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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節

踏
上
民
主
革
命
的
征
途

一
、
行
醫
與
思
索

一
八
九
二
年
七
月
，
二
十
六
歲
的
孫
中
山
以
優
異
的
學
習
成
績
結
束
了
他
的
學
生
生
活
。
是
年
九
月
，

他
應
澳
門
鏡
湖
醫
院
的
邀
請
，
去
到
該
院
充
當
西
醫
師
，
掛
牌
行
醫
。
十
二
月
間
，
他
改
在
澳
門
大
街
仁

慈
堂
附
近
︵
後
遷
至
草
堆
街
八
十
四
號
，
今
為
﹁
大
生
匹
頭
﹂
店
︶
開
設
了
一
間
中
西
醫
藥
局
︵
西
醫
房
︶
，

自
己
單
獨
行
醫
，
打
算
用
聽
診
器
和
手
術
刀
來
懸
壺
救
世
，
造
福
人
民
，
成
了
中
國
籍
西
醫
師
在
澳
門
開

業
的
第
一
人
。

鏡
湖
醫
院
是
中
國
人
在
澳
門
開
設
的
最
大
的
醫
院
，
一
向
以
中
醫
中
藥
為
患
者
治
病
，
但
因
孫
中
山

學
的
是
西
醫
，
這
家
醫
院
主
持
人
為
此
特
開
先
例
，
允
許
。
孫
中
山
兼
用
西
醫
西
藥
為
人
診
治
疾
病
。
孫

中
山
擅
長
外
科
手
術
和
治
療
肺
病
，
他
的
醫
德
很
好
，
以
自
己
一
貫
認
真
負
責
的
態
度
，
待
人
親
切
，
不

避
麻
煩
，
熱
情
地
為
患
者
解
除
病
痛
。
無
論
門
診
或
出
診
，
診
費
一
律
隨
意
而
付
，
如
有
急
診
，
不
論
貧
富
，

有
求
必
應
；
遇
到
一
些
窮
人
前
來
求
醫
，
常
常
免
費
診
治
。
他
的
醫
術
較
高
，
藥
到
回
春
，
加
上
每
逢
遇

到
疑
難
重
症
，
他
的
老
師
康
德
黎
博
士
必
自
香
港
乘
船
來
澳
門
悉
心
指
導
，
使
許
多
病
人
經
他
細
心
診
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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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除
病
痛
，
恢
復
了
健
康
；
他
還
兩
次
把
垂
危
的
病
人
從

死
亡
的
邊
緣
上
救
回
來
，
大
得
人
們
的
讚
譽
。
因
此
，
他

在
澳
門
行
醫
﹁
不
滿
兩
三
月
，
聲
名
鵲
起
﹂
，
﹁
就
診
者

戶
限
為
穿
﹂
。
由
於
求
治
者
紛
至
沓
來
，
十
分
擁
擠
，
他

常
常
應
接
不
暇
。

一
八
九
三
年
在
澳
門
創
刊
的
︽
鏡
湖
叢
報
︾
，
曾
兩

次
刊
登
︽
春
滿
鏡
湖
︾
告
白
，
介
紹
孫
中
山
在
澳
門
行
醫

的
情
況
。
它
詳
細
記
述
了
孫
中
山
當
時
的
行
醫
地
點
、
時

間
及
業
務
範
圍
，
尤
其
表
彰
他
精
湛
的
醫
術
和
高
尚
的
醫

德
。
具
名
刊
登
廣
告
者
，
均
為
當
時
澳
門
的
知
名
人
士
。

其
廣
告
全
文
如
下
：

大
國
手
孫
逸
仙
先
生
，
我
華
人
而
業
西
醫
者
，
性

情
和
厚
，
學
識
精
明
，
向
從
英
美
名
師
游
，
洞
窺
秘

奧
。
現
在
鏡
湖
醫
院
贈
醫
數
月
，
甚
著
功
效
。
但
每
月
除
贈
醫
外
，
尚
有
診
症
餘
閒
。
在
先
生
原
不
欲

酌
定
醫
金
，
過
為
計
較
，
然
而
稱
情
致
送
，
義
所
應
然
。
今
我
同
人
，
為
之
厘
訂
規
條
，
著
明
刻
候
：

每
日
由
十
點
鐘
起
至
十
二
點
鐘
止
在
鏡
湖
醫
院
贈
醫
，
不
受
分
文
，
以
惠
貧
乏
；
復
由
一
點
鐘
至
三
點

一八九二年秋，孫中山被澳門鏡湖醫院聘為西醫師，開始行醫

濟世。圖為鏡湖醫院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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鐘
止
在
寫
字
樓
候
診
，
三
點
鐘
以
後
出
門
就
診
，
其
所
訂
醫
金
，
俱
系
減
贈
。
他
如
未
訂
條
款
，
要
必

審
視
其
人
其
症
，
不
事
奢
求
，
務
祈
相
與
有
成
，
俾
盡
利
物
濟
人
之
初
志
而
已
。
下
列
條
目
於
下
：

一
、
凡
到
草
堆
街
中
西
藥
局
診
症
者
，
無
論
男
女
，
送
醫
金
二
毫
，
晨
早
七
點
鐘
起
至
九
點
鐘
止
。

二
、
凡
親
自
到
仁
慈
堂
右
鄰
寫
字
樓
診
症
者
，
送
醫
金
一
元
。

三
、
凡
延
往
外
診
者
，
本
澳
街
道
送
醫
金
二
元
，
各
鄉
市
鎮
遠
近
隨
酌
。

四
、
凡
難
產
及
吞
服
毒
藥
延
往
救
治
者
，
按
人
之
貧
富
酌
議
。

五
、
凡
成
年
包
訂
，
每
人
歲
送
醫
金
五
十
元
；
全
家
眷
口
不
逾
五
人
者
，
歲
送
醫
金
百
元
。

六
、 

凡
遇
禮
拜
日
十
點
鐘
至
十
二
點
鐘
，
在
寫
字
樓
種
牛
痘
，
每
人
收
銀
一
元
；
上
門
種
者
，
每
人

收
銀
三
元
。

七
、
凡
補
崩
口
、
崩
耳
，
割
眼
膜
、
癰
瘡
、
癘
瘤
、
淋
結
等
症
，
屆
時
酌
議
。

八
、
凡
奇
難
怪
症
，
延
請
包
醫
者
，
見
症
再
酌
。

九
、
凡
外
間
延
請
，
報
明
急
症
，
隨
時
速
往
，
決
無
遷
延
。

十
、
凡
延
往
別
處
診
症
，
每
日
送
醫
金
三
十
元
，
從
動
身
之
日
起
計
。

鄉
愚
弟
盧
焯
之
、
陳
席
儒
、
吳
節
薇
、
宋
子
衡
、
何
穗
田
、
曹
子
基
同
啟
。

1

1　 
盛
永
華
、
趙
文
房
、
張
磊
編
：
︽
孫
中
山
與
澳
門
︾
，
文
物
出
版
社
一
九
九
一
年
版
，
第
六
十
五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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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是
，
好
景
不
長
，
孫
中
山
在
澳
門
僅
僅
一
年
左
右
時
間
，
他
的
高
明
醫
術
和
聲
譽
日
隆
，
引
起
了

