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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節

承
孫
中
山
的
革
命
遺
志

一
、
第
一
篇
演
說

一
九
二
四
年
十
月
，
第
二
次
直
奉
戰
爭
正
在
榆
關
進

行
之
際
，
直
系
將
領
馮
玉
祥
、
胡
景
翼
和
孫
岳
乘
中
樞
空

虛
，
發
動
了
北
京
政
變
，
囚
禁
曹
錕
，
推
倒
了
聲
名
狼
藉

的
直
系
政
府
。
政
變
後
，
馮
玉
祥
等
邀
孫
中
山
北
上
主
持

國
事
。孫

中
山
愛
國
愛
民
，
同
情
人
民
的
疾
苦
，
痛
恨
軍
閥

混
戰
與
割
據
給
人
民
帶
來
的
災
難
和
痛
苦
，
因
此
不
放
棄

一
線
和
平
統
一
的
希
望
。
為
了
迅
速
實
現
全
國
的
統
一
，

同
時
也
為
了
﹁
拿
革
命
主
義
去
宣
傳
﹂
，
便
毅
然
決
定
接

受
馮
玉
祥
等
人
的
北
上
邀
請
。

當
時
，
在
帝
國
主
義
和
封
建
軍
閥
一
致
反
對
孫
中
山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孫中山應馮玉祥邀請，北上共

商國是，宋慶齡陪同北上。十七日到達上海，受到

各界的熱烈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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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
命
行
動
的
情
況
下
，
北
上
困
難
重
重
，
險
象
環
生
。
許
多
同
志
為
孫
中
山
的
安
全
擔
心
。
孫
中
山
自
己

也
知
道
北
上
前
途
殊
難
逆
料
，
但
為
了
人
民
的
利
益
，
不
惜
犧
牲
個
人
的
一
切
。
宋
慶
齡
當
然
更
為
孫
中

山
的
安
全
擔
心
。
她
清
楚
地
知
道
中
外
反
動
勢
力
對
待
自
己
的
丈
夫
決
不
輕
易
甘
休
，
北
上
充
滿
著
艱
險
；

但
她
在
為
國
為
民
這
個
根
本
問
題
上
的
思
想
，
是
完
全
與
孫
中
山
一
致
的
。
因
此
，
對
孫
中
山
北
上
除
了

加
強
保
衛
外
，
阻
止
他
北
上
是
難
以
啟
齒
的
。
十
一
月
十
三
日
，
宋
慶
齡
陪
同
孫
中
山
一
起
到
廣
州
長
堤

天
字
碼
頭
登
上
永
豐
艦
，
開
始
了
北
上
的
長
途
旅
行
。

中
國
共
產
黨
於
孫
中
山
北
上
的
同
時
，
發
動
了
一
個
全
國
規
模
的
國
民
會
議
促
成
運
動
，
各
地
區
、

各
階
層
都
建
立
了
促
成
會
組
織
，
積
極
展
開
鬥
爭
，
為
孫
中
山
北
上
作
後
盾
。
但
在
孫
中
山
北
上
途
中
，

北
京
的
情
況
卻
發
生
了
重
大
變
化
。
馮
玉
祥
政
變
後
，
皖
系
軍
閥
段
祺
瑞
、
奉
系
軍
閥
張
作
霖
乘
虛
進
入

北
京
。
段
、
張
都
是
日
本
帝
國
主
義
的
走
狗
，
他
們
二
人
聯
合
起
來
排
擠
馮
玉
祥
，
成
立
所
謂
﹁
中
華
民

國
臨
時
執
政
府
﹂
，
以
段
祺
瑞
為
﹁
臨
時
總
執
政
﹂
。
因
此
，
孫
中
山
赴
北
京
時
，
面
臨
的
對
手
，
將
是
奉

系
張
作
霖
支
持
下
的
皖
系
段
祺
瑞
了
。
這
將
是
一
場
非
常
激
烈
而
前
途
難
卜
的
較
量
。
而
作
為
孫
中
山
最

親
密
的
戰
友
和
伴
侶
宋
慶
齡
的
肩
上
，
也
要
承
擔
起
極
為
繁
重
和
艱
巨
的
任
務
。

他
們
這
次
北
上
的
道
路
，
計
畫
由
廣
州
先
到
香
港
，
再
轉
搭
日
本
郵
船
繞
上
海
，
取
道
日
本
，
經
天
津
，

進
北
京
。
十
二
月
二
十
四
日
下
午
到
達
日
本
神
戶
港
，
停
留
了
一
個
星
期
。
在
此
期
間
，
孫
中
山
會
見
了

當
地
的
國
民
黨
人
和
旅
日
華
僑
，
發
表
了
希
望
早
日
實
現
和
平
統
一
和
打
倒
帝
國
主
義
、
封
建
軍
閥
的
演

說
。
宋
慶
齡
則
應
神
戶
縣
立
女
子
高
等
學
校
的
邀
請
，
去
該
校
發
表
演
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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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
是
在
二
十
八
日
的
下

午
，
當
孫
中
山
陪
同
宋
慶
齡
到

達
神
戶
縣
立
女
子
高
等
學
校

時
，
受
到
該
校
校
長
及
全
校
教

職
員
學
生
的
熱
烈
歡
迎
，
並
由

一
女
生
代
表
國
本
田
須
磨
子
把

一
束
盛
開
的
菊
花
獻
給
宋
慶

齡
。
在
學
校
禮
堂
裡
，
近
千
名

女
學
生
把
禮
堂
擠
得
滿
滿
的
，

座
無
虛
席
，
還
有
不
少
站
著

的
。
孫
中
山
和
宋
慶
齡
同
時
走
上
講
壇
。
先
由
孫
中
山
作
了
簡
短
的
致
詞
後
，
接
著
，
宋
慶
齡
﹁
用
自
然
、

流
暢
的
英
語
﹂
發
表
了
關
於
婦
女
運
動
的
演
說
。
她
在
演
說
中
首
先
指
出
：
﹁
婦
女
地
位
是
一
個
民
族
發

展
的
尺
度
。
當
今
世
界
上
，
只
有
意
識
到
這
點
的
民
族
，
才
能
成
其
為
偉
大
的
民
族
。
﹂
她
說
，
﹁
婦
女
對

正
義
的
要
求
﹂
，
正
成
為
強
大
的
﹁
世
界
運
動
﹂
。
她
認
為
婦
女
﹁
必
須
參
與
婦
女
界
的
、
社
會
的
、
公
民

的
以
及
工
業
的
福
利
活
動
，
必
須
爭
取
與
婦
女
和
兒
童
切
身
利
益
有
關
的
事
情
的
發
言
權
﹂
。
130
更
可
貴
的

1
3
0　

 

轉
引
自
劉
宗
孟
：
︽
在
神
戶
留
下
的
革
命
足
跡

｜
記
孫
中
山
、
宋
慶
齡
一
九
二
四
年
在
神
戶
活
動
的
片
斷
︾
，
載
︽
人
民
日
報
︾
一
九
八
一
年
六

月
一
日
。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孫中山與宋

慶齡在日本神戶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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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
她
沒
有
把
婦
女
運
動
的
目
標
，
僅
僅
停
留
在
爭
取
婦
女
與
兒
童
的
權
利
上
面
，
她
說
，
﹁
我
懇
切
呼
籲
，

