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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把
希
望
寄
於
美
國
、
英
國
的
出
面
干
涉
和
援
助
，
中
國
人
民
的
事
情
為
什
麼
不
能
由
中
國
人
民
自
己
做
主
？
以

全
國
之
人
力
物
力
，
難
道
還
怕
小
小
的
日
本
嗎
？
當
今
之
時
，
惟
有
速
速
抗
戰
，
寧
使
人
地
皆
成
灰
燼
，
決
不
任

敵
寇
從
容
踐
踏
而
過
！
﹂

北
京
大
學
文
學
院
院
長
胡
適
也
發
了
言
：
﹁
眾
所
周
知
，
我
以
前
曾
主
張
多
研
究
些
問
題
，
少
談
些
主
義
。

然
而
當
今
之
世
，
日
寇
欺
人
太
甚
，
偌
大
個
華
北
，
已
放
不
下
一
張
安
靜
的
書
桌
。
再
這
樣
下
去
，
國
將
不
國
，

還
談
什
麼
研
究
問
題
、
科
學
救
國
！
當
今
最
大
的
問
題
，
就
是
全
國
同
心
，
把
日
寇
趕
出
中
國
！
﹂

在
會
上
發
言
的
還
有
張
君
勱
、
左
舜
生
、
錢
昌
照
等
人
。
大
家
一
致
擁
護
精
誠
團
結
、
一
致
抗
日
的
方
針
。

整
個
會
場
充
滿
熱
烈
、
慷
慨
的
氣
氛
。

十
七
日
上
午
，
一
身
戎
裝
的
蔣
介
石
出
席
會
議
，
並
慷
慨
激
昂
地
發
表
了
著
名
的
︽
抗
戰
宣
言
︾
：
﹁
總
之
，

政
府
對
於
盧
溝
橋
事
件
，
已
確
定
始
終
一
貫
的
方
針
和
立
場
，
且
必
以
全
力
固
守
這
個
立
場
。
我
們
希
望
和
平
，

而
不
求
苟
安
；
準
備
應
戰
，
而
決
不
求
戰
。
我
們
知
道
全
國
應
戰
以
後
之
局
勢
，
就
只
有
犧
牲
到
底
，
無
絲
毫
僥

倖
求
免
之
理
。
如
果
戰
端
一
開
，
那
就
是
地
無
分
南
北
，
年
無
分
老
幼
，
無
論
何
人
，
皆
有
守
土
抗
戰
之
責
，
皆

應
抱
定
犧
牲
一
切
之
決
心
。
﹂

蔣
介
石
的
講
話
，
表
明
了
政
府
決
心
抗
戰
的
方
針
和
立
場
，
贏
得
了
與
會
代
表
的
熱
烈
鼓
掌
和
擁
護
，
大
家

一
致
表
示
團
結
抗
戰
、
共
赴
國
難
。

二
、
國
共
合
作

十
七
日
下
午
，
中
共
代
表
周
恩
來
、
秦
邦
憲
、
林
伯
渠
等
人
來
到
廬
山
﹁
美
廬
﹂
別
墅
，
與
蔣
介
石
、
邵
力
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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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
沖
進
行
談
判
。

剛
剛
發
表
︽
抗
戰
宣
言
︾
的
蔣
介
石
心

情
十
分
愉
快
，
握
著
周
恩
來
的
手
笑
著
說
：

﹁
我
們
在
黃
埔
軍
校
、
北
伐
時
期
都
有
過
很

好
的
合
作
，
只
要
貴
黨
有
誠
意
，
我
們
以

後
還
會
很
好
合
作
的
。
﹂

周
恩
來
爽
朗
地
說
道
：
﹁
抗
日
救
國
是

我
黨
一
貫
的
主
張
，
也
是
全
國
人
民
的
強

烈
要
求
。
我
們
贊
同
貴
黨
提
出
的
﹃
精
誠

團
結
，
共
赴
國
難
﹄
的
口
號
，
我
們
贊
同

蔣
先
生
在
︽
抗
戰
宣
言
︾
中
所
表
明
的
態

度
。
只
要
各
黨
各
派
都
能
以
民
族
利
益
為

重
，
服
從
人
民
的
要
求
，
中
國
的
事
情
是

能
夠
辦
得
好
的
。
﹂

周
恩
來
說
著
，
將
︽
中
共
中
央
為
公
佈

國
共
合
作
宣
言
︾
呈
交
給
蔣
介
石
，
鄭
重

表
示
願
為
澈
底
實
現
孫
中
山
的
三
民
主
義

而
奮
鬥
，
停
止
推
翻
國
民
黨
政
權
和
沒
收

國共南京談判代表合影（右起：朱德、周恩來、黃琪翔、郭秀儀、葉劍英、張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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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主
土
地
的
政
策
，
並
就
其
中
關
於
取
消
蘇
維
埃
政
府
，
取
消
紅
軍
名
義
及
番
號
、
改
編
為
國
民
革
命
軍
等
重
大

