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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際 媒 體 一 致 讃 譽
潘佐夫及梁思文開啟 了或許可稱為 最後的檔 案寶庫，並 以此播繪中國的 
革命巨人。他們以清 晰 的敘 事及令人眩目的軼 事，呈現出一個更完整的 
毛澤東、更多他身為 人而具有的多重面貌，同時也展現出他如何熱切 
地與史達林合作。
----Patrick Tyler，《紐約時報》北京分社社長

潘佐夫及梁思文成功地將毛澤東複雜人格的形象以平衡報導的方式呈現， 
並 且展露出毛澤東信仰與行為 間的矛盾。
----Thomas R Bernstein，《外交事務》

終於出現一本完整展現毛澤東個人及政治面貌的著作一精力充沛的、理 
想f匕的、被蒙蔽的，以及最終邪惡的。作者大量使用中文文獻資料，對 
毛澤東的家庭、同儕 、敵 人 ，以及毛澤東面對這些人時遇到的困境及他 
的應對之道有了更深入的見解，新發現的蘇聯檔 案也增加對毛渾東與史 
達林關係的認識。
----AndrewJ. Nathan，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教 授

作者最重要的貢獻在於他們對毛澤東的史達林主義的見解，以及認知到 
' . 毛澤東在各種運動中對蘇聯經濟上及意識型態上的仰賴。

----John Pomfret，《華盛頓郵報》（购 咖 •wpTz凡打）

潘佐夫及梁思文生動地撰寫了一本具權威性的傳記。他們深入之前無法 
接觸的蘇聯檔 案，永久地淘汰毛澤東的革命與蘇聯無關的政治神話。 
—— Alice Miller，史丹佛大學胡佛研 究所研 究員

一本全面性、可信度髙 的新研 究，挑戰對毛澤東與史達林、藓 聯關係的 
現有認知……偉大的舵手顯得更有血有肉，他仍舊是複雜難解的。
----《科克斯書評》

道本書對我們認識這位偉大的舵手提供了重大且令人毛髮直豎 的貢獻。 
----Jim Landers，《達拉斯新聞》

□  □
•經網路書店 http://www.linkingbooks.com.tw
聯經出版文化空間 http://linkingbooks.pixnetnet/blog

http://www.linkingbooks.com.tw
http://linkingbooks.pixnetnet/blog


毛澤東
真 實 的 故 事

M AD
THE REAL STORY

亞歷山大•潘佐夫 
A l e x a n d e r  V. Pa n t s d v

梁思文 
S t e v e n  I. L e v i n e

I
著

林添貴
I
譯





謹
以
此
書
紀
念
我
的
祖
父
香
治
.鲍

里
索
維
奇
.
厄偷

堡
，

一
位
蘇
聯
的
中
國研
究
專
家，
也
是
最
早為

毛
澤
東
做
傳
的
作
者
之一  
, 

他
的
作
品為
我
帶
來
深
遠
的啟
發
。

——

亞
歷
山
大
•潘
佐
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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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統治時期的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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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主要人物

主
要
人
物

厄
倫
堡(G

eorgii Borisovich Ehrenburg 
, 
一
九
〇
二
至
一
九
六
七
年
)。
蘇
聯
的
中
國
事
務
專
家
。
一
九
三
四
年
寫
出 

第
一
篇
有
關
毛
澤
東
的
生
平
小
傳
。

尤
金(Pavel Fedorovich Yudin 
, 
一
八
九
九
至
一
九
六
八
年
)。
史
達
林
派
到
中
國
的
特
使
，
負
責
審查
毛
澤
東
是
否 

夠

資
格
稱
得
上
馬
克
思
主
義
者
(
一
九
五
〇
至
五
二
年
)。
蘇
聯
駐
華
大
使
(
一
九
五
三
至
五
九
年
)。

尤
爾
特(Arthur Em

st Ew
ert

，
化
名
哈
利
.
柏
格〔Harry B

erger〕

、
吉
姆〔 Jim

〕

、
亞
瑟〔 A

rthur〕

，
一
八
九
◦
至 

一
九
五
九
年
)。
共產

國
際
駐
華
代
表
(
一
九
三
二
至
三
四
年
)。

文
七
妹
(又
名
文
素
勤
，
一
八
六
七
至
一
九
一
九
年
)。
毛
澤
東
的
母
親
。

毛
岸青

(又
名
毛
遠
義
、
楊
永
壽
、
尼
古
拉
•永
壽〔N

ikolai Y
ongshu〕

、K
olya

，
一
九
二
三
至
二
〇
〇
七
年
)。
毛 

澤
東
的
第
二
個
子
女
，
楊
開
慧
所
生
的
兒
子
。

毛
岸
英
(又
名
毛
遠
仁
、
楊
永
福
、
瑟
吉
.
永
福
〔Sergei Y

ong&
〕

、
永
福
，
一
九
二
二
至
五
◦
年
)。
毛
澤
東
的
第
一 

個
子
女
，
楊
開
慧
所
生
的
兒
子
。

毛
貽
昌
(
一
八
七
〇
至
一
九
二
〇
年
)。
毛
澤
東
的
父
親
。

毛
遠
志
(
一
九
二
二
至
一
九
九
◦
年
)。
毛
澤
東
的
侄
女
。

毛
遠
新
(
一
九
四
一
年
生
)。
毛
澤
東
的
侄
子
。

毛
澤
民
(化
名
楊
杰
、
周
彬
，
一
八
九
六
至
一
九
四
三
年
)。
毛
澤
東
的
弟
弟
。

毛
澤
東
(
一
八
九
三
至
一
九
七
六
年
)。
一
九
二
一
年
參
與
組
建
中
國
共產
黨
。
從
一
九
三
五
年
起即
是
中
國
共產
運
動 

的
領
袖
。
一
九
四
五
年
起為
中
共
中
央
主
席
；
一
九
五
四
至
五
九
年，
任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主
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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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
澤
覃
(
一
九
〇
五
至
一
九
三
五
年
)。
毛
澤
東
最
小
的
弟
弟
。

王
佐
(
一
八
九
八
至
一
九
三
〇
年
)。
井
岡
山
土
匪
頭
子
，
一
九
二
七
年
起
和
毛
澤
東
合
作
。

王
明
(本
名
陳
紹
禹
，
一
九
〇
四
至
一
九
七
四
年
)。
中
國
共產

黨
實
際
領
導
人
。
毛
澤
東
的
主
要
政
敵
之
一。
一
九
三 

一
至
三
七
年，
以
及
一
九
五
六
年
起
，
長
期
住
在
莫
斯
科
。

王
洪
文
(
一
九
三
五
至
一
九
九
二
年
)。
上
海
造
反
派
頭
頭
，
文
革
期
間
極
左
翼
的
四
人幫

之
一。
毛
澤
東
的
指
定
接
班 

人
(
一
九
七
二
至
七
六
年
)。
一
九
七
六
年
被
捕、
坐
牢
。

王
海
容
(
一
九
三
八
年
生
)。
毛
澤
東
的
侄
孫
女
。
外
交
部
禮
賓
司
副
司
長
(
一
九
七
一
至
七
二
年
)。
外
交
部
副
部
長 

(
一
九
七
四
至
七
六
年
)。

王
稼
祥
(
一
九
〇
六
至
一
九
七
四
年
)。
在
中
央
蘇
區
反
毛
(
一
九
三
一
至
三
四
年
)。
長
征
期
間
及
遵
義
會
議
支
持
毛 

澤
東
(
一
九
三
四
至
三
五
年
)。
一
九
五
一
年
起
任
中
共
中
央
對
外
聯
絡
部
部
長
。

加
拉
罕(LevM

ikhailovichK
arakhan，

一
八
八
九
至
一
九
三
七
年
)。
蘇
聯
駐
華
大
使
(
一
九
二
三
至
二
六
年
)。

史
沫
特
萊(A

gnes Sm
edley 
,
又
名
安
娜
〔Anna〕

，
一
八
九
二
至
一
九
五
〇
年
)。
美
國
左
翼
作
家
。

史
達
林(Joseph V
issarionovich Stalin 
,
化
名
菲
力
波
夫〔 Filippov〕

、
瑪
西
，
一
八
七
九
至
一
九
五
三
年
)。
布
爾 

什
維
克
黨
總
書
記
(
一
九
二
二
至
三
四
年
)。
一
九
三
四
年
起
任
布
爾
什
維
克
黨
書
記
。
一
九
四
一
年
起
任
蘇
聯
人 

民
委
員
會
議
主
席
。

布
里茲

涅
夫(Leonid Ilich Brezhnev 
, 
一
九
〇
六
至
一
九
八
二
年
)。
蘇
聯
共產

黨
第
一
書
記
(總
書
記
)
(
一
九
六 

四
至
八
二
年
)。

布
哈
林(N

ikolai Ivanovich Bukharin 
, 
一
八
八
八
至
一
九
三
八
年
)。
蘇
共
中
央
政
治
局
委
員
(
一
九
二
四
至
二
九 

年
)。
共產

國
際
主
席
團
主
席
(
一
九
一
九
至
二
九
年
)。

布
勞
恩(otto B

raun

，
中
文
名
李
德
，
化
名K. 
p W

agner

，
一
九
〇
〇
至
一
九
七
四
年
)。
中
共
中
央
軍
事
顧
問
(
一 

九
三
二
至
三
五
年
)。
毛
澤
東
的
政
敵
。



1 3 主要人物

田
家
英
(
一
九
二
二
至
一
九
六
六
年
)。
毛
澤
東
秘
書
。
因為
支
持
農
民
包產
到
戶
制
度，
在
一
九
六
二
年
激
怒
毛
澤
東
。

任
弼
時
(化
名
陳
林
，
一
九
〇
四
至
一
九
五
〇
年
)。
在
中
央
蘇
區
反
毛
(
一
九
三
一
至
三
三
年
)。
中
共
派
駐
共產
國 

際
代
表
(
一
九
三
八
至
四
〇
年
)。
中
共
中
央
書
記
處
書
記
(
一
九
四
一
至
五
〇
年
)。

列
寧(V

ladim
ir Ilich L

enin

，
一
八
七
〇
至
一
九
二
四
年
)。
一
九
一
七
年
任
俄
羅
斯
社
會
主
義
革
命
領
導
人
。
俄
羅
斯 

布
爾
什
維
克
黨
黨
魁
(
一
九
◦
三
至
二
四
年
)。

向
忠
發
(
一
八
七
九
至
一
九
三
一
年
)。
從
一
九
二
八
年
起
擔
任
中
共
中
央
總
書
記
。
後
遭
國
民
黨
逮
捕、
處
決
。

向
警
予
(
一
八
九
五
至
一
九
二
八
年
)。
毛
澤
東
的
好
友
、
蔡
和
森
的
妻
子
。
中
國
婦
女
運
動
的
組
織
者
。

朱
德
(俄
文
化
名
丹
尼
洛
夫〔 D

anilov〕

，
一
八
八
六
至
一
九
七
六
年
)。
一
九
二
八
至
四
五
年
的
內
戰
和
抗
日
戰
爭
期 

間
，
一
直
是
毛
澤
東
最
親
近
的
副
手。
紅
軍
、
八
路
軍
和
解
放
軍
總
司
令
。

江青

(本
名
李
雲
鶴
，
又
名
藍蘋
、M

arianna Y
usupova

，
一
九
一
四
至
一
九
九
一
年
)。
毛
澤
東
的
第
四
任
妻
子
。
一 

九
六
六
年
起
任
中
央
文
革
小
組
組
長
。
極
左
派
四
人幫

之
一。
一
九
七
六
年
被
捕、
坐
牢
。

米
夫(Pavel M

if

，
化
名
彼
得
謝
夫
斯
基〔 petershevskii〕

，
一
九
◦
一
至
一
九
三
八
年
)。
中
國
勞
動
者
共產
主
義
大 

學
校
長
(
一
九
二
七
至
二
九
年
；
共產

國
際
駐
華
代
表
(
一
九
三
〇
至
三
一
年
)。

米
高
揚(Anastas Ivanovich M

ikoyan
，
又
名
安
德
列
耶
夫〔 A

ndreev〕

，
一
八
九
五
至
一
九
七
八
年
)。
蘇
聯
國
內
及 

國
外
貿
易
人
民
委
員
(部
長
)
(
一
九
二
六
至
四
九
年、
一
九
五
三
至
五
五
年
)。
部
長
會
議
第
一
副
主
席
(
一
九 

五
五
至
六
四
年
)。

艾
德
加
■史
諾(Edgar Snow

，
一
九
〇
五
至
一
九
七
二
年
)。
美
國
左
翼
作
家
，
《紅
星
照
耀
中
國
》
作
者
。

佛
拉
迪
米
洛
夫(Petr Parfenovich V

ladim
irov，

一
九
〇
五
至
一
九
五
三
年
)。
蘇
聯
派
在
中
國
共產
黨
延
安
總
部
的 

情
報
官
員
(
一
九
四
二
至
四
五
年
)。

何
叔
衡
(綽
號
何鬍

子
，
一
八
七
六
至
一
九
三
五
年
)。
毛
澤
東
的
好
朋
友
，一

九
二
一
年
和
毛
澤
東
共
同
發
起
湖
南
共 

產

運
動
及
中
國
共產
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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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
佩
孚
(
一
八
七
四
至
一
九
三
九
年
)。
一
九
二
〇
年
代
湖
北
軍
閥
。

吳晗

(
一
九
〇
九
至
一
九
六
九
年
)。
劇
作
家
、
北
京
副
市
長
。
一
九
六
五
年
他
的
劇
本
《海
瑞
罷
官
》
遭
到
批
評
-
引 

爆
文
化
大
革
命
。

宋
慶
齡
(一

八
九
三
至
一
九
八
一
年
)。
孫
逸
仙
的
遺
孀
，
國
民
黨
左
派
-
與
中
國
共產
黨
及
共產
國
際
合
作
。

李
大
釗
(
一
八
八
九
至
一
九
二
七
年
)。
一
九
一
八
年
起
任
北
京
大
學
圖
書
館
館
長
。
中
國
最
早
的
共產

黨
人
之
一。
中 

共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會
委
員
，一

九
二
二
至
二
七
年
)。

李
立
三
(本
名
李
隆郅
，
一
八
九
九
至
一
九
六
七
年
)。
一
九
二
一
年
起即

組
織
中
國
勞
工
運
動
。
中
共
實
際
領
導
人 

(
一
九
二
八
至
三
〇
年
)。
一
九
三
〇
年掀
起
所
謂
的
李
立
三
冒
進
路
線
。

李
敏
(又
名
嬌
嬌
、
譚
雅
•嬌
嬌〔Tanya Chao Chao〕

，
一
九
三
七
年
生
)。
毛
澤
東
的
第
八
個
子
女
，
賀
子
珍
所
生 

的
女
兒
。

李
訥
(
一
九
四
〇
年
生
)。
毛
澤
東
的
第
十
個
子
女
，
江青

所
生
的
女
兒
。

李
富
春
(
一
九
〇
〇
至
一
九
七
五
年
)。
一
九
五
四
年
起
任
副
總
理
兼
國
家
計
委
主
任
。
政
治
局
委
員
(
一
九
五
六
至
六 

九
年
)。
反
對
文
化
大
革
命
(
一
九
六
七
年
二
月
)。

李
達
(
一
八
九
〇
至
一
九
六
六
年
)。
一
九
二
一
年
任
中
國
共產
黨
共
同
創
黨
人
之
一。

李
漢
俊
(
一
八
九
〇
至
一
九
二
七
年
)。
一
九
二
一
年
任
中
國
共產
黨
共
同
創
黨
人
之
一。

李
維
漢
(化
名
羅
邁
，
一
八
九
六
至
一
九
八
四
年
)。
新
民
學
會
會
員
(
一
九
一
八
至
一
九
年
)。
中
共
中
央
統
戰
部
部 

長
(
一
九
四
八
至
六
四
年
)。

李
韶
九
(
一
九
〇
三
至
一
九
三
五
年
)。
紅
軍
政
委
、
毛
澤
東
的
忠
貞
幹
部
。
一
九
三
〇
年
十
二
月
，
組
織
了
江
西
富
田 

對
黨
、
軍
幹
部
的
血
腥
整
肅
。

汪
精
衛
(
一
八
八
三
至
一
九
四
四
年
)。
國
民
黨
「左
派
」
首
腦
。
一
九
二
七
年
任
武
漢
政
府
主
席。

周
恩
來
(俄
文
化
名
莫
斯
柯
文〔 M

oskvin〕

，
一
八
九
八
至
一
九
七
六
年
)。
中
國
共產

黨
主
要
領
導
人
之
一，
一
九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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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至
三
四
年
期
間
經
常
反
毛，
後
來
成為

毛
澤
東
的
左
右
手、
堅強

的
支
持
者
。
一
九
四
九
年
起
一
直
擔
任
總
理。 

一
九
七
二
年
一
度為
毛
澤
東
指
定
接
班
人
。

季
米
特
洛
夫(G

eorgiiD
im

itrov 
,
化
名
G.
M., 
一
八
八
二
至
一
九
四
九
年
)。
共產
國
際
執
委
會
總
書
記
(
一
九
三
五 

至
四
三
年
)。

季
辛
吉(H

enry A. K
issinger

，
一
九
二
三
年
生
)。
美
國
國
家
安
全
顧
問
(
一
九
六
九
至
七
五
年
)；
國
務
卿
(
一
九
七 

三
至
七
七
年
)。

林
立
果
(小
名
老
虎
，
一
九
四
六
至
一
九
七
一
年
)。
林
彪
的
兒
子
。
一
九
七
一
年
九
月
企
圖
逃
往
蘇
聯，
但
墜
機
身
亡
。 

林
立
衡
(小
名
豆
豆
，
一
九
四
四
年
生
)。
林
彪
的
女
兒
。

林
彪
(化
名
李
進
，
一
九
〇
七
至
一
九
七
一
年
)。
一
九
五
五
年
被
封為
解
放
軍
元
帥
。
國
防
部
長
(
一
九
五
九
至
七
一 

年
)。
毛
澤
東
的
指
定
接
班
人
(
一
九
六
九
至
七
一
年
)。
一
九
七
一
年
九
月
企
圖
逃
往
蘇
聯，
但
墜
機
身
亡
。 

金
曰
成
(
一
九
一
二
至
一
九
九
四
年
)。
北
韓
總
理
(
一
九
四
八
至
七
二
年
)
；
大
統
領
(
一
九
七
◦
至
九
四
年
)。
北
韓 

勞
動
黨
總
書
記
(
一
九
四
九
至
九
四
年
)。

姚
文
元
(
一
九
三
一
至
二
〇
〇
五
年
)。
上
海
黨
報
記
者
，
文
革
期
間
極
左
翼
的
四
人幫

之
一。
一
九
七
六
年
被
捕、
坐 

牢
。

柯
瓦
列
夫(Ivan V

ladim
irovich K

ovalev
，
一
九
〇
一
至
一
九
九
三
年
)。
史
達
林
派
駐
中
國
的
代
表
(
一
九
四
八
至
五

〇
年
)。

柯
錫
金(A

lexei N
ikolaevich K

osygin, 
一
九
〇
四
至
一
九
八
〇
年
)。
蘇
聯
部
長
會
議
主
席
(
一
九
六
四
至
八
〇
年
)。 

張
聞
天
(化
名
洛
甫
，
一
九
〇
〇
至
一
九
七
六
年
)。
中
共
中
央
總
書
記
(
一
九
三
五
至
四
〇
年
)。
中
國
外
交
部
副
部 

長
(
一
九
五
四
至
六
〇
年
)。

胡
適
(
一
八
九
一
至
一
九
六
二
年
)。
中
國
自
由
主
義
哲
學
家
。

唐
生
智
(一

八
八
九
至
一
九
七
〇
年
)。
湖
南
軍
閥
，
一
九
二
六
年
轉
而
支
持
北
伐
。
一
九
二
七
年
任
國
民
黨
國
民
革
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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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
第
四
集
團
軍
總
司
令
。

唐
聞
生
(英
文
名N

ancy

，
一
九
四
三
年
生
)。
毛
澤
東
譯
員
之
一
。

孫
逸
仙
(本
名
孫
文
，
一
八
六
六
至
一
九
二
五
年
)。
中
華
民
國
國
父
。
一
九
一
二
年
創
國
民
黨
。
與
共產
黨
成
立
統
一 

戰
線
。

師
哲
(
一
九
◦
五
至
一
九
九
八
年
)。
毛
澤
東
的
譯
員
，
一
九
四
九
年
陪
毛
澤
東
赴
蘇
聯。

徐
特
立
(
一
八
七
七
至
一
九
六
八
年
)。
毛
澤
東
在
湖
南
省
立
第
一
師
範
的
老
師
。
著
名
的
共產

主
義
積
極
分
子
。

恩
格
斯(FriedrichEngels

，
一
八
二
〇
至
一
八
九
五
年
)。
馬
克
思
主
義
的
共
同
始
祖
。

海
倫
■佛
斯
特
■史
諾(H

elen Foster Snow

，
又
名P

eg

、P
eggy

、N
ym

 W
ales 

, 
一
九
〇
七
至
一
九
九
七
年
)。
美
國

左
翼
作
家
，
艾
德
加
.
史
諾
的
第
一
任
妻
子
。

袁
文
才
(
一
八
九
八
至
一
九
三
〇
年
)。
井
岡
山
土
匪
頭
子
，
一
九
二
七
年
起
和
毛
澤
東
合
作
。

袁
世
凱
(
一
八
五
九
至
一
九
一
六
年
)。
大
軍
閥
。
一
九
一
二
年
二
月
起
出
任
民
國
大
總
統。

馬
克
思(K

arlM
arx

，
一
八
一
八
至
一
八
八
三
年
)。
馬
克
思
主
義
的
共
同
始
祖
。

馬
林(M

aring

，
又
名M

a L
in

、
安
德
生
先
生〔 M

r_ A
nderson〕

、
菲
利
普〔 PM

H
PP〕

；
本
名H

endricus Josephus 

FranciscusM
arieSneevliet

，
一
八
八
三
至
一
九
四
二
年
)。
共產

國
際
駐
華
代
表
(
一
九
二
一
至
二
二
年
)。

高岗

(
一
九
〇
五
至
一
九
五
四
年
)。
東
北
人
民
政
府
主
席
(
一
九
四
九
至
五
二
年
)。
中
央
人
民
政
府
副
主
席
(
一
九 

四
九
至
五
四
年
)。
中
央
人
民
政
府
計畫

委
員
會
主
席
兼
東
北
行
政
委
員
會
主
席
(
一
九
五
二
至
五
四
年
)。
一
九 

五
五
年
開
除
出
黨
。

康
生
(化
名
趙
雲
，
本
名
張
宗
可
，一

八
九
八
至
一
九
七
五
年
)。
毛
澤
東
的
特
務
領
子
。

康
有為

(
一
八
五
八
至
一
九
二
七
年
)。
中
國
哲
學
家
、
政
治
家
、
君
主
立
憲
派
。

張
玉
鳳
(又
名
小
張
，
一
九
四
四
年
生
)。
毛
澤
東
最
後
一
個
寵
妾-
也
是
他
的
機
要
秘
書
。

張
春
橋
(
一
九
一
七
至
二
〇
〇
五
年
)。
文
革
期
間
極
左
翼
的
四
人幫
之
一。
一
九
七
六
年
被
捕、
坐
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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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
國
燾
(
一
八
九
七
至
一
九
七
九
年
)。
一
九
二
一
年
中
國
共產
黨
共
同
創
黨
人
。
毛
澤
東
主
要
政
敵
之
一
。
一
九
三
八 

年
脫
黨
。

張
敬
堯
(
一
八
八
一
至
一
九
三
三
年
)。
湖
南
督
軍
兼
省
長
，
一
九
一
八
至
二
〇
年
)。

張
學
良
(
一
九
〇一

至
二
〇
◦
一
年
)。
東
北
軍
閥
，
一
般
稱
他為

「少
帥
」
•，
一
九
三
六
年
士
一
月
劫
持
蔣
介
石
，
引 

爆
所
謂
西
安
事
變
。

梁
啓
超
(
一
八
七
三
至
一
九
二
九
年
)。
中
國
哲
學
家
、
政
治
家
、
君
主
立
憲
派
。

陳
再
道
(
一
九
〇
九
至
一
九
九
三
年
)。
武
漢
軍
區
司
令
員
(
一
九
五
五
至
六
七
年
)。

陳
伯
達
(
一
九
〇
四
至
一
九
八
九
年
)。
毛
澤
東
的
秘
書
(
一
九
三
九
至
五
八
年
)。
一
九
六
六
年
任
中
央
文
革
小
組
組 

長
。
一
九
七
〇
年
被
捕、
坐
牢
。

陳
雲
(
一
九
〇
五
至
一
九
九
五
年
)。
一
九
二
五
年
加
入
共產
運
動
。
副
總
理
(
一
九
五
四
至
七
五
年、
一
九
七
九
至
八 

〇
年
)。
經
濟
專
家
。

陳
毅
(
一
九
〇
一
至
一
九
七
二
年
)。
一
九
二
二
年
加
入
共產
運
動
。
副
總
理
(
一
九
五
四
至
七
二
年
)。
兼
外
交
部
長 

(
一
九
五
八
至
七
二
年
)。
一
九
五
五
年
被
封為
解
放
軍
元
帥
。
一
九
六
七
年
二
月
反
對
文
化
大
革
命
。

陳
獨
秀
(
一
八
七
九
至
一
九
四
二
年
)。
中
國
共產

運
動
創
始
人
，
中
國
共產

黨
領
導
人
(
一
九
二
一
至
二
七
年
)。

陸
定I 
( 
一
九
◦
六
至
一
九
九
六
年
)。
中
共
中
央
宣
傳
部
部
長
(
一
九
四
五
至
六
六
年
)。

陶
毅
(字
斯
詠
，
一
八
九
六
至
一
九
三
一
年
)。
毛
澤
東
的
初
戀
情
人
。

凱豐

(
一
九
〇
六
至
一
九
五
五
年
)。
共青

團
書
記
(
一
九
三
二
至
三
五
年
)。
一
九
三
五
年
遵
義
會
議
時
反
毛。

博
古
(本
名
秦
邦
憲
，
一
九
◦
七
至
一
九
四
六
年
)。
中
共
中
央
總
書
記
(
一
九
三
一
至
三
五
年
)。
毛
澤
東
的
主
要
政 

敵
之
一
。

彭
公
達
(
一
九
◦
三
至
一
九
二
八
年
)。
湖
南
省
委
書
記
(
一
九
二
七
年
八
月
至
十
一
月
)。

彭真

(
一
九
〇
二
至
一
九
九
七
年
)。
北
京
市
委
第
一
書
記
(
一
九
四
九
至
六
六
年
)。
北
京
市
長
(
一
九
五
一
至
六
六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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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
湃
(
一
八
九
六
至
一
九
二
九
年
)。
中
國
共產

主
義
農
民
運
動
第
一
個
組
織
者
。

彭
德
懷
(
一
八
九
八
至
一
九
七
四
年
)。
朝
鮮
戰
爭
中
國
部
隊
總
司
令
(
一
九
五
〇
至
五
三
年
)。
國
防
部
長
(
一
九
五 

四
至
五
九
年
)。
一
九
五
九
年
批
評
大
躍
進
。

湯
藤
銘
(綽
號
湯
屠
夫
，
一
八
八
五
至
一
九
七
五
年
)。
湖
南
都
督
(
一
九
一
三
至
一
六
年
)。

華
國
鋒
(
一
九
二
一
至
二
〇
〇
八
年
)。
一
九
七
六
年
毛
澤
東
的
繼
承
人
。

賀
子
珍
(本
名
賀
桂
圓
，
化
名
文
雲
，
一
九
◦
九
至
一
九
八
四
年
)。
毛
澤
東
的
第
三
任
妻
子
。

賀
龍
(
一
八
九
六
至
一
九
六
九
年
)。
一
九
二
七
年
南
昌
暴
動
策
劃
人
。
國
務
院
副
總
理
(
一
九
五
四
至
六
九
年
)。
一 

九
五
五
年
被
封為
解
放
軍
元
帥
。

項
英
(一

八
九
八
至
一
九
四
一
年
)。
蘇
區
中
央
局
代
理
書
記
(
一
九
三
〇
至
三
一
年
)。

楊尚

昆
(
一
九
〇
七
至
一
九
九
八
年
)。
中
共
中
央
辦
公
廳
主
任
(
一
九
四
九
至
六
六
年
)。
一
九
六
六
年
文
革
最
早
落 

馬
受
害
者
之I

。

楊
昌
濟
(
一
八
七
一
至
一
九
二
◦
年
)。
毛
澤
東
在
湖
南
省
立
第
一
師
範
的
導
師
。
楊
開
慧
的
父
親
。

榻
開
慧
(別
名
小
霞
，
一
九
〇
一
至
一
九
三
〇
年
)。
毛
澤
東
的
第
二
任
妻
子
。

葉
子
龍
(
一
九
一
六
至
二
〇
〇
三
年
)。
毛
澤
東
秘
書
之
一
。

葉
群
(
一
九
一
七
至
一
九
七
一
年
)。
林
彪
妻
子
。
一
九
七
一
年
九
月
企
圖
逃
往
蘇
聯，
但
墜
機
身
亡
。

葉
劍
英
(I

八
九
七
至I

九
八
六
年
)。一

九
五
五
年
受
封為

解
放
軍
元
帥
。I

九
六
七
年
二
月
反
對
文
化
大
革
命
。
國 

防
部
長
(
一
九
七
五
至
七
八
年
)。

葛
羅
米
柯(A

ndrei A
ndreevich G

rom
yko

，
一
九
〇
九
至
一
九
八
九
年
)。
蘇
聯
外
交
部
長
(
一
九
五
七
至
八
五
年
)。 

維
廷
斯
基(G

rigorii N
aum

ovich voitinsky,

中
文
名
吳
廷
康
；
本
姓
札
爾
欣〔 zarkhin〕

，
一
八
九
三
至
一
九
五
三 

年
)。
共產

國
際
駐
華
代
表
(
一
九
二
〇
至
二
一
年
)。

蒙
哥
馬
利(Bernard Law M

ontgom
ery, 

一
八
八
七
至|

九
七
六
年
)。
一
九
四
四
年
起
任
英
國
元
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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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
魯
雪
夫(N

ikita Sergeevich K
hrushchev 

, 
一
八
九
四
至
一
九
七
一
年
)。
蘇
聯
共產

黨
第
一
書
記
(
一
九
五
三
至
六 

四
年
)。
蘇
聯
部
長
會
議
主
席
(
一
九
五
八
至
六
四
年
)。

趙恆
惕

(
一
八
八
〇
至
一
九
七
一
年
)。
湖
南
省
長
(
一
九
二
一
至
二
六
年
)。

蒯

大
富
(I

九
四
五
年
生
)。清

華
大
學
紅
衛
兵
頭
子
(
一
九
六
六
至
六
八
年
)。

劉
少
奇
(又
名
劉
衛
黃
，
一
八
九
八
至
一
九
六
九
年
)。
中
國
共產

黨
領
導
人
之
一。
中
共
中
央
副
主
席
(
一
九
五
六
至 

六
六
年
)
；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主
席
(
一
九
五
九
至
六
八
年
)•，

毛
澤
東
的
指
定
接
班
人
(
一
九
六
一
至
六
六
年
)。 

文
化
大
革
命
的
頭
號
受
害
人
。

蔣
介
石
(
一
八
八
七
至
一
九
七
五
年
)。
一
九
二
六
年
起
任
國
民
黨
國
民
革
命
軍
總
司
令
。
一
九
二
八
年
起
任
國
民
黨
政 

權
領
袖
。

蔡
和
森
(學
名
蔡
林
彬
，
本
名
蔡
林
和
仙
，
一
八
九
五
至
一
九
三
一
年
)。
毛
澤
東
的
親
密
友
人
。
中
共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會
委
員
(一

九
二
七
至
二
八
年
)，
政
治
局
委
員
(
一
九
三
一
年
)。

鄧
子
恢
(
一
八
九
六
至
一
九
七
二
年
)。
中
共
中
央
農
村
工
作
部
部
長
(
一
九
五
三
至
六
二
年
)。
副
總
理
(
一九
五
四 

至
六
五
年
)。

鄧
小
平
(又
名
鄧
希
賢
，
本
名
鄧
先
聖
，
一
九
〇
四
至
一
九
九
七
年
)。
副
總
理
(
一
九
五
二
至
六
八
年、
一
九
七
三
至 

七
六
年
、
一
九
七
七
至
八
〇
年
)。
中
共
中
央
總
書
記
(
一
九
五
六
至
六
六
年
)。
文
革
期
間
遭
整
肅
，
但
是
一
九 

七
八
年
復
出
掌
權
，翻
轉
了
毛
澤
東
的
政
策
。

鄧
中
夏
(又
名
鄧
康
，
一
八
九
四
至
一
九
三
三
年
)。
中
國
共產

黨
早
期
黨
員、
工
運
組
織
者
。

蕭
三
(本
名
蕭
子
障
，
筆
名
埃
彌
•蕭

〔Em
i siao〕

，
一
八
九
六
至
一
九
八
三
年
)。
毛
澤
東
的
同
學
、
好
友
。
中
國
作 

家
。

蕭
瑜
(本
名
蕭
子
昇
，
一
八
九
四
至
一
九
七
六
年
)。
毛
澤
東
的
同
學
、
好
友
。
《我
和
毛
澤
東
行
乞
記
》
作
者
，
一
九 

五
九
年
出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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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

羅
廷(M

ikhail M
arkovich B

orodin

•，
本
姓
葛
魯
森
柏
格〔 G

m
zenberg〕

，
一
八
八
四
至
一
九
五
一
年
)。
國
民
黨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會
主
要
政
治
顧
問
、
共產

國
際
駐
華
代
表
(
一
九
二
三
至
二
七
年
)。

薄I

波
(
一
九
〇
八
至
二
〇
◦
七
年
)。
中
國
財
政
部
長
(
一
九
四
九
至
五
三
年
)。
副
總
理
(
一
九
五
六
至
七
五
年
)。 

瞿
秋
白
(
一
八
九
九
至
一
九
三
五
年
)。
中
國
共產

黨
實
質
領
導
人
(
一
九
二
七
至
二
八
年
)。
中
共
派
駐
共產
國
際
執 

委
會
代
表
團
團
長
(
一
九
二
八
至
三
〇
年
)。

聶

元
梓
(一

九
二
一
年
生
)。
北
京
大
學
紅
衛
兵
頭
子
(
一
九
六
六
至
六
八
年
)。
一
九
六
六
年為
文
化
大
革
命
第
一份
 

大
字
報
作
者
。

聶

榮
臻
(
一
八
九
九
至
一
九
九
二
年
)。
副
總
理
(
一
九
五
六
至
七
五
年
)。
一
九
五
五
年
被
封為
解
放
軍
元
帥
。
一
九 

六
七
年
二
月
反
對
文
化
大
革
命
。

羅I

姑
(
一
八
八
九
至
一
九
一
〇
年
)。
毛
澤
東
的
第
一
任
妻
子
。

羅
易
(M_
N_ R

oy 
, 
一
八
八
七
至
一
九
五
四
年
)。I

九
二
七
年
任
共產
國
際
駐
華
代
表
。

羅
明
納兹

(V
issarion V

issarionovich Lom
inadze

，
又
名W

em
er N

ikolai

，
一 八
九
七
至
一
九
三
五
年
)。
一
九
二
七

年
任
共產
國
際
駐
華
代
表
。

羅
章
龍
(又
名
縱
宇
一
郎
，
一
八
九
六
至
一
九
九
五
年
)。
新
民
學
會
會
員
(
一
九
一
八
至
二
〇
年
)。
中
共
早
期
黨
員 

之
丁

譚
平
山
(一

八
八
六
至
一
九
五
六
年
)。
中
國
共產

黨
領
導
人
之
一
(
一
九
二
三
至
二
七
年
)。

譚
延
闇
(
一
八
八
〇
至
一
九
三
〇
年
)。
湖
南
省
長
(都
督
、
省
主
席
)
(
一
九
一
一
至
一
三
年
、
一
九
一
六
至
一
七 

年
'
九
二
〇
年
)。
國
民
政
府
主
席
(
一
九
二
八
害
一
〇
年
)。

譚
震
林
(
一
九
〇
二
至
一
九
八
三
年
)。
副
總
理
(
一
九
五
九
至
七
五
年
)。
一
九
六
七
年
二
月
反
對
文
化
大
革
命
。 

饒
漱
石
(
一
九
〇
三
至
一
九
七
五
年
)。
中
共
中
央
組
織
部
部
長
(
一
九
五
三
至
五
四
年
)。
一
九
五
五
年
與
高
崗
一
同 

遭
到
整
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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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
史
人
物
應
該
有
客
觀
的
傳
記
。
可
是
，即
使
在
最
佳
狀
況
下
要
寫
出
這
樣
一
本
傳
記
，
挑
戰
也很

大
。
傳
記
作
家 

必
須
探
索
似
乎
沒
完
沒
了
的
已
出
版
和
未
出
版
的
資
料
來
源
(經
常
涉
及
多
種
語
文
)、翻

遍
無
數檔

案
的
內
容
、
篩
析 

真

相
事
實
和
謠
言
虛
假
、
在
公
開
角
色
與
私
下
角
色
之
間找
出
平
衡，
判
斷
傳
主
一
生
的
智
愚
。
傳
主
若
是
死
守
秘
密
的 

封
閉
社
會
領
導
人
，
困
難
度
更
要
加
倍
。
要為
現
代
中
國
的
創
建
人
毛
澤
東
寫
傳
，
尤
其
如
此
。
但
是
，
現
在
距
他
在
一 

九
七
六
年
去
世
已
經
三
十
五
載
，
中
國
已
發
表
重
要
的
新
文
件
，
我
們
又
可
獨
家
取
得
前
蘇
聯
的
重
要檔
案
，
因
此
對
於 

現
代
史
上
這
位
最
重
要
的
中
國
領
導
人
已
經
可
以
得
出
更清
晰
、
更
精
細
、
更
完
整
的
圖
像
。
這
是
這
本
傳
記
的
目
標
。

其
實
，
自
從
一
九
三
六
年
七
月
，
美
國
新
聞
記
者
艾
德
加
•史
諾(Edgar snow

)

首
度
寫
下
毛
澤
東
的
生
平
故
事 

以
來
，
毛
澤
東
已
是
無
數
西
方
文
字
寫
作
的
傳
記
之
主
角
。
一
年
之
後，
史
諾
以
這
篇
故
事為

中
心
寫
成
《紅
星
照
耀
中 

國
》

Over 
csr
g
)
①
，
這
本
影
響
歷
史
深
遠
的
書迄
今
仍
在
印
行
。
從
西
方
文
字
寫
作
的
毛
澤
東
傳
記
脈
絡 

而
言
——

我
們
寫
的
這
本
傳
記很
顯
然
不
合
這
個
脈
絡
——
很
值
得
說
明為
什麼
這
個
游
擊
隊
頭
目
轉
化
的
中
國
共產
黨

①
譯

按

g Over 
csr
+g
原
名
《紅
星
照
耀
中
國
》，
當
年為
逃
避
國
民
黨
取
締，
中
文
本
改
名
《西
行
漫
記
》
發
行
。
又
，
大
陸
將
作
者
名
譯 

為
斯
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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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
導
人
，
會
和
這
位
年
輕
的
美
國
記
者
會
面
。

史
諾
在
一
九
三
〇
年
代
中
期
已
是
知
名
的
新
聞
記
者
，
雖
然
不
是
馬
克
思
主
義
者
，
但
他
極
端
同
情
中
國
的
共產
主 

義
運
動
。
他
的
文
章
散
見
於
《紐
約
前
鋒
論
壇
報
》
(_
w 

7hc>
§e
)、

《外
交
事
務
》
(Fors.
g
?7x
ŝ :
r5)、 

《星期六晚郵報》

等主流媒體，享有思想獨立的聲譽，並不像在中國的其他左翼 

記
者
那
樣
公
開
誇
耀
他
們
的
親
共
觀
點
。

也
正
由
於
這份

聲
譽，
吸
引
了
毛
澤
東
等
中
國
共產
黨
領
導
人
的
注
意
。
他
們
打
算
利
用
這
個
三
十
一
歲
的
美
國
人 

改
善
他
們
的
公
共
形
象、
擴
張
他
們
的
政
治
影
響
力
。
史
諾
也
有
他
本
身
的
理
由
要找

毛
澤
東
。
他
是
個
雄
心
勃
勃
的
記 

者
，
有
追
求
重
大
新
聞
的
本
能
，
當
然
不
放
過
可
以
轟
動
四
方
的
獨
家
報
導
的
機
會
。
兩
個
人
都
想
利
用
對
方
。
史
諾
在 

一
九
三
六
年
七
月
十
三
日
抵
達
陝
北
的
保
安，
兩
天
前
毛
澤
東
才
在
這
個
邊
區
荒
城
紮
營
。
毛
澤
東
正
在躲
避
國
民
政
府 

首
腦
蔣
介
石
委
員
長
的
追
剿
，
國
軍
已
經
痛
擊
中
國
紅
軍
。

毛
澤
東
同
意
接
受
史
諾
一
系
列
訪
談
；
訪
談
中
，
他
首
先
詳
細敘
述
童
年
身
世
及青
少
年
時
期
的
故
事
，
然
後
才
暢 

述
他
作為
共產
黨
革
命
家
的
事
業
。
共產
黨
挑
選
史
諾
是
個很
聰
明
的
決
定
。
這
個
容
易
受
感
動
的
美
國
人
把
毛
澤
東
看 

成
明
智
的
聖
哲
之
君
、
相
貌
像
林
肯
、
聰
明
、
和
氣
、
有
自
信
。
1兩
人
一
連
多
日
在
窯
洞
裡
秉
燭
夜
談
，
史
諾拚
命
在 

筆
記
本
上
記
下
毛
澤
東
的
獨
白
，很
快
就
成為

毛
澤
東
的
記
錄
員、
而
不
是
有
判
斷
力
的
記
者
。
任
務
一
完
成
，•史
諾
帶 

著
寶
貴
的
筆
記
回
北
平
，
開
始
整
理
文
稿
，
寫
成
《紅
星
照
耀
中
國
》。

果
如
毛
澤
東
和
史
諾
所
希
望
，
《紅
星
照
耀
中
國
》
大為

轟
動
，
西
方
國
家
的
自
由
派
知
識
分
子
和
左
翼
人
士
尤
其 

喜
歡它
。它
把
毛
澤
東
細腻
地
描
繪
成
羅
曼蒂
克
的
革
命
家，
在
已
經
對
日
益
專
制
、
一
板
正
經
的
蔣
介
石
失
去
信
心
的 

西
方
讀
者
心
目
中
，
觸
動
同
情
的
神
經
。
史
諾
這
本
開
路
先
鋒
作
品
替
日
後
許
多
同
樣
或
甚
至
更
同
情
毛
澤
東
的
作
者
所 

寫
的
傳
記
定
了
調
。
日
後
的
著
作
和
史
諾
的
書
只
有
一
個
重
點
完
全
不
同
。
史
諾
認為
毛
澤
東
是
蘇
聯
馬
克
思
主
義
忠
實 

的
信
徒
，
其
餘
作
家
則
認為
早
在
一
九
三
〇
年
代
末
期
，
毛
澤
東
領
導
下
的
中
國
共產
黨
已
變
得
威
權
專
制
且
自
力
更 

生
。
根
據
這
一
派
觀
點
，
毛
澤
東
身為
獨
立
自
主
的
思
想
家
和
主
角，
基
本
上
已
和
莫
斯
科
保
持
距
離
，
不
像
在
黨
內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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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
中
敗
給
他
的
那
些
死
守教

條
的
中
國
史
達
林
派
。
毛
澤
東
有
骨
氣
，
是真

正
的
中
國
革
命
家
，
不
是
史
達
林(J. 

Stalin)

的跟

班
。
這
正
是
想
向
美
國
讀
者
解
釋
中
國
革
命
的
作
者
，
覺
得
毛
澤
東
有
魅
力
的
特
徵
。

早
在
一
九
四
◦
年
代
末
期
、
一
九
五
◦
年
代
初
期
，
費
正清

(John K
ing Fairbank)

、
史
華
慈(Benjam

in I. 

Schw
artz)

、
布
蘭
德(Conrad B

randt)

和
諾
斯(Robert N

orth)

等
美
國
中
國
事
務
專
家
，
就舉
毛
澤
東
和
史
達
林
的 

關
係
、
以
及
他
對
中
國
的
觀
點為

例，
提
出
他
自
有
一
套
「獨
立
」
見
解
的
說
法
。
這
套
說
法
日
後
成為
經
典
之
論
。
？ 

他
們
寫
說
，
史
達
林
不
信
任
毛
澤
東
，
認為

他
是
「農
民
民
族
主
義
者
」、
不
是
共產

主
義
者
。
甚
且
，
毛
澤
東
領
導
下 

的
中
國
農
村
革
命
情
勢
上
漲
，
正
足
以
證
明
正
統
的
馬
克
思
主
義
認為
工
人
階
級
具
有
「歷
史
角
色
」
的
觀
點
，
乃
是
錯 

誤
的
。
中
國
的
「農
民
革
命
」
乃
是
後
殖
民
世
界
全
面
農
民
革
命
這
個戲
劇
化
時
代
的
序
幕
。
蘇
共
和
中
共
在
一
九
六
〇 

年
代
初
期
分
裂
之
後
，
俄
國
和
中
國
學
者
也
接
受
同
樣
的
思
路
。

同
時
，
毛
澤
東
也
搖
身
一
變
，
從腳
踏
實
地
的
革
命
家
變
成
一
九
六
〇
年
代
某
位
傳
記
作
家
筆
下
的
「藍螞
犠
的
皇 

帝
」
(指
的
是
中
國
人
全
都
穿
藍
色
衣
服
)。
3 
一
九
四
九
年
十
月
一
日
宣
布
成
立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之
後，
毛
澤
東
遷
入 

從
前
皇
室
居
住
的
北
京
紫
禁
城
。
往
後
幾
年
，
除
了
親
近
同
事
和
隨
從
人
員
，
別
人
愈
來
愈
不
容
易
接
觸
到
他
。
每
次
公 

開
露
面
，
事
先
必
經
仔
細
規
劃
.，
接
受
訪
問
和
公
開
講
話
也
愈
來
愈
深
奧
難
解
。
毛
澤
東
在
世
時
出
版
的
西
方
語
文
傳 

記
，
包
括
著
名
的
中
國
事
務
學
者
施
蘭
姆(Stuart R. schram

) 
一
九
六
七
年
推
出
的
最
佳
巨
作
在̂
內
，
大
體
上
依
據 

的
都
是
中
國
共產
黨
已
發
表
的
文
件
；
毛
澤
東
發
表
的
文
章
、
講
詞
和
聲
明
、
和
毛
澤
東
晤
談
過
的
外
國
訪
客
之
印
象、 

少
數
政
治
上
的
熟
人
和
敵
人
的
回
憶
錄
，
以
及
各
種
零
散
的
資
料
。
毛
澤
東
具
有
獨
立
性
、
能夠
有
創
意
地
把
馬
克
思
主 

義
調
適
進
中
國
的
環
境
，
一
直
都
是
這
些
傳
記
的
中
心
論
述。

乍
看
之
下
，
這
個
論
述
頗
有
根
據
。
直
到
一
九
四
九
年
底
，
毛
澤
東
從
來
沒
去
過
莫
斯
科
，
史
達
林
也
完
全
不
認
識 

他
。
同
時
，
稱
毛
澤
東
是
「反
列
寧
主
義
」、
指
控
他
犯
了
「托
洛
茨
基
主
義
」
這
項
滔
天
大
罪
的
負
面
報
導
，
不
時
從 

中
共
黨
內
外
消
息
管
道
傳
到
莫
斯
科
。
因
此
，
赫
魯
雪
夫(N. s. K

hrushchev)

說
史
達
林
認為

毛
澤
東
是
「住
窯
洞
的 

馬
克
思
主
義
者
」
，
顯
然
也
合
乎
邏
輯
。
5 
一
九
五
〇
年
代
末
期
，
蘇
聯
共產
黨
第
二
十
次
全
國
代
表
大
會
譴
責
史
達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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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義
之
後
，
毛
澤
東
本
人
也
經
常
回
憶
說
，■他
意
識
到
史
達
林
不
相
信
他
。
e

然
而
，
仔
細
檢
視
之
後
，
關
於
毛
澤
東
和
史
達
林、
蘇
聯
關
係
的
這
類
定
論
，
其
實並

不
正
確
。
事
實
上
，
近
來
出 

現
的
蘇
聯
和
中
國檔
案
透
露
，
毛
澤
東
是
史
達
林
忠
實
的
追
隨
者
，
按
捺
著
性
子
向
他
的
主
子
一
再
表
示
效
忠，
直
到
史 

達
林
過
世
之
後
，
才
敢
脫
離
蘇
聯
模
式
。

這
一
項
揭
露
是值
得
徹
底
再
評
價
毛
澤
東
的
許
多
原
因
之
一。真
相
早
就躺
在
中
國
共產
黨、
蘇
聯
共產
黨
和
共產
 

國
際(com

m
unist International, Com

intern)

的
秘
密檔

案
中
。
直
到
最
近
，
這
些檔
案
才
全
部
或
局
部
公
開
。
關
於 

毛
澤
東
政
策
、
觀
點
和
私
生
活
有
許
多
新
揭
秘
，
最
有
趣
的
部
分
包
含
在
莫
斯
科
前
蘇
聯
共產
黨
中
央
委
員
會
中
央
黨
部 

檔
案
室
有
關
毛
澤
東
及
其
敵
人、
友
人
未
出
版
的
文
件
當
中
。
布
爾
什
維
克
在
一
九
一
七
年
十
月
革
命
後
不
久
就
開
始
組 

織
這
個檔

案
室
。
打
從
一
開
始
，它
的
主
要
職
責
就
不
只
限
於
蒐
集
與
布
爾
什
維
克
黨
史
有
關
的
文
件，
也
負
責
蒐
集
與 

國
際
勞
工
及
共產

主
義
運
動
史
有
關
的
文
件
。
一
九
四
三
年
共產
國
際
解
散
後，它
所
有
的
文
件
資
料
全
部
移
交
給
中
央 

黨
部檔

案
室
。
一
九
五
〇
年
代，
共產

情
報
局(com

m
unist Inform

ation Bureau, com
inform

)

的檔
案
也
都
存
放
到 

那
裡
。
最
後
，
一
九
九
九
年
六
月，
前
共產
主
義青
年
團檔
案
也併
入
這
個
蒐
藏
。
今
天
，
這
些
整
合
起
來
的檔
案
被
稱 

為

「俄
羅
斯
社
會暨
政
治
史
國
家檔
案
」(Russian State A

rchive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H
istory)

。
稍
微
介
紹
一
下 

這
些檔

案
的
內
容
，
就
可
以
知
道它
們
是
我
們
寫
這
本
毛
澤
東
傳
記
努
力挖
掘
新
資
料
的
重
要
來
源
。

第
一
，它
們
是
全
世
界
有
關
國
際
共產
主
義
運
動
及
蘇
聯
共產
黨
黨
史
文
件
最
大
的
蒐
藏
所
。它
們
蒐
藏
大
約
兩
百 

萬份

書
面
文
件
、
一
萬
二
千
一
百
零
五份
照
片
材
料
和
一
百
九
十
五
部
紀
錄
影
片，
分為
六
百
六
十
九
個
主
題
。檔
案
的 

核
心
部
分
是
有
關
中
國
共產
主
義
運
動
十
分豐
富
的
文
件
。它
們
包
括
中
國
共產
黨
駐
共產
國
際
執
行
委
員
會
的
卷
宗
文 

件
、
中
國
共產

黨
中
央
委
員
會
各
種
帳
冊
及
財
務
收
據
、
共產
國
際
和
布
爾
什
維
克
黨
給
中
國
的
指
令、
列
寧
、
史
達 

林
、
托
洛
茨
基
(L_ T

rotsky)

和
其
他
布
爾
什
維
克
領
導
人
的
文
件
、
中
國
共產
黨
和
中
國
國
民
黨
派
駐
共產
國
際
代 

表
的
秘
密
報
告
、
許
多
重
要
的
中
國
革
命
家
之
相
關
個
人
資
料
。

有
關
中
國
共產
黨
人
私
人
文
件
的
蒐
藏
，
特
別
有
意
思
。
不
像
其
他
許
多檔
案
材
料，即
使
在
一
九
九
〇
年
代
初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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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
爾
辛(B. Y

eltsin)

意
識
型
態
「解
凍
」
的
短
暫
時
期
，
這
些
文
件
也
不
開
放
給
大
多
數
學
者
。它
們
一
直
鎖
在檔
案 

室
的
最
高
機
密
部
門
。即
使
今
天
民眾
要
借
閱
這
些檔
案
也
受
到
高
度
限
制
。
只
有
本
書
作
者
之
一
潘
佐
夫(A

lexander 

V. pantsov)

等
極
少
數
專
家
，
才
獲
准
借
閱
這
些
材
料
，
而
且
因
與
館
方
人
士
及
當
今
俄
羅
斯
學
者
私
交
甚
篤
才
能夠
 

持
續
接
觸
到它

們
。
這
些
管
制
材
料
包
括
三
千
三
百
二
十
八
個
卷檔
，
有
毛
澤
東
、
劉
少
奇
、
周
恩
來
、
朱
德
、
鄧
小 

平
、
王
明
和
其
他
許
多
中
共
高
階
黨
員
的
相
關
資
料
。

有
關
毛
澤
東
的
卷檔
最
令
人
歎為
觀
止。它

包
括
十
五
卷
非
常
獨
特
的
文
件
，
有
他
的
政
治
報
告
、
私
人
信
件
、
毛 

澤
東
和
史
達
林
、
史
達
林
和
周
恩
來
、
毛
澤
東
和
赫
魯
雪
夫
的
會
談
速
記
記
錄、
由
蘇
聯
醫
生
彙
整
的
毛
澤
東
病
歷、
蘇 

聯
國
家
安
全
委
員
會
(K
G
B
)

和
共產
國
際
特
務
的
秘
密
報
告、
有
關
毛
澤
東
妻
兒
子
女
的
個
人
資
料，
包
括
早
先
大 

家
都
不
知
道
的
第
九
個
小
孩
在
莫
斯
科
出
生
的
證
明、
由
他
在
中
共
黨
內
政
敵
執
筆
控
訴
他
的
報
告
，
還
有
許
多
蘇
聯
大 

使
館
和
K
G
B
特
務
從
一
九
五
〇
年
代
末
期
至
一
九
七
〇
年
代
初
期
就
中
國
政
治
局
勢
呈
報
的
密
電。
我
們
是
首
開
記
錄 

可
以
利
用
所
有
這
些
材
料
的
毛
澤
東
傳
記
作
者

——

這
些
材
料
在
重
新
評
價
毛
澤
東
私
人
生
活
和
政
治
生
活
時，
乃
是
無 

價
之
寶
。

補
充
這
些
俄
羅
斯
及
中
國檔
案
的
是
近
年
來
在
中
國
出
版
的
許
多
傳
記
材
料、
回
憶
錄
和
手
冊
。
其
中
有
毛
澤
東
的 

秘
書
、
情
婦
、
親
友
故
舊
的
回
憶
錄
和
日
記
，
全
都
有
助
於
我
們
重
新
解
讀
毛
澤
東
的
一
生
。
同
樣
重
要
的
是
北
京
中
共 

中
央
委
員
會
持
有
的
一
批
受
到
嚴
格
管
制
的
文
件，
這
些檔
案
近
來
因
中
國
歷
史
學
者
的
努
力
而為
人
所
知
。檔
案
內
括 

十
三
冊
的
毛
澤
東
手
稿
集
，
時
間
上
溯
至
中
共
建
黨
之
始
。另

外
有
七
冊
毛
澤
東
韶
山
的
家
族
年
譜、
毛
澤
東
的
私
下
談 

話
記
錄
、
毛
澤
東
之
前
未
公
開
的
草
稿、
演
講
稿
、
建
議
、
評
論
、
筆
記
及
詩
詞
。

我
們
這
本
毛
澤
東
傳
記
是
根
據
以
上
所
有
這
些
獨
特檔
案
及
最
新
出
現
的
文
件，
再
加
上
許
多
熟
悉
毛
澤
東
的
人
士 

之
訪
談
錄
所
寫
成
。
因
此
，它

的
資
料
最
新
。
近
來
張
戎
和
哈
利
戴(Jon H

alliday)

著
作
的
《毛
澤
東
：
鮮為
人
知
的 

故
事
》
(

M§; 7
7

CO/O
O

0

遭
學
術
界
批
評
，
指它

不
可靠
、
判
斷
歪
曲
。
？我
們
設
法
避
免
這
些
缺
陷
，
比 

其
他
任
何
傳
記
作
者
更
仔
細
地
、
嚴
謹
地
採
用
廣
泛
的
資
料
來
源
，
審慎

評估

證
據
，
提
出
不
受
政
治
考
量
影
響
的
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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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
、
有
力
的
判
斷
。
這
種
冷
靜
的
態
度
使
我
們
可
以
呈
現
出
這
位
偉
大
的
舵
手
之
多
樣
性
面
貌
—
—

是
革
命
家
、
也
是
暴 

君
■，是
詩
人
、
也
是
專
制
者
.，是
哲
學
家
、
也
是
政
客
•，既
為

人
夫
、
又
四
處
留
情
。
我
們
展
現
出
毛
澤
東既

非
聖
人、 

也
非
惡
魔
，
只
是
一
個
複
雜
的
人
物
，
他
的
確
盡
全
力
要為
國
家
帶
來
繁
榮
，並

爭
取
國
際
尊
敬
。
可
是
他
犯
了
不
少
過 

錯
，
自
陷
於
政
治
和
意
識
型
態
烏
托
邦
的
死
巷，並
且沉
浸
在
個
人
崇
拜
之
中
，
身
邊
簇
擁
著
一
堆
阿
諛
諂
媚
的
廷
臣
。 

毫
無
疑
問
，
他
是
二
十
世
紀
最
偉
大
的
烏
托
邦
者
之
一，
但
是
他
和
列
寧
、
史
達
林
不
同
的
是
，
他
不
僅
是
個
政
治
冒
險 

家
，
也
是
個
民
族
革
命
家
。
他
不
僅
推
動
激
進
的
經
濟、
社
會
改
革
-
也
在
原
本
半
殖
民
地
的
中
國
完
成
民
族
革
命，並
 

且
統
一
了
深
陷
內
戰
的
中
國
大
陸
。
原
本
被
先
進
的
西
方
世
界
及
日
本
所
鄙
視
的
中
國
及
中
國
人
民
，
在
毛
澤
東
手
中
爭 

回
了
世
界
的
尊
敬
。
可
是
，
他
的
國
內
政
策
造
成
全
國
大
悲
劇
，
數
千
萬
人
斷
送
了
性
命
。

我
們
也
試
圖
寫
出
一
個
有
血
有
肉、
有
趣
的
人
的
故
事
，
花
了
相
當
篇
幅
講
述
毛
澤
東
的
性
格
、
個
人
及
家
庭
生 

活
，
以
及
他
的
政
治
和
軍
事
領
導
。
本
書
有
許
多
摘
自
回
憶
錄
和
訪
談
錄
的
有
趣
故
事
，
呈
現
毛
澤
東為

人
子
、
人
夫
、 

人
父
、
朋
友
、
情
人
，
以
及
戰
略
家
、
理
論
家
、
政
治
家
和
政
治鬥

士
的
諸
多
面
貌
。
我
們
從
許
多
角
度
展
現
毛
澤
東
也 

有
七
情
六
欲
，
會
陷
入
深
邃
的
憂
馨
，
也
會
有
飛
漲
的
激
憤
，
是
個
有強
大
意
志
力
和
野
心
的
人
物，
在
他
擔
任
中
國
共 

產
黨
和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領
導
人
時
，
實
際
上
獲
得
無
限
制
的
權
力
。
我
們
的
目
標
是畫
出
鮮
活
的
圖
像，
希
望
能
使
對 

毛
澤
東
和
中
國
所
知
不
多
的
讀
者
有
興
趣
一
讀
。
我
們
也
試
圖
描
述
毛
澤
東
所
遇
到
的
五
光
十
色
的眾
多
人
物，
以
及
他 

在
中
國
居
住
、
念
書
、
工
作
和
休
憩
的
地
方
，
從
他
出
生
地
韶
山
沖
到
過
得
有
如
皇
帝
的
紫
禁
城
都
會
提
到
。
我
們
這
本 

書
透
過它
最
重
要
的
領
導
人敘
述
現
代
中
國
的
歷
史，
試
圖
傳
遞
中
國
的
感
受、
氣
味
和
感
觸
。

我
們
的研
究
也
發
現
許
多
有
關
毛
澤
東
生
平
的
驚
人
的
新
事
實，
需
要
修
正
我
們
對
中
國
共產

主
義
運
動
歷
史、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歷
史
，
以
及
特
別
是
毛
澤
東
本
人
的既

有
的
共
同
認
識
。
根
據
廣
泛
的研

究
，
我
們
記
載
中
國
共產
黨
從 

一
九
二
一
年
建
黨
至
一
九
五
〇
年
代
初
期
持
續
依
賴
莫
斯
科
財
務
支
持
。
仔
細
注
意
毛
澤
東
的
一
生，
我
們
發
現
只
有
考 

量
到它
持
續
依
賴
莫
斯
科
對它
下
達
權
威
的
政
策
指
導
和
指
令，
才
能
理
解
當
時
的
中
國
共產
黨
歷
史
。
有
關
張
國
燾
、 

周
恩
來
、
劉
少
奇
、
蔡
和
森
、
瞿
秋
白
、
鄧
中
夏
、
王
若
飛
、
陳
雲
、
李
立
三
、
高
崗
、俞
秀
松
及
其
他
人
的檔
案
材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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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顯
示
，
中
共
依
然
聽
命
於
史
達
林
及
其
副
手，
他
們
不
但
控
制
共產
國
際
，
手
上
也
掌
握
著
中
共
領
導
人
的
命
運
。
我 

們
從
中
共
主
要
人
物
因為
所
謂
的
錯
誤
或
「托
派
活
動
」
被
迫
接
受
無
數
的
、
羞
辱
性
的
盤
問
及
自
我
批
判
，
可
以
看
到 

這
一
點
。
甚
至
，
還
有
證
據
顯
示
史
達
林
在
一
九
三
八
年
考
慮
公
審
周
恩
來、
劉
少
奇
、
康
生
、
陳
雲
、
李
立
三
及
其
他 

人
在
內
的
共產
國
際
官
員
。
如
果
不
是
他
放
棄
這
個
計
劃
，
許
多
中
共
領
導
人
或
許
就
成為
他
的
槍
下
幽
魂。
不
過
，
有 

些
文
件
顯
示
，
他
謀
殺
了
大
多
數
中
共
出
席
共產
國
際
第
七
次
大
會
的
代
表
團
人
員
(舉
行
時
間為
一
九
三
五
年
七
月
至 

八
月
)。史

達
林
沒
把
毛
澤
東
列
入
「黑
名
單
」
。
史
達
林
本
人
及
共產
國
際
的
確
協
助
毛
澤
東
在
中
共
黨
內崛
起
掌
權
。
其 

實
，
毛
澤
東並

不
像
東
德
的
瓦
爾
特
•烏
布
利
希(W

alter ulbrich
t)

、
保
加
利
亞
的
托
多
爾
•日
夫
可
夫(Todor 

Zhivkov)

或
依
附
於
莫
斯
科
的
其
他
中
歐
、
東
歐
共產

黨
領
導
人
，
但
是
我
們
不
再
有
懷
疑，
他
的
確
忠
於
史
達
林
， 

向
史
達
林
尋
求
指
導
與
支
持
(我
們
談
到
毛
澤
東
、
史
達
林
於
一
九
四
九
年
十
二
月
至
一
九
五
〇
年
一
月
的
會
談
，
就
會 

透
露
這
方
面
的
內
情
。
同
樣
有
密
切
關
係
的
是
，
我
們
會敘
述
韓
戰
期
間
毛
澤
東
和
史
達
林侷
促
不
安
的
關
係
。
史
達
林 

並

沒
有
打
算
統
一
韓
國
，
而
是
設
法
讓
美
國
不
只
和
北
韓
交
戰
，
也
和
中
國
衝
突
，
希
望
藉
此
削
弱
美
國
。
史
達
林
企
圖 

進
而
在
全
球掮
風
點
火掀
起
革
命
)。
一
直
要
到
史
達
林
於
一
九
五
三
年
三
月
去
世
之
後，
毛
澤
東
才
開
始
與
蘇
聯
領
導 

人
保
持
距
離
。
他
覺
得
赫
魯
雪
夫
是
不值

得
信
任
的
小
丑
，
刻
意
蔑
視
他
。
我
們
會
顯
示
毛
澤
東
和
赫
魯
雪
夫
個
人
不 

和
，
是
中
、
蘇
分
裂
的
主
要
原
因
之
一。
到
了 
一
九
六
〇
年
代
末
期
，
中
、
蘇
交
惡
已
升
高
到
一
個
程
度
，卻
經
常
被
低 

估
。
依
據
前
蘇
聯
的
秘
密檔
案
，
我
們
顯
示
在
一
九
六
◦
年
代
末
期
，
中
、
蘇
關
係
已
緊
繃
到
蘇
聯
領
導
人
甚
至
開
始
考 

慮
武
裝
介
入
中
國
事
務
，
例
如
針
對
中
國
的
工
業
重鎮
發
動
原
子
攻
擊
或
炸毀
中
國
的
原
子
基
地
。

我
們
也
試
圖
呈
現
年
邁
的
毛
澤
東
於
一
九
五
〇
年
代
末
期
至
一
九
七
六
年
九
月
去
世
這
段
期
間
一
個
鮮
明、
客
觀
的 

圖
像
。
這
段
期
間
，
毛
澤
東
發
動
大
躍
進
(
一
九
五
八
至
六
一
年
)
和
文
化
大
革
命
(
一
九
六
六
至
七
六
年
)，
企
圖
大 

膽
依
循
獨
特
的
毛
式
社
會
主
義
路
線
改
造
中
國
社
會，卻

造
成
極
大
規
模
的
悲
劇
。
這
些
事
件
全
都
根
據
新
的檔
案
材
料 

檢
視
，
目
的
是
指
出
其
狂
妄
的
目
標
和
中
共
高
級
領
導
人
彼
此
之
間
的
權
力鬥
爭
；
毛
澤
東
因為

上
了
年
紀
，
對
他
們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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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
疑
神
疑
鬼
，
技
巧
地
加
以
操
縱
以
遂
其
目
的
。

和
傳
統
觀
點
不
同
的
是
，
我
們
顯
示
文
化
大
革
命
不
只
是
毛
澤
東
最
後
的
奪
權鬥

爭
，
而
且
是
非
常
不
幸
、
有
許
多 

嚴
重
瑕
疵
想
達
成
其
烏
托
邦
理
想
——
要
在
新
的
理
想
社
會
建
立
新
的
理
想
公
民
——
的
努
力
。
到
了 
一
九
六
〇
年
代
中 

期
，
毛
澤
東
認為

社
會
主
義
重
建
社
會
政
治
關
係
還
不夠
。即

使
完
成
社
會
主
義
建
設
，
人
還
是
有
惰
性
、
自
私
自
利
。 

每
個
人
都
會
潛
藏
貪婪

的
自
我
，
夢
想
重
回
資
本
主
義
。
因
此
，
如
果
聽
任
發
展
，即

使
共產

黨
本
身
也
會
墮
落
。
他
因 

此
得
到
一
個
信
念
：
若
不
先
搗毀

中
國
文
化
裡
的
舊
傳
統
價值
，
就
不
可
能
建
立
共產

主
義
。
然
而
，
他
顯
然
低估

了
人 

性
。
這
個
誤
判
不
僅
造
成
文
化
大
革
命
失
敗
，
也
使
毛
澤
東
主
義
的
計
劃
全
盤
破
滅
。
毛
澤
東
所
擬
想
的
粗糙

的
威
權
專 

制
共產

主
義
制
度
、
一
個
嚴厲

統
制
的
社
會
，
隨
著
毛
澤
東
本
人
去
世
也
埋
入
地
下
。

總
結
而
言
，
身為

歷
史
學
者
，
我
們
的
職
責
不
在
責
備
或
讚
頌
毛
澤
東
。
我
們
給
自
己
訂
的
職
責
是
，
盡
最
大
努
力 

詳
細
地
呈
現
二
十
世
紀
一
位
最
有
權
有
勢
的
政
治
領
袖
。
我
們
希
望
本
書
有
助
於
讀
者
對
毛
澤
東
、
對
他
所
生
長
的
時
代 

和
國
家
、
對
他
所
創
造
的
中
國
，
有
更
深
入
、
更
正
確
的
瞭
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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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I

章
菩
薩
的
義
子

華
南
的
小
村
韶
山
沖
位
於
湖
南
省
湘
潭
縣
，擠

在
一
個
狹
窄
山
谷
間
，
兩
側
峰
巒
布
滿
長青

樹
木
和
水
稻
田
-
頂
上 

是
碧
藍
天
空
。
遠
處
的
韶
山即

是
村
子
得
名
的
源
頭
，
是
佛教

徒
尊
奉
的
名
山
。
從
省
會
長
沙
有
一
條
鐵
路
支
線
通
到鄰
 

近
的鎮

甸
，它

也
叫
作
韶
山
。
兩
地
相
距
一
百
六
十
公
里
，
火
車
要
走
大
約
三
個
小
時
。
有
一
排
巴
士
停
在
火
車
站
前
廣 

場
等
候
遊
客
。
車
掌
高
聲
呼
喚
：
「毛
主
席
的
故
居
！
毛
主
席
的
故
居
！
」
巴
士
在鄉

間
小
路顛
簸

個
半
小
時
，
經
過
一 

片
片
水
稻
田
和
荷
花
池
之
後
，
會
把你

帶
到
一
棟
十
三
個
房
間
的磚

房
改
裝
的
紀
念
館
。
紀
念
館
左
、
右
兩
側
是
略
小 

的
、
類
似
的
典
型
農
舍
。
氣氛

就
像
典
型
的
農
村
社
區
。
這
個
小
村
就
和
湖
南
省
其
他
許
多
村
莊
一
樣
，
但
是它

的
特
色 

就
是
這
裡
出
生
了
一
個
改
變
國
家
歷
史
的
人
，儘

管
過
世
多
年
，
全
世
界
仍
可
感
受
到
他
的
影
響
力
。

這
個
山
凹
小
村
的
許
多
居
民
都
姓
毛
。
這
是
毛
氏
家
族
定
居
的
地
方
。
所
有
毛
氏
宗
親
的
開
基
祖
是
江
西
省
出
生
的 

一
位
英
勇
戰
士
毛
太
華
。
他
在
十
四
世
紀
中
葉
投
效
朝
廷
軍
隊
到
雲
南
省
對
抗
蒙
古
人
(蒙
古
人
自
一
二
七
◦
年
代
一
度 

統
治
中
國
)。
蒙
古
的
主
力
部
隊
被
曾
經
出
家為

僧
的
朱
元
璋
起
兵
擊
敗
。
朱
元
璋
於
一
三
六
八
年
自
立為

新
皇
朝
大
明 

皇
帝
。
毛
太
華
在
邊
省
雲
南
娶
當
地
女
子為

妻
，
-
三
八
〇
年
帶
著
妻
小
回
到
湖
廣
(今
之
湖
南
)，
於
湘
潭
南
方
的
湘 

鄉

縣
定
居
。
大
約
十
年
後
，
他
的
兩
個
兒
子
往
北
遷
到
湘
潭
縣
，
落
戶
在
韶
山
沖
。
他
們
是
韶
山
毛
氏
的
始
祖
。
1

中
國
未
來
的
最
高
領
導
人
於
農
曆
蛇
年
十
一
月
十
九
日
生
於
這
樣
一
戶
家
庭
，
父
親為

毛
貽
昌
。
這
是
一
六
四
四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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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統
治
中
國
的
大清

光緒

十
九
年
。
光緒

皇
帝
載滟

於
一
八
七
五
年
登
基
，
年
僅
四
歲
，
由
姨媽

慈
禧
太
后
垂
簾
聽
政
。 

依
據
西
洋
曆
法
，
毛
貽
昌
在
一
八
九
三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六
日
喜
獲
麟
兒
。

毛
澤
東
的
父
親
高
興
得
不
得
了
，
可
是
母
親卻
很

憂
慮
。嬰

兒
塊
頭很

大
，她

生怕

自
己
養
不
了
他
。她
已
經
生
了 

兩
胎
男
孩
，卻

都
早
夭
。她

用
布
巾
包
起嬰

兒
，
上
山
尋
訪
一
位
尼
姑
，
兩
眼噙

著
淚
水
，
懇
求
師
父
代為

照
顧嬰

兒
。 

但
是
女
尼
拒
不
接
受
。嬰

兒
看
起
來
挺
健
康
，
不
需
要為

他
太
過
擔
心
。
這
位
隱
居
深
山
的
女
尼
建
議
多
祈
禱
神
明
庇
佑 

小
孩
之
外
，
要
憂
心忡
忡

的
母
親
帶
兒
子
回
家
去
。
母
親
抱
著
兒
子
，匆
匆
趕

回鄰

縣
的
娘
家
，
途
經
一
座
蓋
在
約
三• 

七
公
尺
高
巨
石
上
的
觀
世
音
菩
薩
廟
。
身
心倶

疲
的她
，趴
跪

於
地
，
祈
求
觀
世
音
菩
薩
認
養她

的
兒
子
。
？

依
據
傳
統
，
要
立
刻
向
新
生嬰

兒
的
外
公
外
婆
報
告
。
生
兒
子
、
弄
璋
之
喜
，
要
送
呈
他
們
公雞

•，
生
女
娃
，
是
弄 

瓦
，
則
送
上
母雞
。

中
國
人
把
胎
兒
在
母
體
裡
那
九
個
多
月
，
視為

生
命
的
第
一
年
，
因
此嬰

兒
呱
呱
落
地
，
就
算
一
歲
。
有
一
項
古
老 

的
儀
式
要
求
以
父
親
的
舊褲

子
做
成
襁
褓
，
包
覆嬰

兒
。
更
舊
的褲

子
據
說
可
以
吸
走
任
何
傳
染
病
菌
，
則
掛
在嬰

兒
床 

上
方
。嬰

兒
生
下
第
三
天
才
當
著
首
度
允
許
探
望
新
生
兒
的
親
友
面
前
洗澡
。嬰

兒
首
浴
當
天
，
做
父
親
的
要
備
牲
禮
祭 

祖
，並

且
在嬰

兒
洗澡

的
熱
水
當
中
放
一
顆
洋
蔥
和
一
塊
生
薑
，
象
徵
身
心
健
康
。
母
親
抱
起嬰

兒
，
把
他
遞
給
助產
 

士
。
助產

士
把
洋
蔥
根
放
到嬰

兒
腦
袋
上
方
，喃
喃

有
詞
禱
告
說
：
「先
要
聰
明
、
次
要
智
慧
、
第
三
才
是
狡黠
。」
然 

後她

把
一
副
鎖
在嬰

兒
的
嘴
、
雙
臂
、
雙
腿
比畫

比畫
，叮
嚀
：
「要
安
靜
。」嬰

兒
胸
部
放
一
把
秤
，
以
便
他
長
得
粗 

壯
，
熟雞

蛋
放臉

頰
以
示
祈
求
幸
福
。
還
用
紅
絲
線綁

個
銀
元
掛
在嬰

兒
手
腕
。
滿
月
之
後
，嬰

兒
才
可
剃
頭
，
只
在
兩 

側
太
陽
穴
上
方
和
頸
背
留
點
頭
髮
。
這
是
非
常
重
要
的
場
合
，
因為

也
要
給嬰

兒
命
名
。
這
時
候
賓
客
再
度
登
門
，
送
上 

錢
、豬

肉
、
魚
、
水
果
及
彩
蛋為

賀
禮
。

自
古
以
來
，
父
母
親
在
命
理
師
協
助
下
給
新
生
兒
命
名
。
毛
貽
昌
依
據
傳
統
，
請教

本
地
的
命
理
師
。
命
理
師
說
， 

嬰

兒
八
字
缺
水
，
建
議
毛
貽
昌
兒
子
的
名
字
要
有
「水
」
。
3命
理
師
的
希
望
吻
合
毛
氏
系
譜
要
求
。
每
一
代
男
丁
名
字 

各
異
，
但
一
定
會
有
一
個
特
定
的
漢
字
作為

代
表
輩
分
的
字
。
毛
貽
昌
這
個
新
生嬰

兒
是
毛
家
第
二
十
代
，
排
在
「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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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
輩
，它

的
左
邊
部
首
就
是
水
。
澤
字
有
兩
個
意
義-

一

是
潤
澤
，
而
潤
澤即

是
仁
慈
、
善
良
、
推
己
及
人
。
毛
貽
昌
選 

了
「東
」
字
作為

兒
子
的
名
字
。
澤
東
兩
字
不
尋
常
的
美
——

「澤
被
東
方
」
。另

外
，
又
根
據
傳
統
，
男
孩
子
還
應
有 

「字
」
，
以
便
用
在
特
別
的
慶
祝
場
合
。
毛
澤
東
的
字為

「潤
之
」
。
不
過
，
毛
澤
東
的
母
親
給
他
取
了另

一
個
名
字
「石 

頭
」
，
用
意
是
保
護
他
不
會
遭
到
不
幸
，
也
凸
顯
他
是
觀
世
音
菩
薩
的
義
子
。
由
於
毛
澤
東
之
前
已
有
兩
個
早
夭
的
哥 

哥
，
他
排
行
老
三
，
母
親
喊
他
「石
三伢

子
」
。

毛
澤
東
生
在
一
個
小
家
庭
。
除
了
父
親
、
母
親
，
家
裡
只
有
祖
父
(毛
澤
東
祖
母
劉
氏
在
他
出
生
前
九
年
、即

一
八 

八
四
年
五
月
二
十
日
去
世
，
得
年
僅
有
三
十
七
歲
)。
毛
家
只
住
東
廂
或
左
側
一
半
房
子
；鄰

居
住另

一
半
。
房
子
前
方 

有
水
塘
和
稻
田
，
後
方
則
是
松
樹
和
竹
林
。
村
子
裡
六
百
戶
人
家
，
幾
乎
無
一
不
窮
。
在
小
塊
田
地
上
終
年
辛
苦
耕
作
， 

僅
有
微
薄
收
入
。

毛
澤
東
的
祖
父
毛
恩
普
一
輩
子
都
窮
困
，
給
兒
子
留
下
一
大
堆
債
務
。
但
是
毛
澤
東
的
父
親
毛
貽
昌
能夠

脫
離
貧 

困
。
他
是
家
中
獨
子
，
生
於
一
八
七
〇
年
十
月
十
五
日
。
十
歲
時
就
被
家
裡
包
辦
婚
姻
，
說
好
要
娶
大
他
三
歲
半
的
文
七 

妹為

妻
。
五
年
後
，
兩
人
成
親
。
婚
後
不
久
，
迫
於
父
親
的
債
務
，
毛
貽
昌
只
好
到
湘
軍
服
役
(湖
南
因為

省
內
主
要
河 

流
湘
江
，
因
此
通
稱
湘
省
)。
經
過
一
段
時
間
後
，
藉
著
當
兵
糧
餉
的
結
餘
，
他
終
於
贖
回
父
親
失
去
的
土
地
，
成為
獨 

立
自
主
的
農
戶
。
他為

人
粗
魯
、
暴
躁
，
但
是
克
勤
克
儉
。
毛
澤
東
的
女
兒
顯
然
是
從她

父
親
那
兒
聽
來
，她

說
，她
爺 

爺
毛
貽
昌
常
說
：
「貧
窮
不
是
因為

吃
太
多
或
花
太
多
的
結
果
。
貧
窮
是
因為

不
會
節
省
。
能夠

節
省
的
人
會
有
足夠

資 

財
生
存
，
不懂

節
省
，
坐
擁
金
山
，
也
會
坐
吃
山
空
！
」
4
毛
貽
昌
的
太
太
心
地
善
良
，為

人
慷
慨
厚
道
，幫

他
做
人
， 

村
民
稱
讚她

「素
勤
」
。
5毛
澤
東
十
歲
那
年
，
祖
父
過
世
。
毛
貽
昌
憑
著
難
以
想
像
的
節
儉
，
設
法
積攢

一
些
錢
，
又 

買
了
一
些
土
地
。
e
八
年
前
，
大
弟
弟
毛
澤
民
出
生
；
祖
父
過
世
之
後
，
又
添
了
小
弟
弟
毛
澤
覃
。
除
了
這
些
小
孩
以
及 

毛
澤
東
出
生
前即

已
夭
折
的
兩
個
兒
子
，
毛
澤
東
的
父
母
還
生
了
兩
個
女
兒
，
可
是
也
都
早
夭
。

毛
澤
東
的
母
親
信
佛
十
分
虔
誠
，
向
自
己
的
孩
子
灌
輸
宗教

信
仰
。
他
在
童
年
和青

少
年
時
期
，
經
常
陪
母
親
上
佛 

寺
，
而她

夢
想
長
子
或
許
會
出
家
當
和尚
。
可
是
他
父
親並

不
信
佛
，
不
過
也
沒
特
別
反
對
。
雖
然
外
表
不
顯
露
，
他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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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
薩
秘
密
尊
敬
。
毛
澤
東
告
訴
史
諾
.
.「有
一
天
，
他
出
去
收
帳
，
路
上
遇
到
一
隻
老
虎
。
老
虎
猝
然
遇
見
人
，
慌
忙
逃 

跑

了
。
我
父
親卻

感
到
更
加
吃
驚
，
對
於
他
這
次
脫
險
的
奇
蹟
，
他
後
來
想
得很

多
。
他
開
始
覺
得
是
不
是
得
罪
了
神 

佛
。
從
此
，
他
開
始
比
較
敬
佛
，
有
時
也
燒
些
香
。」
？

雖
然
毛
貽
昌
敬
畏
菩
薩
，
但
他
認為

長
子
多
學
點
儒
家
智
慧
——
這
是
古
代
大
哲
孔
子
(西
元
前
五
五
一
至
四
七
九 

年
)
及
其
追
隨
者
流
傳
下
來
的
傳
統
哲
學
——
比
較
有
用
。
中
國
的
政
治
制
度
是
以
儒
家
原
則為

基
礎
，它

要
求
人
的
道 

德
完
美
。
根
據
孔
子
的教

誨
，
人
必
須
履
行
上
天
賜
予
的
「理
」
，
其
中
重
要
的
是
「仁
」
、
「孝
」
與
「德
」
。
唯
有
遵 

循
天
理
，
人
才
能
達
致
道
德
理
想
，
而它

正
是
儒
家
的
至
高
目
標
。

個
人
的
良
知
決
定
一
個
人
是
否真

正
奉
行
孔
子
的教

誨
，
但
是
就
實
務
面
而
言
，
人
若
不
熟
悉
孔
夫
子
的
學
說
，
不 

可
能
有
事
業
前
途
。
能夠

引
經
據
典
暢
述
孔
子
言
論
，
才
能
獲
得
官
職
。
不
熟
悉
孔
子
的
《論
語
》
和
其
他
經
書
，
如 

《孟
子
》、
《大
學
》
和
《中
庸
》
等
，
被
認為

是
不
學
之
徒
。

因
此
，
只
念
過
兩
年
書
的
毛
貽
昌
渴
望
長
子
能夠

精嫻

儒
學
，
也
就
不
足為

奇
。
毛
貽
昌
曾
經
因為

不
會
引
經
據
典 

加強

論
述
，
打
輸
一
場
土
地
官
司
。
法
院
判
熟
讀
經
書
的
被
告贏
。
毛
澤
東
的
女
兒
寫
說
，她

祖
父
當
下
下
定
決
心
： 

「要
讓
我
的
兒
子
成為

有
學
問
的
人
，
能夠

替
我
出
頭
。」
8毛
澤
東
因
而
被
送
到
韶
山
念
私
塾
，
老
師
要
求
他
熟
背
各
種 

經
書
。毛

澤
東
背
聖
賢
書
、
熟
記
聖
賢教

誨
，
純為

實
用
，
好
在
適
當
時
機
引
述
一
句
得
體
的
話
，
在
辯
論
中贏

過
別
人
。 

孔
夫
子
的
道
德
、
倫
理
觀
在
他
心
靈
上
完
全
沒
有
留
下
任
何
痕
跡
。
毛
澤
東
的
女
兒敘

述她

父
親
有
一
次
如
何
辯贏

了
他 

的
老
師
。她

寫
說
：

有
一
天
天很
熱，
老
師
沒
到
學
堂。
父
親
提
議
同
學
們
一
道
去
游
泳。
當
老
師
發
現
學
生
們
赤
身
露
體
裸
泳，
認為
 

非
常
不
合
禮
節，
決
定
懲
罰
他
們。
但
是
，
父
親
從
《論
語
》
裡
引
述
一
句
孔
子
稱
許
洗
冷
水澡
的
話。
父
親翻
開 

書
，找
出
他
需
要
的
那
句
話
：
高
聲
朗
誦
孔
子
說
過
的
話。
老
師
這
下
子
記
得
孔
子
是
曾
經
說
過
這
句
話，
但
是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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丟
不
起臉
。
盛
怒
之
下，
他找
祖
父
告
狀
：
「你
們
家
潤
之真
的
令
人
受
不
了。
一
旦
他
知
道
得
比
我
多，
我
也
就 

不
再教
他
！
」

毛
澤
東
也
擅
長
在
和
父
親
私
下
辯
論
時
，
引
經
據
典
來
駁
他
。
毛
貽
昌
喜
歡
責
備
他
不
孝
和
懶
惰
。
有
時
候
毛
澤
東
辯 

贏

，
可
是
爭
辯
的
結
果
往
往
是
他
倒
楣
。
他
父
親
對
孔
子
種
種教

條
，
最
重
視
的
莫
過
於
孝
道
的
要
求
。
當
兒
子
膽
敢
頂 

撞
時
，
他
就
祭
出
家
法
、
動
鞭
子
打
。
他
痛
斥
毛
澤
東
：
「我
打
死你

這
個
不
守
規
矩
的
雜
種
。」
9他
也
鞭
打另

外
兩 

個
兒
子
。儘

管
毛
澤
東
的
母
親
護
著
兒
子
，
但
通
常
無
濟
於
事
。

家
庭
衝
突
、
父
親
粗
暴
、
他
深
愛
的
母
親
無
力
護
子
，
無
可
避
免
地
影
響
毛
澤
東
的
性
格
。
他
成
長為

一
個
熱
切
、 

驕
傲
的
逆
子
-
頑
固
程
度
不
遜
於
他
父
親
，
這
一
點
父
子
倆真

像
。
w
面
對
惱
怒
父
親
的
嚴
峻
脾
氣
，
毛
澤
東
本
人
變
得 

日
益
苛
刻
、
任
性
。

他
的
頑
固
除
了
家
庭
根
源
，
可
能
也
有
人
種
因
素
。
湖
南
人
做
菜
愛
吃
辣
椒
，
脾
氣
急
躁
是
全
國
出
名
。
一
般
人
都 

說
，
湖
南
人
「和
湘
菜
一
樣
火
爆
」
。

多
年
之
後
，
毛
澤
東
對
於
家
庭
中
的
衝
突
提
供
半
開
玩
笑
的
馬
克
思
派
的
解
釋
。
一
九
三
六
年
七
月
，
當
他
接
受
美 

國
記
者
艾
德
加
.
史
諾
專
訪
時
，
他
說
：

這
時
我
家
有
十
五
畝
田
地，
成
了
中
農

.

.

.

.
我
的
父
親
.
.
.
.
.又
積
蓄
了
一
點
資
本，
後
來
又
買
了
七
畝
地，
這
樣
我

家
就
有
「富
」
農
的
地
位
了
.
.
.
.
我
父
親
還
是
一
個
中
農
的
時
候，
就
開
始
做
販
運
穀
子
的
生
意，

赚

了
一
些
錢。

他
成
了
「富
」
農
之
後，
就
用
大
部
分
時
間
做
這
個
生
意
了。
他
雇
了
一
個
長
工，
還
叫
孩
子
們
和
妻
子
都
到
地
裡 

幹
活
。
我
六
歲
就
開
始
幹
農
活
了。
我
父
親
做
生
意並
沒
有
開
鋪
子，
他
只
是
從
貧
苦
農
民
那
裡
把
穀
子
買
下
來， 

然
後
運
到
城
裡
賣
給
商
人，
在
那
裡
得
到
個
高
一
些
的
價
錢。
在
冬
天碾
穀
的
時
候，
他
便
多
雇
一
個
短
工
幹
活， 

那
時
我
家
就
有
七
口
人
吃
飯
…

…

他
一
文
錢
也
不
給
我
們，
給
我
們
吃
的
又
是
最
差
的

…

…

對
於
我，
他
不
給
蛋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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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給
肉。

隔
了 
一
會
兒
，
毛
澤
東
笑
著
說
：

我
家
分
成
兩
「黨
」。
一
黨
是
我
父
親，
是
執
政
黨。
反
對
黨
由
我、
母
親
、
弟
弟
組
成，
有
時
連
雇
工
也
包
括
在 

内

〔毛
澤
東
指
的
是
大
弟
弟
毛
澤
民，
因為
小
弟
弟
毛
澤
覃
還
未
出
生
〕。
可
是
在
反
對
黨
的
「統
一
戰
線」

内

部， 

存
在
著
意
見
分歧
。
我
母
親
主
張
間
接
打
擊
的
政
策。
凡
是
明
顯
的
感
情
流
露
或
者
公
開
反
抗
執
政
黨
的
企
圖，她 

都
批
評，
說
這
不
是
中
國
人
的
做
法
.
.
.
.
我
的
不
滿
增
加
了。
在
我
們
家
裡，
辯
證
的鬥
爭
在
不
斷
地
發
展
著。

一
般
父
親
和
長
子
之
間
的
爭吵

非
常
罕
見
。
毛
澤
東卻

當
著
別
人
的
面
和
父
親
激
烈
爭
執
，
這
是
難
以
想
像
的
大
逆
不
道 

行為
。
毛
澤
東
接
受
史
諾
訪
談
時
，
對
於
父
親
提
到
：
「我
學
會
了
恨
他
。
」
U

毛
澤
東
那
節
儉
成
癖
的
父
親
繼
續
聚
財
。
他
不
再
買
進
土
地
，
但
他
典
進
了
許
多
別
人
的
地
。
他
的
資
本
增
加
到
了 

兩
、
三
千
中
國
銀
元
，
算
是
相
當
大
的
財
富
。
中
國
大
部
分
農
民
非
常
貧
窮
。
大
體
而
言
，
十
九
世
紀
末
、
二
十
世
紀
初 

的
大清

中
國
是
極
端
落
後
、
蠻
荒
和
中
世
紀
的
國
家
。
資
本
主
義
才
剛
萌
芽
，
對
社
會尚

未
有
重
大
影
響
。
當
時
的
資
本 

主
義
企
業
設
置
在
上
海
、
天
津
和
武
漢
這
類
城
市
，
遠
離
韶
山
。
只
有
上
述
少
數
城
市
才
有
所
謂
經
濟
繁
榮
。
農
村
的
生 

活
與
遠
古
無
殊
。
大
部
分
農
民
不
預
期
能
從
市
場
經
濟
受
惠
。
秋
天
時
，
他
們
典
型
地
必
須
以
極
大
的
折
價
，
出售

一
部 

分
自
己很

有
需
要
的
穀
物
，
給
類
似
毛
澤
東
父
親
那
樣
的
奸
商
，
來
償
付
債
務
。
到
了
春
天
，
糧
價
上
升
，
他
們
又
必
須 

買
回
相
當
數
量
的
穀
物
。
一
來
一
往
過
程
中
，
他
們
遭
逢沉

重
的
財
物
損
失
，
只
是為

了
避
免
飢
寒
。
U窮
光
蛋
和
農
村 

的
低
層
階
級
，
包
括
流
浪
漢
、
無
家
可
歸
的
乞丐

和
其
他痞

子佔

了
全
國
人
口
相
當
高
的
比
例
•，
全
國
約
四
億
人
口
中
有 

四
千
萬
至
四
千
五
百
萬
人
，
對
一
般
生
意
人
和
商
販
非
常
沒
有
好
感
。
中
國
全
國
有
十
分
之
一
的
人既

貧
窮
又
無
業
可 

就
。
'3迨

些
人
輕
蔑
地
稱
呼
毛
澤
東
父
親
這
種
農
民為

「土
豪
」
或
吸
血
鬼
。
由
於
城
市
裡
頭
沒
有
太
多
現
代
企
業
可
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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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
就
業
機
會
，
大
部
分
中
國
人
被
局
限
在
自
己
的
家鄉
。
至
少
有
些
人
在
家鄉

能找

到
一
點
零
工
，
尤
其
是
春
播
、
秋
收 

季
節
。
但
是絕

大
多
數
人
沒
有
這
種
福
氣
。I

群
又
一
群
衣
衫
襤
褸
、骯
髒

的
人
在
農
村
路
上
遊
蕩
，
乞
討
救
濟
。
市
集 

廣
場
上
經
常
有
農
民
把
年
輕
女
兒
、
甚
至
兒
子
放
在
竹簍

裡
、舉

牌
子
要
出售

他
們
的
兒
女
。

許
多
農
民
加
入
「三
合
會
」
等
黑
手
黨
似
的幫

會
，
從
事搶

劫
土
豪
的
勾
當
。
殘
暴
的
叛
亂
不
僅
在
湖
南
、
在
其
他 

省份

也
經
常
發
生
。

一
九
◦
六
年
寒
冷
的
冬
天
，
離
韶
山
約
二
百
四
十
公
里
的
萍鄉

縣
正
在醞

釀
一
場
由
洪
江
會
發
動
的
大
叛
亂
。
洪
江 

會
是
勢
力
遍
布
華
南
及
東
南
各
省
的
「洪
門
」
的
一
個
支
會
。它

在
湖
南
和
江
西
兩
省
交
界
、
韶
山
和
萍鄉

之
間
特
別
活 

躍
，它

要
反清

復
明
(滿清

於
十
七
世
紀
中
葉
推翻

明
朝
)。
「小
刀
會
」
會
員
受
到
一
種
外
人
根
本
不
明
白
、很

獨
特 

的
宗教

儀
式
所
約
束
。
他
們
誓
言
在
任
何
情
況
下
要
相
互幫

助
，
他
們
相
信
神
奇
的
道教
、
佛教

驅
魔鎮

邪
的
方
術
以
及 

其
他
巫
術
。
他
們
練
武
，
認為

武
術
和
氣
功
可
使
他
們
刀
槍
不
入
。

洪
江
會
在
萍鄉

起
事
後
，
公
開
唱
出
兩
個
口
號
：
一、
「反清

復
明
」，
二
、
「劫
富
濟
貧
」
。
起
事
的
傳
聞很

快
在 

江
西
和
湖
南鄰

近
縣份

傳
開
。
亂
黨
以
大
刀
、
長
矛
和
劍為

武
器
，
肆
虐
地
方
，
攻
擊
土
豪
的
家
宅
、
劫
掠
劣
紳
的
財 

物
——

貧
農
稱
呼
富
有
的
農
村
士
紳為

劣
紳
。
他
們搶

走
這
些
相
對
富
足
的
農
民
之
錢
財
和
補
給
，
在
他
們
家飲

酒
作 

樂
。一

部
分偷
搶

來
的
物
品
分
配
給
了
窮
人
。
十
天
後
，
政
府
軍
隊敉

平
亂
事
，
但
是
本
地
人
久
久
不
能
恢
復
寧
靜
。
張 

國
燾
是
萍鄉

人
，
當
時
只
有
九
歲
，
日
後
成為

中
國
共產

黨
創
始
黨
員
之
一、
也
是
毛
澤
東
權
力鬥

爭
的
主
要
對
手
。
他 

同
情
起
事
的
農
民
，
但
是
他
被嚇

壞
了
。
張
國
燾
鮮
明
地
記
得
這
一
幕
：

我
們
三
個
小
孩
子
一
路
走
去，並
未
遇
著
阻攔
，
沿
途
也
有
些
來
往
的
行
人，
空
著
手
和
挑
著
東
西
的
都
有，
靜悄
 

悄
的匆
忙
走
過。
我
們
走
到
約
五
里
路
的
地
方

，
到
了
文
家
所
開
設
的
一
間
小
雜
貨
鋪
……

那
店
鋪
裡
的
管
店
先
生 

認為
風
聲很
緊，
不
可
走
夜
路，
而
他
又
因
店
鋪
無
人
看
守，
無
法
抽
身
護
送
我
們
•，因
此
留
我
們
在
店
裡
吃
飯
過 

夜
，
我
們
也
就
答
應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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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約
是
半
夜
的
時
候，
突
然
來
了
一
些
身
背
馬
刀
喝
醉
了
酒
的
大
漢，
把
我
們
從
床
上
抱
起
來
放
在
店
鋪
的
櫃
台 

上
。
我
們
從
夢
中
驚
醒，
看
見
他
們
抽
出
刀
來，嚇
唬
我
們。
有
的
說
：
「殺
掉
這
三
個
小
孩
祭
旗吧
！
」
有
的 

說
：
「試
試
刀
也
好呀
！
」
那
位
管
店
先
生卻
急
於為
我
們
解
脫，
請
求
他
們
讓
小
孩
們
好
好
去
睡
覺
•，並
邀
請
他 

們
喝
酒
吃
東
西，
原
來
那
管
店
先
生
和
那
些
大
漢
竟
是
同
黨，
他
的
話
因
而
發
生
了
效
力。
那
些
大
漢
鬧
了

 

一
陣， 

後
來
也
就
離
此
他
往
了。
我
們
三
個
小
孩
沒
有
受
到
任
何
損
害，
回
到
臥
室
去，
驚
慌
減
少
下
來，
重
入
睡鄉

。
14

同
樣
的
亂
事
也
在
其
他
地
方
發
生
，
連
湖
南
省
城
長
沙
都
不
得
幸
免
。
韶
山
本
地
的
秘
密
會
社
哥
老
會很

快
得
到
其 

他
貧
窮
農
民
的
加
入
，
也
起
來
叛
亂
。
由
於
糧
荒
，
窮
人
要
求
富
戶
接
濟
，
他
們
發
起
一
個
「吃
大
戶
」
的
運
動
。
毛
澤 

東
回
憶
說
：
「我
的
父
親
是
一
個
米
商
，
他
不
顧
本
村
缺
少
糧
食
，
將
許
多
米
由
我
們
的鄉

村
運
到
城
裡
。
其
中
一
船
米 

被
窮
人
劫
去
，
他
氣
得
不
得
了
。
但
我
對
他
不
表
同
情
。
同
時
，
我
以為

村
人
的
方
法
也
是
錯
誤
的
。
」
U

暴
民
受
到
殘
酷鎮

壓
。
新
巡
撫
下
令
逮
捕
鬧
事
的
領
袖
，
其
中
許
多
人
被
斬
首
示眾
，
他
們
的
頭顱

掛
在
旗
竿
上
， 

作為

對
今
後
的
「叛
逆
」
的
警
告
。
部
隊
亦
奉
派
到
韶
山
去
剿
平
哥
老
會
。
他
們
的
領
導
人
也
被
捕
、
遭
到
斬
首
。

在
中
國
，
處
決
人
犯
公
開為

之
。
犯
人
穿
上
無
袖
短
衫
，
背
後
以
墨
筆
註
明
「土
匪
」
或
「殺
人
兇
犯
」
。
他
們
雙 

臂
反綁
，
坐
在
板
車
上
遊
行
城
市
或鄉

間
，
前
後
各
有
武
裝
士
兵
戒
護
。
老
百
姓
夾
道
看
熱
鬧
。
有
人
還
全
程跟

著
板
車 

走
。
士
兵
們
最
後
把
人
犯
從
車
上
拉
到擠

得
人
山
人
海
的
廣
場
。
其
中
一
名
士
兵
把
大
刀
遞
給
同
僚
，
趨
前
向
人
犯跪
 

拜
，
請
求
原
諒
奉
命
行
刑
。
據
說
，
這
可
以
保
護
他
免
受冤

魂
報
復
。
這
個
儀
式
也
讓
死
囚
保
留顏

面
-
得
到
最
後
少
許 

的
尊
敬
。
現
在
輪
到
死
囚跪

下
，劊

子
手
迅
速
一
刀
揮
下
、砍

下
他
的
腦
袋
。
然
後
，
群眾
即

散
去
。
農
村
生
活
相
當沉
 

悶
、
無
聊
，
因
此
公
開
處
決
人
犯
還
頗
能
引
起
興
趣
。
如
果
遊
街
過
程
，
死
囚
還
能
唱
歌
、
呼
口
號
，
展
現
視
死
如
歸
的 

模
樣
，
那
就
更
有
意
思
。
群眾

中
有
人
會為

他
喝
采
，
大
叫
：
「好
！
好
！
」

暴
力
帶
來
暴
力
。
毛
澤
東
、
張
國
燾
及
其
他
許
多
未
來
的
共產

黨
革
命
派
的
性
格
，
就
在
這
種
氣氛

之
下
，
習
於
人 

命
不值

錢
、
猶
如
草
芥
，
老
百
姓
夜
以
繼
日
努
力
勞
動
才
勉強

溫
飽
、
冀
望
能夠

脫
貧
之
中锻

造
。
毛
澤
東
自
己
也
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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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
，
農
民
造
反
在
他
童
年
留
下
不
可
磨
滅
的
深
刻
印
象
，
影
響
了
他
一
生
。
M

毛
澤
東
本
人
也
說
，
中
國
文
學
，
尤
其
是
歷
史
小
說
講
些
起
義
、
叛
亂
、
造
反
的
故
事
，
也
對
他
的
世
界
觀
及
意
識 

產

生
巨
大
影
響
。
他
反
覆
讀
了
《精
忠
傳
》、
《水
滸
傳
》、
《隋
唐
演
義
》、
《三
國
》
和
《西
遊
記
》
等
形
容
傳
奇
武 

將
、
戰
士
、
冒
險
家
和
民眾

起
義
領
袖
的
故
事
。它

們
歌
頌
戰
士
彼
此
之
間
的歃

血
兄
弟
理
想
、
確
信
實
體
力
量
。它
們 

的
英
雄
呼
喚
著
他
起
而
反
抗
傳
統
。
n

毛
澤
東
母
親
對
菩
薩
的
祈
禱
沒
有
用
。她

心
愛
的
兒
子
不
會
走
觀
世
音
菩
薩
的
神
聖
之
路
，
寧
走
流
血
、
暴
力
和
革 

命
的
路
子
。
偉
大
的
人
文
主
義
者
孔
子
的
倫
理
哲
學
也
引
不
起
他
的
興
趣
。
毛
澤
東
向
史
諾
承
認
：
「我
熟
讀
經
書
，
可 

是
不
喜
歡它

們
。
」
>8
受
到
他
專
制
的
父
親
、
煽
動
的
舊
小
說
，
以
及
周
遭
環
境
的
影
響
，
少
年
毛
澤
東
得
到
的
結
論 

是
：
「我
如
果
公
開
反
抗
，
保
衛
自
己
的
權
利
，
我
父
親
就
軟
了
下
來
.，
可
是
如
果
我
仍
溫
順
馴
服
，
他
反
而
打
罵
我
更 

厲

害
。
」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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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
澤
東
十
三
歲
時
離
開
小
學
堂
。
他
那
嚴厲

的
老
師
採
用
嚴
峻
的教

學
方
法
，
經
常
體
罰
學
生
。
毛
澤
東
忍
受
不
了 

這
種
虐
待
方
式
，
而
他
父
親
也
不
反
對
他
輟
學
。
毛
貽
昌
說
：
「我並

不
要你

考
秀
才
。」
他
指
的
是
帝
制
中
國
科舉

考 

試
最
低
一
等
的
資
歷
。
據
傳
他
說
：
「反
正
科舉

考
試
已
經
廢
除
，
小
孩
子
沒
有
必
要
再
繼
續
念
書
。
還
有很

多
活
要 

幹
-你

就
回
家
來吧
。」
1毛
貽
昌
以為

他
兒
子
會
照
料
家
業
，
特
別
是
替
他
管
帳
，
可
是
毛
澤
東
希
望
自
修
、
繼
續
念 

書
。
他
如
飢
似
渴
地
閱
讀
凡
是
他
能夠
找

到
的
一
切
書
籍
(經
書
除
外
)。
他
常
常
在
深
夜
裡
用
一
塊
藍
布
把
屋
子
的窗
 

戶
遮
起
，
不
叫
父
親
看
見
他
點
油
燈
看
書
的
燈
光
。
他
父
親
只
要
看
到
兒
子
讀
書
(即

使
是
利
用
自
己
休
息
時
間
看 

書
)，
都
會
大
發
雷
霆
。

這
時
候
毛
澤
東
讀
到
一
本
叫
作
《盛
世
危
言
》
的
書
。
作
者
是
老
派
改
良
主
義
學
者
鄭
觀
應
(字
正
翔
)，它
出
版 

於
一
八
九
三
年
。
這
本
書
號
召
中
國
人研

究
「富
國強

兵
之
學
」
，
把
歐
洲
工
業
化
的教

訓
運
用
到
中
國
現
代
化
的
工
作 

上
。它

提
到
中
國
需
要
建
立
英
國
式
的
君
主
立
憲
制
。
鄭
觀
應
反
對
傳
統
的
儒
家
秩
序
，
贊
同
有
限
的
資產

階
級
改
革
， 

以
便強

國
富
民
。
2

要
瞭
解
這
本
書
對青

少
年
毛
澤
東
一
生
所
起
的
影
響
作
用
，
我
們
必
須
簡
單
地
檢
視
一
下
中
國
當
時
的
狀
況
。
二
十 

世
紀
之
初
，
由
於
備
受
已
開
發
資
本
主
義
國
家
的
侵
略
，
中
國
處
於
半
殖
民
地
經
濟
附
屬
國
的
地
位
。
第
一
次
鴉
片
戰
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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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八
三
九
至
四
二
年
)，
英
國
擊
敗
中
國
，
取
得
自
由
貿
易
的
合
法
權
利
•，
第
二
次
鴉
片
戰
爭
(
一
八
五
六
至
六
〇 

年
)，
英
法
聯
軍
迫
使
中
國
與
「長
毛
洋
鬼
子
」
——
中
國
人
是
如
此
稱
呼
白
人
殖
民
者
——

簽
訂
不
平
等
條
約
。
戰
勝 

國搶

走
對
中
國
關
稅
的
控
制
權
，
中
國
失
去
經
濟
的
獨
立
。
外
國
商
人
跨
越
省
界
，
不
必繳

交
內
地
關
稅
(即

釐
金
)， 

使
得
中
國
商
人
陷
於
不
利
地
位
。
外
國
人
有
權
在
愈
來
愈
多
開
放
對
外
通
商
的
條
約
口
岸
設
立
租
界
或
租
借
地
。
他
們
亦 

享
有
治
外
法
權
，
意即

他
們
不
受
中
國
法
庭
的
管
轄
。

西
方
廉
價
商
品
開
始
湧
入
中
國
市
場
，
造
成
數
以
百
萬
計
的
手
工
業
工
人
破產
。
稅
負
負
擔
急
遽
上
升
。
滿清

與
列 

強

作
戰
，
連
連
失
利
，
被
迫
向
戰
勝
國
支
付
賠
償
。

中
國
納
入
世
界
經
濟
體
系
造
成
深
刻
的
經
濟
和
社
會
危
機
。
國
家
受
到
巨
大
的
反
滿
叛
亂
的撼

動
，
許
多
貧
困
的
農 

民
和
手
工
業
工
人
紛
紛
投
入
此
一
太
平
軍
起
義
。
叛
亂
領
袖
洪
秀
全
是
出
身
廣
西
的
一
個
農
村
私
塾
老
師
，
鼓
吹
依
據
平 

等
的
原
則
建
立
「太
平
天
國
」
。
受
到
基
督教

箴
言
、
尤
其
是
浸
信
會
和清
教

徒
思
想
的啟

發
，
洪
秀
全
自
稱
天
父
託
夢 

給
他
，
說
他
是
耶穌

基
督
的
弟
弟
。
太
平
天
國
將
建
立
在
腐
敗
的
滿清

廢
墟
之
上
。
義
軍
將
以
火
和
劍清

出
一
條
道
路
通 

往
理
想
的
和
平
與
公
義
之
地
，
不
僅
掠
奪
、
殺
死
滿
洲韃

虜
，
也
要
消
滅
土
豪
劣
紳
。

兩
千
多
萬
人
死
於
這
場
內
戰
。
全
國
搖
搖
欲
墜
、
處
於
崩
潰
邊
緣
，
不
過
王
朝
總
算
挺
了
過
來
。
從
一
八
六
一
年
至 

一
八
九
四
年
之
間
，
慈
禧
太
后
領
導
的清

廷
以
自強

運
動
的
名
義
，
企
圖
推
動
一
系
列
的
建
國
改
革
。
慈
禧
和她

的
愛
人 

恭
親
王
結
合強

而
有
力
的
漢
人
名
流
及
打
敗
太
平
軍
的
將
領
，
試
圖
將
中
國
工
業
化
、
現
代
化
，
以
便
把它

脫
胎
換
骨
改 

造為
強

大
的
軍
事
大
國
。
他
們
開
始
興
辦
工
業
企
業
、
軍
火
局
和
碼
頭
，
建
造
鐵
路
，
開
辦
現
代
大
學
，
發
行
報
紙
和
期 

刊
。
然
而
，
資
本
主
義
在
中
國
發
展
十
分
遲
緩
。
雖
然
國
家
正
式
停
止
干
預
民
間
企
業
，
實
際
上
腐
敗
的
政
府
官
員
和
地 

方
頭
面
人
物
繼
續
限
制
個
別
民
間
創
業
家
的
倡
議
，
以
便
阻_止
競
爭
。絕

大
多
數
工
業
企
業
屬
於
官
僚
資
本
和
地
區
寡 

頭
•，
他
們
之
中
最強

大
的
還
掌
控
自
己
的
私
人
軍
隊
。
打
從i
開
始
，
資
本
主
義
在
中
國
就
是
壟
斷
性
質
。
二
十
世
紀
開 

始
時
，
中
國
的
非
農
業
工
人
約
略
多
於
一
千
二
百
萬
人
，
其
中
四
分
之
三
、即

九
百
萬
人
左
右
，
在
員
工
超
出
五
百
人
的 

大
型
企
業
任
職
。
有
利
於
中
、
小
型
本
土
企
業
家
成
長
的
條
件
，並

沒
有
發
展
起
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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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
觀
應
等
進
步
派
愛
國
人
士
支
持
自強

運
動
，
批
評
政
府
高
級
官
員
壟
斷
性
的
經
濟
政
策
。
他
們
建
議
不
要
限
制
中 

小
企
業
、
推
動
改
革
，並

且
在
某
種
程
度
上
要
激
烈
改
革
，
偶
爾
他
們
也
提
出
民
主
的
主
張
。
他
們
的
許
多
建
議
點
明
了 

政
治
、
經
濟
皆
需
要
改
革
，
司
法
制
度
和
國
家
制
度
也
都
需
要
自
由
化
。
可
是
他
們
的
主
張
不
受
重
視
，
改
革
方
案
失 

敗
。

一
八
八
五
年
中
法
戰
爭
，
中
國
戰
敗
。
一
八
九
五
年
中
日
戰
爭
，
中
國
又
敗
給
日
本
。
雖
然
這
次
戰
敗
引
發
更強

烈 

的
愛
國
情
感
，
維
新
派
的
計
劃卻

註
定
要
失
敗
。
新
的
改
革
運
動
①
領
導
人
康
有為

和
梁
啓
超
是
哲
學
家
、
文
學
家
，
他 

們
進
諫
年
輕
、
有
進
步
思
想
的
光緒

皇
帝
效
法
彼
得
大
帝(peter the G

reat)

，
發
動
從
上
而
下
的
改
革
。
他
們
呼籲
皇 

帝
引
進
君
主
立
憲
制
、
將
軍
隊
及教

育
制
度
西
化
，並

鼓
勵
創
業
精
神
。
光緒

試
圖
在
一
八
九
八
年
一
百
天
之
內
制
定
新 

改
革
。
他
希
望
能
使
慈
禧
太
后
不
再
干
預
國
政
，
向
擁
有
兵
權
的
將
領
袁
世凯

求
助
，卻

沒
有
結
果
。
慈
禧
太
后
得
悉
這 

項
陰
謀
。她

立
刻
宣
布
皇
上
神
智
不清
，
將
他
軟
禁
。
許
多
維
新
派
遭
處
決
•，
康
有為

和
梁
啓
超
逃
亡
到
國
外
。

中
國並

不
存
在
公
民
社
會
。
由
於
所
有
的
反
對
派
政
治
活
動
在
中
國
國
內
均
遭
取
締
，
擁
護
改
革
的
人
士
被
迫
移
到 

海
外
進
行
政
治
活
動
。
其
中
之
一為

廣
東
人
孫
逸
仙
(本
名
孫
文
)，
他
也
是
受
鄭観

應
感
召
的青

年
。
孫
逸
仙
一
八
六 

六
年
出
生
，
先
後
在
夏
威
夷
、
廣
州
和
香
港
求
學
。
一
八
九
二
年
他
從
醫
學
院
畢
業
。
對
維
新
運
動
失
望
，
孫
逸
仙
在
一 

八
九
四
年
離
開
中
國
，
遷
居
到
他
大
哥
定
居
的
夏
威
夷
。
一
八
九
四
年
十
一
月
，
他
在
檀
香
山
成
立
第
一
個
中
國
革
命
團 

體
——

興
中
會
。
孫
逸
仙
與
維
新
派
不
同
，
他
主
張
以
共
和
路
線
推
行
中
國
的
革
命
改
造
。
一
八
九
五
年
一
月
，
興
中
會 

在
英
國
殖
民
地
香
港
成
立
分
會
，
不
久
也
在鄰

近
的
廣
州
成
立
分
會
，
孫
逸
仙
本
人
旋即

亦
遷
居
至
廣
州
。
當
年
秋
天
， 

興
中
會
在
廣
州
發
動
第
一
次
反
滿
起
義
，
但
是
失
敗
了
。
孫
逸
仙
被
迫
逃
亡
，清

廷
懸
賞
重
金抓

他
。
此
後
他
在
海
外
流 

亡
十
六
年
，
直
到
一
九
一
一
年
辛
亥
革
命
後
兩
個
月
才
重
返
故
國
。

儘

管
慘
遭
失
敗
，
興
中
會
挺
住
了
，
迅即

恢
復
其
革
命
活
動
。
一
九
〇
一
至
一
九
〇
四
年
間
，
中
國
陸
續
出
現
新
的

①
譯
按
：即
百
日
維
新
運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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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
命
組
織
。
一
九
〇
五
年
，
許
多
革
命
組
織
在
東
京
合併

組
成
「中
國
革
命
同
盟
會
」
，
通
稱
「同
盟
會
」
。
孫
逸
仙
在 

同
盟
會
機
關
報
《民
報
》
上
，
以
同
盟
會
總
理
的
身
分
發
布
激
進
的
政
治
綱
領
——

民
族
主
義
、
民
權
主
義
和
民
生
主 

義
，
合
稱
「三
民
主
義
」
。

所
謂
民
族
主
義
，
孫
逸
仙
指
的
是
推翻

滿清
。
民
權
主
義
是
建
立
共
和
。
民
生
主
義即

平
均
地
權
，
也
就
是為
了強
 

化
國
家
在
中
國
經
濟
的
規
範
角
色
，
要
將
中
國
的
基
本
生
活
工
具
收
歸
國
有
。
孫
逸
仙
的
政
治
綱
領
保
證
國
家
在
經
濟
方 

面
的
首
要
任
務
，即

是
針
對
寡
頭
資
本
主
義
，
因為

寡
頭
資
本
主
義
只為

已
經
居
於
頂
端
的
人
士
創
造
條
件
獨佔

財
富
。 

他
打
算
運
用
國
家
力
量
促
進
中產

階
級
在
中
國
發
展
。
孫
逸
仙
支
持
土
地
稅
採
累
進
制
，
以
加
速
創
造
有
平
等
機
會
的 

「公
義
社
會
」
。

這
時
候
，
華
北
出
現另

一樁

針
對
「長
毛
洋
鬼
子
」
的
農
民
暴
動
。
這
場
暴
動
由
秘
密
社
團
「義
和
拳
」
率
領
。
義 

和
拳
成
員
大
部
分為

練
武
術
的
人
員
，
他
們
和
小
刀
會
成
員
一
樣
，
認為

氣
功
和
武
術
加
上
神
奇
的
巫
術
，
會
使
他
們
刀 

槍
不
入
，
不
畏
敵
人
的
槍
彈
、
砲
彈
和
尖
刀
。
他
們
的
格鬥

方
式很

特
殊
，
因
此
最
先
和
他
們
幹
架
的
洋
人
稱
他
們為
 

Boxer 
(拳
匪
)。
暴
亂
於
一
八
九
八
年
始
於
山
東
和
直隸

省
。
一
九
〇
〇
年
六
月
十
三
日
，
亂
民佔

領
京
城
北
京
，
洗
劫 

富
商
住
宅
區
、
火
燒
數
以
千
計
的
房
子
，並

包
圍
外
國
使
館
區
。
他
們
的
怒
火
主
要
針
對
傳教

士
及
中
國
人
基
督教

徒
。

慈
禧
太
后
出
人
意
表
，
竟
然
支
持
義
和
拳
作
亂
。
有
一
則
故
事
說
，她

決
定
要
進
行
實
驗
，
邀
了
一
群
「刀
槍
不 

入
」
的
奇
人
異
士
到
紫
禁
城
。
在她

一
聲
令
下
，
禁
衛
隊
把
拳
勇
請
到
牆
邊
列
隊
，
朝
他
們
開
槍
。
這
些
拳
勇
果真
是
毫 

髮
無
傷
。
慈
禧
太
后
大為
懾

服
，
遂
於
一
九
〇
〇
年
六
月
二
十
一
日
向
全
世
界
各
國
宣
戰
。

然
而
，
奇
蹟撐

不
了
太
久
。
八
國
聯
軍
擊
潰
拳
勇
和清

軍
。
中
國
政
府
被
迫
於
一
九
◦
一
年
九
月
七
日
在
北
京
簽
署 

一
項
不
平
等
條
約
，
承
諾
在
未
來
三
十
九
年
支
付
共
計
四
億
五
千
萬
兩
銀
子
的
賠
償
，它

相
當
於
當
時
的
三
億
零
一
百
五 

十
萬
美
國
金
元
。
中
國
部
隊
必
須
撤
出
北
京
，
外
國
部
隊卻

入
駐
中
國
京
城
。
因
此
，
二
十
世
紀
之
初
的
中
國
在
經
濟
上 

完
全
淪
於
列強

的
掌
控
之
下
，
政
治
上
也
部
分
淪為

列強

的
附
屬
地
位
。
外
國
商
人
主
宰
了
中
國
市
場
。
中
華
帝
國
在
國 

際
分
工
上
淪為

三
等
地
位
。
中
國
對
帝
國
主
義
列強

的
依
賴
性
在
往
後
十
年
有
增
無
減
。
到
了
一
九
一
二
年
，
中
國
的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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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
高
達
八
億
三
千
五
百
萬
兩
銀
子
。
此
時
，
開
放
給
洋
人
的
條
約
口
岸
有
一
百
零
七
個
。
社
會
、
政
治
危
機
益
加
深
刻
。

一
九
〇
一
年
，
拳
亂敉

平
之
後
，
滿清

重
新啟

動
改
革
。
朝
廷
開
始
討
論
引
進
憲
法
的
可
能
性
，
採
取
措
施
鼓
勵
民 

間
創
業
，並

籌
練
一
支
能夠

打
仗
的
新
軍
(下
轄
三
十
六鎮

②
)。
改
革
運
動
如
火
如荼

推
動
之
際
，
一
直
遭
軟
禁
、
未 

曾
重
獲
自
由
的
光緒

皇
帝
於
一
九
〇
八
年
十
一
月
十
四
日
去
世
，
比
起
權
力
飢
渴
的
姨
母
慈
禧
太
后
的
去
世
，
僅
只
早
了

一
天
。重

大
變
革
風
雨
欲
來
。
國
家
的
攝
政
以
三
歲
的
宣
統
皇
帝
溥
儀
的
名
義
頒
令研

訂
憲
法
。
一
九
〇
九
年為
預
備
立 

憲
，舉

行
各
省
諮
議
局
之
選舉
。它

們
成為

孕
育
自
由
派
反
對
力
量
的
溫
床
。
朝
廷並

宣
布
將
於
一
九
一
三
年
進
行
國
會 

選舉
。

青

少
年
毛
澤
東
對
這
些
發
展
渾
然
無
知
。
他即

使
聽
說
了
什麼

-

也
絲
毫
沒
有
留
下
印
象
。
時
代
大
事
和
他
互
不
相 

干
。
我
們
或
許
可
以
假
設
，
沒
有
人
向
毛
澤
東
談
起
義
和
拳
；
韶
山
是
個
窮鄉

僻
壤
，
沒
有
人
讀
報
紙
。即
使
光緒
皇
帝 

和
慈
禧
太
后
去
世
的
消
息
傳
到
韶
山
，
新
皇
帝
宣
統
都
已
經
登
基
兩
年
了
。
；
但
是
毛
澤
東
肯
定
聽
說
過
太
平
軍
的
故 

事
。
太
平
軍
掃
過
湖
南
發
生
在
他
出
世
之
前
四
十
年
，迄

今
仍
有
許
多
遺
老
曾
經
目
睹
那
些
可怕

的
事
件
。
甚
且
毛
澤
東 

的
父
親
一
八
八
〇
年
代
所
服
役
的
湘
軍
，
就
是
二
十
年
前敉

平
太
平
天
國
之
亂
的
同
一
支
部
隊
。

他
和
父
親
又掀

起
新
衝
突
，
因為

父
母
親
替
他
決
定
該
成
親
了
。
一
九
〇
七
年
底
或
一
九
◦
八
年
，
他
們
替
他
挑
選 

了
一
位
合
適
的
姑
娘
。她

是
毛
澤
東
的
遠
親
。
這
位
姑
娘
羅
一
姑
比
毛
澤
東
年
紀
大
四
歲
(她

出
生
於
一
八
八
九
年
十
月 

二
十
日
)。她

的
父
親
羅
鶴
樓
是
個
農
村
仕
紳
，
但
基
本
上
還
是
農
民
。
羅
家
家
境
非
常
貧
窮
，
且
時
運
不
濟
。
羅
鶴
樓 

和
太
太
生
了
五
兒
五
女
，
可
是
五
個
兒
子
全
都
在嬰

童
時
期
就
夭
折
，
只
有
三
個
女
兒
養
大
。
兒
子
早
夭
對
他
們
是
極
大 

的
打
擊
，
因為

在
中
國
只
有
兒
子
才
算
數
。
女
兒
長
大
，
必
須
出
嫁
•，
也
就
是
說她

必
須
離
開
家
人
，
甚
且為

人
父
母
還 

得
替
女
兒
備
妥豐

厚
的
嫁妝
。
可
是
兒
子
會
留
在
家
裡
繼
承
家
業
和
香
火
。
他
的
責
任
是為

父
母
養
老
、
送
終
，並
且
要

②
譯
按
•
•即
三
十
六
個
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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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期
祭
祖
、
掃
墓
。
羅
鶴
樓
樂
於
將
長
女
嫁
到
毛
貽
昌
的
家
.，
毛
貽
昌
的
太
太
文
七
妹
由
於
長
年
做
重
活
、
身
體很

差
， 

亟

需
有
個幫

手
。

依
據
傳
統
習
俗
，
毛
家
必
須
請
媒
人
向
女
家
提
親
。
而
習
俗
不
允
許
女
家
一 
口
就
應
承
婚
事
，
因
此
光
是
撮<n

婚
事 

就
得
煞
費
折
騰
。
最
後
，
雙
方
交
換
禮
物
，
簽
訂
婚
約
，它

是
不
可
以毀

約
的
。即

使
新
娘
在
入
門
之
前
去
世
，她
的
牌 

位
仍
要
送
到
夫
家
，
放
在
夫
家
的
祭
壇
上
。
如
果
新
郎
在
成
婚
前
去
世
，
新
娘
也
得
到
「夫
家
」
當
寡
婦
。

毛
澤
東
和
他
的
新
娘
只
在
簽
訂
婚
約
那
天
見
了 
一
面
。
4我
們
不
曉
得
他
是
否
喜
歡
羅
一
姑
③
.，
他
只
想
要
念
書
， 

並

不
想
要
結
婚
。
不
幸
的
是
，
他
別
無
選
擇
，
必
須
屈
從
父
母
的
意
志
。
他
得
知
他
們
的
意
向
時
，
已
經
太
遲
了
。
婚
約 

已
經
簽
訂
，
婚
期
也
已
講
好
，
毛
貽
昌
已
送
了
聘
金
和
其
他
依
禮
俗
該
備
辦
的
禮
品
給
了
羅
鶴
樓
。

依
據
地
方
習
俗
，
婚
禮
要
廣
邀
親
戚
朋
友
參
加
，
而
且
慶
祝
活
動
在
婚
禮
的
前
一
天
就
在
新
郎倌

的
家
熱
鬧
展
開
。 

結
婚
當
天
，
新
娘
穿
紅
衣
、
坐
紅
轎
子
迎
進
新
郎
家
。她

的臉

要罩

上
紅
面
紗
、
嘴
唇
要
點
紅
色
唇
膏
。
新
娘
必
須
表
現 

她

不
情
願
，
要
哭
、
要
責
備
未
來
的
良
人
種
種
不
是
，
罵
他
是
「毛
毛
蟲
」
、
「貪婪
、
懶
情
、
有
煙癮

的
狗
」
、
「酒
鬼
」 

等
等
。
接
下
來
在
新
郎
家
要
放
鞭炮
。
然
後
，
新
郎
、
新
娘
在
夫
家
的
祖
宗
牌
位
前
拜
倒
，
向
天
地
、
日
月
致
敬
，
最
後 

再
拜
祖
先
亡
靈
。
接
下
來
，
新
人
相
互
一
拜
，
才
算
完
成
婚
禮
儀
式
。
賓
客
繼
續
吃
吃
喝
喝
兩
天
，
送
禮
物
(通
常
是
現 

金
)
給
新
人
。
再
來
是
所
謂
「鬧
洞
房
」
。臉

上
塗
黑
、
穿
著
草
葉
綴
飾
服
裝
的
一
個
禮
官
，
引
導
賓
客
進
入
洞
房
，
大 

家
講
些戲

誠
、
不
雅
笑
話
，
捉
弄
新
人
。
若
要
結
束
這
些
胡
鬧
，
新
郎倌

必
須
討
好
賓
客
。
次
日
，
新
娘
必
須
把
落
紅
的 

床
單
呈
給
婆
婆
，
以
示
自
己
一
直
是
處
子
之
身
。

毛
澤
東
非
常
勉強

地
忍
受
了
這
一
切
儀
式
。
據
他
說
，
他
沒
有
和
新
娘
圓
房
，
也
從
來
沒
有
和她

一
起
生
活
過
。
5 

毛
澤
東
對
於
他
的
第
一
次
婚
姻
非
常
不
重
視
，
以
至
於
根
本
記
不
得
當
他
們
下
聘
時
，
他
太
太
究
竟
是
幾
歲
。
他
不
經
意 

地
向
史
諾
提
到
這
段
婚
事
時
說
：
「我
十
四
歲
的
時
候
，
父
母
給
我
娶
了
一
個
二
十
歲
的
女
子
。」
e
事
實
上
，
羅
一
姑 

當
時
是
十
八
歲
。
我
們很

難
相
信
一
個
十
四
歲
的青

少
年
男
孩
拒絕

和
一
個
十
八
歲
的
姑
娘
同
床
共
眠
，
但
是
我
們
沒
有 

證
據
可
說
毛
澤
東
對
史
諾
的
說
法
不
實
。
不
過
，
《韶
山
毛
氏
族
譜
》卻

有
一
筆
奇
怪
的
記
事
，
指
說
毛
澤
東
和
羅
一
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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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了
一
子
，
名
「遠
智
」
，
又
不
知
是
何
原
因
，
送
給
楊
姓
人
家
撫
養
。
？沒
有
人
曉
得
是
否
確
有
其
事
，
但
是
極
有
可 

能
是
編
寫
《韶
山
毛
氏
族
譜
》
的
人搞

錯
了
。
因為

別
處
毫
無
任
何
證
據
可
據
以
說
明
確
有
這
樣
一
個
小
孩
出
生
。
④

婚
後
不
久
，
毛
澤
東
離
家
出
走
，
住
到
韶
山
一
個
無
業
學
生
的
家
約
一
年
時
間
。
他
繼
續
如
飢
似
渴
地
讀
書
，沉
浸 

在
古
代
史
學
家
司
馬
遷
的
《史
記
》
和
班
固
的
《前
漢
書
》
之
中
。
這
些
書
描
述
古
代
中
國
偉
大
統
治
者
——

英
雄
與
反 

英
雄
、
武
將
、
政
客
和
思
想
家
——

的
言
行
事
蹟
。
他
也
注
意
到
當
代
人
士
的
作
品
，
浸
淫
在
一
位
改
革
派
人
物
馮
桂
芬 

一
八
六
一
年
編
寫
的
《校邠

廬
抗
議
》
之
中
。它

細
述
外
夷
對
中
國
的
侵
略
，
提
出
「採
西
學
、
製
洋
器
、
籌
國
用
、
改 

科舉
」
的
新
建
議
，
主
張
「以
中
國
之
倫
常
名教
為

原
本
，
輔
以
諸
國
富強

之
術
」
。~

毛
澤
東
也
讀
到青

年
革
命
黨
人 

陳
天
華
寫
的
一
本
小
冊
子
。
他
聲
稱
這
本
小
冊
子
「在
我
年
輕
心
靈
上
，
留
下
磨
滅
不
掉
的
印
象
」
：
「我
現
在
還
記
得 

這
本
小
冊
子
的
開
頭
一
句
：
『嗚
呼
，
中
國
其
將
亡
矣
！
』
這
本
書
談
到
了
日
本佔

領
朝
鮮
、
台
灣
的
經
過
，
談
到
了
越 

南
、
緬
甸
等
地
的
宗
主
權
的
喪
失
。
我
讀
了
以
後
，
對
國
家
的
前
途
感
到
沮
喪
，
開
始
意
識
到
，
國
家
興
亡
，
匹
夫
有 

責
。」
9

可
憐
的
羅
一
姑
。
村
民
背
後
竊
竊
私
議
，
說她

「既

非
人
婦
、
又
非
婢
女
」
。她

默
默
忍
受
羞
辱
。
毛
澤
東
的
一
位 

傳
記
作
家
菲
力
浦
.
蕭
特(Philip short)

寫
說
，
韶
山
有
些
村
民
相
信她

是
以
毛
澤
東
父
親
小
妾
的
身
分
留
在
毛
家
。2 

不
論
這
是
否
事
實
，她

沒
有
活
得
太
久
。
一
九
一
〇
年
二
月
十
一
日
，她

死
於
痢
疾
，
U勉強

過
了
二
十
歲
生
日
不
久
。

可
怪
的
是
，
毛
澤
東
的
父
親
原
諒
了
當
著
全
村
族
人
之
面
使
他
大
傷
顔
面
的
這
個
「忘
恩
負
義
的
逆
子
」
。
顯
然
， 

毛
貽
昌並

沒
有
毛
澤
東
日
後
所
描
述
的
那麼

壞
。
一
九
一
〇
年
秋
天
，
毛
貽
昌
這
個
頑
固
的
兒
子
向
他
要
錢
以
便
繼
續
念 

書
，
老
頭
勉強

同
意
。
他
湊
出
相
當
大
一
筆
錢
——

約
一
千
四
百
個
銅
元
、即

一
塊
中
國
銀
元
，
作為

兒
子
五
個
月
的
膳

③ 

原
書
註
.•毛

澤
東很
有
可
能
是
不怎
麼
中
意。
根
據
他
外
孫
女
孔
東
梅
說，
當
時
十
四
歲
的
毛
澤
東
喜
歡另
一
個
女
子
——
他
的
表
姐
妹
王
四
姑， 

可
是
不
幸
的
是
，
兩
人
八
字
不
合，
命
理
師
認為
不
宜
結
婚。

④ 

編
註
•
•作
者
誤
記
。
《韶
山
毛
氏
族
譜
》
記
載
毛
遠
智
(即
毛
岸
龍
)為
楊
開
慧
早
夭
的
三
子，
因
羅
一
姑
無
嗣
，
修
族
譜
時
特
將
他
列
作
羅
氏
之 

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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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
費
和
學
雜
費
。
毛
澤
東
所
選
的
這
所
學
校
——

東
山
高
等
小
學
——

位
於
離
韶
山
約
二
十
四
公
里
的
地
方
，教

授
自
然 

科
學
等
「新
學
科
」
。

那
時
毛
澤
東
十
六
歲
半
。
他
這
輩
子
第
一
次
離
開
家鄉
，
和
比
他
大
九
歲
的
表
哥
文
運
昌
結
伴
而
行
。
文
表
哥
也
在 

東
山
高
小
念
書
，
說
服
毛
澤
東
也
去
註
冊
。
他
所
憎
惡
的
父
親
和
其
他
一
切
親
友為

毛
澤
東
送
行
到
村
邊
，
U當
毛
貽
昌 

回
到
家
時
，
發
現
東
山
高
小
的
這
位
新
生
留
下
一
首
詩
(七絕

〈改
西鄉

隆
盛
詩
贈
父
親>

)

