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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節

﹁
兄
弟
鬩
於
牆
﹂

同
盟
會
成
立
後
，
在
其
內
部
曾
發
生
嚴
重
的
分
歧
，
出
現
過
﹁
倒
孫
﹂
的
風
潮
。
這
種
分
歧
是
怎
樣

發
生
的
？
矛
盾
的
產
生
應
歸
罪
於
誰
呢
？
過
去
學
人
曾
有
過
探
討
和
爭
論
，

85
茲
予
以
綜
述
之
。

一
、
首
次
﹁
倒
孫
﹂
風
潮

在
一
九○

八
至
一
九
一○

年
間
，
同
盟
會
和
孫
中
山
都
處
於
最
困
難
的
低
潮
時
期
。
既
有
在
西
南
邊

境
的
軍
事
行
動
頻
遭
失
敗
，
又
發
生
同
盟
會
內
部
的
矛
盾
，
日
益
加
劇
，
上
層
發
生
了
嚴
重
的
分
裂
，
使

艱
難
的
革
命
之
旅
雪
上
加
霜
，
進
一
步
增
加
了
艱
辛
險
阻
。

同
盟
會
本
來
就
是
一
個
鬆
散
的
聯
盟
。
一
九○

五
年
，
興
中
會
、
華
興
會
、
光
復
會
等
革
命
團
體
共

同
組
成
同
盟
會
，
實
現
了
各
派
反
滿
力
量
的
聯
合
。
但
是
，
參
加
同
盟
會
的
人
，
並
不
是
都
同
意
孫
中
山

的
三
民
主
義
，
有
的
人
僅
僅
熱
衷
於
﹁
排
滿
﹂
，
有
的
人
則
只
是
醉
心
於
民
主
共
和
國
的
理
想
；
在
武
裝
起

8
5　 
參
見
章
開
沅
：
︽
論
同
盟
會
的
性
質
及
其
內
部
分
歧
︾
、
楊
天
右
、
王
學
莊
：
︽
同
盟
會
的
分
裂
與
光
復
會
的
重
建
︾
、
方
志
欽
：
︽
析
同
盟
會
的
衰
亡
︾

和
吳
劍
傑
：
︽
論
同
盟
會
的
內
部
矛
盾
及
其
分
化
︾
等
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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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
的
策
略
上
，
也
有
所
謂
﹁
中
央
︵
北
京
︶
革
命
﹂
、
﹁
地
方
革
命
﹂
、
﹁
邊
地
︵
沿
海
、
邊
疆
︶
革
命
﹂

和
﹁
中
部
︵
長
江
流
域
︶
革
命
﹂
的
不
同
主
張
；
並
對
孫
中
山
的
起
義
活
動
偏
重
廣
東
卻
勞
而
無
功
產
生

質
疑
。
此
外
，
同
盟
會
成
立
之
前
的
小
團
體
的
和
地
域
的
界
限
，
依
然
影
響
著
一
部
分
人
。
這
樣
，
在
一

些
問
題
上
自
然
的
會
出
現
種
種
分
歧
。
猶
如
一
九
一
一
年
十
二
月
同
盟
會
本
部
所
發
表
的
宣
言
中
所
說
的

那
樣
，
在
它
的
內
部
﹁
意
見
不
相
統
屬
，
議
論
歧
為
萬
途
﹂
的
現
象
十
分
嚴
重
。
政
治
、
思
想
、
策
略
上

的
分
歧
的
惡
性
發
展
，
必
然
導
致
組
織
上
的
渙
散
和
分
裂
。
一
九○

七
年
夏
，
同
盟
會
發
生
嚴
重
分
裂
是

必
然
的
結
果
。

在
漫
長
的
革
命
進
程
中
，
總
難
免
有
光
明
與
陰
暗
兩
面
，
予
以
如
實
的
闡
釋
，
會
給
人
以
啟
示
和
借
鑒
。

歷
史
上
的
政
治
鬥
爭
不
乏
借
題
發
揮
的
例
子
，
﹁
倒
孫
﹂
風
潮
可
以
說
也
是
如
此
。
它
藉
助
於
個
別
具

體
問
題
爆
發
出
來
，
其
中
隱
藏
的
是
深
刻
的
思
想
分
歧
。
這
次
促
使
同
盟
會
分
裂
的
導
火
線
是
孫
中
山
離

開
日
本
時
所
接
受
日
本
政
府
和
商
人
的
一
筆
捐
款
。

早
在
一
九○

七
年
初
，
孫
中
山
與
黃
興
曾
因
國
旗
圖
式
問
題
發
生
爭
執
。
孫
中
山
主
張
沿
用
興
中
會

的
青
天
白
日
旗
，
黃
興
則
認
為
青
天
白
日
旗
與
日
本
旗
相
近
，
﹁
有
日
本
並
華
之
象
﹂
，
必
須
迅
速
毀
棄
。

爭
論
中
，
黃
興
堅
持
毀
棄
青
天
白
日
旗
的
主
張
使
孫
中
山
很
激
動
，
他
厲
聲
說
：
﹁
僕
在
南
洋
，
托
命
於

是
旗
者
數
萬
人
，
欲
毀
之
，
先
擯
僕
可
也
。
﹂
這
樣
，
黃
興
也
因
而
激
動
起
來
，
他
發
誓
要
退
出
同
盟
會
。

情
感
衝
動
常
常
使
人
走
向
歧
途
。
冷
靜
下
來
之
後
，
黃
興
接
受
了
孫
中
山
的
方
案
，
他
致
書
胡
漢
民

說
：
﹁
余
今
為
黨
與
大
局
，
已
勉
強
從
先
生
意
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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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
管
國
旗
風
波
沒
有
使
孫
、
黃
關
係
破
裂
，
但
是
，
卻
在
孫
中
山
和
宋
教
仁
之
間
留
下
了
陰
影
。
宋

教
仁
本
來
就
認
為
孫
中
山
﹁
待
人
做
事
，
近
於
專
制
跋
扈
﹂
，
當
他
得
知
此
事
後
，
就
更
增
加
了
不
滿
，
從

而
萌
發
了
﹁
早
自
為
計
﹂
的
念
頭
。
三
月
一
日
，
他
向
孫
中
山
辭
去
了
同
盟
會
庶
務
幹
事
一
職
。
二
十
三
日
，

偕
白
逾
桓
等
離
開
東
京
赴
奉
天
運
動
綠
林
武
裝
。

對
孫
中
山
的
不
滿
使
宋
教
仁
以
後
一
度
加
入
了
﹁
倒
孫
﹂
的
行
列
中
，
但
在
當
時
，
還
僅
限
於
兩
人

間
；
去
奉
天
之
後
，
宋
教
仁
仍
然
使
用
中
國
同
盟
會
孫
文
、
黃
興
的
名
義
進
行
活
動
。
因
此
，
在
同
盟
會

的
內
部
矛
盾
中
，
國
旗
圖
式
問
題
只
是
一
個
小
序
曲
。

對
同
盟
會
分
裂
具
有
決
定
意
義
的
事
件
，
是
孫
中
山
接
受
日
本
政
府
和
商
人
的
贈
款
問
題
。

清
朝
政
府
鎮
壓
了
萍
、
瀏
、
醴
起
義
之
後
，
感
到
對
革
命
力
量
不
可
忽
視
，
追
尋
﹁
禍
本
﹂
，
認
為
出

於
流
亡
在
日
本
的
孫
中
山
，
因
此
，
通
過
駐
日
公
使
楊
樞
等
出
面
交
涉
，
要
求
日
本
政
府
逮
捕
並
引
渡
孫

中
山
。
日
本
西
園
寺
內
閣
對
此
採
取
了
兩
面
政
策
，
即
一
面
向
清
朝
政
府
表
示
同
意
驅
逐
孫
中
山
出
境
，

一
面
又
力
爭
不
得
罪
中
國
革
命
黨
人
。
日
本
政
府
通
過
內
田
良
平
、
宮
崎
寅
藏
等
對
孫
中
山
說
：
清
朝
要

求
日
本
把
孫
中
山
抓
起
來
，
日
本
政
府
考
慮
不
抓
，
但
孫
中
山
必
須
迅
速
離
日
，
否
則
不
能
保
證
安
全
。

同
時
，
日
本
政
府
並
資
助
五
千
元
，
另
一
日
本
股
票
商
人
鈴
木
久
五
郎
也
資
助
一
萬
元
，
作
為
孫
中
山
離

日
的
經
費
。
當
時
，
孫
中
山
因
急
需
一
筆
款
子
去
中
國
南
方
發
動
起
義
，
以
便
趁
熱
打
鐵
，
適
應
萍
、
瀏
、

醴
起
義
所
帶
動
的
革
命
高
漲
形
勢
，
便
接
受
了
這
兩
筆
資
助
。

除
贈
款
外
，
日
本
政
府
還
通
過
內
田
良
平
出
面
為
孫
中
山
餞
行
。
二
月
二
十
五
日
，
內
田
良
平
在
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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阪
區
三
河
屋
設
宴
，
應
邀
者
有
孫
中
山
、
章
太
炎
、
宋
教
仁
、
胡
漢
民
、
劉
師
培
、
汪
東
、
宮
崎
寅
藏
、

清
藤
幸
七
郎
、
和
田
三
郎
等
人
。
三
月
四
日
，
孫
中
山
偕
胡
漢
民
及
日
人
萱
野
長
知
等
南
下
。
事
後
數
日
，

西
園
寺
內
閣
才
通
知
清
朝
政
府
，
已
經
驅
逐
孫
中
山
出
境
。
清
朝
政
府
立
即
大
肆
宣
揚
，
炫
稱
為
外
交
上

的
勝
利
。

對
日
本
政
府
的
態
度
，
孫
中
山
是
滿
意
的
。
他
覺
得
：
﹁
各
國
政
策
無
論
如
何
文
明
，
其
對
於
與
國

必
重
於
對
民
黨
，
但
日
本
政
府
兩
方
面
皆
存
好
意
，
庶
幾
平
等
相
待
﹂
，
﹁
殷
勤
備
至
﹂
。

86
他
完
全
沒
有

想
到
，
此
事
卻
在
同
盟
會
中
激
起
了
巨
大
的
風
波
。

鈴
小
久
五
郎
資
助
萬
元
一
事
章
太
炎
是
知
道
的
，
孫
中
山
曾
從
中
提
取
二
千
元
交
章
太
炎
作
為
︽
民

報
︾
經
費
，
章
太
炎
嫌
少
，
認
為
一
萬
元
應
全
部
留
下
，
但
對
日
本
政
府
資
助
五
千
元
一
事
，
章
太
炎
等

則
一
無
所
知
。
孫
中
山
離
日
後
，
這
一
情
況
為
參
加
同
盟
會
的
日
本
人
平
山
周
、
北
一
輝
、
和
田
三
郎
等

探
悉
，
首
先
和
仲
介
人
宮
崎
寅
藏
等
吵
了
起
來
。
接
著
，
張
繼
、
章
太
炎
、
劉
師
培
、
譚
人
風
、
田
桐
等

也
得
知
了
這
一
情
況
，
並
傳
聞
孫
中
山
臨
行
時
的
宴
會
就
是
一
去
不
復
返
的
保
證
，
云
云
。
張
繼
等
認
為

孫
中
山
﹁
受
賄
﹂
，
﹁
被
收
買
﹂
，
﹁
有
損
同
盟
會
的
威
信
﹂
，
便
鬧
了
起
來
。
張
繼
破
口
大
罵
，
聲
言
﹁
革

命
之
前
，
必
先
革
革
命
黨
之
命
﹂
。

87
章
太
炎
把
掛
在
︽
民
報
︾
社
的
孫
中
山
照
片
撕
下
來
，
批
上
﹁
賣
︽
民

報
︾
之
孫
文
應
即
撤
去
﹂
等
字
。
他
以
為
孫
中
山
在
香
港
，
便
把
照
片
和
批
語
寄
去
，
以
羞
辱
孫
中
山
。

8
6　 
︹
日
︺
北
一
輝
：
︽
支
那
革
命
外
史
︾
，
東
京
，
昭
和
十
五
年
改
訂
六
版
，
第
四
十
八
頁
。

8
7　 
︹
日
︺
北
一
輝
：
︽
支
那
革
命
外
史
︾
，
東
京
，
昭
和
十
五
年
改
訂
六
版
，
第
四
十
八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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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能
為
此
事
他
還
寫
過
聲
討
性
的
檄
文
。
剛
到
日
本
不
久
的
劉
師
培
也
同
聲
附
和
。
他
們
一
致
要
求
罷
免

孫
中
山
的
同
盟
會
總
理
職
務
。

在
這
一
事
件
中
，
北
一
輝
起
了
挑
撥
和
擴
大
矛
盾
的
作
用
。
他
原
是
日
本
新
瀉
佐
渡
地
方
一
個
釀
酒

業
主
的
兒
子
，
因
家
庭
破
產
而
傾
向
於
當
時
流
行
的
社
會
主
義
思
潮
。
一
九○

六
年
出
版
︽
國
體
論
及
純

正
社
會
主
義
︾
一
書
。
同
年
十
一
月
加
入
宮
崎
寅
藏
、
和
田
三
郎
等
組
成
的
︽
革
命
評
論
︾
社
。
不
久
，

又
經
宮
崎
介
紹
，
加
入
同
盟
會
。
他
認
為
孫
中
山
是
西
歐
主
義
者
，
因
而
，
憎
惡
孫
中
山
，
接
近
章
太
炎
、

宋
教
仁
等
人
。
在
其
所
著
︽
支
那
革
命
外
史
︾
一
書
中
，
他
自
述
說
：
﹁
當
時
所
發
生
之
內
訌
，
諸
友
皆

以
發
生
於
不
肖
入
黨
數
月
之
後
，
因
而
歸
罪
於
不
肖
之
行
動
。
然
而
不
肖
方
以
彼
等
各
自
之
色
彩
逐
步
趨

向
鮮
明
為
快
，
深
希
彼
等
各
自
貫
徹
其
思
想
之
所
向
，
因
此
敢
於
置
不
肖
一
身
之
毀
譽
於
不
顧
也
。
﹂
從

這
段
敘
述
不
難
看
出
，
北
一
輝
當
時
並
不
以
同
盟
會
的
團
結
為
重
，
而
是
強
烈
期
望
分
歧
加
大
。
他
又
說
：

﹁
以
孫
君
英
美
化
之
超
國
家
觀
視
之
，
當
其
被
逐
時
，
日
本
政
府
贈
予
之
數
千
金
，
未
嘗
不
可
視
為
對
亡
命

客
所
給
予
之
國
際
憐
憫
，
然
以
太
炎
國
粹
主
義
之
自
尊
心
視
之
，
則
深
以
孫
君
率
留
學
生
離
去
而
不
示
威

為
憾
，
且
認
為
孫
君
實
不
應
密
收
金
錢
，
如
喪
家
狗
之
被
逐
，
太
炎
之
所
以
逼
使
孫
君
辭
去
總
理
之
理
由
，

亦
可
使
人
理
解
者
也
。
﹂
︽
支
那
革
命
外
史
︾
一
書
寫
於
一
九
一
四
年
，
雖
然
事
隔
已
久
，
偏
袒
章
太
炎
等

人
的
感
情
仍
然
很
強
烈
。

平
心
而
論
，
雙
方
都
有
其
不
當
之
處
。

從
孫
中
山
一
方
看
，
他
對
西
園
寺
內
閣
的
兩
面
政
策
缺
乏
認
識
，
這
是
事
實
。
但
是
，
當
時
中
國
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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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
黨
人
以
日
本
為
活
動
基
地
，
日
本
政
府
並
未
採
取
明
顯
的
敵
視
態
度
，
因
此
，
自
然
不
應
採
取
率
領
留

學
生
﹁
示
威
﹂
一
類
輕
率
的
做
法
。
孫
中
山
處
理
不
當
的
地
方
是
：
在
接
受
日
本
政
府
贈
款
問
題
上
沒
有

和
大
家
商
量
，
並
說
明
有
關
情
況
。

從
張
繼
等
一
方
看
，
他
們
反
對
孫
中
山
接
受
西
園
寺
內
閣
的
贈
款
可
能
不
無
道
理
，
但
是
，
孫
中
山

接
受
贈
款
是
為
了
南
下
起
義
，
他
們
視
此
為
﹁
受
賄
﹂
是
錯
誤
的
；
由
此
大
吵
大
鬧
，
提
出
革
孫
中
山
的
命
，