原
先
在
澳
門
行
醫
的
一
些
葡
萄
牙
人
的
妒
忌
和
排
擠
。
他
們
散
佈
了
關
於
孫
中
山
的
不
少
流
言
蜚
語
，
並

藉
口
孫
中
山
無
葡
國
文
憑
，
不
得
為
葡
人
治
病
，
還
通
知
各
藥
房
不
得
為
中
國
醫
生
配
方
，
進
行
多
方
刁

難
，
阻
止
他
繼
續
開
業
。
孫
中
山
被
迫
於
一
八
九
三
年
春
憤
然
離
開
澳
門
，
轉
赴
廣
州
行
醫
。

孫
中
山
在
廣
州
冼
基
︵
今
十
八
甫
南
路
︶
開
設
了
東
西
藥
局
。
他
行
醫
贈
診
，
使
醫
務
之
盛
，
一
如

澳
門
。
不
久
，
為
適
應
醫
務
發
展
的
需
要
，
又
在
聖
教
書
樓
︵
今
北
京
路
白
沙
巷
口
︶
開
設
一
處
東
西
藥

局
的
分
診
所
；
同
時
，
還
在
香
山
石
岐
鎮
與
人

合
股
開
設
東
西
藥
局
的
支
店
。
在
廣
州
︽
中

西
日
報
︾
︵
光
緒
二
十
年
正
月
二
十
二
日
，
即

一
八
九
四
年
二
月
二
十
七
日
︶
上
，
有
一
則
︽
東

西
藥
局
啟
事
︾
的
廣
告
，
勾
勒
了
他
的
醫
務
的

輪
廓
：
﹁
在
藥
局
贈
診
，
不
受
分
文
，
以
惠
貧

乏
。
︙
︙
先
生
素
以
濟
人
利
物
為
心
，
若
有
意

外
與
婦
難
產
、
服
毒
藥
症
，
報
名
危
急
，
無
論

貧
富
俱
可
立
時
邀
至
，
設
法
施
救
。
﹂
他
很
快

獲
得
了
人
們
的
讚
譽
，
﹁
病
家
趨
之
若
鶩
﹂
。

孫
中
山
一
面
熱
情
為
患
者
治
病
，
施
醫
贈

澳門《鏡海叢報》讚頌孫中山醫德醫術的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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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
，
拯
救
同
胞
；
一
面
繼
續
﹁
借
醫
術
為
入
世
之
媒
﹂
，
多
方
聯

絡
，
廣
交
朋
友
，
考
慮
救
國
大
計
。
在
澳
門
的
遭
遇
，
使
他
親
身

感
受
到
由
於
國
家
貧
弱
而
遭
受
外
國
欺
凌
的
屈
辱
和
痛
苦
，
更
加

真
切
地
感
到
必
須
改
革
中
國
的
現
狀
。
另
外
，
在
行
醫
中
接
觸
到

一
些
官
僚
、
士
紳
和
商
人
，
加
深
瞭
解
到
清
朝
政
府
的
黑
暗
和
腐

敗
，
也
越
來
越
認
識
到
﹁
醫
術
救
人
所
濟
有
限
﹂
，
若
單
憑
自
己

的
醫
術
，
做
一
個
好
醫
生
，
只
能
為
一
部
分
人
治
病
，
醫
道
縱
然

再
高
，
也
不
可
能
從
根
本
上
解
決
中
國
的
貧
弱
問
題
，
也
不
能
使

廣
大
貧
苦
群
眾
真
正
擺
脫
苦
難
，
因
而
﹁
醫
國
﹂
比
﹁
醫
民
﹂
更

重
要
。
正
如
他
常
對
要
好
的
同
學
說
：
﹁
醫
生
救
人
只
幾
命
，
反

滿
救
人
無
量
數
，
吾
此
生
舍
反
滿
莫
屬
矣
！
﹂
所
以
，
他
不
滿
足

於
做
一
個
治
療
人
體
疾
病
的
良
醫
，
更
加
關
心
的
是
國
家
民
族
的
﹁
痼
疾
﹂
，
便
下
決
心
通
過
其
﹁
醫
人
生

涯
﹂
，
放
大
醫
生
的
職
業
去
從
事
﹁
醫
國
﹂
的
事
業
。

從
此
，
孫
中
山
由
﹁
醫
人
﹂
走
向
﹁
醫
國
﹂
，
開
始
了
﹁
借
醫
術
﹂
進
行
挽
救
民
族
危
亡
的
政
治
活
動
。

﹁
醫
國
﹂
如
何
入
手
呢
？

這
時
期
的
孫
中
山
，
不
再
把
醫
務
工
作
置
於
首
要
的
地
位
，
他
﹁
行
醫
日
只
一
兩
小
時
，
而
從
事
革

命
者
，
實
七
八
小
時
﹂
，
主
要
精
力
已
注
入
革
命
準
備
工
作
之
中
。
正
如
孫
中
山
自
己
所
說
，
他
﹁
懸
壺
於 孫中山行醫時使用過的醫療器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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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
門
、
羊
城
兩
地
以
問
世
，
而
實
則
為
革
命
運
動
之
開

始
也
﹂

2
。

當
時
，
孫
中
山
除
和
大
學
時
代
一
起
鼓
吹
反
清
革

命
的
陸
皓
東
、
鄭
士
良
、
陳
少
白
、
尢
列
等
舊
友
密
切

來
往
外
，
又
積
極
地
物
色
反
清
志
士
，
結
識
了
一
些
具

有
愛
國
思
想
和
對
清
朝
不
滿
的
新
朋
友
，
如
書
店
經
理

王
鬥
山
、
基
督
教
牧
師
王
質
甫
、
教
師
魏
友
琴
、
海
軍

軍
官
二
程
兄
弟
等
人
。
其
中
程
璧
光
系
廣
東
水
師
廣
丙

艦
管
帶
，
畢
業
於
福
建
水
師
學
堂
，
曾
被
派
赴
英
國
學

習
過
海
軍
業
務
；
其
弟
程
奎
光
為
鎮
濤
艦
管
帶
，
也
畢

業
於
福
建
水
師
學
堂
。
這
部
分
人
有
一
定
社
會
地
位
，

是
一
些
對
西
方
比
較
瞭
解
的
近
代
知
識
分
子
。

孫
中
山
和
這
些
新
朋
舊
友
經
常
聚
集
在
一
起
，
在

廣
州
聖
教
書
樓
後
的
禮
拜
堂
及
廣
雅
書
局
南
園
的
抗
風
軒
︵
今
文
德
路
省
立
中
山
圖
書
館
南
館
內
，
原
房

子
已
不
存
在
︶
談
論
時
事
和
政
治
，
謀
求
救
國
辦
法
，
為
實
現
理
想
做
準
備
。

2　 
︽
孫
中
山
全
集
︾
第
六
卷
，
中
華
書
局
一
九
八
五
年
版
，
第
二
百
二
十
九
頁
。

孫中山在澳門開辦的中西醫藥局舊址（位於澳門草堆街

八十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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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八
九
三
年
冬
初
，
孫
中
山
邀
集
陸

皓
東
、
鄭
士
良
、
魏
友
琴
、
尢
列
和
程
耀

辰
、
程
璧
光
、
程
奎
光
三
兄
弟
，
聚
會
在

抗
風
軒
，
在
推
心
置
腹
的
秘
密
議
論
中
，

曾
醞
釀
要
成
立
一
個
組
織
團
體
，
以
從
事

﹁
醫
國
﹂
活
動
。

他
們
選
擇
抗
風
軒
密
議
時
政
，
是
有

特
別
意
義
和
便
利
條
件
的
。
抗
風
軒
淵
遠

流
長
，
歷
為
名
人
集
社
之
所
。
在
明
初
，

翰
林
典
籍
孫
賁
、
給
事
中
王
佐
、
翰
林
侍

制
黃
哲
、
洛
陽
長
史
李
德
和
監
察
禦
史
趙

介
五
人
結
社
吟
詠
於
此
地
，
後
廢
為
總
鎮

府
花
園
。
嘉
靖
年
間
，
改
建
為
三
忠
祠
，

祀
宋
信
國
公
文
天
祥
、
丞
相
陸
秀
夫
和
越

國
公
張
世
傑
。
清
光
緒
十
三
年
，
兩
廣
總
督
張
之
洞
在
廣
州
創
立
廣
雅
書
院
，
次
年
修
葺
三
忠
祠
設
為
廣

雅
書
局
。
尢
列
在
廣
雅
書
局
附
近
的
廣
東
輿
圖
書
局
任
測
繪
生
，
與
局
員
相
熟
，
得
借
抗
風
軒
以
會
友
為

名
舉
行
密
談
。
該
處
環
境
幽
靜
，
有
利
於
避
開
清
吏
的
耳
目
。
孫
中
山
、
鄭
士
良
等
人
由
仰
慕
前
賢
而
效

一八九二年十二月，為拓展醫療事業，孫中山請吳節薇（楊鶴

齡的七妹夫）擔保，向鏡湖醫院借款開辦中西藥局。圖為孫中

山簽署的借款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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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古
人
，
在
抗
風
軒
談
古
論
今
，

