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17。
嘔心瀝血獻身國家和平統一

第三節　巨星隕落

第
三
節

巨
星
隕
落

一
、
生
命
的
最
後
時
刻

由
於
長
期
顛
沛
流
離
、
艱
難
困
苦
的
鬥
爭
生
活
，
孫
中
山

積
勞
成
疾
，
患
有
嚴
重
的
膽
囊
腺
癌
。
他
離
開
廣
州
時
，
身

體
就
覺
得
不
適
，
但
為
了
謀
求
中
國
的
統
一
，
毅
然
勉
支
病

軀
北
上
，
與
段
祺
瑞
等
交
鋒
。
一
路
長
途
跋
涉
，
風
浪
顛
簸
，

又
是
嚴
冬
季
節
，
促
使
病
情
加
重
，
開
始
惡
化
，
身
體
極
度

虛
弱
。
而
這
時
，
如
上
節
所
述
，
北
京
政
局
又
發
生
了
變
化
，

段
祺
瑞
出
任
臨
時
執
政
，
產
生
了
一
個
新
的
反
動
統
治
。

當
時
，
段
祺
瑞
一
再
表
示
反
對
孫
中
山
召
開
國
民
會
議
的

反
帝
救
國
主
張
，
而
是
要
單
方
面
決
定
召
集
軍
閥
、
政
客
們

謀
求
權
力
分
贓
的
﹁
善
後
會
議
﹂
，
並
聲
稱
承
認
與
各
帝
國
主

義
簽
訂
的
一
切
不
平
等
條
約
的
﹁
外
崇
國
信
﹂
的
主
張
。
這

孫中山乘車赴北京飯店途經天安門時受到數萬群眾熱

烈歡迎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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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孫
中
山
北
上
的
預
期
目
的
，
完
全
背
道
而
馳
，
更
激
起
了
孫
中
山
的
憤
慨
，
怒
不
可
遏
地
痛
斥
段
祺
瑞

的
謬
誤
。
至
此
，
和
平
統
一
祖
國
已
不
可
能
，
孫
中
山
決
定
抵
制
﹁
善
後
會
議
﹂
，
以
拯
救
中
國
。

一
九
二
四
年
除
夕
那
天
，
孫
中
山
為
著
踐
行
對
國
人
的
承
諾
，
帶
著
重
病
離
開
天
津
於
下
午
乘
專
車
入

京
。
北
京
市
民
聽
到
孫
中
山
到
北
京
的
消
息
，
頓
時
活
躍
起
來
。
雖
是
朔
風
凜
冽
的
冬
季
，
各
街
道
在
早

晨
已
懸
旗
如
林
，
從
前
門
車
站
以
北
到
東
長
安
街
，
歡
迎
的
群
眾
有
北
京
各
界
二
百
餘
團
體
約
三
萬
多
人
，

車
站
附
近
更
是
擁
擠
得
水
泄
不
通
。
歡
迎
群
眾
人
人
手
執
紅
、
綠
小
旗
，
上
面
寫
著
﹁
歡
迎
首
倡
三
民
主
義
、

開
創
民
國
元
勳
、
中
國
革
命
領
袖
孫
中
山
先
生
﹂
等
字
樣
，
還
有
寫
著
﹁
歡
迎
民
國
元
勳
、
革
命
領
袖
孫

中
山
先
生
﹂
、
﹁
北
京
各
團
體
聯
合
歡
迎
孫
中
山
先
生
﹂
的
大
幅
標
語
，
在
人
群
中
迎
風
招
展
、
鮮
明
耀
目
。

當
時
負
責
警
衛
工
作
的
北
京
警
備
總
司
令
鹿
鐘
麟
看
到
學
生
和
教
職
員
等
擠
滿
了
月
臺
，
擔
心
秩
序
難

以
維
持
，
便
驅
車
來
到
永
定
門
車
站
，
想
請
孫
中
山
在
永
定
門
提
前
下
車
免
得
在
東
站
發
生
意
外
。
當
火

車
在
永
定
門
車
站
停
下
來
時
，
鹿
鐘
麟
上
車
謁
見
孫
中
山
，
見
面
容
憔
悴
的
孫
中
山
手
裡
還
拿
著
書
在
看
。

握
手
後
，
鹿
鐘
麟
報
告
了
東
站
的
情
況
，
請
求
孫
中
山
在
永
定
門
站
下
車
。
孫
中
山
回
答
說
：
﹁
在
永
定

門
下
車
那
可
使
不
得
，
我
是
為
學
生
為
群
眾
而
來
的
，
我
要
見
他
們
。
請
不
必
擔
心
，
學
生
們
即
使
擠
著

了
我
，
也
不
要
緊
的
。
﹂
鹿
鐘
麟
只
好
隨
車
到
了
東
站
。
出
乎
意
料
，
當
專
車
入
站
時
，
﹁
學
生
們
的
秩

序
，
立
時
就
自
動
整
理
好
了
。
每
個
人
都
嚴
肅
而
恭
敬
地
站
在
那
裡
。
沒
有
一
個
人
亂
動
，
也
沒
有
一
個

人
說
話
，
只
聽
得
歡
迎
他
的
許
多
小
旗
在
風
中
瑟
瑟
地
響
﹂
。
孫
中
山
親
切
地
和
歡
迎
者
談
了
話
。
鹿
鐘
麟

看
到
的
是
：
﹁
學
生
和
民
眾
，
是
如
何
地
愛
他
，
他
也
是
如
何
地
愛
青
年
愛
民
眾
。
﹂
北
京
國
民
黨
支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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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
接
小
組
馬
敘
倫
等
，
上
車
把
孫
中
山
搭
上
了
一
張
籐
椅
抬
下
了
車
，
群
眾
的
情
緒
一
下
激
動
起
來
，
肅

穆
的
東
站
立
刻
呼
聲
震
天
，
歡
呼
聲
和
口
號
聲
持
續
不
斷
。
孫
中
山
發
表
了
簡
短
的
書
面
講
話
，
說
：
﹁
此

來
不
是
為
爭
地
位
，
不
是
為
爭
權
力
，
是
特
來
與
諸
君
救
國
的
。
﹂
；
﹁
中
國
的
自
由
平
等
，
已
被
滿
洲

政
府
從
不
平
等
條
約
裡
賣
與
各
國
了
，
以
致
我
們
仍
然
處
於
殖
民
地
之
地
位
，
所
以
我
們
必
須
要
救
國
。
﹂

之
後
，
上
車
到
了
北
京
飯
店
。

當
天
，
孫
中
山
發
表
了
︽
入
京
宣
言
︾
，
重
申
北
上
入
京
的
目
的
：
﹁
此
次
來
京
，
曾
有
宣
言
，
非
爭

地
位
權
力
，
乃
為
救
國
。
十
三
年
前
，
余
負
推
倒
滿
洲
政
府
，
使
國
民
得
享
自
由
平
等
之
責
任
。
惟
滿
清

雖
倒
，
而
國
民
之
自
由
平
等
早
被
其
售
與
各
國
，
故
吾
人
今
日
仍
處
帝
國
主
義
各
國
殖
民
地
之
地
位
。
因

而
吾
人
救
國
之
責
，
尤
不
容
緩
。
至
於
救
國
之
道
多
端
，
當
向
諸
君
闡
述
。
惟
今
以
抱
恙
，
不
得
不
稍
俟

異
日
。
﹂
他
並
一
再
重
申
了
取
消
不
平
等
條
約
和
救
中
國
的
願
望
。

孫
中
山
在
病
中
，
段
祺
瑞
操
縱
的
善
後
會
議
更
加
快
了
步
伐
。
孫
中
山
入
京
的
第
二
天
，
一
九
二
五

年
一
月
一
日
，
段
祺
瑞
就
邀
他
出
席
會
議
。
段
祺
瑞
急
於
利
用
善
後
會
議
竊
取
總
統
的
地
位
，
這
與
袁
世

凱
想
利
用
籌
安
會
稱
帝
一
樣
。
他
的
野
心
在
全
國
人
民
中
已
昭
然
若
揭
，
全
國
人
民
反
對
善
後
會
議
，
要

求
召
開
國
民
會
議
的
運
動
日
益
高
漲
。

孫
中
山
入
京
後
，
先
在
北
京
飯
店
延
醫
診
病
，
由
六
七
位
外
國
醫
生
每
日
診
視
一
次
，
治
肝
藥
試
驗

多
種
都
不
見
效
。
德
國
克
利
大
夫
建
議
他
去
東
交
民
巷
的
德
國
醫
院
治
療
，
孫
中
山
卻
因
東
交
民
巷
是
外

國
使
館
區
而
拒
絕
。
德
國
醫
院
院
長
特
派
護
士
何
芬
到
北
京
飯
店
為
他
進
行
護
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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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
中
山
在
病
重
期
間
，
仍
然
堅
持
鬥
爭
，
一
刻
不
放
鬆
革
命
工
作
。
他
在
天
津
的
病
榻
上
擬
訂
了
召
開

國
民
會
議
的
草
案
，
派
遣
幹
部
到
各
省
宣
傳
國
民
會
議
，
發
表
聲
明
，
接
見
來
訪
客
人
，
處
理
公
文
；
到
北

京
後
，
先
後
發
表
了
書
面
談
話
和
︽
入
京
宣
言
︾
，
經
常
考
慮
對
付
﹁
善
後
會
議
﹂
的
問
題
，
他
雖
然
遵
醫

囑
宜
不
會
客
、
不
談
話
，
但
由
於
政
局
的
動
盪
，
使
他
無
法
減
少
思
慮
。
一
月
十
七
日
，
他
為
反
對
包
辦

善
後
會
議
致
電
段
祺
瑞
：
﹁
去
年
十
一
月
十
三
日
文
在
廣
州
曾
對
於
時
局
發
表
宣
言
，
主
張
以
國
民
會
議
為

和
平
統
一
之
方
法
，
而
以
預
備
會
議
謀
國
民
會
議
之
產
生
。
﹂
但
段
祺
瑞
卻
在
他
北
上
途
中
，
﹁
於
十
一
月

二
十
一
日
發
表
召
集
善
後
會
議
及
國
民
代
表
會
議
的
主
張
﹂
，
善
後
會
議
﹁
於
誕
生
國
民
代
表
之
外
，
尚
兼

及
於
財
政
、
軍
事
之
整
理
，
其
許
可
權
有
較
預
備
會
議
為
寬
，
而
構
成
分
子
，
則
預
備
會
議
所
列
人
民
團
體

無
一
得
與
﹂
。
善
後
會
議
﹁
與
六
年
之
督
軍
會
議
，
八
年
之
南
北
會
議
﹂
，
沒
有
什
麼
區
別
。
﹁
會
議
構
成

分
子
，
皆
為
政
府
所
指
派
，
而
國
民
對
於
會
議
無
過
問
之
權
。
﹂
因
此
，
善
後
會
議
必
須
做
兩
項
改
變
：
一
、

﹁
善
後
會
議
能
兼
納
人
民
團
體
代
表
，
如
所
云
現
代
實
業
團
體
、
商
會
、
教
育
會
、
大
學
、
各
省
學
生
聯
合

會
、
工
商
農
會
等
﹂
；
二
、
﹁
會
議
事
項
，
雖
可
涉
及
軍
政
財
政
，
而
最
後
決
定
之
權
，
不
能
不
讓
之
國
民

會
議
﹂
。
電
文
還
指
出
：
﹁
民
國
以
人
民
為
主
人
，
政
府
官
吏
及
軍
人
不
過
人
民
之
公
僕
︙
︙
當
令
人
民
回