要
求
撤
換
其
總
理
職
務
尤
其
錯
誤
。
章
太
炎
的
做
法
更
是
一
種
人
身
侮
辱
，
是
只
圖
一
時
痛
快
，
不
顧
後

果
，
嚴
重
傷
害
同
志
關
係
的
行
為
。

屋
漏
偏
逢
連
夜
雨
。
當
東
京
的
﹁
倒
孫
﹂
風
潮
正
鬧
得
沸
沸
揚
揚
的
時
候
，
又
傳
來
了
黃
岡
及
其
回

應
者
七
女
湖
起
義
失
敗
的
消
息
。
這
是
孫
中
山
離
日
後
領
導
的
第
一
次
軍
事
行
動
，
它
的
失
敗
使
同
盟
會

的
內
部
矛
盾
猶
如
火
上
加
油
，
反
對
孫
中
山
的
人
日
益
增
多
。
張
繼
等
催
逼
同
盟
會
庶
務
幹
事
劉
揆
一
召

集
大
會
，
罷
免
孫
中
山
，
改
選
黃
興
為
總
理
。
劉
揆
一
認
為
孫
中
山
接
受
贈
款
是
為
了
供
應
黃
岡
、
七
女

湖
起
義
急
需
。
當
時
，
孫
、
黃
二
人
正
籌
畫
於
廣
東
發
動
新
的
起
義
，
﹁
萬
一
因
總
理
二
字
而
有
誤
會
，
使

黨
軍
前
途
，
頓
生
阻
力
，
非
獨
陷
害
孫
黃
二
公
，
實
不
啻
全
體
黨
員
之
自
殺
﹂
，

88
因
此
，
力
排
眾
議
。
張

繼
於
盛
怒
之
下
，
和
劉
揆
一
扭
打
了
起
來
。
與
此
同
時
，
劉
師
培
則
進
一
步
要
求
改
組
同
盟
會
本
部
。
他

自
己
想
當
同
盟
會
領
導
人
，
並
企
圖
援
引
北
一
輝
與
和
田
三
郎
為
本
部
幹
事
，
也
遭
到
劉
揆
一
的
拒
絕
，

8
8　 
劉
揆
一
：
︽
黃
興
傳
記
︾
，
載
︽
辛
亥
革
命
︾
︵
四
︶
，
上
海
人
民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七
年
版
，
第
二
百
八
十
九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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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此
，
北
一
輝
也
對
劉
揆
一
動
了
武
。

一
波
未
平
，
一
波
又
起
。
同
年
六
月
十
七
日
，
為
籌
備
在
廣
東
欽
、
廉
二
府
同
時
起
義
，
孫
中
山
派

萱
野
長
知
赴
日
購
械
。
在
宮
崎
寅
藏
協
助
下
，
共
購
得
村
田
式
快
槍
二
千
支
，
每
支
帶
彈
六
百
發
，
計
畫

運
至
白
龍
港
起
岸
，
供
革
命
軍
使
用
。
村
田
式
在
日
本
已
經
落
後
，
在
中
國
尚
不
失
為
先
進
武
器
。
但
章

太
炎
卻
認
為
不
能
使
用
，
吵
吵
嚷
嚷
地
說
：
﹁
這
種
式
子
在
日
本
老
早
不
用
了
，
用
到
中
國
去
不
是
使
同

志
白
白
地
丟
了
性
命
嗎
？
可
見
得
孫
某
實
在
不
是
道
理
，
我
們
要
破
壞
它
！
﹂

89
當
時
，
宋
教
仁
已
被
張
繼

從
奉
天
叫
回
東
京
，
他
支
持
章
太
炎
，
並
聯
絡
了
同
盟
會
本
部
的
一
些
人
，
以
︽
民
報
︾
社
名
義
用
明
碼

打
電
報
給
香
港
︽
中
國
日
報
︾
，
說
是
﹁
械
劣
難
用
，
請
停
止
另
購
﹂
。
因
而
，
購
械
計
畫
擱
淺
。

在
倒
孫
風
潮
中
，
陶
成
章
支
持
張
繼
、
章
太
炎
等
。
據
當
時
人
回
憶
說
：
﹁
其
時
黨
人
購
買
槍
械
靠

日
本
浪
人
介
紹
代
購
﹂
，
﹁
章
太
炎
先
生
與
陶
公
均
主
寧
可
少
購
，
購
必
精
良
﹂
，
﹁
而
孫
黃
二
公
但
求
其

多
而
價
廉
，
認
為
械
多
可
張
大
聲
勢
﹂
，
﹁
陶
於
爭
論
時
堅
持
尤
力
，
因
與
孫
黃
失
和
。
我
彼
時
耳
聞
其
事
，

曾
於
日
比
穀
昌
口
醫
院
訪
陶
時
有
﹃
大
家
不
要
爭
奪
領
袖
﹄
的
話
，
陶
聞
言
即
謂
：
﹃
年
輕
人
不
要
胡
說
﹄
，

但
言
詞
之
中
卻
嫌
孫
先
生
武
斷
﹂
。

90
這
裡
所
說
的
﹁
爭
奪
領
袖
﹂
雖
被
陶
成
章
斥
為
﹁
胡
說
﹂
，
但
印
證

了
以
上
所
引
其
他
史
實
。

倒
孫
風
潮
中
支
持
張
繼
、
章
太
炎
等
的
還
有
譚
人
風
、
田
桐
、
白
逾
桓
等
，
但
他
們
的
表
現
不
那
樣

8
9　 
張
永
福
：
︽
南
洋
與
創
立
民
國
︾
，
中
華
書
局
一
九
三
三
年
版
，
第
八
十
一
頁
。

9
0　 
許
軹
民
：
︽
從
陶
成
章
先
生
被
害
說
起
︾
，
︽
上
海
文
史
資
料
選
輯
︾
第
四
輯
，
油
印
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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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
出
，
以
後
的
表
現
也
不
盡
相
同
。

欽
、
廉
起
義
由
孫
中
山
親
自
策
劃
。
他
聯
絡
了
當
地
抗
捐
的
民
團
，
聯
絡
了
在
清
軍
中
任
職
的
同
盟
會

員
趙
聲
和
郭
人
漳
，
並
派
黃
興
和
王
和
順
歸
國
領
導
，
原
以
為
只
要
武
器
一
到
，
立
即
可
以
組
成
一
支
﹁
聲

勢
甚
大
﹂
的
軍
隊
，
然
後
收
兩
廣
，
出
長
江
，
會
合
南
京
、
武
昌
的
新
軍
，
形
成
破
竹
之
勢
，
﹁
革
命
可
收

完
全
之
效
果
矣
﹂
。

91
及
至
王
和
順
攻
克
防
城
，
武
器
不
到
，
孫
中
山
自
覺
失
信
於
起
義
同
志
和
當
地
團
紳
，

極
為
惱
火
，
便
由
胡
漢
民
出
面
致
函
同
盟
會
本
部
，
﹁
力
責
之
﹂
，
表
示
要
執
行
黨
中
紀
律
。
不
久
，
又
派

林
文
︵
即
林
時
塽
︶
回
東
京
，
禁
制
章
太
炎
和
宋
教
仁
，
令
其
以
後
不
得
再
干
預
軍
事
問
題
。
九
月
，
孫

中
山
致
函
宮
崎
寅
藏
，
譴
責
平
山
周
、
北
一
輝
、
和
田
三
郎
等
﹁
不
顧
公
義
﹂
、
﹁
破
壞
團
體
﹂
、
﹁
侵
入

內
部
，
幾
致
全
域
為
之
瓦
解
﹂
。
他
將
運
動
日
本
各
方
面
的
任
務
交
給
了
宮
崎
寅
藏
一
人
，
表
示
﹁
不
特
平

山
、
北
、
和
田
數
子
，
不
可
使
之
聞
知
﹂
，
連
同
盟
會
本
部
及
︽
民
報
︾
社
中
人
，
亦
不
必
與
之
商
議
。
在

同
盟
會
的
內
部
分
歧
中
，
北
一
輝
等
起
了
十
分
惡
劣
的
作
用
，
孫
中
山
完
全
應
該
採
取
斷
然
措
施
，
但
是
，

專
任
宮
崎
寅
藏
一
人
，
卻
危
險
地
表
現
了
拋
開
同
盟
會
本
部
和
︽
民
報
︾
社
的
意
向
。

由
於
東
京
同
盟
會
本
部
的
混
亂
狀
態
日
益
嚴
重
，
劉
揆
一
寫
信
告
知
黃
興
，
又
寫
信
給
馮
自
由
、
胡

漢
民
，
引
用
﹁
萬
方
有
罪
，
罪
在
一
人
﹂
的
譬
語
，
要
求
馮
、
胡
勸
孫
中
山
向
東
京
同
盟
會
本
部
引
咎
謝
罪
。

對
此
，
孫
中
山
覆
函
謂
：
﹁
黨
內
糾
紛
，
惟
事
實
足
以
解
決
，
無
引
咎
之
理
由
可
言
。
﹂
他
表
示
可
以
辭

9
1　 
黃
季
陸
：
︽
總
理
全
集
︾
中
冊
，
成
都
近
芬
書
屋
一
九
四
四
年
版
，
第
六
十
八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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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
總
理
一
職
，
但
必
須
在
同
盟
會
本
部
及
章
太
炎
承
認
不
是
之
時
。
劉
揆
一
要
孫
中
山
﹁
引
咎
﹂
，
意
在
以

孫
中
山
的
高
姿
態
來
平
息
越
來
越
盛
的
倒
孫
風
潮
，
但
這
是
一
種
息
事
寧
人
的
糊
塗
做
法
，
孫
中
山
對
此

表
示
拒
絕
是
正
確
的
。
但
是
，
他
並
沒
有
及
時
採
取
積
極
措
施
來
增
強
團
結
，
而
是
等
待
﹁
事
實
﹂
的
解
決
，

要
求
同
盟
會
本
部
及
章
太
炎
﹁
承
認
不
是
﹂
，
這
就
不
僅
將
分
歧
的
種
子
保
留
了
下
來
，
而
且
以
感
情
代
替

了
理
智
。

在
孫
中
山
覆
函
劉
揆
一
的
同
時
，
黃
興
也
覆
函
稱
：
﹁
革
命
為
黨
員
生
死
問
題
，
而
非
個
人
名
位
問

題
。
孫
總
理
德
高
望
重
，
諸
君
如
求
革
命
得
有
成
功
，
乞
勿
誤
會
而
傾
心
擁
護
，
且
免
陷
興
於
不
義
。
﹂

孫
中
山
是
當
時
中
國
革
命
民
主
派
的
一
面
旗
幟
，
黃
興
以
其
正
確
態
度
維
護
了
孫
中
山
的
威
信
，
也
維
護

了
同
盟
會
的
團
結
。
但
是
，
他
也
沒
有
做
更
多
的
工
作
來
消
除
矛
盾
。

由
於
黃
興
拒
絕
出
任
同
盟
會
總
理
，
東
京
的
倒
孫
風
潮
暫
時
平
息
下
來
了
，
但
裂
痕
並
沒
有
彌
合
，

雙
方
的
對
立
情
緒
仍
然
存
在
。
這
年
七
月
六
日
，
徐
錫
麟
在
安
慶
發
動
起
義
失
敗
，
清
吏
在
審
訊
時
問
及

行
刺
是
否
為
孫
文
指
使
，
徐
錫
麟
答
道
：
﹁
我
與
孫
文
宗
旨
不
合
，
他
亦
不
配
使
我
行
刺
。
﹂

92
在
光
復
會

併
入
同
盟
會
後
，
徐
錫
麟
始
終
拒
絕
加
入
同
盟
會
，
他
與
孫
中
山
﹁
宗
旨
不
合
﹂
的
情
況
早
已
存
在
，
但
是
，

﹁
不
配
使
我
行
刺
﹂
云
云
，
顯
然
是
由
於
倒
孫
風
潮
的
影
響
。
它
反
映
了
光
復
會
領
導
人
對
孫
中
山
遠
非
一

般
的
不
滿
。

9
2　 
︽
徐
錫
麟
供
︾
，
陶
成
章
：
︽
浙
案
紀
略
︾
下
卷
，
︽
辛
亥
革
命
︾
︵
三
︶
，
上
海
人
民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六
年
版
，
第
八
十
一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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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
孫
風
潮
的
主
力
是
張
繼
、
章
太
炎
、
劉
師
培
、
陶
成
章
，
他
們
當
時
都
在
不
同
程
度
上
受
到
了
日

本
社
會
主
義
運
動
中
正
在
流
行
的
無
政
府
主
義
思
潮
的
影
響
。

關
於
無
政
府
主
義
派
別
出
現
的
概
況
是
：
二
十
世
紀
初
年
，
國
際
社
會
主
義
運
動
中
佔
優
勢
地
位
的

是
第
二
國
際
的
右
傾
機
會
主
義
和
﹁
左
﹂
的
無
政
府
主
義
，
日
本
的
情
況
也
是
如
此
。
當
時
，
日
本
已
進

入
帝
國
主
義
階
段
，
資
本
主
義
社
會
的
固
有
矛
盾
充
分
表
現
出
來
，
罷
工
鬥
爭
高
漲
，
社
會
主
義
運
動
處

於
活
躍
階
段
。
一
九○

一
年
，
在
片
山
潛
領
導
下
，
建
立
了
社
會
民
主
黨
。
一
九○

三
年
，
幸
德
秋
水
組

織
平
民
社
，
宣
傳
﹁
平
民
主
義
、
社
會
主
義
、
和
平
主
義
﹂
，
翻
譯
出
版
了
︽
共
產
黨
宣
言
︾
。
一
九○

六

年
，
社
會
民
主
黨
以
社
會
黨
的
名
義
重
新
建
立
。
但
是
，
這
一
時
期
，
日
本
社
會
主
義
運
動
還
很
幼
稚
。

片
山
潛
說
：
﹁
儘
管
在
我
們
中
間
對
於
馬
克
思
主
義
進
行
了
熱
烈
的
爭
辯
和
討
論
，
儘
管
我
們
翻
譯
了
馬

克
思
和
恩
格
斯
的
一
系
列
經
典
著
作
，
但
是
我
們
仍
然
處
於
一
團
混
亂
的
狀
態
之
中
，
不
善
於
理
解
馬
克

思
主
義
，
在
我
們
中
間
占
統
治
地
位
的
是
馬
克
思
主
義
跟
改
良
主
義
和
無
政
府
工
團
主
義
的
稀
奇
古
怪
的

雜
拌
。
﹂

93
一
九○

七
年
，
日
本
社
會
黨
分
裂
為
軟
硬
兩
派
。
軟
派
以
片
山
潛
、
田
添
鐵
二
為
代
表
，
在
第

二
國
際
機
會
主
義
影
響
下
，
主
張
通
過
議
會
道
路
來
實
現
革
命
；
硬
派
以
幸
德
秋
水
、
堺
利
彥
、
山
川
均
、

大
杉
榮
為
代
表
，
完
全
否
定
議
會
鬥
爭
，
宣
揚
無
政
府
主
義
，
主
張
除
﹁
直
接
行
動
﹂

｜
總
同
盟
罷
工
外
，

9
3　 
片
山
潛
：
︽
論
馬
克
思
主
義
在
日
本
的
發
展
︾
，
︽
共
產
國
際
︾
七—

八
期
，
一
九
三
三
年
俄
文
版
，
第
八
十
四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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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
無
其
他
革
命
的
途
徑
。
前
者
組
織
社
會
主
義
研
究
會
，
後
者
組
織
金
曜
︵
星
期
五
︶
講
演
會
。

日
本
社
會
黨
開
始
分
裂
後
不
久
，
張
繼
、
章
太
炎
等
便
和
硬
派
發
生
了
接
觸
並
接
受
了
其
影
響
。

一
九○
六
年
，
張
繼
根
據
幸
德
秋
水
的
日
譯
本
，
轉
譯
了
馬
拉
跌
士
達
的
︽
無
政
府
主
義
︾
一
書
，

成
為
無
政
府
主
義
的
狂
熱
信
徒
。
一
九○

七
年
春
，
他
和
章
太
炎
通
過
北
一
輝
的
關
係
結
識
了
幸
德
秋
水
，

深
受
影
響
。
在
幸
德
秋
水
的
遺
物
中
，
保
存
有
章
太
炎
、
張
繼
一
封
求
教
的
手
札
，
中
云
：
﹁
明
日
午
後

一
時
，
往
貴
宅
敬
聆
雅
教
，
乞
先
生
勿
棄
。
三
月
二
十
六
日
。
﹂
此
後
，
雙
方
來
往
日
益
密
切
。
陶
冶
公

回
憶
說
：
﹁
︵
我
們
︶
參
加
了
日
本
原
始
社
會
主
義
者
幸
德
秋
水
為
首
組
織
的
座
談
會
﹂
，
﹁
經
常
以
旅
行