：

孩
兒
立
志
出鄉
關，

學
不
成
名
誓
不
還。

埋
骨
何
須
桑
梓
地，

人
生
無
處
不青
山
。

B

他
已
經
有
雄
心
壯
志
要
在青

史
留
名
。
古
代
中
國
有
兩
位
皇
帝
，
一
是
漢
朝
的
劉
邦
(西
元
前
二
五
六
或
二
四
七
至 

一
九
五
年
)、
一
是
明
朝
的
朱
元
璋
(
一
三
二
八
至
一
三
九
八
年
)，
兩
人
都
是
窮
得
不
能
再
窮
的
人
家
子
弟
，
他
們
的 

事
蹟
時
時縈

繞
在
毛
澤
東
年
輕
的
頭
腦
裡
。
就
是
這
股
追
求
光
榮
的
熱
情
，
激
勵
尋
常
人
家
子
弟
成為

偉
大
的
科
學
家
、 

作
家
和
政
治
家
。
愛
國
情
操
召
喚
著
毛
澤
東
。
這
位鄉

下青

年
狂
傲
的
心
靈
推
動
著
他
勇
往
直
前
。

然
而
，
通
往
光
榮
之
路顛
簸

難
行
。
來
到
新
學
校
，
這
個
穿
著
比
別
人
寒
酸
的
瘦
高
農
民
子
弟
，
遭
到
同
學
的
排擠
 

(身
高
一
七
五
公
分
的
毛
澤
東
不
像
典
型
的
矮
個
頭
南
方
人
)。
同
學
們
大
多
數
是
地
主
子
弟
•，
而
且
，
他
們
和
毛
澤
東
不 

同
，
都
是
湘鄉

人
。
他
們
非
常
傲
慢
，
看
不
起
只
有
一
套
像
樣
的
短
衫褲

的
這
個
外
地
人
。
他
們
覺
得
他
樣
樣
討
人
厭
， 

包
括
他
講
的
方
言
。
中
國
許
多
地
方即

使鄰

縣
的
人
都
講
不
同
的
方
言
。
湖
南
省
以
韶
山
相
隔
的
兩
個
縣
——

一
是
毛
澤 

東
出
生
的
湘
潭
縣
、
一
是
他
母
親
的
老
家
、
也
是
東
山
高
小
所
在
的
湘鄉

縣
，
就
講
不
同
的
方
言
。
M兩
縣
居
民
相
互
之 

間
可
以
理
解
，
但並

不
容
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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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
有
少
數
同
學
同
情
他
。
除
了
文
表
哥
之
外
，
和
他
最
親
近
的
同
學
是
蕭
子
障
(又
名
蕭
三
)。
後
來
，
蕭
三
於
一 

九
二
〇
年
離
開
中
國
，
到
法
國
勤
工
儉
學
，
旋即

在
法
國
加
入
中
國
共產

黨
歐
洲
支
部
。
後
來
他
又
於
一
九
二
七
年
轉
往 

蘇
聯
，
住
了
許
多
年
，
以
筆
名
埃
彌
•蕭

(Em
i siao)

成為

著
名
作
家
、
詩
人
，
也
是
率
先為

毛
澤
東
寫
傳
記
的
作
者 

之
一
。
光
是
一
個
朋
友
、
一
位
表
哥
，並

不夠
。霸

氣
的
毛
澤
東
非
常
受
不
了
大
多
數
同
學
的
排擠
。
他
日
後
回
憶
說
： 

「我
精
神
上
感
到很

壓
抑
。」
U

這
種
情
況
反
而
刺
激
他
更
加
力
圖
出
人
頭
地
。
侮
辱
刺
激
他
放
手
一
搏
的
精
神
、強

化
他
的
意
志
、
加
劇
他
對
在
任 

何
方
面
超
越
他
的
人
士
之
敵
意
。
最
後
他
的
種
種
進
步贏

得
老
師
們
的
喜
愛
。
因為

他
寫
得
一
手
好
古
文
，
又
格
外
用 

功
，教

古
文
的
老
師
特
別
喜
歡
他
。
他
持
續
貪婪

地
博
覽
群
書
。
他
在
東
山
高
小
時
對
歷
史
一
直
保
持
高
度
興
趣
，
特
別 

嚮
往
古
代
聖
賢
帝
王
堯
、
舜
，
以
及
秦
始
皇
、
漢
武
帝
的
事
蹟
。
秦
始
皇
好
大
喜
功
、
統
一
中
國
•，
漢
武
帝
是
第
一
個
綏 

服
北
方
蠻
族
匈
奴
，
把
東
突
厥
、
越
南
及
朝
鮮
置
於
中
國
控
制
下
的
中
國
君
主
。
毛
澤
東
首
次
熟
讀
地
理
，
開
始研
究
外 

國
歷
史
。
他
從
一
本
叫
作
《世
界
英
傑
傳
》
的
書
裡
，
接
觸
到
拿
破
崙(N

apoleon)

、
俄
國凯

撒
琳
女
皇(Catherine 

the G
reat)

、
彼
得
大
帝
、
惠
靈
頓(W

ellington)

、
格
萊
斯
頓(G

ladstone)

、
盧
梭(R

ousseau)

、
孟
德
斯
鳩 

(M
ontesquieu)

和
林
肯(L

incoln)
的
故
事
。
他̂
立
志
有為

者
亦
若
是
。

這
時
候
他
最
重
要
的
讀
物
是
有
關
康
有為

和
一
八
九
八
年
變
法
維
新
運
動
的
材
料
，
其
中
包
括
梁
啓
超
在
日
本
橫
濱 

發
行
的
一份

《新
民
叢
報
》。
他
表
兄
送
給
他
的
這
些
書
，
對
他
影
響
極
大
。
他
後
來
說
：
「我
讀
了
又
讀
，
直
到
可
以 

背
出
來
。」
一
九
◦
六
年
，
梁
啓
超
在
《新
民
叢
報
》
上
發
表
的
〈新
民
說
〉
對
他
來
講
是
知
識
的
寶
庫
。
在
這
篇
哲
學 

論
述
裡
，
這
位
著
名
的
改
革
派
自
稱
：
「觀
彼
族
之
所
以
衰
所
以
弱
，
此
族
之
所
以
興
所
以強
，
而
一
自
省
焉
。
吾
國
民 

之
性
質
，
其
與
彼
召
衰
召
弱
者
異
同
若
何
？
與
此
致
興
致強

者
異
同
若
何
？
其
大
體
之
缺
陷
在
何
處
？
其
細
故
之
薄
弱
在 

何
處
？ 
一 
一
勘
之
，
一 
一
鑑
之
，
一 
一
改
之
，
一 
一
補
之
；
於
是
乎
新
國
民
可
以
成
。」
^

梁
啓
超
有
關
君
主
立
憲
制
的
進
步
角
色
、
以
及
專
制
王
權
制
的
退
步
影
響
兩
者
的
論
述
，
讓
毛
澤
東
印
象
深
刻
。
讀 

完
〈論
國
家
思
想
〉
一
節
，
毛
澤
東
做
了
下
列
筆
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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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式
而
成
立
者，
立
憲
之
國
家，
憲
法為
人
民
所
制
定，
君
主為
人
民
所
擁
戴

.，
不
以
正
式
而
成
立
者，
專
制
之
國 

家
，
法
令為
君
主
所
制
定，
君
主
非
人
民
所
心
說
誠
服
者。
前
者
，
如
現
今
之
英、
日
諸
國

.，後
者
，
如
中
國
數
千 

年
來
盜
竊
得
國
之
列
朝
也
。

W

毛
澤
東
替
康
有為
、
梁
啓
超
馨
香
禱
告
，
認為

「誠
實
、
善
良
和
聰
明
」
的
皇
帝
會
徵
召
康
、
梁
協
助
他
，為
國
家 

制
頒
一
部
憲
法
。
已
經掀

動
著
他
的
民
族
主
義
情
操
，
因為

讀
了
改
革
派
的
文
章
又
更
加
堅強
。
其
實
康
、
梁
十
分
沙
文 

主
義
。
他
們
認為
，
中
國
依
英
、
日
模
式
復
興
會
使
堂
堂
中
國
在
全
球
各
國
的
競
爭
中
獲
勝
，並

且
建
立
中
國霸

業
。
這 

兩
個
死
硬
的
改
革
派
認為
，
否
則
，
中
國
就
要
亡
了
。

毛
澤
東
在
學
校
裡
獲
悉
日
本
在
一
九
〇
五
年
戰
勝
俄
羅
斯
。
他
和
其
他
學
生
從
一
位
留
學
日
本
、
歸
國
在
校教

音
樂 

和
英
文
的
年
輕
老
師
那
裡
聽
到
這
個
消
息
。
毛
澤
東很

以
日
本
戰
勝為

傲
，
多
年
之
後
，
他
還
能
向
史
諾
唱
起
這
位
老
師 

所
喜
愛
的
一
首
日
本
歌
〈黃
海
之
戰
〉。
毛
澤
東
說
：
「這
首
歌
是
歌
頌
日
本
戰
勝
俄
國
的
，
我
當
時
從
這
首
歌
裡
瞭
解 

到
、並

且
感
受
到
日
本
的
美
，
也
感
覺
到
一
些
日
本
的
驕
傲
和強

大
。」2

他
同
情
日
本
人
，
但
不
是
出
於
他
慶
賀
「黃 

種
人
勝
過
白
種
人
」
的
心
理
——

某
些
替
他
寫
傳
的
作
者
是
這麼

以為
。
20
要
責
備
毛
澤
東
具
有
種
族歧

視
心
態
，
是
有 

疑
問
的
。
當
時
的
毛
澤
東
是
個
愛
國
分
子
，
不
是
種
族
主
義
者
。
日
升
之
國
在
戰
爭
中
擊
敗
沙
皇
的
俄
羅
斯
，
會
刺
激
他 

欣
喜
，
純
粹
是
因為
它

證
實
君
主
立
憲
制
比
專
制
主
義
來
得
高
明
。它

也
證
實
了
他
所
敬
仰
的
改
革
派
的
想
法
：
走
向
政 

治
現
代
化
道
路
的
亞
洲
國
家
，
也
可
以
把
受
專
制
主
義
枷
鎖
所
桎
梏
的
歐
洲
大
國
打
得
落
花
流
水
。

他
在
東
山
高
小
只
念
了
七
、
八
個
月
的
書
。
一九
一 
一
年
初
，
毛
澤
東
決
定
到
湖
南
省
會
長
沙
去
念另

一
所
專
收
湘 

鄉

縣
學
生
的
中
學
。
他
取
得
一
位
老
師
的
推
薦
信
，
收
拾
行
囊
，
於
初
春
時
分
步
行
前
往
一
個
陌
生
的
大
城
市
。
他拋
下 

了
童
年
和青

少
年
的
稚
嫩
、
被
有
如
城
堡
的
高
牆
所
圍
起
的
東
山
高
小
，
以
及
傲
慢
的
同
學
、
疼
惜
他
的
老
師
。
一
個
五 

光
十
色
、
誘
人
又
可怕

的
新
世
界
正
等
著
他
的
到
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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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
來
在
長
沙
住
了
七
年
多
的
毛
澤
東
，
初
次
見
識
這
座
大
城
完
全
被懾

服
了
。
在
此
之
前
，
他
從
來
沒
見
過
城
市
的 

街
道
、
兩
三
層
樓
的
房
子
，
以
及
石
岸
碼
頭
邊
隨
波
起
伏
的
無
數
的舢
舨

船
。
二
十
世
紀
初
的
長
沙
，
人
口
二
十
多
萬
， 

被
認為

是
中
國
最
佳
的
城
市
之
一
。
1長
沙
位
於
湘
江
右
岸
，它

有
壯
觀
的
城
牆
，
配
置
砲
台
，
七
座
城
門
入
夜即

關 

上
。
城
裡
的
每
樣
東
西
都
讓
毛
澤
東瞠

目
結
舌
..寬
敞
的
石
板
街
道
、
獨
特
的
石
頭
長
堤
、
巡
撫
衙
門
和
其
他
豪
宅
的
電 

燈
，
以
及
兩
座
黃
磁磚

的
孔
廟
。
但
是
最
令
人
印
象
深
刻
的
是
三
年
前
才
造
好
的
鐵
路
，
從
長
沙
東
郊
沿
城
牆
而
走
。
毛 

澤
東
生
平
第
一
次
看
到
西
方
科
技
的
奇
蹟
——

火
車
頭
。
商
店
櫛
次
鱗
比
，
大
店
招
像
旗
子
般
掛
在
牆
上
的
長
竿
上
，
也 

令
他
大
開
眼
界
。
商
店
裡
塞
滿
各
式
各
樣
華
、
洋
商
品
。
難
怪
長
沙
被
認為

是
中
國
最
活
絡
的
商
業
中
心
之
一
。
人
聲嘈
 

雜
，
令
人
難
以
忍
受
。
毛
澤
東
興
奮
地
向
史
諾
說
：
「長
沙
是
一
個
大
城
市
…
…
聽
說
這
個
城
市很

大
，
有
許
許
多
多
的 

人
，
不
少
的
學
堂
，
撫
台
衙
門
也
在
那
裡
。
總
之
，
那
是
個很

繁
華
的
地
方
！
」
？

長
沙
建
城
於
三
千
年
前
。
西
元
前
三
世
紀
被
秦
王
征
服
，
後
來
他
一
統
中
國
，
成為

秦
始
皇
帝
。
他為

這
座
城
市
命 

名
長
沙
。
城
牆
正
前
方
的
橘
州
島
是
一
個
長
而
狹
窄
的
沙
洲
，
密
布
橘
樹
-
位
於
湘
江
之
中
。
一
六
六
四
年
，
長
沙
成為
 

新
設
的
湖
南
省
之
省
會
。

橘
州
島
再
過
去
，
湘
江
左
岸
矗
立
著
嶽
麓
山
。它

山
高
不
及
二
百
五
十
公
尺
，
但
和
韶
山
一
樣
是
神
聖
之
地
。
嶽
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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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東
側
是
著
名
的
嶽
麓
書
院
，
成
立
於
宋
朝
期
間
，
大
哲
朱
熹
(
一
一
三
〇
至
一
二
〇
〇
年
)
曾
於
此
講
學
。
一
九
〇
三 

年
，即

毛
澤
東
來
到
長
沙
之
前
不
久
，
嶽
麓
書
院
改
組
成為

現
代教

育
機
構
「湖
南
高
等
學
堂
」
。

有
一
小
群
外
國
人
在
橘
州
島
定
居
。
美
國
人佔

大
多
數
，
他
們
於
一
九
〇
六
年
在
長
沙
建
立
耶
魯
大
學
分
校
及
一
所 

醫
院
。
①
長
沙
遲
至
一
九
〇
四
年
七
月
才
開
放
外
商
進
駐
，
本
地
居
民
還
不
習
慣
洋
人
散
居
在
他
們
之
中
。
反
洋
意
識
十 

分強

烈
。
湘
雅
醫
院
的
美
國
醫
師
愛
德
華
•休
姆(Edw

ard H
um

e)

如
此
形
容
本
地
人
在
街
上
看
到
洋
人
的
反
應
： 

「母
親
們
看
到
我
們
走
過
去
，趕

緊
把
小
孩
拉
到
背
後
，
不
讓
他
們
看
到
『邪
惡
之
眼
』
。
有
些
人
在
我
們
擦
肩
而
過
時
緊 

捏
著
鼻
子
。
女
傭
曾
經
告
訴
我
們
，
西
方
人
的
氣
味很

特
殊
，
中
國
人
不
用
看
到
我
們
，
就
知
道
我
們
在
附
近
。
有
些
少 

年
…
…
追
著
轎
子跑
，
高
喊
『洋
鬼
子
』
。」
；

毛
澤
東
對
這
座
五
光
十
色
的
大
城
市
看
得
目
不
暇
給
。
他
原
本
擔
心
進
不
了
這
所
有
名
的
城
市
學
堂
，
可
是
出
乎
意 

料
，
居
然
順
利
入
學
。
但
是
政
局
迅
速
發
生
變
化
，
他
在
這
所
學
校
只
待
了
半
年
。
一
九
一
一
年
十
月
，
突
然
爆
發
一
場 

反
帝
制
革
命
。它

幾
乎
沒
什麼

流
血
，
對
廣
大
的
農
民
群眾

也
幾
乎
未
發
生
影
響
。
4
駐
守
湖
北
省
會
武
昌
的
新
軍
②
第 

八鎮

於
十
月
十
日
夜
裡
起
義
。
這
個
營
大
部
分
士
兵
是
革
命
團
體
共
進
會
的
成
員
，
而
共
進
會
又
與
同
盟
會
有
密
切
關 

係
。
十
月
十
一
日
上
午
，
全
市
已
落
入
義
軍
控
制
。
次
日
，
比鄰

的
漢
口
、
漢
陽
兩
市
的
滿清

當
局
也
被
推翻
。
因
此
， 

武
昌
、
漢
口
、
漢
陽
構
成
的
「武
漢
三鎮
」
成為

革
命
事
件
中
心
。
這
場
自
發
性
質
的
起
義
在
全
國
許
多
城
市
引
爆
反清
 

意
識
，
但
是它

全
然
出
乎
同
盟
會
領
導
人
的
預
期
。
孫
逸
仙
在
美
國
從
丹
佛
到
堪
薩
斯
市
途
中
的
火
車
上
讀
報
，
才
知
道 

武
昌
起
義
。
他
立即
趕

到
華
府
，
再
轉
往
倫
敦
，
希
望
在
友
人
協
助
下
能
爭
取
到
同
盟
會
迫
切
需
要
的
財
務
支
援
。
相
形 

之
下
-
武
漢
本
地
的
立
憲
改
革
派
在
三
十
七
歲
的
政
治
人
物
湯
化
龍
領
導
下
，
迅
速
掌
握
情
勢
。
他
們
不
僅
響
應
革
命
， 

還
接
掌
領
導
權
。
十
月
十
一
日
，
湖
北
省
成
立
軍
政
府
，
推舉

四
十
七
歲
的
保
守
派
將
領
、
新
軍
第
二
十
一
協
協
統
黎
元 

洪為

都
督
，
湯
化
龍為

政
事
部
部
長
。
③

到
了
十
一
月
底
，
中
國
全
國
十
八
省
有
十
五
省
推翻

滿清

當
局
。
大
部
分
省份

的
民
政
權
落
到
以
前
的
立
憲
改
革
派 

手
中
，
他
們
有
系
統
地
將真

正
的
革
命
派
排擠

在
領
導
地
位
之
外
。
軍
政
則
落
入
原
本
派
駐
各
地
的
新
軍
將
領
之
手
。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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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立
的
各
省
政
府
相
繼
宣
布
脫
離
中
央
而
獨
立
。

長
沙
位
於
武
漢
南
方
約
四
百
公
里
，
在
十
月
十
三
日
黎
元
洪
的
一
名
代
表
到
來
，
才
獲
悉
武
漢
發
生
大
事
。
毛
澤
東 

念
書
的
中
學
之
校
長
，
有
一
天
允
許
一
個
革
命
黨
人
到
學
校
做
了
一
次
激
動
人
心
的
演
講
。
當
場
有
七
、
八
個
學
生
站
起 

來
，
支
持
他
的
主
張
，強

烈抨

擊清

廷
，
號
召
大
家
起
來
行
動
，
建
立
民
國
。
毛
澤
東
等
學
生
深
受
其
演
講
所
激
動
。
他 

這
時
候
已
從
愛
國
的
帝
制
派
演
進為

堅
定
的
革
命
派
。
他
的
世
界
觀
受
到
他
這
輩
子
讀
到
的
第
一份

報
紙
——

《民
立 

報
》
的
影
響
。
《民
立
報
》
是
孫
逸
仙
同
盟
會
底
下
機
關
報
之
一
。
毛
澤
東
從
這份

報
紙
聽
說
了
這
位
中
國
民
主
運
動
領 

袖
和
他
的
三
民
主
義
。
毛
澤
東
成為

孫
逸
仙
的
熱
切
支
持
者
。
受
到
讀
到
的
材
料
所
激
動
，
毛
澤
東
寫
了 
一
篇
文
章
貼
在 

學
校
牆
上
，
讓
人
人
得
以
看
見
。
他
日
後
承
認
說
：
「這
是
我
第
一
次
發
表
政
見
，
思
想
還
有
些
糊
塗
。
我
還
沒
有
放
棄 

我
對
康
有為
、
梁
啓
超
的
欽
佩
。
我並

不清

楚
他
們
之
間
的
差
別
。
所
以
我
在
文
章
裡
提
出
，
把
孫
中
山
從
日
本
請
回
來 

當
新
政
府
的
總
統
、
康
有為

當
國
務
總
理
、
梁
啓
超
當
外
交
部
長
！
」
5這
時
候
他
的
確
什麼

都
不懂
，既

不
明
白
康
有 

為

和
梁
啓
超
的
維
新
主
義
，
也
不
瞭
解
孫
逸
仙
的
革
命
思
想
。
他
只
因
欽
佩
英
雄
事
蹟
就
傾
心
這
些
人
物
。

選
擇
革
命
這
條
路
，
毛
澤
東
在
武
昌
起
義
之
前
就
剪
掉
他
的辮

子
。
這
是
一
種
叛
逆
行為
，
因為

大清

帝
國
每
個
臣 

民
都
必
須
留
長辮

子
，
以
示
效
忠
滿清
。
有
個
同
學
響
應
他
，
一
道
剪
去辮
子
。
但
是
，
其
他
-
些
相
約
剪辮
子
的
人卻
 

因
害怕
、
不
守
信
用
。
受
到
黎
元
洪
派
來
的
代
表
慷
慨
演
講
的
激
動
，
毛
澤
東
和
幾
位
朋
友
立即

決
定
輟
學
，
加
入
革
命 

軍
。
但
是
他
們
出
不
了
城
。
十
月
二
十
二
日
(星
期
天
)
駐
守
長
沙
不
遠
的
第
四
十
九
標
士
兵
譁
變
。
義
軍
得
到
第
五
十 

標
士
兵
的
支
持
，
進
入
省
城
，佔

領
所
有
戰
略
據
點
。
同
一
天
，
湖
南
軍
政
府
宣
告
成
立
，
極
端
分
子
焦
達
峰
和
陳
作
新 

被
推為

都
督
和
副
都
督
。
焦
、
陳
兩
人
都
和
黑
手
黨
式
的
秘
密
會
社
哥
老
會
有
密
切
關
聯
。
焦
、
陳
軍
政
府
沒
有撐

太

① 

譯
按
.•雅

禮
學
院
及
湘
雅
醫
院
。

② 

編
註
：
新
軍為
清
政
府
在
甲
午
戰
爭
後
所
編
新
式
陸
軍，
編
制
分鎮
、
協
、
標
、
營
、
隊
、
排
、
棚。

③ 

編
註
：
湯
化
龍
在
武
昌
起
義
時
是
湖
北
省
諮
議
局
議
長，
革
命
後
在
湖
北
省
軍
政
府
任
政
事
部
部
長
(原
書
誤
植為
省
長
)，
後
又
任
編
制
部
部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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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
。
九
天
之
後
的
十
月
三
十
一
日
，
第
五
十
標
士
兵
兵
變
，
焦
、
陳
被
殺
，
權
力
落
入
前
湖
南
省
諮
議
局
議
長
、
三
十
二 

歲
的
百
萬
富
翁
譚
延闓

領
導
的
溫
和
自
由
派
手
中
。

學
校
停
課
，
毛
澤
東
決
定
加
入
正
規
軍
，為

完
成
革
命
盡
力
。清

廷
與
掌
握
北
洋
軍
的
將
領
袁
世凯

談
判
，
試
圖
說 

服
他敉

平
叛
亂
。
可
是
，
袁
世
凱
要
求
全
部
權
力
、
按
兵
不
動
。
同
時
，
許
許
多
多
滿
洲
人
家
庭
生怕

受
到
報
復
，
逃
回 

他
們
東
北
老
家
。
十
一
月
二
日
，清

廷
任
命
袁
世
凱為

總
理
大
臣
，
而
毛
澤
東
的
偶
像
君
主
立
憲
派
梁
啓
超
出
任
法
部
副 

大
臣
。
新
任
總
理
大
臣
與
起
義
各
省
首
腦
，
以
及
同
盟
會
若
干
領
導
人
接
觸
，
但
是
由
於
各
省
都
督
和
革
命
黨
堅
持
推翻
 

滿清

帝
室
，
談
判並

無
結
果
，
同
時
袁
世
凱
亦
設
法
與
朝
廷
尋
求
妥
協
方
案
。
在
這
些
事
件
的
高
點
上
，
孫
逸
仙
終
於
在 

十
二
月
二
十
五
日
返
抵
中
國
。
這
位
同
盟
會
領
袖
不
想
和
袁
世凯

談
判
，
預
備
軍
事
對
決
。
十
二
月
二
十
九
日
，
起
義
各 

省
代
表
在
前
明
首
都
南
京
集
會
，
自
組
臨
時
國
會
，
推舉

孫
逸
仙為

臨
時
大
總
統
。
一
九
一
二
年
一
月
一
日
，
孫
逸
仙
宣 

誓
就
職
、並

宣
布
建
立
中
華
民
國
。

國
家
陷
入
分
裂
。
北
京
方
面
，
權
力
仍
握
在
皇
帝
和
袁
世
凱
手
中
。
南
京
方
面
，
由
孫
逸
仙
主
導
。
內
戰
似
乎
已
經 

不
可
避
免
。
十
八
歲
的
毛
澤
東
勇
敢
地
加
入
準
備
北
伐
作
戰
的
湘
軍
。

結
果
是
年
輕
的
新
兵
根
本
沒
機
會
參
與
軍
事
行
動
。
國
家
分
裂
之
下
，
軍
隊
開
始
迅
速
扮
演
更
重
要
的
角
色
，
孫
逸 

仙並

沒
有
一
支
職
業
軍
隊
，很

快
就
失
去真

正
的
力
量
。
臨
時
國
會
多
數
代
表
雖
推
選
孫
逸
仙為

臨
時
大
總
統
，
他
們
仍 

必
須
與
袁
世
凱
尋
求
妥
協
，
把
孫
逸
仙
當
作
與
這
位
北
洋
軍
大
統
領
博弈

的
一
張
王
牌
。
本
質
上
他
們
相
當
溫
和
，
想
要 

有
個
審慎

的
政
客為

總
統
，並

不
見
得
樂
見
衝
撞
傳
統
的
孫
逸
仙
擔
任
總
統
。
他
們
之
中
有
許
多
人
是
有
權
勢
的
寡
頭
， 

很
怕

推
行
孫
逸
仙
旨
在
建
立
國
家
控
管
經
濟
的
民
生
主
義
。
在
他
們
眼
裡
，
袁
世
凱
是
個
理
想
人
選
。
他
們
需
要
孫
逸
仙 

為

臨
時
大
總
統
，
只為

了
便
於
對舉

棋
不
定
的
袁
世
凱
施
加
壓
力
。
果
然
，
其
計
得售
。
袁
世凯

終
於
理
解
到
南
京
國
會 

大
多
數
代
表
只
把
孫
逸
仙
當
作
過
渡
人
物
，
他
把
逼
退
滿清

稚
齡
皇
帝
的
條
件
傳
達
給
朝
廷
。
一
九
一
二
年
二
月
十
二 

日
，
六
歲
的
宣
統
皇
帝
溥
儀
正
式
退
位
。
革
命
勝
利
了
！
二
月
十
三
日
，
孫
逸
仙
提
出
辭
呈
，
國
會
無
異
議
接
受
。
十
五 

日
，
國
會
代
表
又
一
致
無
異
議
地
推
選
袁
世
凱為

臨
時
大
總
統
。



5 7 第 三 章 「我 思 故 我 在 」

毛
澤
東
在
湘
軍
當
了
半
年
兵
之
後
，
決
定
回
到
書
本
子
上
，
以
完
成
正
式
學
業
。
他
申
請
退
役
，
立
刻
獲
准
，
對
軍 

隊
留
下
極
佳
印
象
。
這
輩
子
第
一
次
，
他
覺
得
心
滿
意
足
、
樣
樣
不
缺
。
他
的
軍
餉
每
月
七
銀
元
，
相
當
優
渥
(他
在
東 

山
高
小
註
冊
時
，繳

了
不
到
一
銀
元
供
作
五
個
月
的
學
雜
費
和
膳
宿
費
)。
他
有
許
多
空
閒
時
間
，
日
子
也
過
得
十
分
舒 

服
。
他
和
大
部
分
士
兵
不
一
樣
。
他
們
大
都
是
不
識
字
的
窮
光
蛋
，
參
軍
是
因為
填

不
飽肚

子
，
只
求
吃
一
口
飯
。
這
位 

驕
傲
的
學
生
自
視
甚
高
，瞧

不
起
這
些
人
。
他
日
後
向
史
諾
承
認
：
「我
每
月伙

食
用
去
兩
元
。
我
還
花
錢
買
水
。
士
兵 

用
水
必
須
到
城
外
去
挑
，
但
是
我
是I

個
學
生
，
不
屑
挑
水
，
只
好
向
挑
夫
買
水
。」
e

這
倒
是
自
命
勞
動
人
民
領
袖很

有
趣
的
告
白
。
列
寧
、
史
達
林
、
毛
澤
東
這
些
人
還真

是
同
樣一

副
德
性
。
他
們
號 

稱為

社
會
公
平鬥

爭
，卻

不
認為

他
們
和
別
人
一
樣
，
自
認為

高
人
一
等
。

毛
澤
東
現
在
處
於
十
字
路
口
。
他
有
心
向
學
，
但
是
對
自
己
將
來
究
竟
想
做
什麼

也
沒
有
明
確
主
見
。
他
開
始
從
報 

上
閱
讀
各
種
學
校
招
生
廣
告
。
一
則
警
察
學
校
的
廣
告
，
引
起
他
的
注
意
，
但
立即

又
改
變
心
意
，
預
備
進
入
一
所
製
造 

肥皂

的
學
校
。
接
下
來
，
受
到一
位
進
入
法
政
學
堂
的
朋
友
影
響
，
他
決
定
將
來
當
法
官
，
於
是
註
冊
登
記
要
報
名
法
政 

學
堂
。
然
後
，
他
又
報
名
一
所
商
業
中
學
，真

的
參
加
考
試
且
被
錄
取
。
可
是
有
一
天
又
看
到
一
所
公
立
高
級
商
業
學
校 

天
花
亂
墜
的
廣
告
。
毛
澤
東
年
輕
，
就
像
許
多
十
八
、
九
歲
的青

年
，
什麼

都
想
要
。
這
所
公
立
高
級
商
業
學
校
要
求
學 

生
精嫻

英
文
，
但
毛
澤
東
實
在
缺
乏
語
文
天
分
。
他
在
高
級
商
業
學
校
只
念
了 
一
個
月
，
於

I

九

I

二
年
春
天
輟
學
，
轉 

入
湖
南
省
立
高
中
，
不
久
學
校
改
名為

湖
南
省
立
第
一
中
學
。

他
在
省
立
第
一
中
學
也
沒
有
待
太
久
。
他
後
來
說
：
「我
不
喜
歡
第
一
中
學
。它

的
課
程
有
限
，
校
規
也
使
人
反 

感
。」
？他
對
老
師
和
學
校
都
失
望
，
遂
得
出
結
論
，
還
不
如
自
學
更
好
。
他
退
學
，
訂
了 
一
個
自
修
計
劃
，
連
續
半
年 

每
天
到
湖
南
省
立
圖
書
館
去
看
書
。
這
段
期
間
他
讀
了
許
多
書
，
學
習
了
世
界
地
理
、
世
界
歷
史
和
西
洋
哲
學
。
現
在
他 

迷
上
的
自
由
主
義
，
從
歐
、
美
和
資
本
主
義一

起
傳
入
中
國
。
他
所
念
過
的
學
校
都
沒
有教

有
關
外
國
的
東
西
。
十
九
歲 

的
他
第
一
次
看
到
一
幅
世
界
地
圖
，
懷
著很

大
的
興
趣研

究
了 
一
番
。
他
開
始
鑽研

當
代
西
方
民
主
的
基
本
著
作
，
如
亞 

當
•斯
密(A

dam

 sm
ith)

的
《原
富
》
(又
名
《國
富
論
》，

rs=
e
彦

o
/w
&o'
s
s)、查

爾
斯
.
達
爾
文(Char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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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w
in)

的
《物
種
起
源

》
(oa
s.
TO
o
.3.
gs-
o/5;7ecc5-
5
)
和
子
姐
德
斯
鳩
的
《法
意
》
(os
ŝ
e.
sJPZ3:
YO/t>
a_
)以
及
約 

翰
.
彌
爾(John Stuart M

ill)

和
赫
伯
特
•史
賓
塞(H

ebs spencer)

的
著
作
。
他
在圚

書
館
認真
研

讀
俄
、
美
、 

英
、
法
等
國
歷
史
地
理
的
同
時
，
也
閱
讀
詩
歌
、
小
說
和
古
希
臘
神
話
故
事
。

這
時
候
他
父
親
不
肯
供
養
他
。
毛
貽
昌很

不
高
興
兒
子
在
城
裡
頭
鬼
混
、
也
不找

工
作
，
而
且
幾
乎
每
個
月
換
一
所 

學
校
，
還
頻
頻
向
家
裡
要
錢
。
每
次
毛
澤
東
要
換
學
校
，
就
寫
信
向
他瞧

不
起
的
父
親
討
錢
，
一
銀
元
就
可
註
冊
。
住
在 

長
沙並

不
便
宜
。
毛
澤
東為

什麼

寧
可
「靠
爸
」
而
不找

工
作呢

？
長
沙
這
樣
的
大
城
市
有
許
多
就
業
機
會
，即
使
許
多 

工
作
性
質
卑
賤
。
省
城
裡
，
常
有
新
樓
房
要
興
建
、
新
街
道
要
拓
建
，
商
業
也很

興
盛
。
由
於
黑
手
黨
式
的幫

會
控
制
著 

勞
動
市
場
，
他
或
許找

不
到
苦
力
(如
搬
運
工
或
碼
頭
工
人
)
的
工
作
，
但
是
他
可
以
試
著
當
私
塾
老
師
或
廣
告
文
案 

員
。
可
是
毛
澤
東
根
本
不
考
慮
這
種
可
能
性
。
身為

學
生
、
未
來
的
紳
士
階
級
、
知
識
分
子
，
他
覺
得
自
己
屬
於
高
於
這 

些
士
兵
、
農
民
和
苦
力
的
階
級
。
當
然
，
毛
澤
東
不
是
唯
一
自
命
高
人
一
等
的
人
。
他
的
傲
慢
其
來
有
自
。
不
僅
毛
澤 

東
，
其
他
出
身
平
民
家
庭
、
只
具
初
級教

育
背
景
的
中
國
年
輕
知
識
分
子
，
也
覺
得
在
幾
乎
人
人
都
不
識
之
無
的
社
會
， 

自
己
非
常
了
不
起
。
三
十
年
後
，
毛
澤
東
本
人
在
黨
校
向
同
志
公
開
演
講
，
提
到
長
沙
生
活
這
段
往
事
，
他
承
認
：

我
是
個
學
生
出
身
的
人，
在
學
校
養
成
了
一
種
學
生
習
慣，
在
一
大
群
肩
不
能
挑
手
不
能
提
的
學
生
面
前
做
一
點
勞 

動
的
事，
比
如
自
己
挑
行
李吧
，
也
覺
得
不
像
樣
子。
那
時
，
我
覺
得
世
界
上
乾
淨
的
人
只
有
知
識
分
子，
工
人
農 

民
總
是
比
較髒
的。
知
識
分
子
的
衣
服，
別
人
的
我
可
以
穿，
以為
是
乾
淨
的

■，
工
人
農
民
的
衣
服，
我
就
不
願
意 

穿
，
以為
是髒
的
。

8

毛
澤
東
在
街
頭
晃
蕩
，
經
常
遇
見
苦
力
、
營
建
工
人
、
碼
頭
工
人
、
流
動攤

販
及
形
形
色
色
不
幸
的
人
。
無
數
的
乞 

丐

向
過
路
人
乞
討
施
捨
。
革
命
沒
給
這
些
人
帶
來
任
何
改
變
。
工
人
從
天
亮
忙
到
天
黑
，
直
到
累
死
。
從清

晨
到
黑
夜
， 

街
上
滿
是
短褲

及
膝
、
衣
衫
襤
褸
的
搬
運
工
。
有
人
用
扁
擔
挑
貨
；
有
人
推
兩
側綁

了
木
板
的
推
車
。
這
些
推
車
是
城
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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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主
要
的
交
通
工
具
。
苦
力
站
在
推
車
後
頭
，
頸
子
套
一
厚墊
，
雙
手抓

緊
長
竹
竿
。
乘
客
坐
在
兩
側
木
板
上
，
苦
力
使 

盡
全
身
力
氣
推
著
小
車
前
進
。
搬
運
工
和
推
車
工
因為

做
粗
重
活
，
滿臉

樵
悴
。
這
些
人
偶
爾
才
能
稍
微
休
息
，
喝
口 

茶
、
吃
一
小
碗
飯
或
抽
一
根
煙
。

可
是
毛
澤
東
對
勞
動
階
級
的
苦
難並

未
感
到
同
情
。
他
更
關
心
中
國
國
家
復
興
的
重
大
問
題
。
不
過
，
沒
錢
的
生
活 

並

不
利
於
哲
學
思
考
。
他
那
頑
固
的
父
親
要
求
，
兒
子
安
定
下
來
才
肯
贊
助
金
錢
。
毛
澤
東
終
於
決
定
要
當
個
老
師
。
一 

九
一
三
年
春
天
，
他
成為

新
成
立
的
湖
南
省
立
第
四
師
範
學
校
學
生
。

他
在
東
山
高
小
的
好
友
蕭
三
已
經
在
第
四
師
範
學
校
念
書
，
說
服
他
也
入
學
。
,1
追
是
一
所
免
收
學
費
的教

育
機 

構
，
學
生
約
兩
百
人
。
一
年
之
後
的
一
九
一
四
年
三
月
，
省
政
府
決
定
把它
併

入
辦
學
更
好
、
學
生
一
千
多
人
的
省
立
第 

一
師
範
學
校
。
毛
澤
東
和
其
他
同
學
自
動
成為

第
一
師
範
學
校
的
學
生
。
第
一
師
範
學
校
在
長
沙
相
當
有
名
，
創
立
於清
 

季
末
年
的
一
九
◦
三
年
。它

的
建
築
物
是
全
市
最
摩
登
，
由
於
採
歐
洲
建
築
風
格
，
長
沙
人
稱
之為

「西
洋
宮
殿
」
。
鐵 

路
穿
過
校
園
，
不
遠
之
處即

是
雄
偉
的
湘
江
，
盛
夏
季
節
學
生
們
喜
歡
到它

的
沙
岸
遊
玩
。

毛
澤
東很

快
就
與
好
友
蕭
三
的
哥
哥
蕭
子
昇
(又
名
蕭
瑜
)
結為

莫
逆
。
蕭
瑜
已
經
念
三
年
級
，
是
公
認
的
全
校
最 

優
秀
的
學
生
。
但
是
他
打
從
一
開
始
就很

尊
重
這
位
新
同
學
。
毛
澤
東
有很

長
一
段
時
間
和
他
非
常
親
近
，
直
到
一
九
二 

一
年
兩
人
才
因
蕭
瑜
反
對
組
建
中
國
共產

黨
而
分
道
揚鑣
。
一
九
五
九
年
，
流
寓
烏
拉
圭
的
蕭
瑜
以
《我
和
毛
澤
東
行
乞 

記
》
(

M§y
e-
?ig

§J7sere
5e
g(>q
a
2
)為

書
名
，
寫
下
他
對
毛
澤
東青

少
年
時
期
的
回
憶
。
W

蕭
瑜
描
述
他
對
這
位
新
生
的
初
步
印
象
：
「高
個
兒
、笨

手笨
腳
、
衣
著髒
」
的
韶
山佬
，
破
鞋亟

需
修
補
：

毛
澤
東並
不
若
有
些
人
說
的
相
貌
不
凡，
他
頭
髮
低
垂、
覆
蓋
前
額，
倒
像
古
代畫
師畫
的
惡
鬼
；
他
也
沒
什麼
顯 

著
的
特
徵
……

在
我
看
來，
他
一
直
都
是
相
當
平
凡
的
一
個
人。
他
的臉
滿
大
的，
但
眼
睛
不
大、
也
沒
有
炯
炯
有 

神
。
他
也
不
像
有
人
說
的
狡
猾、
精
明
。
他
鼻
子
平
坦，
典
型
的
中
國
人
形
狀。
他
雙
耳勻
稱

.，
嘴
，
相
當
小
•，
牙 

齒
相
當
潔
白、
平
整
。
一 
口
潔
白
好
牙
使
得
他
笑
起
來
相
當
討
喜，
因
此
沒
有
人
以為
他
不真
誠。
他
走
路
相
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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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
，
雙
腿
有
點
叉
開，
像
鴨
子
走
路。
他
起、
坐
動
作
相
當
慢，
講
話
也
慢，絕
不
是
天
生
的
演
說
家

。

U

大
多
數
師
範
學
校
不
以
貌
取
人
、
重
視
內
涵
，
大
家很

快
就
喜
歡
毛
澤
東
。
沒
錯
，
毛
澤
東
不
是很

用
功
的
學
生
。 

他
認為

他
有
權
只
讀
他
感
到
有
興
趣
且
拿
手
的
科
目
。
英
文
、
算
術
、
自
然
科
學
和
圖畫
，
他
可
沒
興
趣
。
作
文
被
認為
 

是
最
重
要
的
科
目
，
而
他
的
作
文
也
一
向
得
到
最
高
的
分
數
。
因
此
，
毛
澤
東
的
總
成
績
還
不
錯
。
他
沒
有
喪
失
閱
讀
的 

熱
情
。蕭

瑜
回
憶
說
：
「毛
澤
東
迷
上
閱
讀
中
、
西
哲
學
家
和
作
家
的
作
品
，
在
日
記
裡
做
摘
記
、
申
論
他
們
的
思
想
。
他 

下
筆
行
文
快
捷
，
彷
彿
筆
下
有
火
花
。
他
的
古
文
被
貼
在
牆
上
當
範
本
。
他
讀
書
速
度
比
別
人
快
上
兩
、
三
倍
。
他
在
圖 

書
館
裡
，
身
邊
總
是
一
堆
書
。
」
U

毛
澤
東
和
學
校
裡另

一
位
學
生
也
成為

親
密
朋
友
。
他
自
報
名
號
蔡
林
彬
。
本
名
蔡
林
和
仙
的
他
，
入
學
時
改
用 

「彬
」
字
，
這
一
點
倒
是
挺
合
乎
他
待
人
彬
彬
有
禮
的
性
格
。
蔡
林
彬
有
敏
銳
的
才
智
，
他
個
頭
和
毛
澤
東
一
樣
高
大
，

一
頭
濃
髮
，
眼
神
憂
鬱
。
書
本
是
他
的
最
愛
。
他
可
以
一
連
多
天
不
漱
洗
、
不
更
衣
、
不
刮鬍

子
，沉

浸
在
書
本
中
。
後 

來
，
以
蔡
和
森
之
名
，
成為

中
國
共產

主
義
運
動
主
要
籌
組
人
之
一
。
毫
無
疑
問
，
接
觸
、
交
好
像
蔡
和
森
這
樣
有
趣
的 

新
朋
友
，豐

富
了
毛
澤
東
的
生
命
。
蔡
和
森
在
兩
、
三
年
時
間
內
說
服
毛
澤
東
「工
人
問
題
」
的
重
要
性
，並
且
說
明為
 

何
需
要
組
建
共產

黨
。

在
省
立
第
一
師
範
學
校
對
毛
澤
東
最
有
影
響
的
是
四
位
老
師
。
第
一
師
範
以
師
資
陣
容
堅強

著
名
，
許
多教

員
曾
在 

國
外
留
學
，
精
通
英
文
、
法
文
和
日
文
。很

多
人
後
來
應
聘
到
北
京
大
學
、
北
京
師
範
大
學
等
中
國
一
流
的
學
府
任教
。 

其
中
一
位
老
師
袁
吉
六
(又
名
袁
仲
謙
)，
人
人
稱
他
袁
大鬍

子
。
他教

毛
澤
東
如
何
寫
出
好
文
章
。
其
他
老
師
如
徐
特 

立
和
方
維
夏
，
是
曾
經
參
加
辛
亥
革
命
的
同
盟
會
會
員
。
他
們
灌
輸
毛
澤
東
共
和
思
想
、強

化
他
的
愛
國
意
識
。
毛
澤
東 

對
徐
特
立
極
其
敬
愛
，
向
他磕

拜
。
在
爭
取
立
憲
的
奮鬥

中
，
徐
特
立
曾
經
切
下
手
指
以
示真

誠
和
決
心
，
以
鮮
血
向 

「國
會
請
願
同
志
會
」
寫
下
陳
情
書
，
懇
請
他
們
力
諫清

廷舉

行
國
會
選舉
。
徐
特
立
和
方
維
夏
後
來
都
成為

中
國
共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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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
重
要
人
物
。
B

但
是
毛
澤
東
學
生
生
活
中
最
大
的
影
響
是
結
識
楊
昌
濟教

授
，
一
位
年
紀
剛
過
四
旬
的
高尚

紳
士
。
他
讓
學
生
折
服 

的
是
精嫻

中
、
西
哲
學
和
倫
理
學
。
一
八
九
八
年
，
他
曾
經
參
與
變
法
維
新
運
動
，
認
識
許
多
中
國
著
名
的教

育
家
。
楊 

昌
濟
於
一
九
〇
三
年
出
國
，
在
國
外
住
了很

多
年
，
先
後
在
日
本
、
蘇
格
蘭
和
德
國
留
學
。
他
在
一
九
一
三
年
回
到
長 

沙
，
都
督
譚
延
闇
立
刻
邀
請
他
擔
任教

育
廳
長
。
M但
是
他
婉
拒
，
寧
在
湖
南
省
立
第
一
師
範
擔
任教

員
、
不
就
政
府
高 

級
官
職
。
他
也
在
第
四
師
範教

課
，
毛
澤
東
就
是
一
九
一
三
年
秋
天
在
這
裡
結
識
他
。
師
生
情
誼
七
年
，
直
到
楊
昌
濟
於 

一
九
二
〇
年
一
月
中
旬
去
世
。

他
們
彼
此
互
敬
互
愛
。
毛
澤
東
日
後
對
史
諾
如
此
描
述
楊
昌
濟
：
「給
我
印
象
最
深
的教

員
是
楊
昌
濟
，
他
是
從
英 

國
回
來
的
留
學
生
…
…他教

授
倫
理
學
，
是
一
個
唯
心
主
義
者
、
一
個
道
德
高尚

的
人
。
他
對
自
己
的
倫
理
學
有強

烈
信 

仰
，
努
力
鼓
勵
學
生
立
志
做
有
益
於
社
會
的
正
大
光
明
的
人
。」
U而
楊
昌
濟
對
他
的
愛
徒
也
有
以
下
的
評
語
：

毛
生
澤
東，
言
其
所
居
之
地為
湘
潭
與
湘鄉
連
界
之
地

.

.

.

.
其
地
在
高
山
之
中，
聚
族
而
居。
人
多
務
農，
易
於
致

富
，
富
則
往
湘鄉
買
田
.
.
.
.
渠
之
父
先
亦
務
農，
現
業
轉
販，
其
弟
亦
務
農，
其
外
家為
湘鄉
人，
亦
農
家
也，
而

資
質
俊
秀
若
此，
殊為
難
得
.
.
.
.
農
家
多
出
異
材
.
.
.
.
..
M

楊
昌
濟教

授
在
學
校
，
因為
教

的
課
、
也
因為

他
的
學
識
，
人
人
稱
他
「孔
夫
子
」
。
除
了
倫
理
學
，
他
還教

邏 

輯
、
哲
學
和教

育
學
。
〃
他
堅
信
西
方
自
由
主
義
，
認為
它

類
似
明
朝
著
名
大
儒
王
陽
明
(
一
四
七
二
至
一
五
二
九
年
) 

及另

一
位
大
儒
王
船
山
(
一
六
一
九
至
一
六
九
二
年
)
的
思
想
——
中
國
思
想
家
像
他
們
兩
位
認為

個
人
最
重
要
的
，並
 

不
多
。
W

楊
昌
濟
的
學
生很

渴
望
聽
他
講
課
、
和
他
討
論
。
他
們
甚
至
星
期
天
也
到
老
師
府
上
聚
會
。
其
中
最
熱
切
的
有
毛
澤 

東
、
蕭
瑜
兄
弟
和
蔡
和
森
。
自
由
主
義
和
個
人
主
義
的
思
想
肯
定
替
楊
昌
濟
的
學
生
開
路
，
走
向
中
國
社
會
需
要
有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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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
民
主
的
重
建
。
可
是
在
討
論
王
陽
明
和
西
方
哲
學
家
的
思
想
時，
楊
昌
濟教
授
專
注
的
不
是
普
世
自
由
的
抽
象
觀 

念
，
而
是
以
全
然
功
利
的
態
度
討
論
「英
雄
與
群眾
」
架
構
中
的
個
人
主
義。
他
主
張
，
中
國
需
要
的
是強
大
的
人
物， 

他
要
求
學
生
要
苟
日
新、
又
日
新
。
他
告
訴
他
們
說
：
「你
們
花
太
多
時
間
自
我
否
決、
太
少
時
間
切
實
培
養
。」
D楊 

昌
濟
認為
強
人
有
權
將
自
己
超
越
在
群眾
的
道
德
之
上。
從
毛
澤
東
這
位
老
師
的
觀
點
看，
倫
理
應
該
朝
向
一
個
目
標
： 

個
人
的
自
我
實
現。

受
到
老
師
的
影
響，
毛
澤
東
讀
十
九
世
紀
德
國
哲
學
家腓
德
烈
克
•泡
爾
生(Friedrich Paulsen)

的
《倫
理
學
原 

理
》
(又
名
《倫
理
學
體
系
》，^5

/es 
Jer
&sr
l
)
的
中
本
④
。
泡
爾
生
主
張，
一
個
人
完
全
專
注
在
成
就
仔
細
界
定
的 

目
標
之
活
動，
是
最
高
、
最絕
對
的
價值
。
這
個
理
論
使
得
毛
澤
東
深
信，
偉
人
不
可
動
搖
的
意
志
勝
過
其
他
一
切
倫
理 

原
則
。
這
種
意
識
型
態
以
我
們
常
見
的
一
句
話
「為
達
目
的
可
不
擇
手
段
」
表
述
出
來
，
精
確
地
反
映
出
毛
澤
東
這
個
夢 

想
光
榮
的
頑
固鄉
民
的
傾
向。
他
在
他
的
那
本
《倫
理
學
原
理
》
書
上
寫
下
許
多
批
語，
總
字
數
超
過
一
萬
兩
千
字。
以 

下
試舉
少
數
例
證
：

目
的
無
關
乎
知
識，
只
和
感
覺
和
意
志
有
關
.
.
.
.
道
德
不
能
規
定.，
只
能
描
述
.
.
.
.
.以
廣
義
言
之，
人
類
無
普
通
之

道
德
……

道
德
隨
時
代
而
異，
然
而它
還
是
道
德
……

道
德
隨
不
同
的
社
會
、不
同
的
人
而
異
.
.
.
.
蓋
人
有
我
性，

我
固
萬
事
萬
念
之
中
心
也
.
.
.
.
利
他
由
我
而
起
點
也，
利
他
與
我
有
關
係
也
。謂
毫
無
己
意
純
以
利
他為
心
不
可

也
，
世
無
從
他
而
起
點
者
也，
世
無絕
然
與
我
無
關
而
我
貿
然
利
之
者
也
……

泡
氏
亦
以
個
人
主
義為
基
礎，
此
個

人
主
義
乃為
精
神
的，
可
謂
之
精
神
之
個
人
主
義
.
.
.
.
若
盲
目
之
道
德，
固
毫
無
價值
也
.
.
.
.
.吾
於
倫
理
學
上
有
二

主
張
。一
曰
主
人
主
義
。一
切
之
生
活
動
作
所
以
成
全
個
人，
一
切
之
道
德
所
以
成
全
個
人，
表
同
情
於
他
人，為

他
人
謀
幸
福，
非
以為
人，
乃
以為
己
.
.
.
.
我
疑
惑
自
然
衝
動
未
必
非真
，
義
務
感
情
，
未
必
非偽
……

吾
則
以

為
，
吾
人
惟
有
對
於
自
己
之
義
務，
無
對
於
他
人
之
義
務
也
。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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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以
上
種
種，
只
能
得
出
一
個
結
論，
而
毛
澤
東
果真
是
如
此
說
：
「有
人
說
我
們
必
須
相
信
道
德
律
來
自
天
意， 

唯
有
如
此
，它
才
能
被
執
行、
不
受
鄙
視
。
這
是
奴隸
心
態。為
什麼
你
該
聽
從
天、
而
不
聽
從
自
己
？你
就
是
天
。
除 

了你
自
己
之
外，
還
有
天嗎
？
」
？̂強
人
不
受
道
德
原
則
拘
束，
只
求
達
成
偉
大
目
標。
那
就
是
意
志
和
無
限
制
權
力
的 

專
斷
。
對
自
由
主
義
有
這
樣
的
詮
釋，
還真
新
鮮
。
不
是
人
人
享
有
自
由，
而
是
人
人
自
行
其
是，
自
有
一
套
原
則
。

有
如
笛卡
爾(D

escartes)

的
說
法
「我
思
故
我
在
」，
毛
澤
東強
調
的
是
「我
」。
他
離
「階
級
道
德
」
和
「階
級 

鬥
爭
」
只
差
一
步
。
他
已
經
自
認
相
當
偉
大。
因
此
他
寫
說
：

真
正
的
偉
人
開
發
自
然
賦
與
他
的
本
性
……
這
是
他
偉
大
的
原
因
.
.
.
.
英
雄
的
偉
大
行
動
是
他
自
己
的
行
動，
是
他

動
力
的
表
達，
崇
高
、純
潔
，
不靠
前
例
。他
的
力
量
就
像
起
自
深
谷
的強
風
、就
像
戀
人
無
可
壓
抑
的
性
欲，
這

股
力
量
停
不
下
來
、也
不
能
被
停
止
。一
切
障礙
在
他
之
前
瓦
解
。
22

毛
澤
東
毫
不
懷
疑，
群眾
必
須
盲
目
追
隨
偉
人
的
方
向。
他
認為
凡
人、
尤
其
是
中
國
人，
都
愚
蠢
無
知
。
一九一 

二
年
六
月
-
毛
澤
東
寫
了
一
篇
短
文，
輕
蔑
地
指
中
國
人
民
「無
知
」，
不
能
正
確
地
判
斷
毛
澤
東
所
認為
的
商鞅
進
步 

的
變
法
政
策
。
商鞅
是
西
元
前
四
世
紀
秦
王
的
大
臣，
也
是
法
家
思
想
開
創
者
。
毛
澤
東
說
：
「商鞅
之
法
良
法
也
…
… 

民
何
憚
而
不
信
？……

吾
於
是
知
吾
國
國
民
之
愚
也。」
23
毛
澤
東
可
不
介
意
商鞅
實
際
上
是
古
代
中
國
最
血
腥
的
大
臣 

之
一
，
建
立
了
殘
暴
的
專
制
政
權。
毛
澤
東
重
視
的
是，
商鞅
自
己
躍
升
在
群眾
之
上、
能夠
獲
致
權
力，
而
他
的
劇
烈 

改
革
增強
了
秦
國
國
勢。

這
時
候
毛
澤
東
也
注
重
體
格，
精
神
方
面
力
求
精
進
。
他
和
同
學
是強
烈
的
民
族
主
義
者，
一
心
一
意
想
要
救
國， 

嚮
往鬥
爭
和
英
雄
般
的
自
我
犧
牲。
在
不
正
常
的
自
負
心
理
下，
他
們
相
信
意
志
和
理
性
有
不
限
量
的
最
高
優
先。
他
們

④
譯
按
：
蔡
元
培
所
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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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認
天
的
存
在，
深
信
他
們
有
權
利為
所
欲為
。
他
和
朋
友
們為
日
後
的
戰鬥
要
做
好
準
備。

毛
澤
東
告
訴
史
諾
說
：

我
們
也
熱
心
於
體
育锻
鍊
。在
寒
假
當
中，
我
們
徒
步
穿
野
越
林
、爬
山
繞
城
、渡
江
過
河
。遇
見
下
雨，
我
們
就 

脫
掉襯
衣
讓
雨
淋，
說
這
是
雨
浴
。烈
日
當
空，
我
們
也
脫
掉襯
衣，
說
是
日
光
浴
。春
風
吹
來
的
時
候，
我
們
高 

聲
叫嚷
，
說
這
是
叫
作
「風
浴」
的
體
育
新
項
目
。在
已
經
下
霜
的
日
子，
我
們
就
露
天
睡
覺，
甚
至
到
十
一
月 

份
，
我
們
還
在
寒
冷
的
河
水
裡
游
泳
。這
一
切
都
是
在
「體
格锻
鍊」
的
名
義
下
進
行
的
。24

毛
澤
東
發
表
的
第
一
篇
文
章
題
目為
〈體
育
之研
究
〉，
也
就
不
足為
奇。它
在
一
九
一
七
年
四
月
發
表
於
上
海
知 

名
刊
物
《新青
年
》
上
，
作
者
筆
名
「二
十
八畫
生
」，
引
自
書
寫
他
名
字
毛
澤
東
三
字
要
二
十
八畫
。
楊
昌
濟
替
他
投 

稿
。
25

毛
澤
東
說
：
「國
力荼
弱
，
武
風
不
振
，
民
族
之
體
質
，
日
趨
輕
細
。
此
甚
可
憂
之
現
象
也
…

…

體
不
堅
實
，
則 

見
兵
而
畏
之，
何
有
於
命
中，
何
有
於
致
遠
？
」
26

毛
澤
東
提
供
給
讀
者
他
本
人
設
計
的
一
套
體
格锻
鍊
的
方
案。
他
相 

信
體
育
不
僅
讓
國
家
健
康，
也
可
培
養
人
民
的
意
志
。
他強
調
：
「意
志
是
一
個
人
事
業
的
前
提。」
27

一
九
一
八
年
初 

讀
了
泡
爾
生
的
書
之
後，
受
到
這
本
書
的啟
發，
毛
澤
東
寫
了
一
篇
題為
〈心
之
力
〉
的
文
章
。
不
幸
的
是
，
這
篇
文
章 

沒
有
留
存
下
來
。
不
過
我
們
知
道
楊
昌
濟
老
師很
欣
賞它
。
28

毛
澤
東
希
望
成為

一
位強
大、
可
恣
意
作為
、
有
貢
獻
的
英
雄
，
但
不
受
任
何
道
德
枷
鎖
拘
束，
這
是
可
以
理
解 

的
。
偉
人
的
榜
樣
使
他
頭
腦
輪
轉。
但
這
還
不
足
以
解
釋
他
的
信
念。
他
那
一
代
的
知
識
分
子
認為
他
們
國
家
地
位
淪
喪 

是
一
大
悲
劇
。
不
只
是
毛
澤
東，
他
的
許
多儕
輩
也
夢
想
自
己
是
巨
人，
能
粉
碎
凌
虐
中
國
的
貪婪
的
列強
和
地
方
豪 

強
。
他
們
渴
望
擊
潰
傲
慢
的
英
國
人、
美
國
人
，
終
止
貪
官汙
吏、
軍
閥
和
寡
頭
的
專
斷
統
治，
以
便
提
供
人
民
更
好
的 

生
活
。在

愛
國
熱忱
驅
使
下，
加
上
希
望
更
瞭
解
人
民
的
生
活，
毛
澤
東
和
他
的
好
友
蕭
瑜
於
一
九
一
七
年
夏
天
在
湖
南
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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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
旅
行
。
他
們
沿
著
塵
土
飛
揚
的鄉
間
道
路
漫
遊
五
百
多
公
里，
會
見
農
民
、
地
方
官
員、
仕
紳
和
商
人
。
毛
澤
東
穿
一 

襲
淺
色
舊
長
袍
、
帶
一
把
雨
傘
和
一
個
小
包袱
，
包袱
裡
只
有
幾
件
換
洗
內
衣褲
、
一
條
毛
巾、
筆
記
本
、
毛
筆
和
墨 

水
。
後
頭
這
幾
項
是
不
可
缺
的
玩
意
兒，
學
生
沿
路
可
應
地
方
人
士
之
請
寫
店
招、
布
告
和
詩
句賺
幾
文
錢。
這
時
候
， 

毛
澤
東
對
工
作
的
態
度
變
了。
一
路
上
農
民
給
他
們
吃
的、
給
他
們
地
方
睡
覺，
他
和
蕭
瑜
受
到
款
待
和
歡
迎。
親
近
觀 

察
農
村
人
民
無
趣
的
生
活，
毛
澤
東
可
能
回
想
起
自
己
艱
苦
的
童
年
生
涯。
過
去
所
有
的
英
雄
豪
傑
中，
他
現
在
最
想
效 

法
的
是
劉
邦
——

這
個
農
民
之
子
組
織
窮
人、
起
來
造
反
，
創
建
了
漢
朝
。
多
年
之
後，
蕭
瑜
回
想
起
他
和
毛
澤
東
在
湖 

南
一
路
漫
遊
時
討
論
到
劉
邦。

「劉
邦
是
歷
史
上
第
一
個
平
民
做
皇
帝
的
。」他
一
邊
思
索
一
邊
說
：
「我
認為
他
應
稱
得
上
一
個
大
英
雄
！」

「他
是
一
個
壞
人
。他
太
自
私
了 
；
就
他
作為
皇
帝
來
說，
他
也
太
自
我
中
心
化
了
。」我
解
釋
道
：
「這
就
是為
什

麼
我
說
他
是
壞
人
的
原
因
。他
只
不
過
是
一
個
懷
有
政
治
野
心
而
成
功
的
人
罷
了
.
.
.
.
他
推翻
了
暴
政，
然
而
他
自

己卻
製
造
出另
一
個
暴
政
.
.
.
.你
記
得
他
的很
多
朋
友
和
將
軍為
他
出
生
入
死，
在
他
成
功
之
後，
這
些
人
也
都
成

了
有
名
的
領
袖
人
物，
但
他卻
又
害怕
這
些
人
會篡
奪
他
的
天
下
；
於
是
，
他
就
把
他
們
統
統
殺
掉
.
.
.
.」

「可
是，
假
定
他
不
殺
他
們
的
話，
他
的
江
山
就
不
會
穩
固，
而
他
本
人
的
皇
位
也
多
半
不
會
長
久
。」毛
澤
東
道
。

蕭
瑜
驚
訝
地
問
：
「那麼
一
個
人為
了
在
政
治
上
的
成
功，
就
必
須
殺
害
他
的
朋
友嗎
？
」
但
是
毛
澤
東
不
想
多
談。
蕭 

瑜
的
結
論
是
：
「我
們
兩
個
人
都
明
白，
在
他
的
野
心
中，
他
是
以
劉
邦
自
況
的
。
」
29

回
到
學
校
後，
毛
澤
東
又沉
浸
到
社
會
科
學
當
中。
他
繼
續
非
常
細
心
地
閱
讀
報
紙
和
雜
誌，
尤
其
是
《新青
年
》 

以
及
孫
逸
仙
的
《民
報
》。

中
國
的
局
勢
愈
來
愈
緊
張。
一
九
一
六
年
六
月
六
日，
袁
世
凱
死
了
。
這
位
軍
人
從
政
的
大
總
統
試
圖
以
舊
方
法
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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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
中
國
，
依
賴
效
忠
於
他
的
北
洋
軍。
他
不
瞭
解
新
穎
的
民
主
思
想。
他
被
推舉
為
中
華
民
國
臨
時
大
總
統
之
後
不
久， 

就
開
始
公
然
推
行
獨
裁
體
制。
不
僅
孫
逸
仙
的
革
命
黨
人
反
對
他，
不
希
望
解
散
軍
隊、
向
他
輸
誠
的
地
方
軍
事
寡
頭
也 

反
對
他
。
一
九
一
二
至
一
三
年
的
冬
天，
孫
逸
仙
的
同
盟
會
已
改
組為
國
民
黨，
在
國
會
選舉
中
大
勝。
袁
世
凱
覺
得
備 

受
威
脅
。
袁
世
凱
取
得
西
方
列強
支
持，
願
意
給
予
他
兩
千
五
百
萬
英鎊
(約
一
億
美
元
)
的
巨
額
貸
款，
他
開
始
準
備 

打
內
戰
。
三
月
間
，
他
下
令
暗
殺
國
民
黨
在
議
會
的
領
袖
宋教
仁。
北
洋
軍
開
始
部
署
到
華
中
戰
略
要
地。
號
稱
「二
次 

革
命
」
的
討
袁
革
命
在
華
東
的
江
西
省
爆
開，
國
民
黨
員
在
其
中
扮
演
積
極
的
角
色。另
有
幾
個
省
響
應
討
袁，
不
過
效 

忠
總
統
的
部
隊
擊
敗
了
他
們。
一
九
一
三
年
十
一
月，
袁
世
凱
取
締
國
民
黨、
解
散
國
會、
停
止
臨
時
約
法
(憲
法
)。 

孫
逸
仙
再
度
被
迫
亡
命
日
本。
新
憲
法
實
際
上
把
所
有
權
力
集
中
在
總
統
之
手.，
一
九
一
四
年
十
二
月
復
會
的
國
會
屈
從 

於
袁
世
凱
的
意
志，
宣
布
他為
大
總
統。

然
而
，
到
了
一
九
一
五
年，
由
於
向
日
本
愈
來
愈
有
侵
略
性
的
對
華
政
策
屈
服，
袁
世
凱
的
權
威
大
損。
第
一
次
世 

界
大
戰
開
始
後
不
久，
日
本
以
協
約
國
成
員
身
分佔
領
德
國
在
中
國
的
殖
民
地，即
青
島
和
山
東
南
海
岸
的
膠
州
灣
地 

區
。
同
時
，
日
本
人
亦搶
走
德
國
人
興
建
的
膠
濟
鐵
路
(由青
島
通
往
山
東
省
會
濟
南
)，
以
及
屬
於
德
國
人
的礦
場
。

一
九
一
五
年
一
月
二
十
八
日，
日
本
向
袁
世
凱
提
出
所
謂
二
十
一
條
的
「哀
的
美
敦
書
」
⑤
•，接
受
了它
，
中
國即
淪為
 

日
本
殖
民
地
。
這
個
厚
顔
無
恥
的
要
求
消
息
傳
出
後，
中
國
知
識
分
子
大為
憤
慨。
五
月
七
日，
袁
世
凱
因怕
日
本
可
能 

出
兵
，
接
受
了
大
部
分
條
件，
可
是
平
常
都
卑
躬
屈
節
的
國
會
現
在
也
不
肯
批
准
協
定。
袁
世
凱
在
一
九
一
五
年
五
月
二 

十
五
日
逕
自
在
上
頭
蓋
章
了。
反
日
運
動
迅即
在
中
國
展
開。
年
輕
人
尤
其
義
憤填
膺。
毛
澤
東
以
一
首
四
言
詩
表
達
他 

的
感
受
：
「五
月
七
日，
民
國
奇
恥
。
何
以
報
仇
？
在
我
學
子
！

」

30

一
九
一
五
年
十
二
月
底，
袁
世
凱
接
受
美
國
顧
問
顧
德
諾(Frank G

oodnow
)

的
建
議
，
宣
布
恢
復
帝
制，
自
立 

為

皇
帝
。
這
項
行
動
更
進
一
步
激
怒
輿
論。
西
南
的
雲
南、
貴
州
、
廣
西
三
省
宣
布
獨
立。
內
戰
一
觸即
發。
這
個
節
骨 

眼
上
袁
世
凱
突
然
因
尿
毒
症
死
亡，
得
年
五
十
六
歲
。
曾
經
參
與
一
九
一
一
年
武
昌
起
義
的
黎
元
洪
繼
任為
總
統。

凡
此
種
種
事
件
都
影
響
到
毛
澤
東
故鄉
湖
南
的
社
會、
政
治
狀
況
。
都
督
譚
延
闇
於
一
九
一
二
年
加
入
國
民
黨，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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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身為
全
國
最
有
人
氣
的
政
黨
一
員，
可
以強
化
他
的
地
位。
一
九
一
三
年
他
支
持
「二
次
革
命
」，
宣
布
湖
南
獨
立， 

但
是
這
次
他
誤
判
情
勢。
袁
世
飢
派
兵佔
領
長
沙，
解
除
譚
延闓
一
切
職
務。
他
僅
以
身
免，
逃
出
湖
南
。
袁
世
凱
調
保 

守
派
將
領
湯鄹
銘
入
主
長
沙
。
湯
薇
銘
在
湖
南
建
立
恐
怖
統
治，
試
圖剷
除
孱
弱
的
民
主
根
基。
他
禁
止
一
切
政
治
活 

動
，
連
學
生
在
校
園
集
會
也
不
准。
H湯蕕
銘
主
政
三
年，
人
稱
「湯
屠
夫
」，
期
間
有
五
千
至
一
萬
人
因
政
治
因
素
遭 

處
決
。
黎
元
洪
在
北
京
接
任
總
統
後，
湖
南
的
恐
怖
統
治
才
暫
告
停
止。
一
九
一
六
年
六
月，
湯鄹
銘
化
裝為
農
民，
逃 

到
上
海
。
32

譚
延闓
一
度
重
主
湘
政，
但
一
年
後即
被
傅
良
佐
督
軍
取
代。
不
久
，
張
敬
堯
督
軍
來
到
長
沙，
又
實
施
恐 

怖
統
治
，
湖
南
人
背
後
稱
張
敬
堯為

「張
毒
」
。
M

袁
世
凱
去
世
之
後，
中
央
權
力
崩
潰
。
湖
南
和
全
中
國
一
樣
陷
入
混
亂。
無
數
的
軍
閥，
其
部
隊
蒙
養
一
些
流
散
農 

民
及
失
業
工
人，
不
時掀
起鬩
牆
之
爭。
西
方
列強
志
在
賣
給
中
國
武
器，
爭
取
更
多
經
濟
特
權，
也
鼓
勵
這
種
發
展。

+總
而
言
之
，
毛
澤
東
有
充
分
理
由
關
心
國
家
命
運。
毛
澤
東
反
覆
思
索
古
代
的
偉
大
統
治
者，
發
現
由
於
他
們
的
精 

力
和
意
志
，
中
國
才
能懾
服
四鄰
，贏
得
中
國
盛
名
。
毛
澤
東
因
而
相
信
唯
有
力
量
才
能
得
到
尊
敬，
唯
有霸
王
才
能
統 

一、
重
振
中
華
。
令
人
驚
訝
的
是
，
毛
澤
東
不
僅
尊
敬
漢
高
祖
劉
邦，
還
欽
佩
人
人
痛
恨
的
湖
南
暴
君
湯鄹
銘。
湯蕕
銘 

垮

台
後
，
毛
澤
東
寫
信
給
好
友
蕭
瑜
說
••

湖
南
問
題，
弟
(即
毛
澤
東
)

向
持
湯
督
(即
湯鄉
銘
)
不
可
去
.
.
.
.
湯
在
此
三
年，
以
嚴
刑
峻
法為
治
.
.
.
.
.秩
序

整
肅
，
幾
複
承
平
之
舊
.
.
.
.
其
殺
人
萬
數
千
也，
亦
政
策
之
不
得
已
耳
。..
.
.
.護
國
之
目
的，
不
如
此
不
足
以
達

之
，
以
此為
罪，
非
知
大
計
者
也
。
34

毛
澤
東
後
來
說
：
「這
…
…並
不
意
味
著
所
有
的
殺
人
都
不
好
…
…
我
們
稱為
邪
惡
的，
只
是
印
象
，
不
是
本
質
。」

⑤
編
註
••為
拉
丁
文U

ltim
atum

的
早
期
音
譯，即

「最
後
通
牒
」。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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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樣
的
推
理
著
實
令
人
不
寒
而
慄。

現
在
已
是
一
九
一
七
年
秋
天，
毛
澤
東即
將
滿
二
十
四
歲，
可
是尚
無
任
何
具
體
成
就
可
言。
他
貪婪
地
認真
念 

書
，
想
從
書
頁
中找
出真
理。
但
現
在
該
是
行
動
的
時
候
了。
他
終
於
掌
握
到
他
該
做
些
什麼
。
他
渴
望
作
戰、
渴
望
戰 

爭
、
渴
望
革
命
。
他
寫
下
：

長
期
和
平，
沒
有
任
何
動
亂
的
純
粹
和
平，
人
們
其
實
難
以
忍
受
。和
平
會
帶
來
風
波，
也
是
不
可
避
免
的
.
.
.
.
人

類
總
是
厭
惡
混
亂
、盼
望
和
平
，
沒
有
理
解
到
混
亂
也
是
歷
史
生
命
進
程
的
一
部
分，
在真
實
生
活
裡
也
有
價 

值
……

當
他
們
來
到
和
平
時
期，
覺
得
無
聊
、放
下
書
本
。不
是
說
我
們
喜
歡
亂，
而
是
和
平
不
能
持
續
太
久，它

讓
人
類
無
法
忍
受，
而
人
性
則
因
突
然
變
化
而
高
興
.
.
.
.
.t

于
宙
的
破
壞
不
是
終
極
的
破
壞
……

因為
從
舊
宇
宙
讓

位
、會
出
現
新
宇
宙，
誰
說它
不
會
比
舊
宇
宙
更
好
！

36

這
時
候
他
承
認真
想
放
火
燒
掉
唐、
宋
以
來
的
詩
文
書
冊
。
顯
然
他
認為
這
些
東
西
不夠
進
步。
他
熱
切
地
告
訴
朋
友， 

必
須
粉
碎
傳
統
的
家
庭
關
係，並
且
在
師
生
關
係
之
間
來
場
革
命。
37

多
年
之
後
，
他
把
這
股
年
輕
時
代
的
感
覺
化為
一
句
話
——

「造
反
有
理
」，
而
全
世
界
認為
這
是
他
的
政
治
信 

念
。
這
段
期
間
，
他
和
朋
友
們
繼
續
懷
抱
夢
想，
但
是
他
的
夢
想
輪
廓
愈
來
愈清
晰
。
一
九
一
七
年
九
月
某
日
天
氣
暖 

和
，
他
和
一
群
朋
友
在
學
校
後
方
山
上
野
餐，
大
家
討
論
起
應
該
如
何
才
能
救
國。
毛
澤
東
堅
定
地
說
：
「效
法
梁
山
泊 

好
漢
！
」
％他
們
正
是
他
喜
愛
的
小
說
《水
滸
傳
》
中
起
義
造
反
的
農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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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章

空
谷
足
音

一

九
一
八
年
五
月，
楊
昌
濟教
授
接
到
知
名教
育
學
者、
北
京
大
學
校
長
蔡
元
培
一
封
無
法
拒絕
的
聘
書。
北
大
是 

公
認
的
中
國
最
好、
最
具
自
由
風
氣
的
高
等
學
府。
六
月
初
，
毛
澤
東
和
楊
昌
濟
分
別
.，可
是
，
六
月
底
楊教
授
寫
信
給 

愛
徒
，
催
促
毛
澤
東
到
北
京
來
見
他。
北
京
有
一
群青
年
男
女
正
準
備
到
法
國
勤
工
儉
學。
楊教
授
建
議
毛
澤
東
和
他
的 

朋
友
也
爭
取
這
個
機
會
見
識
世
界
。
1

這
時
候
毛
澤
東
正
忙
著
他
的
政
治
和
組
織
活
動。
一
九
一
五
年
秋
天
他
已
經
展
現
他
的
組
織
能
力，
送
發
「徵
友
啓 

事
」
到
長
沙
若
干
學
校，
邀
請
有
志
愛
國
工
作
的青
年
和
他
聯
繫。
用
他
自
己
的
話
說
：
「修
遠
求
索
，
上
下
而
欲
覓
同 

道
者
-
皆
吾
之
所
求
也
。」
毛
澤
東
想
要
擴
大
交
往
圈，
結
交
「能
耐
艱
苦
勞
頓
，
不
惜
己
身
而為
國
家
者
」。
他
在
通 

知
上
署
名
三
十
八畫

生
」。
？

五
、
六
個
人
回
覆
，
但
只
有
三
個
人
表
示
樂
意
加
入
愛
國
團
體。
；
其
中
之
一
是
十
九
歲
的
羅
章
龍，
用
日
本
名
縱 

宇
一
郎
自
稱
。
他
從
一
個
朋
友
那
裡
聽
說
了，
立
刻
寫
信
給
毛
澤
東。
後
來
他
加
入
共產
黨，
成為
中
國
共產
主
義
運
動 

一
名
要
角，
但
是
一
九
三
一
年
因
反
對
黨
的
史
達
林
派
領
導
人
被
中
共
開
除
黨
籍。另
兩
個
加
入
毛
澤
東
圈
子
的青
年
後 

來
變
得
極
端
反
動。

毛
澤
東
收
到
的另
一
個
回
答
來
自
李
隆郅
，
只
稱
得
上
「半
個
回
答
」。
李
隆郅
時
年
十
六
歲，
是
長
沙
某
中
學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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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羅
章
龍
建
議
他
來
見
毛
澤
東。
毛
澤
東
告
訴
史
諾
說
：
「李
隆郅
聽
了
我
說
的
話
之
後，
沒
有
提
出
任
何
具
體
建
議 

就
走
了
。
我
們
的
友
誼
始
終
沒
有
發
展
起
來。」
4李
隆®
當
時
剛
從鄉
下
來
到
長
沙，
他
日
後
說
毛
澤
東
似
乎
飽
讀
詩 

書
，
他
覺
得
高
攀
不
上。
=這份
感
覺
五、
六
年
後
就
淡
了，
李
隆郅
以
新
名
字
李
立
三
成為
中
國
勞
工
運
動
一
個
主
要 

領
導
人
物
。
一
九
二
八
年，
他
成為
共產
黨
實
質
領
導
人，
直
到
一
九
三
〇
年
底
，
毛
澤
東
本
人
都
必
須
服
從
聽
命
於 

他
。

不
過
那
是
後
來
的
事。
這
時
候
，
毛
澤
東
在
羅
章
龍
及
幾
位
同
學
的
協
助
下
設
法
組
織
一
群
愛
國青
年。
過
程
中
倒 

是
發
生
一
些
有
趣
的插
曲。
一
所
女
校
校
方
以為
毛
澤
東
的
通
告
是青
年
男
子
想找
女
朋
友
談
戀
愛
的。
好
在
第
一
師
範 

當
局
保
證
毛
澤
東
不
是
輕佻
青
年。
e
過
了
一
陣
子
，
逐
漸
有
一
批
學
生
團
結
在
他
周
圍。
？其
中
一
位
告
訴
毛
澤
東
： 

你
的
信
就
像
「空
谷
足
音
，跫
然
色
喜
」。
8
①

毛
澤
東
對
這
群
朋
友
有
這
樣
的
描
述
：

這
是
一
小
批
態
度
嚴
肅
的
人，
他
們
不
屑
於
議
論
身
邊瑣
事
。他
們
的
一
言
一
行，
都
一
定
要
有
一
個
目
的
。他
們 

沒
有
時
間
談
情
說
愛，
他
們
認為
時
局
危
急，
求
知
的
需
要
迫
切，
不
允
許
他
們
去
談
論
女
人
或
私
人
問
題
。我
對

女
人
不
感
興
趣
.
.
.
.
在
這
個
年
齡
的青
年
的
生
活
中，
議
論
女
性
的
魅
力
通
常佔
有
重
要
的
位
置，
可
是
我
的
同
伴

非
但
沒
有
這
樣
做，
而
且
連
日
常
生
活
的
普
通
事
情
也
拒絕
談
論
。記
得
有
一
次
我
在
一
個青
年
的
家
裡，
他
對
我 

說
起
要
買
些
肉，
當
著
我
的
面
把
他
的
傭
人
叫
來，
談
買
肉
的
事，
最
後
吩
咐
他
去
買
一
塊
。我
生
氣
了，
以
後
再 

也
不
同
那
個傢
伙

見
面
。我
的
朋
友
和
我
只
願
意
談
論
大
事
-
-
-
-
-
-< 

的
天
性
、人
類
社
會
、中
國
、世
界
、宇
宙
！

9

一
九
一
七
年
六
月，
毛
澤
東
被
提
名為
全
校
最
優
秀
學
生。
這
個
榮
銜
每
年
在
春
季
學
期
結
束
時
公
布，
這
一
次
大 

多
數
同
學
——

四
十
九
個
人
——

把
票
投
給
毛
澤
東
。
W不
久
，
他
又
展
現
他
的
組
織
能
力。
一
九
一
七
年
九
月，
他
在 

學
校
成
立
湘
潭
同
學
會，
也
在
學
生
會
愈
來
愈
活
躍
。
之
後
，
他
又
被
推為
學
生
會
會
長
。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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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生
會
最
重
要
的
工
作
是
恢
復
夜
間
工
人
學
校
——

第
一
師
範
半
年
前
開
辦它
，卻

於I

九
一
七
年
秋
天
停
辦。
透 

過
毛
澤
東
的
努
力，
工
人
學
校
於
十
一
月
九
日
復
課，
共
有
一
百
零
二
名
學
員，
大
都
是
來
到
城
裡
求
職
的
失
業
工
人。
U 

這
時
候
毛
澤
東
對
平
常
百
姓
的
看
法
已
經
改
變。
雖
然
仍
認為
自
己
的
社
會
地
位
高
過
他
們，
但
他
變
得
成
熟
了，
不
再 

鄙
視
他
們
。
他
認為
：
「物
以
類
聚
，
鳥
獸
也
會
相
互
照
應
。
人
類
難
道
不
能
一
樣
做
到
？……

有
些
人
〔工
人
學
生
〕 

只
是
因為
天
資
不
足
或
出
身
不
幸
環
境
而
失
學。
有
人
道
精
神
的
人
正
應
該
同
情
這
些
人，
而
不
是
把
責
任
推
到
他
們
身 

上
。」=
「熱
愛
人
類
」
的
毛
澤
東
在
這
所
學
校
裡
初
嘗
授
課
經
驗，
講
授
起
中
國
歷
史
。
M

一
九
一
七
年
十
一
月，
毛
澤
東
扮
演
積
極
角
色
組
織
一
支
學
生
自
衛
隊。
這
時
候
，
湖
南
和
中
國
各
地
一
樣，
局
勢 

相
當
動盪
。
內
戰
打
得
如
火
如荼
。
士
兵
經
常佔
領
學
校
校圔
，
對
學
生
，
尤
其
是
女
生，
諸
多
侵
擾
行為
，
當
然
引
起 

憤懣
和
抗
議
。
傅
良
佐
一
九
一
七
年
十
一
月
開
始
主
持
湖
南
省
政
時，
省
立
第
一
師
範
還
能
抗
拒
軍
方
要
把
這
個教
育
機 

關
改為
軍
營
的
要
求。
毛
澤
東
策
劃
這
項
護
校
行
動，
用
蕭
三
的
話
說，
「他
彷
彿
得
到
陸
軍
部
核
准，
主
持
一
切
」
。
 ̂

他
和教
員
及
其
他
同
學
不
同
的
是，
他
略
具
軍
事
經
驗
。
十
一
月
間
，
傅
良
佐
部
隊
戰
敗，
士
兵
撤
退
，恫
嚇
地
方
百 

姓
，
威
脅
要
攻
打
學
校
。
毛
澤
東
再
次
展
現
主
動，
接
洽
本
地
警
察
，
還真
有
幾
名
警
察
前
來
協
助。
學
生
成
立
自
衛 

隊
，
只
不
過
武
器
是
木
槍
和
竹
竿。

毛
澤
東
不
但
當
過
兵，
還
是
學
生
會
會
長，
親
自
指
揮
。
學
生
和
警
察
守
候，
直
到
士
兵
來
到
學
校
門
口。
這
時
毛 

澤
東
命
令
警
察
——

只
有
他
們
才
有真
正
的
步
槍
——

開
火
。
然
後
學
生
在
空
罐
裡
點
鞭炮
，
虛
張
聲
勢
，並
且
高
聲
喊 

叫
：
「放
下
武
器
，
包你
沒
事
！
」
土
兵
們
竟
然
中
計
，
害怕
、
投
降
。
b 
一
九
一
七
年
十
一
月
的
校
刊
有
如
下
的
記 

載
：
「湘
南
作
戰
激
烈，
局
勢
大
亂
。
學
生
組
織
保
護
隊，
日
夜
巡
邏
。
防
衛
責
任
非
常
艱
巨
。
」
^

蕭
三
回
憶
說
，
這
段
期
間
毛
澤
東
對
軍
事
議
題
十
分
感
興
趣。
W不
僅
中
國
在
內
戰，
全
世
界
也
陷
入
戰
火
。
毛
澤

①
編
註
：
根
據檔
案，
毛
澤
東
接
到
羅
章
龍
的
信，
回
信
相
約
見
面，
回
信
中
以
《莊
子
》
中
的
「空
谷
足
音，跫
然
色
喜」
表
示
欣
喜
羅
來
信，
與 

原
書
所
寫
不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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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
密
切
注
意
歐
洲
戰
場
的
發
展，
每
天
閱
讀
北
京、
上
海
和
湖
南
的
日
報，
有
些
是
他
自掏
腰
包
訂
閱。
依
他
自
己估
 

算
，
父
親
給
他
的
錢
有
三
分
之
一
被
他
花
在
書
報
雜
誌
上。
u
他
有
個
怪
癖
.•從

頭
到
尾
逐
頁
讀
完
報
紙
後
：
他
把
每
頁 

空
白
邊
剪
下，
再
把它
們
用
針
線
縫
成
冊。
蕭
三
告
訴
我
們
：
「他
從
報
紙
挑
出
地
名，並
寫
在
這
些
空
白
地
方
。
」
20 

一
九
一
七
年
冬
天，
毛
澤
東
和
友
人
想
集
合
志
同
道
合
之
士
成
立
一
個
比
較
嚴
密
的
組
織。
毛
澤
東
告
訴
史
諾
說
： 

「我
同
住
在
其
他
大
小
城
市
的
許
多
學
生
和
朋
友
建
立
了
廣
泛
的
通
信
關
係。
我
逐
漸
認
識
到
有
必
要
建
立
一
個
比
較
嚴 

密
的
組
織
。」
J i
匕
終
於
在
一
九
一
八
年
四
月
成
立，
取
名
「新
民
學
會
」。
毛
澤
東
和
他
的
同
伴
顯
然
從
梁
啓
超
在
橫
濱 

發
行
的
《新
民
叢
報
》
得
到啟
發
。
蕭
瑜
提
出
這
個
名
稱，
人
人
同
意
。
22

新
民
學
會
發
起
會
議
於
一
九
一
八
年
四
月
十
四
日
在
蔡
和
森
位
於
湘
江
左
岸瀠
灣
港
的
家
中舉
行。
十
三
個
人
來
到 

樹
叢
中
一
個
陳
設
簡
陋
的
小
窩
棚
開
會。
毛
澤
東
記
得
，
「天
氣
晴
明
，
微
風掀
拂
江
間
的
綠
波
和
江
岸
的
碧
草，
送
給 

到
會
諸
人
的
腦
裡
一
種
經
久
不
磨
的
印
象。」
23
除
了
東
道
主
和
毛
澤
東
之
外，
出
席
者
大
都
是
老
朋
友
：
蕭
瑜
、
蕭
三 

兄
弟
、
羅
章
龍
等
人
。
也
有
一
些
新
面
孔，
例
如
四
十
二
歲
的
何
叔
衡。
毛
澤
東
和
何
叔
衡
在
一
九
一
三
年
進
入
省
立
第 

四
師
範
學
校
。
過
不
了
幾
個
月，
何
叔
衡
就
畢
業，
從
一
九
一
四
年
七
月
起即
在
長
沙
一
所
小
學教
國
文。
他
個
子
矮
， 

肩
膀
寬
，
非
常
嚴
肅
，
但
個
性
溫
和，
佩
戴
大
圓
眼
鏡，
得
到
比
他
年
紀
小
的
同
志
們
之
尊
重。
由
於
他
蓄
了
黑鬍
子， 

貌
若
古
典
紳
士，
大
家戲

稱
他
「何鬍
子
」。
其
實
他
的
確
是
農
村
知
識
分
子，
十
八
歲
就
考
中
秀
才
。
毛
澤
東
和
蕭
瑜 

一
九
一
七
年
暑
假
在
湖
南
省
漫
遊
時，
到
過
何鬍
子
寧鄉
縣
老
宅
子
作
客，
三
人即
結為
好
友。
24
這
位
不
自
私、
精
力 

異
常
充
沛
的
何
叔
衡，
眼
神
炯
炯
發
光，
在
毛
澤
東
一
生
中
扮
演
極
大
角
色。
他
成為
毛
澤
東
一
九
二
〇
年
在
湖
南
組
織 

共產
主
義
圈
子
最
得
力
的
助
手，
也
在
一
九
二
一
年
參
加
中
國
共產
黨
第
一
次
代
表
大
會。
25
何
叔
衡
認為
毛
澤
東
是
個 

「不
平
凡
的
人
」，儘
管
兩
人
年
紀
相
差
不
小，
何
叔
衡
一
向
非
常
敬
重
毛
澤
東，
對
他
居
於
上
位，絕

無
爭
議
。
26

眾
人
在
叢
林
裡
討
論
學
會
章
程
；它
由
毛
澤
東
和另
一
位
會
員
在
三
月
間
起
草。
章
程
規
定
：
「本
會
以
革
新
學 

術
、
砥
礪
品
行、
改
良
人
心
風
俗為
宗
旨
…
…會
員
皆
須
遵
守
下
列
規
律
：
一
不
虛偽
、
二
不
懶
惰、
三
不
浪
費、
四
不 

賭
博
、
五
不
狎
妓
。」
任
何
人
經
由
五
名
以
上
現
任
會
員
介
紹、繳
交
一
銀
元
會
費，並
經
過
半
數
會
員
表
決
通
過，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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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入
會
成為
會
員。
會
員
每
人
每
年
亦
須繳
交
年
費
一
銀
元。
27

章
程
通
過
後即
推舉
負
責
幹
部。
蕭
瑜
當
選為
總
幹
事。
據
他
弟
弟
蕭
三
說，眾
人
原
本
屬
意
由
毛
澤
東
出
任
總
幹 

事
，
但
是
毛
澤
東
堅
辭
，
只
答
應
擔
任
蕭
瑜
的
兩
名
副
手
之
一。
28

最
後
約
有
七、
八
十
人
加
入
學
會，
其
中
有
些
女 

生
，
如
李
思
安
(湖
南
蠶
業
講
習
所
學
生
)、
陶
毅
(第
一
師
範
學
生，
也
是
楊
昌
濟
愛
徒
)、
蔡
暢
(蔡
和
森
的
妹
妹
) 

和
向
警
予
(蔡
和
森
的
女
朋
友
)。
其
中
許
多
人
後
來
都
成
了
中
國
共產
主
義
運
動
的
領
導
人
物，
而
且
大
多
數為
新
中 

國
的
奮鬥
捐
軀
了
。
29

所
有
的
會
員
試
圖
達
成
以
下
夢
想
：
「改
善
個
人
及
全
體
人
類
生
活。」
這
也
正
是
新
民
學
會
命
名
的
緣
起。
雖
然 

他
們
不
談
「羅
曼
史
」，卻
相
當
羅
曼蒂
克
。
毛
澤
東
寫
說
：
「當
時
新
思
想、
新
文
學
已
在
全
國
風
起
雲
湧，
我
們
都 

覺
得
已
從
腦
子
裡
完
全
掃
除
舊
思
想、
舊
倫
理
和
舊
文
學。
我
們
突
然
領
悟
到
獨
善
其
身
是
不
對
的，
我
們
必
須
要
積
極 

兼
愛
天
下
…
…我
們
形
成強
調
日
新
又
新
的
人
生
觀
。
」
30

新
民
學
會
會
員
不
久即
修
訂
組
織
宗
旨。
他
們
不
再
滿
足
於
革
新
學
術、
砥
礪
品
行
。
現
在
他
們
要
「改
造
中
國
與 

世
界
」，
W他
們
也
由
衷
希
望
由
改
造
自
己
做
起。
除
了
要
求
自
己
苟
日
新、
又
日
新
，
以
及為
人
類
謀
幸
福
的
高尚
情 

操
之
外
，
其
實
他
們並
沒
有
具
體
構
想。
新
民
學
會
會
員
李
維
漢
回
憶
說
：
「我
們
從
小
資產
階
級
知
識
分
子
團
體
的
成 

員
出
發
，
努
力
『自
我
精
進
』
和
『相
互
協
助
』。
大
部
分
會
員
是
年
輕
人，
相
信
改
造
，
渴
望
進
步
。
但
是
我
們
要
如 

何
促
成
改
造呢
？
我
們
要
如
何
達
成
進
步呢
？
我
們
雖
已
組
織
起
來，
其
實
還
差
得
遠。」
32

以
蕭
三
的
話
說
，
整
體
而 

言
，
他
們
是
「集
儒
家
思
想
和
康
德
思
想
於
一
爐
」。
33
毛
澤
東
的
評
語
基
本
上
也
相
同。
他
說
：
「在
這
個
時
候，
我
的 

思
想
是
自
由
主
義、
民
主
改
良
主
義、
空
想
社
會
主
義
等
思
想
的
大
雜燴
。
我
憧
憬
『十
九
世
紀
的
民
主
』、
烏
托
邦
主 

義
和
舊
式
的
自
由
主
義，
但
是
我
反
對
軍
閥
和
反
對
帝
國
主
義
是
明
確
無
疑
的。
」
34

一
九
一
九
年
六
月
毛
澤
東
從
第
一
師
範
畢
業。
如
他
女
兒
所
說
，
他
處
於
十
字
路
口
。
!̂要嘛
是找
不
到
工
作，
要 

嘛
是
他
不
想找
工
作。
毛
澤
東
和
蔡
和
森
等
一
些
友
人
寄
居
在
湘
江
左
岸，
夢
想
在
那
裡
建
立
公
社、
某
種
「工
、
讀
合 

一
的
同
志
會
社
」，
一
起
耕
作、
一
起研
究
科
學。
36

他
幾
乎
身
無
分
文，
但
是
不
改
其
志
。
朋
友
們
笑
他
：
「身
無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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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胸
懷
全
球
！
」
37
他
竟
日
思
索，
四
處
遊
蕩，
飽
覽
自
然
景
色。

從
嶽
麓
山
頂
眺
望
長
沙，
景
色
甚
美
。
孔
廟
的
金
黃
色
屋
頂
在
驕
陽
下熠
熠
發
光.，長
沙
城
牆
上
的
八
座
塔
樓
巍
然 

而
立
。
湘
江
就
在
山腳
下
緩
緩
流
過。
毛
澤
東
覺
得很
幸
福。
他
有
許
多
朋
友，
大
家
以
他
馬
首
是
瞻。
數
年
之
後
的
一 

九
二
五
年
秋
天，
毛
澤
東
重
遊
舊
地，
想
起
往
事
，填
了 
一
首
詞
〈沁
園
春
長
沙
>
:

獨
立
寒
秋，

湘
江
北
去，

橘
子
洲
頭，

看
萬
山
紅
遍，

層
林
盡
染，

漫
江
碧
透，

百舺
爭
流
。

鷹
擊
長
空，

魚
翔
淺
底，

萬
類
霜
天
競
自
由
。
 

悵
寥
靡，

問
蒼
茫
大
地，

誰
主
浮沉
？

攜
來
百侣
曾
遊， 

憶
往
昔崢
嶸
歲
月
稠， 

恰
同
學
少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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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
&羋
正
茂，

書
生
意
氣，

揮
斥
方遒
，

激
揚
文
字，

糞
土
當
年
萬
戶
侯
。

曾
記
否
，

到
中
流
擊
水，

浪遏
飛
舟
？

38

就
在
這
段
相
對
不
忙
的
時
候，
毛
澤
東
收
到
楊
昌
濟
老
師
有
關
召
募青
年
學
子
到
法
國
勤
工
儉
學
的
信
函。
他
和
蔡 

和
森
、
蕭
氏
兄
弟
等
一夥
朋
友
討
論。
蔡
和
森
及
蕭
瑜
對
於
這
個
機
會
特
別
感
到
興
奮。
他
們
早
就
有
心
出
國
留
學，
認 

為
法
國
是
理
想
的
目
的
地。它
是
民
主
國
家，
又
有
堅
實
的
革
命
傳
統。
新
民
學
會
同
仁
立
刻
召
開
會
議，
會
中
決
定
非 

常
有
必
要
到
法
國
勤
工
儉
學
-並
須
努
力
促
成
之
。
39

與
會
者
大
都
表
示
有
意
前
往
法
國。
40

蕭
瑜
立
刻
寫
信
向
楊
昌
濟 

查
詢
北
京
這
個
團
體
的
背
景。一

星
期
後
，
收
到
回
信
。
楊教
授
說
，
他
已
去
見
過
北
大
校
長
蔡
元
培，
蔡
校
長
贊
成
湖 

南青
年
參
加
勤
工
儉
學。
W

勤
工
儉
學
計
劃
始
於
一
九
一
二
年，
是
早
期
赴
法
留
學
生
李
石
曾
和
吳
稚
暉
這
兩
位
無
政
府
主
義
者
的
發
想。
他
們 

是
法
國
無
政
府
主
義
理
論
大
師
艾
利
賽
•雷
克
呂
(w'
iss'
Re
dus
)
的
信
徒
。
雷
克
呂
相
信教
育
和
革
命
之
間
有
辯
證 

關
係
，
他
的
中
國
信
徒
也
認
同
他。
他
們
相
信
，
若
不
廣
泛
發
展
科
學
與教
育，
社
會
不
可
能
有
革
命
進
展。
一
九
〇
六 

年
，
李
石
曾
和
吳
稚
暉
在
巴
黎
成
立
第
一
個
中
國
無
政
府
主
義
者
組
織，
②
一
九
一
二
年
他
們
成
立
「留
法
學
生
儉
學

②
編
註
：
作
者
原
誤
植為
一
九
o
五
年
，
此
組
織
名為

「世
界
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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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Chinese Society for Frugal Study in France)

，
其
宗
旨
是
推
動
不
需
花昂
貴
費
用即
可
受教
育。
他
們
提
議
新 

來
者
在
法
國
企
業
工
作賺
取
所
需
費
用，並

依
「工
作
一
年、
讀
書
兩
年
」
原
則
支
付
自
己
的教
育
費
用。

留
法
學
生
儉
學
會
承
擔
起
召
募
中
國青
年
來
法
國
念
書、
協
助
他
們找
工
作
的
任
務。
核
心
構
想
是
利
用
西
方教
育 

制
度
的
優
質
，
培
育
「新
」
男
人
、
「新
」
女
人
，
不
問
他
是
工
人
或
知
識
分
子
。
這
兩
位
無
政
府
主
義
者
認為
，
唯
有 

這
種
「新
」
人
才
能
復
興
中
國
。
一
九
一
二
年
和
一
九
一
三
年
兩
年
之
內，
他
們
選
拔
了
一
百
名
中
國
學
生
赴
法
國。
可 

是
，
一
九
一
三
年
底，
留
法
學
生
儉
學
會
被
迫
停
止
運
作。
袁
世凯
認為
中
國
學
生
沒
必
要
到
歐
洲研
習。
42

不
過
，
一 

九
一
七
年
中
國
加
入
協
約
國
陣
營
打
第
一
次
世
界
大
戰，
八
月
間
勤
工
儉
學
運
動
又
恢
復
生
機。
中
國並
沒
有
派
兵
實
際 

參
加
作
戰
，
但
是
中
法
簽
訂
協
議，
中
國
派
十
四
萬
名
勞
工
到
法
國，
大
都
從
事挖
掘
坑
道、
壕
溝
的
工
作
。
C中
國
無 

政
府
主
義
者
士
氣
大
振
，
李
石
曾
又
全
力
策
劃
中
國青
年
大
規
模
赴
法
國
勤
工
儉
學，
旋即

成
立
「華
法教
育
會
」 

(sino French Study society)

，
以
推
動
中
國
人
赴
法
留
學
的
制
度，
以
及
加強
中
法
文
化
關
係為
宗
旨。
無
政
府
主
義 

者
希
望
吸
引
中
國
學
生
赴
歐，
以
便
推
動
「知
識
分
子
」
與
勞
工
運
動
的
大
結
合。
北
京
、
廣
州
和
上
海
皆
成
立
分
會
組 

織
。
一
九
一
八
年
和
一
九
一
九
年
初，
北
京
、
成
都
、
重
慶
和
保
定
皆
成
立
預
備
學
校，為
有
志
赴
法
勤
工
儉
學
的青
年 

上
課
。
預
備
學
校
收
十
四
歲
以
上
的
學
生。
44

中
國青
年
嚮
往
赴
歐
洲
留
學
有
幾
個
原
因。
蔡
元
培
解
釋
說，
中
國
缺
少
高
等教
育
機
構，
而
且
現
有
院
校
水
準
亦 

有
待
提
升
。
其
次
，
中
國
也
沒
有
足夠
的
高
水
準
師
資
。
第
三
，
由
於
圖
書
館
、
博
物
館
、
動
物
園
和
植
物圔
等
的
不 

足
，
中
國教
育
部
和
相
關
機
構
沒
有
資
源
組
織
起
來
讓
學
生
有
效
地
實
習。
45

收
到
楊教
授
覆
信，
蔡
和
森趕
往
北
京，
與
楊
昌
濟、
李
石
曾
和
蔡
元
培
會
面。
他
在
六
月
三
十
日
致
函
毛
澤
東
及 

新
民
學
會
同
仁，
證
實
赴
法
勤
工
儉
學
的
可
能
性。
他
力
促
朋
友
們
盡
快趕
到
北
京
。
46

可
是
毛
澤
東
必
須
先
處
理
一
些
家
務
事。
他
的
母
親
文
七
妹
從
一
九
一
六
年
起
就
病
得很
嚴
重。她
長
久
以
來即
患 

胃
潰
瘍
，
現
在
又
感
染
淋
巴
腫
大
而
發
炎。
毛
澤
東
深
愛
母
親，為
此
非
常
難
過
。
在
長
沙
念
書
時，
他
不
時
回
家
探
望 

她
。
過
去
幾
年
，
他
父
母
親
不
和，
原
因
不
詳
。
謠
傳
說
，
文
七
妹
不
能
原
諒她
丈
夫
把
兒媳
婦
收為
小
妾，
但
是
夫
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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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
和
可
能另
有
其
他
原
因。
毛
澤
東
的
父
親
年
紀
愈
大，
脾
氣
愈
壞
，她
可
能
只
是
覺
得
無
法
忍
受
再
和
他
住
一
起。
最 

後
，她
收
拾
行
囊，
搬
回
老
家
唐
家坨
和她
哥
哥
住。
毛
貽
昌
是
個
守
舊
派，
可
能
認為
此舉
有
背
孔
夫
子教
訓，很
難 

容
忍
太
太
的
反
抗。

毛
澤
東
當
然
完
全
站
在
母
親
這
一
邊。
一
九
一
八
年
八
月
初，
他
到
舅
舅
家
探
望
母
親，
設
法
勸
說
母
親跟
他
進
省 

城
治
病
。
可
是
，她
或
許
是
不
想
拖
累
愛
兒，
不
肯
進
城
。
回
到
長
沙
後，
毛
澤
東
寫
信
給
舅
舅
們，
還
是
希
望
母
親
能 

進
城
治
病
。
他
希
望
弟
弟
澤
民
能
在
八
月
底
陪她
來。
同
一
封
信
裡，
他
也
告
訴
親
戚，
他
打
算
到
北
京
去。
他
隻
字
不 

提
赴
法
國
的
事
，
向
他
們
保
證
「此
行
純為
觀
光
」。
47
事
實
上
，
他
只
是
不
願
觸
惱
任
何
人
。
他
對
和
同
志
們
一
道
赴 

法
國
，並
不
猶
豫，並
且
對
能
出
國
見
識
的
可
能
性
頗為
興
奮
。
48

八
月
十
五
日，
毛
澤
東
和
二
十
五
位
同
志
從
長
沙
出
發，
赴
北
京
。
他
們
先
坐
小
船
到
武
漢，
然
後
轉
搭
火
車
。
這 

是
毛
澤
東
生
平
第
一
次
搭
火
車，
而
且
一
坐
就
將
近
一
千
三
百
公
里。

由
於
黃
河
鬧
水
災，
他
們
在
河
南
省
許
昌
耽擱
了
兩
天。
毛
澤
東
其
實
還
挺
高
興
的。
許
昌
是
三
國
時
期
魏
國
的
首 

都
，
而
魏
國
是
他
喜
愛
的
小
說
《三
國
演
義
》
中
的
人
物
曹
丕
所
建
的
王
國。
49
在
毛
澤
東
建
議
下，
大夥
兒
決
定
好
好 

一
遊
古
城。
他
們
獲
悉
古
時
候
的
魏
都
其
實
在
城
牆
之
外。
我
們
可
以
想
像
毛
澤
東
會
有
多麼
興
奮。
他
正
要
出
發
征
服 

世
界
，
而
今
竟
有
機
會
參
觀
從
前
輝
煌
鼎
盛
的
歷
史
遺
跡，它
的
確
充
滿
象
徵
意
義。
彷
彿
古
時
候
的
英
雄
豪
傑
鼓
舞
他 

努
力
向
前
，為
國
家
的
榮
光
造
就
一
番
事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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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
澤
東
等
一夥
人
於
一
九
一
八
年
八
月
十
九
日
抵
達
北
京，
立
刻
前
往
楊
昌
濟教
授
在
北
區、
離
城
門
不
遠
的
家
。 

楊
昌
濟很
高
興
見
到
他
們，
答
應
毛
澤
東
在
內
四
個
同
學
可
住
他
家。
1楊
昌
濟
、
他
太
太
向
振
熙、
二
十
歲
的
兒
子
楊 

開
智
和
十
七
歲
的
女
兒
楊
開
慧
一
家
四
口
住
在
窄
巷
裡
一
戶
小
房
子。
？毛
澤
東
在
長
沙即
常
在
老
師
家
走
動，
已
經
認 

識
老
師
家
人
。
一
九
一
六
年
夏
天，
楊
昌
濟
還
邀
毛
澤
東
到
他鄉
下
板
倉鎮
老
家
作
客。
毛
澤
東
還
記
得
他
穿
著
草
鞋
走 

了
約
四
十
公
里
路，
才
到
了
那
棟
其
貌
不
揚
的
碍
屋。
；當
時
的
楊
開
慧
(小
名
「小
霞
」
)
4只
有
十
五
歲
(她
出
生
於 

一
九
〇
一
年
十
一
月
六
日
)，
害臊
的
毛
澤
東
沒跟
她
說
過
一
句
話。
他
也
沒跟
師
母
說
話。
當
時
的
規
矩
是
和
不
熟
的 

女
性
不
宜
說
話，
因
此
他
只
是
點
頭為
禮。
但
是
他
放
膽
和
老
師
交
談，
老
師豐
當
的
藏
書
也
吸
引
了
他。
他
和
楊
開
慧 

後
來碰
過
幾
次
面，
但
是
我
們
應
當
還
記
得，
毛
澤
東
當
時
對
女
生
沒
興
趣，
顯
然
根
本
沒
注
意
到
小
女
孩
已
成
長為
美 

姑
娘
。現

在
又
見
到她
，
毛
澤
東
壓
抑
不
住
他
的
感
情。
站
在
他
面
前
的
是
一
個
年
輕
貌
美
的
姑
娘，
有
著
性
感
的
紅
唇、 

深
邃
的
黑
眼
珠
。
毛
澤
東
的
朋
友
們
也
同
樣
眼
睛
一
亮。
蕭
瑜
回
憶
說
：
「她
相
當
嬌
小，臉
蛋
圓
潤
，
長
得
和她
父
親 

真

像
，
有
同
樣
深
邃
的
小
眼
睛，
但
皮
膚
相
當
白
淨。」
？同
時
，
「小
霞
」
也
被她
父
親
讚
不絕
口
的
這
個
「聰
明
又
彬 

彬
有
禮
」
的
韶
山
男
子
迷
住
。
多
年
後她
回
想
說
：
「當
我
聽
說
他
的
種
種
成
就
之
後，
就
已瘋
狂
地
愛
上
了
他。即
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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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愛
他
，
我
沒
有
表
現
出
我
的
感
情
…
…
我
堅
信
人
必
須
自
己
去
尋找
愛
情
。即

使
如
此
，
我
沒
有
停
止
希
望
和
夢 

想
…
…
我
打
定
主
意，
如
果
不
成，
我
就
不
嫁
。
」
e

讓
楊
開
慧
失
望
的
是，
他
們
的
關
係
發
展
得並
不
平
順。
在
他
們俩
命
運
交
織
之
前，
已
經
過
了
兩
年
半
的
時
間。 

毛
澤
東
太
害臊
，
而
且
也
沒
有
錢
追
求
女
朋
友。
他
的
自
尊
不
允
許
他靠
楊
昌
濟
接
濟
過
日
子。
因
此
在
楊
家
休
息
幾
天 

之
後
，
毛
澤
東
和
朋
友
就
向
主
人
道
謝，
遷
到
有
三
個
小
房
間
的
一
戶
小
公
寓
去。
①
他
們
窮
得
什麼
都
供
不
起。
？這 

戶
一
層
樓
的
小
木
屋
有
大
片
紙
糊
的窗
戶，
已
有
四
個
人
居
住
。
每
天
夜
裡
八
個
人
設
法擠
在
一
個炕
上
——

這
個
低
平 

台佔
了
房
間
幾
近
一
半
面
積。
中
國
傳
統
北
方
房
子
以炕
為
床，
冬
天
時靠
連
接
的
爐
子
生
火、
引
進
熱
氣
暖
床
。
可 

是
，
這
群青
年
沒
錢
買
柴
火
暖炕
，
因
此
他
們
彼
此靠
近
睡、
相
互
取
暖
。
八
個
人
只
有
一
件
棉
夾襖
，
因
此
寒
天
只
能 

輪
流
外
出
。
過
了
四
個
月，
他
們
才
湊
足
錢，
又
買
了
兩
件
外
套。
他
們
在
房
裡靠
一
個
小
熱
爐
燒
飯
作
菜
。
8

這
戶
小
房
子
有
個
小
小
內
院，
位
於
離
北
京
大
學
相
當
近
的
三
眼
井
區
一
條
窄
巷
裡。它
也靠
近
北
海
公圜
裡
著
名 

的
人
工
湖
北
海，
以
及
末
代
皇
帝
溥
儀
的
永
久
住
所
紫
禁
城。

毛
澤
東
經
常
在
北
京
塵
土
飛
揚
的
大
街
和
路
面
不
平
的
胡
同
閒逛
。
北
京
和
長
沙
不
同，
不
是
個
大
商
業
中
心，它
 

的
街
道
沒
有
大
量
的
店
招
和
廣
告。
可
是
，
許
多
大
街
，
尤
其
是
主
要
的
購
物
大
街
王
府
井，卻
擠
滿
了
人
。
北
京
人
口 

約
一
百
萬
，為
長
沙
的
五
倍
。
9大
量
的
黃
包
車擠
滿
大
街
小
巷。S

北
京
從
十
六
歲
到
五
十
歲
的
男
子，
幾
乎
每
六
人 

就
有
一
人靠
拉
黃
包
車為
業。
一
個
能
幹
的
黃
包
車伕
每
個
月扣
掉
向
車
行
租
車
的
租
金
之
後，
可
以
淨賺
十
五
銀
元
以 

上
——

當
時
北
大
圖
書
館
的
助
理
館
員
只賺
八
銀
元。=

當
時很
稀
罕
的
汽
車
也
在
寬
敞
的
大
道
上
拉
響
喇
叭，
呼
嘯
而
過
。
馬
車伕
高
喊
行
人
讓
路。
空
的
黃
包
車
車伕
也 

頻
頻
高
喊
：
「大
爺
、
大
娘
，
坐
車嗎
？
」嘈
雜
之
聲，
震
耳
欲
聾
，
令
人
無
法
忍
受
。
市
民
還
可
經
常
看
到
蒙
古
大
草 

原
來
的
駱
駝
車
隊
載
貨
到
北
京。
他
們
的
出
現，
更
平
添
許
多
混
亂。
口

縱
使
如
此
，
北
京卻
給
人
出
奇
的
良
好
印
象。
人
們
無
不
高
興
地
看
到
美
妙
的
種
種
建
築、它
獨
特
的
宮
殿
和
廟 

宇
，
和
諧
地
坐
落
在
公
園
般
的
環
境
裡。
毛
澤
東
也
意
識
到
故
都
詩
情畫
意
的
美。
他
說
：
「在
公
園
裡、
在
故
宮
的
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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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
裡
，
我
看
到
了
北
方
的
早
春。
北
海
上
還
結
著
堅冰
的
時
候，
我
看
到
了
潔
白
的
梅
花
盛
開
…
…
北
京
數
不
盡
的
樹
木 

激
起
我
的
驚
歎
和
讚
美
。
」
U

北
京
是
中
國
最
古
老
的
城
市
之
一。
相
傳
建
於
四、
五
千
年
前
的
黃
帝
時
期，
最
初
名
叫
幽
都
。
今
名
北
京
可
溯
及 

西
元
一
四
〇
三
年，
明
成
祖
永
樂
皇
帝
所
命
名。
他
在
一
四
二
一
年
將
首
都
由
南
京
遷
往
北
京。
永
樂
下
令
在
北
京
中
心 

興
建
宏
偉
的
宮
殿
群，佔
地
超
過
一
千
七
百
英
畝，
正
式
命
名
紫
禁
城。
永
樂另
在
北
京
南
區
蓋
了
非
常
漂
亮
的
天
壇， 

作為
皇
室
祭
祖
拜
天
的
場
地。

滿清
於
一
六
四
四
年
進佔
北
京，
於
西
北
郊
蓋
了
富
麗
堂
皇
的
一
座
夏
宮。
這
座
夏
宮
位
於佔
地
八
百
四
十
英
畝
的 

圓
明
園
中
央
，
屹
立
到
一
八
六
〇
年
。
「文
明
的
」
英
、
法
聯
軍
在
第
二
次
鴉
片
戰
爭
時
入
侵
北
京，
野
蠻
地
燒
殺搶
 

劫
，
留
下
廢
墟
。
慈
禧
太
后
放
棄
重
建，
下
令
在
附
近
的頤
和圜
另
外
修
繕
整
理
一
座
宏
偉
的
夏
宮。

不
幸
的
是
，
毛
澤
東
無
緣
欣
賞頤
和
園
美
景。
因為
入
園
費
太
貴，即
使
北
京
許
多
富
人
也
出
不
起
錢
參
觀
皇
帝
的 

宮
殿
。
不
過
毛
澤
東並
不
氣餒
。
就
一
個
初
來
乍
到
京
城
的
人
而
言，
他
已
經
目
不
暇
給。

二
十
世
紀
初
的
北
京
也
是
中
國
的
文
化、
學
術
中
心
。
一
八
九
八
年清
廷
在
北
京
成
立
一
個
現
代
化
學
堂，
辛
亥
革 

命
之
後
，它
改
名為
北
京
大
學，
中
國
人
通
常
稱
之為

「北
大
」。
一
九一

六
年
秋
天
，
自
由
派
學
者
蔡
元
培
出
任
北
大 

校
長
之
後
，
北
大
及
中
國
許
多
學
術、教
育
機
構掀
起
一
場
「新
文
化
運
動
」。
新
文
化
運
動
的
發
起
人
就
像
十
八
世
紀 

法
國
哲
學
家，
主
張
以
理
性
取
代
傳
統
的
信
念。啟
蒙
運
動
終
於
來
到
中
國，
北
大
成為
重
要
基
地。
新
文
化
運
動啟
發 

中
國
新
知
識
分
子
尋找
或
可
有
助
於
解
決
中
國
經
濟、
政
治
和
社
會
危
機
的
新
理
論。

鼓
吹
新
文
化
運
動
最
力
的
刊
物為
《新青
年
》，
也
就
是
一
九
一
七
年
四
月
刊
登
毛
澤
東
論
體
育
那
篇
文
章
的
期 

刊
。
《新青
年
》
主
編
陳
獨
秀
是
北
大
文
學
院
院
長。
《新青
年
》
發
起
新
文
化
運
動，抨
擊
傳
統
儒
家
思
想，
成為
散 

布
民
主
、
人
道
理
念
以
及
最
新
科
學
理
論
最
有
影
響
力
的
刊
物
之
一。它
鼓
吹
反
儒
家
的
道
德
以
及
西
方
個
人
主
義
和
自

①
原
書
註
：
日
後
和
史
諾
交
談
時，
毛
澤
東
改
口
說
只
有
一
個
小
房
間
-
或
許
是為
了
向
史
諾強
調
他
當
時真
的
窮
得
不
得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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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主
義
，
發
出
社
會
精
神
改
造
的
號
角
之
聲。
《新青
年
》
也
扮
演
重
要
角
色，
提
倡
「白
話
文
」，
取
代
中
國
廣
大
群 

眾
難
學、
難懂
的
文
言
文。

《新青
年
》
和
陳
獨
秀
所
代
表
的
理
想
引
起
毛
澤
東
的
共
鳴。
他
欽
佩
蔡
校
長、
北
大教
授
李
大
釗、
胡
適
及
其
他 

運
動
領
導
人
，
他
更
是
崇
拜
陳
獨
秀。
北
京
大
學，
或
者
更
精
確
的
講，它
在
沙
灘
所
新
建
的
樓
房，
離
毛
澤
東
住
的
三 

眼
井
，
步
行
只
需
十
五
分
鐘。
這
棟
四
層
半
高
的
樓
房
像
磁
鐵
一
般
吸
引
著
毛
澤
東。
他
已
經
曉
得
北
大
師
生
以
十
八
世 

紀
著
名
文
學
家
曹
雪
芹
的
名
著
《紅
樓
夢
》，
稱它
為

「紅
樓
」，
因為
這
棟
樓
房
上
面
三
層砌
的
是
深
紅
色
的磚
。

一
九
一
八
年
十
月，
楊
昌
濟教
授
替
他
在
北
大找
到
一份
工
作，
毛
澤
東
一
定
高
興
極
了。
楊
昌
濟為
他
向
兼
任
北 

大
圖
書
館
館
長
的
經
濟
學教
授
李
大
釗，
寫
了 
一
封
推
薦
信。

李
大
釗
和
毛
澤
東
一
樣
出
身
富
足
的
農
家、
只
比
毛
澤
東
年
長
四
歲
多。
他
是
一
八
八
九
年
十
月
二
十
九
日
出
生
於 

離
北
京
不
遠
的
大
黑坨
村。
他
先
上
私
塾，
和
毛
澤
東
一
樣
讀
儒
家
古
文
•，
一
九
〇
七
年
進
入
天
津
的
北
洋
法
政
專
門
學 

校
念
書
。
辛
亥
革
命
前
夕，
他
在
政
治
上、
社
會
上
都
已
相
當
活
躍
。
一
九
一
三
年，
二
十
四
歲
的
李
大
釗
發
表
愛
國
文 

章
，
吸
引
到
知
識
界
的
注
意。
一
九
一
三
年
畢
業
後，
李
大
釗
決
定
出
國
留
學，
不
久即
進
入
東
京
著
名
的
早
稻
田
大 

學
。
他
在
一
九
一
六
年
五
月
回
國，
立即
投
入
新
文
化
運
動
。
李
大
釗
於
一
九
一
七
年
十
一
月
獲
北
大
聘為
經
濟
學教
 

授
，並
於
一
九
一
八
年
一
月
兼
任
圖
書
館
館
長。
不
久
之
後
，
他
應
陳
獨
秀
之
邀，
成為

《新青
年
》
編
輯
委
員
。
M 
一 

九
一
八
年
十
二
月
底，
他
和
陳
獨
秀
創
辦另

一份
刊
物
《每
週
評
論
》，
以
比
《新青
年
》
更
尖
銳
的
方
式
點
評
政
治
議 

題
。

李
大
釗
是
個
個
子
高
大、
時
帶
笑
容
、為
人
和藹
的
人，
戴
一
副
金
絲
邊
眼
鏡，
留
長鬍
子
。
U他很
講
究
禮
貌， 

衣
著
鮮
亮
。
和
北
大
許
多教
授
不
同，
他
偶
爾
喜
歡
穿
西
裝、
打
領
帶
，
配
上槳
燙
過
的
高
領
白
色襯
衫。
他
是
一
個
人 

人
都
會
注
目
的
人
物。

李
大
釗
讓
毛
澤
東
擔
任
圖
書
館
助
理
員，
月
薪
八
元
。
b錢
不
多
，
但
毛
澤
東
不
介
意
物
質
問
題，
欣
然
接
受
這份
 

工
作
。
這
是
他
這
輩
子
第
一
次
有
張
自
己
的桌
子。
後
來
他很
自
豪
地
向
親
戚
報
告，
他
在
北
大
工
作
。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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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大
釗
比
起
陳
獨
秀
和
蔡
元
培
更
博
覽
群
書，
尤
其
是
當
代
西
洋
哲
學、
政
治
學
和
經
濟
學
方
面
的
書
刊。
他
是
中 

國
最
早
注
意
到
馬
克
思
主
義
的
人。
在
他
之
前
，
中
國
幾
乎
沒
有
人
曉
得
馬
克
思
——
即
使
有
關
馬
克
思
社
會
主
義
的
新 

聞
最
早
在
十
九
世
紀
末即
傳
到
中
國。
一
九
〇
三
年
初
，
日
本
作
家
福
井
準
造(Fukuda Junz

ol)

②
的
著
作
《近
世
社 

會
主
義
》
在
中
國
出
版
，
書
中
引
了
一
段
《共產
黨
宣
言
》

COWSMs.
5〖M
§
ŝ

〖o
)，它
才
首
次
出
現
在
中
國。

一
九
〇
八
年
一
月
，
中
國
無
政
府
主
義
者
在
他
們
的
刊
物
《天
義
報
》
上
，
刊
載
恩
格
斯(F. Engels)

對
一
八
八
八
年 

英
文
版
《共產
黨
宣
言
》
所
寫
的
前
言
之
文。
這
是
馬
克
思
主
義
創
始
人
的
作
品
首
次
以
完
整
形
式
出
現
在
中
國。
這
時 

候
，絕
大
多
數
中
國
知
識
分
子
還
不清
楚
馬
克
思
主
義
究
竟
是
什麼
東
西，
也
分
辨
不
出
馬
克
思
的
社
會
主
義
和
其
他
種 

種
社
會
主
義
究
竟
有
何
差
別。
W毛
澤
東
本
人
在
一
九
四
五
年
四
月
說
：

那
時
我
們
中
國
除
極
少
數
留
學
生
以
外，
一
般
人
民
就
不
知
道
〔馬
克
思
主
義
〕。
我
也
不
知
道
世
界
上
有
馬
克
思

其
人
.
.
.
.
我
們
那
時
候
.
.
.
.
.根
本
不
知
道
世
界
上
還
有
什麼
帝
國
主
義，
什麼
馬
克
思
主
義

.

.

.

.

.以
前
有
人
如
梁
啓

超
、
朱
執
信，
也
曾
提
過
一
下
馬
克
思
主
義。
據
說
還
有
一
個
什麼
人，
在
一
個
雜
誌
上
譯
過
恩
格
斯
的
《社
會
主 

義
從
空
想
到
科
學
的
發
展
》
(
s
o
c
a'
^
m
: 
s
o
p
s-
f
j
a
s
a.
&

s-
n

^
c
)

。
總
之
，
那
時
我
沒
有
看
到
過，即
使
看
過，
也 

是
一
刹
那
溜
過
去
了，
沒
有
注
意
。
19

李
大
釗
是
中
國
第
一
個
注
意
到
馬
克
思
主
義、
甚
至
布
爾
什
維
克
經
驗
的
全
球
意
義
的
人。
擁
抱
布
爾
什
維
克
主
張 

的
他
，
在
一
九
一
八
年
開
始
大
規
模
宣
揚
俄
國
的
共產
主
義。
早
在
一
九
一
八
年
七
月，
李
大
釗
在
〈法
俄
國
革
命
之
比 

較
觀> 
一
文
中
說
：

②
編
註
：
作
者
誤
植為

F
u

k
u

dash
ig

ol。

此
書
是
由
趙
必
振
所
譯，
於
一
九
〇
三
年
由
上
海
廣
智
書
局
出
版
。



毛 澤 東 ：真 實 的 故 事 84

俄
羅
斯
之
革
命，
非
獨
俄
羅
斯
人
心
變
動
之
顯
兆，
實
二
十
世
紀
全
世
界
人
類
普
遍
心
理
變
動
之
顯
兆
…
…
吾
人
對 

於
俄
羅
斯
今
日
之
事
變，
惟
有
翹
首
以
迎
其
世
界
的
新
文
明
之
曙
光，
傾
耳
以
迎
其
建
於
自
由
、人
道
上
之
新
俄
羅 

斯
之
消
息，
而
求
所
以
適
應
此
世
界
的
新
潮
流，
勿
徒
以
其
目
前
一
時
之
亂
象
遂
遽為
之
抱
悲
觀
也
。
20

這
正
是
紅
樓
的
寂
靜
環
境
孕
育
的
大
夢。

毛
澤
東
到
圖
書
館
工
作
後
不
久，
李
大
釗
就
親
自
向
他
講
解
布
爾
什
維
克
思
想
的
萌
生。
他
說
：
「資
本
家
只佔
人 

類
的很
小
一
部
分，
工
人
才
是絕
大
多
數
…
…
任
何
人
不
工
作、卻
消
費
別
人
的
生產
，
就
是
賊
。」
李
大
釗
主
張
，
我 

們
必
須
終
結
「不
公
不
義
。
我
們
必
須
…
…
提
供
每
個
人
機
會
成為
工
人，
而
不
是
賊
」。
要
如
何
做
到呢
？
透
過
世
界 

社
會
主
義
革
命
的
道
路，
俄
國
共產
黨
已
經
首
開
其
端。
他
說
：

〔布
爾
什
維
克
〕
是
奉
德
國
社
會
主
義
經
濟
學
家
馬
克
思為
宗
主
的
；
他
們
的
目
的，
在
把
現
在為
社
會
主
義
的
障

礙
的
國
家
界
限
打
破，
把
資
本
家
獨佔
利
益
的
生
產
制
度
打
破
.
.
.
.
布
爾
什
維
克
.
.
.
.
.大
聲
疾
呼
.
.
.
.
.他
們
的
戰

爭
，
是
階
級
戰
爭，
是
合
全
世
界
無
產
庶
民
對
於
世
界
資
本
家
的
戰
爭
……

他
們
將
要
.
.
.
.
先
造
歐
洲
聯
邦
民
主

國
，
做
世
界
聯
邦
的
基
礎
.
.
.
.
這
是
二
十
世
紀
世
界
革
命
的
新
信
條
。

陶
醉
在
新
信
念
的
李
大
釗
又
寫
說
：

可
知
托
洛
茨
基
的
主
張，
是
拿
俄
國
的
革
命
做
一
個
世
界
革
命
的
導
火
線
.
.
.
.尚
有
無
數
國
民
的
革
命
將
連
續
而

起
.
.
.
.
可
以
說
完
全
是
俄
羅
斯
式
的
革
命，
可
以
說
是
二
十
世
紀
式
的
革
命
.
.
.
.
.人
道
的
警
鐘
響
了
！
自
由
的
曙
光

現
了
！
試
看
將
來
的
環
球，
必
是
赤
旗
的
世
界
—
.
.
.
.
.俄
國
的
革
命，
不
過
是
使
天
下
驚
秋
的
一
片
桐
葉
罷
了
.
.
.
.
.