復
主
人
之
地
位
，
而
使
一
切
公
僕
各
盡
所
能
，
以
為
人
民
服
役
，
然
後
民
國
乃
得
名
副
其
實
。
﹂

一
月
二
十
日
以
後
，
孫
中
山
的
病
勢
急
劇
惡
化
，
醫
生
建
議
住
院
治
療
。
當
天
下
午
三
時
由
北
京
飯

店
醫
院
移
至
協
和
醫
院
。
醫
生
診
後
，
告
知
須
立
刻
施
行
手
術
治
療
。
當
天
下
午
六
時
半
，
開
始
進
行
手
術
。

參
加
手
術
的
醫
生
有
協
和
醫
院
院
長
、
外
科
主
任
邵
樂
安
、
德
國
醫
生
克
利
以
及
俄
國
醫
生
等
。
腹
腔
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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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
後
，
只
見
肝
部
已
堅
硬
如
木
，
一
眼
就
知
患
的
是
肝
癌
，
而
且
已
到
晚
期
，
無
法
救
治
，
醫
生
只
得
含

淚
將
刀
口
重
新
縫
合
。
切
片
化
驗
結
果
，
證
明
孫
中
山
病
症
的
起
源
，
﹁
遠
因
在
十
年
以
上
，
近
因
也
有
兩

三
年
之
久
﹂
，
屬
於
晚
期
肝
癌
。

孫
中
山
的
病
房
在
三
樓
三
百
一
十
九
號
，
病
床
上
裝
配
有
病
人
看
書
看
報
用
的
懸
架
，
病
床
右
角
是

一
個
梳
洗
台
，
左
角
放
一
個
小
衣
櫃
。
面
對
著
病
床
的
右
角
，
擺
一
張
小
桌
。
三
百
二
十
號
是
孫
夫
人
宋

慶
齡
住
的
房
間
。

身
患
絕
症
的
孫
中
山
，
因
癌
病
變
已
蔓
延
到
整
個
腹
腔
，
引
起
飲
食
及
大
小
便
困
難
，
全
身
黃
疸
，

皮
膚
發
癢
且
有
極
度
的
疼
痛
，
但
他
以
極
大
的
毅
力
盡
力
忍
受
。
他
在
與
病
魔
頑
強
抗
爭
的
同
時
，
念
念

不
忘
救
國
大
業
，
床
邊
桌
上
放
了
各
種
書
報
，
精
神
稍
好
就
隨
時
閱
讀
，
並
經
常
召
集
有
關
人
士
，
商
談

國
事
。
來
訪
的
客
人
向
他
探
詢
病
情
時
，
孫
中
山
多
不
解
釋
，
只
談
有
關
革
命
事
業
的
問
題
。
在
他
的
心

目
中
沒
有
比
拯
救
祖
國
更
為
重
要
的
了
。

一
月
二
十
九
日
，
段
祺
瑞
在
給
孫
中
山
的
答
覆
中
，
藉
口
﹁
時
機
已
晚
，
只
能
變
通
辦
理
﹂
，
拒
絕
了

孫
中
山
的
兩
項
主
張
。

一
月
三
十
日
，
孫
中
山
決
定
國
民
黨
拒
絕
與
段
祺
瑞
的
黑
暗
勢
力
妥
協
，
拒
絕
參
加
﹁
善
後
會
議
﹂
，

並
積
極
籌
備
召
開
國
民
會
議
。
國
民
黨
中
央
執
委
會
根
據
孫
中
山
的
指
示
，
及
時
向
全
黨
發
出
國
民
黨
員

拒
絕
參
加
善
後
會
議
的
通
知
。
同
一
天
，
在
中
國
共
產
黨
直
接
領
導
下
的
上
海
國
民
會
議
促
成
會
作
出
了

幾
項
決
定
：
︵
一
︶
力
爭
人
民
代
表
參
加
；
︵
二
︶
人
民
代
表
人
數
應
占
全
體
代
表
三
分
之
二
以
上
；
︵
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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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民
代
表
須
由
人
民
團
體
直
接
選
派
；
︵
四
︶
全
國
國
民
會
議
促
成
會
亦
應
選
派
代
表
參
加
。

在
中
國
共
產
黨
幫
助
下
，
國
民
會
議
促
成
會
全
體
代
表
大
會
於
三
月
一
日
在
北
舉
行
，
代
表
二
十
個

省
一
百
二
十
個
委
員
會
二
百
名
代
表
出
席
，
極
力
反
對
﹁
善
後
會
議
﹂
。
孫
中
山
在
他
一
生
的
最
後
時
刻
，

鬥
志
益
發
堅
定
了
。

當
時
，
有
一
種
用
鐳
錠
療
法
醫
治
癌
症
的
試
驗
，
但
療
效
甚
微
，
只
有
千
分
之
一
的
希
望
。
自
二
月

份
開
始
，
孫
中
山
隔
日
用
鐳
錠
療
治
。
當
時
的
醫
學
試
驗
證
明
，
用
鐳
錠
療
治
肝
癌
，
療
程
過
了
五
十
小

時
還
無
效
果
，
那
就
是
完
全
絕
望
了
。
到
二
月
十
六
日
，
孫
中
山
用
鐳
錠
療
治
已
近
四
十
五
小
時
，
對
於

病
症
除
稍
微
減
少
痛
苦
外
，
根
本
上
沒
有
一
點
功
效
。

二
月
十
八
日
，
由
宋
慶
齡
、
俄
國
醫
生
、
護
士
何
芬
和
馬
湘
四
人
護
陪
，
用
十
字
車
送
至
鐵
獅
子
胡
同

十
一
號
︵
顧
維
鈞
宅
，
今
地
安
門
東
大
街
二
十
三
號
︶
，
改
由
中
醫
治
療
。
施
今
墨
大
夫
用
黃
芪
、
黨
參
等

藥
補
氣
，
用
排
水
消
腫
藥
治
療
，
也
都
無
效
。
孫
中
山
曾
是
一
個
精
通
醫
術
的
醫
生
，
明
白
自
己
病
勢
已

惡
化
，
他
以
超
人
的
毅
力
抑
制
著
病
痛
，
仍
然
保
持
著
﹁
分
明
的
理
智
和
堅
定
的
意
志
﹂
。
每
天
還
要
堅
持

閱
讀
報
紙
，
後
來
自
己
不
能
讀
了
，
就
由
夫
人
宋
慶
齡
念
給
他
聽
。
其
時
，
宋
慶
齡
在
病
榻
前
，
日
夜
侍
病
，

幾
乎
沒
有
正
常
睡
過
覺
，
有
時
見
先
生
睡
著
了
，
她
才
在
沙
發
上
合
合
眼
。
先
生
一
醒
來
立
刻
侍
奉
湯
水
。

親
自
囑
咐
廚
房
要
給
先
生
準
備
可
口
的
飯
菜
，
不
辭
勞
苦
的
盡
心
，
大
家
很
受
感
動
。
何
香
凝
說
：
﹁
孫

夫
人
日
夜
地
侍
病
，
從
沒
有
正
常
睡
過
，
真
使
我
感
動
。
﹂

在
廣
州
的
革
命
同
志
，
得
知
孫
中
山
病
情
已
重
，
焦
急
萬
分
。
廖
仲
愷
因
黨
政
軍
務
無
法
分
身
，
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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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何
香
凝
到
北
京
參
加
護
理
。
蘇
聯
顧
問
鮑
羅
廷
也
到

了
北
京
，
陪
侍
左
右
，
體
現
了
中
蘇
兩
國
人
民
革
命
的

深
情
厚
誼
。
先
後
到
北
京
參
加
侍
病
的
還
有
汪
精
衛
、

孔
祥
熙
、
李
石
曾
、
宋
子
文
、
孫
科
、
張
繼
、
邵
元
沖
、

陳
友
仁
、
張
靜
江
、
宋
藹
齡
等
，
共
數
十
人
。

由
於
肝
臟
已
完
全
毀
壞
，
孫
中
山
全
身
的
浮
腫
一

天
比
一
天
嚴
重
，
﹁
百
藥
罔
效
，
群
醫
束
手
﹂
，
孫
中
山

的
生
命
，
已
走
到
盡
頭
。
但
即
使
在
這
種
時
候
，
他
仍

然
念
念
不
忘
革
命
工
作
。
他
特
讓
何
香
凝
轉
告
廖
仲
愷
，

不
要
為
他
的
病
情
分
心
，
並
說
：
﹁
廣
東
現
時
十
分
重

要
，
仲
愷
萬
不
能
離
開
廣
東
。
﹂

三
月
十
日
，
他
逝
世
前
兩
天
，
病
勢
危
殆
，
但
當

獲
悉
廣
東
討
伐
陳
炯
明
的
東
征
軍

58
在
黃
埔
軍
校
的
學
生

和
東
江
農
民
軍
的
配
合
下
，
打
垮
陳
炯
明
叛
軍
，
克
服
潮
安
、
汕
頭
，
獲
得
節
節
勝
利
後
，
十
分
欣
慰
，

立
即
指
示
電
告
廣
東
留
守
府
代
行
大
元
帥
職
權
的
胡
漢
民
要
軍
隊
遵
紀
愛
民
，
﹁
不
可
擾
亂
百
姓
﹂
。
他
逝

5
8　 
一
九
二
五
年
初
，
帝
國
主
義
、
國
內
反
動
派
乘
孫
中
山
北
上
在
北
京
患
病
之
機
，
慫
恿
和
支
持
盤
踞
在
廣
東
東
江
一
帶
的
軍
閥
陳
炯
明
進
攻
廣
州
，
陰

謀
推
翻
廣
東
革
命
政
府
。
於
是
，
廣
東
革
命
政
府
組
織
了
東
征
軍
，
舉
行
東
征
。

一九二五年二月十八日，孫中山由北京協和醫院移居北京

鐵獅子胡同。圖為鐵獅子胡同孫中山行轅門前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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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
前
一
天
，
還
強
調
﹁
開
國
民
會
議
及
廢
除
不
平
等
條

約
，
尤
須
於
最
短
期
間
促
其
實
現
﹂
。
孫
中
山
全
心
全

意
地
為
了
革
命
工
作
，
為
著
國
家
和
人
民
，
殫
精
竭
慮
，

鞠
躬
盡
瘁
，
耗
盡
了
畢
生
精
力
。

一
九
一
二
年
三
月
十
二
日
上
午
九
時
三
十
分
。
孫

中
山
在
臨
近
最
後
閉
上
他
那
渴
望
中
國
革
命
勝
利
的
眼

睛
時
，
雖
不
能
連
續
說
出
完
整
語
言
，
仍
用
斷
斷
續
續

的
聲
音
，
輕
輕
呼
喊
著
﹁
和
平
﹂
、
﹁
奮
鬥
﹂
、
﹁
救
中

國
﹂
、
﹁
國
民
會
議
﹂
、
﹁
同
志
奮
鬥
﹂
等
數
語
，
聲
至

朦
朧
，
幾
不
可
辨
。
他
在
彌
留
之
際
，
依
然
在
激
勵
後

人
，
繼
續
前
進
。

他
臨
終
時
，
夫
人
宋
慶
齡
、
孫
科
夫
婦
、
汪
精
衛
、

戴
季
陶
、
李
烈
鈞
、
林
森
、
李
石
曾
、
石
青
陽
、
于
右
任
、
楊
庶
堪
、
鄒
魯
、
邵
元
沖
、
葉
恭
綽
、
黃
昌
穀
等
，