玩
山
游
水
為
名
，
到
東
京
郊
外
一
些
地
方
秘
密
開
會
﹂
。
不
僅
如
此
，
幸
德
秋
水
等
有
時
還
深
入
中
國
留
學

生
宿
舍
，
大
談
特
談
巴
枯
寧
和
克
魯
泡
特
金
的
學
說
。
這
樣
，
在
中
國
留
日
學
生
和
革
命
者
中
，
就
逐
漸

形
成
了
一
個
傾
向
無
政
府
主
義
的
派
別
。
對
於
這
一
派
別
，
幸
德
秋
水
描
述
說
：
﹁
亡
命
的
革
命
黨
中
多

數
青
年
，
則
已
不
滿
足
於
以
往
搞
的
驅
逐
韃
虜
，
復
我
中
華
，
創
立
憲
政
，
創
立
共
和
政
體
等
運
動
，
而

進
一
步
主
張
民
生
主
義
，
即
社
會
主
義
，
其
中
最
進
步
的
人
則
熱
心
宣
導
共
產
的
無
政
府
主
義
或
個
人
的

無
政
府
主
義
，
把
幾
萬
冊
雜
誌
、
小
冊
子
陸
續
秘
密
輸
入
其
國
內
﹂
，
﹁
對
於
當
前
的
國
會
、
選
舉
、
商
業
、

經
濟
，
都
根
本
不
信
任
，
他
們
對
當
前
的
政
治
組
織
和
社
會
組
織
都
表
示
絕
望
，
而
另
外
要
謀
求
人
民
幸

福
之
途
﹂
。

94

9
4　 
︽
病
中
漫
談
︾
，
︽
高
知
新
聞
︾
，
明
治
四
十
一
年
︵
一
九○

八
年
︶
一
月
一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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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九○

七
年
四
月
，
幸
德
秋
水
在
︽
平
民
新
聞
︾
上
撰
文
，
提
倡
中
國
的
革
命
家
與
日
本
的
革
命
家

攜
手
，
東
洋
各
國
的
社
會
黨
應
當
聯
合
起
來
。
章
太
炎
首
先
回
應
幸
德
秋
水
的
倡
議
，
開
始
與
印
度
流
亡

在
東
京
的
革
命
者
籌
組
亞
洲
和
親
會
。
和
親
會
以
﹁
反
抗
帝
國
主
義
，
期
使
亞
洲
已
失
主
權
之
民
族
各
得

獨
立
﹂
為
宗
旨
，
主
張
凡
亞
洲
人
，
無
論
民
族
主
義
、
共
和
主
義
、
社
會
主
義
、
無
政
府
主
義
皆
可
入
會
。

中
國
方
面
參
加
者
有
章
太
炎
、
張
繼
、
劉
師
培
、
何
震
、
蘇
曼
殊
、
陳
獨
秀
等
數
十
人
，
日
本
方
面
參
加

者
有
幸
德
秋
水
、
山
川
均
、
大
杉
榮
等
。
和
親
會
約
章
表
現
了
某
些
無
政
府
主
義
的
影
響
，
例
如
它
規
定
﹁
無

會
長
、
幹
事
之
職
，
各
會
員
皆
有
平
均
利
權
﹂
，
這
正
是
無
政
府
主
義
者
反
對
一
切
﹁
在
上
之
人
﹂
的
傳
統

主
張
。
六
月
，
劉
師
培
通
過
他
的
妻
子
何
震
出
面
創
辦
︽
天
義
報
︾
，
聲
稱
其
宗
旨
在
於
﹁
破
壞
固
有
之
社

會
，
顛
覆
現
今
一
切
之
政
府
，
抵
抗
一
切
之
強
權
，
以
實
行
人
類
完
全
之
平
等
﹂
。
同
月
，
正
當
倒
孫
風
潮

大
起
的
時
候
，
張
繼
和
劉
師
培
共
同
發
發
組
織
﹁
社
會
主
義
講
習
會
﹂
，
其
廣
告
稱
：
﹁
近
日
以
來
，
社
會

主
義
盛
於
歐
美
，
蔓
延
於
日
本
，
而
中
國
學
者
則
鮮
聞
其
說
，
雖
有
志
之
士
知
倡
民
族
主
義
，
然
僅
辨
種

族
之
異
同
，
不
復
計
民
生
之
休
戚
，
即
使
光
復
之
說
果
見
實
行
，
亦
恐
以
暴
易
暴
，
不
知
其
非
﹂
，
因
此
，

他
們
要
研
究
﹁
社
會
主
義
﹂
。
這
份
廣
告
實
際
上
是
別
樹
一
幟
的
宣
言
書
，
它
應
是
劉
師
培
改
組
同
盟
會
本

部
的
要
求
遭
到
拒
絕
之
後
的
產
物
。
經
過
兩
個
多
月
的
籌
備
，
﹁
社
會
主
義
講
習
會
﹂
於
八
月
三
十
一
日
召

開
成
立
會
。
會
上
，
劉
師
培
表
明
了
和
孫
中
山
完
全
不
同
的
政
治
綱
領
。
他
宣
稱
：
﹁
吾
輩
之
宗
旨
，
不

僅
以
實
行
社
會
主
義
為
止
，
乃
以
無
政
府
為
目
的
﹂
，
﹁
吾
輩
之
意
，
惟
欲
於
滿
洲
政
府
顛
覆
後
，
即
行
無

政
府
。
﹂
據
他
說
，
如
果
﹁
排
滿
以
後
另
立
新
政
府
﹂
，
那
就
﹁
勢
必
舉
歐
美
、
日
本
之
偽
文
明
推
行
於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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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
，
其
結
果
必
將
是
﹁
中
國
人
民
愈
無
自
由
，
愈
無
幸
福
，
較
之
今
日
，
尤
為
苦
困
﹂
。

95 

﹁
建
立
民
國
﹂

是
孫
中
山
為
同
盟
會
規
定
的
重
要
任
務
，
劉
師
培
這
裡
所
指
責
的
﹁
排
滿
以
後
另
立
新
政
府
﹂
，
顯
然
針
對

孫
中
山
和
同
盟
會
而
言
。
它
表
明
，
劉
師
培
等
決
心
和
孫
中
山
分
道
揚
鑣
了
。
幸
德
秋
水
參
加
了
成
立
會
，

在
演
說
中
，
他
聲
言
社
會
主
義
運
動
中
有
兩
派
，
﹁
平
和
派
屬
馬
克
思
，
激
烈
派
則
屬
巴
枯
寧
﹂
；
又
表
示
：

﹁
中
日
兩
國
，
地
域
相
近
﹂
，
﹁
兩
國
國
民
，
均
可
互
相
扶
助
﹂
，
﹁
以
促
無
政
府
主
義
之
實
行
﹂
。

96
最
初
，

﹁
社
會
主
義
講
習
會
﹂
每
星
期
活
動
一
次
，
後
來
改
為
每
月
活
動
兩
次
。
在
講
習
會
上
發
表
演
說
的
，
中
國

方
面
有
張
繼
、
劉
師
培
、
章
太
炎
、
陶
成
章
、
何
震
、
汪
公
權
、
景
定
成
、
喬
義
生
等
；
日
本
方
面
有
幸

德
秋
水
、
堺
利
彥
、
山
川
均
、
大
杉
榮
、
宮
崎
寅
藏
等
。

章
太
炎
是
講
習
會
的
積
極
分
子
，
曾
先
後
作
過
︽
國
家
論
︾
、
︽
人
之
根
性
惡
︾
等
講
演
。
一
九○

七

年
十
二
月
，
又
曾
提
議
派
張
繼
去
青
島
舉
辦
講
習
會
。
當
時
，
山
東
同
盟
會
員
邀
請
章
太
炎
等
派
人
去
青

島
辦
學
，
章
回
信
說
：
﹁
鄙
意
學
堂
不
當
驟
辦
，
蓋
此
事
既
須
經
費
，
講
師
又
不
易
求
，
不
如
專
在
學
會

講
社
會
主
義
為
妙
，
溥
泉
可
至
青
島
一
游
，
與
同
人
開
講
社
會
主
義
一
兩
禮
拜
。
﹂

97
︽
致
陳
幹
書
︾
，
章

太
炎
佚
稿
。
張
繼
所
講
的
﹁
社
會
主
義
﹂
，
當
然
是
無
政
府
主
義
。
同
一
時
期
，
章
太
炎
在
為
張
繼
所
譯
︽
無

政
府
主
義
︾
一
書
的
序
言
中
也
說
：
﹁
若
能
循
齊
物
之
妙
義
，
任
夔
蚿
之
各
適
，
一
人
百
族
，
勢
不
相
侵
，

9
5　 
︽
社
會
主
義
講
習
會
第
一
次
開
會
記
事
︾
，
︽
天
義
︾
第
六
卷
。

9
6　 
︽
幸
德
秋
水
演
說
詞
︾
，
︽
新
世
紀
︾
第
二
十
五
號
。

9
7　 
︽
致
陳
干
書
︾
章
太
炎
佚
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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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
上
食
李
之
夫
，
犬
儒
裸
形
之
學
，
曠
絕
人
間
，
老
死
自
得
，
無
宜
強
相
陵
逼
，
引
入
區
中
，
庶
幾
吹
萬

不
同
，
使
其
自
己
，
斯
蓋
馬
氏
所
未
逮
歟
？
﹂
章
太
炎
這
裡
所
說
的
﹁
馬
氏
﹂
，
就
是
義
大
利
老
無
政
府
主

義
者
馬
拉
跌
士
達
。
在
章
太
炎
看
來
，
無
政
府
主
義
雖
然
趕
不
上
莊
子
的
︽
齊
物
論
︾
，
但
它
還
是
實
現
人

類
平
等
，
救
護
貧
民
的
好
藥
方
：
﹁
然
其
批
搗
政
家
，
鋤
犁
駔
儈
，
振
泰
風
以
播
塵
埃
，
鼓
雷
霆
以
破
積

堅
，
墮
高
堙
卑
，
邱
夷
淵
實
，
蕩
復
滿
盈
之
器
，
大
庇
無
告
之
民
，
豈
弟
首
途
，
必
自
茲
始
。
雖
有
大
智
，

孰
能
異
其
說
耶
？
諒
知
大
戟
蕘
花
，
是
時
為
帝
者
也
。
﹂

章
太
炎
之
外
，
陶
成
章
也
是
講
習
會
的
積
極
分
子
。
魏
蘭
︽
陶
煥
卿
先
生
行
述
︾
記
載
說
：
﹁
︵
丁
未
︶

冬
，
在
清
風
亭
，
偕
張
繼
等
演
說
，
提
倡
社
會
主
義
。
﹂
這
裡
所
說
的
清
風
亭
，
正
是
社
會
主
義
講
習
會

集
會
的
常
用
地
點
。

社
會
主
義
講
習
會
介
紹
過
馬
克
思
主
義
。
他
們
翻
譯
過
︽
共
產
黨
宣
言
︾
，
劉
師
培
還
為
中
譯
本
寫
了

個
序
。
他
稱
馬
克
思
主
義
關
於
階
級
鬥
爭
的
理
論
為
﹁
不
易
之
說
﹂
，
﹁
與
達
爾
文
發
現
生
物
學
，
其
功
不

殊
﹂
。
但
是
，
劉
師
培
認
為
，
馬
克
思
主
義
的
革
命
性
又
還
遠
遠
不
夠
。
其
一
，
馬
克
思
主
義
不
排
斥
作
為

手
段
之
一
的
議
會
鬥
爭
，
這
在
他
看
來
，
就
是
導
致
第
二
國
際
﹁
利
用
國
會
政
策
，
陷
身
卑
猥
﹂
的
根
由
。

其
二
，
馬
克
思
主
義
主
張
無
產
階
級
在
推
翻
了
舊
制
度
之
後
，
還
必
須
建
立
自
己
的
國
家
，
這
在
他
看
來
，

就
是
使
人
還
要
成
為
國
家
的
奴
隸
，
﹁
均
背
於
平
等
之
旨
﹂
。

﹁
社
會
主
義
講
習
會
﹂
推
崇
蒲
魯
東
、
巴
枯
寧
、
施
蒂
納
爾
、
克
魯
泡
特
金
等
無
政
府
主
義
者
的
思
想
，

也
推
崇
極
端
仇
視
資
本
主
義
文
明
、
﹁
否
定
政
治
﹂
的
托
爾
斯
泰
主
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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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他
們
看
來
，
巴
枯
寧
堪
稱
﹁
近
世
之
英
傑
﹂
，
施
蒂
納
爾
的
學
說
﹁
最
為
高
尚
﹂
，
克
魯
泡
特
金
的

學
說
﹁
最
為
圓
滿
﹂
，
﹁
悉
以
科
學
為
根
據
﹂
。
托
爾
斯
泰
主
義
被
稱
為
﹁
消
極
無
政
府
主
義
﹂
，
﹁
足
箴
中

國
新
黨
之
迷
﹂
。
他
們
不
要
政
府
，
不
要
國
家
，
不
要
政
治
，
不
要
軍
隊
，
不
要
法
律
，
幻
想
建
立
一
個
﹁
完

全
平
等
﹂
的
人
類
社
會
。

章
太
炎
的
思
想
和
劉
師
培
等
略
有
不
同
。
他
認
為
不
能
立
即
廢
除
一
切
政
府
，
而
必
須
設
新
政
府
以

為
﹁
無
政
府
之
階
﹂
，
同
時
，
他
又
認
為
不
能
以
﹁
無
政
府
﹂
為
最
高
理
想
，
而
應
該
﹁
高
蹈
﹂
盡
善
盡
美

的
﹁
太
虛
﹂
，
即
除
﹁
無
政
府
﹂
之
外
，
還
要
﹁
無
聚
落
，
無
人
類
，
無
眾
生
，
無
世
界
﹂
。
在
章
太
炎
這

一
時
期
的
思
想
裡
，
無
政
府
主
義
和
佛
教
虛
無
主
義
是
密
切
結
合
著
的
。

小
資
產
階
級
不
可
能
正
確
地
理
解
和
接
受
科
學
社
會
主
義
。
二
十
世
紀
初
年
，
中
國
近
代
工
業
還
很

微
弱
，
無
產
階
級
還
處
在
幼
年
階
段
，
﹁
社
會
主
義
講
習
會
﹂
諸
人
接
觸
到
了
馬
克
思
主
義
，
但
卻
拒
絕
接

受
，
有
其
歷
史
必
然
性
。

如
果
連
馬
克
思
主
義
都
還
被
認
為
革
命
性
不
夠
，
那
麼
孫
中
山
的
革
命
民
主
主
義
綱
領
當
然
就
更
不

在
話
下
。
﹁
社
會
主
義
講
習
會
﹂
諸
人
和
孫
中
山
在
一
系
列
問
題
上
存
在
著
分
歧
。
它
們
分
別
是
：

一
、
在
對
帝
國
主
義
的
態
度
上
。
孫
中
山
民
族
主
義
思
想
的
主
要
矛
頭
指
向
對
外
賣
國
投
降
的
清
朝
政

府
，
它
包
含
有
反
對
帝
國
主
義
侵
略
的
愛
國
主
義
內
容
。
但
是
無
可
否
認
，
孫
中
山
對
帝
國
主
義
存
有
某

種
幻
想
。
他
長
年
奔
走
於
世
界
各
地
，
固
然
是
為
了
發
動
華
僑
，
但
也
是
為
了
爭
取
帝
國
主
義
國
家
的
援

助
。
︽
民
報
︾
六
大
主
義
即
要
求
﹁
世
界
列
國
贊
成
中
國
之
革
新
事
業
﹂
。
對
於
日
本
政
府
，
他
尤
其
寄
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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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
望
。
章
太
炎
等
人
則
強
烈
反
對
帝
國
主
義
。
他
們
認
為
，
帝
國
主
義
絕
不
可
能
贊
助
中
國
革
命
，
也
反

對
向
帝
國
主
義
國
家
爭
取
任
何
形
式
的
援
助
。
對
︽
民
報
︾
六
大
主
義
中
的
上
述
條
文
，
章
太
炎
解
釋
道
：

﹁
此
本
含
混
言
之
，
要
之
列
國
政
府
必
不
贊
成
。
﹂
他
聲
言
：
﹁
借
援
強
國
，
冀
以
自
全
，
在
品
格
則
為
下