所
以
布
爾
什
維
克
主
義
的
勝
利，
就
是
二
十
世
紀
世
界
人
類
人
人
心
中
共
同
覺
悟
的
新
精
神
的
勝
利
！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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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大
釗很
快
就
試圚
吸
收
他
的
助
理
投
入
實
際
政
治
活
動。
他
邀
請
毛
澤
東
參
加
愛
國
團
體
「少
年
中
國
學
會
」
的 

籌
委
會
會
議
，
其
宗
旨
與
新
民
學
會
相仿
。
一
九
一
八
年
十
一
月，
毛
澤
東
又
參
加
李
大
釗
在
北
大
召
開
的另
一
項
會 

議
，
會
中
決
議
成
立
馬
克
思
學
說研
究
會。
22

當
然
，
在
認
識
李
大
釗
之
前，
毛
澤
東
已
透
過
中
文
地
方
報
及
全
國
報
紙
聽
過
俄
國
革
命
的
故
事。
一
九
一
七
年
十 

一
月
十
七
日，
長
沙
《大
公
報
》
刊
載
俄
國
革
命
的
消
息，
毛
澤
東
肯
定
聽
過
布
爾
什
維
克
黨
領
袖
的
名
字。S 
一九一 

七
年
十
一
月
，
毛
澤
東
可
以
從
《民
國
時
報
》
和
《時
事
新
報
》
上
讀
到
托
洛
茨
基
和
列
寧(L

enin)

在
第
二
次
全
俄 

羅
斯
蘇
維
埃
大
會
上
演
講
的
簡
短
報
導。它
們
報
導
列
寧
提
議
迅
速
結
束
世
界
大
戰，
發
放
土
地
給
農
民，
以
及
處
理
經 

濟
危
機
。
有
關
列
寧
、
托
洛
茨
基、
布
爾
什
維
克
主
義
和
十
月
革
命
的
消
息，
一
九
一
八
年
經
常
出
現
在
中
國
報
刊
雜
誌 

上
，
引
起
相
當
廣
泛
的
注
意。
但
是
毛
澤
東
沒
有
想
過
這
是
「新
時
代
之
光
」
。
24

李
大
釗
說
的
一
切，
他
都
感
到很
新 

鮮
。
他
體
會
到
自
己
的
學
識
不
足，
因
此
決
心
在
北
大
旁
聽。

為
了
能夠
旁
聽，
毛
澤
東
一
九
一
九
年
初
加
入
北
大
三
個
社
團
：
哲
學
會
、
現
代
文
學
會
和
新
聞
學
會。
M他
在
新 

聞
學
會
裡
認
識
了
重
要
報
人
邵
飄
萍。
他
是
中
國
的
新
聞
通
訊
社、
北
京
重
要
報
紙
《京
報
》
的
創
辦
人
。
毛
澤
東
說
， 

邵
飄
萍
對
他幫
助很
大。
邵
飄
萍
介
紹
他
進
入真
正
的
新
聞
工
作
領
域。
少
年
中
國
學
會
開
會
時，
毛
澤
東
注
意
到
北
大 

文
學
系
學
生
鄧
康。
部
康
身
材
高
瘦、
天
性
活
潑、
時
帶
笑
容、
眼
神
調
皮
，
穿
著
中
式
長
袍
，
露
出
長
長
的脖
子
。
毛 

澤
東
可
能
是
因為
他
一
口
湖
南鄉
音
而
注
意
到
他。
總
之
，
這
兩
個
年
輕
人
幾
乎
年
齡
相
同，
基
本
上
又
有
共
同
理
想， 

很
快
結為
好
友。
鄧
康
就
和
毛
澤
東
的
老
朋
友
蔡
和
森
一
樣，
對
毛
澤
東
一
生
起
了很
大
的
影
響。
他
後
來
以
鄧
中
夏
之 

名
，
成為
中
國
勞
工
及
共產
主
義
運
動
第
一
批
組
織
者
之
一，
也
是
中
國
共產
黨
的
領
導
人
物。

可
是
用
毛
澤
東
自
己
的
話
說，
「對
我
的
影
響
也
許
超
過
其
他
任
何
人
」
的
是
陳
獨
秀
。
26

一
九
三
六
年，
毛
澤
東 

對
他
素
昧
平
生
的
美
國
記
者
史
諾
不
諱
言
這
段
感
受，
須
知
道
陳
獨
秀
一
生
起
伏
跌
宕，
此
時
已
被
打為
中
國
最
大
的
托 

派
分
子
。
毛
澤
東
一
定
是真
心
尊
敬
陳
獨
秀，
才
會
在
史
達
林
於
國
際
共產
主
義
運
動
中瘋
狂
打
擊
托
派
時，
仍
坦
承
他 

對
陳
獨
秀
的
感
佩。



毛 澤 東 ：真 實 的 故 事 86

陳
獨
秀
的
個
性
對
其
他
人
也
有
催
眠
作
用。
早
在
一
九
一
七
年，
毛
澤
東
和
他
在
湖
南
第
一
師
範
的
同
學
討
論
到
陳 

獨
秀
之
於
中
國，
就
有
如
托
爾
斯
泰(T

olstoy)

之
於
俄
國
。
他
和
這
位
俄
國
作
家
一
樣，
在
生
活
和
作
品
中
都
「追
求 

真

理
、
遵
守真

理，
不
忌
別
人怎
麼
說
」。
27
陳
獨
秀
雖
然
仍
相
當
年
輕，
在
愛
國
知
識
分
子
圈
中
非
常
受
到
尊
敬。
他 

出
生
於
一
八
七
九
年
十
月
八
日，
一
九
一
八
年
時
年
僅
三
十
九。

陳
獨
秀
是
安
徽
懷
寧
(今
名
安
慶
)
人
，
幼
時
也
入
私
塾
讀
書。
一
九
〇
〇
至
一
九
〇
二
年
間
，
他
走
訪
中
國
和
日 

本
現
代教
育
機
構，
對
西
方
科
學
稍
有
瞭
解。
一
九
〇
三
年
春
天
回
到
中
國
之
後，
他
積
極
涉
入
革
命
活
動，
於
上
海
和 

安
徽
省
參
與
創
辦
激
進
的
報
紙
和
雜
誌。
一
九
一
五
年
九
月
中
旬
陳
獨
秀
在
上
海
公
共
租
界
創
辦
《青
年
》
雜
誌
.，
一年 

之
後
，
雜
誌
更
名為
《新青
年
》。
一
九
一
六
年
十
一
月
底，
陳
獨
秀
應
聘
到
北
大
任教
，
不
久即
出
任
文
學
院
院
長
。
28 

陳
獨
秀
當
時
和
李
大
釗
一
樣，
偶
爾
也
喜
穿
西
裝。
他
那
三
件
頭
灰
色
西
裝、燙
得
平
整
的襯
衫，
配
上
領
帶
，
使 

他
頗
有
美
國
商
學
院教
授
的
架
式。
但
是
他
的
外
表
會
騙
人。
他很
擅
長
交
際，
言
詞
便
給
，
談
吐
風
趣
，
有
時
候
在
辯 

論
起
來很
專
斷
。
但
是
他
從
來
不
對
人
趾
高
氣
揚。儘
管
兩
人
年
紀
差
了
十
歲，
陳
獨
秀
和
李
大
釗
結為
好
友，
陳
獨
秀 

非
常
尊
重
他
這
位
年
輕
同
事。

陳
獨
秀
對
待
毛
澤
東，
也
有
如
對
待
李
大
釗
一
樣，儘
管
毛
澤
東
根
本
不
是
北
大
正
式
學
生。
毛
澤
東
對
他
崇
拜
得 

五
體
投
地
。
毛
澤
東
在
幾
個
月
後
寫
說
：
「我
們
對
於
陳
君，
認
他為
思
想
界
的
明
星。
陳
君
所
說
的
話，
頭
腦
稍
微清
 

楚
的
聽
得
，
莫
不
人
人
各
如
其
意
中
所
欲
出。」
29
可
是
陳
獨
秀
和
李
大
釗
不
同，
他
還
未
支
持
布
爾
什
維
克
主
義
或
馬 

克
思
主
義
。
他
在
答
覆
《新青
年
》
讀
者
提
問
時
表
示，
在
中
國
討
論
社
會
主
義
是
沒
有
意
義
的，
因為
工
業
在
中
國
根 

本
不
發
達
。
30

他
依
然
鼓
吹
個
人
自
由、
民
主
和
人
道
主
義。

陳
獨
秀
的
意
識
型
態
立
場
對
毛
澤
東很
有
影
響。
這
位
圖
書
館
助
理
員
尊
敬
李
大
釗，
但
是
他絕
對
的
相
信
陳教
授
’ 

因
此
他
對
布
爾
什
維
克
主
義
仍
有
懷
疑。
種
種
共產
主
義
思
潮
當
中，
毛
澤
東
最
感
興
趣
的
是
無
政
府
主
義，它
強
烈
重 

視
個
人
主
義。
由
於
陳
獨
秀
和
李
大
釗
兩
人
都
同
情
無
政
府
主
義
思
想，
毛
澤
東
當
然
更
加
醉
心
於
無
政
府
主
義。
W 

一
九
一
六
年
至
一
九
二
◦
年
期
間
，
無
政
府
主
義
在
中
國
(包
括
北
大
)
非
常
盛
行
。
無
政
府
主
義
是
在
中
國
吸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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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追
隨
者
的
第
一
個
西
方
社
會
哲
學，
也
是
無
政
府
主
義
者
最
先
注
意
到
勞
工
的
狀
況，
開
始
組
織
第
一
個
工
會
團
體。 

中
國
的
無
政
府
主
義
者
涵
蓋
各
支
派
的
支
持
者，
如
克
魯
泡
特
金(K

ropotkin)

的
互
助
論
、
巴
枯
寧(Bakunin)

的 

自
發
革
命
論、
普
魯
東(Proudhon)

的
無
政
府
工
團
主
義(anarcho-syndicalism

)

，
以
及
若
干
日
本
無
政
府
主
義
者 

的
理
論
——

他
們
主
張
到
山
區、
森
林
建
立
孤
立
的、
自
我
支
持
的
新
屯
墾
區，
以
便
重
新
打
造
社
會。
克
魯
泡
特
金
的 

影
響
力
最
大
。
他
主
張
以
自
由
的
自
我
組
織
的
人為
基
礎，
組
成
聯
合
形
式
的
共產
主
義
社
群
這
種
去
集
中
化
的
方
式， 

改
造
國
家
與
社
會
。
中
國
的
無
政
府
主
義
者
典
型
地
會
交
織
好
幾
股
不
同
的
無
政
府
主
義
思
想，
力
求絕
對
的
個
體
自 

由
，
而
他
們
曉
得
這
是
與
當
今
社
會
完
全
斷絕
關
係。

毛
澤
東
在
北
大
圖
書
館
裡找
到
不
少
有
關
無
政
府
主
義
的
書
冊。
他
熟
讀它
們，
受
到
其
中
若
干
作
品
的
吸
引
。

32 

畢
竟
他
到
北
京
來
就
是
要
參
加
無
政
府
主
義
者
所
策
劃
的
「赴
法
勤
工
儉
學
運
動
」。
毛
澤
東
回
憶
這
段
北
京
生
活，
他 

說
：
「我
對
政
治
的
興
趣
繼
續
增
長，
我
的
思
想
愈
來
愈
激
進
…
…
可
是
就
在
這
時
候，
我
的
思
想
還
是
混
亂
的
…
…
我 

正
在找
尋
出
路。
我
讀
了
一
些
關
於
無
政
府
主
義
的
小
冊
子，很

受
影
響
。
我
常
常
和
來
看
我
的
一
個
名
叫
朱
謙
之
的
學 

生
討
論
無
政
府
主
義
和它
在
中
國
的
前
景。
在
那
個
時
候
，
我
贊
同
許
多
無
政
府
主
義
的
主
張。」
M克
魯
泡
特
金
對
毛 

澤
東
影
響
最
深
。
顯
然
，
毛
澤
東
的
夢並
不
遜
於
李
大
釗
的
狂
想。

新
民
學
會
所
有
同
仁，
只
有
毛
澤
東
在
北
大找
到
工
作。
其
他
人靠
打
零
工
過
活。
他
們
全
都
註
冊
進
入
不
同教
育 

機
構
的
訓
練
班，為
前
往
法
國
預
做
準
備。
有
些
人
加
入
北
大
附
設
的
預
備
班，
也
有
人跑
到
北
京
西
南
方
約
一
百
六
十 

公
里
的
保
定另
一
所
學
校
學
習。
蔡
和
森
開
始
在
保
定
之
南
的
一
所
學
校
上
課。
除
了
這
些青
年
男
女
之
外，
還
有
兩
位 

年
紀
較
大
的
人
也
十
分
認真
準
備
赴
法
留
學。
一
位
是
我
們
前
面
提
到
的
長
沙
第
一
師
範
的
老
師
徐
特
立。另
一
位
是
蔡 

和
森
的
母
親
葛
健
豪
(原
名
葛
蘭
英
)。
主
要
的
學
習
科
目
是
法
文，
測
驗
結
果
是
他
們
能
否
成
行
的
依
據。
候
選
人
也 

必
須
通
過
法
語
口
試，並
通
過
健
康
檢查
。
34

在
北
京找
到
方
向
之
後，
毛
澤
東
改
變
前
往
巴
黎
的
念
頭。
他
究
竟
有
什麼
想
法
？
他
和
史
諾
談
話
時
說
起
：
「雖 

然
我
協
助
組
織
了
這
個
運
動
…
…
但
是
我並
不
想
去
歐
洲
。
我
覺
得
我
對
自
己
的
國
家
瞭
解
得
還
不夠
，
我
把
時
間
花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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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國
會
更
有
益
處。」
M那
他為
什麼
要
到
北
京
來
？為
什麼
要
在
北
大
圖
書
館
打
工
？
毛
澤
東
的
說
法很
可
疑。
我
們 

應
該
記
得
，
當
他
接
到
楊
昌
濟
提
到
召
募
學
生
赴
法
勤
工
儉
學
消
息
時
是
多麼
興
奮。
毛
澤
東
沒
有
去
成
法
國，
這
其
中 

極
有
可
能另
有
隱
情。
他
是
沒
錢
，
但
是
他
有
辦
法
籌
到
一
點
錢，
楊教
授
也
一
定
會
借
給
愛
徒
必
要
的
費
用。
不
，
錢 

應
該
不
是
問
題
。
毛
澤
東
的
朋
友
們
也
都
沒
錢，
最
後
旅
費
都
是
募
捐
來
的。
36

問
題
出
在
別
的
環
節。
毛
澤
東
根
本
沒 

有
語
言
天
分，
通
過
不
了
法
國
語
文
考
試。
他
在
第
一
師
範
念
書
時，
每
天
背
英
文，
37
可
是
幾
乎
學
不
會
幾
個
字。
他 

在
念
法
文
時，
就
會
有
不
同
的
成
果嗎
？即
使
他
被
接
受，
准
予
赴
法
求
學，
他
在
外
國
也
不
會
覺
得
自
在。
他絕
不
會 

接
受
次
等
的
地
位。

毛
澤
東
決
定
不
去
法
國
的
主
因
是
面
子
問
題。
毛
澤
東
是
個很
驕
傲
的
人，
不
肯
承
認
低
人
一
等。即
使
在
北
京
這 

個
群
英
畢
集
的
京
城，
他
也
不
是
一
向很
舒
坦。

當
然
，
李
大
釗
、
陳
獨
秀
和
邵
飄
萍
等
人
對
他
都很
好，
可
是即
使
如
此，
他
仍
然
覺
得
自
己
是
沒
念
多
少
書
的鄉
 

巴佬
。儘
管
他
和
李
大
釗
年
紀
差
不
了
幾
歲，
兩
人
之
間
還
是
有
一
道
鴻
溝。
他
在
北
大
打
工
的
五
個
月
期
間，
覺
得很
 

吃癟
。
他
在
長
沙
可
是
最
優
秀
的
學
生、
公
認
的
領
袖
人
物。
毛
澤
東
回
憶
說
：
「我
的
工
作
中
有
一
項
是
登
記
來
圖
書 

館
讀
報
的
人
的
姓
名。
可
是
對
他
們
大
多
數
人
來
說，
我
這
個
人
是
不
存
在
的
…
…
我
打
算
去
和
他
們
攀
談
政
治
和
文
化 

問
題
，
可
是
他
們
都
是
些
大
忙
人，
沒
有
時
間
聽
一
個
圖
書
館
助
理
員
說
南
方
話
。

38

年
輕
人
一
旦
在
社
會
和
政
治
上
少
年
得
志，
往
往
會
展
現
一
股
傲
氣。
對
北
大
學
生
會
的
領
袖
人
物
傅
斯
年、
羅
家 

倫
而
言
，
這
位
湖
南
來
的
圖
書
館
助
理
員
是
不
存
在
的
人。
胡
適
年
紀
只
比
毛
澤
東
大
兩
歲，
已
是
著
名
的
哲
學教
授， 

也
一
樣
不
理
會
他
。
39

毛
澤
東
在
新
聞
學
會
結
識
陳
公
博
和
譚
平
山，
他
們
不
久即
在
創
立
中
國
共產
黨
方
面
扮
演
重
要 

角
色
•，不
過
他
們
當
時
也
不
大
理
他。
張
國
燾
一
九
一
九
年
初
積
極
參
與
愛
國
運
動
-
在
北
大
學
生
群
中
聲
譽
鵲
起，
當 

時
根
本
沒
注
意
到
毛
澤
東。
張
國
燾
在
一
九
五
〇
年
代
和
一
九
六
〇
年
代
寫
回
憶
錄，
他
根
本
不
記
得
什麼
時
候
初
識
毛 

澤
東
。
不
過
，
毛
澤
東
可
沒
忘
了
張
國
燾
是怎
麼
不
理
他
的
。
40

一
九
一
九
年
一
月，
蕭
瑜
最
先
出
發
赴
法
國，
三
月
間
其
他
湖
南
同
學
也
準
備
好啟
程。
此
時
毛
澤
東
接
獲
消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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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
親
病
情
惡
化
。
他
自
己
說
，
他
「必
須趕
回
家
照
料她
」
。
41

他
的
「趕
」
也真

奇
怪
。
他
在
三
月
十
二
日
離
開
北 

京
，
但
是
直
到
四
月
六
日
才
到
達
長
沙，
而
更
要
到
四
月
二
十
八
日
才
寫
信
告
訴
舅
舅
們
他
已
上
路。
這
段
期
間
他
思緒
 

萬
千
，
可
就
不
曾
想
過
他
那
病
危
的
母
親。
毛
澤
東
先
陪
著
一
批
預
備
赴
法
國
的
同
學
去
上
海，
在
上
海
逗
留
了
二
十 

天
。
他
向
舅
舅
們
解
釋
說
：
「我
在
那
裡
被
公
事
絆
住
了
。」
42

有
什麼
公
事
絆
住
他
？
他
所
做
的
無
非
就
是
等
著
向即
 

將
遠
赴
異
國
的
好
友
道
別。
這
時
候
他
的
母
親卻
病
情
加
劇。
對
於
一
個
孝
子
而
言，
這
還真
是
怪
異
的
行為
。

為
什麼
他
突
然
間
如
此絕
情呢
？
我
們
唯
有
從
他
在
北
京
遭
到
侮
慢，
才
能
理
解
箇
中
曲
折。
心
理
上
，
他
必
須
陪 

伴
朋
友
們
到
上
海。
甚
且
，
新
民
學
會
的
總
幹
事
蕭
瑜
已
先
走
了，
他
必
須
再
度
扮
演
領
導
人
的
角
色，
陪
伴
和
他
一
路 

走
來
的夥
伴
。
他
非
常
需
要
有
重
要
人
物
的
感
覺，
必
須
再
度
肯
定
自
己
是
個
領
導
人、
是
個
政
治
活
躍
者
。
他
熱
切
渴 

望
名
氣
與
權
力
。
但
是
他
可
能
也
有
罪
惡
感，
因
此
才
在
接
受
史
諾
訪
談
時，謊
稱
母
親
在
一
九
一
八
年
——
即
他
去
北 

京
之
前
——

已
去
世
。
43
他
的
良
知
可
能啃
噬
著
他，
但
是
他
的
虛
榮
心
和
權
力
欲卻
勝
過
他
的
良
知。

毛
澤
東
不
幸
的
母
親
死
於
一
九
一
九
年
十
月
五
日，
得
年
五
十
三。
毛
澤
東趕
回
家
送
終，
站
在
母
親
墳
前，
他
吟 

了
一
首
輓
聯
：

疾
革尚
呼
兒，
無
限
關
懷，
萬
端
遺
恨
皆
須
補
。

長
生
新
學
佛，
不
能
住
世，
一掏
慈
容
何
處
尋
？

春
風
南
岸
留
暉
遠，
秋
雨
韶
山
灑
淚
多
。
44

不
到
四
個
月
，
毛
澤
東
的
父
親
便
死
於
斑
疹
傷
寒，
得
年
四
十
九
。
他
和
妻
子
同
穴
而
埋。
45
然
而
此
時
毛
澤
東
已 

回
到
北
京
，
忙
著
重
要
的
政
治
議
題，並
沒
有
回
家
奔
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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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章

民眾
的
大
聯
合

回
到
長
沙
，
毛
澤
東
覺
得
如
魚
得
水。
在
這
兒
，
不
像
在
北
京，
他
不
必
向
任
何
人
證
明
自
己
的
能
力
高
下。
他
已 

經
普
遍
受
到
許
多
知
識
分
子
的
尊
重，
而
且
蕭
瑜
出
國，
他
又
被
視為
新
民
學
會
的
領
導
人。

他很
快
在
修
業
小
學找
到
一份
歷
史教
員
的
差
事。
和
中
國
常
情
一
樣，
這份
工
作
是
透
過
關
係
得
到
的。
已
經
在 

學
校
任教
的
老
朋
友
周
世
釗
向
校
方
推
薦
毛
澤
東。
毛
澤
東
的
課
業
負
擔
不
重，
每
週
只
需
授
課
六
小
時，
有
許
多
閒
暇 

時
間
。
他
薪
水
微
薄
，
每
月
只
有
四
元
左
右
(等
於
四
銀
元
)，
但
這
已
經夠
他餵
飽肚
子
。
他
依
照
當
時
流
行
的
規 

矩
，
住
在
學
校
宿
舍
。
1當
時
的教
育
學
原
理
規
定
老
師
不
僅
要
授
課，
還
要
做
好
身教
，
要
做
學
生
的
行為
楷
模。

一
九
一
九
年
春
天
局
勢
相
當
動盪
。
四
月
底
，即
毛
澤
東
回
到
長
沙
後
不
久，
湖
南
、
乃
至
全
中
國
的
政
治
局
勢
都 

變
得
極
其
緊
張
。
一
月
間，
第
一
次
世
界
大
戰
二
十
八
個
戰
勝
國
在
巴
黎
召
開
會
議，
起
草
對
德
和
約
。
中
國
民
意
非
常 

憤
慨
，
協
約
國
代
表
們
竟
然
不
肯
尊
重
中
國
代
表
團
的
正
當
要
求，即
把
德
國
一
八
九
八
年
從
中
國搶
走、
繼
而
在
一
九 

一
四
年
十
一
月
復
被
日
本
接
管
的青
島
以
及
膠
州
灣
附
近
地
區，
歸
還
給
也
在
一
九
一
七
年
八
月
參
加
對
德
作
戰
的
中 

國
。
日
本
人
想
要
保
有
原
本
德
國
的
殖
民
地。
中
國
參
加
巴
黎
和
會
的
代
表
非
常
失
望，
西
方
列強
竟
然
支
持
日
本。
英 

國
、
法
國
和
義
大
利
受
到
他
們
一
九
一
七
年
二
月
至
三
月
和
日
本
成
立
的
秘
密
條
約
之
約
束，
不
希
望
和
他
們
的
戰
時
盟 

友
有
衝
突
。
這
些
密
約
承
認
日
本
接
收
德
國
在
中
國
之
權
利，
以
交
換
日
本
協
助
協
約
國。
甚
且
，
西
方
領
導
人
也
要
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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仗
日
本
在
對
付
蘇
俄
的
新
戰
爭
中
扮
演
重
要
角
色。
美
國
代
表
團
想找
出
折
衷
辦
法，卻
告
失
敗
。

中
國
期
待
和
會
能
承
認
中
國
是
戰
後
國
際
新
體
制
平
等
的
會
員，
可
是
和
會
只
決
議
把
德
國
在
義
和
拳
亂
戰
事
所搶
 

走
的
古
老
天
文
儀
器
還
給
中
國
。
可
想
而
知
，
中
國
人
深
覺
受
到
侮
辱
。
學
生
們
尤
其
義
憤填
膺。
學
生
們
痛
斥
說
： 

「日
本
將
擁
有青
島
和
膠
州
灣，
而
我
們
中
國
人
要
做
什麼
？瞪
眼
看
星
星嗎
？
」
中
國
出
席
和
會
的
代
表
王
正
廷
一
九 

一
九
年
三
月
底
給
上
海
某
報
的
一
通
電
報，
更
有
如
火
上
加
油
。它
說
：

吾
輩
提
議
於
和
會
者，
主
張
廢
止
二
十
一
款
及
其
他
密
約
不
遺
餘
力
.
.
.
.
但
吾
國
人
中
有
因
私
利
而
讓
步
者
.
.
.
.
.此

實
賣
國
之
徒
也
。所
望
全
國舆
論
對
於
該
賣
國
賊
群
起
而
攻
之，
然
後
我
輩
在
此
乃
能
有
討
論
取
消
該
條
件
之
餘

地
。

2

王
正
廷
的
呼籲
引
起
極
大
回
響。
反
日
愛
國
運
動
在
中
國
開
始
發
展，
各
界
展
開
搜
索
王
正
廷
電
報
中
所
影
射
的
賣 

國
賊
。
大
家
質
疑
著
名
的
親
日
派
：
交
通
總
長
曹
汝
霖、
駐
日
公
使
章
宗
祥
和
中
國
印
鑄
局
局
長
陸
宗
輿
三
人
嫌
疑
最 

大
。

局
勢
日
益
緊
張
，
終
於
爆
發
。
五
月
三
日
星
期
六晚
間，
學
生
積
極
分
子
在
北
大
集
會，
決
定
翌
日
在
天
安
門
廣 

場
、
紫
禁
城
入
口
前
發
動
一
場
大
規
模
示
威
活
動。
有
位
法
律
系
學
生
在
會
上
慷
慨
陳
詞，
拿
出
刀
子
割
指，
以
鮮
血
在 

白
布
上
寫
下
：
「還
我青
島
！
」
他
把
標
語
高舉
過
頭，贏
得
全
室
喝
采
。
；

五
月
四
日
上
午
十
點，
來
自
北
京
各
個
學
校
的
三
千
多
名
學
生
在
廣
場
上
集
合。
到
處
白
旗
飛
揚
——

在
中
國
，
白 

色
是
悼
亡
的顏
色
——

配
上青
島
地
圖
以
及
聳
動
的
標
語
牌。儘
管教
育
部
代
表、
北
京
衛
戍
司
令
和
警
察
局
長
出
面
勸 

諭
，
示
威
群眾
仍
向
附
近
的
外
國
使
館
區
移
動。
他
們
仍
然
相
信
「偉
大
的
美
國
」，
預
備
以
北
京
一
萬
一
千
五
百
名
學 

生
的
名
義
，
提
交
一份
陳
情
書
給
美
國
公
使。
他
們
信
心
的
根
據
是
，
威
爾
遜(w

. W
ilson)

總
統
於
一
九
一
九
年
一 

月
八
日
向
國
會
報
告，
提
出
「普
世
和
平
」
的
十
四
點
和
平
原
則，抨
擊
秘
密
條
約，並
籲

請
「自
由
、
開
放
心
胸、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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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不
偏
不
倚
調
整
所
有
的
殖
民
之
主
張
」。
使
館
區
警
衛
不
肯
放
學
生
進
入，
只
准
四
名
代
表
和
美
國
使
館
官
員
會
面。

這
項
拒絕
反
而
使
學
生
群
情
激昂
。
有
人
建
議
去找
賣
國
賊
算
帳。
因
此
他
們
轉
到
曹
汝
霖
位
於
附
近
的
宅
邸，
衝 

進
去
結
結
實
實
大
鬧
一
番。
沒
被
他
們
打
碎
的
東
西，
也
全
給扔
進
庭
院
裡
的
一
個
池
塘。
曹
汝
霖
及
時
走
避，
可
是
湊 

巧
在
曹
宅
的
章
宗
祥
被
學
生揪
住，狠
狠
痛
毆
一
頓
。
學
生
們
放
火
燒
了
曹
宅，
才
在
下
午
五
點
鐘
散
去。
*原
本
正
氣 

凜
然
的
一
系
列
愛
國
演
講
竟
成為
純
然
的
流
氓
行
徑。
警
方
逮
捕
了
三
十
二
人，
不
過囿
於
自
由
派
輿
論
施
壓，很
快
就 

放
人
了
。

事
情並
未
因
此
結
束。
從
五
月
到
六
月，
北
京
學
生
頻
頻
生
事
。
他
們舉
行
罷
課、
示
威
和
集
會，
但
是
不
再
濫
行 

破
壞
。
五
四
事
件
的
新
聞
傳
遍
了
全
國。
上
海
及
其
他
許
多
城
市，
不
僅青
年
學
生，
連
商
人
、
仕
紳
，
甚
至
工
人
都
表 

示
堅
定
支
持
北
京
的
學
生。
黃
包
車伕
基
於
愛
國
情
操，
一
致
拒絕
服
務
日
本
人。
許
多
地
方
的
居
民
也
透
過
示
威
活
動 

和
罷
工
罷
課
表
達
他
們
的
反
日
感
受
。
長
江
沿
岸
航
運為
之
中
斷
，
因為
碼
頭
工
人
罷
工
了
。
到
處
都
是
「還
我青
 

島
！
」
「消
滅
國
恥
！
」
「打
倒
賣
國
賊
！
」
的
標
語
。
北
京
總
商
會
發
起
抵
制
日
貨
運
動，
得
到
全
國
響
應
。
群眾
打 

破
買
賣
日
本
商
品
的
店
家
之窗
戶，
沒
收
日
貨
，
當
街
燒毀
。
報
社
拒絕
受
理、
刊
登
日
本
商
人
廣
告、
日
本
船
隻
航
期 

或
甚
至
日
圓
外
匯
匯
率。
5徐
世
昌
總
統
被
迫
要
求
曹
汝
霖、
章
宗
祥
和
陸
宗
輿
辭
職，
但
是
動
亂
直
到
六
月
二
十
八
日 

才
告
平
息
。
這
一
天
消
息
傳
來，
中
國
代
表
團
拒絕
簽
署
協
約
國
與
德
國
訂
立
的
不
公
不
義
的
凡
爾
賽
和
約。

長
沙
的
學
生
也
試
圖
組
織
反
日
示
威
活
動，
以
表
支
持
北
京青
年
學
生。
五
月
七
日，
數
千
人
走
上
長
沙
街
頭。
他 

們
也
得
到
商
人
支
持。
e
可
是
示
威
活
動很
快
就
被
督
軍
張
敬
堯
的
部
隊
驅
散
——

這
個
張
敬
堯
就
是
一
年
前
在
長
沙
進 

行
恐
怖
統
治
的
「張
毒
」。
我
們
不清
楚
毛
澤
東
是
否
參
加
這
項
示
威
活
動。
極
有
可
能
他並
未
參
加
；
否
則
，
替
毛
澤 

東
寫
傳
的
人絕
不
會
錯
過
對
他
稱
頌
的
機
會。

當
然
，
毛
澤
東
不
會
不
注
意
到
學
生
的鬥
爭，
可
是
他
不搞
自
發
性
的
抗
議
活
動。
他
相
信
必
須
導
引
自
動
自
發。 

組
織
是絕
對
必
要
的，
要
由
偉
大
領
袖
的
堅
定
意
志
鍛
造
一
支
先
鋒
隊。
毛
澤
東
精
讀
泡
爾
生
的
書，
可
不
是
白
念
的。 

「道
德
行為
依
據
感
覺
和
意
志，它
們
必
須
先
於
道
德
行為
。」
毛
澤
東
從
來
不
違
背
此
一
信
條。
？ 
一
九
一
九
年
五
月
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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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開
始
認真
思
考
成
立
一
個
組
織，
以
便
有
效
領
導
長
沙
的
愛
國
學
生
運
動。
新
民
學
會
在
一
九
一
九
年
五
月
只
有
七、 

八
十
名
會
員，
其
中
多
人
已
在
法
國，它
已
經
起
不
了
作
用。
8
五
月
中
旬，
鄧
中
夏
由
北
京
來
到
長
沙，
向
毛
澤
東
詳 

細
報
告
北
京
學
生
活
動
的
詳
情。
毛
澤
東
和
鄧
中
夏
討
論
了
全
盤
局
勢。
毛
、
鄧
和
何鬍
子
(何
叔
衡
)
決
定仿
效
若
干 

省
、
市
之
例
組
織
一
個
基
礎
更
廣
的
湖
南
學
生
聯
合
會。
i這
些
學
生
組
織
提
出
非
常
鮮
明
的
政
治
目
標
：
「運
用
…
… 

學
生
能
採
取
的
一
切
力
量
」，
「恢
復
國
家
主
權、
懲
處
賣
國
賊
」。
⑴

五
月
二
十
五
日，
長
沙
二
十
多
所
學
校
代
表、
其
中
許
多
人
是
新
民
學
會
會
員，
在
何
叔
衡
的
住
所
集
會。
毛
澤
東 

介
紹
鄧
中
夏，
由
鄧
報
告
五
四
事
件
前
後
經
過，
鄧
也
表
示
希
望
湖
南
學
生
能
宣
布
總
罷
課
聲
援
北
京
學
生。
鄧
中
夏
一 

席
話
打
動
了
大
家
，
演
講
者
本
人
年
輕、
精
明
的
相
貌
，
令
人
印
象
深
刻
。
生
命
現
在
有
了真
實
的
意
義。它
需
要鬥
 

爭
、
自
我
犧
牲
和
光
榮。
三
天
後
，
湖
南
學
生
聯
合
會
正
式
成
立。
湖
南
商
業
學
校
學
生
彭
璜
是
毛
澤
東
的
親
密
朋
友， 

被
推為
會
長
。

六
月
三
日
，
湖
南
學
生
聯
合
會
宣
布
全
市
罷
課，
長
沙
有
二
十
個
學
校
學
生
參
加。
這
項
前
所
未
有
的
罷
課啟
發
本 

地
報
紙
《大
公
報
》
於
六
月
四
日
刊
出
罷
課
學
生
的
訴
求
.
.
「外
交
失
敗
，
國
家
分
裂
，
除
非
及
時
採
取
救
國
措
施，
必 

將
滅
亡
」
。
學
生並
呼籲
政
府
不
要
簽
署
凡
爾
賽
和
約、並

廢
止
二
十
一
條
。
U局
勢
非
常
嚴
峻
。
由
於
暑
假
旋即
開 

始
，
才
避
免
了
和
當
局
的
衝
突。
許
多
學
生
離
校
回鄉
，
但
是
組
織
繼
續
運
作
。
回鄉
學
生
組
成
宣
傳
隊，
負
責
利
用
各 

種
活
道
具
在
農
村
散
布
抵
制
日
貨
的
思
想。
這
時
候
中
國
非
常
流
行
獨
幕
愛
國
劇，它
們
由
學
生
自
行
創
作，
相
當
簡 

陋
。
可
是它
們
在
不
識
字
的
農
民
和
城
市
觀眾
心
目
中
留
下
極
深
刻
的
印
象。

許
多
學
生
配
合
商
會
代
表
成
立
檢查
隊，
負
責
執
行
抵
制
日
貨
運
動。
七
月
七
日
，
工
會
和
企
業
代
表
聯
合舉
行另
 

一
次
大
示
威。
這
一
次
經
由
仔
細
規
劃，
號
召
搗毀
日
貨
。
參
加
這
項
活
動
的
周
世
釗
日
後
回
憶
說
：

遊
行
隊
伍
前
面
高舉
著
「燒
毁
日
貨
遊
行
大
會」
和
「同
胞
們
注
意，
切
勿
買
日
貨」
的
大
旗
。學
生
每
人
肩
負
一

匹
日
本
布，
後
面跟
著
綢
布
業
的
店
員
工
人
。最
後
是
國
貨
維
持
會
和
學
生
聯
合
會
的
旗
幟
。到
了教
育
會
坪，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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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們
將
布
匹攤
放
坪
中，澆
上
煤
油
焚
燒
。直
到
布
匹
燒
成
了
灰，
遊
行
隊
伍
和
參
觀
群眾
才
離
開
。

U

兩
天
後
，
在
湖
南
學
生
聯
合
會
領
導
人
倡
議
下，舉
行
了
各
公
共
組
織
代
表
的
大
會，
決
定
成
立
一
個
含
納
各
行
各
業
代 

表
的
全
省
聯
合
組
織
。
U

從
毛
澤
東
的
角
度
看，
這
一
切
都
還
不夠
。
他
相
信
宣
傳
是
影
響
群眾
最
重
要
的
手
段。
毛
澤
東
可
以
依
循
列
寧
的 

說
法
(這
時
候
他
對
列
寧
所
知
不
多
)
說
：
「以
我
們
的
意
見
而
言，
我
們
一
切
活
動
的
起
點，
成
立
我
們
所
要
的
組
織 

務
實
的
第
一
步，
可
以
指
引
我
們
堅
定
不
移
地
發
展、
深
化
和
擴
大
組
織
的
線
索，
就
是
設
立
一份
…
…
政
治
報
紙
。
」
W 

毛
澤
東
和
他
的
同
志
資
力
不
足
以
創
辦
一份
報
紙
•，
因
此
他
們
決
定仿
效
陳
獨
秀
和
李
大
釗
的
《每
週
評
論
》，
成
立
一 

份
湖
南
全
省
學
生
資
訊
刊
物。
毛
澤
東
以
熱
情、
花俏
的
語
言敘
述
這份
刊
物
的
目
標
：
「浩
浩
蕩
蕩
的
新
思
潮
業
已
奔 

騰
澎
湃
於
湘
江
兩
岸
。
」
b

《湘
江
評
論
》
創
刊
號
花
了
約
十
天
時
間
編
成、
於
一
九
一
九
年
七
月
十
四
日
出
刊
。
毛
澤
東
以
主
編
身
分
寫
下 

《湘
江
評
論
》
創
刊
宣
言
，它
說
.
.
「所
以
我
們
的
見
解，
在
學
術
方
面
，
主
張
徹
底研
究，
不
受
一
切
傳
說
和
迷
信
的 

束
縛
，
要
尋
著
什麼
是真
理，
在
對
人
的
方
面，
主
張
群眾
聯
合，
向強
權
者為
持
續
的
『忠
告
運
動
』。」
除
了
官
僚 

和
軍
閥
，
他
把
資
本
家
也
列
入
「強
權
者
」
行
列
。
他
在
北
京
的
幾
個
月
時
間
沒
有
白
費。
他
依
然強
烈
嚮
往
無
政
府
主 

義
，
而
李
大
釗
有
關
社
會
主
義
的
講
解
也
留
下
痕
跡。
可
是
他
仍
然很
謹慎
，
不
主
張
暴
力，
只籲
求
民
主
和
自
由。
他 

說
：
「〔我
們
〕
實
行
『呼
聲
革
命
』
——

麵
包
的
呼
聲、
自
由
的
呼
聲、
平
等
的
呼
聲
——

『無
血
革
命
』，
不
主
張
起 

大
擾
亂
，
行
那
沒
效
果
的
『炸
彈
革
命
』、
『有
血
革
命
』。」即
使
針
對
日
本
人，
毛
澤
東
依
然
認為

「罷
課
、
罷
市
、 

罷
工
、
排
貨
，
種
種
運
動
，
就
是
直
接
間
接
對
付強
權
日
本
最
有
效
的
方
法。
」s

《湘
江
評
論
》
創
刊
號
刊
登
毛
澤
東
痛
批
北
京
軍
閥
逮
捕
他
的
偶
像
陳
獨
秀
的
文
章。
陳
獨
秀
因為
參
加
一
九
一
九 

年
六
月
十
一
日
學
生
運
動，
散
布
他
所
寫
的
「北
京
市
民
宣
言
」
傳
單
而
被
捕。
他
在
宣
言
中
痛
批
總
統
和
內
閣
總
理
在 

「山
東
問
題
」
上
的
對
內
、
對
外
政
策
。
他
坐
了
八
十
三
天
牢，
出
獄
後即
離
開
北
京，
寓
居
上
海
。
毛
澤
東為
陳
獨
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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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
捕
大為
震
驚，
他
責
備
整
個
中
國
社
會
：

不
是
兵
力
不強
財
用
不
足
的
危
險，
也
不
是内
亂
相
尋
四
分
五
裂
的
危
險
。危
險
在
全
國
人
民
思
想
界
空虚
腐
敗
到 

十
二
分
。中
國
的
四
萬
萬
人，
差
不
多
有
三
萬
九
千
萬
是
迷
信
家
。迷
信
神
鬼，
迷
信
物
象，
迷
信
運
命，
迷
信強
 

權

。全
然
不
認
有
個
人，
不
認
有
自
己，
不
認
有真
理
。這
是
科
學
思
想
不
發
達
的
結
果
。中
國
名為
共
和，
實
則

專
制
，
愈
弄
愈
糟
.
.
.
.
群眾
心
裡
沒
有
民
主
的
影
子，
不
曉
得
民
主
究
竟
是
什麼
的
結
果
。陳
君
(

獨秀
)平日所

標
揭
的，
就
是
這
兩
樣
。他
曾
說，
我
們
所
以
得
罪
於
社
會，
無
非
是為
著
「賽
因
斯」
(

科
學
)

和
「克
莫
克
拉 

西」
(

民
主
)

。陳
君為
這
兩
件
東
西
得
罪
了
社
會，
社
會
居
然
就
把
逮
捕
和
禁
錮
報
給
他
。
17

為
表
示
支
持
他
的
老
師，
毛
澤
東
在
他
的
文
章
中
轉
載
陳
獨
秀
批
判
政
府
的
傳
單。

.

毛
澤
東
在
同
一
期
《湘
江
評
論
》
亦
首
次
發
表
有
關
布
爾
什
維
克
的
短
文。
他
沒
有
做
任
何
評
斷.，只
是
呼籲
中
國 

民眾
研
究
俄
國
經
驗
：
「我
們
每
個
人
都
應
仔
細
檢
視
這
個
極
端
主
義
黨
〔布
爾
什
維
克
黨
〕
究
竟
是
什麼
…
…
一眨
 

眼
，
這
個
極
端
主
義
黨
令
人
大
吃
一
驚，
掃
遍
全
國
〔俄
羅
斯
〕，
無
一
處躲
得
過
他
們
。
」22

創
刊
號
兩
千份
很
快
就
散
發
出
去，
七
月
底
迅即
加
印
兩
千份
，
也
在
三
天
內
銷售
一
空。
七
月
二
十
一
日，
創
刊 

號
臨
時
增
刊
和
第
二
期，
同
步
上
市
，
各
印
五
千份
。
一
週
之
後，
五
千份
的
第
三
期
接
著
上
市。
在
湖
南
來
講
這
是很
 

不
得
了
的
數
字。
長
沙
九份
日
報
當
中，
只
有
《大
公
報
》
發
行
量
高
達
兩
千
三、
四
百份
。
其
他
都
只
有
一
百
至
五
百 

份

之
間
。
U毛
澤
東
設
法
編
出
五
期，
但
只
有
四
期
問
世。
第
四
期
在
八
月
四
日
上
市，
一
樣
印
了
五
千份
。
可
是
第
五 

期
已
經
排
好
版，卻
在
印
刷
廠
遭
到
張
敬
堯
部
隊
沒
收。
20

這份
刊
物
是
毛
澤
東
的
心
血
結
晶。
根
據
周
世
釗
的
說
法，
毛
澤
東
把
他
課
餘
時
間
全
花
在
《湘
江
評
論
》
上
。
周 

世
釗
回
憶
說
：
「夜
裡
醒
來
，
我
會
從
牆
縫
看
到
他
房
間
的
光
線。
寫
完
文
章
後，
他
又
親
自
編
輯、
校
對
，
有
時
甚
至 

親
上
街
頭
兜售
雜
誌
。
」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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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
江
評
論
》
也
分
設
「東
方
大
事
述
評
」、
「西
方
大
事
述
評
」、
「世
界
雜
評
」、
「湘
江
雜
評
」、
「新
文
藝
」
等 

欄
目
刊
載
短
文，
大
都
由
毛
澤
東
本
人
撰
稿。
他
健
筆
如
飛，
寫
出
一
篇
〈民眾
的
大
聯
合
〉贏
得
全
國
注
意。
這
篇
文 

章佔
了
週
刊
幾
近
整
整
三
期
的
篇
幅，
從
第
二
期
到
第
四
期
連
載
。
他
試
圖
回
答
困
擾
了
一
個
世
代
革
命
派
的
基
本
問 

題
：
當
「國
家
壞
到
了
極
處，
人
類
苦
到
了
極
處，
社
會
黑
暗
到
了
極
處
」
時
，
應
該怎
麼
辦
？

毛
澤
東
的
解
決
方
案
毫
無
疑
問
地
代
表
他
的
革
命
觀
仍
然
溫
和。
從
假
設
中
國
所
有
的
困
難
以
及
其
他
國
家
所
有
的 

困
難
，
皆
源
自強
權
者
——
即
各
國
的
貴
族、
資
本
家
——

聯
合
起
來
對
付
民眾
做
起
點，
他
提
議
「以
其
人
之
道
還
治 

其
人
之
身
」。
他
寫
說
-
唯
有
「民眾
大
聯
合
」，
對
抗
「強
權
者
」
的
暴
力
，
才
能
救
國
。
基
本
上
，
他
倡
議
社
會
上 

所
有
受
壓
迫
階
層，
如
農
民
、
工
人
、
學
生
、
女
子
、
小
學教
師、
警
察
、
車伕
等
等
組
織
自
己
的
「小
聯
合
」。
毛
澤 

東
把
所
有
這
些
人
都
列
入
「貧
弱
」
階
級
，
受
到
「富強
」
階
級
壓
迫
。
他
相
信
受
壓
迫
者
組
織
本
行
本
業
的
小
聯
合， 

可
以
促
成
所
有
不
幸
者
的
「大
聯
合
」。
一
旦
聯
合
起
來，
中
國
民眾
輕
易即
可
勝
過
貴
族
和
資
本
家，
因為
民眾
人
數 

是
他
們
的
好
幾
十
倍
之
多。
民眾
需
要
聯
合
起
來，
「起
而
一
呼
，
奸
人
就
要
站
起
身
來
發抖
，
就
要
捨
命
的
飛跑
」
。22 

這
篇
文
章
充
滿
克
魯
泡
特
金
的
「互
助
」
論
思
想
，
不
過
毛
澤
東
也
稱
譽
「俄
羅
斯
的貔
貅
十
萬，
忽
然
將
鷲
旗
易 

了
紅
旗
」
的
奮鬥
。
他
呼籲
為
軍
閥
效
命
的
中
國
士
兵
起
來
效仿
他
們。
他
寫
說
，
中
國
士
兵
有
一
天
也
會
醒
悟
他
們
是 

平
民
的
「兒
子
、
哥
哥
或
丈
夫
」。
「〔他
們
〕
反
一
齊
化
成
了
抵
抗
貴
族
和
資
本
家
的
健
將
」。
就
和
俄
國
及
歐
洲
其
他 

若
干
國
家
一
樣，
中
國
也
會
發
生
社
會
革
命，它
是
全
球
受
壓
迫
者
起
而鬥
爭
的
一
部
分。
受
到
李
大
釗
的
影
響，
毛
澤 

東
寫
說
：

世
界
戰
爭
的
結
果，
各
國
的
民眾
為

著
生
活
痛
苦
問
題，
突
然
起
了
許
多
活
動
。俄
羅
斯
打
倒
貴
族
、驅
逐
富
人，

勞
農
兩
界
合
立
了
委
辦
政
府，
紅
旗
軍
東
馳
西
突，
掃
蕩
了
多
少
敵
人
.
.
.
.
.咳
！
我
們
知
道
了
！
我
們
覺
醒
了
！
天

下
者
我
們
的
天
下
。國
家
者
我
們
的
國
家
。社
會
者
我
們
的
社
會
……

刻
不
容
緩
的
民眾
大
聯
合，
我
們
應
該
積
極

進
行
！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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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些
話
似
乎很
天真
。
但
是
我
們
如
果
記
得
北
京
五
四
學
生
「大
聯
合
」
沒
有
投
擲
炸
彈
，
就
迫
使
「賣
國
賊
」
曹 

汝
霖
、
章
宗
祥
和
陸
宗
輿
辭
職，
或
許
就
不
難
理
解
毛
澤
東
受
到
的啟
示。
他
所
瞭
解
的
社
會
革
命
沒
有
涉
及
到
流
血， 

而
是
「民眾
的
大
聯
合
」
以
協
調
一
致、
和
平
的
行
動
發
出
「強
大
的
怒
吼
」，
震
聾
了強
權
者
。
或
許
他
比
其
他
任
何 

時
候
都
更
接
近真
理。
他
寫
說
.

•
「我
們
承
認強
權
者
都
是
人，
都
是
我
們
的
同
類
…
…
用強
權
打
倒強
權，
結
果
仍
然 

得
到強
權
。」
24
可
是
不
到
九
個
月
之
後，
毛
澤
東
徹
底
背
棄
他青
年
時
期
的
理
想
-
無
條
件
接
受
馬
克
思
和
列
寧
的
激 

進
思
想
。

到
目
前為

止，
一
切
都
還
相
當
和
平。
「民眾
的
大
聯
合
」
似
乎
可
以
達
成
。
第
一
步
是
集
合
一
小
群
志
同
道
合
的 

人
緊
密
團
結
在
互
助
的
原
則
下。
一
九
一
九
年
底，
毛
澤
東
又
重
提
在
湘
江
左
岸
成
立
農
業
公
社
的
舊
主
張。
他
所
嚮
往 

的
無
政
府
主
義，
尤
其
是
克
魯
泡
特
金
互
助
論
的
共產
主
義
思
想，
加強

了
他
「在
嶽
麓
山腳
建
立
新
村
」
的
念
頭
。
他 

需
要
朋
友
的
協
助
。
他
要
設
立
一
所鄉
村
學
校教
授
社
會
科
學，
培
訓
「新
人
」。
當
然
，
這
件
事
最
後
不
了
了
之，
但 

是
毛
澤
東
一
連
好
幾
個
月
懷
抱
這
個
美
夢。

《湘
江
評
論
》，
尤
其
是
毛
澤
東
的
文
章
〈民眾
的
大
聯
合
〉，
在
若
干
城
市
受
到
民
主
派
人
士
熱
切
歡
迎。
九
個
月 

前
理
都
不
理
這
個
圖
書
館
助
理
員
的
知
識
分
子
胡
適、
羅
家
倫
等
也
諂
媚
地
盛
讚它
。
25
我
們
可
以
想
像
毛
澤
東
欣
喜
若 

狂
的
模
樣
。
這
個
年
輕
的鄉
下
人
已
踏
進
全
國
政
治
領
域。
人
們
拜
讀
他
的
文
章、
人
們
討
論
他
這
個
人。
《湘
江
評
論
》 

第
五
期
被
沒
收
反
而
使
他
聲
名
大譟
。
他
已
經
成為
粗
暴
政
權
的
受
害
人。

然
而
他
還
沒
被抓
去
坐
牢，
因
此
能夠
持
續
他
的
政
治
活
動。
一
九
一
九
年
八
月
中
旬，
毛
澤
東
和
湖
南
學
生
聯
合 

會
其
他
領
導
人
決
定
把
各
個
群眾
團
體
集
合
在
反
張
敬
堯
的
大
旗
下。
湖
南
督
軍
張
敬
堯
行為
舉
止
有
如
盜
匪。
他
的
三 

個
兄
弟
在
他
的
軍
事
政
府
裡
位
居
高
職，
他
們
率
領
士
兵
到
處搶
劫
農
民、
洗
劫
公
庫、
向
商
家
斂
財、綁
架
及
殺
害
人 

民
、強
姦
婦
女、
買
賣
鴉
片、
剋扣
教
員
薪
水。
他
們
對
待
湖
南
有
如
征
服
的
省份
。
人
民
生
活
在
恐
懼
當
中，
百
業
蕭 

條
，
物
價
飛
騰
。
因
此
人
民
奔
相
走
告
：
「張
毒
不
除
，
湖
南
無
望
。
」

26

九
月
初
，
中
、
美
合
辦
的
湘
雅
醫
院
邀
請
毛
澤
東
擔
任
醫
院
週
刊
《新
湖
南
》
的
主
編
。
《新
湖
南
》
已
經
發
行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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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
但
還
未
蔚為
聲
音。
毛
澤
東
提
出
條
件
••他
有
權
界
定
刊
物
的
方
向，
才
肯
接
受
。
美
國
人
佩
服
他為
自
由
價值
奮 

鬥
，
因
此
同
意
。
毛
澤
東
在
他
主
編
的
第
一
期
上
界
定
《新
湖
南
》
的
發
刊
目
標
是
：
「(
一)
批
評
社
會
.，
(
二)改造 

思
想
.，
(
三
)
引
入
新
學
.，
(四
)
討
論
問
題
。」
他
說
：
「當
然
我
們
不
問
『成
敗
利
鈍
』。
我
們
更
不
注
重
什麼
權
力 

當
局
。
我
們
的
信
條
是
：
『除
原
則
之
外，
凡
事
皆
可
犧
牲
•，
原
則
則絕
對
不
可
犧
牲
。』」
27

四
週
之
後
，
《新
湖
南> 

同
樣
被
停
刊，
也
就
不
足為
奇
。
28

俠
士
對
抗
暴
政
的
羅
曼蒂
克
氣氛
、
他
的
編
寫
天
分，
加
上
他
在
全
國
薄
有
名
氣，
使
得
二
十
五
歲、
英
俊
的
毛
澤 

東
在
仕
女
界
頗
有
吸
引
力。
楊
開
慧
遠
在
北
京
。
一
九
一
九
年
秋
天，
毛
澤
東
與
楊
昌
濟
的
得
意
女
學
生
陶
毅
展
開
一
段 

戀
情
。她
比
毛
澤
東
小
三
歲，
因為
志
向
遠
大、
才
智
出眾
，
與
毛
澤
東
所
認
識
的
許
多
女
生
大
不
相
同。
熱
情
沖
昏
了 

他
，
使
他
情
難
自
禁
。
他
情
感
奔
騰
，
寫
下
：
愛
情
是
「無
法
抗
拒
的
自
然
力
量。
人
類
需
要
愛
的
力
量
大
過
於
其
他
需 

要
的
力
量
。
除
了
某
些
特
別
力
量，
沒
有
什麼
阻擋
得
了它
…
…
〔唯
一
能
〕
阻遏
愛
情
需
求
浪
潮
的，
我
認為
別
無
他 

者
，
只
有
『迷
信
』
」
。S

這
段
戀
情
轟
轟
烈
烈，
但
相
當
短
暫
。它
來
得
突
然，
但
在
一
九
二
◦
年
夏
末
也戛
然
而
止。
兩
個
戀
人
因
意
識
型 

態
原
因
而
分
手
。
此
時
毛
澤
東
已
開
始
傾
向
共產
主
義，
而
陶
毅
無
法
接
受
布
爾
什
維
克
理
論。
分
手
後
不
久，
陶
毅
離 

開
長
沙
、
前
往
上
海
，
創
辦
一
所
女
子
學
堂。她
在
一
九
三
〇
年
去
世
，
年
紀
不
滿
三
十
五
歲
。
30

一
九
一
九
年
秋
天，
這
段
愛
情
故
事
還
沒
有
眉
目
時，
陶
毅
和
毛
澤
東
都
相
信
自
由
主
義、
民
主
政
治
和
自
由
戀 

愛
。
這
段
期
間
毛
澤
東
寫
了
一
系
列
有
關
愛
情
和
婚
姻
問
題
的
文
章，
發
表
在
長
沙
主
要
報
紙
《大
公
報
》
上
。它
緣
起 

於
一樁
震撼
全
市
的
意
外。
女
子
趙
五
頁
被
父
母
許
配
給
一
位
上
了
年
紀
的
富
商
當
妾，她
在
十
一
月
十
四
日
於
前
往
夫 

家
的
紅
轎
上
割
喉
自
殺。
等
候
新
娘
到
達
的眾
人
目
睹
慘
劇，
其
震撼
之
情
難
以
筆
墨
形
容，
全
城
連
日
都
在
議
論
這
件 

事
。
許
多
人
責
備她
違
背
儒
家教
誨，
但
也
有
不
少
人
同
情她
。
毛
澤
東
、
陶
毅
和
他
們
的
同
志
當
然
都
站
在
趙
五
貞
這 

一
邊。
毛
澤
東
尤
其
氣
憤
。
他
寫
了
一
篇
〈對
於
趙
女
士
自
殺
的
批
評
〉，
文
章
說
：
「這
事
件
背
後，
是
婚
姻
制
度
的 

腐
敗
，
社
會
制
度
的
黑
暗，
意
想
的
不
能
獨
立，
戀
愛
不
能
自
由
。
」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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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
情
與
婚
姻
的
問
題
不
論
多麼
嚴
重，
都
阻擋
不
了
毛
澤
東
及
其
友
人趕
走
督
軍
張
敬
堯
及
其
犯
罪
集
團
的
主
要
目 

標
。
整
個
秋
天，
毛
澤
東
竭
盡
全
力
發
動
群眾
反
對
張
敬
堯。
依
據
「民眾
的
大
聯
合
」
精
神
，
毛
澤
東
認為
，
如
果
湖 

南
展
現
出
一
致
拒絕
接
受
這
個
沾
滿
鮮
血
的
寡
頭，
或
許
能
說
服
北
京
調
走
張
敬
堯。
同
一
時
間
，
他
繼
續
透
過
湖
南
學 

生
聯
合
會
積
極
進
行
抵
制
日
貨
的
宣
傳
活
動。
張
敬
堯
在查
扣
《湘
江
評
論
》
後即
取
締
湖
南
學
生
聯
合
會
的
活
動，它
 

被
迫
轉
入
地
下
。

十
一
月
中
旬
，
毛
澤
東
又
召
開
一
項
會
議，
企
圖
恢
復
新
民
學
會
活
動
。
學
會
內
部
結
構
改
組
成為

「諮
議
部
」 

(本
質
上
是
立
法
部
門
)
和
「執
行
部
」，
後
者
下
轄
學
校、
編
輯
、
婦
女
和
海
外教
育
等
小
組。另
外
成
立
執
行
委
員 

會
。
原
本
不
定
形
的
社
團
開
始
有
了
中
央
集
權
的
政
黨
性
質。
何鬍
子
被
推為
執
行
委
員
會
主
席。
毛
澤
東
、
陶
毅
、
周 

世
釗
等
人
入
列
諮
議
部。
U不
幸
的
是
，
構
想
中
的
改
組
失
敗。
十
一
月
會
議
後
不
久，
許
多
會
員
捲
入
喧囂
的
公
共
事 

件
，
也
有
些
人
被
迫
離
開
長
沙。

新
民
學
會
已癱
瘓
了
近
一
年。
十
一
月
底
消
息
傳
來，
日
本
士
兵
和
中
國
愛
國
學
生
在
沿
海
的
福
建
省
發
生
衝
突， 

輿
論
大
譁
。
長
沙
學
生
決
定舉
行
示
威
遊
行
以
表
支
持，並
計
劃
推
出另
一
場
反
日
大戲
。
這
時
候
，
本
地
保
護
國
貨
委 

員
會
在
檢查
長
沙
某
倉
庫
時，
發
現
大
批查
禁
的
日
貨。
委
員
會
決
定
將它
們
沒
收，並
公
開
燒毀
。
十
二
月
二
日，
大 

約
五
千
名
學
生、教

員
、
工
人
和
店
員，
走
上
長
沙
街
頭，
前
往教
育
委
員
會
大
樓。
周
世
釗
回
憶
這
一
幕
說
：

當
天
天
氣
晴
朗
.
.
.
.
冬
陽
照
在
年
輕
人臉
上，
但
是
他
們
胸
臆
中
滿
懷
怒
火
.
.
.
.
.群眾
走
過
販
賣
洋
貨
的
商
店
時，

「銷毀
禁
貨」
、「打
討
商
賊」
的
口
號
響
徹
天
.
.
.
.
下
午
一
點
鐘，
遊
行
隊
伍
來
到教
育
委
員
會
門
前
。他
們
把
日

本
布
匹
堆
積
起
來，
現
在
學
生
和
圍
觀
者
已
經
上
萬
人，
圍
著
這
堆
日
貨，
等
候
點
火
。

這
時
候
.
.
.
.
張
敬
堯
部
隊
的
參
謀
長
、也
就
是
他
弟
弟
張
敬
湯
騎
在
馬
上，
揮
舞
軍
刀，
耀
武
揚
威
。他
召
來
一
連

士
兵
及
一
排
騎
兵，
進
入
廣
場
。他
下
令
部
隊
把
學
生
團
團
圍
住
。他
走
上
講
台，
高
喊
著
：
「放
火
、燒
貨
，
是 

土
匪
行為

。學
生
就
是
土
匪
。要怎
麼
跟

土
匪
講
話呢
？
他
們
只懂
一
種
話
。他
們
需
要挨
揍

和
消
滅
！」
說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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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
，
他
下
令
騎
兵
把
學
生
拖
下
舞
台，
好
好
痛揍
一
番
。他
繼
續
高
喊
：
「學
生
們
！
回
去吧
.
.
.
.」
幾百名士兵

把
刺
刀
對
準
學
生，強
迫
他
們
離
開
廣
場
。我
們
憤
憤
不
平
回
到
學
校
.
.
.
.
但
是
我
們
不
曉
得
該怎
麼

辨
。
33

毛
澤
東
和
愛
國
運
動
其
他
領
導
人
立即
有
所
反
應。
次
日
(十
二
月
三
日
)
新
民
學
會
和
湖
南
學
生
聯
合
會
積
極
分 

子
在
長
沙
南
城
門
外
召
開
緊
急
會
議。
他
們
決
定
宣
布
總
罷
課，
要
求
張
敬
堯
立
刻
下
台。
十
二
月
四
日
的
後
續
會
議， 

他
們
決
議
派
請
願
團
分
頭
赴
北
京、
天
津
、
上
海
、
漢
口
、
常
德
、
衡
陽
和
廣
州，
發
起
罷
黜
張
敬
堯
的
全
國
運
動。
34 

罷
課
始
於
十
二
月
六
日。
全
市
七
十
五
所
學
校
有
七
十
三
所
關
閉。
大
約
一
千
兩
百
位
老
師
和
一
萬
三
千
名
學
生
罷 

課
。
他
們
宣
稱
：
「『張
毒
』
不
離
湘
省
，
誓
不
復
課
。」
M同
一
天
，
毛
澤
東
與
其
他
幾
個
積
極
分
子
出
發
前
往
北
京。 

毛
澤
東
只
帶
一
把
油
紙
傘
遮
陽擋
雨、
幾
件
換
洗
衣褲
和
幾
本
書。
36

路
上
花
了
約
兩
個
星
期
。
十
二
月
十
八
日，
毛
澤 

東
又
到
了
北
京
。

很

顯
然
，
自
從
他
離
開
後，
北
京並
沒
有
太
大
變
化。
市
內並
無
最
近
學
生
熱
情
運
動
的
跡
象。
生
活
已
經
恢
復
正 

常
。
陳
獨
秀
被
迫
移
居
上
海，
不
再
於
北
大
授
課，
而
李
大
釗
仍
擔
任圚
書
館
館
長。
但
是
楊
昌
濟
家卻
發
生
悲
劇。
毛 

澤
東
回
到
北
京
之
前
幾
個
月，
醫
生
診
斷
出
可
敬
的
楊教
授
得
了
不
治
的
胃
癌。
他
住
進
一
流
的
德
國
醫
院，
但
病
情
日 

益
惡
化
，
已
經
命
在
旦
夕。
37
毛
澤
東
一
到
達
北
京，
立
刻趕
去
探
望，
試
圖
鼓
舞
敬
愛
的
老
師，
但
楊
昌
濟
自
知
來
日 

無
多
。毛

澤
東
在
楊
開
慧
父
親
病
榻
前
再
次
見
到她
，
但
是
兩
人
心
情沉
重，
無
暇
談
起
兒
女
私
情。
兩
人
其
實並
沒真
正 

戀
愛
、
來
往
。
後
來
，
楊
開
慧
說
，
兩
人
分
開
兩
地
期
間
，
毛
澤
東
不
斷
寫
給她

「情
書
」，
但
是
誰
曉
得
這
是
否
屬 

實
。
38迄
今並
未找
到
這
些
情
書
的蹤
影。
甚
且
，
毛
澤
東
已
經
拜
倒
在
陶
毅
石
榴
裙
下
；
不
僅她
的嫵
媚
令
人
心
醉， 

他
也
認為
陶
毅
「思
想
非
常
開
明、
頗
有
大
志
」。
％我
們
曉
得
他
寫
給她
情
書，
甚
至
討
論
到
未
來
的
計
劃
。
40

楊
昌
濟
於
一
九
二
〇
年
一
月
十
七
日
黎
明溘
然
長
逝，
留
下
財
務
十
分
拮
据
的
家
人。
這
位
才
思
敏
捷
的
老
師
薪
酬 

並
不豐
厚
。
他
的
長
子
仍
是
學
生，
無
法
仰
事
俯
蓄
寡
母
和
幼
妹。
死
者
的
友
人
和
學
生
承
擔
起
照
顧
其
家
人
的
責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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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家
籌
募
一
筆
基
金
照
顧
楊教
授
遺
屬，
當
然
毛
澤
東
是
其
中
最
積
極
的
人
員
之
一

。
W

毛
澤
東並
沒
有
忘
掉
他
到
北
京
來
的
初
衷
。湖
南
代
表
團
遍
訪
總
統
府
、總
理
、外
交
部
、財
政
部
、農
業
部
和
商 

務
部
請
願
。他
們
懇
求
政
府
迅
速
將
張
敬
堯
免
職
、懲
處
，
「以
維
法
律
，
救
民
於
倒
懸」

。

42

代
表
團
列舉
這
個
湖
南
督 

軍
兄
弟
所
犯
的
罪
行
。毛
澤
東
代
表
請
願
團
寫
下
.
.

「去
歲
張
敬
堯
入
湘
以
後，
縱
餓
狼
之
兵
奸
焚
劫
殺，
騁
猛
虎
之
政

鏟
刮
詐
捐。
」
43

但
是
這
一
切
都
沒
用
。腐
敗
、像
黑
手
黨
似
的
政
府
根
本
無
意
認真
處
理
張
敬
堯
的
問
題
。毛
澤
東
及
及
其夥
伴
唯 

一
的
成
績
是
：
得
到
政
府
官
員
保
證
「派
員」
進
行
「秘
密
調查
」

。

44
毛
澤
東
非
常
失
望
。「民眾
的
大
聯
合」
經
證 

明
，碰
上
與
內
閣
有
良
好
關
係
的
省
級
寡
頭
一
點
用
處
都
沒
有
。張
敬
堯
一
九
二
◦
年
六
月
退
出
湖
南，
乃
是
軍
閥
輪
番 

作
莊
的
結
果
。長
沙
再
度
由
譚
延闓
佔

領，
他
恢
復
督
軍
之
職
。

45

軍
事
力
量
本
身
在
中
國
關
係
重
大，
槍
桿
子
底
下
出
政
權
。毛
澤
東
雖
然
已
經
略
知
箇
中
端
倪，卻
仍
未
充
分
掌
握 

它
的
意
義
。
儘

管
他
有
年
輕
人
的
羅
曼蒂
克
思
想，
其
實
頭
腦
相
當清
醒
。他
的
個
性
火
爆，
在
寫
給
友
人
的
信
中
有
時 

候
自
責
「感
情
衝
動…
…個
性
激
烈」
，
但
是
他
厭
惡
歇
斯
底
里
的
亢
奮
。

46

他
不
是
那
種
切
手
指
以
鮮
血
寫
下
愛
國
口 

號
的
人
。他
依
然真
誠
相
信
科
學
、教
育
和
文
化
的
重
要，
也
相
信
不
偏
不
倚
的
新
聞
及
公
共
領
域
活
動
的
可
能
性
。這 

股
信
念
在
幾
年
後即
消
失，
但
此
時
的
毛
澤
東
仍
「活
在
雲
端
上」

。值
得
一
記
的
是，
聽
到
張
敬
堯
逃
出
湖
南
的
消
息 

時
，
毛
澤
東
在
文
章
中
展
現
他
的
天真

。他
說
：
「湖
南
人
應
該
更
進
一
步，
努
力為

『廢
督
運
動』
…
…
湖
南
人
驅
張 

〔敬
堯
〕，
出
於
自
決
，
不
受
何
種
黑
暗
勢
力
的
牽掣

。果真
覺
悟
到
督
軍
要
廢，
自
己舉
足踢
去
就
是
。」

47
事
實
上
， 

張
敬
堯
部
隊
撤
出
長
沙
時，
長
沙
市
民
坐
在
家
裡，
不
敢
在
街
上
亮
相
。他
們真
的
能
挺
身
而
出
反
對
擔
任
督
軍
的
任
何 

一
個
人嗎
？

那
個
冬
天
，
毛
澤
東
經
常
和
李
大
釗
、鄧
中
夏
會
面
，
從
他
們
那
裡
學
到
許
多
有
關
布
爾
什
維
克
俄
國
的
知
識

——
 

當
時它
正
陷
入
全
面
內
戰
。俄
國
有
個
神
秘
難
測
的
極
端
派
政
黨，
把
工
人
和
農
民
集
合
在它
的
紅
旗
下，
針
對
毛
澤
東 

所
痛
恨
的
貴
族
和
富
豪
展
開鬥
爭
。在
李
大
釗教
授
推
薦
下，
毛
澤
東
恢
復
閱
讀
共
產
主
義
的
文
章
。他
已
經
知
道，
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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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大
釗
的
影
響，
陳
獨
秀
已
轉
向
共產
主
義
立
場。
早
在
一
九
一
九
年
四
月
二
十
日，
陳
獨
秀
就
在
《每
週
評
論
》
上
， 

發
表
一
篇
討
論
布
爾
什
維
克
革
命
的
文
章，
提
到
這
場
革
命
是
「人
類
史
上
新
紀
元
的
開
端
」。
毛
澤
東
被
催
促
要
比
以 

前
更
認真
看
待
這
個
新
學
說。

由
於
他
除
了
中
文
之
外，
不懂
任
何
外
國
語
文，
所
以
只
能
閱
讀
馬
克
思
主
義
的
譯
作，
可
是
當
時
中
國
實
在
沒
有 

太
多
中
文
的
馬
克
思
主
義
作
品。
唯
一找
得
到
的
馬
克
思
作
品
是
《每
週
評
論
》
刊
載
的
簡
明
版
《共產
黨
宣
言
》，
以

及
《哥
達
綱
領
批
判
》
(77?e 
cwaAse o/

旁
G

o
.

iv
o

g
r

l)

-
-
後
者
是
公
開
論
戰
的
左
翼
小
冊，
主
張
以
暴
力

推翻
資產
階
級
統
治，並
建
立
工
人
階
級
專
政。
關
於
列
寧
的
作
品，
他
只
讀
過
這
位
布
爾
什
維
克
領
袖
一
九
一
七
年
四 

月
初
寫
的
〈俄
羅
斯
政
黨
與
無產
階
級
任
務
〉(politicalpartiesinR

ussiaandtheTasksoftheproletariat)

。另

外
， 

托
洛
茨
基為
共產
國
際
第
一
次
代
表
大
會
^

J

追
是
布
爾
什
維
克
在
一
九
一
九
年
三
月
所
成
立
的
世
界
性
共產
黨
組

織
-
-
所
撰
寫
的
〈共產
國
際
對
世
界
無產
階
級
的
宣
言
〉(M

anifesto of the Com
m

unist International to the
Proletariat of the W

orld 
)，
也
有
中
譯
版
。

毛
澤
東
也
仔
細
閱
讀
其
他
闡
明
共產

主
義
理
念
的
作
品
，
包
括
德
國
馬
克
思
主
義
者卡

爾
.
考
茨
基(K

arl 

K
am

sky)

的
《階級鬥
爭》

(
Q
s
s&?
rsg
g/e)以
及
英
國
哲
學
家、
費
邊
社
會
主
義
者
湯
瑪
士
.
柯卡

普(Thom
as 

K
irkup)

的
《社
會
主
義
史
》
(
î/za'
oq
o/co
ocs'
&
s
)。

他
日
後
告
訴
史
諾
說
：

我
第
二
次
到
北
京
期
間，
讀
了
許
多
關
於
俄
國
情
況
的
書
。我
熱
心
地
搜
尋
那
時
候
能找
到
的為
數
不
多
的
用
中
文

窝
的
共
產
主
義
書
籍
。有
三
本
書
特
別
深
地
銘
刻
在
我
的
心
中，
建
立
起
我
對
馬
克
思
主
義
的
信
仰
.
.
.
.
這
三
本
書

是
：
《共
產
黨
宣
言
》，
陳
望
道翻
譯，
這
是
用
中
文
出
版
的
第
一
本
馬
克
思
主
義
的
書
；
《階
級鬥
爭
》，
考
茨
基 

著
；
《社
會
主
義
史
》，
柯卡
普
著
。到
了 
一
九
二
〇
年
夏
天
，
在
理
論
上
、而
且
在
某
種
程
度
的
行
動
上，
我
已 

成為
一
個
馬
克
思
主
義
者
了，
而
且
從
此
我
也
認為
自
己
是
一
個
馬
克
思
主
義
者
了
。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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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
澤
東
對
史
諾敘
述
他
思
想
轉
變
的
過
程
已
經
把
事
實搽
脂
抹
粉。
每
件
事
都
相
當
複
雜，
而
且
用
不
著
說，
上
述 

作
品
也
沒
有
立
竿
見
影
改
造
他
的
意
識。
甚
至
，
陳
望
道翻

譯
的
《共產
黨
宣
言
》
也
要
到
了 
一
九
二
〇
年
八
月
才
出 

版
，
因
此
毛
澤
東
不
可
能
在
那
個
夏
天
讀
到它
。
①
李
大
釗
和
陳
獨
秀
兩
人
大
力
推
薦
俄
國
十
月
革
命，
他
們
的
作
品填
 

滿
毛
澤
東
的
思
想。
49
他
和
李
大
釗
的
談
話、
他
和
業
已
接
受
布
爾
什
維
克
觀
點
的
鄧
中
夏
之
往
來，
以
及
和
北
京
其
他 

年
輕
知
識
分
子
的
接
觸，
全
都
影
響
他
的
思
想。

一
九
一
九
年
五
月
四
日
以
後，
北
京
學
生
的
情緒
變
了。
中
國
愛
國
分
子
戰
前
普
遍
對
英、
美
自
由
主
義
的
幻
覺， 

現
在
破
滅
了
。
這
導
致
自
由
思
想
在
中
國
全
國、
尤
其
是
首
都
的
危
機。
知
識
分
子
之
間
的
意
識
型
態
和
政
治
路
線
的
分 

劃
，
日
益
加
深
。
50

就
在
這
時
候
，產
業
工
人
在
中
國
歷
史
上
首
次
登
上
舞
台。
數
十
萬
工
人
參
加
了
五
四
運
動。
他
們 

的
覺
醒
讓
已
經
接
觸
到
馬
克
思
主
義
的
那
些
中
國
革
命
派
認為
，
這
正
是清
楚
證
明
了
馬
克
思
主
義
有
關
「勞
動
階
級
世 

界
歷
史
革
命
」
理
論
的
正
確
。
W但
是
決
定
中
國
輿
論
對
馬
克
思
主
義
感
興
趣
更
關
鍵
的
因
素
是，
俄
國
十
月
革
命
的
勝 

利
、
蘇
聯
政
府
激
進
的
反
帝
國
主
義
及
反
資
本
主
義
政
策，
以
及
紅
軍
抗
拒
帝
國
主
義
干
預
和
國
內
反
革
命
分
子
的
成 

功
。
李
大
釗
在
一
九
一
九
年強
調
：
「有
了
俄
國
革
命
，
馬
克
思
主
義
證
明它
是
可
以撼
動
世
界
的
力
量。」
2他
基
本 

上
是
正
確
的
。

俄
國
共產
黨
的
成
就
激
發
中
國
愛
國
知
識
分
子
渴
望
瞭
解
指
導
他
們
行
動
的
意
識
型
態。
中
國
知
識
分
子
開
始研
究 

布
爾
什
維
克
實
驗，
尋
求
他
們
可
用
來撼
動
中
國
的
一
個
理
論。
馬
克
思
主
義
正
透
過
布
爾
什
維
克
實
驗
的
稜
鏡
在
中
國 

散
布
開
來
，
得
到
接
受
。
多
年
之
後
，
毛
澤
東
寫
道
：
「透
過
俄
國
人
-
中
國
人
發
現
馬
克
思
主
義
…
…
追
隨
俄
國
人
的 

道
路
——

那
是
他
們
的
結
論
。」
M大
多
數
中
國
帶
頭
的
知
識
分
子
只
從
馬
克
思
主
義
傾
向
的
廣
大
範
疇
借
用
布
爾
什
維 

克
主
義
。它
的
追
隨
者
流
派
複
雜、
思
想
各
異
，
有
人
著
重
社
會
發
展
法
則、
有
人
低估
人
類
社
會
自
然
歷
史
演
進
原 

則
、
有
人
傾
向
看
待
群眾
及
階
級鬥
爭
在
歷
史
的
角
色
之絕
對
性、
有
人
完
全
否
定
財產
權
及
個
人
權
利、
有
人為
暴
力 

辯
解
、
也
有
人
否
認
普
世
人
類
價值
——

包
括
一
般
接
受
的
倫
理
道
德、
宗教
和
文
明
社
會
的
觀
念
在
內。
他
們
對
資
本 

主
義
及
前
資
本
主
義
社
會
的
社
會
經
濟、
政
治
和
意
識
型
態
結
構，
只
有
簡
單
、
浮
面
的
瞭
解，
不
能
考
量
到
社
會
制
度



1 0 5 第 六 章 民 眾 的 大 聯 合

的
多
樣
化
。
他
們
對
世
界
發
展
的
觀
點
本
質
是
全
球
性
；
他
們
唯
一
願
意
接
受
的
理
論
是
世
界
社
會
主
義
革
命
的
不
可
避 

免
。

某
些
中
國青
年
對
國
家
積
弱、
備
受
欺
凌
，
特
別
憤
慨
，
因
此
最
受
布
爾
什
維
克
的
鋼
鐵
意
志
所
吸
引。
他
們
認為
 

列
寧
任
意
施
行
無產
階
級
恐
怖
暴
政
乃
是
其
力
掃
千
軍
的
表
現。
力
量
正
是
中
國
最
最
缺
乏
的
東
西。
英
國
自
由
派
哲
學 

家
羅
素(Bertrand R

ussell)

於
一
九
二
◦
年
初
訪
問
中
國
，
他
深
刻
受
到
震撼
的
是
有
那麼
多
中
國青
年
「愛
上
恐 

怖
」
。
羅
素
先
訪
問
蘇
俄
，
才
到
中
國
。
他
的
〈遊
俄
感
想
〉
發
表
在
陳
獨
秀
主
編
的
《新青
年
》
雜
誌
上
。
54

他
客 

觀
、
透
徹
地
描
述
俄
國
共產
黨
的
行
動。S

身為

左
翼
人
士，
他
的
演
講
和
寫
作強
調
「布
爾
什
維
克
實
驗
對
世
界
發
展 

的
重
大
意
義
」，
主
張
所
有
的
社
會
主
義
者
都
應
該
支
持
蘇
俄
。
同
時
，
身為

一
個
自
由
派，
他
被
布
爾
什
維
克
的
行 

動
——

他
認為
與
民
主
的
原
則
不
相
容
——

以
及
他
們
所
釋
放
出
來
的
恐
怖嚇
壞
了。
羅
素
在
中
國
演
講
時，
雖
然
對
共 

產
主
義
的
理
想
予
以
正
面
評
價，
但卻
譴
責
工
農
專
政。
他
主
張
應
該
用教
育
手
段
說
服
富
人
改
變
作
風。
然
後
就
不
需 

要
「限
制
自
由
或
訴
諸
戰
爭
及
流
血
革
命
」。
M可
是
他
的
中
國
學
生卻
貪婪
地拚
命
吸
收
羅
素
所
批
判
的
布
爾
什
維
克 

主
張
。毛

澤
東
一
九
一
九
年
冬
天
至
一
九
二
〇
年
春
天
在
北
京
逗
留，並
未
導
致
他
的
意
識
有
任
何
根
本
改
變。
沒
錯
，
馬 

克
思
主
義、
尤
其
是
布
爾
什
維
克
主
義為
鋼
鐵
意
志
的
辯
護，
讓
毛
澤
東
印
象
深
刻，
使
他
對
俄
國
共產
主
義
增
加研
究 

的
興
趣
。
但
是
毛
澤
東並
沒
有
在
一
九
二
〇
年
春
天
之
前
成為
任
何
一
種
馬
克
思
主
義
者。
他
在
一
九
二
〇
年
三
月
中
旬 

寫
信
給
好
友
周
世
釗
說
道
：
「老
實
說
-
現
在
我
於
種
種
主
義，
種
種
學
說
，
都
還
沒
有
得
到
一
個
比
較
明
瞭
的概
念。」 

57
他
的
思
想
仍
然很
混
雜。
他
已
經
認為
蘇
俄
是
「世
界
第
一
個
文
明
國
」，
可
是
他
仍
然
幻
想
和
同
志
們
到
某
個
地
方 

創
辦
一
所
「自
修
大
學
」。
他
替
每
個
人
在
這
個
烏
托
邦
公
社
寫
下
詳
細
的
任
務，
主
張
「所
有
的
所
得
都
完
全
公
有。

①
原
書
註
：
我
們
應
該
公
允
地
註
記，
毛
澤
東
或
許
接
觸
到
《共
產
黨
宣
言
》
的另
一
個翻
譯
版
本
。據
羅
章
龍
的
回
憶
錄，
北
大
學
生
油
印
傳
閱 

《共
產
黨
宣
言
》
。但
這
是
否
屬
實，
我
們
不
敢
肯
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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賺
得
多
的
人
要幫
助賺
得
少
的
人
.，
目
標
是
維
持
生
活
所
需
」。
58

受
到
他
所
聞
所
讀
有
關
蘇
俄
的
一
切
之
影
響，
他
有 

心
前
往
蘇
俄
一
探
究
竟
.，一

九
二
〇
年
二
月
他
甚
至
閃爍
其
詞
地
向
陶
毅
提
起，一

兩
年
內
相
偕
赴
俄
的
可
能
性。
可 

是
，
突
然
間
，
他
在
一
九
二
〇
年
六
月
底
宣
稱
：
「北冰
洋
岸
的
俄
羅
斯
出
現
新
文
化
的
小
花。
幾
年
來
，
狂
風
暴
雨
考 

驗
著它
，
我
們
還
不
知
道它
是
否
能
發
展
成
功。」
％

六
月
初
，
他
寫
信
給
昔
日
的
老
師
黎
錦
熙
報
告
：
「我
近
來
功
課，
英
文
、
哲
學
、
報
，
只
這
三
科
。
哲
學
從
『現 

代
三
大
哲
學
家
』
起
，
漸
次
進
於
各
家
。」
所
謂
「現
代
三
大
哲
學
家
」，
他
不
是
指
列
寧
等
人，
而
是
指
羅
素
及另
外 

兩
位
自
由
派
知
識
分
子
亨
利.
柏
格
森(H

enri B
ergson)

和
約
翰
■杜
威(John D

ew
ey )

。
M他
承
認
得
了
「知
識 

荒
」，
但
是
他
的研
究
散
漫
無
章，
讀
書
沒
有
目
標
。
「腦
子
不
能
入
靜，
工
夫
難
得
持
久，
改
變
也很
不
容
易
改
變， 

真
是
不
得
了
的
恨
事
呵
！
」
2他
嘗
遍
種
種
學
科
。
哲
學
、
語
言
學
，
甚
至
佛
學
，
他
都
感
興
趣
。儘
管
李
大
釗
循
循
善 

誘
，
他
還
未
接
受
布
爾
什
維
克
主
義為
唯
一真
實
的
世
界
觀。

毛
澤
東
於
四
月
十
一
日
離
開
北
京。
和
去
年
一
樣，
他
仍
到
處
遊
歷
。
這
次
他
先
到
距
離
北
京
只
有
兩、
三
小
時
車 

程
的
天
津
，
然
後
到
以
泉
水
馳
名
的
山
東
省
會
濟
南。
接
下
來
毛
澤
東
尋
訪
孔
子
故
里
——

景
色
如畫
的
曲
阜，
然
後
登 

臨鄰
近
的
泰
山
之巔
，
觀
賞
日
出
美
景
。
下
了
泰
山
，
他
到
孟
子
故
里
鄒
城
參
訪
。
接
下
來
，
他
取
道
南
京
，
前
往
上 

海
。
他
在
上
海
有
要
事
待
辦。
這
次
旅
行
歷
時
二
十
五
天，
他
有
充
分
時
間
休
息，抖
擻
精
神
迎
接即
將
來
臨
的
政
治鬥
 

爭
。



1 0 7 第 七 章 呼 吸 世 界 革 命

第
七
章

呼
吸
世
界
革
命

一
九
二
〇
年
五
月
五
日
抵
達
上
海，
毛
澤
東
與
湖
南
友
人
住
進
西
區
一
條骯
髒
街
道
一
棟
兩
層
樓
的
小
房
子。丨
和 

往
常
一
樣
，
毛
澤
東
幾
乎
身
無
分
文，
他
的
朋
友
也
一
樣
一
窮
二
白。為
生
活
所
迫，
他
必
須拋
棄
他
所
謂
的
「知
識
分 

子
習
慣
」，
從
事
體
力
勞
動
。
毛
澤
東
竟
然
當
起
洗
衣
工。
？洗
衣
工
只佔
掉
「一
半
時
間」，
其
餘
時
間
他
花
在
政
治
活 

動
和
全
市
亂逛
走
動
。
g

他
設
法
仔
細
瞭
解
上
海
。
位
於
長
江
支
流
黃
浦
江
岸
的
上
海
已
經
是
中
國
以
及
整
個
東
亞
最
大
的
工
業
及
商
業
中 

心
。
從
一
八
四
二
年
英
國
人
到
達
起，
至
一
九
二
〇
年
，
上
海
已
經
從
人
口
二
十
三
萬
人
的
市鎮
發
展為
一
個
巨
大
都 

會
，
居
民
不
下
於
兩
百
萬，
是
北
京
的
兩
倍
。
上
海
是
中
國
主
要
的
開
放
口
岸。
數
不
盡
的
碼
頭
和
倉
庫
密
布
在
黃
浦
江 

左
岸
。上

海
分為
六
大
區。
其
中
五
區
——

南
市
、
閘
北
、
吳
淞
、
公
共
租
界、
法
租
界
——

位
於
黃
浦
江
左
岸
(西
岸)， 

一區
——

浦
東
——

位
於
右
岸
(東
岸
)。靠
近
鐵
路
北
站、
吳
M
江
(又
名
蘇
州
河、
是
黃
浦
江
的
一
條
小
支
流
)
左 

岸
，
就
是
工
廠
林
立、
工
人
居
住
的
閘
北。
這
是
十
九
世
紀
中
葉
以
來
的
一
個
新
區。
南
市
是
上
海
最
老
的
一
區，
可
上 

溯
到
唐
朝
(西
元
六
一
八
至
九
〇
六
年
)，
則
位
於
鐵
路
南
站
和
黃
浦
江
之
間。
閘
北
之
南
、
黃
浦
江
的
北
側
和
西
側
是 

英
國
人
治
理
的
公
共
租
界。
公
共
租
界
南
側
是
法
租
界。
因
此
外
國
租
界
瓜
分
上
海
的
左
岸，
形
成
兩
大
區
塊，擠
在
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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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管
治
的
南
市
和
閘
北
兩
區
之
中。
公
共
租
界
和
法
租
界
西
邊，
位
於
蘇
州
河
上
游
就
是
華
人
的
吳
淞
區。

上
海
市
面
積
約
九
十
平
方
公
里，
其
中
逾
三
分
之
一
屬
於
外
國
人
控
制。
外
國
法
律
是
租
界
奉
行
的
大
法，
而
且
租 

界
有
外
國
部
隊
及
警
察
進
駐。
中
國
人
准
予
在
租
界
內
居
住。
富
有
的
中
國
人
以
及
反
對
中
國
當
局
的
知
識
分
子
善
加
利 

用
這
個
機
會
。
事
實
上
，
居
住
在
公
共
租
界
和
法
租
界
的
中
國
人
人
數
多
出
洋
人
居
民
不
知
多
少
倍。
①
政
治
氣氛
比
起 

中
國
任
何
地
方
都
更
加
自
由，
而
且
公
共
租
界
的
生
活
水
準
相
當
高。
南
京
路
沿
路
商
店
在
中
國
獨
具
特
色。
歐
、
美
最 

大
的
銀
行
大
都
在
公
共
租
界
和
法
租
界
設
立
分
行丄
彖
華
的
旅
館
林
立。
上
海
的
建
築
物
與
中
國
其
他
城
市
大
異
其
趣。 

碼
頭
邊
摩
天
大
樓
高
聳
入
雲，
非
常
壯
觀
。
全
市
活
力
十
足，
廣
告
鮮
亮
，
汽
車
滿
街
奔
馳，
黃
包
車
穿
梭
往
來，
來
自 

世
界
各
國
的
船
隻
在
港
口
裝
貨、卸

貨
，
衣
著
高
雅
的
貴
婦
在
彬
彬
有
禮
的
紳
士
陪
伴
下
在
江
灣
鬧
區
的
樹
蔭
下
散
步。 

南
京
路
及
附
近
的
街
道、
弄
堂
，
人
群
摩
肩
接
踵。
許
許
多
多
店
鋪、
餐
廳
、
電
影
院
和
賭
場
吸
引
有
錢
人
流
連。

走
在
上
海
，
到
處
聽
到
有
人
講
英
語、
法
語
，
甚
至
俄
語
。
一
九
二
五
年，
上
海
有
兩
千
七
百
六
十
六
個
俄
羅
斯 

人
、
英
國
人
不
下
六
千
人，另
有
一
千
五
百
名
左
右
的
美
國
人
及
不
到
一
千
人
的
法
國
人。
整
體
來
講
，
全
市
不
同
國
籍 

的
外
國
人
有
三
萬
七
千
七
百
五
十
八
人，
日
本
人
最
多
•
'

九
二
五
年
有
一
萬
三
千
八
百
零
四
名
日
本
人，
"但
是
由
於 

俄
、
英
、
法
人
不
少
，
上
海
有
歐
洲
都
會
的
風
味。
上
海
洋
租
界
的
建
築
與
紐
約
或
倫
敦
的
差
異
不
大。

毛
澤
東
住
處
離
南
京
路
和
江
灣
相
當
遠，
他卻
必
定
注
意
到它
是
多麼
地
不
像
中
國
的
城
市。
他
每
天
可
以
利
用
科 

技
精
品
——

行
經
公
共
租
界
和
法
租
界
的
電
車。
他
也
搭
電
車
向
客
戶
收
取髒
衣
物、
送
回
新烫
洗
衣
物。
他
說
，
光
是 

搭
乘
電
車
就
花
掉
他
原
本
微
薄
的
薪
水
之
一
大
部
分。
5

現
在
已
經
有
不
少
反
張
敬
堯
人
士
集
結
在
上
海。
富
有
的
湖
南
省
同鄉
成
立
的
湖
南
善
後
協
會
於
一
九
一
八
年
十
二 

月
在
上
海
開
始
運
作
。
要
求
張
敬
堯
下
台
的
其
他
湖
南
團
體
也
在
上
海
活
動，
其
中
勢
力
最
大
的
是
湖
南
旅滬
同鄉
會。 

一
九
二
〇
年
春
天
，
曾
任
中
華
民
國
國
會
議
員
的
湖
南
人
徐
佛
蘇
也
反
對
張
敬
堯，
他
也
住
在
上
海
。
e

毛
澤
東
和
旅
渥
其
他
湖
南
愛
國
人
士
的
努
力
統
統
沒
有
用，
可
是
毛
澤
東
持
續
不
懈
向
他
想
像
中
的
敵
人
挑
戰。
不 

過
，
他
現
在
已
能
用
比
較
世
故
的
手
法
進
行鬥
爭。
他
不
僅
想
要趕
走
貪
瀆
的
大
老，
也
想
改
變產
生
這
種
暴
君
的
腐
敗



1 0 9 第 七 章 呼 吸 世 界 革 命

制
度
。
他
在
一
九
二
◦
年
春
天
及
秋
天
之
間
所
寫
的
公
告
中，
展
現
出
烏
托
邦
式
的
熱
切，
主
張
湖
南
人
民
自
治。
他
提 

議
湖
南
脫
離
已
陷
入
一
團
混
亂
的
中
國
；
宣
布
湖
南
完
全
獨
立
；
制
定
一
部
地
方
憲
法，並
且
選
出真
正
民
主
形
式
的
政 

府
。
毛
澤
東
日
後
說
：
「我
們
的
團
體
對
於
北
洋
政
府
感
到
厭
惡。
認為
湖
南
如
果
和
北
京
脫
離
關
係，
可
以
更
加
迅
速 

地
現
代
化
，
所
以
主
張
和
北
京
分
離。
那
時
候
，
我
是
美
國
門
羅
主
義
和
門
戶
開
放
的
堅
決
擁
護
者。」
？對
於
一
個
告 

訴
史
諾
，
他
在
一 
‘九
二
〇
年
夏
天
已
成為
馬
克
思
主
義
者
的
人
來
講，
這
是很
奇
怪
的
自
白。

主
張
「湖
南
獨
立
」
的
構
想
其
實並
無
新
意。
一
九
一
一
年
辛
亥
革
命
前
夕，
湖
南
革
命
民
主
人
士
楊
守
仁
就
堅
持 

一
個
自
由
的
湖
南
可
以
作為
中
國
所
有
其
他
省份
的
模
範，
使
國
家
最
後
能
以嶄
新
的、
聯
邦
的
原
則
統
一
起
來，
促
成 

中
華
民
族
的
復
興。
8很

自
然
，
這
個
想
法
和
馬
克
思
主
義
或
布
爾
什
維
克
主
義
毫
無
任
何
關
聯，
但
是它
深
符
若
干
西 

歐
國
家
以
及
美
國
的
傳
統
。
毛
澤
東並
沒
立即
接
受它
。
一
九
二
〇
年
三
月
，
他
仍
然
對
湖
南
獨
立
的
可
能
性
表
示
懷 

疑
：
「並
且
湖
南
是
中
國
裡
面
的
一
省，
除
非
將
來
改
變
局
勢，
地
位
變
成
美
〔國
〕之
『州』
或
德
〔國
〕之 

『邦
』，
是
不
容
易
有
獨
立
創
設
的。」
9然
而
，
不
久
之
後
他
就
成為
熱
切
的
擁
護
者。
他
從
「中
國
國
土
如
此
遼
闊， 

每
個
省
的
情
感、
利
益
和
民
智
水
準
都
大為
不
同
」
這
個
前
提
出
發，
認為
湖
南
的
地
理
位
置
和
人
民
天
性
都
有
極
大
潛 

力
。
如
果
他
們
和
全
國
性
的
組
織
混
同，
他
們
特
殊
的
力
量
將
會
削
弱，
他
們
未
來
的
進
展
將
受
到
限
制。s

毛
澤
東
期
望
他
的
本
省
同
胞
有
創
造
的
精
力。
「假
如
這
回
湖
南
人
做
了
一
個
頭，
陝
西
、
福
建
、
四
川
、
安
徽
等 

有
同
樣
情
形
的
省
隨
其
後，
十
幾
年
二
十
年
後，
便
可
合
起
來
得
到
全
國
的
總
解
決
了。」
〃
他
希
望
建
立
一
種
特
別
的 

「湖
南
文
明
」，
這
個
社
會
的
自
由
人
可
以
管
理
自
己
的
國
家，
不
需
要
督
軍
或
一
支
軍
隊，
他
們
會
推
動教
育、
實
業
和 

貿
易
。
U他
也
拿
湖
南
和
瑞
士、
日
本
做
比
較
。
U毛
澤
東
尤
其
倚
重
省
會
公
民
作為
爭
取
獨
立
和
民
主
化
的
運
動
之
前 

鋒
。
他
寫
說
.

•
「因
此
這
個
責
任，
便
不
得
不
歸
到
我
們
三
十
萬
長
沙
市
民
的
身
上
了
。」
^

一
九
二
〇
年
六
月
，
毛
澤
東
把
他
的
湖
南
復
興
改
造
計
劃
提
交
給
他
最
尊
敬
的
陳
獨
秀
過
目。
b陳
獨
秀
此
時
住
在

①
原
書
註
：
例
如
，
一
八
八
五
年
公
共
租
界
的
華
、洋
居
民
比
例為
三
十
五
比
一，
法
租
界
有
兩
萬
五
千
名
華
人
•洋
人
只
有
三
百
人
。



毛 澤 東 ：真 實 的 故 事 110

法
租
界
一
條
安
靜
弄
堂
裡
一
戶
傳
統
的
中
式
小磚
房，
《新青
年
》
編
輯
部
也
設
在
這
裡。
陳
獨
秀
如
何
回
答
他，
我
們 

不清

楚，
但
極
有
可
能
他
對
這
項
天真
的
計
劃
不
感
興
趣。
否
則
毛
澤
東
一
定
會
在
他
的
演
講
中
提
起
陳
獨
秀
的
答
覆。 

陳
獨
秀
反
倒
試
圖
將
毛
澤
東
導
向
馬
克
思
主
義
的
「正
途
」。
毛
澤
東
日
後
回
憶
說
：
「我
第
二
次
到
上
海
去
的
時
候， 

曾
經
和
陳
獨
秀
討
論
我
讀
過
的
馬
克
思
主
義
書
籍。
陳
獨
秀
談
他
自
己
的
信
仰
的
那
些
話，
在
我
一
生
中
可
能
是
關
鍵
性 

的
時
期
，
對
我產
生
了
深
刻
的
印
象。」
^

陳
獨
秀
正
忙
著
籌
設
中
國
第
一
個
布
爾
什
維
克
小
組，
由
蘇
聯
共產
黨
員
及
共產
國
際
成
員
提
供
他
直
接
的
財
務
和 

意
識
型
態
協
助
。
共產
國
際
在
列
寧
倡
議
下
於
一
九
一
九
年
三
月
成
立，它
結
合
及
協
調
採
納
布
爾
什
維
克
原
則
的
一
切 

激
進
革
命
政
黨
的
活
動。它
是
世
界
革
命
的
總
部、
世
界
共產
主
義
運
動
的
意
識
型
態
與
組
織
重
心。它
也
是
一
個強
大 

的
情
報
機
關，
派
遣
特
務
及
破
壞
者
到
各
個
國
家
去。
共產
國
際
有
一
個
推
選
出
來
的
執
行
委
員
會
指
導
會
務，
執
委
會 

有
自
己
的
官
僚
架
構，
工
作
人
員
有
外
國
人，
也
有
蘇
共
黨
員
。
共產
國
際
總
部
坐
落
在
莫
斯
科
的
沙
波
玆
尼
可
夫
斯
開 

亞
廣
場(sapozhnikovskaia square)

，
對
面即
是
克
里
姆
林
宮。
執
委
會
無
遠
弗
屆
派
出
代
表
到
地
球
各
個
角
落，
擴 

帶
指
令
、
訓
令
以
及
最
重
要
的
金
錢
和
寶
物
去
；
這
是
布
爾
什
維
克
從
俄
羅
斯
舊
貴
族
和
資產
階
級
搜
括
來
的
財產
。
這 

些
錢
在
歐
洲
和
亞
洲、
非
洲
和
美
洲
創
造
了
共產
黨
組
織、
設
立
地
下
印
刷
廠
和
黨
校，並
且
用
以
支
應
罷
工
工
人
和
職 

業
革
命
家
。
布
爾
什
維
克
領
導
人
列
寧、
托
洛
茨
基、
齊
諾
維
也
夫(Zinoviev)

和
史
達
林
，
對
於
支
援
蘇
俄
境
外
的 

共產
主
義
運
動，
出
手
大
方
，
毫
不
吝
嗇
。
在
蘇
維
埃
建
政
的
初
期，
他
們
把
在
落
後
的
俄
羅
斯
建
設
社
會
主
義
的
希 

望
，
寄
託
在
無產
階
級
革
命
於
全
世
界
獲
勝
之
上。

很
自
然
地，
他
們
的
注
意
力
也
被
吸
引
到
中
國
身
上。
俄
羅
斯
內
戰
戰
火
方
殷
之
際，
他
們
無
法
派
人
從
莫
斯
科
到 

中
國
。
因
此
，
一
九
二
〇
年
春
天
，
蘇
聯
遠
東
省
一
群
布
爾
什
維
克
由
葛
里
哥
利
.
維
廷
斯
基(G

rigorii voitinsky) 

率
領
，
奉
派
來
中
國
。
維
廷
斯
基
，
中
國
人
稱
他為
吳
廷
康。
他
身
材
高
大
，
聰
明
、
活
潑
，
年
僅
二
十
七
歲，
一
頭
烏 

黑
的鬈
髮，
雙
眼
憂
鬱
深
思。
他
以
機
智
、
圓
融
、
溫
和
愉
悅
的
態
度
與
人
拉
近
距
離。
甚
且
，
他
一
口
流
利
英
語
是
極 

大
的
資產
，
因為
中
國
許
多
激
進
知
識
分
子
通
曉
西
方
語
文，
尤
其
是
英
文
和
法
文，
可
是懂
俄
文
的並
不
多。
乍
見
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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廷
斯
基
，
一
般
人
無
法
想
像
這
個
迷
人
的
年
輕
人
竟
是
西
伯
利
亞
和
俄
國
遠
東
省
共
產
主
義
運
動
的
主
要
組
織
家
之
一
、
 

一
個
鐵
石
心
腸
的
布
爾
什
維
克
黨
人
、對
革
命
敵
人
心狠
手
辣
。卩

維
廷
斯
基
本
名
札
爾
欣(zark

h
in

)

，
妻
子
瑪
莉
亞•庫兹
內
左
娃(M

aria K
uznetsova)

、黨
內
化
名
娜
拉 

(N
ora)

，她
也
是
布
爾
什
維
克
黨
人，
夫
婦
俩

一
起
到
中
國
。維
廷
斯
基
這
一
行
人
當
中
有
個
中
國
人
楊
明
齋
。楊
明
齋 

原
本
是
工
人-
後
來
成為
會
計
師，
從
一
九
〇
一
年即
僑
居
海
參崴

。這
一
批
共
產
國
際
代
表
於
一
九
二
〇
年
四
月
抵
達 

北
京
。他
們
面
前
的
任
務
尤
具
陰
謀
性
質..與
中
國
激
進
的
活
躍
分
子
建
立
常
態
關
係，
以
便
協
助
他
們
成
立
共
產
黨
小 

組

。他
們
有
充
裕
的
經
費
供
應
這
項顛
覆
工
作
。

他
們
立
刻
就
交
上
好
運
。有
位
俄
僑
瑟
蓋•波
列
沃
伊(Sergei 
A_ P

olevoi)

在
北
大教
俄
國
文
學
。透
過
同
情
蘇 

俄
的
波
列
沃
伊
介
紹，
維
廷
斯
基
和
李
大
釗
取
得
聯
繫
。這
個
蘇
俄
布
爾
什
維
克
黨
人
向
李
大
釗
提
出
一
個
宏
偉
的
計 

劃
：
在
中
國
成
立
共
產
黨
。李
大
釗
雖
然
全
心
接
受
這
個
構
想，
但
建
議
維
廷
斯
基
先找
陳
獨
秀
討
論
此
一
計
劃
。楊
明 

齋
從
俄
僑圏
中
聽
說
過
陳
獨
秀
這
一
號
人
物，
也
向
維
廷
斯
基
提
出
相
同
的
建
議
。帶
著
李
大
釗
的
推
薦
函，
維
廷
斯 

基
、庫兹
內
左
娃
和
楊
明
齋
三
人
於
四
月
底
抵
達
上
海
。

在
中
國
，
不
只
是
金
錢
重
要，
人
脈
關
係
也很
重
要
。因
此
維
廷
斯
基
巧
妙
地
運
用
李
大
釗
和
波
列
沃
伊
的
介
紹， 

找
上
陳
獨
秀
。有
一
群
蘇
共
黨
員
已
在
上
海，
他
們
和
維
廷
斯
基
一
行
取
得
聯
繫，
開
始
聯
手
「培
植」
陳
獨
秀
，
而
陳 

獨
秀
也
已
預
備
和
蘇
俄
結
盟
。雙
方
決
定
利
用
《新青
年
》
作為
散
布
共
產
主
義
思
想
的
平
台，
目
標
是
把
所
有
的
激
進 

革
命
勢
力
集
結
在
雜
誌
周
圍。
M

毛
澤
東
恰
好
就
在
這
時
候找
上
門
來
。他
們
的
會
話
讓
毛
澤
東
愈
想
愈
糊
塗，
毛
澤
東
信
任
陳
獨
秀，
但
還
不
想
放 

棄
他
號
召
湖
南
民眾
，
支
持
湖
南
以
自
治
、進
步為
基
礎
宣
告
獨
立
的
計
劃
。七
月
初
他
回
到
湖
南
時，
思緒
仍
然很
混 

亂

。毛
澤
東
提
出
一
個
構
想，
與
友
人
合
資
成
立
中
國
第
一
家
合
作
社
性
質
的
書
店，
分
銷
社
會
及
政
治
文
獻
。這
家
書 

店
取
名
文
化
書
社，
於
九
月
開
張
營
業，
目
標
是
以
合
理
的
價
格
銷售
各
種
有
價值
的
書
報
雜
誌，
以
便
對啟
迪
湖
南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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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
做
出
相
當
貢
獻
。
'9

這
項
創舉
吸
引
許
多
公眾
人
物
的
注
意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書
社
店
招
由
譚
延闓
本
人
題
字

——
 

雖
然
是
在
一
九
二
〇
年
十
一
月
底
他
被
迫
交卸
湖
南
省
長
一
職
之
後
。

20
書
社
位
於
一
棟
兩
層
樓
的
小
建
物，
共
有
三
間 

房
間
，
是
毛
澤
東
及
其
同
志
向
中
美
湘
雅
醫
院
租
來
的
。原
始
資
本
只
有
五
百
一
十
九
元，
但
是
到
了

 
一
九
二
〇
年
十
月 

底
，
毛
澤
東
及
友
人
已
經
備
妥
一
百
六
十
四
本
書
待售
，
其
中
有
羅
素
、克
魯
泡
特
金
、達
爾
文
、柏
拉
圖
、胡
適
以
及 

其
他
許
多
人
的
作
品，
還
有
毛
澤
東
非
常
喜
歡
的
柯卡
普
的
《社
會
主
義
史
》
。

M文
化
書
社
也
以
單
行
本
小
冊
出售
馬 

克
思為
第
一
版
《資本
論
》

(CAPs.-
a
o

所
寫
的
序
，
以
及
報
人
邵
飄
萍
著
作
的
《新
俄
國
之研
究
》——
這
是
第
一
本 

由
中
國
作
家
執
筆
、詳
細
記
載
過
去
十
七
年
俄
羅
斯
共
產
革
命
歷
史
的
書
。

22
書
社
也
代
銷
四
十
五
種
雜
誌
、三份
日 

報
，
包
括
陳
獨
秀
、李
大
釗
及
其
他
社
會
主
義
者
所
發
行
的
共
產
主
義
媒
體
：
《新青
年
》
、《勞
動
界
》
、《勞
動
者
》
、
 

《勞
動
潮
》
和
《少
年
中
國
》
。一
九
二
一
年
四
月，
文
化
書
社
已
在
湖
南
七
個
縣
市
開
設
分
社，
也
在
湖
南
四
所教
育
機 

構
設
立
書
報
販
賣
部。
D

一
九
二
〇
年
八
月
底，
受
到
他
和
李
大
釗
、陳
獨
秀
談
話
的
影
響，
毛
澤
東
在
長
沙
創
設
俄
羅
斯研
究
會
。

24
基
於 

戰
術
理
由
，
著
名
的
自
由
派
姜
濟寰
被
推為
總
幹
事，
但
實
際
上
由
毛
澤
東
當
家
管
事
。②研
究
會
有
宏
大
的
目
標
•

.
個 

別
及
集
體研
究
蘇
俄
、收
集
一
切
相
關
文
獻
、發
行
有
關
蘇
俄
的研
究
及
評
論
、贊
助
俄
文
專
修
班為
有
志
赴
莫
斯
科
勤 

工
儉
學
者
做
準
備
。研
究
會
也
設
在
文
化
書
社
同
址
。
25

毛
澤
東
本
人
夢
想
赴
俄
。他
在
北
京
時
曾為
此
事
請教
李
大
釗
和
其
他
幾
位
同
志
的
意
見，
甚
至
選
了
俄
國教
授
波 

列
沃
伊
的
課
。26
到
了
上
海
，
他
有
意
繼
續
學
習
，
一
度
尋
覓另
一
位
俄
僑教
他
俄
文
。赴
俄
勤
工
儉
學
方
案仿
自
無
政 

府
主
義
者
最
初
發
起
的
赴
法
國
學
習
之
計
劃，它
一
直縈
繞
在
他
心
頭
。

27
毫
無
疑
問
他
也
接
獲
陳
獨
秀
和
維
廷
斯
基
在 

上
海
遵
循
這
些
路
線
正
在
積
極
準
備
的
消
息
。一
九
二
〇
年
九
月
，
陳
獨
秀
和
維
廷
斯
基
成
立
一
所
外
語
學
校，
專
收
有 

志
前
往
莫
斯
科
學
習
的
、具
有
社
會
主
義
傾
向
的青
年
。

M把
《共
產
黨
宣
言
》
譯
成
中
文
的
陳
望
道
每
週
一
次為
他
們 

講
授
馬
克
思
主
義
。
29
維
廷
斯
基
提
供
經
費幫
畢
業
生
支
付
前
往
俄
國
的
旅
費
。

這
一
切
都
讓
毛
澤
東
印
象
深
刻，
可
是
他
還
未
準
備
好
接
納
布
爾
什
維
克
主
義
。他
十
分
尊
敬
李
大
釗
和
陳
獨
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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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注
重
他
們
的
觀
點，
但
是
要
他丟
掉
自
由
派、
無
政
府
主
義
的
思
想卻
極為
困
難。為
了
推
動啟
迪
民
智
以
喚
醒
湖
南 

人
民
創
新
力
量
的
目
標，
毛
澤
東
在
一
九
二
〇
年
夏
天
和
秋
天
參
與
在
湖
南
及
老
家
湘
潭
縣
籌
設
好
幾
個
社
團。
30

他
繼 

續
在
地
方
報
上
發
表
文
章，
鼓
吹
湖
南
自
決
；
他
向
省
長
上
書
陳
情，
他
也
公
開
演
說
。
十
月
初
他
在
長
沙教
育
委
員
會 

主
持
一
場
公
開
集
會，
發
起
連
署
運
動，
支
持
他
所
主
張
的
召
開
湖
南
人
民
制
憲
會
議。
陳
情
書
徵
得
新
聞
工
作
者、
科 

學
家
、教

員
、
商
人
、
甚
至
工
人
等
四
百
三
十
人
連
署。
H十
月
十
日
國
慶
日
當
天，
這
項
決
議
文
在
一
場
十
萬
人
大
集 

會
上
呈
給
譚
延闓
。
32
十
一
月
七
日，
長
沙另
一
次
大
遊
行
上，
毛
澤
東
高舉

「大
湖
南
萬
歲
！
」
的
旗
子
。
33

但
是
他
鼓
吹
湖
南
獨
立
的
努
力
完
全
不
見
成
效。
民眾
的
示
威
和
集
會，即
使
規
模
龐
大，卻
並
未
導
致
革
命。
多 

年
後
毛
澤
東
回
憶
到
這
一
段，
不
免
酸澀
地
自
嘲
說
：
「譚
延闓
被
一
個
叫
作
趙恆
惕
的
軍
閥趕
出
湖
南，
趙
利
用
『湖 

南
自
治
』
運
動
來
達
到
他
自
己
的
目
的。
他
假
裝
擁
護
這
個
運
動，
主
張
中
國
聯
省
自
治。
可
是
他
一
旦
當
權，
就
大
力 

鎮
壓
民
主
運
動
了。」
34

公
平
地
說
，
趙恆
惕
在
一
九
二
二
年
一
月
一
日
成為
全
國
唯
一
在
其
省
境
頒
布
憲
法
的
軍
閥
；
然
而
，
誠
如
毛
澤
東 

正
確
地
指
出，
他
之
所
以
這麼
做，
只
是
因為
缺
乏
足夠
的
軍
事
力
量
扮
演
全
國
領
導
人
的
角
色。
這
部
憲
法
掩
飾
他
的 

軍
事
獨
裁真
面
目
，
根
本
無
關
乎
毛
澤
東
所
主
張
的
人
民
力
量。
毛
澤
東
預
言
說
：
「這
部
省
憲
的
生
命
期
肯
定很
有 

限
。
在
任
何
情
況
下
實
現
聯
省
自
治
的
可
能
性
都
更
小
了
。」
M

首
度
面
對
這
些
困
難，
許
多
原
本
支
持
毛
澤
東
的
人
開
始
放
棄
全
民
自
治
運
動。
原
本
喊
得
比
誰
都
大
聲
的
人，
現 

在
寧
願
待
在
家
裡。
毛
澤
東
長
久
以
來
所
主
張
的
一
切
現
在
都
崩
潰
了。
讓
毛
澤
東
最為
困
擾、
也
使
他
深
刻
失
望
的
是 

民眾
的
冷
漠
。
他
所
寄
予
希
望
的
人
民卻
是
如
此
消
極，
讓
毛
澤
東
傷
透
了
心。
他
寫
一
封
信
向青
少
年
時
期
的
好
友
向 

警
予
傾
吐
他
的
憤
怒
：
「湖
南
人
腦
筋
不清
晰
，
無
理
想
，
無
遠
計
，
幾
個
月
來
，
已
看
透
了
。
政
治
界
暮
氣
已
深，
腐 

敗
已
甚
，
政
治
改
良
一
途，
可
謂絕
無
希
望
。
」

36

②
譯
按
：
毛
澤
東
職
銜為
書
記
幹
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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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時
候
他
才
開
始
認真
思
考
李
大
釗
和
陳
獨
秀
告
訴
他
的
話。
是
的
，
他
決
定
：
「吾
人
惟
有
不
理
一
切，另
辟
道 

路
，另
造
環
境
一
法。」
37
在
法
國
蒙
塔
日(M

ontargis)研
習
法
文
的
蔡
和
森
也
向
他
呼籲
。
蔡
和
森
在
見
識
了
歐
洲 

種
種
經
歷
之
後，
已
成為
激
越
的
布
爾
什
維
克。
他
寫
信
給
毛
澤
東
說
：

我
認為
現
世
革
命
唯
一
致
勝
的
方
法
。我
現
認清
社
會
主
義為
資
本
主
義
的
反
映
。其
重
要
使
命
在
打
破
資
本
經
濟

制
度
，
其
方
法
在
無
產
階
級
專
政，
以
政
權
來
改
建
社
會
經
濟
制
度
.
.
.
.
我
對
於
中
國
將
來
的
改
造，
以為
完
全
適

用
社
會
主
義
的
原
理
和
方
法
.
.
.
.
我
以為
先
要
組
織
黨
——

共
產
黨
。因為
他
是
革
命
運
動
的
發
動
者
、宣
傳
者
、

先
鋒
隊
、
作
戰
部
。
38

這
時
候
陳
獨
秀、
維
廷
斯
基
和
李
大
釗
正
著
手
組
建
一
個
這
樣
的
政
黨。
一
九
二
〇
年
五
月
，
陳
獨
秀
和
維
廷
斯
基
已
成 

立
所
謂
的
「革
命
局
」，它
的另
外
三
個
成
員
都
是
陳
獨
秀
的
親
信。
39它
開
始
致
力
於
成
立
黨
的
小
組。
一
九
二
〇
年 

七
月
十
九
日，
最
活
躍
的
一
些
同
志
在
上
海
集
會，
會
中
決
定
以
陳
獨
秀為
首
成
立
一
個
共產
主
義
小
組。
40

八
月
二
十 

二
日
，
上
海
社
會
主
義青
年
團
成
立，
不
久
，
北
京
、
天
津
、
武
昌
及
其
他
若
干
城
市
也
紛
紛
出
現
同
樣
的
組
織。
十
月 

間
，
北
京
亦
由
李
大
釗為
首
成
立
一
個
共產
主
義
小
組。
十
一
月
，
中
國
社
會
主
義青
年
團
正
式
宣
告
成
立。

這
些
第
一
批
中
國
共產
黨
人
全
是
學
生、青
年教
員
和
新
聞
工
作
者。
這
裡
頭
沒
有
工
人
或
農
民。
年
紀
最
大
的
陳 

獨
秀
只
有
四
十
二
歲，
已
被
稱為

「老
頭
」。
最
年
輕
的
是
十
八
歲
的
北
大
學
生
劉
仁
靜，
他
略
通
俄
文
。
使
他
們
結
合 

在
一
起
的
是
一
股
熱
情，
渴
望
用
盡
一
切
方
法、
在
最
快
時
間
內
將
俄
國
經
驗
搬
到
自
己
的
國
家
複
製。
一
九
二
〇
年
十 

一
月，
陳
獨
秀
開
始
在
上
海
發
行
一份
準
合
法
刊
物
《共產
黨
》，
於
雜
誌
上
不
斷
宣
傳
組
建
共產
黨
的
主
張。
這份
刊 

物
刊
載
共產
國
際
文
件，
以
及
有
關
在
中
國
推
動
布
爾
什
維
克
革
命
前
景
的
文
章。
他
也
開
始
發
行
一份
工
人
雜
誌
《勞 

動
界
》，
以
淺
顯
文
字
向
沒
受
太
多教
育
的
人
介
紹
馬
克
思
主
義
的
資
本
論
及
剩
餘
價值
說。

毛
澤
東
也
瞭
解
需
要
成
立
「以
主
義
結
合
在
一
起
的
一
個
團
體
」。
W他
從
來
沒
有
懷
疑
過
高
度
團
結
的
政
治
組
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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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重
要
性
，
但
是
新
民
學
會
一
向
組
織
散
漫，
而
湖
南
學
生
聯
合
會
早
已
不
復
存
在。
他
必
須
從
頭
來
過，另
起
爐灶
。 

毛
澤
東
決
定
依
據
布
爾
什
維
克
路
線
改
組
新
民
學
會。
他
和
已
經
在
北
京
加
入
布
爾
什
維
克
小
組
的
羅
章
龍
交
換
意
見
：

吾
們
誠
哉
要
造
成
一
種
有
勢
力
的
新
空
氣
……

我
想
這
種
空
氣，
固
然
要
有
一
班
刻
苦
勵
志
的
「人」
，
尤
其
要
有 

一
種為
大
家
共
同
信
守
的
「主
義」
，
沒
有
主
義，
是
造
不
成
空
氣
的
。我
想
我
們
學
會-
不
可
徒
然
做
人
的
聚 

集
、感
情
的
結
合，
要
變為
主
義
的
結
合
才
好
。主
義
譬
如
一
面
旗
子
-

旗
子
立
起
了，
大
家
才
有
所
指
望，
才
知 

所趨赴
。
42

毛
澤
東
一
九
二
〇
年
五
月
仍
在
上
海
時即
開
始
改
正
新
民
學
會
散
漫
的
性
格。
他
召
集
當
時
仍
在
上
海
的
學
會
十
二
名
會 

員
開
會
，
通
過
旨
在強
化
組
織
的
新
原
則。
但
是
他
們並
未
討
論
任
何
「共
同
的
主
義
」
。43

就
在
這
個
時
點
上，
情
勢
出
現
重
大
改
變。
毛
澤
東
開
始
相
信
有
需
要
劃
分清
楚
界
限，
分
辨清
楚
誰
是
空
口
皇
皇 

大
言
激
進
改
革
的
人，
誰
又
是
不
惜
代
價
準
備為
信
念
行
動
的
人。
他
已
經
忍
受
不
了
散
漫
。
到
了 
一
九
二
〇
年
十
一 

月
，
毛
澤
東
已
認
定
了
布
爾
什
維
克
主
義
以
及它
的
世
界
社
會
主
義
革
命
方
案，
是
選
定
的
「主
義
」。
但
是並
不
是
所 

有
的
老
朋
友
都
認
同
毛
澤
東
的
看
法。
一
九
二
〇
年
十
月
由
法
國
回
來
的
蕭
瑜
就
不
接
受
布
爾
什
維
克
的
方
案。
他
寫
給 

毛
澤
東
的
一
封
信
中
憤
憤
不
平
地
提
到
：
「我
們
不
認
可
以
一
部
分
的
犧
牲，
換
多
數
人
的
福
利。
主
張
溫
和
的
革
命， 

以教
育為
工
具
的
革
命，為
人
民
謀
全
體
福
利
的
革
命。
以
工
會
合
社為
實
行
改
革
之
方
法。
頗
不
認
俄
工
——

馬
克
思 

式
——

革
命為

正
當
。」
44
但
是
毛
澤
東
心
意
已
決
。
他
曾
經
嚮
往
無
政
府
主
義
和
自
由
主
義，卻
只
得
到
失
望。
他
或 

許
原
則
上
仍
認
同
蕭
瑜
的
「以
平
和
手
段
謀
全
體
的
幸
福
」
是
件
好
事
，
但
是
現
在
他
認為
這
些
觀
念
全
是
烏
托
邦
的
幻 

想
。
他
以
下
列
一
段
話
表
述
他
的
立
場
：
「我
對
於絕
對
的
自
由
主
義，
無
政
府
的
主
義，
以
及
德
謨
克
拉
西
(民
主
) 

主
義
，
依
我
現
在
的
看
法，
都
只
認為
於
理
論
上
說
得
好
聽，
事
實
上
是
做
不
到
的。」
他
要
問
：
如
果
當
今
世
界
的教
 

育
掌
握
在
資
本
家
手
中，
我
們怎
能
依
賴
同
樣
這
批
剝
削
者
的
再教
育
？
資產
階
級
擁
有
工
廠、
銀
行
，
控
制
了
國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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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
隊
和
警
察
。
共產
黨
還
有
什麼
空
間
？
不
！
他
抗
聲
說
，
「我
看
俄
國
工
式
的
革
命，
是
無
可
如
何
的
山
窮
水
盡
諸
路 

皆
走
不
通
了
的
一
個
變
計，並
不
是
有
更
好
的
方
法
棄
而
不
採，
單
要
採
這
個
恐
怖
的
方
法。」
M換
句
話
說
，
就
採
用 

布
爾
什
維
克
主
義吧
！
「善
心
」
會
一
事
無
成
。
毛
澤
東
的
結
論
是
：
「我
覺
得
，
俄
國
的
革
命，
和
各
國
急
進
派
共產
 

黨
人
數
日
見
其
多、
組
織
日
見
其
密，
只
是
自
然
的
結
果
。
」
46

他
走
向
布
爾
什
維
克
主
義
是
經
過
思
考
的。
他
在
環
境
的
壓
力
下
選
擇
「恐
怖
的
方
法
」，
對
人
民
的
創
造
力
及
他 

們
自
治
的
能
力
變
成
失
望。
布
爾
什
維
克
式
的
極
權
主
義、
否
定
公
民
自
由、
訴
諸
共產
黨
的
全
面
專
政，
以
及它
的
狂 

熱
主
義
及絕
不
妥
協
的
性
質，
對
年
輕
的
激
進
派
而
言，
是
合
乎
邏
輯
的
解
決
方
法。它
也
吻
合
他
純
然
的
個
人
需
要
： 

我
們
可
別
忘
了
在
毛
澤
東
的
意
識
裡，
「意
志
」
和
「力
量
」
是
最
高
的
觀
念
。

絕
不
是
普
遍
平
等
的
浪
漫
思
想
鼓
舞
他
擁
抱
共產
主
義。
吸
引
他
的
是
對
暴
力
的
辯
護、
意
志
的
勝
利，
以
及
力
量 

的
歌
頌
。
終
於
，
他
做
出
了
決
定。
固
然
此
事
不
合
道
德，
但
是
可
以
理
解。
在
一
個
欠
缺
公
民
社
會
的
國
家、
四
億
人 

裡
有
三
億
九
千
萬
人為
不
識
字
的
文
盲，
甚
至
皇
帝
的
大
權
在
一
九
二
一
年
已
經
廢
除，
「仍
然
只
有
極
少
數
公
民真
正 

瞭
解
民
國
是
什麼
」，
試
問
要怎
麼
去
講
自
由
或
民
主。
47
在
這
個
國
家
，
資
本
主
義
仍
未
滲
透
進
公
共
生
活
的
每
一
層 

面
，
歷
史
上
見
證
過
的
每
種
經
濟
結
構
仍
然
存
在。它
是
個
野
蠻
的、
家
長
制
的
國
家
。
需
要
什麼
樣
的
力
量
才
能
使
這 

樣
一
個
國
家
走
出它
深沉
的
麻
痺呢
？

吸
引
毛
澤
東
的
東
西
同
樣
也
吸
引
中
國
其
他
激
進
的
革
命
派。
十
月
革
命
使
得
他
們
未
經
批
判
性
的
理
解，
就囫
圇
 

吞
棗
擁
抱
布
爾
什
維
克
的
經
驗。即
使
那
些
讀
過
古
典
馬
克
思
主
義
創
始
人
作
品
的
人
士，
他
們
可
以
區
分
布
爾
什
維
克 

理
論
和
實
務，
與
馬
克
思
的
唯
物
主
義概
念
這
兩
者
之
間
的
差
異，
而
他
們
仍
傾
向
於
把
俄
羅
斯
共產
黨
人
的
行
動
當
作 

是真

正
的
「馬
克
思
主
義
」，
而
認
定
馬
克
思
的
歷
史
唯
物
論
有
「瑕
疵
」。
至
於
馬
克
思
和
恩
格
斯
本
身
的教
誨，
中 

國
激
進青
年
最
簡
單
地抓
住
工
人
對
抗
資
本
家
的
階
級鬥
爭
論、
反
資
本
主
義
的
社
會
革
命，
以
及
無產
階
級
專
政
等強
 

烈
的
革
命
理
論
。
48

在
他
們
熟
悉
的
馬
克
思
主
義
經
典
當
中，
中
國
的青
年
知
識
分
子
獨
厚
馬
克
思、
恩
格
斯
年
輕
時
所 

寫
的
小
冊
子
《共產
黨
宣
言
》。它
是清
清
楚
楚
的
宣
傳
性
質，
且
具
政
治
意
味，
特
別
熱
切
號
召
要
有
直
接
的
革
命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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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
。
他
們
被它
的
極
端
主
義
——

這
一
點
讓
人
想
起
布
爾
什
維
克
的
激
進
主
義
——

所
吸
引
。
正
是
從
《共產
黨
宣
言
》 

中
，
中
國
支
持
共產
主
義
的
人
士找
到
他
們
對
布
爾
什
維
克
理
論
的
馬
克
思
主
義真
實
性
的
確
認。
最
典
型
的
一
個
例
證 

就
是
陳
獨
秀
的
〈社
會
主
義
批
評
>,
發
表
於一

九
二
一
年
七
月
一
日
的
《新青
年
》
上
。
陳
獨
秀
大
量
引
述
《共產
黨 

宣
言
》
以
及
《哥
達
綱
領
批
判
》
得
出
結
論
：
「只
有
在
俄
國
，
馬
克
思
主
義
的真
實
本
質
復
活，
得
到
共產
主
義
之 

名
…
…
只
有
俄
國
共產
黨
在
言
行
上
才
都
是真
正
的
馬
克
思
主
義
者。」
49

布
爾
什
維
克
的
中
國
追
隨
者
同
意，
他
們
運
動
的即
時
目
標
是
準
備
本
身
的
十
月
革
命。
他
們
認為
，
中
國
的
無產
 

階
級
革
命
不
應
只
是摧
毀
封
建、
軍
閥
勢
力
的
統
治，
也
要
終
結
資
本
主
義
關
係
在
中
國
的
發
展。它
應
該
針
對
舊
的
剝 

削
階
級
，
也
要
針
對
新
的
剝
削
階
級
(包
括
民
族
資產
階
級
在
內
)。
同
時
，它
也
反
帝
國
主
義，
要
推翻
外
國
資
本
在 

中
國
的
影
響
。很

自
然
，
中
國
這
樣
的
革
命
其
結
果
將
是
建
立
無產
階
級
專
政
。
50

毛
澤
東
最
後
也
得
出
類
似
的
結
論。
他
一
接
受
了
布
爾
什
維
克
主
義，
就
義
無
反
顧
不
再
有
任
何
懷
疑。
一
九
二
〇 

年
十
一
月
中
旬，
毛
澤
東
轉
向
在
長
沙
建
立
地
下
小
組
的
工
作。
十
月
間
，
他
已
經
從
上
海
和
北
京
收
到
當
地
社
會
主
義 

青
年
團
的
章
程
。
H因
此
，
他
著
手
籌
組
同
樣
的
團
體
。
從
學
年
開
始
起，
他
擔
任
省
立
第
一
師
範
附
設
小
學
校
長，
因 

此
與
年
輕
人
頗
有
接
觸
。©

毛
澤
東為

「尋找
同
志
」
進
行
適
當
工
作
所
接
觸
的
第
一
個
人，
是
他
在
修
業
小
學
的
舊
日
學
生
張
文
亮。
52
這
時 

候
，
張
文
亮
已
經
是
省
立
第
一
師
範
的
學
生.，他
顯
然
追
隨
老
師
的
路
子
。
毛
澤
東
開
始
在
長
沙
的
湖
南
商
業
學
校
和
第 

一
中
學
學
生
當
中
物
色
合
適
的
年
輕
人。
53
他
十
分
小
心，
也
要
求
張
文
亮
要
小
心。
張
文
亮
在
日
記
中
寫
下
：
「〔他
也 

囑
咐
我
〕青
年
團
此
時
宜
注
重找
真
同
志，
只
宜
從
緩
，
不
可
急
進
。」
54
到
了
十
二
月
初，
他
們
已
經
吸
收
了
二
十
多 

名
年
輕
人
•，不
久
之
後，
社
會
主
義青
年
團
湖
南
支
部
在
一
九
二
一
年
一
月
十
三
日
正
式
成
立。
M

③
原
書
註
：
一
九
二o
年
代
中
國教
育
制
度
有
若
干
特
色
。小
學
又
分
初
級
小
學
、中
級
小
學
和
高
級
小
學
三
等
。因
此，
高
級
小
學
畢
業
生
年
齡
可 

能
已
有
十
六
、七
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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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九
二
〇
年
十
一
月
某
日，
毛
澤
東
收
到
陳
獨
秀
來
信，
囑
咐
他
在
長
沙
組
織
類
似
上
海
的
共產
主
義
小
組。
％陳 

獨
秀
的
建
議
不
僅
激
發
毛
澤
東
的
興
趣，
也
引
起
何鬍
子
(何
叔
衡
)、
彭
璜
和
毛
澤
東
的另
一
個
朋
友
賀
民
範
(船
山 

中
學
校
長
)
的
興
趣
。
基
於
安
全
理
由，
這
群
朋
友
選
擇
一
處
墳
場
開
會。
有
了
開
頭
，
接
下
來
的
工
作
就
是
說
服
新
民 

學
會
其
他
會
員
接
受
布
爾
什
維
克
主
義，
把
這
個尚
未
界
定
其
政
治
立
場
的既
有
組
織，
改
造為
共產
黨
組
織。

這
時
候
一
切
都很
順
利，
毛
澤
東
希
望
爭
取
新
民
學
會
更
多
人、
至
少
是
在
長
沙
的
會
員，
都
能
加
入
。
他
的
私
生 

活
也
相
當
平
順
。
九
月
底
，
他
開
始
與
已
故
的
楊
昌
濟
老
師
之
女
楊
開
慧
交
往。她
在
父
親
過
世
後，
已
和
母
親、
兄
長 

在
一
九
二
〇
年
一
月
回
到
長
沙。
根
據
習
俗
，
楊
家
人
護
送
死
者
棺
木
回
到
他
的
出
生
地。
楊教
授
下
葬
在
長
沙
之
北
約 

三
十
公
里
的
小鎮
板
倉。
依
制
守
喪
之
後，
楊
開
慧
遷
到
長
沙，
繼
續
學
業
。
M起
初
這
對
年
輕
人
彼
此
都很
害
羞，
他 

們
在
張
文
亮
和
陶
毅
陪
伴
下
到
河
邊
散
步
——

陶
毅
和
毛
澤
東
的
戀
情
顯
然
已
完
全
冷卻
。
毛
澤
東
已
經
有
過
和
女
孩
子 

交
往
的
經
驗，
但
還
是
花
了
相
當
時
間
才
克
服
對
楊
開
慧
的
羞澀
感。
他
們
沒
有
談
情
說
愛，卻
暢
談
政
治。
毛
澤
東
告 

訴她
有
關
蘇
俄
及
布
爾
什
維
克
革
命
的
種
種，
也
把
自
己
所
瞭
解
的
馬
克
思
主
義
介
紹
給她
。
受
到
他
的
影
響，
楊
開
慧 

加
入
社
會
主
義青
年
團
。
慢
慢
地
，
兩
人
發
展
出
感
情。
楊
開
慧
日
後
說
：
「我
看
到
了
他
的
心，
他
也
看清
了
我
的
心

意
。
」

58

很

顯
然
，
他
們
是
天
作
之
合。
但
是
毛
澤
東
對
自
由
戀
愛
的
天真
信
念
究
竟怎
麼
了
？ 
一
九
二
〇
年
冬
天
，
他
和
楊 

開
慧
結
婚
。
59
這
對
新
人
同
心
齊
志
排
拒
傳
統
的
婚
禮。
他
們
沒
有
嫁妝
，
也
沒
有
紅
轎
。
他
們摒
棄
這
些
小
資產
階
級 

的
庸
俗
禮
儀
。
60

楊
開
慧
在
婚
前
和
婚
後
都
非
常
嫉妒
她
丈
夫
和
陶
毅
的
關
係。她
總
覺
得
兩
人
舊
情
猶
在
存
續
當
中。S

只
要
長
久 

看
不
到她
的
夫
君，她
的
恐
懼
就
上
升
。
他
們
手
頭
拮
据，
無
法
租
住
自
己
的
愛
巢，
只
好
仍
如
婚
前
各
自
分
開
住，
唯 

有
在
星
期
天
才碰
面。
他
們
到
韶
山
沖
度
蜜
月
那
短
短
幾
天，
才真
正
在
一
起
。
一
九
二
一
年
二
月
初趁
著
農
曆
年，
兩 

人
才
回
到
韶
山
沖，
與
毛
澤
東
的
家
人
團
聚
——

毛
澤
東
的
兩
個
弟
弟
澤
民
和
澤
覃、
他
的
堂
妹
澤
建
(毛
澤
東
的
雙
親 

在
一
九
一
二
年
認
養她
為
女
兒
)、®

毛
澤
民
的
太
太
王
淑
蘭
。® 
一
直
要
到
一
九
二
一
年
十
月
他
們
才
能
在
長
沙
東
城
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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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的清
水
塘
租
了
三
間
房
的
一
棟
小
木
屋。
楊
開
慧
把
母
親
向
振
熙
從鄉
下
接
來
同
住。
中
國
人
的
習
慣
是
與
父
母
一
起 

住
，
數
代
同
堂
是
常
有
的
事
。
64
毛
澤
東
從
黨
的
經
費
得
到
錢
支
付
房
租。
這
時
候
他
不
只
成
功
地
將
新
民
學
會
改
造為
 

共產
黨
外
圍
組
織，
也
在
許
多
方
面
擴
大
布
爾
什
維
克
的
地
下
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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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八
章

「以
俄為

師
」

I

九
二
一
年I
月I
日
大清
早，
十
多
個
人
來
到
長
沙
市
中
心
潮
宗
街
五
十
六
號
文
化
書
社
社
址
樓
上
集
會。
準
合 

法
的
新
民
學
會
這
幾
個
會
員
是
應
首
領
何
叔
衡、
毛
澤
東
之
召
前
來
開
會。
往
後
三
天，
他
們
討
論
下
列
重
要
問
題
：
這 

個
團
體
的
總
目
標
應
該
是
什麼
？
他
們
應
該
採
用
什麼
方
法
去
達
成
目
標、
他
們
要
如
何即
刻
行
動
？
會
議
由
何鬍
子
擔 

任
主
席
。

毛
澤
東
率
先
發
言。
他
說
： 

■

有
些
會
員
提
議
組
織
一
個
共
產
黨，
也
有
些
人
希
望
實
踐
勤
工
儉
學
哲
學
、改
革教
育
.
.
.
.
現
在
國
中
對
於
社
會
問

題
的
解
決
-

顯
然
有
兩
派
主
張
：
一
派
主
張
改
造，
一
派
主
張
改
良
。前
者
如
陳
獨
秀
諸
人，
後
者
如
梁
啓
超
、張 

東
蓀
諸
人
。

1

對
於
議
題
的
辯
論
造
成
激
烈
爭
議。
人
人
都
曉
得
組
織
未
來
的
政
治
綱
領
全
看
多
數
人
如
何
表
決
而
定。
主
要
的
問 

題
在
於
是
否
接
受
布
爾
什
維
克
主
義。
第
一
天
整
個
上
午
都
花
在
討
論
一
般
問
題，
會
議
一
直
沒
辦
法
進
入
核
心
議
題。 

上
午
十
一
點
半，
散
會
•，
主
要
爭
議
留
待
次
日
討
論。
一
月
二
日
上
午
九
點，
全
員
到
齊，另
外
也
有
幾
個
人
風
聞
此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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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趣
的
討
論
，趕
來
參
一腳
。
十
八
個
人擠
在
房
裡。
何鬍
子
繼
續
擔
任
會
議
主
席。

會
議
的
第
一
項
議
程
是
表
決
通
過
維
持
學
會
原
先
的
宗
旨，即

「改
造
中
國
與
世
界
」。
然
後
進
入
第
二
項
議
程。 

毛
澤
東
又
率
先
發
言
。
他
提
醒
大
家
，
除
了
列
寧
革
命
式
的
方
法，
還
有
別
的
方
法
處
理
社
會
問
題，
如
「社
會
政 

策
」、
「社
會
民
主
主
義
」、
「溫
和
方
法
的
共產
主
義
」
(羅
素
的
主
義
)
以
及
「無
政
府
主
義
」。
他
建
議
大
家
依
序
表 

達
自
己
的
立
場
。
何鬍
子
先
說
：
「我
支
持
激
進
主
義。
一
時
的
動
亂值
得
二
十
年
的教
育。」
毛
澤
東
立
刻
支
持
他
的 

