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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西
，
地
處
華
北
屋
脊
，
東
亙
巍
巍
太
行
，
北
聳
五
台
、
恒
山
，
西
、
南
有
黃
河
天
險
，
表
裡
山
河
，
地
勢

雄
固
，
素
有
﹁
華
北
鎖
鑰
﹂
之
稱
。
日
軍
欲
統
治
華
北
，
必
先
圖
晉
綏
；
欲
圖
晉
綏
，
必
先
爭
太
原
。

一
九
三
七
年
九
月
，
日
本
﹁
華
北
方
面
軍
﹂
以
板
垣
征
四
郎
的
第
五
師
團
和
東
條
英
機
為
司
令
官
的
關
東
軍

察
哈
爾
派
遣
兵
團
為
主
力
沿
同
蒲
路
南
下
，
以
川
岸
文
三
郎
率
第
二
十
師
團
之
一
部
為
東
路
，
由
石
家
莊
沿
正
太

線
西
進
，
總
兵
力
達
四
個
半
師
團
十
四
萬
餘
人
，
配
備
三
百
五
十
門
大
炮
、
一
百
五
十
輛
坦
克
和
三
百
餘
架
飛
機
，

分
進
合
擊
太
原
。

第
二
戰
區
司
令
長
官
閻
錫
山
集
中
六
個
集
團
軍
，
約
二
十
八
萬
餘
人
，
發
動
太
原
會
戰
，
先
後
組
織
了
平
型

關
戰
役
、
忻
口
戰
役
、
娘
子
關
戰
役
和
太
原
保
衛
戰
。

一
、
平
型
關
戰
役

平
型
關
，
位
於
繁
峙
、

靈
丘
兩
縣
交
界
處
，
北
連
恒

山
餘
脈
，
南
接
五
臺
山
脈
，

一
條
峽
谷
山
路
，
東
通
冀

北
，
西
接
雁
門
，
是
山
西
內

長
城
的
一
個
重
要
關
隘
。

南
口
戰
役
後
，
東
條
英

機
司
令
官
率
關
東
軍
察
哈
爾

東條英機（一八八四－一九四八）

一九一五年畢業於日本陸軍大學。歷

任陸軍省副官、陸軍大學教官、關東

軍憲兵司令官、關東軍參謀長、關東

軍察哈爾派遣兵團司令官、陸軍次官

和陸軍大臣。一九四一年十月，任日

本內閣首相兼內務大臣和陸軍大臣。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被遠東國際軍事

法庭列為頭號戰犯，判處絞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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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
遣
兵
團
沿
平
綏
路
西
進
，
九
月
十
三
日
佔
領
大
同
，
然
後
揮
師
南
下
，
以
主
力
向
雁
門
關
方
向
展
開
進
攻
。
由

平
綏
路
東
段
向
西
南
進
軍
的
板
垣
師
團
則
從
河
北
宣
化
、
新
保
安
西
進
，
連
陷
晉
東
北
廣
靈
、
靈
丘
、
渾
源
等
地

後
，
出
其
不
意
地
從
斜
路
直
插
山
西
內
長
城
防
線
，
企
圖
突
破
平
型
關
要
隘
，
包
抄
雁
門
關
後
路
，
然
後
夾
擊
太

原
。

一
九
三
七
年
八
月
二
十
日
，
閻
錫
山
被
任
命
為
第
二
戰
區
司
令
長
官
，
隨
即
進
駐
雁
門
關
內
嶺
口
村
前
敵
指

揮
部
指
揮
作
戰
。

大
同
失
陷
後
，
第
二
戰
區
部
隊
退
守
神
池
、
雁
門
關
內
長
城
一
線
。
閻
錫
山
決
定
憑
藉
古
老
的
長
城
天
險
分

別
在
平
型
關
、
雁
門
關
一
線
組
織
防
禦
，
將
部
隊
分
為
左
右
兩
路
大
軍
，
以
第
六
集
團
軍
總
司
令
楊
愛
源
為
右
地

區
總
司
令
，
指
揮
孫
楚
部
第
三
十
三
軍
、
關
征
日
部
第
五
十
二
軍
、
高
桂
滋
部
第
十
七
軍
防
守
平
型
關
一
線
；
以

第
七
集
團
軍
總
司
令
傅
作
義
為
左
地
區
總
司
令
，
指
揮
本
部
第
三
十
五
軍
、
劉
茂
恩
部
第
十
五
軍
、
楊
澄
源
部
第

三
十
四
軍
、
王
靖
國
部
第
十
九
軍
以
及
趙
承
綬
部
騎
兵
第
一
軍
和
馬
占
山
的
東
北
挺
進
軍
防
守
雁
門
關
一
線
；
令