鞭
撻
時
弊
，
抒
發
反
對
封
建
制

度
枷
鎖
的
情
感
，
議
論
成
立
政

治
組
織
，
其
寓
意
之
大
自
然
非

同
一
般
。

這
次
會
議
，
由
尢
列
主
持
，

孫
中
山
提
議
﹁
宜
先
成
立
團

體
﹂
，
倡
設
興
中
會
，
以
﹁
驅

除
韃
虜
，
恢
復
華
夏
﹂
為
宗
旨
，

﹁
從
皆
贊
成
之
﹂
。
後
來
因
為
參

加
人
數
很
少
，
沒
有
形
成
具
體

組
織
，
並
無
實
際
結
果
。
這
次

議
盟
，
也
為
後
來
興
中
會
的
建

立
和
乙
未
廣
州
首
義
作
了
思
想
和
組
織
上
的
準
備
。

儘
管
如
此
，
但
抗
風
軒
的
聚
會
和
議
盟
，
表
明
了
孫
中
山
的
民
族
革
命
思
想
已
趨
於
成
熟
，
他
已
進

入
了
結
集
同
志
、
團
聚
力
量
、
組
織
革
命
團
體
以
促
進
和
領
導
革
命
的
新
階
段
。
這
次
議
盟
，
也
為
後
來

興
中
會
的
建
立
和
乙
未
廣
州
首
義
作
了
思
想
和
組
織
上
的
準
備
。

因受葡籍醫生排擠，一八九三年秋，孫中山到廣州冼基開

辦東西藥局。圖為該址今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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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實
，
孫
中
山
所
提
出
的
﹁
驅
除
韃
虜
，
恢
復
華
夏
﹂
的
宗
旨
，
實
際
上
是
仿
照
朱
元
璋
︽
北
伐
檄
文
︾

中
的
﹁
驅
除
胡
虜
，
恢
復
中
華
﹂
而
來
。
它
體
現
不
出
近
代
民
主
革
命
歷
史
潮
流
的
趨
勢
，
更
多
地
帶
有

反
滿
復
漢
的
種
族
主
義
色
彩
。
儘
管
近
代
中
國
一
切
腐
敗
落
後
的
集
中
體
現
是
與
帝
國
主
義
相
勾
結
的
清

政
府
，
要
解
決
民
族
獨
立
的
根
本
問
題
必
須
首
先
推
翻
這
個
賣
國
政
府
；
反
清
革
命
確
實
也
反
映
了
廣
大

人
民
群
眾
的
願
望
，
但
狹
隘
的
種
族
主
義
畢
竟
不
能
成
為
民
主
革
命
的
思
想
武
器
；
恢
復
漢
人
統
治
也
不

可
能
解
決
民
族
獨
立
的
任
務
。
孫
中
山
雖
然
經
過
大
學
時
代
的
政
治
思
想
陶
冶
，
反
對
專
制
、
主
張
憲
政

的
民
主
主
義
思
想
成
分
有
了
很
大
增
長
，
師
法
西
方
、
建
設
良
善
政
府
也
已
有
所
考
慮
，
但
舊
傳
統
與
新

思
想
相
互
交
織
在
一
起
，
以
致
在
凝
聚
同
志
、
結
合
團
體
、
楬
櫫
宗
旨
時
，
仍
然
模
仿
古
代
人
來
興
政
圖

強
和
使
用
傳
統
的
語
言
。
所
以
，
他
當
時
倡
議
成
立
的
興
中
會
即
使
形
成
具
體
組
織
，
也
只
能
算
作
一
個

種
族
革
命
的
團
體
。

二
、
上
書
李
鴻
章

一
八
九
四
年
，
當
時
二
十
八
歲
的
孫
中
山
雖
然
已
經
有
了
一
些
革
命
思
想
，
但
是
還
沒
有
成
長
為
革

命
的
民
主
主
義
者
。
他
與
發
表
過
不
少
鼓
吹
改
良
主
義
主
張
論
文
的
何
啟
早
有
結
交
，
又
不
斷
和
改
良
主

義
者
鄭
觀
應
就
時
局
問
題
通
信
交
換
意
見
，
思
想
上
受
到
了
他
們
的
一
些
影
響
；
加
上
國
內
改
良
主
義
思

潮
盛
極
一
時
，
所
以
，
孫
中
山
與
當
時
的
某
些
先
進
人
物
一
樣
，
對
清
朝
政
府
抱
著
幻
想
，
寄
希
望
於
統

治
階
級
上
層
某
些
人
物
。
他
的
主
要
精
力
用
在
了
探
求
、
試
驗
並
向
統
治
者
提
出
改
革
救
國
主
張
方
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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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
在
一
八
九○

年
，
孫
中
山
還
在
香
港
西
醫

書
院
讀
書
時
，
就
曾
寫
信
給
已
退
職
的
香
山
縣
籍

洋
務
派
官
僚
鄭
藻
如
，
主
張
效
法
西
方
國
家
，
進

行
改
良
，
提
出
﹁
興
農
會
以
倡
革
農
桑
業
﹂
、
﹁
立

會
設
局
以
禁
絕
鴉
片
﹂
和
﹁
興
學
會
設
學
校
。
以

普
及
教
育
﹂
三
項
具
體
意
見
，
建
議
先
在
香
山
縣

倡
行
，
然
後
逐
漸
推
廣
到
全
國
各
地
。
此
外
，
他

在
一
八
九
一
年
前
後
寫
的
︽
農
功
︾
一
文
，
也
是

其
改
良
主
義
作
品
之
一
。
這
篇
文
章
完
全
沒
有
涉

及
變
革
農
業
中
的
封
建
生
產
關
係
問
題
，
只
是
主

張
學
習
西
方
的
科
學
技
術
以
改
良
中
國
的
農
業
生

產
，
反
映
了
孫
中
山
在
不
觸
動
封
建
主
義
經
濟
基

礎
的
前
提
下
要
求
發
展
資
本
主
義
農
業
的
願
望
。

到
了
一
八
九
四
年
夏
天
，
熱
情
奔
放
的
孫
中
山
又
特
地
尋
找
門
路
，
通
過
種
種
關
係
去
求
見
當
時
在
清
政

府
裡
掌
握
軍
、
政
、
外
交
大
權
的
直
隸
總
督
兼
北
洋
通
商
大
臣
李
鴻
章
，
期
望
著
通
過
建
議
改
革
政
治
以

謀
求
民
富
國
強
。

事
情
的
經
過
是
這
樣
的
：

一八九四年春，孫中山回鄉，在故居書房起草《上李鴻章

書》。圖為上海《萬國公報》刊登的《上李傅相書》（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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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八
九
四
年
︵
清
光
緒
二
十
年
︶
一
月
底
，
正
在
廣
州
開
東
西
藥
局
診
所
的
孫
中
山
突
然
不
知
去
向