東
方
和
西
方
的
婦
女
，
為
改
造
世
界
而
聯
合
起
來
！
聯
合
起
來
要
求
普
遍
裁
軍
，
廢
除
歧
視
政
策
，
廢
除

不
平
等
條
約
。
我
們
婦
女
必
定
會
取
得
成
功
﹂
。
最
後
，
她
激
動
地
表
示
：
﹁
我
希
望
中
國
和
日
本
的
婦
女
，

爭
取
實
現
那
個
人
類
不
為
動
物
本
能
所
支
配
、
而
由
理
性
所
指
導
的
日
子
。
﹂
131

顯
然
，
這
篇
論
述
婦
女
運
動
的
演
說
，
是
宋
慶
齡
一
九
一
三
年
在
美
國
︽
衛
斯
理
安
︾
院
刊
上
發
表
︽
現

代
中
國
婦
女
︾
的
文
章
後
，
十
一
年
來
研
究
婦
女
解
放
問
題
的
新
戰
果
，
許
多
重
要
論
斷
，
為
以
後
世
界

婦
女
運
動
所
證
實
。
這
篇
演
說
，
當
時
日
本
各
大
報
紙
均
有
報
導
。
在
日
本
很
有
影
響
的
︽
大
阪
每
日
新
聞
︾

認
為
：
它
是
﹁
世
界
婦
女
日
益
覺
醒
的
有
力
證
明
﹂
。
132

現
場
親
耳
聽
過
這
次
演
講
的
島
越
文
子
，
在
五
十
七
年
後
，
即
一
九
八
一
年
時
擔
任
了
神
戶
高
校
同

學
會
副
會
長
，
她
回
憶
當
時
情
景
說
：
講
演
給
人
的
印
象
非
常
深
刻
。
宋
慶
齡
是
一
位
堅
強
的
人
、
高
尚

的
人
，
講
話
穩
重
，
我
們
對
她
非
常
尊
敬
。

不
僅
如
此
，
這
篇
演
講
對
宋
慶
齡
此
後
漫
長
的
革
命
道
路
來
說
，
可
以
看
作
是
一
個
里
程
碑
，
因
為

它
是
宋
慶
齡
有
生
以
來
第
一
次
在
群
眾
面
前
公
開
發
表
的
政
治
演
說
。
它
表
明
經
過
十
年
來
孫
中
山
的
幫

助
和
在
工
作
中
的
鍛
煉
，
她
已
經
克
服
了
生
性
靦
腆
的
弱
點
，
而
具
備
了
政
治
家
的
風
度
，
結
束
了
如
她

1
3
1　

 

︽
孫
逸
仙
夫
人
激
勵
神
戶
女
學
生
的
講
話
︾
，
載
日
本
︽
大
阪
每
日
新
聞
︾
一
九
二
四
年
十
二
月
四
日
。
中
文
譯
文
載
︽
近
代
史
研
究
︾
一
九
八
六

年
第
二
期
，
第
二
百
八
十
八
、
二
百
八
十
九
頁
。

1
3
2　

 

參
見
劉
宗
孟
：
︽
在
神
戶
留
下
的
革
命
足
跡

｜
記
孫
中
山
、
宋
慶
齡
一
九
二
四
年
六
月
在
神
戶
活
動
的
片
斷
︾
。



宋慶齡傳

。154。

自
己
所
說
的
﹁
學
徒
﹂
生
活
，
可
以
獨
立
工
作
、
獨
立
戰
鬥
了
。
在
此
之
前
，
孫
中
山
發
表
演
說
時
，
她

總
是
在
他
身
旁
靜
靜
地
聽
著
。
據
說
，
每
次
公
開
露
面
之
後
，
由
於
靦
腆
和
缺
乏
經
驗
，
﹁
她
常
因
感
情
激

動
而
筋
疲
力
盡
，
不
得
不
休
息
幾
天
以
恢
復
體
力
﹂
。
133

宋
慶
齡
演
講
後
，
孫
中
山
又
為
女
子
高
等
學
校
題
寫
﹁
天
下
為
公
﹂
四
個
大
字
作
為
留
念
。
該
校
把

這
個
題
字
視
為
珍
貴
文
物
，
至
今
仍
懸
掛
在
學
校
的
紀
念
室
裡
，
並
已
列
為
該
縣
的
重
要
文
物
之
一
。
旅

日
華
僑
還
特
地
將
這
四
個
字
刻
為
石
碑
，
豎
立
在
當
年
孫
中
山
和
宋
慶
齡
參
觀
過
的
﹁
移
情
閣
﹂
，
供
人
參

觀
。
﹁
移
情
閣
﹂
是
一
幢
風
格
獨
特
的
建
築
，
坐
落
在
神
戶
海
岸
松
樹
環
抱
的
舞
子
風
景
區
。
它
是
國
民
黨

老
人
、
愛
國
華
僑
資
本
家
吳
錦
堂
為
寄
託
﹁
望
鄉
﹂
之
情
而
建
造
的
別
墅
。
一
九
一
三
年
，
﹁
二
次
革
命
﹂

失
敗
後
，
孫
中
山
亡
命
日
本
時
，
吳
錦
堂
就
在
這
裡
接
待
他
。
這
次
孫
中
山
又
偕
宋
慶
齡
訪
問
吳
錦
堂
並

參
觀
﹁
移
情
閣
﹂
。
134
一
九
八
三
年
，
經
過
修
復
的
﹁
移
情
閣
﹂
已
作
為
孫
文
紀
念
館
，
陳
列
孫
中
山
的
著
作
、

照
片
和
文
物
供
人
參
觀
。

孫
中
山
和
宋
慶
齡
於
十
一
月
三
十
日
離
開
神
戶
，
乘
日
輪
﹁
北
嶺
丸
﹂
赴
天
津
。
十
二
月
四
日
中
午
，

船
到
天
津
，
受
到
各
界
群
眾
兩
萬
餘
人
的
熱
烈
歡
迎
。
他
們
倆
立
即
站
立
在
輪
船
甲
板
上
，
同
歡
迎
的
群

眾
見
面
。
當
時
在
人
群
中
的
鄧
穎
超
後
來
對
宋
慶
齡
深
情
回
憶
說
：
﹁
我
在
歡
迎
行
列
中
，
看
到
為
推
翻

清
朝
帝
制
，
為
中
國
獨
立
、
自
由
、
民
主
而
奮
鬥
不
息
的
偉
大
的
革
命
先
行
者

｜
孫
中
山
先
生
，
堅
定

1
3
3　

 

︹
美
︺
羅
比
．
尤
恩
森
：
︽
宋
氏
三
姐
妹

｜
宋
藹
齡
、
宋
慶
齡
、
宋
美
齡
︾
第
六
十
三
頁
，
世
界
知
識
出
版
社
一
九
八
四
年
版
。

1
3
4　

 

中
村
哲
夫
：
︽
介
紹
孫
中
山
紀
念
館
︾
，
載
日
本
︽
辛
亥
革
命
研
究
︾
第
五
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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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
著
，
雖
顯
得
年
邁
，
面
帶
病
容
，
仍