老
同
志
••

社
會
政
策，
是
補苴
#

漏
的
政
策，
不
成
辨
法
。社
會
民
主
主
義，
借
議
會為
改
造
工
具，
但
事
實
上
議
會
的
立
法 

總
是
保
護
有
產
階
級
的
。無
政
府
主
義
否
認
權
力，
這
種
主
義
恐怕
永
世
都
做
不
到
。溫
和
方
法
的
共
產
主
義，
如 

羅
素
所
主
張
極
端
的
自
由，
放
任
資
本
家，
亦
是
永
世
做
不
到
的
。激
烈
方
法
的
共
產
主
義，即
所
謂
勞
農
主
義， 

用
階
級
專
政
的
方
法，
是
可
以
預
計
效
果
的，
故
最
宜
採
用
。

與
會
者
大
都
同
意
應
該
採
行
俄
國
式
的
社
會
主
義，
因為

「中
國
的
社
會
太
冷
漠、
人
性
太
墮
落
…
…
中
國
社
會
缺 

乏
組
織
和
訓
練
」。
湖
南
的青
年
激
進
派
贊
同
極
端
的
說
法
：
「如
果
人
不
能
讓
自
己
幸
福，
那
就
用
鐵
腕
把
他
們
拖
到 

幸
福
之
前
。」
最
後
，
在
場
十
八
人
有
十
二
人
投
票
支
持
布
爾
什
維
克
主
義。
？

毛
澤
東
有
理
由
歡
欣
鼓
舞。
他
扮
演
關
鍵
角
色
在
長
沙
創
立
一
個
共產
主
義
組
織，
但
是
就
和
許
多
人
一
樣
-
成
功 

之
後
立
刻
陷
入
沮
喪。
他
顯
然
因為
前
幾
天
過
分
緊
繃
而
精
神
崩
潰
了。
早
先
他
因
自
我
檢
討
而
精
神
緊
張，
而
今卻
陷 

入
失
望
的
深
淵
。
他
在
這
段
低
潮
時
刻
寫
一
封
信
給
彭
璜，
檢
討
自
己
有
八
大
「缺
點
」，
他
自
認
這
些
缺
點
將
使
他
無 

法
成為
真
正
的
特
異
人
物、
偉
大
領
袖
——

而
他
一
向
熱
切
盼
望
出
類
拔
萃。
他
的
「缺
點
」
是
：
(
一)感情太衝 

動
，
一
直
陷
在
情
感
當
中
；
(
二
)
傾
向
於
主
觀
判
斷
；
(
三
)
有
點
虛
榮
.，
(四
)
太
過
高
傲
；
(
五
)很
少
自
我
分 

析
，
太
快
責
怪
別
人、
不
願
承
認
自
己
的
過
失.，
(六
)
善
於
講
大
話，卻
拙
於
有
系
統
的
分
析
；
(七
)
自
視
太
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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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意志

弱」
。3他
特
別
羞
於
承
認
最
後
這
一
項
「非
常
大
的
缺
點
」，
因為
他
一
直
都
極
力
培
養
鋼
鐵
般
的
意
志
精 

神
。
毛
澤
東
給
老
朋
友
這
封
信
的
結
尾，
坦
白
承
認
鼓
舞
著
他
的
是
：
「我
不
希
望
犧
牲真
實
的
自
我，
我
也
不
希
望
自 

己
把
自
己
變
成
傀
儡。」
4

毛
澤
東
的
自
我眨
抑
來
得
快，
去
得
也
快
。
他
此
後
再
也
不
曾
懷
疑
他崛
起抓
權
的
權
利。 

令
我
們
驚
訝
的
反
倒
是
這
封
信
竟
然
留
存
下
來，
沒
被
銷毀
。

到
了
一
九
二
一
年
夏
天，
中
國
已
有
六
個
共產
主
義
小
組。
除
了
上
海、
北
京
和
長
沙，
廣
州
、
武
漢
和
濟
南
也
有 

黨
的
組
織
。另
外
也
因為
上
海
小
組
有
兩
名
成
員
前
往
日
本
留
學，
而
在
日
本
有
個
迷你
小
組。
陳
獨
秀
通
知
所
有
這
些 

組
織
擇
定
時
間
與
地
點，
召
開
團
結
大
會。
？上
海
被
選為
召
開
中
國
共產
黨
創
黨
大
會
的
地
點。

1

九
二
一
年
六
月
三
日，
共產
國
際
派
來|

位
新
代
表
抵
達
中
國
。
這
位
新
代
表
在
共產
國
際
執
委
會檔
案
裡
留
下 

的
化
名
是
馬
林
。
馬
林
是
荷
蘭
鹿
特
丹
出
生
的
猶
太
人，
是
荷
蘭
社
會
民
主
黨
和
共產
主
義
運
動
最
資
深
的
活
躍
分
子
之 

一。
三
十
八
歲
的
馬
林
有
許
多
不
同
的
名
字，
化
名
安
德
生
先
生
來
到
上
海。
他
本
姓
是
史
尼
維
列
特，
全
名
是
亨
德
里 

克
斯
•約
瑟
夫
•法
蘭
西
斯
克
斯
•馬
莉
•史
尼
維
列
特(H

endriss Josephus Franciscus M
arie sneevliet)

。
和
此 

時
已
離
開
中
國
的
維
廷
斯
基
不
一
樣，
這
位
共產
國
際
執
委
會
特
使
可
不
是
以
圓
融
出
名。
他
曉
得
自
己
作為
莫
斯
科
特 

務
的
價值
，
他
在
克
里
姆
林
宮
可
和
列
寧、
托
洛
茨
基
和
齊
諾
維
也
夫
說悄
悄
話。
他
已
經
於
一
九
一
三
至
一
九
一
八
年 

間
不
只
在
荷
蘭、
也
在
荷
屬
東
印
度
群
島
的
爪哇
，
證
明
自
己
是
個
傑
出
的
勞
工
組
織
家。
他
在
印
尼
民
族
解
放鬥
爭
的 

初
期
階
段
相
當
活
躍
。
正
是
這
一
寶
貴
經
驗
使
他
深
受
共產
國
際
領
導
人
的
器
重。
他
在
一
九
二
〇
年
六
月
到
達
莫
斯 

科
，
立
刻
大
受
歡
迎，
進
入
克
里
姆
林
宮
重
要
辦
公
室，
一
九
二
〇
年
七
至
八
月
的
共產
國
際
第
二
次
代
表
大
會，
馬
林 

擔
任
民
族
及
殖
民
問
題
委
員
會
主
席。
他
也
被
選為
共產
國
際
領
導
機
關
執
委
會
委
員，
地
位
遠
超
過
維
廷
斯
基。

許
多
中
國
共產
黨
人
因為
馬
林
缺
乏
禮
貌，並
不
喜
歡
他
。
馬
林
是
個
傲
慢、
自
大
的
紳
士，
喜
穿
灰
色
三
件
頭
西 

裝
、
打
領
結
，
給
人
活
像
他
自
己
就
是
大
家
極
力
要鬥
爭
的
傲
慢
的
殖
民
者
的
印
象。
至
少
這
是
他
給
予
張
國
燾
的
印 

象
。
張
國
燾
和
馬
林
第
一
次
會
面
後，
就
覺
得
這
個
「洋
鬼
子
」
「很強

勢、
難
打
交
道
…
…
他
自
認為
是
解
救
亞
洲
人 

的
天
使
。
但
是
…
…
他
似
乎
具
有
白
種
人
高
高
在
上
的
情
結
」
。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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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
一
個
蘇
聯
特
使
佛
拉
迪
米
爾
.
捏
曼(V

ladim
ir N

eim
an 

,
又
名
瓦
希
里
•柏
格〔vasilii B

erg〕)

，
中
國
人
稱 

他為
倪
科
爾
斯
基(N

ikolsky)

，
與
太
太
從
伊
爾
庫
茨
克(Irkutsk)

抵
達
上
海
。
他
是
共產
國
際
在
一
九
二
一
年
一
月 

特
別
設
立
的
機
關
「共產
國
際
執
委
會
遠
東
秘
書
處
」
之
特
務
。
？可
是
陳
獨
秀並
不
在
上
海。
他
接
受
兩
個
月
前
在
廣 

東
奪
得
大
權
的
軍
閥
陳
炯
明
的
邀
請，
前
往
廣
州
擔
任
廣
東
省教
育
廳
廳
長。
陳
炯
明
基
於
戰
術
理
由，偽
裝為
自
由
派 

人
士
，
宣
誓
效
忠
民
主。
他
不
僅
騙
了
陳
獨
秀，
也耍
了
孫
逸
仙
。
孫
逸
仙
在
日
本
流
亡
兩
年
半
多，
直
到
袁
世
凱
於
一 

九
一
六
年
六
月
逝
世
才
回
國。
孫
逸
仙
先
在
廣
州
定
居。
同
時
，
中
華
民
國
總
統
黎
元
洪
原
本
想
要
恢
復
他
的
前
任
所
踐 

踏
的
憲
法，卻
因
北
洋
軍
閥
之
迫，
反
而
解
散
國
會。一

九
一
七
年
六
月，
由
於
對
黎
元
洪
此舉
的
不
滿，
議
員
們
紛
紛 

南
下
廣
州
，
擁
護
孫
逸
仙
，
於
一
九
一
七
年
九
月
重
新
恢
復
國
會。
中
國
正
式
出
現
南、
北
兩
個
政
府
(實
質
上
，
情
況 

更
加
複
雜
。
中
國
四
分
五
裂，
各
地
軍
閥
擁
兵
自
立
)。
一
九
一
七
年
十
月
三
日，
孫
逸
仙
被
南
方
政
府
推為
大
元
帥。 

但
是
這
一
次
還
是
因為
沒
有
自
己
的
武
力，
他很
快
就
被另
一
個
軍
閥
逼
退，
徙
居
上
海
。
他
在
上
海
住
到
一
九
二
〇
年 

十
一
月
。
國
民
黨
籍
的
陳
炯
明
於
十
月
底
在
廣
州
奪
得
大
權，
邀
請
這
位
時
運
不
濟
的
大
元
帥
回
廣
州。
一
九
二
一
年
四 

月
七
日
，
孫
逸
仙
宣
誓
就
任
中
華
民
國
非
常
大
總
統。
實
際
上
，
他
只
控
制
廣
州
及
附
近
地
區
。
陳
炯
明
自
稱
革
命
黨 

人
，
也
騙
過
了
狡
猾
的
共產
國
際
特
務
維
廷
斯
基
等
人
8 
(不
到
一
年
半
，
陳
炯
明
於
一
九
二
二
年
六
月
變臉
，
背
叛
不 

幸
的
孫
逸
仙
，
迫
使
孫
逸
仙
在
兩
個
月
後
再
次
流
亡
上
海。
)

不
過
，
這
時
候
廣
州
似
乎
氣
象
一
新，
陳
獨
秀
因
此
才
接
受
陳
炯
明
之
邀
南
下
任
職。
根
據
共產
國
際
執
委
會
代
表 

的
提
議
，
決
定
了
在
陳
獨
秀
缺
席
下
召
開
中
國
共產
黨
創
黨
的
代
表
大
會。
李
大
釗
因為
北
大
的
工
作
S
粹
也
無
法
到
上 

海
，
但
是
馬
林
和
倪
科
爾
斯
基
根
本
不
介
意。
一
九
二
一
年
六
月，
上
海
共產
主
義
小
組
成
員
李
達
代
替
陳
獨
秀，
發
出 

通
知
給
全
國
各
地
共產
主
義
組
織，
邀
請
他
們
各
派
兩
名
代
表
到
上
海
參
加
創
黨
大
會。
9馬
林
旋即
在
七
月
九
日
拍
發 

密
電
到
莫
斯
科
說
：
「我
希
望
我
們
打
算
在
七
月
底
召
開
的
會
議，
將
非
常
有
利
於
我
們
的
工
作。
小
群
的
同
志
們
可
以 

團
結
起
來
。
然
後
我
們
就
可
開
始
集
中
化
工
作。」S

到
了
七
月
二
十
三
日，
萬
事
皆
已
準
備
就緒
。
上
海
、
北
京
、
武 

漢
、
長
沙
和
濟
南，
各
有
兩
名
代
表
出
席，
廣
州
和
東
京
各
有
一
名
代
表
出
席，
總
共
有
十
二
名
代
表
與
會。
毛
澤
東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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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鬍
子
代
表
湖
南
與
會。

毛
澤
東
和
何
叔
衡
六
月
二
十
九
日晚
間
搭
汽
船
從
長
沙
出
發，
一
星
期
後
抵
達
上
海。
上
海
聯
絡
人即
李
達
的
妻
子 

王
會
悟
迎
接
他
們
。
王
會
悟
負
責
張
羅
代
表
們
的
一
切
接
待。她
把
他
們
安
頓
在
法
租
界
博
文
女
子
學
校
空
置
的
宿
舍 

裡
。
學
校
校
長
黃
紹
蘭
和
王
會
悟
是
舊
識，並
不
多
疑，
樂
於賺
得
額
外
收
入。
王
會
悟
告
訴她
，
有
一
群
外
地
來
的教
 

授
和
學
生
到
上
海
參
加
學
術研
討
會，
需
要
有
暫
時
落腳
的
地
方。
由
於
宿
舍
裡
沒
床，
這
群
「教
授
和
學
生
」
必
須
席 

地
而
眠
。
U

總
共
十
五
個
人
出
席
中
國
共產
黨
第
一
次
全
國
代
表
大
會，它
在
七
月
二
十
三
日
借
同
一
宿
舍另
一
個
房
間
開
會。
U 

除
了
十
二
名
代
表
之
外，
其
他
三
人
是
馬
林、
倪
科
爾
斯
基
和
陳
獨
秀
派
來
的
特
別
代
表
包
惠
僧
。
會
議
開
了
兩
天
之 

後
，眾
人
移
師
到
與
會
代
表
李
漢
俊
在
附
近
的
家
繼
續
開
會。
馬
林
基
於
安
全
因
素
考
量
做
此
選
擇。
李
漢
俊
是
上
海
富 

豪
李
書
城
的
幼
弟
。
兩
家
人
在
法
租
界
擁
有
兩
戶
相
互
比鄰
的
房
子。
中
國
共產
黨
創
黨
大
會
繼
續
在
望
志
路
一
〇
六
號 

(後
門即
樹
德
里
三
號
)
開
會
。
馬
林
希
望
在
這
兒
不
會
有
秘
探
探
頭
探
腦。
李
漢
俊
的
家
現
在
是
中
共
一
大
紀
念
館。

一
九
二
一
年
七
月
底，
在
中
國
快
速
奪
權
的
機
會
等
於
零。
當
時
，
中
國
共產
黨
全
國
黨
員
只
有
五
十
三
人。
U在 

李
漢
俊
家
集
會
的
這
些
人
對
於
未
來
社
會
主
義
革
命
會
走
上
血
腥
戰鬥
之
路，
只
有
朦
朦
朧
朧
的概
念。
北
京
來
的
代
表 

張
國
燾
被
推為
大
會
主
席
。
M毛
澤
東
和
日
本
來
的
代
表
周
佛
海
擔
任
秘
書。
毛
澤
東
忙
著
程
序
事
務，
會
上並
不
活 

躍
。
他
只
發
言
一
次，
簡
短
地
報
告
長
沙
布
爾
什
維
克
小
組
的
狀
況。
根
據
張
國
燾
的
回
憶，
毛
澤
東
「臉
色
蒼
白
」， 

但
展
現
出
「相
當
討
喜
的
氣
質
…
…
他
身
穿
一
襲
長
袍，
好
像
從
村
子
裡
來
的
道
士。
他
的
一
般
知
識
相
當豐
富
…
…很
 

會
講
話
，
毛
澤
東很
愛
辯
論，
談
話
中
他
喜
歡
在
字
句
裡
放
點
陷阱
，
讓
對
方
不
小
心
跌
進
去，
暴
露
自
相
矛
盾
。
然 

後
，
他
就
樂
得
呵
呵
大
笑
。」
U

張
國
燾
和
李
漢
俊、
包
惠
僧 
'劉
仁
靜
展
現
出
最
大
的
熱忱
。
除
了
東
道
主
之
外，
與
會
代
表
大
多
數
堅
守
無產
階 

級
專
政
是
他
們
新
信
念
的
中
心
砥
柱。
李
漢
俊
相
當
熟
悉
馬
克
思
的
經
濟
理
論，
因
此
建
議
別
在
一
個
落
後
國
家
加
快
推 

動
社
會
主
義
革
命。
但
是
，
小
心
謹慎
的
他，很
快
就
輸
了
。
起
草
委
員
會
準
備
的
大
會
文
件
散
發
出
布
爾
什
維
克
主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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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
潔
的
呼
吸
」。
《中
國
共產
黨
第
一
個
綱
領
》
如
下
：

一
、 

以
無
產
階
級
革
命
軍
隊
推翻
資
產
階
級，
由
勞
動
階
級
重
建
國
家，
直
至
消
滅
階
級
差
別
；

二
、 

採
用
無
產
階
級
專
政，
以
達
到
階
級鬥
爭
的
目
的
——

消
滅
階
級
；

三
、 

廢
除
資
本
私
有
制，
沒
收
一
切
生
產
資
料，
如
機
器
、土
地
、.厫
房
、半
成
品
等，
歸
社
會
所
有
；

四、 

聯
合
第
三
國
際
。
16

這
個
方
向
也
界
定
了
大
會
支
持
的
戰
術
路
線
：
「我
們
黨
承
認
蘇
維
埃
管
理
制
度，
要
把
工
人
、
農
民
和
士
兵
組
織 

起
來
，並
以
社
會
革
命為
自
己
政
策
的
主
要
目
的。
中
國
共產
黨
徹
底
斷絕
與
資產
階
級
的
黃
色
知
識
分
子
及
與
其
類
似 

的
其
他
黨
派
的
任
何
聯
繫。」卩

後
一
個
論
點
又
在
《中
國
共產
黨
關
於
奮鬥
目
標
的
第
一
個
決
議
》
進
一
步
發
揮
：

對
現
有
其
他
政
黨，
應
採
取
獨
立
的
進
取
的
政
策
。在
政
治鬥
爭
中，
在
反
對
軍
閥
主
義
和
官
僚
制
度
的鬥
爭
中， 

在
爭
取
言
論
、出
版
、集
會
自
由
的鬥
爭
中，
我
們
應
始
終
站
在
完
全
獨
立
的
立
場
上，
只
維
護
無
產
階
級
的
利 

益
，
不
同
其
他
黨
派
建
立
任
何
關
係
。

W

中
國
共產
黨
黨
員
對
孫
中
山
領
導
的
中
國
民
族
主
義
革
命
也
採
取
此
一
孤
立
主
義
立
場。
大
會
代
表強
調
孫
中
山
的 

廣
州
政
府
沒
有
比
北
洋
軍
閥
政
府
好
到哪
裡
去，
U儘
管
陳
獨
秀
已
到
廣
州
政
府
任
職
當
官。
堅
持
「革
命
純
潔
度
」
顯 

示
出
，
這
些
中
國
左
翼
激
進
派
才
剛
正
式
與
自
由
主
義
決
裂，
是
多麼
想
要
宣
布
他
們
在
意
識
型
態
上
和
組
織
上
的
自
主 

獨
立
。

即
使
馬
林
和
倪
科
爾
斯
基
也
陷
入
革
命
狂
熱。
馬
林
談
起
他
在
爪哇
的
活
動，
包
括
推
動
荷
屬
東
印
度
社
會
民
主
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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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Social D

em
ocratic A

ssociation of the D
utch East Indies 

)
和
地
方
民
族
主
義
者
之
間
的
合
作。
20
他
解
釋
說
，
世

界
上
有很
多
不
同
種
類
的
民
主
黨
人，為
了強
化
他
的
觀
點，
他
引
述
一
年
前
第
二
次
共產
國
際
代
表
大
會
所
通
過
的
關 

於
民
族
與
殖
民
問
題
的
基
本
決
議
做
支撐
。
U早
在
一
九
一
九
年
十
一
月
底，
列
寧
和
莫
斯
科
其
他
革
命
領
導
人
發
覺， 

想
要
跨
越
蘇
俄
東
部
邊
境
散
播
布
爾
什
維
克
理
論，
面
臨
嚴
重
的
障礙
。
除
了
左
翼
激
進
派
人
數
太
少
之
外，
東
方
似
乎 

沒
有
人
渴
望
擁
抱
布
爾
什
維
克
主
義。
大
部
分
的
知
識
分
子
堅
守
民
族
主
義
觀
點。
民
族
主
義
的
理
念，
比
起
共產
國
際 

支
持
的
國
際
主
義
的
抽
象
觀
念，
更
易
於
被
群眾
接
受。

到
了 
一
九
二
〇
年
夏
天
，
列
寧
瞭
解
，
旨
在
準
備
社
會
主
義
革
命
的
「純
潔
的
」
布
爾
什
維
克
戰
術，
在
東
方
不
太 

可
能
成
功
。
這
迫
使
俄
國
共產
黨
人
思
考
如
何
調
整
他
們
的
理
論，
以
適
應
工
業
上
較
俄
羅
斯
更
落
後
的
國
家，
或
是
一 

些
殖
民
地
或
半
殖
民
地
國
家。
他
們
開
始
把
世
界
社
會
主
義
革
命
看
作
不
僅
是
「所
有
國
家
革
命
的
無產
階
級
起
來
反
抗 

他
們
本
身
的
資產
階
級
」
的鬥

爭
，
也
是
「所
有
的
殖
民
地
'國
家
和
屬
地
受
壓
迫
的
全
體
人
民
起
來
反
抗
國
際
帝
國
主 

義
」
的鬥

爭
。
22
根
據
列
寧
一
九
二
〇
年
訂
定
的
反
殖
民
革
命
理
論，
這
個
思
維
納
入
共產
國
際
對
中
國
的
新
政
策。

本
質
上
，
列
寧
認為
，
解
放
東
方
工
業
落
後
的
殖
民
地
或
半
殖
民
地
國
家
的
勞
動
群眾
——

極
大
多
數為
農
民
——
 

其
先
決
條
件
是
推翻
外
國
帝
國
主
義
者
在
這
些
國
家
的
支
配、
統
治
。
因
此
，
包
括
中
國
在
內，
東
方
的
革
命
性
質為
民 

族
主
義
，
不
是
社
會
主
義。為
了
取
得
群眾
重
大
支
持，
各
地
共產
黨
必
須
支
持
殖
民
地
及
屬
地
國
家
資產
階
級
解
放
運 

動
。
藉
由
參
與
這
些
民
主
運
動，
而
不
是
與它
們
隔
離，
共產
黨
人
應
該
擔
負
起
群眾
的
領
導，並
且
藉
由
宣
傳
農
民
蘇 

維
埃
和
受
壓
迫
勞
工
蘇
維
埃
的
構
想，
把
民
族
主
義
運
動
轉
化為
新
型
態
革
命。
如
果
條
件
允
許，
他
們
應
該
試
圖
建
立 

勞
動
人
民
蘇
維
埃。

列
寧
一
九
二
〇
年
在
共產
國
際
第
二
次
代
表
大
會
講
話
時強
調，
新
路
線
的
暫
時
性
與
純
粹
戰
術
性
質。
他
主
張
共 

產
黨
應
該
只
支
持真
正
的
民
族
主
義
革
命
人
士。
這
些
人
會
允
許
共產
黨
人
以
更
加
革
命
——

也
就
是
共產
主
義
——

的 

精
神
去教
育
和
組
織
廣
大
群眾
，並
且
支
持
他
們
反
地
主
及
一
切
具
封
建
主
義
意
義
的鬥
爭。
列
寧
堅
持
要
保
留
無產
階 

級
運
動
——
即
使
還
在
初
期
發
展
階
段
——

組
織
上
的
獨
立。
他
又
說
，
如
果
「資產
階
級
民
主
派
」
妨礙
共產
黨
的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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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
工
作
，
則
共產
黨
必
須
起
而鬥
爭
他
們。
D說
得
直
白
一
點，
這
代
表
我
們
將
支
持
國
民
革
命，
但
唯
有
在
他
們
不
妨 

礙
我
們
組
織
群眾
、
起
來
對
付
同
樣
這
些
國
民
革
命
才
行。
和
這
個
觀
念
相
連
結
的
思
想
就
是，
東
方
國
家
反
殖
民
革
命 

的
勝
利
會
使
他
們
轉
向
某
種
「非
資
本
主
義
」
的
發
展
道
路
。

馬
林
試
圖
把
這
套
深
奧
的
理
論
傳
達
給
與
會
代
表，強
調
布
爾
什
維
克
在
中
國
的
政
策
必
須
保
持
靈
活
彈
性，
但
是 

他
的
話
他
們
沒
聽
進
去。
他
們
覺
得
非
常
難
以
瞭
解，
同
時
掌
握
無產
階
級
反
資產
階
級
的
階
級
衝
突
理
論
以
及
反
帝
國 

主
義
合
作
觀
念
的
需
要。
他
們
也
不
能
瞭
解，
整
個
布
爾
什
維
克
主
義
建
立
在謊
言
之
上。
目
前
，
替
列
寧
主
義
辯
護
的 

人
所
宣
揚
的
「不
誠
實
的
權
利
」，
把
他
們搞
糊
塗
了
。
他
們
大
都
是
被
共產
主
義
的
革
命
魅
力、
階
級
衝
突
的
羅
曼蒂
 

克
，
以
及它
的
平
等
主
義
理
想
所
吸
引
而
投
向
共產
主
義。

七
月
三
十
日晚
間，
與
會
代
表
正
預
備
做
總
結
時，
突
然
有
個
穿
黑
長
袍
的
中
年
男
子
向
他
們
正
在
開
會
的
房
間
探 

頭
探
腦
。
被攔
問
時，
這
個
陌
生
人
訥
訥
而
言，
說
是
要找
各
界
聯
合
會
的
王
會
長
(王
是
中
國
的
一
個
大
姓，
有
如
美 

國
的
史
密
斯
)。
此
人
立
刻
就
消
失，
但
馬
林
非
常
警
覺，
下
令
大
家
散
會，
只
留
下
主
人
和
他
的
好
友、
廣
州
來
的
代 

表
陳
公
博
。
不
到
十
五
分
鐘，
法
國
警
察
衝
進
房
子
。
探
長
以
法
語
追
問
：
「誰
是
主
人
？
」
說
得
一
口
流
利
法
語
的
李 

漢
俊
答
說
：
「我
就
是
。」

「什麼
人
在你
家
開
會啊
？
」

李
漢
俊
駁
說
：
「哪
有
什麼
開
會。
幾
位
北
大教
授
在
討
論
出
版
《新
時
代
》
的
計
劃
。」
(這份
刊
物
自
一
九
二
一 

年
六
月
後
確
實
存
在
；它
是
合
法
刊
物，
雖
然
接
受
共產
國
際
秘
密
資
助，卻
與
共產
黨
沒
有
正
式
關
係
。
)

「這
間
房
子怎
麼
有
這麼
多
書呢
？
」

「我
是
老
師
，
工
作
上
有
需
要。」

「你怎
麼
有
這麼
多
有
關
社
會
主
義
的
書呢
？
」

「我
也
兼
任
刊
物
的
編
輯。
他
們
送
什麼
來，
我
都
讀
。」

.
「剛
才
這
裡
有
兩
個
外
國
人。
他
們
又
是
什麼
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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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
個
英
國
人，
北
大教
授
。
他
們
放
暑
假
南
下，
進
來
聊
聊
天
。」

接
下
來
探
長
開
始
用
英
語
盤
問
陳
公
博。
陳
公
博
不懂
法
語。

「你
是
日
本
人嗎
？
」
他
這麼
問
，
一
定
有
原
因。

陳
公
博
答
說
：
「不
是
。
我
從
廣
東
來
。」

「你
來
上
海
幹
什麼
？
」

「我
是
廣
東
法
政
專
校教
授。
現
在
學
校
放
暑
假，
我
是
來
上
海
玩
的。」

「你
住
在哪
裡
？
」

「就
住
這
裡呀
！
」

警
察
在
房
裡
逗
留
了 
一
會
兒，
進
行
了
搜查
，
但
顯
然並
不
認真
，
因為
他
們
毫
無
收
穫。
這
可
是
救
了
李
漢
俊
和 

陳
公
博
.，
因為
李
漢
俊
臥
室桌
子
的
抽屜
裡
有
一份
《中
國
共產
黨
黨
綱
》
草
案
。

當
天
深
夜
，
大夥
兒
來
到
陳
獨
秀
家
.，
李
達
和
王
會
悟
就
借
住
在
此。
大
家
都
曉
得
不
能
在
上
海
繼
續
開
會
了。
毛 

澤
東
認為
他
們
需
要
換
到
遠
處
開
會，
但
王
會
悟
提
議
移
到她
老
家
——

在
上
海
之
南
約
五
十
六
公
里
的
浙
江
省
嘉
興
縣 

南
湖
繼
續
開
會
。
他
們
可
以
租
一艘
船
在
湖
上
開
會。
幾
乎
人
人
都
贊
成，
但
基
於
不
同
原
因，
有
些
人
決
定
不
去
嘉 

興
。
譬
如
，
陳
公
博
已
經嚇
壞
了。
他
帶
著
年
輕
的
太
太
來
上
海，
現
在
這趟
蜜
月
之
旅
似
乎
會
以
悲
劇
告
終。
他
和
李 

達
商
量
過
之
後，
立
刻
帶
著
太
太
到
杭
州
(在
上
海
南
方
約
二
百
公
里
)
去
住
幾
天
。
由
於
警
方盯
上
他
家，
李
漢
俊
不 

能
出
城
。
馬
林
和
倪
科
爾
斯
基
也
決
定
不
離
開
上
海，
以
免
引
人
注
目
。

次
日
，
七
月
三
十
一
日，
包
括
毛
澤
東
在
內
的
其
他
代
表，
由
王
會
悟
陪
同，
搭
乘
火
車
前
往
嘉
興。
毛
澤
東
的
老 

朋
友
蕭
瑜
在
上
海，
聽
毛
澤
東
提
起
有
這
場
大
會，
決
定
去瞧
瞧
究
竟怎
麼
發
展。
王
會
悟
把
大
家
安
置
在
一
家昂
貴
的 

旅
館
——

不
過
，
旅
館
的
名
字
叫
「鴛
湖
」，卻
似
乎
不
太
匹
配。
漱
洗
完
畢
，
吃
過
早
餐
，
除
了
蕭
瑜
，
毛
澤
東
與眾
 

人
於
上
午
十
點
左
右
上
了
船。
船
艙
寬
敞
，眾
人
入
座
後，駛
往
湖
心
。
他
們很
幸
運。
當
天
天
氣
不
太
好，
下
起
微
細 

小
雨
，
因
此
湖
上
遊
客
不
多。
過
了
午
餐
時
刻，
四
周
幾
乎
已
經
沒
有
人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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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
國
際
代
表
不
在
場-

與
會
代
表
們
通
過
政
綱
《中
國
共產
黨
第
一
個
綱
領
》，
以
及
極
端
左
傾、
革
命
氣
息
十 

分
濃
厚
的
一份
宣
言。
他
們
自
己
覺
得
像
是
英
雄，
天
不怕
、
地
不怕
。
接
下
來
，
他
們
一
致
推
戴
陳
獨
秀為
黨
的
中
央 

局
書
記
(
一
九
二
二
年，
書
記
職
位
改
名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會
主
席.，
一
九
二
五
年
又
改
名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會
總
書
記。
陳 

獨
秀
一
直
居
於
這
個
職
位，
直
到
一
九
二
七
年
)。另
兩
人
也
被
推
選
入
中
央
局
：
張
國
燾
負
責
組
織
工
作，
李
達
負
責 

宣
傳
。
陳
獨
秀
不
在
時，
書
記
由
周
佛
海
代
理。

時
間
已
是
下
午
六
點，
但
沒
有
人
想
回
到
岸
上。
這
群
年
輕
人
坐
在
船
上，
高
喊
：
「中
國
共產
黨
萬
歲
！
第
三
國 

際
萬
歲
！
共產
主
義、
人
類
解
放
者
萬
歲
！
」
24
我
們
不
曉
得
當
時
湖
上
是
否
傳
來
回
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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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九
章

布
爾
什
維
克
戰
術的
教

訓

^
會
代
蠢
背
共產

國
際
代
表
的
指
示
行
事
’消
息
立
刻
傳

到

馬

林

耳

中

。
他
拒絕

憲
這
樣
一
群
—

1

T
r

話
。
因
A
他
要
求
陳
獨
秀
盡
快
回
到
上
海
’負
起
直
接
領
導
黨
務
的
工
作
。

—即

使

陳

獨

秀

有

自

己

的

計

劃

____
他

想
把
中
國
共產

黨
總
部
移
到
廣
州
去
2
1

也
只
得
被
迫
聽
命
。
一
九
二
一
年
九
月
’陳
獨
秀
辭
去
廣
東
省教
育
廳
廳

f t f 

職
務
，
回
到
上
海
。

同
時
’馬
林
不
理
會
中
共
一
大
的
決
議
，
前
往
華
南
，
評估
中
共
與
孫
逸
仙
之
間
組
成
反
帝
國
主
義
統
一
戰
線
的
可
 

能
性
。
一
九
二一 .

年
十
二
月
底
，
他
在
廣
西
桂
林
和
孫
逸
仙
會
面
。
3
他
們
討
論
國
民
黨
和
蘇
俄
建
立
秘
密
同
盟
的
可
能 

性
。
甚
且
，
馬
林
提
議
調
整
國
民
黨
的
方
向
以
支
持
群眾
，
成
立
學
校為

中
國
革
命
培
訓
軍
事
幹
部
，並
把
國
民
黨
改
造 

為
強

大
的
政
黨
，
結
合
社
會
各
界
代
表
。
他
向
忠
於
孫
逸
仙
的
軍
官
們
發
表
演
講
，
介
紹
蘇
俄
。

馬
林
和
孫
逸
仙
及
國
民
黨
其
他
領
導
人
，
以
及
陳
炯
明
的
會
談
，
加
上
他
對
國
民
黨
組
織
勞
工
運
動
的
成
績
之
新
瞭 

解
，
增強
他
要

引
導
中
共
領
導
人
擺
脫
「對
國
民
黨
排
斥
態
度
」
的
決
心
。
和
國
民
黨
更
加
合
作
，
可
使
中
共
更
易
於
與 

華
南

——

孫
逸
仙
支
持
者
掌
握
大
權
的
地
區
——

的
工
人
、
士
兵
建
立
關
係
。
馬
林強

調
中
共
不
必
『放
棄它
的
獨
立
地 

位
，
反
而
是
同
志
們
必
須
一
起
決
定
他
們
在
國
民
黨
內
部
要
遵
循
的
戰
術
…
…
若
是
不
和
國
民
黨
結
合
’
一
小
群
人
〔共 

產
黨
人
〕

宣
傳
的
前
景並

不
光
明
」
。
4
馬
林
倡
議
讓
共產

黨
員
加
入
國
民
黨
’得
到
孫
逸
仙
和
國
民
黨
其
他
幾
位
領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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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的
贊
同
，
他
們
向
他
擔
保，
他
們
不
會
阻礙
共產
黨
員
在
國
民
黨
內
進
行
宣
傳。
不
過
，
孫
逸
仙
對
國、
共
兩
黨
跨
黨 

合
作
的
前
景
相
當
悲
觀
。
5

馬
林
回
到
上
海
後，
把
他
和
孫
逸
仙
會
談
的
情
形
告
知
中
共
領
導
人，
勸
他
們
考
量
這
項
在
國
民
黨
內
發
展
中
國
共 

產
黨
的
新
構
想。
馬
林
這
項
提
議嚇
壞
了
陳
獨
秀
及
中
共
其
他
領
導
人。
的
確
，它
一
提
出
來
就
夭
折
了。
陳
獨
秀
立
刻 

通
報
此
時
人
在
莫
斯
科
的
維
廷
斯
基。
e
馬
林
對
陳
獨
秀
如
此
做，
大為
光
火
，
於
一
九
二
二
年
四
月
底趕
回
莫
斯
科
去 

抱
怨
。
除
了
和
他
短
期
的
上
海
「小
三
」
話
別
之
外，
他
根
本
不
屑
告
訴
任
何
一
個
中
國
同
志
他
要
回
莫
斯
科
去。
？ 

在
有
關
國
共
統
一
戰
線
這
項
爭
議
上，
毛
澤
東
與
長
沙
所
有
的
黨
員
都
堅
定
支
持
陳
獨
秀
的
立
場。
廣
東
、
上
海
、 

北
京
和
湖
北
的
黨
組
——
佔
中
國
布
爾
什
維
克
的
壓
倒
性
多
數
——

也
拒絕
與
國
民
黨
有
任
何
形
式
的
合
作。
8他
們
的 

目
標
是
建
立
自
己
的
黨
組
織，並
在
共產
黨
的
監
督
下
發
展
勞
工
運
動。

毛
澤
東
回
到
長
沙
立
刻
積
極
發
展
黨
和
工
會
的
組
織。
他
到
八
月
中
旬
才
回
到
長
沙，
中
途
在
南
京
逗
留
幾
天，
因 

為
陶
毅
正
在
南
京
東
南
大
學
預
科
修
課
9 
(我
們
無
從
知
道
楊
開
慧
懷
疑她
丈
夫
與
陶
毅
仍
然
藕
斷
絲
連
是
否
有
任
何
根 

據
)。
毛
澤
東
在
長
沙
立
刻
成
立
中
國
勞
動
組
合
書
記
部
湖
南
分
部.，它
的
總
部
已
依
中
共
一
大
的
決
議
在
上
海
設
立。
W 

他
立
刻
接
觸真
正
是
湖
南
勞
工
運
動
前
鋒
的
本
地
無
政
府
主
義
者。
他
們
的
首
腦
是
黃
愛
和
龐
人
銓.，他
們
在
一
九
二
〇 

年
十
一
月
成
立
了
湖
南
勞
工
會。
這
些
無
政
府
主
義
者
還
出
版
一份
刊
物
《勞
工
周
刊
》。
參
加
一
九
二
一
年
四
月
長
沙 

第
一
棉
紡
廠
兩
千
人
罷
工
的
工
人，
乃
是
他
們
最
活
躍
的
會
員
。
U

毛
澤
東
瞭
解
他
不
可
能
和
這
樣
一
個
有
影
響
力
的
工
會
競
爭，
因
此
採
取
了
在
這
種
情
況
下
唯
一
合
理
的
行
動
：
設 

法
爭
取
黃
愛
和
龐
人
銓
站
在
他
同
一
邊。
一
九
二
一
年
十
一
月
底，
毛
澤
東
以
〈所
希
望
於
勞
工
會
的
〉為

題
，
在
無
政 

府
主
義
刊
物
上
發
表
文
章，
他
厚顏
地
宣
稱
他
同
情
這
個
組
織
業
已
一
年，
然
後
試
圖
推
銷
他
的
布
爾
什
維
克
思
想
： 

「勞
動
組
合
的
目
的，
不
僅
在
團
結
勞
動
者
以
罷
工
的
手
段
取
得
優
益
的
工
資
和
縮
短
工
作
時
間，
尤
在
養
成
階
級
的
自 

覺
，
以
全
階
級
的
大
同
團
結，
謀
全
階
級
的
根
本
利
益。
這
是
宗
旨
所
在，
希
望
勞
工
會
諸
君
特
別
注
意
的。
」
U

毛
澤
東
連
捧
帶
勸，
終
於
說
服
黃
愛
和
龐
人
銓
於
一
九
二
一
年
十
二
月
加
入
社
會
主
義青
年
團，
但
是
一
九
二
二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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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月
這
兩
位
勞
工
會
領
袖
被
趙恆
惕
手
下
惡
棍抓
走，
以
「秘
密
收
買
槍
枝、
勾
結
匪
徒
，
在
鑄
幣
廠
必
須
鑄
幣
以
支
應 

部
隊
糧
餉
、絕
對
不
容
罷
工
時，卻
煽
動
鑄
幣
廠
工
人
年
底
罷
工
」
的
罪
名
處
決
。
■?
頁
愛
和
龐
人
銓
遭
到
處
決，
毛
澤 

東
坐
收
漁
翁
之
利。
現
在
中
國
勞
動
組
合
書
記
部
①
湖
南
分
部
才
能夠
主
導
全
省
勞
工
運
動。

協
助
毛
澤
東
組
織
共產
黨
工
會
最
力
者
是
他
的
舊
識
李
立
三。
一
九
一
五
年
秋
天，
這
位
羞澀
的
年
輕
人
當
著
「無 

所
不
知
」
的
省
立
第
一
師
範
學
生
面
前
自慚
形
穢，
沒
有
加
入
毛
澤
東
的圏
子
。
從
那
時
起
，
李
立
三
積
累
了
許
多
經 

驗
。
他
以
勤
工
儉
學
學
生
身
分
到
法
國
見
識
世
面
-
接
觸
社
會
主
義
思
想
•，
一
九
二
一
年
十
一
月
回
到
長
沙
之
後，
出
現 

在
毛
澤
東
的
家，
受
到
毛
澤
東
親
切
接
待。
李
立
三
在
法
國
時
與
蔡
和
森
結為
朋
友，
光
憑
這
一
點，
毛
澤
東
就
改
變
對 

李
立
三
的
看
法。
他
以
文
人
傳
統
方
式
歡
迎
李
立
三，
講
了
一
句
話
：
「有
朋
洞
庭
來
」，
李
立
三
接
續
答
以
：
「瀟
湘
遇 

故
知
。
」
M

他
們
沒
有
成為
朋
友，
但
一
度
發
展
出
同
志
關
係。
李
立
三
不
久即
加
入
共產
黨，
證
明
自
己
是
個
熱
情
的
演
說
家 

及
堅
決
果
敢
的
行
動
家，
在
勞
工
中
頗
受
歡
迎。
一
九
二
一
年
十
二
月
底，
毛
澤
東
和
李
立
三
一
起
前
往
離
湖
南
省
界
不 

遠
、贛
西
的
安
源
煤礦
，
發
動
工
人
運
動
。
毛
澤
東
感
到
此
地
機
會很
大，
要
求
李
立
三
留
在
安
源
負
起
組
織
當
地
工
人 

的
任
務
；
李
立
三
一
口
就
答
應
。
M

同
一
時
期
，
毛
澤
東
專
心
致
力
在
長
沙
及
湖
南
其
他
城
市
組
織
工
會。
受
到
馬
克
思
的
影
響，
毛
澤
東
此
時
認為
工 

人
是
未
來
革
命
的
主
力，
而
他
一
點
兒
也
不
擔
心
在
老
家
湖
南
省
根
本
沒
有
勞
工
階
級
的
存
在。
整
個
湖
南
省
只
有
三
家 

大
型
工
廠
，
其
中
一
家
第
一
絲
織
廠
有
相
當
高
比
例
員
工
是
九
到
十
五
歲
的
童
工。
湖
南
也
有
一
些
小
型
非
鐵
金
屬
工 

廠
，
但它
們
雇
用
的
員
工
非
常
少。
中
國
共產
黨
起
先
認
定
的
勞
工
階
級
都
是
最
近
才
從鄉
下
進
城
的、
在
手
工
業
工
作 

的
臨
時H

或
季
節
工
，
以
及
苦
力
和
黃
包
車伕
。
從
毛
澤
東
的
觀
點
看，
「大
部
分
人
都
是
工
人，
不
是
勞
力
、
就
是
勞 

心
。」
當̂
然
，
以
嚴
格
的
社
會
學
意
義
來
講，並
非
如
此
。

①
編
註
：
一
九
二
五
年
五
月
一
日，
中
國
勞
動
組
合
書
記
部
在
廣
州
召
開
第
二
次
全
國
勞
動
大
會
時，
更
名為
中
華
全
國
總
工
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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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了 
一
九
二
三
年
中，
毛
澤
東
及
其
同
志
已
經
成
功
組
建
二
十
二
個
工
會，
其
中
許
多
稱為
工
人倶
樂
部，它
們
的 

行
業
包
括礦
工、
鐵
路
工
、
印
刷
廠
排
版
工
人、
市
政
工
人
和
鑄
幣
廠
員
工、
黃
包
車伕
、
理
髮
師
等
等
。
〃
毛
澤
東
被 

八
個
工
會
推為
書
記。
W整
體
來
講
，
這
些
組
織
共
有
約
三
萬
名
會
員，
不
過
大
部
分
工
會
規
模
都很
小，
不
能
和
李
立 

三
組
建
的
安
源
工
人倶
樂
部
相
比。
當
後
者
一
九
二
二
年
五
月
一
日
成
立
時，
會
員
一
萬
一
千
人，
而
長
沙
最強
大
的
工 

會
——

黃
包
車伕
工
會，
會
員
只
有
兩
千
人
左
右。
W縱
使
如
此
，
在
共產
黨
宣
傳
鼓
舞
之
下，
所
有
這
些
工
會
都
積
極 

參
加
階
級鬥
爭。
毛
澤
東
回
憶
說
：
在
長
沙
等
地，
一
九
二
二
年
初
「勞
工
運
動
蓬
勃
展
開
」。
20它
在
一
九
二
二
年
秋 

天
達
到
頂
峰
，
根
據
毛
澤
東
的估
計，
超
過
二
萬
二
千
名
工
人
參
加
了
罷
工。
H

毛
澤
東
直
接
參
與絕
大
多
數
的
罷
工
行
動。
他
奔
波
於
湖
南
東
北
及
江
西
西
部，
經
常
由
已
懷
孕
的
妻
子
楊
開
慧
陪 

同
(她
在
一
九
二
一
年
入
黨
)。
他
在
水
口
山
鉛鋅
礦
、
安
源
煤礦
、
新
河
及
岳
州
火
車
站
的
工
人
禮
堂，
以
及
長
沙、 

衡
陽
的
工
廠
演
講
。
22
他
也
把
自
己
的
親
人
吸
收
進
勞
工
運
動。
除
了
楊
開
慧，
一
九
一
八
年
就
到
長
沙
和
他
同
住
的
小 

弟
毛
澤
覃
、
堂
妹
澤
建，
以
及
澤
覃
的
女
朋
友
趙
先
桂，
都
來幫
他
。
一
九
二
一
年
底，
毛
澤
東
說
服
在
省
立
第
一
師
範 

附
設
小
學
念
書
的
澤
覃，
以
及
在
長
沙
市
立
女
中
念
書
的
澤
建，
加
入
社
會
主
義青
年
團。
一
九
二
三
年
三
月，
毛
澤
東 

派
澤
覃
到
水
口
山
鉛鋅
礦
場
工
人倶
樂
部
工
作，
後
來
他
在
十
月
於
當
地
加
入
中
國
共產
黨。
當
年
稍
後
回
到
長
沙，
澤 

覃
成為
中
國
社
會
主
義青
年
團
市
委
書
記。
接
下
來
，
毛
澤
建
和
趙
先
桂
在
一
九
二
三
年
也
入
了
黨。
趙
先
桂
在
次
年
嫁 

給
澤
覃
。
B

毛
澤
民
一
向
以
冷
靜、
穩
重
稱
著
，
父
親
過
世
後，
韶
山
整
個
家
庭
重
擔
都
落
在
他
肩
上。即
使
他
也
禁
不
住
大
哥 

的
勸
說
，
把
所
有
的
土
地
都
出
租，
於
一
九
二
一
年
二
月
來
到
長
沙，
一
頭
栽
進
政
治。
毛
澤
東
此
時
擔
任
湖
南
第
一
師 

範
附
屬
小
學
校
長，
替
澤
民
在
學
校
安
排
了
一份
總
務
的
工
作，
撥
給
他
宿
舍
一
個
房
間。
毛
澤
東
天
天
夜
裡
向
澤
民
及 

弟媳
婦
王
淑
蘭
講
解
政
治
A 
B 
C
。
一
九
二
二
年
秋
天，
毛
澤
民
加
入
中
國
共產
黨，
不
久
，
毛
澤
東
就
派
他
到
安
源
煤 

礦
和
李
立
三
會
合。
節
儉
的
毛
澤
民
擔
任礦
工
消
費
合
作
社
經
理。
不
幸
的
是
，
王
淑
蘭
不
能
陪她
丈
夫
到
安
源，
因為
 

半
年
前
的
一
九
二
二
年
五
月
五
日，她
生
下
女
兒
。
毛
澤
東
因
此
有
了
姪
女
毛
遠
志。
此
後
，
王
淑
蘭
也
就
一
直
住
在
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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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韶
山
。
24

在
毛
澤
東
指
揮
下，
湖
南
許
多
共產
黨
人
在
勞
動
人
民
中
從
事
煽
動
工
作，
也
籌
組
工
會
。
他
們
的
努
力
有
了
成 

果
。
一
九
二
二
年
及
一
九
二
三
年
上
半
年
發
生
的
大
規
模
罷
工，
十
分
之
九
都
以
工
人
全
勝
或
部
分
勝
利
告
終。
武
昌
至 

長
沙
，
以
及
株
洲
至
萍鄉
的
鐵
路
罷
工
特
別強
大，
九
月
間
發
生
的
安
源
煤礦
罷
工
聲
勢
也很
大。

絕
大
多
數
的
罷
工
屬
於
經
濟
性
質。
罷
工
者
要
求
每
日
工
作
八
小
時、
提
高
工
資
，
以
及
改
善
工
作
環
境。
他
們
沒 

有
非
分
要
求
。
他
們
的
生
活
已
經
無
法
忍
受。
工
人
每
天
工
作
十
二、
三
小
時
，
住
在汙
穢
不
堪
的
宿
舍，
只
領
到
微
薄 

的
薪
資
。
他
們
對
政
治
沒
有
興
趣，
也
不
想
要
推翻
任
何
人
。
他
們
最
普
遍
的
一
項
要
求
是，
成
立
所
謂
的
調
解
委
員 

會
，
在
當
局
監
督
下
解
決
和
企
業
主
的
爭
端。
M罷
工
通
常
相
當
平
和，很
少
會
與
企
業
主
發
生
流
血
衝
突。

這
些
成
績強
化
了
毛
澤
東
在
工
人
中
的
影
響
力。
中
國
勞
動
組
合
書
記
部
湖
南
分
部
的
權
威
也
因
而
增
長。
一九
二 

二
年
十
一
月
五
日，
以它
為
基
礎，
成
立
一
個
更
廣
泛
的
組
織
「湖
南
全
省
工
團
聯
合
會
」，
以
毛
澤
東為
幹
事
局
總
幹 

事
。
26

現
在
，
連
省
長
趙恆
愒
都
得
敬
他
三
分。
十
二
月
中
旬，
毛
澤
東
代
表
湖
南
全
省
工
團
聯
合
會
與
趙恆
愒
會
晤
一 

個
半
小
時
，
討
論
幾
個
影
響
到
勞
工
的
迫
切
問
題，
主
要
是
經
濟
性
質
的
問
題。
重
點
是
趙恆
惕
被
迫
承
認
工
人
依
據
憲 

法
有
權
結
社
及
罷
工。
毛
澤
東
立
刻
在
《大
公
報
》
上
發
表
這
次
會
談
的
情
況
。
27

毛
澤
東
和
他
的
同
志
沒
有
做
到
的，
就
是
向
工
人
灌
輸
共產
主
義
意
識。即
使
毛
澤
東
在
和
趙恆
惕
會
談
時
宣
稱
： 

「工
人
所
希
望
的
是
社
會
主
義，
因為
社
會
主
義真
正
有
益
於
他
們
」.，事
實並
非
如
此。
M包
括
上
海
在
內，
全
國
各
地 

情
勢
大
都
如
此。
陳
獨
秀
向
莫
斯
科
報
告
：
「大
多
數
工
人
是
手
工
藝
工
人，
仍
在
舊
式
手
工
坊
工
作
…
…
他
們
對
政
治 

不
感
興
趣
。
現
代
工
人
人
數
極
少
…
…
如
果
我
們跟
他
們
講
社
會
主
義
和
共產
主
義，
會
把
他
們嚇
跑
…
…
他
們
只
有
少 

數
人
加
入
我
們
的
黨，
而
這
還
是
因為
友
情
關
係
才
入
黨。
瞭
解
共產
主
義
和
共產
黨
是
什麼
的，
那
就
更
少
了
。
」
29 

毛
澤
東
急
欲
把
勞
工
運
動
激
進
化，
但
一
直
沒
有
成
果。
縱
使
如
此
，
毛
澤
東
堅
持
不
懈
地
將
工
人
日
常鬥
爭，
與 

反
對
軍
閥
統
治
結
合
起
來。
他
認為
，
趙恆
惕

「背
叛
了
他
所
支
持
的
所
有
理
想，
尤
其
是
以
暴
力
壓
制
對
民
主
的
一
切 

要
求
」。
30

他
可
不
管
事
實
上
趙恆
愒
容
忍
他，
允
許
他
出
版
刊
物，
在
官
邸
接
見
他
；
而
且
他
和
毛
澤
東
會
面
時，
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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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社
會
主
義
在
將
來
或
許
會
實
現
」。
W毛
澤
東既
然
無
法
依
賴
勞
工
運
動
來
反
對
趙恆
惕
，
只
好
設
法
利
用
他
投
注 

極
大
心
血
的
湖
南
省
共產
黨
和
社
會
主
義青
年
團
的
組
織
來
壯
大
勢
力。

中
國
共產
黨
湖
南
支
部
刻
意
選
於
一
九
二
一
年
十
月
十
日
正
式
成
立，
這
一
天即
是
中
華
民
國
十
年
十
月
十
日。
順 

理
成
章
，
毛
澤
東
被
推為
書
記。
湖
南
支
部
就
設
在
市
郊清
水
塘
他
家，
離
鐵
路
東
站
不
遠。
一
九
二
二
年
五
月
底，
在 

中
共
中
央
局
提
議
下，
成
立
「湘
區
執
行
委
員
會
」，
把
湖
南
和贛
西
三
十
多
個
共產
黨
員
結
合
起
來。
毛
澤
東
又
被
推 

為
執
委
書
記
。
U 一
九
二
二
年
六
月
中，
長
沙
社
會
主
義青
年
團
成
立，
他
也
負
責
領
導
其
執
行
委
員
會。
M因
此
他
把 

這
個
地
區
布
爾
什
維
克
地
下
運
動
的
領
導
權
集
於
一
身。
不
久
，
中
國
共產
黨
和
中
國
社
會
主
義青
年
團
的
小
組即
出
現 

在
長
沙
幾
所
學
校，
以
及
衡
陽、
平
江
、
常
德
等
城
市
和
安
源
煤礦
。
34

所
有
這
些
單
位
中，
都
充
分
顯
示
出
這
位
新
興 

的
共產
黨
領
導
人
的
「鋼
鐵
意
志
」。
到
了
一
九
二
二
年
十
一
月，
湖
南
已
經
有
兩
百
三
十
名
共產
黨
員
及
社
會
主
義青
 

年
團
員
，
而
上
海
只
有
一
百
一
十
名。
廣
州
更
少
，
只
有
四
十
人
；
濟
南
又
更
遜
色，
只
有
二
十
人
.，安
徽
全
省
更
僅
有

十
五
人
。
35

很

顯
然
，
毛
澤
東
已
經
分
身
乏
術
。
他
還
希
望
三、
四
年
內
能
到
俄
羅
斯
留
學，
36

但
實
際
上
已
被
工
作
淹
沒。
他 

沒
有
時
間研
讀
馬
克
思
主
義，
還
得教
別
人
。
一
九
二
一
年
八
月，
他
和
何鬍
子
在
長
沙
成
立
一
所
學
校，
培
訓
共產
黨 

幹
部
。
學
校
合
法
立
案，
取
名
「自
修
大
學
」，
在
本
地
知
識
分
子
協
助
下，
毛
澤
東
甚
至
還
從
他
痛
恨
的
趙恆
惕
政
府 

那
裡
申
請
到
約
四
百
元
的
補
助
款。
37
毛
澤
東
擔
任教
務
主
任，
他
弟
弟
毛
澤
民
負
責
總
務
工
作。
兩
人
都
自
湖
南
第
一 

師
範
附
設
小
學
辭
去
工
作
。
38

與
此
同
時
，
中
國
共產
黨
內
發
生
重
大
政
治
變
化。
一
九
二
二
年
初，
一
批
中
國
政
治
人
物
接
受
布
爾
什
維
克
領
導 

人
的
邀
請
，
前
往
莫
斯
科
和
彼
得
格
勒
訪
問
。
這
一夥
人
中
有
五
人
是
出
席
中
國
共產
黨
第
一
次
全
國
代
表
大
會
的
代 

表
，
如
張
國
燾
與
何鬍
子
。
他
們
出
席
了
共產
國
際
所
主
辦
的
「遠
東
各
國
共產
黨
及
民
族
革
命
團
體
第
一
次
代
表
大 

會
」。
大
會
專
注
於
殖
民
地
與
半
殖
民
地
民
族
統
一
戰
線
的
問
題
；它
對
中
國
共產
黨
人產
生
極
大
的
衝
擊。
共產
國
際 

領
導
人
向
與
會
代
表
灌
輸
共產
黨
人
與
民
族
主
義
革
命
政
黨
之
間
合
作
的
思
想。
共產
國
際
執
行
委
員
會
主
席
齊
諾
維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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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
特
別
慷
慨
激昂
。
他
明
白強
調，
中
國
、
朝
鮮
和
日
本
共產
黨
「現
在
還
是很
小
的
團
體
」，
因
此
他
們
「不
能
脫
穎 

而
出
，
不
能瞧
不
起
那
些
還
未
成為
共產
黨
員
的
罪
人
和
稅
吏，
反
而
必
須
深
入
現
實，
與
中
國
正
在
奮鬥
的
千
千
萬
萬 

人
，
以
及
正
在為
民
族
獨
立
和
解
放
奮鬥
的
人
民
交
往
」。
39
列
寧
也
是
這麼
說
。
他
接
見
一
群
與
會
代
表，
包
括
張
國 

燾
、另
一
個
共產
黨
員
鄧
培，
以
及
國
民
黨
代
表
張
秋
白。
列
寧
提
起
國
民
黨
和
中
國
共產
黨
合
作
的
可
能
性，
也
誘
導 

張
秋
白
和
張
國
燾
就
這
個
議
題
發
表
意
見
。
40

當
然
，
中
國
共產
黨
領
導
人
必
須
再
深
思。
齊
諾
維
也
夫
和
列
寧
可
不
是
馬
林。
他
們
是
領
袖、
導
師
和
提攜
者
。 

因
此
之
故
，
張
國
燾
、
何
叔
衡
及
其
他
與
會
共產
黨
人
投
票
支
持
「遠
東
人
民
代
表
大
會
宣
言
」，
其
中
有
一
項即
是
號 

召
所
有
的
反
帝
國
主
義
勢
力
大
團
結
。
W 
一
九
二
二
年
三
月
回
到
中
國
之
後，
張
國
燾
向
中
共
中
央
局
報
告
此
行
的
結 

果
：

莫
斯
科
大
多
數
領
導
人
認為
，
中
國
革
命
是
反
帝
國
主
義，
以
及
反
與它
勾
結
的
國内
軍
閥
和
反
動
勢
力.
中
國

這
項
革
命
必
須
結
合
全
中
國
所
有
不
同
的
革
命
力
量
團
體
。最
後
的
分
析
就
是
國
、共
之
間
必
須
合
作
。列
寧
本
身 

強
力提出這一點
。

42

陳
獨
秀
被
這份
報
告搞
糊
塗
了。
這
個
問
題
必
須
要
解
決。

因
此
，
一
九
二
二
年
五
月
初，
中
國
社
會
主
義青
年
團
第
一
次
全
國
代
表
大
會
於
廣
州
合
法
集
會
時，
謹慎
地
表 

示
，
必
須
支
持
反
帝、
反
軍
閥
的
革
命鬥
爭，
以
達
成
民
族
獨
立
和
民
權
自
由。
43
這
項
決
議
若
非
陳
獨
秀
批
准，
不
可 

能
獲
得
通
過
。
一
個
月
之
後，
陳
獨
秀
本
人
發
表
第
一份
〈中
國
共產
黨
對
於
時
局
的
主
張
〉。
他
承
認
孫
中
山
的
廣
州 

政
府
得
到
華
南
工
人
的
支
持，並

且
「目
前
中
國
存
在
的
所
有
政
黨，
只
有
國
民
黨
比
較
革
命、
多
少
也
民
主
…
…
中
國 

共產
黨
的
方
法，
是
要
邀
請
國
民
黨
等
革
命
的
民
主
派
及
革
命
的
社
會
主
義
各
團
體
開
一
個
聯
席
會
議
…
…
共
同
建
立
一 

個
民
主
主
義
的
聯
合
戰
線
」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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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然
，
陳
獨
秀
寫
來
心
情
十
分沉
重。
共產
國
際
對
民
族
陣
線
的
定
義，
被
陳
獨
秀
換
上
有
更
激
進
意
義
的
民
主
陣 

線
，
也
就
不
意
外
了
。很

快
地
，
他
在
六
月
三
十
日
寫
信
給
維
廷
斯
基
表
示，
中
國
共產

黨
「非
常
希
望
」
國
民
黨
能 

「承
認
〔有
必
要
〕
改
組
〔即
與
共產
黨
聯
合，
以
及
政
治
激
進
化
〕，
願
意
與
我
們攜
手並
進。
可
是
，
這
種
情
形
的
機 

會
不
大
」。
45

這
肯
定
是
對
共產
國
際
政
策
別
出
心
裁
的
解
讀。
莫
斯
科並
不
認為
國
民
黨
應
與
共產
黨攜
手並
進，
而 

是
當
時
只
有
一
百
九
十
五
名
黨
員
的
共產
黨
應
與
更強
大
的
孫
中
山
的
黨
(黨
員
一
萬
人
)
組
成
反
帝
同
盟
。

縱
使
如
此
，
還
是
出
現
一
些
正
面
的
改
變，
而
中
國
共產
黨
的
新
路
線
也
在
一
九
二
二
年
七
月
十
六
至
二
十
三
日
在 

上
海舉
行
的
第
二
次
全
國
代
表
大
會
的
文
件
中
獲
得
確
認。
二
大舉
行
時
毛
澤
東並
未
出
席。
雖
然
他
到
了
上
海，卻
沒 

出
席
大
會
。
他
自
己
的
解
釋
是
「忘
了
開
會
地
點
的
名
字，
又找
不
到
同
志，
因
此
錯
過
了
」。
46

這
就
太
奇
怪
了
，
因 

為
毛
澤
東
至
少
應
該
記
得
陳
獨
秀
家
的
地
址
•，他
曾
經
到
過
陳
府
許
多
次。
但
是
我
們
也找
不
到
對
於
他
缺
席
更
有
說
服

力
的
解
釋
。
47

毛
澤
東
沒
辦
法，
只
好
折
回
長
沙
；
由
於
二
大
十
分
重
要，
他
一
定很
遺
憾。
與
會
代
表
改
組
黨
的
領
導
機
關，
廢 

掉
中
央
局
，
選
出
以
陳
獨
秀為
首
的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會，並
且
成
立
黨
的
新
的
機
關
刊
物
《嚮
導
》
週
報
。
他
們
討
論
成 

立
「民
主
主
義
的
聯
合
戰
線
」
這
個
主
要
問
題。
與
會
十
二
人
當
中
有
五
人
曾
經
參
與
遠
東
人
民
大
會
的
準
備
與
議
事
過 

程
。
張
國
燾
向
大
會
報
告
共產
國
際
峰
會
的
經
過，
然
後
大
會
追
認
同
意
在
莫
斯
科
及
彼
得
格
勒
所
做
的
決
定，
也
確
認 

有
關
「民
主
主
義
的
聯
合
戰
線
」
和
宣
言
的
秘
密
決
議。
48

兩份
文
件
確
認
需
要
成
立
共產
黨
與
國
民
黨
的
黨
際
團
體
。
49 

用
階
級
的
詞
語
來
說，
統
一
戰
線
被
描
繪為
無產
階
級
和
貧
農
同
民
族
資產
階
級
「暫
時
的
同
盟
」，
宣
言
認為
這
些
團 

體
「可
以
團
結
力
量，
抵
抗
外
國
帝
國
主
義
和
腐
敗
的
北
京
政
府
」。
50

中
國
共產
黨
二
大
還
是
不
理睬
馬
林
所
建
議
的 

共產
黨
加
入
國
民
黨
之
方
案。

不
久
之
後，
馬
林
在
一
九
二
二
年
八
月
十
二
日
回
到
中
國。
他
掩
抑
不
住
得
勝
的
感
覺。
他
揮
舞
著
兩份
文
件，
讓 

中
共
黨
內
依
然
不
爽
他
的
人
閉
口
。
第
一份
文
件
是
共產
國
際
執
委
會
書
記卡
爾
.
拉
狄
克(K

arl R
adek)

寫
的
指 

示
，它
全
面
支
持
馬
林
有
關
共產
黨
員
加
入
國
民
黨
的
倡
議。它
強
調
中
國
共產
黨
在
國
民
黨
內
應
維
持
完
全
的
獨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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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
應
留
在
國
民
黨
內，
直
到
有
一
天
中
國
共產
黨真
的
發
展
成
群眾
的
政
治
組
織
時
再
說。
第
二份
文
件
是
維
廷
斯
基
的 

指
示
，
現
在
他
擔
任
共產
國
際
遠
東
局
負
責
人。它
明
白
表
示
：
「中
國
共產
黨
中
央
委
員
會
依
據
七
月
十
八
日
共產
國 

際
主
席
團
的
決
定
…
…
一
切
工
作
必
須
與
菲
利
普
同
志
密
切
聯
繫。
」
H 
(菲
利
普
是
馬
林
許
多
化
名
之
一。
)

根
據
張
國
燾
的
說
法，
馬
林
一
回
到
上
海
立
刻
告
訴
中
共
領
導
階
層，
「共產
國
際
支
持
中
國
共產
黨
員
加
入
國
民 

黨
的
主
意
，
認為
它
是
追
求
達
成
統
一
戰
線
的
新
路
徑。」
52

八
月
二
十
五
日，
他
拜
訪
孫
中
山
。
陳
炯
明
突
然
叛
變， 

孫
中
山
被趕
出
廣
州，
回
到
上
海
。
坐
在
孫
中
山
舒
適
的
辦
公
室
裡，
這
位
共產
國
際
特
使
告
訴
這
位
國
民
黨
領
袖，
莫 

斯
科
已
勸
中
國
共產
黨
員
與
國
民
黨
結
合。
他
建
議
孫
中
山
多
注
意
工
農
群眾
的
反
帝
運
動。
M孫
中
山
被
他
的
軍
閥
盟 

友
陳
炯
明
突
然
背
叛，搞
得
思緒
大
亂，
立
刻
就
接
受
馬
林
的
建
議，
同
意
改
組
國
民
黨。
他
在
這
段
日
子
裡
正
在
苦
思 

中
國
革
命
的
命
運，
用
他
自
己
的
話
說
，
「對
他
原
先
相
信
的
一
切
都
感
到
失
望
」
。
被
他
的
前
戰
友
陳
炯
明
背
叛
之 

後
，
他
變
成
「相
信
蘇
俄
是
中
國
革
命
唯
一真
實
的
朋
友
」
。54

馬
林
有很
好
的
理
由
慶
祝，
但
是
陳
獨
秀
不
打
算
輕
易
投
降。
中
共
二
大
所產
生
的
中
央
執
委
也
不
肯
降
服，
他
們 

支
持
他
們
的
主
席
陳
獨
秀。
這
些
人
包
括
張
國
燾、
蔡
和
森
(
一
九
二
二
年
初
由
法
國
回
來
)、
高
君
宇
(新
成
立
的
中 

共
機
關
刊
物
《嚮
導
》
週
報
編
輯
)，
②
以
及
李
大
釗
(候
補
中
執
委
)。
不
久
，
在
馬
林
要
求
下，
他
們
於
八
月
二
十
九 

日
在
杭
州
開
會。
與
會
者
租
了 
一艘
船，
在
往
後
兩
天
裡，
除
了
吃
飯
、
睡
覺
之
外
，
在
景
色
如畫
的
西
湖
泛
舟
開
會。 

西
湖
位
於
杭
州
市
郊，
秀
峰
環
繞
，
且
有
古
塔
樓
閣
點
綴
其
中。
會
議
期
間
，
平
靜
的
水
面
雖
有
鮮
紅
荷
花
掩
映，卻
毫 

無
寧
靜
之
感
。
船
隻
在
綠
竹
覆
蓋
的
小
島
之
間
穿
梭，
但
是
馬
林
在
通
譯
員
張
太
雷
陪
同
下
與
中
執
委
的
會
議卻
是
爭
辯 

激
烈
、
高
潮
迭
起
。
從
陳
獨
秀
的
回
憶
錄研
判，
出
席
會
議
的
中
執
委
全
部
反
對
馬
林
的
提
議，
而
馬
林
斷
然
要
求
執
行 

共產
國
際
執
委
會
的
決
議。
起
先
，
只
有
張
太
雷
支
持
這
位
克
里
姆
林
宮
的
代
表，
可
是
張
太
雷並
非
中
執
委。
馬
林很
 

憤
怒
，
他
所
講
的
話
全
遭
到
敵
視。
最
後
，
他
控
制
不
了
情緒
，
決
定
改
變
討
論
方
向，
威
脅
著
要
把
持
異
議
的
人
逐
出

②
編
註
：
作
者
誤
植
高
君
宇為
《嚮
導
》
週
報
主
編，
當
時
擔
任
主
編
的
是
蔡
和
森，
高
君
宇
則
擔
任
編
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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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
國
際
。
他
明
確
地
要
求
與
會
者
服
從
共產
國
際
的
紀
律。
M

突
然
間
，
陳
獨
秀
明
白
了
。
根
本
不
用
夢
想
與
莫
斯
科
的
布
爾
什
維
克
平
等嘛
！
他
的
新
生嬰
兒
黨
完
全
依
賴
莫
斯 

科
，
而
莫
斯
科
只
要
求
一
件
事
——
絕
對
服
從
。
中
國
共產
黨
建
黨
之
前，
陳
獨
秀
運
作
布
爾
什
維
克
小
組
的
經
費
全靠
 

出
版
刊
物
籌
措，
但
是
中
國
共產
黨
一
成
立
之
後，
經
費
奇
缺
。
中
國
共產
黨
的
支
出
持
續
增
長，
一
九
二
一
年
初，
僅 

需
兩
百
元
左
右
.，到
了
當
年
年
底
已
經
達
到
將
近
一
萬
八
千
元
！
％中
國
共產
黨
的
領
導
人
一
度
天真
地
認為
，
他
們
可 

以
不
要
共產
國
際
的
補
助。
57
可
是
，
這
根
本
辦
不
到
。
一
九
二
一
年，
共產
國
際
提
供
中
國
共產
黨
一
萬
六
千
六
百
五 

十
元
，
此
時
黨
本
身
只
籌
到
一
千
元。
一
九
二
二
年，
中
國
共產
黨
根
本
籌
不
到
任
何
錢，
到
當
年
年
底
他
們
收
到
莫
斯 

科
給
的
一
萬
五
千
元。
58

他
們
沒
有
硬
挺、
不
聽
話
的
本
錢
。
克
里
姆
林
宮
不
僅
每
個
月
支
付
陳
獨
秀
薪
水
三
十
元，
還 

負
擔
各
地
黨
部
組
織
的
經
費，
因
此
選
擇
其
實很
乾
淨
利
落
•.要嘛
就
是
向
莫
斯
科
的
權
威
降
服、
繼
續
接
受它
的
財
務 

援
助
；
否
則
就
是
不
聽
莫
斯
科
的
話，
什麼
也
得
不
到
。
重
新
檢
視
處
境
之
後，
與
會
者
得
出
唯
一
理
性
的
選
擇
：
他
們 

一
致
表
決
同
意
加
入
國
民
黨。 

¥

他
們
內
心
一
定
十
分
痛
苦。
西
湖
美
景
也
提
振
不
了
他
們
的
鬱
悶。
西
湖
西
北
岸
立
著
岳
飛
石
雕
像
；
埋
骨
此
處
的 

這
位
南
宋
大
將
默
默
地
凝
視
著
他
們。
說
來
也
是
諷
刺，
這
場
影
響
重
大
的
會
議
讓
中
國
共產
黨
倫為
服
從
外
國
政
客
的 

工
具
，卻
在
以
英
勇
無
畏、
名
垂青
史
的
這
位
戰
士
墳
塚
附
近舉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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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章

加
入
國
民
黨

孫
逸
仙
支
持
中
國
共產
黨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會
加
入
國
民
黨
的
決
定。
1在
陳
獨
秀
要
求
下，
李
大
釗
和
林
伯
渠
(與 

國
民
黨
領
導
人
頗
有
交
情
的
中
共
黨
員
)
開
始
與
孫
逸
仙
談
判。
李
大
釗
日
後
回
憶
時
寫
下，
他
們
討
論
「以
國
民
黨
新 

生
達
成
中
國
新
生
的
問
題
」。
換
句
話
說
，
他
們
討
論
從
政
治
上、
組
織
上
改
組
國
民
黨，
包
括
允
許
共產
黨
人
加
入
國 

民
黨
。
一
九
二
二
年
九
月
初，
孫
逸
仙
歡
迎
陳
獨
秀、
李
大
釗
、
蔡
和
森
和
張
太
雷
加
入
國
民
黨。
？

一
九
二
二
年
九
月
四
日，
國
民
黨
中
央
及
省
級
領
導
人
在
上
海
開
會，
討
論
黨
的
改
組
問
題。
共產
黨
人
也
參
與
這 

項
會
議
。
孫
逸
仙
指
派
陳
獨
秀
在
內
的
一
個
九
人
小
組
起
草
國
民
黨
黨
綱
和
黨
章
草
案。
同
時
，
孫
逸
仙
與
八
月
間
率
領 

蘇
聯
外
交
代
表
團
來
到
北
京
的
重
要
布
爾
什
維
克
黨
人
越
飛(A

doloofre)

頻
頻
函
電
往
來
。

共產
國
際
也
努
力
軟
化
共產
黨
人
對
國
民
黨
的
負
面
態
度。
一
九
二
二
年
秋
天，
陳
獨
秀
在
熱
情
洋
溢
的
左
翼
人
士 

劉
仁
靜
陪
同
下
，
奉
召
前
往
莫
斯
科
。
他
們
出
席
十
一
月
和
十
二
月舉
行
的
共產
國
際
第
四
屆
世
界
代
表
大
會。
陳
獨 

秀
、
劉
仁
靜
會
見
共產
國
際
執
委
會
領
導
人，
討
論
反
帝
統
一
戰
線
的
戰
術。為
了
改
變
陳
獨
秀
的
想
法，
共產
國
際
甚 

至
推舉
他為
大
會
東
方
問
題
委
員
會
委
員。
"結
果
是
陳
獨
秀、
劉
仁
靜
回
到
中
國
後
不
久，
中
國
共產
黨
人即
拿
掉 

「民
主
陣
線
」
的
口
號
，
換
上
號
召
組
建
「反
帝
民
族
革
命
陣
線
」。

一
九
二
三
年
一
月
一
日，
孫
逸
仙
發
表
國
民
黨
改
組
宣
言
。
次
日
，
在
上
海
召
開
黨
務
會
議，並
發
表
黨
綱
和
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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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
孫
逸
仙
著
名
的
三
民
主
義
被
賦
與
更
激
進
的
新
說
法。
孫
逸
仙強
調
反
帝
國
主
義、
保
衛
勞
工
權
利，
以
及
民
主
改 

造
中
國
。
4他
邀
請
陳
獨
秀、
張
太
雷
、
林
伯
渠
和
曾
經
加
入
同
盟
會
的
廣
東
籍
共產
黨
人
譚
平
山，
進
入
國
民
黨
的
中 

央
及
區
域
機
構
工
作。

一
月
二
十
六
日，
孫
逸
仙
與
越
飛
發
表
聯
合
宣
言。
這
位
蘇
聯
代
表
向
孫
逸
仙
保
證，
「中
國
最
重
要
最
急
迫
之
問 

題
，
乃
在
民
國
的
統
一
之
成
功，
與
完
全
國
家
的
獨
立
之
獲
得。
關
於
此
項
大
事
業
…
…
中
國
當
得
俄
國
國
民
最
炙
熱
之 

同
情
，
且
可
以
俄
國
援
助為
依
賴
」。
雙
方
表
示
對
中
俄
關
係
「完
全
同
感
」，並
強
調
由
於
缺
乏
必
要
條
件，
「目
前
共 

產

組
織
，
甚
至
蘇
維
埃
制
度，
事
實
上
均
不
能
引
用
於
中
國
」
。
5孫
逸
仙
和
中
共
及
蘇
聯
交
情
日
益
上
升
之
同
時，
支 

持
他
的
地
方
軍
閥
也
把
背
叛
他
的
陳
炯
明趕
出
廣
州，
逼
陳
炯
明
退
到粵
東。
二
月
，
孫
逸
仙
回
到
廣
州，
領
導
南
方
政 

府
。.雖

然
這
些
事
件
打
造
他
日
後崛
起
掌
權
的
脈
絡，
毛
澤
東
完
全
沒
參
與
其
事。
他
在
湖
南
持
續
工
作
到
一
九
二
三
年 

四
月
，
籌
劃
長
沙
及鄰
近
地
區
的
罷
工
和
工
人
示
威
活
動。
一
九
二
二
年
十
月
二
十
四
日，
楊
開
慧
生
下
他
們
第
一
個
小 

孩
，
他
們
將
他
取
名
毛
岸
英。
楊
開
慧
帶
著
新
生嬰
兒
回
家，
毛
澤
東
親
自
選
了
這
個
名
字。
他
高
興
地
看
著
太
太，
問 

說
：
「我
們
該
給
他
取
什麼
名
字呢
？
」
然
後
，
沒
等她
說
話，
他
逕
自
就
說
：
「就
叫
岸
英吧
。
到
達
社
會
主
義
彼
岸 

的
英
雄
。妳
說怎
麼
樣
？
」
6楊
開
慧
開
心
地
同
意
了。

然
而
，
毛
澤
東
沒
有
時
間
照
顧
他
兒
子
。
黨
的
工
作佔
據
他
全
部
時
間
。
中
國
的
局
勢
出
現
重
大
變
化，偽
裝為
 

「勞
工
之
友
」
的
軍
閥
吳
佩
孚
在
一
九
二
三
年
二
月
七
日
針
對
鐵
路
罷
工
工
人
展
開
血
腥
報
復。
三
十
二
人
被
殺，
兩
百 

多
人
受
傷
。
「白
色
恐
怖
」吞
沒
河
南
省
和
河
北
省。
許
多
工
會
和
工
人倶
樂
部
被
取
締。
毛
澤
東
必
須
有
所
反
應。
二 

月
八
日
，
他
策
劃
湘
漢
鐵
路
(長
沙
至
武
漢
)
總
罷
工
，
要
求
懲
罰
負
責
官
員。
同
一
天舉
行
的
追
悼
會
吸
引
兩
萬
多
名 

工
人
和
學
生
出
席。
許
多
城
市
的
工
會
都
召
開
集
會，
安
源
煤礦
爆
發
大
型
示
威
活
動。

三
月
二
十
九
日，
毛
澤
東
領
導
的
湘
區
執
行
委
員
會
和
長
沙
的
民眾
團
體
籌
劃
一
項
大
規
模
反
日
示
威
活
動，
當
天 

有
六
萬
多
人
走
上
街
頭
遊
行。
名
義
上
這
是
慶
祝
日
本
租
借
旅
順、
大
連
港
口
租
期
屆
滿
。
中
國
輿
論
再
度
要
求
廢
除
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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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敲
詐
的
二
十
一
條
要
求。
？

毛
澤
東
的
行
動
讓
湖
南
省
長
趙恆
惕
忍
無
可
忍。
四
月
，
趙恆
惕
開
始
捉
拿H

會
領
導
人
，並
另
外
發
布
一
道
命 

令
，
要
緝
拿
毛
澤
東
到
案。
8毛
澤
東
必
須
逃
命。

早
在
一
九
二
三
年
一
月，
中
共
中
央
執
委
會
已
經
決
定
徵
召
毛
澤
東
離
開
長
沙。
陳
獨
秀
邀
他
到
上
海
黨
中
央
工 

作
。
馬
林
和
陳
獨
秀
都
非
常
滿
意
毛
澤
東
在
湖
南
的
活
動，
安
排
他
此
一
升
遷
。
一
九
二
二
年
十
一
月
馬
林
有
封
信
給
齊 

諾
維
也
夫
、
越
飛
、
維
廷
斯
基
，
誇獎
湖
南
黨
組
織為
全
國
第
一
名。
？現
在
，
毛
澤
東
的
任
務
是
把
湖
南
經
驗
散
布
到 

全
國
去
。

毛
澤
東
自
新
民
學
會
時
期
的
好
友
李
維
漢，
奉
命
接
任
他
的
職
位。
毛
澤
東
收
拾
簡
單
的
行
李，
搭
船
前
往
上
海
。 

他
非
常
不
捨
必
須
離
開
妻
子、
兒
子
。
此
時
楊
開
慧
又
有
身
孕，
沒
人
知
道
他俩
何
時
會
再
相
會。

毛
澤
東
一
星
期
之
後
抵
達
上
海
時，
陳
獨
秀
不
在
那
裡。
他
已
在
三
月
間
前
往
廣
州，
與
孫
逸
仙
建
立
直
接
關
係。 

毛
澤
東
前
往
閘
北
——

上
海
市嘈
雜、髒
亂
的
工
人
區
——

的
中
共
中
央
執
委
會。
執
委
會
也
在
準
備
搬
遷。
共產
國
際 

已
經
決
定，
黨
中
央
應
該跟
隨
其
主
席
遷
往
廣
州。
六
月
初
，
毛
澤
東
、
馬
林
等
出
發
到
南
方
去
。
W

中
共
到
了
廣
州，
得
到
孫
逸
仙
的
庇
護，
首
次
可
以
公
開
活
動。
毛
澤
東
感
到
，
似
乎
秘
密
開
會、
事
事
需
通
關
密 

語
，
已
經
成為
過
去。
他
現
在
忙
著
從
事
和
建
立
統
一
戰
線
相
關
的
合
法
工
作。
他
在
長
沙
因為
受
到
中
央
執
委
會
函
電 

的
影
響
，
已
經
開
始
改
變
對
國
民
黨
的
負
面
態
度。
實
際
經
驗
也
有
決
定
性
的
作
用。
毛
澤
東
已
經為
吳
佩
孚
血
腥
屠
殺 

漢
口
鐵
路
工
人，
以
及
湖
北、
河
南
和
河
北
工
會
遭
取
締
而
震撼
。
他
更
因
趙恆
揭
的
反
動
政
策
使
湖
南
工
人
運
動
崩
潰 

而
受
重
大
影
響
。
現
在
他
不
能
不
注
意
到
孫
逸
仙
及
其
三
民
主
義
對
工
人
運
動
的
同
情。
一
九
二
二
年
一
月，
孫
逸
仙
的 

廣
州
政
府
對
香
港
的
華
人
工
人
及
海
員
罷
工
提
供
相
當
大
的
援
助。
這
場
海
員
大
罷
工
具
有
反
帝
國
主
義
性
質，它
依
賴 

廣
東
全
省
人
民
(包
含
民
族
資
本
家
)
的
支
援
，
獲
致
部
分
成
功
。
受
到
中
共
策
勵
的
漢
口
鐵
路
工
人卻
得
不
到
其
他
社 

會
勢
力
的
支
持，
因
而
失
敗
。

一
九
二
三
年
四
月
十
日，
也
就
是
離
開
長
沙
之
前
幾
天，
毛
澤
東
首
次
公
開
表
示
支
持
反
帝
同
盟。
他
在
自
修
大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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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版
的
刊
物
《新
時
代
》
上
發
表
：

把
國内
各
派
勢
力
分
析
起
來，
不
外
三
派
：
革
命
的
民
主
派
、非
革
命
的
民
主
派
、反
動
派
。革
命
的
民
主
派
主
體 

當
然
是
國
民
黨，
新
興
的
共
產
派
是
和
國
民
黨
合
作
的
……

共
產
黨
暫
放
棄
他
們
最
急
進
的
主
張，
和
較
急
進
的
國 

民
黨
合
作
一
樣
.
.
.
.
這
是
和
平
統
一
的
來
源，
是
革
命
的
生
母，
是
民
主
獨
立
的
聖
藥，
大
家
不
可
不
知
道
。

U

然
而
，
毛
澤
東
不
像
馬
林
和
共產
國
際
執
委
會
那
樣強
烈
支
持
統
一
戰
線。
現
在
他
對
共產
黨
人
加
入
國
民
黨
一
事 

暫
時
不
說
話
。
但
是
共產
黨
及
工
人
的
孤
立，
以
及
工
會
運
動
的
深
刻
危
機，
使
他
陷
入
憂
鬱
•，他
認為
與
國
民
黨
結
盟 

雖
不
理
想，
但
不
失為
一
條
出
路。
和
馬
林
在
上
海
會
面
時，
毛
澤
東
抑
制
不
住
他
的
悲
觀
看
法。
馬
林
報
告
說
，
毛
澤 

東很
沮
喪，
整
個
湖
南
人
口
三
千
萬，
參
加
工
會
組
織
的
工
人卻
不
到
三
萬
人。
馬
林
寫
下
，
毛
澤
東
已
對
「勞
工
組
織 

不
抱
希
望
，
他
悲
觀
到
認為
拯
救
中
國
唯一

之
路
是
俄
國
介
入
」，
提
議
蘇
俄
應
在
中
國
東
北
建
立
「軍
事
基
地
」。
甚 

且
他
認為
，
「在
中
國
的
狀
況
下，
家
長
制
社
會
的
舊
傳
統
依
然強
勁
…
…
我
們
無
法
發
展
現
代
的
群眾
政
黨，
共產
主 

義
的
或
民
族
主
義
的，
都
不
行
」。卩

可
是
，
到
了
廣
州
，
毛
澤
東
精
神
大
振。
轉
折
點
是
一
九
二
三
年
六
月
十
二
日
至
二
十
日
在
廣
州
東
郊
合
法
召
集
的 

中
國
共產
黨
第
三
次
全
國
代
表
大
會。
陳
獨
秀
主
持
大
會，
馬
林
則
扮
演
積
極
角
色。
四
十
名
代
表
在
像
是
空
屋
的
會
場 

集
會
，
他
們
代
表
四
百
二
十
名
黨
員
與
會，
此
時
四
分
之
一
黨
員
(
一
百
一
十
人
)
還
在
坐
牢
。
U中
共
二
大
以
來，
黨 

員
倍
增
，
增
加
二
百
二
十
五
人
。
中
共
黨
員絕
大
多
數為
男
性
——

女
性
只
有
十
九
人
——

且
由
知
識
分
子
主
導。
工
人 

黨
員
只
有
一
百
六
十
四
人。
黨
小
組
遍
及
廣
東、
上
海
、
北
京
、
長
沙
、
安
源
、
唐
山
、
濟
南
、
杭
州
、
漢
口
，
以
及
北 

京
附
近
的
長
辛
店
鐵
路
車
站、
南
京
附
近
的
浦
口
鐵
路
車
站
•，海
外
的
莫
斯
科
也
有
支
部
M 
(莫
斯
科
支
部
由
東
方
勞
動 

者
共產
主
義
大
學
中
國
學
生
組
成，
這
是
共產
國
際
一
九
二
一
年
成
立
的
特
別教
育
機
構
)。
U毛
澤
東
領
導
的
小
組
最 

活
躍
、
也
最
大
，佔
全
體
黨
員
過
半
數
以
上。它
是
唯
一
受
到
陳
獨
秀
表
揚
的
單
位。
陳
獨
秀
在
報
告
中
點
名
說
：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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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
可
以
說
，
唯
有
湖
南
同
志
做
得
最
好。
」
M

會
中
對
統
一
戰
線
的
戰
術
及
形
式
辯
論
特
別
激
烈。
毛
澤
東
尤
其
要
追
根
究柢
問
明
白。
他
不
瞭
解
，
湖
南
的
國
民 

黨
員
人
數
遠
遠
不
及
共產
黨，
也
沒
有
人
在搞
統
一
戰
線。
以
中
國
整
體
而
言，
大
部
分
中
共
活
躍
的
地
區，
國
民
黨
的 

影
響
力
都
微
不
足
道。
孫
逸
仙
的
黨
以
廣
州為
基
地，
在
上
海
的
組
織
也
相
當
大，
但
其
他
地
區
的
黨
員
就
不
多。
有
些 

代
表
說
，
孫
逸
仙
是
「孫
大
砲
」，
聲
音
大
之
外，
也
沒
有
什麼
。
n為
什麼
大
家
必
須
加
入
國
民
黨
？
國
民
黨
的
支
部 

一
隻
手
的
手
指
頭
就
數
得
出
來，
他
們
要
參
加
的
是
什麼
樣
的
組
織
？
共產
黨
去
替
國
民
黨
建
立
組
織，
然
後
加
入它
， 

豈
不
是
愚
不
可
及
？

黨
內
重
要
人
物，
如
張
國
燾、
蔡
和
森
都
持
這
個
論
點。
他
們
原
則
上
不
再
反
對
加
入
國
民
黨
的
戰
術，
但
誠
如
蔡 

和
森
日
後
說
的，
他
們
不
想
「朝
那
個
方
向
走
得
太
過
頭
」。跟
他
們
意
見
完
全
相
反
的
是
馬
林，
他
得
到
陳
獨
秀、
李 

大
釗
、
張
太
雷
及
幾
個
服
從
莫
斯
科
的
代
表
之
支
持。
他
們
認為

必
須
「批
評
國
民
黨
的
封
建
戰
術
」，
但
同
時
應
該 

「推
動
、
引
導
〔國
民
〕
黨
走
上
革
命
宣
傳
的
道
路，
從它
內
部
組
成
工
農
左
翼
」。
因
此
，
有
必
要
「在
全
國
發
展
國
民 

黨
」。
W馬
林
和
陳
獨
秀
提
出
「一
切
工
作
歸
國
民
黨」
的
口
號
。
W

在
這
個
議
題
上，
毛
澤
東
支
持
張
國
燾
和
蔡
和
森。
20
他
和
蔡
和
森
相
交
多
年，
相
當
程
度
受
蔡
和
森
的
影
響
。
甚 

且
，
在
大
會
開
始
時，
他
仍
無
法
擺
脫
掉
對
在
中
國
發
展
群眾
政
黨
及
工
人
運
動
前
景
的
悲
觀
看
法。
可
是
他
的
立
場並
 

沒
有
像
張
國
燾、
蔡
和
森
那麼
堅
定
不
移，
這
時
候
他
顯
然
還
猶
疑
未
決。
討
論
過
程
中，
他
表
示
：
「國
民
黨
由
小
資 

產
階
級
控
制
…
…
小
資產
階
級
目
前
可
以
領
導
〔革
命
〕。
這
也
是為
什麼
我
們
應
該
加
入
國
民
黨
…
…
我
們
應
該
不
用 

怕

加
入
。」
M可
是
，
到
了
表
決
的
關
鍵
時
刻，
他
投
票
反
對
陳
獨
秀
的
決
議
案。
等
到
要
求
共產
黨
員
在
全
國
協
助
國 

民
黨
發
展
組
織
的
決
議
案，
以
二
十
一
票
贊
成、
十
七
票
反
對
獲
得
通
過
時，
他
又
「若
無
其
事
地
宣
布
他
接
受
多
數
派 

的
決
定
」。
22
而
且
這
項
決
議
還強
調
需
要
「建
立強
大
集
權
的
黨
作為
國
民
革
命
運
動
的
總
部
」，並
承
認
唯
有
國
民
黨 

能
扮
演
此
一
角
色。
這
項
決
議
宣
稱，
共產
黨
在
近
期
內
無
法
轉
化為
群眾
黨，
「因為
勞
工
階
級
還
不夠
強
大
」
。23 

毛
澤
東
在
最
後
關
頭
不
再
反
對，
這份
功
勞
沒
有
被
忘
記。
明
顯
是
在
馬
林
和
陳
獨
秀
的
倡
議
下，
毛
澤
東
首
度
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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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會
(有
九
名
委
員、
五
名
候
補
委
員
)。
在
選舉
執
委
時，
毛
澤
東
得
到
三
十
四
票。
除
了
陳
獨
秀
獲 

得
全
體
一
致
推舉
之
外，
只
有
蔡
和
森
和
李
大
釗
得
票
比
他
多。
24
甚
且
，
毛
澤
東
還
進
入
只
有
五
個
人、
以
陳
獨
秀為
 

首
的
類
似
政
治
局
的
中
央
局。
i5
取
重
要
的
是，
毛
澤
東
還
被
推
選為
組
織
部
部
長，
又
兼
中
央
執
委
會
秘
書。
中
央
執 

委
會
秘
書
原
本
由
張
國
燾
擔
任，
因為
激
烈
反
對
共產
國
際
執
委
會
的
路
線
被
拉
下
來。
換
句
話
說
，
毛
澤
東
成
了
黨
內 

第
二
號
人
物
。

他
這
輩
子
第
一
次
和
老
師
平
起
平
坐。
現
在
他
不
僅
是
雜
誌
作
家，
還
是
全
國
級
的
共產
黨
工
作
人
員。
蘇
聯
在
上 

海
的
一
個
特
務
所
羅
門
•韋
爾
迪(Solom

on v
ird

e)

(化
名
佛
拉
狄
米
爾
)
寫
信
向
維
廷
斯
基
報
告，
形
容
他
「毫
無 

疑
問
，
是
個
能
幹
的
人
」

。
26

在
這
次
黨
大
會
中，
毛
澤
東
首
次
認真
接
觸
到
農
民
問
題。
對
他
來
講
，
這
是
全
新
的
議
題，
但
此
後
也
成為
和
他 

的
名
字
無
法
脫
得
了
關
係
的
議
題。
當
然
他很
熟
悉
中
國
農
村
的
窮
困
生
活，
但
在
此
之
前
他
從
未
認真
涉
及
到
組
織
農 

民
的
工
作
。
在
湖
南
，
唯
有
兩
次
在
他
領
導
下，
出
現
組
織
無
土
地
的
農
民
反
抗
大
地
主
的
運
動，
但
都
沒
有
結
果
。
他 

和
譚
平
山
被
納
入
一
個
小
組，
負
責
起
草
有
關
農
民
問
題
的
決
議
文。
他
也
參
加
黨
對
農
民
政
策
之
討
論。
毛
澤
東
出
人 

意
料
，
顯
示
對
問
題
有
相
當
程
度
的
瞭
解。
他
認為
：
「任
何
革
命
，
農
民
問
題
都
是
最
重
要
的
」，
他
還
證
以
「中
國 

歷
代
的
造
反
和
革
命，
每
次
都
是
以
農
民
暴
動為
主
力。
中
國
國
民
黨
在
廣
東
有
基
礎，
無
非
是
有
些
農
民
組
成
的
軍 

隊
。
如
果
中
共
也
注
重
農
民
運
動，
把
農
民
發
動
起
來，
也
不
難
形
成
像
廣
東
這
樣
的
局
面。」
27
當
時
幾
乎
沒
有
人
注 

意
這
些
先
知
性
質
的
話。
中
共
三
大
與
會
代
表
通
過
的
決
議
文
含
糊、
虛
僑
。它
宣
稱
：
「我
黨
第
三
次
大
會
決
議
認為
 

有
結
合
小
農
佃
戶
及
雇
工
以
反
抗
牽
制
中
國
的
帝
國
主
義
者，
打
倒
軍
閥
及
貪
官污
吏，
反
抗
地痞
劣
紳，
以
保
護
農
民 

之
利
益
而
促
進
國
民
革
命
運
動
之
必
要。」
28

共產
國
際
執
委
會
五
月
二
十
四
日
從
莫
斯
科
對
中
共
三
大
發
出
的
指
示， 

直
到
七
月
十
八
日
才
收
到，
果
然
證
實
必
須
認真
推
動
農
民
運
動。
這
項
指
示清
楚
明
白
地
表
示
：
「政
治
的
中
心
議
題 

正
是
農
民
問
題
」
。29

這
個
指
示
出
自
布
爾
什
維
克
黨
政
治
局
候
補
委
員
布
哈
林(N

ikolai B
ukharin)

之
手
，
他
平
常即
積
極
參
與
共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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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際
的
工
作
。
然
而
，
現
在
這
僅
止
於
書
面
宣
示
；
中
國
共產
黨
沒
把它
化為
行
動。即
使
毛
澤
東
在
三
大
上
有
關
農
民 

問
題
的
發
言
也
無
關
緊
要。

唯
一
一
個
早
在
一
九
二
二
年
春
天
就
組
織
農
民
的
中
共
同
情
者
是
廣
東
人
彭
湃。
他
的
友
人
說
：
「這
是
徒
勞
無
功 

之舉
。
農
民
非
常
分
散，
無
法
組
織
起
來，
而
且
由
於
無
知，
也
難
以
對
他
們
宣
傳
。」
30

彭
湃
成
功
地
在
廣
東
東
部
成 

立
幾
個
農
民
組
合，
但它
們
一
九
二
三
年
發
動
減
租
運
動
時，
遭
到
陳
炯
明
粉
碎。爿

三
大
之
後，
鑒
於
工
人
運
動、
農
民
運
動
相
繼
失
敗，
雖
不
是
全
部、卻
有
許
多
共產
黨
員
受
到
在
國
民
黨
內
工
作 

這
個
想
法
的
吸
引。
中
共
中
央
執
委
會
甚
至
還
起
草
一份
計
劃，
要
把
國
民
黨
的
組
織
擴
張
到
華
北、
華
中
所
有
重
要
地

點
。
32毛

澤
東
顯
然
也沉
溺
在
建
立
統
一
戰
線
的
想
法。
三
大
仍
在
進
行
中，
他
和
李
大
釗、
張
太
雷
利
用
休
息
時
間
開
始 

和
譚
延闓
討
論
成
立
同
盟
的
可
能
性。
M譚
延闓
也
是
湖
南
前
任
省
長，
與
趙恆
偈
是冤
家
對
頭，
他
就
住
在
離
三
大
會 

場
步
行
兩
分
鐘
的
一
棟
三
層
樓
豪
宅
裡。
他
是
國
民
黨
員，
與
孫
逸
仙
交
情
深
厚
。
因
此
，
若
能
和
他
結
成
同
盟，
將
對 

中
共
非
常
有
利
。
三
大
會
後
不
久，
毛
澤
東
本
人即
加
入
國
民
黨。
34

他
也很
熱
切
地
支
持
派
覃
振
(孫
逸
仙
的
一
位
親 

密
戰
友
)
到
湖
南
籌
組
國
民
黨
黨
部
的
構
想。
他
寫
了
一
道
指
示
交
給
覃
振
轉
李
維
漢，
要
求
湘
區
執
委
全
力
支
持
孫
逸 

仙
這
位
特
派
代
表。
％

蘇
聯
布
爾
什
維
克
黨
也
積
極
協
助
在
中
國
成
立
反
帝
陣
線。
一
九
二
三
年
三
月，
莫
斯
科
同
意
提
供
兩
百
萬
金
盧
布 

的
財
政
援
助
給
孫
逸
仙，
「進
行
中
國
統
一
及
獨
立
的
工
作
」。
五
月
一
日
，
越
飛
把
這
個
消
息
告
訴
孫
逸
仙，強
調
莫 

斯
科
要
求
這
位
南
方
政
府
元
首
「對
於
我
們
一
切
援
助
嚴
守
秘
密
」。
36

一
九
二
三
年
六
月，
第
一
批
五
人
軍
事
顧
問
由 

蘇
聯
前
往
廣
州
。
他
們
的
任
務
是
協
助
孫
逸
仙
成
立
他
自
己
的
國
民
黨
黨
軍。
從
毛
澤
東
等
中
共
領
導
人
的
角
度
看
來， 

這
應
該
是
一
支
「新
的
」、真

正
「人
民
的
」
軍
隊
，
運
用
「新
方
法
及
新
的
友
好
精
神
保
衛
民
國
」
的
部
隊
。
他
們
呼 

籲
孫
逸
仙
要
這麼
做
。
37

七
月
三
十
一
日，
應
孫
逸
仙
的
要
求，
俄
羅
斯
共產
黨
(布
爾
什
維
克
)
政
治
局
決
定
派
資
深
布
爾
什
維
克
黨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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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
國
際
執
委
會
重
要
成
員
鮑
羅
廷(M

ikhail B
orodin)

到
中
國
，
擔
任
孫
逸
仙
的
政
治
顧
問
。
38
除
了
擔
任
「國
民 

黨
高
級
顧
問
」
之
外
，
他
還
取
代
馬
林，
兼
任
共產
國
際
駐
中
共
中
央
執
委
會
代
表。

鮑
羅
廷
生
於
一
八
八
四
年，
一
九
〇
三
年
成為
布
爾
什
維
克
黨
黨
員。
他
與
列
寧
私
交
良
好，
曾
參
加
第
一
次
俄
羅 

斯
革
命
(
一
九
〇
五
年
)，
也
出
席
一
九
〇
六
年
在
斯
德
哥
爾
摩
召
開
的
俄
羅
斯
社
會
民
主
勞
工
黨
第
四
屆
代
表
大
會。 

後
來
，
他
和
家
人
移
民
出
國，
先
住
英
國
，
再
轉
往
美
國，
住
到
一
九
一
八
年
。
鮑
羅
廷
因
久
居
國
外，
予
人
非
常
西
化 

的
印
象
。
孫
逸
仙
的
小
姨
子
宋
美
齡
印
象
中
的
鮑
羅
廷
是
：
「他
身
材
高
大
，
一
顆
獅
子
般
的
大
頭，
修
剪
整
齊、
略為
 

導
曲
的
深
棕
色
長
髮
垂
蓋
住
頸
背，
蓄
著
當
時
法
國
將
領
流
行
的鬍
髭
…
…
說
起
話
來
是
低沉
、清
晰
、
不
疾
不
徐
的
男 

中
音
，
有
美
中
地
區
的
腔
調，
令
人
覺
察
不
到
俄
國
腔
；
當
他
要強
調
某
個
重
點
時，
又
放
慢
成
了
低
音。
他
給
人
的
印 

象
是
內
斂、
又
有
磁
力
。」
39

蘇
聯
特
務
達
林(Sergei D
alin)

記
得
他
是
「沉
默
寡
言
之
人，
寧
聽
、
不
說
，
以
簡
潔
字
句
向
別
人
表
達
他
的
見 

解」
。
40

和
菲
利
普
同
志
(馬
林
)
不
一
樣
，
鮑
羅
廷
對
中
共
比
較
有
耐
心。
據
張
國
燾
說
，
因
此
他
比
馬
林
更
受
到
看 

重
。
W鮑
羅
廷
本
姓
葛
魯
森
柏
格(G

ruzenberg)

，
但
和
共產
國
際
裡
的
人
一
樣
-
多
次
改
姓
換
名
。
中
國
人
常
稱
他為
 

「鮑
顧
問
」。

八
月
十
六
日，
孫
逸
仙
派青
年
將
領
蔣
介
石
率
領
一
個
特
別
代
表
團
前
往
蘇
聯。
蔣
介
石
自
同
盟
會
時
期即
參
加
共 

和
運
動
，
深
受
孫
逸
仙
器
重。
同
團
還
有
一
個
國
民
黨
員、
兩
個
共產
黨
員
(其
中
之
一為
張
太
雷
)。
代
表
團
九
月
二 

日
抵
達
莫
斯
科
，
接
下
來
三
個
月
考
察
包
括
俄
羅
斯
共產
黨
中
央
委
員
會
在
內
的
黨
機
關
結
構
•，研
究
蘇
維
埃
①
的
運 

作
.，
參
訪
軍
事
機
關
•，拜
會
蘇
聯
重
要
人
物，
包
括
托
洛
茨
基、
齊
諾
維
也
夫、卡

門
涅
夫(Lev K

am
enev)

和
齊
采 

林(G
eorgy chicherin)

等
。
42
三
十
六
歲
的
蔣
介
石，
一
絲
不
苟、
聰
明
好
學，
頗
得
莫
斯
科
領
導
人
好
感。
他
當
時 

具
左
翼
思
想，
努
力
展
現
對
布
爾
什
維
克
的
「親
善
」。
43
他
曉
得
他
的
信
函
一
定
會
被
俄
國
當
局
檢查
，
故
意
在
一
封 

信
中
向
妻
子
提
到，
他
利
用
閒
暇
時
間
閱
讀
馬
克
思
的
《資
本
論
》，
發
現
「這
本
書
的
上
半
部
艱澀
難懂
，
下
半
部
則 

既
深
奧
又
散
漫
」。另

一
封
信
中，
他
熱
切
地
說
：
「我很
欣
賞
托
洛
茨
基
先
生，
他
作為
革
命
家
的
根
本
特
質
是
耐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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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行
動
。」
後
來
，
共產
國
際
官
員清
楚
地
暗
示，
他
們
希
望
蔣
介
石
能
加
入
共產
黨。
蔣
介
石
原
則
上
不
反
對，
答
覆 

說
他
必
須
先
徵
得
孫
逸
仙
的
批
准
(雖
然
這
時
他
的
確
是
左
派，並
無
意
願
加
入
任
何
共產
黨
)
。44

在
蔣
介
石
的
要
求
下，
共產
國
際
執
委
會
就
中
國
的
民
族
問
題，
和
國
民
黨
起
草
一
項
新
決
議，
納
入
對
孫
逸
仙
三 

民
主
義
的
新
詮
釋。
共產
國
際
提
供
給
國
民
黨
反
帝、
民
族
民
主
革
命
一
個
合
邏
輯
的
計
劃，
其
中
重
點即
是
鼓
吹
激
進 

的
農
民
革
命
和
工
業
國
有
化。
45
共產
國
際
執
委
會
十
一
月
二
十
八
日
通
過
這
項
決
議
後，
交
給
蔣
介
石
•，蔣
介
石
再
轉 

呈
給
孫
逸
仙
。
而
孫
逸
仙
至
少
正
式
地
幾
乎
全
盤
接
受
共產
國
際
的
建
議，
唯
有
農
民
問
題
那
一
部
分為
例
外。
孫
逸
仙 

把
共產
國
際
執
委
會
這
項
決
議
作為
一
九
二
四
年
一
月
國
民
黨
第
一
次
全
國
代
表
大
會即
將
通
過
的
宣
言
第
二
部
分
之
基 

礎
。

鮑
羅
廷
和
蘇
聯
政
府
派
駐
北
京
政
府
的
代
表
加
拉
罕(Lev K

arakhan)

於
一
九
二
三
年
八
月
底
抵
達
中
國。
加
拉 

罕
留
在
北
京，
鮑
羅
廷
取
道
上
海，
於
十
月
初
抵
達
廣
州
。
不
久
，
蘇
聯
政
治、
軍
事
顧
問
陸
續
抵
達，
在
南
方
政
府
服 

務
。
46

孫
逸
仙
在
和
他
們
討
論
時，
顯
示
出
對
蘇
聯
黨、
政
、
軍
建
設
以
及
俄
國
在
國
際
事
務
的
立
場
有
極
大
興
趣。
鮑 

羅
廷
尤
其
給
予
他
特
別
正
面
的
印
象。
結
果
是
，
孫
逸
仙
在
十
一
月
發
表
國
民
黨
改
組
宣
言
及
新
起
草
的
黨
綱。
十
二
月 

一
日，
他
在
廣
州
一
項
會
議
上
談
到
把
國
民
黨
改
組為
群眾
政
黨，
不
僅
要
以
軍
隊為
基
礎，
也
須
以
平
民
百
姓為
基 

礎
。
他
說
••

我
們
的
好
朋
友
鮑
羅
廷
從
俄
國
來
到
我
們
這
裡
.
.
.
.
俄
國
人
一
次
革
命
就
完
全
成
功
地
實
現
理
想，
建
立
日
益強
大

的
革
命
政
府
……

他
們
能
勝
利，
是
因為
整
個
黨
得
到
軍
隊
的
支
持，
共
同
奮鬥

。我
們
必
須
向
俄
國
學
習它
的
方 

法
、组
織，
以
及
訓
練
黨
員
的
方
法
.，唯
有
如
此，
我
們
才
有
勝
利
的
希
望
。47

①
編
註
：
指
蘇
聯
議
會，
「最
高
蘇
維
埃」為
最
高
立
法
機
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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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時
候
毛
澤
東
已
經
離
開
廣
州。
七
月
底
，
應
陳
獨
秀
的
要
求，
他
回
到
上
海
。
他
和
蔡
和
森、
羅
章
龍
、
向
警
予 

住
在
閘
北
香
山
路
附
近
一
條
巷
弄
裡。
九
月
初
，
中
共
中
央
執
委
會
也
從
廣
州
遷
回
上
海。儘

管
國
、
共
日
益
合
作，
陳 

獨
秀
希
望
和
孫
逸
仙
保
持
一
點
距
離，
48

顯
然
是
不
希
望
中
共
中
央
執
委
會
變
成
「國
民
黨
的
藩
屬
」。
49
執
委
會
就
設
在 

毛
、
蔡

、羅
、
向
四
人
落腳
的
房
子
。

和
以
前
一
樣，
毛
澤
東
全
副
精
力
投
入
統
一
戰
線
的
工
作。
他
寫
說
：
「中
國
目
前
的
政
治
問
題很
簡
單，
就
是
國 

民
革
命
的
問
題。
運
用
人
民
的
力
量
打
倒
軍
閥、
也
打
倒
與
軍
閥
狼
狽為
奸
的
外
國
帝
國
主
義，
是
中
國
人
民
的
歷
史
使 

命
…
…
我
們
全
都
必
須
有
信
心，
救
己
救
國
唯
一
之
路
就
是
國
民
革
命。」
50

九
月
中
旬
，
毛
澤
東
前
往
長
沙
協
助
建
立 

國
民
黨
支
部
。
H孫
逸
仙
的
特
別
代
表
覃
振
到
湖
南
已
經
兩
個
半
月，
仍
然
沒
有
進
展
。
湖
南
共產
黨
人
破
壞
國
民
黨
建 

立
地
方
黨
部
的
工
作
。即
使
毛
澤
東
也很
難
克
服
老
同
志
的
抗
拒。
困
難
之
一
是
他
缺
乏
經
費
從
事
組
織
工
作，
他
「至 

少
每
個
月
需
要
一
百
元
」。
52

趙恆
惕
和
譚
延闓
之
間
爆
發
新
戰
爭，
使
他
的
工
作
更
加
困
難
。
九
月
，
吳
佩
孚
介
入
戰 

事
，
支
持
趙恆
惕
，
局
勢
益
加
惡
化。
毛
澤
東
當
然
支
持
譚
延闓
，
可
是
譚
延闓
落
敗。
湖
南
省
再
次
陷
入
恐
怖
深
淵。 

趙恆
惕
宣
布
戒
嚴，
關
閉
自
修
大
學，
解
散
工
團
聯
合
會
。
他
更
親
下
命
令
捉
拿
毛
澤
東
及
其
他
工
運
領
袖。S

毛
澤
東 

轉
入
地
下
，
化
名
「毛
石
山
」。
54
此
時
唯
一值
得
欣
慰
的
是
他
的
家
庭。
岸
英
長
得很
健
康，
楊
開
慧
在
十
一
月
十
三 

日
又
生
下
第
二
個
兒
子，
他
們為
他
取
名
岸青
。

毛
澤
東
在
長
沙
工
作
時，
中
共
中
央
執
委
會
於
一
九
二
三
年
十
一
月
在
上
海
召
開
全
體
委
員
會
議。
在
華
北
及
華
中 

地
區
建
立
國
民
黨
部
支
部
的
計
劃
失
敗，
只
在
北
京
設
立
一
個
組
織。
共產
黨
黨
員
人
數
也
大
幅
萎
縮
四
分
之
三
•，
只
剩 

下
約
一
百
個
黨
員
。
陳
獨
秀
本
人
承
認
黨
陷
入
危
機。
全
會
批
評
統
一
戰
線
政
策
犯
了
「左
傾
錯
誤
」，
通
過
一
項
有
關 

共產
黨
員
實
際
參
與
國
民
黨
改
組
的
決
議
案。
全
會
通
過
的
決
議，
名
稱
是
「關
於
國
民
運
動
及
國
民
黨
問
題
的
議
決 

案
」，強
調
共產
黨
人
加
入
國
民
黨
組
織
時，
應
保
留
共產
黨
黨
籍，並
且
只
組
建
原
本
不
存
在
的
國
民
黨
組
織，
尤
其 

是
華
北
和
華
中
的
黨
部
。
M

全
會
也
要
求
共產
黨
及
社
會
主
義青
年
團
成
員
在
統
一
戰
線
之
內
建
立
地
下
組
織，
這
些
成
員
所
有
的
政
治
聲
明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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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動
都
必
須
服
從
中
共
的
領
導。
共產
黨
員
的
任
務
是
「在
國
民
黨
努
力
爭
取
中
心
地
位
」

。
56

孫
逸
仙
準
備
在
一
九
二
四
年
一
月
底舉
行
中
國
國
民
黨
第
一
次
全
國
代
表
大
會
之
際，
改
組
國
民
黨
的
工
作
也
慢
慢 

有
了
進
展
。
這
時
候
，
由
於
毛
澤
東
的
努
力，
國
民
黨
終
於
在
湖
南
成
立
支
部，
下
轄
三
個
小
組
：
長
沙
、
寧鄉
和
安
源 

各
一
個
。
57
到
了
十
二
月
底，
國
民
黨
在
湖
南
已
有
約
五
百
個
黨
員，
但
其
中
兼
具
共產
黨
員
身
分
者
最為
活
躍
。
他
們 

在
省
黨
部
執
委
會
中佔
了絕
對
多
數
——

九
席
之
中佔
了
七
席。
M因
此
，
國
民
黨
湖
南
省
黨
部
在
年
底
時
推
選
毛
澤
東 

為
黨
代
表，
出
席
國
民
黨
第
二
次
全
國
代
表
大
會，
一
點
也
不
意
外。

他
再
次
必
須
留
下
家
人，
告
別
妻
兒
。
但
是
這
次
離
情
特
別強
烈。
離
別
前
夕，
他
和
楊
開
慧
發
生
不
愉
快，
我
們 

不
知
其
詳
情
。
他
坐
上
前
往
上
海
的
郵
船，
望
著
長
沙
漸
漸
從
眼
簾
消
失。
他
不
禁
吟
了 
一
首
詩
：

揮
手
從
玆
去，

更
那
堪淒
然
相
向，

苦情重訴
。

眼
角
眉
梢
都
似
恨，

熱淚欲零還住
。

知
誤
會
前
番
書
語，

過
眼
滔
滔
雲
共
霧，

算人間知己吾和汝
。

人
有
病，
天
知
否
？

今
朝
霜
重
東
門
路，

照
橫
塘
半
天
殘
月，

淒
清

如
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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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
笛
一
聲
腸
已
斷， 

從
此
天
涯
孤
旅，

憑割斷愁絲恨縷
。
 

要
似
崑
崙
崩絕
壁，

又
恰
像
颱
風
掃
環

.t

于
， 

重
比
翼
，
和
雲翥
。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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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I

章

希
望
與
失
望

一
九
二
〇
年
代
初
期
與
中
期，
廣
州
在
國
民
黨
的
自
由
派
治
理
下，
和
上
海
一
樣
醒
目，
只
不
過
方
式
完
全
相
反。 

達
林
寫
說
：
「在
南
方
…
…
氣氛
完
全
不
一
樣
。
工
人
組
合、
共產

黨
、
社
會
主
義青
年
團
全
都
合
法
運
作。」
1空
氣 

中
透
著
革
命
的
氣
息。
會
議
、
集
會
和
遊
行
經
常舉
行。另
一
位
克
里
姆
林
宮
特
使葳
拉
•維
希
尼
雅
可
娃
—
阿
基
莫
娃 

(V
era V

ishniakova-A
kim

ova)
記
得
：
「政
治
活
動
非
常
活
潑
。
牆
上
、
柱
上
所
有
的
空
間
全
貼
上
告
示
和
傳
單
；
行 

人
頭
頂
上
方綁
了
一
些
棍
子，
旗
幟
就
掛
在
棍
子
上
；
寫
上
標
語
的
橫
布
幅
掛
在
街
道
上
方。」
？革
命
的
激
情
在
準
備 

國
民
黨
第
一
次
全
國
代
表
大
會
期
間
特
別
顯
著。
張
國
燾
說
：
「人
們
忙
著
準
備
開
大
會，
宴
飮
酬
酢
比
平
常
增
加
許 

多
。
情
形
就
好
像
一
個
大
家
族
在
準
備
大
節
慶
一
般。」
；
有
著
兩
千
多
年
歷
史
的
這
座
古
城
似
乎
復
活
了。

廣
州
位
於
河
水
已為
紅
泥汙
染
的
珠
江
之
左
岸，
下
游
一
百
五
十
公
里即
英
國
殖
民
地
香
港。
公
認
是
華
南
第
一
重 

鎮

的
廣
州
，
人
口眾
多
，
生
氣
蓬
勃
。蜿
蜒
的
商
店
街、嘈
雜
的
市
場
、
烏
煙瘴
氣
的
港
口，
構
成
這
座
大
城
市
的
生 

活
。
然
而
，它
和
上
海
不
同，
幾
乎
沒
有
現
代
工
業，
只
有
數
十
家
小
型
絲
織
工
廠
和
許
多
原
始
的
手
工
藝
品
商
店。

十
八
世
紀
來
到
這
座
城
市
的
法
國
旅
人，
根
據
華
南
人
稱
呼
廣
東
的
聲
音，
將它
命
名為

Canton

，
此
後
這
個
名
字 

就
流
傳
下
來
。
廣
州
的
外
國
人
人
數
遠
不
及
上
海
之
多。
從
一
八
四
二
年
起，
廣
州
只
有
一
個
洋
人
租
界，
位
於
小
島
沙 

面
，
是
英
法
共
同
租
界。它
和
城
區
只
隔
著
三
•七
公
尺
的
一
條
水
道。
可
是
沙
面
的
特
色
是
西
式
建
築
物
富
麗
堂
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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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
道
規
劃
整
齊，
又
有
許
多
廣
場、
公
園
。它
和
華
人
居
住
的
擁擠
的
廣
州
成為
鮮
明
對
比。
當
時
一
位
觀
察
家
寫
下
： 

「廣
州
好
像
一
座
巨
大
的
市
場，
活
潑
、
機
動
，
甚
至
夜
裡
也
不
打烊
。
和
自
古
以
來
中
國
所
有
的
城
市
一
樣，
街
道
十 

分
狹
窄
，
只
有
兩
、
三
公
尺
寬
。你
會
驚
覺它
幾
乎
完
全
沒
有
英
文
招
牌
或
標
示
…
…
街
上
永
遠
鬧
烘
烘，
到
處
聽
得
到 

中
國
音
樂
，
碼
頭
是
廣
州
的
主
要
街
道，
可
以
看
到
許
多
花
枝
招
展
的
鶯
鶯
燕
燕。
」
4

一
九
二
◦
年
代
初
期
廣
州
居
民
五
十
萬
人
出
頭
-
將
近
二
十
萬
人
住
在
被
稱為
舢
舨
的
船
上。
沿
著
岸
邊
有
三、
四 

排
數
以
百
計
的舢
舨
。
有
位
目
擊
者
形
容
說
：
「他
們
看
來
全
都很
窮
…
…
全
家
人
窩
居
在
船
上，
小
孩
子
探
頭
探
腦
好 

奇
地
朝
我
們
的
方
向
看
過
來。
年
紀
小
的
，腳
上
或
背
上綁
著
一
條
繩
子，
以
防
落
水
。
」
5

一
九
二
四
年
一
月
中
旬，
毛
澤
東
以
出
席
國
民
黨
大
會
代
表
的
身
分
回
到
廣
州。
他
直
接趕
到
市
中
心
文
明
路，即
 

一
月
二
十
日
這
個
最
重
要
的
論
壇
預
定
開
幕
的
地
方。
毛
澤
東
有
幾
天
的
時
間
可
以
到
處
走
走。
廣
州
市
區
實
在
蔚為
奇 

觀
。
和
燈
火
通
明
的
文
明
路
平
行
的
一
些
街
道
又
窄
又髒
，
有
好
多
無
家
可
歸
的
乞丐
、
苦
力
和
小
販
。
入
夜
之
後，
城 

市
靜
下
來
，
他
們
在
人
行
道
上
鋪
了
草
蓆，
倒
下
就
睡
。
有
些
窮
人
睡
在
室
外，
也
有
人
睡
在
門
廊
下
。
華
南
其
他
城 

市
，
如
長
沙
，
也
有
許
多
這
樣
的
窮
人。
我
們
難
以
認為
，即
便
他
們
知
道
國
民
黨
要
開
大
會，
他
們
會
去
期
望
國
民
黨 

將
改
善
他
們
的
生
活。
輿
論
中
洋
溢
的
革
命
氣氛
對
城
市
貧
民
窟
而
言
根
本
是
毫
不
相
干
的
事。

走
在
街
上，
毛
澤
東
不
能
不
注
意
到
這
些
事
情。
他
愈
發
相
信
「中
國
不
可
能
有
資產
階
級
革
命。
所
有
反
外
運
動 

是
由
餓肚
子
的
人
推
動，
而
不
是
由
資產
階
級
推
動
」。
e
他
曾
在
中
共
三
大
上
提
到
這
個
觀
察，
從
此
這
個
想
法
就
沒 

離
開
他
。
他
支
持
與
國
民
黨
結
盟，
但
他
明
白它
有
限
度，它
在
戰
術
上
有
彈
性。
有
時
候
他
會
因為
與
國
民
黨
合
作
而 

沖
昏
了
頭
，
但
這
種
時
段
往
往
一
縱即
逝，
變
成
懷
疑
和
失
望。
唯
有
無產
階
級
專
制
才
能
救
中
國，
這
個
堅
定
信
念
從 

來
沒
離
開
他
。

當
他
抵
達
廣
州
時，
國
民
黨
在
廣
東、
江
蘇
、
湖
南
和
湖
北
，
黨
員
超
過
一
萬
一
千
人
(全
國
其
他
地
區
數
字
不 

詳
)。
廣
東
人
數
最
多
，
有
八
千
二
百
一
十
八
人
.，
江
蘇
逾
兩
千
人
(但
大
多
數
江
西
黨
員
在
上
海
).，
湖
北
約
五
百 

人
，
湖
南
約
五
百
人，
以
及
漢
口
三
百
多
人
。
？同
時
，
中
共
黨
員
只
略
超
過
一
百
人。
換
言
之
，即
使
假
設
在
國
民
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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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次
全
國
代
表
大
會
之
前絕
大
多
數
共產
黨
員
已
加
入
國
民
黨
(實
則
不
然
)，
中
共
依
然
像
是
國
民
黨
一
個
小
型
地 

方
支
部
，佔
孫
逸
仙
政
黨
不
足
百
分
之
一。

但
是
，
大
會
在
元
月
二
十
日
至
元
月
三
十
日舉
行
期
間，
共產
黨
員
在
會
場
內
外
都很
活
躍。
全
體
一
百
九
十
八
名 

黨
代
表
，
實
際
出
席
一
百
六
十
五
人，
其
中
二
十
三
人、即
將
近
百
分
之
十
四為
共產
黨
員。
這
裡
頭
有
陳
獨
秀、
李
立 

三
、
林
伯
渠
、
李
維
漢
和
夏
曦
等
著
名
的
共產
主
義
者，
甚
至
也
有
左
派
的
張
國
燾、
李
大
釗
、
譚
平
山
，
而
毛
澤
東
是 

最為
活
躍
的
一
員。
我
們
有
資
料
的
大
會
所
有
的
機
關
都
有
共產
黨
人。
8

從
主
席
團
和
委
員
會
的
組
成
判
斷，
左
(包
含
共產
黨
員
)、
右
兩
派
大
致
勢
均
力
敵。
環
繞
著
共產
黨
人
加
入
國 

民
黨
的
問
題
發
生
激
烈
爭
辯。
大
會
開
幕
日
的
一
場
宴
會
上，
右
翼
國
民
黨
員
茅
祖
權
宣
稱
：
「如
果
共產
黨
人
接
受
我 

黨
綱
領
，
就
應
離
開
他
們
的
黨。」
審查
章
程
的
會
議
上，
右
翼
代
表
何
世
楨
提
議
國
民
黨
員
不
得
加
入
其
他
政
黨，
但 

是
被
迫
撤
案
。
最
後
在
辯
論
章
程
時，
極
端
反
共
的
方
瑞
麟、
馮
自
由
主
張
將
他
黨
黨
員
排
除
出
國
民
黨
之
外。
李
大
釗 

以
底
下
一
段
顯
然很
虛偽
的
話
回
答
：

我
們
環
顧
國
中
.
.
.
.
只
有
國
民
黨
可
以
造
成
一
個
偉
大
而
普
遍
的
國
民
革
命
黨，
能
負
解
放
民
族
、恢
復
民
權
、奠

定
民
生
的
重
任
.
.
.
.
我
等
之
加
入
本
黨
(

國
民
黨
)

，
是為
有
所
貢
獻
於
本
黨，
以
貢
獻
於
國
民
革
命
的
事
業
而
來

的
.
.
.
.
我
們
加
入
本
黨
是
來
接
受
本
黨
的
政
綱
……

試
看
本
黨
新
定
的
政
綱，
絲
毫
沒
有
共
產
主
義
在内
……

9

同
時
李
大
釗並
未
隱
瞞
下
列
事
實
：
在
統
一
戰
線
中，
共產
黨
身為
共產
國
際
的
一
個
支
部，
將
以
自
主
力
量
運
作
。
但 

是
他
宣
稱
這
樣
反
而
有
利
國
民
黨，
因為
共產
黨
可
以
作為
孫
逸
仙
的
黨
和
世
界
革
命
運
動
的
連
結。
天
津
來
的
一
位
代 

表
和
李
大
釗
爭吵
，
但
右
派
屈
居
少
數
。S

孫
逸
仙
的
親
信
戰
友
廖
仲
愷、
汪
精
衛
、
胡
漢
民
等
許
多
代
表
公
開
反
對
右 

派
。
U廖
仲
愷
說
：
「現
在
我
們
應
當
要
瞭
解，
唯
有
與
其
他
革
命
政
黨
團
結，
我
們
才
能
勝
利
完
成
革
命
。
」S

孫
逸
仙
的
立
場
起
決
定
性
作
用。
大
會
期
間
，
他
推
動
改
造
國
民
黨
的
政
策。
他
企
圖
師
法
蘇
俄
及
俄
羅
斯
共產
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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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經
驗
，
發
言
贊
成
接
受
共產
黨
員
加
入
國
民
黨。
U因
此
，
壓
倒
性
多
數
贊
成
允
許
共產
黨
員
加
入
國
民
黨，
但強
調 

他
們
必
須
遵
守
黨
內
紀
律。
十
位
共產
黨
員
也
被
選為
國
民
黨
的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中
執
會
有
二
十
四
名
委
員，
十
七
名 

候
補
委
員
，
共
四
十
一
人
)。

李
大
釗
、
譚
平
山
和
北
京
支
部
代
表
于
樹
德
三
人
當
選
中
執
委。
譚
平
山
甚
至
成為
國
民
黨
最
高
機
關
中
央
常
務
委 

員
會
成
員
。
他
擔
任
中
執
會
重
要
部
門
——

組
織
部
部
長
。
毛
澤
東
和
其
他
六
個
共產
黨
員
被
推為
中
執
會
候
補
委
員。 

這
些
人
有
林
伯
渠、
張
國
燾
和
依
然
年
輕、
但
十
分
活
躍
的
記
者
瞿
秋
白。
這
時
候
，
這
位
二
十
四
歲
的青
年
在
中
國
輿 

論
界
才
剛
開
始嶄
露
頭
角。
他
的崛
起
有
相
當
大
是
因為
受
到
共產
國
際
執
委
會
的
器
重
(瞿
秋
白
從
一
九
二
一
年
元
月 

至
一
九
二
三
年
春
天
有
兩
年
多
時
間，
擔
任
讀
者
甚
多
的
北
京
報
紙
《晨
報
》
駐
莫
斯
科
通
訊
員
)。
共產
國
際
注
意
到 

一九
二
二
年
春
天
在
莫
斯
科
加
入
中
國
共產
黨
的
這
位青
年
才
俊，很
快
就
指
派
他
協
助
陳
獨
秀
和
劉
仁
靜
與
共產
國
際 

第
四
屆
大
會
保
持
聯
繫。
陳
獨
秀很
欣
賞
他，
選
派
翟
秋
白為
共產
黨
三
大
的
代
表，並
指
派
他為
《新青
年
》
及
新
成 

立
的
中
共
機
關
報
《前
鋒
》
的
主
編
。
一
九
二
三
年
夏
天，
瞿
秋
白
和
張
太
雷
擔
任
馬
林
的
秘
書。
M鮑
羅
廷
一
九
二
三 

年
八
月
底
抵
達
中
國，
瞿
秋
白
成為
他
的
一
個
譯
員
兼
助
理。
①

以
「容
共
」為
基
礎
成
立
統
一
戰
線
是
國
民
黨
第
一
次
全
國
代
表
大
會
最
重
要
的
結
果，
大
會並
發
表
改
組
宣
言。 

毛
澤
東
在
內
的
許
多
共產
黨
人
十
分
滿
意
這
些
結
果。
他
們為
了
統
一
戰
線
此
一
成
功
發
展
大為
振
奮。
鮑
羅
廷
向
他
的 

中
國
同
志
解
釋
說
：
「建
立
國
民
黨
組
織，
愈
大
愈
好，
是
共產
黨
的
首
要
工
作
」
。
U

蘇
聯
資
金
源
源
流
入
中
共，
方
便
鮑
羅
廷
的
指
令
得
到
接
受。
中
共
在
西
湖
會
議
時
已
向
克
里
姆
林
宮
壓
力
屈
服， 

很
快
就
適
應
這
種
狀
況
。
他
們
接
受
和
莫
斯
科
的
不
平
等
關
係，
在
他
們
和
共產
國
際
的
財
務
關
係
上
亦
非
常
積
極
求 

助
。
馬
林
的訕
笑
不
是
沒
有
道
理。
西
湖
會
議
之
後，
中
共
一
點
也
不
覺
得
不
好
意
思，
不
斷
向
蘇
聯
及
共產
國
際
索
討 

金
錢
協
助
。
根
據
馬
林
的
資
料，
當
時
中
共
黨
員
最
多
只
有
十
分
之
一繳
交
黨
費，
而
大
部
分
黨
員
都
是
全
職
黨
務
工
作 

人
員
。
W

陳
獨
秀
一
九
二
四
年
十
一
月
初
以
英
文
致
信
蘇
聯
駐
北
京
大
使
加
拉
罕
說
：
「我
們
已
經
根
據你
的
指
示
展
開
反
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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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作
，
但
我
們
還
未
收
到你
答
應
的
經
費。
我
們
在
上
海
的
預
算
是
六
百
元。
請
盡
快
告
訴
我
們
。
中
共
執
委
會
書
記
陳 

獨
秀
。」李

大
釗
也
以
英
文
致
信
加
拉
罕
表
示
：

卡
爾
甘
(

張
家
口
)

地
方
黨
委
要
求
北
方
區
委
支
付
田滕
修
、馬
潔
亮
和
傅
恩
祖
三
同
志
的
月
生
活
費，
他
們
在
包 

頭為
《新
民
報
》
工
作
。北
方
區
委
認為
，
這
三
個
同
志
乃
受
中
共
北
方
區
委
的
派
遣
做
軍
事
工
作，
由
貴
方
出
資 

支
持
工
作
已
經很
長
一
段
時
間，
所
以
，
請
做
出
安
排並
且
對
此
要
求
給
予
回
答
。中

共
北
方
區
委
書
記
李
大
釗
17

這
種
例
子
不
勝
枚舉
。
如
此
寄
生
的
結
果
就
是，
直
到
一
九
三
〇
年
代
中
期
，
中
共
必
須
仰
賴
克
里
姆
林
宮
每
月
贊
助
三 

萬
美
元
才
能
運
作
。
3穌
聯
的
財
務
援
助
的
確
無
所
不
包，並
且
細
微
到
分
角
都
支
應。很
顯
然
共產
國
際
特
務
和
蘇
聯 

大
使
館
連
中
共
黨
部
員
工
的
薪
資
也
負
責
包
辦。

共青
團
也
不
落
於
黨
之
後
(
一
九
二
五
年
初，
社
會
主
義青
年
團
改
名為
共產
主
義青
年
團
)。
一
九
二
〇
年
代
初 

期
留
學
俄
羅
斯
的
任
弼
時，
擔
任
共青
團
書
記
。
他
在
一
九
二
六
年
二
月
二
日
以
俄
文
致
函
蘇
聯
大
使
加
拉
罕
說
：
「為 

建
立
工
作
，
(我
團
)
需
要
財
務
援
助
。
我
們
已
經
積
欠
五
百
元
(中
國
錢
)
債
務
，亟
需
盡
速
償
付
…
…
敬
請你
按
月 

提
供
物
質
援
助，
也
協
助
此
一 
一
次
性
的
需
要。
」
p

完
全
仰
賴
蘇
聯
財
務
援
助
下，
中
共
領
導
人
沒
有
辦
法
拂
逆
蘇
聯
特
使
鮑
羅
廷
的
意
旨。
例
如
，
一
九
二
四
年
一
月 

國
民
黨
大
會
期
間，
在
和
鮑
羅
廷
談
話
時，
在
場
所
有
的
中
共
黨
人
「全
體
一
致
」
表
示
激
進
的
農
民
革
命，
時
機尚
未

