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為新中國奮鬥

 一九三七—一九四九年





。459。
為新中國奮鬥

第一節　抗戰初期的戰鬥

第
一
節

抗
戰
初
期
的
戰
鬥

一
、
﹁
中
國
是
不
可
征
服
的
﹂

一
九
三
七
年
﹁
七
七
﹂
事
變
後
，
日
本
帝
國
主
義
依
仗
強
大
的
軍
事
力
量
，
很
快
佔
領
北
平
、
天
津
。

八
月
十
三
日
，
日
軍
又
大
舉
進
攻
上
海
，
企
圖
迅
速
直
搗
國
民
黨
政
府
首
都
南
京
，
實
現
其
三
個
月
滅
亡

中
國
的
狂
妄
野
心
。

一
時
間
，
﹁
亡
國
論
﹂
、
﹁
失
敗
論
﹂
的
悲
觀
論
調
在
國
內
流
傳
開
來
。
汪
精
衛
公
開
說
：
﹁
中
國
的

國
家
力
量
，
不
能
擋
住
日
本
的
侵
略
。
﹂

1
周
佛
海
等
汪
派
人
物
組
織
﹁
低
調
俱
樂
部
﹂
，
鼓
吹
﹁
戰
必
大
敗
，

和
未
必
大
亂
﹂
，
主
張
對
日
妥
協
投
降
。
蔣
介
石
雖
然
被
迫
抗
戰
，
但
也
持
中
國
太
弱
、
抵
抗
不
了
日
本
的

觀
點
，
執
行
﹁
戰
而
後
和
﹂
的
方
針
，
希
望
打
一
下
之
後
，
引
起
國
際
干
涉
調
停
，
以
便
在
適
當
的
條
件

︵
如
承
認
日
本
侵
佔
東
北
等
︶
下
取
得
﹁
體
面
﹂
的
和
平
。
同
時
，
人
民
雖
有
不
當
亡
國
奴
、
驅
逐
侵
略
者

的
願
望
，
但
不
少
人
對
抗
戰
必
勝
缺
乏
信
心
，
而
且
在
日
軍
的
野
蠻
屠
殺
下
，
有
些
人
有
﹁
恐
日
﹂
情
緒
。

1　

 

汪
精
衛
：
︽
最
後
關
頭
︾
，
載
︽
湖
南
日
報
︾
一
九
三
七
年
八
月
一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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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
慶
齡
針
對
這
種
情
況
，
八
月
份
寫
出
︽
中
國
是
不
可
征
服
的
︾
一
文
，
表
示
：
﹁
我
堅
決
地
相
信
，

中
國
不
但
能
夠
抵
抗
日
本
的
任
何
侵
略
，
並
且
能
夠
而
且
必
須
準
備
收
復
失
地
。
﹂

該
文
並
非
盲
目
樂
觀
和
空
洞
的
說
教
，
而
是
具
有
雄
辯
透
徹
的
說
服
力
。
宋
慶
齡
認
為
，
判
斷
一
個

國
家
的
力
量
，
不
能
僅
從
表
面
上
看
軍
事
力
量
，
﹁
最
好
是
分
析
它
的
經
濟
潛
力
和
它
的
社
會
結
構
的
力

量
﹂
。
她
引
用
大
量
來
自
日
本
第
一
手
的
確
鑿
的
統
計
資
料
，
分
析
日
本
的
工
業
、
農
業
、
資
源
、
資
金
狀

況
，
明
確
指
出
：
﹁
日
本
的
社
會
經
濟
結
構
不
夠
堅
實
，
經
不
起
長
期
的
戰
爭
。
﹂
戰
爭
﹁
將
使
日
本
已

經
很
脆
弱
的
社
會
經
濟
結
構
面
臨
新
的
困
難
，
更
加
捉
襟
見
肘
﹂
。
所
以
，
﹁
在
經
濟
上
，
日
本
是
一
個
弱

國
﹂
。
而
﹁
中
國
土
地
廣
大
，
資
源
富
有
，
人
口
四
萬
萬
五
千
五
百
萬
﹂
，
最
重
要
的
是
，
﹁
中
國
最
大
的

力
量
在
於
中
國
人
民
大
眾
已
經
覺
醒
起
來
了
﹂
。
在
這
篇
文
章
的
結
尾
，
宋
慶
齡
明
確
地
向
全
世
界
宣
告
：

﹁
日
本
的
武
力
已
不
過
成
為
一
隻
紙
老
虎
。
日
本
的
經
濟
和
社
會
結
構
是
不
能
支
援
一
場
對
中
國
人
民
的
長

期
戰
爭
的
。
﹂

2
。

在
十
月
寫
﹁
致
英
國
工
黨
來
華
調
查
日
本
侵
略
的
代
表
團
﹂
的
一
封
信
中
，
宋
慶
齡
還
批
判
了
﹁
唯

武
器
論
﹂
的
錯
誤
觀
點
，
她
指
出
：
﹁
儘
管
日
本
陸
海
空
軍
的
技
術
和
裝
備
遠
勝
於
中
國
軍
隊
，
但
我
們

知
道
單
憑
軍
事
技
術
是
不
能
贏
得
這
次
戰
爭
的
︙
︙
中
國
為
了
民
族
生
存
而
抗
戰
，
日
本
軍
國
主
義
決
不

能
奴
役
像
中
國
這
樣
偉
大
的
民
族
。
毫
無
疑
義
，
最
後
勝
利
一
定
屬
於
我
們
。
雖
然
我
們
必
須
遭
受
多
年

2　

 

宋
慶
齡
：
︽
中
國
是
不
可
征
服
的
︾
，
載
︽
宋
慶
齡
選
集
︾
第
一
百
一
十
五—

一
百
二
十
頁
，
人
民
出
版
社
一
九
六
六
年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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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痛
苦
和
犧
牲
。
﹂

3

宋
慶
齡
經
過
二
十
多
年
，
特
別
是
十
年
內
戰
艱
險
環
境
的
磨
煉
，
已
經
贏
得
全
國
人
民
的
信
賴
，
享

譽
海
內
外
。
﹁
各
種
國
籍
，
各
個
階
層
的
人
，
都
把
她
當
作
為
和
平
與
社
會
正
義
而
戰
的
先
驅
者
；
千
百
萬

中
國
人
，
把
她
當
作
理
想
的
化
身
，
對
她
無
比
尊
敬
。
﹂

4
因
此
，
宋
慶
齡
的
這
個
論
述
：
﹁
我
們
必
勝
，

但
要
經
過
長
期
艱
苦
的
抗
戰
﹂
，
及
時
給
全
國
人
民
帶
來
希
望
和
勇
氣
，
對
人
們
樹
立
抗
戰
必
勝
和
堅
持
長

期
抗
戰
的
思
想
準
備
具
有
十
分
重
要
的
意
義
。

中
國
必
勝
，
但
要
經
過
長
期
、
艱
苦
的
戰
鬥
。
宋
慶
齡
對
中
國
抗
戰
的
這
個
認
識
，
沒
有
停
留
在
口

頭
上
。
抗
戰
一
爆
發
，
她
就
奮
不
顧
身
地
投
入
保
衛
上
海
的
戰
鬥
。

一
九
三
七
年
八
月
十
三
日
，
日
軍
對
上
海
大
舉
進
攻
。
十
四
日
，
國
民
黨
政
府
發
佈
了
自
衛
抗
戰
聲

明
，
宣
佈
：
﹁
中
國
為
日
本
無
止
境
之
侵
略
所
逼
迫
，
茲
已
不
得
不
實
行
自
衛
，
抵
抗
暴
力
。
﹂

5
接
著
，

先
後
調
遣
七
十
餘
萬
軍
隊
投
入
淞
滬
抗
戰
。
華
北
各
地
的
國
民
黨
軍
隊
也
紛
紛
對
日
軍
的
入
侵
進
行
抵
抗
。

中
國
共
產
黨
早
在
七
月
八
日
︵
盧
溝
橋
事
變
第
二
天
︶
向
全
國
發
出
號
召
抗
戰
的
宣
言
，
紅
軍
迅
即

集
中
並
奔
赴
抗
日
戰
場
。
淞
滬
抗
戰
爆
發
後
，
上
海
地
下
黨
發
動
市
民
掀
起
轟
轟
烈
烈
的
支
前
運
動
。

宋
慶
齡
目
睹
自
己
與
全
國
人
民
盼
望
多
年
的
全
國
抗
戰
局
面
終
於
出
現
，
無
比
激
動
和
興
奮
，
她
歡

3　

 

