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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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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聯
合
蘇
俄

多
年
來
，
孫
中
山
和
中
國
共
產
黨
人
及
共
產
國
際
代
表
建
立
了
聯
繫
和
交
往
，
蘇
俄
革
命
成
功
和
國

內
群
眾
運
動
的
發
展
，
使
孫
中
山
深
受
鼓
舞
，
也
促
使
他
從
深
深
反
省
過
去
一
再
失
敗
的
經
驗
和
教
訓
後
，

看
到
了
新
的
希
望
。

早
在
辛
亥
革
命
後
不
久
，
列
寧
曾
在
︽
涅
瓦
明
星
報
︾
及
︽
真
理
報
︾
上
，
連
續
發
表
有
關
孫
中
山

和
中
國
辛
亥
革
命
的
文
章
：
一
九
一
二
年
發
表
過
︽
中
國
的
民
主
主
義
與
民
粹
主
義
︾
和
︽
新
生
的
中
國
︾

兩
文
；
一
九
一
三
年
發
表
了
︽
中
華
民
國
的
巨
大
勝
利
︾
、
︽
中
國
黨
派
的
鬥
爭
︾
和
︽
落
後
的
歐
洲
和
先

進
的
亞
洲
︾
諸
文
，
讚
揚
和
高
度
評
價
孫
中
山
和
他
領
導
的
革
命
運
動
，
說
孫
中
山
的
思
想
﹁
是
真
正
偉

大
人
民
的
偉
大
思
想
﹂
，
他
所
領
導
的
辛
亥
革
命
的
勝
利
說
明
﹁
四
億
落
後
的
亞
洲
人
已
經
從
酣
睡
中
清

醒
，
走
向
光
明
、
運
動
和
鬥
爭
了
﹂
。
這
些
，
曾
對
於
中
國
民
主
革
命
起
了
有
益
的
推
動
和
鼓
舞
作
用
。

俄
國
十
月
革
命
後
不
久
，
一
九
一
七
年
十
二
月
，
蘇
俄
政
府
就
宣
告
廢
除
沙
皇
與
其
他
各
國
締
結
的

一
切
不
平
等
條
約
，
放
棄
在
外
國
的
一
切
特
權
，
表
示
了
對
一
切
被
壓
迫
民
族
的
友
好
態
度
。
一
九
一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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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七
月
二
十
五
日
和
一
九
二○

年
九
月
二
十
七
日
，
又
先
後
兩
次
發
表
對
華
宣
言
，
一
再
重
申
沙
俄
、
臨

時
政
府
對
外
簽
訂
的
不
平
等
條
約
、
密
約
﹁
立
即
作
廢
﹂
，
無
代
價
地
放
棄
沙
俄
奪
取
的
在
華
權
益
，
還
提

議
在
完
全
平
等
和
互
相
尊
重
的
基
礎
上
正
式
恢
復
兩
國
人
民
的
友
誼
，
互
相
提
攜
，
﹁
為
自
由
而
戰
﹂
。
這

一
切
舉
措
使
孫
中
山
進
一
步
受
到
極
大
鼓
舞
，
得
到
了
熱
烈
歡
迎
。

如
前
所
述
，
孫
中
山
很
早
就
嚮
往
十
月
革
命
，
希
望
學
習
俄
國
的
經
驗
。
這
時
，
又
受
到
蘇
俄
連
續

發
表
對
華
宣
言
的
鼓
舞
，
迅
速
地
把
企
望
的
目
光
轉
向
蘇
俄
，
更
日
益
密
切
地
注
視
和
研
究
十
月
革
命
的

發
展
及
蘇
維
埃
政
權
的
各
項
政
策
，
還
準
備
派
廖
仲
愷
、
朱
執
信
、
李
章
達
去
蘇
俄
學
習
，
並
曾
特
為
他

們
請
了
俄
語
教
師
學
習
俄
文
。

孫
中
山
的
聯
合
蘇
俄
主
張
以
及
學
習
蘇
俄
的
願
望
，
通
過
此
後
的
與
蘇
俄
代
表
、
記
者
和
使
節
們
的

通
信
、
會
晤
和
懇
談
，
就
逐
漸
萌
發
了
。

一
九
二○

年
秋
，
經
陳
獨
秀
介
紹
，
孫
中
山
在
上
海
會
見
了
共
產
國
際
遠
東
局
派
到
中
國
來
的
第
一

個
使
者
維
金
斯
基
︵
一
八
九
三—

一
九
五
三
年
，
中
文
名
字
吳
庭
康
，
有
時
使
用
﹁
魏
琴
﹂
的
筆
名
︶
，
這

是
共
產
國
際
使
者
同
孫
中
山
的
第
一
次
會
見
。
維
金
斯
基
後
來
回
憶
說
：
﹁
孫
中
山
在
自
己
的
書
房
裡
接

見
了
我
們
。
孫
中
山
沒
有
搞
那
套
中
國
的
習
慣
性
禮
節
，
他
立
即
請
我
們
在
桌
子
後
坐
下
，
接
著
便
開
始

詢
問
關
於
俄
國
和
俄
國
革
命
的
情
況
。
﹂
維
金
斯
基
對
這
些
一
一
作
了
介
紹
。
孫
中
山
﹁
對
一
個
問
題
極

感
興
趣
，
那
就
是
：
如
何
將
剛
剛
從
盤
踞
廣
州
的
反
動
桂
軍
手
裡
解
放
出
來
的
華
南
鬥
爭
與
遙
遠
的
俄
國

的
鬥
爭
結
合
起
來
﹂
？
孫
中
山
抱
怨
說
：
﹁
廣
東
的
地
理
位
置
無
法
使
我
們
同
俄
國
建
立
聯
繫
。
﹂
他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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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與
蘇
俄
建
立
電
臺
聯
繫
，
﹁
一
直
詢
問
是
否
能
在
符
拉
迪
沃
斯
托
克
︵
即
符
拉
迪
沃
斯
托
克
︶
或
滿
洲
裡

建
立
一
個
你
們
可
以
與
廣
州
聯
繫
的
大
功
率
電
臺
﹂
，
從
而
使
蘇
俄
能
夠
同
廣
州
通
訊
。
孫
中
山
還
說
，
他

希
望
通
過
中
國
南
部
軍
事
勝
利
，
在
中
部
、
北
部
各
省
發
展
革
命
運
動
。

在
孫
中
山
被
非
常
國
會
推
舉
為
非
常
大
總
統
後
，
一
九
二
一
年
四
月
的
中
、
下
旬
，
他
在
廣
州
接
見

遠
東
共
和
國
通
訊
社
︵
簡
稱
﹁
遠
東
社
﹂
︶
駐
廣
州
記
者
斯
達
揚
諾
維
奇
和
俄
羅
斯
通
訊
社
、
遠
東
社
北
京

分
社
社
長
霍
多
羅
夫
．
A
，
表
述
了
對
蘇
維
埃
俄
國
的
所
有
問
題
的
關
注
。
這
是
孫
中
山
唯
一
的
一
次
同

蘇
俄
記
者
的
談
話
。

斯
達
揚
諾
維
奇
和
霍
多
羅
夫
．
A
在
事
後
寫
的
一
篇
︽
和
孫
中
山
的
一
次
談
話
︾
中
這
樣
記
載
：
﹁
孫

中
山
博
士
體
格
健
壯
，
身
材
勻
稱
︙
︙
他
舉
止
文
雅
，
鎮
定
自
若
，
使
人
覺
得
他
是
一
位
堅
強
的
人
，
是

一
位
對
自
己
的
一
言
一
行
都
很
自
信
的
人
。
孫
中
山
個
子
不
高
，
容
貌
整
潔
，
圓
臉
龐
，
身
穿
著
一
件
很

普
通
的
灰
色
短
上
衣
。
﹂
孫
中
山
在
回
答
他
們
的
問
題
時
說
：
﹁
中
國
人
民
對
連
綿
不
斷
的
紛
爭
和
內
戰

早
已
厭
倦
，
並
深
惡
痛
絕
。
他
們
堅
決
要
求
停
止
這
些
紛
爭
，
將
中
國
成
為
一
個
統
一
、
完
整
的
國
家
。

因
而
，
我
們
正
在
盡
力
完
成
賦
予
我
們
的
這
一
艱
巨
的
歷
史
使
命
。
﹂
並
指
出
：
﹁
中
國
人
民
再
也
不
能

容
忍
別
人
瓜
分
自
己
的
國
家
，
他
們
希
望
統
一
，
成
為
一
個
強
大
的
和
不
可
動
搖
的
民
族
。
﹂
孫
中
山
在

談
到
蘇
俄
問
題
時
，
明
確
說
：
﹁
我
對
俄
國
和
遠
東
發
生
的
事
情
很
感
興
趣
。
請
問
，
蘇
維
埃
俄
國
與
遠

東
共
和
國
不
同
之
處
何
在
？
遠
東
共
和
國
到
底
是
什
麼
樣
的
國
家
？
？
﹂
採
訪
者
寫
道
：
﹁
俄
國
各
階
層

人
民
在
﹃
不
許
干
涉
﹄
的
口
號
下
團
結
一
致
，
給
孫
中
山
留
下
了
非
常
深
刻
的
印
象
。
孫
中
山
對
有
關
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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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
共
和
國
的
所
有
問
題
都
極
為
關
注
。
﹂

