地
宣
傳
活
動
，
使
許
多
華
僑
開
始
瞭
解
革
命
與
保
皇

的
歧
異
，
誤
入
保
皇
會
者
紛
紛
退
出
。
孫
中
山
在
一
九○

四
年
一
月
給
朋
友
的
信
中
敘
述
同
改
良
派
鬥
爭

所
取
得
的
成
績
說
：
檀
香
山
﹁
四
大
島
中
已
肅
清
其
二
，
餘
二
島
想
不
日
可
以
就
成
功
﹂
。

72

一
九○

三
年
十
二
月
和
一
九○

四
年
一
月
，
孫
中
山
針
對
保
皇
黨
徒
對
革
命
的
攻
擊
及
散
佈
的
謬
論
，

在
檀
香
山
︽
檀
山
新
報
︾
上
先
後
發
表
︽
敬
告
同
鄉
書
︾
和
︽
駁
保
皇
報
︾
兩
篇
重
要
文
章
，
對
改
良
派

的
﹁
保
皇
﹂
宣
傳
，
作
了
猛
烈
的
抨
擊
。
他
和
梁
啟
超
私
人
感
情
過
去
很
好
，
但
他
嚴
格
劃
清
思
想
界
限
。

7
0　 
︽
致
黃
宗
仰
︵
烏
目
山
僧
︶
函
︾
，
黃
季
陸
編
：
︽
總
理
全
集
︾
下
冊
，
﹁
函
札
﹂
，
成
都
近
芬
書
屋
一
九
四
四
年
版
，
第
二
十
二
頁
。

7
1　 
檀
香
山
英
文
︽
早
報
︾
︵Advertiser

︶
一
九○

三
年
十
二
月
十
四
日
，
轉
引
自
︽
檀
山
華
僑
︾
﹁
檀
山
華
僑
﹂
部
分
，
檀
香
山
自
由
新
報
社
一
九
二
九
年
版
，

第
十
四
頁
。

7
2　 
︽
致
黃
宗
仰
︵
烏
目
山
僧
︶
函
︾
，
黃
季
陸
編
：
︽
總
理
全
集
︾
下
冊
，
﹁
函
札
﹂
，
成
都
近
芬
書
屋
一
九
四
四
年
版
，
第
二
十
二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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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說
：
我
和
梁
啟
超
﹁
私
交
雖
密
，

一
談
政
事
，
則
儼
然
敵
國
。
然
士

各
有
志
，
不
能
相
強
。
總
之
，
劃

清
界
限
，
不
使
混
淆
﹂
。
這
說
明
孫

中
山
對
待
政
治
生
活
堅
持
原
則
的

嚴
肅
態
度
。
改
良
派
把
自
己
打
扮

成
﹁
愛
國
者
﹂
，
硬
說
在
民
族
危
機

深
重
的
當
時
，
被
統
治
的
各
族
人

民
和
滿
洲
貴
族
集
團
統
治
者
之
間

的
利
害
是
一
致
的
，
根
本
否
認
國

內
的
階
級
矛
盾
和
民
族
矛
盾
。
他

們
認
為
如
果
進
行
革
命
反
對
清
朝
，
就
是
破
壞
國
內
的
﹁
團
結
﹂
，
還
要
引
起
﹁
下
層
社
會
﹂
暴
亂
，
破
壞

社
會
秩
序
，
也
就
不
可
能
抵
抗
外
國
的
干
涉
和
侵
略
，
結
果
就
會
招
致
帝
國
主
義
瓜
分
而
亡
國
。
針
對
這

樣
一
派
胡
言
，
孫
中
山
尖
銳
地
責
問
，
改
良
派
的
所
謂
﹁
愛
國
﹂
，
是
愛
虐
民
媚
外
的
﹁
大
清
國
﹂
呢
，
還

是
﹁
中
華
國
﹂
？
指
出
他
們
的
﹁
保
皇
﹂
、
﹁
保
滿
洲
政
府
﹂
，
絕
不
是
愛
國
行
為
。
並
指
出
，
清
朝
的
統

治
是
中
國
不
能
抵
抗
外
國
侵
略
者
的
首
要
因
素
。
清
朝
政
府
腐
敗
無
能
，
是
﹁
寧
贈
友
邦
，
勿
與
家
奴
﹂

的
賣
國
政
府
。
它
對
帝
國
主
義
的
侵
略
無
力
抵
抗
或
者
不
抵
抗
，
才
使
中
國
陷
於
被
瓜
分
的
危
險
境
地
。

1903年，香港《中國日報》連載黃世仲的《辯康
有為政見書》，又刊登章太炎撰寫的《駁康有為

論革命書》，有力地批駁了康有為的保皇思想。

圖為章太炎的《駁康有為論革命書》（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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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
命
召
致
瓜
分
﹂
論
純
粹
是
改
良
派
反
對
革
命
、
蠱
惑
人
心
的
詭
辯
。
這
樣
，
就
揭
穿
了
改
良
派
的
維
護

清
朝
反
動
統
治
的
反
革
命
面
目
，
說
明
他
們
所
謂
的
﹁
愛
國
﹂
實
際
是
在
愛
國
的
幌
子
下
充
當
背
叛
人
民

的
奸
細
。

孫
中
山
認
為
﹁
若
人
心
日
醒
，
發
奮
發
雄
，
大
舉
革
命
，
一
起
而
倒
此
殘
腐
將
死
之
滿
清
政
府
，
則

列
國
方
欲
敬
我
之
不
暇
，
尚
何
有
窺
伺
瓜
分

之
事
哉
﹂
？
明
確
指
出
：
﹁
欲
免
瓜
分
，
非

先
倒
滿
洲
政
府
，
則
無
挽
救
之
法
也
。
﹂
他

號
召
一
切
真
正
的
愛
國
者
，
必
須
首
先
推
翻

這
個
腐
朽
、
賣
國
的
統
治
，
然
後
才
能
救
中

國
，
才
能
免
於
被
列
強
瓜
分
的
命
運
。

孫
中
山
還
列
舉
大
量
事
實
，
嚴
厲
駁
斥

了
保
皇
會
宣
揚
的
所
謂
﹁
名
為
保
皇
，
實
則

革
命
﹂
的
騙
人
鬼
話
，
義
正
詞
嚴
地
宣
告
：

革
命
與
保
皇
﹁
理
不
相
容
，
勢
不
兩
立
﹂
，

是
截
然
對
立
的
兩
條
道
路
，
﹁
如
黑
白
之
不

能
混
淆
，
如
東
西
之
不
能
易
位
﹂
。
兩
者
的

關
係
只
能
是
﹁
互
相
衝
突
，
互
相
水
火
﹂
，

一九○三年十二月，孫中山在《檀山新報》上發表《敬告

同鄉書》一文，進一步闡發革命大義，批駁保皇謬論。圖

為《敬告同鄉書》（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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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
不
能
互
相
混
淆
；
號
召
僑
胞
﹁
大
倡
革
命
，
毋
惑
保
皇
﹂
。
他
尖
銳
地
指
出
，
保
皇
派
所
謂
﹁
借
名
︵
保

皇
︶
以
行
革
命
﹂
，
所
講
的
﹁
革
命
﹂
是
假
革
命
。
他
痛
斥
了
保
皇
派
替
清
朝
政
府
辯
護
，
反
對
暴
力
革
命