了
，
失
蹤
了
。
診
所
裡
的
人
，
急
切
地
寫
信
給
香
港
孫
中
山
的
好
友
陳
少
白
，
告
急
說
藥
房
中
的
現
金
已

所
剩
無
幾
，
開
銷
都
成
大
問
題
了
，
卻
不
見
了
店
主
的
影
子
。
陳
少
白
立
即
回
到
廣
州
找
了
幾
天
，
但
仍

杳
無
音
訊
。
又
過
了
幾
天
，
還
是
一
點
消
息
都
沒
有
，
大
家
都
非
常
焦
急
。

原
來
，
在
春
寒
料
峭
、
淫
雨
紛
飛
的
一
個
早
晨
，
孫
中
山
丟
下
他
的
藥
房
，
靜
悄
悄
地
一
個
人
回
故

鄉
翠
亨
村
的
家
裡
，
關
起
門
來
，
埋
頭
去
起
草
︽
上
李
鴻
章
書
︾
去
了
。

陳
少
白
在
︽
興
中
會
革
命
史
要
︾
中
憶
述
說
，
到
了
第
十
六
天
，
孫
中
山
忽
然
跑
回
來
了
，
﹁
手
裡
拿

著
很
大
一
卷
像
檔
的
東
西
，
他
見
了
就
說
：
﹃
對
不
起
！
對
不
起
！
﹄
我
問
他
：
﹃
你
跑
到
什
麼
地
方
去

了
？
﹂
他
說
：
﹃
這
些
事
不
要
去
管

他
了
。
﹄
﹂
說
著
把
手
裡
的
文
稿
打

開
，
給
了
陳
少
白
，
商
量
如
何
修

改
。
經
陳
少
白
﹁
稍
微
修
改
一
下
﹂

後
，
便
研
究
怎
樣
尋
找
門
路
去
求
見

李
鴻
章
。

要
會
晤
李
鴻
章
，
絕
非
是
輕
而

易
舉
的
事
。
孫
中
山
幾
經
周
折
，
商

請
了
曾
經
做
過
澳
門
海
防
同
知
、
當

一八九四年夏，孫中山乘船經上海赴

天津求見李鴻章，陸皓東陪同孫中山

前往，圖為陸皓東十二歲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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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已
辭
官
在
廣
州
閒
居
的
魏
恒
替
他
寫
了
去
見
盛
宙
懷
的
推

薦
信
。
魏
恒
在
信
中
要
求
盛
宙
懷
出
面
轉
請
他
的
堂
兄
盛
宣

懷
向
李
鴻
章
推
薦
孫
中
山
。
信
上
說
，
孫
中
山
﹁
人
極
純
謹
，

精
熟
歐
洲
掌
故
，
政
治
、
語
言
、
文
字
均
皆
精
通
，
並
善
中

西
醫
術
。
︙
︙
現
擬
遠
遊
京
師
，
然
後
仍
作
歐
洲
之
遊
﹂
。

孫
中
山
攜
帶
著
陳
情
書
和
推
薦
信
，
在
摯
友
陸
皓
東
的

陪
同
下
，
於
同
年
春
夏
間
從
廣
州
北
上
，
前
往
上
海
。
在
上

海
，
他
除
了
如
願
以
償
地
得
到
盛
宙
懷
的
介
紹
之
外
，
還
專

訪
他
的
前
輩
鄭
觀
應
，
得
到
鄭
觀
應
的
幫
助
，
並
由
鄭
觀
應

介
紹
結
識
了
另
一
著
名
改
良
主
義
者
、
太
平
天
國
的
狀
元
王

韜
，
為
孫
中
山
疏
通
投
見
李
鴻
章
的
門
路
。
王
韜
寫
信
給
與

李
鴻
章
關
係
密
切
的
幕
僚
羅
豐
祿
，
請
求
幫
助
﹁
玉
成
其

志
﹂
；
鄭
觀
應
則
直
接
修
函
盛
宣
懷
，
稱
孫
中
山
﹁
其
志
不

可
謂
不
高
，
其
說
亦
頗
切
近
，
而
非
若
狂
士
之
大
言
欺
世
者

比
﹂
。
要
求
盛
宣
懷
介
紹
孫
中
山
去
見
李
鴻
章
，
﹁
一
白
其
胸

中
之
素
蘊
﹂
。

︽
上
書
李
鴻
章
︾
共
八
千
餘
字
。
孫
中
山
主
張
以
西
方
資

孫中山特別重視富國富民的振興衣業工作。此橫幅是他一九二一年給內政部農務局

秘書同鄉李祿超的題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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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
階
級
為
楷
模
，
採
用
先
進
科
學
技
術
以
發
展
工
農
業
生
產
，
使
工
商
業
擺
脫
封
建
束
縛
；
改
革
教
育
制

度
和
選
拔
人
才
制
度
，
達
到
國
家
獨
立
富
強
的
目
的
。
強
調
優
先
發
展
農
業
，
認
為
﹁
農
政
之
興
尤
為
今

日
之
急
需
﹂
，
建
議
開
設
農
師
學
堂
、
舉
辦
農
藝
博
覽
會
、
派
人
出
洋
考
察
、
開
墾
荒
地
、
集
商
經
營
等
，

以
促
進
農
牧
業
生
產
。
要
求
﹁
人
能
盡
其
才
，
地
能
盡
其
利
，
物
能
盡
其
用
，
貨
能
暢
其
流
﹂
，
認
為
﹁
此

四
事
者
，
富
強
之
大
經
，
治
國
之
大
本
﹂
。
並
就
這
四
件
事
的
內
涵
分
別
作
出
規
定
：
﹁
所
謂
人
能
盡
其
才

者
，
在
教
養
有
道
，
鼓
勵
有
方
，
任
使
得
法
也
。
﹂
；
﹁
所
謂
地
能
盡
其
利
者
，
在
農
政
有
官
，
農
務
有
學
，

耕
耨
有
器
也
。
﹂
；
﹁
所
謂
物
能
盡
其
用
者
，
在
窮
理
日
精
，
機
器
日
巧
，
不
作
無
益
以
害
有
益
也
。
﹂
；

﹁
所
謂
貨
能
暢
其
流
者
，
在
關
卡
之
無
阻
難
，
保
商
之
有
善
法
，
多
輪
船
鐵
道
之
載
運
也
。
﹂
還
逐
項
地
詳

細
加
以
論
證
。
它
反
映
著
孫
中
山
關
於
富
強

國
家
、
發
展
生
產
和
建
立
一
個
資
本
主
義
中

國
的
初
步
構
想
，
是
一
個
在
教
育
、
農
業
、

工
礦
業
、
商
業
、
交
通
運
輸
業
等
方
面
學
習

西
方
使
中
國
現
代
化
的
方
案
。
總
之
，
信
的

基
本
內
容
，
就
是
希
望
統
治
階
級
上
層
由
上

而
下
地
實
行
、
引
進
資
本
主
義
的
改
良
措

施
，
改
變
中
國
貧
窮
落
後
的
面
貌
。
他
認
為

清
政
府
如
採
納
他
的
主
張
，
只
要
做
到
上
述

孫中山與陸皓東途經上海時與宋嘉樹

結識，遂成至交。圖為宋嘉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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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面
，
就
會
﹁
以
中
國
之
人
民
材
力
，
而
能
步
武
泰
西
，
參
行
新
法
，
其
時
不
過
二
十
年
，
必
能
駕
歐
洲

