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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行
山
，
位
於
黃
土
高
原
和
華
北
平
原
交
界
地
區
，
山
脈
呈
東
北
西
南
走
向
，
綿
延
八
百
餘
里
，
平
均
海
拔

在
一
千
二
百
米
以
上
，
最
高
峰
二
千
八
八
二
米
，
號
稱
華
北
脊
樑
，
戰
略
地
位
非
常
重
要
。
太
原
失
守
後
，
八
路

軍
第
一
二
九
師
挺
進
太
行
，
建
立
了
以
太
行
山
為
中
心
的
晉
冀
豫
抗
日
根
據
地
。

一
、
晉
冀
豫
抗
日
根
據
地

一
九
三
七
年
十
一
月
，
太
原
失
守
後
，
八
路
軍
第
一
二
九
師
在
山
西
和
順
縣
石
拐
鎮
召
開
幹
部
會
議
，
傳
達

中
共
中
央
和
毛
澤
東
關
於
創
建
乙
太
行
、
太
嶽
山
脈
為
依
託
的
晉
冀
豫
抗
日
根
據
地
的
指
示
，
布
置
開
展
遊
擊
戰

爭
的
任
務
。
會
後
，
第
一
二
九
師
參
謀
長
倪
志
亮
、
政
治
部
副
主
任
宋
任
窮
等
率
領
工
作
團
和
部
分
武
裝
，
到
沁

縣
、
長
治
、
晉
城
、
武
鄉
、
襄
垣
、
平
順
、
沁
源
、
安
澤
、
屯
留
等
地
，
在
地
方
黨
組
織
及
犧
盟
會
、
決
死
隊
的

配
合
下
，
宣
傳
黨
的
抗
日
政
策
，
開
展
減
租
減
息
等
工
作
，
很
快
在
晉
東
南
和
冀
西
地
區
建
立
了
抗
日
武
裝
和
抗

日
民
主
政
權
。

一
九
三
八
年
一
月
，
鄧
小
平
接
任
第
一
二
九
師
政
治
委
員
。
上
任
不
久
在
遼
縣
召
開
會
議
，
就
進
一
步
實
行

戰
略
展
開
、
開
展
遊
擊
戰
爭
、
創
建
抗
日
根
據
地
等
工
作
進
行
了
部
署
。
會
後
，
派
補
充
團
南
下
豫
北
，
開
闢
太

行
山
南
部
地
區
工
作
。
第
三
八
六
旅
副
旅
長
陳
再
道
率
領
東
進
縱
隊
挺
進
冀
南
，
開
闢
冀
南
根
據
地
。
至
此
，
晉

冀
豫
邊
區
抗
日
根
據
地
初
步
形
成
。

一
月
十
四
日
，
蔣
介
石
在
河
南
洛
陽
召
開
第
一
、
第
二
戰
區
將
領
會
議
，
八
路
軍
方
面
朱
德
、
彭
德
懷
和
林

彪
、
賀
龍
、
劉
伯
承
三
位
師
長
參
加
。
蔣
介
石
對
八
路
軍
出
師
以
來
積
極
支
持
正
面
戰
場
、
屢
創
日
軍
的
行
動
慰

勉
了
一
番
；
並
要
求
閻
錫
山
、
衛
立
煌
的
部
隊
不
准
退
過
黃
河
，
積
極
配
合
津
浦
路
南
段
會
戰
準
備
反
攻
太
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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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月
十
七
日
，
閻
錫
山
、
衛
立
煌
邀