劣
，
在
事
實
則
無
秋
毫
之
效
。
﹂
孫
中
山
接
受
日
本
政
府
贈
款
一
事
之
所
以
使
章
太
炎
等
那
樣
激
動
，
其

原
因
蓋
在
於
此
。

應
該
承
認
，
在
對
帝
國
主
義
本
質
的
認
識
上
，
章
太
炎
等
優
於
孫
中
山
，
但
是
，
他
們
不
懂
得
帝
國

主
義
國
家
之
間
存
在
著
錯
綜
複
雜
的
矛
盾
，
由
於
這
種
矛
盾
，
他
們
的
對
華
政
策
︵
包
括
對
中
國
革
命
的

態
度
︶
並
不
完
全
相
同
，
在
不
喪
失
原
則
的
條
件
下
，
革
命
黨
人
並
非
不
可
以
接
受
某
些
帝
國
主
義
國
家

某
種
形
式
的
﹁
援
助
﹂
或
﹁
支
持
﹂
。

二
、
在
對
民
主
立
憲
的
態
度
上
。
孫
中
山
指
摘
中
國
數
千
年
來
的
君
主
專
制
政
體
，
主
張
通
過
﹁
政

治
革
命
﹂
以
建
立
﹁
民
主
立
憲
政
體
﹂
。
︽
同
盟
會
宣
言
︾
規
定
：
﹁
由
平
民
革
命
以
建
國
民
政
府
，
凡
為

國
民
皆
平
等
以
有
參
政
權
。
大
總
統
由
國
民
共
舉
。
議
會
以
國
民
公
舉
之
議
員
構
成
之
，
制
定
中
華
民
國

憲
法
，
人
人
共
守
。
﹂
這
是
孫
中
山
民
權
主
義
思
想
最
完
整
的
表
述
。
孫
中
山
認
為
這
種
政
體
於
中
國
﹁
最

為
相
宜
﹂
。

﹁
社
會
主
義
講
習
會
﹂
諸
人
則
不
然
。
他
們
不
僅
反
對
君
主
立
憲
，
而
且
也
反
對
民
主
立
憲
。
章
太
炎

說
：
﹁
政
府
之
可
鄙
厭
，
寧
獨
專
制
，
雖
民
主
立
憲
猶
將
撥
而
去
之
。
借
令
死
者
有
知
，
當
操
金
椎
以
趨

塚
墓
下
，
見
拿
破
崙
、
華
盛
頓
則
敲
其
頭
矣
！
﹂
在
﹁
社
會
主
義
講
習
會
﹂
上
，
他
大
聲
疾
呼
：
﹁
無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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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
主
立
憲
，
民
主
立
憲
，
均
一
無
可
采
。
﹂
陶
成
章
也
說
：
﹁
況
且
立
憲
實
在
是
有
弊
病
，
無
論
什
麼
君

主
立
憲
、
共
和
立
憲
，
總
不
免
於
少
數
人
的
私
意
，
平
民
依
舊
吃
苦
。
﹂
在
當
時
，
他
們
尤
為
激
烈
地
反

對
代
議
制
度
，
章
太
炎
指
責
議
院
為
國
家
﹁
誘
惑
愚
民
而
鉗
制
其
口
﹂
的
工
具
，
把
﹁
議
士
﹂
和
政
府
、

官
吏
一
起
視
為
﹁
天
下
之
最
下
流
者
﹂
，
劉
師
培
則
指
責
議
會
政
策
為
萬
惡
之
源
，
認
為
﹁
凡
以
議
會
政
策

為
目
的
者
，
無
論
出
何
黨
派
，
決
無
有
利
平
民
之
一
日
﹂
。

二
十
世
紀
初
年
，
歐
美
、
日
本
等
資
本
主
義
國
家
議
會
選
舉
制
度
弊
端
百
出
，
資
產
階
級
民
主
已
經

充
分
暴
露
了
它
的
虛
偽
性
，
﹁
社
會
主
義
講
習
會
﹂
諸
人
看
到
了
這
一
點
，
但
是
，
他
們
不
瞭
解
，
資
產
階

級
民
主
比
之
封
建
專
制
制
度
來
，
仍
然
是
個
大
進
步
。

三
、
在
土
地
問
題
上
。
孫
中
山
看
到
了
歐
美
資
本
主
義
發
展
所
形
成
的
貧
富
懸
殊
現
象
，
因
此
，
在

民
族
主
義
、
民
權
主
義
之
外
，
特
別
提
出
了
民
生
主
義
。
孫
中
山
民
生
主
義
的
核
心
是
﹁
平
均
地
權
﹂
，
即

由
國
家
核
定
地
價
，
現
有
的
地
價
歸
原
主
所
有
，
革
命
後
因
社
會
進
步
所
增
加
的
地
價
歸
國
家
所
有
，
﹁
為

國
民
所
共
用
﹂
，
︽
民
報
︾
稱
之
為
﹁
土
地
國
有
﹂
。
孫
中
山
主
觀
上
企
圖
以
此
來
防
止
資
本
主
義
發
展
所

產
生
的
弊
端
，
而
實
際
上
，
它
只
限
制
了
地
主
階
級
對
土
地
價
格
的
壟
斷
，
使
土
地
買
賣
更
適
合
於
資
本

主
義
發
展
的
需
要
。
因
此
，
列
寧
曾
稱
之
為
﹁
純
粹
資
本
主
義
的
、
十
足
資
本
主
義
的
土
地
綱
領
﹂
。

︽
民
報
︾
時
期
，
孫
中
山
還
沒
有
提
出
﹁
節
制
資
本
﹂
的
口
號
，
但
︽
同
盟
會
宣
言
︾
中
有
﹁
敢
有
壟

斷
以
制
國
民
之
生
命
者
，
與
眾
棄
之
﹂
一
語
，
︽
民
報
︾
在
和
︽
新
民
叢
報
︾
辯
論
時
，
曾
特
別
指
出
，
國

民
經
濟
命
脈
不
能
﹁
歸
一
二
私
人
所
壟
斷
﹂
，
要
求
將
郵
政
、
電
線
、
鐵
道
、
銀
行
、
輪
船
、
煙
草
、
糖
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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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
事
業
收
歸
國
家
所
有
。
可
見
，
孫
中
山
等
反
對
的
是
壟
斷
資
本
主
義
，
而
不
是
一
切
資
本
主
義
。

和
孫
中
山
的
﹁
平
均
地
權
﹂
思
想
不
同
，
章
太
炎
主
張
﹁
均
配
土
田
，
使
耕
者
不
為
傭
奴
﹂
；
陶
成

章
主
張
﹁
把
田
地
改
作
大
家
公
有
財
產
，
也
不
准
富
豪
們
霸
佔
﹂
，
劉
師
培
則
主
張
通
過
﹁
農
人
革
命
﹂
以

沒
收
地
主
的
土
地
，
按
口
均
分
，
﹁
使
人
人
之
田
，
均
有
定
額
﹂
。
他
尖
銳
地
抨
擊
同
盟
會
的
﹁
土
地
財
產

國
有
之
說
﹂
，
指
摘
其
為
﹁
名
曰
均
財
，
實
則
易
為
政
府
所
利
用
。
觀
於
漢
武
、
王
莽
之
所
也
。
則
今
之
欲

設
政
府
又
以
平
均
地
權
愚
民
者
，
均
漢
武
、
王
莽
之
流
也
﹂
。
從
無
政
府
主
義
的
立
場
出
發
，
劉
師
培
反
對

任
何
政
權
機
構
來
干
預
土
地
問
題
，
而
主
張
訴
諸
農
民
群
眾
完
全
自
發
的
行
動
。

劉
師
培
等
主
張
把
土
地
分
給
農
民
，
這
自
然
較
孫
中
山
和
同
盟
會
為
急
進
，
但
其
目
的
在
於
維
護
小

私
有
制
和
小
農
經
濟
。
他
們
反
對
在
中
國
發
展
資
本
主
義
和
近
代
工
業
。
劉
師
培
主
張
﹁
殺
盡
資
本
家
﹂
，

稱
實
業
為
﹁
民
生
之
蠹
﹂
。
據
他
說
：
工
業
日
進
，
機
械
日
新
，
那
麼
，
小
民
的
生
活
也
就
愈
加
困
難
。
章

太
炎
認
為
，
小
艇
如
果
可
乘
，
就
不
必
去
造
輪
艦
；
躬
耕
如
果
可
以
足
食
，
就
不
必
去
搞
什
麼
機
械
。
在
﹁
社

會
主
義
講
習
會
﹂
上
，
他
甚
至
公
然
主
張
人
類
倒
退
回
去
學
猴
子
，
﹁
擬
猿
可
也
﹂
。

四
、
在
革
命
策
略
上
，
孫
中
山
主
張
發
動
會
黨
、
新
軍
以
進
行
武
裝
起
義
。
一
八
九
五
年
，
孫
中
山

即
在
廣
州
舉
行
了
武
裝
反
清
的
最
初
嘗
試
。
一
九○

六
年
之
後
，
他
又
積
極
籌
備
在
廣
東
、
廣
西
、
雲
南

等
省
邊
境
發
動
起
義
。
整
個
辛
亥
革
命
準
備
時
期
，
在
以
武
裝
鬥
爭
推
翻
清
朝
政
府
這
一
點
上
，
孫
中
山

始
終
堅
定
如
一
。

劉
師
培
等
反
對
孫
中
山
的
武
裝
起
義
路
線
。
一
九○

七
年
，
張
繼
譯
出
了
德
國
無
政
府
主
義
者
羅
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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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總
同
盟
罷
工
︾
，
該
書
提
倡
﹁
非
軍
備
主
義
﹂
，
主
張
以
﹁
直
接
行
動
﹂

｜
全
社
會
的
總
同
盟
罷
工

作
為
﹁
工
人
階
級
反
抗
掠
奪
者
的
不
二
法
門
﹂
。
劉
師
培
、
章
太
炎
均
曾
為
之
作
序
。
劉
序
認
為
，
如
果
羅

列
的
策
略
能
夠
在
中
國
推
行
起
來
，
就
會
出
現
﹁
握
政
之
人
，
喪
其
所
依
﹂
的
局
面
，
革
命
就
大
功
告
成
了
。

他
批
評
孫
中
山
發
動
會
黨
以
進
行
武
裝
起
義
的
策
略
為
﹁
罔
恤
民
勞
﹂
。
章
序
的
觀
點
與
劉
序
大
體
相
近
。

他
天
真
地
設
想
：
只
要
全
體
勞
動
者
發
動
起
來
，
﹁
一
市
之
間
，
閉
門
七
日
﹂
，
那
麼
，
不
僅
統
治
者
的
﹁
饋

餉
役
使
﹂
無
人
供
給
，
而
且
連
軍
隊
也
將
無
法
發
揮
作
用
，
﹁
雖
有
利
器
，
且
縮
不
前
﹂
了
。
這
一
時
期
，

在
東
京
的
一
些
集
會
上
，
章
太
炎
、
劉
師
培
、
張
繼
三
人
曾
密
切
配
合
，
多
次
宣
揚
過
總
同
盟
罷
工
。
例

如
一
九○

七
年
十
一
月
，
留
日
中
國
學
生
因
收
回
蘇
杭
甬
路
權
事
在
東
京
集
會
，
即
首
由
章
太
炎
建
議
運

動
省
城
罷
市
、
罷
工
，
次
由
劉
師
培
聲
稱
﹁
惟
罷
市
、
罷
工
尚
為
有
益
﹂
，
末
由
張
繼
﹁
申
明
無
政
府
主
義

罷
工
之
說
﹂
。

在
﹁
社
會
主
義
講
習
會
﹂
諸
人
中
，
陶
成
章
這
一
時
期
是
主
張
武
裝
起
義
的
，
但
和
孫
中
山
在
南
方

邊
境
發
動
不
同
，
他
主
張
在
浙
江
、
江
蘇
、
安
徽
、
福
建
、
江
西
一
帶
發
動
。
為
此
，
他
於
一
九○

八
年

春
夏
間
積
極
組
織
五
省
革
命
協
會
。

雙
方
在
思
想
觀
點
和
鬥
爭
策
略
方
面
的
分
歧
大
體
如
上
，
這
些
分
歧
也
是
導
致
同
盟
會
分
裂
的
真
正

原
因
。
關
於
此
，
日
本
人
竹
內
善
朔
說
：
﹁
到
了
明
治
四
十
年
︵
一
九○

七
年
︶
，
張
繼
、
劉
光
漢

98 

︵
當

9
8　 
劉
光
漢
，
即
劉
師
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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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都
在
二
十
四
五
歲
左
右
︶
等
優
秀
青
年
才
受
到
社
會
思
想
的
刺
激
，
因
而
改
變
了
過
去
指
望
通
過
﹃
大

陸
浪
人
﹄
取
得
日
本
朝
野
較
著
聲
望
的
政
治
家
們
對
中
國
革
命
提
供
援
助
的
那
種
想
法
，
轉
而
希
望
自
己

去
掌
握
科
學
的
、
哲
學
的
、
條
理
清
楚
的
革
命
原
理
，
用
以
喚
起
人
民
大
眾
的
覺
醒
。
據
我
看
來
，
他
們

正
是
為
了
實
現
這
個
目
的
才
開
始
面
向
社
會
主
義
。
換
言
之
，
不
依
靠
外
力
而
要
自
力
更
生
的
這
種
願
望

促
使
他
們
開
始
了
社
會
主
義
的
研
究
。
而
恰
恰
在
這
一
點
上
，
恐
怕
正
是
孫
文
和
章
炳
麟
及
其
他
青
年
革

命
黨
員
之
間
發
生
裂
痕
的
原
因
所
在
。
北
一
輝
寫
的
︽
支
那
革
命
外
史
︾
一
書
中
也
曾
提
到
，
這
大
概
是

明
治
四
十
年
孫
逸
仙
從
日
本
政
府
某
機
關
得
到
五
千
日
元
︵
當
時
我
們
聽
說
是
犬
養
毅
派
人
從
中
斡
旋
的
︶

後
離
開
日
本
的
原
因
。
︽
民
報
︾
社
的
人
們
都
指
責
這
件
事
，
說
孫
文
被
收
買
了
；
其
實
，
我
們
當
時
都
有

這
樣
一
種
感
覺
；
孫
文
看
來
，
對
於
當
時
留
日
青
年
中
的
這
種
思
想
變
化
情
況
，
繼
續
在
日
本
待
下
去
也

已
無
能
為
力
了
。
因
此
可
以
說
，
當
時
的
社
會
主
義
思
想
研
究
在
一
部
分
中
國
同
志
之
間
構
成
了
發
生
內

訌
的
原
因
。
如
果
這
種
看
法
是
對
的
話
，
這
和
日
本
社
會
主
義
者
之
間
的
派
別
問
題
如
出
一
轍
。
可
以
說
，

思
想
的
成
長
引
起
了
他
們
之
間
的
分
裂
，
而
且
其
中
又
摻
雜
了
感
情
活
動
。
﹂

99
竹
內
善
朔
是
幸
德
派
的
金

曜
講
演
會
成
員
，
同
盟
會
分
裂
的
目
擊
者
，
他
的
這
段
回
憶
為
我
們
提
供
了
理
解
這
一
段
歷
史
的
第
一
手

資
料
。不

難
看
出
，
﹁
社
會
主
義
講
習
會
﹂
諸
人
的
觀
點
中
除
謬
誤
的
成
分
外
，
也
有
若
干
合
理
的
成
分
，
但

9
9　 
︽
明
治
末
期
中
日
革
命
運
動
的
交
流
︾
，
日
本
評
論
社
︽
中
國
研
究
︾
︵
五
︶
，
一
九
四
八
年
九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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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
極
端
狂
熱
的
無
政
府
主
義
把
它
們
扭
曲
了
。

無
政
府
主
義
是
一
種
小
資
產
階
級
思
潮
，
這
一
階
級
經
常
在
﹁
左
﹂
和
右
兩
極
滾
動
。
列
寧
指
出
道
：

小
資
產
者
，
在
資
本
主
義
條
件
下
，
由
於
﹁
經
常
受
到
壓
迫
，
生
活
往
往
陡
然
下
降
，
所
以
容
易
激
發
一

種
極
端
的
革
命
狂
熱
，
而
缺
乏
堅
忍
性
、
組
織
性
、
紀
律
性
和
堅
定
精
神
﹂
。
﹁
這
種
革
命
狂
熱
動
搖
不
定
，

華
而
不
實
﹂
，
﹁
很
快
就
轉
為
俯
首
聽
命
，
消
沉
頹
喪
﹂
。
﹁
社
會
主
義
講
習
會
﹂
諸
人
生
長
於
半
殖
民
地
、