①
原
書
註
：
中
共
黨
內
通
曉
俄
文
的
-
全
都幫
鮑
羅
廷
辦
事
。除
了
瞿
秋
白
之
外，
張
太
雷
夫
婦
，
以
及
幾
個
莫
斯
科
東
方
勞
動
者
共
產
主
義
大
學
畢 

業
生
都
替
鮑
羅
廷
工
作，
如
李
仲
武
(梁
啓
超
的
侄
子
)
、黃
平
、傅
大
慶
和
卜
士
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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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熟
。
20

二
月
中
旬
由
廣
州
回
到
上
海
的
毛
澤
東，
支
持
此
一
「右
傾
」
路
線
。
一
九
二
四
年
二
月
二
十
五
日，
他
和
幾
位
國 

民
黨
人
在
法
租
界
環
龍
路
四
十
四
號、
離
孫
逸
仙
寓
邸
不
遠，
設
立
國
民
黨
上
海
黨
部。
法
租
界
探
長
收
了
大
筆
賄
賂
之 

後
，
答
應
他
們
，
法
租
界
當
局
若
要
採
取
不
利
國
民
黨
的
行
動，
他
會
事
先
通
風
報
信
。
M除
了
擔
任
共產
黨
的
書
記， 

毛
澤
東
也
在
國
民
黨
上
海
黨
部
工
作。
他
在
第
一
次
開
會
時
就
被
推為
組
織
部
秘
書，很
快
就
開
始
執
行
這
個
記
錄
保
持 

部
門
主
管
的
職
責
。
不
久
他
又
以
候
補
委
員
身
分
加
入
上
海
支
部
常
委
會
工
作。
D他
的
工
作
忙
不
完，
三
月
間
，
以
中 

共
中
央
執
委
會
代
表
身
分，
參
加
社
會
主
義青
年
團
中
央
執
委
會
全
會
開
會。
會
中
，
他
見
到青
年
共產
國
際
代
表
達 

林
。
達
林
後
來
寫
說，
他
赫
然
發
覺
毛
澤
東
對
國
民
黨
有
十
分強
烈
的
樂
觀
看
法。
他
可
不
苟
同
毛
澤
東
的
熱
情，
在
全 

會
後
立
刻
寫
信
向
維
廷
斯
基
報
告
：

你
會
從
中
執
會
秘
書
毛
澤
東
-
-
-
-就
是
馬
林
的
愛
將
-
-
-
-
-聽
到
一
些
令你
毛
骨
悚
然
的
事
。譬
如
，
國
民
黨
是
個
無

產
階
級
黨，
應
該
獲
准
加
入
共
產
國
際
成為
其
下
一
個
部
門
。在
農
民
問
題
上，
他
說
應
該丟
掉
階
級
界
線，
我
們

對
貧
農
無
能為
力，
我
們
必
須
與
地
主
和绅
士
結
合
等
等
。這傢
伙

是
黨
派
到青
年
團
的
代
表，
他
在
社
音
團
全
會

不
斷
地
推
動
這
個
觀
點，
但
沒
有
成
功
。我
向
黨
中
執
會
去
函，
要
求
他
們
改
派
一
位
新
代
表
。
23

達
林
其
實
大
驚
小
怪，
當
時
幾
乎
中
共
所
有
領
導
人
都
受
到
鮑
羅
廷
影
響，
相
當
接
受
相
同
的
觀
念。
一
九
二
四
年 

二
月
，
中
共
中
央
執
委
會
甚
至
通
過
一
項
「關
於
民
族
運
動
的
決
議
」，
把
擴
大
國
民
黨、
糾
正
其
「政
治
錯
誤
」，
和 

吸
收
工
農
及
城
市
中產
階
級
代
表
加
入
國
民
黨、
擴
大
其
群眾
基
礎，
都
當
作
共產
黨
的
主
要
工
作。
中
共
本
身
應
在
國 

民
黨
內
轉
入
地
下，
秘
密
準
備
接
收
領
導
權。

共產
國
際
對
此
一
「偏
差
」
激
烈
反
彈
，
急
忙
糾
正它
。
一
九
二
四
年
四
月，
共產
國
際
派
維
廷
斯
基
來
中
國，
向 

中
共
領
導
人
解
說，
在
國
民
黨
內
工
作
「是
手
段
、
不
是
目
的
」
•，
中
共
應
該
加強
自
己、為
未
來
在
國
民
黨
之
外
和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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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黨
對
抗、搶
奪
國
家
大
權
做
好
準
備。
24
維
廷
斯
基
安
排
及
參
加
的
中
共
中
央
執
委
會
擴
大
會
議
於
一
九
二
四
年
五
月 

召
開
，它
廢
棄
了
中
執
會
二
月
的
決
議
。
M

經
過
這
項
指
令
之
後，
中
共
領
導
人
轉
向
完
全
不
同
的
方
向。
一
九
二
四
年
七
月
十
三
日，
陳
獨
秀
寫
信
給
已
經
回 

到
莫
斯
科
的
維
廷
斯
基
說
：

關
於
目
前
國
民
黨
的
情
況，
我
們
發
現它
只
有
右
派
和
反
共
派
.，即
使
有
少
數
左
派，
那
也
是
我
們
自
己
的
同
志
。

孫
逸
仙
和
其
他
幾
位
領
導
人
是
中
間
派
、不
是
左
派
.
.
.
.
因
此
，
現
在
支
持
國
民
黨
等
於
是
支
持
國
民
黨
右
派，
因

為
所
有
的
黨
機
關
都抓
在
他
們
手
裡
.
.
.
.你
必
須即
刻
發
電
報
給
鮑
羅
廷
同
志，
請
他
就
實
際
狀
況
提
出
報
告.，我

們
期
待
共
產
國
際
將
以
此為
基
礎
發
展
一
項
新
政
策
。我
們
的
意
見
是，
支
持
國
民
黨
不
能
再
用
老
辦
法，
我
們
必 

須
有
選
擇
性
的
做
法
。這
表
示
我
們
不
應
該
無
條
件
或
無
限
制
支
持
國
民
黨，
只
能
支
持
由
左
派
掌
控
的
某
些
活 

動
；
否
則
我
們
將
助
長
敵
人
、自
樹
反
對
力
量
。
26

七
月
二
十
一
日，
@
陳
獨
秀
和
毛
澤
東
自
作
主
張，
發
出
秘
密
指
示
給
中
共
基
層
組
織，
表
示
：

此
時
國
民
黨
只
極
少
數
領
袖
如
孫
中
山、
廖
仲
愷
等尚
未
有
和
我
們
分
離
之
決
心，
然
亦絕
不
願
開
罪
於
右
派
分

子
.
.
.
.
我
們為
圖
革
命
的
勢
力
聯
合
計，絕
不
願
分
離
的
言
論
與
事
實
出
於
我
方，
須
盡
我
們
的
力
量
忍
耐
與
之
合

作

。然為
國
民
黨
革
命
的
使
命
計，
對
於
非
革
命
的
右
傾
政
策，
都
不
可
隱
忍
不
加
以
糾
正
.
.
.
.
我
們
.
.
.
.
.須
努
力

獲
得
或
維
持
「指
揮
工
人
農
民
學
生
市
民
各
團
體
的
實
權」
在
我
們
手
裡
.
.
.
.。
27

②
編
註
：
這份
秘
密
指
示
《中
共
中
央
通
告
第
十
五
號
》
作
者
誤
植為
六
月
二
十
一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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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此
，
中
共
領
導
人
在
國
民
黨
內
發
展
組
織
工
作
的
熱
誠
只
維
持
了
幾
個
月，
沒
有
對
國
民
黨產
生
任
何
嚴
重
的
影
響。 

他
們
有
把
握
以
維
廷
斯
基為
代
表
的
共產
國
際
會
支
持
他
們，
乃
開
始
破
壞
鮑
羅
廷
的
指
示，
堅
持
需
要
「現
在
就拋
開 

廣
州
」，
以
便
逐
漸
準
備
發
動
「工
農
兵
總
罷
工
」。
毛
澤
東
的
好
友
蔡
和
森
對
此
主
張
最
力
。
28

可
是
共產
國
際
執
委
會
又
遲
疑
不
決
是
否
要
干
預。
莫
斯
科
在
投
資
這麼
多
心
血
和
金
錢
建
立
起
反
帝
統
一
戰
線
之 

後
，
非
常
有
意
保
持
住它
。
一
九
二
三
年，
蘇
聯
開
始
提
供
孫
逸
仙
武
器、
軍
事
補
給
和
金
錢
。
一
九
二
四
年，
約
有
二 

十
名
蘇
聯
軍
事
顧
問
在
廣
州
工
作，
大
都
投
入
協
助
國
民
黨
籌
辦
軍
校、
要
替
新
的
「黨
軍
」
培
訓
軍
官
。
蘇
聯
政
府
撥 

款
九
十
萬
盧
布
給
孫
逸
仙
辦
這
所
軍
校，它
在
六
月
十
六
日
正
式
開
學。
29

黃埔
軍
校
遂
成為
國
民
黨
的
國
民
革
命
軍
重 

要
的
幹
部
來
源
。
孫
逸
仙
派
蔣
介
石為
校
長、
廖
仲
愷為
政
治
委
員。
剛
從
法
國
回
來
的青
年
共產
黨
員
周
恩
來，
被
派 

為
政
治
部
主
任。
年
僅
二
十
六
歲
的
周
恩
來，
已
經
因
積
極
參
與
五
四
運
動
而嶄
露
頭
角，
他
是
天
津
地
區
學
生
領
袖，

一
九
一
九
年
創
辦
愛
國
的
覺
悟
社，
又
於
一
九
二
二
至
二
三
年
參
與
籌
組
中
國
共產
黨
歐
洲
支
部。
這
位
具
歐
洲
風
味
的 

高
個
子青
年
，很
快
就
讓
大
家
賞
識
他
的
穩
健
和
工
作
認真
。
他
學
識
淵
博
，
通
曉
日
文
及
法、
德
、
英
三
種
歐
洲
語 

文
，
又很
謙
虛、
莊
重
。
他
立
刻
被
公
認
是
個
傑
出
人
才。

從
一
九
二
四
年
五
月
至
七
月，
蘇
聯
顧
問
團
由
巴
維
爾
.
巴
伐
洛
夫(Pavel P

avlov)

擔
任
團
長
，
他卻
因
意
外
事 

故
身
亡
。
十
月
間
，
新
的
首
席
軍
事
顧
問
白
魯
轍(vasiliiB

liu
k

h
s)

③
抵
達
廣
州
，
他
在
日
後
成為
蘇
聯
紅
軍
元
帥、 

重
要
軍
事
將
領
。
他
和
孫
逸
仙
開
始
規
劃
北
伐、
將
全
國
統
一
在
國
民
黨
之
下
的
計
劃。
他
在
廣
州
逗
留
到
一
九
二
五
年 

七
月
，
才
因
病
回
蘇
聯
接
受
治
療
。
30

莫
斯
科
當
然
不
希
望
鼓
勵
中
共
過
分
「左
傾
」。
一
九
二
四
年
十
一
月，
維
廷
斯 

基
再
度
奉
派
到
中
國，
冷卻
陳
獨
秀
及
其
同
志
的
熱
情。
中
共
第
四
次
全
國
代
表
大
會
基
於
此
一
目
標，
於
上
海
召
開
。

此
時
，
共產
黨
人
與
孫
逸
仙
信
徒
之
間
的
嚴
重
矛
盾
已
經
表
面
化。它
們
在
上
海
尤
其
芥蒂
極
深，
而
已
遷
回
上
海 

的
中
共
中
央
執
委
會
也很
清
楚。
毛
澤
東
面
對
環
境
變
化
的
反
應
特
別
激
烈。
在
國
民
黨
內
愈
來
愈
難
工
作
使
他
精
疲
力 

竭
。
五
月
間
，
他
生
理
、
心
理
都撐
不
下
去。
七
月
間
，
與
國
民
黨
的
「摩
擦
」
劇
烈
到
精
神
快
要
崩
潰，
他
遂
辭
去
組 

織
部
秘
書
的
職
務
。
H根
據
共產
黨
人
彭
述
之
的
回
憶，
這
時
候
，
「他
滿脍
憔
悴
。
瘦
弱
的
身
軀
使
得
他
益
顯
身
材
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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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
。
他
膚
色
蒼
白，臉
色
泛青
。
我
生怕
他
和
許
多
同
志
一
樣-

染
了
肺
結
核
。
」

32

整
個
春
天
和
初
夏，
他
住
在
烏
煙瘴
氣、
又髒
又
亂
的
閘
北
中
共
中
央
執
委
會
的
宿
舍。
六
月
初
，
楊
開
慧
和她
母 

親
帶
著
岸
英、
岸青
兩
個
小
孩
到
上
海。
負
責
中
執
會
總
務
的
向
警
予
分
配
給
毛
澤
東
一
家
人
單
獨
的
廂
房，
但
空
間
依 

然侷
促
擁擠
。
最
後
他
們
必
須
搬
家，
好
在
是
個
比
較
好
的
地
方，
位
於
公
共
租
界
一
條
安
靜
巷
子
裡。
楊
開
慧
盡
力幫
 

助
丈
夫
工
作
，
夜
裡
抽
暇
到
工
人
夜
校教
課。
P到
了
上
海
，她
首
次
無
法
抑
制
某
些
無
害
的
誘
惑。
這
個
繁
華
城
市
有 

數
不清
的
誘
人
東
西，
可
是她
只
求
與
小
孩
合
拍
一
張
照
片。
這
張
黑
白
照
片
流
傳
下
來
。
照
片
上
的
楊
開
慧
神
情
平 

靜
，
但
略
顯
哀
傷
。
岸青
坐她
膝
上，很

小
，
頭
上
有
一
束
可
愛
的
頭
髮。
岸
英
站
在她
旁
邊
！強
壯
的
小
男
生，臉
頰 

胖

呼
呼、
眼
睛
炯
烟
有
神，
非
常
像
他
父
親。

到
了
仲
秋
時，
毛
澤
東
的
情
況
已
變
得
無
法
忍
受。
他
開
始
神
經
衰
弱
。
十
月
十
日
國
慶
日，
上
海
支
部舉
行
的
一 

項
會
議
中
，
兩
名
國
民
黨
右
派掀
起
口
角，
和
左
派
相
互鬥
毆
。
這
件
事
故
加
深
國、
共
雙
方
人
馬
的
間
隙
。
34
甚
且
， 

從
廣
州
來
的
經
費
援
助
也
斷
了，
支
部
工
作
因
此
停
頓
。
到
了
十
二
月
底，
毛
澤
東
向
中
共
中
央
執
委
會
請
病
假，
陳
獨 

秀
批
准
，
毛
澤
東
帶
著
家
人
離
開
上
海，
回
長
沙
。
他
們
從
長
沙
直
接
到
他
岳
母
在
板
倉
的
家，
二
月
初
才
轉
回
韶
山。 

陪
著
他
們
一
家
四
口
回
家
的
是
毛
澤
民，
他
兩
個
月
前
因
盲
腸
炎
離
開
安
源，
到
長
沙
休
息
。
不
久
之
後，
他
們
的
小
弟 

毛
澤
覃
偕
妻
子
趙
先
桂
也
回
到
韶
山
。
M

毛
澤
東
在
家
足
足
待
了
七
個
月。
他
已
經
厭
倦
每
天
盡
是
爭
辯
統
一
戰
線、
要
和
「資產
階
級
民
族
主
義
者
」
外
交 

交
涉
，
還
要
玩
政
治
遊戲
和
爭吵
。
他
初
期
的
幸
福
感
已
消
失，
換
上
了
陰
鬱
。
他
沒
有
留
在
上
海
參
加
中
共
第
四
次
全 

國
代
表
大
會
恐怕
內
情
不
簡
單。
四
大
在
他
離
開
之
後
兩
個
星
期、即
一
九
二
五
年
元
月
十
一
日
至
二
十
二
日舉
行。
他 

畢
竟
是
中
央
執
委
會
秘
書、
黨
內
第
二
號
人
物。
可
是
，
他丟
下
一
切，跑

了
。

很

顯
然
，
他
無
法
承
擔
此
一
「招
致毀
滅
」
的
政
策
之
責
任。
莫
斯
科
一
再
干
預，
可
能
使
他
惱
怒
。
我
們
曉
得
他

③
譯
按
：
白
魯
轍
在
中
國
的
化
名為
加
倫
將
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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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出
了
名
的
個
性
衝
動
者。
他
會
受
不
了
坐
在
大
會
會
場，
聽
那
「高
明
」
的
維
廷
斯
基
再
次
替
陳
獨
秀
洗
腦，
因
此
他 

「請
病
假
」。
這
一
點
可
稱
不
上
專
業
人
士。

四
大
在
維
廷
斯
基
指
導
下
召
開。
柔
順
的
陳
獨
秀
再
度
承
認
「錯
誤
」。
左
派
立
場
受
到
嚴厲
批
判，
可
是
代
表
九 

百
九
十
四
個
黨
員
與
會
的
二
十
位
黨
代
表，卻
沒
幾
個
人
敢
發
言
抗
議。
那
些
表
示
不
同
意
見
的
人很
快
就
被
貼
上
「托 

派
」
代
理
人
的
標
籤，
因為
此
時
共產
國
際
正
流
行
打撃
托
洛
茨
基。
36

毛
澤
東
沒
再
被
選
入
新
一
屆
中
執
會，
公
認
是 

鮑
羅
廷
「左
右
手
」
的
瞿
秋
白
取
代
毛
澤
東。
瞿
秋
白
亦
被
選
入
中
共
中
央
局，
與
陳
獨
秀、
張
國
燾
、
蔡
和
森
和
彭
述 

之並

列
。
彭
述
之
是
中
共
莫
斯
科
支
部
前
任
領
導
人
之
一。
37
彭
述
之
現
在
主
掌
中
執
會
宣
傳
部，
瞿
秋
白
也
創
辦
黨
的 

新
機
關
刊
物
《熱
血
日
報
》。
宣
傳
部
和
《熱
血
日
報
》
盡
全
力
推
動
莫
斯
科
的
政
策。

但
是
這
一
切
變
化
對
毛
澤
東
沒
有
太
多
影
響。
他
享
受
家
人
團
聚
之
樂。
當
然
他
生
性
積
極
好
動，
閒
不
下
來
。
多 

年
來
，
他
已
經
習
慣
當
個
組
織
家。
起
先
他並
不
容
易
克
服
他
以
知
識
分
子
之
姿瞧
不
起恆
久
以
來
只
知
種
田
勞
動
的鄰
 

人
的
心
理
。
他
已
經
在
多
年
前
離
開
村
子，
長
久
以
來
認為
村
子
這
些
人
「愚
蠢
、
討
厭
」。
38

馬
克
思
主
義教
他
尊
敬 

城
市
工
人
、
「人
類
的
解
放
者
」，
而
不
是
貧
困
的
農
民
。
在
農
民
之
中
工
作
不
是
一
件
吸
引
毛
澤
東
的
事。
毛
澤
東
在 

國
民
黨
第
一
次
全
國
代
表
大
會
時
說
：
「直
到
我
們
確
定
在
農
村
有強
大
的
小
組，
直
到
我
們
已
經
長
期
進
行
煽
動
之 

前
，
我
們
無
法
堅
決
地
採
取
激
烈
行
動
對
付
富
有
的
地
主。
在
中
國
，
大
致
上
(階
級
)
差
異
還
未
到
達
我
們
可
以
發
動 

階
級鬥
爭
的
時
候
。」
39
甚
且
，
我
們
不
應
忘
掉，
毛
澤
東
本
身
也
是
地
主
——

雖
然絕
對
不
是
大
地
主
——

他
離
開
家 

鄉

後
，
相
當
大
程
度
是靠
長
工
替
他
做
工
和
收
田
租
過
活。
④
他
岳
母
在
長
沙
的
板
倉鎮
也
有
一
些
土
地。
當
然
身為
共 

產

黨
人
，
他
應
該
對
村
子
的
窮
人
有
些
同
情，
身為
他
那
個
時
代
的
人，
他
不
可
能
不
瞭
解
農
民
問
題。
可
是
他
還
是很
 

難
把
受
壓
迫
的、
無
知
的
農
民
和
體
驗
過
城
市
生
活
的H
人
連
結
在
一
起
。
就
好
像
第
一
位
農
民
煽
動
者
彭
湃，
許
多
農 

民
剛
開
始
時
把
他
當
作瘋
子，
40

毛
澤
東
必
須
親
自
嘗
試
一
切。

在
遠
房
親
戚
毛
福
軒
的
協
助
下，
毛
澤
東
終
於
可
以
和鄰
人
接
觸
交
往。
他
開
始
以
簡
單、
易懂
的
詞
語
向
他
們
解 

說
，
馬
克
思
主
義
政
治
經
濟
學
和
布
爾
什
維
克
戰
略
。
他
在
自
己
家
裡
或
散
布
在鄰
近
山
區
的
宗
族
祠
堂
裡
和
大
家
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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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鄰
近
地
區絕
大
部
分
農
民
都
是
毛
氏
宗
親，
也
有
利
於
他
(直
到
今
天
韶
山
六
成
居
民
都
是
毛
氏
宗
親
)。
w
毛
澤 

東
的
太
太
楊
開
慧、
小
弟
毛
澤
覃、
兩
位
弟媳
王
淑
蘭、
趙
先
桂
，
以
及
大
弟
弟
毛
澤
民
(不
過
他
沒
在
村
裡
待
太
久
) 

都
盡
力幫
助
他
工
作。
一
九
二
五
年
五
月，
毛
澤
民
奉
湘
區
特
委
之
命
回
長
沙，
七
月
間
又
到
廣
州
農
民
運
動
講
習
所
短 

期
受
訓
(
一
九
二
四
年
七
月
底，
國
民
黨
中
央
執
委
會
接
受
中
共
建
議，
成
立
農
民
運
動
講
習
所，
培
訓
煽
動
及
組
織
農 

民
組
合
的
人
才
)。

根
據
毛
澤
東
的
說
法，
他
和
同
志
一
九
二
五
年
春
天
在
家鄉
建
立
二
十
多
個
農
民
組
合。
42

在
此
之
前
，
湘
潭
地
區 

只
有
一
個
農
民
組
合，
成
立
於
一
九
二
五
年
二
月。
接
下
來
，
七
月
間
，
韶
山
成
立
一
所
農
民
夜
校，
楊
開
慧
在
裡
面教
 

中
文
和
算
術
。
王
淑
蘭
第
一
個
加
入，
不
久妯
娌
倆
吸
引
了
更
多
人
加
入。她
們
沿
門挨
戶
高
唱
：

農
民
苦
，
農
民
苦
，

打了糧食交地主
。

年
年
忙
，
月
月
忙
，

田
裡
場
裡
倉
裡
光
。
43

如
此
簡
單
的
訴
求，
比
黨
的
任
何
決
議
還
管
用。
大
約
同
一
時
候，
毛
澤
覃
在鄰
近
一
個
小
村
也
成
立
一
所
農
民
夜 

校
。
七
月
中
旬，
毛
澤
東
在
韶
山
成
立
中
共
支
部，
指
派
毛
福
軒為
負
責
人。
他另
外
成
立
一
個
共青
團
小
組。
44
和
農 

民
一
起
工
作，
就
這
樣
在
不
經
意
之
下
吸
引
了
他。
他
得
到
的
新
經
驗，
在
近
期
內
就
成為
非
常
寶
貴
的
經
驗。
雖
然
他 

並
未
開
始
更
尊
敬
無
知、
不
識
字
的
農
村
勞
動
者，卻
變
得
相
信
唯
有
依
賴
這
些
數
不清
的
不
幸
農
民，
革
命
才
會
成
功。

④
原
書
註
••毛
澤
東
父
親
擁
有
二
十
二
畝
地，
相
當
三
點
五
英
畝
。他
死
後，
土
地
由
三
個
兒
子
繼
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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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士 
|章

與
蔣
介
石鬥
法

韶
山
之
外
的
世
界
已
經
天翻
地
覆。
一
九
二
五
年
三
月
十
二
日，
孫
逸
仙
於
北
京
因
肝
癌
不
治
而
逝
世。
吳
佩
孚
手 

下
將
領
馮
玉
祥
於
一
九
二
四
年
十
月
倒
戈，
宣
布
支
持
孫
逸
仙，
把
自
己
部
隊
稱為
國
民
軍，佔
領
北
京，
呼籲
結
束
內 

戰
。
孫
逸
仙
應
邀
北
上，
參
加
國
家
統
一
的
和
平
會
議。
馮
玉
祥
亦
向
莫
斯
科
求
助，
克
里
姆
林
宮
提
供
給
他
許
多
著
名 

的
蘇
聯
軍
事
顧
問
。

孫
逸
仙
撒
手
人寰
是
一
大
損
失，
但並
沒
有
使
中
國
一
般
情
勢
更
趨
複
雜。
國
民
黨
內
爆
發
派
系
奪
權鬥
爭，
但 

「左
翼
」很

快
就
獲
勝
。
國
民
黨
左
翼
領
袖、
中
央
宣
傳
部
部
長
汪
精
衛
成為
國
民
黨
領
導
人、
也
是
廣
州
政
府
的
首 

腦
。
馮
玉
祥
、
國
民
黨
和
蘇
聯
之
間
持
續
發
展
友
好
關
係。
三
月
底
，
「左
派
」
蔣
介
石
率
領
「黨
軍
」
掃
平粵
東
，
確 

立
廣
州
政
府
對粵
東
的
控
制。
六
月
間
，
蔣
介
石
又敉
平滇
軍
及
桂
軍
的
叛
變，
成為
迅
速崛
起
的熠
熠
明
星。

一
九
二
五
年
五
月
三
十
日，
上
海
發
生
一
件
事
故，
引
爆
五
四
運
動
以
來
全
國
首
見
的
民
族
主
義
意
識
大
漲。
一群 

中
國
民眾
在
南
京
路
示
威，
抗
議
一
名
共產
黨
工
人
顧
正
紅
稍
早
被
日
本
人
殺
死，卻
遭
到
英
國
部
隊
開
槍
射
擊。
顧
正 

紅
之
死
，
造
成
上
海
全
市
譁
然。
許
多
工
廠
工
人
發
動
罷
工，
學
生
亦
以
罷
課
響
應。
五
月
二
十
四
日，
顧
正
紅
出
殯
之 

日
，
數
萬
人舉
行
反
日
示
威
活
動。
事
情
原
本
或
許
就
此
告
一
段
落。
不
料
，
五
月
二
十
八
日
在
山
東青
島，
中
國
軍
閥 

應
日
本
商
人
之
請
彈
壓，
向
走
上
街
頭
響
應
上
海
紡
織
工
人
的H

人
開
火
。
兩
名
民眾
被
殺、
十
六
人
負
傷
。青
島
的
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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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
引
爆
怒
火
。
五
月
三
十
日
，
大
約
兩
千
名
學
生
在
上
海
公
共
租
界
鬧
區
的
南
京
路
集
會，
高
喊
：
「打
倒
帝
國
主 

義
！
」
「上
海
是
中
國
人
的
！
」
「收
回
租
界
！
」
「中
國
人
團
結
起
來
！
」
等
口
號
。
許
多
人
被
捕
。
下
午
三
點
鐘
左 

右
，
-
大
群
人
聚
在
警
察
局
前，
要
求
釋
放
被
拘
押
人
士。
負
責
的
警
官
冒
火
-
下
令
朝
群眾
開
火，
當
場
打
死
十
人、 

數
十
人
負
傷
。
1這
項
行
動
引
爆
事
端
。
五
月
三
十
一
日，
上
海
工
會
活
躍
分
子
開
會，
成
立
一
個
全
市
性
質
的
「總
工 

會
」
由
李
立
三
領
導
。
在
他
號
召
下，
大
約
二
十
萬
名
上
海
工
人
放
下
工
具。
列強
派
出
二
十
六艘
軍
艦
進
入
黃
浦
江， 

美
、
英
和
義
大
利
陸
戰
隊
登
陸。
新
的
流
血
衝
突
造
死
四
十
一
名
華
人
死
亡，
一
百
二
十
人
負
傷。
？

上
海
屠
殺
引
爆
五卅
運
動，它
是
民
族
主
義
革
命
的
起
始。
針
對
外
國
企
業
遊
行
示
威、
抗
議
集
會
和
罷
工
頻
頻
。 

民眾
又
針
對
外
國
商
品
全
面
抵
制。
六
月
十
九
日，
香
港
工
人
上
街
支
持
上
海
罷
工，
兩
天
之
後，
沙
面
工
人
也
響
應。 

二
十
五
萬
人
總
罷
工。
其
後
大
批
工
人
從
這
些
殖
民
地
中
心
往
廣
州
及
周
圍
大
量
出
走。
廣
東
政
府
開
始
支
持
這
些
罷
工 

工
人
，
宣
布
封
鎖
香
港
和
沙
面。
在
國
民
黨
中
央
工
人
部
領
導
下
成
立
香
港、
沙
面
罷
工
委
員
會，
主
席
蘇
兆
徵
是
廣
東 

人
，
在|

九
二
五
年
春
天
罷
工
前
夕
剛
加
入
中
國
共產
黨。
他
的
副
手
是
鄧
中
夏。

反
帝鬥
爭
日
益
熾
烈，
廣
州
成為
運
動
的
中
心。
汪
精
衛
以
廣
州
政
府為
基
礎，
於
七
月
一
日
正
式
宣
布
成
立
中
華 

民
國
國
民
政
府，
出
任
主
席
。
汪
精
衛
亦
兼
任
國
民
政
府
軍
事
委
員
會
主
席，
效
忠
於
國
民
黨
的
部
隊
統
一
納
入
國
民
革 

命
軍
，
初
步
劃
分為
六
軍。
蔣
介
石
出
任
第
一
軍
軍
長，
以
黃埔
軍
校
幹
部為
主
力
；
前
任
湖
南
省
長
譚
延闓
為
第
二
軍 

軍
長
。
周
恩
來
被
派為
第
一
軍
政
治
部
主
任。
其
他
軍
也
有
一
些
共產
黨
員。
3革
命
熱
潮
橫
掃
全
國，
國
共
同
盟
開
始 

團
結
，
成為
一
股
沛
然
莫
之
能
禦
的
力
量。

到
了
七
月
間
，
愛
國
運
動
風
潮
到
達
韶
山。
毛
澤
東很
快
就
以
農
民
組
合為
基
礎，
成
立
「雪
恥
會
」，
不
過
這
個 

名
字
不
是
他
取
的。
其
他
地
方
也
到
處
出
現
類
似
的
組
織。
長
沙
地
區
六
月
初
一
場
二
十
多
萬
人
出
席
的
反
帝
集
會，
成 

立
了
這
個
組
織
。
七
月
初
，
毛
澤
東
把
去
年
成
立
的
國
民
黨
韶
山
區
黨
部
恢
復
運
作。
*同
一
個
秘
密
會
議
中，
毛
澤
東 

結
合
二
十
多
個
小
團
體
成
立
區
級
的
「雪
恥
會
」。
毛
澤
東
指
揮它
展
開
密
集
的
反
帝
國
主
義
宣
傳。
他
和
同
志
組
織青
 

年
工
作
隊
下鄉
，
向
農
民
聽眾
宣
介
抵
制
外
國
貨
的
想
法。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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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是
，
八
月
底
，
湖
南
省
長
趙恆
惕
再
度
下
令
捉
拿
毛
澤
東。
這
次
倒
不
是
毛
澤
東
煽
動
革
命
惹
惱
趙恆
惕
，
而
是 

因為
毛
澤
東
組
織
運
動
反
對
一
個
陳
姓
地
方
土
豪
-
惹
禍
上
身
。
由
於
韶
山
乾
旱，
農
民
擔
心歉
收，
要
求
陳
某
撥
出
倉 

餘
把
穀
物
賣
給
他
們。
陳
某
打
算
把
穀
糧
送
到
城
裡
高
價
出售
，
當
然
不
答
應
。
毛
澤
東
立
刻
召
集
共產
黨
小
組
及
農
民 

組
合
開
聯
合
會
議。
他
們
派
兩
位
代
表
去
和
陳
某
討
論，
但
沒
有
結
果
。
陳
某
已
預
備
把
穀
物
搬
上
駁
船、
送
往
湘
潭
。 

這
時
候
，
在
毛
澤
東
指
揮
下，
一
百
多
人
手
持
鋤
頭、
木
棍
和
扁
擔
，
在
夜
色
掩
護
下
，
摸
到
「吸
血
鬼
」
陳
某
的
倉 

庫
。
他
們
要
求
陳
某
開
倉，
以
合
理
價
格
賣
出
穀
物。
陳
某
屈
服
，
但
立
刻
向
省
長
告
狀
。
毛
澤
東
這
下
子
又
得
逃
亡 

了
。
朋
友
事
先
向
他
通
風
報
信，
而
這
純
屬
幸
運。
縣
府
裡
的
友
人
湊
巧
看
到
上
司
收
到
趙恆
惕
傳
來
的
電
報
：
「立即
 

逮
捕
毛
澤
東，
就
地
正
法
。」
他趕
緊
通
知
毛
澤
東。
毛
澤
東
在
弟媳
婦
王
淑
蘭
建
議
下，
化
裝為
醫
生，
坐
轎
子
逃
出 

韶
山
。
臨
走
前
，
他
指
示
小
弟
毛
澤
覃
別
坐
候
趙恆
惕
下
令抓
他，
要
追
隨
他
迅
速躲
到
廣
州
去。

次
日
，
毛
澤
東
抵
達
長
沙
.，九
月
初
，
動
身
往
南
方
。
他
又
開
始
神
經
衰
弱，
十
分
恐
懼
。
有
一
天
夜
裡
在
投
宿
的 

旅
店
，
還
把
路
上
寫
的
筆
記
全
部
燒毀
。
九
月
中
旬，
他
終
於
抵
達
廣
州，
在
東
山
醫
院
休
養
了
兩
個
星
期。
e
毛
澤
東 

來
到
這
個
華
南
首
府
不
久，即
在
黃埔
軍
校
及
中
共
廣
東
省
委
工
作。
？

除
了
以
上
種
種
挫
折
-
毛
澤
東
在
十
月
間
又
經
歷
一
項
新
打
擊。
他
自
幼
結
交
的
好
友
蔡
和
森
與
向
警
予
分
手。
這 

件
醜
聞
對
整
個
黨
的
道
德
風
氣產
生
負
面
衝
擊。
蔡
、
向
結
合
在
中
共
黨
內
一
向
被
視為
模
範
夫
妻。
毛
澤
東
這
對
朋
友 

鄙
棄
資產
階
級
的
道
德，
首
開
風
氣
之
先，
沒
有舉
行
任
何
結
婚
儀
式
就
同
居
•，隔
了
多
年
之
後，
中
國
自
由
派青
年
才 

流
行
所
謂
的
自
由
戀
愛。
他
們
兩
人
都很
孤
僻、
一
板
一
眼、
嚴
肅
、
令
人
難
以
忍
受
的
道
貌
岸
然。
許
多
女
性
共產
黨 

員
活
潑
外
向、
招
蜂
引
蝶
，
但
都很
怕
向
警
予，她
不
時
會
向她
們
說教
。
黨
部
開
會
時，
向
警
予
有
時
會
公
開
責
備
愛 

拿
男
女
關
係
當
作
笑
料
的
陳
獨
秀。
女
黨
員
給她
取
綽
號
「革
命
祖
母
」。
瞿
秋
白
漂
亮
的
嬌
妻
楊
之
華拋
棄她
不
愛
的 

前
夫
，
①
改
嫁
給
翟
秋
白，她
就
特
別怕
向
警
予。
因
此
，
蔡
、
向
分
手
來
得
像青
天
霹
靂。
九
月
間
，
當
蔡
和
森
在
北

①
譯
按
.•沈

玄
廬
的
兒
子
沈
劍
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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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
養
病
時
，
向
警
予
自
己
都嚇
一
跳
-
竟
然
愛
上
了
英
俊
的
彭
述
之。
彭
述
之
的
秘
書
鄭
超
麟
回
憶
說
：

中
秋晚
上，為
了
慶贺
佳
節
……
我
們
吃
了
一
頓豐
盛
的晚
飯
.
.
.
.
客
人
散
了，
我
回
到
亭
子
間
睡
覺，
警
予
還
在

述
之
房
裡
不
走
。天
氣
熱，
亭
子
間
房
門
和
前
樓
房
門
都
開
著
。我
一
覺
醒
來，
聽
到
警
予
還
在
說
話
.
.
.
.
表
示她

愛述之
。

不
久，她
就
上
三
樓
去
了
。述
之
到
我
房
裡
來，
說
：
「怪
事
！
怪
事
！」
他
告
訴
我
剛
才
警
予
說
的
話
。

他
說
：
「我
做
夢
也
未
曾
想
到
。」

我
警
告
他，
說
：
「這
件
事
做
不
得，
做
出
會
影
響
團
體
工
作
的
。」.
.
.
.

從
這
日
起，
向
警
予
經
常
從
三
樓
下
來
去
述
之
房
間
談
話，
-
談
就
是
幾
個
鐘
頭
.
.
.
.
以
後，
述
之
就
不
同
我
商

量
。他
接
受
了
向
警
予
的
愛
。

8

可
是
，
究
竟
紙
包
不
住
火，
話
傳
了
出
去
。
向
警
予
親
口
向
蔡
和
森
承
認她
移
情
別
戀，
蔡
和
森
想
不
出
更
好
的
辦
法， 

遂
向
中
執
會
報
告
。
這
個
消
息
重
重
打
擊
中
共
領
導
人，
據
鄭
超
麟
回
憶，
起
先
陳
獨
秀、
瞿
秋
白
、
張
國
燾
和
其
他
領 

導
人
好
久
都
說
不
出
話
來。
最
後
，
陳
獨
秀
決
定
打
斷
這
段
感
情。
中
執
會
派
蔡
和
森
與
向
警
予
一
道
到
莫
斯
科
去，
蔡 

和
森
擔
任
中
共
駐
共產
國
際
執
委
會
代
表，
向
警
予
到
東
方
勞
動
者
共產
主
義
大
學
學
習。
會
議
結
束
時，
陳
獨
秀
囑
咐 

在
場
的
人
對
這
件
事
嚴
守
秘
密。
他
尤
其
囑
咐
瞿
秋
白
切
勿
告
訴
楊
之
華。
可
是
翟
秋
白
控
制
不
了
自
己。
不
久
，
整
個 

黨
都
知
道
這
件
事
。
大
部
分
女
同
志
對
向
警
予
的
不
幸，
幸
災
樂
禍
。
男
同
志
的
看
法
就
不
一
致。
瞿
秋
白
和
張
國
燾
表 

示
不
齒
彭
述
之
所
作
所為
，
要
求
將
他趕
出
中
央
執
委
會。
陳
獨
秀
則
袒
護
彭
述
之。

可
是
，
破
鏡
已
經
難
圓
。
他
們
到
達
莫
斯
科
不
久，
蔡
和
森
於
一
九
二
五
年
十
二
月拋
棄
向
警
予，
和
李
立
三
太 

太
②
熱
戀
。
李
立
三
夫
婦
陪
這
對
「模
範
夫
妻
」
從
上
海
到
莫
斯
科
.，
李
、
蔡
預
定
出
席
共產
國
際
執
委
會
第
六
次
擴
大 

會
議
。
一
路
上，
天真
的
李
立
三為
了
減
輕
蔡
和
森
的
痛
苦，
交
代
妻
子
多
方
安
慰
蔡
和
森，
不
料
妻
子
竟
移
情
別
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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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果
是
蔡
和
森
和
李
妻
公
然
雙
宿
雙
飛，
李
立
三黯
然
隻
身
回
國，
而
向
警
予
後
來
與
東
方
勞
動
者
共產
主
義
大
學
一
位 

蒙
古
人
同
學
湊
成
堆。

這
件
事
若
沒
有
傷
害
到
蔡
和
森
和
彭
述
之、
李
立
三
的
交
情，
動
搖
黨
的
上
層
結
構，
也
就
罷
了
。
③
可
是
，
故
事 

還
有
續
集
。
情
人
遠
謫
之
後，
彭
述
之
借
酒澆
愁，
若
不
是嫵
媚
的
陳
碧
蘭
出
現，
再
譜
出
新
戀
情，
他
或
許
就
成
了
酒 

鬼
。
不
幸
的
是
，
陳
碧
蘭
和
彭
述
之
交
往
前，
和
黨
內另
一
位
重
量
級
人
物
江
浙
區
委
書
記
羅
亦
農
也
有
感
情
來
往。
從 

此
之
後
，
被甩
掉
的
羅
亦
農
成為
彭
述
之
的
敵
人。
9這
些
私
人
恩
怨搞
得
中
共
領
導
人雞
飛
狗
跳，
無
法
專
注
更
迫
切 

的
大
事
。
但
是
，
宣
揚
「自
由
戀
愛
」
的
這
些
「堅
貞
的
共產
黨
人
」
畢
竟
也
是
凡
人
，
而
人
性
在
政
治
上絕
非
不
重 

要
。

毛
澤
東
不
能
不
被
牽扯
進
去。
我
們
不
曉
得
他
是
否
譴
責
向
警
予，
但
是
毫
無
疑
問，
他
同
情
好
朋
友
蔡
和
森、
批 

評
彭
述
之
。
他
在
蔡
、
李
失
和
上，
也
一
定
是
支
持
蔡
和
森。
總
而
言
之
，
這
件
愛
情
醜
聞
無
助
於
毛
澤
東
休
養。
他
繼 

續
神
經
衰
弱
。
幸
運
的
是
，
楊
開
慧
在
十
二
月
底
和
母
親、
兩
個
兒
子
來
到
廣
州，
他
們
把
家
安
在
東
山
一
處
安
靜
的
街 

坊
。
m
毛
澤
東
開
始
恢
復
以
前
的
元
氣。

他
也
不
能
長
久
稱
病
不
出。
事
實
上
，
在
楊
開
慧
抵
達
之
前，
毛
澤
東
已
在
十
月
初
出
院，
投
入
政
治
活
動
。
他
又 

和
一
九
二
四
年
初
一
樣，
再
度
感
受
無
比
的
愛
國
熱
情，
認為
國
民
革
命
的
目
標為
當
務
之
急，
社
會
改
造
的
工
作
可
以 

暫
時
放
下
。
一
九
二
五
年
秋
天，
毛
澤
東
的
政
治
理
念
是
：

本
人
信
仰
共
產
主
義，
主
張
無
產
階
級
的
社
會
革
命
。惟
目
前
的内
外
壓
迫，
非
一
階
級
之
力
所
能
推翻
，
主
張
用

② 

譯按：即
李一純
。

③ 

原
書
註
：
中
共
黨
內
一
度
流
傳，
李
立
三
因為
瘋

狂
愛
上
小
姨
子，為
了甩
掉
妻
子
，
慫恿
她

引
誘
蔡
和
森
。這
件
事
是
否真
實，
我
們
無
從
知 

道
，
但
事
實
上
李
、蔡
兩
人
自
此
交
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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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
產
階
級
小
資
產
階
級
及
中
產
階
級
左
翼
合
作
的
國
民
革
命，
實
行
中
國
國
民
黨
之
三
民
主
義，
以
打
倒
帝
國
主 

義
，
打
倒
軍
閥
，
打
倒
買
辦
地
主
階
級
(即
與
帝
國
主
義
軍
閥
有
密
切
關
係
之
中
國
大
資
產
階
級
及
中
產
階
級
右 

翼
)

，
實
現
無
產
階
級
小
資
產
階
級
及
中
產
階
級
左
翼
的
聯
合
統
治，即
革
命
民眾
的
統
治
。

U

十
月
初
，
汪
精
衛
邀
他
到
國
民
黨
中
執
會
上
班，
接
替
他
宣
傳
部
部
長
的
工
作。
汪
精
衛
知
道
毛
澤
東
是
個
有
才
華 

的
作
家
、
煽
動
家
。
毛
澤
東很
快
就
擔
任
宣
傳
部
刊
物
《政
治
週
報
》
的
編
輯
，
用它
來
散
布
他
對
統
一
戰
線
及
國
民
革 

命
的
觀
點
，並
攻
擊
國
民
黨
的
「右
翼
」
分
子
。
U

他
所
防
衛
的
立
場
契
合
中
共
領
導
人
所
表
達
的
立
場。
他
和
陳
獨
秀
或
中
共
中
央
執
委
會
其
他
成
員
的
立
場並
無
不 

同
。
他
和
中
共
其
他
領
導
人
一
樣，
立
場
不
時
搖
擺
。
當
時
要
在
國
家
及
社
會
元
素
之
間
獲
致
適
當
的
結
合，
殊為
困 

難
。
一
九
二
五
年
中
共
領
導
人
的
戰
術
曲
折
通
常
都
是
以
莫
斯
科
的
政
治
路
線為
依
歸。
陳
獨
秀
及
中
共
其
他
領
導
人
都 

只
能
遵
循它
。

新
政
策
的
精
髓
是
：
依
據
克
里
姆
林
宮
的
看
法，
從
現
在
起
中
國
共產
黨
應
利
用它
寄
身
在
國
民
黨
內，
不
僅
把
自 

己
改
造為
群眾
政
黨，
還
要
藉
由
國
民
黨
左
翼
人
士
及
共產
黨
員
奪
取
黨
內
權
力，
激
烈
地
改
造
國
民
黨
的
階
級
和
政
治 

特
性
。
在
新
政
策
的框
架
內，
中
共
黨
員
應
利
用
在
國
民
黨
內
的
位
置，
把
這
個
組
織
盡
可
能
改
造為

「左
翼
」
政
黨
， 

成為

「人
民
(
工
、
農
)
的
黨
」。
他
們
應
以
排擠

「資產
階
級
代
表
」丟

失
領
導
地
位、
進
而
將
他
們清
除
出
國
民
黨 

為
第
一
要
務
。
然
後
他
們
應
該
影
響
「小
資產
階
級
」
盟
友
，
以
便
最
後
在
中
國
不
是
直
接
透
過
共產
黨、
而
是
藉
由
國 

民
黨
，
建
立
「無產
階
級
專
政
」。

這
個
戰
術
路
線
的
輪
廓
已
由
維
廷
斯
基
在
一
九
二
五
年
春
天畫
好。
其
實
維
廷
斯
基
的
方
案並
無
新
意，
中
國
共產
 

黨
領
導
人
本
身
在
一
九
二
四
年
二
月
就
第
一
個
擁
護
此
一
路
線。
可
是
當
時
維
廷
斯
基
還
未
準
備
好
贊
同
此
一
政
策，
他 

們
只
能
按
兵
不
動。
現
在
維
廷
斯
基
認為
由
於
國
民
黨
內
不
同
派
系
爭
奪
孫
逸
仙
的
遺產
，
黨
內
已
創
造
出
有
利
情
勢。

一
九
二
五
年
四
月，
維
廷
斯
基
終
於
有
機
會
向
史
達
林
報
告
他
的
看
法。
一
九
二
五
年
四
月
二
十
二
日，
他
向
蘇
聯
駐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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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大
使
加
拉
罕
提
到
他
和
史
達
林
談
話
的
大
致
內
容
：
「當
我
們
向
他
(史
達
林
)
解
說
，
共產
黨
有
本
身
的
組
織
…
… 

共產
黨
人
有
權
利
在
國
民
黨
內
部
批
評，
而
且
國
民
黨
本
身
大
部
分
工
作
是
由
我
們
同
志
執
行，
他
非
常
驚
訝
。」
U史 

達
林
被
維
廷
斯
基
的
報
告嚇
了
一
跳，很
快
就
親
自
對
中
國
國
民
革
命
運
動
的
前
景
做
評估
。
用
不
著
說
，
他
不
會
把真
 

相
揭
露
歸
功
於
維
廷
斯
基。
新概
念
的
作
者
必
須
歸
功
於
領
袖，
而
不
是
手
底
下
的
書
記
人
員。
領
袖
賦
與
他
的
理
論
一 

些
普
世
意
義，
把它
當
作
萬
靈
丹，
不
僅
可
解
決
中
國
的
問
題，
也
可
解
決
東
方
大
致
的
問
題。
出
於
加
速
建
立
共產
黨 

在
民
族
主
義
運
動
的霸
主
之
考
慮，
他
開
始
思
考
如
何
把
國
民
黨
及
東
方
其
他
幾
個
民
族
主
義
革
命
政
黨
改
造為

「工 

農
」
或
「人
民
的
」
黨
。

他
從
這
個
視
角
分
析
共產
國
際
執
委
會
第
五
次
擴
大
會
議
(
一
九
二
五
年
三
至
四
月
)
有
關
印
度
工
作
的
決
議
文
草 

案
(這
次
會
議
沒
有
就
中
國
問
題
特
別
通
過
任
何
決
議
)。
他
對
這份
文
件
的
批
示，
特
別
提
出
在
未
來
印
度
「人
民
的 

黨
」
建
立
共產
黨霸
主
的
議
題。
M史
達
林
的
指
示
立
刻
由
共產
國
際
執
委
會
執
行，它
也
把它
傳
達
給
中
國
共產
黨。

一
九
二
五
年
五
月
史
達
林
在
東
方
勞
動
者
共產
主
義
大
學
公
開
演
講
提
起
這
個
問
題
：

在
埃
及
和
中
國
這
樣
的
國
家，
民
族
資
產
階
級
已
分
裂
進
入
革
命
政
黨
和
姑
息
政
黨
.
.
.
.
共
產
黨
必
須
由
民
族
統一

戰
線
的
政
策，
轉
到
工
人
及
小
資
產
階
級
的
革
命
集
團
的
政
策
.
.
.
.
這
個
集
團
可
以
是
單
一
的
政
黨，
也
可
以
像
是

國
民
黨
的
工
農
政
黨
；
這
個
獨
特
的
黨
事
實
上
代
表
兩
股
勢
力
的
集
團
—

共
產
黨
及
革
命
的
小
資
產
階
級
政
黨
。

如
果它
能
加
速
共
產
黨
實
際
領
導
革
命
……

這
樣
組
合
的
政
黨
是
必
要
的
、有
利
的
。
15

共產
國
際
執
委
會
再
次
迅
速
回
應，
把
史
達
林
的
想
法
奉為
圭臬
。
本
著
這
個
精
神
，
共產
國
際
執
委
會
第
六
次
全 

會
(
一
九
二
六
年
二
至
三
月
)
通
過
了
「關
於
中
國
問
題
的
決
議
」。

無
產
階
級
的
政
治崛
起
提
供強
大
的
推
動
力，
加
速
這
個
國
家
所
有
革
命
民
主
組
織
的
發
展
和強
化，
尤
其
是
人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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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革
命
政
黨
國
民
黨，
以
及
廣
州
的
革
命
政
府
。國
民
黨
.
.
.
.
代
表
工
、農
、知
識
分
子
和
城
市
民
主
的
革
命
集

團
.
.
.
.
進
行
反
外
國
帝
國
主
義
和
軍
事
、封
建
的
生
活
方
式
的鬥
爭，
追
求
國
家
獨
立
、團
結
革
命
民
主
力
量
。
16

或
許
史
達
林
認為
他
只
是
在
發
展
原
先
的
路
線。
事
實
上
，
他卻
把它
帶
到
一
個
荒
謬
的
境
地。
他
的
理
論
意
味
著
和
國 

民
黨
的
黨
內
合
作
本
身
就
是
目
的。
史
達
林
認為
共產
黨
最
後
能夠
成
功
把
「資產
階
級
代
表
」趕
出
領
導
位
置、
再趕
 

出
國
民
黨
本
身，
但
是
如
果
有
利
的
連
環
狀
況
沒
有
發
生，
也
就
是
國
民
黨
分
子
竟
比
共產
黨
人
更強
大
的
話，
則
共產
 

黨
就
必
須
向
國
民
黨
領
導
人
退
讓，
這
將
限
制
他
們
的
自
主
及
他
們
的
政
治
獨
立。
所
有
這
一
切
是為
了
留
在
國
民
黨、 

「人
民
的
黨
」
內
部
，
因為
離
開
國
民
黨
就
等
於
埋
葬
了
把
這
個
政
黨
改
造為

「工
農
黨
」
的
希
望
。

統
一
戰
線
這
個概
念
純
粹
是
武
斷
的，
幾
乎
完
全
依
據
對
國
民
黨
內
勢
力
均
衡
想
當
然
耳
去估
計。
身為
極
端
精嫻
 

黨
內鬥
爭
的
人，
史
達
林
必
定
深
信
他
的
政
策絕
對
會
成
功，
只
是
他
此
時
正
忙
著
要
把
他
的
頭
號
敵
人
從
布
爾
什
維
克 

黨
領
導
層趕
出
去。
不
過
，
這
個
政
策
在
深
陷
民
族
主
義
革
命
熱
焰
的
中
國並
未
奏
效。
國
民
黨
和
俄
羅
斯
共產
黨
不
一 

樣
，它
是
一
個
革
命
政
黨，
黨
內
的
反
共
軍
人
派
不
僅
在
軍
官
圈
獲
得
支
持，
在
中
國
社
會
重
要
部
門
也
頗
孚
人
心。
根 

本
不
可
能
把
這
群
人
排擠
出
他
們
自
己
的
政
治
組
織。

中
國
共產
黨
客
觀
上
乃
是
受
史
達
林
路
線
所
挾
持。
他
們
沒
有
辦
法
不
接
受它
，
因為
他
們
得
完
全
依
賴
蘇
聯
的
財 

務
援
助
。
同
樣
的
，
也
不
可
能
沒
有撕
裂
統
一
戰
線
之
虞
去
執
行
把
國
民
黨
共產
化
的
命
令。
n
根
據
張
國
燾
回
憶
錄
的 

判
斷
，
中
共
領
導
人
大
多
數
也
瞭
解
這
一
點，
因
此
被
迫
要
玩
心
機、咋
唬
和扭
曲。
W可
是
，它
並
不
能
永
遠
奏
效， 

唯
一
可
能
的
結
果
就
是
失
敗。

起
初
，
沒
有
任
何
跡
象
預
兆
會
出
現偌
大
的
事
態
變
化。
情
勢
顯
得
共產
黨
和
國
民
黨
「左
翼
」
的
確
有
機
會
把
國 

民
黨
改
造為

「工
農
」
黨
。
反
帝
運
動
在
全
國
風
起
雲
湧，
工
人
的鬥
爭
日
益強
烈，
國
民
黨
的
「左
翼
」
領
導
人
也
明 

白
地強
調，
有
意
與
中
共、
蘇
聯
及
共產
國
際
發
展
良
好
關
係。即
使
實
際
上
國
民
革
命
軍
整
個
軍
官
團
都
屬
於
地
主
階 

級
，
也
沒
有
人
干
預
毛
澤
東
在
國
民
黨
內
宣
傳
應
該
消
滅
地
主
階
級
的
激
進
言
論。
b沒
錯
-
國
民
黨
的
「左
翼
」
領
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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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
仲
愷
在
八
月
二
十
日
被
刺
客
暗
殺
身
亡，
可
是
「右
翼
」
地
位卻
因
此
受
挫。
廖
案
之
後
，
汪
精
衛
還
喊
出
「想搞
革 

命
的
，
向
左靠
！
」
的
口
號
。
20
氣餒

的
「右
翼
」
想
要
分
裂
國
民
黨，
在
北
京
市
郊
西
山另
行
召
開
所
謂
的
國
民
黨
一 

屆
四
中
全
會，
可
是
沒
有
具
體
成
績。
汪
精
衛
、
蔣
介
石
、
譚
延闓
及
其
他
多
位
國
民
黨
領
導
人
在
共產
黨
支
持
下，
紛 

紛
表
示
反
對
右
翼
人
士。
十
一
月
二
十
七
日，
毛
澤
東
以
國
民
黨
中
執
會
的
名
義
起
草
一
封
信
向
黨
內
所
有
同
志
號
召， 

並
尖
銳
批
評
西
山
會
議
派。
十
二
月
五
日
-
這
封
公
開
信
刊
載
在
《政
治
週
報
》
創
刊
號
。它
帶
著
布
爾
什
維
克
的
譏 

誚
，
宣
稱
：
「今
天
的
革
命
是
全
世
界
革
命
和
反
革
命
這
兩
大
勢
力
最
後
決
戰
的
一
個插
曲
…
…
我
們
必
須
認清
今
天
的 

情
勢
是
，
不
支
持
革
命，
就
是
反
革
命
。絕
對
沒
有
中
立
立
場
。
」
M

毛
澤
東
一
九
二
五
年
十
二
月
一
日
在
國
民
革
命
軍
第
二
軍
機
關
刊
物
《革
命
》
上
發
表
〈中
國
社
會
各
階
級
的
分 

析
>,
更
有
系
統
地
闡
釋
他
的
觀
點。儘
管
文
章
篇
名
凜
然，它
並
非
學
術
性
的
社
會
學
分
析
作
品。
當
時
中
共
黨
內
根 

本
未
曾
有
人
認真
分
析
中
國
的
階
級
結
構，它
的
黨
員
也
沒
有
著
名
的
社
會
學
家
或
經
濟
學
家。
22
毛
澤
東
也
沒
想
要
成 

為
這
類
學
者
專
家。
他
這
篇
純
粹
宣
傳
性
質
的
文
章
有它
具
體
的
政
治
目
標，
預
備
證
明
基
於
中
國
社
會
性
質
使
然，
革 

命
的
敵
人
人
數
極
少，
因
此
「左
翼
」
集
團
必
會
勝
利。為
了
便
於
討
論，
他
把
社
會
分為
五
個
類
別
：
大
資產
階
級、 

中
資產
階
級、
小
資產
階
級、
半
無產
階
級
和
無產
階
級。
他
不
去
管
事
實
上
他
要
把
已
開
發
的
資
本
主
義
社
會
之
階
級 

關
係
套
用
到
中
國
社
會，
而它
並
不
合
適。
他
提
出
純
粹
政
治
性
質
的
一
個
問
題
「誰
是
我
們
的
敵
人
？
誰
是
我
們
的 

友
人
？
」
他
的
答
案
是
：

一
切
勾
結
帝
國
主
義
的
軍
閥
、官
僚
、買
辦
階
級
、大
地
主
階
級
以
及
附
屬
於
他
們
的
一
部
分
反
動
知
識
界，
是
我
們 

的
敵
人
。工
業
無
產
階
級
是
我
們
革
命
的
領
導
力
量
。一
切
半
無
產
階
級
、小
資
產
階
級，
是
我
們
最
接
近
的
朋
友
。
 

那
動
搖
不
定
的
中
產
階
級
-

其
右
翼
可
能
是
我
們
的
敵
人，
其
左
翼
可
能
是
我
們
的
朋
友
——

但
我
們
要
時
常
提
防 

他
們
，
不
要
讓
他
們
擾
亂
了
我
們
的
陣
線
。〔他
在
文
章另
一
段
寫
說
：
「他
們
現
在
依
然
站
在
半
反
革
命
立
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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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
澤
東
也
認為
缺
乏
階
級
意
識
的
無產
階
級
(流
浪
漢
)
是
「真

正
的
友
人
」
。
他
指
出
：
「這
批
人很
能
勇
敢
奮 

鬥
…
…如
引
導
得
法，
可
以
變
成
一
種
革
命
力
量。」

結
果
是
一
幅
非
常
壯
觀
的
圖
像
：
三
億
九
千
五
百
萬
友
人，
相
對
於
一
百
萬
敵
人
和
四
百
萬
搖
擺
不
定
的
騎
牆
派。 

23
毛
澤
東
根
本
不
介
意
不
同
的
社
會
群
體
其
實
際
組
成
數
字。
所
有
的
數
字
都
只
是
粗估
，
甚
至
他
說
的
中
國
全
國
人
口 

四
億
人
也
是
信
口
開
河。
根
據
一
九
二
二
年
的
人
口
統
計，
中
國
人
口
已
達
四
億
六
千
三
百
萬
人。
他
也
沒
有
費
神
說
明 

各
個
社
會
階
級
在
生產
關
係
體
系
內
實
際
的
經
濟
角
色。
24
縱
使
如
此
，
這
篇
文
章
會
打
動
人
心
是
因為
它
的
政
治
性 

質
。
一
九
二
六
年
二
月，
國
民
黨
中
執
會
農
民
部
刊
物
《中
國
農
民
》
轉
載
這
篇
文
章
。

蔣
介
石
部
隊
掃
蕩
地
方
軍
閥
殘
部、
底
定
廣
東
全
省
之
後，
國
民
黨
第
二
次
全
國
代
表
大
會
迅即
召
開。
毛
澤
東
積 

極
參
與
二
大
之
籌
備
及
開
會。
他
是
代
表
資
格
委
員
會
一
員，
也
是
有
關
宣
傳
及
農
民
問
題
決
議
文
起
草
小
組
成
員。
他 

對
黨
兩
年
來
的
宣
傳
工
作
提
出
一
篇
廣
泛
的
報
告。
25
國
民
黨
二
大
是
在
共產
黨
及
國
民
黨
「左
翼
」
日
益
團
結
之
下
所 

召
開
，
起
碼
毛
澤
東
也
有
一份
功
勞。
新
一
屆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的
選舉
，
毛
澤
東
再
度
當
選
候
補
委
員。
國
民
黨
此
一
最 

高
權
力
機
關
中
具
有
中
共
黨
員
身
分
者
從
十
人
增
加為
十
三
人，
而
且
正
式
中
執
委
有
七
人，
比
一
大
的
三
人
大
幅
增 

加
。
這
是
在
汪
精
衛
親
下
指
示
的
結
果。
中
共
領
導
人
本
來
只
建
議
共產
黨
員佔
兩
席
中
執
委。
譚
平
山
和
林
伯
渠
兩
個 

共產
黨
員
更
出
任
中
執
會
常
務
委
員。
還
有另
一
名
共產
黨
員
出
任
國
民
黨
中
央
監
察
委
員
會
委
員。

情
勢
似
乎
一
切
平
順。
蘇
聯
特
務葳
拉
•維
希
尼
雅
可
娃
—
阿
基
莫
娃
回
憶
說，
整
個
二
大
期
間，
汪
精
衛
「甚
至 

比
共產
黨
員
還
更
『左
』」。
26

汪
精
衛
的
報
告強
調
共產
黨
員
和
非
共產
黨
員
都
在
戰
場
上
流
血，
他
們
是
一
體
的、
不 

會
分
割
。
27

這
個
蘇
聯
特
務很
高
興，
「在
大
會
閉
幕
前
，
有
位
主
席
團
成
員
打
開
一
幅
紅
布
條，
上
面
的
金
字
是
『全 

世
界
被
壓
迫
人
民
團
結
起
來
，丟
開
帝
國
主
義
的
桎
梏
』
——

這
是
第
三
國
際
送
的
禮
物
。
全
場
歡
呼
歷
數
分
鐘
之 

久
…
…潰
敗
的
右
翼
分
子
靜
默
不
語
。」
28
二
大
之
後，
毛
澤
東
得
到
確
認，
擔
任
國
民
黨
中
央
宣
傳
部
代
理
部
長
。
29 

「左
翼
的
歡
欣
鼓
舞
」
一
直
持
續
到
一
九
二
六
年
三
月
底，
而
以
國
民
黨
重
要
領
導
人
胡
漢
民
二
月
十
七
日
在
共產
國
際 

執
委
會
第
六
次
全
會
上
的
一
篇
演
講
達
到
最
高
潮。
這
位
孫
逸
仙
的
老
戰
友
說
：
「世
界
革
命
只
有
一
個，
中
國
革
命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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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
的
一
部
分
。
我
們
偉
大
領
袖
孫
逸
仙
的
遺教
正
好
吻
合
馬
克
思
主
義
和
列
寧
主
義
…
…國
民
黨
的
口
號
是
：
人
民
群眾
 

至
上
！
這
代
表
工
農
必
須
把
政
治
權
力抓
在
自
己
手
裡。」
30

同
一
個
月
，
國
民
黨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會
甚
至
向
共產
國
際 

執
委
會
主
席
團
提
出
正
式
要
求，
要
求
接
受
國
民
黨
加
入
共產
國
際。
這
封
信強
調，
「國
民
黨
致
力
於
達
成
中
國
革
命 

所
面
臨
的
任
務
——

從
民
族
主
義
革
命
過
渡
到
社
會
主
義
革
命
——

已
有
三
十
年
之
久
。
」
W

一
九
二
六
年
二
月，
蘇
聯
共產
黨
及
共產
國
際
執
委
會
領
導
人
認真
檢
討
這
項
要
求，
蘇
共
中
央
政
治
局
多
數
表
示 

贊
成
接
受
國
民
黨為
同
情
布
爾
什
維
克
的
政
黨。
可̂
是
，慎
重
派
勝
出
；
蘇
共
起
草
一份
閃爍
其
詞
的
覆
國
民
黨
中
央 

執
委
會
的
信
，
交
付
給
胡
漢
民
。
J ?
匕
指
出，
共產
國
際
執
委
會
主
席
團
「視
國
民
黨為
世
界
反
帝
國
主
義鬥
爭
中
的真
 

正
盟
友
」，
如
果
國
民
黨
中
央
堅
定
要
求
的
話，
保
證
會
把
國
民
黨
加
入
共產
國
際
這
個
問
題
列
入即
將
召
開
的
共產
國 

際
第
六
次
大
會
的
議
程。
34

可
是
，
事
情並
沒
有
依
照
共產
國
際
人
員
及
中
共
所
推
動
的
方
向
發
展。
反
倒
是
執
行
共產
國
際
將
國
民
黨
共產
化 

的
決
議
，
無
可
避
免
地
導
致
廣
州
出
現
反
左
翼
的
軍
事
政
變。
一
九
二
六
年
初
開
始
向
右
轉
的
蔣
介
石
發
動
軍
事
政
變。

蔣
介
石
的
反
共
行
動
發
生
在
三
月
二
十
日，
正
是
共產
國
際
執
委
會
第
六
次
全
會
結
束
之
後
五
天。
三
年
之
前，
共 

產
國
際
還
想
邀
他
加
入
共產
黨
的
這
位
將
領，
長
期
以
來即
對
蘇
共
及
中
共
在
中
國
之
活
動
頗
有
疑
慮。
一
九
二
三
年
秋 

天
俄
國
考
察
之
行
使
他
得
到
一
個
結
論
••布
爾
什
維
克
「品
牌
的
國
際
主
義
和
世
界
革
命，
只
是
換
湯
不
換
藥
的
沙
皇
主 

義
，
旨
在
混
淆
、
欺
朦
外
在
世
界
」
。
M 一
九
二
三
年
十
二
月
底
回
到
中
國，
蔣
介
石
向
孫
逸
仙
提
出
報
告
：
「關
於
他
們 

的
對
華
政
策
，
我
覺
得
…
…
他
們
希
望
最
終
能
把它
蘇
維
埃
化。」
36

但
是
，
他
聰
明
地
暫
時
不
對
外
公
開
他
的
感
受， 

尤
其
是
因為
孫
逸
仙
遲
遲
不
對
他
的
報
告
做
批
示
。
蔣
介
石
相
當
高
明
，
連
鮑
羅
廷
也
以為
蔣
是
他
的
好
朋
友。
37

然 

而
，
到
了
一
九
二
六
年
春
天，
蔣
介
石
對
一
些
蘇
聯
專
家
的
活
動
已
失
去
耐
心，
他
們
有
許
多
人
行為
甚為
跋
扈。
他
特 

別
不
喜
歡
蘇
聯
軍
事
顧
問
團
團
長
尼
古
拉
.
庫
比
雪
夫(N

ikolai V. K
uibyshev)

。
在
中
國
化
名
季
山
嘉(K

isanka) 

的
這
個
蘇
聯
顧
問
顯
然
是
個
傲
慢、
魯
鈍
的
軍
人
，
陶
醉
於
自
己
手
握
大
權。
根
據葳
拉
•維
希
尼
雅
可
娃
—
阿
基
莫
娃 

的
說
法
，
季
山
嘉
公
然藐
視
中
國
軍
隊，
不
守
外
交
禮
節，
而
且囂
張
地
試
圖
將
國
民
革
命
軍
置
於
他
本
人
嚴
格
控
制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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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
38

他
不
理睬
蔣
介
石，
所
有
的
軍
事
事
務
喜
歡
直
接找
汪
精
衛
打
交
道。
汪
精
衛
也
樂
得
利
用
季
山
嘉
來
挫
蔣
介
石 

的
銳
氣
。
這
兩
位
國
民
黨
領
導
人
表
面
上
團
結，
其
實
彼
此
憎
惡。
汪
精
衛
主
席
受
不
了
粗
鄙
軍
人
蔣
介
石。
蔣
介
石
見 

到臉
頰豐
潤、
塗
了
重
重
髮
油、
滿
口
廢
話
的
汪
精
衛，
不
由
得
就噁
心。
只
有
鮑
羅
廷
還
能
在
國
民
黨
中
執
會
裡
維
持 

微
妙
的
權
力
平
衡。
中
共
的
不
幸
是
因為
他
們
全
力
支
持
汪
精
衛
和
季
山
嘉。

二
月
底
開
始，
不
滿
意
政
府
「左
傾
」
方
向
的
人
士
開
始
集
結
在
蔣
介
石
四
周。
於
是
乎
，
蔣
介
石
和
汪
精
衛、
季 

山
嘉
之
間
的
私
人
衝
突
開
始
蒙
上
政
治
色
彩。
三
月
二
十
日，
蔣
介
石
出
手
了
。
他
宣
布
廣
州
戒
嚴，
逮
捕
多
位
共產
黨 

人
，並
且
派
兵
包
圍
蘇
聯
軍
事
顧
問
們
的
住
處。
他
刻
意
激
發
事
故，
先
命
令
中
山
艦
政
委、
共產
黨
員
李
之
龍
把
船
開 

到
黃埔
軍
校
。
李
之
龍
把
船
開
到
學
校
附
近
泊靠
時，
突
然
就
被
套
上
「兵
變
」
罪
名
，
編
織
出
「共產
黨
陰
謀
」
造
反 

的
故
事
。
39
蔣
介
石
在
廣
州
全
城
遍
貼
告
示，
宣
稱
：
「我
相
信
共產
主
義，
本
身
差
點
也
成為
共產
黨
人，
但
是
中
共 

已
出
賣
給
俄
國
人，
甘為

『他
們
的
走
狗
』。
因
此
，
我
反
對
他
們
。」
40

他
立
刻
達
成
的
成
果
是，
季
山
嘉
及
其
副
手
解 

職
，
他
所
信
任
的
布
魯
轍
回
任
顧
問
團
團
長。
事
件
和
平
落
幕
。
目
的
達
成，
蔣
介
石
釋
放
被扣
押
人
士，
甚
至
向
還
留 

在
廣
州
的
蘇
聯
專
家
們
道歉
。
布
魯
轍
在
一
九
二
六
年
五
月
底
回
到
廣
州。

縱
使
如
此，
蔣
介
石
發
動
的
政
變
毫
無
疑
義
是
針
對
中
共
及
蘇
共
而
來，
也
預
告
在
國
民
政
府
控
制
地
區
建
立
幾
乎 

不
加
掩
飾
的
國
民
黨
「右
翼
」
及
中
間
派
之
軍
事
獨
裁
政
府。
環
繞
在
汪
精
衛
四
周
的
共產
黨
及
國
民
黨
「左
翼
」
的
地 

位
因
而
大
幅
衰
退
。
汪
精
衛
以
養
病為
名，
被
迫
出
國
。
廣
州鄉
下
的
農
民
組
合
開
始
解
除
武
裝。
對
於
中
國
共產
黨
最 

嚴
重
的
後
果
是
，
蔣
介
石
提
出
一
系
列
要
求，
限
制
共產
黨
員
在
國
民
黨
內
的
政
治
及
組
織
之
自
主。
蔣
介
石
於
一
九
二 

六
年
五
月
在
國
民
黨
中
執
會
全
會
提
出
這
些
要
求，
包
括
：
禁
止
批
評
孫
逸
仙
及
其
遺教
、
限
制
共產
黨
員
在
國
民
黨
中 

執
會
及
省
市
黨
委
人
數
不
得
超
過
三
分
之
一、
禁
止
共產
黨
人
擔
任
國
民
黨
中
執
會
部
處
首
長、
禁
止
國
民
黨
員
跨
黨
加 

入
共產
黨
。5

中
執
會
之
後，
蔣
介
石
集
所
有
大
權
於
一
身。
他
是
國
民
黨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會
常
務
委
員
會
主
席、
他
是 

國
民
政
府
軍
事
委
員
會
主
席、
他
也
是
國
民
黨
中
央
軍
事
部
部
長。
最
重
要
的
是
，
他
是
國
民
革
命
軍
總
司
令
。
42

五
月
國
民
黨
中
執
會
前
夕，
中
共
已
經
曉
得
蔣
介
石
將
會
提
出
中
共
未
來
在
國
民
黨
內
的
地
位
問
題，
向
莫
斯
科
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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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要怎
麼

辦
？
陳
獨
秀
傾
向
於
退
出
國
民
黨，
不
希
望
犧
牲
共
產
黨
的
獨
立
性
。維
廷
斯
基
、托
洛
茨
基
和
齊
諾
維
也
夫 

同
意
這
個
見
解，
但
史
達
林
獨
持
異
議
。他
不
能
接
受
任
何
這
類
的
提
議，
因為
它

將
破
壞
他
的
戰
術
規
劃
。從
這
位
克 

里
姆
林
宮
領
導
人
的
角
度
看，
幾
個
星
期
前
共
產
黨
人
在
這
個
「工
農
的
國
民
黨」
內
已
經即
將
奪
下
大
權
。
怎
麼

會
如 

此
輕
易
降
服
、交
出
已
經
征
服
的
陣
地呢
？
按
照
史
達
林
的
邏
輯，
這
不
音
是
沒
有
道
理
地
向
國
民
黨
「右
翼」
投
降

。
43 

莫
斯
科
指
示
中
共
放
慢
在
國
民
黨
內
攻
勢
的
步
調，
以
便
重
整
力
量
。史
達
林
承
認
有
必
要
「向
國
民
黨
左
翼
做
內
部
組 

織
的
讓
步
，
進
行
人
事
調
整」

。
44

這
只
是
「左翼」
的
問
題
。

蘇
共
政
治
局
認為
蔣
介
石
的
政
變
只
是
共
產
黨
同
客
觀
上
是
他
們
盟
友
之
間
的
衝
突
(這
時
候
蘇
聯
領
導
層
仍
沒
有 

人
認為
蔣
介
石
是
「右
翼」}

。鮑
羅
廷
本
身
承
認
蘇
聯
和
中
共
擴
張
過
快，
瞭
解
蔣
介
石
的
反
應
有
其
不
得
不
然
。他 

在
和
張
國
燾
私
下
談
話
時
說
：
「起
孫
博
士
於
地
下
，
他
也
會
採
取
某
些
措
施
限
制
中
共
的
活
動
。」

45

中
共
再
次
必
須 

服
從
，
尤
其
是
一
九
二
六
年
五
月
蘇
共
政
治
局
指
示
共
產
國
際
執
委
會
和
蘇
聯
政
府
「盡
一
切
能
力
提
高
對
中
國
共
產
黨 

的
人
員
及
財
務
援
助」
。46

毛
澤
東
和
譚
平
山
、林
伯
渠
等
擔
任
國
民
黨
中
執
會
部
門
首
長
的
共
產
黨
員，
必
須
辭
去
職
位
。根
據
張
國
燾
的
回 

憶
錄
，
毛
澤
東
非
常
不
高
興，
責
備
鮑
羅
廷
這
項
撤
退
政
策
。毛
澤
東
私
底
下
和
張
國
燾
談
話
時，
直
斥
鮑
羅
廷
是
「洋 

鬼子」
。
47

宣
傳
部
和
農
民
部
現
在
改
由
國
民
黨
人
出
任
部
長，
蔣
介
石
本
人
自
兼
組
織
部
部
長
。

48

毛
澤
東並
沒
有
失
業
。三
月
中
旬
，即
中
山
艦
事
件
前
四
天，
他
被
派為
第
六
屆
農
民
運
動
講
習
所
所
長
。講
習
所 

因為
改
組
的
結
果，
現
在
招
收
來
自
全
國
的
學
員
。五
月
三
日
，
三
百
二
十
七
名
學
員
高
高
興
興
地
參
加
開
訓
典
禮，
五 

月
十
五
日
正
式
開
課
。四
月
初
起
，
他
也
向
來
自
廣
東
省
的青
年
幹
部
演
講
農
民
問
題
。

49

毛
澤
東
現
在
可
以
全
力
投
入 

一
九
二
五
年
夏
天
以
來
他
的
最
主
要
工
作——
組
織中
國
農民
。

這
項
任
命並
非
偶
然
。自
從
他
由
韶
山
回
到
廣
州
後，
就
不
眠
不
休研
究
農
民
運
動
問
題，
在
國
民
黨
刊
物
上
發
表 

相
關
文
章
，
也
在
演
講
中
一
再
闡
述它
們
。他
表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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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們
太
集
中
在
城
市
居
民
身
上，
忽
視
了
農
民
.
.
.
.
農
民
受
到
的
壓
迫
愈
能
減
輕，
國
民
革
命
就
能
愈
快
完
成
……

如
果
我
們
希
望
鞏
固
國
民
革
命
的
基
礎，
我
們
必
須
先
解
放
農
民
.
.
.
.
唯
有
支
持
中
國
農
民
解
放
運
動
的
人
才
是
忠

實
的
革
命
黨
員
•，
否則
，
他
們
就
是
反
革
命
分
子
。
50

在
中
共
黨
內，
毛
澤
東
已
被
認為
是
農
民
運
動真
正
的
專
家。即
使
是
國
民
黨
領
導
人，
包
括
那
些
「右
翼
」
傾
向 

者
，
也
認為

「湖
南
王
」
(毛
澤
東
當
時
在
中
共
黨
內
同
志
圈
的
綽
號
)
是
「農
民
問
題
專
家
」。
以
鮑
羅
廷
的
話
說， 

他
們
「提
議
由
他
擔
任
農
民
問
題
委
員
會
委
員
」。
H早
在
一
九
二
六
年
一
月，
毛
澤
東
就
在
刊
物
《中
國
農
民
》
上
發 

表
一
篇
短
文
〈中
國
農
民
中
各
階
級
的
分
析
及
其
對
於
革
命
的
態
度
>,
直
接
探
討
中
國
農
民
的
情
況。
雖
然
這
篇
文
章 

有
時
候
逐
句
重
述
他
原
先
討
論
中
國
社
會
階
級
那
篇
文
章
的
許
多
論
點，
但
國
民
黨
的
左
翼
仍
歡
迎它
。
革
命
黨
人
不
需 

要
學
術
論
文，
而
是
政
治
上
尖
銳、
好
戰
、清
晰
的
宣
言，它
正
是
這
樣
的
東
西。
甚
且
，
和
十
二
月
的
文
章
不
同，
這 

篇
文
章
更清
楚
地
描
述
中
國
農
村
的
社
會
結
構。
現
在
不
只
是
五
大
類
(大
資產
階
級、
中產
階
級、
小
資產
階
級、
半 

無產
階
級
和
無產
階
級
)，
毛
澤
東
把
農
村
社
會
分為
八
個
部
分
•.大
地
主
和
小
地
主
(他
和
過
去
一
樣，
也
直
接
稱
他 

們
是
大
資產
階
級
和
小
資產
階
級
)
；
自
耕
農
(小
資產
階
級
)，
半
自
耕
農
(部
分
土
地
是
租
來
的
)，
半
益
農
(無
土 

地
，
但
有
比
較
充
足
的
農
具
及
相
當
數
目
的
流
動
資產
)，
貧
農
(既

無
充
足
的
農
具、
又
無
流
動
的
資產
)，
雇
農 

(不
曉
得為
什麼
，
毛
澤
東
把鄉
村
手
工
業
者
列
入
這
一
群
組
)，
以
及
遊
民
。
雖
然
還
不
太
正
確，
這
個
圖
像
已
更
接
近 

事
*
。
毛
澤
東
依
然
沒
察
覺，
他
誇
大
了
資
本
主
義
在
中
國
農
村
發
展
的
程
度。

這
篇
文
章
有
個
新
元
素。
這
次
毛
澤
東
特
別
同
情
地
提
到
數
以
百
萬
計
的
遊
民，
他
們
被
迫
做
了
土
匪、
淪為
乞丐
 

或
在
軍
閥
部
隊
當
兵
。
和
原
先
一
樣
，
他
把
他
們
當
作
盟
友，
能夠

「勇
敢
奮鬥
」，
但
他
沒
有
只
說
泛
泛
之
詞
。
他 

說
：
「對
於
遊
民
無產
階
級，
則
勸
他
們幫
助
農
民
協
會
一
邊，
加
入
革
命
的
大
運
動，
以
求
失
業
問
題
的
解
決。
切
不 

可
逼
其跑
入
敵
人
那
一
邊，
做
了
反
革
命
派
的
力
量。」

他
依
然
把
主
要
希
望
放
在
五
大
類
農
民
(自
耕
農
、
半
自
耕
農
、
半
益
農
、
貧
農
，
和
雇
農
及鄉
村
手
工
業
者
)
的



1 8 1 第 十 二 章 與 蔣 介 石 鬥 法

「單
一
組
織
」。
他
要
求
他
們
向
整
個
地
主
階
級
展
開鬥
爭，
不
是
只
針
對
最
大
的
地
主鬥
爭
(他
把
擁
有
五
百
畝
土
地， 

即
約
八
十
英
畝
土
地
的
人
列為
大
地
主
)。
「對
於
地
主
階
級
在
原
則
上
用鬥
爭
的
方
法，
請
他
們
在
經
濟
上、
政
治
上 

讓
步
。
在
特
別
情
形
上，即
使
遇
了
如
海豐
、
廣
寧
等
處
最
反
動、
最
兇
惡
，
極
端
魚
肉
人
民
的
土
豪
劣
紳
時，
則
須
完 

全
打
倒
他
。
」
52

大
約
在
同
一
時
候，
毛
澤
東
在
一
九
二
六
年
元
月
於
他
主
編
的
《政
治
週
報
》
上
發
表
一
篇
文
章，
再
次強
調
整
個 

地
主
階
級
，
與
帝
國
主
義
者、
官
僚
、
軍
閥
和
買
辦，
都
在
敵
人
陣
營
裡
。
他
的
結
論
是
：
「現
代
殖
民
地
半
殖
民
地
的 

革
命
，
乃
小
資產
階
級、
半
無產
階
級
和
無產
階
級
這
三
個
階
級
合
作
的
革
命。」
這
次
他
把
遊
民
列
入
無產
階
級。
整 

篇
文
章
指
向
反
對
地
主
。
毛
澤
東
痛
罵
小
「地
主
」，
指
他
們
「的
革
命
是為
了
發
財，
其
餘
階
級
的
革
命
是為
了
救 

苦
.，他
們
的
革
命
是為
了
準
備
做
新
的
壓
迫
階
級，
其
餘
階
級
的
革
命
是為
了
要
得
到
自
己
的
解
放並
且
使
將
來
永
無
壓 

迫
自
己
的
人
。
」
M

如
此
左
傾
言
論
其
實
是
這
個
時
期
的
特
色。
蔣
介
石
的
政
變
在
兩
個
多
月
之
後
才
發
生。
許
多
中
共
領
導
人
認
同
毛 

澤
東
的
看
法
。
一
九
二
五
年
十
月，
中
共
中
央
執
委
會
擴
大
會
議
還
界
定
黨
的
路
線
正
是
要
尖
銳
化
農
村
的
「階
級鬥
 

爭
」。
54
這
次
會
議
是
中
共
黨
史
上
第
一
次
認真
注
意
農
村
問
題，它
也
決
議
要
在
中
執
會
內
設
立
一
個
部
門
專
責
處
理 

農
村
問
題
(這
個
部
門
直
到
一
九
二
六
年
十
一
月
才
成
立
)
。
M

一
九
二
六
年
二
月
中
旬，
毛
澤
東
稱
病
，
把
宣
傳
部
交
給
他
的
副
手
沈
雁冰
(即
日
後
著
名
的
作
家
茅
盾
)，
花
了 

兩
個
星
期
到粵
北、
湘
南
考
察
農
民
運
動。
考
察
過
後，
他
到
國
民
革
命
軍
第
二
軍
幹
部
學
校
演
講，
報
告
農
民
問
題
。
56

蔣
介
石
在
剪
除
共產
黨
員
及
「左
翼
」
之
後
，
積
極
準
備
展
開
北
伐
。
孫
逸
仙
在
世
時即
有
意
展
開
北
伐
軍
事
行 

動
，
以
討
平
軍
閥，
統
一
中
國
。
布
魯
轍
在
這
方
面
提
供
極
大
的
協
助。

三
月
底，
北
伐
的
準
備
工
作
如
火
如荼
進
行
中，
毛
澤
東
參
加
國
民
黨
中
央
農
民
部
一
項
會
議
(當
時
仍
由
共產
黨 

人
林
伯
渠
擔
任
部
長
)。
毛
澤
東
理
解
到
國
民
革
命
軍
所
到
之
處，
無
可
避
免
就
會
吸
引
數
以
百
萬
計
的
農
民
加
入
國
民 

革
命
，
他
提
議
農
民
運
動
幹
部
把
注
意
力
投
注
在
國
民
革
命
軍
將
會
經
過
的
地
區，
如
江
西
、
湖
北
、
直隸
、
山
東
和
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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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諸
省
。
57
不
曉
得為
什麼
，
他
沒
有
列
入
老
家
湖
南
省
；
或
許
是
沒
有
人
會
懷
疑
是
否
有
必
要
在
這
個
與
廣
東
直
接
相 

鄰
的
省份
組
織
農
民
運
動吧
。

七
月
初
，
國
民
革
命
軍
十
萬
將
士
誓
師
北
伐。
馮
玉
祥
在
一
九
二
四
年
十
月即
宣
布
支
持
孫
逸
仙，
他
率
領
的
十
五 

萬
之眾
的
國
民
軍，
客
觀
上即
是
盟
友。
一
九
二
六
年
五
月，
馮
玉
祥
甚
至
加
入
國
民
黨.，可
是
他卻
幫
不
了
國
民
黨
同 

志
，
因為
北
伐
開
始
之
前
三
個
半
月，
他
剛
被
北
洋
軍
閥
聯
手
擊
敗。
蔣
介
石
面
對
三
大
軍
閥
勢
力。
其
中
最
重
要
的
是 

華
中
的
吳
佩
孚，
曾
在
一
九
二
三
年
二
月
七
日
下
令
朝
漢
口
罷
工
工
人
開
槍。
華
東
方
面
是
孫
傳
芳，
華
北
及
東
北
則
是 

張
作
霖
。
吳
佩
孚
、
孫
傳
芳
各
號
稱
部眾
二
十
萬
人，
張
作
霖
更
擁
兵
三
十
五
萬
。
兩
相
對
比
，
蔣
介
石
顯
然
寡
不
敵 

眾
，
可
是
他卻
很
幸
運。
一
九
二
六
年
二
月
初，
吳
佩
孚
陣
營
的
湖
南
省
長
趙恆
惕
所
部
分
裂。
第
四
師
師
長
唐
生
智
叛 

變
，
投靠
廣
州
政
府。
唐
生
智
得
到
廣
州
聲
援，
進
攻
趙恆
惕
，
逼
他
退
出
長
沙
。
一
九
二
六
年
三
月
底，
唐
生
智
自
命 

為
湖
南
省
長，
可
是卻
沒
有
辦
法
立
刻
增強
他
在
省
城
的
陣
地。
吳
佩
孚
調
兵
攻
打
他，
唐
生
智
被
迫
棄
守
長
沙。

在
這
種
情
況
下，
蔣
介
石
採
取
唯
一
的
正
確
行
動。
五
月
十
九
日，
他
派
出
一
團
兵
力
(兩
千
人
)
入
湖
南
——

這 

是
當
時
國
民
黨
軍
隊
唯
一
由
共產
黨
員
擔
任
團
長
的
部
隊。
這
個
團
協
助
唐
生
智
穩
住
情
勢。
六
月
初
，
唐
生
智
部
隊
番 

號
改為
國
民
革
命
軍
第
八
軍。
這
一
來
，
預為
決
定
了
北
伐
的
初
步
成
功。
誓
師
北
伐
之
後
才
兩
天，即
七
月
十
一
日， 

第
四
、
第
七
和
第
八
軍
聯
手
再
度
攻
克
長
沙
。
八
月
中
旬
，
唐
生
智
和
蔣
介
石
會
商
之
後，
決
定
兵
分
兩
路
，
繼
續
北 

伐
。
西
路
軍
的
目
標
是
武
漢
；
東
路
軍
則
直
撲
江
西
省
會
南
昌。
蔣
介
石
親
率
東
路
軍，
唐
生
智
領
導
西
路
軍。
八
月
十 

七
日
，
恢
復
北
伐
。
58

國
家
統
一
已
經
開
始，
可
是
毛
澤
東
留
在
廣
州。
他
沒
辦
法
回
到
已
被
國
民
革
命
軍
解
放
的
故鄉
湖
南，
因為
他
的 

工
作
忙
得
不
得
了。
他
一
再
被
邀
請
到
各
種
集
會
去
演
講
農
民
運
動。
人
人
都
預
期
農
村
會
出
現
大
規
模
的
革
命
起
義。 

毛
澤
東
在
農
民
運
動
講
習
所
的
四
個
月
期
間
有
三
個
重
點
：
「農
民
問
題
」
(每
週
二
十
三
個
小
時
)、
「農
村教
育
工
作
」 

(九
小
時
)
和
地
理
(四
小
時
)。
他
應
國
民
黨
廣
東
省
黨
部
農
民
委
員
會
的
邀
請，
在它
為
軍
官
們
辦
的
課
程
上
演
講
農 

村
問
題
及
共產
國
際
和
蘇
聯
的
歷
史。
七
月
有
一
個
星
期，
他
和
講
習
所
同
仁
一
道
到粵
北
向
農
民
做
宣
傳
工
作
■，
八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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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
他
到粤
東
海豐
地
區
督
導
學
員
實
習，
花
了
十
四
天
時
間
。
九
月
初
，
他
到
黃埔
軍
校
向
學
生
演
講。
同
時
，
他
還 

要
編
輯
、
籌
劃
一
系
列
有
關
「農
民
問
題
」
的
傳
單
印
行
。
$

他
沒
有
改
變
他
激
進
的
觀
點。
他
依
然
主
張
推翻
整
個
地
主
階
級，即
使
北
伐
軍
隊
的
許
多
將
校
都
是
地
主
的
兒 

子
。
他
堅
稱
：
「國
民
革
命
的
中
心
問
題
就
是
農
民
問
題。」

農
民
不
起
來
參
加並
擁
護
國
民
革
命，
國
民
革
命
不
會
成
功
.
.
.
.
經
濟
落
後
之
半
殖
民
地
革
命
最
大
的
對
象
是
農
村

宗
法
封
建
階
級
……

若
無
農
民
從鄉
村
中
奮
起
打
倒
宗
法
封
建
的
地
主
階
級
之
特
權，
則
軍
閥
與
帝
國
主
義
勢
力
總 

不
會
根
本
倒塌

。

結
論即
是
，
當
前
主
要
任
務
必
須
是
「迅
速
發
展
農
民
運
動
」
。
60
這
就
是
他
向
聽眾
教
的
；
這
就
是
他
全
力
以
赴 

的
目
標
。
似
乎
再
也
沒
有
任
何
東
西
可
以
橫
阻
此
一
革
命
前
景。
似
乎
數
以
百
萬
計
遭
受
壓
迫
的
農
民
已
準
備
好
攘
臂
而 

起
，
鬧
個
天
下
大
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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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士
二
章

統
一
戰
線
瓦
解

一
九
二
六
年
秋
天，
國
民
革
命
軍
西
路
軍
在
湖
南、
湖
北
擊
敗
吳
佩
孚
部
隊
後
已
到
達
長
江
流
域。
九
月
六
日
攻
陷 

漢
陽
、
九
月
七
日佔
領
漢
口，
十
月
十
日
國
慶
日
當
天
取
得
武
昌。
這
三
個
城
市
合
起
來
稱為
武
漢
三鎮
，
現
在
完
全
落 

入
國
民
革
命
軍
手
中。
武
漢
是
中
國
最
大
都
會
中
心
之
一，
人
口
大
約
一
百
五
十
萬
人。它
地
處
華
中
平
原，
是
中
國
最 

重
要
的
交
通
動
脈
交
會
地，
長
江
自
西
而
東
•，
北
有
京
漢
鐵
路
，
由
漢
口
接
北
京
•，南
有
湘
漢
鐵
路
，
連
結
武
昌
和
長 

沙
.，戰
略
地
位
十
分
重
要。
十
九
世
紀
末，
武
漢
開
放為
洋
人
通
商
口
岸，
洋
人
在
漢
口
建
立
租
界。它
很
快
就
發
展
成 

為
華
中
最
重
要
的
商
業
港
口。
漢
口
和
漢
陽
出
現
許
多
工
商
企
業。
然
而
，
武
漢
三鎮
的
公
共
及
文
化
生
活
中
心
仍
在
武 

昌
，它
是
湖
北
省
省
會。

攻
克
武
漢
是
國
民
革
命
軍
一
項
重
大
勝
利。
十
一
月
初
，
國
民
黨
中
央
政
治
會
議
通
過
決
議，
國
民
政
府
由
廣
州
遷 

至
武
漢
。
一
個
月
之
後，
若
干
部
長
(大
都
是
左
翼
分
子
)
偕
鮑
羅
廷
一
道
進
駐
新
首
府。
一
九
二
七
年
一
月
一
日，
武 

漢
經
正
式
宣
布為
國
民
政
府
首
都。
1國
民
黨
在
全
國
掃
蕩
反
動
軍
閥，
勝
利
已
經
在
望。

十
一
月
初
，
毛
澤
東
也
離
開
廣
州
，
不
過
他
是
前
往
上
海，
而
非
武
漢
。
中
共
中
央
執
委
會
又
調
他
到
黨
中
央
工 

作
，
這
次
是
主
持
新
成
立
的
「農
民
運
動
委
員
會
」，
和
在
廣
東
組
織
農
民
赫
赫
有
名、
而
今
已
加
入
中
共
的
彭
湃
一
同 

工
作
。
總
共
六
個
人
，
個
個
都
有豐
富
的
農
村
工
作
經
驗
-
將
在
毛
澤
東
領
導
下
工
作。
？毛
澤
東
和
他
們
背
景
相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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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過
他
從
事
農
民
工
作
的
實
際
經
驗
或
許並
沒
有
彭
湃豐
富。
他
的
長
處
是
，
能
從
事
實
綜
合
歸
納
出
理
論，
能夠
簡 

潔
、清
晰
地
表
達
他
的
思
想，並
且
巧
妙
地
整
理
成概
念，
甚
且
他
是
個
非
常
高
明
的
宣
傳
家。
他
對
農
民
問
題
的
觀 

點
，
吻
合
許
多
中
共
領
導
人
的
看
法，
他
們
也
相
當
的
左
傾。
例
如
，
中
共
中
央
局
委
員
瞿
秋
白
在
一
九
二
六
年
九
月
建 

議
中
央
宣
傳
部
要
依
毛
澤
東
的
理
論
——

農
民
要
針
對
「革
命
最
大
的
敵
人
」
「宗
法
封
建
的
地
主
階
級
」
展
開鬥
 

爭
——

做
工
作
。
或
許
就
是
瞿
秋
白
和
維
廷
斯
基
安
排
毛
澤
東
出
任
農
民
運
動
委
員
會
書
記。
3

從
一
九
二
六
年
六
月
起，
維
廷
斯
基
長
駐
上
海，
擔
任
新
成
立
的
共產
國
際
遠
東
委
員
會
書
記。
北
伐
發
動
時，
維 

廷
斯
基
依
據
職
權、
未
向
上
級
請
示，
就
說
服
中
共
中
央
執
委
會
在
農
民
問
題
上
進
行
一
貫
的
激
烈
政
策。
4

我
們
不清
楚
總
書
記
陳
獨
秀
是
否
反
對
毛
澤
東
出
任
此
一
新
職
務。
他
可
能並
不
反
對
。
「老
先
生
」
在
黨
內
領
導 

圈
仍
然
十
分
受
尊
敬，
若
沒
經
過
他
首
肯，
毛
澤
東
恐怕
也
得
不
到
新
職
位。
陳
獨
秀
本
身
持
左
翼
觀
點，
但
一
向
兩
面 

玩
弄
。即
使
他
聽
取
左
翼
的
維
廷
斯
基
意
見，
他
也
向
史
達
林
保
證，
會
威
脅
到
統
一
戰
線
的
極
端
主
義，絕
不
會
得
到 

鼓
勵
。
北
伐
開
始
後
不
久，
陳
獨
秀
在
上
海
召
開
中
共
中
央
執
委
會
全
會，
以
張
國
燾
的
話
說，
會
中
就
農
民
運
動
通
過 

一
項
「軟趴
趴
」
的
決
議
。
；它
現
在
只
號
召
農
民
爭
降
租、
降
利
息
，
緩
和
稅
負
、
禁
止
投
機
。
決
議
說
：
「農
民 

們
！
團
結
起
來
，
反
對
貪
官汙
吏、
土
豪
劣
紳
，
反
對
軍
閥
政
府
橫
征
暴
斂
！
」
6全
部
就
這麼
多
。

瞿
秋
白
、
張
國
燾
、
譚
平
山
和
其
他
許
多
共產
黨
員
都
不
滿
意。即
使
陳
獨
秀
的
兒
子
陳
延
年
(時
任
中
共
廣
東
省 

委
書
記
)
這
時
候
也
反
對
總
書
記。
這
些
領
導
人
要
求，
鑒
於
北
伐
的
順
利
發
展，
應
該
提
出
「『農
民
分
田
』
的
農
民 

革
命
口
號
，
以
便
動
員
農
民
推
動
運
動
」。
？但
是
，
陳
獨
秀
身為
總
書
記，
要
負
責
無
瑕
疵
地
執
行
史
達
林
的
對
華
政 

策
，
根
本
沒
有
力
量
執
行
本
身
的
意
志。
或
許
他
同
意
毛
澤
東
的
新
職，
私
下
希
望
得
到
這
個
著
名
的
農
民
問
題
專
家
之 

助
，
他
才
可
以
繞
過
共產
國
際，
「推
動
」
「左
翼
」
路
線
。

毛
澤
東
可
能
根
本
不
知
道
其
中
還
有
這麼
多
玄
機。
農
民
運
動
講
習
所
第
六
屆
已
在
他
受
邀
到
上
海
之
前
兩
個
月
結 

訓
，
因
此
他
可
以
輕鬆
地
接
下
新
職。
他
的
家
人
也
在
同
一
時
間
離
開
廣
州。
楊
開
慧
已
經
懷
胎
五
個
月，
他
們
講
好她
 

在
母
親
陪
同
下，
帶
著
小
孩
回
長
沙。
8他
們
再
度
分
居
兩
地，
但
是
楊
開
慧
沒
有
抱
怨。她

理
解
，
革
命
需
要
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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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
澤
東
一
陷
入
黨
內
紛
爭
後，
沒
有
在
上
海
逗
留
太
久。
中
執
會
內
部
情
勢
緊
繃，
黨
的
領
導
人
因
爭
論
而
分
裂。 

甚
且
，
中
共
領
導
層
激
進
派
和
溫
和
派
之
間
的
勢
力
均
衡，
最
近
也
出
現
變
化。
毛
澤
東
還
未
到
達
上
海
之
前，
維
廷
斯 

基
接
到
莫
斯
科
一
項
驚
人
指
令。
史
達
林
擔
心
北
伐
的
結
果，
下
令
中
共
改
採
更
加
後
退
的
戰
術，
這
次
甚
至
要
向
國
民 

黨
「右
翼
」
退
讓
。
史
達
林
認為
中
國
目
前
的
軍
事
情
勢
已
在
國
民
黨
內
創
造
一
種
勢
力
平
衡，它
對
中
共
愈
來
愈
不 

利
，
也
正
因為
如
此，
中
共
才
無
法
肅清
國
民
黨
內
的
「反
共
派
」。
十
月
二
十
六
日，
蘇
聯
共產
黨
政
治
局
通
過
一
項 

指
令
，
禁
止
在
中
國
針
對
資產
階
級
和
封
建
的
知
識
分
子
發
展鬥
爭，
換
句
話
說
，
停
止
對
在
此
之
前
被
共產
國
際
視為
 

「右
翼
分
子
」
的鬥

爭
。
史
達
林
及
其
支
持
者
都
沒
有
放
棄
把
蔣
介
石
的
黨
共產
化
的
希
望。
他
們
認為
，
這
只
是
改
變 

戰
術
的
問
題
。
事
實
上
，
十
月
二
十
六
日
這
道
指
示
代
表
對
華
新
政
策
——

遠
東
局即
是
如
此
解
讀它
。
9

收
到
指
令
之
後，
遠
東
局
和
中
共
中
央
執
委
會
立即
在
十
一
月
五
至
六
日，
也
就
是
毛
澤
東
到
達
之
前，
商
量
局 

勢
。
陳
獨
秀
無
奈
地
發
現，
他
和
共產
國
際
暗
中
較
勁，
竟
然
證
明
他
對
了
。
如
果
他
遵
循
維
廷
斯
基
和
瞿
秋
白
的
建 

議
，
這
下
子
可
不
又
立
刻
成為
代
罪
羔
羊。
現
在
，
根
據
維
廷
斯
基
的
提
議，
會
議
決
定
「推
動
國
民
黨
左
派
走
上
革
命 

之
路
…
…別
讓它
過
早
慌
張、跑
掉
」。
簡
單
說
，
在
任
何
情
況
下，
都
不
可
能
將
農
民
運
動
激
進
化。
中
共趕
緊
送
一 

項
決
議
文
到
莫
斯
科，
向
總
部
保
證
他
們
只
會
要
求
沒
收
最
大
地
主、
軍
閥
和
土
豪
劣
紳
的
土
地，
以
及
公
有
土
地，
再 

派
發
給
農
民
。
可
是
，
連
這
樣
溫
和
的
決
議，
史
達
林
也
批
駁，
堅
持
換
上
無
意
義
的
一
段
話
：
希
望
沒
收
屬
於
反
革
命 

分
子
的
土
地
。
⑴

這
就
是
毛
澤
東
到
了
上
海
所
面
臨
的
狀
況。
他
不
願
放
棄
他
的
觀
點，
可
是
他
也
不
想
興
風
作
浪。
在
權
力
上
升
之 

際
，
他
若
是
這麼
做
可
就
太
魯
莽
了
。
他
立
刻
召
開
部
門
例
行
會
議，
提
議
依
據
他
在
一
九
二
六
年
三
月
底
發
表
的
意 

見
，
訂
出
具
體
的
「目
前
農
運
計
劃
」。
依
據
這
項
計
劃，
中
共
「在
發
展
農
民
運
動
時
將
採
取
集
中
原
則
」。
換
句
話 

說
，
優
先
組
織
農
民，並
不
只
限
於
廣
東
省，
也
要
在
國
民
革
命
軍
作
戰
的
地
區，
尤
其
是
湖
南、
湖
北
、
江
西
和
河
南 

等
省份
。
同
時
，
在
其
他
若
干
地
方，
包
括
四
川
以
及
江
蘇、
浙
江
等
國
民
革
命
軍即
將
作
戰
的
省份
，
也
要
特
別
努
力 

組
織
農
民
。
>1

這
代
表
要
確
保
不
失
去
領
導
革
命
群眾
的
機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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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九
二
六
年
十
一
月
十
五
日，
中
共
中
央
局
通
過
這
項
計
劃
•，
十
一
月
底，
毛
澤
東
搭
船
由
上
海
到
武
漢，
代
表
農 

民
運
動
委
員
會
到
漢
口。
出
發
前
，
他
交
了
一
篇
文
章
給
黨
中
央
的
刊
物
《嚮
導
》
週
報
，
談
論
江
蘇
和
浙
江
的
農
民
運 

動
。
他
現
在
在
這
篇
文
章
中
只
談
針
對
土
豪
劣
紳
發
動鬥
爭，
不
談
對
付
整
個
地
主
階
級。
U他很
熱
切
要
採
取
行
動， 

但
是
共產
國
際
的
指
示
局
限
住
他。
革
命
烽
火
四
起，
國
民
革
命
軍
勢
如
破
竹，
連
連
告
捷，
勝
利
似
已
在
望。
他
腦
子 

裡
可
能
已
經
浮
現
農
民
揭
竿
而
起、
革
命
法
庭
公
審
「吸
血
的
」
地
主
，
以
及
帝
國
主
義、
放
高
利
貸
及
地
主
權
力垮
台 

的
景
象
。

到
了
漢
□
，
他
精
神為
之
一
振
。
此
地
氣氛
甚
至
比
廣
州
還
更
左。
有
位
目
擊
者
回
憶
說
：
「除
了
安
靜
的
洋
人
租 

界
，
漢
口
古
城
披
上
革
命
的
新
衣。
(國
民
黨
)青
天
白
日
旗
到
處
飛
揚
…
…
各
式
各
樣
的
革
命
組
織
如
雨
後
春
筍
冒
出 

來
…
…
連
工
商
界
大
老闆
也
高
喊
：
『世
界
革
命
萬
歲
！
』
」=

不
久
，
鮑
羅
廷
也
到
了
武
漢
。
他
似
乎
急
躁、
易
發
怒
。
史
達
林
十
月
的
指
令
打
亂
了
他
一
手
牌。
十
月
初
，
他
已 

規
劃
一
套
抑
制
蔣
介
石
——

現
在
已
是
國
民
黨
「右
翼
」
代
表
人
物
——
絕
對
權
力
的
計
劃。
鮑
羅
廷
忘
不
了
三
月
二
十 

日
中
山
艦
事
件，
已
和
蔣
介
石
反
目
成
仇。
十
月
下
半
旬，
他
安
排
國
民
黨
中
執
會
和
省、
直
轄
市
黨
部
代
表舉
行
聯
席 

會
議
，
出
席
者絕
大
多
數
是
「左
翼
分
子
」。
毛
澤
東
也
是
與
會
者
之
一。
聯
席
會
議
替
國
民
黨
通
過
一
項
新
方
案，
含 

納
大
多
數
中
共
對
農
民
問
題
的
溫
和
主
張，
如
降
低
租
金、
利
息
等
。
同
時
，
會
議
亦
懇
請
在
法
國
的
汪
精
衛
「銷
假
回 

國
」。
這
一
拳
已
重
重
打
在
蔣
介
石
身
上，
鮑
羅
廷
要
乘
勝
追
擊
。
鮑
羅
廷
一
到
武
漢，
不
理
莫
斯
科
的
指
令，
和
國
民 

革
命
軍
西
路
軍
總
司
令
唐
生
智
會
面。
他
對
唐
生
智
說
，
他
再
也
不
信
任
蔣
介
石，
只
信
任
他
。
他
對
唐
生
智
奉
承
： 

「誰
能
忠
實
執
行
孫
總
理
計
劃，
誰
就
是
中
國
最
偉
大
的
人
物。」
唐
生
智
回
覆
說
：
「我
預
備
遵
循你
的
一
切
指
示
。
」S 

鮑
羅
廷
現
在
一
心
一
意
要
和
蔣
介
石鬥
，
根
本
不
理
史
達
林
十
月
的
指
令。

同
一
時
期
，
鮑
羅
廷
在
武
漢
也碰
上
棘
手
問
題。
軍
閥
部
隊
——

唐
生
智
首
開
其
端
——

紛
紛
加
入
國
民
革
命
軍， 

它
的
軍
官
團
本
來
就
不
是
自
由
派
的
基
地，
現
在
變
得
益
發
保
守。
唐
生
智
本
人絕
非
「左
翼
分
子
」。
他
只
是
玩
弄
革 

命
，
希
望
得
到
中
共
及
國
民
黨
「左
派
」
協
助
，
可
以趕
走
蔣
介
石，
成為
總
司
令
。
因
此
，
國
民
革
命
軍
組
成
變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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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
際
上
加
速
國
民
黨
內
「右
派
」
勢
力
大
盛
。
鮑
羅
廷
沒
有
力
量
挽
回
頹
勢。
張
國
燾
就
看
得很
清
楚，
形
容
武
漢
的
情 

勢
最
多
只
能
說
是
「夕
陽
無
限
好
」。
b左
翼
人
士
皇
皇
大
言，
其
實
完
全
和
實
際
的
權
力
均
衡
風
馬
牛
不
相
及。

一
九
二
六
年
十
一
月，
蔣
介
石
攻
克
南
昌，
受
戰
勝
鼓
舞，
和
鮑
羅
廷
直
接槓
上。
鮑
羅
廷
遂
發
動
武
漢
當
局
十
二 

月
十
三
日舉
行
臨
時
中
央
黨
政
聯
席
會
議，
接
掌
國
民
黨
控
制
區
域
一
切
權
力。
除
了
國
民
黨
「左
派
」
之
外
，
還
有
三 

名
共產
黨
人
加
入
這
個
機
構。
到
處
都
出
現
海
報，
宣
稱
：
「增
進
黨
權
！
」
「要
求
汪
精
衛
合
作
！
」
「歡
迎
汪
精
衛
回 

國
！
」似
乎
沒
有
人
介
意
汪
精
衛
根
本
還
未
回
到
中
國。
原
本
遍
布
全
城
的
標
語
「擁
護
蔣
總
司
令
！」
換
成
「擁
護
中 

央
政
府
領
導
！」
M
「左
翼
」
的
武
漢
和
「右
翼
」
的
南
昌
，
兩
者
鬧
分
裂
已
經
勢
所
難
免。

中
共
中
央
局
委
員
和
維
廷
斯
基、
鮑
羅
廷
於
十
二
月
十
三
日晚
間
開
會
討
論
局
勢。
黨
內
高
階
領
導
人，
包
括
毛
澤 

東
，
大
都
出
席
。
會
中
出
現
激
烈
爭
辯。
陳
獨
秀
提
出
政
治
報
告，它
依
據
十
月
指
令
的
精
神
指
出，
統
一
戰
線
有
陷
入 

分
裂
的
「極
端
嚴
重
的
」
危
險
。
他強

調
，
「現
在
國
民
黨
大
部
分
政
治、
軍
事
力
量
落
在
右
派
手
中
」，它

「雖
然
非 

常
希
望
克
制
工
農
運
動
…
…
但
還
未
公
開
阻礙
反
帝
運
動
」
。
陳
獨
秀
提
議
現
在
盡
全
力
「保
住
右
派
」，
說
服
他
們 

「團
結
軍
民
」。
他
尖
銳
批
評
那
些
犯
了
「左
傾
錯
誤
」
的
同
志
，
要
求
放
輕
在
城
市
及
農
村
進
行
階
級鬥
爭
的
論
調，
撤 

掉
可
能
惹
惱
國
民
黨
的
最
激
進
的
標
語。
他
表
示
：
「我
們
應
該
向
店
員
及
工
人
說
明，
他
們
不
應
提
出
過
高
的
要
求。」 

他
又
說
：
「對
於
農
民
來
講，
目
前
降
低
租
金
及
利
息
的鬥
爭，
遠
比
解
決
土
地
問
題
來
得
迫
切
。
」
n

毛
澤
東
對
於
他
的
老
師
這
項
報
告
內
容
十
分
失
望，
從
共產
黨
員
的
角
度
看，
簡
直
不
可
思
議
。
他
是
否
知
道
陳
獨 

秀
被
迫
要
說
服
同
志
接
受
他
自
己
也
不
相
信
的
東
西，
也
覺
得很
厭
惡呢
？
然
而
，
或
遲
或
早
，
所
有
的
共產
黨
人、
不 

限
於
中
國
的
共產
黨
人，
都
必
須
學
習
虛偽
作
假
的
藝
術。

然
而
，
現
在
毛
澤
東
還
不
預
備
不
戰即
降。
雖
然
陳
獨
秀
沒
有
指
名
批
評
他，
毛
澤
東卻
大
發
雷
霆。
陳
獨
秀
的
提 

議
也
引
起
廣
東
及
湖
南
代
表
的
反
對，
他
們
力
言
必
須
動
員
群眾
。
毛
澤
東為
他
們
辯
護，
可
是
他
們
的
觀
點
遭
到
與
會 

多
數
人摒
棄
。
M會
議
結
束
前
通
過
的
決
議
指
出
統
一
戰
線
有
兩
個
危
險
的
偏
差，即

「開
展
群眾
運
動
不
負
責
任
的
左 

傾
(以
及
)
…
…軍
事
當
局
無
節
制
地
右
傾，
及
害怕
群眾
運
動
」。
因
此
，
中
共
必
須
向
國
民
黨
政
府
施
壓，
「逼它
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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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
」，
同
時
要
吸
引
群眾
，
逼
「他
們
略
微
右
傾
」。
⑴

然
而
，
這
一
切
都
改
變
不
了
事
實。
維
廷
斯
基
到
南
昌找
蔣
介
石
會
商，
無
功
而
返
。
回
到
漢
口
後，
他
告
訴
張
國 

燾
說
：
「局
勢
已
經
沒
有
希
望。」
20
一
九
二
六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國
民
政
府
主
席
譚
延闓
和
一
些
不
願
意
從
廣
州 

移
到
「左
派
」
控
制
的
武
漢
之
保
守
派
部
長
們，
表
態
支
持
南
昌
的
蔣
介
石
。
雖
然
「左
派
」
宣
布
國
民
政
府
定
都
武 

漢
，
但
國
民
黨
「右
派
」
勢
力
日
益強
大
。
一
九
二
七
年
一
月
三
日，
蔣
介
石
及
支
持
者
決
定
成
立
一
個
和
武
漢
抗
衡
的 

權
力
中
心
「臨
時
中
央
政
治
委
員
會
」。
二
月
初
，
蔣
介
石
要
求
莫
斯
科
立
刻
召
回
鮑
羅
廷，
換
上
蔣
本
人
喜
歡
的
人
選 

(蔣
指
名
拉
狄
克
或
加
拉
罕
〕
。
M

這
時
候
毛
澤
東
已
經
離
開
武
漢，
到
湖
南
第
一
次
農
民
代
表
大
會
演
講。
黨
內
高
層
的
情
形
讓
他很
消沉
，
因
此
這 

次
旅
行
時
機
恰
逢
其
時。
十
二
月
十
七
日，
他
抵
達
長
沙，
當
地
人
士為
他舉
辦
盛
大
的
接
待
會。
這
兒
是
家鄉
，
大
家 

記
得
他
、
尊
敬
他
、
重
視
他
，
特
別
是
因為
共產
黨
員
依
然
控
制
國
民
黨
地
方
黨
部，
他
們
大
都
尊
敬
他
是
頗
有
成
就
的 

老鄉
。
畢
竟
毛
澤
東
曾
經
是
國
民
黨
中
央
候
補
執
委，
也
就
是
說
他
已
進
入
領
導
圈。
大
會
籌
備
人
員
大
都
具
共產
黨
員 

身
分
，
他
們
在
邀
請
電
報
上
說
：
「你
在
農
民
運
動
具
有豐
富
的
經
驗。
我
們
至為
盼
望你
能
回
到
湖
南，
能夠
在
各
方 

面
領
導
我
們
。
」
22

三
天
後
，
毛
澤
東
出
席
在
湖
南
省
農
民
代
表
大
會
和
工
人
代
表
大
會
聯
席
會
議。
有
三
百
多
人擠
在
當
地
一
家戲
院 

小
廳
堂
聽
他
演
講
。
主
持
人
介
紹
他
是
「中
國
革
命
的
領
導
人
」。
可
是
他
的
演
講卻
沒
有絕
大
多
數
極
左
代
表
所
期
待 

的
那麼
具
革
命
性
質。
話
又
說
回
來，
在
史
達
林
下
達
十
月
指
令、
中
共
中
執
會
十
二
月
做
出
決
議
之
後，
毛
澤
東
在
公 

開
場
合
還
能
說
什麼
？
更
何
況
，
大
會
主
席
團
還
有
一
名
共產
國
際
遠
東
局
的
代
表
在
列
(此
人
名
叫
波
里
斯
.
傅
瑞
爾 

〔Boris Freier〕 )

。
毛
澤
東
的
話
大
意
是
：
「我
們
現
在
還
不
是
打
倒
地
主
的
時
候，
我
們
要
讓
他
一
步
。
在
國
民
革
命 

中
是
打
倒
帝
國
主
義
軍
閥
土
豪
劣
紳，
減
少
租
額
，
減
少
利
息
，
增
加
雇
農
工
資
的
時
候。
…
…
在
國
民
革
命
期
間，
我 

們
不
打
算為
自
己
取
得
土
地。」很

自
然
，
他
和
往
常
一
樣，強
調
農
民鬥
爭
的
重
要
性。
「國
民
革
命
是
各
階
級
聯
合 

革
命
，
但
有一

個
中
心
問
題
。
國
民
革
命
的
中
心
問
題，
就
是
農
民
問
題，
一
切
都
要靠
農
民
問
題
的
解
決
…
…
如
果
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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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問
題
解
決
了，
工
人
、
商
人
、
學
生
、教
員
和
其
他
人
的
問
題
也
都
能
迎
刃
而
解。
」
23

毛
澤
東
的
講
詞
讓
蘇
聯
代
表很
高
興，
24
但
是
湖
南
的
共產
黨
人
顯
然很
失
望。
身為
激
進
派，
他
們
希
望
聽
到
呼 

籲

「由
人
民
自
行
重
新
分
配
土
地
」。

可
是
，
湖
南
、
湖
北
或
江
西
的
農
民
都
沒
有
自
主
起
事
反
對
地
主。
國
民
革
命
軍
部
隊
推
進
後，
在
農
村
地
區
有
實 

力
的
農
民
勞
動
者並
沒
有
自
發
的
運
動，
反
而
是
農
村
無
地
的
遊
民
作
亂
——

而
遊
民
正
是
自
古
以
來
農
民
視為
社
會
中 

最
具
破
壞
力
的
元
素。
中
國
農
村
生
活
有
一
個
特
色，
就
是
社
會並
不
像
西
方
那
樣
分為
紳
士
和
農
民，
而
是
分為
兩
個 

深
刻
敵
對
的
部
分
：
一
邊
是
擁
有
土
地
者，
他
們
不
僅
包
括
富
人，
也
包
括
能夠
衣
食
飽
暖
者
•，另
一
邊
是
沒
有
土
地 

者
，即
農
村
的
無產
階
級。
由
於
中
國
務
農
的
人
口
極
多，
沒
有
足夠
的
土
地
讓
人
人
擁
有，
因
此即
使
佃
農，
不
論
有 

多
窮
，
也
覺
得
比
起
流
浪
漢
幸
福
多
了。
有
工
可
做
的
農
民
和
農
村
無產
階
級
之
間
的
鴻
溝
非
常
大，
百
倍
於
富
農
和
貧 

農
之
間
的
差
距
。
這
裡
頭
有
個
重
要
的
原
因，即
是
中
國
從
來
沒
有
所
謂
「農
民
」
和
「地
主
」
這
種
正
式
的
階
級
區 

分
。
農
民
彼
此
之
差
異
純
粹
是
就
他
們
的
財產
產
生
的
所
得
水
準
不
同，
而
分為
大
地
主、
小
地
主
或
農
民
。
當
然
，
這 

不
是
說
地
主
階
級
本
身
之
內
就
沒
有
矛
盾，
而
是
這
一
切
與
遊
民
構
成
的
危
險
一
比，
就
遜
色
太
多
了
。
遊
民
所
犯
下
的 

罪
行
和
暴
力，
使
他
們
威
脅
到
所
有
的
農
民，
這
也
是為
什麼
沒
有
土
地
的
佃
農
通
常
站
在
地
主
同
一
邊。

情
勢
更
因
農
村
各
氏
族強
烈
分
化
而
加
劇。
農
民
住
在
依強
大
的
傳
統
關
係
緊
密
連
結
的
社
區。
在
社
區
裡
，
人
人 

或
遠
或
近
有
親
屬
關
係，
往
往
全
是
同
姓
宗
族。
甚
且
，
他
們
往
往
又
全
是
同
一
個
秘
密
團
體
的
成
員。
當
然
，
同
宗
每 

個
人
的
地
位
和
收
入
各
異，
社
區
裡
有
大
財
主，
也
有
窮
佃
農
。
這
種
情
況
通
常
不
會
在
日
常
生
活
製
造
太
多
不
和。
農 

民
彼
此
的
血
緣
關
係
更強
過
階
級
意
識。
由
於
社
區
裡
富
有
的
宗
長並
沒
有
太
壓榨
佃
農，
且
常
常
以
有
利
條
件
把
土
地 

租
給
窮
族
人
耕
作，
情
況
更
是
如
此。
窮
族
人
有
權
以
有
利
條
件
租
用
屬
於
宗
族
的
土
地，並
非
罕
見
的
事
。
他
們
也
受 

到
所
謂
「民
團
」
的
武
裝
民
兵
之
保
護，
民
團即
由
村
中
長
老
支
持。

這
種
保
護
非
常
重
要，
不
僅
保
護
農
民
對
抗鄉
村
盜
匪，
也
在
不
同
氏
族
彼
此
之
間
發
生
激
烈
衝
突
時
提
供
保
護。 

宗
族
衝
突
發
生
的
頻
率
相
當
高，
華
南
地
區
的
社
會
傳
統
上
以
富
宗
族
和
窮
宗
族
分
立，
械鬥
尤
其
常
見。
窮
宗
族
通
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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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數
百
年
前
由
北
方
南
遷
人
士
的
後
裔，
文
化
上
、
社
會
上
都
未
與
本
地
居
民
融
合。即
使
到
了
二
十
世
紀，
南
方
人
仍 

然
鄙
夷
地
稱
他
們為

「客
家
人
」。
同
一
個
名
詞
也
可
適
用
在
其
他
遷
徙
者，並
不
只
限
於
從
北
方
南
遷
者。
全
中
國
客 

家
人
超
過
三
千
萬
人，
散
布
在
華
南
廣
大
地
區，
西
起
四
川、
東迄
福
建
。
蠻
橫
的
本
地
人
不
讓
這
些
外
來
人
取
得
肥
沃 

土
地
，
因
此
客
家
人
被
迫
住
在
不怎
麼
適
合
農
耕
的
山
區。
結
果
就
是
，
一
代
復
一
代，
他
們
被
迫
向佔
他
們
便
宜
的
舊 

居
民
租
地
耕
作
。

大
約
四
分
之
一
的
新
遷
入
人
口
無
業，
淪為
土
匪
或
乞丐
。
客
家
人
的
貧
窮
極為
嚴
重，
在
大
多
數
客
家
家
庭
連
白 

米
飯
都
被
視為
珍饈
美
食。
比
貧
窮
更
慘
的
是
他
們
備
受
羞
辱。
本
地
人瞧
不
起
他
們
的
原
因很
多
：
他
們
講
的
方
言， 

別
人
聽
不懂
.，
客
家
女
子
不綁
小腳
•，
但
最
重
要
的
一
點
是
，
許
久
以
前
客
家
人
「背
棄
」
自
己
的
家
園
。
本
地
人
認 

定
：
「離
開
故鄉
，
代
表
他
們
不
敬
祖
先
。」
因
此
，
我
們
可
以
理
解，為
什麼
備
受
欺
凌
的
宗
族
不
時
會
作
亂，
而
且 

動
輒
就
是
殊
死
之
戰，
經
常搞
得
較
弱
的
一
方
全
族
滅
門。
①

通
常
，
農
村
無產
階
級
和
屈
居
人
下
的
宗
族
成
員
都
不
要
求
重
新
分
配
土
地。
他
們
爭
的
是
權
力
。
他
們
要
主
宰、 

羞
辱
生
活
處
境
比
他
們
好
的
人、
把
這
些
人
打
倒
在
地。
農
村
無產
階
級
對
生產
方
式
根
本
不
感
興
趣，
窮
人
被
說
服
解 

決
他
們
問
題
的
唯
一
之
道，
是
徹
底
消
滅
富
有
的
宗
族。
中
國
不
同
於
西
方，並
沒
有
封
建
領
主
采
邑。
所
有
的
土
地
不 

是
由
農
民
\
所
有
人
自
行
耕
作，
就
是
出
租
。
在
這
種
情
況
下，
以
平
等
基
礎
全
面
重
新
分
配
土
地
給
每
個
人，
反
而
威 

脅
到
佃
農
和
窮
農
民，
因為
這
將
無
可
避
免
地
使
他
們
賴
以
養
家猢
口
的
土
地
縮
小，
甚
至
完
全
失
去。
唯
一
想
要
全
面 

重
新
分
配
土
地
的
是
貧
下
農，
他
們
不
像
土
匪
和
農
村
無產
階
級，
還
沒
有
失
去
生產
勞
動
的
習
慣。
但
是
他
們
中
的
許 

多
人
，
也
受
到
一
輩
子
宗
法
家
族
觀
念
的
束
縛，
罕
於
動
手
在
地
主
的
土
地
上
工
作。
最
好
的
情
況
下
——

其
實
更
正
確 

講
，
是
最
壞
的
情
況
下
——

他
們
認
同
農
村
無產
階
級，
攻
擊
富
人
，搶
奪
他
們
的
金
錢
財
物。

農
村
無產
階
級
和
貧
下
農
構
成
的
危
險，
自
然
就
緩
和
了
宗
族
之
間
的
矛
盾，
但它
肯
定
不
會
根
除它
們。
中
國
的 

生
活
沒
有
陷
入
無
休
無
止
的
宗
族
戰
爭，
是
因為
除
了
農
村
無產
階
級
之
外，
所
有
的
農
民
還
有
一
個
共
同
的
敵
人
——
 

政
府
。
不
分
地
主
或
佃
農，
人
人
都
深
受
政
府
苛
捐
雜
稅、
貪
官汙
吏
和
軍
閥
寡
頭
的荼
毒。
稅
負
一
增
加，
地
主
就
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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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
提
高
租
金
。
軍
閥靠
著
武
裝
部
隊，
根
本
就
是
魚
肉
農
民
。
課
稅
名
目
繁
多
，
不
僅
是
土
地
稅，
還
有
數
十
種
附
加 

稅
，
例
如
水
利
稅、
抗
災
稅
等
等
，
甚
至
還
提
前
好
幾
年
預
徵。
②
農
民
被
迫
送
禮
給
官
員、
招
待
宴飲
，
還
得
履
行
其 

他
義
務
。
唯
一
得
以
豁
免
的
是
農
村
菁
英
階
層
-
他
們
由
於
家
族
或
其
他
關
係，
享
有
官
僚
或
軍
官
的
保
護
。
M

很

顯
然
，
問
題
非
常
大、很
難
解
決
。
共產
黨
在
中
國
農
村
的
客
觀
盟
友，
的
確
如
毛
澤
東
所
瞭
解，
正
是
農
村
無 

產

階
級
。
因
此
他
在
一
九
二
六
年
一
月
就
主
張
讓
這夥
人
加
入
農
民
協
會。
但
是
他
一
定
已
經
知
道，
農
民
協
會
的
規
定 

是
不
准
流
浪
漢
和
職
業
不
明
的
人
入
會。
農
民並
不
希
望
農
村
無產
階
級
湧
入
他
們
的
組
織，
因
此
國
民
黨
順
水
推
舟， 

通
過
一
項
特
別
決
議，
關
閉
「土
匪
分
子
」
加
入
協
會
的
門
。
農
村
無產
階
級
本
身
也
沒吵
著
要
加
入
農
民
協
會，
因為
 

農
民
協
會
會
員
要
立
誓
戒
賭
。
26

除
了
這
些
社
會
邊
緣
人，
中
共
可
以
無
條
件
地
依
恃
客
家
人
的
支
援。它
也
可
以
依
恃 

屬
於
有
錢
宗
族
裡
部
分
貧
農
的
同
情，
不
過
這
種
同
情
需
要
特
別
技
巧
的
宣
傳。
因
此
，
中
共
所
面
臨
的
問
題
是
：
爭
取 

革
命
的
主
導
權
-
這
就
需
要
鼓
動
貧
下
農、
農
村
無產
階
級
對
抗
其
餘
的
農
民
.，或
是
向
國
民
黨
屈
服，
國
民
黨
雖
與
軍 

閥
作
戰
，卻
保
護
自
耕
農
的
權
利，
以
及
地
主
階
級
的
特
權。

因
此
，
我
們
可
以
理
解，
在
史
達
林
下
達
十
月
指
令
之
前，
地
方
共產
黨
員
(包
括
湖
南
的
黨
員
在
內
)
想
要
建
立 

未
來
的
共產
黨
專
政，
刻
意
在
農
村
點
燃
手
足
相
殘
的
戰
爭
之
火。
毛
澤
東
本
身
也
助
長
這
股
破
壞
風
潮。
他
不
接
受
貧 

下
農
和
農
村
無產
階
級為
統
一
戰
線
製
造
麻
煩
的概
念，
他
們絕
對
沒
有
比
國
民
革
命
軍
「右
派
」
軍
官
製
造
的
麻
煩
來 

得
嚴
重
。

北
伐
初
期
，
湖
南
農
民
消
極
被
動，
對
國
民
革
命
軍
部
隊
沒
有
太
多
實
質
支
援。
武
漢
政
府
建
立
後，
大
半
因
共產
 

黨
人
的
煽
動，
群眾
運
動
蓬
勃
成
長
(
一
九
二
六
年
底，
共產
黨
在
湖
南
農
村
約
有
一
百
一
十
個
工
作
人
員，
國
民
黨
只 

有
二
十
人
。另

外
，
共青
團
也
十
分
活
躍
)。
27
共產
黨
的
訴
求
和
口
號
激
勵
氣氛
、
促
成
連
共產
黨
員
都
還
到
不
了
的

©

原
書
註
：
中
國
客
家
人
罕
於
作
亂
。但
是
最
著
名
的
一
次
作
亂
是
太
平
天
國
之
亂

(
一
八
五
一
至
一
八
六
四
年)，
造
成
兩
千
多
萬
人
喪
生
。
 

②
原
書
註
：
例
如
，
湖
南
省
有
二
十
三
項
附
加
稅，鄰
省
湖
北
高
達
六
十
一
項
，
江
蘇
省
更
不
下
一
百
四
十
七
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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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方
也
出
現
自
發
的
運
動。
所
有
不
讓
農
村
無產
階
級
加
入
農
民
協
會
的
禁
令，
全
被
抛
棄
。
結
果
是
許
多
農
民
協
會
被 

紅
槍
會
、
哥
老
會
等
讓
農
村
居
民
心
生
恐
懼
的
秘
密幫
會
接
管。
28

整
個
村
子
，
包
括
窮
宗
族
成
員，
集
體
加
入
農
民
協

會
。

「農
民
的
階
級
組
織
」
像
雨
後
春
筍
冒
出
來
。
一
九
二
六
年
七
月，
湖
南
省
各
式
各
樣
農
民
組
織
共
有
三、
四
十
萬 

名
會
員
，
到
了
十
二
月
，
人
數
已
膨
脹
到
超
過
一
百
三
十
萬
人。
29
這
些
賤
民
藉
勢
搗毀
富
人
住
家，
共產
黨
在
一
旁
竊 

喜
。
這
就
是
農
村
的
階
級鬥
爭
！
某
個
共產
黨
控
制
的
農
民
協
會，
有
個
會
員
寫
說
：
「在
湖
南
，
失
業
農
民
是
最
英
勇 

的
先
鋒
。
他
們
用
戴
高
帽、
遊
街
、
罰
款
、
罰
酒
食
、
毆
打
和
算
帳
等
方
式，
打
擊
壓
迫
階
級
…
…
現
在
封
建
階
級
已
一 

片
驚
慌
。」
30

這
樣
的
「革
命
」
怒
潮
在
國
民
革
命
軍佔
領
的
其
他
省份
也
頻
頻
出
現。
盜
匪
四
處
出
沒
。
有
些
村
莊
亦 

發
生
械鬥
，
全
村
慘
遭
屠
殺。

一
九
二
六
年
十
二
月，
由
於
共產
國
際
政
策
改
變，
這
一
切
都
必
須
叫
停。
有
誰真
正
能夠
向
這
些瘋
狂
的
「革
命 

戰
士
」
解
釋
，
他
們
的
敵
人
其
實
是
友
人呢
？
誰
又
應
該
去
說
明
黨
的
新
政
策呢
？
毛
澤
東
當
然
不
肯蹚
渾
水，
但
是
他 

需
要
搜
集
論
據
來
說
服
黨
的
領
導
人，
若
有
可
能
說
服
史
達
林
更
好，
向
他
們
點
出
向
右
翼
撤
退
的
政
策
是
錯
的。
他
決 

定
到
湖
南
幾
個
縣
去
考
察，
蒐
集
資
料
以
證
實
他
的
激
進
觀
點。
若
干
年
之
後，
他
在
談
論
類
似
狀
況
時
還
說，
「沒
有 

調查
，
就
沒
有
權
利
講
話
」，
明
顯
地
暗
示
其
他
「理
論
家
」，
少
待
在
辦
公
室
會
有幫
助
。
W

他
從
一
九
二
七
年
一
月
四
日
到
二
月
五
日，
走
遍
湖
南
五
個
縣
調查
、
蒐
集
大
量
有
關
群眾
運
動
發
展
的
材
料。
用 

他
自
己
的
話
說，
他
召
集
「有
經
驗
的
農
民
」
和
「農
運
工
作
同
志
」
開
調查
會，
仔
細
聆
聽
他
們
的
報
告。
回
到
長
沙 

後
，
他
動
筆
寫
成
《湖
南
農
民
運
動
考
察
報
告
》。
楊
開
慧
協
助
他
整
理
材
料
.，她
的
貢
獻
固
不
待
言。
孩
子
則
交
給
毛 

澤
東
和
楊
開
慧
十
二
月
間
請
來
的
護
士
照
料。

毛
澤
東
住
在
離
長
沙
市
中
心
不
遠
的
舊
城
區
望
麓
園。
小
木
屋
位
於
山
上，
可
以
遠
眺
湘
江
對
岸
雄
偉
的
嶽
麓
山
拔 

地
而
起
。
美
景
會
令
詩
人
詩
興
大
發。
可
是
毛
澤
東
無
心
吟
詩
作
詞。
胸
臆
間
的
怒
氣
驅
使
他
寫
下
文
章，為
不
幸
的
群 

眾
之
農
村
革
命
辯
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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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在
報
告
一
開
頭
就
說
：
「許
多
奇
事
，
則
見
所
未
見、
聞
所
未
聞
。」
然
後
就
逕
自
切
入
主
題
：

所
有
各
種
反
對
農
民
運
動
的
議
論
，
都
必
須
迅
速
矯
正
。革
命
當
局
對
農
民
運
動
的
各
種
錯
誤
處
置
，
必
須
迅
速
變

更
.
.
.
.很
短
的
時
間内
，
將
有
幾
萬
萬
農
民
從
中
國
中
部
、南
部
和
北
部
各
省
起
來
，
其
勢
如
暴
風
驟
雨
，
迅
猛
異

常
，
無
論
什麼
大
的
力
量
都
將
壓
抑
不
住
。他
們
將
衝
決
一
切
束缚
他
們
的
羅
網
，
朝
著
解
放
的
路
上
迅跑
…
…
一 

切
革
命
的
黨
派
、革
命
的
同
志
，
都
將
在
他
們
面
前
受
他
們
的
檢
驗
而
決
定
棄
取
。站
在
他
們
的
前
頭
領
導
他
們 

呢
？
還
是
站
在
他
們
的
後
頭
指
手畫
腳

地
批
評
他
們呢
？
還
是
站
在
他
們
的
對
面
反
對
他
們呢
？
每
個
中
國
人
對
於 

這
三
項
都
有
選
擇
的
自
由
，
不
過
時
局
將強
迫你
迅
速
地
選
擇
罷
了
。

毛
澤
東
講
的
是
什麼
樣
的
「農
民
」
？
他
希
望
領
導
什麼
樣
的
人呢
？

這
些
踏
爛
鞋
皮
的
、挾
爛
傘
子
的
、打
閑
的
、穿
綠
長
掛
子
的
、赌
錢
打
牌
四
業
不
居
的
——

總
而
言
之
，
一
切
從 

前為
绅

士
們
看
不
起
的
人，
一
切
被绅
士
們
打
在
泥
溝
裡
、在
社
會
上
沒
有
了
立
足
地
位
、沒
有
了
發
言
權
的
人
， 

現
在
居
然
伸
起
頭
來
了
。不
但
伸
起
頭
，
而
且
掌
權
了
。他
們
在鄉

農
民
協
會
(

農
民
協
會
的
最
下
級
)

稱
王
，鄉
 

農
民
協
會
在
他
們
手
裡
弄
成很
兇
的
東
西
了
。他
們舉
起
他
們
那
粗
黑
的
手
，
加
在绅
士
們
頭
上
了
。他
們
用
繩
子

捆
綁

了
劣绅

、給
他
戴
上
高
帽
子
，
牽
著
遊鄉
.
.
.
.
他
們
那
粗
重
無
情
的
斥
責
聲
，
每
天
都
有
些
送
進绅
士
們
的
耳

朵

裡
去
。他
們
發
號
施
令
、指
揮
一
切
。他
們
站
在
一
切
人
之
上
——

從
前
站
在
一
切
人
之
下
，
所
以
叫
作
反
常
。

富
裕
的
農
民
把
這
些
「農
民
」
視為
賤
民
。
畢
竟
，
湧
入
農
民
協
會
的
這
些
貧
下
農
也
虐
待
不
是很
富
有
的
村
民。 

貧
下
農
有
各
式
各
樣
藉
口，
不
讓
他
們
加
入
農
民
協
會。
毛
澤
東
自
己
說
：
「他
們
創
造
一
個
說
法
：
『凡
有
土
地
，
必 

屬
惡霸
.，
凡為
紳
士，
無
不
惡
劣
。』
有
些
地
方
，
甚
至
擁
有
五
十
畝
土
地
的
人
也
被
列為
土
豪，
穿
了
長
袍
的
人
就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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劣
紳
。」
這
些
不
法
暴
民
不
僅
隨
意
給
人
貼
上
「土
豪
」
「劣
紳
」
標
記
，
要
他
們
罰
款
捐
錢，
也
毆
打
坐
轎
的
人，
指 

他
們
剝
削
轎
夫
(富
農
和
地
主
出
門
旅
行
要
坐
轎
子
)。
暴
民
還
湧
進
有
錢鄰
居
的
家，
殺
他
們
的豬
、
吃
他
們
的
糧
。 

「土
豪
劣
紳
的
小
姐
少奶
奶
的
牙
床
上，
也
可
以
踏
上
去
滾
一
滾
。」
暴
民
殺
有
錢
人
也
不
手
軟
。
貧
下
農
也
喜
歡戲
弄 

有
錢
人
、
褻
瀆
以
前
他
們
進
不
去
的
神
聖
地
方。
毛
澤
東
寫
說
：
「衡
山
白
果
地
方
的
女
子
們，
結
隊
擁
入
祠
堂，
一屁
 

股
坐
下
便
吃
酒
，
族
尊
老
爺
們
只
好
聽她
們
的
便。
又
有
一
處
地
方，
因
禁
止
貧
農
進
祠
堂
吃
酒，
一
批
貧
農
擁
進
去， 

大
喝
大
嚼
-
土
豪
劣
紳
長褂
先
生嚇
得
都跑
了。」

毛
澤
東
的
結
論
是
：

把
幾
千
年
封
建
地
主
的
特
權
，
打
得
個
落
花
流
水
。地
主
的
體
面
威
風
，
掃
地
以
盡
。地
主
權
力既
倒
，
農
會
便
成 

了
唯
一
的
權
力
機
關
，真
正
辨
到
了
人
們
所
謂
「一
切
權
力
歸
農
會」
……

該
說
人
好
，
就
得
說
人
好
。如
果
完
成 

民
主
革
命
得
十
分
，
那麼
城
市
居
民
和
軍
隊
的
成
績
只
得
三
分
，
剩
下
的
七
分
該
給
予
農
民
在
農
村
革
命
的
成
績
。

離
宣
稱
暴
力
和
流
血
革
命
沒
有
用
才
七
年，
這
個
原
本
相
信
自
由
主
義
的青
年卻
在
字
裡
行
間
注
進
極
大
的
仇
恨， 

讀
著
他
如
此
兇狠
的
宣
泄，
我
們
不
由
得
背
脊
發涼
：

革
命
不
是
請
客
吃
飯
，
不
是
做
文
章
，
不
是
繪畫
繡
花
，
不
能
那
樣
雅
致
，
那
樣
從
容
不
迫
、文
質
彬
彬
，
那
樣
溫 

良
恭
儉
讓
。革
命
是
暴
動
，
是
一
個
階
級
推翻
一
個
階
級
的
暴
烈
的
行
動
……

必
須
把
一
切绅
權
都
打
倒
，
把绅
士

打
在
地
下
，
甚
至
用腳
踏
上
.
.
.
.
質
言
之
，
每
個
農
村
都
必
須
造
成
一
個
短
時
期
的
恐
怖
現
象
.
.
.
.
.矯
枉
必
須
過

正
，
不
過
正
不
能
矯
枉
。
32

這
篇
報
告
已
經即
將
完
成，
毛
澤
東
也
該
回
武
漢
了
。
離
開
長
沙
，
他
奔
向
不
明
的
未
來
。
他
再
次
「逆
流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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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
不
願
意
後
退
。
他
現
在
已找
到
因
無
助
而
憤
怒
的
人，
他
們
會幫
助
他
躍
升。

他
在
二
月
十
二
日
回
到
武
漢，
四
天
後
向
中
共
中
央
執
委
會
提
出
初
步
報
告。
「農
民
針
對
封
建
地
主
階
級
的
行
動 

都
是
正
確
的
。即
使
有
些
過
火，
仍
然
是
正
確
的
。」
M簡
報
過
後
，
他
回
頭
完
成
考
察
報
告
的
撰
寫。
不
久
，
楊
開
慧 

帶
著
小
孩
和奶
媽
來
相
會。
他
們
全
住
進
武
昌
一
間
寬
敞
的
房
子。
有
一
陣
子
，
幾
位
黨
內
同
志
也
搬
進
來
住
。
34

二
月
底，
毛
澤
東
正
式
完
成
《湖
南
農
民
運
動
考
察
報
告
》，
提
報
給
黨
的
領
導
人
。
這
時卻
發
生
預
料
不
到
的
事 

情
。
這份
激
進
的
文
件
不
僅
得
到
中
共
中
央
局
多
數
委
員
的
接
受
和
高
度
讚
揚，
也
在
莫
斯
科
受
到
熱
切
歡
迎。
一九
二 

七
年
三
月
，
此
報
告
的
頭
兩
章
(全
文
共
三
章
)
在
黨
刊
《嚮
導
》
週
報
上
登
載，
全
文
旋即
開
始
在
湖
南
共產
黨
刊
物 

《戰
士
》
週
報
上
登
載
。
左
翼
國
民
黨
刊
物
也
發
表
《報
告
》
摘
要
，
四
月
漢
口 
一
家
出
版
社
把它
以
小
冊
子
形
式
發
行 

單
行
本
，並
附
上
翟
秋
白
寫
的
序
文。
到
了
一
九
二
七
年
五
月
和
六
月，
頭
兩
章
亦
以
俄
文
及
英
文
在
共產
國
際
執
委
會 

機
關
刊
物
《共產
國
際
》
(
ô
s
s§s-

3-.
c/zssr
7
7s/e3aE.
§a/
)上

轉
載
。
稍
後
，
蘇
聯
亞
洲研
究
學
會
機
關
刊
物
《東 

方
革
命
》(i?evo7zw

s.—
^.s
也
刊
載
這
兩
章
文
字。
一
九
二
七
年
五
月，
當
時
史
達
林
最
親
信
的
副
手、
克
里 

姆
林
宮
實
質
上
的
第
二
號
人
物
布
哈
林，
在
共產
國
際
執
委
會
第
八
次
全
會
上
對
毛
澤
東
這份
報
告，
給
予
正
面
評
價。

蘇
聯
方
面
會
如
此
反
應，
有
個
簡
單
的
解
釋。
毛
澤
東
在
湖
南
旅
行
時，
莫
斯
科
鑒
於
唐
生
智
和
蔣
介
石
之
間
的
權 

力鬥
爭
日
益
激
烈，
決
定
不
再
撤
退
。
中
共
接
到
指
示，
不
必怕
在
農
村
階
級
衝
突
尖
銳
化
的
可
能
性。
史
達
林
施
壓， 

要
共產
國
際
執
委
會
第
七
次
擴
大
會
議
(
一
九
二
六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二
日
至
十
二
月
十
六
日
)
通
過
一
項
有
關
中
國
局
勢 

的
積
極
決
議
。
雖
然
這份
文
件並
未
提
到
農
民
革
命
迫
在
眉
睫，
但
提
及
需
要
把
這
個
問
題
放
在
「國
民
革
命
運
動
方
案 

的
顯
著
地
位
」。它
甚
至強
調
不
需
要
害怕
這
恐怕
會
削
弱
反
帝
國
主
義
統
一
戰
線。
35
新
戰
術
形
諸
於
一
九
二
六
年
十 

二
月
十
七
日
發
給
鮑
羅
廷
的
一份
具
體
指
示。
36

甚
且
，
整
整
兩
個
月
之
後，
史
達
林
企
圖
在
國
民
黨
內
發
動
一
項
攻
勢 

政
策
。
一
九
二
七
年
二
月
十
九
日，
上
海
工
人
在
中
共
領
導
下
發
動
的
總
罷
工，
使
他
信
心
大
增
。
三
天
之
內
，
總
罷
工 

已
上
升
到
針
對
軍
閥
孫
傳
芳
發
動
武
裝
起
義。即
使
兩
天
之
後
起
義即
被敉
平，
情
勢卻
明
白
指
出，
中
國
整
體
局
勢
已 

十
分
激
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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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月
間
，
蘇
聯
共產
黨
政
治
局
力
促
國
民
黨
「左
翼
」
領
袖
汪
精
衛
盡
速
回
到
中
國，
希
望
能
加強
國
民
黨
內
「左 

翼
」
勢
力
。
汪
精
衛
取
道
莫
斯
科，
和
共產
國
際
官
員
討
論
過
中
國
局
勢
後
才
回
國。
M新
戰
術
將
導
致
下
列
發
展
：

熱
切
地
替
左
翼
國
民
黨
建
立
農
民
、小
資
產
階
級
和
工
人
的
基
礎
.
.
.
.
以
掃
除
國
民
黨
右
派為
目
標
，
政
治
上鬥
臭

他
們
，
有
系
統
地
除
去
他
們
的
領
導
地
位
.
.
.
.
以
接
管
軍
隊
重
要
職
位為
目
標
.
.
.
.
.強
化
國
民
黨
和
共
產
黨
小
組
在

軍
中
的
工
作
.
.
.
.
努
力
武
裝
工
人
及
農
民
，
把
地
方
農
民
委
員
會
改
造為
實
質
的
權
力
機
關
及
武
裝
的
自
衛
隊
.
.
.
.
.