請
朱
德
到
臨
汾
附
近
的
土
門
鎮
召
開
會

議
，
會
商
下
步
作
戰
計
畫
。
會
議
決
定
，

將
第
二
戰
區
的
部
隊
重
新
劃
分
為
西
路

軍
、
南
路
軍
和
東
路
軍
。
西
路
軍
主
要
是

集
結
在
晉
西
的
晉
綏
軍
，
由
閻
錫
山
親
自

指
揮
。
南
路
軍
主
要
是
衛
立
煌
指
揮
的
集

結
在
晉
南
的
中
央
軍
，
準
備
在
同
蒲
鐵
路

南
段
同
日
軍
作
戰
。
東
路
軍
包
括
在
敵
後

活
動
的
八
路
軍
和
滯
留
在
晉
東
南
的
國
民

黨
部
隊
第
三
軍
、
第
十
七
軍
、
第
四
十
七

軍
、
第
九
十
四
師
、
第
十
七
師
、
騎
兵
第

四
師
、
第
五
二
九
旅
等
七
個
半
師
部
隊
，

請
朱
德
任
東
路
軍
總
指
揮
，
彭
德
懷
任
副

總
指
揮
。

二
月
中
旬
，
日
軍
第
二
十
、
第
一○

九
、
第
一○

八
、
第
十
四
師
團
各
一
部
，

沿
同
蒲
路
向
晉
西
南
進
犯
。
為
鉗
制
與

朱德總司令立馬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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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
擊
向
晉
南
、
晉
西
進
攻
之
日
軍
，
配
合
國
民
黨
友
軍
作
戰
，
二
月
十
八
日
，
八
路
軍
總
部
令
第
一
二
九
師
與
第

一
一
五
師
第
三
四
四
旅
，
向
正
太
鐵
路
陽
泉
至
井
陘
段
出
擊
。
第
一
二
九
師
師
長
劉
伯
承
制
訂
了
誘
敵
打
援
的
計

畫
，
以
第
七
六
九
團
襲
擊
井
陘
至
陽
泉
間
的
敵
軍
重
要
據
點
舊
關
，
誘
井
陘
之
敵
出
援
；
以
第
三
八
六
旅
主
力
於

井
陘
、
舊
關
間
之
長
生
口
設
伏
殲
滅
該
敵
；
以
第
三
四
四
旅
主
力
襲
擊
正
太
鐵
路
上
娘
子
關
至
井
陘
間
之
敵
軍
據

點
。

二
月
二
十
一
日
夜
，
第
三
八
六
旅
以
主
力
於
長
生
口
附
近
佔
領
伏
擊
陣
地
。
二
十
二
日
拂
曉
，
第
七
六
九
團

一
部
襲
入
舊
關
並
將
敵
軍
包
圍
。
井
陘
之
敵
聞
訊
，
以
二
百
餘
人
乘
汽
車
八
輛
出
援
。
當
日
軍
通
過
長
生
口
附
近

時
，
早
已
埋
伏
在
此
的
第
三
八
六
旅
伏
擊
部
隊
突
然
發
起
攻
擊
，
經
半
日
激
戰
，
斃
敵
一
百
三
十
餘
人
，
擊
毀
汽

車
五
輛
，
繳
獲
迫
擊
炮
三
門
。
與
此
同
時
，
第
三
四
四
旅
襲
擊
娘
子
關
至
井
陘
間
之
敵
軍
據
點
，
斃
傷
守
軍
二
百

餘
人
，
一
度
切
斷
正
太
鐵
路
交
通
。
正
太
鐵
路
破
襲
戰
，
有
力
地
牽
制
了
日
軍
向
晉
西
的
進
攻
，
支
持
了
友
軍
作

戰
。

二
、
神
頭
嶺
伏
擊
戰

當
第
一
二
九
師
主
力
出
擊
正
太
鐵
路
時
，
日
軍
第
一○
八
師
團
由
邯
鄲
經
東
陽
關
沿
邯
︵
鄲
︶
長
︵
治
︶
路

西
犯
，
並
於
二
月
二
十
日
進
佔
長
治
，
企
圖
奪
取
臨
汾
，
配
合
沿
同
蒲
鐵
路
南
下
之
第
二
十
師
團
消
滅
退
至
晉
南

的
國
民
黨
軍
。
為
了
打
擊
和
鉗
制
沿
邯
長
路
西
犯
之
敵
，
第
一
二
九
師
遵
照
中
央
軍
委
和
八
路
軍
總
部
關
於
迅
速

南
移
的
電
令
，
於
三
月
上
旬
進
至
襄
垣
東
南
地
區
，
伺
機
破
襲
邯
長
路
，
打
擊
西
犯
之
敵
。

邯
長
路
是
進
佔
長
治
之
敵
從
平
漢
鐵
路
取
得
補
給
的
主
要
交
通
線
。
因
此
，
日
軍
在
沿
線
各
要
點
均
駐
兵
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