第
十
八
集
團
軍
總
司
令
朱
德
以
第
一
一
五
、
第
一
二○
、
第
一
二
九
師
分
別
馳
援
平
型
關
、
雁
門
關
配
合
作
戰
。

為
表
示
抗
戰
決
心
，
閻
錫
山
還
將
擅
自
從
天
鎮
撤
退
的
第
六
十
一
軍
軍
長
李
服
膺
槍
決
。

為
協
調
各
部
隊
行
動
，
閻
錫
山
與
第
二
戰
區
司
令
部
副
長
官
朱
德
、
黃
紹
竑
、
衛
立
煌
等
多
次
會
商
作
戰
計

畫
。
八
月
二
十
八
日
，
在
嶺
口
村
傍
山
坡
一
個
窯
洞
裡
，
閻
錫
山
還
和
中
共
代
表
團
團
長
周
恩
來
、
八
路
軍
副
總

指
揮
彭
德
懷
、
第
一
二
九
師
副
師
長
徐
向
前
進
行
了
長
時
間
會
談
，
並
請
周
恩
來
協
助
制
訂
︽
第
二
戰
區
平
型
關

戰
役
計
畫
︾
。

周
恩
來
只
用
一
天
時
間
就
擬
好
了
計
畫
。
閻
錫
山
驚
佩
不
已
，
連
聲
讚
歎
：
﹁
寫
得
這
樣
快
，
這
樣
好
！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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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會戰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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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這
樣
打
，
中
國
必
勝
。
﹂

九
月
二
十
一
日
，
板
垣
征
四
郎
的
第
五
師
團
一
部
從
渾
源
翻
越
高
山
南
下
，
襲
擊
守
軍
第
十
七
軍
側
背
。
第

二
十
一
旅
團
主
力
則
由
靈
丘
南
進
，
從
正
面
進
攻
平
型
關
，
遭
第
三
十
三
軍
孟
憲
吉
部
第
八
旅
的
頑
強
抗
擊
。
日

軍
援
兵
不
斷
增
加
，
兩
軍
在
平
型
關
前
展
開
大
戰
。
第
七
集
團
軍
總
司
令
傅
作
義
率
預
備
部
隊
二
個
師
趕
來
增
援
，

日
軍
攻
勢
頓
挫
，
被
擋
在
平
型
關
外
，
進
展
不
動
。

閻
錫
山
決
定
集
中
兵
力
組
織
平
型
關
戰
役
，
首
先
殲
滅
這
路
日
軍
，
並
致
電
第
十
八
集
團
軍
總
司
令
朱
德
﹁
我

決
殲
滅
平
型
關
之
敵
，
增
加
八
個
團
的
兵
力
拂
曉
即
到
，
希
電
林
師
夾
擊
敵
之
側
背
﹂
。

八
路
軍
一
一
五
師
整
編
後
，
東
渡
黃
河
奔
赴
抗
日
戰
場
，
於
九
月
十
九
日
抵
達
平
型
關
東
南
的
上
寨
、
下
關

地
區
。
二
十
三
日
，
接
到
第
二
戰
區
司
令
部
的
出
擊
計
畫
後
，
部
隊
連
夜
進
至
距
平
型
關
東
南
十
五
公
里
的
冉
莊

隱
蔽
集
結
。

九
月
二
十
五
日
，
日
軍
第
二
十
一
旅
團
後
續
部
隊
第
二
十
一
聯
隊
第
三
大
隊
，
乘
一
百
餘
輛
汽
車
和
二
百
餘

輛
輜
重
馬
車
沿
公
路
向
平
型
關
緩
慢
開
來
，
七
時
許
，
全
部
進
入
第
一
一
五
師
預
伏
陣
地
。

林
彪
抓
住
戰
機
，
命
令
第
一
一
五
師
全
線
開
火
。
激
戰
至
午
後
，
全
殲
日
軍
一
千
餘
人
，
擊
毀
汽
車
百
餘
輛
、

馬
車
二
百
輛
，
繳
獲
大
批
武
器
及
軍
用
物
資
，
取
得
了
中
國
軍
隊
全
面
抗
戰
以
來
的
首
次
大
捷
。

為
支
持
第
一
一
五
師
作
戰
，
第
六
集
團
軍
副
總
司
令
孫
楚
命
令
郭
宗
汾
的
預
備
第
二
軍
主
動
出
擊
，
迂
迴
攻

擊
日
軍
側
後
。
二
十
五
日
拂
曉
前
，
預
備
第
二
軍
通
過
澗
頭
、
迷
回
村
前
進
時
，
突
然
遭
受
來
自
團
城
口
方
面
工

事
裡
日
軍
炮
火
猛
烈
襲
擊
和
包
圍
，
守
軍
傷
亡
三
分
之
一
左
右
。
恰
逢
此
時
第
一
一
五
師
獲
得
平
型
關
大
捷
後
，