不
能
接
受
志
願
的
半
合
法
性
之
政
策
；
共
產
黨
一
定
不
能
做
群眾
運
動
的
煞
車
器
.
.
.
.
否
則
革
命
會
面
臨
極
大
的
危

險
。
38

總
之
，
毛
澤
東很
幸
運
。
他
的
考
察
報
告
正
好
和
莫
斯
科
的
新
決
議
同
時
出
爐。
可
是
，
要
慶
祝
，
仍
嫌為
時
過 

早
。
武
漢
的
政
治
局
勢
仍
不
穩
定，
激
進
的
農
民
運
動
當
然
不
會
有
助
於
局
勢
穩
定。
一
九
二
七
年
春
天，它
一
發
不
可 

收
拾
。
張
國
燾
是
中
共
中
央
執
委
會
裡
少
數
對
毛
澤
東
的
報
告
有
疑
慮
的
一
員，
用
他
的
話
來
說，
農
民
運
動
到
達
「瘋 

狂
階
段
」。
在
好
幾
個
城
市
活
動
的
所
謂
工
人
糾
察
隊，
其
活
動
之
極
端
亦
不
遜
色。
湧
入
這
些
組
織
的
暴
民
甚
至
攻
擊 

有
勢
力
的
國
民
黨
人
和
共產
黨
人
之
親
戚。
雖
然
譚
延闓
已
在
一
九
二
七
年
二
月
與
蔣
介
石
劃
分
界
線，
投
向
武
漢
的
左 

派
，
他
的
女婿
在
長
沙
被
捕、
罰
款
。
連
被
視為

「左
翼
」
國
民
黨
砥
柱
的
唐
生
智，
父
親
都
遭
到
迫
害。
③
毋
怪
乎
唐 

生
智
一
九
二
七
年
二
月
到
長
沙，
與
日
本
領
事
非
官
式
談
話
時
露
了
口
風、
講
出
氣
話
，
他
說
：
「雖
然
省
政
府
暫
時
落 

在
共產
黨
手
中，
他
們
、
還
有
他
們
帶
來
的
爭吵
，
都
會
有
所
處
置，
他
們
過
火
的
行為
會
被遏
止。
他
們
的
執
政
因
此 

會
告
一
段
落，另
成
立
新
政
府
。
」
39

國
民
黨
二
屆
三
中
全
會
從
一
九
二
七
年
三
月
十
日
至
十
七
日
在
武
漢舉
行，卻
是
火
上澆
油
。
回
應
來
自
「左
派
」 

及
共產
黨
的
壓
力，
全
會
免
去
蔣
介
石
黨
內
一
切
職
務，
包
括
中
執
會
常
務
委
員
會
主
席。它
也
決
議
改
組
國
民
政
府
人 

事
，
讓
出
兩
席
職
位
給
共產
黨
人。
毛
澤
東
和
中
執
會
其
他
五
名
候
補
委
員
得
到
投
票
權。
他
積
極
參
與
全
會
開
會，
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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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中
數
度
發
言
。
他
和
兩
名
國
民
黨
「左
派
」
協
助
起
草
有
關
農
民
問
題
的
決
議
文，
以
及
全
會
對
農
民
的
訴
求。
他
給 

予它
們
激
進
的
調
子，
尤
其
是
後
一
項
文
件，
直
接
號
召
農
民
起
來
進
行
農
村
革
命，
也
就
是
繼
續
發
展
農
民
運
動，
不 

僅
要
反
「軍
閥
、
帝
國
主
義、
土
豪
劣
紳
」，
也
要
反
整
個
「封
建
地
主
階
級
」
的
特
權
。
40

蔣
介
石
沒
有
出
席
全
會，
迫
於
情
勢
宣
布
支
持
全
會
決
定，
但
是
他
在
等
候
時
機
給
予
整
個
「武
漢幫
」
決
定
性
的 

一
擊。
武
漢
集
團
也
在
等
候
適
當
時
機
處
理
蔣
介
石。
全
會
之
後，
他
們
立即
下
了
一
道
秘
密
指
令
給
國
民
革
命
軍
長
江 

右
岸
部
隊
司
令
官
程
潛，
一
有
機
會即
刻
逮
捕
蔣
介
石。
W因
此
，
全
會
之
後，
國
民
黨
內
的
兩
極
化
益
加
嚴
重。

上
海
突
然
於
三
月
二
十
一
日
爆
發
新
的
人
民
起
義，
這
次
成
功
地
推翻
當
地
軍
閥
孫
傳
芳。
三
月
二
十
二
日晚
間， 

國
民
革
命
軍
部
隊
進
入
已
由
工
人
民
團
解
放
的
上
海。
次
日
，
又
拿
下
南
京
。
這
一
切
發
生
得
突
如
其
來，
一
下
子
武
漢 

人
人
以為
國
民
黨
的
勝
利
在
望。
四
月
一
日
，
汪
精
衛
從
歐
洲
回
到
已
解
放
的
上
海，
受
到
民眾
熱
切
歡
迎
。
四
月
十 

日
，
他
抵
達
武
漢
。

毛
澤
東
和
所
有
人
一
樣，
非
常
高
興
國
民
黨
部
隊
勝
利，
但
他
的
注
意
力
仍
擺
在
農
村
上
面。
三
月
初
，
中
央
農
民 

運
動
講
習
所
在
武
昌
成
立，
國
民
黨
中
執
會
派
他為
負
責
人
之
一。
他
非
常
忙
碌
，
準
備教
學
計
劃、
延
聘
講
師、
處
理 

財
務
事
情
，
也
講
授
他
喜
愛
的
課
程
「農
民
問
題
」
和
「農
村教
育
工
作
」。
他
也
負
責
八
百
多
名
學
員
(是
廣
州
講
習 

所
的
三
倍
)
的
日
常
生
活
。
42

此
外
，
他
繼
續
在
中
共
的
農
民
運
動
委
員
會
工
作，
向
國
民
革
命
軍
總
政
治
部
及
其
他
機 

關
發
表
演
講
和
做
報
告。
三
月
底
，
漢
口
籌
備
召
開
一
項
全
國
農
民
代
表
大
會，
成
立
新
組
織
「全
國
農
民
協
會
」。
毛 

澤
東
被
推為
主
要
領
導
人
之
一，
擔
任
組
織
部
部
長
。
全
國
農
民
協
會
糾
集
了
全
國
十
七
省
的
農
民
協
會。
C

在
這
項
會
議
中，
當
著
彭
湃
和
江
西
農
民
運
動
重
要
人
物
方
志
敏，
以
及
「約
克(Y

ork)

和
佛
連(volen)

兩

③
原
書
註••武
漢
一
直
謠
傳
湖
南
省
醴
陵
縣
農
民
協
會
處
決
了
李
立
三
的
父
親
。他
在鄉
下
當
老
師
，
被
指
控
是
土
豪
劣
紳
。好
在
後
來
證
明
這
個
資 

訊並
不正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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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
俄
國
共產
黨
員
」
④
的
面
，
毛
澤
東
主
張
「全
面
重
新
分
配
土
地
」。很
顯
然
沒
有
人
反
對
此
一
極
端
的
計
劃。
與
會 

代
表
通
過
決
議，
支
持
毛
澤
東
的
提
案，並
通
報
中
共
中
央
執
委
會。
大
會並
要
求
中
共
在它
即
將
召
開
的
第
五
次
全
國 

代
表
大
會
檢
視
這
個
問
題。
44
四
月
二
日
，
國
民
黨
中
常
會
第
五
次
擴
大
會
議
開
會，
將
毛
澤
東
納
入
土
地
問
題
委
員
會 

委
員
，
協
助研
擬
執
行
「轉
移
土
地
給
農
民
」
的
措
施
。
看
起
來
是
事
事
順
遂，
按
照
他
的
想
法
推
進
。

這
時
候
，
毛
澤
東
又
喜
慶
添
丁。
一
九
二
七
年
四
月
四
日，
楊
開
慧
生
下
他
們
第
三
個
兒
子。
毛
澤
東
先
替
他
取
名 

毛
岸
民
，
後
來
改為
毛
岸
龍，
象
徵
農
民
運
動
會
像
中
國
民
間
故
事
的
大
英
雄
「驚
天
動
地
」。

然
而
，
不
久
，
擾
人
的
新
聞
開
始
抵
達
武
漢。
三
月
二
十
四
日，
已
經
被
國
民
革
命
軍佔
領
的
南
京，
因為
發
生
洋 

人
住
宅
遭
攻
擊、
英
國
領
事
等
數
人
受
傷
的
情
事，
遭
到
英
、
美
軍
艦
砲
擊
報
復。
蔣
介
石
不
久即
抵
達
上
海，
顯
然
準 

備
重
演
一
九
二
六
年
三
月
二
十
日
事
件，
⑤
但
這
次
的
結
局
會
更
加
慘
烈。
維
廷
斯
基
早
在
二
月
底
就
向
莫
斯
科
報
告， 

蔣
介
石
恐怕
會
有
所舉
動。
45
蔣
介
石
手
下
單
位
和
武
裝
工
農
隊
伍
之
間
衝
突
的
頻
率
上
升。
蔣
介
石
的
部
隊
搗毀
好
幾 

個
地
方
的
工
會
組
織
。
史
達
林怕
會
刺
激
蔣
介
石，
再
次
後
退
。
一
九
二
七
年
三
月
底，
蘇
共
政
治
局
決
定
對
蔣
介
石
做 

出
新
的
讓
步
。
指
令
送
到
中
共
中
央
執
委
會，
要
求它

「不
惜
代
價
避
免
在
上
海
和
國
民
(革
命
)
軍
及
其
領
導
人
衝 

突
」。
46

但
是
，
已
經
太
遲
了
。
史
達
林
的
政
策
完
全
破產
。
四
月
十
二
日，
在
取
得
上
海
著
名
商
人
及
黑
道幫
會青
幫
 

首
腦
的
支
持
下，
蔣
介
石
在
上
海
及
華
東
其
他
地
方
發
動
血
腥
的
白
色
恐
怖。
在
蔣
的
部
隊
和幫
會
聯
手
下，
光
是
四
月 

十
二
、
十
三
日
頭
兩
天，
上
海
就
有
五
千
多
人
被
殺，另
有
五
千
多
人
被
捕。

諷
刺
的
是
，
四
月
十
二
日
這
一
天，
毛
澤
東
在
國
民
黨
中
央
土
地
委
員
會
發
言，
主
張
立即
推
行
農
民
革
命。
蔣
介 

石
的
軍
官
們
深
受
暴
民
土
匪
行
徑
四
起
的
刺
激，
全
力
粉
碎
共產
黨，
但
是
毛
澤
東
繼
續
堅
持
運
動
激
進
化。
他
顯
然
不 

理
會
史
達
林
的
新
指
令。
他
宣
稱
：
「所
謂
土
地
沒
收，
就
是
不
納
租，並
無
須
別
的
辦
法。
現
在
湘
、
鄂
農
民
運
動
已 

經
到
了 一

個
高
潮
，
他
們
已
經
自
動
地
不
納
租
了 -

自
動
地
奪
取
政
權
了
。
中
國
土
地
問
題
的
解
決，
應
先
有
事
實
，
然 

後
再
用
法
律
去
承
認
他
就
得
了
。
」
47

上
海
事
件
的
新
聞
不啻
火
上澆
油。
四
月
十
五
日，
消
息
傳
來
，
廣
州
發
生
反
共
兵
變。
地
方
將
領
選
擇
蔣
介
石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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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路
。
三
天
之
後，
蔣
介
石
宣
布
在
南
京
成
立
新
的
國
民
政
府。
毛
澤
東
變
得
比
以
往
更
加
激
動。
他
在
土
地
委
員
會
會 

議
中
，
取
得
幾
位
國
民
黨
「左
翼
」
極
端
分
子
的
支
持，
開
始
起
草
一
項
解
決
農
民
問
題
的
決
議
文。
然
而
，
他
的
草
稿 

受
到
汪
精
衛、
譚
延闓
和
何
鍵
將
軍
的
批
評，
他
們
認為
農
民
運
動
必
須
避
免
「過
火
」，
因
此
土
地
委
員
會
的
努
力
前 

功
盡
棄
。
48

土
地
委
員
會
被
迫
表
示
：
「問
題
又
大
又
錯
綜
複
雜，
不
去
分
析
各
省
情
況
的
材
料、
不
去
考
量
各
種
不
同 

觀
點
，
不
可
能
解
決它
們
…
…
要
根
本
解
決
農
民
問
題，
非
本
會
能
力
所
及
。」
49
毛
澤
東
對
這
個
結
果
極
其
不
滿
。
他 

認為
：
「國
民
黨
領
導
人
以
空
洞、
浮
誇
之
詞
掩
飾
他
們
完
全
沒
有
意
願、
沒
有
能
力
滿
足
農
民
的
要
求
。
」

50

毛
澤
東
的
情緒
在
某
種
程
度
上
吻
合
了
共產
國
際
在
蔣
介
石
發
動清
共
之
後
不
久
傳
達
到
中
國
的
史
達
林
之
新
指 

示
。
史
達
林
現
在
要
求
中
共即
刻
推
動
國
民
黨
「左
派
」
的
激
進
化
，
中
國
共產
黨
人
要
盡
全
力
緊
急
「推
動
」
汪
精
衛 

的
支
持
者
組
織
實
質
的
社
會
改
造。為
了
執
行
這
項
新
政
策，
史
達
林
把
希
望
寄
託
在
共產
國
際
新
任
駐
中
國
代
表
羅
易 

(M
. N. R

oy)

身
上
。
羅
易
是
印
度
共產
黨
人、
共產
國
際
執
委，
一
九
二
七
年
三
月
奉
派
來
中
國。
活
力
十
足
的
羅
易 

四
月
初
到
達
漢
□
，
立
刻
向
鮑
羅
廷
以
及
中
共
領
導
人
表
達
一
系
列
激
進
構
想
H 
(蔣
介
石清
共
之
後，
中
共
中
央
執
委 

會
已
遷
到
漢
口
)。很
自
然
地，
羅
易
立
刻
和
鮑
羅
廷
起
衝
突。
鮑
羅
廷
直
覺
認為
共產
黨
這
一
方
若
有
任
何
極
端
的
新 

做
法
，
會
引
起
國
民
黨
「左
翼
」
將
領
投
入
反
共
陣
營。
鮑
羅
廷
得
到
陳
獨
秀
的
支
持。
陳
獨
秀
也
明
白，
若
是
執
行
史 

達
林
的
新
政
策
只
會
造
成
流
血
後
果。
四
月
十
二
日
之
後，
陳
獨
秀
「竟
日
苦
思
，
努
力
工
作
，
但
是
一
直
擺
脫
不
了
憂 

慮
」。
52

他
曉
得
他
現
在
非
得
和
史
達
林攤
牌
不
可。
中
共
黨
內
或
許
再
也
沒
有
別
人
比
陳
獨
秀
更
明
白，
他
這麼
多
年

④ 

原
書
註
：
這
兩
位
蘇
聯
的
中
國
問
題
專
家
分
別
是
伊
夫
堅
尼
•席
吉
斯
穆
多
維
奇
•約
克(Evgenii Sigism

undovich lolk 
, 
一
九o
◦
至
一
九
三 

七
年
或
一
九
四
二
年)
和
西
門
•納
坦
諾
維
奇.
貝
連
奇(sem

en N
atanovich B

elen-kii 
, 
一
八
九
六
至
一
九
三
八
年
)
。前
者
在
中
國
化
名
左
翰 

和
左
翰
生(Johan and Joh

anson)

，
後
者
化
名
米
海
爾
•佛
林(Mikhail V

olin
)

。一
九
二
六
至
二
七
年
間，
他
們
在
鮑
羅
廷
手
下
從
事
中
國
農 

村
問
題研
究
。一
九
二
七
年
初，
他
們
甚
至
以
英
文
出
版
了
雨
冊
文
獻研
究
《廣
東
農
民
問
題
》，
由
鮑
羅
廷
掛
名
編
輯
人
。甚
且
，
佛
林
在
蘇
聯 

顧
問
的
刊
物
《廣
州
》(
OJ
S§)

上
撰
文
評
論
毛
澤
東
寫
的
文
章
〈中
國
社
會
各
階
級
的
分
析
〉
。

⑤ 

譯
按.•即
中山艦事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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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
必
須
奉
行
不渝
的
史
達
林
對
華
政
策，
打
一
開
始
就
註
定
失
敗。
張
國
燾
回
憶
說
：
「他
盡
全
力
訂
出
補
救
計
劃
•，但 

是
他
的
力
量
不夠
；
天
上
也
沒
掉
下
來
奇
蹟
。」
M

在
這
種
情
況
下，
中
國
共產
黨
第
五
次
全
國
代
表
大
會
四
月
二
十
七
日，即
上
海清
共
之
後
兩
個
星
期，
在
武
昌
召 

開
。
會
議
開
始
，
宛
如
一
場
大戲
。
許
多
「左
翼
」
國
民
黨
和
國
民
政
府
領
導
人，
如
汪
精
衛、
譚
延闓
、
徐
謙
和
孫
科 

等
人
紛
紛
前
來
祝
賀
。很
多
人
上
台
講
話。
這
是
中
共
建
黨
以
來
最
盛
大
的
一
場
黨
代
表
大
會，
八
十
位
代
表
和
二
十
多 

位
貴
賓
齊
聚
在
裝
飾
旗
號
標
語
的
會
堂。
黨
代
表
代
表
五
萬
七
千
九
百
六
十
七
名
黨
員
(
一
九
二
五
年
一
月
召
開
四
大 

時
，
中
共
只
有
九
百
九
十
四
名
黨
員
)。
黨
員
成
長
的
確
十
分
可
觀，
但
是
會
上
宣
布
的
資
料
還
不
包
括
上
海、
廣
州
這 

兩
個
全
國
最
大
城
市
的
資
料，
因為
中
共
在
當
地
的
黨
組
織
在
大
會
召
開
前
夕
幾
乎
已
完
全
被摧
毀
，
其
實並
沒
什麼
值
 

得
慶
祝
的
。
局
勢
十
分黯
淡，
大
會
也
無
計
可
施。
毛
澤
東
對
於
五
大
有
這
樣
的
回
憶
：

五
大
在
武
漢
召
開
時
……

黨
仍
在
陳
獨
秀
主
導
下
。雖
然
蔣
介
石
已
領
導
反
革
命
、開
始
在
上
海
和
南
京
攻
擊
共
產 

黨
，
陳
獨
秀
還
是
主
張
對
武
漢
國
民
黨
要
溫
和
、讓
步
……

我
非
常
不
滿
意
當
時
黨
的
政
策
，
尤
其
是
農
民
運
動
的

政
策
……

但
是
陳
獨
秀強
烈
不
同
意
.
.
.
.
結
果呢
，
在
大
革
命
危
機
前
夕
召
開
的
五
大
，
未
能
通
過
適
當
的
土
地
綱

領

。我
主
張
迅
速
加強
農
民鬥
爭
，
甚
至
沒
得
到
討
論
，
因為
中
央
委
員
會
也
受
到
陳
獨
秀
控
制
，它
不
肯
把它
列 

入
考
量
。五
大摒
棄
了
土
地
方
案
，
把
地
主
界
定為

「擁
有
五
百
畝
以
上
土
地
的
農
民」
—

這
是
發
展
階
級鬥
爭 

完
全
不
適
當
、不
實
際
的
基
礎
。
54

黨
內
核
心
領
導
人並
非
人
人
支
持
陳
獨
秀。
瞿
秋
白
和
往
常
一
樣，
站
在
毛
澤
東
這
一
邊。
五
大
期
間
，
翟
秋
白
分 

發
一份

傳
單
〈中
國
革
命
中
之
爭
論
問
題 
>,
直
接抨

擊
「右
傾
機
會
主
義
」。
他
沒
有
點
名
批
判
陳
獨
秀，
但
整份
文 

件
目
標
指
向
與
陳
獨
秀
相
當
親
近
的
彭
述
之。
彭
述
之
擔
任
中
共
中
央
宣
傳
部
部
長，強
烈
替
讓
步
的
政
策
辯
護。
毛
澤 

東
最
親
近
的
好
朋
友
蔡
和
森，
則
熱
切
地迴
護
毛
澤
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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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得
力靠
山
支
持
下，
中
央
局
挑
選
毛
澤
東
出
任
中
共
中
央
候
補
委
員
(五
大
通
過
決
議，
把
黨
的
最
高
權
力
機
關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會
改
名為
中
央
委
員
會
)。
毛
澤
東
在
黨
內
位
居
第
三
十
二
位，
五
大
之
後
也
不
再
兼
農
民
運
動
委
員
會 

主
席
。蔣

介
石
和
廣
東
將
領
的
「背
叛
」，
對
毛
澤
東
的
個
人
及
政
治
生
活
都
有
相
當
的
影
響。
四
一
二
事
件
發
生
時，
他 

的
大
弟
弟
毛
澤
民
在
上
海，
小
弟
弟
毛
澤
覃
在
廣
州。
毛
澤
東
非
常
擔
心。
毛
澤
民
從
廣
州
農
民
運
動
講
習
所
結
訓
後， 

自
一
九
二
五
年
十
一
月
起
就
在
上
海
無產
階
級
群
聚
的
閘
北
區
工
作。
他
主
持
中
共
中
央
出
版
及
文
學
分
銷
部，
又
兼
黨 

的
印
刷
廠
和
書
店
負
責
人。
他
化
名
楊
杰，
和
第
二
任
妻
子
錢
希
鈞
住
在
上
海。

至
於
毛
澤
覃
，
一
九
二
七
年
四
月
正
在
廣
東
農
民
協
會
工
作。
他
也
第
二
度
結
婚。
一
九
二
五
年
十
月，
他
的
元
配 

趙
先
桂
奉
黨
之
命，
由
長
沙
赴
莫
斯
科，
進
入
共產
國
際為
中
國
革
命
黨
人
專
門
成
立
的
新教
育
機
構
「孫
中
山
中
國
勞 

動大學」學
習
。

(包
括
蔣
介
石
和
元
配
所
生
的
十
六
歲
兒
子
蔣
經
國
在
內，
一
百
一
十
八
個
中
國青
年
共產
黨 

人
、
國
民
黨
人
，
當
時
一
起
到
「紅
色
麥
加
」
學
習
)。
毛
澤
覃
留
在
廣
州，
但
是
他並
未
獨
居。
一
九
二
六
年
夏
天， 

臉
蛋
圓
圓、
年
僅
十
六
歲
的
周
文
楠，她
是
毛
澤
覃
在
社
會
主
義青
年
團
最
要
好
的
朋
友，
接
受
毛
澤
覃
的
邀
請，
偕她
 

母
親
從
長
沙
來
到
廣
州
。
毛
澤
覃
的
太
太
赴
莫
斯
科
之
前
一
年，
他
已
經
看
上
了她
。
到
了
廣
州
之
後
四、
五
個
月
，
他 

們
就
結
婚
了 
(當
時
的
革
命青
年
不甩
正
式
離
婚
這
種
陳
舊
的
觀
念，
因
此
太
太
一
往
莫
斯
科，
毛
澤
覃
就
覺
得
自
己
完 

全
自
由
了 
)。
結
婚
半
年
後，
他
的
新
歡
加
入
共產
主
義青
年
團，
不
久
又
加
入
中
國
共產
黨。
一
九
二
七
年
四
月，她
 

已
有
五
個
月
的
身
孕。

毛
澤
東
兩
個
弟
弟
帶
著
太
太，
總
算
平
安
逃
出
上
海
和
廣
州，
來
到
武
昌
，
投
奔
兄
嫂
。
不
久
，
毛
澤
民
就
擔
任
國 

民
黨
左
派
報
紙
《漢
口
民
國
日
報
》
總
經
理
，
⑦毛
澤
覃
則
以
上
尉
軍
階，
加
入
國
民
革
命
軍
第
四
軍
政
治
部
(這
個
軍

©
編
註
：
通
稱
莫
斯
科
中
山
大
學
，
一
九
二
八
年
九
月
改
名為
中
國
勞
動
者
共
產
主
義
大
學
。
 

⑦
譯
按：原文誤植為
主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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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
，
共產
黨
員
人
數
最
多
)
。56

同
時
，
局
勢
對
中
共
日
益
不
利。
四
月
底
，
北
京
傳
來
消
息，
四
月
二
十
八
日
李
大
釗
遭
軍
事
法
庭
下
令
處
決。
他 

在
四
月
六
日
於
使
館
區
蘇
聯
大
使
館
不
遠
處
遭
中
國
警
察
逮
捕。
除
了
李
大
釗
之
外，
還
有
十
九
個
中
共
北
方
局
及
國
民 

黨
成
員
(其
中
有
一
名
女
性
)
遭
到
刑
求
、
槍
決
。S

毛
澤
東
非
常
傷
心。
他
一
向
視
李
大
釗為
師。
兩
個
星
期
之
後
的 

五
月
十
三
日，
夏
斗
寅
的
獨
立
第
十
四
師，
原
本
被
認為
是
忠
誠
部
隊，
竟
起
事
反
對
武
漢
政
府。
夏
斗
寅
率
兵
攻
打
武 

漢
，
經
過
一
番
奮
戰
才
被
擊
退
(毛
澤
東
組
織
中
央
農
民
運
動
講
習
所
員
生，
成
立
武
裝
自
衛
隊，
參
加
這
場
武
漢
保
衛 

戰
)。£?
五
月
二
十
一
日
，
駐
守
長
沙
的
國
民
革
命
軍
團
長
許
克
祥
又
起
事，
在
這
個
湖
南
省
會
大
肆
屠
殺
共產
黨
分 

子
。
⑧史

達
林
嚥
不
下
這
口
氣，
要
求
中
共
進
行
不
可
能
的
任
務，
亦即

指
揮
「左
派
」
國
民
黨
人
在
各
省
發
動
農
民
革 

命
、
採
取
措
施
組
織
「八
或
十
個
師
」
的
革
命
工
農
部
隊
「保
衛
武
漢
」，並
且
要
說
服
汪
精
衛
的
支
持
者，
他
們
若
不 

「學
習
做
革
命
的
雅
各
賓
黨
人，
他
們
將為
人
民
及
革
命
而
死
」。
59
史
達
林
根
本
就
不
瞭
解
中
國
實
際
的
勢
力
連
動
關 

係
，
因
此
才
會
堅
持
：

沒
有
農
民
革
命
，
就
不
可
能
勝
利
.
.
.
.
我
們
堅
決
支
持
從
底
下搶
佔

土
地
.
.
.
.
.我
們
需
要
從
底
下
拔
擢
新
的
農
、工

領
導
人
進
入
國
民
黨
中
央
委
員
會
.
.
.
.
我
們
必
須
改
變
目
前
國
民
黨
的
結
構
。我
們
必
須
提
振
國
民
黨
的
上
層
團

隊
，
吸
收
從
農
民
革
命崛
起
的
領
導
人
加
入它
，
我
們
必
須
從
工
人
及
農
民
協
會
擴
張
其
外
圍
……

我
們
必
須
終
止 

依
賴
不
可靠
的
將
領
…

…

現
在亟
需
行
動
。我
們
必
須
懲
罰
那
王
八
羔
子
。
60

據
張
國
燾
說
，
中
央
政
治
局
宣
讀
史
達
林
一
封
電
報，
「在
場
人
人
啼
笑
皆
非
…
…
我
們
這
時
候
還
談
得
上
消
滅
不 

可靠
的
將
領
？
」
&陳
獨
秀
只
能
搖
頭
。
「原
先
齊
諾
維
也
夫
命
令
我
們
協
助
資產
階
級，
而
現
在
史
達
林卻
告
訴
我 

們
，
二
十
四
小
時
之
內
要
發
動
農
民
革
命。
」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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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這
個
緊
要
關
頭，
毛
澤
東
召
集
兩
個
弟
弟
討
論
時
局。為
了
不
讓
楊
開
慧
擔
心，
他
們
假
裝
打
麻
將
•，事
實
上
， 

他
們
要
決
定
下
一
步
行
止。
毛
澤
東
明
白，
汪
精
衛很
快
就
會
步
上
蔣
介
石
的
路，
他
說
：
「我
們
不
能
坐
以
待
斃
•，我 

們
要嘛
隨
軍
出
發
〔此
時
第
四
軍
正
要
攻
打
武
昌
東
南
方、
鄂贛
邊
界
的
九
江
〕，
要嘛
就
必
須
回
湖
南
。」
三
兄
弟
商 

量
妥
當
，
兩
個
哥
哥
要
求
被
派
回
湖
南
工
作，
毛
澤
覃
則
隨
第
四
軍
走。
他
們
也
決
定，
毛
澤
覃
懷
孕
的
妻
子
和
楊
開
慧 

妯
娌
倆
，
帶
著
毛
澤
東
的
兒
子
盡
快
離
開
武
昌，
回
長
沙
去
。S

三
兄
弟
商
量
過
後，
毛
澤
東
立
刻
要
求
陳
獨
秀
派
他
回
湖
南，
試
圖
挽
回
還
有
救
的
殘
局。
蔡
和
森
支
持
毛
澤
東
的 

要
求
，
建
議
改
組
湖
南
省
黨
部，
派
毛
澤
東為
書
記。
可
是
陳
獨
秀
想
派
毛
澤
東
到
四
川
工
作，
毛
澤
東
不
肯
答
應。
六 

月
二
十
四
日，
政
治
局
常
委
會
通
過
蔡
和
森
提
案，
毛
澤
東
前
往
長
沙，
毛
澤
民
不
久即
趕
到
與
他
會
合。

同
一
時
間
，
統
一
戰
線
就
在眾
人
眼
前
土
崩
瓦
解。
六
月
中
旬，
大
家
都清
楚，
國
民
黨
「左
派
」
及
共產
國
際
認 

為
最
可靠
的
軍
事
將
領
馮
玉
祥，
正
在
積
極
準
備
遵
循
蔣
介
石
的
路
線。
幾
天
之
後
，
馮
玉
祥
在
河
南
省
會
鄭
州
宣
布清
 

共
。
武
漢
本
身
的
局
勢
也
日
益
複
雜。
商
業癱
瘓
、
商
家
閉
門
、
工
廠
停
工
。
武
漢
四
面
八
方
陷
入
困
難。
老
百
姓
的
不 

滿
與
日倶
增
，
物
價
騰
升
，
通
貨
膨
脹
攀
高，
政
治
亦
陷
入
混
亂
。
中
共
中
央
大
多
數
人
都
有
一
種
感
覺
：
「屋
漏
偏
逢

連
夜
雨
。
」
64

在
這
種
情
況
下，
離
決
議
湖
南
省
黨
部
改
組
才
十
天，
陳
獨
秀
又
把
毛
澤
東
叫
回
武
漢。
用
毛
澤
東
的
話
說，
陳
獨 

秀怕
毛
澤
東
的
激
進
行
動
會
激
怒
唐
生
智清
共。
&陳
獨
秀
依
然
希
望
維
繫
住
和
國
民
黨
「左
派
」
的
合
作
。
他
在
漢
口 

鮑
羅
廷
的
住
處，
召
集
中
共
中
央
及
政
治
局
擴
大
會
議，並
和
羅
易
、
鮑
羅
廷
討
論
時
局
。
但
是
一
切
都
沒
用。
在
莫
斯 

科
的
壓
力
下，
陳
獨
秀
於
七
月
十
二
日
被
迫
下
台丄
二
天
後，
汪
精
衛
亦
與
共產
黨
決
裂。
中
國
共產
黨
的
失
敗，
以
及 

伴
隨
著它
的
史
達
林
在
華
路
線
的
失
敗，
成為
事
實
。

毛
澤
東
大
受
震撼
。
他
這
時
候
究
竟
有
什麼
樣
的
想
法
？
如
果
黨
把
土
地
交
給
農
民，
事
情
會
有
救嗎
？
農
民
和
工

©
譯
按：即
馬日事變
。



毛 澤 東 ：真 實 的 故 事 206

人
應
該
武
裝
起
來嗎
？
黨
應
該
脫
離
國
民
黨嗎
？
或
許
這
三
個
想
法
都
浮
上
他
腦
際。
或
許
他
記
得
當
國
民
革
命
軍
進
入 

上
海
和
南
京
時，
他
是
多麼
的
高
興。
或
許
他
記
得
心
愛
的
楊
開
慧
生
下
毛
岸
龍
時，
他
又
是
多麼
的
快
樂。
當
時
，
其 

實
也
不
過
就
是
三、
四
月
間
，
一
切
似
乎
大
有
可為
，
事
事
都
象
徵
著
勝
利
已
經
在
望。
當
時
，
春
日
正
興，
對
未
來
充 

滿
著
欣
喜
的
希
望，
他
登
上
離
住
家
不
遠
的
黃
鶴
樓。
極
目
遠
眺
滾
滾
長
江
水
往
東
奔
流，
他
和
數
百
位
前
賢
詩
人
一 

樣
，
難
掩
胸
臆
感
情，
寫
下
一
首
詩
..

茫
茫
九
派
流
中
國
，

沉沉
一線穿南北
。

煙
雨
莽
蒼
蒼
，

龜蛇鎖大江
。

黃
鶴
知
何
去
？

剩有遊人處
。

把
酒酹
滔
滔
，

心
潮
逐
浪
高
。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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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四
章

走
上
蘇
維
埃
之
路

中
國
共產
黨
失
敗
的
主
要
原
因
是，
中
共
存
在
的
所
有
歲
月
裡，
一
直
受
到
蘇
聯
共產
黨
的
嚴
控
羈
束、
承
受它
的 

強
大
管
控
和
意
識
型
態
壓
力。
陳
獨
秀
和
中
共
中
央
缺
乏
行
動
的
自
由。
他
們
事
事
都
得
向
莫
斯
科
請
示，
或
者
事
態
急 

迫
、
需
要即
時
解
決，
就
得
向它
派
駐
中
國
的
代
表，
如
維
廷
斯
基、
馬
林
、
鮑
羅
廷
或
羅
易
請
示
。
這
些
俄
國
老闆
並
 

不
瞭
解
中
國
問
題，
也
不
重
視
中
國
同
僚
的
意
見，
就
逕
自
對
關
係
到
中
國
革
命
的
核
心
問
題
下
達
指
示。
只
有
中
國
人 

才
關
心
事
態
發
展
。
共產
國
際
的
這
些
大
人
物
自
視
是
所
有
國
家
革
命
運
動
的
專
家。
張
國
燾
寫
說
：
「這
使
我
們
覺
得 

是
不
合
理
的
憾
事
。
雖
然
如
此，
中
共
中
央
自
始
就
有
尊
重
莫
斯
科
的
傳
統，
對
此
似
也
只
好
安
之
若
素
了。
…
…
無
論 

事
之
大
小
，概
遵
共產
國
際
之
指
示
進
行。」
J這
些
指
示
經
常
根
本
就
行
不
通。
現
在
可
出
現
特
別
嚴
重
的
狀
況
了， 

史
達
林
要
求
中
共
針
對
「左
派
」
國
民
黨
執
行
決
定
性
的
攻
擊。

加
速
中
共
在
這
個
時
候
落
敗
的另
一
個
因
素
是，
大
都
出
自
共產
黨
煽
動
的
貧
下
農
和
無產
階
級
在
農
村
恐
怖
活
動 

的
大
爆
發
。瘋
狂
的
群眾
以
野
蠻
行
徑
不
分
有
罪、
無
辜
濫
行
掠
奪、
殺
害
，
毫
無
疑
問
是
破
壞
統
一
戰
線
的
一
個
嚴
重 

因
素
。
這
些
行
動
大
都
針
對
小
地
主
和
中
地
主，
而
他
們
正
是
國
民
黨
(包
括
左
派
)
的
根
基
。
因
此
，
家
人
遭
到
「紅 

色
」
恐
怖
侵
擾
的
國
民
黨
軍
官
們
之
反
彈，
也
就
無
法
避
免
。

「白
色
」
恐
怖
殺
傷
力
絲
毫
不
遜
「紅
色
」
恐
怖
，
現
在
正
震撼
中
國
社
會。
國
民
革
命
軍
軍
官
團，
在
農
民
自
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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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
(即
民
團
)
和
投靠
過
來
的
秘
密幫
會
成
員
支
援
下，
執
行
最
殘
酷
的
措
施，
一
心
一
意
要
報
仇。
湖
南
、
湖
北
、
江 

西
、
廣
東
以
及
國
民
黨
控
制
的
其
他
省份
，
血
流
成
河
。
許
克
祥
部
隊
發
動
「剷
共
」
之
後
僅
僅
二
十
天，
光
是
長
沙
及 

周
圍
地
區
死
者
就
超
過
一
萬
人
。
"許
多
中
共
及
農
民
協
會
的
領
導
人
慘
遭
殺
害。
毛
澤
東
的
家鄉
湘
潭
縣，
以
及
常 

德
，另
有
一
萬
人
遭
到
處
決。
在
湘
潭
縣
，劊

子
手
「砍
下
總
工
會
首
腦
的
腦
袋，
用腳
踢
他
的
頭，
再
把
煤
油
灌
進
他 

肚

子
，
放
火
燒
屍
」
。
湖
北
的
富
農
家
族
在
國
民
黨
部
隊
協
助
下，
消
滅
整
個
村
子
的
居
民
。
他
們挖
受
害
人
的
眼
珠 

子
、
割
舌
、
斬
首
、
打
碎
骨
頭
、砍

腿
、
大卸

八
塊、
潑
煤
油
活
燒、
以
烙
紅
的
鐵
條
用
刑。
「至
於
女
人
，
他
們
把她
 

們
用
繩
子綁
胸，
赤
身
露
體
遊
街
示眾
，
或
者
乾
脆
就剁
成
肉
塊。」
湖
北
省
三
個
縣，
在
事
件
之
後
頭
幾
個
星
期，
就 

有
數
千
人
被
殺
。
3

從
西
方
人
的
角
度
看，
報
復
的
方
式
還真
是
千
奇
百
怪。
何
鍵
的
父
親
曾
被
農
民
協
會
逮
捕。
他
在
一
九
二
七
年
底 

派
部
隊
到
韶
山，挖
毛
澤
東
雙
親
的
墳，
把
骨
骸
散丟
在
山
坡
上。
根
據
民
間
古
老
的
信
仰，
這
樣
可
以
破
壞
毛
澤
東
本 

身
的
風
水
。
可
是
，
何
鍵
的
部
隊
不
知
道
毛
澤
東
雙
親
葬
在哪
裡，找
來
本
地
農
民查
問
.，他
們
不
肯
合
作
。
軍
隊
威
脅 

他
們
，
一
名
農
民
乾
脆
騙
他
們。
他
把
他
們
帶
到
一
個
土
豪
先
人
的
墳
墓，謊
稱
就
是
毛
澤
東
雙
親
的
墓。
士
兵
就挖
 

墳
、
開
棺
了
。
4

組
織
不
佳
、
器
械
不
足
的
農
民
協
會
不
堪
國
民
黨
部
隊
一
擊。
因為
怕
農
村
無產
階
級
才
加
入
農
民
協
會
的
農
民， 

哪
肯為
不
關
本
身
利
益
的
事
去
和
國
民
黨
部
隊拚
死
活。
他
們
一
有
機
會，
就丟
下
長
矛，
逃
之
夭
夭
。
許
克
祥
能
以
一 

千
部眾
控
制
整
個
長
沙
地
區，
就
是
因為
號
稱
會
員
上
百
萬
人
的
農
民
協
會
是
「紙
老
虎
」
。
5

在
這
個
關
鍵
時
刻，
毛
澤
東
幾
乎
是
全
黨
唯
一
一
個
能夠
冷
靜
評估
局
勢
的
領
導
人。
這
是
他
對
中
共
能夠
崛
起、 

建
立
政
權
最
重
要
的
貢
獻。
他
在
一
九
二
七
年
六
月
底、
七
月
初
到
湖
南匆
匆
走
一
回，
使
他
相
信
•.共產
黨
想
在
中
國 

奪
權
成
功
，
唯
有
依
賴
自
己
建
立
的
軍
事
力
量。
所
有
的
政
治
遊戲
，
統
一
戰
線
、
群眾
運
動
云
云，
無
非
是
一
場
鬧 

劇
。
在
軍
閥
當
道
的
中
國，
「槍
桿
子
底
下
出
政
權。」
e
面
對
作
亂
，
非
同
小
可
，
但
現
在
後
退
是為
了
組
織
紅
軍。
共 

產
黨
的
部
隊
要
從
何
而
來
？
毛
澤
東很
久
以
前
就
給
了
答
案。
當
然
是
能夠

「最
堅
決
奮鬥
」
的
貧
農
和
農
村
無產
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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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
。

七
月
四
日
，
政
治
局
常
委
會
在
漢
口
開
會，
剛
從
湖
南
回
來
的
毛
澤
東
建
議，
有
一
條
路
或
許
可
以
救
黨，
那
就
是 

命
令
湖
南
農
民
協
會
「上
山
」，
因為
到
了
山
區，
「可
以
造
成
軍
事
勢
力
的
基
礎
」。
「不
保
存
武
力，
則
將
來
一
到
事 

變
〔毛
澤
東
暗
示
，
汪
精
衛
無
可
避
免
地
也
會清
共
〕，
我
們即
無
辦
法
」。
會
後
，
他
又找
最
親
密
的
好
友
蔡
和
森
商 

量
此
一
問
題
。
他
激
動
地
說
：
「我
們
不
能
坐
此
靜
待
人
家
來
處
置。」
蔡
和
森
有
氣
喘
病
，
但
是
他
和
毛
澤
東
有
同 

感
。
在
毛
澤
東
慫恿
下，
他
立
刻
寫
了
一
封
信
給
政
治
局
常
委
們，
要
求
政
治
局
「做
一
軍
事
計
劃
」。
了

這
項
提
議
沒
有
成
功，
因為
陳
獨
秀
還
當
家。
不
過
陳
獨
秀
的
憂
鬱
在
七
月
初
達
到
高
點，
有
件
事
使
他
心
頭
更
加 

沉

痛
。
七
月
四
日
，
他
的
長
子
陳
延
年
在
上
海
遭
國
民
黨
處
決。
張
國
燾
寫
說
：
陳
獨
秀
「前
面
是
一
片
漆
黑，
因
而
他 

個
人
只
有
出
之
於
讓
賢
」。
張
國
燾
正
是
「賢
者
」
之
一
。卩

陳
獨
秀
退
休
後，
黨
的
新
領
導
機
關
(臨
時
政
治
局
)
由
毛
澤
東
的
保
護
人
瞿
秋
白
主
持。
①
讓
毛
澤
東
高
興
的
是 

新
領
導
層
重
新
檢
視
他
「上
山
」
的
構
想
，
但
只
通
過
作為

「備
案
」。
在
一
九
二
七
年
夏
天
的
危
疑
震撼
關
頭，
共產
 

黨
需
要
撤
退
。
如
果
要
策
劃
短
期
內
的
反
攻，
只
會
招
致
新
的
犧
牲，
可
是
包
括
瞿
秋
白
在
內
的
中
共
大
部
分
領
導
人
仍 

然很
生
氣，
不
論
有
多
愚
蠢，
都
必
須
行
動
。
八
月
中
旬，
他
們
決
定
在
湖
南、
湖
北
、
廣
東
和
江
西
的
農
村，
以
及
著 

名
的
國
民
革
命
軍
第
四
集
團
軍
內
部，
發
動
一
系
列
武
裝
暴
動。
他
們
要
讓
國
民
黨濺
血
的
意
念
勝
過
一
切
。
9

共產
國
際
本
身
堅
持
加
快
組
織
武
裝
暴
動。
這
時
候
，它
的
指
令
不
談
純
粹
的
共產
黨
人
行
動，
而
是強
調
需
要 

「喚
起
左
翼
國
民
黨
群眾
反
抗
高
層
領
導
」。
莫
斯
科強
調
「唯
有
在
國
民
黨
的
革
命
改
造
事
實
上
已
無
希
望，
以
及
這
項 

失
敗
又
配
上
新
的、
嚴
重
的
革
命
風
潮
」
時
，
才
需
要
「建
立
蘇
維
埃
」。
w
換
句
話
說
，
莫
斯
科
要
求
打
著
「左
翼
」 

國
民
黨
的
口
號
聲
討
「叛
賊
」
汪
精
衛
。

任
何
有
理
智
的
人
都
會
認為
這
樣
的
指
令
太
荒
謬，
可
是
中
共
領
導
人
被
迫
接
受它
們。
黨
已
經
遭
到
災
禍
性
的
大

①
原
書註
•
•除
了
瞿
秋
白
之
外-

新
領
導
人
還
有
張
國
燾
、張
太
雷
、李
維
漢
、李
立
三
和
周
恩
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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挫
敗
，並
沒
能
使它
從
史
達
林
的
影
響
下
獲
得
解
脫。
反
倒
是
已
經
弱
化
的
中
共
變
得
更
依
賴
莫
斯
科，
而
且
史
達
林
把 

責
任
大
都
推
到
中
共
領
導
人
身
上。
他
在
一
九
二
七
年
七
月
初
寫
信
向
他
的
同
志
莫
洛
托
夫(V. M

olotov)

和
布
哈
林 

說
：
「〔中
共
〕
中
央
委
員
會
裡
根
本
沒
有
一
個
馬
克
思
派
能夠
理
解
目
前
事
件
的
(社
會
)
基
礎
。」
史
達
林
甚
至
一
度 

思
考
在
中
共
中
央
委
員
會
及
各
省
黨
部
派
駐
「黨
顧
問
」，
以
一
套
特
殊
制
度強
化
中
共。
從
史
達
林
的
角
度
看，
「現 

階
段
有
必
要
」
設
置
這
些
「保
母
」，
因為

「〔中
國
共產
黨
〕
目
前
的
中
央
委
員
會
太
軟
弱、
太鬆

懈
、
政
治
上
太
散 

漫
、
不
合
格
。」
U

六
月
底
，
史
達
林
派
他
最
信
任
的
一
個
親
信，
喬
治
亞
老鄉
維
沙
里昂
•羅
明
納茲

(V
issarion V. Lom

inadze) 

到
中
國
，
取
代
羅
易
。
U他
再
也
信
不
過
羅
易
或
鮑
羅
廷。
布
魯
轍
擔
任
莫
斯
科
交
錢
給
中
共
的
中
間
人，
直
到
八
月
底 

布
魯
轍
回
國
，
「金
主
」
的
職
責
才
移
交
給
羅
明
納茲
。
U史
達
林
這
位
新
特
使
於
七
月
二
十
三
日
到
達，
立
刻
與
瞿
秋 

白
、
張
國
燾
會
談，
張
國
燾
在
多
年
之
後
還
記
得，
那
是
一
場
非
常
不
愉
快
的
對
話。

羅
明
納茲
個
性強
悍，
十
五
歲
就
參
加
革
命。
認
得
他
的
人
，
對
這
個
職
業
革
命
家
印
象
最
深
刻
的
是，
他
鄙
視
死 

者
。
他很
早
就
進
入
史
達
林
的
核
心，
藉
著
史
達
林
的
支
持，很
快崛
起為
共產
國
際
的
主
要
人
物。
不
到
三
十
歲，
他 

已
經
被
官
僚
權
力
的
滋
味
所
腐
化。
身
高
約
一
八
〇
公
分
，
體
格
壯
碩
，
一
頭
濃
密
黑
髮，
羅
明
納茲
令
人
望
之
生
畏， 

不
過
不
曉
得
是
因為
近
視、
還
是
其
他
什麼
原
因，
他
的
眼
睛
經
常眨
個
不
停。S

羅
明
納茲
的
官
僚
氣
息，
以
及
對
中 

共
領
導
人頤
指
氣
使，很
快
就
把
人
得
罪
光
了。
他
在
中
國
使
用
兩
個
名
字，
尼
古
拉
或
維
納(w

em
er)

。
他
完
全
不 

來
東
方
人
的
禮
節
這
一
套，很
快
就
對
瞿
秋
白
和
張
國
燾拋
出
一
大
堆
沒
根
據
的
指
控。
張
國
燾
寫
說
：
「他
開
門
見
山 

地
說
，
他
是
共產
國
際
的
全
權
代
表，
奉
命
來
糾
正
過
去
共產
國
際
人
員
(指
羅
易
、
鮑
羅
廷
)
和
中
共
中
央
在
革
命
中 

所
犯
的
錯
誤
。」
羅
明
納茲

「宣
布
中
共
中
央
犯
了
異
常
嚴
重
的
右
傾
機
會
主
義
錯
誤，
違
犯
了
共產
國
際
的
指
示
」
。
U 

他
要
求
盡
快
召
開
緊
急
會
議，
改
組
黨
的
領
導
人
事。

很

自
然
，
這
個
要
求
激
怒
瞿
秋
白
和
張
國
燾，
但
是
他
們
又
能
如
何呢
？
共產
國
際
的
紀
律綁
住
他
們
的
手腳
，
而 

且
他
們
迫
切
需
要
莫
斯
科
的
金
援。
甚
且
，
他
們
計
劃
的
起
事
也
需
要
蘇
聯
提
供
武
器。
幸
好
就
在
這
個
節
骨
眼
上，
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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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政
治
局
通
過
一
項
決
議，
提
供
「足夠
裝
備
一
個
軍
團
」
的
援
助
給
中
共
。
他
們
答
應
提
供
一
萬
五
千
支
步
槍、
一千 

萬
顆
子
彈
、
三
十
挺
機
關
槍
和
四
門
山
砲、
兩
千
枚
砲
彈
，
價值
一
百
一
十
萬
盧
布。
這
些
武
器
預
備
從
海
參崴
運
送
到 

中
國
某
個
港
口，
中
共
要
設
法
以
武
裝
暴
動
方
式
去搶
下它
們。
M瞿
秋
白
和
張
國
燾
只
好
嚥
下
這
口
氣，
容
忍
羅
明
納 

茲
的囂
張
。

同
一
天晚

上，
中
共
中
央
收
到
湖
南
省
黨
部
的
信
。
省
委
書
記
易
禮
容
是
毛
澤
東
的
好
友。儘
管
易
禮
容
十
分
努 

力
，
稍
微
穩
住
陣腳
，
湖
南
的
情
勢
仍
持
續
惡
化。
湖
南
省
委
在
信
上
說
：
「書
記
毛
澤
東
走
後
…
…
省
委
各
部
工
作
無 

不
吃
緊
，
盼
望
毛
澤
東
回
湘
。」
〃
但
是
瞿
秋
白
不
放
毛
澤
東
走，
因為
在即
將
召
開
的
會
議
中，
他
需
要
毛
澤
東
的
支 

持
。
他
需
要
毛
澤
東
以
農
民
問
題
的
權
威
在
場撐
腰。
七
月
底
、
八
月
初
，
中
共
中
央
正
在
如
火
如荼
準
備
農
民
武
裝
暴 

動
，
當
然
毛
澤
東
也
參
與
準
備
工
作。
中
共
中
央
的
構
想
是，
讓
貧
農
利
用
秋
收
季
節，
傳
統
上
佃
農
和
地
主
結
帳
的
時 

機
，
直
接
起
來
向
地
主
造
反。
中
共
想
以
最
單
純、
但
不
合
法
的
拒絕
繳
租
的
主
意
吸
引
貧
農
起
事。

同
時
，
駐
紮
在
南
昌
的
國
民
革
命
軍
部
隊
在
七
月
三
十
一
日
至
八
月
一
日，
發
生
了
中
共
秘
密
規
劃
的
起
事。
這
些 

部
隊
是
國
民
黨
「左
翼
」
將
領
張
發
奎
統
率
的
國
民
革
命
軍
第
二
方
面
軍
之
下
的
獨
立
單
位。
張
發
奎
本
人
當
然
沒
有
參 

加
起
事
。
兩
天
前
他
才
參
加
國
民
黨
「左
翼
」
人
士
一
項
會
議，
會
中
決
定
要
肅清
第
二
方
面
軍
的
共產
黨
分
子。
領
導 

這
項
起
事
的
是
一
向
自
律
嚴
謹、
活
力
充
沛、
一
本
正
經
的
周
恩
來，另
有
張
國
燾、
彭
湃
等
人
協
助
他
(周
恩
來
當
時 

是
中
共
中
央
軍
事
委
員
會
主
席
)。
直
接
指
揮
起
事
部
隊
的
是
二
十
軍
軍
長
賀
龍
(出
身
湘
西
土
匪
、
轉
而
同
情
共產
 

黨
)、
葉
挺
(共產

黨
員、
著
名
的
第
四
軍
獨
立
團
前
任
團
長
)，
以
及
南
昌
市
公
安
局
局
長、
第
九
軍教
導
團
團
長
朱 

德
。

兩
萬
名
左
右
的
叛
軍
成
功
奪佔
南
昌，
但
是
他
們並
不
打
算
據
守
南
昌。
按
照
中
共
中
央
臨
時
政
治
局
的
規
劃，
他 

們
要
立
刻
回
師
攻
打
廣
東，
在
當
地
宣
布
成
立
新
的
革
命
政
府。
八
月
三
日，
叛
軍
改
稱
第
二
國
民
革
命
軍，
由
賀
龍
總 

指
揮
，
離
開
南
昌
，
但
他
們
的
南
下
相
當
艱
難。
一
九
二
七
年
九
月
底、
十
月
初
，
叛
軍
在粵
東
汕
頭
附
近
慘
敗
(他
們 

預
備
到
汕
頭
接
應
蘇
聯
來
的
武
器
)，
部
隊
瓦
解
。
賀
龍
逃
到
香
港
•，葉
挺
和
彭
湃
逃
到
陸豐
縣，
建
立
軍
事
根
據
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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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
德
率
領
一
千
人，
艱
難
地
走
向
廣
東、
江
西
邊
境
。

毛
澤
東
沒
有
參
加
南
昌
暴
動
的
籌
劃
準
備，
但
是
他
一
聽
說
之
後，
深
切
盼
望
能夠
參
加
作
戰。
八
月
初
，
他
自
動 

請
纓
，
向
黨
中
央
提
議
由
他
組
一
支
「農
民
軍
」
去
協
助
賀
龍
。
八
月
三
日
，
瞿
秋
白
迅即
派
他為

「湘
南
特
委
」
書 

記
，
但
是
當
天
稍
後，
瞿
秋
白
收
回
成
命。
經
過
細
思
之
後，
中
共
中
央
認為
毛
澤
東
的
計
劃
不
實
際。
M

因
此
，
「湖
南
王
」
必
須
留
在
武
漢
。
八
月
七
日
，
他
參
加
了
中
共
中
央
緊
急
會
議
。
會
議
是
在
極
機
密
的
情
況 

下
，
在
武
漢
政
府
一
位
蘇
聯
顧
問
米
海
爾
•拉
祖
莫
夫(M

ikhail R
azum

ov)

位
於
漢
口
前
俄
租
界
的
家舉
行
(國
共 

統
一
戰
線
破
裂
之
後，
蘇
聯
仍
與
國
民
黨
維
持
一
陣
子
關
係，
漢
口
、
長
沙
和
廣
州
等
城
市
仍
設
有
蘇
聯
領
事
館
或
代 

表
)。
拉
祖
莫
夫
夫
婦
住
在
大
都為
外
僑
居
住
的
安
靜
社
區
一
棟
三
層
樓
洋
房
的
二
樓。
毛
澤
東
在
八
月
七
日
上
午
來
到 

這
戶
公
寓
。
會
議
召
集
人
瞿
秋
白
一臉
病
容。
他
長
期
以
來即
有
肺
結
核，
生
病
以
及
最
近
經
歷
的
事
件
已
使
他
精
疲
力 

竭
。
他
和
往
常
一
樣，
只
要
一
激
動
，
講
話
就
口
沫
橫
飛
-
因
此
房
間
裡
似
乎
「布
了 
一
層
肺
結
核
細
菌
」。2

連
毛
澤 

東
、
羅
明
納
玆、
瞿
秋
白
在
內，
共
有
二
十
五
人
出
席
會
議。
除
了
「尼
古
拉
」
之
外
，
還
有另
兩
個
蘇
聯
顧
問
列
席。 

房
間很
擠
、
通
風
不
良、
悶
熱
。

出
席
者佔
中
共
領
導
人
不
到
三
成。
陳
獨
秀
雖
然
還
在
武
漢，卻
沒
有
被
邀
出
席。
20
共青
團
有
三
位
代
表、
中
央 

軍
委
有
位
幕
僚，
還
有
湖
南
、
湖
北
省
委
兩
位
代
表
則
受
邀
參
加
會
議。
M大
部
分
出
席
者
是
毛
澤
東
長
期
以
來即
認
識 

的
熟
人
，
只
有
少
數
人
不
熟
。
其
中
有
個
中
央
書
記
處
的
新
負
責
人，
年
僅
二
十
三
歲，
謙
虛
、
但
相
當
幹
練，
此
人
個 

子
矮
小
，
勉強
有
一
五
二
公
分
高，
僅
及
毛
澤
東
的
肩
膀。
他
在
一
年
前
從
蘇
聯
回
到
中
國
.，留
俄
期
間
，
他
在
東
方
勞 

動
者
共產
主
義
大
學
學
習，
後
又
在
莫
斯
科
中
山
大
學
念
了
幾
個
月
書。
在
此
之
前
，
則
以
勤
工
儉
學
學
生
身
分
到
法
國 

工
讀
。
他
本
名
鄧
先
聖，
五
歲
時
又
得
了
新
名
字
鄧
希
賢。
到
達
武
漢
從
事
地
下
工
作
後，
他
改
名
鄧
小
平，
非
常
平
凡 

的
名
字
，
以
避
人
耳
目
。
毛
澤
東
或
許
沒
注
意
到
這
個
小
矮
個
子。
22
但
是即
使
毛
澤
東
視
線
投
向
他，
也
不
可
能
料
想 

到
這
個
貌
不
驚
人、
出
身
四
川
東
部
的
小
矮
個
子，
在
他
過
世
之
後，
會
對
他
一
手
打
造
的
社
會
主
義
中
國
之
命
運
扮
演 

決
定
性
的
角
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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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議
由
臨
時
政
治
局
委
員、
前
湖
南
省
委
書
記
李
維
漢
擔
任
主
席。
毛
澤
東
和
李
維
漢
已
經
是
多
年
老
友。
羅
明
納 

玆
先
發
言
，
一
開
口
就
尖
銳
批
評
中
共
犯
了
「重
大
錯
誤
」，
其
根
源
「非
常
深
」。
李
維
漢
旋即
請
大
家
表
達
看
法。

毛
澤
東
發
言
支
持
這
位
共產
國
際
代
表。
他
長
久
以
來即
要
求
黨
的
政
策
要
激
進
化，
也
經
常
反
對
陳
獨
秀。
大
家 

都
曉
得
他
一
向
激
烈
爭
取
徹
底
進
行
農
民
革
命。
現
在
似
乎
可
以
一
吐
心
聲
了。
他
提
到
過
去
領
導
人
對
農
民
運
動
犯
的 

「錯
誤
」。
他
說
：
「廣
大
黨
內
黨
外
的
群眾
要
革
命，
黨
的
指
導卻
不
革
命，
實
在
有
點
反
革
命
的
嫌
疑。」
他
可
沒
有
點 

出
陳
獨
秀
的
名
字。
事
實
上
，
這
次
會
議
沒
有哪
個
中
國
人
批
評
陳
獨
秀
個
人。儘
管
史
達
林
對
陳
獨
秀
有
負
面
觀
感， 

在
他
們
心
目
中，
陳
獨
秀
還
是
「大
家
長
」。
只
有
羅
明
納兹
點
名
批
判
陳
獨
秀。
毛
澤
東
批
評
過
後，
轉
而
談
起
黨
的
基 

本
任
務
。
他
首
次
在
如
此
高
層
會
議
中
講
出
他
近
來
最為
擔
心
的
內
心
想
法，
他
認為
黨
有
需
要
格
外
注
意
軍
事
因
素。

從
前
我
們
罵
孫
中
山
專
做
軍
事
運
動
，
我
們
則
恰
恰
相
反
，
不
做
軍
事
運
動
，
專
做
民眾
運
動
……

現
在
雖
已
注

意
，
但
仍
無
堅
決
的概
念
。比
如
秋
收
暴
動
非
軍
事
不
可
，
此
次
會
議
應
重
視
此
問
題
.
.
.
.
以
後
要
非
常
注
意
軍

事

。須
知
政
權
是
由
槍
桿
子
中
取
得
的
。
23

這絕
對
不
是
無
關
緊
要
的
一
句
話，
甚
至
聽
起
來
有
點
不
合
布
爾
什
維
克
精
神。
共產
國
際
一
向教
導
共產
黨
人，
在
革 

命
運
動
中
，
他
們
主
要
必
須
依
賴
群眾
，
首
先
是
工
業
工
人、
其
次
是
貧
農
。
這
才
符
合
馬
克
思
主
義
的教
義。
布
爾
什 

維
克
在
革
命
和
內
戰
的
實
際
經
驗卻
指
向
完
全
相
反
的
路
子，
軍
事
因
素
的
決
定
性
重
要
地
位
遭
到
忽
視。
「俄
羅
斯
數 

百
萬
無產
階
級
群眾
偉
大
的
社
會
革
命
」，
不
能
被
描
寫為
軍
事
政
變。

會
上
人
人
都
發
言
過
後，
瞿
秋
白
發
表
自
我
批
評
報
告。
然
後
他
們
討
論
以
下
三
個
決
議
文
：
關
於
農
民鬥
爭、
關 

於
工
人
運
動、
關
於
組
織
問
題，
以
及
羅
明
納
玆
撰
稿、
瞿
秋
白
譯為
中
文
的
相
當
冗
長
的
「告
黨
員
書
」。
毛
澤
東
又 

上
台
發
言
，
不
過
只
說
了
五
分
鐘
話
•，
然
而
這
段
發
言
的
重
要
性
非
同
小
可，
因為
毛
澤
東
比
以
前
更
加
完
整
的
表
達
了 

他
對
農
民
問
題
的
基
本
看
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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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大
中
地
主
標
準
一
定
要
定
，
不
定
則
不
知
何為
大
地
主
中
地
主
，
我
意
以為
可
以
五
十
畝為
限
，
五
十
畝
以
上 

不管肥田
痩

田統統沒收
。

二
、
 

小
地
主
問
題
是
土
地
問
題
的
中
心
問
題
，
困
難
的
是
在
不
沒
收
小
地
主
土
地
，
如
此
，
則
有
許
多
沒
有
大
地
主 

的
地
方
，
農
協
則
要
停
止
工
作
，
所
以
要
根
本
取
消
地
主
制
，
對
小
地
主
應
有
一
定
的
辨
法
，
現
在
應
解
決
小 

地
主
問
題
，
如
此
方
可
以
安
民
。

三
、 

自
耕
農
問
題
，
富
農
、中
農
的
地
權
不
同
，
農
民
要
向
富
農
進
攻
了
，
所
以
要
確
定
方
向
。

四
、 

土
匪
問
題
是
非
常
大
的
問
題
。因
此
種
會
黨
土
匪
非
常
之
多

-

我
們
應
有
策
略
，
有
些
同
志
以為
可
以
利
用
他 

們
，
這
是
孫
中
山
的
辦
法
，
我
們
不
應
如
此
。只
要
我
們
實
行
土
地
革
命
，
那
一
定
能
領
導
他
們
的
。我
們
應 

(

該
)

當
他
們
是
我
們
自
己
的
弟
兄
，
不
應
看
作
客
人
。
24

毛
澤
東
如
此
講
出
他
的
革
命鬥
爭
基
本
方
略
的
菁
華。
他
的
重
點
歸
納
起
來
就
是
.•我

們
必
須
從
土
匪、
赤
貧
貧
農
、
貧 

農
和
農
村
無產
階
級
分
子
創
造
一
支
軍
隊，
藉
由
沒
收
地
主
和
農
民
的
土
地
把
他
們
吸
引
到
我
方
(在
農
村
無產
階
級
眼 

中
，
任
何
有
工
可
做
的
農
民
都
可
以
看
作
是
「富
農
」
)。
幾
個
月
之
後，
他
又
把
這
些
觀
念
化
約為
簡
略
的
說
法
：
「抽 

多
補
少
，
取
肥
補
瘦
。」
終
其
一
生，
他
都
遵
行
這
套
模
式，
當
然
略
有
修
改
。

毛
澤
東
的
極
端
主
義
連
一
向
鐵
石
心
腸
的
羅
明
納
玆
都嚇
一
跳，
表
示
反
對
。
他
宣
稱
：
「我
們
需
要
讓
城
市
小
資 

產
階
級
中
立。
如
果
我
們
開
始
沒
收
所
有
的
土
地，
城
市
小
資產
階
級
會
動
搖、
會
轉
而
反
對
我
們
…
…
至
於
東
〔毛
澤 

東
〕
所
提
到
的
秘
密幫
會
的
問
題，
我
們
…
…
不
會
利
用
〔這
種幫
會
〕。」
M

羅
明
納
玆
的
批
評
是
善
意
的。
「東
同
志
」
有
點
過
火
，
不
過
他
是真
正
的
左
派，
他
不
像
機
會
主
義
者
陳
獨
秀。 

其
他
人
的
反
應
也
一
樣。
氣
喘
發
作
、
好
不
容
易
才
能
說
話
的
蔡
和
森，
全
力為
他
這
位
總
角
之
交
辯
護。
他
建
議
徵
召 

毛
澤
東
加
入
政
治
局，
理
由
是
他
「在
農
民
問
題
上
不
同
意
中
央
的
政
策
」，
「可
以
作為
需
要
迅
速
推
動
農
民
革
命
趨 

勢
的
代
表
」。
毛
澤
東
的
名
字
果真
列
入
羅
明
納
玆
所
整
理
的
臨
時
政
治
局
委
員
及
候
補
委
員
名
單
之
中。
後
來
毛
澤
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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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
推
選為
預
計
在
六
個
月
之
後
召
開
六
大
之
前
的
過
渡
時
期，
此
一
黨
的
領
導
機
關
的
候
補
委
員。
臨
時
政
治
局
有
九
個 

委
員
、
六
個
候
補
委
員，
共
十
五
人
。
瞿
秋
白
、
李
維
漢
、
彭
湃
、
鄧
中
夏
、
周
恩
來
、
張
太
雷
、
張
國
燾
和
李
立
三
等 

人
都
在
列
。
有
趣
的
是
，
蔡
和
森
不
在
其
中
。
26

瞿
秋
白
這
下
子
放
心
了。
領
導
人
變
動
順
利
完
成。
陳
獨
秀
下
台
成為
定
局，
也
沒
有
人
公
開
反
對
羅
明
納
玆。
中 

共
大
多
數
人
已
習
慣
俯
首
帖
耳
聽
從
莫
斯
科，
可
是
大
部
分
人
也
改
不
了
對
陳
獨
秀
的
尊
敬，
因
此
只
是
表
面
上
接
受
羅 

明
納
玆
對
這
位
創
黨
前
輩
的
批
評。
瞿
秋
白
本
人
沒
讓
羅
明
納
玆
知
道，
半
夜
秘
密
趨
前
拜
訪
「老
先
生
」
請
他
指教
。
D 

八
七
會
議
之
後，
瞿
秋
白
請
毛
澤
東
遷
到
上
海，
在
黨
中
央
工
作
。
共產
國
際
執
委
會
從
典
型
的
馬
克
思
主
義概
 

念
——

勞
動
階
級
的
「世
界
歷
史
角
色
」
出
發
，
又
決
定
黨
的
總
部
應
該
設
在
勞
動
階
級眾
多
的
上
海。
然
而
，
毛
澤
東 

要
求
派
他
到
湖
南
。
他
說
：
「我
不
願
去
大
城
市
住
高
樓
大
廈，
願
到
農
村
去，
上
山
結
交
綠
林
朋
友
。」
28

根
據
張
國 

燾
的
說
法
，
毛
澤
東
「自
願
到
湖
南
去
-
也
是铤
而
走
險
」。
中
共
大
多
數
領
導
人
沒
有
熊
熊
怒
火
的
意
願
到
湖
南
去。 

烈
八
月
九
日，
要
派
毛
澤
東
擔
任
什麼
任
務
這
個
問
題
解
決
了
。
瞿
秋
白
決
定
派
他
以
中
央
特
派
員
身
分
籌
劃
秋
收
暴 

動
。
核
心
行
動
計
劃
在
湖
南
南
部
發
動，
因
此
中
共
成
立
「湘
南
特
委
」，
由
毛
澤
東
領
導
。
年
輕
、
有
活
力
的
彭
公
達 

也
是
臨
時
政
治
局
候
補
委
員，
被
派為
湖
南
省
委
新
任
書
記，
和
毛
澤
東
同
行
回
湖
南。
彭
公
達
在
黨
內
冒
出
頭，
是
因 

為
許
克
祥
發
動
「馬
日
事
變
」
之
後
，
他
立即
向
陳
獨
秀
提
議
組
織I

支
三
十
萬
人
武
裝
農
民
進
攻
湖
南
省
會
長
沙。

八
月
十
二
日
抵
達
長
沙
後，
毛
澤
東
發
現
許
克
祥
要
把
共產
黨剷
除
殆
盡。
地
方
黨
部
三
千
名
黨
員
還
倖
存
活
命
的 

不
足
一
百
。
30

許
克
祥
多
年
之
後
撰
文
說
：
「對
付
共產
黨
只
有
一
個
方
法，
就
是強
硬
對
付，
因為
他
們
只懂
力
量、 

也
只
害怕
力
量
。」
H毛
澤
東
沒
有
時
間
遲
疑。
他
必
須
執
行
黨
領
導
人
明
確
的
指
令
：
「響
應鄉
村
農
民
的
暴
動，
而 

推翻

反
革
命
政
權
」
。
M他
必
須
與
身
兼
共產
國
際
本
地
代
表
的
新
任
蘇
聯
駐
長
沙
領
事
佛
拉
狄
米
爾
•庫
丘
莫
夫 

(V
ladim

ir K
uchum

ov)

配
合
。
庫
丘
莫
夫
化
名
馬
耶
爾(M

ayer)

，
②
中
國
人
稱
呼
他
馬
可
夫。
他
和
羅
明
納兹
從
莫

②
原
書
註
：
這
個
名
字
有
時
候
被
誤
植為Mey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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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
科
一
起
到
中
國
。
M

毛
澤
東
到
了
長
沙，
第
一
件
事
就
是
秘
密
拜
會
前
任
湖
南
省
委
書
記
易
禮
容。
易
禮
容
是
少
數
膽
敢
公
開
指
控
共產
 

國
際
缺
乏
勇
氣
承
認
自
己
在
中
國
犯
了
「機
會
主
義
」
錯
誤
的
共產
黨
人，
因
此
受
到
黨
內
同
志
攻
擊。
34
羅
明
納
玆
當 

然很
不
爽
他，
但
毛
澤
東
覺
得
沒
有
理
由
和
老
朋
友
決
裂。
兩
人
講
好
近
日
內
召
集
黨
委
臨
時
會
議。
然
後
毛
澤
東
前
往 

板
倉
，
他
的
太
太
和
兒
子
們
從
武
昌
回
來
就
住
在
板
倉。
他
在
當
地
逗
留
太
久，
直
到
八
月
十
六
或
十
七
日
才
抵
達
長
沙 

縣
城
。
黨
委
同
志
久
久
等
不
到
人，
只
好
在
八
月
十
六
日
自
行
開
會。

毛
澤
東
帶
著
太
太、
小
孩
和
一
直幫
著
照
料
楊
開
慧
和
小
孩
的奶
媽
一
起
回
到
長
沙。
這
次
，
楊
開
慧
不
讓
他
一
個 

人
走
。她
或
許
直
覺
意
識
到
夫
妻
相
聚
來
日
不
多。
六
個
人
回
到
城
裡，
住
進
楊
開
慧
父
親
留
下
的
舊
宅
。
35

毛
澤
東
一
回
到
省
城，
立
刻
召
集
省
委
同
志
再
次
開
會，
宣
達
籌
劃
秋
收
暴
動
的
主
要
任
務。
他
和
八
月
七
日
在
漢 

口
開
會
時
的
主
張
一
樣，
認為
中
共
的
口
號
應
該
是
全
面
沒
收
土
地。

中
國
大
地
主
少
-

小
地
主
多
，
貧
農
要
求
土
地
的
又
多
，
單
只
沒
收
大
地
主
的
土
地
，
不
能
滿
足
農
民
的
要
求
和
需

要

。要
能
全
部抓
住
農
民
，
必
須
沒
收
一
切
地
主
的
土
地
分
給
農
民
。
36

他
在
這
次
會
議
中
沒
有
提
到
需
要
沒
收
自
耕
農
的
土
地，
但
是
他
也
沒
有
重
新
思
考
他
的
立
場。
次
日
，
他
向
中
共 

中
央
報
告
時，
堅
持
說
：

湖
南
農
民
確
實
希
望
徹
底
解
決
土
地
問
題
.
.
.
.
我
建
議
.
.
.
.
.沒
收
一
切
土
地
，
包
括
小
地
主
自
耕
農
在内
，
歸
之
公

有
，
由
農
協
按
照
「工
作
能
力」
和
「消
費
量」
(即
依
每
家
人
口
長
幼
多
寡
定
每
家
實
際
消
費
量
之
多
寡
)
兩
個

標
準
，
公
平
分
配
於
願
得
地
之
一
切鄉
村
人
民
。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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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
然
他很
清
楚
大
部
分
的
農
民，
以
及
他
心
愛
的
農
村
無產
階
級
根
本
沒
有
要
求
分
田，
他卻
堅
持
一
意
孤
行。
前 

者
只
夢
想
減
租、
減
稅
.，
後
者
只
想
分
配
別
人
的
錢
財。
有
可
能
他
提
出
「激
烈
分
配
土
地
」
這
個
問
題，
只
是為
了
滿 

足
一
部
分
有
需
求
的
赤
貧
農
民
和
貧
窮
的
客
家
人。
中
國
農
村
裡
這
樣
的
人
多
得
不
可
勝
數.，光
是
客
家
人
就
有
三
千
萬 

人
。
縱
使
如
此
，
重
點
不
在
於
此。
一
九
二
七
年
時，
毛
澤
東
的
性
格
已
經
定
型，
他
已
經
習
慣
發
號
施
令。
他
和
許
多 

習
慣
發
號
施
令
的
大
老閲
一
樣，
絲
毫
不
懷
疑
自
己
有
權
利
決
定
他
屬
下
每
個
人
的
命
運。
毛
澤
東
完
全
認為
他
比
任
何 

農
民
都
更
瞭
解
他
們
的
需
求。
這
就
是為
什麼
全
面
沒
收
土
地
的
主
意
前
幾
天
才
被
羅
明
納
玆
批
評，
毛
澤
東
現
在
又
把 

它
提
出
來
，
且
是
當
著
共產
國
際
駐
湖
南
代
表
庫
丘
莫
夫\

馬
耶
爾
的
面
提
出
來。
他
這
時
候
已
經
肯
定，
中
國
已
經
成 

熟
，
可
以
發
動
中
國
版
的
布
爾
什
維
克
革
命。
％因
此
，
沒
有
需
要
嬌
寵
「地
主
」
和
「資產
階
級
」。

毛
澤
東
在
未
來
將
繼
續
推
動
他
這
項
左
傾
激
進
觀
點。
當
然
他
必
須
玩
點
花
樣、
忍
讓
和
繞
路，
但
是
他絕
不
放
棄 

他
那
烏
托
邦
式
的
普
世
平
等
的
理
想。
彷
彿
是為
了
防
止
「愚
蠢
的
」
農
民
可
能
不
響
應
他
的
號
召
預
做
保
險，
毛
澤
東 

在
這
次
會
議
提
出
軍
事
因
素
特
別
重
要
的
問
題
：

發
動
起
義
，
單靠
農
民
的
力
量
是
不
行
的
，
必
須
有
軍
事
的幫
助
。有
一
兩
個
團
的
兵
力
，
這
樣
起
義
就
可
起
來
，

否
則
終
歸
於
失
敗
.
.
.
.
要
奪
取
政
權
就一
定
要
有
兵
力
，
沒
有
兵
力
的
擁
衛
就
去
奪
取
，
這
是
自
欺
的
話
。我
們
黨

從
前
的
錯
誤
，
就
是
忽
略
了
軍
事
，
現
在
應
以
百
分
之
六
十
的
精
力
注
意
軍
事
運
動
。

毛
澤
東
的
結
論
又
是
：
「實
行
在
槍
桿
上
奪
取
政
權，
建
設
政
權
。
」
39

湖
南
省
委
大
多
數
同
志
支
持
他
們
信
賴
的
這
位
老鄉
。
只
有
易
禮
容
表
示
要
小
心。
他
說
：
「如
果
我
們
現
在
沒
收 

他
們
〔小
地
主
〕
的
土
地
，
他
們
一
定
會
加
入
反
革
命
陣
營
的
大
地
主
。
因
此
，
現
在
不
是
沒
收
小
地
主
土
地
的
時 

機
。」
40

但
是
沒
有
人
要
聽
易
禮
容
的。
人
人
都
認為
現
在
是
打
民
粹
牌
的
時
機。
他
們
堅
稱
：
「建
立
民
主
革
命
政
府 

的
口
號
已
經
老
掉
牙
。」
共產
黨
要
在
自
己
的
旗
子
底
下
站
起
來，
不
要
再
站
在
「左
翼
」
國
民
黨
的
旗
子
底
下.，
共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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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
要
宣
布
建
立
蘇
維
埃，
要砍
掉
地
主
的
腦
袋。
他
們
對
農
民
是
否
需
要
這
或
是
需
要
那，
完
全
不
感
興
趣
。
彭
公
達
承 

認
：
「我
們
的
方
法
就
是
從
上
而
下
推
動
革
命，
從
軍
隊
擴
展
到
農
民、
而
不
是
從
農
民
到
軍
隊
。
」
M

可
是
，
羅
明
納
玆
控
制
的
臨
時
政
治
局
跳
出
來
反
對。
臨
時
政
治
局
緊
急
致
函
湖
南
同
志，
把
毛
澤
東
關
於
軍
事
因 

素
和
群眾
運
動
之
間
關
係
的
觀
點，
定
位為

「軍
事
冒
險
」，強

調
「中
央
意
見
是
純
粹
依靠
群眾
力
量，
以
軍
事
力
量 

為
幫

助
。」
毛
澤
東
想
要
立
刻、
全
面
重
新
分
配
土
地
的
構
想，
再
次
遭
到擯
斥。
臨
時
政
治
局
的
信
又
說
：
「現
時
主 

要
口
號
是
沒
收
大
地
主
土
地。」
臨
時
政
治
局
更
要
求
所
有
的
工
作
應
該
持
續
在
「左
翼
」
國
民
黨
的
旗
子
底
下
進
行。 

改
變
口
號
的
指
令
還
未
從
莫
斯
科
送
到
中
國。
湖
南
省
委
沒
有
一
個
人
同
意
這
個
政
策，
但
是
要
到
臨
時
政
治
局
斷
然
要 

求
執
行
其
指
示，
毛
澤
東
及
其
支
持
者
才
退
讓。
42

然
而
，
後
來
事
實
證
明，
他
們
是
陽
奉
陰
違
。
C

同
時
，
秋
收
暴
動
的
準
備
工
作
也
在
全
速
進
行。
到
了
八
月
底，
湖
南
省
委
決
定
在
湖
南
的
心
臟
地
帶
結
合
以
下
幾 

股
力
量
發
動
猛
烈
攻
擊
：
一
是
「農
民
軍
」，
其
殘
部
集
結
在
長
沙
以
東
縣份
；
二
是
國
民
黨
的
一
個
團，
團
長為
共產
 

黨
員
；
三
是
安
源
煤礦
的
失
業礦
工。
暴
動
的
口
號
非
常
簡
單
：
「槍
斃
地
方
反
革
命
分
子，
沒
收
他
們
的
財產
、
燒
光 

他
們
的
房
子、
破
壞
交
通
運
輸
。」
主
要
目
標
是
攻佔
長
沙。
深
受
俄
國
經
驗教
化
的
大
多
數
共產
黨
員，
無
法
想
像
會 

有
未
以
城
市為
基
礎
的
革
命。
毛
澤
東
本
人
想
要
攻
打
省
城
長
沙嗎
？
極
可
能
是
不
。
根
據
彭
公
達
的
回
憶
錄，
毛
澤
東 

堅
持
暴
動
的
規
模
要
有
限
制。
44
毛
澤
東
對
暴
動並
沒
有
興
趣
•，他
早
已
瞭
解，
現
階
段
的
共產
黨
革
命
已
經
失
敗，
應 

該
要
糾
集
力
量、
上
山
打
游
擊
去。
但
是
他
必
須
遵
守
政
治
局
的
決
定。
相
隔
不
久
，
他
終
於
可
以
不
理
會
同
志
們
的
想 

法
，
要
求
他
們
接
受
他
的
意
志。

為
了
指
導
秋
收
暴
動，
共產
黨
成
立
兩
個
委
員
會
：
前
敵
委
員
會
負
責
純
粹
軍
事
事
務，
行
動
委
員
會
負
責
協
調
發 

動
暴
動
的
各
縣
的
黨
部
組
織。
毛
澤
東
負
責
前
敵
委
員
會，
易
禮
容
負
責
行
動
委
員
會。
八
月
三
十
一
日
黎
明，
毛
澤
東 

由
長
沙
動
身
前
往
暴
動
預
定舉
行
的
湘贛
邊
區。

他
最
後
一
次
擁
抱
楊
開
慧。
他
們
商
量
好，她
、
小
孩
和奶
媽
要
回
板
倉她
母
親
的
家。
分
手
前
，她
給
他
一
雙
新 

草
鞋
，
囑
咐
他
要
好
好
照
顧
自
己。她
很
關
心，
因為
前
幾
天
他
們
一
道
從
板
倉
到
長
沙
時，
毛
澤
東
傷
了腳
，
走
路
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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瘸
著腳
。她
沒
有
陪
他
到
火
車
站，
由她
堂
弟
楊
開
明
送
行。
他
們
是
否
直
覺
今
後
再
也
不
會
相
見
？
他
們
是
否
明
白
那 

天
早
上即
是
永
別
？
毛
澤
東
前
往
長
沙
車
站，
快
車
將
帶
著
他
奔
向
新
生
活，
他
將
成為

「民
族
的
救
星
」、
「偉
大
的 

導
師
」
和
「領
袖
」。
楊
開
慧
將
成為
歷
史。

有
一
陣
子
，她
和
小
孩
住
在
板
倉
相
當
安
全
的
娘
家。她
因為
是
地
方
望
族
成
員，
相
當
受
到
保
護
。
地
方
上
的
文 

武
官
吏
不
敢
侵
擾
受
人
尊
敬
的
楊
昌
濟
老
師
的
女
兒。她
沒
有
太
多
錢，
小
叔
毛
澤
民
偶
爾
會
從
上
海
寄
錢
來
接
濟。她
 

思
念
先
生，
寫
下
一
首
詩
：

天
陰
起
朔
風
，
濃
寒
入
肌
骨
。

念茲
遠
行
人
，
平
波
突
起
伏
。

足
疾
已
否痊
，
寒
衣
是
否
備
？

孤
眠
誰
愛
護
，
是
否
亦淒
苦
？

書
信
不
可
通
，
欲
問
無
人
語
。

恨
無
雙
飛翻
，
飛
去
見茲

人
。

茲

人
不
得
見
，惆
悵

無
已
時
。
45

一
直
要
到
毛
澤
東
領
導
的
紅
軍真
正
開
始
讓
湖
南
當
局
頭
痛
了，
他
們
才
逮
捕她
。
一
九
三
〇
年
八
月
，
共產
黨
部 

隊
攻佔
長
沙
後
不
久，
湖
南
國
民
黨
部
隊
的
指
揮
官
何
鍵
下
令，
懸
賞
一
千
元，
逮
捕
楊
開
慧
。
一
九
三
〇
年
十
月
二
十 

四
日
，
楊
開
慧
被
捕。
剛
滿
八
歲
的
長
子
毛
岸
英，
以
及
忠
心
耿
耿
的奶
媽
，
也
一
起
關
進
監
牢
。
士
兵
要抓
她
時，
二 

兒
子
毛
岸青
痛
哭，
小
手抓
著
士
兵
大
衣，
不
讓
帶
走媽
媽
。
一
個
士
兵
不
耐
煩，
拿
起
重
物
朝
他
小
腦
袋砸
下
去，
打 

得
他
當
場
倒
地，
嚴
重
腦
震盪
。
此
後
他
再
也
不
曾
完
全
復
原。

何
鍵
只
要
求
楊
開
慧
公
開
宣
布
與她
丈
夫畫
清
界
線。
他
認為
，
毛
澤
東
的
太
太
若
公
開摒
棄
他，
許
多
共產
黨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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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會
向
警
方
投
案
。
但
是她
拒絕
背
棄
愛
人
。儘
管
著
名
的
學
者、
北
京
大
學
前
任
校
長
蔡
元
培
應
楊
開
慧
母
親
的
懇 

求
，
替她

求
情
，她
還
是
被
送
到
軍
事
法
庭
審
判。
法
庭
程
序
進
行
不
到
十
分
鐘，
法
官
問
了
幾
個
形
式
上
的
問
題
之 

後
，
拿
起
毛
筆
，蘸
上
紅
墨
水，
在
審
判
書
上畫
個
記
號，
往
地
上
一丟
。
這
是
中
國
法
庭
宣
判
死
刑
的
慣
例
做
法。
一 

九
三
〇
年
十
一
月
十
四
日
早
晨，劊
子
手
到
牢
房
提
領她
到
刑
場
。
毛
岸
英
在她
身
邊，
哭
了
起
來
。
但
是她
告
訴
他 

說
：
「怎麼
啦
？你
是
我
的
英
雄
！
寶
貝
，
告
訴你
爸
爸
，
別為
我
的
死
傷
痛。
他
應
該
全
力
加
速
革
命
的
勝
利
！•」
然 

後她
又
說
：
「我
希
望
我
死
後，
親
友
不
會為
我
辦
一
場
資產
階
級
的
葬
禮。」

行
刑
隊
把她
押
到
長
沙
北
門
外
識
字
嶺
槍
決。她
的
堂
弟
楊
開
明
九
個
月
前
也
在
這
裡
繁
命。
目
擊
者
說
，她
坐
在 

一
輛
黃
包
車
上，
兩
側
持
槍
士
兵
戒
護，
押
到
刑
場
。
許
多
發
子
彈
打
在她
身
上、
撲
倒
在
地
時，
一
個劊
子
手趕
緊
取 

下她
鞋
子
，
擲
得
老
遠
。
中
國
人
的
傳
說
是，
這
樣
做
死
者
就
不
會
回
來
向
行
兇
者
索
命。
士
兵
們
旋即
回
營
房
吃
飯
喝 

酒
。
突
然
間
有
個
村
民
跌
跌
撞
撞跑
來
說，
「死
者
」
還
有
生
命
跡
象
。
七
個劊
子
手
又
回
到
刑
場，
結
束她
的
性
命
。 

他
們
默
默
地
看
著
這
個
垂
死
的
婦
人
以她
抖
動
的
手
指
在
黑
土
地
上
痙
攣
地抓
寫。

當
天
夜
裡
，她
的
屍
身
交
還
給
親
友
-
送
回
板
倉
，
葬
在她
娘
家
不
遠
處
的
山
坡
上，
有
幾棵
小
松
樹
作
伴
。
不 

久
，
共產
黨
地
下
黨
員
賄
賂
獄
卒，
救
出
毛
岸
英
和奶
媽
。
一
個
月
之
後，
毛
澤
東
從
報
上
獲
悉
太
太
死
訊，
給
他
岳
母 

送
去
三
十
銀
元，
請她
代為
立
個
墓
碑。
他
寫
說
：
「開
慧
之
死
，
百
身
莫
贖
。
」

46

然
而
，
這
時
候
他
早
已跟
另
一
個
女
人
同
居
多
時，
而
且
是
他
和
楊
開
慧
分
手
兩
個
月
就
認
識
的
新
歡。
我
們
以
後 

會
記
得
，
對
毛
澤
東
來
講，
「人
類
需
要
愛
的
力
量
…
…大
過
於
其
他
任
何
需
要
」，
而
且
「除
了
某
些
特
殊
力
量
」，
沒 

有
任
何
東
西
可
以
抑
止
他
「這
種
需
要
愛
的
感
情
」。
一
九
二
九
年
春
天，
這
位
新
歡為
他
生
了
一
個
女
兒。
因
此
，
他 

送
給
岳
母為
亡
妻
立
墓
碑
的
三
十
銀
元，
純
粹
鬧
個
表
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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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五
章

井
岡
山
上
紅
旗
飄
揚

一
九
二
七
年
八
月
三
十
一
日
坐
上
火
車，
毛
澤
東
先
前
往
長
沙
南
方
一
座
小鎮
株
洲。
他
和
當
地
黨
委
同
志
討
論
了 

暴
動
計
劃
。
株
洲
共產
黨
人
將啟
動
革
命，
炸毀
跨
湘
江
的
一
座
火
車
鐵
橋，並
沿
著
鐵
路
線
製
造
一
系
列
事
端，
分
散 

駐
軍
注
意
力
。
接
下
來
毛
澤
東
到
達
安
源，
在
張
家
灣
小
村
召
開
重
要
軍
事
會
議。
當
地
黨
員
決
定
組
織
一
支
所
謂
的
工 

農
革
命
軍
第
一
軍
第
一
師，
兵
力
約
五
千
人
。

在
滿
懷
英
雄
氣概
之
下，
毛
澤
東
轉
往
安
源
北
方
的
銅
鼓，
通
知
親
共
的
士
兵
和
貧
農，
決
定
把
他
們
的
隊
伍
改
組 

為
第
一
師
第
三
團
。
他
已
經
預
想
到
自
己
是
叛
亂
首
腦，
還
寫
下
一
首
詩
：

軍
叫
工
農
革
命
，
旗
號鐮
刀
斧
頭
。①

匡
廬
一
帶
不
停
留
，
要
向
瀟
湘
直
進
。

地
主
重
重
壓
迫
，
農
民
個
個
同
仇
。

秋
收
時
節
暮
雲
愁
，
霹
靂
一
聲
暴
動
。

1

©

原
書
註
：
當
時
中
共
黨
旗
上
的榔
頭
，
的
確
常
常
被
誤為
是
斧
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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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切
似
乎
都
進
行
得很
順
利
的
時
候，
有
一
天
毛
澤
東
和
縣
委
書
記
突
然
遭
到
一
隊
地
方
民
團攔
下。
民
團
不
曉
得 

他
們
逮
到
的
是
什麼
人
物，
決
定
把
他
們
押
到
隊
部。
情
勢
十
分
危
險
。
白
色
恐
怖
鬧
得很
兇，
這
兩
個
人很
可
能
遭
到 

槍
決
。
毛
澤
東
告
訴
史
諾
這
段
經
過
：

那
些
民
團
奉
命
把
我
押
到
民
團
總
部
去
處
死，
但
是
我
從
一
個
同
志
那
裡
借
了
幾
十
塊
錢，
打
算贿
賂
押
送
的
人
釋 

放
我
。普
通
的
士
兵
都
是
雇
傭
兵，
我
遭
到
槍
決，
於
他
們並
沒
有
特
別
的
好
處，
他
們
同
意
釋
放
我，
可
是
負
責 

的
隊
長
不
允
許
。於
是
我
決
定
逃跑
-

但
是
直
到
離
民
團
總
部
大
約
二
百
碼
的
地
方，
我
才
得
到
了
機
會
。我
在
那 

地方掙
脫出來，跑
到田野裡去
。

我跑
到
一
個
高
地，
下
面
是
一
個
水
塘，
周
圍
長
了很
高
的
草，
我
在
那
裡躲
到
太
陽
落
山
。士
兵
們
追
捕
我-
還 

強
迫
一
些
農
民幫
助
他
們
搜
尋，
有
好
多
次
他
們
走
得很
近，
有
一
兩
次
我
幾
乎
可
以碰
到
他
們
。雖
然
有
五
六
次 

我
已
經
放
棄
希
望，
覺
得
我
一
定
會
再
被抓
到，
可
是
我
還
是
沒
有
被
發
現
。最
後
，
天
黑
了，
他
們
放
棄
了
搜 

尋

。我
馬
上翻
山
越
嶺，
連
夜趕
路
。我
沒
有
鞋，
我
的腳
損
傷
得很
厲

害
。路
上
我
遇
到
一
個
農
民，
他
同
我
交 

了
朋
友，
給
我
地
方
住，
又
領
我
到
了
下
一鄉

。我
身
邊
有
七
塊
錢，
買
了
雙
鞋
、一
把
傘
和
一
些
吃
的
。當
我
最 

後
安
全
地
走
到
農
民
赤
衛
隊
那
裡
的
時
候，
我
的
口
袋
裡
只
剩
下
兩
個
銅
板
了
。

2

仔
細
規
劃
的
這
場
暴
動，
於
九
月
九
日
起
事，
但
是
可
以
預
想
得
到
是
以
慘
敗
收
場。
消
極
的
農
民
和
士
氣
低
落
的 

鐵
路
工
人
和礦
工，
都
沒
有
對
叛
變
的
軍
隊
提
供
實
質
的
援
助。
彭
公
達
寫
說
：
「農
民
沒
有
起
來
響
應，
他
們
的
領
導 

人
缺
乏
決
心
。」
3在
這
種
情
勢
下，
毛
澤
東
和
湖
南
省
委
同
志
在
九
月
十
五
日
自
行
決
定，
不
進
攻
省
城
長
沙
。
這
種 

無
意
義
的
行
動
除
了
招
致
更
多
傷
亡，
不
會
有
任
何
效
益。
現
在
該
撤
退，
不
能
逞
英
雄
。

毛
澤
東
在
長
沙
東
方
一
百
公
里
左
右
的
小鎮
文
家
市
集
結
殘
部，
宣
布
預
備
向
南
打
開
一
條
血
路，
奔
向
湘贛
邊
區 

的
井
岡
山
。
4羅霄
山
脈
中
部
這
塊
險
阻
的
山
區
一
向
就
是
土
匪、
叛
徒
的
藏
身
處。
毛
澤
東
認為
它
是
「機
動
部
隊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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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
佳
根
據
地
」。
；
這
個
地
方
的
特
色
就
是
山
峰
高
聳
入
雲、
溪
壑
向
下陡
墜
的
奇
妙
結
合，
形
成
理
想
的
藏
身
處
所。

九
月
二
十
一
日，
一
千
五
百
名
疲
憊
不
堪
的
第
一
師
殘
部，
頸
項
間綁
著
紅
巾
標
示
著
他
們
是
叛
軍，
開
始
踏
上
艱 

困
的
旅
程
。
毛
澤
東
記
得
：
「當
時
部
隊
的
紀
律
差，
政
治
訓
練
水
平
低，
指
戰
員
中
有
許
多
動
搖
分
子
。
開
小
差
的很
 

多
。」
e
有
個
基
層
戰
士
也
描
繪
同
樣淒
苦
的
景
象
：
「我
們
的
部
隊
不
熟
悉
周
遭
環
境，
也
缺
乏
適
當
的
準
備
。
疫
疾 

傳
染
、
盛
暑
行
軍
、
缺
乏
基
地
，
全
都
導
致
重
大
損
失。」
？直
到
十
月
二
十
七
日，
毛
澤
東
的
部
隊
一
路
上
又
折
損
三 

分
之
一
人
馬
之
後，
終
於
到
達
井
岡
山
地
區
主
要鎮
甸
茨
坪。
他
們
在
當
地
最
高
的
山、
海
拔
一
千
七
百
多
公
尺
高
的
五 

指
山
的
山腳
下
停
住。
這
座
寬
大
的
山
谷
布
滿
稻
田。舉
目
一
望，
四
周
的陡
岩峭
壁
高
聳
入
雲。卩

一
個
月
之
後，
在
毛
澤
東
倡
議
下，
成
立
了
「茶
陵
縣
工
農
兵
政
府
」
-
還
建
立
了
縣
赤
衛
大
隊、
縣
工
會
、
縣
農 

會
等
組
織
。
他
這
時
候
還
沒
有
使
用
「蘇
維
埃
」
這
個
詞
語
，
但
是
這
些
機
構
實
質
上
就
是
蘇
維
埃。很
自
然
地
-
他
立 

刻
遭
遇
許
多
問
題。
他
需
要
在
陌
生
的
新
環
境
活
動，
周
遭
的
本
地
人
對
他
們
這
群
不
速
之
客
懷
有
敵
意，
而
且
講
的
方 

言
也
是
毛
澤
東
及
屬
下
許
多
戰
士
根
本
聽
不懂
的
話。

在
這
個
貧
窮
的
邊
區，
遠
離
湖
南
和
江
西
省
政
當
局，
人
們
依
據
本
身
傳
統
法
則
過
日
子。
這
個
地
區
的
經
濟，
用 

毛
澤
東
的
話
說，
「還
留
在
臼、
杵
年
代
」。
9他
指
的
是
山
區
老
百
姓
還
在
用
臼、
杵
搗
米
。
只
有
山
谷
裡
才
有
些
手
工 

操
作
的
作
坊
。
當
地
的
權
力
落
在
袁
文
才、
王
佐為
首
的
一
群
土
匪
手
中。
六
百
名
兇
神
惡
煞
仗
著
古
老
的
短
槍、
長
槍 

和
刀
劍
，
宰
制
整
個
寧
岡
縣
十
五
萬
人。
⑴因
此
，
要
落
草為
井
岡
山
人，
毛
澤
東
必
須
先
和
掠
奪
本
地
區
的
土
匪
建
立 

友
好
關
係
。
這
方
面
他
做
得很
成
功，
因
此
他
自
稱
成
了
「山
大
王
」
。
U

毛
澤
東
和
「綠
林
兄
弟
」
交
往
的
歷
史值
得
一
提。
袁
文
才
和
王
佐
屬
於
本
地
客
家
族，
先
世
從
廣
東
或
福
建
移
居 

到
這
個
地
區
時
，
肥
沃
的
山
谷
已
經
被
開
發，
因
此即
使
他
們
兩
人
都
出
生
在
井
岡
山
地
區，
但
還
是
不
被
看
作
本
地 

人
。
因
此
，
袁
文
才
和
王
佐
對
山
谷
居
民並
沒
有
好
感。
本
地
的
老
居
民瞧
不
起
新
住
民，
無
情
地
剝
削
他
們
。
也
正
因 

為

如
此
，
袁
文
才
和
王
佐
年
輕
時即
加
入
一
個
像
他
們
這
樣
「外
來
人
」
組
成
的
土
匪
組
織
「馬
刀
隊
」。
他
們
在
組
織 

裡
竄
起
成為
老
大，
向
地
方
民眾
榨
取
貢
獻，
凡
有
反
抗
者
，即
下
手
懲
罰。
他
們
把
反
抗
者砍
頭，
首
級
掛
在
竿
上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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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
。
袁
文
才
是
首
腦，
王
佐
尊
他為

「大
哥
」，
兩
人
是歃
血
兄
弟。

毛
澤
東
在
一
九
二
七
年
十
月
初
剛
進
入
井
岡
山
不
久，即
修
書
致
函
袁
文
才，
要
來
拜
會
。
毛
澤
東
表
示
袁
文
才
若 

允
許
他
的
人
馬
在
井
岡
山
歇腳
，
願
送
袁
一
百
支
長
槍
以
表
敬
意。
袁
文
才
只
有
六
十
支
古
董
舊
槍，
拒絕
不
了
這
樣
的 

禮
物
，
但
是
面
子
上
又
不
允
許
他
不
付
代
價
就
收
下
武
器。
兩
人
一
見
面，
袁
文
才
交
給
毛
澤
東
一
千
銀
元。
這
是
典
型 

的
中
國
人
禮
數
。
傳
統
要
求
主
人
收
下
禮
物
後
必
須
百
倍
回
敬
贈
與
者，
否
則
他
就
「丟臉
」，
客
人
也
會
懷
疑
主
人
是 

否
有
困
難
。
毛
澤
東很
感
謝，
而
他
執
禮
甚
恭
也
讓
袁
文
才很
高
興。
袁
文
才
聽
說
過
毛
澤
東
是
共產
黨
的
領
導
人
之 

一，
對
於
這
樣
一
位
重
要
人
物
如
此
看
重
他，
受
寵
若
驚
。
袁
文
才
甚
至
告
訴
毛
澤
東
說，
他
在
一
年
前
就
加
入
共產
 

黨
。
雖
然
無
從
知
道
這
是
否
實
話，
毛
澤
東
也
佯
裝
相
信
。
透
過
袁
文
才
，
他
也
交
好
王
佐，
送
給
王
佐
七
十
支
長
槍
和 

大
量
彈
藥
。
這
位
共產
黨
領
導
人
的
博
學
多
聞
-
讓
沒
念
過
書
的
王
佐
佩
服
得
不
得
了。
他
說
：
「毛
委
員
是
最
有
學
問 

的
人
，
聽
他
一
席
話，
勝
讀
十
年
書
！
」
U王
佐
建
議
毛
澤
東
進
駐
到
王
佐
所
控
制
的
茨
坪。
師
部
醫
院
則
設
在鄰
近
的 

茅
坪
，即
袁
文
才
的
老
家。
大
家
序
起
年
齒，
毛
澤
東
比
袁
文
才
和
王
佐
虛
長
五
歲，
兩
人
遂
喊
他
「毛
大
哥
」。
根
據 

習
俗
，
當
然
要
殺豬
、
備
酒
，
慶
祝
一
番
。

但
是
，並
不
是
事
事
都
順
利。
毛
澤
東
的
部
隊
和
袁、
王
兩
人
的
土
匪
難
免
發
生
衝
突。
天
性
多
疑
的
王
佐
對
這
些 

事
特
別
介
意
。
有
一
天
他
向
袁
文
才
講
起
他
的
疑
慮
：
「如
果
毛
澤
東
奪
了
我
們
的
權，
要怎
麼
辦
？
他
可
以
在
不
知
不 

覺
下吞
併
我
們
。」
於
是
乎
，
狡
猾
的
袁
文
才
想
出
一
招
羈縻
毛
澤
東
的
方
法。
他
把
一
個
朋
友
的
漂
亮
妹
妹
賀
自
珍
介 

紹
給
毛
澤
東，
推
薦她
擔
任
他
和
本
地
人
打
交
道
時
的
譯
員。
賀
自
珍
年
僅
十
八
歲，
才
剛
加
入
袁
文
才
的
單
位
不
久。 

袁
文
才
待她
不
薄，她
和
袁
妻
特
別
親
近。
王
佐
待她
也
不
錯，
曾
經
送她
一
把
毛
瑟
槍。
賀
自
珍
十
六
歲即
加
入
共產
 

黨
，
在
「白
軍
」
奪
得她
家鄉
權
力
後，
地
方
黨
委
派她
到
井
岡
山。她
書
讀
得
不
錯，
又
有
政
治
認
識，
但
最
重
要
的 

是她
漂
亮、
活
潑
、
精
力
充
沛
，
而
且
優
雅
。她
有
張甜
美
的
圓臉
蛋、
炯
炯
有
神
的
大
眼
珠
和
細
潤
的
皮
膚，
無
怪
乎 

她

的
小
名
叫
「桂
圓
」。
毛
澤
東
一
見
就
喜
歡她
，
而她
本
人
也
喜
歡
他，即
令
他
比她
足
足
大
了
十
六
歲。她
曉
得
他 

已
婚
、
有
三
個
小
孩
；
這
是
毛
澤
東
親
口
告
訴她
的。
但
是
，
沒
有
什麼
能擋
下她
.，
毛
澤
東
也
曉
得
如
何
討
好
女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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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時
的
他
尤
其
魅
力
十
足
——

非
常
瘦
、
蓄
長
髮
、
額
頭
高
，
有
著
一
對
憂
鬱
的
黑
眼
珠。
賀
自
珍
立
刻為
他
傾
倒。
毛 

澤
東
散
發
著
體
格
力
量
和
智
慧
力
量，
能
詩
善
文，
飽
讀
民
間
演
義
小
說
。
年
輕
的
賀
自
珍
從
來
沒
見
過
這
樣
的
男
性。 

兩
人
是
相
戀
相
愛
？
還
是
只
因
性
吸
引
力
而
湊
合
在
一
起
？
認
識
他
們
的
人
也
莫
衷
一
是
。

一

九
二
八
年
初
春，
毛
澤
東
請
賀
自
珍幫
他
整
理
一
些
文
稿
。她

說
：
「只
要你
不
嫌
我
字
寫
得
醜，
我
就
來幫
 

你
。」
第
二
天
，她
就
到
他
住
處幫
忙
(毛
澤
東
當
時
在
山
上
一
座
廟
裡
工
作
)。
兩
人
從
此
就
開
始
同
居。
五
月
間
， 

當
著
媒
人
袁
文
才
和
毛
澤
東
一
些
同
志
面
前，
兩
人
辦
了
類
似
的
「婚
禮
」。
他
們
吃
蜜
餞、
乾
果
、
喝
茶
。
大
家
開
懷 

大
笑
、
嬉
鬧
。
當
然
沒
有
人
想
到
楊
開
慧，
此
時她
還
活
著呢

=

楊
開
慧
終
於
輾
轉
聽
到
夫
君另
結
新
歡
的
消
息。
許
久
沒
有
音
訊，
現
在卻
傳
來
良
人另
結
新
歡
！
這份
打
擊
說
有 

多
重
，
就
有
多
重
。
楊
開
慧
一
度
想
要
尋
短，
若
非為
了
孩
子
，
大概
也
不
會
留
戀
人
間
。2她
就
這
樣
忍
辱
過
了
兩 

年
，
才
被
國
民
黨
槍
決。

同
一
時
期
，
中
共
黨
內
也
鬧
得
天翻
地
覆。
九
月
十
九
日，
史
達
林
終
於
決
定
讓
中
共
正
式
退
出
國
民
黨，
開
始
共 

產
黨
在
中
國
建
立
蘇
維
埃
的鬥
爭。
瞿
秋
白
次
日
透
過
蘇
聯
駐
漢
口
領
事
接
到
指
令。
九
月
底
，
中
國
共產
黨
領
導
人
搭 

船
離
開
漢
口
，
前
往
上
海
，
持
續
深
入
地
下
工
作
。
M羅
明
納
玆
不
久
也
進
駐
上
海。
十
月
間
，
共產
國
際
執
委
會另
一 

位
代
表
海
因兹
•紐
曼(H

einz N
eum

ann)

(化
名
莫
里兹

〔 M
oritz〕

或
格
魯
勃〔 G

ruber〕 )

也
來
到
上
海
，
旋即
 

經
香
港
、
入
廣
州
，
籌
劃
後
來
被
稱為
廣
州
公
社
的
一
項
新
暴
動。
這
項
暴
動
同
樣
失
敗，
犧
牲
者
之
一
是
鮑
羅
廷
的
前 

任
譯
員
張
太
雷
。
白
色
恐
怖
，
加
上
中
共
的
冒
險
主
義，
使
中
共
付
出
慘
痛
代
價。
一
九
二
七
年
底
之
前，
中
共
黨
員
從 

將
近
五
萬
八
千
人
左
右，
降
到
只
剩
一
萬
人，
折
損
約
五
分
之
四
。

這
也
是為
什麼
不
只
是
毛
澤
東、
還
有
許
多
共產
黨
人
在
一
九
二
七、
二
八
年
之
交
的
冬
天，
紛
紛
逃
到
農
村
的
原 

因
。
在
偏
遠
地
區
，
他
們
打
出
蘇
維
埃
的
旗
號
展
開
新
的鬥
爭。
莫
斯
科
指
定
這
個
口
號。
而
毛
澤
東
是
首
開
其
端
的
第 

一
人，
因
而
遭
遇
許
多
問
題
：
同
志
們
不
瞭
解
、
有
人妒

恨
、
被
罵
犯
了
「左
傾
錯
誤
」，
也
被
指
控
是
「右
傾
錯 

誤
」。
九
月
間
，
毛
澤
東
已
因為
拒絕
攻
打
長
沙，
被
蘇
聯
領
事
兼
共產
國
際
代
表
庫
丘
莫
夫
痛
批。
庫
丘
莫
夫
痛
斥
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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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省
委
的
「不
作為
」，
是
「最
可
恥
的
背
叛
與
臨
陣
脫
逃
」，
要
求
政
治
局
立即
撤
換
省
委
領
導
人。
這
個
蘇
聯
領
事 

認為
，
如
果
不
是
彭
公
達
和
毛
澤
東
表
現
出
「極
可怕
的
中
國
式
庸
俗
」，
長
沙
暴
動
是
可
以
成
功
的。
瞿
秋
白
只
好
下 

令
長
沙
方
面即
刻
要
有
行
動。
同
時
，
他
又
派
全
權
代
表
任
弼
時
前
往
長
沙，
主
持
省
委
人
事
改
組，
不
過
彭
公
達
仍
留 

任
書
記
。
任
弼
時
的
努
力並
無
助
於
局
勢，
他
自
己很
快
也
認為
在
長
沙
發
動
「起
事
的
時
機
已
失
」
。
b

一
九
二
七
年
十
一
月
七
日
至
十
四
日
在
上
海舉
行
的
臨
時
政
治
局
擴
大
會
議，
毛
澤
東
又
遭
到另
一
個
打
擊。
兩
個 

莫
斯
科
代
表
主
導
這
項
會
議
——

羅
明
納
玆
，
他
在
十
一
月
十
日即
會
議
結
束
前
-
就
回
俄
國
去
•，另
一
個
是
赤
色
職
工 

國
際(The Red International of Trade unions)

代
表
歐
爾
嘉
•米
克
維
奇(O

lga M
itkevich)

。
他
們
的
介
入
已
事 

先
決
定
了
這
場
不
光
彩
的
暴
動
籌
劃
人
受
到
懲
處
的
程
度。
史
達
林
再
次
需
要
替
罪
羔
羊，
不
肯
承
認
自
己
有
任
何
錯 

誤
。
會
議
通
過
〈政
治
紀
律
決
議
案
>,
對
毛
澤
東
及
其
同
志
有
這
樣
一
段
話
：

湖
南
省
委
對
於
農
民
暴
動
的
指
導
更
是
完
全
違
背
中
央
策
略
。中
央
屢
次
指
出
湖
南
暴
動
應
以
農
民
群眾
為

其
主 

力
，並
且
向
省
委
書
記
彭
公
達
同
志
當
面
警
告
其
軍
事
投
機
的
錯
誤，
要
省
委
改
正
此
錯
誤
……
中
央
臨
時
政
治
局

擴
大
會
議，
對
於
上
列
執
行
錯
誤
政
策
之
黨
部
執
行
機
關
及
負
責
同
志，
決
定
下
列
的
處
罰
.
.
.
.
湖
南
省
委
委
員
彭

公
達
、毛
澤
東
、易
禮
容
、夏
明
翰，
應
撤
銷
其
現
在
省
委
委
員
資
格，
彭
公
達
同
志
應
開
除
具
中
央
政
治
局
候
補 

委
員
資
格，並
留
黨
察
看
半
年
。毛
澤
東
同
志
.
.
.
.
應
予
開
除
中
央
臨
時
政
治
局
候
補
委
員
。

M

這
時
候
，
「毛
澤
東
主
義
」
這
個
字
詞
開
始
在
中
央
委
員
會
當
作
「軍
事
機
會
主
義
」
的
同
義
詞
傳
開
來
。

毛
澤
東
要
到
四
個
月
之
後
的
一
九
二
八
年
三
月
初，
改
組
過
的
湘
南
特
委
代
表
周
魯
來
到
井
岡
山
見
他，
才
知
道
自 

己
被
免
去
政
治
局
候
補
委
員
職
務。
這
個
年
輕
人
因為
身
居
湘
南
特
委
軍
事
部
長，
自
命
不
凡
。
n
他
所
代
表
的
黨
委
是 

在
三
個
月
前
的
一
九
二
七
年
十
二
月
成
立，
中
央
交
付
給它
改
組
井
岡
山
共產
黨
領
導
的
任
務
(這
時
候
設
在
長
沙
的
湖 

南
省
委
已
經
幾
乎
被
國
民
黨
消
滅
殆
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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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海
的
領
導
人
不
能
原
諒
毛
澤
東
的
擅
自
行
動
•，
一
九
二
七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他
們
要
求
免
去
毛
澤
東
前
敵
委 

員
會
的
職
務
。
通
常
不
亂
發
脾
氣
的
中
央
軍
事
委
員
會
書
記
周
恩
來，
或
許
因為
他
本
人
可
能
受
責
難，
表
示
非
常
不
滿 

毛
澤
東
。
周
恩
來
負
責
的
南
昌
暴
動
也
失
敗。
周
恩
來
說
：
「毛
澤
東
的
部
隊
只
是
到
處
流
竄
的
土
匪。
這
樣
的
領
導
人 

〔毛
澤
東
〕
不
相
信
廣
大
群眾
的
力
量，
才
陷
入真
正
的
軍
事
機
會
主
義。」
W湖
南
省
委
還
剩
下
的
幾
個
委
員
也
認
同
他 

的
看
法
，
表
示
毛
澤
東
的
部
隊
完
全
由
「地痞
流
氓
」
組
成
。
W共產
國
際
遠
東
局
駐
上
海
代
表
對
毛
澤
東
部
隊
的
判
斷 

也
同
樣
嚴厲
(和
正
確
)。
譬
如
，
共產
國
際
執
委
會
國
際
聯
絡
部
代
表
亞
歷
山
大
•亞
伯
瑞
奇(A

lexander A
rbrecht) 

在
一
九
二
八
年
二
月
底
向
莫
斯
科
報
告
說
：

建
立
紅
軍
是
一
個
非
常
重
要
的
問
題
。由
於
這
些
軍
隊既
無
基
地、
又
無
給
養，
他
們
對
農
民
構
成
極
大
負
擔
。由 

於
這
支
軍
隊
有
一
部
分
出
身
半
土
匪，
如
毛
澤
東
的
單
位即
是，
隨
著
時
間
過
去，
他
們
會
分
化，
會
讓
農
民
反
他 

們

。尤
其
糟糕
的
是，
這
些
軍
隊
經
常跑
掉，
留
下
農
民
去
應
付
軍
閥
部
隊
的
進
攻
。
20

黨
下
令
懲
處
的
新
聞
對
毛
澤
東
構
成沉
重
打
擊，
尤
其
是
周
魯
試
圖
全
面
抹
黑
毛
澤
東，
宣
稱
中
央
已
將
毛
澤
東
開 

除
黨
籍
。
其
實
這
是
天
大
的謊
言，
可
是
毛
澤
東
無
法查
證
或
否
認它
。
周
魯
免
去
毛
澤
東
所
有
的
黨
職，
把
他
降
級為
 

第
一
師
師
長
。
@
身為

「非
黨
員
」
的
師
長
，
毛
澤
東
是
政
治
問
題
不
能
作
主，
軍
事
問
題
也
不
能
決
定，
因為
黨
才
是 

各
個
方
面
的
領
導
。
周
魯
也
解
散
前
敵
委
員
會，
把
第
一
師
的
黨
權
交
給
年
僅
二
十
一
歲、
他
覺
得
信
得
過
的
團
政
委
何 

挺
穎
。很

顯
然
，
周
魯
以為
年
輕、
沒
經
驗
的
何
挺
穎
容
易
操
縱。
但
是
他
失
算
了
。
何
挺
穎
因為
和
毛
澤
東
一
起
參
加 

秋
收
暴
動、
一
起
艱
苦
地
從
文
家
市
跋
涉
到
井
岡
山，
對
毛
澤
東
仍
然
奉
命
唯
謹
。
U周
魯
也
沒
有
考
量
到
除
了
年
輕
的 

何
挺
穎
，
毛
澤
東
在
第
一
師
還
有
別
人
可
以
依靠
。

②
原
書
註
：
日
後
毛
澤
東
回
憶
這
段
時
日
時，
譏
諷
地
說
：
「

(我
)
當
了
個
民
主
人
士
〔即
非
共
產
黨
員
〕，
只
能
當
師
長
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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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
澤
東
在
井
岡
山
最
信
任
的
一
個
人
就
是
他
親
弟
弟
毛
澤
覃。
汪
精
衛
響
應清
共
前
夕，
毛
澤
覃
接
受
大
哥
的
建 

議
，
隨
國
民
革
命
軍
第
四
軍
部
隊
離
開
武
漢，
前
往
江
西
、
湖
北
邊
界
的
九
江。
他
在
九
江
驚
聞
「左
派
」
國
民
黨
和
國 

民
革
命
軍
響
應清
共
的
消
息。
危
機
當
前
，
他
接
受
第
四
軍
參
謀
長
葉
劍
英
(共產
黨
員
)
的
建
議
，
逃
到
南
昌
，
希
望 

和
參
加
暴
動
的
賀
龍
部
隊
接
上
頭。
等
他
到
了
南
昌，
共產
黨
已
經
走
了，
到
處
都
是
國
民
黨
部
隊。
毛
澤
覃
在
南
昌
城 

門
被
巡
邏
隊攔
下，
稍
加
盤
問
就
放
了
。
離
開
南
昌
，
他
往
南
走
，
離
南
昌
已
有
二
百
公
里，
才
終
於
追
上
叛
軍
的
哨 

兵
。
他
們
帶
他
去
見
周
恩
來，
周
恩
來
立
刻
認
出
他
是
毛
澤
東
的
弟
弟
。
毛
潭
覃
奉
派
在
政
治
部
和
葉
挺
同
事
。
就
這 

樣
，
他
參
加
了
攻
打
汕
頭
戰
役，
然
後
加
入
朱
德
部
隊，跟
著
部
隊
輾
轉
前
往粵
贛
邊
區。
到
了粵
贛
邊
區，
一
九
二
七 

年
十
一
月
中
旬，
朱
德
的
部
隊
連
接
上
毛
澤
東
手
下
一
個
營
的
戰
士。
這
支
部
隊
被
國
民
黨
部
隊
打
得
和
主
力
部
隊
失
去 

聯
繫
，
在
山
區
流
竄
。
朱
德
和
毛
澤
覃
從
他
們
口
裡
知
道
秋
收
暴
動
失
敗、
毛
澤
東
率
部
落腳
井
岡
山。
朱
德
決
定
和
毛 

澤
東
會
師
，
派
毛
澤
覃
去找
他
哥
哥。
朱
德
交
給
毛
澤
覃
一
封
信，
上
面
寫
說
：
「我
們
必
須
團
結
力
量，
執
行
一
個清
 

楚
的
軍
事
和
農
民
政
策
。」
U

十
一
月
底
，
毛
澤
覃
安
全
抵
達
茨
坪，
兩
兄
弟
歡
欣
重
逢
。
毛
澤
覃
留
下
來
，
協
助
毛
澤
東
打
理
一
切
。
有
一
陣 

子
，
他
也
追
求
賀
自
珍，
不
過
沒
成
功
。
這
時
候
，
他
的
太
太
周
文
楠
帶
著
六
個
月
前
生
的
幼
兒
楚
雄，
被
關
在
長
沙
監 

獄
(她
在
一
九
二
八
年
三
月
遭
到
一
名
叛
徒
出
賣，
被抓
進
牢
裡
)。
毛
澤
覃
知
不
知
道
這
件
事
？
或
許
不
知
道
。
但
是 

他
應
該
記
得
和她
在
武
昌
分
手
時，她
已
經
身
懷
六
甲。
因
此
他
肯
定
會
知
道
大
約
九
月
時
就
做
了爸
爸
。
小
孩
在
獄
中 

生
病
，
病
情
嚴
重，
被
獄
卒
從
母
親
身
邊
帶
走，
送
到
醫
務
室
等
死。
不
料
，
他
竟
活
了
下
來，
幾
個
月
後
交
給
外
祖
母 

照
料
。
老
人
家為
了
保
護
他，
把
外
孫
改
姓
周，
不
姓
毛
(直
到
他
十
歲
，她
才
告
訴
他，
他
的
生
父
是
誰
)。
要
到
一 

九
三
〇
年
七
月
，
紅
軍
部
隊
短
暫
攻佔
長
沙，
毛
澤
東
這
位
弟媳
婦
才
重
獲
自
由。
但
是
這
時
毛
澤
覃
已另
結
新
歡。
追 

不
到
毛
澤
東
的
愛
人，
他
在她
妹
妹
身
上找
到
安
慰。
一
九
三
一
年
初，
他
娶
了
賀
恰
。
③

毛
家
兄
弟
的
確
不
適
合
過
家
庭
生
活。
毛
澤
民
也
根
本
不
是
模
範
丈
夫
或
父
親。
他
早
早
就拋
棄
髮
妻
王
淑
蘭
和
他 