的
荒
謬
論
調
，
堅
決
主
張
進
行
推
翻
清
朝
政
府
的
民
主
革
命
鬥
爭
。
不
少
受
過
騙
的
僑
胞
讀
了
他
的
文
章

後
，
耳
目
為
之
一
新
，
重
新
集
合
在
革
命
旗
幟
之
下
。
檀
香
山
又
成
了
革
命
黨
人
在
海
外
的
一
個
重
要
的

據
點
。一

九○

四
年
春
，
孫
中
山
在
檀
香
山
擊
敗
保
皇
派
後
，
於
四
月
六
日
專
程
到
了
舊
金
山
。
那
裡
風
氣

閉
塞
，
沒
有
接
受
過
多
少
革
命
的
影
響
，
又
是
保
皇
派
勢
力
的
集
中
地
，
華
僑
中
的
上
層
人
物
多
受
﹁
保

皇
﹂
宣
傳
之
騙
。
在
旅
美
華
僑
中
十
之
八
九
都
參
加
了
洪
門
，
還
有
為
數
不
少
的
基
督
教
徒
。
孫
中
山
為

了
使
宣
傳
易
於
生
效
，
便
先
利
用
教
徒
和
洪
門
的
身
分
，
對
基
督
教
徒
和
致
公
堂
職
員
宣
傳
革
命
，
邀
集

教
友
們
召
開
救
國
會
議
，
提
高
他
們
的
認
識
；
隨
後
又
在
小
商
人
及
工
人
︵
大
部
分
為
洗
衣
工
人
、
園
丁

和
其
他
勞
動
者
︶
中
進
行
活
動
，
發
表
公
開
演
講
，
力
駁
﹁
保
皇
﹂
謬
說
，
博
得
了
人
們
日
益
廣
泛
的
同
情
。

他
還
在
舊
金
山
及
其
附
近
城
市
的
一
些
戲
院
中
，
演
說
﹁
愛
國
要
義
﹂
，
鼓
吹
革
命
排
滿
。
當
時
，
孫
中
山

幾
乎
無
日
不
在
和
改
良
派
﹁
苦
戰
之
中
﹂
，
﹁
以
圖
掃
滅
在
美
國
之
保
黨
﹂
。

73

美
洲
致
公
堂
是
以
美
洲
華
僑
勞
動
者
為
主
體
，
總
部
設
在
舊
金
山
，
並
在
紐
約
、
芝
加
哥
、
波
士
頓

等
百
數
十
埠
設
有
分
堂
，
在
華
僑
中
的
勢
力
很
大
。
但
是
，
它
的
組
織
渙
散
，
主
張
分
歧
，
總
堂
、
分
堂
，

7
3　 
︽
覆
黃
宗
仰
述
在
美
掃
滅
保
皇
黨
情
形
函
︾
︵
一
九○

四
年
六
月
十
日
︶
，
中
國
國
民
黨
中
央
黨
史
委
員
會
編
：
︽
國
父
全
集
︾
第
三
冊
，
臺
灣

一
九
九
三
年
版
，
第
三
十
二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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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
自
為
政
，
不
可
能
進
行
一
致
的
行
動
。
孫
中
山
兩
度
遊
美
，
發
現
洪
門
人
士
多
已
忘
卻
反
清
的
革
命
宗

旨
，
總
堂
職
員
除
少
數
熱
心
人
士
外
，
多
半
泥
守
舊
習
。
又
經
康
有
為
、
梁
啟
超
等
保
皇
會
的
歪
曲
宣
傳
，

洪
門
成
員
特
別
是
各
堂
職
員
多
為
所
愚
，
兼
充
保
皇
會
職
員
，
並
延
聘
保
皇
會
分
子
主
辦
報
紙
，
反
清
思

想
漸
就
泯
滅
。
但
在
國
內
革
命
形
勢
和
美
帝
國
主
義
迫
害
華
工
的
刺
激
下
，
下
層
華
僑
仍
有
革
命
要
求
。

因
此
，
孫
中
山
認
為
聯
絡
洪
門
組
織
是
當
務
之
急
，
﹁
先
行
設
法
聯
絡
各
地
洪
家
，
成
為
一
氣
，
然
後
可
以

再
圖
其
他
﹂
。

74
於
是
，
他
很
快
同
舊
金
山
致
公
堂
大
佬
黃
三
德
、
書
記
唐
瓊
昌
等
結
為
好
友
，
使
他
們
成

為
反
清
革
命
的
擁
護
者
，
從
而
推
動
致
公
堂
的
改
革
。

當
時
，
孫
中
山
向
總
堂
建
議
舉
行
全
美
洪
門
會
員
總
註
冊
︵
即
重
新
舉
行
登
記
︶
，
並
表
示
願
親
往
各

地
對
洪
門
會
進
行
革
命
宣
傳
。
這
主
張
得
到
黃
三
德
和
總
堂
各
職
員
的
贊
同
。
他
還
親
為
美
洲
致
公
堂
重

訂
新
章
程
，
在
新
章
程
中
強
烈
譴
責
清
政
府
的
黑
暗
統
治
和
保
皇
會
的
反
動
立
場
，
並
明
文
規
定
﹁
本
堂

以
驅
除
韃
虜
、
恢
復
中
華
、
創
立
民
國
、
平
均
地
權
為
宗
旨
﹂
。

75
接
著
，
便
於
五
月
二
十
四
日
偕
同
黃
三

德
從
舊
金
山
出
發
，
赴
美
國
各
地
對
洪
門
會
眾
進
行
註
冊
和
宣
傳
活
動
。
所
到
之
處
，
黃
三
德
必
﹁
開
台

演
戲
﹂
，
孫
中
山
則
發
表
演
說
，
闡
揚
反
清
革
命
宗
旨
，
駁
斥
保
皇
謬
論
；
並
且
，
在
各
個
地
方
﹁
俱
稱
得

手
﹂
，
和
改
良
派
鬥
爭
方
面
取
得
一
些
成
效
。
他
們
奔
走
數
月
，
訪
問
了
幾
十
個
城
市
，
在
華
僑
中
間
廣
泛

進
行
革
命
宣
傳
。
這
一
行
動
，
對
削
弱
保
皇
會
在
美
國
華
僑
中
的
影
響
，
促
使
華
僑
傾
向
反
清
革
命
，
起

7
4　 
︽
致
黃
宗
仰
︵
烏
目
山
僧
︶
函
︾
，
黃
季
陸
編
：
︽
總
理
全
集
︾
下
冊
，
﹁
函
札
﹂
，
成
都
近
芬
書
屋
一
九
四
四
年
版
，
第
二
十
三
頁
。

7
5　 
︽
致
公
堂
重
新
章
要
義
︾
，
︽
民
報
︾
第
一
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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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頗
大
的
作
用
。