一
部
挺
進
於
大
、
小
寒
水
嶺
上
，
方
使
郭
宗
汾
部
占
穩
了
陣
地
，
鉗
制
了
日
軍
對
平
型
關
正
面
的
進
攻
壓
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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閻
錫
山
鑒
於
楊
愛
源
、
孫
楚
缺
乏
統
禦
各
軍

的
能
力
，
遂
令
傅
作
義
負
責
平
型
關
戰
役
的
總
指

揮
，
並
調
陳
長
捷
的
第
六
十
一
軍
急
援
平
型
關
。
第

六
十
一
軍
氣
勢
如
虹
，
一
舉
攻
佔
西
跑
池
和
鷂
子

澗
。
二
十
六
日
，
日
軍
集
中
一
個
旅
團
的
優
勢
兵
力

向
鷂
子
澗
守
軍
第
四
三
四
團
反
撲
，
程
繼
賢
團
長
指

揮
僅
剩
兩
個
營
的
士
兵
與
敵
人
展
開
肉
搏
拼
殺
，
全

團
官
兵
勇
往
直
前
，
無
一
後
退
，
直
到
戰
至
彈
盡

援
絕
，
程
繼
賢
團
長
以
下
官
兵
近
千
人
全
部
壯
烈
犧

牲
。

與
此
同
時
，
東
、
西
跑
池
也
展
開
激
戰
。
日
軍

增
援
部
隊
趕
到
後
發
動
攻
勢
，
企
圖
奪
回
西
跑
池
。

呂
瑞
英
旅
長
率
部
頑
強
抵
抗
，
接
連
粉
碎
日
軍
攻

勢
。
日
軍
重
炮
兵
開
到
，
立
即
以
強
大
炮
火
轟
擊

東
、
西
跑
池
及
鷂
子
澗
陣
地
。
駐
防
東
跑
池
的
第
八

旅
第
六
二
二
團
，
血
戰
五
晝
夜
，
陣
地
多
次
易
手
，

兩
軍
形
成
拉
鋸
戰
，
山
坡
上
敵
屍
累
累
，
守
軍
也
傷

亡
三
分
之
二
，
但
仍
然
堅
守
不
退
。

平型關戰鬥中的一一五師機槍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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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型
關
戰
事
陷
入
膠
著
狀
態
，
連
續
一
周
的
激
戰
，
日
軍
已
傷
亡
七
千
餘
人
，
板
垣
征
四
郎
焦
灼
萬
分
，
擔

心
在
深
溝
峽
谷
地
帶
遭
到
第
二
戰
區
部
隊
圍
殲
。
正
當
閻
錫
山
調
兵
遣
將
佈
置
口
袋
陣
張
網
欲
捕
之
時
，
板
垣
征

四
郎
也
召
集
了
師
團
參
謀
長
西
溫
利
村
、
第
九
旅
團
長
國
崎
登
、
第
二
十
一
旅
團
長
三
浦
敏
事
和
關
東
軍
察
哈
爾

派
遣
兵
團
混
成
第
二
旅
團
長
本
多
政
材
、
混
成
第
十
五
旅
團
長
筱
原
誠
一
郎
開
會
研
究
對
策
。

板
垣
征
四
郎
是
一
個
中
國
通
，
長
期
在
中
國
做
情
報
工
作
，
一
年
前
曾
借
旅
遊
五
臺
山
為
名
到
綏
遠
、
山
西

一
帶
做
過
長
途
旅
行
。
從
靈
丘
至
平
型
關
的
谷
道
和
從
大
同
到
雁
門
關
的
道
路
他
都
騎
著
毛
驢
走
過
，
並
暗
中
偵

查
過
雁
北
一
帶
的
地
形
及
工
事
分
佈
情
況
，
知
道
雁
門
關
要
塞
有
重
兵
把
守
難
以
突
破
，
於
是
命
令
關
東
軍
察
哈

爾
派
遣
兵
團
第
二
混
成
旅
團
長
本
多
政
材
率
部
奇
襲
茹
越
口
，
迂
迴
抄
襲
平
型
關
背
後
。

茹
越
口
位
於
恒
山
和
雁
門
山
之
間
的
要
衝
，
是
中
央
軍
劉
茂
恩
的
第
十
五
軍
與
晉
軍
第
三
十
四
軍
的
結
合

部
。
楊
澄
源
的
第
三
十
四
軍
雖
然
是
軍
級
編
制
，
其
實
只
有
二
個
旅
的
兵
力
，
姜
玉
貞
的
第
一
九
六
旅
還
駐
守
陽

