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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州
地
處
蘇
、
魯
、
豫
、
皖
四
省
交
界
處
，
扼
守
津
浦
線
和
隴
海
線
交
叉
口
，
戰
略
位
置
非
常
重
要
，
自
古

為
兵
家
必
爭
之
地
。
日
軍
侵
佔
南
京
後
，
為
打
通
津
浦
鐵
路
，
使
南
北
戰
場
聯
成
一
片
，
先
後
調
集
八
個
師
團
及

三
個
旅
團
、
二
個
支
隊
約
二
十
四
萬
人
的
兵
力
，
分
別
由
華
中
派
遣
軍
司
令
官
畑
俊
六
和
華
北
方
面
軍
司
令
官
寺

內
壽
一
指
揮
，
實
行
南
北
對
擊
，
企
圖
攻
佔
戰
略
要
地
徐
州
。

徐
州
為
第
五
戰
區
司
令
部
所
在
地
。
第
五
戰
區
的
守
備
範
圍
北
至
黃
河
南
岸
，
南
至
長
江
北
岸
，
戰
區
司
令

長
官
是
著
名
的
桂
軍
將
領
李
宗
仁
，
所
屬
部
隊
既
有
嫡
系
李
品
仙
部
第
十
一
集
團
軍
、
廖
磊
部
第
二
十
一
集
團
軍
，

也
有
中
央
軍
湯
恩
伯
部
第
二
十
軍
團
，
還
有
東
北
軍
于
學
忠
部
第
五
十
一
軍
、
西
北
軍
孫
連
仲
部
第
二
集
團
軍
和

張
自
忠
部
第
五
十
九
軍
、
川
軍
孫
振
部
第
二
十
二
集
團
軍
和
韓
復
榘
的
第
三
集
團
軍
、
韓
德
勤
的
第
二
十
四
集
團

軍
等
雜
牌
部
隊
，
共
二
十
七
個
師
，
三
十
餘
萬
人
。
李
宗
仁
調
兵
遣
將
，
以
主
力
集
中
於
徐
州
以
北
地
區
，
抗
擊

北
線
日
軍
南
犯
；
一
部
兵
力
部
署
於
淮
河
沿
岸
，
阻
止
南
線
日
軍
北
進
，
伺
機
在
徐
州
一
帶
與
敵
決
戰
。

一
、
濟
南
棄
守

華
北
日
軍
佔
領
平
津
地
區
後
，
兵
分
三
路
沿
平
綏
、
平
漢
、
津
浦
路
推
進
。
津
浦
路
北
段
保
衛
戰
，
由
山
東

省
主
席
、
第
五
戰
區
副
司
令
長
官
兼
第
三
集
團
軍
總
司
令
韓
復
榘
指
揮
。

韓
復
榘
，
字
向
方
，
河
北
霸
縣
人
，
自
幼
就
讀
私
塾
，
曾
在
縣
衙
任
帖
寫
。
後
棄
筆
從
戎
，
任
馮
玉
祥
文
書
。

因
作
戰
勇
猛
不
斷
升
遷
，
由
排
、
連
、
營
、
團
、
旅
、
師
長
，
直
至
方
面
軍
總
指
揮
。
在
北
伐
戰
爭
中
，
率
先
攻

入
北
京
，
號
稱
﹁
飛
將
軍
﹂
。
蔣
、
閻
、
馮
中
原
大
戰
爆
發
後
，
倒
戈
投
蔣
，
被
委
任
山
東
省
政
府
主
席
。

韓
復
榘
入
主
山
東
後
，
把
原
來
的
三
個
師
一
個
旅
，
擴
編
成
五
個
師
一
個
旅
，
還
組
織
了
四
路
民
團
約
六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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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
由
於
韓
復
榘
的
實
力
，
第
五
戰
區
在
組
建
時
，
被
任
命
為
戰
區
副
司
令
長
官
兼
第
三
集
團
軍
總
司
令
，
部
隊