特
別
是
一
九○

五
年
八
月
孫
中
山
在
東
京
的
講
演
中
，
針
對
改
良
派
散
佈
的
反
對
革
命
的
謬
論
，
給

予
了
尖
銳
的
、
深
刻
的
批
駁
。
改
良
派
叫
嚷
什
麼
革
命
只
是
破
壞
，
有
害
無
益
。
孫
中
山
說
，
革
命
不
僅

是
破
壞
，
而
且
是
建
設
；
正
是
為
了
建
設
才
進
行
破
壞
。
改
良
派
胡
說
什
麼
西
方
國
家
都
是
﹁
由
野
蠻
而

專
制
，
由
專
制
而
君
主
立
憲
，
由
君
主
立
憲
而
始
共
和
﹂
，
這
是
﹁
進
化
的
次
序
﹂
，
﹁
斷
難
躐
等
﹂
。
孫

中
山
指
出
了
這
個
﹁
斷
難
躐
等
﹂
的
論
點
是
愚
蠢
、
可
笑
的
。
譬
如
說
，
中
國
過
去
向
來
沒
有
火
車
，
按

改
良
派
的
﹁
次
序
﹂
，
難
道
初
用
火
車
，
必
先
用
英
、
美
幾
十
年
前
的
﹁
舊
物
﹂
，
然
後
才
可
以
逐
漸
換
用

新
式
火
車
嗎
？
他
認
為
應
該
取
法
乎
上
，
向
外
國
學
習
最
進
步
的
東
西
，
嚴
正
駁
斥
了
康
、
梁
的
在
目
前

﹁
只
可
立
憲
，
不
能
革
命
﹂
的
庸
俗
進
化
觀
點
。
他
說
：
﹁
而
且
世
界
上
各
國
的
立
憲
，
也
必
須
從
流
血
中

得
來
的
才
算
是
真
正
的
立
憲
。
同
一
的
流
血
，
我
們
為
什
麼
不
從
事
於
直
截
了
當
的
共
和
立
憲
，
而
從
事

於
這
不
完
不
備
的
君
主
立
憲
呢
！？
﹂
對
改
良
派
仿
照
殖
民
主
義
者
的
口
吻
，
誣
衊
中
國
人
﹁
惡
劣
﹂
、
﹁
愚

蠢
﹂
，
沒
有
做
共
和
國
民
的
資
格
，
中
國
不
配
實
行
民
主
共
和
制
度
，
﹁
程
度
不
夠
﹂
，
連
君
主
立
憲
也
不

能
立
刻
實
行
的
無
恥
讕
言
，
孫
中
山
予
以
嚴
正
的
呵
斥
，
指
出
這
是
對
中
國
人
民
的
極
大
侮
辱
。
他
高
度

讚
揚
中
國
人
民
的
智
慧
和
能
力
，
認
為
只
要
敢
於
革
命
，
就
一
定
能
出
現
一
個
飛
躍
發
展
的
局
面
。
他
號

召
大
家
摒
棄
改
良
主
義
道
路
，
不
惜
流
血
，
從
﹁
最
上
之
改
革
︵
按
：
指
進
行
革
命
︶
著
手
﹂
，
在
封
建
皇

朝
的
廢
墟
上
建
立
一
個
﹁
頭
等
民
主
大
共
和
國
﹂
。

孫
中
山
在
抨
擊
那
種
認
為
只
能
跟
在
外
國
人
後
邊
一
步
步
爬
行
，
不
能
﹁
躐
等
﹂
的
謬
論
的
同
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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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
提
出
了
一
個
光
輝
的
預
言
：
中
國
有
幾
千
年
的
文
明
史
，
有
廣
大
的
土
地
和
眾
多
的
人
口
，
只
要
﹁
發

憤
自
雄
﹂
，
﹁
易
舊
為
新
﹂
，
推
翻
清
朝
政
府
，
就
一
定
能
夠
打
破
常
規
，
以
﹁
異
常
之
速
度
﹂
前
進
；
在

數
十
年
內
不
僅
﹁
舉
西
方
之
文
明
而
盡
有
之
﹂
，
而
且
勝
過
他
們
也
是
可
能
的
。
孫
中
山
並
認
為
，
有
志
革

命
的
人
絕
不
能
﹁
無
所
藉
手
，
磋
跎
歲
月
，
寸
功
不
展
﹂
，
而
應
當
﹁
建
一
大
共
和
國
以
表
白
於
世
界
﹂
，

不
然
那
就
﹁
可
羞
之
極
﹂
。

﹁
斷
難
躐
等
﹂
論
，
是
改
良
派
反
對
革
命
的
一
種
詭
辯
。
如
果
照
著
去
做
，
中
國
就
永
遠
處
於
落
後
的

狀
態
，
永
遠
也
不
能
成
為
世
界
上
的
先
進
國
家
。
孫
中
山
敢
於
對
當
時
看
來
頗
為
強
大
的
西
方
資
本
主
義

國
家
挑
戰
，
提
出
了
超
過
西
方
的
豪
言
壯
語
，
痛
斥
了
那
種
認
為
只
能
跟
在
外
國
人
後
邊
一
步
步
爬
行
的

謬
說
，
這
種
無
所
畏
懼
的
精
神
和
膽
略
，
是
值
得
讚
揚
的
。

孫
中
山
親
自
主
持
輿
論
宣
傳
，
通
過
他
的
這
些
講
演
和
文
章
，
有
力
地
揭
穿
了
改
良
派
的
反
革
命
真

面
目
，
幫
助
許
多
僑
胞
逐
步
瞭
解
到
革
命
與
保
皇
的
區
別
；
促
使
誤
入
保
皇
會
的
人
覺
醒
，
他
們
紛
紛
登

報
與
保
皇
會
脫
離
關
係
，
重
新
回
到
革
命
派
立
場
上
來
。
其
中
，
南
洋
華
僑
資
本
家
邱
菽
園
覺
醒
後
，
進

一
步
揭
發
了
保
皇
會
的
黑
幕
；
華
僑
鄭
螺
生
、
李
源
水
等
還
參
加
了
孫
中
山
領
導
的
革
命
組
織
。

孫
中
山
與
改
良
派
經
過
激
烈
的
論
戰
，
終
於
奪
回
了
革
命
派
在
日
本
、
檀
島
等
地
華
僑
中
間
的
陣
地
，

初
步
打
擊
了
保
皇
派
的
囂
張
氣
焰
，
在
政
治
上
、
思
想
上
擴
大
了
革
命
派
的
影
響
，
為
民
主
革
命
思
想
的

傳
播
創
造
了
更
好
條
件
，
並
為
中
國
同
盟
會
的
建
立
做
了
精
神
準
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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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一
九○

五
年
後
的
大
論
戰

在
同
盟
會
成
立
之
後
，
孫
中
山
更
加
意
氣
風
發
地
領
導
革
命
派
，
對
瘋
狂
反
對
革
命
的
保
皇
會
進
行

更
廣
泛
、
更
全
面
的
鬥
爭
，
把
論
戰
引
向
新
的
高
潮
，
展
開
了
和
保
皇
會
改
良
主
義
思
想
的
大
論
戰
。

經
過
同
盟
會
成
立
前
一
個
階
段
的
初
步
辯
論
，
保
皇
會
的
改
良
主
義
思
想
曾
受
到
一
次
衝
擊
，
他
們

的
囂
張
氣
焰
也
遭
到
一
定
的
打
擊
；
但
是
，
在
海
內
外
思
想
、
輿
論
界
和
一
些
群
眾
中
，
改
良
派
仍
然
有

著
相
當
大
的
影
響
。
並
且
，
當
時
康
、
梁
的
保
皇
派
依
然
沒
有
停
止
他
們
反
對
革
命
的
活
動
。
一
九○

六

年
夏
，
﹁
保
皇
黨
﹂
籌
備
改
組
政
黨
，
將
組
織
定
名
為
﹁
帝
國
憲
政
會
﹂
。
梁
啟
超
聲
言
：
﹁
今
者
我
黨
與