宋
慶
齡
：
︽
致
英
國
工
黨
來
華
調
查
日
本
侵
略
的
代
表
團
的
信
︾
，
載
︽
宋
慶
齡
選
集
︾
第
一
百
二
十
三
、
一
百
二
十
四
頁
，
人
民
出
版
社
一
九
六
六
年
版
。

4　

 

︹
聯
邦
德
國
︺
王
安
娜
：
︽
中
國

｜
我
的
第
二
故
鄉
︾
第
一
百
六
十
七
頁
，
三
聯
書
店
一
九
八○

年
版
。

5　

 

︽
中
國
近
代
對
外
關
係
史
資
料
選
輯
︵
一
八
四○

—

一
九
四
九
︶
︾
下
卷
，
第
二
分
冊
，
第
十
一
頁
，
上
海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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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
高
呼
：
中
華
民
族
現
在
已
經
像
一
個
巨
人
似
的
站
起
來
抵
抗
日
本
侵
略
了
。
全
國
在
精
神
、
行
動
和
意

志
上
這
樣
團
結
一
致
，
在
我
國
歷
史
上
是
空
前
未
有
的
。
四
萬
萬
五
千
五
百
萬
的
中
國
人
民
必
然
不
會
滅

亡
。
世
界
上
沒
有
任
何
力
量
可
以
消
滅
他
們
。

6

抗
戰
爆
發
後
，
宋
慶
齡
發
揚
過
去
上
海
婦
女
第
一
個
成
立
救
國
會
的
愛
國
傳
統
，
就
與
何
香
凝
倡
議
建

立
上
海
婦
女
界
抗
日
團
體
，
最
大
限
度
地
團
結
婦
女
界
一
切
抗
日
力
量
。
她
倆
以
原
婦
女
救
國
運
動
領
袖

為
核
心
，
聯
絡
了
宋
藹
齡
、
於
鳳
至
、
孫
科
夫
人
陳
淑
英
、
蔡
元
培
夫
人
周
養
浩
等
人
，
於
七
月
二
十
二
日
，

在
何
香
凝
住
宅
成
立
﹁
婦
女
抗
敵
後
援
會
﹂
，
宋
慶
齡
被
推
選
為
理
事
，
何
香
凝
為
主
席
，
胡
蘭
畦
、
沈
茲

九
等
二
十
一
人
為
常
務
理
事
，
一
些
國
民
黨
軍
政
官
員
和
著
名
人
士
的
夫
人
也
都
擔
任
理
事
。

7

婦
女
抗
敵
後
援
會
的
成
立
，
是
國
共
合
作
抗
日
民
族
統
一
戰
線
結
出
的
第
一
個
果
實
。
宋
慶
齡
在
此

樹
立
了
捐
棄
前
嫌
、
共
同
抗
日
的
榜
樣
。

當
時
，
國
民
黨
為
控
制
蓬
勃
興
起
的
民
眾
運
動
，
由
上
海
市
黨
部
出
面
組
織
﹁
上
海
市
各
界
抗
敵
後

援
會
﹂
，
聲
稱
該
會
是
救
亡
團
體
的
﹁
最
高
組
織
﹂
，
要
求
其
他
所
有
團
體
向
該
會
登
記
為
團
體
會
員
，
再

經
社
會
局
備
案
後
方
取
得
合
法
地
位
，
並
且
不
准
其
他
抗
敵
組
織
使
用
﹁
抗
敵
後
援
會
﹂
的
名
稱
。
八
月

一
日
，
以
宋
美
齡
為
主
席
的
﹁
中
國
婦
女
慰
勞
自
衛
抗
戰
將
士
總
會
﹂
在
南
京
成
立
，
要
求
各
地
婦
女
界

迅
速
組
織
分
會
，
與
總
會
取
得
聯
繫
。

6　

 

參
見
︽
致
英
國
工
黨
來
華
調
查
日
本
侵
略
的
代
表
團
的
信
︾
，
載
︽
宋
慶
齡
選
集
︾
，
第
一
百
二
十
三
頁
。

7　

 

︽
儒
教
與
現
代
中
國
︾
，
載
︽
宋
慶
齡
選
集
︾
，
第
一
百○

八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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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這
種
情
況
下
，
宋
慶
齡
與
何
香
凝
決
定
，
為
保
持
和
擴
大
統
一
戰
線
，
取
得
合
法
地
位
，
使
婦
女

救
國
運
動
沿
著
正
確
的
方
向
發
展
，
在
八
月
四
日
，
將
上
海
婦
女
抗
敵
後
援
會
的
名
稱
改
為
﹁
中
國
婦
女

慰
勞
自
衛
抗
戰
將
士
總
會
上
海
分
會
﹂
︵
簡
稱
﹁
婦
慰
分
會
﹂
︶
，
從
屬
於
宋
美
齡
主
持
的
婦
慰
總
會
，
並

向
上
海
市
各
界
抗
敵
後
援
會
登
記
備
案
。
由
於
這
個
分
會
在
宋
慶
齡
和
何
香
凝
的
領
導
下
，
保
持
了
組
織

上
和
活
動
上
的
獨
立
性
。

在
抗
日
這
個
大
目
標
下
，
宋
慶
齡
與
宋
藹
齡
、
宋
美
齡
三
姐
妹
，
從
此
結
束
了
因
政
見
不
同
而
長
期

的
對
立
，
走
到
一
條
路
上
來
了
。
三
姐
妹
的
關
係
隨
即
進
入
了
一
個
新
階
段
。

在
宋
慶
齡
和
何
香
凝
領
導
下
，
﹁
婦
慰
分
會
﹂
發
展
很
快
，
到
九
月
份
，
已
有
團
體
會
員
二
十
余
個
，

其
中
包
括
國
民
黨
市
黨
部
方
面
的
婦
女
團
體
。
各
婦
女
團
體
還
在
浦
東
大
廈
設
立
聯
合
辦
事
處
，
積
極
開

展
工
作
，
有
力
地
支
援
了
上
海
抗
戰
。

在
宋
慶
齡
的
直
接
指
導
下
，
迅
速
成
立
了
婦
女
訓
練
班
，
並
在
兩
個
月
中
就
訓
練
出
兩
千
名
臨
時
護

士
。
許
多
女
工
、
家
庭
婦
女
、
女
學
生
和
女
童
子
軍
﹁
都
並
肩
在
火
線
上
一
起
工
作
。
千
千
萬
萬
婦
女
都

出
錢
、
出
力
或
者
既
出
錢
又
出
力
﹂
；
﹁
人
民
成
立
了
志
願
隊
，
將
傷
兵
從
前
線
抬
回
來
，
替
傷
兵
們
纏

繃
帶
，
縫
織
傷
患
的
衣
服
，
看
護
他
們
，
替
他
們
寫
信
和
組
織
娛
樂
活
動
﹂
。

8

九
月
十
八
日
，
各
婦
女
團
體
曾
與
文
化
界
救
亡
團
體
等
，
聯
合
舉
行
紀
念
﹁
九
一
八
﹂
六
周
年
的
宣

8　

 

宋
慶
齡
：
︽
中
國
婦
女
爭
取
自
由
的
鬥
爭
︾
，
載
︽
宋
慶
齡
選
集
︾
第
一
百
五
十
九
、
一
百
六
十
頁
，
人
民
出
版
社
一
九
六
六
年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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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
活
動
。
十
月
下
旬
，
上
海
市
文
化
界
救
亡
協
會
發
起
募
集
二
十
萬
雙
手
套
支
援
抗
日
戰
士
的
運
動
，

﹁
婦
慰
分
會
﹂
率
先
響
應
。
十
一
月
二
日
，
即
九
國
公
約
簽
字
國
會
議
在
布
魯
塞
爾
召
開
的
前
一
天
，
上
海

一
百
一
十
三
個
救
亡
團
體
，
冒
著
風
雨
出
動
九
百
三
十
八
個
宣
傳
隊
，
其
中
婦
女
界
就
出
動
了
六
百
多
人
，

組
成
一
百
餘
個
宣
傳
隊
進
行
宣
傳
活
動
。

9

宋
慶
齡
積
極
地
到
處
作
抗
日
演
講
，
撰
寫
救
亡
文
章
，
呼
籲
人
民
動
員
起
來
為
抗
戰
出
錢
出
力
。
有

一
次
她
到
上
海
南
洋
女
子
中
學
演
講
，
教
師
和
學
生
很
快
就
把
禮
堂
坐
得
滿
滿
的
。
宋
慶
齡
這
天
穿
著
十

分
樸
素
的
衣
衫
，
臉
上
掛
著
慈
祥
的
而
充
滿
勝
利
信
心
的
微
笑
，
操
著
十
分
親
切
的
上
海
地
方
口
音
，
生

動
地
向
師
生
們
介
紹
當
時
的
抗
日
形
勢
。
她
慷
慨
激
昂
，
熱
情
洋
溢
，
號
召
婦
女
們
要
愛
國
、
愛
人
民
、

為
中
國
的
抗
戰
貢
獻
出
一
份
力
量
。
在
將
近
一
個
小
時
的
講
演
中
，
她
那
種
堅
毅
的
神
情
和
愛
國
的
熱
忱
，

