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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為
中
日
戰
爭
，
全
繫
日
本
政
府
的
態
度
；
和
平
希
望
絕
續
之
關
鍵
，
全
繫
於
日
本
軍
隊
之
行
動
。
在
和
平
根
本

絕
望
之
前
一
秒
鐘
，
我
們
還
是
希
望
和
平
的
，
希
望
由
和
平
的
外
交
方
法
，
求
得
盧
事
的
解
決
。
但
是
我
們
的
立

場
有
極
明
顯
的
四
點
： 

一
、
任
何
解
決
，
不
得
侵
害
中
國
主
權
與
領
土
之
完
整
；
二
、
冀
察
行
政
組
織
，
不
容
任

何
不
合
法
之
改
變
；
三
、
中
央
政
府
所
派
地
方
官
吏
，
如
冀
察
政
務
委
員
會
委
員
長
宋
哲
元
等
，
不
能
任
人
要
求

撤
換
；
四
第
二
十
九
軍
現
在
所
駐
地
區
不
受
任
何
約
束
。
這
四
點
立
場
，
是
弱
國
外
交
最
低
限
度
。
﹂ 

﹁
萬
一
真

到
了
無
可
避
免
的
最
後
關
頭
，
我
們
當
然
只
有
犧
牲
，
只
有
抗
戰
！
﹂
﹁
如
果
放
棄
尺
寸
土
地
與
主
權
，
便
是
中

華
民
族
的
千
古
罪
人
！
那
時
便
只
有
拚
全
民
族
的
生
命
，
求
我
們
最
後
的
勝
利
。
﹂

蔣
介
石
的
廬
山
講
話
，
正
式
表
明
了
中
國
政
府
決
心
抗
戰
的
嚴
正
立
場
，
立
即
贏
得
了
各
黨
派
、
團
體
和
社

會
各
界
的
擁
護
，
各
地
愛
國
軍
民
紛
紛
行
動
起
來
，
大
力
聲
援
華
北
前
線
。

中
華
民
族
解
放
先
鋒
隊
、
北
平
各
界
救
國
聯
合
會
、
北
平
市
學
生
聯
合
會
等
救
亡
團
體
，
先
後
派
代
表
到
盧

溝
橋
慰
問
抗
日
勇
士
；
長
辛
店
工
人
冒
著
槍
林
彈
雨
，
趕
赴
宛
平
前
線
修
築
防
禦
工
事
；
北
平
市
民
自
發
組
織
了

戰
地
服
務
團
、
募
捐
團
、
慰
勞
團
，
到
盧
溝
橋
前
線
慰
勞
士
兵
、
救
護
傷
患
；
當
地
居
民
主
動
地
為
守
城
戰
士
們

送
水
送
飯
。
上
海
、
南
京
、
武
漢
、
太
原
等
地
的
工
人
和
各
界
愛
國
群
眾
，
相
繼
組
織
起
抗
敵
後
援
會
，
紛
紛
發

表
宣
言
，
支
持
二
十
九
軍
的
抗
日
行
動
，
並
致
電
、
匯
款
、
慰
問
前
線
將
士
。
各
地
報
刊
也
大
量
發
表
抗
日
言
論
，

呼
籲
聲
援
盧
溝
橋
抗
戰
。

三
、
北
平
淪
陷

盧
溝
橋
事
變
發
生
時
，
冀
察
政
務
委
員
會
委
員
長
兼
第
二
十
九
軍
軍
長
宋
哲
元
為
躲
避
日
方
糾
纏
，
正
在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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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
樂
陵
老
家
休
假
。
經
國
民
黨
中
央
兩
次
電
催
，
宋
哲
元
方
於
七
月
十
一
日
離
開
樂
陵
。

宋
哲
元
，
字
明
軒
，
山
東
樂
陵
人
，
畢
業
於
陝
西
老
帥
陸
建
章
所
辦
的
隨
營
學
校
，
歷
任
馮
玉
祥
部
連
長
、