政
府
死
戰
，
猶
是
第
二
義
，
與
革
命
黨
死
戰
，
乃
是
第
一
義
。
﹂

76
他
在
其
機
關
報
︽
新
民
叢
報
︾
對
孫
中

山
提
出
的
﹁
民
生
主
義
﹂
大
肆
攻
擊
。
翌
年
十
月
，

梁
啟
超
等
在
東
京
又
成
立
﹁
政
聞
社
﹂
，
全
力
配
合
清
政
府
的
﹁
預
備
立
憲
﹂
活
動
。
之
後
，
﹁
保
皇

黨
﹂
機
關
報
︽
南
洋
總
彙
報
︾
記
者
以
﹁
平
實
﹂
的
筆
名
，
連
續
發
表
︽
論
革
命
不
可
強
為
主
張
︾
等
文
，

提
出
革
命
不
能
行
於
今
日
，
以
及
革
命
足
以
瓜
分
中
國
的
胡
說
，
肆
意
攻
擊
革
命
黨
。

為
了
民
主
革
命
的
勝
利
開
展
，
必
須
徹
底
掃
清
思
想
上
的
這
一
障
礙
。
因
此
，
孫
中
山
直
接
領
導
下

的
︽
民
報
︾
，
從
創
刊
號
開
始
，
在
大
力
宣
傳
同
盟
會
的
政
綱
的
同
時
，
就
對
保
皇
黨
進
行
猛
烈
、
系
統
的

7
6　 
︽
致
蔣
觀
雲
、
徐
佛
蘇
書
︾
，
丁
文
江
、
趙
半
田
編
：
︽
梁
任
公
先
生
年
譜
長
編
初
稿
︾
第
四
冊
，
油
印
線
裝
本
，
第
三
百
六
十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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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
判
。
這
一
批
判
，
主
要
是
通
過
與
改
良
派
的
宣
傳
工
具
︽
新
民
叢
報
︾
開
展
論
戰
實
現
的
。

一
九○

六
年
四
月
︽
民
報
︾
第
三
號
發
行
號
外
，
列
舉
︽
民
報
︾
和
︽
新
民
叢
報
︾
根
本
分
歧
的
十
二

個
問
題
，
聲
明
自
第
四
號
以
下
，
分
類
辯
駁
。
革
命
派
有
組

織
、
有
計
劃
地
同
改
良
派
的
大
論
戰
劇
烈
展
開
了
。

︽
民
報
︾
是
論
戰
的
主
要
陣
地
，
同
時
散
佈
在
海
內
外

各
地
的
革
命
報
刊
，
如
南
洋
的
︽
中
興
日
報
︾
、
檀
香
山
的

︽
自
由
新
報
︾
、
曼
谷
的
︽
華
暹
新
報
︾
、
仰
光
的
︽
光
華

報
︾
、
溫
哥
華
的
︽
大
漢
公
報
︾
等
，
也
紛
紛
投
入
戰
鬥
，

同
當
地
改
良
派
的
喉
舌
︽
南
洋
總
彙
報
︾
、
︽
新
中
國
報
︾
、

︽
啟
南
新
報
︾
、
︽
商
務
報
︾
、
︽
日
新
報
︾
等
，
展
開
針
鋒

相
對
的
激
烈
論
戰
。
捲
入
論
戰
的
報
刊
共
達
數
十
種
。
論
戰

的
主
要
地
點
為
上
海
、
廣
州
、
香
港
以
及
國
外
的
東
京
、
橫

濱
、
檀
香
山
、
舊
金
山
和
新
加
坡
等
城
市
。
論
戰
的
規
模
之

大
、
時
間
之
長
、
鬥
爭
之
激
烈
，
在
中
國
近
代
歷
史
上
是
少

見
的
，
形
成
了
思
想
戰
線
上
的
一
次
大
辯
論
。

孫
中
山
在
這
段
期
間
所
寫
的
︽
︿
民
報
﹀
發
刊
詞
︾
和

演
講
，
全
面
地
闡
釋
了
三
民
主
義
，
有
力
地
駁
斥
了
改
良
派

同盟會時期革命黨人在海內外發行的革命報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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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同
盟
會
及
其
綱
領
的
污
蔑
和
攻
擊
，
成
為
革
命

派
與
改
良
派
鬥
爭
的
犀
利
武
器
。
在
︽
民
報
︾
上

刊
載
的
重
要
論
戰
文
章
，
不
少
是
出
自
孫
中
山
口

授
，
或
根
據
其
授
意
撰
寫
的
。
例
如
︽
革
命
不
致

召
瓜
分
說
︾
一
文
，
就
是
孫
中
山
口
授
而
由
汪
精

衛
執
筆
寫
成
的
。

77

這
些
文
章
，
列
舉
大
量
無
可
辯
駁
的
事
實
，

揭
露
了
清
朝
政
府
投
降
賣
國
、
殘
虐
人
民
的
罪

行
，
指
出
清
王
朝
是
中
國
貧
窮
落
後
不
能
獨
立
的
根
源
，
只
有
用
革
命
辦
法
推
翻
這
一
﹁
野
蠻
專
制
政
體
﹂
，

建
立
民
主
共
和
的
國
家
，
才
能
避
免
瓜
分
，
走
上
獨
立
富
強
的
道
路
；
而
改
良
派
死
心
塌
地
為
清
王
朝
的

反
動
統
治
辯
護
，
正
說
明
他
們
所
說
的
愛
國
是
假
的
，
真
正
愛
的
是
虐
民
媚
外
的
清
政
府
。

孫
中
山
在
旅
居
日
本
期
間
，
一
直
堅
持
不
懈
地
對
改
良
派
的
謬
論
進
行
駁
斥
。
他
對
一
九○

七
年
一

月
梁
啟
超
托
人
找
宋
教
仁
疏
通
，
提
出
︽
民
報
︾
與
︽
新
民
叢
報
︾
雙
方
﹁
以
後
和
平
發
言
，
不
互
相
攻
擊
﹂

的
求
和
要
求
，
堅
決
反
對
，
不
同
意
章
太
炎
﹁
可
以
許
其
調
和
﹂
的
錯
誤
主
張
，
堅
持
把
論
戰
進
行
到
底
，

及
時
制
止
了
同
盟
會
內
部
的
妥
協
傾
向
。

78

7
7　 
︽
胡
漢
民
自
傳
︾
，
︽
革
命
文
獻
︾
第
三
輯
，
臺
灣
一
九
五
五
年
版
，
總
第
三
百
八
十
九
頁
。

7
8　 
宋
教
仁
：
︽
我
之
歷
史
︾
第
六
冊
，
湖
南
桃
源
三
育
乙
種
校
一
九
二○

年
石
印
本
，
第
三
頁
。

一九○七年的孫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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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年
三
月
初
，
孫
中
山
被
日
本
政
府
迫
令
出
境
，
轉
赴
南
洋
活
動
。
次
年
十
月
，
︽
民
報
︾
又
被
日
本