半
封
建
的
中
國
，
親
身
感
受
到
了
帝
國
主
義
的
壓
迫
，
親
眼
看
見
了
或
聽
到
了
日
本
、
西
歐
資
本
主
義
發

展
所
造
成
的
各
種
罪
惡
，
因
此
，
對
中
國
資
產
階
級
民
主
主
義
革
命
的
前
途
絕
望
。
劉
師
培
等
認
為
，
與

其
在
中
國
發
展
資
本
主
義
，
還
不
如
保
持
封
建
主
義
。
劉
師
培
聲
稱
：
﹁
若
於
政
府
尚
存
之
日
，
則
維
新

不
如
守
舊
，
立
憲
不
如
專
制
﹂
，
﹁
代
議
之
制
度
，
較
之
官
吏
之
專
制
，
其
害
尤
深
﹂
。
章
太
炎
也
表
示
，

如
果
沒
有
均
配
土
田
、
官
立
工
廠
、
限
制
財
產
相
續
、
解
散
議
員
等
四
條
作
為
保
證
，
那
麼
，
﹁
勿
論
君
民

立
憲
，
皆
不
如
專
制
之
為
愈
﹂
。
他
說
：
﹁
盛
唐
專
制
之
政
，
非
不
可
以
致
理
﹂
，
﹁
今
之
專
制
，
直
刑
罰

不
中
為
害
，
佗
猶
少
病
﹂
。
這
就
從
﹁
左
﹂
邊
滾
到
右
邊
去
了
。

一
九○

七
年
冬
，
由
於
悲
觀
失
望
，
章
太
炎
想
到
印
度
去
做
和
尚
。
他
先
是
通
過
清
朝
政
府
駐
長
崎

領
事
卞
昌
向
張
之
洞
謀
求
路
費
，
未
成
，
又
連
續
給
短
期
歸
國
的
劉
師
培
夫
婦
寫
過
五
封
信
，
要
他
們
和

端
方
等
聯
繫
。
他
沒
有
想
到
，
劉
師
培
夫
婦
這
時
已
決
計
叛
變
革
命
。
到
上
海
後
，
劉
師
培
立
即
寫
信
向

端
方
自
首
。
次
年
一
月
，
張
繼
因
參
加
幸
德
派
的
第
二
十
次
金
曜
講
演
會
，
被
日
本
員
警
追
捕
，
輾
轉
逃

往
法
國
。
這
樣
，
﹁
社
會
主
義
講
習
會
﹂
就
失
去
了
一
員
幹
將
。
其
後
，
劉
師
培
夫
婦
回
到
東
京
，
改
出
︽
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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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
︾
，
託
名
在
澳
門
出
版
，
繼
續
高
唱
無
政
府
主
義
，
暗
中
則
為
清
朝
政
府
做
偵
探
。
四
月
，
章
太
炎
與
劉

師
培
、
何
震
、
汪
公
權
之
間
因
事
吵
翻
，
章
太
炎
從
劉
、
何
的
住
處
搬
回
了
︽
民
報
︾
社
。
六
月
，
發
表
︽
排

滿
平
議
︾
，
明
確
表
示
和
無
政
府
主
義
決
裂
，
宣
稱
﹁
無
政
府
主
義
者
，
與
中
國
情
狀
不
相
應
，
是
亦
無
當

者
也
﹂
。
這
樣
，
﹁
社
會
主
義
講
習
會
﹂
又
失
去
了
一
員
幹
將
。
此
後
，
劉
師
培
夫
婦
逐
漸
受
到
東
京
中
國

革
命
黨
人
的
冷
落
。
在
此
期
間
，
劉
師
培
、
陶
成
章
之
間
也
發
生
不
和
。
這
年
十
一
月
，
劉
氏
夫
婦
回
到

上
海
。
為
了
製
造
混
亂
，
挑
撥
關
係
，
將
章
太
炎
要
他
們
和
端
方
等
聯
繫
的
五
封
信
影
印
寄
給
了
黃
興
等

人
。
黃
興
當
時
﹁
一
笑
置
之
﹂
，
但
以
後
引
發
一
場
軒
然
大
波
。

同
盟
會
的
內
部
矛
盾
本
來
就
相
當
複
雜
，
由
於
出
現
了
劉
師
培
之
流
內
奸
，
它
就
更
加
複
雜
化
了
。

二
、
再
次
﹁
倒
孫
﹂
風
潮

同
盟
會
中
無
政
府
主
義
派
別
的
出
現
反
映
出
革
命
派
內
部
政
治
上
、
思
想
上
的
深
刻
矛
盾
。
但
是
，

除
個
別
人
與
之
稍
有
辯
駁
外
，
並
沒
有
形
成
一
場
是
非
明
辨
的
論
戰
。

從
孫
中
山
一
面
看
，
他
對
無
政
府
主
義
的
破
壞
性
認
識
不
足
。
曾
經
有
人
提
醒
他
：
無
政
府
主
義
﹁
其

性
質
與
同
盟
會
之
民
生
主
義
迥
殊
﹂
，
但
孫
中
山
卻
回
答
說
：
﹁
無
政
府
論
之
理
想
至
為
高
超
純
潔
，
有
類

於
烏
托
邦
，
但
可
望
而
不
可
即
，
頗
似
世
上
說
部
所
談
之
神
仙
世
界
。
吾
人
對
於
神
仙
，
既
不
贊
成
，
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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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反
對
，
故
即
以
神
仙
視
之
可
矣
。
﹂
100

從
﹁
社
會
主
義
講
習
會
﹂
一
面
看
，
由
於
張
繼
出
走
，
章
太
炎
、
陶
成
章
和
劉
師
培
之
間
不
睦
，
這

個
派
別
也
已
處
於
渙
散
狀
態
，
無
法
繼
續
活
動
，
更
無
力
從
思
想
上
、
理
論
上
對
同
盟
會
進
行
新
的
攻
擊
。

除
劉
師
培
外
，
無
政
府
主
義
的
旗
號
也
逐
漸
收
了
起
來
。

自
一
九○

八
年
下
半
年
起
，
同
盟
會
內
部
矛
盾
的
焦
點
轉
為
經
費
問
題
。

章
太
炎
等
人
在
東
京
掀
起
的
風
潮
嚴
重
地
傷
害
了
孫
中
山
的
感
情
，
自
此
，
他
將
全
部
心
血
和
熱
情

都
澆
注
到
了
南
洋
方
面
。
一
九○
七
年
八
月
，
孫
中
山
積
極
支
持
同
盟
會
新
加
坡
分
會
創
辦
︽
中
興
日
報
︾
，

使
之
成
為
宣
傳
革
命
和
與
改
良
派
論
戰
的
新
陣
地
。
他
不
僅
親
自
為
該
報
撰
稿
，
過
問
編
輯
、
財
務
、
招

股
等
事
，
而
且
多
次
表
示
，
︽
中
興
日
報
︾
的
文
章
議
論
﹁
頗
愜
人
心
﹂
，
﹁
於
大
局
甚
為
有
關
﹂
，
維
持
︽
中

興
日
報
︾
乃
﹁
吾
黨
在
南
洋
之
極
急
務
﹂
，
要
求
南
洋
各
地
同
志
積
極
支
持
。

與
此
同
時
，
孫
中
山
又
積
極
整
頓
南
洋
各
地
同
盟
會
，
並
醞
釀
將
它
改
組
為
中
華
革
命
黨
。
一
九○

八
年
秋
，
他
在
新
加
坡
建
立
同
盟
會
南
洋
支
部
，
訂
立
分
會
總
章
十
六
條
及
通
信
辦
法
三
條
，
委
胡
漢
民

為
支
部
長
，
統
一
領
導
南
洋
各
地
同
盟
會
分
會
，
以
期
互
相
聯
絡
，
﹁
協
力
相
扶
，
同
心
共
濟
﹂
。
通
訊
辦

法
規
定
：
各
團
體
間
至
少
每
兩
個
月
互
相
通
訊
一
次
，
住
址
有
移
換
時
，
須
即
時
通
知
南
洋
支
部
，
如
有

新
團
體
成
立
，
即
由
南
洋
支
部
發
信
通
知
。
這
樣
，
南
洋
支
部
實
際
上
形
成
一
個
與
東
京
總
部
並
峙
的
中

1
0
0　 
馮
自
由
：
︽
同
盟
會
四
大
綱
領
及
三
民
主
義
溯
源
︾
，
︽
革
命
逸
史
︾
第
三
集
，
商
務
印
書
館
一
九
四
六
年
版
，
第
七
十
五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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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

和
南
洋
相
反
，
東
京
同
盟
會
總
部
愈
來
愈
渙
散
，
︽
民
報
︾
的
問
題
也
愈
來
愈
多
。

︽
民
報
︾
在
歸
章
太
炎
編
輯
後
，
逐
漸
傾
向
於
談
國
粹
，
說
佛
理
。
孫
中
山
、
胡
漢
民
離
日
後
，
原
主

要
撰
稿
人
朱
執
信
、
汪
精
衛
等
也
陸
續
離
日
，
︽
民
報
︾
談
佛
理
的
文
章
逐
漸
增
多
。
一
九○

八
年
二
月
印

行
的
第
十
九
號
居
然
以
首
要
篇
幅
刊
登
︽
大
乘
佛
教
緣
起
說
︾
。
有
讀
者
批
評
其
為
不
作
﹁
民
聲
﹂
，
而
作

﹁
佛
聲
﹂
。
這
種
不
滿
當
然
不
會
是
個
別
的
，
因
此
，
銷
數
銳
減
，
﹁
印
刷
房
飯
之
費
，
不
足
自
資
﹂
，
窘

迫
得
開
不
了
夥
，
章
太
炎
有
時
就
靠
啃
幾
塊
﹁
麥
餅
﹂
過
日
子
。
其
後
，
章
太
炎
曾
寫
過
五
六
封
信
，
打

過
三
四
次
電
報
，
呼
籲
南
洋
方
面
接
濟
，
據
說
，
﹁
或
無
復
音
，
或
言
南
洋
疲
極
，
空
無
一
錢
，
有
時
亦
以

虛
語
羈
縻
，
謂
當
挾
五
六
千
金
來
東
︹
相
︺
助
，
至
期
則
又
飾
以
他
語
，
先
後
所
寄
，
只
銀
圓
三
百
而
已
﹂
。

為
了
維
持
︽
民
報
︾
出
版
，
陶
成
章
準
備
親
往
南
洋
招
股
。
對
此
，
孫
中
山
及
東
京
部
分
革
命
黨
人

均
加
勸
阻
，
理
由
是
﹁
南
洋
同
志
甚
少
，
且
多
非
資
本
家
﹂
，
﹁
必
無
效
果
﹂
，
建
議
在
東
京
另
籌
。
陶
成

章
沒
有
聽
取
這
一
意
見
，
於
一
九○

八
年
九
月
南
行
。

陶
成
章
南
行
的
目
的
有
二
，
除
為
︽
民
報
︾
募
捐
外
，
還
要
為
籌
備
中
的
五
省
革
命
協
會
募
集
經
費
。

到
南
洋
後
，
陶
成
章
向
孫
中
山
要
求
撥
款
三
千
元
作
為
︽
民
報
︾
印
刷
費
，
並
要
求
增
加
股
款
及
維
持
費
。

據
有
關
人
士
回
憶
：
﹁
孫
中
山
四
處
張
羅
，
無
法
籌
措
，
乃
出
其
手
錶
等
物
，
囑
往
變
款
，
以
救
燃
眉
之

急
﹂
，
陶
成
章
因
此
發
生
誤
會
，
與
孫
中
山
﹁
爭
執
不
休
﹂
。
此
外
陶
成
章
又
要
求
孫
中
山
為
他
籌
款
五
萬

元
，
以
便
﹁
回
浙
辦
事
﹂
。
對
此
，
孫
中
山
﹁
推
以
近
日
南
洋
經
濟
恐
慌
，
自
顧
不
暇
，
斷
難
辦
到
﹂
。
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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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章
要
求
為
他
寫
介
紹
函
去
各
地
募
捐
，
孫
中
山
同
意
了
。

﹁
南
洋
經
濟
恐
慌
﹂
並
非
完
全
是
孫
中
山
的
托
詞
。
自
一
九○

七
年
黃
岡
之
役
起
，
至
一
九○

八
年
五

月
河
口
之
役
止
，
孫
中
山
共
在
南
方
邊
境
發
動
了
六
次
起
義
，
用
去
近
二
十
萬
元
，
南
洋
華
僑
中
有
力
捐

款
的
同
盟
會
員
大
都
已
成
強
弩
之
末
；
加
上
河
口
之
役
後
，
六
七
百
名
起
義
戰
士
被
法
國
殖
民
當
局
解
除

武
裝
，
強
行
押
送
至
新
加
坡
，
再
加
上
要
解
決
他
們
的
生
活
出
路
問
題
，
經
濟
更
加
拮
据
。
十
月
十
六
日

孫
中
山
致
檀
香
山
同
志
函
云
：
﹁
黨
中
財
政
日
困
，
雖
香
港
一
隅
，
或
得
檀
埠
同
志
之
接
濟
，
而
他
方
則

無
法
可
設
也
。
﹂
信
中
所
言
，
應
是
事
實
。

由
於
在
經
費
上
沒
有
得
到
孫
中
山
的
積
極
支
持
，
陶
成
章
決
計
﹁
獨
自
經
營
﹂
。
他
制
定
了
章
程
，
開

始
以
江
、
浙
、
皖
、
贛
、
閩
五
省
革
命
軍
決
行
團
為
名
進
行
籌
餉
。
章
程
中
，
陶
成
章
特
別
說
明
：
﹁
本

光
復
會
，
由
來
已
久
。
乙
巳
夏
，
由
總
會
長
蔡
、
湖
南
分
會
長
黃
，
從
輿
論
眾
望
，
請
孫
中
山
先
生
為
會

長
，
開
會
日
本
東
京
，
改
名
同
盟
會
，
而
以
本
會
附
屬
之
。
但
該
時
浙
江
內
地
，
勢
力
異
常
擴
張
，
章
程

發
佈
已
久
，
更
改
為
難
，
故
內
地
暫
從
舊
名
。
然
重
要
事
務
員
，
均
任
同
盟
會
職
事
，
故
又
名
浙
江
同
盟

會
分
會
。
﹂
這
段
文
字
突
出
地
誇
張
了
光
復
會
的
作
用
。
它
絕
口
不
提
興
中
會
，
把
成
立
在
前
的
華
興
會

說
成
是
光
復
會
的
湖
南
分
會
，
把
光
復
會
說
成
是
同
盟
會
的
母
體
，
顯
然
都
是
在
為
重
新
打
出
光
復
會
旗

號
做
準
備
。
稍
後
，
陶
成
章
即
積
極
聯
絡
在
南
洋
的
李
燮
和
等
人
，
印
製
會
章
、
盟
書
，
雕
刻
圖
印
等
物
，

計
畫
發
展
會
員
，
建
立
組
織
。

南
洋
是
同
盟
會
的
根
據
地
。
從
興
中
會
起
，
孫
中
山
就
在
南
洋
活
動
，
當
地
華
僑
對
同
盟
會
是
熟
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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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光
復
會
則
還
是
一
個
陌
生
的
名
詞
。
因
此
，
在
一
段
時
期
內
，
陶
成
章
還
不
得
不
仰
仗
孫
中
山
和
同

盟
會
的
威
望
，
籌
餉
章
程
中
，
陶
成
章
特
別
聲
明
﹁
本
會
既
為
同
盟
會
分
會
，
故
本
章
程
訂
立
後
，
移
知

東
京
總
部
及
南
洋
支
部
﹂
，
所
得
款
數
﹁
亦
移
知
東
京
總
會
及
星
洲
分
會
﹂
。
但
是
，
陶
成
章
的
募
捐
活
動

卻
一
直
進
行
得
很
不
順
利
。
十
一
月
，
陶
成
章
到
緬
甸
仰
光
，
在
︽
光
華
日
報
︾
上
發
表
記
述
秋
瑾
、
徐

錫
麟
起
義
的
︽
浙
案
紀
略
︾
以
為
宣
傳
，
臨
行
時
募
得
千
元
。
十
二
月
六
日
，
到
檳
榔
嶼
，
該
地
辦
事
人

聲
稱
，
按
章
程
，
必
須
孫
中
山
本
人
來
運
動
方
可
，
僅
邀
集
三
四
人
，
認
捐
三
百
元
。
一
九○

七
年
一
月

二
十
三
日
，
到
壩
羅
，
正
值
︽
中
興
日
報
︾
代
表
到
埠
演
說
，
言
﹁
︽
中
興
報
︾
事
緊
要
﹂
，
並
聲
言
：
﹁
陶

君
來
此
，
不
過
來
遊
歷
而
已
，
並
非
籌
款
而
來
。
﹂
因
此
，
亦
僅
認
捐
三
百
數
十
元
。
陶
成
章
懷
疑
孫
中

山
在
﹁
暗
中
設
法
播
弄
﹂
，
開
始
攻
擊
孫
中
山
。
他
在
與
人
書
中
說
：
﹁
弟
本
不
說
中
山
壞
事
，
蓋
猶
為
團