營
長
、
團
長
、
旅
長
、
師
長
，
是
西
北
軍
五
虎
上
將
之
一
。
一
九
二
七
年
，
馮
玉
祥
五
原
誓
師
北
伐
，
宋
哲
元

任
第
四
方
面
軍
總
指
揮
，
兼
任
陝
西
省
主
席
。
蔣
、
閻
、
馮
大
戰
反
蔣
聯
軍
失
敗
後
，
西
北
軍
餘
部
在
宋
哲
元
、

張
自
忠
、
劉
汝
明
、
秦
德
純
、
趙
登
禹
等
人
帶
領
下
，
退
入
山
西
，
被
張
學
良
收
編
，
改
番
號
為
國
民
革
命
軍
第

二
十
九
軍
，
宋
哲
元
任
軍
長
，
並
兼
任
察
哈
爾
省
主
席
。

長
城
抗
戰
爆
發
後
，
二
十
九
軍
血
戰
鈴
木
、
服
部
二
個
旅
團
，
堅
守
防
線
固
若
金
湯
，
斃
傷
日
軍
三
千
餘
人
，

取
得
了
自
﹁
九
一
八
﹂
以
來
對
日
作
戰
的
首
次
勝
利—

喜
峰
口
大
捷
。
宋
哲
元
、
張
自
忠
、
馮
治
安
、
趙
登
禹
、

劉
汝
明
等
人
被
授
予
﹁
青
天
白
日
﹂
勳
章
。

﹁
何
梅
協
定
﹂
達
成
後
，
國
民
黨
中
央
軍
、
東
北
軍
及
黨
務
機
關
從
河
北
及
平
津
撤
出
，
宋
哲
元
出
任
冀
察

政
務
委
員
會
委
員
長
，
負
責
維
持
冀
察
政
局
，
經
常
被
外
敵
內
奸
威
脅
引
誘
，
進
退
兩
難
，
窮
於
應
付
，
便
借
為

父
親
修
墓
和
養
病
為
名
，
於
一
九
三
七
年
五
月
，
回
到
山
東
樂
陵
老
家
。
正
在
此
時
，
爆
發
了
震
驚
中
外
的
盧
溝

橋
事
變
。
由
於
和
日
軍
打
交
道
期
間
衝
突
事
件
不
斷
，
都
能
以
政
治
解
決
，
因
此
宋
哲
元
這
次
還
抱
有
幻
想
，
企

圖
通
過
外
交
斡
旋
解
決
事
變
。

七
月
十
二
日
，
蔣
介
石
電
令
宋
哲
元
：
﹁
中
正
已
決
心
運
用
全
力
抗
戰
，
寧
為
玉
碎
，
毋
為
瓦
全
，
以
保
我

國
家
和
個
人
之
人
格
。
﹂
並
要
求
其
﹁
與
中
央
共
同
一
致
，
無
論
和
戰
，
萬
勿
單
獨
進
行
。
﹂

但
宋
哲
元
並
沒
有
按
中
央
要
求
去
保
定
備
戰
，
而
是
直
接
去
了
天
津
，
企
望
通
過
與
日
軍
談
判
求
得
和
平
解

決
，
以
保
存
勢
力
和
地
盤
。
談
判
的
結
果
是
：
處
罰
當
時
盧
溝
橋
的
營
長
，
由
秦
德
純
代
表
宋
哲
元
向
日
軍
道
歉
，



。15。

第一章 全面抗戰

調
走
第
三
十
七
師
，
由
第
三
十
八
師
接
替
北
平
城
防
，
允
諾
立
即
撤
兵
和
取
締
一
切
抗
日
活
動
。

十
六
日
晚
，
蔣
介
石
又
密
電
宋
哲
元
指
出
：
﹁
連
日
對
方
盛
傳
兄
等
已
與
日
方
簽
訂
協
定
。
推
其
用
意
，
簽