明
堡
，
實
際
上
只
有
梁
鑒
堂
部
第
二○

三
旅
駐
守
繁
峙
，
防
守
力
量
薄
弱
。

東
條
英
機
採
用
聲
西
擊
東
戰
術
，
先
擺
出
佯
攻
雁
門
關
的
架
勢
，
然
後
，
派
第
二
旅
團
和
第
十
五
旅
團
突
然

轉
向
東
南
，
直
撲
茹
越
口
，
以
一
日
一
夜
的
急
行
軍
，
於
九
月
二
十
八
日
晨
一
舉
突
破
茹
越
口
要
衝
，
第
三
十
四

軍
退
入
繁
峙
。

為
保
衛
平
型
關
戰
場
的
後
方
安
全
，
梁
鑒
堂
旅
長
又
親
率
剩
餘
的
一
營
人
馬
殺
回
，
企
圖
奪
回
山
口
，
終
因

兵
力
懸
殊
，
梁
鑒
堂
旅
長
和
大
部
分
官
兵
壯
烈
犧
牲
。
第
十
九
軍
軍
長
王
靖
國
急
命
方
克
猷
旅
長
反
攻
茹
越
口
，

又
被
日
軍
擊
潰
。
二
十
九
日
，
日
軍
佔
領
繁
峙
和
鐵
角
嶺
，
對
平
型
關
主
戰
場
和
雁
門
關
主
陣
地
的
側
後
方
構
成

了
嚴
重
威
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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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月
三
十
日
，
閻
錫
山
親
自
來
到
繁
峙
南
大
營
以
西
沙
河
鎮
的
一
個
小
村
，
召
集
傅
作
義
、
楊
愛
源
、
孫
楚
、

王
靖
國
、
陳
長
捷
等
前
線
將
領
開
會
，
決
定
全
線
撤
退
。
十
月
一
日
，
閻
錫
山
下
令
內
長
城
線
上
各
軍
向
五
臺
山
、

雲
中
山
、
蘆
芽
山
一
線
轉
移
，
集
中
兵
力
於
忻
口
地
區
組
織
防
禦
。

二
、
忻
口
戰
役

忻
口
位
於
忻
縣
以
北
二
十
五
公
里
處
，
右
靠
五
臺
山
脈
，
左
依
寧
武
山
脈
，
滹
沱
河
和
雲
中
河
在
此
匯
流
，

兩
山
夾
河
，
形
成
守
衛
太
原
的
天
然
屏
障
。
同
蒲
鐵
路
南
北
貫
通
，
是
日
軍
進
攻
太
原
的
必
經
之
路
。

十
月
一
日
，
日
軍
參
謀
本
部
命
令
﹁
華
北
方
面
軍
﹂
一
部
和
關
東
軍
一
部
進
攻
太
原
，
﹁
華
北
方
面
軍
﹂
立

即
於
當
晚
下
令
第
五
師
團
和
關
東
軍
察
哈
爾
派
遣
兵
團
向
太
原
發
動
進
攻
。
六
日
，
又
命
令
第
一
軍
突
破
石
家
莊

防
線
後
，
以
一
部
沿
正
太
路
西
進
，
分
進
合
擊
太
原
。

十
月
六
日
，
第
二
戰
區
司
令
長
官
閻
錫
山
召
集
周
恩
來
、
黃
紹
竑
、
衛
立
煌
和
傅
作
義
討
論
忻
口
作
戰
計
畫
，

決
定
調
集
四
個
集
團
軍
組
織
忻
口
戰
役
。
以
衛
立
煌
率
領
的
第
十
四
集
團
軍
組
成
中
央
兵
團
，
扼
守
崞
縣
、
原
平

至
忻
口
一
帶
主
陣
地
；
以
朱
德
率
領
的
第
十
八
集
團
軍
為
右
翼
軍
，
在
五
臺
山
至
峪
口
一
線
設
防
，
阻
擊
敵
人
；

以
楊
愛
源
率
領
的
第
六
集
團
軍
為
左
翼
軍
，
在
寧
武
山
區
的
黑
峪
村
至
陽
方
口
一
線
佔
領
陣
地
；
以
傅
作
義
率
領

的
第
七
集
團
軍
為
預
備
兵
團
，
控
制
忻
縣
、
太
原
一
線
，
並
機
動
策
應
各
方
。
以
副
司
令
長
官
衛
立
煌
任
前
敵
總

指
揮
，
負
責
組
織
忻
口
戰
役
。

十
月
一
日
，
日
軍
先
頭
部
隊
一
千
餘
人
在
陽
明
堡
與
第
十
九
軍
的
部
隊
發
生
激
戰
，
攻
佔
了
陽
明
堡
。
第
二

天
，
日
軍
開
始
進
攻
崞
縣
。
四
日
，
關
東
軍
筱
原
誠
一
郎
的
混
成
第
十
五
旅
團
從
崞
縣
以
西
迂
迴
，
企
圖
攻
佔
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