以
及
日
本
友
人
山
田
純
三
郎
、
菊
池
良
一
、
萱
野
長
知
、
井
上
謙
吉
侍
立
床
側
守
護
。
延
至
九
時
三
十
分
，

一
代
偉
人
孫
中
山
終
因
膽
囊
腺
癌
晚
期

59
已
轉
移
到
肝
、
肺
、
結
腸
等
處
，
醫
治
無
效
，
心
臟
停
止
了
跳
動
，

5
9　 
長
期
以
來
，
一
些
史
書
都
認
為
孫
中
山
是
因
為
患
肝
癌
而
逝
。
近
年
通
過
複
查
孫
中
山
病
案
中
他
的
屍
體
解
剖
的
病
理
證
實
，
原
發
並
不
是
肝
癌
。
實

際
上
是
膽
管
腺
癌
，
然
後
因
膽
囊
有
梗
阻
，
轉
移
到
肝
、
肺
、
結
腸
等
地
方
，
是
膽
管
腺
癌
轉
移
到
肝
部
而
逝
世
的
。

孫中山於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因膽囊腺癌逝於北

京鐵獅子胡同行轅。圖為孫中山遺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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閉
上
了
他
那
渴
望
看
到
祖
國
獨
立
富
強
的
眼
睛
，
離
開
了
他
所
熱
愛
的
世
界
，
在
北
京
東
城
區
鐵
獅
子
胡

同
︵
今
地
安
門
東
大
街
二
十
三
號
﹁
孫
中
山
逝
世
紀
念
室
﹂
︶
住
處
溘
然
長
逝
。
終
年
五
十
九
歲
。

在
黑
暗
的
中
國
上
空
，
一
顆
巨
星
劃
出
一
道
燦
爛
奪
目
的
光
彩
後
隕
落
了
。
天
淒
海
咽
，
地
黯
天
愁
，

海
內
共
泣
，
寰
宇
同
悲
，
中
國
人
民
無
限
悲
痛
。
舉
國
上
下
，
大
江
南
北
，
長
城
內
外
，
人
們
深
切
哀
悼

這
位
為
著
中
國
的
獨
立
、
民
主
、
統
一
和
富
強
而
奮
鬥
不
息
的
偉
大
革
命
家
。

二
、
三
個
遺
囑

一
代
巨
人
孫
中
山
在
臨
終
時
，
發
出
了
﹁
革
命
尚
未
成
功
，
同
志
仍
須
努
力
﹂
的
號
召
，
激
勵
後
人
，

繼
續
前
進
。
還
給
革
命
同
志
留
下
了
遺
囑
，
諄
諄
教
育
人
們
繼
續
奮
鬥
，
希
望
他
的
革
命
主
張
能
堅
持
下

去
、
革
命
主
義
得
到
實
現
。
早
在
孫
中
山
住
進
協
和
醫
院
時
，
為
了
應
付
時
局
，
汪
精
衛
、
陳
友
仁
等
在

北
京
設
立
了
國
民
黨
中
央
政
治
委
員
會
。
政
治
委
員
會
曾
多
次
開
會
研
究
過
孫
中
山
遺
囑
的
草
稿
。
二
月

二
十
四
日
誦
讀
征
得
孫
中
山
同
意
。
三
月
十
一
日
晚
九
時
，
宋
慶
齡
含
淚
抬
起
了
孫
中
山
顫
得
不
能
自
持

的
手
腕
執
鋼
筆
在
遺
囑
書
上
簽
了
字
。
孫
中
山
口
授
的
遺
囑
中
，
原
來
是
﹁
聯
合
世
界
上
被
壓
迫
民
族
，

共
同
奮
鬥
﹂
。
擔
任
筆
記
的
汪
精
衛
因
段
祺
瑞
代
表
許
世
英
曾
來
勸
說
不
要
得
罪
帝
國
主
義
，
竟
把
這
句
話

篡
改
為
﹁
聯
合
世
界
上
以
平
等
待
我
之
民
族
﹂
。
︽
遺
囑
︾
的
全
文
是
：

余
致
力
國
民
革
命
凡
四
十
年
，
其
目
的
在
求
中
國
之
自
由
平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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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
四
十
年
之
經
驗
，
深
知
欲
達
到
此
目
的
，
必
須
喚
起
民
眾
，
及
聯
合
世
界
上
以
平
等
待
我
之
民
族
，

共
同
奮
鬥
。

現
在
革
命
尚
未
成
功
。
凡
我
同
志
，
務
須
依
照
余
所
著
︽
建
國
方
略
︾
、
︽
建
國
大
綱
︾
、
︽
三
民
主

義
︾
及
︽
第
一
次
全
國
代
表
大
會
宣
言
︾
，
繼

續
努
力
，
以
求
貫
徹
。
最
近
主
張
開
國
民
會
議

及
廢
除
不
平
等
條
約
，
尤
須
於
最
短
期
間
，
促

其
實
現
。
是
所
至
囑
！

 

孫
文

孫
中
山
在
︽
遺
囑
︾
裡
指
出
的
：
﹁
必
須
喚

起
民
眾
，
及
聯
合
世
界
上
以
平
等
待
我
之
民
族
，

共
同
奮
鬥
﹂
，
是
孫
中
山
一
生
革
命
鬥
爭
的
經
驗
總

結
，
也
是
一
位
真
誠
的
愛
國
者
，
在
長
期
革
命
實

踐
中
，
經
過
反
復
、
認
真
探
索
，
不
斷
前
進
而
得

出
的
正
確
結
論
，
是
孫
中
山
留
給
中
國
人
民
的
寶

貴
歷
史
遺
產
。
它
直
到
今
天
，
從
某
種
意
義
上
來

說
，
對
於
那
些
正
在
為
維
護
本
國
民
族
獨
立
和
自

孫中山的病情不斷惡化，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四日，汪精衛代

孫中山草擬遺囑的畫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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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
而
與
帝
國
主
義
和
殖
民
主
義
進
行
英
勇
鬥
爭
的
亞
洲
、
非
洲
和

拉
丁
美
洲
革
命
人
民
，
仍
有
著
重
大
的
現
實
意
義
。

孫
中
山
在
特
意
留
給
蘇
維
埃
社
會
主
義
共
和
國
聯
盟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會
的
遺
書
中
，
也
闡
明
他
實
行
三
大
政
策
的
堅
定
信
念
。
表
示

﹁
希
望
不
久
即
將
破
曉
，
斯
時
蘇
聯
以
良
友
及
盟
國
而
歡
迎
強
盛
獨

立
之
中
國
；
兩
國
在
爭
世
界
被
壓
迫
民
族
自
由
之
大
戰
中
，
攜
手
並

進
以
取
得
勝
利
﹂
。
同
時
，
要
求
宋
慶
齡
代
替
他
訪
問
莫
斯
科
，
以

實
現
他
的
未
遂
願
望
。
︽
致
蘇
聯
遺
書
︾
系
在
孫
中
山
病
危
期
間
由

陳
友
仁
、
鮑
羅
延
等
用
英
文
起
草
，
三
月
十
一
日
孫
中
山
親
筆
在
遺

書
上
簽
署
英
文
名
字
。
︽
致
蘇
聯
遺
書
︾

60
的
全
文
是
：

蘇
維
埃
社
會
主
義
共
和
國
大
聯
合

61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會
親
愛

的
同
志
：

我
在
此
身
患
不
治
之
症
，
我
的
心
念
此
時
轉
向
於
你
們
，
轉

6
0　 
此
遺
書
系
同
月
十
四
日
在
莫
斯
科
︽
真
理
報
︾
譯
成
俄
文
發
表
。
當
時
︽
嚮
導
︾
週
報
︵
杭
州
︶
和
︽
真
光
︾
︵
廣
州
︶
、
︽
新
民
國
︾
︵
北
京
︶
等

刊
物
所
載
同
一
中
譯
文
皆
本
文
。
此
據
︽
孫
中
山
全
集
︾
第
十
一
卷
，
中
華
書
局
二○

○

六
年
第
二
版
，
第
六
百
四
十
一
頁
。

6
1　 
﹁
蘇
維
埃
社
會
主
義
共
和
國
大
聯
合
﹂
，
今
譯
﹁
蘇
維
埃
社
會
主
義
共
和
國
聯
盟
﹂
，
簡
稱
﹁
蘇
聯
﹂
。

孫中山的國事遺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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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於
我
黨
及
我
國
的
將
來
。

你
們
是
自
由
的
共
和
國
大
聯
合
之
首
領
。
此
自
由
的
共
和
國
大
聯
合
，
是
不
朽
的
列
寧
遺
與
被
壓
迫

民
族
的
世
界
之
真
遺
產
。
帝
國
主
義
下
的
難
民
，
將
借
此
以
保
衛
其
自
由
，
從
以
古
代
奴
役
戰
爭
偏
私

為
基
礎
之
國
際
制
度
中
謀
解
放
。

我
遺
下
的
是
國
民
黨
。
我
希
望
國
民
黨
在
完
成
其
由
帝
國
主
義
制
度
解
放
中
國
及
其
他
被
侵
略
國
之

歷
史
的
工
作
中
，
與
你
們
合
力
共
作
。
命
運
使
我
必
須
放
下
我
未
竟
之
業
，
移
交
於
彼
謹
守
國
民
黨
主

義
與
教
訓
而
組
織
我
真
正
同
志
之
人
。
故
我
已
囑
咐
國
民
黨
進
行
民
族
革
命
運
動
之
工
作
，
俾
中
國
可

免
帝
國
主
義
加
諸
中
國
的
半
殖
民
地
狀
況
之
羈
縛
。
為
達
到
此
項
目
的
起
見
，
我
已
命
國
民
黨
長
此
繼

續
與
你
們
提
攜
。
我
深
信
：
你
們
政
府
亦
必
繼
續
前
此
予
我
國
之
援
助
。

親
愛
的
同
志
，
當
此
與
你
們
訣
別
之
際
，
我
願
表
示
我
熱
烈
的
希
望
，
希
望
不
久
即
將
破
曉
，
斯
時

蘇
聯
以
良
友
及
盟
國
而
歡
迎
強
盛
獨
立
之
中
國
；
兩
國
在
爭
世
界
被
壓
迫
民
族
自
由
之
大
戰
中
，
攜
手

並
進
以
取
得
勝
利
。

謹
以
兄
弟
之
誼
祝
你
們
平
安
！

 

　
　
　
　
　
　
　
　
　
　
　
　
　
　
　
　
　
　
　
　
　
　
　
　
　
　
　
　
　
　

孫
逸
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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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
中
山
的
︽
遺
囑
︾
和
︽
致
蘇
聯
遺
書
︾
，
顯
示
了
孫
中
山
愛
國
反
帝
，
堅
持
三
大
政
策
的
革
命
精
神
。

它
具
有
強
烈
的
號
召
力
，
不
僅
在
當
時
產
生
了
積
極
的
政
治
作
用
，
在
以
後
還
成
為
中
國
人
民
反
擊
背
叛

孫
中
山
革
命
事
業
的
叛
徒
們
的
重
要
武
器
。

此
外
，
孫
中
山
還
給
家
人
留
下
了
遺
囑
，
說
明
將
遺
物
留
給
夫
人
慶
齡
作
為
紀
念
，
要
求
兒
女
們
﹁
各

自
愛
﹂
，
繼
承
他
的
革
命
遺
志
。
︽
家
事
遺
囑
︾
的
全
文
是
：

余
因
盡
瘁
國
事
，
不
治
家
產
。
其
所
遺
之
書
籍
、
衣
物
、
住
宅
等
，
一
切
均
付
吾
妻
宋
慶
齡
，
以
為

紀
念
。
余
之
兒
女
已
長
成
，
能
自
立
，
望
各
自
愛
，
以
繼
余
志
。
此
囑
。

 