問
題
，
作
了
詳
細
說
明
，
充
分
顯
示
了
中
國
共
產
黨
合
作
抗
戰
的
誠
意
。

蔣
介
石
聽
後
連
連
點
頭
說
：
﹁
這
樣
很
好
！
貴
黨
願
將
紅
軍
改
編
為
國
民
革
命
軍
，
政
府
可
以
頒
佈
三
個
師

的
番
號
，
十
二
個
團
的
編
制
，
總
人
數
為
四
萬
五
千
人
。
師
、
團
設
政
訓
處
，
政
訓
處
主
任
由
我
黨
委
派
李
秉
中
、

丁
惟
汾
等
人
擔
任
。
我
們
還
準
備
委
派
劉
伯
龍
、
龔
建
勳
、
梁
固
任
三
個
師
的
參
謀
長
，
具
體
負
責
軍
事
行
動
。

你
們
看
這
樣
可
好
？
﹂

周
恩
來
嚴
肅
地
說
道
：
﹁
委
員
長
先
生
，
我
黨
願
與
貴
黨
合
作
，
並
在
軍
事
上
接
受
國
民
政
府
的
統
一
指
揮
，

但
必
須
保
持
我
黨
對
改
編
後
的
紅
軍
的
獨
立
指
揮
權
。
如
果
貴
黨
想
取
消
我
黨
對
軍
隊
的
獨
立
指
揮
權
，
委
派
政

訓
處
主
任
和
師
參
謀
長
，
我
黨
是
不
能
接
受
的
。
蔣
先
生
不
至
於
認
為
我
黨
我
軍
缺
乏
軍
事
指
揮
人
才
吧
。
﹂

蔣
介
石
思
忖
了
一
會
兒
說
：
﹁
這
些
具
體
問
題
可
以
再
商
量
。
舉
國
抗
戰
是
一
件
大
事
，
光
有
熱
情
和
願
望

是
不
夠
的
，
必
須
統
一
指
揮
，
嚴
肅
紀
律
。
貴
黨
的
劉
伯
承
、
林
彪
、
左
權
、
陳
賡
都
是
難
得
的
將
才
，
指
揮
軍

隊
當
然
是
沒
有
問
題
的
。
﹂

國
共
兩
黨
代
表
經
過
協
商
，
合
作
抗
日
談
判
終
於
取
得
原
則
上
一
致
的
意
見
。
國
民
黨
承
認
共
產
黨
的
合
法

地
位
，
同
意
共
產
黨
擁
有
對
改
編
後
的
紅
軍
的
獨
立
指
揮
權
，
向
共
產
黨
獨
立
指
揮
的
軍
隊
提
供
武
器
給
養
，
停

止
內
戰
，
一
致
抗
日
，
標
誌
著
第
二
次
國
共
合
作
和
抗
日
民
族
統
一
戰
線
的
初
步
形
成
。

為
了
應
付
日
本
軍
隊
的
大
舉
進
攻
，
堅
持
長
期
抗
戰
，
國
民
政
府
開
始
籌
組
指
揮
全
國
軍
隊
的
最
高
統
帥
機

構
。
七
月
下
旬
，
軍
政
部
擬
定
了
大
本
營
組
建
及
各
戰
區
劃
分
的
方
案
。

八
月
七
日
，
國
民
政
府
在
南
京
召
開
國
防
會
議
，
邀
集
各
地
方
將
領
和
負
責
人
赴
南
京
共
商
抗
戰
大
計
，
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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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邀
毛
澤
東
、
朱
德
、
周
恩
來
去
南
京
共
商
國
是
。
中
共
中
央
派
朱
德
、
周
恩
來
、
葉
劍
英
出
席
會
議
，
並
同
國