然
熱
情
地
向
歡
迎
的
人
群
揮
帽
致
意
；

同
時
看
到
亭
亭
玉
立
在
孫
先
生
右
側
的

你
。
你
那
樣
年
輕
、
美
貌
、
端
莊
，
安

詳
而
又
有
明
確
的
革
命
信
念
。
你
一
位

青
年
革
命
女
戰
士
的
形
象
，
從
那
時
就

深
深
印
入
我
的
腦
際
，
至
今
仍
然
清
晰

如
初
。
﹂
135

可
是
，
就
在
這
天
晚
上
，
孫
中
山
由

於
勞
累
過
度
，
膽
囊
腺
病
發
作
而
病
倒
了
。

二
、
孫
中
山
遺
囑

孫
中
山
畢
生
為
革
命
奔
走
，
長
年
艱
苦
的
革
命
工
作
，
加
上
備
受
煎
熬
的
顛
沛
流
離
的
生
活
，
嚴
重

損
害
了
他
的
身
體
，
胃
病
、
膽
囊
腺
病
經
常
發
作
。
與
宋
慶
齡
結
婚
後
，
由
於
受
到
宋
慶
齡
無
微
不
至
的

照
顧
和
在
飲
食
上
的
精
心
調
理
，
加
以
心
情
舒
暢
，
所
以
健
康
曾
一
度
好
轉
，
胃
病
幾
乎
痊
癒
，
使
孫
中

1
3
5　

 

鄧
穎
超
：
︽
向
宋
慶
齡
同
志
致
崇
高
的
敬
禮
！
︾
，
載
︽
人
民
日
報
︾
一
九
八
一
年
五
月
二
十
九
日
。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四日，孫中山、宋

慶齡由神戶抵天津時在船上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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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婚
後
十
年
成
就
了
驚
人
的
卓
著
功
業
。
但
是
，
經
歷
兩
次
﹁
護
法
﹂
運
動
，
又
連
續
組
織
北
伐
戰
爭
，

這
些
接
連
不
斷
的
南
征
北
伐
，
孫
中
山
都
要
親
率
軍
旅
，
轉
戰
前
線
，
身
體
極
其
勞
累
，
生
活
也
極
端
艱
苦
。

尤
其
是
一
九
二
二
年
六
月
陳
炯
明
的
叛
變
，
不
但
使
他
精
神
上
受
到
異
常
沉
重
的
打
擊
，
在
永
豐
艦
上
蒙

難
的
五
十
多
天
中
，
生
活
也
備
受
煎
熬
，
健
康
狀
況
日
益
惡
化
。
之
後
，
在
國
民
黨
改
組
、
與
共
產
黨
合

作
的
過
程
中
，
國
民
黨
內
右
派
分
子
又
耍
弄
陰
謀
詭
計
，
﹁
從
背
後
破
壞
他
﹂
，
進
一
步
損
害
了
孫
中
山
的

健
康
。
宋
慶
齡
回
憶
，
右
派
﹁
使
他
憤
怒
得
甚
至
食
不
下
嚥
，
有
許
多
次
，
他
身
體
上
因
氣
憤
而
感
到
劇

烈
的
痛
楚
，
終
於
成
病
﹂
。
136
積
勞
成
疾
的
孫
中
山
，
早
已
患
有
膽
囊
腺
癌
。

孫
中
山
是
帶
病
北
上
的
。
由
於
長
途
跋
涉
，
幾
度
轉
換
車
船
，
再
加
上
一
路
上
天
氣
不
好
，
雨
雪
交
加
，

在
船
上
還
飽
受
風
浪
之
苦
；
沿
途
停
留
時
，
還
要
接
見
中
外
記
者
、
當
地
要
人
，
參
加
歡
迎
會
，
發
表
演
講
，

等
等
，
使
孫
中
山
精
疲
力
竭
。
十
二
月
四
日
，
輪
船
抵
達
天
津
大
沽
口
時
，
朔
風
呼
嘯
，
天
氣
很
冷
，
孫

中
山
站
在
船
頭
上
向
擁
簇
在
碼
頭
上
的
歡
迎
群
眾
致
意
，
又
受
了
風
寒
。
當
晚
便
病
情
加
重
，
開
始
惡
化
，

夾
著
感
冒
來
勢
很
猛
。
隨
後
雖
經
多
方
醫
治
，
病
勢
依
然
有
增
無
減
。

在
這
種
情
勢
下
，
段
祺
瑞
還
繼
續
作
惡
。
他
迫
不
及
待
地
向
外
國
使
團
表
示
﹁
外
崇
國
信
﹂
，
承
認

歷
史
上
的
不
平
等
條
約
，
又
匆
匆
忙
忙
地
召
開
﹁
善
後
會
議
﹂
，
抵
制
孫
中
山
的
﹁
國
民
會
議
﹂
。
所
以
，

十
二
月
十
八
日
孫
中
山
在
接
見
段
祺
瑞
的
兩
位
代
表
時
，
強
忍
病
痛
，
﹁
竭
盡
餘
力
，
用
毫
不
含
糊
的
字
句

1
3
6　

 

宋
慶
齡
：
︽
孫
中
山

｜
中
國
人
民
偉
大
的
革
命
兒
子
︾
，
載
︽
人
民
日
報
︾
一
九
五
六
年
十
一
月
四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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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
斥
了
他
們
主
子
們
的
偽
善
和
自
私
自
利
﹂
。
137
他
說
：
﹁
我
在
外
面
講
要
廢
除
那
些
不
平
等
條
約
，
你
們

在
北
京
偏
偏
的
要
尊
重
那
些
不
平
等
條
約
。
這
是
什
麼
緣
故
呢
？
你
們
要
升
官
發
財
，
怕
那
些
外
國
人
，

要
尊
重
他
們
，
為
什
麼
還
來
歡
迎
我
呢
？
﹂
138
宋
慶
齡
也
斥
責
段
祺
瑞
政
府
是
帝
國
主
義
的
走
狗
。
139
由
於

這
次
刺
激
，
孫
中
山
的
膽
囊
腺
病
進
一
步
惡
化
，
以
致
一
病
不
起
，
竟
於
一
九
二
五
年
三
月
十
二
日
在
北

京
東
城
鐵
獅
子
胡
同
五
號
溘
然
長
逝
，
終
年
五
十
九
歲
。

巨
星
隕
落
，
舉
國
哀
悼
，
雲
淒
海
咽
，
天
愁
地
悲
。
對
宋
慶
齡
來
說
，
更
是
一
個
無
比
巨
大
的
打
擊
，

她
悲
痛
欲
絕
，
泣
不
成
聲
。
從
此
後
，
她
一
直
生
活
在
對
孫
中
山
的
無
限
懷
念
之
中
。
繼
承
孫
中
山
的
遺
志
，

也
就
成
為
她
終
生
奮
鬥
的
目
標
。

從
孫
中
山
發
病
到
逝
世
，
宋
慶
齡
心
急
如
焚
，
守
在
病
榻
旁
日
夜
侍
候
，
體
貼
入
微
，
熬
過
了
她
一

生
中
最
為
悲
痛
的
三
個
月
，
對
孫
中
山
傾
注
了
全
部
的
愛
，
全
部
的
戀
。
孫
中
山
在
最
後
的
日
子
裡
所
最

繫
念
者
也
是
宋
慶
齡
。
這
一
方
面
表
明
了
他
們
夫
妻
兩
人
忠
貞
崇
高
的
愛
情
；
另
一
方
面
，
對
於
宋
慶
齡

此
後
繼
承
孫
中
山
遺
志
，
帶
領
群
眾
繼
續
革
命
，
具
有
重
大
的
意
義
。
正
如
親
歷
其
境
的
何
香
凝
在
當
時

上
海
追
悼
大
會
上
所
說
的
：
﹁
在
先
生
︵
按
：
即
孫
中
山
︶
病
榻
之
旁
，
三
月
未
離
一
步
，
衣
不
解
帶
，

食
不
知
味
，
以
先
生
之
精
神
為
精
神
，
使
吾
人
永
念
不
忘
者
，
則
為
孫
夫
人
。
夫
人
之
精
神
與
勞
苦
，
為

1
3
7　

 