孫
文

孫
中
山
把
自
己
的
一
切
都
獻
給
了
祖
國
和
人
民
，

除
了
一
些
書
籍
和
簡
單
衣
物
，
自
己
一
無
所
有
。
有

人
統
計
過
，
就
物
質
來
說
，
孫
中
山
所
遺
給
宋
慶
齡

的
﹁
一
切
﹂
，
只
有
兩
千
多
本
書
，
一
所
有
五
個
房

間
的
住
宅
和
一
些
還
未
用
完
的
日
用
品
。
就
連
在
上

海
的
這
所
住
宅
，
也
是
由
海
外
華
僑
集
資
捐
助
的
。

為
了
革
命
的
需
要
，
這
所
房
子
曾
先
後
典
當
過
三
次
，

孫中山的《致蘇聯遺書》（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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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後
才
贖
了
回
來
。

孫
中
山
身
後
不
名
一
文
，
這
件
事
，
震
動
了
當
年
中

外
各
界
人
士
。
一
家
報
紙
驚
呼
：
﹁
近
從
事
政
事
者
，
孰

不
以
金
錢
為
鵠
？
一
縣
知
事
，
一
稅
所
長
，
且
面
團
團
作

富
家
翁
。
督
軍
省
長
，
又
遑
論
乎
？
先
生
民
國
元
勳
，
久

膺
大
政
，
設
欲
聚
斂
，
寧
患
無
術
？
而
竟
身
後
蕭
條
，
不

名
一
文
。
﹂
孫
中
山
一
生
艱
苦
樸
素
，
廉
潔
奉
公
，
不
謀

私
利
，
一
心
為
國
的
優
秀
品
質
，
從
其
身
後
遺
產
亦
可
昭

揭
明
白
。

孫
中
山
為
了
拯
救
和
發
展
祖
國
，
奔
走
革
命
數
十

年
，
一
生
艱
苦
樸
素
，
廉
潔
奉
公
，
不
謀
私
利
，
一
心
為

國
，
從
不
治
辦
家
產
。
可
是
，
他
卻
給
中
國
人
民
留
下
了

彌
足
珍
貴
的
政
治
思
想
遺
產
和
革
命
精
神
遺
產
。
這
筆
遺
產
是
無
價
的
巨
大
財
富
，
後
繼
者
認
真
繼
承
、

發
揚
這
筆
遺
產
，
必
將
會
成
為
世
界
上
最
為
富
有
的
人
。

三
、
舉
世
哀
悼

孫
中
山
為
民
族
的
解
放
事
業
，
為
國
家
的
富
強
和
統
一
，
數
十
年
中
始
終
奮
鬥
不
息
，
直
到
生
命
的 孫中山的家事遺囑。



最
後
一
刻
。
他
逝
世
的
噩
耗
傳
出
，
全
國
人
民
萬
分
悲
痛
。
所
有
炎
黃
子
孫
不
分
政
治
派
別
、
不
分
階
級

地
位
、
不
分
信
仰
主
張
，
除
一
撮
反
動
分
子
外
，
同
感
悲
痛
。
全
世
界
進
步
人
士
也
為
中
國
失
去
這
位
偉

大
的
思
想
家
、
政
治
家
、
革
命
家
而

哀
悼
。中

國
共
產
黨
和
各
界
人
民
群
眾
，

紛
紛
發
來
唁
電
，
舉
行
集
會
，
深
切
哀

悼
，
無
限
緬
懷
。
蘇
聯
的
勞
動
群
眾
和

旅
居
海
外
各
地
的
華
僑
，
也
以
各
種
方

式
，
表
達
他
們
的
哀
思
。

中
外
各
報
紙
紛
紛
發
表
悼
念
文

章
。
諸
如
：
北
京
︽
明
天
時
報
︾
評
論

說
：
﹁
先
生
之
於
中
國
全
體
，
其
影
響

也
至
大
。
其
於
政
治
影
響
之
重
大
無
倫

矣
，
即
一
般
社
會
亦
靡
不
受
其
極
巨
之

影
響
；
以
先
生
之
名
，
無
異
新
中
國
創

造
之
紀
念
碑
也
。
竊
以
先
生
之
去
世
，

其
為
國
民
黨
一
大
損
失
定
論
矣
；
然
此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為孫中山逝世

發佈的《訃告》。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

員會上海執行部為孫中

山逝世發佈的訃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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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必
為
吾
人
之
所
介
意
者
；
其
能
喚
起
吾
人
注
意
之
處
，
在
一
般
政
界
及
一
般
社
會
受
損
失
是
也
。
何
則
？

與
其
視
先
生
為
國
民
黨
之
總
理
，
轉
不
若
視
中
山
為
新
中
國
創
造
偉
人
之
為
適
當
。
﹂
上
海
︽
申
報
︾
評

論
說
：
﹁
中
國
數
十
年
來
為
主
義
而
奮
鬥
者
，
中
山
先
生
一
人
而
已
。
中
國
政
界
中
之
人
格
，
不
屈
不
變
，

始
終
如
一
者
，
中
山
先
生
一
人
而
已
。
中
山
先
生
真
愛
國
者
也
；
不
顧
成
敗
，
不
問
毀
不
問
譽
，
可
謂
勇

往
之
實
行
者
。
﹂
上
海
︽
商
報
︾
評
論
說
：
先
生
﹁
不
知
有
身
，
不
知
有
家
，
不
知
有
敵
人
，
不
知
有
危
害
，

不
知
艱
難
，
恕
於
待
人
而
嚴
於
責
己
，
敏
於
觀
事
而
忍
以
圖
功
。
寢
饋
食
息
，
必
於
救
國
；
造
次
顛
沛
，

不
忘
奮
鬥
。
﹂
等
等
。

在
國
外
，
美
國
有
報
刊
評
論
說
：
﹁
三
十
年
來
，
孫
逸
仙
博
士
之
聲
名
，
一
經
報
章
不
斷
顯
揚
，
再
經

華
僑
狂
熱
之
崇
拜
，
世
界
留
心
時

事
之
人
，
幾
已
無
不
認
孫
逸
仙
博

士
為
近
代
民
族
自
決
運
動
史
上
，

獨
一
無
二
之
突
出
人
物
。
﹂
英
國

有
報
刊
評
論
說
：
﹁
凡
熟
知
孫
逸

仙
博
士
艱
難
多
故
之
生
涯
者
，
對

於
孫
氏
如
此
失
敗
以
終
，
必
掬
誠

哀
惜
之
。
﹂
日
本
有
報
刊
評
論
說
：

﹁
孫
氏
為
一
近
代
傑
出
之
革
命
思

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五日，中國共產黨

為孫中山逝世發佈的《告中國民眾》。

圖為《嚮導》所刊《告中國民眾》（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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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
家
。
其
革
命
主
義
，
不
僅
是
法
蘭
西
式
之
政
治
革
命
，
且
進
一
步
以
達
到
經
濟
的
社
會
革
命
之
路
。
今

不
幸
而
逝
，
民
國
前
途
，
將
起
波
濤
乎
？
抑
暫
時
安
堵
乎
？
此
不
得
不
令
人
憂
慮
者
也
。
孫
氏
晚
年
之
主

張
，
絕
對
反
抗
英
美
帝
國
主
義
。
﹂

孫
中
山
的
逝
世
，
更
激
起
人
民
群
眾
反
對
軍
閥
及
帝
國
主
義
統
治
的
決
心
。
三
月
十
五
日
，
中
國
共

產
黨
中
央
委
員
會
在
︽
中
國
共
產
黨
為
孫
中
山
之
死
告
中
國
民
眾
書
︾
裡
沉
痛
而
莊
嚴
地
指
出
：
﹁
為
中

國
民
族
自
由
而
戰
的
孫
中
山
先
生
死
了
，
自
然
是
中
國
民
族
自
由
運
動
一
大
損
失
，
然
而
這
個
運
動
是
決

不
會
隨
孫
中
山
先
生
之
死
而
停
止
﹂
，
號
召
﹁
全
國
民
眾
，
因
為
中
山
先
生
的
死
所
給
予
我
們
的
絕
大
刺
激
，

大
家
更
要
加
倍
努
力
，
一
方
面
猛
烈
地
繼
續
國
民
會
議
及
廢
除
不
平
等
條
約
的
運
動
，
反
抗
帝
國
主
義
工

具
段
祺
瑞
、
張
作
霖
在
北
方
對
於
這
些
運
動
的
進
攻
；
一
方
面
保
衛
南
方
的
根
據
地

｜
廣
東
，
肅
清
陳

炯
明
、
林
虎
、
唐
繼
堯
等
及
其
所
勾
結
之
買
辦
地
主
的
反
動
勢
力
。
因
為
這
些
都
是
廓
清
目
前
橫
在
我
們

自
由
之
路
所
必
去
的
障
礙
﹂
。

62
同
一
天
，
中
共
中
央
又
向
國
民
黨
發
出
唁
電
，
要
求
革
命
陣
營
內
部
加
強

團
結
，
防
止
敵
人
的
分
裂
陰
謀
。
電
文
指
出
：
﹁
內
部
的
統
一
，
是
孫
中
山
死
後
防
禦
敵
人
進
攻
的
必
要

保
證
。
然
而
這
種
統
一
必
須
是
不
違
背
中
山
主
義
或
修
改
中
山
主
義
的
統
一
，
而
是
真
正
建
立
在
中
山
革

命
主
義
之
上
的
統
一
；
也
必
須
這
樣
的
統
一
，
才
是
防
禦
敵
人
進
攻
的
真
正
擔
保
和
完
成
中
山
志
願
的
真

正
前
提
。
﹂

6
2　 
︽
嚮
導
︾
週
報
，
第
一
百○

七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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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際
工
人
階
級
政
黨
對
孫
中
山
的
逝
世
也
表
示
深
切
的
哀
悼
。
史
達
林
以
蘇
聯
共
產
黨
︵
布
︶
中
央

委
員
會
名
義
於
十
三
日
發
來
唁
電
說
：
﹁
孫
中
山
的
偉
大
事
業
是
不
會
隨
著
孫
中
山
一
同
死
去
的
，
孫
中

山
的
事
業
將
銘
記
在
中
國
工
人
、
農
民
心
中
，
永
遠
使
中
國
人
民
的
敵
人
望
而
生
畏
。
﹂

蘇
聯
︽
真
理
報
︾
三
月
十
四
日
刊
登
了
孫
中
山
逝
世
的
消
息
並
發
表
悼
念
文
章
，
說
：
﹁
孫
氏
生
命
之
偉

大
，
在
其
不
斷
前
進
，
百
折
不
撓
，
好
學
不
倦
。
﹂
；
﹁
︵
他
在
︶
一
切
被
壓
迫
人
民
心
中
，
永
不
遺
忘
。
﹂