民
黨
進
行
談
判
。
蔣
介
石
在
會
上
作
了
﹁
抗
戰
到
底
﹂
的
講
話
，
確
定
了
﹁
持
久
戰
﹂
的
戰
略
方
針
，
即
軍
事
上

採
取
持
久
戰
略
，
﹁
以
空
間
換
時
間
﹂
，
逐
次
消
耗
敵
人
，
以
轉
變
敵
我
優
劣
形
勢
，
爭
取
最
後
勝
利
。
經
會
議

討
論
，
與
會
代
表
一
致
以
起
立
方
式
表
示
抗
戰
到
底
的
決
心
。

八
月
十
二
日
，
國
民
政
府
國
防
會
議
決
定
成
立
大
本
營
，
以
軍
事
委
員
會
委
員
長
蔣
介
石
為
陸
、
海
、
空
軍

大
元
帥
，
行
使
三
軍
最
高
統
帥
權
。

八
月
十
五
日
，
蔣
介
石
下
達
了
全
國
總
動
員
令
，
建
立
戰
時
體
制
，
並
正
式
組
成
大
本
營
，
將
全
國
劃
分
為

五
個
戰
區
：
河
北
省
和
山
東
省
北
部
為
第
一
戰
區
，
蔣
介
石
兼
司
令
長
官
；
山
西
省
、
察
哈
爾
省
、
綏
遠
省
為
第

二
戰
區
，
閻
錫
山
任
司
令
長
官
；
江
蘇
省
長
江
以
南
和
浙
江
省
為
第
三
戰
區
，
馮
玉
祥
任
司
令
長
官
；
福
建
省
、

廣
東
省
為
第
四
戰
區
，
何
應
欽
兼
司
令
長
官
；
江
蘇
省
長
江
以
北
和
山
東
省
南
部
為
第
五
戰
區
，
蔣
介
石
兼
司
令

長
官
。八

月
二
十
二
日
，
國
民
政
府
軍
事
委
員
會
發
佈
命
令
，
正
式
宣
佈
將
紅
軍
改
編
為
﹁
國
民
革
命
軍
第
八
路

軍
﹂
，
下
轄
第
一
一
五
師
、
第
一
二○

師
、
第
一
二
九
師
，
全
軍
共
四‧

五
萬
人
，
編
入
第
二
戰
區
戰
鬥
序
列
。

中
國
共
產
黨
還
在
南
京
、
上
海
、
西
安
、
太
原
、
武
漢
、
長
沙
、
桂
林
、
蘭
州
、
迪
化
︵
今
烏
魯
木
齊
︶
、
重
慶
、

廣
州
、
香
港
、
南
寧
、
洛
陽
、
貴
陽
等
地
公
開
設
立
八
路
軍
辦
事
處
或
八
路
軍
通
訊
聯
絡
機
構
，
負
責
國
統
區
的

聯
絡
工
作
。

九
月
十
一
日
，
國
民
政
府
軍
事
委
員
會
統
一
整
編
，
改
第
八
路
軍
為
第
十
八
集
團
軍
，
總
指
揮
部
改
稱
總
司

令
部
，
朱
德
任
總
司
令
，
彭
德
懷
為
副
總
司
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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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久
，
國
民
政
府
又
發
佈
命
令
將
湘
、
贛
、
閩
、
粵
、
浙
、
鄂
、
豫
、
皖
八
省
邊
界
十
多
個
地
區
的
紅
軍
和

遊
擊
隊
改
編
為
國
民
革
命
軍
陸
軍
新
編
第
四
軍
，
簡
稱
新
四
軍
，
葉
挺
任
軍
長
，
項
英
任
副
軍
長
，
下
轄
四
個
支

隊
，
全
軍
共
一
萬○

三
百
人
，
列
入
第
三
戰
區
戰
鬥
序
列
。

整
編
完
畢
後
，
八
路
軍
、
新
四
軍
分
別
奔
赴
華
北
和
華
中
抗
日
前
線
。

九
月
二
十
二
日
，
國
民
黨
中
央
通
訊
社
正
式
公
佈
了
周
恩
來
親
筆
起
草
的
︽
中
共
中
央
為
公
佈
國
共
合
作
宣

言
︾
，
公
開
聲
明
：
﹁
當
此
國
難
極
端
嚴
重
、
民
族
生
命
存
亡
絕
續
之
時
，
我
們
為
著
挽
救
祖
國
的
危
亡
，
在
和