深
深
地
打
動
了
廣
大
師
生
的
心
，
產
生
了
巨
大
的
精
神
力
量
。
在
她
的
鼓
舞
下
，
師
生
們
在
校
內
外
開
展

了
為
前
線
抗
日
戰
士
、
為
難
民
同
胞
的
募
捐
活
動
。
短
短
的
幾
天
中
，
在
南
洋
女
中
校
長
所
居
住
的
西
康

路
一
帶
的
居
民
就
趕
做
出
一
千
多
件
絲
帛
背
心
，
送
往
前
線
和
有
關
救
濟
單
位
。

10
吳
若
安
當
時
任
南
洋
女

子
中
學
校
長
。

宋
慶
齡
還
十
分
注
意
爭
取
國
際
婦
女
界
對
中
國
抗
戰
的
同
情
和
支
持
。
她
和
何
香
凝
一
起
多
次
與
在

滬
的
外
國
婦
女
聯
絡
，
籌
備
一
次
中
外
婦
女
的
聯
席
會
議
，
以
便
同
聲
譴
責
日
本
帝
國
主
義
的
罪
行
。
十

9　

 

︽
救
亡
日
報
︾
一
九
三
七
年
十
一
月
十
七
日
。

1
0　

 

參
見
吳
若
安
：
︽
慶
齡
同
志
對
教
育
、
婦
幼
工
作
的
親
切
關
懷
︾
，
載
︽
文
匯
報
︾
一
九
八
一
年
六
月
四
日
。



。465。
為新中國奮鬥

第一節　抗戰初期的戰鬥

月
二
十
八
日
下
午
，
上
海
婦
女
界
在
國
際
飯
店
聯
合
舉
辦
在
滬
外
國
婦
女
招
待
會
，
出
席
招
待
會
的
有
外

國
婦
女
七
十
六
人
，
中
國
婦
女
代
表
十
人
。
招
待
會
由
宋
藹
齡
、
廖
夢
醒
、
史
良
等
主
持
，
先
由
﹁
婦
慰

分
會
﹂
常
務
理
事
劉
王
立
明
致
詞
，
宋
藹
齡
用
英
語
講
演
，
報
告
上
海
婦
女
救
亡
運
動
，
呼
籲
各
國
婦
女

主
持
公
道
、
保
衛
世
界
和
平
、
聯
合
制
裁
共
同
的
敵
人
。
宋
慶
齡
、
何
香
凝
因
病
未
能
出
席
這
次
會
議
，

由
秘
書
廖
夢
醒
代
表
她
倆
作
演
講
，
要
求
各
國
婦
女
領
袖
，
向
她
們
的
朋
友
和
本
國
人
民
申
訴
中
國
被
侵

略
的
真
相
，
使
他
們
不
再
為
日
本
所
廣
播
的
一
切
虛
偽
而
含
惡
意
的
宣
傳
所
蒙
蔽
。
她
在
闡
發
宋
慶
齡
關

於
日
本
侵
華
與
威
脅
世
界
的
關
係
的
思
想
時
指
出
：
﹁
日
本
的
威
脅
，
並
不
限
於
中
國
而
已
。
這
威
脅
是

遍
於
全
世
界
的
。
﹂

11

會
議
最
後
以
到
會
各
國
婦
女
代
表
和
婦
女
團
體
的
名
義
，
致
電
國
聯
婦
女
和
平
會
會
長
丁
曼
，
申
訴

為
著
正
義
人
道
，
﹁
籲
請
布
魯
塞
爾
各
國
代
表
以
切
實
的
方
法
，
維
持
條
約
的
尊
嚴
﹂
。

12

在
領
導
婦
女
救
國
抗
戰
工
作
同
時
，
宋
慶
齡
還
積
極
參
加
和
支
持
上
海
文
化
界
救
亡
協
會
的
活
動
。

為
貫
徹
中
國
共
產
黨
的
統
一
戰
線
方
針
，
原
中
共
文
化
界
救
國
會
黨
組
負
責
人
錢
俊
瑞
，
在
代
表
宋

慶
齡
赴
歐
參
加
反
法
西
斯
大
會
回
國
後
，
就
在
她
的
支
持
下
，
聯
絡
國
民
黨
及
社
會
上
的
著
名
人
士
蔡
元

培
、
潘
公
展
、
郭
沫
若
、
胡
愈
之
、
鄒
韜
奮
、
陶
百
川
、
金
仲
華
、
夏
衍
、
阿
英
、
茅
盾
、
巴
金
、
鄭
振
鐸
、

張
天
翼
等
，
在
七
月
二
十
八
日
建
立
﹁
上
海
市
文
化
界
救
亡
協
會
﹂
︵
簡
稱
﹁
文
協
﹂
︶
。
宋
慶
齡
被
推
選

1
1　

 

︽
婦
女
生
活
︾
第
三
卷
，
第
三
期
，
一
九
三
七
年
十
一
月
。

1
2　

 

同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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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
文
協
﹂
理
事
。

宋
慶
齡
清
楚
地
瞭
解
﹁
文
協
﹂
的
背
景
，
所
以
對
它
格
外
關
注
，
把
它
作
為
新
時
期
她
與
共
產
黨
合

作
抗
日
的
一
塊
陣
地
，
從
多
方
面
支
援
它
的
活
動
。
上
海
戰
事
爆
發
後
，
日
軍
從
海
、
陸
、
空
各
方
面
發

動
猛
烈
進
攻
，
上
海
守
軍
在
英
勇
抵
抗
中
傷
亡
很
大
。
以
錢
俊
瑞
為
部
長
的
﹁
文
協
﹂
組
織
部
設
立
救
護
組
，

發
起
募
集
慰
勞
品
、
救
護
品
的
活
動
。
宋
慶
齡
也
參
加
了
這
個
活
動
，
把
她
募
集
到
的
四
百
九
十
餘
元
款

項
交
給
﹁
文
協
﹂
救
護
組
。
救
護
組
組
織
慰
勞
隊
、
救
護
隊
赴
前
線
時
，
宋
慶
齡
又
自
己
出
錢
雇
兩
輛
卡

車
接
送
傷
兵
，
並
且
不
顧
危
險
，
乘
車
親
赴
前
線
慰
問
抗
戰
將
士
。

﹁
文
協
﹂
成
立
時
，
根
據
周
恩
來
的
指
示
，
中
共
上
海
黨
負
責
人
、
八
路
軍
辦
事
處
主
任
潘
漢
年
親
自

籌
建
機
關
報
︽
救
亡
日
報
︾
，
郭
沫
若
任
社
長
，
夏
衍
為
總
編
輯
，
大
力
進
行
抗
戰
的
宣
傳
動
員
工
作
。

宋
慶
齡
十
分
關
心
該
報
的
編
輯
和
出
版
，
經
常
為
它
撰
寫
文
章
，
發
表
談
話
，
披
露
信
函
等
。
如
九
月

二
十
六
日
，
她
在
該
報
第
一
版
發
表
︽
對
國
共
合
作
的
感
言
︾
，
歡
呼
國
共
合
作
終
於
實
現
。
十
月
三
日
，

發
表
︽
致
英
國
工
黨
書
︾
，
呼
籲
英
國
支
持
中
國
抗
戰
。
十
五
、
十
六
日
，
又
在
該
報
發
表
︽
中
國
當
前
的

急
務
︾
，
闡
明
粉
碎
日
本
侵
略
者
滅
亡
中
國
野
心
的
具
體
主
張
。
這
些
文
章
、
談
話
和
信
函
，
很
好
地
宣
傳