而
上
之
﹂
。

應
該
說
，
孫
中
山
的
這
些
要
求
，
是
他
早
期
學
習
西
方
的
一
大
成
果
，
也
反
映
了
中
國
社
會
歷
史
發

展
的
需
要
，
表
達
了
正
在
不
斷
成
長
的
中
國
民
族
資
產
階
級
要
求
解
除
封
建
主
義
束
縛
，
發
展
資
本
主
義

的
強
烈
願
望
，
是
具
有
進
步
意
義
的
主
張
。

孫
中
山
為
上
書
言
事
而
閉
門
奮
筆
疾
書
，
之
後
又
四
處
奔
波
進
行
活
動
，
尋
找
疏
通
投
見
李
鴻
章
的

門
徑
，
表
明
他
對
這
次
上
書
抱
有
很
大
的
期
望
，
充
滿
信
心
地
認
為
﹁
李
鴻
章
在
當
時
還
可
算
識
時
務
的

大
員
﹂
，
較
之
那
些
一
味
守
舊
的
頑
固
派
官
僚
顯
得
要
開
明
些
，
既
握
有
重
權
又
是
漢
人
，
如
果
他
能
夠
接

納
自
己
的
主
張
，
促
使
清
政
府
重
新
振
作
，
使
中
國
現
狀
有
所
改
觀
，
這
樣
﹁
辦
起
來
，
也
未
嘗
不
可
以

挽
救
當
時
的
中
國
﹂
。
正
是
抱
著
這
種
心
情
，
他
興
沖
沖
地
又
從
上
海
趕
赴
天
津
，
去
求
見
李
鴻
章
。

一
八
九
四
年
︵
清
光
緒
二
十
年
︶
六
月
下
旬
，
孫
中
山
偕
陸
皓
東
抵
達
天
津
，
寄
寓
在
法
國
租
界
佛

滿
樓
客
棧
，
隨
即
通
過
盛
宣
懷
、
羅
豐
祿
等
人
，
將
自
己
的
上
書
轉
呈
李
鴻
章
。

由
於
打
通
了
關
節
，
得
到
有
力
人
物
的
介
紹
，
孫
中
山
的
陳
情
書
遞
到
了
李
鴻
章
手
裡
。
但
是
，
李

鴻
章
的
態
度
極
為
冷
淡
，
他
藉
口
軍
務
繁
忙
，
拒
絕
接
見
他
們
，
只
隨
便
地
傳
話
說
：
﹁
打
仗
完
了
以
後

再
見
吧
！
﹂
︵
其
時
中
日
戰
爭
即
將
爆
發
，
李
鴻
章
在
蘆
台
督
師
︶
對
上
書
的
主
張
未
加
理
睬
。

嚴
峻
的
現
實
，
使
抱
著
滿
腔
熱
情
的
孫
中
山
徹
底
失
望
。
他
試
圖
通
過
上
書
請
願
來
促
使
清
政
府
奮

起
的
活
動
失
敗
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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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創
立
興
中
會

津
門
上
書
的
失
敗
，
對
孫
中
山
是
一
次
深
刻
的
教
育
，
促
使
他
打
消
了
對
清
政
府
尚
存
的
一
些
幻
想
。

這
年
夏
秋
間
，
悶
悶
不
樂
的
孫
中
山
同
陸
皓
東
又
遊
歷
了
京
津
等
地
，
他
目
睹
清
政
府
的
種
種
腐
敗

齷
齪
現
象
﹁
更
倍
於
廣
州
﹂
，
深
感
清
朝
統
治
者
積
弊
已
深
，
無
可
救
藥
，
從
而
更
醒
悟
到
上
書
請
願
等
和

平
方
法
無
濟
於
事
，
這
條
道
路
是
走
不
通
的
，
必
須
用
根
本
改
造
來
代
替
局
部
改
革
。
於
是
，
他
就
毅
然

決
定
轉
上
用
武
力
推
翻
清
政
府
的
民
主
革
命
道
路
。

一
八
九
四
年
七
月
二
十
五
日
，
甲
午
中
日
戰
爭
爆
發
。
在
這
次
戰
爭
中
，
中
國
的
一
些
愛
國
官
兵
英

勇
作
戰
，
寧
死
不
屈
。
可
是
，
清
朝
政
府
腐
朽
無
能
，
不
敢
堅
決
抵
抗
，
戰
爭
遭
到
慘
重
失
敗
，
引
起
全

國
震
動
，
人
民
激
憤
。
這
時
，
孫
中
山
再
次
感
到
國
家
面
臨
著
嚴
重
的
民
族
危
機
，
進
一
步
認
識
到
﹁
和

平
方
法
，
無
可
復
施
﹂
。
熾
熱
的
革
命
救
國
意
念
，
促
使
他
﹁
積
漸
而
知
和
平
之
手
段
不
得
不
稍
易
以
強

迫
﹂

3
，
應
該
立
即
行
動
起
來
，
只
有
革
命
才
是
解
決
中
國
危
機
的
唯
一
出
路
。

也
就
在
這
一
年
的
十
月
，
孫
中
山
懷
著
革
命
的
遠
大
抱
負
，
從
上
海
乘
輪
船
經
日
本
，
再
度
到
自
己

少
年
時
讀
書
的
地
方

｜
檀
香
山
，
去
聯
絡
華
僑
，
宣
傳
革
命
思
想
，
進
行
組
織
革
命
的
活
動
，
為
策
動

反
清
革
命
做
準
備
。

當
時
，
檀
香
山
共
有
華
僑
兩
萬
多
人
，
其
中
絕
大
部
分
是
因
為
在
家
鄉
生
活
不
下
去
，
被
迫
背
井
離

3　 
︽
孫
中
山
全
集
︾
第
一
卷
，
中
華
書
局
一
九
八
一
年
版
，
第
五
十
二
頁
。



孫中山傳

。104。

鄉
，
漂
洋
過
海
的
。
他
們
多
靠
種
田
地
、
辟
蔗
園
、
經
營
商
業
為
生

計
。
其
中
有
少
數
人
靠
辛
勤
勞
動
的
積
聚
所
得
，
慢
慢
發
跡
成
為
資

本
家
。
孫
中
山
在
孫
眉
的
幫
助
下
，
在
當
地
華
僑
中
積
極
開
展
革
命

的
宣
傳
工
作
，
獲
得
了
經
營
商
業
的
宋
居
仁
、
夏
百
子
等
少
數
人
的

回
應
。
多
數
僑
胞
雖
然
也
怨
憤
由
於
清
政
府
的
腐
敗
，
使
其
在
國
外

備
受
殖
民
主
義
者
的
欺
壓
，
但
卻
安
於
現
狀
，
把
孫
中
山
的
反
清
宣

傳
視
為
﹁
作
亂
謀
反
言
論
﹂
，
害
怕
招
致
﹁
破
家
滅
族
﹂
之
禍
，
根

本
不
理
睬
他
。
就
是
親
友
故
舊
，
也
多
掩
耳
驚
走
，
﹁
奔
避
不
遑
﹂
。

所
以
，
起
初
贊
同
他
主
張
的
人
寥
寥
無
幾
，
有
的
甚
至
嘲
諷
他
是
癡

人
說
夢
。
孫
中
山
後
來
把
這
種
情
況
描
述
為
﹁
風
氣
未
開
，
人
心
錮

塞
﹂
。
但
是
這
種
遭
遇
，
並
沒
有
使
孫
中
山
氣
餒
、
頹
喪
。
由
於
他
堅

韌
不
拔
地
努
力
活
動
，
奔
走
逾
月
，
終
於
得
到
了
一
些
愛
國
僑
胞
和

香
山
籍
同
鄉
的
同
情
並
願
意
接
受
所
宣
傳
的
反
清
革
命
思
想
。
同
年

十
一
月
，
他
在
華
僑
中
動
員
了
二
十
多
名
關
懷
祖
國
命
運
的
人
︵
主

要
是
經
營
小
商
店
和
小
農
場
的
華
僑
，
另
有
少
數
工
人
、
醫
生
、
會
黨
等
︶
，
創
立
了
中
國
早
期
的
資
產
階