體
起
見
，
不
得
不
稍
留
餘
地
，
至
是
逼
弟
無
可
奈
何
，
不
得
不
略
陳
一
二
已
。
﹂
其
間
，
陶
成
章
曾
向
孫

中
山
索
取
介
紹
函
至
各
地
收
款
，
被
孫
中
山
拒
絕
。

這
以
後
，
陶
成
章
到
爪
哇
，
開
始
建
立
光
復
會
組
織
。
二
月
十
四
日
致
李
燮
和
等
書
云
：
﹁
前
此
寄

上
盟
書
、
圖
章
等
物
，
未
識
已
收
到
否
？
念
甚
。
此
次
弟
又
攜
來
二
千
四
百
張
，
如
要
用
，
可
寫
信
來
爪
哇
，

弟
當
寄
上
。
﹂
不
久
，
各
地
分
會
陸
續
建
立
。
新
加
坡
參
加
者
有
許
雪
秋
，
文
島
有
李
燮
和
及
僑
商
曾
連
慶
、

蔣
報
禮
等
。
許
雪
秋
等
原
是
同
盟
會
會
員
，
由
於
在
黃
岡
起
義
失
敗
後
群
居
南
洋
，
埋
怨
孫
中
山
等
﹁
招

待
不
周
﹂
，
因
此
，
積
極
支
持
陶
成
章
別
樹
一
幟
，
並
帶
動
了
一
批
潮
州
、
嘉
應
人
加
入
。
這
樣
，
南
洋
就

有
了
兩
個
並
行
的
各
成
系
統
的
組
織
，
一
個
是
同
盟
會
南
洋
支
部
，
一
個
是
自
稱
附
屬
於
同
盟
會
總
部
的



。277。
推翻封建帝制，創建共和民國
第六節　「兄弟鬩於牆」

光
復
會
。

光
復
會
的
傳
統
活
動
地
點
在
江
、
浙
，
陶
成
章
在
南
洋
樹
旗
活
動
，
明
顯
地
造
成
了
和
南
洋
支
部
爭

奪
群
眾
和
影
響
的
對
壘
局
面
。
如
果
說
，
東
京
的
倒
孫
風
潮
表
現
為
對
個
人
的
不
滿
，
﹁
社
會
主
義
講
習
會
﹂

的
建
立
表
現
為
思
想
上
的
分
歧
，
這
一
時
期
就
進
一
步
發
展
為
組
織
上
的
對
立
了
。

在
樹
旗
活
動
後
不
久
，
陶
成
章
又
在
錯
誤
的
道
路
上
邁
出
了
一
大
步
。

還
在
一
九○

九
年
五
月
間
，
陶
成
章
就
在
文
島
等
地
散
佈
流
言
，
聲
稱
孫
中
山
將
各
處
同
志
捐
款
攫
為

己
有
，
河
口
起
義
所
用
不
過
千
餘
元
等
等
。
九
月
，
陶
成
章
去
到
檳
港
，
糾
合
李
燮
和
、
柳
聘
農
、
陳
方
度
、

胡
國
梁
等
七
八
人
，
以
東
京
南
渡
分
駐
英
、
荷
各
屬
辦
事
的
川
、
廣
、
湘
、
鄂
、
江
、
浙
、
閩
七
省
同
志

的
名
義
起
草
了
一
份
︽
孫
文
罪
狀
︾
，
聲
言
﹁
罄
南
山
之
竹
，
書
罪
無
窮
；
決
東
海
之
波
，
流
惡
無
盡
﹂
，

指
責
孫
中
山
有
﹁
殘
賊
同
志
之
罪
狀
﹂
五
條
，
﹁
蒙
蔽
同
志
之
罪
狀
﹂
三
條
，
﹁
敗
壞
全
體
名
譽
之
罪
狀
﹂

四
條
，
並
表
示
：
﹁
惡
莠
不
除
，
則
嘉
禾
不
長
﹂
，
共
提
出
要
求
九
條
，
其
主
要
者
為
：

一
、
開
除
孫
文
總
理
之
名
，
發
表
罪
狀
，
遍
告
海
內
外
。

二
、
另
定
章
程
，
發
佈
南
洋
各
機
關
，
令
其
直
接
東
京
總
會
。
囑
令
南
洋
支
部
章
程
一
概
作
廢
。

三
、
再
開
︽
民
報
︾
機
頭
。

四
、
兼
於
︽
民
報
︾
社
內
，
附
設
旬
報
，
凡
︽
中
興
日
報
︾
之
所
至
，
亦
蹤
尋
之
而
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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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罪
狀
︾
並
誣
衊
孫
中
山
在
香
港
、
上
海
滙
豐
銀
行
貯
款
二
十
萬
；
其
兄
在
九
龍
起
造
屋
宇
，
用
款
不

足
，
孫
中
山
電
匯
款
項
助
建
云
云
。
其
後
，
陶
成
章
便
帶
著
這
份
︽
罪
狀
︾
趕
赴
東
京
，
要
求
同
盟
會
本

部
開
會
討
論
。

在
東
京
的
﹁
倒
孫
﹂
風
潮
之
後
，
孫
中
山
即
不
大
過
問
同
盟
會
本
部
和
︽
民
報
︾
的
工
作
，
這
是
事
實
，

但
是
︽
罪
狀
︾
大
部
分
屬
於
誣
陷
。
它
得
到
了
少
數
江
浙
人
的
支
持
，
卻
遭
到
了
黃
興
等
的
堅
決
拒
絕
。

黃
興
一
面
向
陶
成
章
作
調
停
、
勸
說
，
一
面
和
譚
人
風
、
劉
揆
一
聯
名
發
表
長
達
千
餘
言
的
致
李
燮
和
等

公
函
，
逐
條
為
孫
中
山
申
辯
。

黃
興
的
調
停
、
勸
說
、
申
辯
都
沒
能
打
動
陶
成
章
。
在
公
佈
︽
罪
狀
︾
的
要
求
被
拒
絕
後
，
陶
成
章

便
決
定
自
行
發
表
。
他
在
與
人
書
中
表
示
：
﹁
與
中
山
已
不
兩
立
﹂
，
﹁
不
若
由
二
三
人
出
面
發
表
之
，
從

此
分
為
兩
歧
罷
了
﹂
。
其
後
，
便
由
陳
威
濤
、
魏
蘭
將
︽
罪
狀
︾
油
印
百
餘
份
，
寄
給
了
南
洋
各
報
。

革
命
的
首
要
問
題
是
分
清
敵
我
，
陶
成
章
等
把
孫
中
山
視
為
敵
人
，
不
顧
大
局
，
不
顧
影
響
，
惡
意

誣
陷
，
這
是
一
個
極
為
嚴
重
的
錯
誤
。

陶
成
章
等
的
行
動
迅
速
影
響
了
章
太
炎
。
在
公
佈
︽
孫
文
罪
狀
︾
的
同
時
，
章
太
炎
也
刊
發
︽
偽
︵
民

報
︶
檢
舉
狀
︾
，
再
次
參
加
了
對
孫
中
山
的
攻
擊
。

︽
民
報
︾
於
一
九○

八
年
十
月
遭
日
本
政
府
封
禁
，
一
九○
九
年
秋
，
黃
興
在
林
文
等
幫
助
下
籌
備
恢

復
。
因
為
對
章
太
炎
主
持
時
的
︽
民
報
︾
不
滿
，
黃
興
邀
汪
精
衛
到
東
京
任
編
輯
；
又
因
避
免
日
本
政
府

干
涉
，
託
名
以
巴
黎
︽
新
世
紀
︾
為
發
行
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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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
復
︽
民
報
︾
本
來
是
陶
成
章
等
在
︽
孫
文
罪
狀
︾
中
提
出
來
的
﹁
善
後
辦
法
﹂
，
但
是
，
他
堅
持
不

能
替
孫
中
山
﹁
虛
張
聲
勢
﹂
，
必
須
以
革
除
其
總
理
職
務
為
先
決
條
件
。
自
然
，
這
也
遭
到
了
黃
興
的
拒
絕
。

因
此
，
他
便
支
持
章
太
炎
出
面
反
對
。
章
太
炎
多
年
困
苦
維
持
︽
民
報
︾
，
一
旦
恢
復
，
卻
被
排
斥
在
外
，

對
此
大
動
肝
火
。
他
指
責
續
刊
︽
民
報
︾
為
偽
︽
民
報
︾
，
在
︽
檢
舉
狀
︾
中
攻
擊
孫
中
山
﹁
背
本
忘
初
，

見
危
不
振
﹂
，
並
主
觀
武
斷
地
說
：
﹁
夫
孫
文
懷
挾
鉅
資
，
而
用
之
公
務
者
十
不
及
一
，
︽
民
報
︾
所
求
補

助
，
無
過
三
四
千
金
，
亦
竟
不
為
籌
畫
，
其
干
沒
可
知
已
。
﹂
101
沒
有
任
何
根
據
，
一
個
想
當
然
的
﹁
可
知

已
﹂
就
定
了
孫
中
山
﹁
干
沒
﹂
鉅
資
的
案
！

對
孫
中
山
的
公
開
誹
謗
為
保
皇
派
提
供
了
炮
彈
。
不
久
，
︽
南
洋
總
彙
報
︾
發
表
了
︽
偽
︵
民
報
︶
檢

舉
狀
︾
。
其
後
，
保
皇
派
大
規
模
地
開
展
了
對
孫
中
山
的
攻
擊
，
各
種
穢
詞
如
水
般
潑
來
。
他
們
辱
罵
孫
中

山
為
﹁
馬
騙
﹂
、
﹁
棍
騙
﹂
，
誣
衊
其
﹁
假
借
革
命
名
目
，
以
為
衣
食
飯
碗
之
計
﹂
，
說
是
：
﹁
孫
文
腔
中
，

何
嘗
有
一
滴
愛
國
之
血
，
眼
中
何
嘗
有
半
點
愛
國
之
淚
，
心
中
何
嘗
有
分
毫
愛
國
之
思
，
不
過
口
頭
禪
焉

耳
！
﹂
102

和
陶
成
章
、
章
太
炎
相
呼
應
，
當
時
在
法
國
的
張
繼
則
寫
信
給
孫
中
山
，
要
求
他
﹁
退
隱
深
山
﹂
，
或

﹁
佈
告
天
下
，
辭
退
同
盟
會
總
理
﹂
。
103
這
樣
，
就
出
現
了
第
二
次
﹁
倒
孫
﹂
風
潮
。

1
0
1　 
轉
引
自
︽
黨
人
︾
，
︽
新
世
紀
︾
第
一
一
七
號
。

1
0
2　 
介
民
：
︽
敬
告
捐
助
革
命
軍
餉
者
︾
，
加
拿
大
︽
日
新
報
︾
一
九
一
一
年
四
月
二
十
六
日
。

1
0
3　 
轉
引
自
孫
中
山
︽
致
張
繼
函
︾
，
吳
稚
暉
原
藏
，
未
刊
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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敵
人
的
辱
罵
、
鎮
壓
並
不
可
怕
，
可
怕
的
是
同
營
壘
人
的
反
誣
和
倒
戈
。
長
期
以
來
，
孫
中
山
把
實

際
領
導
起
義
的
責
任
交
給
了
黃
興
等
人
，
而
以
在
華
僑
中
募
集
起
義
經
費
為
己
任
。
陶
、
章
這
兩
份
材
料

的
公
佈
對
孫
中
山
工
作
所
造
成
的
困
難
是
可
想
而
知
的
。
為
了
破
壞
孫
中
山
赴
美
募
捐
，
陶
成
章
等
甚
至

冒
名
作
信
，
將
攻
擊
材
料
寄
發
美
洲
各
華
字
日
報
。
十
月
二
十
二
日
孫
中
山
與
王
子
匡
函
云
：
﹁
近
接
美

洲
來
信
，
謂
有
人
托
同
盟
會
之
名
，
致
書
各
埠
，
大
加
詆
毀
於
弟
，
不
留
餘
地
，
該
處
人
心
頗
為
所
惑
云
。

此
事
於
聯
絡
華
僑
一
方
面
，
大
有
阻
礙
矣
！
﹂
但
孫
中
山
毫
不
灰
心
，
一
面
要
求
吳
稚
暉
在
巴
黎
︽
新
世

紀
︾
上
撰
寫
長
文
，
﹁
加
以
公
道
之
評
判
﹂
，
一
面
對
張
繼
嚴
正
指
出
：
﹁
此
時
為
革
命
最
衰
微
之
時
，
非

成
功
興
盛
之
候
，
是
為
弟
冒
艱
危
、
茹
困
苦
以
進
取
之
時
代
，
非
退
隱
之
時
代
也
。
﹂
他
並
憤
憤
地
說
：
﹁
同

盟
會
及
太
炎
至
今
未
自
認
過
，
則
弟
已
不
承
認
為
彼
等
之
總
理
者
久
矣
。
前
去
兩
年
，
兩
廣
、
雲
南
起
兵
，

皆
奉
革
命
黨
本
部
之
名
義
，
並
未
一
用
同
盟
會
名
義
也
。
﹂
104

經
歷
種
種
挫
折
而
革
命
之
志
不
撓
，
這
是
孫
中
山
作
為
一
個
偉
大
人
物
的
突
出
優
點
，
但
是
，
因
章

太
炎
等
少
數
人
而
遷
怒
及
於
同
盟
會
，
仍
然
是
以
感
情
代
替
了
理
智
。
在
很
長
一
段
時
期
裡
，
東
京
同
盟

會
員
處
於
群
龍
無
首
的
狀
態
，
國
內
各
地
同
盟
會
分
會
也
無
人
領
導
，
在
這
方
面
，
孫
中
山
不
無
責
任
。

一
九
一○

年
二
月
，
孫
中
山
在
舊
金
山
建
立
同
盟
會
分
會
，
在
誓
詞
中
將
同
盟
會
會
員
改
稱
中
華
革

命
黨
黨
員
，
開
始
實
現
其
醞
蓄
已
久
的
打
算
。
同
年
秋
，
抵
達
檳
榔
嶼
後
，
又
通
知
南
洋
各
地
同
盟
會
分
會
，

1
0
4　 
︽
致
張
繼
函
︾
，
吳
稚
暉
原
藏
，
未
刊
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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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律
照
改
。
但
由
於
同
盟
會
已
在
群
眾
中
留
下
深
刻
的
影
響
，
事
實
上
難
以
執
行
，
不
久
也
就
作
罷
。

得
道
多
助
，
失
道
寡
助
。
陶
成
章
對
孫
中
山
的
攻
擊
激
起
了
革
命
黨
人
的
義
憤
。
東
京
方
面
，
黃
興

等
決
定
不
和
章
太
炎
計
較
，
只
在
即
將
續
刊
的
︽
民
報
︾
上
登
一
啟
事
，
宣
佈
章
太
炎
為
﹁
神
經
症
之
人
﹂
。

他
要
孫
中
山
﹁
海
量
涵
之
﹂
，
表
示
﹁
陶
等
雖
悍
，
弟
當
以
身
力
拒
﹂
。
為
了
給
孫
中
山
赴
美
活
動
掃
除
障

礙
，
黃
興
又
函
知
美
洲
，
指
出
有
人
從
東
京
發
函
攻
擊
孫
中
山
，
﹁
用
心
險
毒
，
殊
為
可
憤
﹂
，
要
求
美
洲

同
志
乘
孫
中
山
到
美
機
會
，
同
心
協
力
，
以
謀
團
體
之
進
步
，
致
大
業
之
成
功
。

安
南
方
面
，
中
國
革
命
黨
人
發
表
︽
河
內
公
函
︾
，
詳
述
發
動
雲
南
、
廣
西
起
義
的
情
況
，
針
對
陶
成

章
的
誹
謗
，
一
一
予
以
駁
斥
。

南
洋
方
面
，
革
命
黨
人
焚
毀
了
陶
、
章
散
發
的
印
刷
品
，
派
人
調
查
，
發
現
孫
中
山
在
九
龍
的
家
除

幾
間
舊
房
外
，
別
無
所
有
；
孫
中
山
的
哥
哥
孫
眉
自
己
蓋
了
草
房
子
在
那
裡
種
地
；
於
是
，
將
實
情
公
佈
，