政
府
無
理
封
禁
。
於
是
，
革
命
派
和
保
皇
會
的
重
要
骨
幹
陸
續
南
移
，
南
洋
成
了
兩
派
激
烈
爭
奪
的
重
要

地
盤
。
一
九○

八
年
夏
季
以
後
，
新
加
坡
保
皇
會
利
用
同
盟
會
在
軍
事
上
遭
到
嚴
重
挫
折
之
機
，
通
過
︽
南

洋
總
彙
報
︾
加
緊
了
對
革
命
黨
人
的
攻
擊
，
兩
派
的
論
戰
日
趨
激
烈
。
孫
中
山
親
自
領
導
了
這
一
批
判
改

良
派
的
鬥
爭
，
他
提
出
以
﹁
攻
心
為
先
，
以
至
理
服
人
﹂
的
指
導
方
針
，
並
組
織
同
盟
會
重
要
骨
幹
黃
興
、

胡
漢
民
、
田
桐
、
林
時
塽
、
汪
精
衛
等
人
先
後
到
該
地
參
加
論
戰
，
撰
文
批
判
保
皇
派
。

當
時
，
孫
中
山
曾
口
授
胡
漢
民
等
編
印
有
關
立
憲
和
外
交
等
問
題
的
小
冊
子
，
散
發
各
地
，
力
批
保

皇
謬
說
。
他
還
在
九
、
十
月
間
的
不
到
一
個
月
的
時
間
內
，
親
自
撰
寫
了
︽
論
懼
革
命
召
瓜
分
者
乃
不
識

時
務
者
也
︾
、
︽
平
實
尚
不
肯
認
錯
︾
、
︽
平
實
開
口
便
錯
︾
三
篇
論
戰
文
章
，
以
﹁
南
洋
小
學
生
﹂
為
筆
名
，

在
︽
中
興
日
報
︾
上
連
續
發
表
，
逐
一
批
駁
、
抨
擊
了
保
皇
會
宣
揚
中
國
革
命
會
招
致
瓜
分
等
的
謬
論
。

孫
中
山
在
︽
平
實
開
口
便
錯
︾
的
文
章
中
指
出
，
從
南
洋
到
內
地
，
革
命
思
想
一
天
比
一
天
高
漲
，

革
命
者
的
責
任
就
是
要
挺
身
而
出
，
﹁
喚
起
同
胞
，
使
之
速
醒
，
而
造
成
革
命
之
形
勢
﹂

79
。

通
過
論
戰
，
闡
明
了
民
主
革
命
的
主
張
，
澄
清
了
被
歪
曲
了
的
事
實
，
使
保
皇
派
理
屈
詞
窮
，
也
不

得
不
承
認
﹁
革
命
黨
理
長
、
保
皇
黨
理
短
﹂
。
影
響
所
及
，
南
洋
各
埠
革
命
派
報
紙
紛
紛
投
入
了
批
判
保
皇

派
的
鬥
爭
。
這
場
論
戰
，
挫
敗
了
南
洋
的
保
皇
勢
力
，
擴
大
了
革
命
派
的
陣
地
，
增
強
了
革
命
黨
人
的
決

7
9　 
︽
中
華
民
國
開
國
五
十
年
文
獻
︾
第
一
編
第
十
五
冊
，
臺
灣
一
九
六
三
年
版
，
第
六
百
七
十
九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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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和
勇
氣
，
促
進
了
華
僑
的
革
命
覺
醒
，
對
當
時
的
鬥
爭
起
了
直
接
的
配
合
和
支
援
作
用
。

一
九○

九
年
後
，
孫
中
山
又
轉
往
美
洲
。
美
洲
是
康
有
為
等
經
營
多
年
的
一
塊
基
地
。
孫
中
山
在
極

其
艱
難
的
條
件
下
，
仍
然
孜
孜
不
倦
地
宣
傳
革
命
主
張
，
揭
露
保
皇
會
。
經
過
他
的
努
力
，
促
使
華
僑
紛

紛
登
報
脫
離
保
皇
會
，
轉
向
了
革
命
。

在
孫
中
山
指
導
下
，
革
命
派
在
許
多
宣
傳
陣
地
上
大
張
旗
鼓
地
同
改
良
派
進
行
了
論
戰
。
其
中
，
表

現
比
較
突
出
的
，
是
孫
中
山
的
革
命
戰
友
、
民
主
革
命
派
傑
出
的
活
動
家
和
理
論
家
朱
執
信
。
他
從
一
九

○

五
年
到
一
九○

八
年
，
在
︽
民
報
︾
上
發
表
了
一
系
列
政
論
文
章
，
以
孫
中
山
民
主
革
命
思
想
為
綱
，

駁
斥
改
良
派
的
反
革
命
謬
論
。
在
︽
論
滿
洲
欲
立
憲
而
不
能
︾
、
︽
駁
﹁
法
律
新
聞
﹂
之
論
清
廷
立
憲
︾
、
︽
論

社
會
革
命
當
與
政
治
革
命
並
行
︾
、
︽
心
理
的
國
家
主
義
︾
等
文
中
，
他
從
當
時
存
在
的
國
內
民
族
矛
盾
現

狀
出
發
，
論
證
了
社
會
革
命
與
政
治
革
命
當
﹁
以
一
役
而
悉
畢
其
功
﹂
，
分
析
了
社
會
革
命
的
主
力
和
物
件
，

以
及
其
形
成
的
原
因
，
抨
擊
了
清
朝
政
府
對
外
妥
協
、
對
內
鎮
壓
的
反
動
政
策
，
說
明
這
個
政
府
就
是
﹁
內

憂
外
患
﹂
的
禍
根
；
揭
露
了
清
朝
政
府
假
立
憲
的
騙
局
，
把
康
、
梁
之
流
所
散
佈
的
種
種
謬
論
斥
之
為
欺

騙
人
民
的
謊
言
，
指
出
清
朝
統
治
者
不
可
能
進
行
任
何
真
正
的
改
革
。
他
極
力
主
張
用
革
命
辦
法
去
求
得

共
和
的
實
現
，
反
對
改
良
主
義
的
調
和
論
，
號
召
人
們
摒
棄
對
清
朝
政
府
的
幻
想
，
舉
起
反
清
的
旗
幟
，

為
﹁
驅
除
韃
虜
，
恢
復
中
華
﹂
而
鬥
爭
。

革
命
派
與
改
良
派
之
間
的
這
場
論
戰
的
內
容
，
涉
及
的
範
圍
很
廣
，
歸
納
起
來
，
主
要
是
環
繞
三
個

方
面
：
是
﹁
保
皇
﹂
還
是
革
命
？
是
維
護
清
政
府
，
行
君
主
立
憲
，
還
是
推
倒
它
，
新
創
民
主
共
和
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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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維
護
還
是
改
變
封
建
土
地
所
有
制
？
在
這
一
系
列
的
問
題
上
，
革
命
派
和
改
良
派
都
是
針
鋒
相
對
的
。