北
京
市
民
和
學
生
獲
悉
孫
中
山
逝
世
消
息
，
深
為
悲
痛
，
不
少
人
悲
傷
落
淚
，
有
的
失
聲
痛
哭
。
治

喪
委
員
會
決
定
在
送
殯
時
，
請
北
京
大
學
學
生
執
花
圈
，
當
該
校
總
務
處
貼
出
佈
告
後
，
自
願
報
名
的
就

有
一
千
五
百
人
，
女
生
全
部
報
名
。

早
在
孫
中
山
逝
世
當
日
，
以
汪
精
衛
、
孫
祥
熙
、
李
烈
鈞
分
領
的
秘
書
股
、
事
務
股
、
招
待
股
的
﹁
孫

中
山
先
生
北
京
治
喪
處
﹂
宣
告
成
立
。
他
們
積
極
地
進
行
著
大
殮
儀
式
和
各
項
工
作
。
當
時
，
孫
中
山
遺

體
經
過
施
行
防
腐
手
術
後
，
尚
在
協
和
醫
院
。
治
喪
處
決
定
三
月
十
九
日
移
靈
中
央
公
園
︵
後
改
名
為
中

山
公
園
︶
。
是
日
上
午
九
時
半
，
由
家
屬
及
部
分
特
邀
人
士
舉
行
祈
禱
儀
式
。
十
一
時
十
五
分
開
始
移
靈
，

由
黃
惠
龍
、
馬
超
俊
等
八
人
，
將
遺
櫬
抬
出
。
向
社
稷
壇
移
靈
時
，
不
用
杠
夫
，
而
由
先
生
的
親
屬
和
國

民
黨
的
黨
政
軍
政
府
官
員
輪
班
舉
送
。
分
成
三
組
：
第
一
組
為
汪
精
衛
、
張
繼
、
孔
祥
熙
、
林
森
、
石
青

陽
、
宋
子
文
、
喻
毓
西
、
石
蘅
青
等
；
第
二
組
為
于
右
任
、
李
大
釗
、
陳
友
仁
、
白
雲
梯
、
鄒
魯
、
戴
季
陶
、

邵
元
沖
、
鈕
永
健
等
；
第
三
組
為
李
烈
鈞
、
姚
雨
平
、
郭
夏
初
、
焦
易
堂
、
鄧
彥
華
、
朱
卓
文
、
蔣
雨
嚴
、

蔣
雨
岩
︵
作
賓
︶
、
林
伯
渠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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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
靈
時
，
東
單
三
條
、
帥
府
園
交
通
斷
絕
。
王
府
井
人
山
人
海
。
從
王
府
井
、
東
長
安
街
、
天
安
門

到
中
央
公
園
社
稷
壇
靈
堂
，
兩
旁
站
立
恭
迎
的
群
眾
有
十
二
萬
人
。
遺
櫬
經
過
的
地
方
，
許
多
群
眾
爭
著

向
前
靠
近
，
摸
一
摸
靈
柩
，
不
少
人
流
著
眼
淚

哀
泣
。
在
前
門
以
西
的
城
牆
馬
道
上
，
由
警
衛

司
令
部
鳴
放
禮
炮
，
以
志
哀
悼
。
靈
車
到
中
央

公
園
入
口
處
時
，
宋
慶
齡
從
車
上
走
下
來
，
她

﹁
頭
上
罩
著
黑
紗
，
全
身
喪
服
，
穿
著
白
珠
鑲

邊
的
旗
袍
，
黑
鞋
黑
襪
黑
手
套
。
透
過
黑
紗
看

到
她
面
色
蒼
白
，
緊
閉
著
嘴
，
微
低
著
頭
﹂
。

當
時
在
公
園
大
門
口
執
行
勤
務
的
女
師
大
學
生

陸
晶
清
回
憶
當
時
情
形
：
﹁
當
她
由
兩
個
人
攙

扶
著
慢
步
朝
社
稷
壇
走
去
時
，
偌
大
的
公
園
裡
，

只
聽
到
風
聲
和
隱
隱
啜
泣
聲
，
成
千
上
萬
雙
淚

眼
直
送
孫
夫
人
走
進
靈
堂
。
﹂

治
喪
處
決
定
，
孫
中
山
靈
柩
從
三
月

二
十
四
日
開
始
公
祭
。
首
先
有
幾
千
學
生
和
市

民
至
靈
堂
志
哀
。
北
京
臨
時
政
府
文
武
官
員

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九日，孫中山靈柩由協和醫院移往中央公園（今

中山公園）社稷壇。圖為各界群眾齊集協和醫院門前哀悼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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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百
多
人
前
來
致
祭
。

公
祭
期
間
，
每
天
到
靈
堂
弔
唁
的
機
關
團
體
、
各
界
群
眾
、
外
國
友
好
人
士
，
從
早
到
晚
絡
繹
不
絕
，

大
學
、
中
學
、
小
學
學
生
隊
伍
延
續
不
斷
。
北
京
大
學
學
生
抬
著
花
圈
走
在
群
眾
隊
伍
的
前
列
，
向
偉
大

的
革
命
家
孫
中
山
告
別
。
駐
京
蘇
聯
大
使
加
拉
罕
，
以
及
德
、
英
、
比
、
丹
、
法
、
荷
、
西
、
瑞
典
、
葡

等
國
公
使
，
均
親
臨
弔
唁
，
不
少
國
家
的
政
府
或
友
好
人
士
發
來
唁
電
。

從
五
色
土
到
停
靈
的
拜
殿
道
路
兩
側
和
靈
堂
內
外
，
佈
滿
了
挽
聯
和
花
圈
，
弔
唁
者
進
靈
堂
先
向
孫

先
生
的
遺
體
行
三
鞠
躬
禮
，
然
後
瞻
仰
遺
容
繞
棺
一
周
。
孫
中
山
的
遺
體
安
詳
地
躺
在
水
晶
棺
內
，
面
容

慈
祥
，
神
態
栩
栩
。
留
分
頭
，
八
字
短
須
，
身
著
黑
色
西
式
大
禮
服
，
系
黑
色
蝴
蝶
結
。
棺
下
部
覆
蓋
五

色
國
旗
。
靈
前
是
遺
像
。
兩
側
是
﹁
革
命
尚
未
成
功
，
同
志
仍
須
努
力
﹂
的
孫
中
山
遺
言
，
橫
額
是
﹁
天

下
為
公
﹂
。
夫
人
宋
慶
齡
身
穿
黑
禮
服
，
佩
戴
黑
紗
，
幾
乎
每
天
守
在
靈
前
。
從
二
十
四
日
到
三
十
一
日
，

前
來
弔
唁
的
人
們
僅
簽
名
者
就
有
七
萬
四
千
人
之
多
。
各
界
贈
送
的
挽
聯
、
哀
詞
、
祭
文
橫
幅
達
十
一
萬

餘
件
。
李
大
釗
寫
的
挽
聯
長
達
二
百
四
十
八
字
，
概
述
了
孫
中
山
歷
史
功
績
，
表
達
了
全
國
人
民
決
心
繼

承
孫
中
山
的
遺
志
、
完
成
其
革
命
事
業
的
堅
定
意
志
。
在
挽
詞
中
說
：
﹁
四
十
餘
年
，
殫
心
瘁
力
，
誓
以

青
天
白
日
滿
地
紅
旗
，
喚
起
自
由
獨
立
之
精
神
，
要
為
人
間
留
正
氣
。
﹂

北
京
中
國
共
產
黨
和
社
會
主
義
青
年
團
組
織
在
李
大
釗
領
導
下
，
發
動
了
三
十
多
萬
人
參
加
悼
念
活

動
，
並
印
發
了
三
千
多
份
︽
政
治
生
活
特
刊
︾
，
宣
傳
孫
中
山
的
三
民
主
義
等
政
治
主
張
，
把
群
眾
悼
念
孫

中
山
的
悲
痛
心
情
轉
化
為
反
帝
反
軍
閥
的
動
力
，
掀
起
反
對
段
祺
瑞
的
善
後
會
議
的
新
高
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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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月
二
日
公
祭
禮
成
。
上
午
十
一

時
，
孫
中
山
遺
體
由
中
央
公
園
拜
殿
移
往

北
京
香
山
碧
雲
寺
。
宋
慶
齡
在
碧
雲
寺
孫

中
山
靈
堂
守
靈
的
情
景
。
靈
柩
用
汽
車
運

送
，
親
屬
等
乘
馬
車
隨
靈
車
後
行
，
經
過

西
華
門
段
祺
瑞
的
善
後
會
議
會
址
時
，
悲

憤
的
送
殯
群
眾
將
善
後
會
議
牌
子
砸
毀
，

全
副
武
裝
的
反
動
軍
警
也
不
敢
攖
其
鋒
。

經
西
長
安
街
、
西
單
牌
樓
；
出
西
直
門
，

北
京
市
民
、
工
人
、
學
生
、
士
兵
三
十
萬

人
步
行
送
至
西
直
門
。
他
們
沿
途
高
呼
：

﹁
打
倒
軍
閥
﹂
、
﹁
打
倒
帝
國
主
義
﹂
、

﹁
中
山
主
義
萬
歲
﹂
、
﹁
國
民
革
命
萬
歲
﹂

等
口
號
。
有
兩
萬
多
人
步
行
數
十
裡
，
一

直
將
孫
中
山
的
靈
柩
送
到
碧
雲
寺
。
靈
車

所
經
過
的
道
路
兩
旁
成
千
上
萬
的
群
眾
停
立
志
哀
。
下
午
四
時
二
十
五
分
，
靈
車
到
達
碧
雲
寺
。
宋
慶
齡

身
穿
黑
色
衣
服
，
面
罩
黑
紗
，
下
車
走
在
送
殯
人
群
的
前
頭
。
她
﹁
沒
有
哭
泣
，
沒
有
眼
淚
，
而
是
更
加

宋慶齡和親屬在社稷壇內的孫中山靈堂守靈。右起：孔祥熙、宋子文、

孫科、戴恩賽；左六宋慶齡、左一宋藹齡、左二宋美齡。



一九二五年四月二日，孫中山靈柩移往香山碧雲寺暫厝，數十萬群眾肅立道旁哀送。

圖為靈柩經過西單牌樓時的情景。

安放在碧雲寺內的孫中山靈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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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
強
，
顯
示
出
內
在
的
毅
力
﹂
，

﹁
臉
上
流
露
出
無
限
悲
痛
而
又
堅

定
剛
毅
的
神
色
﹂
。
使
人
們
確

信
：
﹁
孫
中
山
先
生
雖
然
死
了
，

還
有
孫
夫
人
在
，
還
有
忠
實
於

中
山
遺
教
的
革
命
黨
人
在
，
中

山
先
生
的
旗
幟
不
會
倒
下
，
中

國
的
革
命
不
會
中
斷
。
﹂
五
時

三
十
分
舉
行
公
祭
，
之
後
將
靈

柩
厝
置
寺
內
最
高
處
的
金
剛
寶

塔
的
石
龕
中
。
是
日
北
京
各
機
關
一
律
下
半
旗
志
哀
。

在
寶
塔
下
的
普
明
覺
妙
殿
︵
今
孫
中
山
紀
念
堂
︶
設
立
了
靈
堂
。
靈
堂
正
中
高
懸
孫
中
山
遺
像
，
上

方
掛
著
﹁
有
志
竟
成
﹂
的
橫
幅
，
兩
旁
是
孫
中
山
﹁
革
命
尚
未
成
功
，
同
志
仍
須
努
力
﹂
的
遺
言
。
碧
雲

寺
大
門
口
豎
起
高
大
牌
坊
，
橫
額
是
﹁
天
下
為
公
﹂
，
楹
聯
是
﹁
人
群
進
化
﹂
、
﹁
世
界
大
同
﹂
。
二
重
門