宋
慶
齡
：
︽
孫
中
山

｜
中
國
人
民
偉
大
的
革
命
兒
子
︾
，
載
︽
人
民
日
報
︾
一
九
五
六
年
十
一
月
四
日
。

1
3
8　

 

︽
孫
中
山
軼
事
集
︾
第
九
十
七
、
九
十
八
頁
，
上
海
三
民
公
司
編
一
九
七
六
年
版
。

1
3
9　

 

宋
慶
齡
：
︽
孫
中
山

｜
中
國
人
民
偉
大
的
革
命
兒
子
︾
，
載
︽
人
民
日
報
︾
一
九
五
六
年
十
一
月
四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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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
輩
所
當
敬
愛
。
先
生
日
語
夫
人
，
盼
同
志
繼
續
努
力
革
命
；
今
先
生
死
矣
。
夫
人
尚
在
。
我
輩
當
念
先

生
之
言
，
隨
夫
人
之
後
，
共
同
奮
鬥
。
﹂
140

三
月
十
一
日
下
午
，
孫
中
山
臨
終
前
特
地
把
宋
慶
齡
囑
託
給
何
香
凝
等
人
，
反
復
叮
嚀
說
，
在
他
死

後
要
﹁
善
視
孫
夫
人
﹂
，
﹁
弗
以
其
夫
人
無
產
而
輕
視
﹂
。
說
著
說
著
，
他
的
舌
頭
硬
了
，
話
也
講
不
清
楚

了
。
何
香
凝
趕
快
表
示
：
﹁
先
生
，
我
親
近
先
生
二
十
多
年
，
同
受
甘
苦
，
萬
一
先
生
病
不
能
愈
，
我
們

當
盡
力
保
護
夫
人
及
先
生
遺
族
，
我
雖
然
知
識
、
能
力
都
很
薄
弱
，
但
是
總
算
能
夠
親
受
總
理
三
民
主
義

的
教
訓
，
我
有
一
分
力
量
，
必
定
盡
力
宣
傳
。
﹂
那
時
，
宋
慶
齡
在
旁
邊
﹁
哭
聲
慘
切
﹂
。
孫
中
山
含
淚
望

著
何
香
凝
，
握
著
她
的
手
說
：
﹁
那
麼
，
我
很
感
謝
你
。
﹂
141

的
確
，
孫
中
山
與
宋
慶
齡
十
多
年
來
朝
夕
相
處
，
同
甘
共
苦
，
為
著
同
一
的
革
命
理
想
奮
戰
在
艱
難

頓
挫
的
道
路
上
。
他
們
之
間
相
親
相
愛
相
敬
如
賓
之
感
情
是
堪
稱
模
範
的
。
孫
中
山
立
存
遺
囑
的
事
，
又

是
生
動
的
一
例
。

孫
中
山
目
睹
國
民
黨
內
外
反
動
勢
力
之
大
，
原
不
想
留
下
什
麼
文
字
遺
囑
。
但
是
，
二
月
二
十
四
日
他

的
病
情
惡
化
時
，
國
民
黨
中
﹁
許
多
同
志
極
力
主
張
預
備
一
個
遺
囑
，
以
便
到
萬
一
危
急
的
時
候
，
請
示
大

1
4
0　

 

何
香
凝
：
︽
在
上
海
國
民
黨
本
部
孫
中
山
先
生
追
悼
大
會
上
的
演
說
︾
，
載
尚
明
軒
等
編
︽
雙
清
文
集
︾
下
卷
，
第
八
頁
，
人
民
出
版
社
一
九
八
五

年
六
月
版
。

1
4
1　

 

參
見
何
香
凝
：
︽
在
上
海
國
民
黨
本
部
孫
中
山
先
生
追
悼
大
會
上
的
演
說
︾
及
︽
孫
中
山
先
生
逝
世
二
周
年
數
日
前
的
感
想
︾
，
載
尚
明
軒
等
編
︽
雙

清
文
集
︾
下
卷
，
第
九
、
五
十
六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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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帥
︵
即
孫
中
山
︶
簽
一
個
字
，
作
本
黨
永
遠
遵
守
的
信
條
﹂
。
142
他
們
委
託
汪
精
衛
、
鮑
羅
廷
和
陳
友
仁
起

草
後
，
就
去
徵
求
孫
中
山
的
意
見
。
孫
中
山
沉
默
了
許
久
，
然
後
才
睜
開
眼
睛
說
道
：
﹁
我
看
你
們
是
很
危

險
的
呵
！
我
如
果
是
死
了
，
敵
人
是
一
定
要
來
軟
化
你
們
的
。
你
們
如
果
不
被
敵
人
軟
化
，
敵
人
一
定
是
要

加
害
於
你
們
的
。
你
們
如
果
要
避
去
敵
人
的
危
險
，
就
是
一
定
要
被
敵
人
軟
化
。
那
麼
我
又
有
什
麼
話
可
講

呢
。
﹂
經
過
大
家
懇
切
請
求
，
孫
中
山
才
表
示
：
﹁
你
們
要
我
說
什
麼
話
呢
？
﹂
汪
精
衛
回
答
說
已
準
備
好

了
幾
句
話
，
打
算
讀
給
孫
中
山
聽
，
﹁
如
果
是
贊
成
的
，
便
請
總
理
簽
個
字
，
當
作
總
理
所
說
的
話
。
總
理

如
果
是
不
贊
成
的
，
便
請
總
理
另
外
說
幾
句
話
，
我
可
以
代
為
筆
記
下
來
，
也
是
一
樣
﹂
。
143 

由
孫
中
山
口
授
，
經
汪
精
衛
、
鮑
羅
廷
和
陳
友
仁
筆
記
的
遺
囑
共
有
三
個
，
即
長
期
為
人
們
傳
頌
的

︽
總
理
遺
囑
︾
與
︽
致
蘇
聯
遺
書
︾
，
和
專
門
留
給
家
屬
的
︽
家
事
遺
囑
︾
。
前
二
個
遺
囑
，
顯
示
了
孫
中

山
愛
國
反
帝
、
堅
持
三
大
政
策
的
革
命
精
神
，
它
們
具
有
巨
大
的
號
召
力
，
不
僅
在
當
時
產
生
了
積
極
的

政
治
作
用
，
在
以
後
還
成
為
中
國
人
民
反
擊
背
叛
孫
中
山
革
命
事
業
的
叛
徒
們
的
重
要
武
器
；
後
一
個
遺

囑
，
說
明
將
遺
物
留
給
宋
慶
齡
作
為
紀
念
，
要
求
兒
女
們
繼
承
他
的
革
命
遺
志
。
︽
家
事
遺
囑
︾
的
全
文
是
：

1
4
2　

 

黃
昌
穀
：
︽
大
元
帥
北
上
患
病
逝
世
以
來
之
詳
情
︾
，
載
尚
明
軒
等
編
︽
孫
中
山
生
平
事
業
追
憶
錄
︾
第
六
百
六
十
一
、
六
百
六
十
二
頁
，
人
民
出

版
社
一
九
八
六
年
六
月
版
。

1
4
3　

 

同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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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
因
盡
瘁
國
事
，
不
治
家
產
。
其
所
遺
之
書
籍
、
衣
物
、
住
宅
等
，
一
切
均
付
吾
妻
宋
慶
齡
，
以
為