真
相
大
白
。

多
年
來
，
同
盟
會
在
其
內
部
分
歧
中
，
既
無
同
志
式
的
討
論
，
又
無
思
想
上
的
必
要
交
鋒
。
現
在
交

鋒
了
，
這
對
於
澄
清
真
相
，
維
護
孫
中
山
的
威
望
來
說
都
是
必
要
的
，
但
是
，
這
種
交
鋒
無
助
於
填
平
雙

方
感
情
上
的
巨
大
鴻
溝
。

在
﹁
倒
孫
﹂
風
潮
的
掀
起
者
中
間
，
劉
師
培
的
叛
徒
面
目
此
時
已
經
暴
露
。
一
九○

八
年
冬
，
劉
師

培
回
上
海
後
即
出
賣
了
同
盟
會
會
員
張
恭
，
不
久
，
又
投
入
端
方
幕
中
。
一
九○

九
年
八
月
，
端
方
由
兩

江
調
直
隸
，
報
上
發
表
了
隨
員
名
單
，
劉
師
培
赫
然
在
內
。
在
此
情
況
下
，
人
們
不
得
不
思
考
，
和
劉
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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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
一
度
關
係
極
為
密
切
的
章
太
炎
是
什
麼
人
？

他
為
什
麼
對
孫
中
山
如
此
攻
擊
不
遺
餘
力
呢
？
在
未
經
冷
靜
分
析
的
情
況
下
，
東
京
革
命
黨
人
公
佈

了
章
太
炎
致
劉
師
培
、
何
震
五
函
，
指
責
章
太
炎
為
端
方
偵
探
。
十
一
月
三
十
日
，
︽
中
興
日
報
︾
發
表
︽
章

炳
麟
與
劉
光
漢
之
關
係
歷
史
︾
及
︽
為
章
炳
麟
叛
黨
事
答
覆
投
書
諸
君
︾
等
文
。
十
二
月
，
孫
中
山
得
悉

保
皇
派
報
紙
發
表
了
章
太
炎
的
︽
偽
︵
民
報
︶
檢
舉
狀
︾
，
認
為
章
太
炎
﹁
破
壞
黨
事
之
心
已
不
留
餘
地
﹂
，

要
求
吳
稚
暉
將
章
太
炎
致
劉
師
培
、
何
震
五
函
的
筆
跡
照
片
寄
給
他
，
﹁
以
證
明
太
炎
之
所
為
，
庶
足
以
破

其
言
之
效
力
﹂
。
不
久
，
香
港
︽
中
國
日
報
︾
、
巴
黎
︽
新
世
紀
︾
、
美
國
︽
少
年
中
國
晨
報
︾
先
後
發
表

了
這
五
封
信
，
︽
中
國
日
報
︾
聲
稱
章
太
炎
受
端
方
委
任
，
擔
任
解
散
革
命
黨
及
常
駐
東
京
之
偵
探
員
，
︽
新

世
紀
︾
指
責
章
太
炎
以
﹁
萬
金
出
賣
一
革
命
﹂
。

將
章
氏
五
函
的
問
題
一
下
子
提
到
如
此
的
高
度
，
當
然
也
嚴
重
傷
害
了
章
太
炎
的
感
情
。
剛
愎
自
負

而
又
極
易
衝
動
的
章
太
炎
對
此
的
態
度
是
可
以
想
像
的
。

在
再
次
﹁
倒
孫
﹂
風
潮
中
，
思
想
分
歧
退
居
次
要
地
位
，
但
是
，
雙
方
的
關
係
則
由
彼
此
猜
忌
、
怨

憎
發
展
為
互
相
敵
視
和
進
行
勢
不
兩
立
的
攻
擊
，
分
裂
成
為
不
可
避
免
的
了
。

三
、
光
復
會
的
重
建
和
倒
退

陶
成
章
到
東
京
時
做
了
兩
手
準
備
：
一
手
是
爭
取
黃
興
，
開
除
孫
中
山
，
另
推
同
盟
會
總
理
，
掌
握

同
盟
會
的
領
導
權
；
另
一
手
是
取
消
對
同
盟
會
形
式
上
的
附
屬
關
係
，
公
開
分
裂
，
重
建
光
復
會
山
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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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開
除
孫
中
山
的
要
求
被
拒
絕
之
後
，
陶
成
章
便
按
第
二
手
行
事
。
他
多
次
與
李
燮
和
、
胡
國
梁
等
通

函
，
聲
稱
同
盟
會
東
京
總
會
已
經
﹁
一
敗
塗
地
，
無
可
整
頓
﹂
，
必
須
﹁
另
行
組
織
新
機
關
﹂
。
他
說
：
﹁
何

妨
另
開
局
面
乎
？
前
次
之
事
，
終
算
一
場
大
悔
氣
罷
了
！
﹂
105
札
在
此
同
時
，
又
積
極
爭
取
章
太
炎
，
以
光

復
會
成
立
在
先
來
打
動
他
，
說
：
﹁
逸
仙
難
與
圖
事
，
吾
輩
主
張
光
復
，
本
在
江
上
，
事
亦
在
同
盟
會
先
，

曷
分
設
光
復
會
？
﹂
106
章
太
炎
長
期
對
孫
中
山
不
滿
，
他
的
性
格
又
一
向
是
任
情
孤
注
，
不
考
慮
利
害
得
失
，

對
此
自
然
表
示
同
意
。

一
九
一○

年
二
月
，
光
復
會
總
部
成
立
於
日
本
東
京
，
章
太
炎
任
會
長
，
陶
成
章
任
副
會
長
，
章
梓

任
庶
務
員
，
沈
家
康
任
書
記
員
。
由
於
基
本
群
眾
在
爪
哇
等
地
，
因
此
，
光
復
會
在
南
洋
設
行
總
部
，
代

行
東
京
本
部
職
權
，
以
李
燮
和
、
沈
鈞
業
、
魏
蘭
為
執
行
員
，
下
轄
各
地
分
會
，
形
成
了
所
謂
﹁
以
南
部

為
根
基
，
推
東
京
為
主
幹
﹂
的
局
面
。

後
期
光
復
會
收
容
了
同
盟
會
中
包
括
原
華
興
會
內
對
孫
中
山
不
滿
的
分
子
，
以
同
盟
會
的
反
對
派
面

目
出
現
，
但
是
，
比
起
同
盟
會
，
它
在
不
少
方
面
都
倒
退
了
。

章
太
炎
是
後
期
光
復
會
中
唯
一
的
理
論
家
。
這
一
時
期
，
他
思
想
中
的
封
建
主
義
成
分
進
一
步
向
前

發
展
。
三
月
十
日
，
他
和
陶
成
章
在
東
京
一
起
創
辦
︽
教
育
今
語
雜
誌
︾
，
以
﹁
保
存
國
故
，
振
興
學
藝
，

提
倡
平
民
普
及
教
育
﹂
為
宗
旨
。
︽
緣
起
︾
中
說
：
﹁
恨
歐
學
東
漸
，
濟
濟
多
士
，
悉
舍
國
故
而
新
是
趨
﹂
，

1
0
5　 
︽
致
若
愚
、
鐵
仙
︾
，
陶
成
章
手
札
，
未
刊
稿
。

1
0
6　 
︽
太
炎
先
生
自
定
年
譜
︾
，
未
刊
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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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
人
有
憂
之
，
爰
設
一
報
﹂
，
藉
以
﹁
明
正
道
，
辟
邪
詞
﹂
。
中
國
是
個
封
建
古
國
，
清
王
朝
是
個
實
行

高
度
封
建
專
制
主
義
的
王
朝
，
因
此
，
在
這
一
歷
史
條
件
下
，
﹁
歐
學
﹂
，
即
西
方
資
產
階
級
上
升
時
期
的

民
主
主
義
文
化
，
仍
然
可
以
發
揮
其
進
步
作
用
，
但
是
，
︽
教
育
今
語
雜
誌
︾
卻
視
為
﹁
邪
詞
﹂
，
要
﹁
辟
﹂
。

在
此
之
前
，
續
刊
︽
民
報
︾
正
在
介
紹
盧
梭
的
︽
民
約
論
︾
，
︽
教
育
今
語
雜
誌
︾
的
出
版
可
以
說
唱
的
是

對
臺
戲
。
同
年
由
章
太
炎
編
輯
的
︽
學
林
︾
也
一
樣
充
滿
了
國
粹
氣
。
該
刊
︽
緣
起
︾
說
：
﹁
世
人
多
急

︵
利
︶
近
功
，
以
古
學
不
足
治
，
惟
異
化
之
務
﹂
，
它
號
召
﹁
一
二
耆
儒
故
老
﹂
們
起
來
挽
救
即
將
﹁
墜
入

糞
壤
﹂
的
﹁
文
武
之
道
﹂
。
這
裡
所
說
的
﹁
異
化
﹂
，
指
的
是
鴉
片
戰
爭
以
來
先
進
的
中
國
人
向
西
方
尋
找

救
國
真
理
的
熱
潮
，
所
謂
﹁
文
武
之
道
﹂
，
指
的
是
長
期
成
為
中
國
人
民
精
神
枷
鎖
的
封
建
文
化
。
在
該
刊

第
二
期
上
，
章
太
炎
發
表
了
著
名
的
︽
秦
政
記
︾
，
歌
頌
﹁
卓
絕
在
上
，
不
與
士
民
等
夷
﹂
的
﹁
天
子
﹂
，

說
是
﹁
人
主
獨
貴
者
，
政
亦
獨
制
﹂
。
同
期
發
表
的
︽
非
黃
︾
則
抨
擊
﹁
尚
賢
﹂
、
﹁
任
眾
﹂
的
民
主
政
治
，

說
是
﹁
誠
聽
法
，
雖
專
任
，
與
武
斷
莫
比
；
誠
尚
賢
，
雖
任
眾
，
與
武
斷
奚
分
？
﹂
如
果
說
，
一
九○

八

年
章
太
炎
發
表
︽
代
議
然
否
論
︾
，
主
張
﹁
代
議
政
體
，
必
不
如
專
制
為
善
﹂
時
，
還
曾
經
特
別
提
出
了
一

個
﹁
恢
廓
民
權
﹂
的
方
案
，
那
麼
，
這
一
時
期
，
他
已
經
更
多
地
神
往
於
﹁
王
者
一
人
秉
權
於
上
﹂
的
法

家
封
建
專
制
主
義
了
。

陶
成
章
是
後
期
光
復
會
的
組
織
者
和
實
際
領
導
人
。
這
一
時
期
，
他
的
活
動
逐
漸
向
改
良
主
義
方
向

靠
近
。前

文
指
出
，
當
張
繼
等
迷
信
﹁
直
接
行
動
﹂

｜
總
同
盟
罷
工
時
，
陶
成
章
仍
然
主
張
進
行
武
裝
起
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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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是
，
光
復
會
重
建
後
，
他
卻
拋
棄
了
自
己
的
主
張
。
在
︽
致
石
哥
函
︾
中
，
他
說
：
﹁
夫
我
輩
之
目
的
，

在
一
舉
覆
清
，
若
東
放
一
把
火
，
西
散
一
盤
沙
，
實
屬
有
害
而
無
益
。
﹂
又
說
：
﹁
如
不
用
暗
殺
，
則
用

地
方
起
兵
，
喪
民
費
財
，
禍
莫
大
焉
！
一
有
不
慎
，
必
引
外
國
人
之
干
涉
，
後
事
益
難
著
手
矣
！
﹂
107
和
人

民
群
眾
缺
乏
充
分
的
聯
繫
，
實
行
單
純
的
軍
事
冒
險
，
這
是
同
盟
會
所
領
導
的
武
裝
起
義
的
弱
點
，
但
是
，

這
些
起
義
畢
竟
打
擊
了
清
朝
統
治
，
鍛
煉
了
革
命
者
，
教
育
了
群
眾
，
不
能
稱
為
﹁
有
害
無
益
﹂
，
更
不
能

稱
為
﹁
禍
莫
大
焉
﹂
，
至
於
所
謂
﹁
必
引
外
國
人
之
干
涉
﹂
云
云
，
更
是
被
革
命
派
痛
駁
過
的
改
良
派
謬
論
。

當
時
，
國
內
各
省
革
命
力
量
迅
速
發
展
，
他
們
武
裝
反
清
的
總
目
標
一
致
，
只
在
策
略
上
互
有
歧
異
：

﹁
有
欲
向
雲
貴
以
進
取
者
，
有
欲
向
兩
廣
以
進
取
者
，
有
欲
向
江
浙
以
進
取
者
，
有
欲
向
兩
湖
以
進
取
者
，

有
欲
向
山
東
、
河
南
以
進
取
者
，
有
欲
向
中
央
革
命
。
﹂
108
這
本
來
並
不
難
統
一
，
對
於
上
述
各
種
力
量
，

陶
成
章
一
概
採
取
排
斥
態
度
，
他
說
：
﹁
如
此
紛
紛
之
熱
心
人
各
欲
乞
此
總
會
以
求
運
動
整
頓
，
其
將
奈

之
何
哉
！
當
是
時
也
，
不
與
則
名
不
正
，
言
不
順
。
欲
與
則
無
款
以
給
之
，
即
令
有
稍
稍
之
款
，
與
其
一

不
與
其
二
不
可
也
，
與
其
先
不
與
其
後
不
可
也
，
全
力
助
他
人
，
未
見
他
人
之
能
集
事
，
本
己
之
方
針
，

且
先
亂
矣
。
秦
末
之
項
羽
，
隋
末
之
李
密
，
其
失
敗
皆
因
此
也
。
﹂
在
陶
成
章
看
來
，
多
一
些
人
革
命
反

而
會
造
成
麻
煩
，
唯
此
一
家
最
好
，
因
此
，
他
給
光
復
會
規
定
了
﹁
必
不
汲
汲
擴
張
﹂
的
關
門
主
義
方
針
。

︽
浙
案
紀
略
︾
中
，
陶
成
章
說
：
﹁
浙
人
素
多
個
人
性
質
，
少
團
體
性
質
，
其
行
事
也
喜
獨
不
喜
群
。
﹂
這

1
0
7　 
陶
成
章
手
札
，
未
刊
稿
。

1
0
8　 
︽
致
石
哥
︾
，
陶
成
章
手
札
，
未
刊
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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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以
說
是
陶
成
章
的
夫
子
自
道
。

一
不
靠
武
裝
起
義
，
二
不
靠
全
國
各
地
的
革
命
力
量
，
陶
成
章
靠
什
麼
﹁
一
舉
覆
清
﹂
呢
？
他
靠
的

是
暗
殺
活
動
。
光
復
會
重
建
後
，
他
曾
建
議
集
款
數
千
金
或
萬
金
，
專
辦
此
事
，
以
振
動
華
僑
，
擴
大
影

響
。
109
甚
至
，
他
想
入
非
非
地
提
出
了
一
個
實
行
﹁
中
央
革
命
﹂
的
妓
院
方
略
：
收
羅
一
批
美
女
，
在
北
京

開
設
妓
院
，
誘
惑
滿
族
親
貴
，
席
間
放
毒
，
一
網
打
盡
。

弱
者
和
窮
途
窘
促
的
人
常
常
盼
望
奇
跡
。
妓
院
方
略
的
提
出
，
說
明
了
陶
成
章
和
同
盟
會
分
裂
後
，

既
軟
弱
無
力
，
又
窮
途
窘
促
。

當
然
，
生
活
中
出
現
奇
跡
的
可
能
並
不
大
，
這
一
點
，
陶
成
章
完
全
明
白
。
因
此
，
他
為
後
期
光
復

會
規
定
的
方
針
是
﹁
專
主
個
人
運
動
，
以
教
育
為
根
本
﹂
，
﹁
察
學
生
之
有
志
者
聯
絡
之
﹂
。
據
他
說
，
如

果
能
得
到
兩
三
個
有
資
本
的
學
生
的
贊
成
，
就
於
願
已
足
。
光
復
會
重
建
後
，
陶
成
章
立
即
和
章
太
炎
編

輯
︽
教
育
今
語
雜
誌
︾
，
目
的
在
此
；
隨
之
，
他
在
東
京
埋
頭
編
寫
小
學
歷
史
、
地
理
教
科
書
，
目
的
也
在

此
。
一
九
一
一
年
初
，
他
又
曾
計
畫
到
南
洋
找
一
個
寺
院
住
下
，
專
力
編
撰
教
科
書
。
︽
致
柱
哥
︾
函
云
：

﹁
蓋
弟
近
立
定
主
意
，
不
為
虛
耗
金
錢
之
事
，
更
不
為
無
益
之
舉
，
而
虛
耗
其
精
神
，
實
事
求
是
，
以
圖
漸

進
，
不
為
躐
等
。
﹂
110

﹁
虛
耗
金
錢
﹂
、
﹁
無
益
之
舉
﹂
云
云
，
指
的
都
是
武
裝
起
義
，
﹁
漸
進
﹂
云
云
，
指
的
就
是
教
育
。
﹁
不