的
牌
坊
上
寫
著
﹁
赤
手
創
共
和
，
生
死
不
渝
三
主
義
﹂
；
﹁
大
名
垂
宇
宙
，
英
靈
常
耀
兩
香
山
﹂
。

宋
慶
齡
不
顧
數
月
來
在
榻
前
侍
病
和
操
辦
喪
事
的
疲
勞
，
多
次
堅
持
在
這
裡
守
靈
。
親
屬
宋
子
文
、

宋
藹
齡
、
孔
祥
熙
、
孫
科
、
陳
淑
英
、
戴
恩
賽
等
也
陪
同
守
靈
。

北京中央公園社稷壇懸掛的國民黨黨旗降

半旗以示致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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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倫敦舉行孫中山逝世追悼大會。中立者為孫中山的老師康德黎。

一九二五年三月二十四日至三十一日舉行公祭期間，北京各界人士七十多萬人、

一千二百多機關團體前往中央公園弔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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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
州
、
南
京
、
杭
州
、
上
海
、
武
漢
、
桂
林
、
昆
明
、
成
都
、
福
州
、
開
封
、
安
慶
、
長
沙
、
天
津
、

青
島
、
南
昌
、
保
定
、
石
家
莊
、
濟
南
等
全
國
各
大
、
中
、
小
城
市
的
群
眾
，
在
共
產
黨
、
國
民
黨
左
派

和
擁
護
孫
中
山
革
命
主
張
的
進
步
人
士
組
織
下
，
都
先
後
舉
行
了
悼
念
活
動
，
印
發
悼
念
刊
物
，
形
成
一

次
全
國
性
的
廣
泛
深
入
的
政
治
宣
傳
活
動
。

當
時
還
處
於
外
國
殖
民
主
義
統
治
下
的
臺
灣
臺
胞
，
更
是
悲
痛
萬
分
。
各
界
群
眾
不
顧
日
本
統
治
者

的
壓
制
，
紛
紛
舉
行
追
悼
集
會
。

三
月
二
十
四
日
夜
間
，
在
臺
北
，
臺
灣
文
化
協
會
舉
行
的
追
悼
大
會
，
有
五
千
人
參
加
。
悼
詞
中
有

這
樣
沉
痛
的
語
詞
：
﹁
消
息
傳
處
，
我
島
人
五
內
俱
裂
，
如
失
魂
魄
。
北
望
中
原
，
禁
不
住
淚
泉
滔
滔
。
﹂

當
時
報
紙
報
導
了
這
個
情
況
：
﹁
臺
灣
人
民
被
清
廷
所
棄
，
至
今
已
三
十
年
了
︙
︙
可
是
臺
灣
人
民
眷
戀

祖
國
之
心
，
實
在
日
甚
一
日
，
這
次
孫
中
山
先
生
訃
音
傳
來
，
臺
灣
島
人
盡
皆
失
色
落
膽
，
稍
有
關
心
進

事
的
人
，
沒
有
不
暗
暗
灑
淚
。
三
月
二
十
四
日
，
在
臺
灣
文
化
協
會
開
追
悼
大
會
，
是
夜
大
雨
淋
漓
，
街

道
泥
濘
不
能
行
，
可
到
會
者
有
五
千
人
之
多
，
會
場
只
能
容
三
千
人
，
於
是
不
得
入
會
場
，
在
場
外
敬
禮

歎
嗟
者
，
實
有
二
千
人
之
多
。
﹂
臺
北
的
︽
臺
灣
民
報
︾
在
悼
念
文
章
中
說
：
﹁
嗚
呼
！
中
山
先
生
逝
靈
！

民
國
的
元
勳
，
漢
民
族
的
領
袖
，
東
亞
的
大
明
星
，
世
界
的
偉
人
，
這
是
孫
先
生
可
享
的
榮
譽
。
這
回
孫

先
生
的
訃
音
傳
出
，
中
外
人
莫
不
神
慟
心
傷
，
爭
吊
偉
人
於
千
古
。
﹂

在
香
港
華
工
工
團
總
會
舉
行
的
追
悼
大
會
上
，
有
一
百
多
個
工
會
團
體
十
五
萬
工
人
參
加
。
在
追
悼

會
舉
行
的
當
天
，
工
廠
商
店
停
工
、
停
業
一
天
，
以
志
哀
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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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以
說
，
在
全
國
中
，
不
論
上
上
下
下
和
男

女
老
幼
，
對
孫
中
山
的
病
逝
都
表
示
沉
痛
的
哀

悼
，
虔
誠
祝
願
其
開
創
事
業
不
朽
。
這
些
追
悼
活

動
，
很
快
在
全
國
形
成
一
個
廣
泛
、
深
入
又
規
模

宏
大
的
政
治
宣
傳
運
動
。

與
此
同
時
，
三
月
十
三
日
蘇
共
中
央
和
第
三

國
際
還
分
別
給
中
國
國
民
黨
發
來
唁
電
及
發
佈
告

中
國
民
眾
書
，
對
孫
中
山
的
病
逝
表
示
哀
悼
，
願

先
生
開
創
的
事
業
不
朽
。
此
後
數
日
，
德
、
英
、

比
、
丹
、
法
、
荷
等
國
公
使
親
臨
弔
唁
。
在
孫
中

山
戰
鬥
過
的
東
京
、
橫
濱
、
倫
敦
、
紐
約
、
巴
黎
、

舊
金
山
、
新
加
坡
等
世
界
許
多
地
方
的
華
僑
和
國

際
友
人
，
也
先
後
舉
行
了
追
悼
大
會
或
進
行
了
追

悼
活
動
，
追
思
孫
中
山
為
中
國
革
命
立
下
的
豐
功
偉
績
，
深
深
地
懷
念
這
位
卓
著
功
勳
的
偉
大
革
命
家
。

孫
中
山
的
去
世
，
正
如
︽
孫
中
山
評
論
集
︾
一
書
的
︽
弁
言
︾
所
述
：
﹁
無
中
外
親
疏
，
莫
不
同
聲

哀
悼
，
歎
為
中
國
莫
大
的
損
失
。
﹂
國
內
外
各
大
報
刊
和
社
會
各
界
人
士
，
包
括
與
孫
中
山
政
見
有
異
的

敵
對
者
，
都
給
予
孫
中
山
極
高
的
評
價
。

正在討伐陳炯明的東征軍在廣東興寧舉行孫中山逝世追悼

大會的情景。圖中手持祭文者為周恩來，其前方為蔣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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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產
黨
人
陳
獨
秀
評
論
說
：
﹁
我
們

沒
有
了
為
國
家
為
民
族
刻
苦
奮
鬥
四
十

年
如
一
日
的
中
山
先
生
了
！
︙
︙
是
我

們
極
大
的
損
失
。
﹂

63
李
大
釗
在
長
達

二
百
四
十
八
個
字
的
挽
聯
中
盛
讚
孫
中

山
：
﹁
四
十
餘
年
，
殫
心
瘁
力
，
誓
以
青

天
白
日
，
一
色
紅
旌
，
喚
起
自
由
獨
立
之

精
神
，
誠
為
人
間
留
正
氣
﹂
。

64

站
在
孫
中
山
對
立
面
的
章
太
炎
評
論

說
：
﹁
︵
孫
︶
先
生
做
事
，
抱
奮
鬥
精
神
，
堅
苦
卓
絕
，
確
為
吾
黨
健
者
。
﹂

65
梁
啟
超
也
承
認
：
﹁
孫
君

是
一
位
歷
史
上
大
人
物
，
這
是
無
論
何
人
不
能
不
公
認
的
事
實
。
我
對
於
他
最
欽
佩
的
：
第
一
是
意
志
力

堅
強
，
經
歷
多
少
風
波
，
始
終
未
嘗
挫
折
。
第
二
是
臨
事
機
警
，
長
於
應
變
，
尤
其
對
群
眾
心
理
，
最
善

觀
察
，
最
善
利
用
。
第
三
是
操
守
廉
潔
，
最
少
他
自
己
本
人
不
肯
胡
亂
弄
錢
，
便
弄
錢
也
絕
不
為
個
人
目

6
3　 
伍
達
光
編
：
︽
孫
中
山
評
論
集
︾
，
一
九
二
七
年
六
月
再
版
，
第
七
十
九
頁
。

6
4　 
伍
達
光
編
：
︽
孫
中
山
評
論
集
︾
，
第
八
百
二
十
五
頁
；
參
見
蕭
超
然
：
︽
北
京
大
學
與
近
現
代
中
國
︾
，
中
國
社
會
科
學
出
版
社
二○

○

五
年
版
，

第
四
百
八
十
四
頁
。

6
5　 
伍
達
光
編
：
︽
孫
中
山
評
論
集
︾
，
一
九
二
七
年
六
月
再
版
，
第
九
十
二
頁
。

一九二五年三月，檀香山華僑紛紛舉

行孫中山逝世追悼會的情景。



孫中山傳

。844。

的
。
﹂

66
美
國
一
家
報
紙
更
將
孫
中
山
稱
讚
為
﹁
世

界
現
代
五
大
傑
之
先
知
先
覺
者
﹂
，
把
他
與

印
度
的
甘
地
、
土
耳
其
的
凱
末
爾
、
俄
國
的

列
寧
和
美
國
的
威
爾
遜
一
道
，
列
為
世
界
當

時
的
五
大
傑
人
。

67

在
所
收
到
的
五
萬
九
千
多
幅
弔
唁
挽
聯

和
五
萬
餘
件
弔
唁
橫
幅
中
，
對
孫
中
山
進
行

了
種
種
評
論
和
認
定
，
其
中
有
五
副
具
有
較

大
的
代
表
性
和
典
型
性
：

其
一
，
﹁
只
手
創
共
和
，
勳
勞
不
讓
華
盛
頓
；
主
義
標
民
生
，
學
理
精
通
馬
克
思
。
﹂

其
二
，
﹁
推
翻
專
制
歷
史
，
獨
為
革
命
導
師
，
偉
烈
豐
功
，
直
駕
秦
皇
明
祖
而
上
；
扶
持
弱
小
民
族
，

抵
抗
帝
國
主
義
，
平
等
博
愛
，
當
在
列
寧
林
肯
之
間
。
﹂

其
三
，
﹁
橫
覽
太
平
洋
，
憲
法
五
權
，
補
華
盛
頓
所
不
足
；
縱
談
新
社
會
，
民
生
主
義
，
較
馬
克
思
為

尤
精
。
﹂

6
6　 
伍
達
光
編
：
︽
孫
中
山
評
論
集
︾
，
一
九
二
七
年
六
月
再
版
，
第
九
十
三
頁
。

6
7　 
伍
達
光
編
：
︽
孫
中
山
評
論
集
︾
，
一
九
二
七
年
六
月
再
版
，
第
九
頁
。

一九二五年三月十四日，蘇聯《真理

報》刊登孫中山逝世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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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四
，
﹁
樹
弱
小
民
族
解
放
先
聲
，
列
寧
而
還
，