革
命
派
對
問
題
的
回
答
是
明
確
的
，
同
盟
會
的
十
六
字
綱
領
就
是
具
體
答
案
。

一
九○
六
年
十
二
月
二
日
，
孫
中
山
在
東
京
神
田
錦
輝
館
舉
行
的
︽
民
報
︾
創
刊
周
年
慶
祝
大
會
上
，

發
表
了
系
統
闡
述
三
民
主
義
思
想
的
演
說
。
他
對
三
民
主
義
政
治
綱
領
作
了
一
個
總
的
概
括
：
﹁
因
不
願

少
數
滿
洲
人
專
制
，
故
要
民
族
革
命
；
不
願
君
主
一
人
專
制
，
故
要
政
治
革
命
；
不
願
少
數
富
人
專
制
，

故
要
社
會
革
命
。
﹂

80
這
就
是
說
，
堅
決
主
張
用
革
命
手
段
推
翻
清
王
朝
，
建
立
民
主
共
和
國
，
並
且
在
政

治
革
命
勝
利
以
後
，
進
行
改
造
封
建
社
會
經
濟
制
度
的
﹁
社
會
革
命
﹂
。
而
改
良
派
對
問
題
的
回
答
卻
截
然

相
反
。
他
們
千
方
百
計
為
清
王
朝
注
射
﹁
強
心
劑
﹂
，
妄
圖
用
改
良
主
義
的
方
法
實
行
君
主
立
憲
，
並
且
極

力
反
對
任
何
﹁
社
會
革
命
﹂
。

現
將
論
戰
的
三
個
方
面
內
容
概
述
如
下
：

︵
一
︶
在
﹁
保
皇
﹂
還
是
革
命
的
問
題
上
，
改
良
派
由
於
否
認
民
族
歧
視
和
民
族
壓
迫
的
存
在
，
因
而

也
就
否
認
推
翻
滿
清
政
府
的
必
要
。
他
們
從
維
護
清
朝
封
建
政
權
的
立
場
出
發
，
大
肆
宣
揚
﹁
忠
君
保
皇
﹂
，

極
力
鼓
吹
光
緒
皇
帝
的
﹁
聖
德
﹂
，
並
胡
說
清
政
府
經
過
﹁
外
患
刺
激
﹂
已
經
覺
悟
，
確
有
決
心
實
行
立
憲

以
求
變
法
圖
強
。
提
出
若
要
革
命
就
會
使
人
們
陷
入
一
場
﹁
殺
人
流
血
之
慘
﹂
的
災
禍
，
就
會
引
起
瓜
分

和
內
亂
，
必
然
要
導
致
亡
國
。
在
論
戰
中
，
革
命
派
以
大
量
無
可
辯
駁
的
事
實
，
從
各
方
面
深
刻
揭
露
了

8
0　 
︽
紀
十
二
月
二
日
本
報
紀
元
節
關
祝
大
會
事
及
演
說
辭
︾
，
載
︽
民
報
︾
第
十
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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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朝
政
府
所
實
行
的
民
族
歧
視
和
壓
迫
政
策
，
以
及
投
降
外
國
侵
略
者
和
暴
虐
殘
害
人
民
的
罪
行
，
並
揭

露
了
清
政
府
玩
弄
假
立
憲
以
圖
苟
延
殘
喘
的
卑
劣
陰
謀
。
進
而
指
出
：
革
命
有
百
利
而
無
一
害
，
它
的
目

的
在
於
推
翻
君
主
專
制
的
黑
暗
統
治
，
摧
毀
一
切
﹁
陋
俗
弊
政
﹂
，
以
建
設
新
的
國
家
，
新
的
社
會
，
根
本

不
是
什
麼
﹁
殺
人
流
血
﹂
。
至
於
中
國
所
以
面
臨
被
瓜
分
的
危
機
，
是
同
清
政
府
的
腐
朽
和
媚
外
賣
國
政
策

分
不
開
的
；
清
朝
專
制
政
府
的
存
在
，
是
中
國
不
能
獨
立
，
遭
到
瓜
分
的
重
要
原
因
。
認
為
一
日
不
推
翻

賣
國
的
清
朝
政
府
，
瓜
分
的
危
機
就
一
日
不
能
解
除
。
只
有
推
翻
清
朝
專
制
政
府
，
建
立
民
主
政
治
，
才

能
把
中
國
從
危
亡
中
挽
救
出
來
。

︵
二
︶
在
行
君
主
立
憲
還
是
新
創
民
主
政
體
問
題
上
，
改
良
派
認
為
中
國
萬
萬
不
能
建
立
共
和
政
體
。

他
們
為
了
維
護
清
王
朝
統
治
和
反
對
革
命
，
誣
衊
中
國
人
﹁
民
智
不
逮
﹂
，
實
行
民
主
必
將
引
起
混
亂
，
只

能
實
行
君
主
立
憲
，
胡
說
君
主
立
憲
是
民
主
共
和
的
必
然
階
段
。
革
命
派
堅
決
駁
斥
了
這
種
荒
謬
論
調
。

他
們
認
為
在
進
行
﹁
種
族
革
命
﹂
的
同
時
，
還
必
須
進
行
﹁
政
治
革
命
﹂
，
這
就
是
要
徹
底
改
造
幾
千
年
來

君
主
專
制
之
政
府
，
建
立
實
行
民
權
立
憲
制
度
的
共
和
政
體
。
他
們
以
西
方
資
產
階
級
革
命
時
期
的
﹁
天

賦
人
權
﹂
學
說
作
為
依
據
，
認
為
﹁
民
權
﹂
的
興
起
是
不
可
抗
拒
的
時
代
潮
流
，
中
國
人
民
只
有
也
必
將

在
革
命
鬥
爭
和
民
主
政
治
的
實
踐
中
、
學
會
行
使
自
己
應
該
享
有
的
權
利
。
並
有
力
地
指
出
，
中
華
民
族

的
聰
明
才
智
，
並
不
下
於
世
界
各
民
族
；
通
過
流
血
革
命
由
君
主
專
制
變
為
民
主
共
和
，
也
是
﹁
進
化
之

公
理
﹂
。
據
此
，
中
國
人
民
進
行
民
主
革
命
，
不
但
有
資
格
，
有
才
力
，
而
且
是
適
應
﹁
進
化
之
公
理
﹂
。

他
們
果
斷
地
說
：
為
了
革
除
封
建
專
制
的
弊
病
，
這
次
革
命
不
只
是
打
倒
皇
帝
改
朝
換
代
，
更
重
要
的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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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建
立
民
族
的
國
家
、
民
主
立
憲
政
體
和
實
行
民
生
主
義
。

︵
三
︶
在
維
護
還
是
改
變
封
建
土
地
所
有
制
的
問
題
上
，
兩
派
就
能
不
能
實
行
以
民
生
主
義
為
內
容
的

﹁
社
會
革
命
﹂
進
行
辯
駁
。
改
良
派
完
全
否
認
中
國
有
實
行
﹁
社
會
革
命
﹂
的
必
要
。
他
們
胡
說
封
建
主
義

的
土
地
制
度
是
完
美
無
缺
、
不
可
侵
犯
的
，
如
果
鼓
吹
﹁
社
會
革
命
﹂
，
觸
動
封
建
土
地
制
度
，
就
會
危
害