了
中
國
抗
戰
的
意
義
、
中
共
抗
戰
的
主
張
和
抗
日
民
族
統
一
戰
線
的
方
針
，
並
為
爭
取
國
際
援
助
作
了
良

好
的
開
端
，
從
而
大
大
加
強
了
︽
救
亡
日
報
︾
在
抗
戰
輿
論
陣
地
中
的
作
用
。

在
﹁
文
協
﹂
活
動
期
間
，
宋
慶
齡
還
與
郭
沫
若
、
胡
愈
之
、
鄒
韜
奮
等
人
合
作
，
衝
破
國
民
黨
方
面

的
該
會
主
席
潘
公
展
、
宣
傳
部
長
周
寒
梅
的
束
縛
，
積
極
開
展
國
際
宣
傳
工
作
，
向
國
外
宣
傳
中
國
抗
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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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真
實
情
況
，
包
括
八
路
軍
挺
進
敵
後
、
平
型
關
大
捷
等
，
以
爭
取
國
際
上
對
我
國
抗
戰
的
支
持
。

13

上
海
抗
戰
爆
發
後
，
國
民
黨
政
府
從
九
月
一
日
起
發
行
五
萬
萬
元
救
國
公
債
。
宋
慶
齡
從
發
動
民
眾

支
持
政
府
抗
戰
的
立
場
出
發
，
表
示
支
持
。
八
月
二
十
三
日
，
宋
子
文
為
會
長
、
陳
立
夫
為
副
會
長
的
救

國
公
債
勸
募
委
員
會
總
會
在
上
海
成
立
。
宋
慶
齡
擔
任
該
會
的
常
務
委
員
。
接
著
，
上
海
工
、
商
、
婦
各

界
均
成
立
勸
募
分
會
，
開
展
了
聲
勢
浩
大
的
募
集
活
動
。
宋
慶
齡
領
導
的
﹁
婦
慰
分
會
﹂
提
議
，
把
九
月

五
日
作
為
上
海
婦
女
首
次
﹁
獻
金
﹂
的
日
子
。
這
一
天
，
各
個
婦
女
救
亡
團
體
的
代
表
都
到
上
海
女
子
銀
行
，

踴
躍
獻
金
購
買
救
國
公
債
。
幾
天
時
間
，
僅
﹁
婦
慰
分
會
﹂
的
常
委
們
就
認
購
了
二
十
三
萬
餘
元
。
到
十

月
一
日
，
救
國
公
債
認
購
額
已
達
二
千
四
億
多
萬
元
。

14

二
、
堅
持
全
民
抗
戰
的
主
張

上
海
抗
戰
伊
始
，
日
本
曾
揚
言
兩
星
期
內
可
攻
陷
上
海
迫
使
中
國
投
降
。
但
是
，
中
國
軍
隊
在
全
國

人
民
、
特
別
是
上
海
人
民
的
大
力
支
持
協
助
下
，
頑
強
阻
擊
日
軍
近
十
個
師
團
三
十
萬
人
、
五
十
艘
軍
艦
、

五
百
架
飛
機
的
進
攻
達
三
個
月
，
並
擊
斃
敵
第
三
師
團
第
十
六
旅
團
長
鷹
森
赤
等
將
校
級
軍
官
十
餘
人
，

敵
軍
傷
亡
五
六
萬
人
。
﹁
八
一
三
﹂
抗
戰
挫
敗
了
敵
人
﹁
速
戰
速
決
﹂
的
戰
略
，
打
亂
了
日
本
進
攻
中
國
的

整
體
計
畫
，
並
使
長
江
中
下
游
的
部
分
工
廠
贏
得
了
內
遷
的
時
間
。

1
3　

 

參
見
胡
愈
之
：
︽
我
在
抗
戰
時
期
的
經
歷
︾
，
載
中
共
中
央
黨
史
資
料
徵
集
委
員
會
編
︽
中
共
黨
史
資
料
︾
第
十
八
輯
。

1
4　

 

︽
申
報
︾
一
九
三
七
年
十
月
二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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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是
，
上
海
抗
戰
也
暴
露
了
蔣
介
石
片
面
抗
戰
路
線
的
嚴
重
危
害
。
在
軍
事
上
，
蔣
介
石
獨
攬
指
揮

權
，
隨
意
調
兵
遣
將
，
往
往
使
官
兵
不
知
所
措
，
自
亂
陣
腳
，
大
大
影
響
了
廣
大
官
兵
的
士
氣
，
更
難
以

發
揮
部
隊
整
體
的
戰
鬥
力
。
在
政
治
上
，
國
民
黨
對
抗
戰
實
行
包
辦
統
制
政
策
，
只
要
求
人
民
提
供
人
力
、

物
力
、
財
力
，
為
抗
戰
多
作
犧
牲
，
卻
不
給
人
民
民
主
權
利
，
並
對
民
眾
熱
烈
展
開
的
救
亡
運
動
橫
加
干
涉
。

國
民
黨
上
海
市
黨
部
負
責
人
、
社
會
局
局
長
潘
公
展
在
﹁
文
協
﹂
首
次
理
事
會
上
，
公
開
指
責
廣
大
人
民

的
抗
日
要
求
和
主
張
是
﹁
不
懂
軍
事
﹂
、
﹁
懷
疑
政
府
﹂
、
﹁
亂
發
議
論
﹂
，
竟
然
聲
稱
：
﹁
在
舉
國
堅
決
抗

日
之
下
，
思
想
是
不
能
自
由
的
。
﹂

15
甚
至
對
於
宋
慶
齡
等
發
動
民
眾
支
援
國
民
黨
軍
隊
抗
戰
的
行
動
，
也

荒
唐
地
進
行
限
制
。
九
月
陳
誠
接
替
張
治
中
任
前
敵
總
指
揮
後
，
竟
要
民
眾
運
動
遵
照
﹁
絕
對
集
中
力
量

的
最
高
原
則
﹂
，
不
能
各
有
各
的
論
說
，
或
始
終
抱
懷
疑
的
態
度
，
並
且
命
令
全
部
慰
勞
捐
款
，
一
律
解
交

政
府
，
集
中
中
央
。

16
所
以
，
上
海
各
界
團
體
到
醫
院
或
前
線
慰
問
官
兵
，
往
往
被
國
民
黨
特
務
所
阻
止
，

送
去
的
慰
勞
品
經
常
為
特
務
所
扣
留
，
致
使
幾
十
萬
在
前
線
浴
血
奮
戰
官
兵
的
供
應
不
時
中
斷
，
常
常
幾

天
吃
不
上
飯
，
傷
者
無
人
抬
送
醫
治
，
死
者
無
人
掩
埋
，
從
而
大
大
挫
傷
了
前
線
官
兵
的
銳
氣
。

宋
慶
齡
一
貫
主
張
發
動
全
國
人
民
起
來
抗
戰
的
路
線
，
認
為
﹁
只
有
群
眾
起
來
保
衛
國
家
的
獨
立
，
中

國
才
能
得
救
﹂
，

17
所
以
她
衷
心
擁
護
中
國
共
產
黨
提
出
的
抗
日
民
族
統
一
戰
線
的
政
策
，
對
國
民
黨
片
面

1
5　

 

︽
新
聞
報
︾
一
九
三
七
年
八
月
一
日
。

1
6　

 

參
見
︽
救
亡
日
報
︾
一
九
三
七
年
九
月
二
十
五
日
。

1
7　

 

宋
慶
齡
：
︽
儒
教
與
現
代
中
國
︾
，
載
︽
宋
慶
齡
選
集
︾
第
一
百○

八
頁
，
人
民
出
版
社
一
九
六○

年
版
。



。469。
為新中國奮鬥

第一節　抗戰初期的戰鬥

抗
戰
的
方
針
曾
多
次
進
行
批
評
。
她
嚴
厲
批
評
那
種
認
為
抗
日
不
必
喚
起
民
眾
的
愚
蠢
思
想
，
明
確
指
出
：

﹁
中
國
現
在
必
須
準
備
恢
復
失
地
，
必
須
使
群
眾
在
政
治
上
和
軍
事
上
準
備
起
來
。
實
行
言
論
、
出
版
和
集