紀
念
。
餘
之
兒
女
已
長
成
，
能
自
立
，
望
各
自
愛
，
以
繼
餘
志
。
此
囑
。

　
　
　

中
華
民
國
十
四
年
二
月
二
十
四
日　

　
　
　
　

孫　

文　

三
月
十
一
日
補
簽　

　
　
　
　
　

筆
記
者　

汪
精
衛　

　

證
明
者　

宋
子
文　

鄒　

魯　

邵
元
沖　

　
　

孔
祥
熙　

吳
敬
恒　

何
香
凝　

　
　
　

孫　

科　

戴
季
陶　

戴
恩
賽
144

這
三
個
遺
囑
立
就
後
，
本
來
是
準
備
馬
上
簽
字
的
。
當
汪
精
衛
把
房
門
打
開
去
拿
筆
墨
時
，
在
門
外

客
室
中
的
宋
慶
齡
以
為
事
畢
，
便
立
即
走
了
進
去
。
孫
中
山
看
見
宋
慶
齡
極
度
傷
感
的
神
情
，
為
避
免
觸

動
夫
人
對
於
病
人
絕
望
的
感
情
，
所
以
立
刻
諭
汪
精
衛
曰
：
﹁
今
天
不
要
簽
字
，
過
幾
日
再
看
罷
。
﹂
145
到

三
月
十
一
日
夜
，
孫
中
山
的
病
情
惡
化
，
瞳
孔
開
始
擴
散
，
周
圍
的
人
們
知
道
最
後
的
時
刻
即
將
到
來
，

1
4
4　

 

︽
孫
先
生
致
家
屬
遺
書
︾
影
印
原
件
，
載
北
京
︽
晨
報
︾
，
一
九
二
五
年
三
月
十
四
日
。

1
4
5　

 

黃
昌
穀
：
︽
大
元
帥
北
上
患
病
逝
世
以
來
之
詳
情
︾
，
載
尚
明
軒
等
編
︽
孫
中
山
生
平
事
業
追
憶
錄
︾
第
六
百
六
十
三
頁
，
人
民
出
版
社
一
九
八
六

年
六
月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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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
由
宋
慶
齡
、
何
香
凝
、
汪
精
衛
等
人
走
近
床
前
，
請
他
在
遺
囑
上
簽
字
。
孫
中
山
環
視
四
周
說
：
﹁
現

在
要
分
別
你
們
了
。
﹂
遂
吩
咐
將
遺
囑
拿
來
，
宋
慶
齡
含
淚
抬
起
孫
中
山
的
手
腕
執
鋼
筆
簽
名
。
當
時
，

宋
慶
齡
懷
著
極
為
悲
痛
的
心
情
，
熱
淚
涔
涔
，
難
以
自
已
，
所
有
在
場
的
人
也
都
甚
感
悲
傷
。

孫
中
山
奔
走
革
命
數
十
年
，
艱
苦
樸
素
，
廉
潔
奉
公
，
從
不
治
家
產
，
不
謀
私
財
，
身
後
不
名
一
文
。

有
人
統
計
過
，
就
物
質
來
說
，
孫
中
山
所
遺
給
宋
慶
齡
紀
念
的
﹁
一
切
﹂
，
只
有
兩
千
多
本
書
、
一
幢
華
僑

捐
贈
的
有
五
個
房
間
的
住
宅
和
一
些
還
未
用
完
的
日
用
品
。
如
此
而
已
。
可
是
，
他
卻
給
宋
慶
齡
和
中
國

人
民
留
下
了
無
比
巨
大
和
珍
貴
的
精
神
財
富
。

孫
中
山
簽
字
完
畢
後
，
又
對
宋
慶
齡
及
周
圍
的
同
志
痛
切
地
說
過
這
樣
的
話
：
﹁
我
這
次
放
棄
兩
廣

來
北
京
，
是
謀
和
平
統
一
的
。
我
所
主
張
統
一
的
方
法
是
開
國
民
會
議
，
實
行
三
民
主
義
和
五
權
憲
法
，

建
設
一
個
新
國
家
。
現
在
為
病
所
累
，
不
能
痊
癒
。
死
生
本
不
足
惜
，
但
是
數
十
年
為
國
民
革
命
所
抱
定

的
主
義
，
不
能
完
全
實
現
，
這
是
不
能
無
遺
憾
的
。
我
很
希
望
各
同
志
，
努
力
奮
鬥
，
使
國
民
會
議
早
日

開
成
，
達
到
實
行
三
民
主
義
和
五
權
憲
法
的
目
的
，
那
麼
我
雖
然
是
死
了
，
也
是
很
瞑
目
的
。
﹂
146

鞠
躬
盡
瘁
，
死
而
後
已
。
孫
中
山
為
國
為
民
奮
鬥
到
生
命
最
後
一
刻
的
精
神
，
給
了
宋
慶
齡
深
刻
的

印
象
，
她
說
孫
中
山
具
有
列
寧
在
給
他
的
一
封
信
中
所
說
的
對
革
命
事
業
﹁
不
息
的
熱
誠
﹂
。

孫
中
山
的
臨
終
遺
言
和
他
的
遺
囑
，
深
深
地
銘
刻
在
宋
慶
齡
的
心
中
，
成
為
她
以
後
幾
十
年
奮
鬥
的

1
4
6　

 

黃
昌
穀
：
︽
大
元
帥
北
上
患
病
逝
世
以
來
之
詳
情
︾
，
載
尚
明
軒
等
編
︽
孫
中
山
生
平
事
業
追
憶
錄
︾
第
六
百
六
十
四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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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
右
銘
。
孫
中
山
雖
然
沒
有
給
宋
慶
齡
留
下
什
麼
遺
產
，
但
是
，
由
於
宋
慶
齡
忠
誠
地
繼
承
了
孫
中
山
的

革
命
思
想
和
革
命
精
神
，
她
實
際
上
成
了
世
界
上
最
富
有
的
人
。

三
、
初
露
領
袖
才
華

孫
中
山
逝
世
後
，
宋
慶
齡
強
忍
著
巨
大
的
悲
痛
，
參
加
了
一
系
列
善
後
活
動
，
諸
如
守
靈
護
靈
，
遺

體
入
殮
改
殮
，
對
國
內
外
介
紹
孫
中
山
的
﹁
新
三
民
主
義
﹂
和
﹁
聯
合
世
界
上
以
平
等
待
我
之
民
族
共
同

奮
鬥
﹂
的
遺
囑
，
參
加
各
種
追
悼
大
會
，
以
及
親
赴
西
山
碧
雲
寺
和
南
京
紫
金
山
勘
察
靈
柩
停
厝
所
和
墓

地
等
。
宋
慶
齡
對
所
有
這
些
活
動
，
都
尊
重
孫
中
山
治
喪
委
員
會
的
意
見
。
她
識
大
體
，
顧
大
局
，
深
為

人
們
所
稱
道
，
正
如
人
們
所
評
價
的
那
樣
：
﹁
作
為
國
父
孫
中
山
先
生
的
夫
人
，
宋
慶
齡
女
士
一
開
始
便

可
以
掌
握
更
大
之
權
力
，
及
爬
上
更
高
之
政
治
地
位
。
中
外
古
今
，
許
多
﹃
知
名
婦
人
﹄
，
都
是
妻
憑
夫
貴
，