孫
中
山
在
加
緊
進
行
北
伐
準
備
工
作
的
同
時
，
也
加
強
了
同
蘇
俄
的
聯
繫
，
並
注
意
研
究
十
月
革
命

後
蘇
俄
成
功
的
經
驗
。
一
九
二
一
年
八
月
二
十
八
日
，
他
在
答
覆
俄
羅
斯
蘇
維
埃
共
和
國
外
交
人
民
委
員

齊
契
林
的
信
件
中
，
介
紹
了
自
辛
亥
革
命
以
來
中
國
政
治
情
況
和
自
己
的
艱
難
遭
遇
，
切
盼
加
強
接
觸
，

同
這
個
新
生
的
社
會
主
義
國
家
取
得
聯
繫
，
以
便
瞭
解
它
在
政
治
、
軍
事
、
教
育
等
方
面
的
經
驗
。
他
懇

切
地
說
：
﹁
我
希
望
與
您
及
莫
斯
科
的
其
他
友
人
獲
得
私
人
的
接
觸
。
我
非
常
注
意
你
們
的
事
業
，
特
別

是
你
們
蘇
維
埃
的
組
織
、
你
們
軍
隊
和
教
育
的
組
織
。
﹂
在
信
中
他
向
﹁
列
寧
以
及
所
有
為
了
人
類
自
由

事
業
而
有
許
多
成
就
的
友
人
們
致
敬
﹂
，
還
提
出
今
後
通
信
聯
繫
的
意
見
。
這
封
信
，
表
達
了
孫
中
山
要
同

蘇
俄
建
立
聯
繫
的
願
望
。

同
年
六
月
三
日
，
列
寧
指
派
共
產
國
際
代
表
馬
林
來
到
上
海
，
會
見
了
張
繼
，
同
國
民
黨
總
部
建
立

了
聯
繫
。
之
後
，
他
在
年
底
由
張
太
雷
陪
同
到
廣
西
桂
林
會
見
了
孫
中
山
。

孫
中
山
和
馬
林
進
行
了
三
次
長
談
，
談
了
有
關
十
月
革
命
和
中
國
的
情
況
，
雙
方
討
論
了
中
俄
聯
盟

的
可
能
性
。
據
馬
林
回
憶
說
：
﹁
我
與
孫
討
論
了
群
眾
運
動
和
在
工
人
階
級
中
進
行
宣
傳
的
必
要
性
等
等
。

我
告
訴
他
爪
哇
民
族
主
義
性
質
的
群
眾
組
織

｜
伊
斯
蘭
教
聯
盟
的
發
展
；
孫
則
向
我
講
述
了
國
民
黨
的

策
略
、
它
的
歷
史
、
袁
世
凱
時
期
在
國
外
的
非
法
活
動
、
與
太
平
洋
各
國
華
僑
的
聯
繫
和
他
們
對
國
民
黨

的
幫
助
。
﹂
孫
中
山
對
蘇
俄
實
行
新
經
濟
政
策
特
別
感
到
興
趣
，
並
把
這
種
政
策
同
他
的
民
生
主
義
政
策

誤
解
為
一
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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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後
，
孫
中
山
在
給
廖
仲
愷
和
汪
精
衛
的
電
報
中
談
到
這
一
問
題
時
說
：
﹁
蘇
俄
革
命
後
實
行
馬
克

思
之
共
產
主
義
，
余
甚
滋
疑
。
以
現
世
界
正
在
資
本
主
義
旺
盛
時
代
，
俄
國
工
商
業
不
甚
發
達
，
共
產
主

義
不
能
單
獨
成
功
，
其
去
實
行
之
期
尚
遠
。
今
聞
馬
林
言
，
始
悉
蘇
俄
行
共
產
主
義
後
，
以
深
感
困
難
，

乃
改
行
新
經
濟
政
策
。
此
種
新
經
濟
政
策
，
其
精

神
與
余
所
主
張
之
民
生
主
義
，
不
謀
而
合
。
余
深

信
蘇
俄
能
先
實
行
與
余
之
主
義
相
符
之
政
策
，
益

信
余
之
主
義
切
合
實
行
，
終
必
能
成
功
也
。
﹂
儘

管
這
是
一
種
誤
解
，
但
正
是
從
這
個
基
本
點
出
發
，

孫
中
山
萌
發
了
聯
合
蘇
維
埃
俄
國
的
念
頭
。

當
時
，
馬
林
研
究
了
中
國
政
局
，
認
為
香
港

英
國
政
府
一
定
不
允
許
廣
州
革
命
政
府
發
展
，
陳

炯
明
與
孫
中
山
也
不
能
相
容
。
他
還
向
孫
中
山
提

出
了
關
於
中
國
革
命
問
題
的
兩
點
建
議
：
﹁
第
一
，

要
進
行
中
國
革
命
，
就
要
有
好
的
政
黨
，
這
個
政

黨
要
聯
合
各
界
人
民
，
特
別
是
工
農
大
眾
。
第
二
，

要
有
革
命
的
武
裝
核
心
，
要
辦
軍
官
學
校
。
﹂
這

幾
句
話
正
說
到
孫
中
山
的
心
坎
裡
。
經
過
多
少
次

一九二二年八月，孫中山委託廖仲愷到日本與蘇俄代表越飛會

談合作問題。圖為同年冬廖仲愷等人在日本時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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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
命
的
失
敗
，
孫
中
山
的
確
也
感
到
這
兩
個
問
題
的
重
要
。
他
所
領
導
的
革
命
黨
，
經
過
幾
次
改
組
，
名

稱
換
了
好
幾
個
，
最
後
叫
做
中
國
國
民
黨
。
但
是
這
個
政
黨
的
力
量
很
薄
弱
，
起
的
作
用
不
大
。
他
曾
經

聯
絡
過
南
方
地
方
軍
閥
的
軍
隊
，
但
是
一
再
被
利
用
和
被
驅
逐
。
因
此
，
孫
中
山
十
分
贊
同
這
兩
點
建
議
，

深
感
這
次
會
見
使
他
﹁
心
上
非
常
高
興
﹂
。

一
九
二
二
年
三
月
，
少
共
國
際
代
表
C
．
A

．

達
林
到
達
上
海
，
隨
即
被
任
命
為
蘇
俄
政
府
全
權
代

表
同
孫
中
山
談
判
。
四
月
二
十
七
日
，
他
在
瞿
秋
白
、
張
太
雷
的
陪
同
下
，
由
上
海
到
廣
州
會
見
了
孫
中
山
。

據
達
林
記
述
：
從
四
月
二
十
七
日
至
六
月
十
六
日
，
孫
中
山
同
達
林
每
週
至
少
會
談
兩
次
，
每
次
會
談
都

有
兩
小
時
左
右
。
孫
中
山
向
達
林
介
紹
了
華
南
情
形
，
並
瞭
解
了
蘇
俄
的
情
況
，
對
紅
軍
的
規
模
、
組
織

和
政
治
教
育
很
感
興
趣
。
孫
中
山
充
分
表
達
了
自
己
﹁
對
蘇
俄
的
友
好
感
情
﹂
，
並
﹁
說
明
他
打
算
與
蘇
俄

建
立
聯
繫
﹂
。

通
過
上
述
這
些
活
動
，
孫
中
山
對
蘇
俄
有
了
進
一
步
的
認
識
，
從
而
考
慮
以
俄
國
為
榜
樣
來
促
進
中

國
革
命
的
發
展
，
並
希
望
在
今
後
的
革
命
事
業
中
能
夠
得
到
蘇
俄
的
幫
助
，
從
此
，
他
決
意
要
走
聯
俄
師

俄
的
道
路
。

二
、
容
納
中
共

一
九
二
二
年
，
由
於
陳
炯
明
的
叛
亂
，
使
心
情
十
分
沉
重
的
孫
中
山
重
新
思
索
革
命
的
出
路
，
尋
找

新
的
同
盟
者
。
當
孫
中
山
在
這
一
年
八
月
十
四
日
再
次
回
到
上
海
時
，
中
國
共
產
黨
已
於
六
月
十
五
日
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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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了
︽
第
一
次
對
於
時
局
主
張
︾
，
又
於
七
月
在
上
海
舉
行
了
第
二
次
全
國
代
表
大
會
。
︽
第
一
次
對
於
時

局
主
張
︾
向
人
民
指
出
，
中
國
禍
亂
的
根
本
原
因
，
在
於
帝
國
主
義
與
封
建
軍
閥
。
提
出
了
﹁
打
倒
帝
國

主
義
﹂
、
﹁
打
倒
軍
閥
﹂
的
革
命
口
號
。
它
對
孫
中
山
領
導
的
中
國
國
民
黨
作
了
公
正
的
評
價
，
同
時
也
坦