的
五
個
師
和
一
個
手
槍
旅
擴
編
為
第
十
二
軍
、
第
五
十
五
軍
和
第
五
十
六
軍
，
分
別
由
孫
桐
萱
、
曹
福
林
、
谷
良

民
任
軍
長
，
並
增
加
東
北
軍
于
學
忠
部
第
五
十
一
軍
擔
任
在
山
東
方
面
的
對
日
軍
作
戰
任
務
。

一
九
三
七
年
十
月
，
日
軍
兵
分
兩
路
從
河
北
滄
州
向
山
東
推
進
。
一
路
以
磯
谷
廉
介
的
第
十
師
團
主
力
部
隊
，

在
炮
兵
和
戰
車
的
配
合
下
，
向
德
州
發
動
進
攻
。
十
月
五
日
，
攻
陷
山
東
北
大
門
德
州
。
二
十
六
日
，
從
平
原
一

帶
，
向
駐
守
臨
邑
的
曹
福
林
師
發
動
進
攻
。
曹
福
林
師
抵
擋
不
住
，
官
兵
傷
亡
五
百
餘
人
，
退
到
臨
邑
以
南
。

另
一
路
是
第
一○

九
師
團
本
川
旅
團
，
從
河
北
鹽
山
出
發
，
接
連
攻
佔
慶
雲
、
樂
陵
、
惠
民
等
地
，
然
後
向

濟
陽
進
攻
。
十
一
月
十
三
日
，
韓
復
榘
親
自
出
馬
，
率
孫
桐
萱
師
輜
重
營
和
手
槍
旅
一
個
團
在
濟
陽
城
東
關
禦
敵
。

手
槍
旅
根
本
不
是
日
軍
飛
機
大
炮
的
對
手
，
甫
一
交
戰
就
敗
下
陣
來
。
韓
復
榘
帶
著
百
十
人
的
衛
隊
被
日
軍
包
圍

在
一
個
村
子
裡
，
在
衛
隊
的
拼
死
保
護
下
，
才
隻
身
騎
著
摩
托
車
衝
出
重
圍
。
遂
下
令
所
屬
第
三
集
團
軍
各
部
撤

到
黃
河
以
南
，
並
炸
毀
了
黃
河
鐵
路
大
橋
。

日
軍
沿
津
浦
線
長
驅
直
入
，
逼
近
黃
河
北
岸
，
並
在
鵲
山
上
安
放
遠
程
大
炮
，
不
斷
向
濟
南
火
車
站
、
大
觀

園
商
埠
和
珍
珠
泉
邊
的
省
政
府
開
炮
。
韓
復
榘
將
指
揮
部
搬
到
了
千
佛
山
上
的
興
國
禪
寺
。

一
九
三
七
年
十
二
月
十
八
日
，
日
軍
參
謀
本
部
下
令
第
二
軍
進
攻
濟
南
。
十
二
月
二
十
三
日
夜
，
華
北
方
面

軍
第
二
集
團
軍
司
令
官
西
尾
壽
造
指
揮
第
五
、
第
十
兩
個
精
銳
師
團
，
避
開
濟
南
黃
河
天
險
，
由
濟
陽
曲
堤
、
青

城
間
強
渡
黃
河
，
於
二
十
五
日
分
別
佔
領
龍
山
、
周
村
。
然
後
分
東
西
兩
路
進
擊
，
一
路
沿
京
滬
線
南
下
，
一
路

沿
膠
濟
線
東
進
。

西
路
日
軍
第
十
師
團
又
兵
分
兩
路
，
第
一
一
八
旅
團
向
南
繞
博
山
、
萊
蕪
直
插
泰
安
，
企
圖
切
斷
濟
南
守
軍