會
的
自
由
就
可
以
喚
醒
民
眾
。
年
輕
力
壯
的
人
民
必
須
經
過
軍
事
訓
練
，
單
靠
裝
備
窳
陋
的
常
備
軍
，
中

國
是
不
能
建
立
足
以
抵
抗
侵
略
的
國
防
的
。
但
是
在
這
常
備
軍
的
背
後
卻
屹
立
著
廣
大
的
人
民
，
他
們
準

備
為
衛
國
保
家
淌
盡
最
後
的
一
滴
血
。
他
們
打
起
遊
擊
戰
來
，
將
成
為
一
種
不
可
征
服
的
力
量
，
在
這
種

力
量
面
前
，
日
本
軍
閥
只
能
發
抖
。
﹂

18

但
是
，
宋
慶
齡
對
國
民
黨
有
深
刻
的
瞭
解
，
知
道
要
根
本
改
變
這
種
狀
況
的
希
望
很
小
。
正
如
她
後

來
所
說
：
﹁
當
時
要
在
蔣
介
石
國
民
黨
統
治
區
開
展
這
些
工
作
是
極
端
困
難
的
。
國
民
黨
反
動
派
口
頭
上

贊
成
民
族
抗
戰
事
業
，
但
實
際
上
卻
在
進
行
阻
礙
和
破
壞
。
﹂

19

一
九
三
七
年
十
一
月
十
一
日
，
上
海
淪
陷
。
宋
慶
齡
為
了
獲
得
為
全
民
抗
戰
服
務
的
自
由
，
以
便
對

祖
國
的
解
放
事
業
能
做
更
多
的
工
作
，
決
定
不
隨
同
國
民
黨
高
級
官
員
西
撤
，
而
是
接
受
共
產
黨
的
建
議

前
往
香
港
。

當
上
海
成
為
﹁
孤
島
﹂
時
，
中
共
中
央
十
分
關
注
宋
慶
齡
的
安
全
，
特
地
派
發
電
報
要
求
她
儘
快
離

滬
去
港
。
宋
慶
齡
為
著
國
家
和
民
族
的
利
益
，
早
將
個
人
安
危
置
之
度
外
，
所
考
慮
的
是
根
據
個
人
的
條

件
在
香
港
可
以
為
抗
戰
多
做
些
工
作
，
因
此
當
接
到
李
雲
送
交
的
中
共
中
央
電
報
時
，
立
即
表
示
﹁
尊
重

1
8　

 

宋
慶
齡
：
︽
中
國
是
不
可
征
服
的
︾
，
載
︽
宋
慶
齡
選
集
︾
第
一
百
一
十
七
、
一
百
一
十
八
頁
，
人
民
出
版
社
一
九
六
六
年
版
。

1
9　

 

宋
慶
齡
：
︽
為
人
民
服
務
四
十
年
︾
，
載
︽
人
民
日
報
︾
一
九
七
八
年
六
月
十
四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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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
主
席
、
周
副
主
席
的
意
見
﹂
，
同
意
由
李
雲
陪
同
移
居
香
港
。

20

十
二
月
二
十
三
日
，
宋
慶
齡
離
開
上
海
。
臨
行
前
，
她
發
表
了
致
國
際
人
士
的
聲
明
，
控
訴
日
本
侵

略
軍
侵
華
和
屠
殺
中
國
人
民
的
罪
行
，
呼
籲
世
界
各
國
﹁
積
極
擁
護
中
國
的
抗
日
鬥
爭
﹂
。
明
確
指
出
：
﹁
在

今
天
來
幫
助
我
們
抗
日
，
維
持
世
界
和
平
，
用
抵
制
、
制
裁
與
封
鎖
等
辦
法
來
懲
罰
法
西
斯
侵
略
者

｜

這
便
是
避
免
明
天
世
界
大
戰
。
﹂

21

當
時
上
海
港
口
已
被
日
軍
佔
領
，
宋
慶
齡
離
滬
的
經
過
，
帶
有
傳
奇
色
彩
。
路
易
．
艾
黎
回
憶
說
：

﹁
我
永
遠
不
會
忘
記
國
民
黨
撤
退
後
她
離
開
上
海
時
那
個
寒
冷
灰
暗
的
冬
天
的
早
晨
。
幾
條
留
下
的
渡
船

正
在
把
岸
上
的
乘
客
一
批
批
送
上
停
泊
在
江
心
的
大
航
船
。
碼
頭
上
熙
熙
攘
攘
，
到
處
有
日
偽
員
警
、
憲

兵
、
特
務
等
在
活
動
。
宋
慶
齡
打
電
話
給
我
，
叫
我
乘
一
輛
計
程
車
到
她
家
裡
去
。
我
到
了
那
兒
，
見
她

正
在
和
兩
個
外
國
婦
女
喝
臨
別
咖
啡
，
她
們
是
準
備
在
她
離
滬
期
間
來
照
管
房
子
的
。
敞
著
爐
門
的
壁
爐

裡
燃
燒
著
明
亮
的
火
焰
，
房
間
裡
顯
得
十
分
舒
適
安
逸
。
她
笑
著
與
她
們
揮
手
告
別
，
然
後
上
了
我
的
車
。

李
媽
坐
在
前
座
上
，
手
裡
提
著
一
個
小
布
包
袱
。
當
我
們
從
那
些
惡
棍
的
中
間
走
過
時
，
他
們
瞪
起
兇
狠

的
目
光
。
但
她
卻
安
詳
地
挽
著
我
的
胳
膊
，
與
我
談
笑
風
生
，
旁
若
無
人
。
結
果
我
們
沒
有
遭
到
任
何
盤

問
。
﹂

22

2
0　

 

李
雲
：
︽
三
十
年
代
在
慶
齡
同
志
身
邊
兩
年
︾
，
載
︽
解
放
日
報
︾
一
九
八
一
年
五
月
二
十
三
日
。

2
1　

 

︽
救
國
時
報
︾
一
九
三
八
年
一
月
十
日
。

2
2　

 

路
易
．
艾
黎
：
︽
一
朵
永
不
凋
謝
的
花

｜
回
憶
宋
慶
齡
二
三
事
︾
，
載
︽
工
人
日
報
︾
一
九
八
一
年
五
月
三
十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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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九
三
八
年
三
月
二
十
九
日
至
四
月
一
日
，
國
民
黨
在
武
昌
召
開
臨
時
全
國
代
表
大
會
。
大
會
通
過
的

宣
言
和
︽
抗
戰
建
國
綱
領
︾
，
反
映
了
國
民
黨
政
府
的
某
些
進
步
卻
又
很
不
徹
底
的
矛
盾
狀
態
。
在
抗
日
問

題
上
，
﹁
綱
領
﹂
提
出
﹁
制
止
日
本
侵
略
﹂
，
但
卻
沒
有
作
出
驅
逐
日
本
帝
國
主
義
出
中
國
、
反
對
任
何
動

搖
妥
協
的
明
確
規
定
；
在
政
治
問
題
上
，
提
出
﹁
組
織
國
民
參
政
機
關
﹂
、
﹁
加
強
完
成
地
方
自
治
條
件
︙
︙

為
憲
法
實
施
之
準
備
﹂
等
，
而
沒
有
召
開
國
民
大
會
、
制
定
憲
法
、
組
成
包
括
各
民
主
黨
派
的
國
防
政
府
、

實
行
民
主
政
治
的
規
定
；
在
財
經
問
題
上
，
提
出
﹁
推
行
戰
時
稅
制
﹂
、
﹁
發
展
農
村
經
濟
，
獎
勵
合
作
，

調
節
糧
食
，
開
發
荒
地
﹂
等
口
號
，
卻
沒
有
減
租
減
息
等
改
善
民
生
的
措
施
；
在
民
眾
運
動
問
題
上
，
提

出
﹁
對
於
言
論
、
出
版
、
集
會
、
結
社
，
應
當
予
以
合
法
之
保
障
﹂
的
條
文
，
卻
沒
有
廢
除
一
切
束
縛
人

民
愛
國
行
動
的
舊
法
令
，
和
取
消
獨
裁
恐
怖
統
治
的
內
容
。
總
的
指
導
思
想
，
仍
是
堅
持
獨
裁
統
治
，
只

是
在
日
本
侵
略
和
中
國
共
產
黨
及
全
國
人
民
強
烈
要
求
的
壓
力
下
，
才
不
得
不
在
形
式
上
對
人
民
作
了
某

些
讓
步
。

對
這
個
兩
面
性
的
﹁
綱
領
﹂
，
革
命
人
民
若
能
促
其
向
進
步
的
方
面
落
實
執
行
，
限
制
其
向
反
動
方
面

倒
退
，
對
抗
戰
還
是
有
利
的
。
宋
慶
齡
所
持
的
就
是
這
種
態
度
。

宋
慶
齡
在
香
港
，
沒
有
參
加
這
次
大
會
，
但
密
切
注
視
大
會
的
進
行
。
當
她
看
到
大
會
宣
言
和
綱
領

後
，
為
它
的
進
步
而
高
興
，
認
為
這
是
人
民
幾
年
來
鬥
爭
，
尤
其
是
九
個
月
來
抗
戰
的
成
果
，
應
該
予
以

肯
定
，
同
時
又
必
須
推
動
國
民
黨
向
進
步
方
向
發
展
。
因
此
，
她
在
四
月
十
四
日
，
與
何
香
凝
聯
名
發
表
︽
擁