率
地
批
評
了
國
民
黨
的
錯
誤
，
指
出
：
﹁
中
國
現
存
的
各
政
黨
，
只
有
國
民
黨
比
較
是
革
命
的
民
主
派
，

比
較
是
真
正
的
民
主
派
﹂
，
但
是
﹁
他
們
黨
內
往
往
有
不
一
致
的
行
動
及
對
外
有
親
近
一
派
帝
國
主
義
的
傾

向
，
對
內
兩
次
與
北
洋
軍
閥
攜
手
︙
︙
這
種
動
搖
不
定
的
政
策
，
實
有
改
變
的
必
要
﹂
。
並
表
明
中
國
共
產

黨
願
與
孫
中
山
聯
合
。
還
提
出
了
和
國
民
黨
民
主
派
及
其
他
革
命
團
體
建
立
民
主
主
義
的
聯
合
戰
線
，
向

帝
國
主
義
和
封
建
軍
閥
作
堅
決
鬥
爭
的
具
體
主
張
。

中
國
共
產
黨
第
二
次
代
表
大
會
發
表
的
宣
言
中
，
對
中
國
社
會
的
基
本
政
治
、
經
濟
狀
況
和
當
前
的

革
命
任
務
等
問
題
，
作
了
詳
細
的
闡
述
，
規
定
了
黨
的
最
高
綱
領
和
最
低
綱
領
。
指
出
中
國
人
民
革
命
的

當
前
的
基
本
任
務
是
：
﹁
︵
一
︶
消
除
內
亂
，
打
倒
軍
閥
，
建
設
國
內
和
平
；
︵
二
︶
推
翻
國
際
帝
國
主
義

的
壓
迫
，
達
到
中
華
民
族
完
全
獨
立
；
︵
三
︶
統
一
中
國
︙
︙
為
真
正
民
主
共
和
國
。
﹂
代
表
大
會
還
明

確
提
出
同
國
民
黨
及
其
他
社
會
組
織
建
立
聯
合
戰
線
的
主
張
，
並
作
出
了
︽
關
於
﹁
民
主
聯
合
戰
線
﹂
的

決
議
案
︾
，
指
出
殖
民
地
國
家
的
無
產
階
級
﹁
必
須
暫
時
聯
合
民
主
派
才
能
夠
打
倒
公
共
的
敵
人

｜
本
國

的
封
建
軍
閥
及
國
際
帝
國
主
義

｜
之
壓
迫
﹂
。

這
些
文
件
中
，
提
出
的
中
國
民
主
革
命
的
內
容
及
對
國
民
黨
的
批
評
和
建
議
，
對
於
正
處
在
苦
悶
彷

徨
中
的
孫
中
山
是
有
力
的
幫
助
，
使
他
對
時
局
有
了
更
清
楚
的
認
識
。
他
回
顧
自
己
多
年
來
和
封
建
軍
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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鬥
爭
的
親
身
經
歷
，
開
始
認
識
到
南
北
軍
閥
的
背
後
，
有
帝
國
主
義
在
那
裡
操
縱
，
逐
漸
體
會
到
中
國
共

產
黨
的
反
帝
反
封
建
革
命
口
號
提
得
正
確
。

早
在
一
九
二
二
年
初
，
馬
林
經
過
調
查
認
為
孫
中
山
的
國
民
黨
是
一
個
在
中
國
可
以
聯
合
的
革
命
黨

後
，
便
向
中
國
共
產
黨
中
央
提
出
同
國
民
黨
聯
合
的
建
議
，
並
主
張
共
產
黨
員
和
社
會
主
義
青
年
團
員
以

個
人
身
分
加
入
國
民
黨
，
同
國
民
黨
建
立
黨
內
聯
合
的
統
一
戰
線
。
在
共
產
國
際
的
指
導
下
，
同
年
八
月

下
旬
中
國
共
產
黨
中
央
在
杭
州
西
湖
召
開
特
別
會
議
︵
即
西
湖
會
議
︶
，
作
出
了
部
分
共
產
黨
人
加
入
國
民

黨
的
決
議
。
同
月
二
十
五
日
，
馬
林
在
上
海
法
租
界
孫
中
山
住
所
再
次
會
見
了
孫
中
山
，
向
孫
中
山
介
紹

了
共
產
國
際
關
於
中
國
共
產
黨
人
加
入
國
民
黨
的
決
定
，
積
極
促
成
國
共
合
作
。
他
還
勸
告
孫
中
山
不
要

單
靠
軍
事
行
動
去
收
復
廣
州
，
而
要
以
上
海
為
基
地
開
展
群
眾
性
的
宣
傳
活
動
。
與
此
同
時
，
陳
獨
秀
和

李
大
釗
等
分
別
拜
會
孫
中
山
，
對
他
表
示
慰
問
和
支
持
；
還
同
張
繼
就
兩
黨
合
作
問
題
交
換
了
意
見
，
直

接
給
孫
中
山
等
國
民
黨
領
導
人
以
積
極
影
響
和
幫
助
。

當
時
，
中
共
早
期
領
導
者
李
大
釗
為
促
成
第
一
次
國
共
合
作
做
出
了
重
要
的
貢
獻
，
他
在
參
加
西
湖

會
議
之
後
，
於
八
月
底
到
上
海
莫
里
哀
路
孫
中
山
寓
所
和
孫
中
山
進
行
多
次
交
談
，
討
論
了
﹁
振
興
國
民

黨
以
便
進
而
振
興
中
國
﹂
的
﹁
種
種
問
題
﹂
。
有
一
次
，
他
們
專
門
就
振
興
中
國
問
題
暢
談
了
好
幾
個
小
時
。

孫
中
山
對
這
種
真
誠
的
幫
助
感
到
非
常
興
奮
，
和
李
大
釗
﹁
暢
談
不
厭
，
幾
乎
忘
食
﹂
。
並
當
即
提
議
李
大

釗
加
入
國
民
黨
。
當
李
大
釗
表
示
自
己
是
第
三
國
際
的
一
個
黨
員
時
，
孫
中
山
回
答
說
：
﹁
這
不
打
緊
，

你
儘
管
一
面
做
第
三
國
際
的
黨
員
，
儘
管
加
入
本
黨
幫
助
我
。
﹂
明
確
地
表
達
了
黨
內
合
作
的
願
望
。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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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國
民
黨
容
納
共
產
黨
員
之
始
。

孫
中
山
對
李
大
釗
十
分
尊
敬
，
﹁
他
認
為
這
些
人
是
他
的
真
正
的
革
命
同
志
。
他
知
道
，
在
鬥
爭
中
他

能
依
靠
他
們
的
明
確
的
思
想
和
無
畏
的
勇
氣
﹂
。
李
大
釗
也
常
到
孫
中
山
家
裡
去
做
客
，
就
革
命
工
作
交
換

意
見
。
李
大
釗
根
據
中
共
的
提
示
，
同
意
了
孫
中
山
的
提
議
，
他
由
張
繼
介
紹
、
孫
中
山
主
盟
最
先
加
入
國

民
黨
。
這
也
為
此
後
的
中
共
黨
人
加
入
國
民
黨
開
了
先
河
。
接
著
，
有
陳
獨
秀
、
蔡
和
森
、
張
太
雷
、
張
國

燾
等
一
批
共
產
黨
員
以
個
人
身
分
陸
續
加
入
國
民
黨
。
孫
中
山
進
一
步
得
到
了
中
國
共
產
黨
人
的
幫
助
。

為
了
促
進
國
共
合
作
統
一
戰
線
的
實
現
，
中
國
共
產
黨
還
通
過
同
年
九
月
創
刊
的
機
關
報
︽
嚮
導
︾

週
報
發
表
文
章
，
對
孫
中
山
提
出
善
意
的
批
評
和
忠
告
。

例
如
蔡
和
森
的
文
章
就
指
出
：
如
果
一

味
依
靠
帝
國
主
義
與
封
建
軍
閥
，
進
行
縱
橫

捭
闔
，
用
這
個
辦
法
來
抵
抗
暴
力
，
將
會
失

掉
革
命
的
生
命
。
要
使
革
命
成
功
，
便
要
一

面
﹁
與
民
眾
為
親
切
的
結
合
﹂
，
一
面
與
列

寧
的
蘇
維
埃
俄
國
攜
手
，
﹁
大
著
膽
子
明
白

地
反
抗
︙
︙
兩
種
惡
勢
力
︵
按
：
指
帝
國
主

義
和
封
建
勢
力
︶
﹂
。
又
如
，
在
︽
國
民
運

動
、
革
命
軍
和
革
命
宣
傳
︾
一
文
中
，
指
出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十五日，孫中山在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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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
中
山
﹁
只
是
時
常
依
靠
別
的
有
力
分
子
對
他
的
感
情
為
轉
移
，
那
些
有
力
分
子
昨
天
還
是
他
的
好
朋
友
，

今
天
能
夠
翻
臉
，
明
天
或
成
仇
敵
﹂
。
對
他
幻
想
利
用
軍
閥
力
量
，
企
圖
從
聯
絡
一
派
打
倒
一
派
中
取
得
勝