﹁
國
本
﹂
。
並
謾
罵
孫
中
山
的
﹁
平
均
地
權
﹂
主
張
是
為
乞
丐
、
流
氓
著
想
，
若
實
行
這
種
革
命
就
會
引
起

﹁
下
等
社
會
﹂
的
騷
動
，
就
會
破
壞
社
會
秩
序
，
就
會
亡
國
。
革
命
派
嚴
厲
駁
斥
了
改
良
派
的
謬
論
和
種
種

污
蔑
。
他
們
指
出
：
封
建
主
義
的
土
地
制
度
弊
病
百
出
，
使
土
地
壟
斷
在
少
數
人
手
裡
，
﹁
全
國
困
窮
，
而

資
本
富
厚
悉
歸
於
地
主
﹂
。
﹁
社
會
革
命
﹂
之
所
以
出
現
，
不
是
出
於
人
們
的
主
觀
意
願
，
而
是
起
因
於
﹁
社

會
經
濟
組
織
之
不
完
全
﹂
。
並
指
出
﹁
平
均

地
權
﹂
是
為
了
實
現
革
命
的
平
等
社
會
，
不

是
破
壞
社
會
秩
序
；
認
為
應
趁
中
國
資
本
主

義
大
生
產
還
沒
有
發
達
以
前
，
用
﹁
平
均
地

權
﹂
和
﹁
土
地
國
有
﹂
政
策
來
防
止
發
生
貧

富
過
分
懸
殊
的
問
題
。

以
上
三
方
面
問
題
的
論
戰
，
歸
根
結
底

是
要
不
要
實
行
孫
中
山
三
民
主
義
的
政
治
路

線
，
即
要
不
要
武
裝
推
翻
清
王
朝
建
立
資
產

辛亥革命前革命運動形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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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
級
共
和
國
。
在
這
場
論
戰
中
，
儘
管
孫
中
山
領
導
的
革
命
派
還
有
自
己
理
論
上
的
弱
點
，
但
他
們
堅
決

反
對
媚
外
賣
國
、
腐
朽
透
頂
的
清
朝
政
府
，
反
對
君
主
立
憲
，
是
符
合
人
民
的
利
益
和
要
求
的
。

以
孫
中
山
為
首
的
革
命
派
，
在
︽
民
報
︾
上
逐
期
發
表
論
文
，
宣
傳
民
主
革
命
的
道
理
，
介
紹
西
方

資
產
階
級
革
命
時
期
的
進
步
學
說
，
駁
斥
了
改
良
派
的
反
革
命
謬
論
，
揭
穿
了
改
良
派
的
反
動
嘴
臉
。
這

一
宣
傳
鼓
動
工
作
發
揮
了
很
大
的
作
用
。

︽
民
報
︾
在
它
的
宣
傳
中
，
在
駁
斥
改
良
派
謬
論
的
同
時
，
把
同
盟
會
的
綱
領
更
加
具
體
化
地
傳
播
到

全
國
各
地
。
一
些
同
盟
會
員
和
革
命
知
識
分
子
編
寫
的
革
命
宣
傳
品
，
流
傳
到
各
地
的
學
校
和
清
政
府
編

練
的
新
軍

81
內
部
，
學
生
和
士
兵
爭
相
傳
誦
，
成
為
秘
寶
，
大
大
促
進
了
人
民
的
覺
醒
。
革
命
思
想
在
群
眾

中
﹁
一
唱
百
和
，
如
飲
狂
泉
﹂
，
它
的
傳
播
有
一
日
千
里
之
勢
，
形
成
了
﹁
以
不
談
革
命
為
恥
﹂
的
風
氣
。

許
多
進
步
青
年
，
爭
先
恐
後
地
湧
向
革
命
隊
伍
。
據
孫
中
山
記
述
，
同
盟
會
成
立
不
期
年
而
加
盟
者
就
超

過
了
萬
人
。

孫
中
山
在
這
一
時
期
，
又
不
辭
辛
苦
地
到
處
奔
走
，
在
揭
露
保
皇
會
，
宣
傳
和
捍
衛
民
主
革
命
思
想

方
面
做
了
大
量
的
工
作
。
他
親
自
作
講
演
，
寫
文
章
，
通
過
各
種
方
式
﹁
打
擊
保
皇
毒
焰
﹂
，
宣
傳
中
國
必

須
革
命
的
道
理
。
他
贏
得
的
聲
譽
越
來
越
高
，
團
結
在
他
周
圍
的
革
命
志
士
越
來
越
多
，
支
持
他
的
人
越

來
越
廣
泛
，
形
成
﹁
孫
文
演
說
，
環
聽
輒
以
數
千
，
革
命
黨
報
發
行
購
閱
，
數
逾
數
萬
︙
︙
入
會
之
人
，

8
1　 
新
軍
是
清
政
府
為
加
強
鎮
壓
人
民
，
用
資
本
主
義
國
家
練
兵
方
法
訓
練
出
來
的
一
支
軍
隊
，
用
的
是
新
式
武
器
，
他
們
中
有
一
部
分
青
年
知
識
分
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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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以
百
計
﹂

82
的
極
為
興
盛
的
景
象
。

而
改
良
派
的
勢
力
則
一
落
千
丈
，
被
人
們
唾
罵
。
革
命
形
勢
蓬
勃
發
展
，
使
得
改
良
派
自
己
也
不
得

不
承
認
失
敗
，
他
們
驚
呼
：
﹁
近
幾
年
來
，
中
國
到
處
都
在
談
論
革
命
，
現
在
又
得
到
政
治
上
、
法
理
上

的
闡
發
、
贊
助
，
它
的
旗
幟
更
鮮
明
，
它
的
壁
壘
更
森
嚴
，
它
的
勢
力
越
加
磅
礴
而
壯
大
，
連
販
夫
走
卒
，

都
談
論
革
命
，
甚
至
真
正
行
動
起
來
了
。
﹂

83
作
為
中
國
革
命
民
主
派
的
旗
手
，
孫
中
山
領
導
革
命
派
對
改

良
派
進
行
的
這
一
場
大
論
戰
，
前
後
持
續
了
數
年
之
久
。
這
場
意
識
形
態
領
域
中
的
論
戰
，
是
中
國
革
命

派
同
保
皇
派
的
政
治
大
搏
鬥
。
論
戰
的
實
質
是
革
命
還
是
保
皇
的
兩
條
救
國
道
路
的
問
題
。

在
這
一
論
戰
中
，
孫
中
山
指
導
︽
民
報
︾
與
其
他
革
命
報
刊
一
起
痛
斥
保
皇
派
的
謬
論
的
同
時
，
並

撰
寫
了
許
多
文
章
，
批
駁
保
皇
派
害
怕
民
眾
、
害
怕
革
命
、
害
怕
列
強
瓜
分
的
錯
誤
觀
點
。
他
再
三
強
調
，

只
有
採
用
世
界
上
最
先
進
的
社
會
政
治
制
度
，
由
先
進
分
子
去
領
導
民
眾
，
才
能
建
設
一
個
獨
立
、
民
主
、