共赴國難─國共合作抗戰紀實

。132。

退
路
；
第
十
師
團
主
力
則
在
磯
谷
廉
介

師
團
長
的
率
領
下
沿
膠
濟
線
西
進
，
直

逼
濟
南
。

濟
南
是
山
東
省
會
，
背
倚
黃
河
天

險
，
南
靠
泰
山
餘
脈
，
津
浦
鐵
路
和
膠

濟
鐵
路
在
此
交
匯
，
是
連
接
華
北
和
華

東
地
區
的
戰
略
要
地
。
蔣
介
石
發
來
急

電
，
令
韓
復
榘
死
守
黃
河
，
保
住
濟
南
。

韓
復
榘
見
日
軍
兵
臨
城
下
，
重
炮
旅
又

被
蔣
介
石
調
走
，
遂
不
顧
蔣
介
石
的
電

令
，
率
主
力
退
至
泰
安
，
只
留
一
個
師

防
守
濟
南
。

十
二
月
二
十
六
日
，
日
軍
佔
領
濟

南
，
然
後
沿
津
浦
路
追
擊
南
下
。
李

宗
仁
來
電
，
令
韓
復
榘
﹁
務
必
死
守
泰

安
﹂
。
韓
復
榘
回
電
﹁
南
京
既
失
，
何

守
泰
安
？
﹂
又
撒
腿
撤
到
濟
寧
。

一
九
三
八
年
一
月
一
日
，
日
軍
攻

日軍進入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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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
泰
安
，
四
日
佔
領
兗
州
、
曲
阜
，
十
一
日
進
至
濟
寧
、
鄒
縣
一
線
。
韓
復
榘
又
率
部
退
至
曹
縣
、
成
武
一
帶
，

致
使
津
浦
路
正
面
洞
門
大
開
。

東
路
日
軍
是
板
垣
征
四
郎
的
第
五
師
團
，
太
原
會
戰
後
，
乘
火
車
趕
至
津
浦
線
戰
場
，
然
後
沿
膠
濟
線
東
進
。

一
九
三
八
年
一
月
十
日
，
佔
領
膠
濟
線
中
部
重
地
濰
縣
。
十
九
日
，
與
海
軍
陸
戰
隊
會
師
青
島
，
膠
濟
鐵
路
沿
線

城
市
全
部
淪
陷
。
不
到
一
月
，
日
軍
佔
領
大
半
個
山
東
。

一
月
十
一
日
下
午
，
蔣
介
石
在
開
封
召
開
第
一
、
第
五
戰
區
高
級
將
領
軍
事
會
議
。
韓
復
榘
率
孫
桐
萱
等
師

以
上
將
領
十
餘
人
和
一
個
手
槍
營
的
衛
隊
乘
鐵
甲
車
抵
達
開
封
。
會
議
在
開
封
南
關
袁
家
花
園
的
禮
堂
內
舉
行
。

韓
復
榘
率
隨
員
來
到
會
場
，
只
見
花
園
門
前
張
貼
著
一
張
通
知
：
﹁
與
會
將
領
請
在
此
下
車
﹂
。

韓
復
榘
只
好
下
車
步
行
入
內
。
到
了
第
二
道
門
口
，
見
左
邊
的
屋
門
上
貼
有
一
張
﹁
隨
從
接
待
處
﹂
的
紙
條
，

於
是
韓
復
榘
的
三
個
衛
士
都
被
留
在
了
接
待
處
。
再
往
裡
走
，
在
﹁
副
官
處
﹂
門
口
貼
有
一
張
通
知
，
上
書
：
﹁
奉

委
座
諭
：
今
晚
高
級
軍
事
會
議
，
為
慎
重
起
見
，
所
有
到
會
將
領
，
不
可
攜
帶
武
器
進
入
會
議
廳
，
應
將
隨
身
自

衛
武
器
，
暫
交
副
官
長
保
管
，
候
會
議
完
畢
後
憑
收
據
取
回
。
﹂
韓
復
榘
不
得
不
將
腰
間
的
兩
支
手
槍
掏
出
來
，

交
給
副
官
處
，
然
後
若
無
其
事
地
步
入
會
議
廳
，
和
李
宗
仁
、
白
崇
禧
、
劉
峙
、
宋
哲
元
、
于
學
忠
等
老
相
識
握

手
寒
暄
後
落
座
。

蔣
介
石
最
後
一
個
進
入
會
場
，
全
體
將
領
肅
然
起
立
，
他
擺
了
擺
手
讓
大
家
坐
下
，
拿
起
花
名
冊
逐
一
點
名
，