利
的
嚴
重
錯
誤
，
提
出
了
善
意
的
批
評
。
要
他
依
靠
民
眾
，
組
織
真
正
革
命
的
軍
隊
。
再
如
，
在
︽
羞
見

國
民
的
中
國
國
民
黨
︾
一
文
中
，
針
對
國
民
黨
歷
來
偏
重
於
軍
事
活
動
，
忽
視
對
群
眾
的
宣
傳
工
作
與
組

織
工
作
的
缺
點
，
指
出
：
這
是
國
民
黨
自
辛
亥
革
命
以
來
十
二
年
奮
鬥
一
無
所
成
的
最
主
要
原
因
。
李
大

釗
還
在
︽
普
遍
全
國
的
國
民
黨
︾
一
文
中
，
呼
籲
：
﹁
中
國
現
在
很
需
要
一
個
普
遍
全
國
的
國
民
黨
，
國

民
黨
應
該
有
適
應
這
種
需
要
努
力
於
普
遍
全
國
的
組
織
和
宣
傳
的
覺
悟
。
﹂

同
年
八
月
，
蘇
俄
政
府
為
與
北
京
政
府
商
談
外
交
、
商
務
關
係
，
特
命
副
外
長
越
飛
以
全
權
大
使
身

分
來
華
。
越
飛
在
北
京
一
面
進
行
緊
張
的
外
交
活
動
，
一
面
於
同
月
下
旬
派
代
表
攜
函
到
上
海
與
孫
中
山

接
洽
。
孫
中
山
與
越
飛
的
代
表
進
行
了
會
晤
，
回
答
了
所
問
的
﹁
遠
東
大
局
問
題
及
解
決
方
法
﹂
，
並
請
其

先
派
與
越
飛
同
行
的
軍
事
工
作
者
到
上
海
來
，
以
便
詳
細
瞭
解
軍
事
問
題
。
這
一
會
晤
更
加
強
了
孫
中
山

前
進
的
決
心
，
他
滿
懷
喜
悅
地
認
為
：
﹁
從
此
彼
此
︵
已
︶
通
訊
，
凡
事
當
易
商
量
矣
。
﹂
又
在
致
蔣
介

石
函
中
說
：
﹁
兄
前
有
志
於
西
圖
。
吾
近
日
在
滬
已
代
兄
行
之
矣
。
吾
幸
得
彼
津
梁
，
從
此
可
日
相
接
近
。
﹂

接
著
，
孫
中
山
同
越
飛
直
接
通
訊
聯
繫
，
商
討
有
關
革
命
的
各
種
迫
切
問
題
。
在
一
九
二
二
年
八—

十
二
月
間
，
他
們
曾
往
來
信
件
七
次
︵
越
飛
寫
信
四
封
，
孫
中
山
覆
信
三
封
︶
。
在
通
信
中
，
越
飛
向
孫
中

山
介
紹
了
蘇
維
埃
共
和
國
的
國
內
與
國
際
的
狀
況
，
介
紹
了
他
與
北
京
當
局
就
同
中
國
建
交
問
題
而
進
行

的
談
判
和
他
所
遇
到
的
困
難
。
孫
中
山
也
向
越
飛
介
紹
了
中
國
內
部
的
政
治
形
勢
，
講
述
了
自
己
的
政
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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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
事
計
畫
，
尖
銳
地
批
評
了
北
京
政
府
，
說
它
是
﹁
某
個
外
國
的
代
理
人
﹂
。
孫
中
山
寫
道
：
﹁
這
個
評
語

用
在
同
蘇
俄
的
談
判
上
和
關
係
上
是
特
別
正
確
的
。
十
分
清
楚
，
有
些
國
家
不
願
中
國
和
俄
國
達
成
協
議
，

除
非
它
們
先
從
莫
斯
科
得
到
經
濟
投
降
的
條
件
。
與
此
同
時
，
它
們
也
不
歡
迎
我
們
兩
國
有
達
成
能
促
進

中
國
擺
脫
它
們
的
政
治
和
經
濟
壓
制
的
任
何
協
定
的
前
途
。
﹂
通
過
信
函
的
不
斷
來
往
，
孫
中
山
與
越
飛

之
間
的
關
係
日
益
密
切
。
同
年
十
二
月
，
孫
中
山
又
派
張
繼
去
北
京
會
見
越
飛
，
商
談
他
要
與
越
飛
親
自

會
晤
的
問
題
。

當
時
蓬
勃
發
展
的
工
農
群
眾
運
動
，
對
於
孫
中
山
的
思
想
的
轉
變
，
也
起
了
促
進
作
用
。

中
國
共
產
黨
成
立
不
久
，
在
各
地
先
後
建
立
起
領
導
工
人
鬥
爭
的
各
種
組
織
；
很
快
地
掀
起
了
轟
轟

烈
烈
的
一
九
二
二
年
一
月
至
一
九
二
三
年
二
月
的
中
國
第
一
次
工
人
運
動
高
潮
。
在
一
年
多
的
時
間
內
，

全
國
各
大
城
市
和
工
業
中
心
，
有
三
十
多
萬
工
人
進
行
了
多
次
的
罷
工
。
一
九
二
二
年
一
月
香
港
六
萬
多

海
員
為
反
抗
英
國
資
本
家
的
壓
迫
，
要
求
增
加
工
資
，
舉
行
了
堅
持
八
個
星
期
之
久
的
大
罷
工
。
支
持
這

一
鬥
爭
的
，
遍
及
香
港
全
市
的
所
有
工
人
，
參
加
鬥
爭
的
達
十
多
萬
人
。
在
毛
澤
東
領
導
下
，
湖
南
地
區

到
一
九
二
二
年
秋
，
就
建
立
了
二
十
多
個
工
會
，
會
員
有
四
萬
餘
人
，
先
後
舉
行
了
著
名
的
安
源
路
礦
︵
安

源
煤
礦
和
株
萍
鐵
路
︶
工
人
、
粵
漢
鐵
路
工
人
、
長
沙
泥
木
工
人
、
水
口
山
鉛
鋅
礦
工
人
等
十
多
次
罷
工

鬥
爭
。
在
鬥
爭
勝
利
後
，
於
十
一
月
成
立
了
湖
南
全
省
工
團
聯
合
會
。
一
九
二
三
年
初
爆
發
了
震
動
中
外

的
京
漢
鐵
路
工
人
﹁
二
七
﹂
大
罷
工
。

與
此
同
時
，
中
國
共
產
黨
領
導
的
農
民
運
動
也
發
展
起
來
了
。
一
九
二
三
年
，
在
毛
澤
東
領
導
下
，
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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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衡
山
縣
成
立
了
岳
北
農
工
會
。
同
年
一
月
，
廣
東
海
豐
縣
成
立
起
總
農
會
，
會
員
達
十
萬
人
，
對
地
主

階
級
進
行
了
減
租
鬥
爭
。
接
著
廣
東
各
地
農
民
也
組
織
起
來
，
不
少
縣
成
立
了
農
會
，
會
員
增
加
到
二
十

多
萬
人
，
形
成
了
一
支
強
大
的
農
民
革
命
隊
伍
。
還
有
很
多
地
區
的
農
民
反
抗
統
治
階
級
的
自
發
鬥
爭
，

也
風
起
雲
湧
，
綿
延
不
絕
。

孫
中
山
從
這
些
工
人
、
農
民
群
眾
運
動
中
，
特
別
是
從
香
港
海
員
大
罷
工
和
﹁
二
七
﹂
罷
工
的
偉
大

鬥
爭
中
，
受
到
了
深
刻
的
教
育
和
啟
發
。
他
逐
步
覺
察
到
工
農
階
級
和
中
國
共
產
黨
的
偉
大
革
命
力
量
，

從
而
促
使
他
在
思
想
上
和
革
命
實
踐
上
的
重
大
轉
變
，
在
迂
回
曲
折
的
革
命
進
程
中
走
出
了
死
胡
同
，
找

到
了
正
確
的
出
路
。
從
此
，
孫
中
山
邁
上
了
聯
俄
容
共
的
嶄
新
大
道
。

孫
中
山
虛
心
接
受
中
國
共
產
黨
和
蘇
俄
代
表
所
提
出
的
建
議
，
決
心
採
取
聯
合
共
產
黨
的
政
策
，
對

國
民
黨
進
行
改
組
，
使
它
成
為
國
共
合
作
的
統
一
戰
線
的
組
織
形
式
。

三
、
籌
備
改
組
中
國
國
民
黨

廣
州
革
命
政
權
重
新
建
立
和
廣
東
革
命
根
基
地
基
本
穩
固
之
後
，
孫
中
山
在
整
軍
北
伐
的
同
時
，
積

極
進
行
改
組
中
國
國
民
黨
的
準
備
工
作
。
在
中
國
共
產
黨
和
國
際
無
產
階
級
的
真
誠
幫
助
下
，
孫
中
山
很

快
完
成
了
中
國
國
民
黨
改
組
的
一
切
準
備
。

中
華
革
命
黨
改
組
為
中
國
國
民
黨
以
來
，
內
憂
外
患
，
國
無
寧
日
。
客
觀
形
勢
的
發
展
對
資
產
階
級

革
命
黨
的
要
求
越
來
越
高
，
然
而
中
國
國
民
黨
的
組
織
狀
況
遠
遠
不
能
適
應
革
命
發
展
的
要
求
，
除
少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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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
員
尚
能
以
三
民
主
義
為
行
動
指
南
，
跟
隨
孫
中
山
奔
走
革
命
，
屢
仆
屢
起
外
，
大
多
數
黨
員
放
任
自
由
，