們
三
歲
的
小
孩，
再
也
沒
見
過
他
們。她
也
吃
盡
苦
頭
。她
兩
次
被
捕，
第
一
次即
一
九
二
七
年
五
月
底
許
克
祥
發
動
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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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事
變
之
後
。很
幸
運
的
是她
很
快
就
獲
釋。鄉
人
替她
作
證，
說她
早
就
和
毛
澤
民
離
異
。
但
是
，
一
九
二
九
年
五 

月
，她
再
次
被
捕，
關
進
長
沙
市
監
獄。
紅
軍
在
一
九
三
〇
年
七
月
救
了她
，
以
及
毛
澤
覃
的
妻
子
。
可
是
，她
出
獄
時 

受
牢
友
之
託，
帶
著
牢
友
④
九
歲
的
兒
子
華
初
一
起
走。
從
此
以
後
，
王
淑
蘭
帶
著她
和
毛
澤
民
生
的
女
兒
毛
遠
志
以
及 

華
初
，
三
人
相
依為
命。
王
淑
蘭靠
打
零
工
勉強
過
活，
但
是
到
了
一
九
三
一
年
夏
末，她
撐
不
下
去
了
-
帶
著
兩
個
小 

孩
到
上
海
，
因為
傳
聞她
的
前
夫
和
新
妻
住
在
上
海。
但
是她
沒找
到
毛
澤
民。
黨
裡
的
舊
識
告
訴她
，
毛
澤
民
和
妻
子 

錢
希
鈴
於
一
九
三
一
年
七
月
奉
中
央
的
命
令
去
香
港。
王
淑
蘭黯
然
而
歸。她
窮
困潦
倒，
無
人
援
手
。
⑤

這
一
切
倒
不
盡
然
是
毛
家
兄
弟
的
薄悻
。
這麼
做
的
人
也
不
只
是
他
們。
一
夫
多
妻
在
中
國
相
當
平
常，
甚
至
中
國 

共產
黨
內
最
擁
護
女
權
運
動
的
男
性
黨
員，
對
女
性
也
相
當歧
視，
雖
然
只
是
下
意
識。
他
們
沒
太
把
女
性
當
作
同
志、 

而
是
當
作
性
對
象。
至
於
小
孩
，
誰
會
管
他
們
？
中
共
號
稱
代
表
農
村
無產
階
級，
子
女
、
尤
其
是
女
兒
-
經
常
被
認為
 

是
負
擔
。
當
然
，
和
貧
苦
的
農
民
有
點
不
同
的
是
-
中
共
領
導
人
對
其
子
女
的絕
情，
不
完
全
出
於
經
濟
因
素。
他
們
根 

本
無
暇
顧
及
子
女
•，他
們
必
須
專
注
在
主
要
任
務
上
——

革
命
、
內
戰
、
解
放
被
壓
迫
的
群眾
。
在
宏
偉
的
計
劃
中，
小 

孩
的
眼
淚
，即
使
是
自
己
的
骨
肉，
實
質
上並
未
受
到
注
意。

©

原
書
註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毛
澤
覃
的
元
配
趙
先
桂
就
在
這
時
候
冒
著
性
命
危
險，
在
長
沙
從
事
地
下

H

作

。趙
先
桂
一
九
二
七
年
春
天
從
莫
斯
科
回 

國
後
，
把
在
莫
斯
科
學
來
的
本
事
發
揮
在
湖
南，
組
織
農
民
運
動
，
或
者
講
得
精
確
一
點

-組
織
農
村
無
產
階
級
。一
九
二
七
年
五
月
二
十
一
日， 

許
克
祥
發
動
「馬
日
事
變」
，她
被
捕
，
但
於
次
年
一
月
出
獄
。一
九
三
一
年
初，她
前
往
武
漢
，並
曾
基
於
安
全
理
由
改
名
趙
凌
英
。後
來她
先 

後
奉
派
到
上
海
、南
京
和
山
東
省
會
濟
南
工
作，
嫁
給
了
山
東
省
委
書
記，
可
是
一
九
三
二
年
夏
天

-她
丈
夫
及她
先
後
被
國
民
黨
逮
捕
、處
決
。
 

(編
註
：
據查
一
九
三
一
年
初
趙
光
桂
應
已
至
山
東
濟
南，她
後
來
擔
任
山
東
省
委
秘
書，
改
嫁
丈
夫
裴
光
則
是
山
東
省
委
宣
傳
部
長，
原
書
誤
記 

其
職
稱。
)

④ 

譯
按
：即
羅
醒
烈
。

⑤ 

原
書
註
：
王
淑
蘭
一
直
活
到
革
命
勝
利
之
後
。有
一
陣
子她
在
韶
山
毛
澤
東
文
物
館
工
作，
後
來
搬
到
長
沙
居
住
。一
九
六
四
年
七
月，她
病
逝
於 

長
沙，享
年
六
十
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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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
內鬥
爭
需
要
全
神
貫
注，
以
毛
澤
東
而
言，
一
點
兒
也
不
亞
於
革
命。
他
的
新
敵
人
周
魯
一
九
二
八
年
三
月
來
到 

井
岡
山
，
陶
醉
在
權
力
中
。
他
命
令
毛
澤
東
把
部
隊
從
茨
坪
調
到
湘
南，
支
援
當
地
農
民
運
動。
毛
澤
東
遵
命
辦
理。
他 

不
覺
得
自
己
地
位強
大
到
可
以
公
開
抗
拒
黨
的
代
表。
直
到
一
個
月
之
後，
部
隊
已
到
了
湘
東，
他
才
說
服
周
魯
回
師。 

湖
南
已
經
沒
有
農
民
運
動，
但
是
毛
澤
東
聽
到
傳
聞
說，
朱
德
的
部
隊
已
經
從
江
西
到
了
湘
南，
而
且
正
在
往
井
岡
山
移 

動
。
他
必
須
出
發，
盡
快
和
他
們
會
師
。

與
朱
德
會
師
的
想
法佔
據
了
毛
澤
東
全
部
心
思。
朱
德
是
個
職
業
軍
人，
也
是
資
深
黨
員，
指
揮
著
一
支
兩
千
多
人 

馬
的強
大
軍
事
力
量。
一
九
二
七
年
十
二
月
中
旬，
毛
澤
東
就
向
湖
南
省
委
提
議
會
師
計
劃，
省
委
批
准它
，
黨
中
央
也 

批
准它
，並
下
指
令
交
代
朱
德
遵
辦。
但
是
要
到
一
九
二
八
年
的
四
月
中
旬，
會
師
才
似
乎
有
可
能
成
功。
這
兩
位
領
導 

人
歷
史
性
的
會
合，
發
生
在
一
九
二
八
年
四
月
二
十
一
或
二
十
二
日
的
井
岡
山
西
邊
的酃
縣
村。
三
、
四
天
之
後，
他
們 

的
部
隊
完
成
整
編
，
湖
南
特
委
賦
與它

番
號
「中
國
工
農
革
命
軍
第
四
軍
」，
以
紀
念
國
民
革
命
軍
著
名
的
第
四
軍
 ̂

(
一
九
二
八
年
六
月，
中
共
中
央
決
定
工
農
革
命
軍
改
名為
紅
軍
)。

毛
澤
東
在
比
他
年
長
七
歲
的
朱
德
身
上找
到
一
位
理
想
的
同
志。
朱
德
出
身
四
川
農
民
家
庭。
他
的
客
家
父
親
遠
比 

毛
澤
東
父
親
窮
困，
無
法餵
飽
一
家
人肚
子，
必
須
親
手
在
水
塘
裡
溺
死
自
己
五
個
親
骨
肉。
24
一
九
三
七
年，
朱
德
向 

作
家
史
沫
特
萊(A

gnes sm
edley)

吐
露
：
「我
愛
我
的
母
親，
對
父
親
則
又怕
又
恨。
我
根
本
不
能
明
白為
什麼
我
父 

親
那麼
殘
忍
。」
M幸
運
的
是
，
父
親
家
族
一
位
家
境
較
好
的
親
戚
在
他
六
歲
時，
領
養
了
朱
德
。
他
受
到
良
好教
育
。

一
九
〇
九
年
，
二
十
三
歲
的
朱
德
進
入
雲
南
府
(今
名
昆
明
)
雲
南
講
武
堂
。
同
年
，
朱
德
加
入
孫
逸
仙
的
同
盟
會，
全 

力
「為
共
和
奮鬥
」。
26

他
也
加
入
黑
手
黨
式
的
秘
密幫
會
哥
老
會，
哥
老
會
綿
密
的
組
織
滲
透
到
中
國
社
會
每
個
層 

面
。
朱
德
積
極
參
加
辛
亥
革
命，
在
一
個
雲
南
軍
閥
底
下
晉
升為
旅
長。
一
九
二
一
年
他
被
任
命為
雲
南
省
警
政
廳
廳 

長
。
史
諾
寫
說
：
「他
討
了
好
幾
房
妻
妾，
在
雲
南
省
城
蓋
了
一
棟
宮
殿
般
的
豪
宅。
他
什麼
都
有
了
：
財
富
、
權
力
、 

愛
情
、
子
女
、
鴉
片
煙
、
受
人
尊
敬、
前
途
光
明
。
事
實
上
，
他
只
有
一
個
壞
習
慣
：
他
愛
讀
書
。」
27
他
對
布
爾
什
維 

克
主
義產
生
莫
大
的
興
趣，
竟
然拋
棄
一
切，
遠
渡
重
洋
到
了
歐
洲，
先
到
法
國
，
再
轉
赴
德
國
軍
校
念
書。
他
在
德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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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
上
周
恩
來，
周
恩
來
在
一
九
二
二
年
十
月
說
服
他
加
入
共產
黨。
一
九
二
五
年
七
月，
朱
德
前
往
莫
斯
科，
進
入
東
方 

勞
動
者
共產
主
義
大
學，
化
名
丹
尼
洛
夫(D

anilov)

，研
讀
布
爾
什
維
克
社
會
學
和
經
濟
學。
不
久
，
他
轉
入
蘇
聯
一 

所
秘
密
軍
校，
一
九
二
六
年
夏
天
畢
業
後，
回
到
中
國
。
他
參
加
北
伐，
後
來
在
老
朋
友
周
恩
來
指
揮
下，
對
籌
劃
南
昌 

暴
動
做
出
重
大
貢
獻。

他
體
格
壯
碩，
愛
打
籃
球
，
與
士
兵
一
樣
席
地
睡
覺
.，他
的
生
活
和
衣
著
都很
簡
樸。
認
識
他
的
人
都
深
受
他
的
謙 

虛
和
愉
悅
的
態
度
感
動。
他
最
大
的
美
德
就
是
毫
無
政
治
野
心。
朱
德
承
認
毛
澤
東
在
一
切
政
治
事
務
上
的
優
先
地
位， 

毛
澤
東
起
先
在
軍
事
事
務
上
也
完
全
尊
重
朱
德
的
意
見。
因
此
，
他
們
可
以
說
是
天
作
之
合
。
28

朱
、
毛
會
師
之
後，
他
們
意
見
一
致，
該
回
到
羅霄
山
脈
中
部
的
井
岡
山
根
據
地。
他
們
在
茨
坪
北
邊
的
磬
市鎮
設 

立
總
部
。
周
魯
不
再
是
障礙
，
他
已
在
井
岡
山
被
國
民
黨
捕
獲、
槍
斃
。
毛
澤
東
和
朱
德
共
同
的
目
標
是，
鞏
固
他
們
的 

蘇
區
根
據
地
之
後，
設
法
把
勢
力
擴
張
到
湖
南、
江
西
、
廣
東
三
省
交
界
的
六
個
縣。
用
毛
澤
東
的
話
來
說
：
「我
們
的 

主
要
任
務
有
二
：
分
田
和
建
立
蘇
維
埃。
我
們
要
武
裝
群眾
來
加
速
這
個
過
程
。
」
29

毛
澤
東
和
朱
德
會
合
還
有
一
件
事值
得
一
提
：
他
從
朱
德
這
裡
獲
悉
他並
沒
有
被
開
除
黨
籍。
甚
至
不
久
之
後
毛
澤 

東
就
得
到
江
西
省
委
通
知，
他
被
派為
新
成
立
的
湘贛
邊
區
特
委
書
記。
有
了
湘贛
邊
區
特
委
身
分，
他
再
度
集
井
岡
山 

地
區
政
治、
軍
事
權
力
於
一
身
。
他
當
然
十
分
得
意
(
一
九
二
八
年
十
一
月，
毛
澤
東
的
權
力
更
進
一
步
加強
，
中
央
決 

定
恢
復
前
敵
委
員
會，
派
他為
書
記
。
這
個
特
設
機
關
直
接
向
江
西
省
委
報
告，
地
位
高
於
湘贛
邊
區
特
委
)。

許
許
多
多
農
村
無產
階
級、
共產
黨
的
盟
友，
隨
著
朱
德
的
部
隊
來
到
井
岡
山。
他
們
一
起
在
湘
南
地
區
燒
殺
擄
掠 

好
幾
個
月
。
這
個
地
區
的
經
濟
十
分
凋
疲，
朱
德
部
隊
在
湘
南
要靠
種
植、
銷售
鴉
片
勉強
糊
口。
30

共產
黨
曉
得
販
運 

毒
品
不
好
，
但
他
們
別
無
其
他
辦
法。
因
此
，
一
方
面
號
稱
繼
續為
勞
動
人
民
權
利
奮鬥
，
本
身卻
又
以
毒
品荼
毒
人 

民
。
由
於
經
濟
實
在
太
艱
困，
朱
德
最
後
必
須
把
部
隊
撤
出
湘
南，
前
往
井
岡
山
。

一
九
二
八
年
五
月，
井
岡
山
地
區
集
結
了
約
一
萬
八
千
名
戰
士。
毛
澤
東
認為
他
們
大
多
數
人
「亂
七
八
糟、
紀
律 

很

壞
」
。
M因
此
他
的
第
一
要
務
是
對
這
支
武
裝
暴
民
建
立
嚴
格
的
管
控
。
如
果
沒
有
能
力
正
常
供
應
他
們
給
養
和
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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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
根
本
不
可
能
管
控
他
們。
藥
物
也
是
迫
切
需
要
的
物
資。
井
岡
山
負
傷
或
生
病
的
戰
士
不
下
三
分
之
一。
毛
澤
東
也 

必
須
組
織
起
武
器
和
彈
藥
的
生產
製
造。
兵
員
一
萬
八
千
人，卻
只
有
兩
千
枝
步
槍、
外
加
少
數
機
關
槍。
在
這
樣
的
背 

景
下
，
毛
澤
東
決
定
進
行
大
規
模
的
社
會
經
濟
改
革，
或
者
用
白
話
講
，
展
開
農
民
革
命
。
直
到
一
九
二
七
年
十
月
以 

前
，
毛
澤
東
的
士
兵
和
袁
文
才、
王
佐
的
土
匪
都
用
舊
式
方
法
取
得
他
們
之
所
需。
他
們
向
山
谷
的
居
民
課
稅，
他
們
從 

土
豪
劣
紳
的
家
沒
收
一
切
財
物。
可
是即
使
如
此
掠
奪，
毛
澤
東
也
只
能
支
付
手
下
薪
餉
一
天
不
超
過
三
個
銅
板。
這
實 

在
太
少
了
；
因
此
，
非
得
有
新
辦
法
不
可。

終
於
他
要
祭
出
深
思
熟
慮
已
久
的
公
平
正
義
社
會
的
方
案。
他
這
些
觀
點
具
有
激
進
的
平
等
精
神，
本
質
上
是
反
農 

民
的
。
井
岡
山
地
區
屬
於
農
民
和
地
主
的
一
切
土
地，
統
統
充
公
，
交
給
「湘贛
邊
界
工
農
兵
蘇
維
埃
政
府
」，
而
邊
界 

政
府
的
首
腦
不
是
別
人，
正
是
袁
文
才
。
土
地
再
以
嚴
格
平
等
的
方
式，
按
照
每
戶
人
口，
分
配
給
支
持
政
權
的鄉
下
居 

民
。
土
地
嚴
禁
買
賣，
分
配
到
土
地
的
人
「一
定
要
耕
作」。
一
切
都
按
照
毛
澤
東
個
人
的
指
示
辦
理。
直
到
一
九
二
八 

年
十
二
月
，
也
就
是
第
四
軍
要
離
開
井
岡
山
的
前
一
個
月，
才為
這
些
措
施找
個
準
立
法
的
基
礎，
由
邊
界
政
府
溯
及既
 

往
，
通
過
毛
澤
東
起
草
的
井
岡
山
《土
地
法
》。
毛
澤
東
一
直
堅
持
他
的
信
念。
一
九
二
七
年
四
月
十
二
日，
他
公
開
表 

示
：
「中
國
土
地
問
題
的
解
決，
應
先
有
事
實，
然
後
再
用
法
律
去
承
認
他
就
得
了。」
他
正
是
這麼
做
。
32

毛
澤
東
一
九
二
八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五
日
上
給
中
共
中
央
的
報
告
指
出，
到
一
九
二
八
年
六
月，
本
地
區
大
多
數
土
地 

已
經
充
公、
分
配
完
畢
。
剩
下
的
土
地
在
秋
末
之
前
將
持
續
分
配
完
畢。
如
此
粗糙
的
分
田
措
施
當
然
激
發
相
當
程
度
的 

抗
拒
。
不
僅
地
主
痛
恨
平
等
主
義，
連
廣
大
的
農
民
群眾
也
不
滿
意，
最
積
極
反
對
的
是
本
地
富
裕
的
自
耕
農。
毛
澤
東 

承
認
，
「家
族
組
織
在
農
村
中，
作
怪
得厲

害
的，
不
在
大
的
豪
紳，
而
在
中
間
階
級
」。
他
們
最
積
極
阻
撓
分
田，
一 

直
要
到
紅
軍
槍
斃
了
好
幾
個
本
地
人，
才
有
辦
法
推
動
。
此
後
農
民
只
有
逃
離
井
岡
山
或
是
暗
中
破
壞
農
民
革
命
之
推 

行
，
兩
條
路
選
一
條
走。
他
們
大
部
分
選
擇
逃
亡，
因為
他
們
害怕
客
家
人
在
紅
軍
協
助
下，
會
把
本
地
人
殺
個
精
光。 

毛
澤
東
上
給
中
央
的
報
告黯
淡
地
提
到
：
「土
籍
農
民
大
部
分
反
水，
④
掛
起
白
帶
子
，
帶
領
白
軍
燒
屋
搜
山
…
…
土
籍 

農
民跟
著
反
動
派
逃
走，
客
籍
農
民
又
去
沒
收
土
籍
農
民
的
財
物。」
33
此
後
，
留
在
山
谷
的
人
減
少
做
買
賣、
停
止
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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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藝
生產
。
所
有
的
市
場
全
都
關
了，
鹽
、
布
料
、
藥
品
等
日
用
品
和
其
他
許
多
商
品
實
際
上
全
消
失
了。
共產
黨
又
搬 

出
徵
收
的
辦
法。靠
掠
奪
和
殺
人
維
持
的
政
治
經
濟，
老
百
姓怎
麼
可
能
過
正
常
生
活。
要
供
應
士
兵
每
天
食
物
所
需
的 

三
到
五
個
銅
板，
每
個
月
沒
有
上
萬
銀
元
不
可。
毛
澤
東
向
中
央
報
告
說
：
「如
果
被抓
的
土
豪
劣
紳
不
給
錢，
我
們
就 

沒
錢
可
花
。」
錢
「亦
完
全靠
打
土
豪，
但
是
…
…在
一
個
地
方
只
能
徵
收
一
次
.，
再
來
，
就
沒
有
東
西
可
徵
了
」
。34 

用
毛
澤
東
的
話
說，
結
果
是
「邊
界
的鬥
爭，
完
全
是
軍
事
的鬥
爭，
黨
和
群眾
不
得
不
一
齊
軍
事
化
…
…怎
樣
作 

戰
，
成
了
日
常
生
活
的
中
心
問
題
」。
V恐
怖
因
而
成為
唯
一
的
生
存
之
道。
毛
澤
東
寫
說
：
「現
在
我
們
農
村鬥
爭
的
整 

體
戰
略
是
…
…
毫
不
留
情
殺
光
地
主、
土
豪
劣
紳
及
其
走
狗
；
以
紅
色
恐
怖
手
段
威
脅
富
農，
使
他
們
不
敢
協
助
地
主
階 

級
。」
要
及
時
執
行
恐
怖
手
段，
必
須
從
「最
勇
敢
的
工
農
」
組
織
特
別
的
「紅
色
行
刑
隊
」，
對
村
落
進
行
夜
間
游
擊 

戰
。
36很
自
然
的，絕
大
部
分
出
身
貧
下
農、
農
村
無產
階
級
和
客
家
的
紅
軍
士
兵，
熱
切
歡
迎
這
項
政
策。
毛
澤
東
在 

報
告
中
熱
切
地
寫
下
：
「地痞
流
氓
尤
其
是
好
戰
士。
因
此
之
故
，
我
們
現
在
不
僅
不
能
減
少
部
隊
中
的
地痞
流
氓，
而 

且
還很
難找
到
更
多
替
補。」
37
客
家
人
本
來
就
驍
勇
善
戰，
作
戰
時
格
外
勇
敢。

由
於
邊
界
生
活
軍
事
化
的
結
果，
到
了
夏
末
，
紅
軍
甚
至
在
對
付
國
民
黨
個
別
單
位
時，
也
開
始
小
有
勝
利。
黃
洋 

界
位
於
茨
坪
西
北
方，
紅
軍
在
這
裡
遭
遇
國
民
革
命
軍
第
八
軍|

個
團
，
把它
打
得
落
花
流
水，
戰
績
特
別
顯
著
。
毛
澤 

東
歡
喜
若
狂，
環
顧
四
面青
山，
吟
詩為
記
：

山
下
旌
旗
在
望，

山
頭
鼓
角
相
聞。

敵
軍
圍
困
萬
千
重
，

我自巋
然不動
。

⑥
編
註
：
「反
水」
意即
叛
變
、倒
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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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
已
森
嚴
壁
晶
土，

更加眾
志成城
。

黃
洋
界
上
砲
聲
隆，

報道敵軍宵遁
。
38

但
是
他
慶
祝
得
太
早。儘
管
祭
出
恐
怖
手
段，
取
得
給
養
依
然
十
分
困
難。
紅
軍
士
兵
大
都
只
吃
南
瓜，
白
米
飯
成為
珍 

饈
美
食
•，其
實
本
來
也
就
沒
什麼
其
他
東
西
可
吃。
南
方
人
習
慣
吃
辛
辣，
尤
其
痛
苦
。
戰
士
們
不
痛
快
地
呼
喊
：
「打 

倒
資
本
主
義，
吃
南
瓜
！
」
許
多
人
得
了
胃
病
。
據
他
的
女
兒
說，
毛
澤
東
本
人
也
得
了
便
秘。
他
沒
辦
法
忍
受清
淡
的 

食
物
，
可
是
又
弄
不
到
他
喜
愛
的
紅
辣
椒。
他
得靠
賀
自
珍
給
他
灌
腸
。
39

這
一
套
全
然
反
農
民
的
政
策
終
於
導
致
深
刻
的
危
機。
到
了
秋
末，
試
圖
在
中
國
社
會
導
入
「戰
時
共產
主
義
」
的 

做
法
已
使
得
毛
澤
東
的
部
隊
陷
入
孤
立，
和
大
多
數
居
民
站
在
對
立
面。
毛
澤
東
當
然
瞭
解
究
竟
是怎
麼

一

回
事
，
但
是 

他
不
願
重
新
檢
討
他
的
極
端
派
觀
點。
他
的
精
力
驅
使
他
向
前
走。鬥
爭
的
目
標
和
羅
曼
史
蒙
住
他
的
眼
睛，
而
且
他
那 

強
大
的
意
志
力
驅
策
他
克
服
萬
難，
他
對
獨
裁
專
政
力
量
的
信
念
也
使
他
堅
定
不
移。
愈
是
遭
遇
困
難，
他
的鬥
志
愈
是 

高昂
，
決
心
不
惜
代
價，
執
行
計
劃
到
底。

很
長
一
段
時
候，
他
覺
得
自
己
非
常
不
凡、絕
對
不
會
有
錯。
這
會
是
毫
無
根
據嗎
？
湖
南
偏鄉
出
身
的
一
個
農
家 

子
弟
，
他
已
經
有
了
目
前
這
番
成
就。
他
不
僅
能夠
昂
首
闊
步，
還
能
讓
許
多
要
人
尊
敬
他、
甚
至
害怕
他
。
他
又怎
麼
 

會
對
自
己
沒
信
心
？

他並
不
想
離
開
井
岡
山。
從
戰
略
上
講，
這
個
地
區
非
常
理
想，
四
面
高
山陡
壁
圍
繞，
有
路
通
往
湖
南、
江
西
兩 

省
，
是
個
易
守
難
攻
的
好
地
方。
毛
澤
東
認為
，
在
其
他
任
何
地
方
都
有
可
能
「虎
落
平
陽
被
犬
欺
」。
40

縱
使
如
此
， 

他
還
是
不
能
不
走。
到
了 
一
九
二
八
年
十
二
月
初，
井
岡
山
的
經
濟
資
源
已
經
幾
乎
羅
掘
殆
盡。
前
幾
個
月
才
成
立
的
紅 

軍
第
五
軍
在
十
二
月
初
抵
達
井
岡
山。
他
們
被
眼
前
的
景
象嚇
了
一
跳。
第
五
軍
軍
長
彭
德
懷
記
得，
當
時
「紅
四
軍
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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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
們
還
穿
著
夏
天
衣
服
和
草
鞋。
他
們
沒
有
冬
衣、
沒
有
鹽
做
菜、
沒
有
錢
供
應
每
天伙
食
所
需
的
三
個
銅
板
」
M。
一 

九
二
八
年
五
月
，
毛
澤
東
手
下
還
有
一
萬
八
千
名
兵
馬，
現
在
剩
下
不
到
六
千
人
。
毛
澤
東
、
朱
德
和
彭
德
懷
都很
清
 

楚
，
唯
有
離
開
這
個
廢
墟，另
尋
新
地
方
掠
奪，
才
會
有
生
路
。
42

一
九
二
九
年
一
月
初，
毛
澤
東
和
朱
德
決
定
把
基
地
移
到靠
近
福
建
邊
界
的贛
南
地
區。
雖
然
毛
澤
東
認為
新
地
點 

太
遠
，
但
是
他
不
會
看
不
到閩
贛
邊
區
的
許
多
好
處。
這
個
地
區
人
口
更
稠
密、
更
多
新
來
人
口
。
在
中
國
，它
甚
至
有 

「客
家鄉
」
的
稱
號
。
這
片
森
林
地
帶
氣
候
宜
人，
遠
離
被
國
民
黨
控
制
的
工
業
中
心，
毛
澤
東
的
部
隊
有
極
優
異
的
機 

會
建
立強
大
的
根
據
地。
大
部
分
貧
苦
的
本
地
客
家
人
同
情
共產
革
命.，許
多
人
甚
至
把
紅
軍
當
作
同
宗
兄
弟。

一
九
二
九
年
一
月
十
四
日，
勉強
才
有
三
千
六
百
多
人
馬
的
朱
德
及
毛
澤
東
的
部
隊，
從
井
岡
山
南
下
。
43

他
們
士 

氣
渙
散
、
疲
憊
不
堪
。
他
們
曉
得
井
岡
山
實
驗
已
經
失
敗。
毛
澤
東
本
人
給
中
央
的
一
封
信
也
承
認
這
一
點。
44
舊
根
據 

地
留
下
由
彭
德
懷
第
五
軍
五
個
連
組
成
的
紅
四
軍
第
三
十
團、
紅
四
軍
所
有
的
傷、
病
戰
士
，
以
及
袁
文
才、
王
佐
的
部 

隊
。
留
守
部
隊
指
揮
權
交
給
彭
德
懷，
他
被
派
任為
第
四
軍
副
軍
長。

朱
德
和
毛
澤
東
部
隊
從
井
岡
山
出
發
前
幾
天，
辦
了
一
場
慶
祝
會
慶
祝
紅
四
軍、
紅
五
軍
合併
，卻
發
生
一
件
不
愉 

快
的
事
-
使
許
多
人
覺
得
是
不
祥
之
兆。
會
場匆
匆
搭
蓋
的檯
子
不
牢靠
，
毛
澤
東
、
朱
德
和
其
他
人
登
上
台，它
卻
垮
 

了
。
大
家
驚
叫
，
但
是
朱
德
盡
力
穩
住
場
面，
他
說
：
「沒
事
！
沒
事
！
我
們
倒
了
，
我
們
應
該
站
起
來，
繼
續
作
戰
。 

我
們
再
把它
蓋
起
來
。」
45
慶
祝
會
繼
續
進
行，
但
許
多
士
兵
心
裡
頭
一
直嘀
咕
。
新
考
驗
等
著
他
們，
這
個
不
祥
之
兆 

似
乎
讓
他
們很
困
惱。

賀
自
珍
陪
毛
澤
東
一
道
走。
分
手
會
有
危
險
。
楊
開
慧
的
悲
慘
命
運
前
車
可
鑒。
日
後
，
賀
自
珍
在
和
朋
友
談
話
時 

表
示
，她
當
時
想
留
在
井
岡
山，
因為
她
早
已
覺
得
毛
澤
東
「配
不
上她
」。她

說
，
毛
澤
東
命
令
衛
士
架
著她
上
路.， 

她

一
路
上
哭
個
不
停。
46

這
個
說
法很
可
疑。她
向
朋
友
提
這
段
話
是
在她
和
毛
澤
東
分
手
之
後
(他
們
在
一
九
三
七
年 

分
手
)。
一
九
二
九
年
一
月，她
有
五
個
月
的
身
孕。
在
這
種
情
況
下，她
沒
有
理
由
抛
下
丈
夫，
不跟
他
一
道
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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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六
章

星
星
之
火
可
以
燎
原

毛
澤
東
和
朱
德
在
井
岡
山
推
動
農
民
革
命
的
時
候，
蔣
介
石
逐
步
鞏
固
他
的
全
國
權
力。
一
九
二
八
年
中
葉，
北
伐 

完
成
，
全
國
統
一
在
國
民
黨
統
治
之
下
。
南
京
成為
中
華
民
國
首
都
。
由
蔣
介
石
盟
友
閻
錫
山佔
領
的
北
京，
改
名
北 

平
。e

幾
天
前
，
北
洋
政
府
首
腦、
東
北
王
張
作
霖，
因為
日
本
人
不
滿
意
他
消
極
對
抗
國
民
黨，
將
他
謀
殺
。
1他
的 

兒
子
張
學
良
年
僅
二
十
七
歲，
被
擁
立
接
掌
東
北
軍
政
大
權。
張
學
良
旋即
正
式
承
認
蔣
介
石
政
權。
一
九
二
九
年
一
月 

一
日，
軍
政
時
期
結
束，
全
國
進
入為
期
六
年
的
訓
政
時
期
新
階
段
(孫
中
山
遺教
把
國
家
建
設
分為
軍
政、
訓
政
、
憲 

政
三
階
段
，
逐
步
建
立真
正
的
民
主
)。
因
此
，
一
九
二
五
至
二
七
年
國
民
革
命
的
基
本
理
想
已
經
正
式
達
成，
全
國
建 

立
統
一
的
政
府
。
其
實
，
軍
閥
衝
突
仍
不
時
發
生，
蔣
介
石
藉
由
他
的
兵
力
十
分
努
力
才
逐
漸敉
平
群
雄，
獲
致
勝
利
。

同
一
時
期
，
中
國
在
政
治
上、
經
濟
上
仍
然
相
當
依
賴
列強
。即
使
一
九
二
八
年
至
一
九
三
〇
年
期
間
，
大
部
分
主 

要
國
家
已
與
南
京
政
府
簽
署
協
定，
把
關
稅
自
主
權
交
還
中
國，
但
是
不
平
等
條
約
(包
括
治
外
法
權
)
仍
未
廢
除
。

國
際
共產
主
義
運
動
和
中
國
共產
黨
在
這
段
期
間
也
出
現
重
大
變
化。
一
九
二
八
年
二
月，
共產
國
際
執
委
會
第
九 

次
擴
大
會
議
在
莫
斯
科
召
開，
承
認
革
命
已
在
退
潮，並
且
宣
布它
反
對
動
輒
暴
動
的
冒
險
主
義，
以
及
支
持
「爭
取
群

①
原
書
註
：
國
民
政
府
依
循
明
太
祖
之
例，
定
都
南
京
，
把
原
本
的
首
都
改
名為
北
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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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
加
入
中
國
共產
黨
的
辛
苦
工
作
」。
隔
了
幾
個
月
，
中
共
在
一
九
二
八
年
六
至
七
月
召
開
第
六
次
全
國
代
表
大
會。
由 

於
中
國
正
在
鬧
白
色
恐
怖，
中
共
的
六
大
是
在
莫
斯
科
召
開。
出
席
會
議
者
有
八
十
四
名
代
表、
三
十
四
名
候
補，
一共 

一
百
一
十
八
人。
代
表
包
含
了
瞿
秋
白、
周
恩
來
、
李
立
三
、
張
國
燾
和
蔡
和
森
等
知
名
人
物。
毛
澤
東
當
然
沒
有
出 

席
，
他
正
在
井
岡
山
忙
著
進
行
對
付
「反
革
命
」
農
民
的
戰
爭
。
這
個
時
候
，
中
共
黨
員
人
數
有
多
少，並
無
可靠
的
統 

計
資
料
。
一
九
二
七
年
十
一
月
臨
時
政
治
局
擴
大
會
議
通
過
一
項
決
議，
廢
除
黨
證
及
黨
員
名
冊
的
制
度。
黨
員
人
數估
 

計
有
四
、
五
萬
人
，
不
過
這
個
數
字
偏
離
事
實
。
"

中
共
六
大
表
示
支
持
共產
國
際
執
委
會
第
九
次
會
議
對
「盲
動
主
義
」(putschism

)

的
譴
責
。
中
共
自
一
九
二
七 

年
底
起
推
動
的
暴
動
政
策
被抨
擊為

「錯
誤
」
的
政
策
。很

自
然
，
這
個
錯
誤
路
線
的
責
任
落
在
黨
的
領
導
人
瞿
秋
白
身 

上
。
史
達
林
和
共產
國
際
再
次
夷
然
無
傷。
根
據
蘇
聯
的
指
示，
六
大
代
表
通
過
一
項
決
議，
把
現
階
段
中
國
革
命
定
性 

為

「資產
階
級
民
主
」
革
命
，
縱
使
民
族
資產
階
級
「背
叛
」
了
革
命
運
動
。
重
點
在
於
，
在
落
後
的
「半
封
建
」
的
中 

國
，
不
可
能
推
行
純
粹
共產
主
義
的
政
策，
如
工
廠
作
坊
收
歸
國
有、
消
滅
小
資產
階
級
及
富
農、
「尖
銳鬥
爭
」
富
農 

等
等
。
中
共
領
導
人
追
隨
莫
斯
科
主
子，
他
們
努
力
證
明
自
己
忠
於
歷
史
唯
物
論，
堅
稱
特
定
國
家
是
否
準
備
好
進
行
共 

產
主
義
革
命
取
決
於它
的
社
會
經
濟
發
展
的
水
準。
他
們
這麼
說，卻
忘
掉
列
寧
本
身
曾擯
斥
對
馬
克
思
主
義
做
這
樣
的 

解
釋
。
他
們
狂
熱
地
遵
守
某
種
聖
禮
的
宗教
儀
式，
其
實它
們
和
共產
黨
人
如
何
實
際
運
作
完
全
風
馬
牛
不
相
及。

結
果
是
，
六
大
與
會
代
表
把
毛
澤
東
的
激
進
思
想
拿
出
來
痛
加
批
評。
有
位
湖
南
黨
代
表
說
••

在
湖
南
省，
我
必
須
說
.
.
.
.
出
現
一
種
偏
差，
毛
同
志
的
特
殊
理
論
。他
有
一
整
套
想
法
。他
是怎
麼

說
的
？
他

說
，
我
們
現
在
已
經
直
接
進
入
工
農
革
命，
意即
社
會
主
義
革
命
；
國
民
黨
的
旗
子
已
經
變
成
黑
旗.，我
們
現
在
必

須卸
下
我
們
自
己
的
紅
旗
.
.
.
.
我
也
必
須
說，
毛
同
志
的
革
命
已
經
是
社
會
主
義
革
命
的
說
法，
已
經
在
群眾
之
間

廣
泛
流
傳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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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
秋
白
本
人
極
可
能
是
影
射
毛
澤
東，
批
評
有
些
「同
志
」
關
於
農
民
問
題
的
立
場
。
「我
們
的鬥
爭
口
號
不
應
該 

是
沒
收
農
民
的
土
地。
沒
錯
，
去
年
秋
天
我
們
同
志
有
些
人
具
有
這
種
錯
誤
思
想，
但
是
中
央
反
對它
，
就
這
個
問
題
發 

下
指
示
，
點
出
這
個
觀
點
的
不
正
確。」
4可
是
，
對
毛
澤
東
的
批
評
還
不
構
成
政
治
的
傷
害。
黨
的
領
導
人
還
不
知
道 

毛
澤
東
正
在
井
岡
山
執
行
的
政
策，
因
此
他
們
斥
罵
的
是
他
似
乎
已
經
去
除
掉
的、
過
去
的
錯
誤
。
周
恩
來
說
：
「我
們 

還
不
知
道
他
們
〔毛
澤
東
和
朱
德
〕
對
農
村
改
革、
對
組
織
蘇
維
埃
的
態
度
…
…
我
們
也
不
知
道
毛
澤
東
和
朱
德
採
取
什 

麼
形
式
的鬥
爭。」
有
位
代
表
替
毛
澤
東
辯
護
：
「目
前
，
關
於
毛
澤
東
的
情
況
已
有
改
善。
過
去
他
不
曉
得
中
央
的
路 

線
，
但
是
現
在
省
委
已
經
和
毛
澤
東
取
得
聯
繫，
給
予
他
指
示
，
因
此
他
們
已
經
開
始
做
這
項
工
作。
至
於
軍
事
方
面， 

它
也
改
變
做
法，
已
經
開
始
動
員
群眾
。」
5

這
就
是為
什麼
毛
澤
東
不
僅
沒
在
六
大
遭
到
開
除
黨
籍，
還
在
缺
席
之
下
當
選為
中
央
委
員。
畢
竟
他
是
中
共
第
一 

個
根
據
地
的
組
織
者，
而
且
共產
國
際
也
承
認
發
展
中
國
紅
軍
的
重
要
性。
除
了
毛
澤
東
之
外，
中
央
委
員
會
共
有
二
十 

三
位
委
員，
及
十
三
位
候
補
委
員。
在
共產
國
際
執
委
會
的
推
薦
下，
四
十
八
歲
的
工
運
領
導
人
向
忠
發
當
選
中
共
中
央 

總
書
記
。
他
從
來
沒
被
認為
是
領
導
型
的
政
治
人
物，
但
是
共產
國
際
基
於
他
出
身
無產
階
級
的
背
景
大
力
支
持
他，
而 

且
當
時
莫
斯
科
也
認
定
中
國
共產
黨
犯
了
這麼
多
過
失，
是
因為
它
的
領
導
層
有
太
多
知
識
分
子。
縱
使
如
此，
共產
國 

際
執
委
會
還
是
安
排
周
恩
來、
李
立
三
等
知
識
分
子
擔
任
重
要
領
導
人，
扶
助
向
忠
發
。
瞿
秋
白
和
張
國
燾
保
留
在
黨
高 

級
機
關
的
身
分，
但
是為
了
懲
處
他
們
的
暴
動
主
義，
他
們
要
留
在
蘇
聯。
中
方
新
成
立
一
個
由
中
共、
共青
團
和
中
華 

全
國
總
工
會
合
組
的
代
表
團，
常
駐
國
際
共產
主
義
運
動
的
最
高
機
關，
瞿
秋
白
、
張
國
燾
分
任
正、
副
團
長
。
②

毛
澤
東
許
久
之
後
才
知
道
共產
國
際
執
委
會
第
九
次
會
議
及
六
大
的
決
議。
一
直
要
到
一
九
二
八
年
十
一
月
二
日，

②
原
書
註
：
這
個
代
表
團
共
有
八
個
人
。瞿
秋
白
、張
國
燾
和
黃
平
三
人為
中
共
派
駐
共
產
國
際
執
委
會
的
代
表
。陸
定
一
和
劉
明
復
是
中
國
共
產
主 

義青
年
團
派
駐
少
共
國
際(Youth Com

intern)

的
代
表
。鄧
中
夏
和
余
飛
是
中
華
全
國
總
工
會
派
駐
赤
色
職
工
國
際

(pro

tbntem
)

的
代
表
。這 

是
首
次
組
成
類
似
的
代
表
團
。在
此
之
前
，
中
共
在
莫
斯
科
的
代
表
都
是
以
個
人
資
格
出
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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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才
接
到
中
共
中
央
在
六
月
四
日
發
給
他
的
信
〈中
央
致
朱
德、
毛
澤
東並
前
委
的
信
〉。
③
一
直
要
到
一
九
二
九
年
一 

月
，即
他
要
離
開
井
岡
山
前
不
久，
六
大
的
基
本
決
議
才
送
到
他
手
中。儘
管
這
些
決
議
駁
斥
他
的
政
策，
深諳
政
治
藝 

術
的
毛
澤
東
假
裝
他
全
心
贊
同
黨
的
一
切
規
定。
其
實
他
根
本
不
打
算
做
任
何
改
變。
他
若
是
覺
得
無
法
直
接
反
對
黨
的 

領
導
，
就
給它
來
個
陽
奉
陰
違。

他很
快
就
回
信
給
中
央
說
：
「我
們
完
全
同
意
共產
國
際
關
於
中
國
問
題
的
決
議。
中
國
現
時
確
實
還
是
處
在
資產
 

階
級
民
主
革
命
的
階
段
…
…
深
感
全
國
革
命
潮
流
的
低
落
…
…
六
大
通
過
的
決
議
非
常
正
確，
我
們很
高
興
地
接
受它
 

們
。」
e
當
然
他
把
所
有
的
過
錯
推
給
別
人，
尤
其
是
已
經
死
去
的
敵
人
周
魯。
毛
澤
東
說
是
周
魯強
迫
他
遵
守
「左
傾
」 

路
線
。
毛
澤
東
告
訴
中
央
：
「批
評
我
們
太
右，
燒
殺
太
少
，
沒
有
執
行
所
謂
『使
小
資產
變
成
無產
，
然
後強
迫
他
們 

革
命
』
的
政
策
。」
毛
澤
東
說
：
「至
於
不
去
沒
收
自
耕
農
土
地
這
一
點，
是
因為
在
邊
界
獨
立
政
府
地
域，
全
已
被
沒 

收
了
，
當
然
這
個
問
題
以
後
不
會
再
出
現。」
？換
句
話
說
，
當
然
我
同
意你
說
的，
可
是
太
遲
了，
沒
辦
法
改
了
。

一
九
二
九
年
四
月
在贛
南
制
定
新
的
土
地
法
時，
相
較
於
井
岡
山
《土
地
法
》，
毛
澤
東
至
少
做
了
一
個
基
本
改 

變
。
關
於
全
面
沒
收
土
地
這
一
句
換
成
：
唯
有
「公
共
土
地
及
地
主
階
級
的
土
地
」
才
會
被
沒
收
。
但
是
，
禁
止
土
地
買 

賣
、
要
求
依
據
家
庭
人
口
數
平
等
地
重
新
分
配
土
地
的
規
定
仍
予
以
保
留，儘
管它
們並
不
吻
合
資產
階
級
民
主
革
命
的 

原
則
。共產

國
際
執
委
會
第
九
次
會
議
的
決
定，
以
及
中
共
六
大
的
決
議，
都
發
交
黨
員
開
會
討
論，
但
毛
澤
東
沒
有
公
開 

討
論
六
大
兩
項
決
議
案
——

〈農
民
問
題
決
議
案
〉、
〈蘇
維
埃
政
權
的
組
織
問
題
決
議
案
〉——

中
有
關
中
共
對
綠
林
兄 

弟
的
政
策
那
一
部
分。它
們
提
到
：
「暴
動
前
可
以
同
他
們
聯
盟，
暴
動
後
則
應
解
除
其
武
裝並
消
滅
其
領
袖。
與
土
匪 

或
類
似
的
團
體
聯
盟，
僅
在
暴
動
前
可
以
適
用。
暴
動
之
後
宜
解
除
其
武
裝並
嚴厲
的鎮
壓
他
們。」
8
毛
澤
東
沒
有
辦 

法
當
著
袁
文
才
和
王
佐
的
面
宣
讀
這
一
點。

毛
澤
東
離
開
井
岡
山
之
後
好
幾
個
月，
袁
文
才
弄
到
這
兩份
決
議
案
的
副
本，
把
最
重
要
的
部
分
念
給
不
識
字
的
王 

佐
聽
。
他
說
：
「不
論
我
們
對
他
們
如
何
忠
誠，
他
們
不
信
任
我
們
。」
王
佐
勃
然
大
怒
。
一
九
三
〇
年
二
月
，
袁
、
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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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
人
率
部
攻
擊
留
在
井
岡
山
的
彭
德
懷
部
隊。
袁
、
王
在鎮
外
一
座
浮
橋
和
彭
部
交
戰，
但
立即
被
打
敗，
試
圖
逃
入
山 

區
，
但
是
時
運
不
濟。
一
個
在
橋
邊
陣
亡，
一
個
跳
水，
也
被
淹
死
。
數
百
名
土
匪
被
共
軍俘
虜。
9根
據
客
家
人
的
信 

仰
，
兩
人
都
是
凶
死，
天
堂
不
收
他
們，
他
們
的
三
魂
七
魄
都
不
得
安
寧
。
M

一
九
三
六
年
和
史
諾
談
話
時，
毛
澤
東
輕
蔑
地
提
到
他
們，
又
亂
講
袁
文
才、
王
佐
兩
人
是
被
農
民
殺
死
。
U可 

是
，
多
年
之
後
，
一
九
五
〇
年
代
初
期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已
經
成
立，
袁
文
才
和
王
佐
獲
得
平
反，
名
字
列
入
革
命
英
雄 

榜
。
若
沒
有
毛
澤
東
的
批
准，
這
是
不
可
能
的
。
似
乎
是
他
忘
不
了
他
對
他
們
的
虧
欠吧
。
一
九
六
五
年
五
月
二
十
九 

日
，
毛
澤
東
重
上
井
岡
山，
見
了
袁
文
才
遺
孀
謝
梅
香
和
王
佐
三
房
妻
室
之
一
的
藍
喜
蓮。
④
談
話
中
，
他
表
示
：
「你 

們
的
親
人
，
在
井
岡
山鬥
爭
時
期
是
有
功
勞
的，
他
們
對
中
國
的
革
命
是
做
了
貢
獻
的。」
後
來
，
中
國
歷
史
學
家
開
始 

寫
說
袁
、
王
兩
人
死
於
「叛
徒
陰
謀
」。
U然
而
，
一
九
二
九
年
一
月
離
開
井
岡
山
時，
毛
澤
東絕
對
想
像
不
到
一
年
之 

後
，
袁
、
王
就
會
遭
遇
這
樣
的
命
運。
他
們
分
手
時
彼
此
交
情
還很
好。

毛
澤
東
和
朱
德
的
部
隊
迅
速
向
南
移
動。
一
九
二
九
年
二
月
一
日，
他
們
抵
達
福
建、
廣
東
和
江
西
三
省
交
會
處
客 

家
人
中
心
地
帶
的
羅
福嶂
山
區。
這
個
貧
窮
地
區
七
成
以
上
居
民
是
吃
不
飽
飯
的
佃
戶。
U要
在
當
地
駐
留，
生
活
一
定 

很

苦
，
而
且
國
民
黨
部
隊
也跟
在
紅
軍
後
面
追
上
來。為
了
擺
脫
追
兵，
紅
軍
急
轉
彎
向
北、
再
向
東
，
又
轉
南
，
在
江 

西
南
部
和
福
建
北
部
流
竄，
攻
擊
小
城鎮
村
落、搶
劫
地
方
居
民
。
M紅
軍
部
隊
有
將
近|

半
是
共產
黨
員，
所
到
之
處 

都
號
召
地痞
流
氓
和
貧
農
佃
戶搶
奪
及
分
配
別
人
的
土
地，
不
付
租
不
付
欠
債，並
且
組
織
游
擊
隊
。
他
們
把
「反
動 

派
」抓

起
來
、
戴
上
高
帽
子
遊
街
示眾
，
或
者
毫
不
留
情
就
殺
了。為
了
恐嚇
和教
育
老
百
姓，
他
們
按
照
土
匪
的
辦
法 

公
開
展
示
死
者
屍
身。
安
徽
、
湖
北
、
廣
西
和
廣
東
等
地
方，
其
他
共產
黨
人
也
一
樣，
全
依
「殺
人
放
火
」
的
原
則
辦

③ 

編
註
：
原
書
誤
植為
中
共
六
大
第
九
次
會
議
-且
信
件
名
稱
誤
植為
〈關
於
共
產
國
際
執
委
會
二
月
會
議
〉
。

④ 

編
註..原
書
誤
植為
王
佐
的
二
房
羅
夏
英，
實
應為
其
元
配
藍
喜
蓮
。根
據
王
佐
長
孫
王
生
茂
回
憶，
王
佐
死
時
只
有
藍
、夏
兩
位
妻
子
，
未查
得 

作
者
所
說
的
「三
房
妻
室」

。羅
夏
英
在
王
佐
死
後
不
久即
改
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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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
消
滅
「剝
削
分
子
」
和
「燒毀
村
莊
」
成為
標
準
作
業
程
序。
U

根
本
不
理踩
六
大
的
決
議，
毛
澤
東
和
朱
德
藉
口剷
除
「反
動
派
」，
加強
針
對
小
資產
階
級、
富
農
和
商
人
的鬥
 

爭
。
他
們
端
出
冠I

免
堂
皇
的
話
掩
飾
他
們
的
土
匪
行
徑。
朱
德
和
毛
澤
東
攻佔
某
個
商
業
市鎮
之
後，
發
公
告
向
居
民
呼 

籲
：
「紅
軍
是為
工
農
謀
利
益
的
軍
隊
」，
公
告
說
：

對
於
商
人
極
力
保
護，
紀
律
森
嚴，
毫
無
侵
犯
。現
因
軍糈
拮
据，
特
函
前
來
請
代
籌
軍
餉
大
洋
伍
千
元，
草
鞋
、
 

襪
子
各
七
千
雙，
白
布
三
百
疋，
夫
子
二
百
名，
務
於
本
曰
下
午
八
時
以
前
送
來
本
部
。即
希查
照
辦
理，
切
勿
玩 

延

。如
坐
視
不
理，即
證
明
寧
都
商
人
顯
係
與
反
動
派
勾
結
一
氣，
故
意
與
紅
軍為
難，
本
軍
惟
有
將
寧
都
反
動
商 

店
盡
行
焚
毁，
以
警
奸
頑，
勿
謂
言
之
不
早
也
。
16

和
以
前
一
樣，為
了填
補
財
庫，
共產
黨
又
深
深
介
入
鴉
片
生
意。卩

一
九
二
九
年
五
月
底，
賀
自
珍
在
龍
巖
生
下
一
個
女
兒。
紅
軍
暫
時
攻佔
龍
巖，
沒
有
可
能
堅
守它
。
敵
軍
快
速
進 

逼
，
朱
、
毛
部
隊
必
須
立
刻
撤
退
。
毛
澤
東
只
有
時
間匆
匆
為
女嬰
命
名
「金
花
」。產
下
女嬰
後
半
個
小
時，
在
毛
澤 

東
要
求
下
，
賀
自
珍
把
小
孩
交
給|
戶
農
家
，另
外
塞
了
十
五
元
給
他
們。
用她
自
己
的
話
說，她
連
哭
都
沒
哭
。S她
 

可
能很
難
過
，
但
是她
強
忍
住、
藏
住
感
情
。
不
久
之
後
，她

改
名
「子
珍
」。
毛
澤
東
告
訴
他
妻
子
：
「革
命
勝
利 

後
，
我
們
再
來
帶她
回
家。」
但
是
他
無
法
守
住
這
個
承
諾。
毛
澤
東
和
賀
子
珍
再
也
沒
有找
到她
。

毛
澤
東
沒
有
時
間
照
料嬰
兒，
尤
其
是
紅
軍
正
陷
入
前
所
未
有
的
困
境。
D和
政
府
軍
及
地
方
農
民
自
衛
隊
持
續
交 

戰
之
後
，
紅
軍
部
隊
迅
速
融
化。
兩
個
月
內
，
紅
四
軍
折
損
六
百
多
人。
黨
內
權鬥
也產
生
問
題。
四
月
間
，
他
們
突
如 

其
來
收
到
二
月
周
恩
來
在
上
海
寫
的
一
封
信，
沒
有
交
代
任
何
理
由，
緊
急
要
把
毛
澤
東
和
朱
德
調
走。
黨
中
央
也
要
求 

將
紅
四
軍
分為
幾
支
小
股
部
隊，
派
遣
他
們
分
赴
許
多
地
方
鼓
動
農
民
遍
地
革
命。
20
當
然
，
毛
澤
東
痛
恨
黨
中
央
新
領 

導
人
害怕
他
和
朱
德
擁
兵
自
重、
不
聽
指
揮
這
件
事
。
這
封
信
不
言
而喻
，
透
露
一
個
訊
息
：
「誰
曉
得
他
們
在
幹
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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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
？
他
們
會
不
會
勃
然
而
起、
失
去
控
制
？
畢
竟
他
們
擁
有
軍
事
力
量。
最
好
是
在
他
們
變
成
新
軍
閥
以
前，
就
把
他
們 

連
根
拔
掉
。」

毛
澤
東
立
刻
就
掌
握
到
其
中
奧
妙.，
因
此
他
和
朱
德
都
不
遵
守
命
令。
他
難
掩
不
悅
地
寫
說
••把
紅
軍
分為
小
股
部 

隊
，
「則
領
導
機
關
不
健
全，
惡
劣
環
境
中
應
付
不
來，
容
易
失
敗
」。
同
一
封
信
中
，
毛
澤
東
向
黨
中
央
說
明
他
和
朱 

德
擬
定
的
游
擊
戰
術
：

(

一)
 

分兵以發動群眾
，集中以應付敵人
。

(

二
)
 

敵
進
我
退，
敵
駐
我
擾，
敵
疲
我
打，
敵
退
我
追
。

(

三
)
 

固
定
區
域
的
割
據，
用
波
浪
式
的
推
進
政
策
•，強
敵跟
追，用盤旋式的打圈子政策
。

(

四
)
 很
短
的
時
間，很
好
的
方
法，
發
動很
大
的
群眾

。

毛
澤
東
寫
說
：
「這
種
戰
術
正
如
打
網，
要
隨
時
打
開，
又
要
隨
時
收攏
，
打
開
以
發
動
群眾
，
收攏
以
應
付
敵
人
。」
M 

這
些
是
他
日
後
多
年
遵
循
的
原
則
.，後
來
更
被
中
南
半
島
及
亞
洲、
非
洲
、
拉
丁
美
洲
其
他
殖
民
地
及
屬
地
國
家
的 

武
裝
共產
黨
人
奉為

「人
民
戰
爭
」
的
圭臬
。

出
乎
意
料
之
外
的
是，
毛
澤
東
的
回
信並
沒
有
導
致
他
和
黨
中
央
激
烈
衝
突。
這
一
次
他
又
十
分
幸
運。
四
月
底
， 

從
莫
斯
科
傳
來
一
則
震撼
新
聞，
暫
時
使
黨
中
央
領
導
人
軟
化。
一
九
二
九
年
四
月，
布
哈
林
的
「右
派
親
富
農
觀
點
」 

(rightist pro-kulak view
)

受
到強
烈抨
擊，
以
及
蘇
聯
針
對
自
耕
農
展
開
大
規
模
的
集
體
化
運
動。
史
達
林啟
動
這
些 

改
變
。
蘇
聯
的
新
路
線
自
然
影
響
到
共產
國
際
的
農
民
政
策。
七
月
間
，
也
就
是
史
達
林
開
始
改
變
中
共
的
「親
富
農
」 

政
策
一
個
月
之
後，
布
哈
林
被
罷
黜
共產
國
際
職
務。
可
是
，
俄
文
的kulak

指
的
是
一
種
特
定
的
社
會
階
層
(農
村
資 

產

階
級
，即
剝
削
貧
農
的
富
農
)，
在
中
文並
沒
有
相
等
的
字
詞
。
中
共
的
文
件
把它
譯為
兩
個
字
「富
農
」，
只
指
涉 

財產
狀
況
。
因
此
，
把它
認
定
是
農
民
的
一
種
個
別
類
別，
無
可
避
免
導
致
中
共
重
新
恢
復
反
農
的
政
策。
六
月
七
日
，



毛 澤 東 ：真 實 的 故 事 244

共產
國
際
執
委
會
政
治
書
記
處
交
給
中
共
中
央
一
封
有
關
農
民
問
題
的
信
件
-強

調
正
確
處
理
「富
農
」
的
重
要
性
， 

「因為
正
是
在
這
個
問
題
上
中
國
同
志
犯
了
實
際
的
錯
誤
」。
由
於
「富
農
」
經
常
「在
農
民
運
動
中
時
常
表
現
公
開
的
或 

秘
密
的
反
革
命
的
作
用
」，
因
此
必
須
與
他
們
堅
決
作
戰
。
這
封
信
公
開
讚
揚
毛
澤
東
和
朱
德
的
活
動，
「雖
然
各
方
面 

的
反
動
勢
力
都
盡
量
的
向
他
壓
迫，
但
是
他
不
獨
仍
然
保
特
〔持
〕
著
他
的
實
力，並
且
最
近
在
福
建
還
得
了
相
當
的
勝 

利
」
。
r莫

斯
科
加
深
對
中
國
「富
農
」
的鬥
爭
造
成
深
遠
的
影
響。
換
句
話
說
，
莫
斯
科
要
求
的
是，
不
只鬥
爭
地
主，
也 

要鬥
爭
農
民
。
至
於
農
民
是
富、
是
貧
，
那
是另

一
個
問
題。
中
國
共產
黨
本
身
去
界
定
什麼
樣
構
成
「富
」，
而
我
們 

早
已
看
到
他
們
實
務
上
是怎
麼
做。

這
封
信
的
中
譯
本
在
一
九
二
九
年
十
一
月
刊
登
在
中
共
刊
物
《共產
》
上
面
。
毛
澤
東
興
奮
極
了
。
一
九
三
◦
年
二 

月
七
日
，
因為
有
了
莫
斯
科
支
持
士
氣
大
振，
他
頒
布
新
的
土
地
法
——

這
是
他
執
筆
的
第
三
部
土
地
法。它
由
紅
軍
在 

江
西
省
中
部
的
陂
頭
村
的
黨
組
聯
席
會
議
中
通
過。
除
了
沒
收
地
主
所
有
不
動產
這
一
條
之
外，
毛
澤
東
加
入
下
列
條 

款
：
「自
耕
農
田
地
不
沒
收，
但
所
耕
田
地
除
自
食
外尚
有
多
餘，
經
當
地
多
數
農
民
要
求，
得
縣
、
區
政
府
批
准
者， 

得
沒
收
其
多
餘
的
部
分。」
和
以
前
一
樣，
這
項
法
令
確
立
平
等
分
配
土
地
的
原
則，
毛
澤
東
講
得很
清
楚
：
「抽
多
補 

少
。」
六
個
月
後，
他
又
加
上
「取
肥
補
瘦
」
。23

貧
窮
的
客
家
族
當
然
歡
迎
這
樣
的
法
律，
許
多
人
參
加
了
農
民
革
命。贛
南
的
尋
烏
縣，
在
一
九
三
〇
年
五
月
，
八 

成
的
土
地
已
經
重
新
分
配，
地
方
黨
員
甚
至
編
了 
一
首
歌，
在
客
家
族
傳
唱
開
來
••

一
年
耕
到
又
阿嗬
！

又
阿嗬
，

會
傷

窮
兄
窮
弟
愛
同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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窮
姐
窮
妹
愛
團
結，

團
結
起
來
當
紅
軍，

當
到
紅
軍
殺
敵
人
！

⑤

2

莫
斯
科
的
支
持
來
得
有
如
久
旱
逢
甘
霖。
從
一
九
二
九
年
六
月
至
十
一
月，
直
到
毛
澤
東
獲
悉
克
里
姆
林
宮
贊
成
他 

的
立
場
之
前，
毛
澤
東
非
常
的
消沉
。
他
和
黨
中
央
仍
無
正
常
的
接
觸，很
長
一
段
時
間
仍
然
不
知
道
政
治
局
在
六
月
十 

二
日
已
撤
銷它
在
二
月
信
函
對
毛
澤
東
的
批
評。
i.5
/\
月
間
-
除
了
諸
多
麻
煩
之
外，
他
和
朱
德
的
關
係
也
急
遽
惡
化。 

朱
德
突
如
其
來
表
示
不
滿
意
毛
澤
東
對
於
交
付
給
他
指
揮
的
部
隊
之
事
務，
事
事插
手
。
這
位
前
敵
委
員
會
書
記
的
「家 

長
作
風
」
惹
惱
了
他
。
底
下
一
些
指
戰
員
支
持
朱
德。

他
們
特
別
不
高
興
毛
澤
東
調
用
官
兵
到
人
民
之
間
去
做
煽
動
宣
傳
工
作。
可
是
毛
澤
東卻
認為
這
些
工
作
愈
來
愈
重 

要
。
他
不
願
意
放
棄
他
的
平
等
觀
念、
承
認
進
行
農
民
革
命
犯
下
錯
誤，
他
試
圖
把
他
激
進
政
策
失
敗
的
責
任
推
到
「傻 

瓜
」鄉
巴佬
農
民
身
上。
毛
澤
東
在贛
南
和閩
西
積
極
推
動
革
命
宣
傳。
部
隊
裡
已
有
數
百
個
宣
傳
隊
員，
但
他
還
要
戰 

士
們
參
加
宣
傳
工
作。
借
助
紅
軍
把
共產
主
義
革
命
思
想
灌
輸
到鄉
下
人
腦
子
裡，
毛
澤
東
希
望
在贛
南
和閩
西
的
經
驗 

能夠
成
功
。
他
不
去
考
慮
這
些
宣
傳
活
動
會
使
戰
士
分
心，
照
顧
不
了
軍
事
任
務。

毛
澤
東
和
朱
德
或
許
可
以
解
決
他
們
之
間
的歧
見，
可
是
一
九
二
九
年
五
月
初
黨
中
央
軍
事
部
從
上
海
派
來
一
個
特 

別
代
表
，
粗糙
地
介
入
他
們
之
間
慢
慢
悶
燒
的
衝
突。
劉
安
恭
是
個
自
負
的
三
十
歲青
年，
在
莫
斯
科
步
兵
學
校
學
習
一 

年
之
後
，
剛
回
到
中
國
來
。
因
此
，
他
自
視
是
個
軍
事
專
家，
也
是
了
不
起
的
馬
克
思
主
義
理
論
專
家。
他
對
毛
澤
東
使 

出
惡
意
動
作
。
不
瞭
解
狀
況
的
他，
無
條
件
支
持
朱
德
，
又
給
毛
澤
東
貼
上
政
治
上
可
以
致
命
的
「宗
派
主
義
者
」
標

⑤
編
註
：節
自贛
南
民
歌
〈月
光
光

>,
收
於
毛
澤
東
一
九
三
〇
年
五
月
所
寫
的
《尋
烏
調查
》
中

。「阿嗬
」
意
指
「沒
有
了」
，
「愛
同
心」
意
指 

「要
同
心」
，
「愛
團
結」
意
指
「要
團
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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籤

。他跟
著
幾
個
指
戰
員
控
訴
毛
澤
東
在
紅
四
軍
的
黨
組
織
中
宣
傳
「家
長
制」

。
很

顯
然
，
莫
斯
科
步
兵
學
校
的
蘇
聯 

教
官教
會
他
如
何鬥
爭
「敵
人」
。劉
安
恭
一
到
，
就
被
派為
紅
四
軍
政
治
部
主
任，
開
始掀
動
衝
突
。最
讓
毛
澤
東
受 

不
了
的
是
劉
安
恭
不
斷
炫
耀
他
在
莫
斯
科
念
過
書，
可
是
對
江
西
的
狀
況
毫
不
瞭
解
。其
實
，
他
倒
沒
糾
纏
毛
澤
東
太 

久
.
.

一
九
二
九
年
十
月
劉
安
恭
就
在
戰鬥
中
受
到
重
傷
。

26

毛
澤
東
自
此
對
傲
慢
的
蘇
聯
歸
國
學
生
一
直
都
沒
有
好
感
。
 

他很
快
就
寫
了
一
篇
短
文
〈反
對
本
本
主
義
〉，
批
評
劉
安
恭
這
類
人
物
。文
章
寫
於
一
九
三
〇
年
五
月
，
不
過
八
月
以 

傳
單
方
式
發
行
時
用
的
是另
一
個
題
目
〈調查
工
作
〉
。他
不
僅
影
射
劉
安
恭，
還
遙
指
上
海
許
多
領
導
人
：
「豈
有
共 

產
黨
員
而
可
以
閉
著
眼
睛瞎
說
一
頓
的嗎
？
要
不
得
！
要
不
得
！」
他
說
：
「以為
上
了
書
的
就
是
對
的，
文
化
落
後
的 

中
國
農
民
至
今
還
存
著
這
種
心
理
。不
謂
共
產
黨
內
討
論
問
題，
也
還
有
人
開
口
閉
口
『拿
本
本
來』

。」
他
又
說
，
當 

然
「我
們
的鬥
爭
需
要
馬
克
思
主
義
。我
們
歡
迎
這
個
理
論，
絲
毫
不
存
什麼

『先
哲

i

 

一
類
的
形
式
的
、甚
至
神
秘
的 

念
頭
在
裡
面…
…

馬
克
思
主
義
的
『本
本』
是
要
學
習
的
，
但
是
必
須
同
我
國
的
實
際
情
況
相
結
合
。我
們
需
要
『本 

本』
，
但
是
一
定
要
糾
正
脫
離
實
際
情
況
的
本
本
主
義
」

。
27

到
了 
一
九
二
九
年
六
月
中
旬，
衝
突
已
經
相
當
激
烈，
毛
澤
東
決
定
宣
布
辭
去
前
敵
委
員
會
職
務
。六
月
十
四
日
， 

他
憤
憤
不
平
地
寫
下
：
「我
個
人
身
體
太
弱，
智
識
太
貧
，
所
以
我
希
望
經
過
中
央
送
到
莫
斯
科
去
留
學
兼
休
息
一
個
時 

期
。
」

M
他
的
確
因為
這
些
爭
執搞
得
心
身
倶

疲，
竟
然
得
了瘧
疾
。六
月
底
，
他
放
下
工
作
，
和
賀
子
珍
退
隱
到
離閩
西
古 

田
不
遠
的
一
棟
兩
層
樓
房
子，
一
直
住
到
夏
天
過
完
。他
休
養
身
體
、讀
書
、作
詩
，
偶
爾
才
參
加
黨
務
討
論
。他
還
留 

在
前
敵
委
員
會
裡
，
但
是
書
記
職
務
由
時
年
二
十
八
歲
的
陳
毅
接
任
。陳
毅
是
周
恩
來
的
朋
友，
一
九
二
三
年
入
黨
。七 

月
底
，
陳
毅
出
發
前
往
上
海，
報
告
情
勢並
聽
取
指
示
。八
月
底
，
他
向
黨
中
央
報
告
朱
、毛
部
隊
的
狀
況
。

29

我
們
已 

知
道
，
這
時
候
周
恩
來
、李
立
三
和
其
他
領
導
人
已
經
站
到
毛
澤
東
這
一
邊，
但
毛
澤
東
還
不
曉
得
。因
此
他
只
能
懷
憂 

喪
志
。

同
時
，
他
的
部
隊
繼
續
在
客
家
莊
作
威
作
福
。紅
軍
所
到
之
處，
留
下
火
與
灰
燼
。當
時
有
人
寫
下
：
「地
契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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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
借
條
、
帳
冊
、
稅
單
，
全
被
燒毀
。」

「抗
租
(

拒繳
給
地
主
)

、抗
稅
(

拒繳
給
國
民
黨
當
局
)

、抗
債
(

拒
付
給
高
利
貸
者
)」
的口號已經執行
。所 

有
的
舊
稅
捐
處
已
搗
毁，
稅
吏
被
殺
死
。暴
動
時，
工
農
兵
用
他
們
的
尖
刀剷
除
土
豪
、劣绅

、軍
閥
、官
僚
、國 

民
黨
黨
委
以
及
帝
國
主
義
的
特
務
-
-
-
-傳教
士
。
30

但
是
毛
澤
東
仍
然
悶
悶
不
樂。
八
月
底
，
他
和
賀
子
珍
搬
到
山
上
一
座
竹
屋，
他
繼
續
休
養
和沉
思。
他
在
這
間
小 

屋
上
掛
上
一
幅
字
「愛
書
廬
」。
M他
抑
鬱
寡
歡
，
倍
加
思
念
忠
心
耿
耿
的
楊
開
慧。
當
然
，
賀
子
珍
年
輕
貌
美，
但
非 

常
頑
固
。
客
家
女
子
通
常
都很
獨
立，
且
脾
氣
剛
烈，
而她
尤
其
如
此。
毛
澤
東
對她
說
：
「你
是
鐵
，
我
是
鋼
，碰
到 

一
起
響叮
噹
。」
日
後
，
他
告
訴
一
九
三
七
年
出
生
的
女
兒
李
敏，
他
們
夫
妻
倆
的
「舌
戰
」
經
常
升
高為

「干
戈
」。 

李
敏
說
：
「爸爸
有
時
就
愛
以
『武
力
威懾
』、
『政
治
威
脅
』
來
對
付媽
媽
，
有
時
就
『開
除
』媽
媽
的
黨
籍，
給媽
媽
 

一
次
口
頭
『處
分
』。
但爸
爸
畢
竟
是爸
爸
，
有
時
是
他
自
己
引
起
的
『戰
火
』，
自
知
不
對
了
，
就
又
主
動
『停
戰
』 

求
和
，
化
『干
戈
』為

『玉
帛
』。」
他
壓
制
不
了
賀
子
珍
。
32

或
許
就
是
這
種
低沉
氛
圍，
使
他
想
念
起
溫
柔
的
「霞
妹
」
(楊
開
慧
)
和
他
們
的
兒
子
。
多
年
後
他
寫
了
一
首 

詞
：
「我
失
驕
楊
君
失
柳
，
楊
柳
輕
揚
直
上
重霄
九
。」
M十
一
月
底
，
他
寫
信
到
上
海
給
李
立
三，
請
李
轉
告
毛
澤 

民
，
他
想
要
楊
開
慧
的
通
訊
地
址。
他
告
訴
李
立
三
：
「我
大
病
三
個
月
，
現
雖
好
了
，
但
精
神
未
全
復
元。
開
慧
和
岸 

英
等
，
我
時
常
念
及
他
們，
想
和
他
們
通
訊
。」
34儘
管
內
戰
戰
火
熾
烈，
毛
澤
東
割
捨
不
下
他
的
人
性
感
情。
他
是
不 

是
有
種
不
祥
的
預
感呢
？
他
在
前
妻
慘
死
的
前
一
年，
想
起
了她
。

大
約
在
這
時，
陳
毅
從
上
海
帶
回
來
等
候
已
久
的
黨
中
央
之
決
定
：它
承
認
毛
澤
東
的
立
場
正
確，
而
非
朱
德
的
立 

場
正
確
。
陳
毅
和
朱
德
請
毛
澤
東
回
來，
但
要
經
過
一
個
月
的
往
返
交
涉，
他
才
終
於
答
應
結
束
山
居
歲
月。
他
再
度
領 

導
前
敵
委
員
會，
現
在
幾
乎
集
無
限
制
之
大
權
於
一
手。
他
的
敵
手
已
經
落
馬，
因
此
他
決
定
抛
開
過
去
的
一
切
不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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諧
。
朱
德
恢
復
服
從，
全
軍
服
膺
毛
澤
東
領
導。
前
途
仍
有
許
多
考
驗。
復
仇
可
以
等
待
。
一
九
二
九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八 

日
，
毛
澤
東
向
上
海
報
告
：
「四
軍
黨
內
的
團
結，
在
中
央
正
確
指
導
之
下，
完
全
不
成
問
題
…
…
惟
黨
員
理
論
常
識
太 

低
，
須趕
急
進
行教
育
。」
M 
一
九
二
九
年
十
二
月
他
在閩
西
的
古
田
召
開
全
軍
黨
組
會
議，
會
中
他
雖
尖
銳
批
評
「純 

軍
事
觀
點
」，
但
同
時
也
暗
示
一
條
走
出
危
機
的
道
路。
％他
日
後
描
述
他
在閩
西
測
試
的
方
法
就
是
「治
病
救
人
」。

這
一
切
都
是
中
國
人
的
行
事
方
式。
中
國
有
句
名
言
：
「摧毀
敵
人並
不
能
證
明
他
是
錯
的。你

必
須
讓
他
『丟
了 

面
子
』。
如
果
敵
人
忍
氣吞
聲，你
就
能
對
他為
所
欲為
。
只
有你
才
能
決
定
是
否
給
回
他
『面
子
』。
那
就
是
讓
人
有 

機
會
改
過
自
新
。」
對
中
國
人
而
言，
這
是
處
理
敵
人
最
技
巧
的
方
法。
當
然
毛
澤
東
不
是
一
向
如
此
•，
他
不
只
是
中
國 

人
，
還
是
共產
黨
員，
因
此
深
悉
布
爾
什
維
克
血
腥
處
決
方
式
的
「正
確
性
」。
但
是
他
主
要
是
只
針
對
他真
心
認為
已 

經
無
可
救
藥
的
「階
級
敵
人
」
才
祭
出
這
種
方
法。
或
者
是
，
對
於
他
認為
即
使
「丟
了
面
子
」
也
不
再
有
用
處
的
人， 

也
不
妨
如
此
對
待
。

國
民
黨
也
是
如
此
辦
理。
警
察
逮
到
共產
黨
人，
經
常
讓
他
們
有
機
會
在
死
亡
和
公
開摒
棄
共產
黨
之
間
做
選
擇。 

如
果
犯
人
選
擇
忍
辱偷
生，
他
們
通
常
也
會
釋
放
他。
他
們
甚
至
不
一
定
要
求
他
交
代
誰
是
他
的
舊
同
志。
37
中
國
警
察 

要
的
不
是
出
賣
同
志，
而
是
要
共產
黨
人
「丟
面
子
」。
許
多摒
棄
共產
主
義
的
人，
甚
至
還
出
任
重
要
職
務。
人
人
曉 

得
那
些
苟
且偷
生
的
人
往
往
特
別
積
極
工
作。

整
頓
好
軍
內
關
係
之
後，
毛
澤
東
才
能
集
中
力
量
處
理
政
治
問
題。
蘇
共
內
部
的
反
右鬥
爭
激
烈，
加
上
蘇
聯
全
面 

實
施
集
體
化，
導
致
共產
國
際
關
於
世
界
民
族
解
放
運
動
的
政
策
也
趨
向
激
進。
共產
國
際
執
委
會
第
十
次
大
會
一
九
二 

九
年
七
月
在
莫
斯
科舉
行，
其
目
標
鎖
定
會
威
脅
到
所
有
共產
黨
的
「右
傾
危
險
」。
「右
派
」
的
主
要
錯
誤
是
他
們
拒 

絕
承
認
世
界
「新
革
命
高
潮
(俄
文pocrem

)

的
徵
兆
」。
換
句
話
說
，
他
們
「落
後
」
於
革
命
群眾
。
上
海
在
九
月
底 

收
到
俄
文
的
會
議
決
議
文，
中
共
中
央
內卻
有
點搞
不清
楚。
根
據
一
位
目
擊
者
的
說
法，
「在
最
初
-
中
央
多
數
對
這 

個
國
際
指
示
傾
向
於
較
消
極
的
接
受
…
…
如
果
將
新
高
潮
的
快
要
到
來
做
左
的
解
釋，
又怕
要碰
破
頭顱
。」
M俄
文 

podom

這
個
字
有
「高
潮
」
和
「高
漲
」
兩
層
意
思
，
中
國
人
不
敢
肯
定
是哪

一
個
意
思
。
他
們
希
望
有
萬
全
的
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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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
-
這
一
次
俄
國
主
子
不
能
歸
咎
他
們。
突
然
間
共產
國
際
不
是
批
評
他
們
的
暴
動
主
義，
而
是
消
極
被
動
。
共產
國
際 

執
委
會
第
十
次
會
議
已
經
認
定
「右
傾
危
險
」
是
國
際
共產
主
義
運
動
的
主
要
危
險。

一
九
三
〇
年
代
初
期
中
共
領
導
人
圈
子
普
遍
是
這
樣
的
狀
況。
就
中
共
而
言，
根
本
談
不
上
有
任
何
程
度
的
獨
立
自 

主
。
財
務
上
完
全
依
賴
莫
斯
科，
使
得
共產
運
動
的
領
導
人癱
瘓
。
他
們
最
多
或
許
可
能
反
對
共產
國
際
駐
中
國
代
表， 

但絕
不
敢
冒
犯
克
里
姆
林
宮
本
身。
給
予
上
海
的
經
費
主
要
是
透
過
國
際
聯
絡
部
轉
交，它
有
逐
步
上
升
之
勢。
到
了
一 

九
二
◦
年
代
末
期
和
一
九
三
〇
年
代
初
期
，
數
字
到
達
數
十
萬、
甚
至
數
百
萬
盧
布
或
銀
元
之
多。
因
此
，
到
了 
一
九
三 

〇
年
，
蘇
聯
花
了
五
百
萬
盧
布
在
莫
斯
科
中
山
大
學
(
一
九
二
五
年
創
校
)
訓
練
中
國
革
命
者
。
39

一
九
三
〇
年
二
月
至 

九
月
的
七
個
月
期
間，
中
共
從
莫
斯
科
得
到
二
十
二
萬
三
千
多
墨
西
哥
銀
元
(墨
西
哥
銀
元
當
時
在
中
國
與
中
國
銀
元
等 

值
流
通
)。
十
月
，它
又
得
到
一
萬
美
元
40
(當
時
一
美
元
等
於
中
國
銀
元
三
點
六
元
)。
同
一
時
期
，
共青
團
中
央
在
一 

九
三
〇
年
從
同
一
來
源
收
到
七
萬
中
國
銀
元，
「國
際
革
命
戰
士
濟
難
會
」(International O

rganization for A
id to 

Revolutionary Fighters 
,
俄
文
縮
寫為

M
O

PR)

——

這
是
共產
國
際為
援
助
地
下
共產
黨
員
及
在
監
革
命
黨
人
家
屬
特 

設
的
一
個
機
構
——

中
國
支
部
得
到
一
萬
一
千
四
百
中
國
銀
元。
W中
共怎
麼
可
能
不
俯
首
帖
耳
聽
命
於
莫
斯
科
？

一
九
二
九
年
十
二
月
八
日，
徹
底
討
論
過
共產
國
際
執
委
會
來
的
材
料
後，
中
共
中
央
發
出
第
六
十
號
通
告
〈切
實 

執
行
武
裝
蘇
聯
保
護
蘇
聯
的
實
際
策
略
〉，
訂
出
新
的、
積
極
的
革
命
政
策
之
輪
廓。
中
共
領
導
人
顯
然
想
要
「比教
宗 

更
像
天
主教
徒
」，
向
史
達
林
徹
底
輸
誠
。
他
們
通
令
黨
員
結
合
農
村
地
區
武
裝鬥
爭
和
城
市
新
暴
動，
努
力
「促
進
革 

命
的
巨
潮
」
。
這
些
經
過
協
調
的
行
動
目
標
在
於
「奪
取
全
國
最
大
中
心
」。
李
立
三
和
周
恩
來
是
負
責
起
草
這份
通
告 

的
主
要
人
物
。

世
界
趨
勢
似
乎
證
明
共產
國
際
執
委
會
第
十
次
會
議
決
議
的
「正
確
」。
一
九
二
九
年
十
月
底，
紐
約
股
市
崩
盤
。 

大
蕭
條很
快
就
席
捲
資
本
主
義
世
界，它
卻
給
全
球
共產
黨
人
種
下
新
希
望。
看
來
世
界
資
本
主
義
無
可
避
免
的
崩垮
很
 

快
就
要
到
來
。
工
商
業
倒
閉，
失
業
率
飛
升
。
災
難
性
的
通
貨
膨
脹
爆
發
-
窮
人
大
增
，
貧
富
懸
殊
擴
大
。
此
外
，
國
民 

黨
內
各
派
系鬥
爭
亦
加
劇。
「改
組
派
」
首
腦
汪
精
衛
緊
急
要
求
黨
要
改
造。
在
這
種
情
勢
下，
共產
國
際
得
到
的
結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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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
中
國
到
了
「革
命
高
潮
的
初
期
階
段
」。

十
二
月
中
旬，
上
海
收
到
來
自
莫
斯
科
的
新
指
令
；
共產
國
際
執
委
會
這
封
信
寫
於
十
月
二
十
六
日，
正
是
世
界
金 

融
市
場
開
始
動
搖
之
時。
新
指
令
要
求
中
共
領
導
人
專
注
「加
劇
(中
國
)
所
有
的
矛
盾
」。
中
國
已
進
入
「深
刻
的
全 

國
危
機
的
時
期
」，它

的
特
色
就
是
「工
人
運
動
的
復
興，
中
國
工
人
運
動，
現
在
已
經
脫
離
一
九
二
七
年
嚴
重
失
敗
之 

後
的
消沉
狀
態
」。
共產
國
際
執
委
會
從
這
裡
看
到
革
命
運
動
「日
益
生
長
的
高
潮
的
象
徵
」，
因
此
要
求
中
共
「應
當 

準
備
群眾
，
去
實
行
革
命
的
推翻
地
主
資產
階
級
聯
盟
的
政
權，
而
建
立
蘇
維
埃
形
式
的
工
農
獨
裁，
積
極
的
開
展
著並
 

且
日
益
擴
大
著
階
級鬥
爭
的
革
命
方
式
(群眾
的
政
治
罷
工，
革
命
的
示
威
運
動，
游
擊
戰
爭
等
等
)」。
這
封
信
的
末 

尾
是
一
句
警
告
：
「黨
內
主
要
的
危
險，
現
在
是
右
傾
的
機
會
主
義
情緒
和
傾
向
…
…
是
對
於
農
民
戰
爭
的估
量
不
足， 

是
對
於
群眾
的
自
動
能
力
和
革
命
能
力
的估
量
不
足，
而
加
以
阻礙
，
是
減
少
無產
階
級
及
共產
黨
的
獨
立
作
用
和
領
導

作
用
。
」
42

然
而
，
中
共
中
央
急
切
要
執
行
這
些
指
令，卻
過
度
反
應
。
二
月
底，它
發
出
七
十
號
通
告。它

宣
稱
，
「從
兩
廣 

到
直隸
，
從
四
川
到
江
浙
，
沒
有
一
省
不
受
著
軍
閥
戰
爭
之
直
接
禍
害
的
…
…
全
國
群眾
鬥
爭
之
走
向
平
衡
發
展
的
道 

路
…
…
目
前
革
命
形
勢
的
發
展，很
明
顯
的
可
以
看
出
一
省
或
幾
省
首
先
勝
利
的
前
途，
特
別
是
武
漢
及
其鄰
近
的
省 

區
，
表
現
著
更
多
的
可
能。」
因
此
，
黨
中
央
認為
有
必
要
部
署
紅
軍
以
進
攻
和搶
佔
大
城
市。
43

黨
中
央
在
一
九
三
〇
年
四
月
三
日
給
紅
四
軍
前
敵
委
員
會
的
信
闡
釋
此
一
決
議，它
發
展
出
一
個
想
法，
認為
有
可 

能
在很
近
的
將
來
征
服
江
西、
湖
北
和
湖
南
省，
以
及
華
中
重鎮
武
漢
。
44
他
們
全
都拚
命
想
展
現
自
己
是
極
左
派。
這 

個
任
務
呼
應
毛
澤
東
本
人
一
年
多
前
給
黨
中
央
的
一
封
信
中
之
提
議
：
在
一
年
之
內佔
領
江
西
及
比鄰
的
福
建
及
浙
江
西 

部
。
45
當
時
的
黨
中
央
正
在
批
判
毛
澤
東，
對
他
的
提
議
不
予
回
應。
現
在-它
不
僅
回
到
這
個
提
議，
還
加
碼
擴
大
。 

它
依
然
節
制
不
了
自
己、
仍
要
批
評
毛
澤
東
和
朱
德
有
「農
民
意
識
與
流
寇
精
神
」，
可
是
黨
中
央
這
些
領
導
人
孵
育
在 

全
國
展
開
血
腥
大
屠
殺，
他
們
不
就
是
土
匪
流
寇嗎
？

毛
澤
東很
欣
喜
事
件
有
了
新
轉
折。
他並
沒
有
放
棄
去
年
征
服
江
西
的
意
圖，
但
是
他
做
了
若
干
修
正。
他
在
一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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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〇
年
一
月
初
回
覆
年
輕
軍
官
林
彪
(與
朱
德
一
起
來
到
井
岡
山
)
來
信
時
寫
說
：
「上
面
一
年為
期
爭
取
江
西
的
話， 

不
對
的
是
機
械
地
規
定
著
一
年為
期
…
…
至
於
江
西
主
客
觀
條
件
是很
值
得
注
意
的。」
二
月
初
，即
七
十
號
通
告
出
現 

之
前
約
三
星
期，
毛
澤
東
主
動
在
紅
四
軍
黨
委
會
議
上
宣
布，
他
決
定
攻
打贛
西
最
大
城
市
吉
安。
46

和
李
立
三、
周
恩 

來
及
其
他
許
多
人
一
樣，
他
也
相
當
振
奮
，
期
待
革
命
的
勃
發
。
他
給
林
彪
的
信
上
說
：
「中
國
是
全
國
都
布
滿
了
乾 

柴
，很
迅
速
的
就
要
燃
成
烈
火
；
『星
火
燎
原
』
的
話
，
正
是
現
時
局
面
的
適
當
形
容
詞
…
…它
是
站
在
地
平
線
上
遙
望 

海
中
已
經
看
得桅
杆
尖
頭
了
的
一
隻
航
船，它
是
立
於
高
山
之
嶺
〔巔

〕
遠
看
東
方
光
芒
四
射
噴
薄
欲
出
的
一
輪
朝
日， 

它
是
躁
動
於
母
腹
中
的
快
要
成
熟
了
的
一
個嬰
兒。
」
47

同
時
，
中
共
領
導
人
繼
續
狂
熱
地
準
備
革
命。
一
九
三
〇
年
三
月
初，
周
恩
來
前
往
蘇
聯
做
報
告。
李
立
三
留
守
中 

國
，
是
中
共
實
質
領
導
人。
活
潑
、
脾
氣
急
躁
的
李
立
三，
也
是
中
央
宣
傳
部
部
長。
在
他
倡
議
下，
全
國
蘇
維
埃
區
域 

代
表
會
議
一
九
三
〇
年
五
月
底
在
上
海
召
開，
有
四
十
名
左
右
代
表
出
席。
這
時
候
，
除
了
江
西
、
福
建
以
外，
湖
北
、 

湖
南
、
廣
東
和
廣
西
都
有
蘇
區
存
在
。
在
李
立
三
的
影
響
下
，
會
議
號
召
蘇
區
工
人
「都
起
來為
蘇
維
埃
政
權
而鬥
 

爭
」、
對
付
「反
革
命
富
農
」
(意即
有
田
耕
的
農
民
)。
48儘
管
李
立
三
不
斷
催
促、
要
他
放
下
一
切
前
往
上
海，
毛
澤 

東並
沒
有
出
席
這
項
會
議。®
出
席
會
議
會
有
風
險
。
他
有
把
握
李
立
三
不
會扣
住
他嗎
？
毛
澤
東
記
憶
猶
新，
黨
中
央 

曾
極
力
要
召
他
和
朱
德
脫
離
部
隊。即
使
如
此，
他並
不
反
對
會
議
的
結
論。

會
議
最
重
要
的
決
定
是，
合併
紅
軍
個
別
單
位，
整併
成為
四
個
軍
團。
第
一
軍
團
委
由
朱
德
和
毛
澤
東
領
導。
接 

到
這
個
消
息
後，
朱
德
和
毛
澤
東
在
六
月
十
三
日
把
在
江
西
西
南
部
及
福
建
西
部
活
動
的
武
裝
部
隊
整
合
起
來。
他
們
共 

轄
有
約
兩
萬
名
官
兵。
他
們
發
覺
這
個
兵
力
不
足
以
成為
軍
團，
起
先
決
定
打
出
「第
一
方
面
軍
」
旗
號
，
不
過
六
天
之 

後
，
顯
然
不
願
與
中
央另
滋
事
端，
他
們
接
受
中
央
賦
與
的
番
號
：
第
一
軍
團
。
除
了
林
彪
指
揮
的
紅
四
軍
之
外，
在 

朱
、
毛
部
隊
不
遠
之
處
活
動
的
紅
六
軍
及
紅
十
二
軍，併
入
第
一
軍
團
。

⑥
原
書
註
：
他
和
朱
德
都
未
出
席
會
議-但
都
被
推為
名
譽
主
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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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月
二
十
一
日，
李
立
三
的
特
別
代
表
抵
達
朱、
毛
駐
地
，
告
訴
第
一
軍
團
指
戰
員
-
政
治
局
有
一
項
驚
天
動
地
的 

新
決
定
。
這
項
決
議
名
稱
響
亮
：
〈新
的
革
命
高
潮
與
一
省
或
幾
省
的
首
先
勝
利
>,
由
李
立
三
主
稿
，
指
示
共產
黨
員 

近
期
內
發
動
革
命
奪
權鬥
爭。
這
項
決
議
說
：
「中
國
是
帝
國
主
義
統
治
世
界
的
鎖鏈
中
最
薄
弱
的
一
環，
就
是
世
界
革 

命
的
火
山
最
易
爆
發
的
地
方。
J
49

這
下
子
沒
有
時
間
浪
費，
必
須
劍
及
履
及
行
動
了。
次
日
，
朱
德
和
毛
澤
東
下
令
部
隊
攻
打
江
西
最
大
的
兩
個
城
市 

九
江
和
南
昌
。
「大
革
命
」
開
始
了
！
當
然
不
用
多
說
，
他
們
失
敗
了
。
他
們
沒
有
攻
克
九
江，
更
不
用
說
省
會
南
昌
。 

唯
有
彭
德
懷
率
領
的
兵
力
僅
有
七、
八
千
人
的
第
三
軍
團，
略
有
成
績
。
他
們
攻
下
長
沙
，
守
了
十
天
，
期
間
大
肆
擄 

掠
。
因為
對
長
沙
這
番
擄
掠，
才
招
致
楊
開
慧
不
久
被
捕。

一
九
三
〇
年
八
月
底、
九
月
初
，
第
一
軍
團
和
彭
德
懷
的
第
三
軍
團
會
師，
組
成
紅
一
方
面
軍
，
兵
力
約
三
萬 

人
，
⑦
毛
澤
東
兩
度
試
圖
在
長
沙
近
郊
重
演
第
三
軍
團
勝
利
的戲
碼，
但
是
他
和
彭
德
懷
都
無
法
再
次
攻
克
這
個
湖
南
省 

城
。
城
裡
的
勞
工
群眾
極
其
消
極，
不
肯
支
持
共產
黨。
第
一
方
面
軍
因
而
傷
亡
慘
重
。
50

毛
澤
東
在
內
的
中
共
領
導
人
完
全
誤
判
政
治
和
軍
事
情
勢。
中
國
是
有
危
機，
但
中
共
依
然
太
弱，
不
足
以
奪
權
。 

黨
在
過
去
三
年
固
然
有
所
成
長，
號
稱
有
六
萬
名
黨
員，
但
顯
然
這
是
不夠
的。
整
個
紅
軍
兵
力
不
超
過
五
萬
四
千
人， 

卻
只
有
半
數
配
備
步
槍。
W因
此
，
對
毛
澤
東、
對
李
立
三
而
言，
向
全
世
界
宣
稱
「革
命
的
砲
火
已
經
打
響，
革
命
的 

曙
光即
將
到
來
」，
實
在
是為
時
過
早
。S
世
界
革
命
依
然
有
相
當
距
離。它
必
須
再
度
撤
退，
重
整
部
隊
，
更
重
要
的 

是
要
改
變為
持
久
戰
的
戰
略。
回
過
頭
來
又
得
建
立
根
據
地，
像
井
岡
山
那
樣
險
阻
之
地，
但
必
須
大
出
許
多
。
小
區
域 

無
法
供
養
他
們
。

毛
澤
東
早
就
明
白
需
要
建
立
這
樣
一
個
根
據
地，
但
是
許
多
指
戰
員
不
支
持
他。
他
們
的
信
條
有
如
流
寇，
遵
守
游 

擊
戰
戰
略
。
他
們
頭
腦
簡
單
的
軍
事
科
學
只
知
攻
擊、
掠
奪
、
燒
光
一
切
，
然
後
轉
進
新
地
區
。
林
彪即
是
其
中
之
一。 

毛
澤
東
誇獎
他
是
優
秀
的
軍
官，
但
也
一
直
批
評
他
不
願
花
時
間
建
立
穩
固
的
蘇
區。
M毛
澤
東
在
給
他
的
信
中
提
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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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
對
於
時
局
的估
量
是
比
較
的
悲
觀
…
…你
認為
在
距
離
革
命
高
潮尚
遠
的
時
期
做
建
立
政
權
的
難
苦
工
作為
徒 

勞
，
而
有
用
比
較
輕
便
的
流
動
游
擊
方
式
去
擴
大
政
治
影
響，
等
到
全
國
各
地
爭
取
群眾
的
工
作
做
好
了，
或
做
到 

某
個
地
步
了，
然
後
來
一
個
全
國
暴
動，
那
時
把
紅
軍
的
力
量
加
上
去，
就
成為
全
國
形
勢
的
大
革
命
。你
的
這
種 

全
國
範
圍
的
、包
括
一
切
地
方
的
、先
爭
取
群眾
後
建
立
政
權
的
理
論，
我
覺
得
是
於
中
國
革
命
不
適
合
的
。

不
，
毛
澤
東
堅
稱，
針
對
中
國
「是
一
個
帝
國
主
義
最
後
階
段
中
互
相
爭
奪
的
半
殖
民
地
」，
M唯
有
預
見
到
在
全
國
各 

地
有
系
統
的
建
立
蘇
維
埃
政
權
組
織
的
政
策，
在
半
殖
民
地
的
中
國
才
是
正
確
的。
唯
有
到
了
那
時
候，
星
星
之
火
才
能 

燎
原
。

⑦
原
書
註
：
朱
德
、彭
德
懷
分
別
擔
任
第
一
方
面
軍
正
、副
總
司
令
，
毛
澤
東
出
任
總
政
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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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
澤
東
決
定
在
江
西
西
北
部
建
立
安
全
的
根
據
地。
這
個
地
區
位
於贛
江
中
游，
居
於
優
勢
戰
略
地
位。
從
這
兒
到 

南
昌
的
距
離並
沒
有
比
到
井
岡
山
更
遠
——

一
九
三
〇
年
九
、
十
月
間
，
毛
澤
東
還
未
拒絕
進
攻
省
會
•，
而
效
忠
紅
一
方 

面
軍
的
部
隊
也
仍
在
井
岡
山
活
動。
這
塊
山
陵
地
區
非
常
適
合
游
擊
作
戰。
森
林
茂
密
的
山
區
提
供
庇
護，
部
隊
可
隨
意 

出
擊
，
攻
打
據
守
富
裕
的
商
業
城鎮
之
敵
人。
本
地
區
的
中
心
吉
安，
是
人
口
約
五
萬
人
的
商
業
城
市、
江
西
第
三
大 

城
，
出
了
許
多
富
豪
人
家，
乃
是
令
人
垂
涎
的搶
奪
目
標。
城
裡
還
有
許
多
小
型
工
作
坊，
可
以
打
造
武
器
。
這
裡
挺
適 

合
建
立強
大
的
蘇
維
埃
地
區。

毛
澤
東
在
一
九
三
〇
年
十
月
四
日
打
下
吉
安，
旋即
宣
布
成
立
江
西
省
蘇
維
埃
政
府。
他
終
於
可
以
提
供
手
下
官
兵 

想
要
的
東
西
給
他
們
。
拿
下
吉
安
之
後，
紅
軍
從
居
民
手
中
搾
出
八
百
萬
墨
西
哥
銀
元，
以
及
許
多
黃
金
。
1
紅
一
方
面 

軍
的
前
程
似
乎
無
限
量，
但
是
不
旋
踵，
毛
澤
東
和
他
的
黨
中
央
上
級
就碰
上
重
大
問
題。

一
九
三
〇
年
秋
天
，
李
立
三
及
其
同
僚
獲
悉
共產
國
際
極
端
不
滿
意
他
們
的
冒
進
政
策。
共產
國
際
執
委
會
與
人
在 

莫
斯
科
的
周
恩
來
談
過
話
後，
已
經
開
始
懷
疑
中
共
中
央
在
解
讀
莫
斯
科
的
指
令
時，
向
左
「走
得
太
遠
」。儘
管
有
懷 

疑
，
共產
國
際
執
委
會並
未
對
中
共
政
治
局
極
度
左
傾
的
決
議
〈新
的
革
命
高
潮
與I

省
或
幾
省
的
首
先
勝
利
〉
做
出
反 

應
。
原
則
上
，
莫
斯
科並
不
排
斥
「奪
取
一
個
或
多
個
工
業
與
行
政
中
心
」
的
主
張
。它
只
是
覺
得
這
個
目
標
要
視
紅
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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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
力
有
多
大
而
定。
？中
國
共產
黨
從
七
月
底
至
九
月
初
所
蒙
受
的
失
敗，
大
大
改
變
了
此
一
局
勢。
史
達
林
不
喜
歡
失 

敗
者
，
也
從
來
不
原
諒
他
們。
甚
且
，
就
在
這
個
節
骨
眼
上，
他
獲
悉
李
立
三
就
世
界
革
命
幾
次
發
表
聲
明，卻
與
他
的 

在
一
國
建
設
社
會
主
義
的概
念牴
觸。
八
月
初
，
李
立
三
陶
醉
於
攻佔
長
沙
的
新
聞，籲
請
蘇
聯
直
接
介
入
中
國
的
革
命 

事
件
。
他
的
盤
算很
單
純
••鼓
動
一
場
世
界
革
命，
而
他
深
信
蘇
聯
將
無
可
避
免
成為
勝
利
者。
這
一
來
中
國
革
命即
成 

為

「偉
大
的
世
界
革
命
」
的
導
火
線
。
史
達
林
還
獲
悉，
李
立
三
在
黨
內
領
導
人
小
圈
子
中
詛咒
共產
國
際，並
且
把
效 

忠
莫
斯
科
與
效
忠
中
國
革
命
做
對
比，
聲
稱
「攻
下
漢
口
之
後，
我
們
對
共產
國
際
就
可
以
唱
不
同
的
調
子
」。

史
達
林
嗅
到
托
洛
茨
基
主
義
的
味
道，
命
令
李
立
三
「立
刻
到
這
裡
〔莫
斯
科
〕
來
」
。
3 
一
九
三
〇
年
九
月
底
， 

奉
共產
國
際
執
委
會
之
命，
中
共
中
央
委
員
會
在
上
海舉
行
擴
大
會
議，
①
「透
過
集
體
自
我
批
判，
以
糾
正
錯
誤
」。 

瞿
秋
白
和
周
恩
來，
偕
同
共產
國
際
遠
東
局
駐
上
海
代
表、
德
國
共產
黨
人
吉
爾
哈
德
.
艾
斯
樂
(0曰1
3̂-
51
8
1
6
0指 

導
會
議
的
進
行。
然
而
，
中
委
擴
大
會
議並
沒
有
揭
穿
李
立
三
的
政
綱
•，
李
立
三
在
黨
內
的
權
勢
極
大，
瞿
秋
白
和
周
恩 

來
，
甚
至
艾
斯
樂
都
拿
他
沒
辦
法。
會
議
聽
取
完
李
立
三
「不
留
情
的
」
自
我
批
判
後，
保
留
他
政
治
局
委
員
的
身
分， 

但
不
讓
他
擔
任
常
委。
現
在
三
位
中
常
委為
向
忠
發、
瞿
秋
白
和
周
恩
來
。
會
議
結
束
時
只
承
認
在
執
行
共產
國
際
路
線 

時
犯
了
「個
別
的
策
略
上
工
作
上
組
織
上
的
錯
誤
」
。
4

這
時
候
，
史
達
林
失
去
所
有
的
耐
心。
他
立
刻
派
蘇
共
政
治
局
認
定
的
中
國
事
務
專
家
巴
威
爾
•米
夫(Pavel M

if) 

趕
到
上
海
。
米
夫
是
個強
悍、
兇
暴
的
人
，
奉
黨
之
命
鑽研
，
遂
成為
中
國
事
務
專
家。
一
九
三
〇
年
時，
他
只
有
二
十 

九
歲
，
但
是
在
共產
國
際
及
中
國
共產
黨
當
中
已
經很
有
名
氣。
他
在
黨
內
迅
速崛
起，
到
一
九
二
七
年
奉
命
出
任
設
在 

莫
斯
科
的
孫
中
山
中
國
勞
動
大
學
校
長。
②
這
所
大
學
於
一
九
二
八
年
九
月
改
名
「中
國
勞
動
者
共產
主
義
大
學
」。
不 

到
一
年
，
米
夫
又
出
任
共產
國
際
執
委
會
東
方
部
部
長。
米
夫青
雲
直
上，
使
他
沖
昏
了
頭
。
根
據
和
他
同
時
代
的
人
的 

說
法
，
「這
位
共產
國
際
首
席
中
國
事
務
專
家
」
行為
舉
止
像
個
傲
慢、
專
橫
、
自
信
滿
滿
的
官
僚
。
張
國
燾
回
憶
說
： 

「他
是
個
非
常
有
野
心
的
人
…
…
精
熟
史
達
林
的
戰
略
技
術。」
張
國
燾
認為
他
「寡
廉
鮮
恥、
機
會
主
義
」
。
5

米
夫
化
名
德
國
商
務
旅
行
者
彼
得
謝
夫
斯
基(petershevskii)
，
於
一
九
三
◦
年
十
月
抵
達
上
海
(他
取
道
德
國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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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
東
，為
了
安
全
考
量
還
接
受
美
容
整
型
手
術
)。
他
立即
承
擔
起
遠
東
局
領
導
工
作。
他
蠻
橫
地
介
入
中
國
共產
黨
的 

內
部
事
務
，
根
本
上
廢
棄
九
月
中
央
擴
大
會
議
的
決
定，並
且
在
李
立
三
不
在
的
情
況
下
(李
立
三
已
赴
莫
斯
科
「進 

修
」
)，
積
極
準
備
召
開另

一
次
中
央
全
會。
十
一
月
十
六
日
收
到
一份
反
李
立
三
的
新
文
件
〈共產
國
際
執
委
關
於
立 

三
路
線
問
題
給
中
共
中
央
的
信
〉，
更
有
助
於
他
的
工
作
推
動。
這份
文
件
批
判
李
立
三
的
政
治
路
線
是
「反
馬
克
思
主 

義
」、
「反
列
寧
主
義
」、
「機
會
主
義
」，
而
且
「本
質
上
」
是
托
洛
茨
基
派
。
以
當
時
共產
黨
的
詞
語
來
說，
這
像
是
判 

決
書
。
中
共
中
央
委
員
會
已
被
擊
敗。
米
夫
可
以
放
手
作為
。

米
夫
認為
，
「救
黨
」
唯
一
之
路
就
是
改
造
其
領
導
結
構，
他
在
一
九
三
一
年
一
月
初
於
上
海
召
開
新
的
擴
大
會 

議
。
③
他
逕
自
決
定
把
自
己
的
學
生
陳
紹
禹
(原
本
都
還
不
是
中
央
委
員
)，
直
接
拔
擢
進
入
政
治
局
。另
一
個
中
國
勞 

動
者
共產
主
義
大
學
畢
業
生
沈
澤
民
④
也
膺
選
進
入
改
組
的
中
央
委
員
會，
成為
候
補
委
員
。為
了
支
持
這
些
決
定，
米 

夫
邀
請
一
群
他
以
前
在
莫
斯
科
的
學
生
出
席
擴
大
會
議。
這
些
年
輕
人
沒
有
一
個
是
中
央
委
員，佔
了
出
席
擴
大
會
議
者 

的
三
分
之
一。
除
了
陳
紹
禹
和
沈
澤
民，
其
他
還
有
博
古
(本
名
秦
邦
憲
)、
王
稼
祥
和
陳
原
道
。
J
這
些
人很
快
地
都 

將
在
中
國
共產
黨
以
及
毛
澤
東
的
一
生
中
扮
演
重
要
角
色。

米
夫
把
沒
有
與
會
的
張
國
燾
放
進
中
央
執
委
會
(張
國
燾
長
久
以
來
反
對
李
立
三
路
線
)。
瞿
秋
白
因為
在
九
月
那 

次
全
會
「姑
息
」
李
立
三
，
聲
譽
受
損
，
被
排擠
出
這
個
黨
的
最
高
機
關。
瞿
秋
白
和
李
立
三
兩
人
也
都
退
出
政
治
局， 

但
仍
保
留
中
央
委
員
身
分
。
全
會
過
後
幾
天，
米
夫
違
反
一
切
常
規，
把
陳
紹
禹
擺
進
中
央
執
委
會。
一
九
三
一
年
三 

月
，
同
樣
在
他
堅
持
下，
中
國
共產
主
義青
年
團
的
領
導
機
關
也
改
組。
博
古
成為
青
年
團
中
央
書
記。

① 

譯
按
••即
中
共
六
屆
三
中
全
會
。

② 

編
註••米
夫
原為
副
校
長(
一
九
二
五—
一
九
二
七)，
後
因
托
洛
茨
基
派
的
校
長
拉
狄
克
遭
免
職
而
繼
任
。

③ 

譯
按.•即
中
共
六
屆
四
中
全
會
。

④ 

譯
按.
•作
家
茅
盾
的
弟
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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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
夫
的
「革
命
」
根
本
沒
給
中
國
共產
黨產
生
有
利
的
結
果。
他
最
信
賴
的
陳
紹
禹
和
博
古
都
受
到
過
去
在
莫
斯
科 

的
經
歷
所
限
制，
當
時
蘇
聯
正
在
全
力鬥
爭
托
洛
茨
基
主
義，
他
們
全
都
積
極
參
與。
他
們
之
中
最
著
名
的
是
額
頭
寬、 

個
頭
壯
的
陳
紹
禹。
他
就
像
米
夫，
精
力
充
沛
、
恣
意
作為
和
不
肯
妥
協。
陳
紹
禹
頗
有
外
語
天
分，
一
九
二
五
年
十
一 

月
底
進
入
孫
中
山
中
國
勞
動
大
學
之
後，
不
到
幾
個
月
就
略
通
俄
文。
這
變
成
他
的
王
牌
。
其
他
同
學
還
在為
俄
文
傷
腦 

筋
、拚
命掙
扎
時，
陳
紹
禹
已
經
討
得
校
內
不
通
中
文
的
老
師
們
的
歡
心。儘

管
他
年
輕
(
一
九
〇
四
年
出
生
)、
黨
齡 

淺
(
一
九
二
五
年
九
月
加
入
共青
團、
一
九
二
六
年
成為
黨
員
)，
陳
紹
禹
成為
當
時
在
校教
授
列
寧
主
義
的
米
夫
的
助 

理
及
譯
員
。
一
九
二
六
年
九
月，
米
夫
提
名
他為
學
生
公
社
主
席，
同
年
年
底
讓
他
加
入
反
托
洛
茨
基
主
義
的鬥
爭。
？ 

後
來
，
在
米
夫
協
助
下，
陳
紹
禹
和
他
的
盟
友
成
功
地
讓
孫
中
山
中
國
勞
動
大
學
的
學
生
接
受
他
們
的
影
響。

一
九
二
九
年，
陳
紹
禹
回
到
中
國
。
他
和
太
太
孟
慶
樹
在
上
海
落腳
，
他
獲
派
擔
任
一
些
低
階
任
務。
但
是
，
突
然

間
，
時
運
大
變
。
米
夫
初
來
乍
到
中
國，
決
定
倚
重
陳
紹
禹
和
中
國
勞
動
者
共產
主
義
大
學
其
他
畢
業
生。
黨
內
資
深
幹

部
十
分
不
滿
，
但
是
閉
嘴
不
說
。
那
些
表
達
不
滿
的
人，
不
是
遭
到
紀
律
處
分，
就
是
開
除
黨
籍。
其
結
果
就
是
共產
國

際
權
力
凌
駕
於
中
國
共產
黨
之
上，
於
一
九
三
一
年
達
到
最
高
點
。
周
恩
來
回
憶
說
：
「在
李
立
三
反
共產
國
際
的鬥

爭
，
以
及
李
立
三
反
共產
國
際
路
線
遭
到
譴
責
之
後，
中
國
共產
黨
把
共產
國
際
執
委
會
代
表
的
每
句
話
都
奉為
綸

旨
。」
8

九
月
六
屆
三
中
全
會
的
消
息
直
到
一
九
三
〇
年
十
二
月
才
傳
到
毛
澤
東
耳
裡。
但
是
一
月
擴
大
會
議
才
結
束
兩
個
星 

期
，
他
就
獲
悉
會
議
情
況
.，
而
要
到
一
九
三
一
年
三
月
他
才
知
道
「李
同
志
」
已
被
召
到
莫
斯
科
去
接
受
羞
辱
的
「學 

習
」。
毛
澤
東
對
這
些
事
件
都
有
所
感
受。
他
從
來
不
喜
歡
李
立
三，
因
此
沒
有
理
由
替
他
哀
傷。
毛
澤
東
還
記
得
李
立 

三
過
去
幾
個
月
對
他
祭
出
的
種
種
指
控。
他
也
沒
有
忘
記
李
立
三
要
求
他
離
開
部
隊，
前
往
上
海
。
尤
其
新
鮮
的
是
，
李 

立
三
在
一
九
三
〇
年
六
月
十
五
日
寫
給
他
的
那
封
信。
李
立
三
陶
醉
在
他
的
權
力
之
中，
在
信
中
放
肆
地
講
了
些
話，
讓 

毛
澤
東
心
懷
忌
恨
。
李
立
三
指
控
入
黨
年
資
極
深
的
毛
澤
東
具
有
「農
民
心
態
」，
不
瞭
解
政
治
局
勢
變
化，
又
不
能
服 

從
黨
中
央
的
指
令。
但
是
，
毛
澤
東
感
到
欣
慰
的
是，
他
本
人
經
六
屆
三
中
全
會
選為
政
治
局
候
補
委
員，
而
且
元
月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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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屆
四
中
全
會
仍
推
選
他
同
一
職
位。
他
也很
高
興，
現
在
效
忠
於
他
的
朱
德
也
被
選
進
中
央
委
員
會
——

雖
然
只
是
候 

補
中
委
。

但
是
，
毛
澤
東
是
否
知
道
中
央
全
會
是
因為
受
到
莫
斯
科
的
壓
力
才
做
出
有
關
他
的
決
定
？
他
是
否
瞭
解
史
達
林
開 

始
認真
評估
他，
堪為
中
共
未
來
領
導
人
？
可
能
不
知
道
。
但
他
或
許
已
有
猜
測。
這
時
候
，
莫
斯
科
開
始
積
極
支
持
毛 

澤
東
的
晉
升
。
從
一
九
二
〇
年
代
末
期
起，
史
達
林
的
共產
國
際
開
始
支
持
毛
澤
東，
甚
至
當
中
共
其
他
領
導
人
批
評
這 

個
頑
固
的
湖
南佬
時，
會
三
不
五
時
出
面
替
他
辯
護。
遠
東
局
呈
報
上
去
的
報
告，
高
度
讚
揚
朱
德、
毛
澤
東
部
隊
在
各 

方
面
都
是
「最
好
」
的
。
9史
達
林
讀
了
這
些
報
告，
又
觀
察
蘇
區
的
增
長，
他
在
一
九
三
〇
年
七
月
得
到
結
論，
認為
 

依
據
中
國
的
狀
況，
「建
立
完
全
有
戰鬥
力
的
政
治
上
堅
定
的
紅
軍
…
…
是
第
一
等
的
任
務，
解
決
這
個
任
務，
就|

定 

可
以
保
障
革
命
的強
大
開
展。」S

正
因為
這
個
原
因，
他
愈
來
愈
注
意
毛
澤
東
這
號
人
物。
蘇
聯
方
面
展
開
褒
揚
毛
澤 

東
的
運
動
，
這
時
候
是
朱、
毛
一併
稱
頌
。
這
時
候
蘇
聯
報
紙
大
談
這
「兩
位
英
雄
」
：
「有
兩
個
共產
黨
員、
兩
位
游 

擊
領
袖
，
光
憑
他
們
的
威
名，
就
使
數
以
千
計
的
中
國
名
流
要
人
因
憤
怒、
更
因
慌
張
害怕
而
喪
膽。
他
們
在
中
國
境
外 

一
樣
聲
名
遠
播。」
U

一
九
三
〇
年
夏
天
，
莫
斯
科
透
過
駐
上
海
的
共產
國
際
執
委
會
遠
東
局
支
持
中
共
中
央
政
治
局
的
決
定，
任
命
毛
澤 

東為
最強
大
的
紅
一
軍
團
政
委，並
兼
紅
一
方
面
軍
總
政
委。
後
來
在
十
月
中
旬，
莫
斯
科
又
積
極
支
持
毛
澤
東
被
選
入 

蘇
區
中
央
局
——

黨
的
這
個
新
結
構
意
在
將
農
村
地
區
一
切
黨
務
工
作
都
集
中
到
中
國
共產
黨
控
制
之
下。
U接
下
來
， 

莫
斯
科
建
議
派
毛
澤
東
擔
任
中
央
革
命
軍
事
委
員
會
——

整
個
蘇
維
埃
區
的
臨
時
政
府
——

主
席
或
委
員
。
⑤

⑤
原
書
註
：
中
共
中
央
政
治
局
於
一
九
三
〇
年
十
月
十
七
日
決
定
成
立
中
央
革
命
軍
事
委
員
會，
同
一
天
也
通
過
成
立
中
央
局
。當
時
毛
澤
東
的
地
區 

稱為
中
央
蘇
區
。直
到
此
時
，
從
一
九
三
〇
年
六
月
起
，
有
一
個
所
謂
的
中
華
革
命
軍
事
委
員
會
在
江
西
的
蘇
區
運
作
；
八
月
間
，它
改
名
中
華
工

' 

.
農
革
命
委
員
會
。它
作為
毛
澤
東
控
制
地
區
軍
事
、官
僚
權
力
的
最
高
機
關，
而
當
地
中
共
一
切
武
裝
部
隊
，
以
及
江
西
蘇
區
政
府
都
歸它
管
。打 

從I

開
始
，
毛
澤
東
就
是它
的
主
席
。然
而
他
不
太
管
行
政
問
題
，
專
注
在
政
治
和
軍
事
問
題
上
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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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
國
際
執
委
會
遠
東
局
於
一
九
三
〇
年
十
一
月
十
日
致
函
中
共
中
央
政
治
局
：

我
們
紅
軍
的
指
戰
員
(

毛
澤
東
、彭
德
懷
)

與
政
府
沒
有
關
聯
。政
府
歸
政
府
、軍
隊
歸
軍
隊
.
.
.
.
用
不
著
說
，
這

種
情
況並
不
合
適
。我
們
需
要
安
排
好
，
讓
毛
澤
東
不
僅
負
責
軍
隊
的
情
況
和
作
戰
，
也
要
參
與
政
府
，
對
後
者
工

作負
一
部
分
責
任
。他
必
須
被
派為
政
府
一
員
(

革
命
軍
事
委
員
會
主
席
)
。這
樣
安
排
的
好
處很

明顯，
毋
庸
討

論
。

U

在
周
恩
來
奉
派為
蘇
區
中
央
局
書
記，
以
及另
一
位
重
要
領
導
人
項
英
到
達
江
西
之
前，
毛
澤
東
甚
至
在
莫
斯
科
倡 

議
下
，
負
責
領
導
這
個
機
關。很
自
然
地，
他很
感
謝
上
級
的
支
持，
也
贊
同
中
央
擴
大
會
議
的
決
定。

另

一
方
面，
身為
黨
的
創
始
黨
員
之
一，
毛
澤
東
肯
定
敵
視
米
夫
提攜
的
「聰
明
的
小
狗
」(clever puppies)

，
這 

些
人
踐
踏
所
有
的
規
則
進
入
到
黨
的
領
導
階
層。
他
一
向瞧
不
起
在
蘇
聯
國
際
學
校
念
了
太
多
書
的
畢
業
生。
這
些
傲
慢 

的
莫
斯
科
歸
國
學
生教
條
式
的
作
風，
與
他
本
身
實
地
考
察、
辛
苦研
究
地
方
狀
況
的
方
式，
成為
尖
銳
的
對
比。
他
在 

一
九
四
三
年
底
總
結
他
在
一
九
二
〇
及
一
九
三
〇
年
代
整
個
農
村
考
察
的
經
驗，
寫
下
「實
事
求
是
」
四
個
字
。
然
而
， 

毛
澤
東
總
是
調
整
他
的
結
論
以
符
合
他
的
激
進
觀
點。
結
果
變
成
實
踐
不
是
檢
驗真
理
的
標
準，
反
而
左
派
思
想
才
是
檢 

驗真
實
的
標
準
。

一
九
三
〇
年
-
毛
澤
東
在贛
南
和贛
西鄉
鎮
進
行
七
次
實
地
考
察。
當
然
，
結
果
是I

樣
的
。
革
命
的
敵
人
不
僅
是 

地
主
，
還
有
富
農
，
他
把
這
些
人
列為

「有
太
多
錢
和
土
地
」
的
人
。
他
承
認
，
這
些
農
民
和
地
主
不
同，靠
自
己
耕 

作
；
他
們
沒
有強
迫
任
何
人
替
他
們
工
作，
他
們
沒
有
把
土
地
出
租，
他
們
日
出
而
作，
日
落
則
息，
滿
頭
大
汗
耕
作
自 

己
小
小
一
塊
土
地。
整
體
而
言
，
他
們
是
工
作
十
分
勤
勉
的
一
批
人。
但
是
問
題
也
就
出
在
這
裡。
毛
澤
東
認為
這
些
富 

農
的
辛
勤
努
力
，
造
成
他
們
生產
多
出
維
持
本
身
生
活
所
需
的
糧
穀。
因
此
之
故
，
他
們
把
多
餘
的
穀
物
拿
到
市
場
出 

售
，
或
借
給
貧
窮
的鄰
人。
換
句
話
說
，
他
們
比
半
飢
餓
的
貧
農
群眾
突
出，
以
至
於
許
多
村
民
痛
恨
他
們。
毛
澤
東
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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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
「有
大
批
的
貧
農
喚
著
『平
田
』
和
『徹
底
廢
債
』
的
口
號
，
就
是
對
付
這
種
富
農
的。」

共
產
黨
如
要
阻
止
貧
農
的
行
動
，
那麼
貧
農
就
非
恨
共
產
黨
不
可
了
。因
此
可
知
，
不
但
打
倒
半
地
主
性
的
富
農
是

沒
有
疑
義
的
，
而
且
平
富
裕
自
耕
農
的
田
、廢
富
裕
自
耕
農
的
債
、分
富
裕
自
耕
農
的
穀
，
也
是
沒
有
疑
義
的
。必

須
這
樣
才
能
爭
取
廣
大
的
貧
農
群眾
。
14

他
的
新
調查

「證
實
」
了
他
一
再
重
複
的
理
論
••農
村
那
些
「寒
天
沒
有
衣
穿、
一
身
稀
爛」
的
無產
階
級
遊
民
具 

有
極
大
的
革
命
潛
力
。
U毛
澤
東
明
白
地
記
下，
在
紅
軍佔
領
的
地
區，
包
括歹
徒
和
乞丐
，
所
有
這
些
人
都
「沒
有
一 

個
反
革
命
，
聽
到
打
土
豪
分
田
地，
心
裡
十
分
喜
歡
」
。
M

並
不
是
所
有
的
共產
黨
員
都
認
同
他
的
結
論。
一
九
三
〇
至
三
一
年
間，
毛
澤
東
處
理
農
民
問
題碰
上
有
史
以
來
在 

黨
內
最強
大
的
反
抗。
中
共
江
西
黨
組
織
成
員強
力
反
對
他
傾
向
遊
民、
對
付
勞
動
農
民
的
主
張。
意
見
不
合
上
升
到
公 

開
武
裝
衝
突
，
這
是
中
共
黨
史
上
敵
對
派
系
彼
此
之
間
首
次
流
血鬥
爭。
這
就
是
富
田
事
變
(因
發
生
在
富
田
而
得 

名
)
——

一
九
三
〇
年
十
二
月
初
江
西
派
部
隊
於
富
田
攻
擊
忙
著
揭
發
「反
革
命
分
子
」
的
毛
澤
東
之
代
表。

衝
突
的
根
源
首
次
在
一
九
三
〇
年
二
月
浮
現，
當
時
紅
四
軍
前
敵
委
員
會、贛
西
特
委，
以
及
紅
五
軍、
六
軍
的
代 

表
正
要
召
開
聯
席
會
議。
會
議
在
離贛
中
人
口
中
心
東
固
不
遠
的
陳
頭舉
行。
會
議
於
二
月
七
日
通
過
土
地
法，
確
立
平 

均
分
配
土
地
的
原
則
「抽
多
補
少
、
抽
肥
補痩
」。
江
西
共產
黨
員
把
這
個
方
式
斥為
平
均
主
義。
他
們
主
張
只
分
地
主 

的
田
，
不
分
農
民
的
田，
而
且
不
依
一
家
有
幾
口
分，
而
是
依
一
家
有
幾
個
勞
動
力
而
分。
n
毛
澤
東
把
這
看
作
是
明
顯 

的
「右
傾
偏
差
」，
必
須
堅
決
反
對
。
他
認為
：
「黨
在
地
方
上
各
級
領
導
機
關
充
斥
著
地
主
和
富
農，
黨
的
政
策
完
全 

是
機
會
主
義
。」
W

他
深
信
自
己
是
正
確
的，
特
別
是
聯
席
會
議
之
前
幾
個
星
期，
他
才
收
到
共產
國
際
執
委
會
於
一
九
二
九
年
六
月
就 

農
民
問
題
發
給
中
共
中
央
的
信。
代
表
江
西
派
共產
黨
員
出
席
會
議
的
是贛
西
特
委
和
紅
六
軍
若
干
黨
組
代
表。
這
個
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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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
內
有
些
人
是
毛
澤
東
部
隊
進
入
江
西
之
前、
已
在
江
西
活
動
的
地
方
游
擊
隊。
毛
澤
東
奉
中
共
中
央
之
命，
將
他
們
改 

組為
紅
六
軍，
派
四
十
歲
的
湖
南
人
劉
士
奇為
軍
政
委
及
黨
委
書
記.，
又
派
自
己
小
弟
毛
澤
覃為
政
治
部
主
任。
他
要
把 

他
不
能
完
全
信
任
的
江
西
人，
置
於
可靠
的
人
掌
控
下。
如
果
說贛
南、閩
西
和
廣
東
東
北
三
省
交
會
之
處
的
「客
家
地 

區
」
大
多
數
農
民
和
黨
員
歡
迎
紅
四
軍
部
隊，
江
西
中
部
地
區
及
其
往
西、
往
西
北
的鄰
接
地
區，
情
況
就
不
同
了
。
這 

些
地
區
的
人
自
認
是
江
西
「本
地
」
人
，
對赣
南
客
家
人
的
敵
視
已
持
續
好
幾
個
世
代。
出
身
此
一
環
境
的
人
也
主
宰
了 

中
國
共產
黨
地
方
組
織、
游
擊
隊
以
及
三
點
會
江
西
分
會
(這
是
共產
黨
支
持
的
一
個
秘
密
社
團
)。
紅
四
軍
的
部
隊
有 

百
分
之
五
十
是
湖
南
人，另
百
分
之
二
十
來
自贛
南
和閩
西，
因
此
本
地
人
把
他
們
當
作
外
地
人，
和
客
家
一
樣，並
不 

信
任
他
們
。
這
也
是為
什麼
江
西
省
黨
組
織
激
烈
反
對
毛
澤
東
所
提
議
的
激
進
的
土
地
法
的
緣
故。s

可
是
，
在
陂
頭
開
會
時
，
江
西
派
居
於
少
數，
土
地
法
獲
得
通
過
，
毛
澤
東
開
始
在贛
中
和贛
西
地
區
「明
火
執 

仗
」
雷厲
推
動
農
村
革
命。
他
和
朱
德
高
唱
「全
面
消
滅
富
農
」
的
口
號
。
20
這
一
來
導
致
衝
突
的
加
劇。

情
勢
因為
秘
密
的
反
共
團
體
「A
B
團
」
的
存
在
而
更
加
惡
化。
A
B
團
是
江
西
國
民
黨
員
在
一
九
二
五
至
二
六
年 

成
立
的
團
體
，
在
江
西
省
內
相
當
活
躍
(
A
、
B
代
表
在
省
級
及
地
方
不
同
層
級
的
團
員
)。
⑥
A
B
團
的
主
要
目
標
是 

揭
發
共產
主
義
異
端
邪
說，
他
們
也
不
吝
使
用
卑
鄙
手
段，
如
派
出
破
壞
者
和
間
諜
滲
透
進
入
中
共
組
織，
擾
亂
共產
黨 

的
運
動
。
U他
們
的
活
動
在
一
九
三
〇
年
十
月
至
十
二
月
達
到
頂
點，
也
就
是
蔣
介
石
對
江
西
蘇
區
發
動強
大
的
攻
勢
之 

時
。
這
項
軍
事
行
動
由
國
民
革
命
軍
九
路
軍
及
其
附
屬
部
隊
約
十
萬
兵
力
發
動，
號
稱
「第
一
次
剿
匪
作
戰
」
。
A 
B
團 

特
務
在
其
中
扮
演
重
要
角
色。

當
然
，
必
須
要揪
出
破
壞
者。
但
是
，
該怎
麼
做呢
？
實
際
上
不
可
能
區
分
敵
友。找
出
間
諜
需
要
時
間，
可
是
紅 

軍
大
難
當
頭
必
須
緊
急
採
取
行
動。
蔣
介
石
發
動
圍
剿
攻
勢
所產
生
的
恐
懼
感
日
益
升
高，
而
「新
來
者
」
與
本
地
共產
 

黨
員
彼
此
之
間
關
係卻
日
益
惡
化。
兩
派
皆
以
打
擊
A 
B
團為
掩
飾
，
猛
烈
相
互
攻
擊
。
軍
隊
和
黨
內
都
出
現
大
規
模
整 

肅
，
有
罪
的
、
無
辜
的
，
全
被
掃
到
。
毛
澤
東
扮
演
了
主
要
角
色。
江
西
共產
黨
員
根
本
沒
有
機
會
反
抗
他
和
他
的
客
家 

軍
隊
。
到
了 
一
九
三
〇
年
十
月
，
已
有
一
千
多
名
江
西
省
黨
員
遭
到鬥
爭。
三
十
分
之
一
的
江
西
共產
黨
員
被摧
毀
。
22
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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澤
東
不
認為
他
在
處
理
黨
員
同
志，
可
用
「治
病
救
人
」
方
式
•，他
覺
得
他
在
對
付
從
事
深
刻
陰
謀
的
國
民
黨
間
課。
他 

開
始
幻
想
他
們
遍
布
在
每
個
角
落。
他
在
十
月
中
旬
向
中
共
中
央
報
告
：
「贛
西
南
黨
呈
一
非
常
嚴
重
的
危
機，
全
黨
完 

全
是
富
農
路
線
領
導
…
…
各
級
指
導
機
關，
無
論
內
外
多
數為
A
B
團
富
農
所
充
塞
領
導
機
關。
B…
…贛

西
南
黨
非
來 

一
番
根
本
改
進，絕
不
能
挽
救
這
一
危
機
。」
24
江
西
派
領
導
人拚
命
反
抗，
他
們
向
中
共
中
央
投
訴
：
「毛
澤
東
想
要 

集
大
權
於
一
手
。
」
25

富
田
事
變
就
在
這
樣
的
環
境
下
爆
開。
一
九
三
〇
年
十
二
月
七
日
一
大
早，
紅
一
方
面
軍
以
寡
敵眾
，
正
與
國
民
黨 

優
勢
兵
力
交
戰
時，
一
個
連
的
紅
軍
部
隊
在
效
忠
毛
澤
東
的
李
韶
九
率
領
下
進
入
富
田
；
富
田
是
一
個
後
方
城鎮
，
距
離 

贛
江
東
岸
約
兩
公
里。
這
支
部
隊
的
任
務
是
逮
捕
涉
嫌
與
A
B
團
有
來
往
的
幾
個
地
方
共產
黨
員，
其
中
包
括
駐
守
富
田 

的
紅
二
十
軍
政
治
部
主
任
⑦
。
(此
單
位
於
一
九
三
〇
年
六
月
以
紅
六
軍為
基
礎
所
組
成，
成
員
大
多
數
是
江
西
人
)
。
26 

毛
澤
東
給
的
命
令
相
當
簡
短
：
「別
太
快
殺
掉
重
要
首
腦，
要
從
他
們擠
出
〔最
大
量
的
〕
情
報
…
…
〔然
後
〕，
從
他
們 

給
的
線
索
，你
可
以
繼
續揪
出
其
他
領
導
人
。
」
27

起
先
，
事
情很
順
利。
紅
二
十
軍
總
部
被
包
圍
.，嫌
犯抓
起
來、
開
始
偵
訊
。很
自
然
的，
他
們
全
都
矢
口
否
認。 

李
韶
九
下
令
動
刑
。抓

到
人
、
動
刑
，
一
向
司
空
見
慣，
紅
軍
也
不
例
外
。
毛
澤
東
本
人
日
後
承
認
：
「在
一
九
三
〇 

年
，
偵
訊
時
打
人
是
常
有
的
事。
我
親
眼
目
睹
被
告
如
何挨
揍
。
」

28

從
被
捕
者
搾
取
到
的
證
據
超
乎
一
切
預
期。它

顯
示
，
紅
二
十
軍
許
多
指
戰
員，
以
及
整
個
江
西
省
黨
委、
整
個
江 

西
省
共青
團
委、
整
個
省
蘇
維
埃
政
府
的
領
導
人，
全
是
「
A 
B團
團
員
」。
李
韶
九
確
信
自
己
破
獲
巨
大
陰
謀，
立
刻 

下
令
逮
捕
所
有
出
席即
將
在
十
二
月
八
日
於
富
田
召
開
的
江
西
省
黨
委
緊
急
會
議
的
代
表。
一
百
二
十
名
代
表
全
被
關
進 

竹
籠
子
裡
。
狂
歡
會
進
入
最
末
階
段。
目撃
者
回
憶
說
：

®

編
註
：另
有
一
說
指
A
B
團
是A

n
ti-B

olv
ik

團
，即
反
布
爾
什
維
克。 

⑦
譯
按
•.
謝
漢
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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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韶
九
高
喊
：
「你
們
應
該
曉
得
中
農
一
向
可
能
造
反
。你
們
唯
一
的
路
就
是
坦
白
認
罪
.
.
.
.
黨
，
毫
無
疑
問
會
給

你
們
機
會
改
過
。」……

然
後
他
們
被
用
煤
油
、燈
芯
動
刑
。他
們
一
邊
被
刑
求
、一
邊
被
訊
問
。這
不
是
訊
問
， 

這
根
本
就
是
刑
求
。他
們
被
追
問
：
「你
招
不
招
認
加
入
A

B

團
、
你

什麼
時候加入
、
它

是什麼
樣的組織
、
它 

有
什麼
詭
計
、誰
是
首
腦
？
從
實
招
來
！」
如
果
不
招
，
再
加強
動
刑
……

同
志
們
的
手
指
被
打
碎
、整
個
身
體
點

火
燒
.
.
.
.
只
聽
見
受
刑
人
不
斷
尖
叫
.
.
.
.
.他
們
遭
到
最
野
蠻
的
刑
求
。幾
位
領
導
同
志
的
太
太
也
被
捕
，
包
括赣
西

南
黨
委
書
記
白
芳
同
志
的
太
太
。
®

他
們
被
動
刑
、剥
光
衣
服
、用
尖
器
打
臂
膀
、全
身
點
火
、燙

陰
戶
、用
刀
子 

削
下奶
子
，
這
些
不
人
道
的
刑
求
，
光
是
講
的
，
都
讓
人
戰
慄
。所
有
被
捕
的
人
，
不
論
是
否
被
訊
問
，
都
手腳
綁
 

捆

起
來
。衛
兵
上
刺
刀
、持
長
槍
，
將
他
們
團
團
圍
住
。士
兵
們
上
刺
刀
時
，
大
家
都
不
敢
出
聲
。被
捕
的
人
被餵
 

吃
殘
羹
剩
飯
.
.
.
.
有
五
十
個
人
被
拉
出
去
處
決
。
29

然
後
，
李
韶
九趕
往鄰
近
的
東
固，
繼
續
整
肅
，
但
是
他
的
運
氣
已
盡。
他
所
逮
捕
的
許
多
人
當
中
-
有
個
劉
敵
， 