1
0
9　 
︽
致
石
哥
︾
，
陶
成
章
手
札
，
未
刊
稿
。

1
1
0　 
︽
致
石
哥
︾
，
陶
成
章
手
札
，
未
刊
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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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躐
等
﹂
云
云
，
完
全
是
改
良
派
的
爬
行
哲
學
。
和
劉
師
培
、
章
太
炎
一
樣
，
陶
成
章
也
經
歷
了
一
個
從

﹁
左
﹂
到
右
的
轉
化
。

反
革
命
的
暴
力
必
須
以
革
命
的
暴
力
去
推
翻
。
同
盟
會
領
導
的
武
裝
起
義
雖
然
存
在
著
種
種
弱
點
，

但
是
，
歷
史
證
明
了
，
使
清
朝
皇
帝
滾
下
龍
座
的
還
是
武
昌
新
軍
手
中
的
槍
炮
，
而
不
是
陶
成
章
的
﹁
教

育
根
本
﹂
論
。

在
經
費
問
題
上
，
後
期
光
復
會
也
逐
漸
效
法
改
良
派
。

同
盟
會
解
決
經
費
問
題
靠
在
華
僑
中
募
捐
，
這
使
他
們
在
一
定
的
範
圍
內
還
能
聯
繫
群
眾
。
後
期
光

復
會
成
立
後
，
陶
成
章
主
張
靠
經
商
，
他
說
：
﹁
曆
觀
萬
事
，
皆
與
財
政
相
為
因
果
，
然
財
政
之
道
，
非

自
行
籌
畫
無
由
，
此
商
業
之
所
以
不
得
不
速
為
經
營
。
﹂
111
為
此
，
他
和
李
燮
和
等
積
極
籌
辦
商
業
公
司
，

計
畫
經
營
教
科
書
籍
、
圖
畫
、
科
學
儀
器
、
體
操
、
音
樂
用
具
，
學
校
用
品
、
衣
衫
、
牙
粉
、
肥
皂
等
；

並
計
畫
把
︽
教
育
今
語
雜
誌
︾
改
變
為
廣
告
機
關
。
112
這
一
套
，
都
是
流
亡
海
外
的
改
良
派
的
做
法
。

由
於
分
裂
不
得
人
心
，
光
復
會
重
建
後
不
久
即
在
各
方
面
陷
入
困
境
。

首
先
是
對
孫
中
山
的
攻
擊
不
得
不
停
下
來
。
本
來
，
陶
成
章
已
經
編
印
好
了
︽
佈
告
同
志
書
︾
一
冊
，

﹁
直
言
孫
文
種
種
之
非
﹂
。
由
於
輿
論
，
包
括
光
復
會
內
部
的
強
烈
反
對
，
僅
散
發
了
九
冊
，
不
得
不
宣
佈

﹁
餘
皆
不
寄
了
﹂
。

1
1
1　 
陶
成
章
手
札
殘
頁
，
一
九
一○

年
。

1
1
2　 
陶
成
章
手
札
殘
頁
，
一
九
一○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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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次
是
陶
成
章
視
為
﹁
吾
輩
面
目
所
存
﹂
的
︽
教
育
今
語
雜
誌
︾
停
刊
。
陶
成
章
原
以
為
該
刊
發
行

後
會
﹁
普
及
南
方
各
地
﹂
，
結
果
只
售
出
了
不
到
三
百
本
，
大
部
分
擱
置
在
代
辦
所
無
人
問
津
，
已
銷
之
款

又
遲
遲
收
不
到
，
因
而
﹁
虧
折
甚
巨
﹂
，
﹁
真
正
困
難
萬
分
﹂
。

再
次
是
籌
款
門
路
均
已
斷
絕
。
據
陶
成
章
說
：
內
地
可
籌
之
處
，
久
已
籌
之
一
空
；
東
京
萬
無
可
籌
，

南
洋
呢
？
所
籌
之
款
又
不
見
寄
來
，
氣
得
他
準
備
發
表
聲
明
，
將
不
再
向
南
洋
各
地
募
捐
。

此
外
，
商
業
活
動
也
進
行
得
極
不
順
利
。
陶
成
章
︽
致
柱
哥
︾
函
云
：
﹁
祈
老
哥
善
自
珍
重
，
勿
以

經
商
目
的
之
不
能
遽
遂
，
多
生
煩
懣
，
致
生
理
有
礙
也
。
﹂

按
照
計
畫
，
陶
成
章
還
準
備
創
辦
︽
光
復
報
︾
與
︽
光
復
雜
誌
︾
，
但
都
因
找
不
到
作
文
之
人
而
告
吹
。

據
陶
成
章
說
：
章
太
炎
雖
有
幾
個
弟
子
，
但
多
半
是
為
了
學
成
後
往
內
地
當
教
員
，
﹁
非
特
不
肯
作
文
，
且

亦
不
能
請
其
作
文
﹂
，
其
中
雖
有
一
二
稍
有
志
者
，
但
﹁
皆
欲
獨
善
其
身
﹂
，
不
願
意
介
入
，
章
太
炎
本
人

呢
？
﹁
乃
其
不
肯
作
文
何
﹂
！
章
太
炎
反
對
創
辦
︽
光
復
報
︾
和
︽
光
復
雜
誌
︾
。
這
一
時
期
，
陶
、
章
之

間
也
產
生
了
某
種
矛
盾
。

革
命
需
要
團
結
，
陶
成
章
肆
無
忌
憚
的
分
裂
行
為
使
他
陷
入
了
四
面
楚
歌
中
。
在
東
京
，
他
覺
得
﹁
實

在
難
以
過
日
﹂
；
回
南
洋
吧
，
當
地
同
盟
會
員
反
對
分
裂
的
呼
聲
很
高
，
﹁
風
潮
方
作
，
來
反
遭
忌
﹂
。
一

直
躊
躇
到
一
九
一
一
年
四
月
，
他
才
從
東
京
回
到
南
洋
，
已
經
是
廣
州
起
義
的
前
夜
了
。

在
籌
備
廣
州
起
義
過
程
中
，
黃
興
電
邀
李
燮
和
、
王
文
慶
、
陳
方
度
等
參
加
，
建
議
﹁
捐
除
意
見
，

同
任
艱
巨
﹂
，
主
動
向
光
復
會
伸
出
了
合
作
之
手
。
李
燮
和
等
積
極
回
應
。
一
九
一○

年
十
月
，
李
燮
和
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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檳
港
同
志
委
託
，
參
加
了
孫
中
山
在
檳
榔
嶼
召
集
的
發
難
會
議
。
會
後
隨
即
回
檳
港
傳
達
，
動
員
華
僑
捐

款
。
經
過
幾
個
月
的
努
力
，
籌
得
一
萬
七
千
餘
元
，
由
李
燮
和
、
陳
方
度
帶
給
了
黃
興
。
不
久
，
胡
國
梁
、

柳
聘
農
也
帶
著
募
得
的
五
千
元
趕
到
香
港
，
向
統
籌
部
報
到
，
一
起
參
加
了
震
驚
中
外
的
廣
州
起
義
。

與
此
同
時
，
陶
成
章
也
應
李
燮
和
、
王
文
慶
電
召
，
到
達
香
港
，
表
示
出
和
同
盟
會
合
作
的
意
向
。

這
樣
，
在
經
過
了
長
期
的
分
裂
之
後
，
同
盟
會
、
光
復
會
矛
盾
重
重
的
關
係
出
現
了
轉
機
。
但
不
幸
的
是
，

這
一
轉
機
很
快
就
消
失
了
。

廣
州
起
義
失
敗
後
，
趙
聲
極
為
悲
憤
。
一
日
，
胡
漢
民
招
飲
，
食
後
，
趙
聲
腹
痛
劇
作
，
延
醫
診
治
，

知
為
盲
腸
炎
，
經
割
治
無
效
，
於
五
月
十
八
日
逝
世
。
趙
聲
先
是
光
復
會
員
，
後
加
入
同
盟
會
，
是
在
雙

方
會
員
中
都
具
有
威
望
的
革
命
者
。
對
趙
聲
之
死
，
陶
成
章
疑
為
胡
漢
民
所
毒
，
進
一
步
加
深
了
對
同
盟

會
的
猜
忌
。
其
後
，
陶
成
章
回
到
上
海
，
在
嵩
山
路
沈
宅
開
會
時
與
陳
其
美
發
生
衝
突
，
陳
其
美
掏
槍
欲

打
陶
成
章
。
數
日
後
，
陶
成
章
匆
匆
離
開
上
海
，
再
返
南
洋
。
於
是
，
舊
矛
盾
之
外
又
加
上
了
新
矛
盾
，

同
盟
會
、
光
復
會
之
間
的
關
係
又
增
添
了
新
的
複
雜
因
素
，
它
埋
下
了
辛
亥
革
命
後
兩
會
繼
續
摩
擦
、
齟

齬
、
對
立
的
種
子
。

通
過
以
上
分
析
，
不
難
看
出
，
同
盟
會
的
分
裂
是
個
複
雜
的
歷
史
現
象
，
它
是
一
系
列
政
治
、
思
想
、

策
略
分
歧
和
人
事
糾
紛
發
展
的
結
果
。
既
有
其
時
代
原
因
，
也
有
其
社
會
原
因
。

中
國
資
產
階
級
民
主
革
命
發
生
於
帝
國
主
義
時
代
，
資
本
主
義
社
會
的
腐
朽
、
醜
惡
的
一
面
早
已
暴

露
無
遺
，
在
歐
美
和
日
本
，
擺
在
日
程
上
的
已
經
是
從
資
產
階
級
下
面
解
放
出
來
的
問
題
。
因
此
，
在
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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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情
況
下
，
必
然
會
產
生
對
資
產
階
級
民
主
革
命
的
不
滿
、
懷
疑
以
至
絕
望
的
情
緒
。
同
時
，
中
國
又
是

個
小
資
產
階
級
極
其
廣
大
的
國
家
，
在
國
際
無
政
府
主
義
思
潮
一
度
抬
頭
的
情
況
下
，
同
盟
會
中
有
人
受

到
這
一
思
潮
的
影
響
是
很
自
然
的
。
中
國
同
盟
會
的
分
裂
發
生
於
日
本
社
會
黨
的
分
裂
之
後
，
張
繼
、
劉

師
培
諸
人
的
行
為
不
少
是
對
後
者
的
模
仿
。

﹁
社
會
主
義
講
習
會
﹂
諸
人
在
反
對
帝
國
主
義
、
實
行
土
地
革
命
和
不
能
建
立
資
產
階
級
共
和
國
等
問

題
上
向
同
盟
會
提
出
了
挑
戰
。
由
於
中
國
民
族
資
產
階
級
的
階
級
局
限
和
其
由
娘
肚
子
裡
帶
出
來
的
特
殊

軟
弱
性
，
它
無
法
解
決
這
些
問
題
。
孫
中
山
的
三
民
主
義
在
對
改
良
派
的
論
戰
中
已
經
被
證
明
了
不
是
很

有
力
的
理
論
武
器
；
在
回
答
﹁
社
會
主
義
講
習
會
﹂
的
挑
戰
上
，
當
然
更
加
發
揮
不
了
多
大
作
用
。

﹁
社
會
主
義
講
習
會
﹂
諸
人
自
身
同
樣
也
解
決
不
了
這
些
問
題
。
在
書
面
上
，
口
頭
上
，
他
們
可
以
連

篇
累
牘
、
喋
喋
不
休
地
發
出
極
端
革
命
的
豪
言
壯
語
，
沉
溺
於
﹁
無
政
府
革
命
﹂
的
狂
熱
幻
想
，
然
而
卻

提
不
出
任
何
切
實
可
行
的
辦
法
。
在
嚴
峻
的
現
實
面
前
，
他
們
很
快
就
會
暴
露
出
牆
上
蘆
葦
的
劣
根
性
來
。

其
中
有
些
人
就
會
向
右
轉
，
倒
向
封
建
主
義
和
改
良
主
義
，
或
頹
唐
，
或
倒
退
，
或
動
搖
，
或
叛
變
投
降
。

同
盟
會
的
分
裂
淵
源
於
思
想
分
歧
，
但
是
，
在
其
發
展
過
程
中
，
思
想
分
歧
逐
漸
被
掩
蓋
起
來
，
個

人
主
義
、
宗
派
主
義
、
分
散
主
義
、
行
會
主
義
和
山
頭
主
義
逐
漸
上
升
，
舊
的
感
情
上
的
裂
痕
和
新
的
摩
擦
、

猜
忌
、
怨
憎
結
合
在
一
起
，
引
發
出
新
的
攻
擊
。
終
於
愈
演
愈
烈
，
一
發
不
可
收
拾
。

克
服
個
人
主
義
、
宗
派
主
義
等
傾
向
需
要
以
大
局
為
重
的
廣
闊
胸
襟
和
高
度
的
組
織
觀
念
，
而
這
對

世
界
上
任
何
偉
大
人
物
來
說
，
都
是
比
較
難
以
做
到
的
。
因
此
，
在
研
究
同
盟
會
內
部
風
潮
與
孫
中
山
的



。291。
推翻封建帝制，創建共和民國
第六節　「兄弟鬩於牆」

關
係
問
題
上
，
就
有
人
剖
析
了
同
盟
會
內
部
分
歧
與
孫
中
山
性
格
特
徵
的
內
在
聯
繫
，
認
為
孫
中
山
性
格

的
否
定
規
定
性
明
顯
表
現
為
偏
激
固
執
、
我
行
我
素
等
特
點
。
由
於
他
始
終
沒
有
清
醒
地
認
識
到
自
身
的

性
格
特
點
，
沒
有
從
主
觀
上
盡
量
避
免
自
身
性
格
特
徵
可
能
帶
來
的
負
面
影
響
，
因
此
也
就
一
直
沒
有
正

確
地
、
有
效
地
建
立
起
他
在
革
命
領
導
層
中
應
有
的
偉
岸
形
象
。
﹁
無
論
對
於
孫
中
山
的
本
人
，
還
是
整
個

革
命
事
業
，
這
都
不
能
不
說
是
一
個
遺
憾
。
﹂
113

同
盟
會
內
部
分
歧
的
激
化
和
其
上
層
出
現
的
分
裂
，
嚴
重
損
害
了
革
命
黨
人
的
威
信
，
極
大
地
損
害
了

革
命
團
體
的
內
部
和
諧
，
進
而
分
散
和
削
弱
了
革
命
政
黨
的
戰
鬥
力
。
這
使
當
時
孫
中
山
在
軍
事
上
迭
遭

失
敗
的
同
時
，
又
面
臨
著
另
一
個
大
的
困
難
。
它
對
孫
中
山
和
同
盟
會
都
是
一
個
考
驗
。
孫
中
山
經
受
了

考
驗
。
他
在
這
極
端
困
難
的
時
期
，
並
沒
有
被
罵
倒
，
被
嚇
怕
，
依
然
毫
不
灰
心
，
仍
是
孜
孜
不
倦
地
策

劃
籌
款
和
再
次
起
義
的
革
命
工
作
。
他
認
為
最
艱
難
困
苦
的
時
代
，
就
是
要
努
力
進
取
的
時
代
，
並
大
度

地
表
示
當
前
﹁
胡
氛
黑
暗
，
黨
內
有
哄
﹂
之
時
，
既
是
﹁
艱
危
困
苦
之
時
代
﹂
，
也
是
﹁
吾
人
當
努
力
進
取

之
時
代
﹂
，
只
要
﹁
毅
力
不
屈
，
奮
勇
向
前
，
支
撐
得
過
此
厄
運
，
則
以
後
必
有
反
動
之
佳
境
來
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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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
中
山
愈
挫
愈
奮
，
勇
猛
向
前
，
他
的
這
種
堅
強
鬥
爭
意
志
和
革
命
樂
觀
主
義
精
神
，
是
非
常
難
能
可
貴

的
。
歷
史
發
展
的
事
實
證
明
，
孫
中
山
的
確
是
在
經
歷
了
一
次
又
一
次
的
考
驗
之
後
，
才
贏
來
了
革
命
的

勝
利
和
共
和
來
臨
的
﹁
佳
境
﹂
。

1
1
3　 
劉
雲
波
：
︽
孫
中
山
與
同
盟
會
上
層
的
分
歧
︾
，
︽
社
會
科
學
戰
線
︾
，
二○

○

一
年
第
一
期
。

1
1
4　 
︽
孫
中
山
致
吳
稚
暉
函
︾
，
胡
漢
民
編
︽
總
理
全
集
︾
，
上
海
民
智
書
局
一
九
三○

年
版
，
第
六
十
六—

六
十
七
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