沒
有
指
導
。
由
於
缺
乏
堅
強
的
組
織
和
統
一
的
領
導
，
雖
有
數
十
萬
黨
員
，
但
不
能
收
到
統
一
行
動
的
效

果
。
孫
中
山
認
為
只
有
重
新
組
黨
才
是
補
救
之
策
。
他
為
著
改
善
國
民
黨
存
在
的
﹁
組
織
未
備
、
訓
練
未

周
﹂
、
﹁
分
子
此
刻
過
於
複
雜
、
黨
內
的
人
格
太
不
齊
﹂
的
現
狀

29
，
孫
中
山
在
共
產
國
際
和
中
國
共
產
黨

的
幫
助
下
，
從
一
九
二
二
年
九
月
開
始
進
行
改
組
國
民
黨
的
準
備
工
作
，
為
實
現
國
共
合
作
創
造
條
件
。

九
月
四
日
，
孫
中
山
在
上
海
召
開
了
研
究
改
進
國
民
黨
計
畫
的
首
次
會
議
，
與
會
者
有
張
繼
等
五
十
三

人
。
孫
中
山
即
席
解
釋
了
聯
俄
容
共
政
策
。
馬
林
應
邀
參
加
並
講
了
話
。
會
議
一
致
贊
同
孫
中
山
改
組
國

民
黨
的
主
張
，
並
初
步
成
立
了
改
組
工
作
的
機
構
。
九
月
六
日
，
孫
中
山
指
定
茅
祖
權
、
覃
振
、
丁
惟
汾
、

張
秋
白
、
呂
志
伊
、
田
桐
、
陳
獨
秀
、
陳
樹
人
和
管
鵬
九
人
為
中
國
國
民
黨
改
進
案
起
草
委
員
會
委
員
，

陳
獨
秀
為
黨
務
改
進
計
畫
起
草
委
員
。

30
不
久
，
起
草
委
員
會
起
草
的
改
進
案
初
稿
完
成
。
十
一
月
十
五
日
，

孫
中
山
又
召
集
國
民
黨
代
表
五
十
九
人
開
會
，
審
議
經
過
修
訂
的
中
國
國
民
黨
改
進
案
，
並
推
胡
漢
民
為

宣
言
起
草
員
。
至
十
二
月
十
六
日
，
他
再
次
召
集
各
省
代
表
六
十
五
人
開
會
，
討
論
修
改
已
起
草
的
中
國

國
民
黨
改
進
案
宣
言
以
及
黨
綱
黨
章
。
正
如
孫
中
山
稍
後
在
答
覆
山
西
國
民
黨
人
陸
世
益
的
信
中
所
表
示

2
9　 
︽
國
民
黨
員
不
可
存
心
做
官
發
財
︾
、
︽
中
國
國
民
黨
改
組
宣
言
︾
，
︽
孫
中
山
選
集
︾
下
卷
，
人
民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六
年
版
，
第

四
百
六
十
、
四
百
七
十
三
頁
。

3
0　 
王
章
陵
：
︽
中
國
共
產
主
義
青
年
團
史
論
︵
一
九
二○

—

一
九
二
七
︶
︾
，
臺
北
：
黎
明
文
化
事
業
公
司
一
九
七
三
年
版
，
第
八
十
九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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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那
樣
，
他
是
在
積
極
地
進
行
著
﹁
改
組
黨
務
﹂
的
工
作

31
。

中
國
共
產
黨
採
取
了
許
多
實
際
步
驟
說
明

孫
中
山
，
如
派
代
表
參
與
研
究
國
民
黨
改
組
計

畫
，
草
擬
宣
言
和
黨
綱
、
黨
章
，
並
接
受
孫
中

山
的
邀
請
，
派
出
共
產
黨
人
以
個
人
身
分
加
入

國
民
黨
，
以
增
強
國
民
黨
的
進
步
力
量
，
同
時

說
明
他
建
立
組
織
，
開
展
工
作
，
從
而
使
這
個

衰
老
的
政
黨
由
於
得
到
新
鮮
的
革
命
血
液
而
有

了
生
機
。
所
有
這
些
，
說
明
孫
中
山
確
已
邁
開

了
前
進
的
步
伐
，
踏
上
了
革
命
的
新
征
途
了
。

在
上
述
三
次
改
進
國
民
黨
會
議
的
基
礎
上
，

一
九
二
三
年
一
月
一
日
，
孫
中
山
發
表
了
︽
中

國
國
民
黨
宣
言
︾
。
宣
言
中
強
調
今
後
革
命
必
須

依
靠
民
眾
力
量
，
提
出
：
﹁
今
日
革
命
則
立
於

民
眾
之
地
位
，
而
為
之
嚮
導
。
﹂
革
命
事
業
應

3
1　 
陸
世
益
：
︽
孫
中
山
先
生
兵
工
政
策
論
︾
，
上
海
北
新
書
局
一
九
二
九
年
版
，
第
一
百
三
十
五
頁
。

孫中山任命包括共產黨人在內的國民黨參議人員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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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
民
眾
發
之
，
亦
由
民
眾
成
之
﹂
。
並
且
﹁
依
三
民
五
權
之
原
則
﹂
，
提
出
了
﹁
國
家
建
設
計
畫
及
現
所

採
用
之
政
策
﹂
。
民
族
主
義
方
面
：
由
於
中
國
仍
然
﹁
陷
於
為
列
強
殖
民
之
地
位
﹂
，
所
以
，
必
須
﹁
內
以

促
進
全
國
民
族
之
進
化
，
外
以
謀
世
界
民
族
之
平
等
﹂
。

要
求
﹁
厲
行
普
及
教
育
，
增
進
全
國
民
族
之
文
化
﹂
； 

﹁
力
圖
改
正
條
約
，
恢
復
我
國
國
際
上
自
由
平
等
地

位
﹂
。
這
是
第
一
次
提
出
了
修
改
不
平
等
條
約
的
綱
領
。

民
權
主
義
方
面
：
鑒
於
﹁
現
代
代
議
制
度
，
已
成
民
權

主
義
之
弩
末
，
階
級
選
舉
，
易
為
少
數
操
縱
﹂
，
因
此
，

應
當
﹁
實
行
普
選
制
度
﹂
，
使
群
眾
﹁
直
接
行
使
創
制
、

複
決
、
選
舉
、
罷
免
各
權
﹂
，
並
﹁
確
定
人
民
有
集
會
、

結
社
、
言
論
、
出
版
、
居
住
、
信
仰
之
絕
對
自
由
權
﹂
。

民
生
主
義
方
面
：
﹁
由
國
家
規
定
土
地
法
、
使
用
土
地

法
及
地
價
稅
法
﹂
；
﹁
鐵
路
、
礦
山
、
森
林
、
水
利
及

其
他
大
規
模
之
工
商
業
、
應
歸
於
全
民
者
，
由
國
家
經

營
管
理
，
並
得
由
工
人
參
與
一
部
分
之
管
理
權
﹂
。
此

外
，
還
包
括
﹁
制
訂
工
人
保
護
法
﹂
，
﹁
改
良
農
村
組

一九二三年一月二日，孫中山在上海召開中國國民黨改進大會，通

過了修改後的中國國民黨黨綱，宣佈以「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法」

為建國綱領。圖是經孫中山批改的黨綱草案（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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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
，
增
進
農
人
生
活
﹂

32
等
等
。

從
這
裡
可
以
看
出
，
孫
中
山
的

思
想
正
由
於
接
受
共
產
黨
人
對

他
的
影
響
而
發
生
明
顯
的
變

化
。

︽
中
國
國
民
黨
宣
言
︾
的

發
表
，
標
誌
著
國
民
黨
政
策
上

有
了
重
大
的
轉
變
，
成
為
國
民

黨
改
組
的
先
聲
。
接
著
，
孫
中
山
又
於
二
日
召
開
中
國
國
民
黨
改
進
大
會
，
公
佈
了
︽
中
國
國
民
黨
黨
綱
︾
；

三
日
，
公
佈
了
︽
中
國
國
民
黨
總
章
︾
。
同
月
下
旬
，
他
還
以
總
理
名
義
任
命
了
國
民
黨
本
部
各
部
部
長
：