爭
權
力
，
居
高
位
，
為
所
欲
為
的
。
但
終
其
一
生
，
孫
夫
人
從
沒
有
這
樣
做
，
也
不
同
意
別
人
這
樣
做
，

這
是
中
外
歷
史
上
罕
見
的
。
﹂
她
﹁
從
不
干
預
孫
中
山
先
生
之
政
治
工
作
。
在
孫
中
山
病
重
時
，
有
關
立

遺
囑
的
大
事
，
也
是
由
跟
隨
孫
中
山
先
生
之
得
力
而
又
是
親
信
的
同
志
決
定
。
孫
中
山
先
生
逝
世
，
孫
夫

人
更
是
勇
敢
而
鎮
定
地
處
理
後
事
，
處
處
以
同
志
們
的
意
見
為
依
歸
，
事
事
以
顧
全
大
局
、
為
國
為
民
為

最
高
原
則
。
這
是
偉
大
的
人
格
、
海
洋
似
的
器
量
之
表
現
﹂
。
147

1
4
7　

 

李
文
：
︽
孫
夫
人
與
中
國
︾
，
載
香
港
︽
華
僑
日
報
︾
一
九
八
一
年
五
月
三
十
一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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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
慶
齡
在
孫
中
山
善
後
活
動
中
表
現
的
崇
高
情
操
，
大
大
地
鼓
舞
了
革
命
人
們
繼
承
孫
中
山
遺
志
和

繼
續
革
命
的
力
量
。

孫
中
山
逝
世
後
，
宋
慶
齡
和
宋
子
文
等
護
送
他
的
遺
體
至
協
和
醫
院
，
並
親
視
入
殮
。
三
月
十
九
日

上
午
，
她
又
和
親
屬
以
及
國
民
黨
中
央
領
導
人
護
送
孫
中
山
靈
柩
從
協
和
醫
院
移
至
中
央
公
園
︵
後
改
名

為
中
山
公
園
︶
社
稷
壇
大
殿
︵
現
中
山
堂
︶
，
供
各
界
人
士
和
廣
大
群
眾
弔
唁
。
據
當
時
在
公
園
大
門
口
執

行
勤
務
的
女
師
大
學
生
陸
晶
清
回
憶
，
宋
慶
齡
隨
靈
車
到
公
園
入
口
處
下
了
車
，
她
﹁
頭
上
罩
著
黑
紗
，

全
身
喪
服
，
穿
著
白
珠
鑲
邊
的
旗
袍
，
黑
鞋
黑
襪
黑
手
套
。
透
過
黑
紗
看
到
她
面
色
蒼
白
，
緊
閉
著
嘴
，

微
低
著
頭
。
當
她
由
兩
個
人
攙
扶
著
慢
步
朝
社
稷
壇
走
去
時
，
偌
大
的
公
園
裡
，
只
聽
到
風
聲
和
隱
隱
啜

泣
聲
，
成
百
上
千
雙
淚
眼
直
送
孫
夫
人
走
進
靈
堂
﹂
。
148

四
月
二
日
，
孫
中
山
的
遺
體
移
往
北
京
西
山
碧
雲
寺
入
殯
。
宋
慶
齡
也
是
身
穿
黑
色
衣
服
，
面
罩
黑

紗
，
走
在
三
十
萬
送
殯
人
群
的
前
頭
，
她
﹁
沒
有
哭
泣
，
沒
有
流
淚
，
而
是
更
加
堅
強
，
顯
示
出
內
在
的

毅
力
﹂
；
149
她
﹁
臉
上
流
露
出
無
限
悲
痛
而
又
堅
定
沉
毅
的
神
色
﹂
，
150
表
現
出
一
派
剛
強
的
巾
幗
丈
夫
的

風
範
。
她
促
使
人
們
確
信
：
﹁
孫
先
生
雖
然
死
了
，
還
有
孫
夫
人
在
，
還
有
忠
實
於
中
山
遺
教
的
革
命
黨

1
4
8　

 

陸
晶
清
：
︽
一
顆
偉
大
的
心
臟
停
止
了
跳
動
︾
，
載
︽
文
匯
報
︾
一
九
八
一
年
六
月
四
日
。

1
4
9　

 

鄧
穎
超
：
︽
向
宋
慶
齡
同
志
致
崇
高
的
敬
禮
！
︾
，
載
︽
人
民
日
報
︾
一
九
八
一
年
五
月
二
十
九
日
。

1
5
0　

 

王
昆
侖
：
︽
宋
慶
齡

｜
畢
生
為
新
中
國
奮
鬥
的
忠
誠
戰
士
︾
，
載
︽
人
民
日
報
︾
一
九
八
一
年
六
月
三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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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在
，
中
山
先
生
的
旗
幟
不
會
倒
下
，
中
國
的
革
命
不
會
中

斷
。
﹂
151

是
的
，
宋
慶
齡
這
時
已
經
沒
有
眼
淚
，
與
其
說
已
經
流

乾
了
眼
淚
，
不
如
說
已
經
戰
勝
了
眼
淚
。
她
知
道
，
孫
中
山

需
要
的
不
是
眼
淚
。
她
深
刻
地
理
解
孫
中
山
過
去
流
亡
日
本

陷
入
困
境
時
所
說
的
話
：
﹁
凡
是
從
事
於
革
命
運
動
的
人
，

都
得
戰
勝
眼
淚
。
﹂
152

何
去
何
從
？
在
一
般
人
眼
中
，
宋
慶
齡
在
孫
中
山
逝
世

後
是
站
到
了
十
字
路
口
，
面
臨
著
人
生
道
路
上
一
次
重
大
的

抉
擇
。
但
是
，
對
於
宋
慶
齡
來
說
，
並
不
存
在
這
種
抉
擇
。

早
在
她
與
孫
中
山
結
合
時
，
就
已
明
確
地
選
定
了
人
生
的
道

路
。
現
在
孫
中
山
賁
志
而
逝
，
她
只
有
毫
不
猶
豫
地
沿
著
孫

中
山
指
明
的
道
路
繼
續
前
進
。
她
認
為
，
這
是
自
己
義
不
容

辭
的
義
務
和
責
任
，
不
管
這
條
道
路
上
如
何
荊
棘
叢
生
，
充

滿
艱
難
險
阻
，
都
應
該
勇
往
直
前
。

1
5
1　

 

同
上
。

1
5
2　

 

莊
政
：
︽
國
父
生
平
與
志
業
︾
第
二
百
九
十
三
頁
，
臺
北
一
九
八
二
年
五
月
版
。

宋慶齡等在香山碧雲寺為孫中

山守靈。

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孫中山在北平逝

世。這是宋慶齡、孫科等在守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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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國
著
名
記
者
埃
德
加
．
斯

諾
夫
人
海
倫
．
斯
諾
在
評
論
宋
慶

齡
時
寫
道
：
照
她
性
格
來
說
，
她

是
應
該
受
到
孫
中
山
保
護
和
愛

護
的
，
而
不
是
投
身
去
為
孫
中
山

戰
鬥
；
實
際
上
，
在
孫
中
山
去
世

前
，
她
不
是
依
靠
孫
中
山
的
保
護

過
活
，
而
常
常
是
反
過
來
保
護
孫

中
山
，
與
孫
中
山
一
起
為
共
同
理
想
戰
鬥
。
孫
中
山
去
世
後
，
她
更
不
願
躺
在
孫
中
山
留
給
她
的
尊
榮
上
，