平
等
、
繁
榮
、
富
強
的
新
中
國
。
在
辯
論
中
，
孫
中
山
進
一
步
發
展
了
自
己
的
革
命
理
論
和
策
略
，
提
出

了
革
命
的
次
序
，
第
一
期
為
軍
法
之
治
，
第
二
期
為
約
法
之
治
，
第
三
期
為
憲
法
之
治
，
使
國
民
循
序
漸

進
，
養
成
自
由
平
等
的
資
格
。
同
時
，
提
出
將
來
的
憲
法
，
在
西
方
行
政
權
、
立
法
權
、
裁
判
權
︵
司
法
權
︶

三
權
分
立
的
基
礎
上
，
增
加
考
試
權
、
糾
察
權
，
構
成
五
權
憲
法
作
為
治
理
國
家
的
根
本
大
法
。

孫
中
山
及
其
領
導
的
革
命
派
，
在
這
場
激
烈
的
論
戰
中
鬥
志
昂
揚
，
意
氣
風
發
，
表
現
了
朝
氣
蓬
勃

8
2　 
中
國
近
代
史
資
料
叢
刊
：
︽
辛
亥
革
命
︾
︵
四
︶
，
上
海
人
民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七
年
版
，
第
四
十
一
頁
。

8
3　 
與
之
：
︽
論
中
國
現
在
之
黨
派
及
將
來
之
政
黨
︾
，
︽
新
民
叢
報
︾
第
九
十
二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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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革
命
精
神
。
他
們
剝
開
了
改
良
派
充
當
清
朝
走
狗
的
畫
皮
，
駁
斥
了
其
反
對
革
命
的
謬
論
，
並
清
除
掉

改
良
派
的
反
動
影
響
，
捍
衛
並
發
展
了
民
主
革
命
綱
領
，
奪
取
了
思
想
戰
線
上
的
領
導
權
。
於
是
，
革
命

民
主
主
義
得
到
廣
泛
傳
播
，
影
響
日
益
擴
大
，
有
力
地
推
動
了
民
主
革
命
高
潮
的
到
來
，
從
而
為
辛
亥
革

命
作
了
重
要
的
思
想
準
備
和
輿
論
準
備
。
後
來
，
毛
澤
東
曾
高
度
讚
揚
孫
中
山
﹁
在
中
國
民
主
革
命
準
備

時
期
，
以
鮮
明
的
中
國
革
命
民
主
派
立
場
，
同
中
國
改
良
派
作
了
尖
銳
的
鬥
爭
。
他
在
這
一
場
鬥
爭
中
是

中
國
革
命
民
主
派
的
旗
幟
﹂
。

84
綜
上
所
述
，
革
命
派
與
立
憲
派
之
間
的
這
場
大
論
戰
，
從
根
本
上
說
，
是

資
產
階
級
兩
個
政
治
派
別
在
如
何
改
造
中
國
問
題
上
的
爭
論
。
它
不
是
要
做
什
麼
的
目
的
之
爭
，
而
是
應

該
怎
麼
做
的
方
法
、
手
段
、
道
路
之
爭
。
立
憲
派
的
理
論
宣
傳
存
在
著
嚴
重
的
錯
誤
和
缺
陷
，
遭
到
革
命

派
的
嚴
詞
駁
斥
是
理
所
當
然
的
。
但
是
，
他
們
決
不
是
維
護
清
王
朝
反
動
統
治
的
反
動
派
，
更
沒
有
與
大

地
主
大
資
產
階
級
結
成
政
治
聯
盟
。
他
們
雖
然
在
一
些
根
本
性
、
全
域
性
問
題
上
的
觀
點
是
錯
誤
的
，
但

並
非
所
有
的
論
據
都
是
無
的
放
矢
、
惡
毒
攻
擊
，
其
中
包
含
著
某
些
合
理
的
成
分
，
某
些
對
時
局
發
展
的

估
計
，
也
具
有
一
定
的
思
想
深
度
。
因
此
，
在
重
視
對
革
命
派
理
論
體
系
研
究
的
同
時
，
對
立
憲
派
理
論

體
系
的
研
究
和
分
析
，
同
樣
是
必
要
的
。

從
一
定
意
義
說
，
這
次
沒
有
硝
煙
的
反
對
保
皇
黨
的
論
戰
，
決
定
了
中
國
的
政
治
前
途
和
命
運
。

當
然
，
在
這
場
論
戰
中
，
以
孫
中
山
為
首
的
民
主
革
命
派
也
明
顯
地
暴
露
出
自
己
的
弱
點
，
即
在
反

8
4　 
︽
紀
念
孫
中
山
先
生
︾
，
︽
毛
澤
東
文
集
︾
第
七
卷
，
人
民
出
版
社
一
九
九
九
年
版
，
第
一
百
五
十
六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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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
、
反
封
建
兩
個
根
本
問
題
上
，
依
然
缺
乏
革
命
的
徹
底
性
。
這
主
要
表
現
在
：
首
先
，
他
們
不
是
把
帝

國
主
義
看
作
是
革
命
的
最
主
要
的
敵
人
，
卻
極
力
向
外
國
侵
略
者
表
白
﹁
排
滿
﹂
決
不
是
﹁
排
外
﹂
，
力
圖

避
免
﹁
刺
激
﹂
帝
國
主
義
強
盜
，
幻
想
帝
國
主
義
會
同
情
革
命
、
贊
助
革
命
，
甚
至
企
圖
以
讓
步
來
換
取

這
種
同
情
和
支
持
。
其
次
，
他
們
雖
然
駁
斥
了
改
良
派
指
控
﹁
平
均
地
權
﹂
的
謬
論
，
但
﹁
平
均
地
權
﹂

遠
不
是
一
個
徹
底
的
土
地
綱
領
，
它
並
不
能
徹
底
動
搖
封
建
地
主
階
級
的
土
地
所
有
制
。
最
後
，
他
們
不

是
把
勞
動
群
眾
看
作
是
革
命
的
最
主
要
的
動
力
，
反
而
害
怕
和
要
求
限
制
勞
動
群
眾
的
革
命
行
動
，
強
調

必
須
把
﹁
文
明
排
外
與
野
蠻
排
外
﹂
、
﹁
秩
序
的
革
命
﹂
與
﹁
自
然
的
暴
動
﹂
加
以
區
別
，
從
而
限
制
了
反

帝
反
封
建
鬥
爭
的
徹
底
進
行
。
這
些
不
徹
底
性
，
是
歷
史
和
時
代
條
件
的
局
限
性
使
然
，
不
宜
苛
求
的
。

通
過
這
場
大
論
戰
，
孫
中
山
的
三
民
主
義
得
到
了
發
揚
，
同
盟
會
的
政
治
綱
領
得
到
廣
泛
傳
播
。
可

以
說
，
同
盟
會
正
是
在
論
戰
中
顯
示
了
它
作
為
中
國
資
產
階
級
革
命
司
令
部
的
政
治
威
望
，
而
孫
中
山
的

名
字
，
也
在
大
眾
傳
播
媒
介
效
應
下
獲
得
了
國
內
外
更
多
的
知
音
。
從
更
深
遠
的
意
義
上
說
，
這
場
大
論

戰
無
疑
地
促
成
了
近
代
史
上
又
一
次
思
想
解
放
潮
流
，
為
辛
亥
革
命
的
勝
利
奠
定
了
必
要
的
思
想
基
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