總
務
部
正
副
部
長
是
彭
素
民
、
林
祖
涵
︵
伯
渠
︶
；
黨
務
部
正
副
部
長
是
陳
樹
人
、
孫
鏡
；
財
務
部
正
副

部
長
是
林
業
明
、
周
佩
箴
；
宣
傳
部
正
副
部
長
是
葉
楚
傖
、
茅
祖
權
；
交
際
部
正
副
部
長
是
張
秋
白
、
周

頌
西
。
又
任
命
廖
仲
愷
、
陳
獨
秀
等
二
十
一
人
為
參
議
。
軍
事
委
員
會
委
員
、
本
部
幹
事
、
書
記
及
國
內

總
支
部
、
分
部
成
員
，
也
一
律
重
新
委
任
。

與
此
同
時
，
由
於
馬
林
、
張
繼
等
人
的
斡
旋
，
終
於
促
成
了
孫
中
山
與
越
飛
的
直
接
會
晤
。
這
年
一

3
2　 
上
海
︽
民
國
日
報
︾
，
一
九
二
三
年
一
月
一
日
增
刊
版
。

一九二三年一月，孫中山與蘇聯

共產黨代表越飛多次商討兩黨合

作問題，最終確定「聯俄」政策。

圖為越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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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十
七
日
，
越
飛
由
北
京
南
下
到
了
上
海
，
翌
日
即
到
莫
里
哀
路
二
十
九
號
和
孫
中
山
會
見
。
他
們
接
連

舉
行
多
次
會
談
，
李
大
釗
、
宋
慶
齡
等
也
參
加
，
進
一
步
商
討
了
中
共
加
入
國
民
黨
、
改
組
國
民
黨
與
建

立
軍
隊
，
以
及
蘇
聯

33
與
共
產
國
際
援
助
中
國
革
命
和
反
對
帝
國
主
義
等
問
題
。

一
月
二
十
六
日
，
孫
中
山
與
越
飛
在
上
海
簽
訂
了
著
名
的
︽
孫
文
越
飛
宣
言
︾
。
這
是
孫
中
山
聯
俄
政

策
的
重
要
檔
，
它
標
誌
著
孫
中
山
聯
俄
政
策
的
正
式
確
立
。
宣
言
中
聲
明
：
﹁
中
國
最
要
最
急
之
問
題
，

乃
在
民
國
的
統
一
之
成
功
，
與
完
全
國
家
的
獨
立
之
獲
得
。
﹂
；
﹁
關
於
此
項
大
事
業
︙
︙
中
國
當
得
俄

國
國
民
最
摯
熱
之
同
情
，
且
可
以
俄
國
援
助
為
依
賴
也
。
﹂
；
﹁
俄
國
政
府
準
備
且
願
意
根
據
俄
國
拋
棄

帝
政
時
代
中
俄
條
約
︵
連
同
中
東
鐵
路
等
合
同
在
內
︶
之
基
礎
，
另
行
開
始
中
俄
交
涉
。
﹂
它
以
平
等
互

助
的
精
神
，
規
定
了
中
蘇
兩
國
人
民
間
的
關
係
。

34
這
個
宣
言
，
體
現
了
蘇
聯
對
中
國
革
命
的
關
懷
和
對
孫

中
山
的
友
誼
；
反
映
出
孫
中
山
丟
掉
對
帝
國
主
義
的
幻
想
，
轉
而
尋
求
國
際
革
命
勢
力
援
助
的
願
望
。

在
宣
言
簽
訂
後
，
孫
中
山
又
指
派
廖
仲
愷
到
日
本
和
越
飛
繼
續
進
行
細
節
商
談
，
以
便
把
中
俄
聯
合

的
問
題
具
體
化
。
廖
仲
愷
同
越
飛
在
熱
海
地
方
會
談
了
一
個
月
左
右
的
時
間
，
就
學
習
俄
國
革
命
經
驗
，

改
組
國
民
黨
和
建
立
革
命
軍
隊
等
問
題
，
進
一
步
詳
細
地
交
換
了
意
見
。
也
正
是
通
過
和
越
飛
的
相
處
懇

談
，
使
廖
仲
愷
對
蘇
俄
有
了
進
一
步
瞭
解
，
開
始
明
確
中
國
革
命
的
一
些
基
本
問
題
，
從
而
使
他
此
後
竭

誠
擁
護
和
全
力
支
持
孫
中
山
改
組
國
民
黨
的
革
命
政
策
。

3
3　 
一
九
二
二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日
，
蘇
維
埃
社
會
主
義
共
和
國
聯
盟
正
式
成
立
，
蘇
俄
改
稱
蘇
聯
。

3
4　 
︽
孫
越
宣
言
全
文
與
國
共
聯
合
︾
，
︽
外
交
月
報
︾
第
二
卷
第
一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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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這
期
間
，
孫
中
山
謀
劃
的
另
一
個
重
要
戰
鬥
任
務
，
是
致
力
於
收
復
廣
東
，
重
建
革
命
根
據
地
。

他
認
為
，
要
使
革
命
成
功
，
﹁
根
本
之
辦
法
，
必
在
吾
人
稍
有
憑
藉
，
乃
能
有
所
措
施
﹂
，
﹁
欲
得
憑
藉
，

則
非
恢
復
廣
東
不
可
﹂
，
否
則
，
﹁
我
不
過
為
一
租
界
之
亡
命
客
耳
，
奚
足
輕
重
﹂
。

35
所
以
，
孫
中
山
在

一
九
二
二
年
十
月
將
駐
紮
福
建
的
北
伐
軍
改
名
為
討
賊
軍
，
任
命
許
崇
智
為
東
路
討
賊
軍
總
司
令
；
又
於

同
年
冬
季
聯
絡
駐
留
廣
西
的
滇
軍
楊
希
閔
、
桂
軍
劉
震
寰
和
梧
州
及
西
江
的
部
分
粵
軍
，
組
成
了
西
路
討

賊
軍
。
然
後
，
於
一
九
二
二
年
一
月
四
日
，
發
出
通
電
討
伐
陳
炯
明
，
命
令
討
賊
軍
奮
勇
殺
敵
，
﹁
為
國
家

3
5　 
毛
思
誠
編
：
︽
民
國
十
五
年
以
前
之
蔣
介
石
先
生
︾
︵
四
︶
，
第
六
編
，
一
九
三
七
年
版
，
第
五
十
八—

五
十
九
頁
。

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六日，孫中山與

蘇俄代表越飛聯合發表宣言，宣佈實

行合作。圖為孫、越《聯合宣言》。



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六日，孫中山發表《和平統一宣言》，主張「以和平方法促成

統一」，反對北方軍閥提出的「武力統一」主張。圖為《和平統一宣言》。

一九二三年一月，孫中山策動粵軍和滇桂軍隊將陳炯明逐出廣州。二月十五日，孫

中山由上海轉往廣州途經香港。圖為二月二十日孫中山參觀香港大學及向師生演講

後與師生合影。



一九二三年二月二十一日，孫中山在廣州就任陸海軍大元帥職時檢閱軍隊的情景。

孫中山背後左起：程潛、林森、伍朝樞、孫科、廖仲愷。

一九二三年十月十八日，孫中山委任蘇聯

代表鮑羅廷為國民黨組織教練員，圖為鮑

羅廷。

孫中山任命鮑羅廷為國民黨組織教練

員的委任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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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
叛
逆
，
為
廣
東
去
兇
殘
﹂
。

36
西
路
討
賊
軍
隨
即
出
師
梧
州
沿
西
江
東
下
，
發
動
了
對
陳
炯
明
的
進
攻
。

由
於
粵
軍
第
一
、
三
師
等
的
起
義
回
應
，
陳
家
軍
土
崩
瓦
解
，
迅
速
潰
敗
。
一
月
十
六
日
，
陳
炯
明

被
逐
出
廣
州
，
退
往
惠
州
。

二
月
二
十
一
日
，
孫
中
山
由
上
海
又
返
回
廣
州
，
第
三
次
在
廣
州
建
立
政
權
。
為
了
爭
取
與
北
方
的

和
平
統
一
，
孫
中
山
決
定
不
復
任
總
統
，
以
避
各
方
面
的
猜
忌
，
當
即
重
新
成
立
了
大
元
帥
府
，
就
陸
海

軍
大
元
帥
職
，
並
委
以
廖
仲
愷
、
伍
朝
樞
和
譚
延
闓
開
分
任
財
政
、
外
交
、
內
務
三
部
部
長
。

廣
州
革
命
政
權
重
建
之
後
，
孫
中
山
繼
續
積
極
進
行
改
組
國
民
黨
的
準
備
工
作
。
他
在
四
月
一
日
指

令
正
式
恢
復
中
國
國
民
黨
廣
東
支
部
；
八
月
十
六
日
應
蘇
聯
的
邀
請
派
出
了
蔣
介
石
、
沈
定
一
、
王
登
雲

和
共
產
黨
人
張
太
雷
四
人
組
成
的
﹁
孫
逸
仙
博
士
代
表
團
﹂
赴
蘇
聯
考
察
軍
事
、
政
治
和
黨
務
以
及
洽
談

蘇
聯
援
助
問
題
；
還
邀
請
蘇
聯
的
政
治
和
軍
事
顧
問
來
廣
州
，
幫
助
他
進
行
革
命
工
作
。
十
月
六
日
，
蘇

聯
政
府
應
邀
派
出
的
駐
廣
州
常
設
代
表
鮑
羅
廷

37
到
達
廣
州
，
被
孫
中
山
聘
請
為
國
民
黨
組
織
教
練
員
，
具

體
指
導
和
幫
助
國
民
黨
改
組
。
孫
中
山
毅
然
採
取
這
一
行
動
後
，
中
國
國
民
黨
的
改
組
工
作
大
大
加
快
了

進
度
。

3
6　 
上
海
︽
民
國
日
報
︾
，
一
九
二
三
年
一
月
五
日
。

3
7　 
鮑
羅
廷
︵
一
八
八
四—

一
九
五
一
年
︶
，
俄
國
威
特
比
斯
克
省
人
，
一
九○

三
年
加
入
俄
國
社
會
民
主
工
黨
，
一
九
一
八
年
在
莫
斯
科
從
事
黨
的
工
作
。

一
九
二
三
年
十
月
應
孫
中
山
的
邀
請
到
達
廣
州
，
先
後
被
聘
為
國
民
黨
的
組
織
教
練
員
、
國
民
黨
中
央
政
治
委
員
會
高
等
顧
問
和
革
命
委
員
會
顧
問
等