公
真
繼
者
；
與
帝
國
主
義
奮
鬥
救
世
，
斯
人
已
往
，

誰
其
嗣
之
。
﹂

其
五
，
﹁
繼
往
開
來
，
道
統
直
承
孔
子
；
弔
民

伐
罪
，
功
業
並
美
列
寧
。
﹂

上
述
五
聯
，
分
別
出
於
武
昌
師
範
大
學
學
生
和

張
軫
、
熊
希
齡
、
柳
亞
子
、
戴
季
陶
之
手
，
既
有
一

般
的
學
人
民
庶
，
也
有
官
僚
士
大
夫
和
社
會
賢
達
，

還
有
同
盟
會
、
國
民
黨
的
三
朝
元
老
，
可
謂
囊
括
了

近
世
中
國
上
、
中
、
下
等
社
會
方
方
面
面
的
人
士
，

他
們
的
評
論
，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具
有
﹁
全
民
﹂
的
意

義
。
五
聯
的
內
涵
，
雖
然
各
有
所
側
重
，
有
所
偏
頗
，

研
究
者
見
仁
見
智
，
可
以
做
出
不
同
的
詮
釋
，
但
如

果
求
同
存
異
，
確
可
看
出
存
在
不
少
共
通
之
處
，
如
肯
定
了
孫
中
山
推
翻
封
建
帝
制
、
建
立
民
主
共
和
的

豐
功
偉
績
、
謳
歌
了
孫
中
山
反
抗
帝
國
主
義
、
扶
持
弱
小
民
族
的
國
際
意
義
，
特
別
是
共
同
論
定
了
孫
中

山
的
重
要
歷
史
地
位
，
即
在
中
國
歷
史
上
高
於
秦
始
皇
、
明
太
祖
之
上
，
是
首
屈
一
指
的
偉
大
民
族
英
雄
；

在
世
界
歷
史
上
，
則
處
於
馬
克
思
、
列
寧
和
華
盛
頓
、
林
肯
之
間
，
孫
中
山
在
無
產
階
級
和
資
產
階
級
的

一九二九年六月一日，各國專使和參贊參加孫中山靈柩安

葬儀式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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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
大
主
義
之
中
，
融
合
創
新
，
自
成
一

統
，
確
立
三
民
主
義
，
成
為
世
界
上
被

壓
迫
民
族
的
一
面
旗
幟
。

孫
中
山
的
業
績
之
所
以
得
到
了
廣

泛
認
同
，
能
贏
得
眾
多
人
們
對
他
的
無

限
敬
仰
與
懷
念
，
既
因
為
他
為
國
家
和

民
族
立
了
豐
功
偉
績
，
救
國
救
民
；
還

因
為
他
有
著
高
尚
的
道
德
和
偉
大
的
人

格
。
孫
中
山
在
其
一
生
中
，
潔
身
自
好
，

艱
苦
樸
素
，
廉
潔
奉
公
，
不
謀
私
利
，
甚
至
在
平
易
近
人
等
處
事
待
人
方
面
，
也
堪
稱
世
人
的
楷
模
和
表
率
。

總
之
，
從
孫
中
山
的
遠
大
理
想
與
革
命
實
踐
中
，
充
分
說
明
孫
中
山
是
對
近
代
中
國
與
世
界
做
出
過

偉
大
貢
獻
、
產
生
過
巨
大
影
響
的
歷
史
人
物
，
是
一
位
偉
大
的
傑
出
人
物
。

四
、
永
恆
紀
念

一
九
二
九
年
春
，
耗
資
百
萬
，
費
時
三
載
餘
，
坐
落
在
南
京
郊
外
紫
金
山
麓
的
墓
地
中
山
陵
竣
工
。

這
個
墓
地
是
孫
中
山
生
前
親
自
選
定
的
：
﹁
吾
死
之
後
，
可
葬
於
南
塞
紫
金
山
麓
，
因
南
京
為
臨
時
政
府

成
立
之
地
，
所
以
不
可
忘
辛
亥
革
命
也
。
﹂

中國國民黨所立孫中山遺體安葬位置

石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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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
金
山
原
稱
金
陵
山
、
鐘

山
。
由
於
它
主
要
由
紫
色
葉
岩

所
構
成
，
在
陽
光
照
射
下
，
紫

色
葉
岩
便
能
放
射
出
紫
色
光

芒
，
故
稱
紫
金
山
。
紫
金
山
三

峰
並
峙
，
蜿
蜒
如
龍
，
林
海
浩

瀚
，
氣
勢
雄
偉
。
主
峰
中
矛
山
，

海
拔
四
百
四
十
八
點
米
。
中
山

陵
就
坐
落
在
主
峰
的
南
麓
，
海

拔
一
百
五
十
八
米
，
坐
北
朝
南
，
占
地
面
積
兩
千
多
畝
，
四
周
樹
木
蔥
蘢
，
景
象
萬
千
。
陵
園
建
設
，
依

山
勢
向
上
排
列
，
佈
局
整
齊
，
莊
嚴
肅
穆
。
它
由
南
往
北
，
逐
段
升
高
，
共
三
百
九
十
二
級
石
階
。
拾
級

而
上
，
依
次
建
有
中
國
傳
統
民
族
風
格
的
牌
坊
、
陵
門
、
碑
亭
，
一
直
延
伸
到
山
的
半
腰
，
最
上
面
是
結

構
新
穎
、
氣
勢
磅
礴
的
祭
堂
和
墓
室
，
給
人
以
高
山
仰
止
之
感
，
使
人
不
禁
湧
現
出
緬
懷
這
位
偉
大
的
革

命
先
行
者
的
綿
綿
情
思
。

在
祭
堂
墓
室
的
前
面
建
有
高
大
的
陵
門
，
它
是
中
山
陵
陵
區
的
大
門
，
陵
門
上
鐫
刻
著
﹁
天
下
為
公
﹂

四
個
字
。
﹁
天
下
為
公
﹂
是
孫
中
山
畢
生
無
私
奉
獻
革
命
的
基
礎
，
他
革
命
的
一
生
也
正
是
身
體
力
行
﹁
天

下
為
公
﹂
思
想
的
光
輝
典
範
。
這
陵
門
上
孫
中
山
親
手
書
寫
的
﹁
天
下
為
公
﹂
四
個
大
字
端
莊
樸
實
，
雄

一九二五年四月十一日，宋慶齡回到

上海。圖為宋慶齡在上海莫里哀路寓

所留影。



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日，宋慶齡攜親友從上海抵南京，二十一日在紫金山勘察建造

孫中山陵墓的墓地。左起：一馬坤、四何香凝、六宋慶齡、七倪珪貞、八宋美齡、

九宋子安、十一宋子文。

一九二九年五二十六日，孫中山靈柩移出碧雲寺時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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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
俊
逸
，
發
出
耀
眼
的
光
芒
，
使
﹁
天
下
為
公
﹂

的
浩
然
正
氣
昇
華
雲
天
，
具
有
啟
迪
思
想
，
鼓
舞

精
神
，
淨
化
感
情
的
巨
大
感
召
力
。

祭
堂
中
間
為
孫
中
山
石
雕
全
身
坐
像
，
展

現
出
他
當
年
推
倒
帝
制
，
創
建
共
和
的
勃
勃
英

姿
。
祭
堂
後
面
是
球
狀
結
構
的
墓
室
，
正
中
是

大
理
石
礦
，
中
間
是
長
方
形
墓
穴
，
置
有
大
理

石
棺
一
具
，
棺
蓋
上
鐫
有
由
當
時
捷
克
著
名
雕

刻
家
高
崎
所
精
製
的
孫
中
山
長
眠
臥
像
，
莊
嚴
肅

穆
，
一
代
偉
人
居
高
臨
下
，
長
眠
在
這
位
於
海
拔

一
百
五
十
八
米
的
墓
穴
之
中
。

整
個
陵
園
，
蒼
松
翠
柏
，
漫
山
碧
綠
，
前
臨

平
川
，
背
擁
青
峰
，
佈
局
嚴
謹
，
氣
勢
磅
礴
，
顯

示
孫
中
山
敢
於
推
倒
統
治
中
國
幾
千
年
的
封
建
王

朝
，
首
創
民
國
的
凜
然
正
氣
和
非
凡
膽
魄
。
這
座

陵
墓
完
全
是
中
國
民
族
風
格
，
莊
嚴
，
雄
偉
，
獨
具
特
色
。
整
個
陵
墓
的
外
形
設
計
為
鐘
形
，
取
暮
鼓
晨
鐘
，

發
人
深
省
之
意
，
讓
全
體
國
民
牢
記
孫
中
山
﹁
革
命
尚
未
成
功
，
同
志
仍
須
努
力
﹂
的
著
名
遺
訓
。
形
意

一九二八年六月，南京國民政府完成北伐，蔣介石率國民黨各軍總

司令赴碧雲寺祭奠孫中山。前排右三為蔣介石，右四為馮玉祥。



一九二九年五月十九日，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迎柩宣傳列車北上抵達天津車站時的

情景。

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六日，孫中山靈柩被裝入迎櫬列車，由北京運往江蘇浦口。圖

為迎櫬列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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諧
和
，
意
味
深
長
。
它
是
當
代
所
有
偉
人
的
陵
墓
中
最
宏
偉
的
一
座
。
它
既
是
永
垂
史
冊
的
革
命
紀
念
勝

地
，
又
是
舉
世
公
認
的
建
築
藝
術
的
瑰
寶
。

當
時
，
孫
中
山
遺
體
由
於
防
腐
處
理
不
及
時
，
不
宜
用
水
晶
棺
加
以
保
存
，
只
好
實
行
土
葬
。
雖
說

是
﹁
土
葬
﹂
，
但
並
不
沾
土
，
墓
室
底
部
用
花
崗
石
鋪
墊
，
周
圍
有
隔
牆
，
墓
室
的
四
周
和
頂
部
全
部
用
鋼

筋
混
凝
土
和
花
崗
石
為
主
要
材
料
做
成
，
安
放
孫
中
山
遺
體
的
石
壙
深
入
地
下
一
點
六
米
，
外
面
用
很
厚

的
鋼
筋
水
泥
密
封
，
非
常
堅
固
，
即
使
發
生
地
震
等
自
然
災
害
毀
壞
了
墓
室
，
地
下
的
孫
中
山
遺
體
也
仍

然
不
會
受
到
任
何
損
壞
。
抗
日
戰
爭
初
期
南
京
淪
陷
前
和
解
放
戰
爭
時
期
南
京
解
放
前
，
蔣
介
石
國
民
黨

曾
想
把
孫
中
山
遺
體
遷
到
重
慶
和
臺
灣
，
由
於
墓
壙
外
面
包
著
一
層
很
厚
的
鋼
筋
水
泥
，
要
把
遺
體
取
出

來
，
除
用
爆
破
法
炸
開
別
無
他
法
，
一
爆
破
很
可
能
會
使
棺
柩
、
遺
體
受
到
破
壞
，
所
以
經
過
慎
重
討
論

和
聽
取
專
家
意
見
以
後
，
只
好
作
罷
。
所
以
從
一
九
二
九
年
六
月
一
日
舉
行
奉
安
大
典
，
將
孫
中
山
遺
體

安
葬
在
紫
金
山
以
後
，
一
直
完
好
地
保
存
在
莊
嚴
、
堅
實
的
陵
墓
裡
。

中
山
陵
落
成
後
按
照
孫
中
山
生
前
的
遺
願
，
孫
中
山
靈
柩
於
一
九
二
九
年
五
月
二
十
六
日
自
北
京
西

山
起
運
南
下
，
二
十
八
日
抵
南
京
，
三
十
日
舉
行
公
祭
，
六
月
一
日
安
葬
在
中
山
陵
。
從
此
，
這
位
中
國

歷
史
上
的
一
代
天
驕
就
長
眠
於
中
山
陵
園
，
他
的
英
名
永
遠
和
祖
國
的
山
河
同
在
。
這
座
莊
嚴
宏
偉
的
陵

墓
，
便
也
永
遠
成
為
人
民
瞻
仰
、
紀
念
的
聖
地
。

中
山
陵
自
建
成
以
來
，
接
待
了
無
數
前
往
瞻
仰
的
中
外
政
要
、
各
界
知
名
人
士
。
新
中
國
成
立
後
，
孫

中
山
的
陵
寢
一
直
受
到
中
共
中
央
和
各
級
政
府
的
高
度
重
視
和
妥
善
的
保
護
。
現
在
的
鐘
山
，
山
巒
起
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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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濤
似
海
。
加
上
經
過
多
次
撥
款
修
繕
陵