護
﹁
抗
戰
建
國
綱
領
﹂
，
實
行
抗
戰
到
底
︾
一
文
，
肯
定
臨
時
代
表
大
會
制
定
的
抗
戰
建
國
方
針
，
﹁
確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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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證
徹
底
勝
利
之
先
聲
，
亦
即
為
本
黨
今
後
矢
志
完
成
總
理
遺
志
的
宣
誓
﹂
。
並
中
肯
地
指
出
：
它
﹁
能
否

最
後
完
成
任
務
與
達
到
最
終
之
目
的
，
不
在
空
言
，
而
在
力
行
；
不
僅
號
召
，
而
重
實
現
，
希
望
全
黨
同

志
及
全
國
同
胞
，
一
致
努
力
為
建
國
綱
領
奮
鬥
到
底
！
﹂

為
發
揚
﹁
綱
領
﹂
中
的
積
極
內
容
，
克
服
其
不
足
，
她
們
在
文
章
中
提
出
了
關
於
堅
持
抗
日
到
底
的

七
項
具
體
主
張
。

23
這
七
項
主
張
是
很
全
面
的
，
包
括
了
制
裁
國
民
黨
的
腐
敗
行
為
、
保
障
人
民
民
主
權
利
、

各
黨
派
精
誠
團
結
、
堅
持
抗
戰
到
底
、
反
對
中
途
妥
協
、
改
善
人
民
生
活
等
，
實
際
上
是
與
中
共
提
出
的
︽
抗

日
救
國
十
大
綱
領
︾
相
呼
應
的
。

這
是
宋
慶
齡
與
何
香
凝
在
抗
戰
爆
發
後
第
一
次
發
表
的
全
面
的
政
治
主
張
，
體
現
了
充
分
發
動
民
眾
、

實
行
全
民
抗
戰
的
路
線
，
其
中
心
思
想
是
：
堅
持
抗
戰
，
堅
持
團
結
，
堅
持
進
步
；
反
對
投
降
，
反
對
分
裂
，

反
對
倒
退
，
反
對
獨
裁
。

宋
慶
齡
是
一
個
傑
出
的
政
治
家
，
她
懂
得
該
怎
樣
進
行
政
治
鬥
爭
。
國
民
黨
既
然
自
己
提
出
了
包
含

有
進
步
因
素
以
及
可
以
按
進
步
的
立
場
去
解
釋
的
﹁
抗
戰
建
國
綱
領
﹂
，
那
麼
，
等
於
給
了
人
民
一
個
合
法

鬥
爭
的
武
器
，
讓
人
民
拿
這
個
武
器
去
監
督
它
，
推
動
它
前
進
。
所
以
宋
慶
齡
以
後
多
次
督
促
國
民
黨
實

行
這
個
綱
領
，
批
評
它
言
行
不
一
的
倒
退
行
為
。

七
月
七
日
，
在
她
發
表
的
︽
抗
戰
的
一
周
年
︾
一
文
中
，
指
出
︽
抗
戰
建
國
綱
領
︾
公
布
後
的
問
題
，

2
3　

 

︽
武
漢
日
報
︾
一
九
三
八
年
四
月
十
五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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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如
何
實
際
執
行
與
迅
速
實
現
綱
領
所
定
各
點
﹂
，
而
三
個
月
來
，
﹁
執
行
程
度
實
在
不
能
不
令
人
發
生

焦
慮
之
感
﹂
。
她
列
舉
﹁
綱
領
﹂
中
主
要
的
幾
條
，
提
出
迅
速
發
動
和
組
織
農
民
，
組
織
訓
練
戰
區
難
民
和

失
業
民
眾
；
迅
速
開
發
雲
、
貴
、
川
、
陝
後
方
；
採
取
具
體
措
施
，
改
善
人
民
生
活
；
改
革
政
治
機
構
，

提
高
行
政
效
率
等
一
系
列
具
體
建
議
，
並
望
國
民
黨
政
府
不
僅
聽
取
國
民
參
政
會
的
意
見
，
﹁
貴
能
迅
予
執

行
彼
等
所
提
有
利
於
民
族
國
家
及
保
障
抗
戰
勝
利
之
提
案
，
進
而
能
改
變
參
政
會
之
職
權
，
不
僅
為
一
中

樞
政
府
之
諮
詢
機
關
，
而
為
民
主
政
治
國
會
職
權
之
實
，
中
國
政
治
前
途
，
當
另
有
一
番
新
氣
象
也
﹂
！

24

看
來
，
對
於
國
民
黨
在
抗
戰
初
期
的
進
步
，
宋
慶
齡
是
寄
予
很
大
希
望
的
，
甚
至
高
興
地
向
美
國
人

民
宣
稱
：
﹁
中
國
走
向
民
主
的
途
中
！
﹂

25
她
是
多
麼
希
望
國
民
黨
這
次
以
聯
合
共
產
黨
及
各
民
主
黨
派
、

依
靠
民
眾
進
行
抗
日
為
契
機
，
真
正
走
向
西
方
那
種
民
主
政
治
的
前
途
。

但
是
，
遺
憾
的
是
，
隨
著
時
間
的
推
移
，
國
民
黨
並
沒
有
在
︽
抗
戰
建
國
綱
領
︾
上
繼
續
前
進
，
而

是
不
斷
地
倒
退
。
因
此
，
宋
慶
齡
又
多
次
發
表
文
章
，
批
判
國
民
黨
在
對
待
﹁
抗
戰
建
國
綱
領
﹂
問
題
上

言
行
不
一
的
態
度
。

26
她
一
貫
痛
恨
言
行
不
一
的
兩
面
派
行
為
，
奉
行
並
宣
導
的
是
﹁
說
到
做
到
，
不
說
空

話
﹂
。
抗
戰
期
間
，
她
堅
決
主
張
發
動
人
民
、
依
靠
人
民
的
全
民
抗
戰
的
路
線
，
這
在
保
衛
廣
州
的
戰
鬥
中

2
4　

 

漢
口
︽
新
華
日
報
︾
一
九
三
七
年
七
月
七
日
。

2
5　

 

上
海
︽
大
公
報
︾
一
九
三
七
年
十
月
二
十
一
日
。

2
6　

 

參
見
︽
雙
十
節
告
全
國
婦
女
界
︾
，
載
︽
新
華
日
報
︾
一
九
三
八
年
十
月
十
一
日
；
︽
抗
戰
以
後
的
中
國

｜
抗
戰
二
周
年
紀
念
告
美
國
友
人
︾
，
載
︽
新

華
日
報
︾
一
九
三
九
年
七
月
九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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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
一
次
得
到
了
生
動
的
體
現
。

三
、
參
加
保
衛
廣
州
的
戰
鬥

一
九
三
八
年
五
月
，
日
軍
在
侵
佔
北
方
重
鎮
徐
州
之
後
，
南
北
戰
場
連
接
起
來
，
於
是
轉
向
中
原
進

攻
，
企
圖
奪
取
國
民
黨
臨
時
首
都
武
漢
。
與
此
同
時
，
為
配
合
武
漢
的
攻
勢
，
並
切
斷
中
國
的
海
上
對
外

聯
繫
，
又
抽
調
一
部
分
兵
力
進
攻
廣
州
。
開
始
對
廣
州
這
個
沒
有
空
防
設
施
的
城
市
進
行
狂
轟
濫
炸
，
投

彈
多
到
十
萬
餘
枚
，
致
使
這
個
美
麗
的
南
方
城
市
受
到
嚴
重
破
壞
，
人
民
生
命
財
產
遭
到
空
前
的
劫
難
。

但
是
，
英
勇
的
廣
州
人
民
沒
有
屈
服
，
而
是
勇
氣
百
倍
，
同
仇
敵
愾
，
英
勇
地
保
衛
城
市
。
他
們
儘

管
受
到
嚴
重
損
失
，
仍
然
踴
躍
地
為
前
線
募
集
大
宗
款
項
和
物
資
。
他
們
進
行
抗
日
救
國
大
示
威
，
有
幾

次
參
加
者
達
十
五
萬
人
之
多
。
人
民
群
情
激
昂
，
整
個
廣
州
城
一
片
抗
戰
氣
氛
。

宋
慶
齡
住
在
香
港
，
離
廣
州
近
在
咫
尺
。
她
密
切
注
視
著
廣
州
人
民
在
危
難
中
保
衛
祖
國
的
戰
鬥
。

她
認
為
在
這
樣
的
時
刻
，
應
該
與
人
民
在
一
起
為
保
衛
祖
國
直
接
貢
獻
力
量
。
所
以
，
在
八
月
至
十
月
間
，