職
。
在
一
九
二
七
年
七
月
汪
精
衛
叛
變
革
命
以
前
，
他
一
直
擔
任
國
民
黨
的
顧
問
工
作
。
他
在
幫
助
國
民
黨
改
組
和
創
辦
黃
埔
軍
校
方
面
，
起
了
重
要

的
作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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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
中
山
這
些
勇
敢
的
步
伐
，
使
他
晚
期
的
政
治

生
命
放
出
了
光
輝
的
異
彩
。

早
在
一
九
二
三
年
一
月
，
共
產
國
際
已
通
過
了

關
於
國
共
合
作
的
決
議
。
五
月
，
馬
林
帶
來
共
產
國

際
給
中
國
共
產
黨
中
央
的
指
示
，
要
求
中
國
共
產
黨

進
一
步
加
強
同
國
民
黨
的
合
作
。

38
六
月
，
中
國
共

產
黨
在
廣
州
舉
行
第
三
次
全
國
代
表
大
會
，
專
門
討

論
了
關
於
全
體
共
產
黨
員
加
入
國
民
黨
、
和
孫
中
山

的
國
民
黨
建
立
統
一
戰
線
的
問
題
。

在
討
論
中
，
曾
出
現
了
兩
種
錯
誤
傾
向
：
以
陳

獨
秀
為
代
表
的
右
傾
機
會
主
義
認
為
，
民
主
革
命
應
當
由
資
產
階
級
領
導
，
﹁
一
切
工
作
歸
國
民
黨
﹂
。
這

實
質
上
是
看
不
清
共
產
黨
在
國
民
革
命
中
的
領
導
責
任
。
以
張
國
燾
為
代
表
的
﹁
左
﹂
傾
關
門
主
義
，
則

否
認
無
產
階
級
需
要
有
同
盟
軍
，
反
對
全
體
共
產
黨
員
加
入
國
民
黨
，
特
別
是
反
對
產
業
工
人
加
入
國
民

黨
。
這
實
質
上
是
不
懂
得
無
產
階
級
幫
助
同
盟
軍
的
重
要
性
。
大
會
經
過
激
烈
爭
論
，
批
判
了
﹁
左
﹂
的

和
﹁
右
﹂
的
兩
種
錯
誤
傾
向
，
正
確
地
估
計
了
孫
中
山
的
民
主
主
義
立
場
和
把
國
民
黨
改
造
成
為
革
命
聯

3
8　 
道
夫
．
賓
：
︽
斯
內
扶
利
特
和
初
期
的
中
國
共
產
黨
︾
，
載
︽
馬
林
在
中
國
的
有
關
資
料
︾
，
人
民
出
版
社
一
九
八
四
年
版
，
第
四
十
五
頁
。

陸海軍大元帥印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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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
的
必
要
性
和
可
能
性
。
為
了
聯
合
革
命
力
量
，
會
議
通
過
了
︽
關
於
國
民
運
動
及
國
民
黨
問
題
的
決
議

案
︾
，
正
式
接
受
共
產
國
際
關
於
同
國
民
黨
合
作
的
訓
令
，
確
立
了
和
國
民
黨
合
作
的
方
針
。
決
定
全
體
共

產
黨
員
以
個
人
身
分
加
入
國
民
黨
，
同
時
保
持
共
產
黨
在
政
治
上
、
思
想
上
和
組
織
上
的
獨
立
性
。
決
議

指
出
：
﹁
我
們
須
努
力
擴
大
國
民
黨
的
組
織
於
全
國
，
使
全
中
國
革
命
分
子
集
中
於
國
民
黨
，
以
應
目
前

中
國
國
民
革
命
的
需
要
。
﹂
；
﹁
我
們
加
入
國
民
黨
，
但
仍
舊
保
存
我
們
的
組
織
，
並
須
努
力
從
各
個
工

人
團
體
中
，
從
國
民
黨
左
派
中
，
吸
收
其
有
階
級
覺
悟
的
革
命
分
子
，
漸
漸
擴
大
我
們
的
組
織
，
謹
嚴
我

們
的
紀
律
，
以
立
強
大
的
群
眾
共
產
黨
之
基
礎
。
﹂

同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五
日
，
中
國
共
產
黨
為
幫
助
國
民
黨
改
組
，
發
出
了
︽
中
國
共
產
黨
中
央
委
員
會

第
十
三
號
通
告
︾
，
要
求
全
體
黨
員
積
極
參
加
國
民
黨
的
改
組
工
作
，
並
具
體
部
署
各
地
黨
組
織
保
證
改
組

工
作
的
順
利
進
行
。

在
中
國
共
產
黨
和
國
際
無
產
階
級
真
誠
有
力
的
幫
助
下
，
孫
中
山
很
快
完
成
了
國
民
黨
改
組
的
一
切

準
備
工
作
。
一
九
二
三
年
十
月
十
九
日
，
他
委
派
廖
仲
愷
、
李
大
釗
、
汪
精
衛
、
張
繼
、
戴
季
陶
五
人
為

國
民
黨
改
組
委
員
，
負
責
籌
備
改
組
事
宜
。
二
十
四
日
，
又
委
託
廖
仲
愷
和
鄧
澤
如
召
開
國
民
黨
特
別
會

議
，
商
議
改
組
問
題
；
孫
中
山
特
派
廖
仲
愷
、
胡
漢
民
、
林
森
、
鄧
澤
如
、
楊
庶
堪
、
陳
樹
人
、
譚
平
山
、

孫
科
、
吳
鐵
城
九
人
為
臨
時
執
行
委
員
，
李
大
釗
、
汪
精
衛
、
謝
英
伯
、
古
應
芬
、
許
崇
清
五
人
為
候
補

執
行
委
員
︵
同
年
十
一
月
八
日
，
又
加
派
林
雲
陔
、
馮
自
由
、
徐
蘇
中
、
林
直
勉
、
謝
良
牧
五
人
為
候
補

執
行
委
員
︶
，
組
成
新
的
國
民
黨
臨
時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會
，
作
為
籌
備
改
組
工
作
的
中
央
機
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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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月
二
十
五
日
，
中
國
國
民
黨
改
組
特
別
會
議
在
廣
州
財
政
廳
舉
行
，
討
論
改
組
的
必
要
性
和
計
畫
。

參
加
者
約
一
百
餘
人
，
由
廖
仲
愷
主
持
。
與
會
者
經
過
認
真
討
論
後
，
一
致
贊
同
按
照
所
擬
定
的
計
畫
進

行
改
組
，
並
聘
請
鮑
羅
廷
為
政
治
顧
問
。
這
次
會
議
是
國
民
黨
改
組
的
起
點
。

三
天
之
後
，
即
二
十
八
日
，
臨
時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會
正
式
成
立
。
它
自
十
一
月
一
日
起
，
為
加
快
改

組
的
進
程
，
連
續
召
開
了
多
次
會
議
，
討
論
改
組
中
的
若
干
具
體
問
題
，
並
著
手
起
草
宣
言
、
黨
綱
、
章

程
草
案
。
十
一
月
十
二
日
，
臨
時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會
發
表
︽
中
國
國
民
黨
改
組
宣
言
︾
，
宣
言
中
提
出
：

﹁
竊
以
中
國
今
日
政
治
不
修
，
經
濟
破
產
，
瓦
解
土
崩
之
勢
已
兆
，
貧
困
剝
削
之
病
已
深
。
欲
起
沉
屙
，
必

賴
乎
有
主
義
、
有
組
織
、
有
訓
練
之
政
治
團
體
，
本
其
歷
史
的
使
命
，
依
民
眾
之
熱
望
，
為
之
指
導
奮
鬥
，