訂
協
定
為
第
一
步
，
俟
大
軍
到
集
後
，
再
提
政
治
條
件
，
其
嚴
酷
恐
將
甚
於
去
年
之
所
謂
﹃
四
原
則
﹄
、
﹃
八
要

領
﹄
。
務
希
兄
等
特
別
注
意
於
此
，
今
事
決
非
如
此
已
了
。
只
要
吾
兄
等
能
堅
持
到
底
，
則
成
敗
利
鈍
，
中
正
願

獨
負
其
責
也
。
﹂

就
在
蔣
介
石
發
表
廬
山
講
話
的
當
晚
，
張
自
忠
代
表
宋
哲
元
向
日
本
駐
屯
軍
參
謀
長
橋
本
群
提
出
：
七
月

十
八
日
由
宋
哲
元
道
歉
；
二
、
三
日
內
處
分
責
任
者
營
長
；
對
將
來
的
保
證
，
待
宋
回
到
北
平
後
實
行
；
北
平
市

內
由
宋
哲
元
的
直
屬
衛
隊
駐
紮
。
實
際
上
已
基
本
滿
足
了
日
方
的
要
求
。

十
八
日
下
午
，
宋
哲
元
偕
張
自
忠
向
香
月
司
令
官
道
歉
。
但
在
十
九
日
這
天
，
盧
溝
橋
前
線
的
日
軍
又
向
中

國
守
軍
發
動
炮
火
襲
擊
，
吉
星
文
團
長
為
日
炮
所
傷
，
守
軍
被
迫
還
擊
。
日
本
駐
屯
軍
司
令
部
借
此
發
表
聲
明
：

﹁
從
二
十
日
午
夜
以
後
，
駐
屯
軍
將
採
取
自
由
行
動
。
﹂

張
自
忠
聽
到
這
一
聲
明
後
，
立
即
訪
問
日
軍
參
謀
長
橋
本
，
在
當
時
，
雙
方
簽
訂
了
︽
停
戰
協
議
第
三
項
誓

文
︾
的
秘
密
條
款
。
二
十
日
晨
，
宋
哲
元
命
令
在
北
平
附
近
的
第
三
十
七
師
於
當
日
開
始
在
西
苑
集
結
，
準
備
向

保
定
地
區
撤
退
。

二
十
三
日
晚
，
國
民
政
府
軍
政
部
參
謀
次
長
熊
斌
到
達
北
平
，
向
宋
哲
元
傳
達
了
政
府
的
抗
戰
意
圖
。

二
十
四
日
，
蔣
介
石
又
致
電
宋
哲
元
，
告
知
日
軍
從
二
十
二
日
起
，
其
機
械
化
部
隊
向
華
北
輸
送
，
預
料
一
星
期

內
必
有
大
規
模
行
動
，
務
望
時
刻
防
備
。

在
這
種
情
況
下
，
宋
哲
元
才
開
始
考
慮
抗
戰
，
一
方
面
令
第
三
十
七
師
停
止
撤
退
；
另
一
方
面
電
請
蔣
介
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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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
北
上
各
部
暫
時
稍
微
後
退
，
以
便
爭
取
時
間
完
成
戰
備
。
但
此
時
備
戰
已
晚
，
從
東
北
及
朝
鮮
進
入
華
北
的
十

萬
日
軍
已
經
完
成
了
進
攻
部
署
，
並
接
連
製
造
了
廊
坊
事
件
和
廣
安
門
事
件
。

廊
坊
車
站
是
天
津
、
北
平
之
間
的
一
個
大
站
，
第
三
十
八
師
第
一
一
三
旅
旅
部
率
第
二
二
六
團
在
此
駐
守
。

七
月
二
十
五
日
下
午
，
從
朝
鮮
派
到
華
北
的
日
軍
第
二
十
師
團
的
一
個
中
隊
，
藉
口
修
理
北
平
至
天
津
的
電
話
線
，