然
後
就
開
始
訓
話
，
從
軍
人
守
則
談
起
，
不
久
就
直
奔
主
題
：
﹁
抗
日
救
國
，
是
我
們
每
一
個
將
領
義
不
容
辭
的

責
任
。
可
是
，
竟
有
一
個
高
級
將
領
，
放
棄
黃
河
天
險
，
違
抗
命
令
，
連
失
數
座
城
市
，
使
日
寇
順
利
進
入
山
東
，

政
治
影
響
極
壞
！
﹂
說
到
這
裡
，
蔣
介
石
突
然
提
高
了
嗓
門
：
﹁
我
問
韓
主
席
，
你
不
放
一
槍
，
從
山
東
黃
河
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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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
一
直
往
後
退
，
繼
而
放
棄
濟
南
、
泰
安
，
使
後
方
動
搖
，
這
個
責
任
，
由
誰
負
擔
？
﹂

韓
復
榘
騰
地
一
聲
站
起
來
，
毫
不
客
氣
地
頂
撞
說
：
﹁
山
東
丟
失
是
我
應
負
的
責
任
，
南
京
丟
失
該
誰
負
責

呢
？
﹂蔣

介
石
一
拍
桌
子
，
聲
色
俱
厲
地
說
：
﹁
現
在
我
問
的
是
山
東
，
不
是
南
京
。
南
京
丟
失
，
自
有
人
負
責
。
﹂

韓
復
榘
還
想
爭
辯
，
被
坐
在
身
旁
的
劉
峙
勸
說
住
了
。
會
議
休
息
時
，
侍
衛
長
走
過
來
，
說
是
委
座
接
見
。

劉
峙
拉
著
韓
復
榘
的
手
走
到
門
口
，
突
然
一
左
一
右
上
來
兩
個
大
漢
，
將
他
夾
在
中
間
，
韓
復
榘
認
出
這
兩
人
是

特
務
頭
子
戴
笠
和
龔
仙
舫
，
但
已
來
不
及
反
抗
，
被
當
場
逮
捕
。
經
武
漢
軍
事
法
庭
會
審
，
以
違
抗
軍
令
、
擅
自

撤
退
罪
處
決
。
同
時
還
處
分
了
第
五
集
團
軍
總
司
令
香
翰
屏
、
晉
軍
第
六
十
一
軍
軍
長
李
服
膺
等
四
十
三
名
作
戰

不
力
的
軍
官
，
起
到
了
殺
一
儆
百
的
警
示
作
用
。

第
三
集
團
軍
總
司
令
由
第
十
二
軍
軍
長
孫
桐
萱
出
任
。
為
防
止
北
線
日
軍
繼
續
南
下
，
李
宗
仁
採
取
以
攻
為

守
的
戰
術
，
命
令
第
三
集
團
軍
、
第
二
十
二
集
團
軍
和
第
三
軍
團
分
別
向
濟
寧
、
鄒
縣
、
蒙
陰
之
敵
發
動
攻
勢
作

戰
，
收
復
了
蒙
陰
縣
城
，
切
斷
了
日
軍
第
十
師
團
和
第
五
師
團
之
間
的
聯
繫
點
。

二
、
大
戰
臨
淮
關

在
華
北
日
軍
南
下
的
同
時
，
華
中
日
軍
也
積
極
配
合
北
進
。
從
一
九
三
七
年
十
二
月
中
旬
開
始
，
南
路
日
軍

第
九
師
團
和
第
十
三
師
團
分
別
自
鎮
江
、
南
京
、
蕪
湖
渡
江
，
沿
津
浦
路
北
上
，
先
後
佔
領
滁
縣
、
來
安
、
巢
縣
、

揚
州
等
地
。

一
九
三
八
年
一
月
十
五
日
，
荻
洲
立
兵
的
第
十
三
師
團
主
力
攻
陷
滁
縣
後
，
順
著
津
浦
路
向
北
推
進
，
在
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