級
革
命
小
團
體

｜
興
中
會
。

十
一
月
二
十
四
日
，
在
火
奴
魯
魯
美
商
卑
涉
銀
行
華
人
經
理
何
寬
寓
所
舉
行
的
成
立
會
議
上
，
規
定
以 孫中山從事革命活動的孫眉農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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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振
興
中
華
，
維
持
國
體
﹂
為
宗
旨
，
這

二
十
多
人
舉
起
右
手
跟
著
孫
中
山
向
天
宣

誓
，
參
加
組
織
。
誓
詞
是
：
﹁
聯
盟
人
某

省
某
縣
人
某
某
，
驅
除
韃
虜
，
恢
復
中
國
，

創
立
合
眾
政
府
，
倘
有
貳
心
，
神
明
鑒

察
。
﹂

4
這
個
誓
詞
中
所
提
出
的
﹁
驅
除
韃

虜
，
恢
復
中
國
，
創
立
合
眾
政
府
﹂
的
革

命
主
張
，
第
一
次
向
中
國
人
民
提
出
推
翻

帝
國
主
義
走
狗
清
朝
政
府
、
建
立
一
個
以

美
利
堅
合
眾
國
為
模
式
的
民
主
共
和
政
體
的
理
想
。
這
是
中
國
歷
史
上
第
一
個
資
產
階
級
性
質
的
革
命
綱
領
，

是
孫
中
山
的
民
族
主
義
和
民
權
主
義
思
想
的
初
步
萌
芽
。

在
成
立
大
會
通
過
的
孫
中
山
親
自
起
草
的
︽
興
中
會
章
程
︾
中
，
以
強
烈
的
愛
國
激
情
，
揭
露
了
帝

國
主
義
列
強
瓜
分
中
國
所
造
成
的
民
族
危
機
，
指
出
當
時
的
險
惡
局
勢
：
﹁
方
今
強
鄰
環
列
，
虎
視
鷹
瞵
，

久
垂
涎
於
中
華
五
金
之
富
，
物
產
之
饒
，
蠶
食
鯨
吞
，
已
效
尤
於
接
踵
；
瓜
分
豆
剖
，
實
堪
慮
於
目
前
。

有
心
人
不
禁
大
聲
疾
呼
，
亟
拯
斯
民
於
水
火
，
切
扶
大
廈
之
將
傾
。
﹂
而
清
政
府
﹁
上
則
因
循
苟
且
，
粉

4　
馮
自
由
：
︽
華
僑
革
命
開
國
史
︾
，
商
務
印
書
館
一
九
四
六
年
版
，
第
二
十
六
頁
。

興中會誓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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飾
虛
張
，
下
則
蒙
昧
無
知
，
鮮
能
遠

慮
﹂
，
造
成
﹁
辱
國
喪
師
，
︙
︙
乃

以
庸
奴
誤
國
，
荼
毒
蒼
生
，
一
蹶
不

振
，
如
斯
之
極
﹂
。
強
烈
地
譴
責
了

清
朝
統
治
者
的
腐
敗
無
能
、
禍
國
殃

民
的
罪
行
，
發
出
了
聯
絡
一
切
有
志

救
國
的
中
外
華
人
群
起
共
同
救
國
的

呼
籲
，
其
目
的
就
是
為
了
民
族
獨
立

和
國
家
富
強
。
﹁
振
興
中
華
﹂
的
口

號
，
便
是
在
︽
檀
香
山
興
中
會
章

程
︾
中
第
一
次
提
出
來
的
。
此
外
，
︽
章
程
︾
還
就
經
費
、
組
織
機
構
、
議
事
制
度
以
及
吸
收
新
會
員
等
問

題
作
了
一
些
規
定
。

在
成
立
大
會
上
，
還
分
別
選
出
劉
祥
︵
火
奴
魯
魯
永
和
泰
雜
貨
店
司
理
︶
和
何
寬
為
檀
香
山
興
中
會

的
正
副
主
席
，
程
蔚
南
︵
商
人
︶
和
許
直
臣
︵
教
員
︶
為
正
副
文
案
，
黃
華
恢
︵
商
號
司
帳
︶
為
管
庫
，

李
昌
︵
政
府
機
關
及
︽
檀
山
新
報
︾
譯
員
︶
、
鄭
金
︵
商
人
、
移
民
局
譯
員
︶
等
八
人
為
值
理
，
並
決
定
會

址
設
在
﹁
華
人
消
防
所
﹂
二
樓
。

興
中
會
是
第
一
個
中
國
資
產
階
級
革
命
組
織
。
它
的
創
建
，
發
出
了
資
產
階
級
民
主
革
命
的
第
一
個

孫中山在其主持制訂的《檀香山興中會章

程》中首次提出「振興中華」口號。圖為《興

中會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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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
號
；
它
成
立
後
的
反
清
活
動
為
革
命
播
下
了
火
種
，
從
而
也
宣
告
了
中
國
近
代
資
產
階
級
民
主
革
命
活

動
的
開
端
。

興
中
會
成
立
後
，
孫
中
山
又
派
人
到
檀
香
山
各
埠
進
行
擴
展
組
織
、
發
展
會
員
的
工
作
。
宋
居
仁
、

李
昌
到
茄
荷
蕾
埠
，
建
立
了
以
孫
眉
為
主
席
的
興
中
會
分
會
；
孫
眉
又
到
百
衣
︵Paia

︶
，
建
立
了
以
鄧
蔭

南
為
主
席
的
興
中
會
分
會
。
這
年
冬
天
和
次
年
間

的
數
月
內
，
陸
續
有
一
些
華
僑
入
會
。
在
有
名
籍

可
稽
的
一
百
二
十
九
名
會
員
中
，
華
僑
資
產
階
級

︵
工
商
業
者
、
小
農
畜
牧
場
主
、
銀
行
家
等
︶
占

百
分
之
六
十
二
點
五
；
自
由
職
業
者
︵
公
務
員
、

教
員
、
新
聞
記
者
、
技
師
等
︶
占
占
百
分
之
十
一

點
七
；
工
人
占
百
分
之
二
十
五
點
八
；
他
們
均
屬

廣
東
省
籍
，
其
中
香
山
縣
人
占
百
分
之
五
十
六
點

三
。
他
們
之
中
有
一
些
會
黨
分
子
，
如
鄧
蔭
南
、

鐘
木
賢
等
。

不
過
，
檀
香
山
興
中
會
畢
竟
是
中
國
民
主
革

命
派
建
立
的
最
早
的
組
織
，
是
中
國
近
代
史
上
第

一
個
具
有
現
代
意
識
的
完
全
新
型
的
革
命
團
體
。

興中會經常活動的場所 ｜ 華僑李昌的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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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
的
創
建
發
出
了
民
主
革
命
的
第
一
個
信
號
，
為
反
清
革
命
活
動
播
下
了
火
種
，
也
宣
告
中
國
近
代
民
主

革
命
活
動
的
開
端
；
它
還
表
明
著
中
國
資
產
階
級
民
主
革
命
在
組
織
形
式
上
的
初
步
形
成
，
從
此
中
國
的

民
族
民
主
革
命
進
入
了
正
軌
時
期
。

當
然
，
無
論
它
的
章
程
︵
並
沒
有
公
開
提
出
革
命
的
主
張
︶
，
還
是
它
的
組
織
成
員
狀
況
︵
帶
有
狹
隘

的
地
域
性
，
缺
乏
更
為
廣
泛
的
群
眾
基
礎
︶
，
都
明
顯
地
帶
有
早
期
的
、
不
成
熟
的
特
徵
，
存
在
很
大
的
弱

點
，
因
而
它
並
沒
有
能
成
為
一
個
堅
強
的
革
命
團
體
，
沒
有
真
正
形
成
中
國
民
主
革
命
派
的
戰
鬥
核
心
。

當
孫
中
山
離
開
檀
香
山
後
，
它
的
活
動
幾
乎
立
刻
停
止
，
在
以
後
的
革
命
鬥
爭
中
也
未
能
發
揮
重
要
作
用
。