乘
車
到
達
廊
房
，
並
強
行
佔
據
車
站
。
守
軍
加
以
制
止
，
雙
方
遂
發
生
武
裝
衝
突
。
日
本
﹁
中
國
駐
屯
軍
﹂
司
令

部
當
即
令
第
二
十
師
團
第
七
十
七
聯
隊
和
駐
屯
步
兵
旅
團
第
二
聯
隊
第
二
大
隊
趕
赴
廊
坊
增
援
。

第
二
天
拂
曉
，
日
軍
出
動
二
十
七
架
飛
機
輪
番
轟
炸
廊
坊
兵
營
，
日
軍
增
援
部
隊
也
於
上
午
八
時
到
達
，
立

即
在
坦
克
和
裝
甲
車
的
配
合
下
向
守
軍
發
起
猛
烈
攻
擊
。
守
軍
營
房
被
飛
機
和
炮
火
炸
成
一
片
廢
墟
，
官
兵
們
仍

然
從
泥
土
中
爬
出
來
繼
續
戰
鬥
，
激
戰
竟
日
，
終
因
傷
亡
慘
重
，
被
迫
向
東
轉
移
。
廊
坊
遂
被
日
軍
佔
領
，
平
津

之
間
的
交
通
被
切
斷
。

二
十
六
日
下
午
，
日
本
﹁
中
國
駐
屯
軍
﹂
司
令
部
向
第
二
十
九
軍
發
出
最
後
通
牒
：
﹁
首
先
應
速
將
部
署
在

盧
溝
橋
、
八
寶
山
方
面
的
第
三
十
七
師
，
於
明
日
中
午
前
撤
退
到
長
辛
店
附
近
；
又
北
平
城
內
的
第
三
十
七
師
，

由
北
平
城
內
撤
出
，
和
駐
西
苑
的
三
十
七
師
部
隊
一
起
，
先
經
過
平
漢
線
以
北
地
區
，
於
本
月
二
十
八
日
中
午
前
，

轉
移
到
永
定
河
以
西
地
區
，
然
後
再
陸
續
開
始
將
上
述
部
隊
送
往
保
定
方
面
。
倘
若
不
按
上
述
方
案
執
行
︙
︙
我

軍
不
得
已
只
好
採
取
單
獨
行
動
。
﹂

未
等
中
方
答
覆
，
當
天
傍
晚
，
日
軍
第
二
聯
隊
第
二
大
隊
分
乘
二
十
六
輛
卡
車
，
冒
稱
使
館
衛
隊
，
從
豐
台

向
北
平
城
內
開
進
。
傍
晚
時
分
，
該
部
日
軍
乘
汽
車
強
行
闖
入
廣
安
門
。
廣
安
門
守
軍
開
火
阻
止
，
於
是
兩
軍
發

生
戰
鬥
。
日
軍
一
部
已
入
城
，
一
部
被
阻
於
城
外
。
入
城
的
日
軍
按
照
第
二
十
九
軍
指
定
的
路
線
到
達
東
交
民
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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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本
使
館
，
未
入
城
的
日
軍
退
回
豐
台
。

七
月
二
十
七
日
，
經
裕
仁
天
皇
批
准
，
日
軍
參
謀
本
部
命
令
﹁
中
國
駐
屯
軍
﹂
向
第
二
十
九
軍
發
起
攻
擊
，

並
下
令
國
內
進
行
第
二
次
動
員
，
增
調
第
三
、
第
五
、
第
六
、
第
十
和
第
十
一
師
團
約
二
十
萬
兵
力
到
中
國
參
戰
。

實
際
上
，
在
二
十
六
日
晚
廣
安
門
戰
鬥
停
止
不
久
，
日
本
﹁
中
國
駐
屯
軍
﹂
司
令
部
便
下
達
了
攻
擊
中
國
軍