用
這
種
尊
榮
去
典
換
過
雍
容
華
貴
、
紙
醉
金
迷
的
生
活
，
甚
至
可
以
到
巴
黎
、
紐
約
等
城
市
去
清
閒
地
度
過

一
生
，
而
是
更
加
勇
猛
地
擔
起
一
個
人
的
責
任
，
繼
續
戰
鬥
。
153

事
實
正
是
如
此
，
宋
慶
齡
在
參
加
追
悼
孫
中
山
的
一
系
列
活
動
時
，
一
再
向
人
民
群
眾
公
開
表
示
：

要
﹁
遵
孫
先
生
遺
囑
，
追
隨
諸
君
之
後
奮
鬥
實
行
﹂
。
154
從
此
以
後
，
她
就
堅
決
地
為
維
護
三
大
革
命
政
策
，

為
繼
承
和
發
揚
孫
中
山
的
遺
志
而
努
力
。

一
九
二
五
年
四
月
十
一
日
，
宋
慶
齡
偕
孫
科
等
人
由
北
京
赴
南
京
紫
金
山
勘
察
孫
中
山
墓
址
後
，
回

1
5
3　

 

參
見
︽
海
倫
．
斯
諾
談
宋
慶
齡
︾
，
載
︽
宋
慶
齡
紀
念
集
︾
，
香
港
︽
文
匯
報
︾
社
編
印
，
一
九
八
一
年
版
。

1
5
4　

 

葉
紉
芳
代
表
宋
慶
齡
在
上
海
閘
北
各
團
體
追
悼
孫
中
山
大
會
的
致
詞
，
載
上
海
︽
民
國
日
報
︾
一
九
二
五
年
四
月
十
五
日
。

 孫中山喪禮期間，宋慶齡攝於
北京鐵獅子胡同行轅後花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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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上
海
。

當
時
，
由
於
國
共
合
作
建
立
後
推
動
各
方
面
工
作
的
迅
速
發
展
，
中
國
人
民
的
革
命
熱
情
空
前
昂
揚
，

特
別
在
上
海
、
青
島
、
福
州
等
地
的
帝
國
主
義
開
辦
的
工
廠
裡
，
工
人
們
為
了
反
對
資
方
殘
酷
的
剝
削
和

壓
迫
，
紛
紛
起
來
鬥
爭
。
五
月
三
十
日
，
上
海
學
生
及
民
眾
兩
千
多
人
在
租
界
舉
行
遊
行
示
威
。
英
帝
國

主
義
竟
命
令
巡
捕
開
槍
屠
殺
群
眾
，
製
造
了
震
驚
中
外
的
﹁
五
三
十
慘
案
﹂
。
帝
國
主
義
的
血
腥
屠
殺
，
更

激
起
中
國
人
民
的
強
烈
憤
慨
。
上
海
市
民
當
即
展
開
工
人
罷
工
、
學
生
罷
課
、
商
人
罷
市
的
﹁
三
罷
﹂
鬥

爭
，
與
帝
國
主
義
英
勇
搏
鬥
。
這
場
從
上
海
開
始
的
革
命
風
暴
迅
速
得
到
各
地
人
民
的
回
應
，
席
捲
全
國
，

成
為
五
四
運
動
以
後
又
一
次
全
國
規
模
的
反
帝
愛
國
運
動
。

﹁
五
三
十
慘
案
﹂
發
生
後
，
宋
慶
齡
對
於
英
、
日
帝
國
主
義
的
暴
行
表
示
極
大
憤
慨
。
她
在
對
上
海
︽
民

國
日
報
︾
記
者
發
表
談
話
中
熱
情
地
讚
頌
群
眾
的
愛
國
反
帝
鬥
爭
，
指
出
：
﹁
此
次
慘
劇
，
簡
單
言
之
，

實
為
英
日
強
權
對
於
中
國
革
命
精
神
之
壓
迫
。
中
國
人
民
能
一
致
起
而
反
抗
英
捕
房
之
暴
行
，
在
上
海
此

實
為
第
一
次
﹂
；
是
﹁
中
國
三
十
年
來
依
賴
外
力
之
一
大
覺
悟
，
關
係
國
家
與
民
族
前
途
至
大
﹂
；
強
調

只
有
加
強
民
族
團
結
和
提
高
人
民
的
愛
國
主
義
覺
悟
，
才
能
抵
抗
帝
國
主
義
之
壓
迫
，
求
得
中
華
民
族
之

獨
立
解
放
，
切
﹁
不
可
信
外
人
挑
撥
之
辭
，
因
懼
被
誣
赤
化
，
遂
棄
國
亦
不
愛
也
﹂
。
她
號
召
群
眾
把
這
次

運
動
作
為
貫
徹
孫
中
山
未
竟
之
志
的
一
次
實
踐
，
﹁
凡
中
國
國
民
皆
當
負
此
救
國
重
任
。
中
國
國
民
黨
黨

員
，
尤
當
努
力
以
竟
其
領
袖
未
竟
之
志
。
最
近
學
生
工
人
與
市
民
之
愛
國
運
動
中
，
處
處
可
見
孫
先
生
之

精
神
，
故
孫
先
生
精
神
實
未
嘗
死
。
吾
人
應
共
起
奮
鬥
，
為
民
族
爭
獨
立
，
為
人
權
爭
保
障
。
外
間
對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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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主
張
打
倒
帝
國
主
義
頗
有
誤
會
，
不
知
此
即
孫
先
生
四
十
年
革
命
目
的
之
一
﹂
。

宋
慶
齡
對
記
者
談
話
中
，
還
發
表
了
對
運
動
有
指
導
性
的
意
見
，
主
張
﹁
對
外
當
以
言
論
喚
起
世
界

各
國
之
人
民
主
張
公
道
﹂
；
﹁
對
內
當
一
方
團
結
各
界
，
堅
持
到
底
，
同
時
大
規
模
向
各
省
募
捐
款
項
，

援
助
失
業
之
工
人
。
一
方
宜
趁
此
時
喚
起
全
國
人
之
民
族
精
神
，
為
長
時
期
之
奮
鬥
，
務
達
取
消
一
切
不

平
等
條
約
之
目
的
﹂
。
﹁
此
次
奮
鬥
，
不
可
專
賴
一
界
或
一
階
級
，
如
商
界
政
界
之
類
，
而
當
合
工
商
學
各

界
之
全
力
應
付
之
。
﹂

這
是
孫
中
山
逝
世
後
，
宋
慶
齡
獨
立
發
表
指
導
運
動
意
見
的
開
端
，
表
現
出
一
個
正
在
走
向
成
熟
的

政
治
家
的
領
導
才
能
。
她
所
提
出
的
開
展
運
動
的
意
見
，
例
如
團
結
各
界
組
成
廣
泛
的
統
一
戰
線
，
堅
持

到
底
，
長
期
鬥
爭
，
以
及
反
對
調
和
和
中
立
等
，
不
少
與
當
時
中
國
共
產
黨
的
指
導
思
想
相
吻
合
。
她
甚

至
預
見
到
中
國
大
資
產
階
級
和
執
政
當
局
對
革
命
運
動
的
政
治
態
度
：
﹁
中
國
當
局
之
政
府
，
就
其
歷
史

與
近
事
及
能
力
視
之
，
皆
不
可
靠
。
寓
居
租
界
之
富
紳
鉅
賈
，
平
素
居
領
袖
社
會
之
地
位
者
，
因
有
所
畏
忌
，