興
中
會
的
出
現
，
並
不
是
偶
然
的
。
它
是
近
代
中
國
社
會
經
濟
、
政
治
發
展
的
產
物
。
鴉
片
戰
爭
後
，

外
國
資
本
主
義
的
入
侵
，
一
方
面
破
壞
了
中
國
自
給
自
足
的
自
然
經
濟
的
基
礎
，
給
資
本
主
義
造
成
了
商

品
市
場
和
勞
力
市
場
；
另
一
方
面
又
促
進
了
城
鄉
商
品
經
濟
的
活
躍
，
使
一
部
分
人
掌
握
了
一
定
數
量
可

以
轉
化
為
資
本
的
貨
幣
。
這
就
給
中
國
資
本
主
義
生
產
的
發
展
造
成
了
某
些
客
觀
條
件
和
可
能
。
十
九

世
紀
七
十
年
代
，
以
廣
州
、
上
海
二
地
創
辦
的
企
業
為
起
點
，
中
國
民
族
資
本
主
義
近
代
工
業
開
始
緩

慢
地
發
展
起
來
。
一
八
九
四
年
，
全
國
有
名
的
民
族
資
本
主
義
企
業
達
一
百○

七
家
，
內
有
資
本
可
計
者

六
十
七
家
，
共
有
資
本
六
百
二
十
八
萬
九
千○

三
十
五
元
。
它
們
主
要
是
輕
工
業
部
門
，
包
括
紡
織
、
繅
絲
、

軋
花
、
榨
油
、
造
紙
、
火
柴
、
機
器
、
製
藥
等
業
。
儘
管
這
些
企
業
資
金
不
足
，
規
模
較
小
，
技
術
設
備

落
後
，
但
它
卻
意
味
著
一
個
進
步
階
級
的
產
生
和
新
的
鬥
爭
的
到
來
。
隨
著
民
族
資
產
階
級
的
初
步
發
展
，

其
政
治
力
量
也
有
明
顯
的
增
長
。
孫
中
山
就
是
這
個
階
級
的
代
表
。
在
中
國
社
會
半
殖
民
地
化
日
益
加
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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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民
族
危
機
日
趨
緊
迫
下
，
中
國
各
階
層
人
民
反
抗
外
國
侵
略
勢
力
及
其
在
中
國
的
走
狗
的
鬥
爭
也
日
益

加
劇
，
以
孫
中
山
為
代
表
所
發
動
的
民
主
革
命
運
動
隨
之
開
始
興
起
。
興
中
會
便
是
在
這
樣
的
歷
史
條
件

下
由
資
產
階
級
革
命
分
子
所
組
成
的
革
命
團
體
。

四
、
首
次
武
裝
起
義

｜
乙
未
廣
州
之
役

一
八
九
五
年
︵
清
光
緒
二
十
一
年
︶
一
月
下
旬
，
孫
中
山
從
檀
香
山
趕
赴
香
港
，
準
備
利
用
清
政
府

在
甲
午
戰
爭
中
一
敗
塗
地
而
民
心
憤
懣
的
有
利
時
機
，
在
廣
州
發
動
武
裝
起
義
。
檀
香
山
興
中
會
的
少
數

激
進
分
子
，
如
鄧
蔭
南
、
宋
居
仁
等
人
，
自
願
隨
同
孫
中
山
回
港
準
備
參
加
起
義
。
孫
中
山
一
回
到
香
港
，

便
約
集
過
去
志
趣
相
投
的
摯
友
陸
皓
東
、
鄭
士
良
、
陳
少
白
、
楊
鶴
齡
等
，
又
聯
繫
和
物
色
了
同
氣
相
求

的
一
些
人
士
，
商
議
如
何
發
動
起
義
的
問
題
。
同
年
二
月
二
十
一
日
，
他
在
香
港
中
環
士
丹
唐
街
十
三
號

成
立
了
興
中
會
總
機
關
。
為
避
人
耳
目
，
對
外
用
﹁
乾
亨
行
﹂

5
名
義
作
掩
護
。
其
骨
幹
成
員
，
有
陳
少
白
、

陸
皓
東
、
鄭
士
良
，
以
及
香
港
的
楊
衢
雲
、
謝
纘
泰
等
人
。
他
們
都
是
思
想
比
較
激
進
的
反
清
志
士
，
形

成
了
一
個
戰
鬥
的
領
導
核
心
。
他
們
修
訂
了
︽
興
中
會
章
程
︾
，
明
顯
加
強
了
革
命
色
彩
。
它
激
烈
抨
擊
清

政
府
的
腐
敗
殘
暴
，
指
出
當
時
的
﹁
政
治
不
修
，
綱
維
敗
壞
，
朝
廷
則
鬻
爵
賣
國
，
公
行
賄
賂
；
官
府
則

剝
民
刮
地
，
暴
過
虎
狼
。
盜
賊
橫
行
，
饑
饉
交
集
，
哀
鴻
遍
野
，
民
不
聊
生
﹂
；
強
調
發
動
更
廣
泛
的
群

5　 
﹁
乾
亨
﹂
一
語
，
取
自
︽
易
經
︾
，
寓
﹁
乾
無
奉
行
天
命
，
其
道
乃
亨
主
義
﹂
。
意
為
﹁
物
極
必
反
，
漢
族
已
有
否
極
泰
來
之
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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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
，
要
求
將
救
國
主
張
﹁
務
使
舉
國
之
人

皆
能
通
曉
，
聯
智
愚
為
一
心
，
合
遐
邇
為

一
德
，
群
策
群
力
，
投
大
遺
艱
﹂
，
一
起

參
加
救
國
的
革
命
行
動
。
這
樣
，
它
就
大

大
高
超
於
檀
香
山
的
興
中
會
一
籌
了
。

之
後
，
孫
中
山
偕
同
陸
皓
東
、
鄭
士

良
等
人
到
了
廣
州
，
在
雙
門
底
王
家
祠
雲

岡
別
墅
成
立
了
興
中
會
組
織
，
陸
續
入
會

者
達
數
百
人
之
多
。

孫
中
山
早
在
檀
香
山
興
中
會
成
立
後
，
便
已
開
始
引
導
會
員
籌
集
軍
費
，
並
召
集
宋
居
仁
、
夏
百
子
等

二
十
餘
人
組
織
兵
操
隊
，
聘
請
一
個
丹
麥
人
為
教
官
，
進
行
軍
事
訓
練
，
準
備
回
國
進
行
反
清
武
裝
起
義
。

待
香
港
興
中
會
一
建
立
，
他
便
著
手
組
織
武
裝
起
義
，
同
大
家
籌
畫
如
何
去
襲
取
廣
州
。
正
在
這
個
時
候
，

清
政
府
於
一
八
九
五
年
四
月
五
日
與
日
本
簽
訂
了
割
地
賠
款
的
︽
馬
關
條
約
︾
，
使
日
本
侵
佔
了
臺
灣
和
澎

湖
列
島
，
勒
索
了
兩
億
多
兩
白
銀
的
賠
款
；
還
允
許
日
本
資
本
家
直
接
來
中
國
開
辦
工
廠
。
全
國
人
民
聞

訊
無
不
痛
心
疾
首
，
義
憤
填
膺
。
許
多
人
撰
寫
文
章
和
詩
歌
，
反
對
割
讓
臺
灣
，
要
求
廢
除
這
個
喪
權
辱

國
的
條
約
，
聲
討
清
朝
政
府
賣
國
罪
行
。
孫
中
山
更
加
激
憤
，
認
為
時
機
已
到
，
不
能
再
等
了
。
他
立
即

籌
備
用
革
命
的
暴
力
推
翻
清
政
府
，
走
上
武
裝
鬥
爭
的
道
路
。

孫眉全力支持弟弟的反清活動，成為

孫中山從事革命活動的堅強後盾。圖

為孫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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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發
動
起
義
，
孫
中
山
和
戰
友
陸
皓
東
、
楊
衢
雲
、
鄭
士
良
等
辛
勤
奔
走
，
往
來
於
港
、
粵
之
間
策