隊
的
作
戰
命
令
，
具
體
部
署
是
：
以
第
二
十
師
團
和
中
國
駐
屯
步
兵
旅
團
主
力
協
同
進
攻
南
苑
，
獨
立
混
成
第

十
一
旅
團
進
攻
西
苑
，
集
成
飛
行
團
主
力
拂
曉
轟
炸
西
苑
兵
營
，
臨
時
航
空
兵
團
協
同
地
面
部
隊
進
攻
，
並
隨
時

準
備
與
中
國
空
軍
作
戰
。

在
接
到
日
軍
最
後
通
牒
和
中
央
的
一
再
催
促
下
，
宋
哲
元
方
倉
促
準
備
迎
戰
，
七
月
二
十
八
日
向
所
屬
部
隊

下
達
了
作
戰
命
令
，
將
全
軍
分
為
三
路
，
具
體
兵
力
部
署
是
：
以
第
一
三
二
師
為
主
組
成
第
一
路
軍
防
守
北
平
，

以
第
三
十
八
師
為
主
組
成
第
二
路
軍
防
守
天
津
，
以
第
一
四
三
師
為
主
組
成
第
三
路
軍
防
守
察
哈
爾
省
，
以
騎
兵

第
九
師
為
主
為
機
動
部
隊
，
以
第
三
十
七
師
為
主
為
總
預
備
隊
。
同
時
催
促
孫
連
仲
的
第
二
十
六
路
軍
和
萬
福
麟

的
第
五
十
三
軍
迅
速
北
上
協
同
第
二
十
九
軍
作
戰
。
並
向
全
國
發
表
了
自
衛
通
電
：
日
人
欺
我
太
甚
，
不
可
再
忍
，

拒
絕
日
方
一
切
無
理
要
求
，
為
國
家
民
族
生
存
而
戰
。

七
月
二
十
八
日
晨
，
在
駐
屯
軍
司
令
官
香
月
清
司
指
揮
下
，
日
軍
機
械
化
部
隊
第
二
十
師
團
和
第
一
、
第
四
、

第
十
一
混
成
旅
團
，
在
一
百
餘
門
大
炮
和
四
十
多
架
飛
機
的
輪
番
轟
擊
下
，
向
北
平
四
郊
的
南
苑
、
北
苑
、
西
苑

的
守
軍
陣
地
發
起
全
面
進
攻
，
攻
擊
的
主
要
目
標
是
南
苑
。

南
苑
位
於
北
平
城
南
十
公
里
，
是
北
平
的
南
大
門
，
原
是
馮
玉
祥
將
軍
當
年
練
兵
之
地
。
練
兵
場
南
北
長
約

三
華
里
，
圍
繞
操
場
修
建
兵
營
十
八
所
，
第
二
十
九
軍
司
令
部
就
設
在
原
馮
玉
祥
將
軍
司
令
部
舊
址
。
兵
營
四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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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
有
部
分
寨
牆
，
但
並
無
塹
壕
工

事
。
二
十
七
日
日
軍
開
始
轟
炸
團

河
時
，
司
令
部
已
奉
命
遷
往
北
平

城
內
懷
仁
堂
，
第
二
十
九
軍
副
軍

長
佟
麟
閣
主
動
留
下
負
責
防
務
及

善
後
工
作
。
第
二
十
九
軍
特
務
旅

二
個
團
、
第
三
十
八
師
一
一
四

旅
，
二
個
團
及
師
部
特
務
團
、
騎

兵
第
九
師
一
個
團
和
平
津
大
學
生

學
兵
團
約
五
千
餘
兵
力
在
這
裡
駐

守
，
第
一
三
二
師
師
長
趙
登
禹
任
前
敵
總
指
揮
。

天
剛
濛
濛
亮
，
日
軍
首
先
出
動
三
十
餘
架
飛
機
輪
番
轟
炸
南
苑
兵
營
，
將
二
十
九
軍
軍
部
及
營
房
炸
成
一
片