皆
不
敢
多
言
，
亦
難
望
其
主
張
公
道
。
﹂
155
這
次
運
動
的
歷
史
證
明
，
她
的
預
言
是
正
確
的
。

不
僅
如
此
，
宋
慶
齡
還
積
極
地
投
身
到
﹁
五
三
十
運
動
﹂
的
實
際
鬥
爭
中
，
大
力
開
展
宣
傳
和
援
助

活
動
。
六
月
五
日
，
她
參
加
了
在
上
海
勸
業
女
子
師
範
學
校
召
開
的
上
海
各
界
婦
女
聯
合
會
成
立
大
會
，

支
持
婦
女
開
展
支
援
﹁
五
三
十
﹂
運
動
的
活
動
。
在
大
會
上
，
當
會
議
主
席
鐘
復
光
講
到
遵
行
孫
中
山
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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囑
反
對
帝
國
主
義
，
﹁
革
命
尚
未
成
功
，
同
志
仍
須
努
力
﹂
時
，
坐
在
前
排
的
宋
慶
齡
深
為
感
動
，
她
﹁
含

淚
欲
滴
﹂
。
156
六
月
十
日
，
她
應
上
海
大
同
學
校
學
生
會
的
邀
請
，
赴
該
校
為
全
校
師
生
作
講
演
，
講
述

﹁
五
三
十
慘
案
﹂
之
社
會
、
經
濟
、
外
交
等
問
題
，
宣
傳
反
對
帝
國
主
義
。
157
為
了
實
現
她
在
對
記
者
談
話

中
提
出
的
要
﹁
大
規
模
向
各
省
募
捐
款
項
﹂
，
以
援
助
失
業
的
工
人
，
宋
慶
齡
聯
絡
於
右
任
、
徐
謙
、
周
佩

箴
等
發
起
﹁
五
三
十
事
件
失
業
工
人
救
濟
會
﹂
，
設
會
所
在
法
租
界
環
龍
路
四
九
號
。
在
所
發
表
的
︽
募
捐

啟
事
︾
中
說
：
﹁
五
三
十
事
件
，
為
中
國
自
有
外
交
以
來
之
奇
恥
大
辱
。
全
國
民
眾
已
起
為
民
族
獨
立
人

權
保
障
而
奮
鬥
，
學
生
罷
課
、
商
罷
市
、
工
罷
業
，
無
不
抱
絕
滅
之
決
心
，
為
充
分
之
犧
牲
。
吾
人
處
此

風
雨
同
舟
之
日
，
應
有
解
衣
推
食
之
心
。
今
距
交
涉
解
決
之
期
尚
遠
，
因
罷
工
而
失
業
之
工
人
方
逐
日
加

增
而
未
已
。
以
工
作
糊
口
之
人
，
豈
能
一
日
無
業
。
吾
人
何
忍
坐
視
此
愛
國
之
工
人
饑
寒
困
頓
。
故
在
今

日
救
濟
之
事
，
實
刻
不
容
緩
。
﹂
並
指
出
，
﹁
救
國
為
國
人
共
有
之
天
職
，
互
助
更
人
類
生
存
之
要
素
﹂
，

呼
籲
海
內
外
人
士
解
囊
相
助
。
158
在
她
組
織
號
召
下
，
各
界
人
士
紛
紛
捐
助
衣
物
款
項
，
救
濟
失
業
工
人
。

不
久
，
國
外
匯
款
捐
助
者
，
通
過
宋
慶
齡
轉
交
的
就
有
墨
西
哥
和
澳
洲
悉
尼
兩
起
。
159

﹁
五
三
十
﹂
運
動
的
革
命
風
暴
迅
速
從
上
海
發
展
到
全
國
。
在
北
京
，
各
界
人
士
於
六
月
三
十
日
舉
行

1
5
6　

 

鐘
復
光
：
︽
關
於
成
立
上
海
各
界
婦
女
聯
合
會
的
回
憶
︾
，
載
上
海
社
科
院
歷
史
研
究
所
編
︽
五
三
十
運
動
史
料
︾
第
二
卷
，
第

三
百
三
十
八
、
三
百
三
十
九
頁
。

1
5
7　

 

上
海
︽
新
聞
報
︾
一
九
二
五
年
六
月
十
日
。

1
5
8　

 

上
海
︽
申
報
︾
一
九
二
五
年
六
月
十
日
。

1
5
9　

 

上
海
︽
民
國
日
報
︾
一
九
二
五
年
六
月
二
十
日
、
二
十
九
日
。



。169。
在孫中山身邊

第四節　承孫中山的革命遺志

了
對
美
、
日
帝
國
主
義
雪
恥
大
會
。
這
一
天
，
宋
慶

齡
從
上
海
抵
達
北
京
後
，
不
顧
旅
途
勞
累
，
立
即
趕

到
天
安
門
廣
場
參
加
大
會
，
被
選
進
主
席
團
。
這
次

大
會
與
會
群
眾
約
五
萬
人
，
德
國
、
印
度
、
日
本
等

國
工
人
團
體
的
代
表
也
參
加
了
大
會
。
宋
慶
齡
因
身

體
不
適
不
能
發
表
演
說
，
委
託
大
會
主
席
劉
清
揚
轉

告
到
會
群
眾
，
表
示
極
為
抱
歉
。
160
她
抱
病
參
加
大
會

所
表
現
的
反
帝
愛
國
精
神
，
深
深
地
感
動
廣
大
與
會

群
眾
，
受
到
了
熱
烈
歡
迎
。

﹁
五
三
十
﹂
慘
案
的
消
息
傳
到
廣
州
後
，
中
國
共

產
黨
發
動
了
著
名
的
﹁
省
港
大
罷
工
﹂
，
支
援
上
海
工

人
階
級
的
反
帝
鬥
爭
。
並
且
，
隨
著
鬥
爭
的
開
展
，

又
成
立
了
省
港
罷
工
委
員
會
和
工
人
武
裝
糾
察
隊
，

封
鎖
香
港
和
廣
州
沙
面
租
界
，
沉
重
打
擊
了
製
造
﹁
五
三
十
﹂
慘
案
的
主
犯
英
帝
國
主
義
。

宋
慶
齡
獲
悉
省
港
罷
工
消
息
後
，
即
發
表
︽
為
力
爭
兩
廣
關
餘
向
英
帝
國
主
義
鬥
爭
的
孫
先
生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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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聲
援
反
對
英
帝
國
主
義
的
鬥
爭
。
文
章
讚
揚
當
時
全
國
人
民
反
對
帝
國
主
義
的
鬥
爭
，
是
發
揚
孫
中

山
的
民
族
主
義
精
神
，
與
帝
國
主
義
誓
死
拼
搏
的
偉
大
壯
舉
，
是
﹁
志
︵
孫
︶
先
生
之
志
，
行
︵
孫
︶
先

生
之
行
﹂
。
文
章
從
孫
中
山
力
爭
兩
廣
關
餘
向
英
帝
國
主
義
所
進
行
的
鬥
爭
，
讚
揚
孫
中
山
不
屈
不
撓
的
鬥

爭
精
神
，
顯
示
了
﹁
中
國
人
之
不
可
侮
，
帝
國
主
義
者
武
力
之
不
足
畏
﹂
。
她
說
這
是
孫
中
山
﹁
以
身
作
則

昭
示
吾
人
﹂
的
實
例
。
161
此
文
的
及
時
發
表
，
對
於
鼓
舞
省
港
工
人
的
鬥
志
，
把
鬥
爭
長
期
堅
持
下
去
，
起

了
積
極
作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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