她
兩
次
到
廣
州
與
人
民
一
起
進
行
保
衛
城
市
的
戰
鬥
。

八
月
，
中
共
中
央
為
加
強
抗
日
民
族
統
一
戰
線
，
特
派
鄧
穎
超
為
代
表
，
到
香
港
會
見
宋
慶
齡
、
何

香
凝
和
各
界
代
表
。
宋
慶
齡
得
訊
後
，
便
提
前
於
二
十
日
乘
船
到
廣
州
，
一
面
迎
接
鄧
穎
超
，
為
她
的
工

作
作
安
排
；
一
面
全
面
瞭
解
廣
州
的
工
作
，
慰
問
民
眾
和
向
有
關
當
局
提
供
抗
戰
意
見
。

宋
慶
齡
約
見
鄧
穎
超
，
並
且
認
真
傾
聽
了
共
產
黨
的
主
張
。
她
還
偕
同
鄧
穎
超
在
廣
州
開
展
工
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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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
穎
超
深
情
地
追
憶
說
：
﹁
這
匆
匆
的
短
期
聚
晤
，
同
你
一
起
活
動
，
使
我
得
到
教
益
，
我
是
永
遠
銘
記

在
心
，
不
能
忘
懷
的
。
﹂

27
，
宋
慶
齡
這
次
在
廣
州
深
入
到
各
有
關
的
基
層
，
她
極
為
憤
慨
地
視
察
了
慘
遭

日
本
飛
機
轟
炸
的
一
些
建
築
物
，
頻
繁
地
奔
走
於
各
家
醫
院
，
慰
問
受
傷
的
難
民
。
在
中
山
大
學
附
屬
醫

院
慰
問
時
，
發
現
一
個
從
敵
機
炸
斃
的
婦
女
腹
中
取
出
的
嬰
兒
，
她
甚
為
憐
惜
，
﹁
撫
抱
之
餘
，
頻
囑
各
醫

生
小
心
愛
護
﹂
。

28
此
外
，
她
還
瞻
仰
黃
花
崗
七
十
二
烈
士
墓
，
並
敬
獻
花
圈
；
參
觀
黃
埔
港
等
軍
事
設
施
，

勉
勵
官
兵
和
群
眾
發
揚
廣
州
人
民
反
帝
愛
國
鬥
爭
的
光
榮
傳
統
，
堅
決
打
擊
日
本
侵
略
者

｜
所
有
這
些
，

都
給
苦
難
與
戰
鬥
中
的
廣
州
人
民
以
極
大
的
鼓
舞
和
安
慰
。

九
月
中
旬
，
廣
州
局
勢
進
一
步
危
急
時
，
宋
慶
齡
又
來
到
廣
州
，
親
自
參
加
廣
州
人
民
反
對
侵
略
的

火
炬
示
威
遊
行
，
同
浩
浩
蕩
蕩
的
群
眾
隊
伍
一
道
前
進
。

29
她
又
及
時
召
開
廣
州
市
各
婦
女
團
體
會
議
，
討

論
徵
募
寒
衣
辦
法
，
提
出
﹁
一
個
廣
東
婦
女
捐
製
一
件
寒
衣
﹂
的
號
召
，
並
以
身
作
則
自
己
捐
出
五
千
元

作
為
購
製
寒
衣
的
費
用
，

30
積
極
地
開
展
為
前
方
將
士
及
後
方
難
民
徵
募
寒
衣
的
工
作
。
當
時
的
美
國
合
眾

社
記
者
愛
潑
斯
坦
回
憶
說
：
宋
慶
齡
的
﹁
這
次
訪
問
，
實
在
是
意
義
深
長
，
振
奮
人
心
的
。
她
的
精
神
和

2
7　

 

鄧
穎
超
：
︽
向
慶
齡
同
志
致
崇
高
的
敬
禮
！
︾
載
︽
人
民
日
報
︾
一
九
八
一
年
五
月
三
十
日
。

2
8　

 

漢
口
︽
新
華
日
報
︾
一
九
三
八
年
八
月
二
十
二
日
。

2
9　

 

李
浩
之
：
︽
宋
慶
齡
同
志
在
廣
州
的
日
子
裡
︾
，
載
︽
廣
州
日
報
︾
一
九
八
一
年
六
月
四
日
。

3
0　

 

漢
口
︽
新
華
日
報
︾
一
九
三
八
年
八
月
二
十
二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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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民
大
眾
的
精
神
融
成
了
一
體
﹂
。

31
﹁
她
給
廣
州
這
個
城
市
帶
來
了
堅
決
的
意
志
，
並
鼓
舞
了
人
民
群
眾

的
愛
國
熱
誠
。
﹂

32

此
外
，
宋
慶
齡
還
積
極
地
在
廣
州
的
外
國
僑
民
中
活
動
，
爭
取
他
們
對
保
衛
廣
州
和
中
國
抗
戰
的
援

助
，
批
評
英
、
美
國
家
執
行
的
虛
偽
的
﹁
中
立
﹂
和
﹁
不
干
涉
﹂
政
策
。

中
日
戰
爭
爆
發
後
，
英
美
等
西
方
民
主
國
家
希
望
日
本
不
要
太
多
地
危
害
它
們
在
中
國
及
遠
東
的
利

益
，
因
此
對
日
本
奉
行
綏
靖
政
策
，
對
戰
爭
持
﹁
中
立
﹂
和
﹁
不
干
涉
﹂
立
場
。
實
際
上
，
日
本
侵
華
，

已
經
損
害
他
們
在
華
的
利
益
，
但
他
們
卻
對
日
本
一
再
退
讓
。
上
海
戰
爭
爆
發
後
，
英
國
率
先
提
出
在
上

海
設
立
﹁
中
立
區
﹂
的
建
議
，
美
國
宣
佈
禁
止
美
國
政
府
所
轄
船
隻
向
中
日
兩
國
運
送
武
器
。
但
這
是
虛

偽
的
。
實
際
上
正
如
當
時
任
美
國
記
者
的
愛
潑
斯
坦
所
揭
露
的
，
那
時
﹁
日
本
用
來
屠
殺
中
國
人
民
的
戰

略
物
資
百
分
之
八
十
是
購
自
美
國
的
﹂
。
因
此
，
廣
州
被
轟
炸
時
，
在
廣
州
的
美
國
僑
民
，
包
括
在
嶺
南
大

學
任
教
的
美
國
教
師
以
及
學
生
等
﹁
是
最
難
受
的
，
因
為
他
們
知
道
落
在
他
們
四
周
的
炸
彈
是
美
國
製
造

的
，
敵
機
是
美
國
汽
油
發
動
的
﹂
。

33

對
這
種
現
象
，
宋
慶
齡
從
一
開
始
就
密
切
注
意
，
並
多
次
直
率
地
對
英
美
政
府
進
行
批
評
。
在
上
海
戰

爭
期
間
，
她
給
英
國
工
黨
、
英
國
工
黨
來
華
調
查
日
本
侵
略
的
代
表
團
及
英
國
政
府
的
幾
封
信
中
，
都
表

3
1　

 

愛
潑
斯
坦
：
︽
我
所
瞭
解
的
宋
慶
齡
︾
，
載
︽
人
物
︾
一
九
八○

年
第
三
期
。

3
2　

 

愛
潑
斯
坦
：
︽
回
憶
保
衛
中
國
同
盟
的
宣
傳
工
作
︾
，
載
中
國
福
利
會
編
：
︽
永
遠
與
黨
在
一
起
︾
第
五
十
一
頁
，
上
海
人
民
出
版
社
一
九
八
三
年
版
。

3
3　

 

同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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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了
這
樣
的
意
見
，
甚
至
對
英
國
政
府
說
：
﹁
日
本
侵
略
中
國
的
戰
爭
已
經
進
行
快
兩
個
月
了
，
但
是
我

們
並
沒
有
看
到
你
們
明
確
地
表
示
你
們
願
意
積
極
支
持
我
們
制
止
法
西
斯
侵
略
者
，
這
是
令
人
遺
憾
的
。
﹂