廢
墟
，
然
後
是
一
陣
猛
烈
密
集
的
炮
火
狂
轟
濫
炸
。
在
四
十
多
輛
坦
克
裝
甲
車
配
合
下
，
日
軍
主
攻
部
隊
第
二
十

師
團
在
青
紗
帳
的
掩
護
下
，
分
別
由
南
苑
東
南
角
和
西
南
角
發
起
進
攻
，
駐
屯
旅
團
主
力
從
北
面
展
開
攻
擊
，
切

斷
了
守
軍
北
平
方
向
的
退
路
。
守
軍
被
包
圍
在
狹
小
的
營
區
內
，
在
無
防
空
武
器
被
動
挨
炸
的
情
況
下
，
奮
勇
抗

擊
，
與
日
軍
展
開
了
激
戰
。
佟
麟
閣
副
軍
長
一
直
堅
持
在
一
線
陣
地
指
揮
軍
訓
團
和
學
生
兵
作
戰
，
堅
持
戰
鬥
三

個
多
小
時
。
最
終
，
日
軍
在
坦
克
掩
護
下
突
破
了
兵
營
防
線
，
守
軍
被
迫
向
北
平
撤
退
。

當
隊
伍
撤
退
至
大
紅
門
附
近
時
，
突
然
遭
遇
埋
伏
在
青
紗
帳
裡
的
河
邊
旅
團
的
伏
擊
。
頓
時
，
狹
窄
的
公
路

佟麟閣（一八九二－一九三七），河北

高陽人。歷任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第

三十五軍軍長、第二十九軍副軍長、察

哈爾省主席。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八日，

在南苑抗戰中殉國，被追贈為陸軍上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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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全面抗戰

上
彈
飛
如
雨
，
血
肉
橫
飛
，
佟
麟
閣
也
腿
部
中
彈
，
仍
然
堅
持
著
指
揮
部
隊
分
散
突
圍
。
衛
兵
們
勸
他
退
下
，
他

堅
定
地
說
：
﹁
情
況
緊
急
，
抗
戰
事
大
，
個
人
安
危
事
小
。
﹂
這
時
，
日
軍
飛
機
飛
臨
戰
場
上
空
，
不
斷
地
盤
旋

轟
炸
。
突
然
，
一
顆
炸
彈
在
附
近
爆
炸
，
佟
麟
閣
頭
部
重
傷
，
壯
烈
殉
國
，
三
千
餘
官
兵
也
壯
烈
犧
牲
。

南
苑
前
線
總
指
揮
趙
登
禹
，
這
位
身
高
馬
大
的
山
東
大
漢
，
自
幼
拜
師
習
武
，
刀
槍
劍
棍
無
所
不
通
。
曾
在

長
城
抗
戰
中
親
率
所
部
兩
個
團
，
冒
著
大
雪
，
揮
舞
大
刀
乘
夜
偷
襲
日
軍
炮
兵
陣
地
，
砍
殺
鬼
子
五
百
餘
名
，
繳

獲
大
炮
十
八
門
，
炸
毀
軍
車
、
坦
克
二
百
多
輛
，
取
得
﹁
喜
峰
口
大
捷
﹂
，
成
為
一
代
抗
戰
名
將
，
並
晉
升
為
中

將
師
長
。
其
部
一
三
二
師
原
駐
防
河
北
，
臨
危
受
命
前
來
增
援
並
擔
任
前
敵
總
指
揮
，
二
十
七
日
晚
方
趕
到
南
苑
，

主
力
部
隊
還
在
行
軍
途
中
，
部
署
尚
未
就
緒
，
日
軍
就
發
動
了
突
襲
。
守
軍
倉
促
應
戰
，
各
部
聯
繫
中
斷
，
無
法