而
達
其
所
抱
政
治
上
之
目
的
。
否
則
民
眾
蠕
蠕
，
不
知
所
向
，
惟
有
陷
為
軍
閥
之
牛
馬
、
外
國
經
濟
的
帝

國
主
義
之
犧
牲
而
已
。
國
中
政
黨
，
言
之
可
羞
：
暮
楚
朝
秦
，
宗
旨
靡
定
；
權
利
是
獵
，
臣
妾
可
為
。
凡

此
派
流
，
不
足
齒
數
。
而
吾
黨
本
其
三
民
主
義
而
奮
鬥
者
曆
有
年
所
，
中
間
雖
迭
更
稱
號
，
然
宗
旨
主
義

未
嘗
或
離
；
顧
其
所
以
久
而
不
能
成
功
者
，
則
以
組
織
未
備
、
訓
練
未
周
之
故
。
夫
意
志
不
明
，
運
用
不

靈
，
雖
有
大
軍
，
無
以
取
勝
。
吾
黨
有
見
於
此
，
本
其
自
知
之
明
，
自
決
之
勇
，
發
為
改
組
之
宣
言
，
以

示
其
必
要
。
先
由
總
理
委
任
九
人
，
組
織
臨
時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會
，
以
始
其
事
；
行
將
召
集
海
內
外
全
黨

代
表
會
議
，
以
資
討
論
。
關
於
黨
綱
章
程
之
草
定
，
務
求
主
義
詳
明
，
政
策
切
實
，
而
符
民
眾
所
渴
望
。

而
於
組
織
訓
練
之
點
，
則
務
使
上
下
逮
通
，
有
指
臂
之
用
；
分
子
淘
汰
，
去
惡
留
良
。
吾
黨
奮
鬥
之
成
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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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
系
乎
此
，
願
與
同
志
共
勉
之
！
﹂

39

改
組
宣
言
發
表
後
，
迅
速
進
行
改
組
事
宜
。
在
廣
州
開
始
黨
員
重
新
登
記
。
整
頓
了
市
黨
部
、
區
黨
部
、

區
分
部
的
組
織
；
調
查
農
民
、
工
人
，
以
及
城
市
各
階
層
人
民
的
狀
況
；
合
併
大
本
營
黨
務
處
、
大
本
營

直
轄
委
員
會
、
廣
東
宣
傳
局
，
統
一
於
臨
時
執
行
委
員
會
，
加
強
宣
傳
機
構
，
大
力
開
展
改
組
前
的
宣
傳

工
作
。
為
此
，
對
外
聯
絡
全
國
同
情
革
命
的
報
社
，
擴
大
宣
傳
；
對
內
嚴
格
限
制
黨
員
任
意
對
外
發
表
有

關
黨
務
的
言
論
和
意
見
。
為
了
對
黨
員
幹
部
從
嚴
訓
練
，
設
立
講
習
所
，
以
培
訓
各
區
分
部
的
執
行
委
員
。

還
制
定
召
開
代
表
大
會
議
事
綱
要
，
推
舉
了
說
明
人
；
指
導
大
會
代
表
的
選
舉
；
分
別
召
開
黨
務
會
議
和

黨
員
大
會
，
討
論
籌
備
改
組
的
有
關
事
宜
等
等
。

同
時
，
臨
時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會
還
決
定
翌
年
一
月
在
廣
州
召
開
第
一
次
全
國
代
表
大
會
。
並
決
定
每

省
代
表
名
額
為
六
人
︵
各
省
黨
員
推
舉
三
人
，
孫
中
山
指
派
三
人
︶
，
海
外
總
支
部
、
支
部
代
表
約
十
二
人
。

臨
時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會
在
正
常
情
況
下
，
每
週
開
會
兩
次
。
當
時
由
於
盤
踞
在
東
江
、
潮
梅
一
帶
的

陳
炯
明
叛
軍
不
斷
向
廣
州
進
攻
，
孫
中
山
把
大
元
帥
大
本
營
移
駐
東
江
前
線
，
以
便
親
身
督
戰
，
但
他
有

時
仍
趕
回
廣
州
主
持
會
議
；
而
經
常
主
持
會
議
的
，
是
孫
中
山
最
得
力
的
助
手
廖
仲
愷
。
該
會
自
成
立
之

日
起
，
至
國
民
黨
一
次
代
表
大
會
召
開
前
夕
止
，
在
兩
個
多
月
的
時
間
內
共
開
會
二
十
八
次
，
議
決
各
種

案
件
四
百
餘
件
，
為
國
民
黨
改
組
做
了
大
量
的
工
作
。

3
9　 
︽
孫
中
山
全
集
︾
第
八
卷
，
中
華
書
局
一
九
八
六
年
版
，
第
四
百
二
十
九—

四
百
三
十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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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年
十
一
月
十
二
日
，
臨
時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會
發
表
了
︽
中
國
國
民
黨
改
組
宣
言
︾
，
同
時
公
佈
了
︽
中

國
國
民
黨
黨
綱
草
案
︾
和
︽
中
國
國
民
黨
章
程
草
案
︾
。

稍
後
，
李
大
釗
也
應
邀
由
北
京
到
達
廣
州
，
積
極
幫
助
孫
中
山
完
成
改
組
國
民
黨
和
召
開
第
一
次
全

國
代
表
大
會
的
準
備
事
項
。

十
一
月
二
十
九
日
，
孫
中
山
還
委
派
廖
仲
愷
、
胡
漢
民
赴
上
海
與
各
省
支
部
商
討
改
組
問
題
，
並
傳

達
國
民
黨
改
組
的
意
義
及
措
施
，
統
一
大
家
的
認
識
。
他
們
到
上
海
後
，
立
即
召
開
中
央
幹
部
會
議
，
出

席
會
議
的
有
謝
持
、
張
繼
、
呂
志
伊
、
居
正
、
丁
惟
汾
、
戴
傳
賢
︵
即
戴
季
陶
︶
等
十
五
人
，
由
廖
仲
愷

說
明
改
組
的
原
因
在
於
﹁
黨
的
主
張
無
力
﹂
，
﹁
本
黨
自
同
盟
會
以
來
，
即
無
精
密
組
織
﹂
，
﹁
改
造
中
國

之
責
即
在
吾
黨
，
倘
非
從
下
層
多
做
工
夫
，
而
徒
拘
泥
於
上
層
之
幹
部
，
必
不
足
以
負
此
偉
大
責
任
﹂
。
之

後
，
成
立
了
上
海
臨
時
執
行
委
員
會
，
負
責
上
海
的
改
組
工
作
。

在
十
二
月
間
，
孫
中
山
曾
連
續
對
國
民
黨
員
作
了
三
次
講
演
，
表
示
他
改
組
國
民
黨
和
學
習
蘇
聯
的

決
心
。
他
認
為
：
﹁
蓋
以
兵
力
戰
勝
而
成
功
是
不
足
靠
的
，
以
黨
員
力
量
奮
鬥
而
成
功
是
足
靠
的
。
質
而

言
之
，
靠
兵
力
不
得
謂
之
成
功
，
靠
黨
員
方
是
成
功
。
即
以
兵
力
打
勝
仗
非
真
成
功
，
以
黨
員
打
勝
仗
方

是
真
成
功
。
﹂

40
並
指
出
：
﹁
吾
黨
欲
求
真
正
的
成
功
，
從
今
以
後
不
單
獨
專
靠
軍
隊
，
要
吾
黨
同
志
各
盡

能
力
，
努
力
奮
鬥
。
而
且
今
後
吾
黨
同
志
的
奮
鬥
，
不
要
仍
守
著
舊
日
人
自
為
戰
的
奮
鬥
，
要
努
力
有
組
織
、

4
0　 
︽
孫
文
選
集
︾
下
冊
，
廣
東
人
民
出
版
社
二○

○

六
年
十
一
月
版
，
第
三
百
一
十
四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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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系
統
、
有
紀
律
的
奮
鬥
。
﹂

41
還
說
：
﹁
吾
等
欲
革
命
成
功
，
要
學
俄
國
的
方
法
、
組
織
和
訓
練
，
方
有

成
功
的
希
望
。
﹂

42
並
明
確
指
出
：
﹁
吾
黨
之
改
組
，
乃
以
蘇
俄
為
模
範
。
﹂

43 　

　

經
過
了
不
斷
的
挫
折
和
失
敗
，
吸
取
了
無
數
的
經
驗
和
教
訓
，
在
十
月
革
命
和
五
四
運
動
的
影
響
下
，

在
工
農
群
眾
運
動
的
推
動
下
，
在
中
國
共
產
黨
的
幫
助
下
，
忠
實
於
革
命
民
主
主
義
的
孫
中
山
終
於
找
到

了
朋
友
，
找
到
了
真
理
，
找
到
了
革
命
的
唯
一
出
路
。

4
1　 
︽
孫
文
選
集
︾
下
冊
，
廣
東
人
民
出
版
社
二○

○

六
年
十
一
月
版
，
第
三
百
二
十
頁
。

4
2　 
︽
人
民
心
力
為
革
命
成
功
基
礎
︾
、
︽
孫
中
山
先
生
最
近
講
演
集
︾
，
廣
州
一
九
二
四
年
版
；
︽
孫
中
山
選
集
︾
下
卷
，
第
四
百
八
十
一
頁
。

4
3　 
︽
黨
員
協
同
軍
隊
來
奮
鬥
︾
，
︽
孫
中
山
選
集
︾
下
卷
，
人
民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六
年
版
，
第
四
百
八
十
四
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