劃
部
署
一
切
，
在
廣
州
設
立
﹁
農
學
會
﹂
作
為
掩
護
起
義
的
機
關
，
又
在
香
港
同
興
中
會
領
導
成
員
多
次

開
會
，
討
論
起
義
計
畫
和
起
義
後
的
具
體
政
策
。
經
過
商
議
，
決
定
由
孫
中
山
駐
廣
州
親
自
擔
任
軍
務
，

直
接
指
揮
起
義
，
鄭
士
良
、
陸
皓
東
、
陳
少
白
隨
同
前
往
，
協
助
行
動
；
楊
衢
雲
、
黃
詠
商
等
人
則
留
在

香
港
，
負
責
籌
措
經
費
和
購
運
軍
械
等
工
作
，
擔
任
後
方
接
應
和
人
力
、
物
力
的
補
給
。

為
了
增
強
起
義
成
功
的
把
握
，
孫
中
山
還
積

極
活
動
，
爭
取
外
援
。
他
派
謝
纘
泰
與
︽
德
臣
西

報
︾
主
筆
黎
德
︵T. H

. R
eid

︶
、
︽
士
蔑
西
報
︾

主
筆
鄧
肯
︵C

. D
uncon

︶
聯
繫
，
爭
取
這
兩
家

英
文
報
紙
的
支
持
；
又
與
日
本
駐
香
港
領
事
中
川

恒
次
郎
接
觸
，
明
確
表
示
自
己
的
革
命
目
標
，
要

求
給
予
支
援
，
但
遭
到
日
本
政
府
的
斷
然
拒
絕
。

幻
想
得
到
帝
國
主
義
的
援
助
是
不
切
實
際
的
，
這

是
孫
中
山
革
命
生
涯
中
的
一
個
很
大
的
弱
點
，
對

此
他
直
到
晚
年
才
有
清
醒
的
認
識
。

經
過
半
年
的
積
極
活
動
，
購
買
了
六
百
支
新

式
手
槍
，
聯
絡
並
組
織
了
珠
江
三
角
洲
地
區
和
廣

一八九五年廣州起義，由陸皓東設計，孫中山親繪的

起義軍軍旗（其圖案後被中國國民黨黨旗、黨徽和中

華民國國旗所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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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
省
各
地
的
會
黨
、
﹁
綠
林
﹂
、
遊
勇
及
防
營
、
水
師
隊
伍
，
先
後
建
立
秘
密
機
關
數
十
處
，
決
定
於
當
年

十
月
二
十
六
日
︵
舊
曆
九
月
初
九
︶
，
利
用
重
陽
節
回
鄉
群
眾
來
省
城
掃
墓
的
機
會
，
炸
毀
兩
廣
總
督
署
，

在
廣
州
舉
行
武
裝
起
義
。
規
定
了
參
加
起
義
用
紅
布
纏
臂
作
標
誌
，
以
﹁
除
暴
安
良
﹂
為
口
號
，
陸
皓
東

又
設
計
了
一
種
青
天
白
日
旗
以
代
替
清
王
朝
的
黃
龍
旗
，
並
制
定
了
奪
取
廣
州
後
揮
師
北
上
，
直
搗
京
師
，

推
翻
清
王
朝
的
計
畫
。
到
十
月
二
十
五
日
晚
，
各
地
的
﹁
綠
林
﹂
首
領
、
軍
隊
首
領
等
，
多
已
集
中
到
廣

州
等
候
命
令
，
他
們
摩
拳
擦
掌
，
準
備
著
投
入
戰
鬥
。

不
料
，
就
在
這
時
，

情
況
突
然
發
生
了
變
化
。

孫
中
山
接
到
楊
衢
雲
從
香

港
發
來
的
電
報
，
通
知
原

定
由
他
帶
領
的
充
當
起
義

主
力
的
三
千
名
敢
死
隊
員

和
一
部
分
槍
支
彈
藥
，
不

能
按
期
到
達
廣
州
。
這
樣

一
來
，
就
打
亂
了
起
義
計

畫
。
正
當
他
們
採
取
緊
急

措
施
以
應
變
時
，
又
由
於

廣州起義失敗後，孫中山與陳少白（右）、鄭士

良（左）乘船經香港、臺灣流亡日本。圖為當

時三人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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謀
事
不
密
，
加
上
參
加
起
義
的
朱
淇
向
清
政
府
告
密
，
起
義
計
畫
事
先
被
清
政
府
察
覺
，
同
時
香
港
殖
民

當
局
也
暗
中
向
清
政
府
的
兩
廣
總
督
通
報
了
興
中
會
的
活
動
情
況
。
於
是
，
兩
廣
總
督
譚
鐘
麟
便
急
調
軍

隊
加
強
廣
州
防
衛
，
並
大
舉
出
動
，
封
閉
革
命
機
關
，
四
處
搜
捕
起
義
人
員
。
這
次
起
義
尚
未
正
式
發
動

就
被
查
獲
破
壞
了
。
陸
皓
東
及
會
黨
首
領
朱
貴
全
、
丘
四
等
被
捕
後
英
勇
就
義
，
另
有
四
十
餘
人
被
捕
入

獄
。
這
是
孫
中
山
領
導
的
第
一
次
武
裝
起
義
。

廣
州
起
義
，
實
際
上
是
一
種
單
純
軍
事
冒
險
的
行
動
。
它
不
是
紮
根
於
廣
大
群
眾
之
中
，
而
是
依
靠

外
面
輸
入
隊
伍
襲
擊
大
城
市
。
當
時
廣
州
清
軍
有
一
萬
多
人
，
興
中
會
用
幾
千
名
臨
時
集
結
並
沒
有
經
過

扎
實
組
織
和
宣
傳
工
作
的
隊
伍
舉
行
起
義
，
又
加
之
內
部
步
調
不
一
和
謀
事
不
密
，
以
致
起
義
失
敗
。

儘
管
廣
州
起
義
未
及
發
難
就
告
失
敗
，
但
在
近
代
中
國
革
命
鬥
爭
的
史
冊
上
，
仍
然
有
著
重
要
意
義
。

它
是
﹁
孫
中
山
戰
鬥
事
業
的
起
點
﹂
，
是
孫
中
山
及
興
中
會
領
導
的
第
一
次
反
清
武
裝
起
義
。
它
是
民
主

革
命
派
以
暴
力
革
命
形
式
宣
告
一
種
新
的
政
治
力
量
登
上
歷
史
舞
臺
的
開
始
。
烈
士
們
的
鮮
血
為
中
國
近

代
的
民
主
革
命
史
譜
寫
了
壯
烈
的
首
頁
，
從
此
中
國
近
代
革
命
民
主
派
正
式
揭
舉
起
武
裝
革
命
的
旗
幟
，

清
王
朝
的
喪
鐘
因
此
而
敲
響
，
革
命
先
行
者
孫
中
山
也
開
始
為
人
所
注
目
。

廣
州
起
義
反
映
了
孫
中
山
和
他
的
同
志
們
還
遠
不
是
成
熟
的
革
命
家
，
這
次
暴
力
嘗
試
的
失
敗
和
上
次
上

書
和
平
改
良
的
失
敗
一
樣
，
都
只
是
孫
中
山
革
命
思
想
和
活
動
逐
漸
發
展
成
熟
過
程
中
的
一
個
環
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