宋
慶
齡
繼
續
指
出
：
在
這
兩
個
月
中
，
﹁
日
本
帝
國
主
義
者
就
已
經
使
英
國
在
中
國
的
利
益
受
到
極
大

的
損
害
和
破
壞
。
日
本
轟
炸
機
追
擊
美
國
大
使
，
險
些
兒
送
了
他
的
命
；
日
本
軍
艦
攔
阻
英
國
的
商
船
，

堅
持
有
權
上
船
檢
查
旅
客
和
檔
；
他
們
故
意
扣
留
並
破
壞
在
香
港
領
海
中
的
海
關
巡
邏
艇
。
單
就
上
海
而

言
，
英
國
已
有
數
百
萬
英
鎊
的
財
產
被
日
本
的
軍
艦
和
轟
炸
機
所
破
壞
。
雖
然
現
在
還
沒
有
正
式
宣
戰
，

日
本
已
經
妨
礙
了
英
國
的
對
華
貿
易
，
使
英
國
工
商
界
蒙
受
巨
大
損
害
﹂
。

34

當
時
英
國
新
聞
界
多
次
發
表
宋
慶
齡
致
英
國
政
府
和
團
體
的
函
電
，
在
英
國
人
民
中
引
起
巨
大
反
響
。

他
們
舉
行
聲
勢
浩
大
的
集
會
遊
行
，
表
示
對
中
國
人
民
的
同
情
和
聲
援
。
英
國
勞
動
運
動
全
國
執
行
委
員

會
還
通
過
決
議
，
禁
止
運
送
軍
用
品
往
日
本
，
禁
止
對
日
貸
款
，
禁
止
日
貨
入
口
等
。

宋
慶
齡
還
致
電
美
國
總
工
會
，
呼
籲
美
國
工
人
抵
制
把
軍
火
運
往
日
本
。
一
九
三
七
年
十
月
二
十
日
，

她
在
上
海
美
商R

C
A

廣
播
電
臺
向
美
國
人
民
發
表
了
著
名
的
英
文
演
講
︽
中
國
走
向
民
主
的
途
中
︾
，
明

確
指
出
：
日
本
對
華
的
侵
略
，
﹁
也
包
含
著
對
於
美
國
本
身
的
威
脅
﹂
；
﹁
目
前
日
本
的
威
脅
雖
僅
加
於
中

國
，
但
誰
能
保
證
到
了
某
種
時
候
，
這
樣
奇
特
的
態
度
，
不
會
從
行
動
上
危
害
其
他
民
族
呢
﹂
？
為
此
，

她
向
美
國
人
民
提
出
：
﹁
請
你
們
不
要
讓
任
何
一
隻
船
從
美
國
開
往
日
本
去
，
因
為
日
本
可
以
把
你
們
的

3
4　

 

︽
戰
時
聯
合
旬
刊
︾
第
四
期
，
一
九
三
七
年
十
月
一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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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
何
出
產
物
加
以
改
造
，
來
對
付
我
們
。
﹂
她
大
聲
疾
呼
：
﹁
趁
殘
酷
的
火
焰
未
燃
燒
到
全
世
界
各
國
之
前
，

將
它
撲
滅
。
﹂

35

宋
慶
齡
的
這
些
呼
籲
，
在
英
美
國
家
人
民
中
反
應
強
烈
，
但
在
目
光
短
淺
的
兩
國
政
府
中
，
開
始
還

並
未
引
起
應
有
的
重
視
。
因
此
，
她
在
年
底
離
滬
聲
明
中
憤
怒
地
指
出
：
﹁
將
近
半
年
來
，
中
國
是
在
單

獨
地
與
敵
人
作
戰
。
﹂

現
在
，
具
有
諷
刺
意
義
的
悲
劇
又
在
廣
州
重
演
了
。
日
本
飛
機
用
美
國
炸
彈
轟
炸
中
國
人
民
時
，
也

傷
害
著
美
國
僑
民
。

與
此
同
時
，
宋
慶
齡
委
託
愛
潑
斯
坦
聯
絡
在
廣
州
的
外
國
僑
民
發
起
成
立
保
衛
中
國
同
盟
廣
州
分
會
，

具
體
組
織
支
援
中
國
抗
戰
的
活
動
。
這
個
分
會
，
得
到
了
該
市
所
有
外
國
朋
友
的
擁
護
，
尤
其
是
那
些
領

受
過
日
本
飛
機
炸
彈
的
美
國
僑
民
，
儘
管
他
們
當
中
有
些
人
在
政
治
上
還
是
保
守
的
，
大
多
數
也
不
是
左

翼
分
子
或
國
內
進
步
活
動
的
支
持
者
，
但
他
們
在
事
實
面
前
，
都
對
被
侵
略
的
中
國
犧
牲
者
表
示
同
情
，

﹁
沒
有
人
再
是
中
立
的
了
﹂
；
儘
管
他
們
的
政
府
並
不
支
持
他
們
，
但
他
們
卻
積
極
地
和
美
國
進
步
人
士
聯

合
在
一
起
，
努
力
為
援
助
中
國
和
要
求
對
日
本
帝
國
主
義
施
行
經
濟
封
鎖
而
鬥
爭
。

36

宋
慶
齡
在
廣
州
向
美
國
世
界
青
年
大
會
代
表
的
廣
播
講
演
中
，
再
次
呼
籲
英
美
不
要
同
日
本
進
行
貿

易
，
不
要
將
原
料
和
技
術
輸
出
日
本
，
而
﹁
將
機
器
與
原
料
賒
賣
給
我
們
的
工
業
合
作
社
，
使
我
們
能
夠

3
5　

 

︽
申
報
︾
一
九
三
七
年
十
月
二
十
一
日
。

3
6　

 

參
見
愛
潑
斯
坦
：
︽
回
憶
保
衛
中
國
同
盟
的
宣
傳
工
作
︾
，
載
中
國
福
利
會
編
：
︽
永
遠
和
黨
在
一
起
︾
，
上
海
人
民
出
版
社
一
九
八
三
年
版
。



。479。
為新中國奮鬥

第一節　抗戰初期的戰鬥

幫
助
我
們
的
人
民
實
行
經
常
生
產
救
濟
的
各
種
辦
法
﹂
。

37

宋
慶
齡
和
人
民
群
眾
誓
死
保
衛
廣
州
。
國
民
黨
政
府
卻
由
於
推
行
錯
誤
的
路
線
，
對
保
衛
廣
州
的
戰

役
掉
以
輕
心
。
他
們
以
為
廣
州
靠
近
香
港
，
日
本
投
鼠
忌
器
，
不
敢
攻
佔
，
因
而
不
做
認
真
的
防
守
準
備
。

結
果
在
十
月
二
十
一
日
，
日
軍
輕
易
地
佔
領
了
廣
州
。
接
著
，
二
十
五
日
，
武
漢
也
失
陷
。
於
是
國
民
黨

中
汪
精
衛
為
首
的
主
和
派
更
加
活
躍
起
來
。

宋
慶
齡
在
廣
州
淪
陷
前
夕
回
到
香
港
，
她
對
國
民
黨
政
府
再
次
暴
露
出
來
的
腐
敗
現
象
十
分
焦
慮
和

氣
憤
，
與
何
香
凝
、
陳
友
仁
等
六
人
聯
合
致
函
林
森
︵
國
民
政
府
主
席
︶
、
蔣
介
石
和
孫
科
︵
行
政
院
長
︶
，

提
出
四
點
急
救
措
施
：
﹁
︵
一
︶
加
強
中
樞
政
治
機
構
；
︵
二
︶
遵
守
總
理
︵
孫
中
山
︶
所
定
外
交
政
策
；

︵
三
︶
發
動
全
國
民
眾
力
量
；
︵
四
︶
迅
速
起
用
知
兵
宿
將
，
保
衛
廣
東
。
﹂
並
強
調
說
：
﹁
凡
此
四
端
，

必
須
政
治
與
軍
事
配
合
，
實
行
民
主
集
權
，
始
能
挽
回
頹
勢
，
轉
敗
為
功
，
內
得
人
民
的
擁
護
，
外
得
友

邦
之
援
助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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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
州
、
武
漢
相
繼
失
守
以
後
，
宋
慶
齡
把
全
部
精
力
投
入
到
﹁
保
衛
中
國
同
盟
﹂
的
工
作
上
，
為
堅

持
長
期
抗
戰
而
努
力
。
而
且
，
由
於
從
武
漢
、
廣
州
失
敗
中
看
到
國
民
黨
腐
敗
日
趨
嚴
重
，
她
就
把
爭
取

抗
戰
最
後
勝
利
、
建
立
新
中
國
的
希
望
更
多
地
寄
託
在
中
國
共
產
黨
身
上
，
積
極
向
艱
苦
環
境
中
的
共
產

黨
提
供
幫
助
。

3
7　

 

漢
口
︽
新
華
日
報
︾
一
九
三
八
年
八
月
二
十
四
日
。

3
8　

 

香
港
︽
大
公
報
︾
一
九
三
八
年
十
月
二
十
八
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