園
，
擴
建
墓
地
，
中
山
陵
更
加
雄
偉
壯
觀
、

氣
勢
磅
礴
。

一
九
二
九
年
，
當
移
葬
新
陵
時
，
將
孫

中
山
易
換
下
來
的
衣
服
、
鞋
襪
等
，
放
入
原

來
用
的
美
國
楠
木
玻
璃
棺
內
，
被
封
入
北

京
西
山
碧
雲
寺
石
塔
中
，
成
為
孫
中
山
﹁
衣

冠
塚
﹂
。

由
於
廣
州
市
人
民
和
旅
居
美
洲
、
南
洋

等
地
的
華
僑
對
孫
中
山
感
情
極
為
深
厚
，
驚

聞
孫
中
山
逝
世
的
噩
耗
悲
痛
萬
分
。
他
們

在
哀
悼
之
餘
，
募
集
到
資
金
三
百
萬
銀
元
，

為
孫
中
山
在
廣
州
觀
音
山
︵
今
越
秀
山
︶

麓
建
造
了
紀
念
堂
，
立
牌
作
為
永
恆
紀
念
。

該
紀
念
堂
在
一
九
二
九
年
建
成
，
即
今
廣

州
中
山
紀
念
堂
。

為
著
永
久
性
地
紀
念
孫
中
山
，
中
國
國
民
黨
中
央
委
員
會
於
一
九
二
五
年
三
月
二
十
一
日
，
決
定
將

一九二九年五月十七日，宋慶齡從柏林經莫斯科回國參加孫中山國

葬和移靈儀式。圖為張學良夫人于鳳至（左一）將宋慶齡（中）接

出瀋陽車站的情景。



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二日，中國共產黨在延安舉行紀念孫中山十三周年暨抗日陣亡將

士大會。圖為毛澤東在大會上講話。

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八日，孫中山靈車抵達浦口時，宋慶齡、宋子文和蔣介石等在

浦口車站迎靈的情景。



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八日，孫中山靈車停靠在南京浦口車站時的情景。

抬運孫中山靈柩上臺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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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
豐
﹂
艦
改
名
﹁
中
山
﹂
艦
，
將
香
山
縣

改
名
為
中
山
縣
︵
四
月
十
六
日
正
式
改
名
︶
；

五
月
十
六
日
，
國
民
黨
一
屆
三
中
全
會
決
定

接
受
孫
中
山
遺
囑
，
並
發
表
宣
言
。
在
中
國

共
產
黨
人
和
國
際
無
產
階
級
的
幫
助
下
，
孫

中
山
首
創
的
國
民
黨
曾
一
度
繼
承
孫
中
山

遺
志
，
完
成
了
統
一
廣
東
及
北
伐
大
業
。

一
九
四○

年
四
月
一
日
，
國
民
政
府
通
令
全

國
﹁
尊
崇
孫
中
山
為
中
華
民
國
國
父
﹂
。

68

中
國
人
民
懷
著
崇
敬
的
心
情
，
深
深
地
懷
念
著
孫
中
山
這
位
偉
大
的
革
命
者
。
他
去
世
後
，
先
後
在

國
內
北
京
、
南
京
、
上
海
、
天
津
、
廣
州
、
福
州
、
武
漢
、
臺
北
、
翠
亨
村
等
一
百
二
十
多
市
、
縣
、
鎮
、

村
分
別
建
立
了
孫
中
山
的
紀
念
館
、
紀
念
堂
、
紀
念
室
、
豎
立
紀
念
塑
像
；
並
以
其
名
命
名
大
、
中
、
小

學
校
、
紀
念
公
園
和
紀
念
路
等
，
不
時
地
舉
行
展
覽
和
各
種
形
式
的
紀
念
活
動
。

新
中
國
建
立
後
，
每
逢
他
的
誕
辰
和
忌
辰
，
從
中
央
到
地
方
，
人
民
群
眾
都
舉
行
隆
重
集
會
或
紀
念

活
動
；
每
年
歡
度
國
慶
日
以
及
其
他
重
大
節
日
的
時
候
，
中
國
政
府
將
孫
中
山
的
巨
幅
遺
像
豎
立
在
北
京

6
8　 
孫
錫
祺
主
編
：
︽
孫
中
山
年
譜
長
編
︾
下
冊
，
中
華
書
局
一
九
九
一
年
版
，
第
二
千
一
百
三
十
四—

二
千
一
百
三
十
五
頁
。

一九四六年六月，周恩來在南京謁中

山陵後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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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安
門
廣
場
人
民
英
雄
紀
念
碑
前
，
供
人
瞻

仰
，
藉
以
表
達
對
他
的
緬
懷
和
思
念
。

世
界
各
國
人
民
懷
著
敬
仰
之
情
，
也
以

不
同
形
式
來
表
達
他
們
對
孫
中
山
的
緬
懷
之

情
。
據
不
完
全
統
計
，
從
孫
中
山
逝
世
後
起
，

截
至
二○

○

四
年
十
月
，
全
球
設
有
紀
念
孫

中
山
的
舊
址
、
紀
念
地
及
紀
念
館
、
紀
念
堂

等
設
施
共
有
六
百
一
十
五
處
，
其
中
在
日
本
、

美
國
、
英
國
、
新
加
坡
、
越
南
、
馬
來
西
亞

等
十
一
個
國
家
和
地
區
就
設
有
五
十
三
處
紀

念
設
施
。

69
孫
中
山
是
二
十
世
紀
名
副
其
實
的

世
界
偉
人
。

正
是
由
於
孫
中
山
的
思
想
和
革
命
活
動
，

不
僅
關
係
到
中
國
，
而
且
具
有
世
界
意
義
，

因
此
，
對
他
一
生
的
探
究
也
就
成
為
了
中
外

6
9　 
廣
東
省
地
方
誌
編
委
會
編
：
︽
廣
東
省
志
·
孫
中
山
志
︾
，
廣
東
人
民
出
版
社
二○

○

四
年
版
，
第
二
百
三
十
七
頁
。

一九五三年二月二十三日，毛澤東瞻仰中山陵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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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二日，毛澤東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紀念孫中山先生》一文，

紀念孫中山誕辰九十周年。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一日，北京隆重舉行孫中山延辰九十周年紀念大會。大會由周

恩來主持，毛澤東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出席了大會。圖為紀念大會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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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者
、
億
萬
人
民
潛
心
研
究
的
一
個
重
要
課
題
，
也
是
近
代
歷
史
人
物
研
究
中
最
具
特
色
、
開
拓
面
最
寬
、

成
果
最
多
的
一
個
領
域
。

在
中
國
，
無
論
是
大
陸
還
是
台
、
港
、
澳
，
孫
中
山
研
究
都
受
到
重
視
，
在
不
少
地
方
或
單
位
設
立
了

孫
中
山
研
究
所
、
研
究
室
、
研
究
學
會
、
研
究
中
心
等
專
門
研
究
機
構
，
彙
集
了
眾
多
研
究
人
員
，
並
發

表
和
出
版
了
大
批
論
著
和
資
料
。
在
世
界
上
，
有
日
本
、
美
國
、
俄
國
、
波
蘭
、
法
國
、
德
國
、
澳
大
利
亞
、

朝
鮮
、
越
南
、
菲
律
賓
、
印
度
及
以
色
列
等
十
多
個
國
家
，
都
有
數
量
不
等
的
學
者
長
年
對
孫
中
山
進
行

研
究
，
有
的
學
者
還
寫
出
學
術

水
準
相
當
高
的
論
著
。
孫
中
山

研
究
成
為
一
門
顯
學
，
它
實
際

上
已
經
形
成
了
一
個
獨
立
的
史

學
分
支
學
科

｜
﹁
孫
學
﹂
︵
或

曰
﹁
中
山
學
﹂
︶
。

中
外
學
者
從
孫
中
山
的
生

平
、
思
想
和
革
命
實
踐
等
各
個

方
面
，
都
對
其
進
行
了
研
究
和

探
討
，
成
果
也
極
為
可
觀
。
據

粗
略
統
計
，
一
九
四
九
年
新
中

一九五六年，宋慶齡手持新出版的線裝本《建

國大綱》留影。



。859。
嘔心瀝血獻身國家和平統一

第三節　巨星隕落

國
建
國
後
，
僅
大
陸
出
版
的
有
關

孫
中
山
的
研
究
專
著
、
譯
著
、
資

料
彙
編
和
相
關
的
圖
錄
等
，
就
有

六
百
多
本
，
發
表
在
報
刊
上
的
文

章
、
資
料
等
已
有
一
萬
多
篇
。
在

中
國
近
代
史
、
中
國
近
現
代
史
概

論
、
中
國
近
代
哲
學
史
、
中
國
近

代
思
想
史
、
中
華
民
國
史
、
辛
亥

革
命
史
等
方
面
的
著
作
中
，
對
孫

中
山
都
有
專
章
專
節
的
論
述
。
研

究
成
果
的
品
質
在
逐
步
提
高
，
研

究
的
深
度
和
廣
度
有
著
明
顯
的
加

深
和
擴
大
，
目
前
正
在
向
進
一
步

深
化
拓
展
的
方
面
發
展
。

世
紀
偉
人
孫
中
山
長
眠
於
此
。

孫
中
山
的
著
述
為
數
甚
多
，
如
︽
三

民
主
義
︾
、
︽
建
國
方
略
︾
、
︽
建

北京中山公園的中山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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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大
綱
︾
等
，
這
些
著
述
，
在
其
逝
世
後
多
被
結
集

出
版
，
各
種
文
集
、
選
集
或
全
集
、
叢
書
等
有
八
十

多
種
不
同
的
版
本
，
一
九
四
九
年
以
來
就
有
中
國
社

會
科
學
院
近
代
史
研
究
所
等
合
編
、
北
京
中
華
書
局

一
九
八
六
年
、
二○

○

六
年
的
十
一
卷
本
︽
孫
中
山

全
集
︾
，
臺
北
秦
孝
儀
等
主
編
近
代
中
國
出
版
社
等

一
九
六
五
、
一
九
七
三
、
一
九
八
五
、
一
九
八
九

年
出
版
的
︽
國
父
全
集
︾
十
二
冊
等
。
有
的
著
述
，

被
外
國
譯
為
日
、
英
、
法
、
俄
等
文
出
版
。

孫
中
山
將
永
遠
受
到
中
國
人
民
的
崇
敬
和
懷

念
。
他
的
名
字
和
成
就
，
已
載
入
史
冊
，
永
遠
為
中

國
人
民
和
世
界
人
民
所
追
慕
。

真
正
的
偉
人
屬
於
全
人
類
，
孫
中
山
就
是
這
樣

的
偉
人
。
他
的
千
秋
功
業
和
崇
高
思
想
將
被
世
世
代

代
傳
頌
。

南京紫金山中陵園全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