平
統
一
團
結
禦
侮
的
基
礎
上
，
已
經
與
中
國
國
民
黨
獲
得
了
諒
解
，
而
共
赴
國
難
了
。
﹂
並
鄭
重
向
全
國
宣
言
：

﹁
一
、
孫
中
山
先
生
的
三
民
主
義
為
中
國
今
日
之
必
需
，
本
黨
願
為
其
澈
底
的
實
現
而
奮
鬥
。
二
、
取
消
一
切
推

翻
國
民
黨
政
權
的
暴
動
政
策
及
赤
化
運
動
，
停
止
以
暴
力
沒
收
地
主
土
地
的
政
策
。
三
、
取
消
現
在
的
蘇
維
埃
政

府
，
實
行
民
權
政
治
，
以
期
全
國
政
權
之
統
一
。
四
、
取
消
紅
軍
名
義
及
番
號
，
改
編
為
國
民
革
命
軍
，
受
國
民

政
府
軍
事
委
員
會
之
統
轄
，
並
待
命
出
動
，
擔
任
抗
日
前
線
之
職
責
。
﹂

九
月
二
十
三
日
，
蔣
介
石
在
廬
山
發
表
︽
對
中
國
共
產
黨
宣
言
的
談
話
︾
，
指
出
了
團
結
禦
侮
的
必
要
，
承

認
了
中
國
共
產
黨
的
合
法
地
位
。
共
產
黨
宣
言
和
蔣
介
石
談
話
的
發
表
，
標
誌
著
國
共
兩
黨
第
二
次
合
作
正
式
建

立
。

第
二
次
國
共
合
作
的
實
現
，
受
到
了
全
國
各
族
人
民
、
各
民
主
黨
派
和
愛
國
民
主
人
士
的
歡
迎
。
國
民
黨
左

派
領
袖
宋
慶
齡
公
開
發
表
感
言
：
﹁
中
共
宣
言
與
蔣
委
員
長
談
話
都
鄭
重
指
出
兩
黨
精
誠
團
結
的
必
要
。
我
聽
到

這
個
消
息
，
感
動
得
幾
乎
要
下
淚
。
﹂
﹁
國
難
當
頭
，
應
該
盡
棄
前
嫌
。
必
須
舉
國
上
下
團
結
一
致
，
抵
抗
日
本
，

爭
取
最
後
勝
利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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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共
合
作
的
實
現
，
也
推
動
了
全
民
族
的
抗
日
統
一
戰
線
的
發
展
。
中
國
國
家
社
會
黨
、
中
國
青
年
黨
、
中

華
職
業
教
育
社
和
鄉
村
建
設
派
等
黨
派
，
都
先
後
表
示
擁
護
國
共
合
作
抗
日
。
全
國
救
國
會
領
袖
沈
鈞
儒
、
鄒
韜

奮
等
七
君
子
獲
釋
出
獄
後
，
擁
護
以
國
共
合
作
為
基
礎
的
全
國
抗
戰
大
團
結
。
中
華
民
族
解
放
行
動
委
員
會
向
國

民
黨
政
府
提
出
了
普
遍
動
員
民
眾
、
實
行
民
主
政
治
等
八
項
政
治
主
張
，
並
積
極
投
入
抗
日
工
作
。
國
民
黨
內
的

李
濟
深
、
陳
銘
樞
等
領
導
的
中
華
民
族
革
命
同
盟
，
也
以
大
局
為
重
，
從
原
來
的
反
蔣
抗
日
轉
到
擁
蔣
抗
日
的
立

場
。
東
南
亞
各
國
的
四
十
多
個
華
僑
救
國
團
體
在
陳
嘉
庚
的
號
召
下
成
立
南
洋
華
僑
籌
賑
祖
國
難
民
總
會
，
支
持

祖
國
抗
戰
。
在
美
洲
的
致
公
黨
創
始
人
司
徒
美
堂
，
也
發
動
美
洲
僑
胞
以
長
期
募
捐
支
持
祖
國
抗
戰
。
至
此
，
一

個
以
國
共
兩
黨
合
作
為
基
礎
的
，
全
國
各
族
人
民
、
各
民
主
黨
派
、
各
愛
國
軍
隊
、
各
階
層
愛
國
人
士
以
及
海
外

華
僑
參
加
的
抗
日
民
族
統
一
戰
線
正
式
建
立
起
來
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