統
一
指
揮
，
只
好
各
自
為
戰
。
趙
登
禹

一
手
握
槍
，
一
手
揮
舞
大
刀
，
親
自
率

衛
士
三
十
餘
人
，
指
揮
衛
隊
旅
與
日
軍

展
開
激
烈
廝
殺
。
在
接
到
宋
哲
元
的
撤

退
命
令
後
，
率
部
突
圍
。
當
撤
退
到
大

紅
門
外
的
御
河
橋
時
，
遭
到
早
已
埋
伏

在
青
紗
帳
的
日
軍
第
一
聯
隊
機
槍
集
中

掃
射
和
炮
彈
轟
炸
，
身
中
數
彈
，
壯
烈

犧
牲
。南

苑
守
軍
傷
亡
慘
重
，
餘
部
突
圍

趙登禹（一八九八－一九三七），山東

菏澤人。歷任第二十九軍第一○九旅旅

長、第一三二師師長。在長城抗戰中，

曾率大刀隊奇襲日軍，取得喜峰口大捷。

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八日，在南苑作戰

中殉國，被追贈為陸軍上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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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
入
廣
安
門
時
，
沿
途
百
姓
自
發
地
夾
道
相
迎
，
在
路
邊
擺
滿
了
饅
頭
、
窩
頭
、
西
瓜
、
酸
梅
湯
，
慰
勞
從
前
線

上
撤
下
來
的
抗
日
將
士
。 

當
南
苑
戰
鬥
進
行
之
時
，
第
三
十
七
師
第
一
一○

旅
旅
長
何
基
灃
率
部
向
駐
豐
台
日
軍
發
起
主
動
攻
擊
，
給

日
軍
以
重
創
，
曾
一
度
佔
領
豐
台
。
南
苑
戰
鬥
結
束
後
，
駐
屯
旅
團
增
援
部
隊
反
攻
豐
台
，
第
三
十
七
師
部
隊
被

迫
撤
退
。
與
此
同
時
，
日
軍
獨
立
混
成
第
十
一
旅
團
攻
佔
清
河
鎮
，
獨
立
混
成
第
一
旅
團
佔
領
沙
河
，
守
軍
紛
紛

撤
退
。二

十
八
日
下
午
，
宋
哲
元
召
開
軍
政
首
腦
會
議
，
決
定
奉
令
撤
軍
保
定
，
委
派
張
自
忠
代
理
冀
察
政
務
委
員

會
委
員
長
、
冀
察
綏
靖
公
署
主
任
兼
北
平
市
市
長
，
負
責
善
後
工
作
。

張
自
忠
很
不
情
願
地
說
：
﹁
你
們
都
成
了
民
族
英
雄
，
我
怕
成
了
漢
奸
了
！
﹂

宋
哲
元
安
慰
說
：
﹁
二
十
九
軍
戰
線
過
長
，
我
們
要
把
部
隊
收
容
起
來
，
只
有
你
能
和
日
本
人
談
判
，
爭
取

拖
延
一
個
星
期
，
此
事
非
你
不
能
做
到
。
二
十
九
軍
弟
兄
們
的
安
全
，
以
及
平
津
人
民
的
生
命
財
產
都
需
要
你
來

維
護
。
好
兄
弟
，
請
多
珍
重
！
﹂
當
日
晚
，
宋
哲
元
率
部
離
開
北
平
赴
保
定
。

二
十
九
日
拂
曉
，
日
軍
獨
立
混
成
第
十
一
旅
團
進
攻
北
苑
與
黃
寺
的
獨
立
第
三
十
九
旅
和
冀
北
保
安
部
隊
。

戰
至
下
午
六
時
，
黃
寺
被
日
軍
攻
佔
。

七
月
三
十
日
，
北
平
淪
陷
。

四
、
天
津
陷
落

天
津
是
北
平
的
海
上
門
戶
，
日
本
﹁
中
國
駐
屯
軍
﹂
司
令
部
設
於
租
界
內
的
海
光
寺
，
在
此
駐
守
的
中
國
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