是
紅
二
十
軍
的
政
治
幹
部，
他
設
法
說
服
殘
暴
的
李
韶
九，
他
不
是
A 
B團
員
。®
李
韶
九
展
現
他
的
人
道，
放
走
劉 

敵
。
這
則
故
事
的教
訓
是，
做
事
不
要
違
反你
的
個
性。
劉
敵
重
獲
自
由，
立
刻
召
集
人
馬
反
抗，
逮
捕
李
韶
九
及
其
隨 

從
，並
於
十
二
月
十
二
日
率
領
四
百
人
進
攻
富
田
。
經
過
一
晝
夜
激
戰
，
劉
敵
成
功
地
攻
下
李
韶
九
關
押
人
犯
的
建
築 

物
，
解
救
了
還
活
著
的
人
犯。
這
一
役
有
一
百
多
名
守
衛
被
殺。

紅
二
十
軍
的
官
兵
有
三
千
多
人，
幾
乎
全
都
支
持
劉
敵
的
行
動。
緊
急
會
議
通
過
決
議，
退
出
富
田
，
轉
進
到贛
江 

西
岸另
一
比
較
安
全
的
處
所。
他
們
喊
出
的
口
號
是
：
「打
倒
殺
、
騙
、
欺
壓
工
農
的
毛
澤
東
！
」
「擁
護
朱
(德
)、
彭 

(德
懷
)、
黃
(公
略
)
！
」
(黃
公
略
是
紅
三
軍
軍
長
。
)
令
人
驚
訝
的
是
，
他
們
釋
放
了
滿
手
鮮
血
的
李
韶
九
及
其
隨 

從
，
顯
然
以為
紅
一
方
面
軍
首
腦
會
認為
這
是
善
意
的
表
徵。
⑩

幾
天
後
，
江
西
共產
黨
人
向
黨
內
同
志
通
報
事
變
經
過，
把
一
切
責
任
推
到
毛
澤
東
身
上，
指
控
他
處
心
積
慮
要摧
 

毀
黨
內
同
志
。
他
們
堅
稱
，
毛
澤
東
「在
展
開
的
階
級鬥
爭
中，
已
經
變
成
百
分
之
百
的
右
傾
⑪
機
會
主
義
者
和
罪
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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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
澤
東拚
命
要
達
成
他
的
右
傾
機
會
主
義
目
標、
他
的
逃跑
思
想，
以
及
其
他
卑
鄙
齷
齪
的
目
標
…
…
毛
澤
東
長
期
反
對 

黨
中
央
…
…渴
望
維
持
權
位，
他
決
心摧
毀
江
西
省
黨、
團
的
領
導
幹
部，
建
立
一
個
毛
澤
東
集
團
獨
握
大
權
的
黨
委， 

用為
他
和
黨
中
央鬥
爭
的
工
具
。
」
30

毛
澤
東
則
認為
東
固、
富
田
事
變
是
反
革
命
叛
變。
朱
德
、
彭
德
懷
和
黃
公
略
同
意
他
的
看
法。
但
是
最
後
的
裁
決 

權
屬
於
黨
中
央
領
導
層
以
及
共產
國
際
代
表。
當
然
，
毛
澤
東
也
立即
向
他
們
報
告。
一
九
三
一
年
一
月，
他
上
書
黨
中 

央
，
表
示
：

〔叛
徒
的
〕
陰
謀
是
先
拉攏
朱
、彭

、黃
來
打
倒
毛
澤
東
，
先
集
中
力
量
打
倒
一
個
人
，
再
逐
一
打
倒
其
他
人
。同 

志
們
，
在
決
定
性
的
階
級鬥
爭
來
到
緊
要
關
頭
之
際
，
蔣
介
石
從
外
部
高
喊
「打
倒
毛
澤
東」
，
而
A

B

團
與清
算 

派
則
從
革
命
陣
營
之内
高
喊
「打
倒
毛
澤
東」

。他
們
竟
是
如
此
相
互
呼
應呀
！

31

湖
南
東
南
部
支
持
毛
澤
東
的
共產
黨
派
出
一
個
特
別
代
表
團，
由
劉
士
奇
率
領，
向
上
海
傳
遞
這
個
訊
息。
湖
南
共 

產
黨
人
帶
到
上
海
的
文
件
——

包
括
毛
澤
東
這
封
申
訴
信、
朱
德
、
彭
德
懷
和
黃
公
略
替
毛
澤
東
辯
護
的
聲
明，
以
及
他 

們
向
紅
二
十
軍
官
兵
的
呼籲
——

加
上
毛
澤
東
委
託
代
表
團
解繳
給
上
海
黨
中
央
的
五、
六
萬
墨
西
哥
銀
元
(另
一
說
是 

十
萬
元
)，產
生
了
期
待
的
效
果
。
一
九
三
一
年
二
月
中
旬，
檢
討
「富
田
事
變
」，
中
央
政
治
局
和
米
夫
立
刻
一
致
站 

到
毛
澤
東
這
一
邊。
32
一
個
月
之
後，
共產
國
際
執
委
會
遠
東
局
和
中
共
中
央
政
治
局
就
這
個
問
題
通
過
一
項
決
議。
33

⑧ 

譯
按
•.李白芳
。

⑨ 

譯
按
：
劉
敵
是
紅
二
十
軍
一
七
四
團
政
委，
與
李
韶
九
是
同鄉

。

⑩ 

譯
按
：另
一
說
是
李
韶
九
逃跑
成
功
。

⑪
原
書
註
：
當
時
，
指
控
對
手
「右
傾」比
「左
傾」
來
得
有
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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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先
必
須
處
理
富
田
事
變
的
是
一
九
三
〇
年
十
月
抵
達
江
西
中
央
蘇
區
的
政
治
局
委
員
項
英。
項
英
被
派
來
取
代
毛 

澤
東
，
出
任
蘇
區
中
央
局
代
理
書
記
(中
央
局
書
記
周
恩
來
留
在
上
海，
因為
米
夫
和
遠
東
局
其
他
官
員
認為

「改
造
黨 

的
工
作
，
缺
不
了
他
」)。
34
這
位
新
首
長
對
問
題
稍
做
瞭
解
之
後，
宣
布
這
是
不
當
的
爭吵
，
雙
方
都
有
過
錯，
都
該
受 

罰
。
他
堅
持
：
「事
情
必
須
和
平
解
決。」
％

項
英
的
結
論
當
然
不
能
讓
毛
澤
東
滿
意。
紅
一
方
面
軍
的
指
戰
員
也
不
滿
意。
三
十
二
歲
的
項
英，
紡
織
工
人
出 

身
，很
難
在
紅
一
方
面
軍
部
隊
中
發
揮
職
權。
對
毛
澤
東
而
言，很
幸
運
的
是
，
一
九
三
一
年
四
月
初，
周
恩
來
派
政
治 

局
委
員
任
弼
時
和
米
夫
的
學
生
王
稼
祥
作為
中
央
的
代
表
@
前
來
中
央
蘇
區
「處
理
問
題
」。
36

任
弼
時
、
王
稼
祥
兩
人 

加
上
周
恩
來、
張
國
燾
和
沈
澤
民
是
富
田
事
變
特
別
委
員
會
成
員，
再
與
項
英、
毛
澤
東
合
組
成
新
成
立
的
蘇
區
中
央
局 

常
委
會
。
他
們強
烈
譴
責
「叛
徒
」。
不
久
，
中
共
中
央
政
治
局
有
關
富
田
事
變
的
決
定
送
達
中
央
蘇
區。
毛
澤
東
再
次 

得
勝
。
四
月
十
六
日，
擴
大
會
議
通
過
的
決
定，
使
他
完
全
滿
意。
37
稍
後
，
一
九
三
一
年
五
月，
項
英
將
蘇
區
中
央
局 

代
理
書
記
一
職
移
交
給
毛
澤
東
•，
六
月
底
，
又
把
中
央
革
命
軍
事
委
員
會
主
席
的
職
位
也
交
給
毛
澤
東。
％

整
肅
繼
續
進
行，
現
在
方
向
指
向
組
織
和
參
與
「反
蘇
維
埃
暴
動
」
的
人
員
。
到
了
一
九
三
二
年
春
天，贛
西
南
地 

區
「九
成
以
上
幹
部
被
殺、
被
關
或
停
止
工
作
」。
39

劉
敵
命
運
最
慘
。
一
九
三
一
年
四
月，
朱
德
主
持
的
軍
事
法
庭
判 

處
劉
敵
死
刑，
他
被
斬
首
。

李
韶
九
當
然
毫
髮
無
傷。
一
九
三
二
年
一
月，
蘇
區
中
央
局
(現
在
由
周
恩
來
領
導
)
指
控
他
做
得
太
過
分，
但
是 

它
只
對
李
韶
九
實
行
黨
紀
處
分。
李
韶
九
遭
降
級，並
接
受
黨
監
管
六
個
月。
同
年
六
月
，
他
又
被
賦
與
紅
一
方
面
軍
指 

戰
員
職
務
；
十
月
，
奉
調
到閩
西
某
蘇
區
工
作。
在
這
個
客
家
地
區，
他
在
與
國
民
黨
部
隊
作
戰
時
「英
勇
犧
牲
」

。
40 

中
共
高
層
不
能
原
諒
劉
敵
和
其
他
叛
徒
在
江
西
蘇
區
瀕
臨
危
急
存
亡
的
關
頭
竟
然
分
裂
紅
軍
部
隊。
同
一
時
期
，
紅 

一
方
面
軍
對
抗
蔣
介
石
的
圍
剿
作
戰，
相
當
成
功
。
毛
澤
東
和
朱
德
的
戰
術
——

「敵
進
我
退
、
敵
駐
我
擾
、
敵
疲
我 

打
、
敵
退
我
追
」
——

證
明
在
新
情
況
下
仍
然
有
效。
這
是
一
場
了
不
起
的
勝
利。
紅
一
方
面
軍
殲
滅
敵
軍
一
萬
五
千
多 

名
官
兵
，俘
獲
許
多
士
卒、
一
萬
枝
步
槍、
一
座
無
線
電
台，
不
過
沒
有
人懂
如
何
操
作
無
線
電
台。
敵
軍
師
長
張
輝
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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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被俘
。
紅
軍
把
他
首
級砍
下，綁
在
一
塊
板
上，
順
著贛
江
支
流
浮
水
而
下
-
認為
這
顆
首
級
會
流
到
南
昌，
直
達
駐 

節
南
昌
的
蔣
介
石
手
中
。
W

毛
澤
東
打
了
勝
仗，
不
勝
歡
欣，
賦
詩
以
記
：

萬
木
霜
天
紅
爛
漫
，

天
兵
怒
氣
沖霄
漢
，

霧
滿
龍
岡
千嶂
暗
。⑬

齊
聲唤
，
前
頭
捉
了
張
輝
瓚
。

二
十
萬
軍
重
入赣
，

風
煙滚
滚

來
天
半
，

唤
起
工
農
千
百
萬
。

同
心
幹
，
不
周
山
下
紅
旗
亂
。
42

「第
一
次
剿
匪
作
戰
」
之
後
，
紅
一
方
面
軍
部
隊
又
於
一
九
三
一
年
四
至
五
月
和
七
至
九
月
兩
度
擊
退
蔣
介
石
的
圍 

剿
行
動
。
蔣
介
石
把
他
最
精
銳
的
部
隊
投
入
「剿
匪
」。
「第
二
次
剿
匪
作
戰
」
由
軍
政
部
長
何
應
欽
指
揮
；
「第
三
次
剿 

匪
作
戰
」
由
蔣
介
石
親
自
統
率，
都
沒
有
成
功
。
「共
匪
」
獲
勝
的
新
聞
在
愛
好
和
平
的
百
姓
心
中
種
下
恐
懼，
但
南
京

⑫
編
註.•代
表
團
共
有
三
人，另
一
成
員為
顧
作
霖
。根
據
《任
弼
時
年
譜
》，
三
月
四
日
三
人
代
表
團即
接
到
命
令
準
備
出
發，
於
四
月
四
日
抵
達 

江西瑞金
。

©
原
書
註
：
一
九
三
〇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日
，
龍
岡
村
附
近
爆
發
決
戰
，
國
民
黨
剿
匪
軍
戰
敗

-師
長
張
輝
瓚
被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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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府
無
可
奈
何
。
毛
澤
東
所
主
張
的
持
久
戰
現
在
成為
事
實。

可
是
，
毛
澤
東
的
社
會
經
濟
政
策
在
江
西
西
南
地
區
充
滿
敵
意
的
民眾
之
中卻
失
敗
了。
和
在
井
岡
山
一
樣，
他
想 

和
勞
動
農
民
建
立
關
係
的
嘗
試卻
成為
另
一
場
災
厄。
或
許
毛
澤
東
和
朱
德
離
開
井
岡
山
前
幾
天
那
座
講
台
的
崩塌
，
就 

是
i

惡
兆
。

在
「第
一
次
剿
匪
作
戰
」
打
得很
激
烈、
富
田
事
變
還
未
發
生
之
前，
毛
澤
東
曾
經
建
議
放
棄
江
西
根
據
地，
遷
往 

東
南
方
，
往
福
建
(客
家
地
區
)
方
向
尋找
棲
身
之
處。
但
是
彭
德
懷
的
紅
三
軍
團
幾
個
指
戰
員
反
對。
一
月
底，
黨
中 

央
建
議
毛
澤
東
「略
往
南
方
」
移
動
時
，
情
勢
開
始
有
了
改
變。
C然
而
，
直
到
富
田
事
變
以
對
他
有
利
的
方
式
解
決
之 

前
，
撤
退
會
象
徵
毛
澤
東
向
「無
恥
的
」
江
西
派
投
降
。
當
毛
澤
東
獲
悉
政
治
局
做
出
有
利
於
他
的
裁
決
時，
他
覺
得
應 

該
有
可
能
將
他
的
總
部
往贛
、閩
邊
區
移
動。
或
許
就
是
這
時
候，
紅
軍
士
兵
唱
出
一
首
歌
：

政
委
帶
我
們
去找
糧

肯
定
一
切
沒
問
題

我
們
仍
會
排
除
萬
難

粉
碎
敵
人
。
44

富
田
事
變
顯
示，
毛
澤
東
只
能
在
有
利
的
社
會
環
境，
甚
至
是
有
利
的
宗
族
環
境
之
下
才
能
得
勝。
客
家
地
區
在
這 

兩
方
面
都很
理
想。
一
九
三
一
年
三
月
底，
也
就
是
蔣
介
石
發
動
「第
二
次
剿
匪
作
戰
」
之
前
，
毛
澤
東
、
朱
德
和
項
英 

終
於
往
江
西
東
南
方
移
動，
先
駐
紮
在
富
有
詩
情畫
意
名
稱
的青
塘
村。青
塘
村
位
於
深
谷
裡，
據
有
有
利
的
戰
略
位 

置
，
四
周
環
山
，
山
上
森
林
茂
密
。
可
是
，
蔣
介
石
二
次
圍
剿
時，
毛
澤
東
和
朱
德
必
須
棄
守，
數
度
移
動
總
部。
九
月 

底
，
擊
退
第
三
次
圍
剿
之
後，
他
們
進
駐
葉
坪
。
葉
坪
位
於
客
家
地
區
商
業
重鎮
瑞
金
北
方
只
有
五、
六
公
里
路
距
離。

與
此
同
時
，
上
海
的
情
勢
日
益
惡
化。
米
夫
在
一
九
三
一
年
四
月
回
莫
斯
科
之
後，
中
共
中
央
政
治
局
和
共產
國
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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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
東
局
遭
遇
一
連
串沉
重
打
擊。
四
月
底
，
顧
順
章
被
捕
-
情
勢
變
得
特
別
艱
巨。
顧
順
章
是
政
治
局
候
補
委
員，
也
是 

中
共
中
央
特
別
行
動
科
科
長。
這
個
部
門
負
責
在
國
民
黨
控
制
的
城
市
策
劃
紅
色
恐
怖。
顧
順
章
曾
在
蘇
聯
的
秘
密
警
察 

機
關
受
過
訓，
他
直
接
負
責剷
除
破
壞
者、
叛
徒
，
以
及
經
中
央
委
員
會
判
處
死
刑
的
中
共
其
他
敵
人。
他
的
部
門
也
負 

責
間
諜
工
作
以
及
保
護
黨
高
階
領
導
人
的
任
務。
顧
順
章
前
往
漢
口，
準
備
部
署
暗
殺
蔣
介
石，卻
在
一
九
三
一
年
四
月 

二
十
四
日
被
捕。
他
化
裝
成
魔
術
師
化
廣
奇
⑭
，
不
料卻
在
一
所
市
立
公
園
遭
人
識
破
身
分。
這
個
具
有
上
海
「白
相 

人
」
氣
息
的
職
業
殺
手，
經
不
起嚇
唬
，
竟
然
寧
願
「丟
人
現
眼
」。
C他
把
政
治
局
以
及
江
蘇、
湖
北
省
委
的
秘
密
地 

址
，
統
統
向
警
方
招
供
。
從
五
月
到
七
月，
三
千
多
名
中
國
共產
黨
員
被
捕，
其
中
許
多
人
遭
到
槍
斃。
中
共
中
央
總
書 

記
向
忠
發
也
落
網。
向
忠
發
經
不
起
刑
訊
而
招
供，
可
是
也
救
不
了
自
己
一
條
命。
國
民
黨
寧
可
槍
決
這
樣
一
個
已
經
招 

供
的
大
角
色
。
⑮

中
共
對
顧
順
章
展
開
兇
猛
的
報
復。
他
們
無
法
直
接
懲
治
他，卻
把
他
整
個
親
族
差
不
多
全
幹
掉，
太
太
、
岳
父
、 

岳
母
，
無
一
幸
免
。
有
一
個
消
息
來
源
說，
十
七
人
被
殺
.，但另
一
個
說
法
是
三
十
人
遭
殺
害，
甚
至
連
住
在
他
家
的
年 

邁奶
媽
也
逃
不
過
毒
手。
這
道
極
端
兇
殘、
沒
有
理
性
的
命
令
出
自
周
恩
來，
他
在
不
久
前
還
責
備
毛
澤
東
和
他
那夥

「土 

匪
」
進
行
「無
益
的
、
不
道
德
的
屠
殺
」。
46

顧
順
章
落
網
之
後，
周
恩
來
成為
新
成
立
的
中
共
中
央
特
別
工
作
委
員
會
頭 

子
；
這
個
單
位
統
管
黨
所
有
的
秘
密
工
作。
他
派
去
執
行
任
務
的
五
人
殺
手
小
組
只
饒
了
顧
順
章
十
二
歲
的
兒
子
一
命。
⑯ 

他
們
不
願
殺
害
小
孩。®
顧
順
章
本
人
在
一
九
三
四
年
十
二
月
遭
國
民
黨
處
決，
因為
國
民
黨
懷
疑
他
玩
兩
面
手
法。

⑭
編
註
：
原
書
作
「黎
明」

。黎
明
是
顧
順
章
的另
一
化
名，
當
他
扮
成
魔
術
師
時，
則
化
名為

「化
廣
奇」

。

⑮
譯
按
：
向
忠
發
、惲
代
英
、蔡
和
森
等
人
都
落
網
、遇
害
。

⑯
編
註
••據
顧
順
章
當
年
八
歲
的
女
兒
顧
利
群
回
憶，
當
時
放
了
顧
利
群
及她
兩
歲
的
堂
弟
顧
益
群
。

®

原
書
註
：
許
多
年
之
後
，
周
恩
來
這
些
部
屬
之
一
解
釋為
什麼
要
把
顧
順
章
一
家
人
滅
門
。顧
順
章
叛
黨
之
前
，
黨
高
層
領
導
人
許
多
會
議
都
在
顧 

家舉
行
，
顧
家
每
個
人
都
認
得
中
共
領
導
人，
因
此
不
可
能
冀
望
他
們
守
口
如瓶

。



毛 澤 東 ：真 實 的 故 事 270

顧
順
章
叛
黨，
造
成
上
海
市
公
共
租
界
警
務
處
於
六
月
中
旬
逮
捕
了
遠
東
局
兩
名
重
要
幹
部
：
雅
可
夫
.
魯
德
尼
克 

(Y
akov R

udnik)

和
達
吉
亞
娜
•瑪
伊
仙
柯
I
韋
利卡

亞
(Tatiana M

oiseenko-velikaiia)

夫
婦
(化
名
牛
蘭 

〔 N
oulen〕 )

。
他
們
住
在
上
海，
都
是
共產
國
際
執
委
會
國
際
聯
絡
部
的
聯
絡
員。
透
過
他
們
兩
人，
共產
國
際
藉
由
虛 

設
行
號
「大
都
會
貿
易
公
司
」(M

etropolitan Trading com
pany)

的
戶
頭
，
提
供
金
錢
給
中
共
中
央
和
遠
東
局。
他 

們
一
被
捕，
黨
和
共青
團
的
財
務
都
出
了
問
題，
因為

黨、
團
在
上
海
市
的
組
織
都
得
依
賴
共產
國
際
的
經
費挹
注。
從 

一
九
三
◦
年
八
月
至
一
九
三
一
年
五
月
，
共產
國
際
執
委
會
每
個
月
提
供
價值
兩
萬
五
千
美
元
的
金
元
給
中
共
中
央
47 

(每
月
補
助
比
起
一
九
二
九
年
的
數
字
增
加
五
千
美
元
)。

隔
了 
一
陣
子，
共產
國
際找
到
別
的
方
法
恢
復
撥
款
補
助。
光
是
從
一
九
三
一
年
九
月
至
十
二
月
這
段
期
間，
上
海 

黨
組
織
本
身
就
從
莫
斯
科
領
到
一
萬
三
百
美
元。
48

整
體
而
言
，
直
到
當
年
年
底，
共產
國
際
執
委
會
直
接
給
中
國
共產
■ 

黨
的
錢
合
計
就
超
過
(中
國
錢
)
一
百
萬
元-

相
當
於
二
十
八
萬
美
元
左
右。
49
但
是
白
色
恐
怖
完
全癱
瘓
了
遠
東
局
； 

它
在
一
九
三
一
年
仲
夏，
只
好
減
少
運
作
。
九
月
中
旬，
莫
斯
科
的
主
要
代
表
伊
格
納
提
.
瑞
爾
斯
基agnatiiR

ylsky) 

決
定
再
次
改
組
中
國
共產
黨
領
導
層。
此
時
，
政
治
局
多
數
成
員
都
不
在
上
海。
有
人
被
捕
•，也
有
人
在
華
北
進
行
地
下 

工
作
。
從
四
月
初
起，
張
國
燾
在
湖
北、
河
南
和
安
徽
三
省
邊
界，
領
導
當
地
中
央
局
。另
一
位
政
治
局
委
員
陳
雲
(海 

員
出
身
)
化
名
波
列
渥
伊(P

olevoi)
，
自
一
九
三
一
年
六
月
起
代
表
中
國
共產
黨
派
駐
共產
國
際
執
委
會。
陳
紹
禹
害 

怕
被抓
，
試
圖
從
中
國
逃
到
莫
斯
科。
周
恩
來
回
憶
說
：
「奉
共產
國
際
執
委
會
代
表
的
命
令，
我
們
在
上
海
成
立
臨
時 

中
央
委
員
會，
負
責
工
作
」
M
)。

臨
時
中
央
委
員
會
成
立
之
後，
陳
紹
禹
和
他
的
妻
子
於
一
九
三
一
年
九
月
底
快
速
前 

往
莫
斯
科
，
米
夫
的
這
個
雛
鳥
出
任
新
設
的
中
共
代
表
團
團
長。
他
採
用
的
化
名
「王
明
」，
此
後
永
留
在
中
國
共產
黨 

和
共產
國
際
的
歷
史
上
(他
與
中
共
中
央
和
其
他
國
家
共產
黨
用
秘
碼
通
信
時，
偶
爾
也
用另

一

個
化
名
「溫
哥
華
」 

〔 V
ancouver〕 )

。
稍
後
不
久
，
周
恩
來
也
化
裝為
牧
師
⑱，
離
開
上
海
，
前
往贛
南
與
毛
澤
東
會
合，
最
後
出
任
中
央
局 

書
記
。
W

這
些
事
件
在
上
海
上
演
時
，
毛
澤
東
繼
續
穩
固
他
的
實
力
。
以
史
達
林
主
義
作
風
處
理
中
共贛
西
特
委
的
「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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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
」、
又
擊
退
國
民
黨
三
次
圍
剿
作
戰
之
後，
毛
澤
東
快
速
地強
化
他
在
黨
內
的
地
位。
現
在
他
只
需
要
史
達
林
的
祝 

福
，
但
是
史
達
林
雖
然
支
持
毛
澤
東，卻
還
沒
有
決
斷
性
地
出
面
力
挺
他。
這
個
克
里
姆
林
宮
主
子
以
他
馬
基
維
利
式
的 

銳
利
眼
光
-
以
三
批
人
馬為
基
礎
建
立
起
中
國
共產
黨
的
混
合
領
導
團
隊
：
本
土
的
游撃
隊
幹
部
(毛
澤
東
及
其
支
持 

者
)、
莫
斯
科
畢
業
生
(王
明
、
博
古
)
和
共產
國
際
舊
幹
部
(周
恩
來
、
張
國
燾
、
項
英
)。
這
三
批
人
馬
都
沒
有
機 

會
採
取
別
人
的
做
法。

因
此
，
毛
澤
東
必
須
等
待，
而
他
也
果真
像
個
賭
徒
耐
心
地
等
候
時
機。
他
有
他
自
己
的估
算，
但
是
與
史
達
林
的 

估
算
又
不
同，它

比
較
精
確
。
他
不
僅
必
須
展
現
他
是
「史
達
林
同
志
最
忠
實
的
學
生
」，
還
必
須
在眾
多
競
爭
者
當
中 

出
人
頭
地，
時
機
一
旦
成
熟，
就甩
掉
他
們
。
他
是
個
思
慮
異
常
細腻
的
陰
謀
權鬥
大
師。

他
已
經
使
盡
全
力
努
力
爭
取
無
限
制
主
宰
大
權，
而
他
那
旺
盛
的
精
力
也
推
動
著
他拚
命
向
前。
在
此
一
日
日
夜
夜 

血
腥
爭
權
奪
利
之
中，
他
愈
來
愈
成為
自
己
熱忱
的
受
害
人。
他
和
蔣
介
石、
黨
內
反
對
派、
階
級
敵
人
，
以
及
「受
騙 

的
」
同
志
的鬥
爭，
已
經
殺
死
他
最
後
殘
存
的
人
性
感
情。
愛
情
、
善
念
、
忠
誠
、
信
賴
，
全
都
消
失，
消
失
在
已
經
淹 

沒
他
的
最強
烈
的
感
情
之
中。
毛
澤
東
自
此
成為
鐵
石
心
腸，
他
的
一
生
變
成
一
路
追
求
妄
想。

他
的
子
女
受
別
人
照
料
。
他
們
日
子
過
得
如
何
？
他
們
有
何
感
受
？
他
完
全
不
知
道
。
同
時
，
這
是
他
兒
子
的
命 

運
，
必
須
承
受
許
多
艱
苦。
楊
開
慧
死
後，
地
方
上
的
地
下
共產
黨
員
設
法
賄
賂
守
衛，
爭
取
到
他
長
子、
八
歲
的
毛
岸 

英
獲
釋
。
毛
岸
英
和
七
歲
的
毛
岸青
、
三
歲
的
毛
岸
龍，
和
外
祖
母
一
起
住
在
板
倉
——

當
然
受
到
監
視
。
警
方
希
望
透 

過
他
的
子
女
逮
到
毛
澤
東，
以為
做
父
親
的
一
定
會
關
心
他
們。

但
是
，
時
間
一
天
天
過
去，
毛
澤
東
根
本
沒
現
身，
連
個
信
差
也
沒
有。
農
曆
新
年
前
夕
(
一
九
三
一
年
二
月
十
六 

日
)，
星
期
一
的
夜晚
，
包
括盯
梢
的
軍
警
都
準
備
著
過
年
過
節
的
時
候，
有
個
陌
生
人
突
然
到
老奶
奶
向
振
熙
家
敲

⑱
編
註
：
原
書
作priest

。根
據
作
者
所
引
用
的
《周
恩
來
年
譜
，
一
八
九
八
—
一
九
四
九
》，
周
恩
來
於
一
九
三
一
年
士
一
月
上
旬
離
開
上
海，
但
未 

曾
提
及
其
裝
扮
。有
些
資
料
提
到
他
自
上
海
經
汕
頭
抵贛
南
途
中

-

曾
喬
裝為
工
人
或畫
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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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
。
他
帶
來
毛
澤
民
給
楊
開
慧
大
嫂
李
崇
德
的
一
封
信，
李
崇
德
也
和
婆
婆
住
在
一
起
。
毛
澤
民
要
求
，
基
於
安
全
考 

量
，
應
該
將
他
侄
子
送
到
上
海。
他
的
太
太
——

本
身
沒
有
子
女
的
錢
希
鈞
——

非
常
擔
子
這
三
個
孩
子
的
安
危。
是她
 

說
服
毛
澤
民
寫
這
封
信。
李
崇
德
回
憶
說
：
「我
在
油
燈
下
心
跳
加
快，
打
開
包
包
，
赫
然
見
到
毛
澤
民
的
親
筆
信
函
。 

他
要
求
我
把
毛
澤
東
的
三
個
兒
子
送
到
上
海
-
給
了
我
時
間、
地
點
，
以
及
到
了
當
地
如
何
接
觸
的
信
息。」
李
崇
德
和 

親
友
商
量
後，
決
定
遵
照
辦
理。
基
於
安
全
理
由，
三
個
孩
子
都
得
改
個
化
名，
年
歲
大
的
兩
個
必
須
默
記
在
心。
岸
英 

改
名
永
福、
岸青
改
名
永
壽，
而
岸
龍
改
名
永
泰。
姓
氏
也
改
了，
不
姓
毛
，
改
姓
楊
。
李
崇
德
扮
成媽
媽
，
送
孩
子
們 

到
上
海
。
老奶
奶
向
振
熙
也
一
道
走。

經
歷
幾
天
跋
涉，
最
後
，
疲
憊
不
堪
的
孩
子
們
來
到
叔
叔
毛
澤
民
的
家
時，卻
放
聲
痛
哭
。
他
們
以為
是
要
和
父
親 

相
會
，
不
料
是
要
住
到
設
在
公
共
租
界
的
一
所
地
下
幼
稚
園
去。
©
周
恩
來
做
的
這
個
決
定。
這
個
上
海
收
容
所
是
在
共 

產
國
際
的
國
際
革
命
戰
士
濟
難
會
資
助
下
成
立，
專
收
中
共
幹
部
的
子
女。它
當
然
不
是
孩
子
們
生
長
的
理
想
地
方，
但 

是
也
別
無
選
擇
。
這
時
候
，
幼
兒
園
約
有
三
十
個
小
孩，
包
括
李
立
三
和
蔡
和
森
的
女
兒。
⑩有
位
保
育
員
是
李
立
三
的 

太
太
。
但
是
毛
澤
東
的
兒
子
們
不
想
去。
毛
岸
英
哭
著
說
：
「我
要跟
爸
爸
住。
我
一
定
要
替媽
媽
報
仇
！
」
孩
子
們抓
 

住
李
崇
德
的
衣
服
，
求她
帶
他
們
回
家
。
李
崇
德
回
憶
說
：
「他
們
的
哭
聲
像
刀
子
刺
穿
我
的
心。」她
試
圖
安
慰
他 

們
，
可
是
自
己
也
哭
起
來，
彷
彿
預
知她
外
甥
的
悽
慘
命
運
還
等
在
前
頭。

抵
達
收
容
所
不
久，
小
岸
龍
就
病
了
。
他
先
是
拉肚
子
，
然
後
發
高
燒
；
經
診
斷
，
他
得
了
痢
疾
，很
快
就
過
世 

了
。
@
接
下
來
，
由
於
顧
順
章
叛
變，
幼
稚圜
關
閉
。
叔
叔
毛
澤
民
和嬸
嬸
錢
希
鈞
離
開
上
海，
前
往
一
個
蘇
區
。
幼
稚 

園
主
任
董
健
吾
(化
名
王
牧
師
)
其
實
是
中
共
中
央
特
別
行
動
科
人
員，
一
度
把
沒
有
人
要
的
毛
澤
東
的
兒
子
們
帶
回
自 

己
家
；
但
是
，
隔
沒
多
久
，
他
自
己
也
得
前
往
武
漢，
又
把
孩
子
們
交
給
他
的
前
妻
黃
慧
光
照
料。
黃
慧
光
完
全
不
知
道 

他
們
的
身
世
背
景，
也
不
去
關
心
他
們。她
自
己
就
有
四
個
子
女
要
養。

毛
岸
英
和
毛
岸青
一
直
盼
望
接
到
父
親
的
信
息。
澤
民
叔
叔
預
備
離
開
上
海
時，
他
們
透
過
叔
叔
給
父
親
一
封
信， 

但
是
他
們
的
父
親
雖
然
收
到
信，卻

毫
無
拯
救
他
們
的
行
動。
一
九
三
二
年
夏
末，
他
們
逃
離
黃
阿
姨
的
家
。
此
後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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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他
們
在汙
穢
的
街
道
流
浪、翻
尋垃
圾
桶、撿
破
爛
和
香
煙
頭，
從
小
店
家賺
點
零
錢，
也
賣
報
紙
。
他
們
被
人 

揍
，
也
被
人
辱
罵
。
一
直
要
到
一
九
三
六
年
春
天，
上
海
黨
組
織
才找
到
他
們。
然
後
，
勢
力
無
所
不
在
的
史
達
林
關
切 

他
們
的
命
運
。
在
史
達
林
同
意
下，
中
共
中
央
安
排
他
們
取
道
香
港、
馬
賽
和
巴
黎，
前
往
蘇
聯
。
命
運
之
神
作
怪，
負 

責
這
些
安
排
的
竟
然
又
是
同
樣
那
位
「王
牧
師
」

。
52

同
一
時
期
，
毛
澤
東
全
力
投
入
黨
和
軍
的
工
作。
一
九
三
一
年
秋
天，
當
他
接
到
兒
子
們
來
信
時，
順
手
就
擺
到
一 

邊
去
。
他
有
太
多
事
要
處
理。
他
必
須強
化
中
央
蘇
區，並
且
準
備
召
開
中
華
蘇
維
埃
第
一
次
全
國
代
表
大
會。
這
次
會 

議即
將
宣
告
成
立
「中
華
蘇
維
埃
共
和
國
」，
把
全
國
「赤
區
」
統
一
起
來
。
身為
中
央
革
命
軍
事
委
員
會
主
席，
毛
澤 

東
直
接
負
責
召
開
及
督
導
代
表
大
會
的
進
行。
葉
坪
被
選為
會
議
地
點。
六
百
多
名
代
表
將
來
到
葉
坪，
他
們
的
食
、 

宿
、
保
安
事
宜
都
不
能
出
差
錯。
毛
澤
東
的
部
隊
於
一
九
二
九
年
春
天
就
奪佔
這
個
村
莊，它
離
瑞
金
縣
城很
近，
位
於 

江
西
東
南
山
區，
也靠
近
福
建
邊
界。
過
去
兩
年
半
間，
國
民
黨
和
共產
黨
交
復
掌
控
本
地
人
口 
.，
現
在
毛
澤
東
顯
然
堅 

固
地
控
制
住
本
地
區。
莫
斯
科
已
經
同
意
由
他
出
任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會
主
席
以
及
人
民
委
員
會
主
席，
或
者
用
當
時
的
名 

詞
講
，
是
「中
華
蘇
維
埃
共
和
國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會
人
民
委
員
會
」
的
主
席
。
W 

到
了
十
一
月
七
日，即
俄
國
革
命
週
年
慶，
一
切
都
已
準
備
就緒
：

大
會
禮
堂
上
方
掛
起鐮
刀榔
頭
的
紅
旗
。禮
堂
裡
，
工
人
把
樓
房
布
上
電
線
，
接
上
去
年
從
吉
安搶
來
的
發
電
機
。
 

電
燈
打
開
時
，
圍
觀
的
農
民
不
敢
置
信
.
.
.
.
禮
堂
數
百
個玻
璃
燈
大
放
光
明
。

©
譯
按
：大
同
幼
稚
園
。

⑳
譯
按
：分
別
是
李
力
、蔡
轉
。

©

原
書
註
：
有
意
思
的
是
，
一
九
六◦年
中
期
，
全
國
各
省
突
然
出
現
好
幾
十
個
「毛
岸
龍」

。然
而
，
這
些
冒
牌
貨很
快
就
被
無
所
不
知
的
特
務
機 

關
一 
一揭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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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
體
較
差
的
幾
個
農
婦
當
場
昏
過
去
.
.
.
.
大
禮
堂
拉
上
電
線
後
，
又
拿
松
枝
、群眾
組
織
帶
來
的
紅
布
好
好
布
置
，

梁
上
每
根
大
柱
都
掛
滿
了
蘇
維
埃
標
語
.
.
.
.
禮
堂
四
周
各
有
一
個
入
口
，
正
面
是
主
要
的
大
入
口
。正
門
口
外
頭
上

方
掛
著
兩
面
繡
了鐮
刀榔
頭
的
紅
色
絲
布
，
一
面
代
表
蘇
維
埃
、一

面
代
表
共
產
黨
。大
門
外
架
起
一
片
綠
枝
子
，

放
上
兩
個
大
型
五
角
紅
星
。紅
星
是
純
銀
做
的
，
因為
蘇
區
有
許
多
銀
子
。
54

十
一
月
七
日
，
星
期
六
，
上
午
七
點
鐘，
代
表
們
在
禮
槍
齊
放
和
鞭炮
聲
中
陸
續
進
入
禮
堂。
「台
上
樂
隊
開
始
奏 

起
〈國
際
歌
〉。」
穿
上
特
別
裁
製
的
衣
服
——

紅
軍
高
領
子
短
外
衣、
配
上
藍
色
棉褲
——

代
表
們
看
來
喜
氣
洋
洋
。 

他
們
上
衣
左
袖
繡
著
紅
星、
右
袖
有
塊
三
角
形
紅
絲
布，
標
誌
著
代
表
號
碼
。
軍
帽
也
貼
上
「中
華
蘇
維
埃
第
一
屆
大 

會
」
的
字
樣
。

兩
星
期
內
，
代
表
們
通
過
中
華
蘇
維
埃
共
和
國
基
本
憲
政
綱
領、
加強
平
均
分
配
地
主
和
勞
動
農
民
動產
、
不
動產
 

的
土
地
法、
©
勞
動
法
，
以
及
其
他
若
干
文
件，並
且
選
出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會。
一
週
後，
在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會
中，
毛 

澤
東
依
照
計
劃
成為
這
個
最
高
立
法
機
關
的
主
席。
張
國
燾
和
項
英
被
推為
他
的
副
手。
毛
澤
東
也
是
人
民
委
員
會
主 

席
。
外
交
人
民
委
員
——

就
一
個
根
本
沒
人
承
認
的
國
家
而
言，
這
還真
是
個
挺
有
野
心
的
職
位
——

由
米
夫
的
學
生
王 

稼
祥
出
任
。
軍
事
人
民
委
員
非
朱
德
莫
屬
.，教
育
人
民
委
員為
瞿
秋
白
(瞿
秋
白
仍
在
上
海，
困
於
肺
結
核
病
-
因
此
由 

毛
澤
東
在
長
沙
時
期
的
老
師
徐
特
立
代
理，
主
持
中
華
蘇
維
埃
共
和
國
的
人
民教
育
)。
瑞
金
亦
經
宣
布
成為
中
華
蘇
維 

埃
共
和
國
首
都
。

共
軍
部
隊
抵
達
這
座
古
城
後，它
的
人
口
約
六
萬
人。
縣
城
由
西
至
東，
約
一
點
五
公
里，
四
周
都
是
山
。它
有
幾 

家
紡
織
廠
和
機
械
作
坊，
一
座
市
集
廣
場，
供
四鄉
農
民
來
此
買
賣
東
西
.，另
有
幾
座
寺
廟
被
共產
黨
接
收，
改
作
辦
公 

廳
。
瑞
金
雖
然
不
是
上
海，
但
也
滿
適
合
作為
政
府
所
在
地。

毛
澤
東
似
乎
終
於
攀
登
權
力
頂
峰，
其
實並
不
然
。
一
場
激
烈
的鬥
爭
正
在
進
行。
王
明
的
好
兄
弟、
尤
其
是
博 

古
，
在
中
共
其
他
領
導
人
紛
紛
走
避
之
後，
成為
政
治
局
實
質
領
導
人，
他並
不
希
望
把
勝
利
者
的
桂
冠
讓
給
毛
澤
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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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四
歲
的
博
古
六
年
前
才
加
入
共產
黨，
野
心
不
亞
於
他
的
朋
友
王
明。
又
瘦
又
高
的
博
古
代
表
著
毛
澤
東
最
深
惡
痛 

絕
的
莫
斯
科
暴
發
戶
的
一
切
。
博
古
對
中
國
的
現
實
只
有
膚
淺
的
認
識，卻
和
從
莫
斯
科
回
國
的
其
他
的
米
夫
學
生
一 

樣
，
堅
決
相
信
蘇
聯
經
驗
所
向
無
敵。
看
到
他
一
頭
亂
髮
和
大
眼
鏡
——

用
來
遮
掩
他
鼓
出
的
雙
眼，
因為
他
有
甲
狀
腺 

先
進
症
——

又
聽
到
他
緊
張
的
笑
聲
和
發
顫
的
說
話
聲，你
或
許
會
以為
他
是
個拚
命
苦
讀
的
書呆
子。
他
崇
拜
史
達 

林
，
模仿
他
抽
煙
斗
。
他
也
和
他
的
克
里
姆
林
宮
偶
像
一
樣，
根
本
不
重
視
人
命。
不
論
是
「階
級
敵
人
」
或
他
自
己
的 

共產
黨
同
志，
都
一
樣
。
博
古
無
法
公
開
與
莫
斯
科
支
持
毛
澤
東
的
政
策
唱
反
調，
遂
透
過
自
己
的
支
持
者
竭
盡
全
力
弱 

化
他
對
手
的
影
響
力，
設
法
拉
下
他
在
史
達
林
心
目
中
的
地
位。
博
古
最
受
不
了
毛
澤
東
是
個
偉
大
的
游
擊
隊
領
袖
這
個 

說
法
。

©
原
書
註
：
土
地
法
沒
有
直
接
提
到
沒
收
農
民
土
地
(
「富
農」
土
地
例
外)，
但
是
讀
到
法
條
說
不
僅
要
沒
收
「地
主」
土
地
，
也
要
沒
收
「自
己
耕 

作
的
大
型
私
有
主
人」
的
土
地
，你
不
會
有
其
他
解
讀
。沒
有
「地
主」
會
自
行
耕
作
，
只
有
農
民
才
耕
作
。至
於
「大
」
的
定
義
，
也
不
用
懷 

疑

。對
於
赤
貧
的
農
村
遊
民
無
產
階
級
而
言
，
任
何
人
擁
有
土
地
都
是
「大」
地
主
。





2 7 7 第 十 八 章 共 產 黨 式 狗 咬 狗

第
十
八
章

共
產
黨
式
狗
咬
狗

失
寵
的
新
跡
象
從
一
九
三
一
年
八
月
三
十
日
上
海
發
來
的
一
封
信
現
出
端
倪，它
對
毛
澤
東
批
評
之
兇
猛絕
不
下
於 

李
立
三
時
期
。
毛
澤
東
領
導
的
蘇
區
中
央
局
被
控
犯
了
極
端
嚴
重
的
右
派
以
及
左
傾
機
會
主
義
錯
誤，
證
明
其
領
導
人 

「缺
乏
明
確
的
階
級
路
線
」。
我
們很
難
說
這
封
信
出
自哪
一
位
中
央
領
導
人
的
手
筆，
但
是
這份
文
件清
楚
地
反
映
開
始 

主
宰
黨
務
的
新
世
代
領
導
人
——

米
夫
的
人
馬
——

的
觀
點
。
主
要
的
指
控
是
毛
澤
東
在
進
行
農
村
改
革
時
推
動
「富
農 

路
線
」。
這
封
信
的
主
筆
者
指
的
是，
毛
澤
東
依
據
「抽
肥
補
瘦
，
抽
多
補
少
」
的
原
則
進
行
平
均
分
配
土
地。
新
領
導 

人
堅
持
，
地
主
只
應
分
配
到
最
差
的
土
地，
所
有
的
良
田
應
分
配
給
貧
農。

毛
澤
東
的
「游
擊
」
戰
術
雖
然
使
得
紅
軍
擊
退
國
民
黨
三
次
圍
剿
作
戰，卻
也
招
致
臨
時
政
治
局
相
當
的
責
難。
毛 

澤
東
的
成
功
傷
害
到
新崛
起
的
領
導
人
之
權
威。
他
們
堅
持
立
刻
奪佔

「比
較
大
的
城
市
」
來
「擴
大
」
蘇
區
。
1早
在 

一
九
三
〇
年
十
月
中
旬，
毛
澤
東
已
決
心
排
斥
奪佔
過
大
的
中
心
之
計
劃。
？

很

顯
然
，
莫
斯
科
回
國
的
這
批
人
比
毛
澤
東
和
李
立
三
還
更
加
左
傾。
他
們
竭
盡
全
力
給
別
人
貼
上
李
立
三
主
義
的 

標
籤
，
其
實
就
是
陳
紹
禹\

王
明
、
王
稼
祥
等
人
逮
著
機
會
想
要
鞏
固
自
己
的
權
力。
他
們
回
到
中
國
後
立即
就
發
動
對 

李
立
三
及
其
他
「元
老
」
的
秘
密鬥
爭，
且
從
一
九
三
◦
年
夏
天
起
特
別
積
極
。
透
過
原
先
的
協
議，
他
們
開
始
用
密
語 

以
英
文
或
俄
文拼
命
寫
信
向
老
校
長
米
夫
投
訴。
他
們
不
喜
歡
的並
不
是
政
治
局
的
冒
進
主
義。
批
評
李
立
三
左
傾，
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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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並
不
流
行。
他
們很
清
楚
莫
斯
科
最
討
厭
的
是
什麼
，
因
此即
使
李
立
三
擁
護瘋
狂
的
世
界
革
命
構
想，
他
們
還
是
不 

斷
地
指
控
李
立
三
「右
傾
」
偏
差
。
中
共
中
央
政
治
局
六
月
十
一
日
通
過
一
項
極
左
的
決
議
〈新
的
革
命
高
潮
與
一
省
或 

幾
省
的
首
先
勝
利
>
;
而
三
天
前
王
稼
祥
還
向
米
夫
報
告
：
「由
於
醫
生
不夠
大
膽，
又
無
知
識
，
而
且
沒
有
良
藥
，
右 

肺
仍
然
疼
痛，你
能
否
送
些
藥
來
？
」
王
明
也
說
：
「有
些
主
人
的
確
右
肩
疼
痛。」
他
們
的
聯
名
信
說
：

主
人
的
醜
源
自
於
他
的
右
腦
有
病
。這
種
病
需
要
第
一
流
的
治
療
，
而
在
貧
窮
的
中
國很
難
得
到
。我
們
希
望很
快 

就
能找
到
良
醫
良
藥
來
治
療
主
人
、改
進
公
司
地
位
。

3

很
有
趣
的
文
字，
不
待翻
，
已
經清
楚
明
白。

即

使
「良
醫
」
米
夫
已
執
行
了
必
需
的
「手
術
」，
王
明
等
人
繼
續
推
動
挑釁
政
策。很
顯
然
他
們
認為
一
月
的
六 

屆
四
中
全
會並
沒
有
成
功
切
除
掉
整
個
「頭
腦
有
病
的
部
分
」，
也
因
此
才
會
有
八
月
這
封
信。

收
信
後
不
久，
十
月
中
旬，
項
英
、
任
弼
時
和
王
稼
祥
加
入
中
央
蘇
區
領
導
人
行
列。
十
一
月
初
，
也
就
是
蘇
維
埃 

代
表
大
會
召
開
前
夕，
臨
時
政
治
局
這
幾
位
代
表
在
瑞
金
召
開
一
項
黨
務
會
議。
然
後
，
指
控
衝
向
毛
澤
東
而
來
；
他
被 

指
控
是
「狹
隘
的
經
驗
論
」、
「極
端
右
傾
機
會
主
義
」、
「富
農
偏
差
」
和
「游
擊
主
義
」。
毛
澤
東
替
自
己
辯
白，
認為
 

須
注
意
地
方
條
件，
但
是
沒
有
人
要
聽
。
除
了
幾
個
區
書
記，
多
數
與
會
者
支
持
中
央
這
封
信
的
指
示。
毛
澤
東
被
拔
掉 

蘇
區
中
央
局
代
理
書
記
的
職
務，
項
英
又
取
代
了
他
的
位
子
。
4

這
一
切
都
發
生
在
中
華
蘇
維
埃
第
一
次
全
國
代
表
大
會
開
會
前
幾
天。
原
本
已
經
內
定，
毛
澤
東
將
在
代
表
大
會
中 

被
「推
選
」為
中
華
蘇
維
埃
共
和
國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會
主
席，
以
及
人
民
委
員
會
主
席。
經
過
莫
斯
科
核
可
的
一
封
電
報 

在
十
月
底、
也
就
是
黨
務
會
議
召
開
前
兩、
三
天
，
送
到
葉
坪
，它

提
示
必
須
「推
選
」
他
。
5那麼
，為
什麼
必
須
攻 

擊
已
經
準
備
好
要
擔
任
中
華
蘇
維
埃
共
和
國
領
導
人
的
同
志呢
？

唯
一
的
解
釋
是
，
上
海
的
領
導
人
和它
在贛
南
的
代
理
人
想
向
全
黨
展
示，
中
央
總
書
記
和
蘇
區
中
央
局
書
記
將
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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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
控
制
一
切
，
而
不
是
新
當
選
的
毛
主
席
當
家
作
主。
主
席
只
是
黨
的
士
兵，
而
且
未
必
是
最
好
的
戰
士。
因
此
，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會
主
席
以
及
人
民
委
員
會
主
席
的
職
位，
只
是
純
象
徵
性
的
職
位。
在
中
華
蘇
維
埃
共
和
國，
就
和
在
蘇
聯
一 

樣
，
黨
控
制
政
府
。

大
會
過
後
不
久，
十
一
月
二
十
五
日，
毛
澤
東
被
解
除
中
央
革
命
軍
事
委
員
會
主
席
職
務，
不
過
他
留
任
十
五
位
委 

員
之
一，
也
保
留
其
總
政
治
主
任
的
位
子。
朱
德
出
任
中
央
革
命
軍
事
委
員
會
主
席，
王
稼
祥
和
彭
德
懷
成為
朱
德
的
副 

主
席
。
同
時
，
紅
一
方
面
軍
改
組為
兩
個
軍
團
(紅
三
軍
團
、
紅
五
軍
團
)
和
五
個
軍
，
直
接隸
屬
於
中
央
革
命
軍
事
委 

員
會
。
紅
一
方
面
軍
總
部
解
散，
毛
澤
東
所
擔
任
的
總
政
委
和
總
前
敵
委
員
會
書
記
也
隨
之
消
失。
e
這
一
記
重
拳
大
大 

削
減
了
毛
澤
東
在
黨
和
軍
的
影
響
力。

毛
澤
東
開
始
意
識
到
周
遭
氣氛
不
利。
除
了
他
的
弟
弟
和
弟媳
之
外，
他
周
遭
幾
乎
沒
有
好
朋
友。
毛
澤
民
、
毛
澤 

覃
都
在
中
央
蘇
區，
但
兩
人
都
不
是
中
央
委
員。
一
九
二
八
年
五
月
初，
驕
傲
、
熱
情
、
不
服
從
上
命
的
向
警
予
在
漢
口 

遭
槍
決
。她
的
前
夫
蔡
和
森、
毛
澤
東
最
要
好
的
朋
友，
於
一
九
三
一
年
八
月
初
在
廣
州
被
處
決。
他
死
得
特
別
慘。
屠 

夫
先
讓
他
遭
受
不
人
道
的
刑
求，
然
後
將
他
拉
成
「大
」
字
形
狀
釘
在
獄
室
牆
上，
再
用
尖
刀
數
度
刺
進
他
胸膛
，
一直 

到
他
在
鐵
釘
上
斷
了
氣
才
停
下。
兩
年
前
，即
一
九
二
九
年
八
月，
彭
湃
也
死
在
上
海。

周
恩
來
於
一
九
三
一
年
十
二
月
底
抵
達
瑞
金
後，
情
勢
更
加
惡
化。
周
恩
來
取
代
項
英，
出
任
蘇
區
中
央
局
書
記， 

仍
持
續
反
毛
路
線
。
隔
年
一
月
七
日，
中
央
局
第
一
次
開
會，
他
宣
布
中
央
局
在
對
付
反
革
命
分
子鬥
爭
時
犯
了
錯
誤， 

「應
該
以
自
我
批
評
的
精
神
承
認
責
任
」。
？毛
澤
東並
未
反
對，
不
過
周
恩
來
的
批
判
等
於砍
了
他
一
刀。

兩
天
後
，
博
古
和
他
的
朋
友
張
聞
天©

(

負
責
臨
時
政
治
局
宣
傳
工
作
)
發
表
一份
指
示
〈中
央
關
於
爭
取
革
命
在 

一
省
與
數
省
首
先
勝
利
的
決
議
〉，它
的
標
題
幾
乎
就
和
李
立
三
那份
臭
名
昭
彰
的
決
議
文
一
模
一
樣，
他
們卻
不
在

①
編
註
：
原
書
全
文
皆
以
張
聞
天
的
化
名
「洛
甫」
稱
呼
，
因
考
量
他並
非
一
直
使
用
此
化
名，
現
今
相
關
書
籍
也
多
使
用
其
本
名，
故
中
文
版
改
以 

張
聞
天
稱
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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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
。
他
們
要
求
紅
軍
再
度
攻
打
南
昌、
吉
安
和
江
西
其
他
大
城
；並
且
提
醒
心
懷
疑
念
的
人
：
「右
傾
機
會
主
義
仍
然
是 

目
前
主
要
的
危
險
…
…
應
該
集
中
火
力
來
反
對
右
傾。」卩

這
使
得
周
恩
來
又
可
以
重
重
打
擊
毛
澤
東。
明
明
曉
得
這
個
烈
性
子
的
湖
南
同
志
厭
惡
做
無
謂
的
討
論，
周
恩
來
向 

中
央
局
委
員
們
提
議
進
攻
江
西
第
二
大
城贛
州，它
位
於
中
央
蘇
區
和
井
岡
山
區
之
間，
當
地
還
有
中
共
個
別
部
隊
在
活 

動
。
能搶
下
這
座
古
城
據
點，
可
以
製
造
機
會
大
幅
擴
大
「赤
區
」，
但
是
周
恩
來
及
中
央
局
大
多
數
領
導
似
乎
都
不
瞭 

解
，
對
紅
軍
而
言
這
會
是
多麼
艱
巨
的
任
務。
毛
澤
東
當
然
不
同
意，
於
是
又
受
到
批
評
。
9他
的
政
敵
竊
喜
這
個
「一 

直
犯
錯
」
的
對
手
又
「丟
人
」
了
。

毛
澤
東
此
時
決
定
要
好
好研
究
國
際
政
治
問
題。
由
於
日
本
的
擴
張
主
義，
中
國
的
國
際
地
位
已
經
急
遽
惡
化。
一 

九
三
一
年
九
月
十
八
日，
駐
屯
中
國
東
北
的
日
本
關
東
軍
挑釁
起
「瀋
陽
事
件
」。
日
本
人
自
己
在
南
滿
鐵
路
引
爆
炸 

彈
，卻
藉
端
滋
事，
關
東
軍佔
領
了
東
北
最
大
城
市
瀋
陽，
以
及
吉
林
省
會
長
春。
到
了
秋
末
，
整
個
東
北、
人
口
三
千 

萬
人
，
都
落
入
日
本
人
控
制
之
中。
蔣
介
石
忙
著
針
對
蘇
區
發
動
剿
匪
軍
事
行
動，
根
本
沒
抵
抗
-
但
是
全
國
各
地
已
爆 

發
反
日
運
動
。
愛
國
運
動
聲
勢
浩
大，
毛
澤
東
在
一
九
三
二
年
一
月
底
認
定
中
共
應
該
善
加
利
用。
他估
算
可
將
全
民
反 

日
情緒
導
向
蔣
介
石，
因為
蔣
介
石
沒
有
保
衛
東
北。
十
二
月
中
旬
江
西
省
寧
都
縣
國
民
黨
二
十
六
路
軍
突
如
其
來
兵 

變
，
激
發
毛
澤
東
這
個
想
法。
二
十
六
路
軍
一
萬
七
千
名
官
兵
譁
變，
是
因為
他
們
不
滿
蔣
介
石
「姑
息
」
日
本
。
寧
都 

就
在
瑞
金
北
方
約
十
六
公
里，
立
刻
變
成
「赤
區
」。
⑴

一
九
三
二
年
一
月
中
旬，
中
央
局
例
行
會
議
中，
毛
澤
東
說
：
「日
本
帝
國
主
義
大舉
侵
華
勢
必
引
起
全
國
的
抗
日 

高
潮
，
國
內
階
級
關
係
必
將
發
生
變
化。」
可
以
理
解
的
是
，
應
該
利
用
此
一
發
展，
但
是
究
竟
該怎
麼
做，
他
希
望
大 

家
能
討
論
這
個
問
題。
孰
料
這
下
子卻
激
怒
了
一
票
人
！
臨
時
政
治
局
的
代
表
群
情
激昂
。
他
們
認為
利
用
日
本
入
侵
而 

促
進
共產
黨
的
利
益，
不啻
是
犯
罪，
尤
其
是
從
共產
國
際
的
角
度
來
看，
東
北
事
件
的
目
的
就
是
日
本
軍
隊
準
備
對
蘇 

聯
發
動
進
攻
。
有
個
出
席
者
攻訐
毛
澤
東
是
「右
傾
機
會
主
義」
。全
場
鴉
雀
無
聲。
毛
澤
東
氣
得
一
句
話
都
說
不
出
來。 

他
不
想
再跟
中
央
局
這夥
人
共
事，
會
後即

請
「病
假
」。
他
在
一
九
二
九
年
六
月
至
十
一
月
和
朱
德
以
及
紅
四
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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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敵
委
員
會
衝
突
時，
也耍
過
這
一
招
。
他
把
政
府
工
作
移
交
給
項
英，
帶
著
太
太
和
衛
士
前
往
山
區。
接
下
來
，
他
又 

遭
到
打
擊
。
王
稼
祥
拔
掉
他
最
後
的
軍
職，即
中
央
革
命
軍
事
委
員
會
總
政
治
部
頭
頭
(這
時
候
改
名
中
國
工
農
紅
軍
總 

政
治
部
)。

毛
澤
東
現
在
陷
入
憂
鬱。
在
東
華
山巔
上，
他
一
度
在
一
座
荒
蕪
的
破
廟
坐
在
一
片
漆
黑
當
中，
把
玩
洞
簫
。
他
從 

井
岡
山
時
期
起
就
喜
歡
上
這
種
竹
製
的
八
孔
樂
器。
可
是
，
破
廟
又
濕
又
冷，
賀
子
珍
堅
持
他
搬
到鄰
近
一
個
山
洞。
他 

繼
續沉
溺
在
音
樂
中。
然
而
，
音
樂
和
山
居
生
活
平
靜
不
了
他
的
心
境。填

詞
、
賦
詩
也
安
慰
不
了
他
。
U毛
澤
東
左
右 

尋
思
，
體
會
到
新
一
輪
的
權
力鬥
爭
將
至為
殘
酷。

中
國
共產
黨
領
導
人
最
新
這
一
番
「左
傾
」
與
莫
斯
科
直
接
有
關，
因為
中
國
共產
黨
持
續
接
受
莫
斯
科
的
戰
略
和 

戰
術
指
示
，
而
莫
斯
科
人
人
都
在
大
唱
「右
派
危
險
」。
史
達
林
整
肅
掉
布
哈
林
及
其
支
持
者
之
後，
於
一
九
三
〇
年
十 

二
月
又
整
肅
一
批
所
謂
的
右
派
分
子。
接
下
來
，
他
又
審
判
「工
業
黨
」，
一
個
所
謂
的
工
程
師、
技
術
人
員
和
經
濟
學 

家
成
立
的
「右
派
」
組
織
，
他
們
的
罪
名
是
反
蘇
維
埃、搞

破
壞
。
共產
國
際
有
許
多
人
相
信
「右
派
危
險
」為
真
，
也 

就
不
足為
奇，
特
別
是
因為
史
達
林
堅
稱，
鑒
於
蘇
聯
加
速
建
設
社
會
主
義
及
深
化
世
界
危
機，
階
級鬥
爭
會
變
得
愈
發 

尖
銳
，
資
本
主
義
會
變
得
更
加咄
咄
逼
人。
根
據
這
些
假
設
前
提
-
共產
國
際
執
委
會
十
一
屆
會
議
於
一
九
三
一
年
三
至 

四
月
間
開
會
，強

調
「革
命
起
義
正
在
長
成
」，
表
示
「要
在
中
國
相
當
大
領
土
之
內
開
發
及強
化
蘇
維
埃
以
及
紅 

軍
…
…並
於
殖
民
地
加強
革
命
運
動
」
。
U

七
月
三
十
一
日，
共產
國
際
執
委
會
主
席
團
下
達
一
個
特
別
決
議
給
中
共
中
央
委
員
會，
指
出
：
「在
革
命
運
動
的 

現
時
階
段
中，
全
國
深
處
在
革
命
危
機
中，
在
許
多
區
域
中
建
立
了
蘇
維
埃，鬥
爭
的
結
果
主
要
的並
且
直
接
的
是
依靠
 

共產
黨
自
己
…
…
中
國
共產
黨
要
努
力
揭
穿
右
傾
機
會
主
義
的
各
種
觀
點，
在
理
論
中
與
實
際
工
作
中
與它
進
行
無
情
的 

鬥

爭
。」=

就
是
這份
文
件
要
求
富
農
和
貧
農
不
該
享
有
平
等
的
土
地
權
利，
但並
沒
有
直
接
點
名
批
評
毛
澤
東。
猛
烈
批鬥
毛 

澤
東
是
中
共
新
領
導
人
獨
自
的
主
意。
決
議
文
裡
頭
完
全
沒
提
到
要
進
攻
城
市。
一
九
三
二
年
初
執
行
的搶
佔

「一、
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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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
城
市
中
心
」
的
計
劃
，
而
在贛
南
的贛
州
血
戰，
雖
然
吻
合
共產
國
際
的
觀
點，
也
有
可
能
出
自
上
海
領
導
人
的
主 

張
。
臨
時
政
治
局
發
布
八
月
指
示
之
後
兩
個
半
月，
米
夫
本
人
寫
信
給
史
達
林，
推
動
在
中
國
征
服
大
城
市
的
主
意。
M 

史
達
林
支
持
他
。

在
這
種
情
況
下，
依
中
央
局
領
導
人
的
意
見，
不
可
能
談
「游
擊
戰
術
」。
周
恩
來
偕
同
中
央
局
其
他
委
員
審慎
地 

開
始
執
行
基
本
上
已
經
核
定
的
共產
國
際
中
央
委
員
會
的
指
示。
毛
澤
東
反
對它
，
不
過
不
是
因為
他
反
對搶
佔
城
市。 

富
裕
的
商
業
中
心
一
向
吸
引
他
的
注
意
力。
他
要
效
法
小
說
《水
滸
傳
》
中
他
仰
慕
的
英
雄
好
漢，
也
就
是
猛
然
撲
襲
一 

座
防
衛很
差
的
小
城
市，
洗
劫它
，
然
後
撤
退
到
安
全
地
帶。
他
不
認為
蟄
伏
在
大
的
戰
略
中
心
是
明
智
之舉
。
這
個
觀 

點
激
惱
了
其
他
領
導
人，
他
們
和
往
常
一
樣，
認為
唯
有
依
賴
城
市
中
心，
中
國
的
革
命
才
會
勝
利。
縱
使
如
此
，
毛
澤 

東
還
是
悍
然
拂
逆眾
人
意
見。
難
道
是
他
意
識
到
背
後
有
一
股
力
量
支
持
他嗎
？

這
次
，
他
又
相
當
幸
運。
攻佔
贛
州
之舉
終
究
失
敗
了。
許
多
軍
隊
指
戰
員
現
在
瞭
解，
毛
澤
東
反
對
這
項
攻
擊
是 

對
的
。
彭
德
懷
日
後
回
憶
說
：
「我
三
軍
團
兵
力
才
一
萬
四
千
人，
敵
以
優
勢
兵
力，
據
堅
防
禦
，
當
然
不
易
攻
克
。
敵 

情
沒
有
弄清
楚，
就
貿
然
攻
堅，
這
也
是
一
次
嚴
重
的
錯
誤。」
最
不
幸
的
一
面
是
圍
攻贛
州
打
了
兩
個
月
(
一
九
三
二 

年
一
月
至
三
月
)，
湊
巧
日
軍
此
時
也
攻
打
上
海，
國
民
黨
十
九
路
軍
堅
決
固
守。
j
匕
顯
得
共產
黨
和
日
本
人
相
互
呼 

應
。

中
央
局
領
導
人
必
須吞
下
他
們
的
驕
傲。
三
月
初
，
項
英
冒
著
滂沱
大
雨
來
到
毛
澤
東
的
山
居，
以
中
央
革
命
軍
事 

委
員
會
和
周
恩
來
個
人
的
名
義，
請
他
立
刻
復
職
。
毛
澤
東
掩
抑
不
住
他
的
喜
樂。
渾
身
濕
透、
又
必
須
低
聲
下
氣
來
陪 

罪
的
項
英
，
十
分
狼
狽
。
毛
澤
東
和
賀
子
珍
收
拾
行
囊，
當
天
夜
裡
就
下
山，趕
往
瑞
金
。
毛
澤
東
把
他
的
洞
簫
放
進
軍 

服
口
袋
。
誰
曉
得
今
後
他
還
會
不
會
有
空
吹它
？
不
過
他
的
復
職
還
不
代
表
什麼
。
權
力鬥
爭
還
要
繼
續。

然
而
，
他
現
在
必
須
立
刻趕
往
前
線，
到
瑞
金
西
邊
約
一
百
公
里
的贛
縣，
他
只
能匆
匆
交
給
中
央
局
及
蘇
維
埃
政 

府
領
導
同
志
一份
有
關
日
本
入
侵
中
國
的
宣
言
文
稿
-
這
是
他
在
一
月
底
日
本
人
砲
轟
上
海
之
後
所
草
擬
的。
這份
文
件 

十
分
鋒
利
：
中
華
蘇
維
埃
共
和
國
政
府
對
日
正
式
宣
戰。
當
然
，
這
個
行
動
純
粹
是
形
式。
共產
黨
的
部
隊
離
東
北
和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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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都
十
分
遙
遠。
可
是
，它
的
政
治
意
義
極
大。
藉
著
宣
傳
和
煽
動，
以
及
大
膽
利
用
人
民
反
日
情緒
，
中
國
共產
黨
可 

以扭
轉
許
多
中
國
愛
國
人
士
心
目
中
的
印
象，
變
成
一
支真
實
的
民
族
主
義
力
量，
這
將
有
助
於它
和
國
民
黨
的鬥
爭。 

經
過
一
番
冗
長
辯
論，
宣
言
終
於
在
四
月
十
五
日
由
毛
澤
東
的
「同
志
們
」
通
過
。
六
天
後
，它
發
表
在
中
華
蘇
維
埃
共 

和
國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會
和
人
民
委
員
會
的
機
關
刊
物
《紅
色
中
華
》
上
。
M

這
時
候
毛
澤
東
已
經
離
開
瑞
金很
遠。
他
在
三
月
中、
下
旬
前
往贛
南，
試
圖
糾
正
緊
急
情
勢，
再趕
往
福
建，
視 

察
林
彪
的
部
隊
。
直
到
六
月
底，
他
參
加
在
福
建
南
部
和
西
南
部
的
軍
事
作
戰。
他
陪
著
部
隊
沿
山
路
(距
離
瑞
金
超
過 

二
百
五
十
公
里
)
往
南
進
行
艱
巨
的
進
攻
-
攻
打
富
裕
、
但
防
備
欠
佳
的
商
業
城
市漳
州，
得
以
一
嘗
打
家
劫
舍
的
羅
曼 

史
。
洗
劫漳
州
和鄰
近
幾
個鄉
鎮
之
後，
毛
澤
東
回
到贛
南。
一
路
上，
他
的
士
兵
照
常
殺
地
主、
富
農
和
一
般
本
地
農 

民
(客
家
人
的
大
敵
)
；
燒毀
他
們
的
家，搶
奪
他
們
的
財產
，
留
下
一
片
廢
墟
。
和
毛
澤
東
同
時
代
的I

個
人I

年
之 

後
經
過
這
片
地
區，
他
說
：
「到
處
稻
田
塞
滿
泥
土，
番
薯
田
雜
草
叢
生，
房
子
燒
成
平
地，舉
目
所
及
全
無
人
煙。」
 ̂

作
戰
明
顯
成
功
，
增強
毛
澤
東
在
軍
中
的
威
望。
福
建
作
戰
連
連
告
捷，
讓
士
兵
和
指
戰
員
興
高
采
烈，
相
形
之 

下
，
新
領
導
人
負
責
圍
攻贛
州卻
未
見
成
效。
W可
是
他
還
是
得
和
中
央
局
的
領
導
人
辯
論
戰
術
問
題。
他
的
對
手並
不 

反
對
洗
劫
和
殺
人
.，他
們
只
是
相
信
必
須
確
定
全
球
目
標，
不
在
無
謂
的
小
戰鬥
激
怒
敵
人，
而
要
進
行
大
作
戰，
以
攻 

佔

全
省
。
雙
方
辯
論
激
烈
。
這
些
事
件
的
蛛
絲
馬
跡
可
以
從
周
恩
來
等
人
一
九
三
二
年
五
月
三
日
給
中
共
中
央
的
一
封
信 

見
其
端
倪
。
他
們
說
：

我
們
在
〔中
央
〕
蘇
區
擴
大
方
向
和
紅
軍
作
戰
行
動
上
有
分歧
意
見
。去
年
年
底
，
在
〔中
共
蘇
區
〕
中
央
局
會
議 

上
，
毛
澤
東
提
出
了
沿
福
建
、廣
東
、江
西
和
湖
南
邊
界
上
的
三
山
建
立
蘇
區
的
計
劃
。科
穆
納
爾
〔王
稼
祥
的
化 

名
〕
反
對
這
一
計
劃
，並
說
在
目
前
的
政
治
形
勢
下
，
這
是
規
避佔
領
大
城
市
……

當
莫
斯
克
文
〔周
恩
來
的
化

名
〕
來
到
時
，
毛
澤
東
提
出
了
在
〔贛

〕
東
北
擴
大
蘇
區
的
計
劃
，並
反
對
攻佔
中
心
城
市
.
.
.
.
這
條
政
治
路
線
乃

是
百
分
之
百
的
右
傾
機
會
主
義
，它
低估
了
目
前
的
形
勢
，
完
全
背
離
了
共
產
國
際
和
〔中
共
〕
中
央
的
指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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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們
決
定
同
毛
澤
東
的
錯
誤
進
行鬥
爭
，並
在
黨
的
機
關
報
上
進
行
批
評
。
19

九
天
後
，
毛
澤
東
不
在
瑞
金，
中
央
局
召
開
會
議，
又
再
度
批
評
他
的
失
敗
主
義
路
線。
會
議
通
過
的
決
議
是
： 

「須
徹
底
糾
正
中
央
局
過
去
的
右
傾
機
會
主
義
錯
誤。」
指
的
就
是
毛
澤
東
領
導
時
期
犯
了
過
錯。
決
議
立即
以
電
報
向 

上
海
報
告
，
而
臨
時
政
治
局即
將
和
毛
澤
東
新
的
意
見
不
一
通
報
共產
國
際
執
委
會，
認為
他
們
的
保
護
人
米
夫
會
就
他 

們
和
毛
澤
東
的
衝
突
做
個
了
斷
。
20

可
是
，
從
中
央
傳
來
的
回
覆卻
令
人
沮
喪。
比
米
夫
權
力
高
出
許
多
的
人
物，
介
入
毛
澤
東
這
個
問
題。
我
們
只
能 

臆
測
他
們為
什麼
要
這麼
做。
一
九
三
二
年
五
月
十
五
日，
共產
國
際
執
委
會
最
高
機
關
「政
治
秘
書
處
政
治
委
員
會
」 

的
奧
托
.
庫
西
寧(otto K

uusinen)

、
狄
米
崔
•曼
努
伊
爾
斯
基(D

m
itry M

anuilsky)

、
約
瑟
夫
•派
特
尼
斯
基 

(Josef piatnitsky)
和
威
廉
•皮
克(W

ilhelm

 pieck
)

，
他
們
都
是
可靠
的
史
達
林
派，
他
們
檢
討
了
在
瑞
金
的
衝 

突
。
毛
澤
東
得
到
莫
斯
科
的
保
護
。
M

臨
時
政
治
局
和
中
央
局
被
迫
撤
退，
不
過
他
們並
不
願
承
認
失
敗。
周
恩
來
收
到
一
九
三
二
年
六
月
九
日
政
治
委
員 

會
電
報
、
實
質
支
持
毛
澤
東
之
後，
寫
信
給
中
共
中
央
說
：
「所
有
問
題
都
迎
刃
而
解
了。
我
們
的
討
論
是
在
同
志
式
的 

氣氛
中
進
行
的，
只
限
於
中
央
局
委
員
之
間。
這並
不
妨礙
毛
澤
東
的
領
導
工
作
。
」
22

能
讓
博
古
和
他
在
江
西
的
盟
友
欣
慰
的
唯
一
一
件
事
是，
莫
斯
科
只
保
護
毛
澤
東
不
受
到
公
開
批
判。它
依
然
不
認 

同
他
的
游
擊
戰
術
。
這
也
是為
什麼
周
恩
來很
快
又
發
電
報
給
中
共
中
央，
尋
求
領
導
人
同
意
將
毛
澤
東
調
離
瑞
金。
六 

月
十
日
，
周
恩
來
寫
說
：
「毛
澤
東
身
體
極
弱，
他
仍
留
在
高
山
地
區
工
作，
他
失
眠
，
胃
口
也
不
好
。
但
他
和
部
隊
一 

起
活
動
，
在
主
持
作
戰
行
動
時
精
力
充
沛，
富
有
才
華
。
〔中
共
蘇
區
中
央
〕
局
決
定
派
他
去
前
線
策
劃
軍
事
行
動。
他 

也
希
望
去
前
線
。
」
D

這
還真
是
奇
怪
的
電
報。
毛
澤
東
都
還
沒
從贛
南
抵
達
瑞
金
的
「高
山
」，
而
照
周
恩
來
的
說
法，
他
已
經
感
到
不 

適
，
不
能
吃
、
不
能
睡
。
或
許
是
中
央
局
不
高
興
見
到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會
和
人
民
委
員
會
主
席
回
來吧
！
毛
澤
東
本
人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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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想
回
瑞
金
去。
六
月
中
旬，
他
已
經跟
著
部
隊
到贛
南。
他
在
當
地
接
到
消
息，
奉
臨
時
政
治
局
命
令，
紅
一
方
面
軍 

恢
復
建
制
。
朱
德
恢
復
紅
一
方
面
軍
總
司
令
職
位，
王
稼
祥
出
任
總
政
治
部
主
任。
他
們
和
毛
澤
東
將
率
領
紅
一
方
面
軍 

對
抗
進
攻
蘇
區
的
廣
東
軍
閥。
24

現
在
毛
澤
東
必
須
展
現
他
不
凡
的
外
交
能
力。
發
覺
他
和
主
要
敵
人
王
稼
祥
處
於
同
一
個
領
導
圈
子，
毛
澤
東
遂
採 

取
所
有
政
客
都
愛
的
手
法
——

「分
而
治
之
」。
王
稼
祥
肩
膀
寬
厚，
戴
著
圓框
眼
鏡，
比
毛
澤
東
年
輕
十
三
歲。
一九 

三
一
年
四
月，
王
稼
祥
和
任
弼
時
來
到青
塘
村
他
家
拜
訪
時，
毛
澤
東
已
經
十
分
注
意
這
個
年
輕
人。
和
陳
紹
禹
那
一夥
 

人
一
樣
，
王
稼
祥
俄
語
流
利，
但
是
他
和
別
人
不
同
的
是，
他
沒
有
過
度
的
野
心。
他
是
個教
條
主
義
者，
狂
熱
相
信
俄 

國
經
驗
，
但
是
內
心
深
處，
他
仍
是
個
平
凡
的
中
國
農
民。即
使
他
粗
魯、
有
時
候很
難
忍
受，
但
還
是
可
以
溝
通。

毛
澤
東
在
四
月
底
已
經
開
始
「討
好
」
他
，
但
沒
有
達
成
任
何
具
體
成
果。
M現
在
，
在
朱
德幫
助
下，
他
又
展
開 

交
好
行
動
。
最
後
，
他
們
成
功
地
「爭
取
過
來
」
這
個
「頑
固
的
年
輕
人
」。
這
時
候
，
周
恩
來
於
七
月
下
旬
來
到
他
們 

的
總
部
。
毛
澤
東
借
助
朱
德
和
王
稼
祥，
利
用
每
個
機
會
「爭
取
」
周
恩
來
。很
快
就
有
了
結
果。
習
慣
居
於
次
位
的
周 

恩
來
，
抵擋
不
了
。
毛
澤
東
收
服
了
他。
現
在
周
恩
來
偕
同
毛
澤
東、
朱
德
和
王
稼
祥
聯
名
發
電
報
給
中
央
局，
要
求
取 

消
攻
打贛
州
的
新
計
劃。
同
一
天
，
四
個
人
也
向
中
央
局
提
議
恢
復
紅
一
方
面
軍
總
政
委
職
位，並
委
派
毛
澤
東
出
任。 

他
們
甚
至
考
量
可
能
要
求
廢
除
政
府
主
席
一
職
(毛
澤
東
不
可
能
兼
任
這
兩
個
職
位
)

。
26

毛
澤
東
顯
得
已
經
盡
棄
前
嫌，
但
是
他
把
王
稼
祥
和
周
恩
來
「爭
取
」
過
來
只
是
往
征
服
大
權
之
路
前
進
的
一
步。 

為
達
目
的、
不
擇
手
段
。
現
在
他
需
要
這
兩
個
老
對
手。
他
希
望
在
他
們
襄
助
下，
可
以
突
破
黨
的
新
領
導
人
在
他
四
周 

布
下
的
排
拒
。
但
是
留
在
瑞
金
的
中
央
局
領
導，
尤
其
是
任
弼
時
，
受
到
博
古
和
張
聞
天
的
壓
力，
不
想
和
他
緩
和
關 

係
。
接
受
實
質
以
毛
澤
東為
政
委，
同
時
他
們
還
繼
續
譴
責
他
的
游
擊
戰
術，並
且
堅
持搶
佔
大
型
城
市
中
心。

衝
突
益
加
劇
烈
。
任
弼
時
盲
目
地
執
行
臨
時
政
治
局
的
指
令，
他
的
軍
事
觀
點
與
毛
澤
東
的
觀
點
大
相
逕
庭。
此 

時
，
中
央
局
再
度
提
起
中
華
蘇
維
埃
共
和
國
和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會
主
席
「機
會
主
義
」
的
問
題
。
針
對
毛
澤
東
的
批
評
達 

到
頂
點
。
除
了
任
弼
時
之
外
，
還
有
項
英
、
鄧
發
(中
央
蘇
區
特
務
頭
子
)
和
顧
作
霖
(共產
主
義青
年
團
中
央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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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
)

。他
們
全
都
激
烈
批
評
毛
澤
東
提
議
避
開
大
型
戰
役
、進
入
山
區
、分
散
軍
隊
。換
句
話
說
，
毛
澤
東
堅
持
傾
向 

「防
衛
戰
術
，
目
前
不
進
行
任
何
攻
擊」

。
D

任
弼
時
等
人
痛
恨
他
的
行為
，
於
一
九
三
二
年
九
月
得
出
結
論
：
「毛
澤
東 

不懂

馬
克
思
主
義
。」
28

他
們
決
定
將
他
免
職，
提
交
公
開
批
評，
遂
立即
通
報
中
共
中
央
說
：

毛
澤
東
同
志
對
擴
大
中
央
蘇
區
、佔
領
中
心
城
市
和
爭
取
〔革
命
〕
在
一
省
或
數
省
首
先
勝
利
的鬥
爭
表
現
動
搖
。

他
在
擴
大
蘇
區
到
.
.
.
.
東
部
山
區
的
機
會
主
義
路
線
仍
在
繼
續
，
他
常
常
試
圖
加
以
實
施
，
忽
視
黨
的
領
導
，
提
拔

幹
部
是
從
私
人
關
係
出
發
，
而
不
是
出
於
社
會
實
踐
的
〔需
要
〕
。雖
然
莫
斯
克
文
〔周
恩
來
〕
同
志
在
那
裡
，
但

他
實
際
上很
難
貫
徹
〔蘇
區
中
央
〕
局
的
意
見
，
從
根
本
上
改
變
他
們
的
活
動
.
.
.
.為
了
軍
事
領
導
人
觀
點
的
一

致
，
我
們
堅
決
而
公
開
地
批
評
毛
〔澤
東
〕
同
志
的
錯
誤
，並
想
把
他
召
回
到
後
方
〔中
央
〕
蘇
維
埃
政
府
中
工

作
。
29

不
等
待
中
共
中
央
或
共
產
國
際
執
委
會
代
表
的
核
示，
任
弼
時
、項
英
、鄧
發
和
顧
作
霖
於
九
月
底
前
往
寧
都
縣
前 

線
，
「召
開
中
央
局
全
體
會
議」

。十
月
初
，
他
們
在
小
源
村
召
開
前
線
會
議，
會
中
他
們
痛
批
毛
澤
東
的
「游
擊
隊
心 

態」
和
「右
傾
機
會
主
義」
。他
們
也
批
評
「姑
息
派」

I

周恩來
、

¥

f l

和
王
稼
祥I

「表
現s

¥
命
勝
利
與
紅
軍 

力
量估
計
不
足」

。重
點
是
毛
澤
東
必
須
「暫
時
請
病
假」
、退
出
前
線
。任
弼
時
等
人很
樂
意
准
他
休
假
「養
病」

。這 

次
他
被
送
到
寧
都
以
南
一
百
五
十
公
里
一
處
高
山
上
的
醫
院
。

同
一
時
期
，
臨
時
政
治
局
領
導
人
也
在
上
海
開
會
。來
自
瑞
金
的
電
報
讓
他
們很
高
興，
因為
他
們
也很
想扳
倒
毛 

澤
東
。寧
都
會
議
顯
然
提
供
了
一
個
機
會
。博
古
歡
呼

.
•

「請
嘗
試
用
同
志
式
的
態
度
爭
取
他
贊
成
積
極鬥
爭
的
路
線
。」 

張
聞
天
附
議
：
「把
澤
東
調
到
後
方
在
蘇
區
工
作，
是
個
好
主
意
。」
30

其
他
領
導
人
也
同
意，
但
是
他
們
也
擔
心
，
不 

曉
得
史
達
林
和
共
產
國
際
執
委
會
會怎
麼

反
應
。他
們
生怕
又
引
起
莫
斯
科
的
憤
怒
。解
決
方
法很
簡
單
。中
共
中
央
領 

導
人
準
備
了
兩
套
不
同
的
回
信
。第
一
封
以
中
文
書
寫，
送
到
中
央
局
去

(它
送
到
寧
都
時，
毛
澤
東
已
經
離
開
)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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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封
以
英
文
書
寫，
附
上
中
央
局
電
報
的翻
譯，
送
往
共產
國
際
執
委
會
(第
二
封
信
和
附
件
於
十
月
十
六
日
抵
達
莫
斯 

科
)。
送
到
共產
國
際
的
版
本強
調
不
會
針
對
毛
澤
東
有
「公
開
討
論
」，
但
是
送
到
江
西
的
版
本卻
恰
恰
相
反，它
 

說
：
「開
始
討
論
澤
東
的
觀
點
」。爿

收
到
政
治
局
回
覆
後，
任
弼
時
等
人
在
毛
澤
東
缺
席
的
情
況
下，
解
除
毛
澤
東
總
政
委
的
職
務，
因
而
剝
奪
掉
也
在 

軍
中
的
任
何
勢
力，
把
他
的
職
務
交
給
周
恩
來。
兩
星
期
後，
上
海
確
認
了
他
們
的
決
定
。
32

毛
澤
東
聞
訊
之
後，
控
制
不
了
自
己
的
激
動。
他
已
經
沒
有
任
何
實
質
工
作。
他
不
認為
他
在
蘇
區
政
府
的
榮
譽
職 

有
任
何
意
義
。
33

賀
子
珍
回
憶
說
，
他
哭
了
，
「教
條
主
義真
害
死
人
！
他
們
不
做
實
際
工
作，
不
接
觸
工
人、
農
民
， 

卻
要
指
手畫
腳
，
到
處
發
號
施
令。
同
國
民
黨
打
仗，怎
樣
才
能
取
勝
？
農
民為
什麼
會
革
命
？
他
們懂
嗎
？
」
34

這
段
期
間
唯
一
讓
他
高
興
的
一
件
事
是
喜
獲
麟
兒。
一
九
三
二
年
十
一
月
初，
賀
子
珍
生
下
一
個
兒
子，
毛
澤
東為
 

他
取
名
岸
紅
。
把
他
抱
在
懷
裡，
做媽
媽
的
高
興
極
了。
可
是她
很
懊
惱，
因為
她
得
了瘧
疾，
醫
生
不
讓她
給嬰
兒
哺 

乳
。
但
是
毛
澤
東並
不
沮
喪，
他
指
示
衛
士
替嬰
兒找
來
一
個奶
媽
，
負
責
照
料
岸
紅
。
這
個
單
純
的
農
婦
把
負
責
照
料 

的
小
孩
全
叫
作
「小
毛
毛
」。
當
毛
澤
東
第
一
次
聽
到
這麼
喊
他
兒
子，
高
興
極
了
。
他
向
賀
子
珍
說
：
「妳瞧
，
人
家 

叫
我
老
毛，
我
的
兒
子
叫
小
毛
毛，
比
我
多
個
毛，
將
來
要
比
我強
哦
！
」
在
這
個
艱
困
時
期，
他
也
只
能靠
幽
默
以
及 

他
的
舊
洞
簫
解
憂。
但
是
毛
澤
東
吹
奏
的
哀
怨
曲
子
只
會
讓
他
太
太
更
加
憂
傷。

莫
斯
科
再
度
對
毛
澤
東
伸
出
援
手。
更
精
確
地
講，
莫
斯
科
派
了
新
代
表
到
中
國
來，
博
古
和
張
聞
天
等
人
在
他
面 

前
只
有
立
正、
聽
命
的份
。
一
九
三
二
年
秋
天，
共產
國
際
執
委
會
新
任
代
表
偕
妻
子
抵
達
上
海。
他
是
個
德
國
人，
名 

叫
亞
瑟
•厄
尼
斯
特
•尤
爾
特(A

rthur Ernst E
w

ert)
。
當
然
，
在
中
國
，
沒
有
人
知
道
他
姓
尤
爾
特。
他
拿
美
國
護 

照
，
化
名
哈
利
.
柏
格(H

arry B
erger)

進
入
中
國
，
在
中
國
共產
黨
圈
子
裡，
他
開
始
用
地
下
化
名
「吉
姆
」
和 

「亞
瑟
」。
這
位
四
十
二
歲
的
德
國
共產
黨
老
黨
員，
在
共產
國
際
中
地
位
相
當
高。
一
九
二
八
年，
共產
國
際
第
六
次
代 

表
大
會
中
，
他
被
推為
執
委
會
候
補
委
員
•，從
一
九
二
九
年
起，
他
擔
任
共產
國
際
遠
東
局
負
責
人。
和
許
多
德
國
人f 

樣
，
他
非
常
拘
泥
細
節
且
迂
腐。
但
是
他
貪
好
杯
中
物。
在
這
個
緊
要
關
頭，
尤
爾
特
扮
演
毛
澤
東
生
命
的
貴
人。儘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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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也
認為
毛
澤
東
的
軍
事
戰
術
「危
險
」、
「消
極
」、
「偏
差
」，
尤
爾
特
仍
支
持
毛
澤
東
和
黨
內
敵
人
作
戰。
他
向
共產
 

國
際
報
告
說
：
「毛
澤
東
的
一
般
做
法
是
錯
的
(太強
調
防
衛
的
有
效，
以
及躲
在
山
區
裡
等
等
)。」

但
是
獲
悉
中
共
中
央
來
電
之
後，
他
在
一
九
三
二
年
十
月
八
日
向
共產
國
際
執
委
會
書
記
約
瑟
夫
•派
特
尼
斯
基
報 

告
說
：
「江
西
黨
務
領
導
人
」
已
決
定
將
毛
澤
東
解
職，並
且
未
經
任
何
事
先
準
備，
要
他
接
受
公
開
批
評。
他
指
出
.. 

「在
事
先
未
做
準
備
和
未
告
知
我
們
的
情
況
下，
做
出
了
撤
銷
職
務
和
公
開
批
評
的
決
定。
不
用
說
，
對
問
題
的
這
種
態 

度
在
目
前
會
向
敵
人
暴
露
我
們
的
弱
點
…
…
毛
澤
東迄
今
還
是
有
聲
望
的
領
袖
…
…
所
以
我
們
反
對
決
定
的
這
一
部
分。 

要
求
消
除
領
導
機
關
中
的
意
見
分歧
，
反
對
目
前
撤
銷
毛
澤
東
的
職
務。」
J
a
然
，
尤
爾
特
也
把
他
的
立
場
告
知
中
共 

中
央
委
員
會
。

結
果
是
博
古
和
張
聞
天
必
須
撤
退，
但
是
他
們
還
是
不
讓
毛
澤
東
回
到
軍
事
事
務。
黨
的
領
導
人
顯
然
忍
受
不
了 

他
，
但
是
他
們
也
無
法
避
免
和
他
打
交
道。
一
九
三
三
年
初，
他
們
甚
至
必
須
和
毛
澤
東碰
面，
再
往
後
，
他
們
的
道
路 

交
織
在
一
起
，
已
經
無
法
想
像
可
避
免
親
身
接
觸。
一
九
三
三
年
一
月
底，
博
古
、
張
聞
天
和
臨
時
政
治
局另
一
位
委 

員
、
二
十
八
歲
的
上
海
印
刷
工
人
陳
雲
(本
名
廖
陳
雲
②
)
被
迫
必
須
遷
到
中
央
蘇
區
。
36

用
王
明
的
話
來
說，
由
於
白 

色
恐
怖
來
勢
洶
洶
，
「使
得
黨
的
領
導
中
心
在
上
海
實
際
上
無
法
存
在
」，
只
好
易
地為
良
。
37

這
導
致
蘇
區
中
央
局
解 

散
，
蘇
區
整
個
黨
務
領
導
統
統
落
到
博
古
手
中。
用
正
式
的
話
來
說，
蘇
區
中
央
局
和
臨
時
政
治
局
合併
，
成
立
新
機
關 

「中
國
共產
黨
中
央
局
」。
38

實
質
權
力
還
在
博
古
手
中，
他
奉
共產
國
際
執
委
會
的
指
示，
規
劃
黨
的
根
本
政
治
路
線。

顯
然
擔
心
臨
時
政
治
局
遷
到
蘇
區
會
重
新
引
爆
黨
內
衝
突，
共產
國
際
執
委
會
政
治
秘
書
處
透
過
尤
爾
特
交
給
中
共 

中
央
一
封
電
報
，
特
別
注
意
「毛
澤
東
的
問
題
」。它

說
：
「至
於
毛
澤
東
，
必
須
發
揮
最
大
耐
心
以
及
同
志
的
影
響 

力
，
提
供
他
充
分
機
會
在
中
央
委
員
會
或
黨
的
中
央
局
領
導
下
從
事
負
責
任
的
工
作。」
39
尤
爾
特
將
指
令
傳
給
瑞
金
時 

還
加
註
他
本
身
的
評
論
：
「我
們
要
求你
們
與
毛
澤
東
密
切
合
作，
但
是你
們
要
注
意
他，
以
便
我
們
的
軍
事
工
作
順 

利
，
不
會
被
大
規
模
的
討
論
和舉
棋
不
定
所
破
壞
。
」

40

然
而
，
從
一
九
三
三
年
一
月
起，
共產
國
際
執
委
會
和
其
遠
東
局
影
響
中
國
共產
黨
黨
內
生
活
的
機
會，
消
失
了
。



2 8 9 第 十 八 章 共 產 黨 式 狗 咬 狗

臨
時
政
治
局
離
開
上
海
後，
他
們
的
聯
繫
縮
小。
尤
爾
特
往
瑞
金
送
去
的
電
報，
畢
竟
替
代
不
了
共產
國
際
特
使
和
博
古 

等
黨
領
導
人
之
間
的
直
接
接
觸。
到
了
一
九
三
四
年
十
月
初，
上
海
組
織
又
失
敗，
而
且
這
次
是
決
定
性
的
失
敗，
共產
 

黨
在
上
海
的
活
動
實
質
上
消
失
了。
不
久
之
後，
共產
國
際
執
委
會
關
掉它
的
遠
東
局。9

瑞
金
方
面
，
黨
內鬥
爭
持
續
升
溫。
博
古
對
毛
澤
東
嫌
惡
至
極，
起
先
試
圖
避
免
和
他
有
任
何
接
觸。
一
九
三
三
年 

一
月，
經
過
毛
澤
東
仍
在
養
病
的
市鎮
，
博
古
一
口
就
拒絕
去
探
望
「病
人
」。
同
志
們
婉
言，
「你
應
該
去
探
視
他
」.， 

博
古卻
不
屑
地
說
：
「毛
澤
東
究
竟
有
什麼
值
得
我
去
探
望
的
？
」
42

當
然
他
生
病
不
會
有
什麼
貢
獻。
可
是
，
狡
猾
的 

毛
澤
東絕
不
會
如
此
任
性，
他
會
十
分
謹慎
。

其
實
博
古很
有
需
要
去
「探
望
」
毛
澤
東
。
他
對
於
和
國
民
黨
作
戰
有
老
到
的
經
驗，
這
也
是為
什麼
某
些
黨
內
幹 

部
不
時
會找
他
商
量。
其
中
之
一即
福
建
省
委
代
理
書
記
羅
明。
有
一
次
拜
訪
過
毛
澤
東
之
後，
這
個
激昂
的
游
擊
戰
士 

取
得
他
的
黨
委
公
開
贊
成
毛
澤
東
的
戰
術，
這
當
然
惹
起
重
大
風
波。
一
九
三
三
年
二
月，
盛
怒
的
博
古
發
動
黨
內
全
面 

反
對
所
謂
的
羅
明
路
線。
在
爭
論
熱
潮
中，
毛
澤
東
的
小
弟
毛
澤
覃
失
勢
了。
他
和
其
他
幾
個
積
極
支
持
毛
澤
東
的
人
都 

遭
到
不
亞
於
羅
明
的
猛
烈
批
評，
一
九
三
三
年
五
月
更丟
掉
軍
職。
毛
澤
東
在
中
央
蘇
區
裡
大
多
數
其
他
親
戚
也
遭
到
相 

同
的
命
運
。

一
九
三
三
年
春
天，
原
本
擔
任
蘇
維
埃
政
府
機
要
秘
書
的
賀
子
珍丟
了
工
作，
被
送
到
中
央
黨
校
去
「再教
育
」。 

她
妹
妹
賀
恰、
也
就
是
毛
澤
覃
的
太
太，
雖
然
已
有
六、
七
個
月
身
孕，
也
被
調
到
黨
校
審查
(賀
子
珍
也
懷
孕
了，
於 

一
九
三
三
年
秋
末
生
下
一
名
男嬰
，
但
不
久即
夭
折
)。
他
們
纏
著
賀
怡
不
放，
要她

「揭
發
」她

丈
夫
是
「機
會
主
義 

者
」，
害
得她
產
後即
生
重
病。
他
們
認為
她
隱
匿
實
情，
博
古
本
人
提
起
要
將她
開
除
黨
籍。
由
於
身
兼
中
央
黨
務
委 

員
會
書
記
及
黨
校
校
長
的
老
黨
員
董
必
武
保
護她
，
事
情
才
淡
化
。
賀
怡
逃
過
黨
紀
處
分。
然
而
，
不
久
，
賀
子
珍
的
大 

哥
賀
敏
學
被
解
除
代
理
師
長
職
務，
也
被
送
去
紅
軍
大
學
審查
。
彈
壓
甚
至
波
及
毛
澤
東
的
岳
父、
岳
母
。
賀
子
珍
的
高

②
編
註
：
陳
雲
自
幼
父
母
雙
亡，
舅
舅
廖
文
光
依
其
母
遺
願，
將
陳
雲
過
繼為
廖
家
嗣
子，並
將
其
改
姓
廖，
名
陳
雲
。但
此
名
僅
幼
年
在
家鄉
使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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齡
父
母
住
在
中
央
蘇
區
北
部
東
固
的
村
子，
兩
人
在
地
方
黨
委
工
作，
都
被
免
職
。
M

同
一
時
期
，
負
責
技
術
性
工
作
的
縣
委
書
記
鄧
小
平
也
被扣
上
「羅
明
式
的
機
會
主
義
」
的
嚴
重
罪
名
。
鄧
小
平
自 

從
一
九
三
一
年
八
月即
在
中
央
蘇
區
擔
任
過
幾
個
不
同
的
工
作。
毛
澤
東
在
這
段
期
間
注
意
到
他，
有
個
性
、
不
向
毛
澤 

東
的
敵
人
低
頭
。
44

毛
澤
東
的
生
活
陷
入
水
深
火
熱。
二
月
中
旬，
反
羅
明
運
動
鬧
到
最
高
潮
時，
毛
澤
東
回
到
葉
坪，
覺
得
完
全
陷
入 

孤
立
。
只
有
賀
怡
經
常
到
他
們
家
探
望
姐
姐
和
姐
夫。
賀
恰
痛
哭、
抱
怨
。
毛
澤
東
雖
然
同
情，卻
愛
莫
能
助。
他沉
痛 

地
說
：
「他
們
整你
們
，
是
因為
我
，你
們
是
受
了
我
的
牽
累
。」
45
他
實
際
上
已
經
不
得
做
任
何
工
作，
也
不
被
邀
參 

加
政
治
局
開
會
。
許
多
人
生怕
跟
他
有
任
何
接
觸。
毛
澤
東
後
來
終
日
閉
門
不
出，
寧
可
和
家
人
在
一
起。
多
年
之
後
， 

他
回
憶
說
：
「我
這
個
菩
薩，
過
去
還
靈
，
後
頭
就
不
靈
了
。
他
們
把
我
這
個
木
菩
薩
浸
到
糞
坑
裡，
再
拿
出
來
，搞
得 

臭
得很
。
那
時
候
，
不
但
一
個
人
也
不
上
門，
連
一
個
鬼
也
不
上
門。
我
的
任
務
是
吃
飯、
睡
覺
和
拉
屎
。
還
好
，
我
的 

腦
袋
沒
有
被砍
掉
。
」
46

但
是很
意
外
的
是，
他
們
沒
有碰
毛
澤
民
和
他
太
太
錢
希
鈞。
天
性沉
默
寡
言，
可
是
實
事
求
是
又
有
自
信
的
毛
澤 

民
在
政
府
任
職
。
從
一
九
三
二
年
三
月
起，
他
擔
任
國
家
人
民
銀
行
行
長。
他
不
介
入
任
何
黨
內
爭吵
。
錢
希
鈞
也
在
政 

府
機
關
黨
委
擔
任
副
書
記。
當
然
，
毛
澤
民
內
心
裡
同
情
兩
個
兄
弟，
但
是
他
無
能為
力。

朱
德
、
周
恩
來
和
王
稼
祥
遠
離
葉
坪，
在
前
線
作
戰
。
從
一
九
三
三
年
二
月
底
起，
紅
軍
又
和
蔣
介
石
部
隊
發
生
激 

烈
作
戰
。
在
一
個
月
的
戰
事
中，
紅
軍
擊
退
國
民
黨
由
軍
政
部
長
何
應
欽
統
率
的
第
四
次
圍
剿
作
戰。
這
次
南
京
政
府
投 

入
五
十
萬
大
軍
對
付
共產
黨，
情
勢
十
分
嚴
峻
。
朱
德
、
周
恩
來
和
王
稼
祥
只
有
一
次
機
會
擊
敗
敵
軍，
也
就
是
採
用
毛 

澤
東
「誘
敵
深
入
」
的
舊
戰
術
。
「敵
進
我
退
.，敵
駐
我
擾
•，敵
疲
我
打
.，敵
退
我
追
。」
這
個
神
奇
招
數
奏
效
。
三
月 

底
，
第
四
次
剿
共
作
戰
失
敗。
但
是
周
恩
來
和
朱
德
仍
留
在
部
隊
裡，
王
稼
祥
於
五
月
初
回
到
瑞
金，
可
是
毛
澤
東
無
法 

和
他
談
話
。
四
月
底
，
王
稼
祥
腹
部
被
彈
片
打
到，
負
了
重
傷
，
而
傷
口尚
未
復
原。
他
必
須
住
在
醫
院
裡，
由
於
彈
片 

在
身
體
裡
流
動，
他
痛
苦
得
不
得
了，
必
須
借
助
鴉
片
止
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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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九
三
三
年
秋
天，
共產
國
際
遠
東
局
的
德
國
共產
黨
員
奧
托
.
布
勞
恩(otto Braun 
,
中
國
化
名為
李
德
)
來 

到
中
央
蘇
區
。
他
和
尤
爾
特很
像，
甚
至
和
這
位
共產
國
際
執
委
會
代
表
一
樣
嗜
酒
如
命。
他
長
得
像
博
古，
個
子
高
， 

骨
瘦
如
柴
，
戴
著
圓框
眼
鏡，
但
是
他
頭
髮
淺
色、
眼
珠
藍
色
。
他
有
老
派
德
國
陸
軍
士
官
長
的
氣
息，
不
能
容
忍
不
同 

意
見
，
非
常
有
自
信
又
傲
慢。
他
自
認為
在
紅
軍
戰
略
和
戰
術
問
題
是
權
威，
其
實
他
來
瑞
金
只
是
擔
任
中
共
中
央
軍
事 

顧
問
。李

德
其
實
還
是
蘇
聯
參
謀
本
部
第
四
部
(情
報
部
)
特
務
。
他
的
到
來並
沒
給
毛
澤
東
帶
來
好
運，
因為
他
這
個
游 

擊
隊
領
袖
和
中
共
中
央、
共產
國
際
彼
此
之
間
出
現
根
本
矛
盾
的，
正
是
軍
事
戰
術
。
李
德
一
九
三
二
年
秋
天
抵
達
上
海 

時
，
已
經
評估
過
毛
澤
東
的
「機
會
主
義
」
觀
點
。
李
德
與
博
古
已
經
建
立
交
情，
而
博
古
也
灌
輸
這
個
德
國佬
對
毛
澤 

東
的
惡
感
。
因
此
李
德
成為
毛
澤
東
的
對
手，
也
成為
甚
少
在
瑞
金
出
現
的
朱
德、
周
恩
來
等
「無
骨
脊
的
姑
息
派
」
的 

對
手
。
47
雖
然
李
德
不
是
共產
國
際
的
正
式
代
表
(直
到
一
九
三
四
年
仲
夏，
他
才
具
有
和
尤
爾
特
相
同
的
身
分
)，
但 

是
在
博
古
的
支
持
下
，
他
「僭
奪
了
紅
軍
的
指
揮
權
」。
48

這
是
他
本
人
在
若
干
年
後
向
共產
國
際
領
導
人
懺
悔
他
的 

「罪
愆
」
時
，
對
自
己
行為
的
描
述。
不懂
中
文、
也
不
瞭
解
「紅
軍
在
中
國鬥
爭
的
特
性、
環
境
」，
他
只
和
博
古
及
其 

他
蘇
聯
歸
國
留
學
生
接
觸
來
往，
彼
此
以
俄
語
溝
通
。
李
德
來
中
國
之
前
，
曾
在
莫
斯
科
伏
龍
芝
軍
事
學
院(M

.V. 

Frunze M
ilitary A

cadem
y)

受
訓
四
年
。
專
橫
、
又
嚴
肅
，
他
開
始
對
每
個
問
題
出
主
意，
也
不
問它
是
政
治
性
質、 

或
是
軍
事
性
質
。
李
德
本
人
承
認
：
「其
他
意
見
都
被
壓
下
去，
前
線
指
戰
員
的
倡
議
也
經
常
不
予
理
會。」
他
又
說
： 

「我
非
常
頑
固
和僵
硬
…
…
絲
毫
不
知
自
我
批
評，
就為
我
的
觀
點
和
別
人
爭吵
。
」
49

由
於
軍
隊
指
戰
員
和
地
方
黨
委
書
記沉
默、
但
明
顯
支
持
他
們
的
領
導
人，
博
古
和
李
德
才
沒
能
擊垮
毛
澤
東。儘
 

管
與
中
共
中
央
的
關
係
已
經
減
弱，
莫
斯
科
的
立
場
一
向
最為
重
要。
雖
然
共產
國
際
執
委
會
的
情
勢
相
當
複
雜，
不
是 

所
有
的
首
腦
都
認為
毛
澤
東
是
中
國
共產
黨
最
重
要
的
領
導
人，
可
是它
的
主
要
勢
力並
無
意
推翻
毛
澤
東。
共產
國
際 

東
方
書
記
處
遠
東
局
及
其
書
記
米
夫
一
再
地
提
拔
莫
斯
科
高
等教
育
機
構
的
中
國
畢
業
生
擔
任
中
國
共產
黨
重
要
職
位。 

在
米
夫
協
助
下，
王
明
於
一
九
三
一
年
出
任
中
國
共產
黨
駐
共產
國
際
代
表
團
團
長，
而
博
古
出
任
黨
的
首
腦
。
可
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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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
國
際
其
他
官
員、
蘇
共
中
共
委
員
和
共產
國
際
執
委
會
遠
東
局
明
白
米
夫
的
「雛
鳥
」
缺
乏
實
務
經
驗
。
某
些
官
員 

倚
重
共產
國
際
的
老
幹
部
如
周
恩
來、
項
英
和
張
國
燾。
共產
國
際
執
委
會
內
有
好
幾
個
派
系。
這
些
派
系
在
幕
後鬥
得 

死
去
活
來
。
負
責
監
督
中
國
共產
黨
的
人
員
彼
此
也
不
團
結。
譬
如
，
米
夫
和
東
方
書
記
處
副
處
長
路
德
維
希.
馬
迪
爾 

(Ludw
ig M

acriar)

之
間
就
經
常
起
衝
突。
50
因
此
，
共產
國
際
執
委
會
不
同
派
系
各
自
支
持
他
們
自
己
在
中
國
共產
黨 

的
人
馬
。
我
們
知
道
，
史
達
林
起
初並
不
偏
愛
共產
國
際
執
委
會
或
中
共
領
導
階
層
內
任
何
一
個
派
系。
毛
澤
東
被
提 

升
，
於
一
九
三
〇
年
代
初
期
地
位
增強
，
只
是為
了
牽
制
周
恩
來、
項
英
、
張
國
燾
、
王
明
、
博
古
和
張
聞
天。

一
直
要
到
一
九
三
〇
年
代
中
期
，
史
達
林
才
決
定
性
地
厚
愛
毛
澤
東。
一
九
三
四
年
一
月
中
旬，
在
莫
斯
科
堅
持 

下
，
毛
澤
東
在
中
共
中
央
全
會
上
由
政
治
局
候
補
委
員
晉
升為
委
員。
,11
這
次
全
會
在
瑞
金舉
行，
但
毛
澤
東
拒絕
出 

席
，
照
舊
以
生
病為
託
辭
(博
古
尖
酸
地
向
李
德
說，
毛
澤
東
三
不
五
時
就
會
得
「外
交
病
」
)。
中
共
中
央
局
一
直
不 

遺
餘
力
要
破
壞
毛
澤
東
的
權
力。
按
照
正
常
程
序，
毛
澤
東
應
該
以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會
和
人
民
委
員
會
主
席
的
身
分，
向 

中
央
全
會
提
出
〈中
國
蘇
維
埃
運
動
與它
的
任
務
〉
的
報
告
，
但
是
中
共
中
央
局
決
定
讓
黨
內
第
二
號
人
物
張
聞
天
做
報 

告
；
博
古
這
一
派
人
馬
提
名
張
聞
天，
取
代
毛
澤
東，
出
任
人
民
委
員
會
主
席。S

毛
澤
東
因
此
才
請
病
假、
不
出
席
。 

全
會
選
出
政
治
局
常
委
七
人
：
博
古
(內
定
出
任
總
書
記
)、
張
聞
天
、
周
恩
來
、
陳
雲
、
張
國
燾
、
王
明
和
項
英
。

一
月
底，
中
華
蘇
維
埃
第
二
次
全
國
代
表
大
會
正
式
召
開。
六
百
九
十
三
位
代
表
和
八
十
三
位
候
補
代
表
通
過
了
黨 

的
所
有
決
議
案，
也
重
新
推
選
毛
澤
東
連
任
現
在
已
無
意
義
的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會
主
席。
M緊
接
著
代
表
大
會
之
後，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會
召
開
第
一
次
會
議，
張
聞
天
取
代
毛
澤
東
出
任
中
華
蘇
維
埃
共
和
國
人
民
委
員
會
主
席
(現
在
改
名為
中 

央
人
民
政
府
人
民
委
員
會
)。
54
令
人
驚
訝
的
是
，
毛
澤
東
被
換
下
來
，
莫
斯
科
事
先並
不
知
情，
這
是很
獨
特
的
現 

象
。
M毛
澤
東並
不
知
道
這
一
點，
因
此
感
到
相
當
苦
惱。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會
散
會
後，
他
又
「請
病
假
」、
停
止
工
作
。
博
古
、
李
德
及
他
們
的
支
持
者
反
而
更
加
高
興。
一 

九
三
四
年
初
春，
他
們
向
尤
爾
特
報
告，
毛
澤
東
又
病
了
。
他
遂
通
報
共產
國
際
執
委
會
書
記
約
瑟
夫.
派
特
尼
斯
基
和 

王
明
：
「毛
澤
東
病
了很
久，
要
求
被
送
到
莫
斯
科
去。你
們
是
否
認為
可
以
派
他為
代
表
出
席
大
會
(共產
國
際
計
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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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一
九
三
五
年
七
至
八
月
在
莫
斯
科
召
開
第
七
屆
代
表
大
會
)
？
依
據你
的
代
表
〔尤
爾
特
〕
和
〔中
共
中
央
〕
上
海
局 

的
看
法
，很
難
保
證
他
此
行
的
安
全。
而
且
，
我
們
需
要
考
慮
政
治
後
果
。
」

56

共產
國
際
執
委
會
當
然
曉
得
把
毛
澤
東
送
到
莫
斯
科
是
博
古
的
點
子，
他
需
要
有
個
藉
口
除
掉
他
這
個
難
以
駕
馭、 

又強
而
有
力
的
政
敵。
四
月
初
，
共產
國
際
執
委
會
政
治
秘
書
處
政
治
委
員
會
通
過
下
述
決
議
：

他
〔毛
澤
東
〕
到
莫
斯
科
來
，並
不
合
適
。必
須
盡
一
切
努
力
在
中
國
蘇
區為
他
治
病
。唯
有
在
證
明絕
對
不
可
能

在
中
國
蘇
區為
他
治
療
下
，
他
才
能
來
蘇
聯
.
.
.
.
〔我
們
〕
反
對
毛
澤
東
成
行
，
因為
我
們
不
希
望
他
冒
險
旅
行
。

不
論
花
費
多
大
，絕
對
必
須
安
排
他
在
蘇
區
診
治
。唯
有
在
當
地
完
全
無
法
治
療
他
、而
且
病
情
會
有
致
命
危
險 

下
，
我
們
才
會
同
意
他
到
莫
斯
科
來
。
57

博
古
還
想
反
對
。
一
九
三
四
年
六
月，
中
華
蘇
維
埃
共
和
國
農
業
部
長
高
自
立
來
到
莫
斯
科，
奉
博
古
之
命，
高
自 

立
又
提
起
毛
澤
東
的
問
題。
他
替
博
古
帶
話
給
王
明
：
毛
澤
東
「大
事
有
錯
，
小
事
沒
有
錯
的
」。
％

然
而
，
正
好
就
是
這
個
時
候，
莫
斯
科
開
始
宣
傳
毛
澤
東
的
英
雄
形
象。
一
九
三
四
年
俄
文
的
《共產
國
際
》
和 

《海
外
》
(
z
o
m
ĝ
os
)

雜
誌
，
登
出
毛
澤
東
在
中
華
蘇
維
埃
第
二
次
全
國
代
表
大
會
上
所
做
的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會
和
人 

民
委
員
會
工
作
報
告
。
毛
澤
東
的
報
告
同
時另
以
俄
文、
中
文
對
照
發
行
五
千份
小
冊
子。K

後
來
-
一
九
三
四
年
十
一 

月
，
《海
外
》
雜
誌
在
〈當
代
人
物
剪
影
〉
欄
，
由
喬
治
•鮑
里
索
維
奇
•厄
倫
堡(G

eorgiiB
orisovichE

hrenburg)

執 

筆
，
首
次
介
紹
毛
澤
東
。
在
此
之
前
，
蘇
聯
境
內
只
在
一
九
三
◦
年
二
月
有
過
一
篇
文
章
向
讀
者
介
紹
毛
澤
東，
那
是 

《真
理
報
》
(P
2v?x,
a
)駐
華
記
者
阿
歷
克
西
.
伊
凡
諾
夫(A

lexei Ivan
ov)

以
筆
名
「伊
文
」(Ivin

)

發
出
的
通
訊， 

不
過
，
這
篇
報
導
中，
毛
澤
東
一
直
與
朱
德並
列
。
60

中
國
共產
黨
駐
共產
國
際
代
表
團
首
腦
王
明
和
康
生
明
白
風
向，
於
一
九
三
四
年
九
月
建
議
中
共
中
央
「效
法
朱
德 

和
毛
澤
東，
到
游
擊
隊
直
接
工
作
」
。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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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是
博
古
和
李
德
還
是
持
續
反
對。
毛
澤
東
在
軍
事
或
黨
務
上
仍
沒
有
投
票
權。
衝
突
更
盛
。
甚
且
，
中
央
蘇
區
的 

軍
事
戰
略
地
位
大
大
惡
化。
一
九
三
四
年
十
月，
最
近
改
名為
中
央
紅
軍
的
紅
一
方
面
軍，
慘
敗
於
蔣
介
石
部
隊
之
手。

中
央
蘇
區
的
共產
黨
已
經
努
力
了
一
年，
力
抗
國
民
黨
的
進
剿。
第
五
次
剿
匪
作
戰
始
於
一
九
三
三
年
九
月
底，即
 

李
德
抵
達
蘇
區
之
前
兩、
三
個
星
期
。
蔣
介
石
親
自
統
率
百
萬
大
軍
投
入
剿
滅
「赤
匪
」
作
戰
。
他
的
德
國
顧
問
設
計
出 

一
套
消
滅
中
華
蘇
維
埃
共
和
國
的
計
劃，
沿
著
赤
區
邊
界
建
立
數
千
個
石碉
堡，
彼
此
相
距
兩、
三
公
里
。
蔣
介
石
決
心 

一舉
殲
滅
中
國
共產
黨，
現
在
正
小
心
翼
翼
。
他
的
部
隊
以
每
天
僅
只
一
點
五
公
里
的
速
率，
慢
慢
推
進
，
深
入
「赤 

區
」，
每
一
道
新
防
線
都
要
鞏
固
成
效，
收
緊
包
圍
圈
。
蔣
介
石
屬
下
一
名
將
領
形
容
這
套
戰
術
是
「竭
澤
而
漁
」。
蔣 

介
石
不
僅
運
用
軍
事
手
段，
也
發
揮
政
治
作
戰，
而
且
特
別
重
視
後
者，
號
稱
是
「三
分
軍
事、
七
分
政
治
」。
在
所
有 

新
光
復
的
地
區，
他
重
新
恢
復
傳
統
的
農
村
保
甲
制
度，
也
重
新
組
建
地
方
農
民
自
衛
隊。
他
又
懸
賞
巨
額獎
金
捉
拿
共 

產

黨
首
領
。
譬
如
，
毛
澤
東
的
首
級
就值
二
十
五
萬
元。
甚
且
，
在
蔣
介
石
親
自
宣
導
下，
一
九
三
四
年
在
全
國
推
出 

「新
生
活
運
動
」，
努
力
恢
復
儒
家
禮
儀
和
道
德
。s

這
些
措
施產
生
結
果
。
紅
軍
連
吃
敗
仗
。
由
於
李
德
得
到
博
古
的
支
持，
堅
持
毫
無
道
理
的
陣
地
戰
戰
術，
高
唱 

「寸
土
不
讓
」
的
口
號
，
情
勢
益
加
惡
化
。
他
無
法
理
解
中
國
的
條
件
與
俄
國
的
條
件
截
然
不
同。
李
德
在
伏
龍
芝
軍
事 

學
院
學
到
的
是
如
何
計
劃
攻
勢
作
戰，
這
個
經
驗
灌
輸
給
他
對
閃
電
攻
擊
神
奇
力
量
的
信
心。
他
一
再
把
紅
軍
部
隊
投
入 

對
抗
深
溝
高
壘
的
敵
軍
陣
地，
投
入
機
關
槍
火
網
之
下，卻

一
事
無
成。
毛
澤
東
已
經
失
去
權
位，
無
能為
力
。
毛
澤
東 

沒
在
任
何
軍
校
念
過
書，
但
是
從
嚴
酷
的
游
擊
戰
學
府
畢
業，
他很
清
楚
李
德
犯
了
大
錯。
日
後
他
說
：
「只
要
我
們
缺 

乏
優
勢
部
隊
實
力
或
彈
藥
儲
備，
而
且
在
每
個
蘇
區
只
有
一
支
紅
軍
從
事
所
有
的
作
戰，
陣
地
戰
對
我
們
來
講
根
本
無 

益
。
對
我
們
來
講，
陣
地
戰
是
攻、
守
兩
不
宜
。」S
博
古
和
李
德
當
時
根
本
聽
不
進
他
這
一
套。

最
後
，
到
了
一
九
三
四
年
初
夏，
情
勢
已
變
得
毫
無
希
望。
尤
爾
特
寫
說
：
「由
於
持
續
作
戰
及
戰
利
品
不
足
之 

故
，
我
們
的
軍
事
補
給
大
幅
下
降。
我
們
的
損
失
極
大
。
逃
兵
日
益
增
加
。」
五
月
間
，
中
央
書
記
處
決
議，
開
始
準
備 

將
紅
軍
主
力
撤
出
中
央
蘇
區。它
拍
發
緊
急
電
報
給
莫
斯
科
：
「現
在
只
能
堅
守
中
華
蘇
維
埃
到
最
後
關
頭，
同
時
準
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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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
主
力
部
隊
往
不
同
方
向
重
新
部
署。」
64
後
面
又
一
個
電
報，
請
求
援
助
一
百
萬
墨
西
哥
銀
元，
以
便
採
購
藥
品
及
制 

服
。S

博
古
、
張
聞
天
和
周
恩
來
組
成
三
人
團，
指
揮
作
業
，
66
但
是
根
據
李
德
的
回
憶
錄，
其
實
所
有
的
根
本
問
題
都 

是
由
博
古、
周
恩
來
和
他
李
德
三
人
在
「私
下
談
話
中
」
解
決
。£

六
月
八
日
，
共產
國
際
執
委
會
政
治
秘
書
處
政
治
委
員
會
核
准
博
古
和
中
共
其
他
領
導
人
的
一
項
計
劃，並
向
尤
爾 

特強

調
，
紅
軍
主
力
調
離
中
央
蘇
區
應
該
是
「暫
時
措
施
」，
也
是
基
於
「保
持
主
要
力
量
不
受
攻
擊
」
的
考
量
。
「中 

國
同
志
」
沒
有
拿
到
一
百
萬
墨
西
哥
銀
元，
只
拿
到
二
十
萬
盧
布
——

相
當
於
十
五
萬
墨
西
哥
銀
元
左
右。
68

毛
澤
東
對
這
一
切
渾
然
不
知。
三
人
團
對
他
守
口
如瓶
，絕
口
不
談
撤
退
計
劃。即
使
周
恩
來
已
和
毛
澤
東
有
好
交 

情
，
也
三
緘
其
口
。
周
恩
來
一
向
觀
風
向
辦
事，
這
段
期
間
他
曉
得
風
向
不
利
於
毛
澤
東。
一
直
要
到
十
月
初，
也
就
是 

從
瑞
金
撤
退
前
不
久，
三
人
小
組
才
認為
必
須
照
會
毛
澤
東
一
聲。
毛
澤
東
此
時
在
「赤
都
」
瑞
金
以
西
約
一
百
公
里
的 

雩
都
，
與
紅
一
軍
部
隊
在
一
起。
他
從
九
月
底
就
得
了瘧
疾，
身
體
狀
況
不
佳
。
疾
病
的
確
擊
倒
他，
他
滿臉
樵
悴
。

三
人
團
同
時
告
訴
他
中
央
的
決
定
(同
樣
未
經
他
參
與
就
做
出
決
定
)
是
，
允
許
三
十
名
婦
女
——

黨
高
層
領
導
人 

的
妻
室
——
跟
著
部
隊
一
起
撤
退
(除
了她
們
之
外，另
有
二
十
名
婦
女
獲
准
一
起
走，她
們
大
都
是
護
士
及
其
他
服
務 

人
員
)。
69
賀
子
珍很
高
興，她
也
在
三
十
人
之
列，
被
編
入
衛
生
部
幹
部
休
養
連。
但
是
毛
澤
東
和
賀
子
珍
必
須丟
下 

他
們
兩
歲
的
兒
子
「小
毛
毛
」
岸
紅
。
三
人
團
對
這
一
點
十
分
堅
決
：
不
准
帶
任
何
小
孩
走。

毛
澤
東趕
快
派
專
差
將
這
一
切
通
知
他
太
太
；
當
時她
和
兒
子
住
在
瑞
金
西
南
方
約
二
十
公
里
的
雲
石
山
山
上
一
座 

古
寺
裡
。她
在
一
九
三
四
年
七
月
和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會
及
人
民
委
員
會
的
官
員
遷
到
此
處，躲
避
敵
機
攻
擊
。
毛
澤
東
建 

議
賀
子
珍
把嬰
兒
託
付
給
已
經
親
如
一
家
人
的奶
媽
，
但
是奶
媽
住
在
遙
遠
的鄉
下，
賀
子
珍
沒
有
時
間
把
孩
子
交
給 

她
。
賀
子
珍
和
妹
妹
賀
怡
商
量。
賀
怡
和她
先
生、即
毛
澤
東
的
小
弟
毛
澤
覃，
以
及
賀
家
兩
老，並
不
打
算
加
入
撤
退 

行
列
。她
和
毛
澤
覃，
與
其
他
許
多
黨、
軍
幹
部
一
樣，
留
在
根
據
地，
由
項
英
、
陳
毅
領
導
，
繼
續
活
動
。
毛
澤
覃
奉 

派
指
揮
一
個
獨
立
師。

賀
子
珍
拜
託
妹
妹
負
責為
岸
紅
妥
善
安
排。
賀
怡
欣
然
同
意。她
請
姐
姐
放
心
：
「走吧
，
什麼
都
不
用
擔
心。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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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照
顧
我
們
的爸
爸
、媽
媽
，
以
及
我
的
侄
子
。」
兩
人
說
好，
賀
怡
會
盡
快
把
小
孩
送
交
給奶
媽
。
但
是
，
賀
子
珍
和 

毛
澤
東
從
此
之
後
再
也
沒
見
過
他
們
的
兒
子。
幾
天
後
，
紅
軍
主
力
開
始
了
從
中
央
蘇
區
往
西
撤
退
的
長
征。
十
月
二
十 

五
日
，
紅
軍
突
破
第
一
道
包
圍
圈，
進
入
湖
南
南
部。
此
時
，
賀
怡
已
把
岸
紅
交
給
住
在鄉
下
的奶
媽
。
賀
怡
本
身
和
父 

母
一
度
住
在
某
些
紅
軍
戰
士
的
家
裡。她
已
經
又
懷
孕，
因
此
沒
有
冒
險
和
先
生
一
起
進
入
山
區
打
游
擊。
過
後
不
久
， 

毛
澤
覃
擔
心
侄
子
的
安
危，
決
定
做
些
更
加
可靠
的
安
排。
在
他
秘
密
指
示
下，
岸
紅
又
交
給
住
在
瑞
金
他
手
下
一
個
衛 

士
的
家
人
撫
養
。
但
是
幾
個
月
後，即
一
九
三
五
年
四
月
-
毛
澤
覃
遭
到
伏
襲、
戰
死
。
他
帶
著
岸
紅
住
在哪
裡
的
秘
密 

進
入
墳
墓
。

革
命
勝
利
之
後，即
一
九
四
九
年
秋
天，
賀
子
珍
、
賀
怡
偕
同她
們
哥
哥
賀
敏
學，
努
力
尋找
岸
紅，
不
果
。
賀
怡 

一
直
覺
得
愧疚
、
對
不
起
姐
姐，
有
一
次
特
別
南
下
尋找
。
但
是
，
非
常
神
秘
的
巧
合，她
坐
的
吉
普
車
就
在
毛
澤
覃
遇 

襲
身
亡
的
地
方翻
車，
賀
怡
也
死
了
！
70



2 9 7 第 十 九 章 長 征

第
十
九
章

長
征十

一
月
初
，
紅
軍
部
隊
突
破
第
二
道
圍
堵
線
後，
進
入
湖
南
東
南
部。
他
們
部眾
八
萬
六
千
多
人，
編為
五
個
軍
團 

(第
一
、
第
三
、
第
五
、
第
八
和
第
九
)，
以
及
兩
個
野
戰
縱
隊
——

軍
委
縱
隊
(秘
密
代
號
「紅
星
」)
和
負
責
運
輸
的 

中
央
縱
隊
(秘
密
代
號
「紅
章
」
)。
第
一
縱
隊
「紅
星
」
包
括
中
央
革
命
軍
事
委
員
會
成
員
及
毛
澤
東
等
人。
第
二
縱 

隊
「紅
章
」
則
由
中
央
委
員
會、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會
委
員，
以
及
人
民
委
員
會
幕
僚
人
員
及
各
種
服
務
人
員，
如
衛
生
連 

等
組
成
•，衛
生
連
中
有
位
護
士，
我
們
已
經
知
道，她
名
叫
賀
子
珍
。
和
第
二
縱
隊
一
起
走
的
是
「預
備
隊
」，
完
全
由 

無
業
農
民
組
成，
他
們
以
一
天
半
元
被
雇
來
當
挑伕
。
用
李
德
的
話
說，
這
些
人
「運
送
數
百捆
宣
傳
單、
銀
塊
箱
子
和 

軍
火
機
械
…
…
預
備
隊
人
員
沒
有
武
裝，
因為
他
們
拿
的
長
矛、
利
劍
和
匕
首，
根
本
稱
不
上
武
器
」
。
I戰鬥
員
與
非 

戰鬥
員
的
比
率
約為
三
比
一。
就
全
體
部
隊
而
言，
共
有
四
萬
支
長
槍
以
及
一
千
多
挺
輕、
重
機
關
槍
。
他
們
還
有
幾
門 

重
砲
，
但很
快
就丟
了，
因為
它
們
阻滞
行
軍
進
展，
何
況
也
沒
了
砲
彈
。
所
有
的
士
兵攜
帶
的
米、
鹽
和
口
糧
配
給
只 

夠
兩
個
星
期
。
？

行
軍
的
最
終
目
標
還
未
決
定。
他
們
突
破
圍
堵
線
後，
以為
一
切
自
會
明
朗。
自
從
一
九
三
四
年
十
月
初
上
海
局
崩 

潰
後
，它
們
就
和
共產
國
際
執
委
會
失
去
無
線
電
聯
絡。
國
民
黨查
獲
上
海
局
書
記
地
下
公
寓
之
後，
警
方
沒
收
了
無
線 

電
台
這
個
共產
國
際
遠
東
局
和
共產
國
際
執
委
會
唯
一
的
通
訊
管
道。
；它
們
也
和
其
他
蘇
區
失
去
聯
絡。
中
共
中
央
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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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
的
消
息
是
，
紅
軍
第
二、
第
六
方
面
軍
在
賀
龍
統
率
下，
於
湖
南
、
湖
北
和
四
川
的
交
界
處
活
動。
中
共
中
央
派
到
這 

支
部
隊
的
書
記
是
任
弼
時，
於
一
九
三
三
年
五
月
奉
派
到
賀
龍
軍
中。
他
們
斷
斷
續
續
也
聽
到
張
國
燾
率
領
的
游
擊
隊， 

所
謂
的
紅
四
方
面
軍
的
消
息，它
在
一
九
三
二
年
十
月
遭
蔣
介
石
擊
敗
後，
退
到
四
川
西
北
部
去。
但
是
沒
有
人
曉
得
實 

情
是
否
如
此
。
只
有
一
件
事
多
多
少
少很
清
楚
：
大
軍
必
須
往
西
走，
走
向
廣
西、
湖
南
、
貴
州
三
省
交
界
地。
據
李
德 

的
記
載
，
情
資
顯
示
，
此
地
「沒
有
敵
軍碉
堡
」。
*仔
細
評估
過
的
路
線
穿
過
客
家
人
密
集
居
住
的
地
區，
5他
們很
自 

然
地
歡
迎
紅
軍
以
解
放
者
之
姿
出
現。
他
們
的
支
持
使
得
紅
軍
可
以
克
服
障礙
，
於
十
二
月
間
抵
達
貴
州。
國
民
黨
軍
隊 

也
不
冒
險
攻
擊
紅
軍
主
力，
因為
他
們
擔
心
會
激
怒
客
家
人
起
來
反
抗.，客
家
人
有
他
們
自
己
的
宗
族
規
矩，並
不
承
認 

國
民
黨
當
局
。

儘
管
他
們
成
功
地
突
破
好
幾
道
敵
軍碉
堡
防
線，
也
相
當
安
全
地
完
成
了
所
謂
第
一
階
段
的
「長
征
」，
但
部
隊
其 

實
士
氣
消沉
。
許
多
官
兵
牢
騷
滿
腹，
而
行
軍
的
艱
困
加
劇
了
他
們
的
不
滿。
每
天
逃
兵
和
脫
隊
者
人
數
往
上
增
加。
持 

續
前
進
的
人，
其
實
也
到
了強
弩
之
末。
這
替
毛
澤
東
製
造
了
獨
特
機
會，
得
以
恢
復
大
權
。
利
用
這
股
情緒
，
加
上
適 

當
的
導
引，
他
可
以
向
博
古
展
開
復
仇。
他
必
須
大
膽
賭
下
去，
設
法
挑
撥
當
家
的
三
人
團
失
和，並
且
讓
博
古、
李
德 

和
政
治
局
其
他
成
員
相
互為
敵。
他
必
須
果
敢
行
動，
但
不
能
有強
烈
的
自
我
意
識。

毛
澤
東
的
手
法
出
神
入
化。
紅
軍
抵
達
貴
州
時，
他
已
經
爭
取
過
來
黨
的
大
多
數
領
導
人。
幾
乎
所
有
的
軍
隊
指
戰 

員
都
站
在
他
這
邊。
最
重
要
的
是
，
他
和
張
聞
天
——

博
古
的
親
密
戰
友
和
忠
實
朋
友
——

締
結
秘
密
同
盟
。
毛
澤
東
和 

張
聞
天
一
九
二
〇
年
代
初
期
結
識
於
上
海，
當
時
大
家
都
喊
他
張
聞
天
而
非
他
日
後
的
化
名
洛
甫。
張
聞
天
是
一
個
有
才 

華
的青
年
記
者、
小
說
家
，
曾
經
遊
學
中
國、
日
本
和
美
國，研
習
西
洋
文
學
及
物
理、
數
學
，
也
精
通
社
會
科
學。
他 

比
毛
澤
東
小
七
歲、
比
博
古
大
七
歲，
恰
好
代
表
共產
主
義
運
動
發
展
的
兩
個
時
代。
他
和
後
來
創
建
中
國
共產
黨
的
一 

些
人
都
參
與
了
五
四
運
動，
然
後
又
與
「米
夫
的
雛
鳥
」
一
起
於
一
九
二
五
年
至
一
九
三
◦
年
期
間
，
在
莫
斯
科
中
國
勞 

動
者
共產
主
義
大
學
學
習。
他
和
博
古
、
李
德
一
樣
又
高
又
瘦，
和
他
們
不
同
的
是，
他
相
當
機
智、
圓
融
。
在
他
眼
鏡 

的
厚
鏡
片
底
下，
別
人
可
以
看
到
一
個
知
識
分
子
聰
慧
的
眼
珠
子
。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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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
澤
東
在
長
征
開
始
之
前
幾
個
月，
就
在
中
央
蘇
區
開
始
對
張
聞
天
下
工
夫。
軍
事
情
勢
惡
化
之
下，
毛
澤
東
注
意 

到
張
聞
天
變
得
愈
來
愈
緊
張，
三
不
五
時
會
表
露
出
不
滿
李
德
和
博
古
的
獨
裁
作
風。
毛
澤
東
決
定
要
善
加
利
用。
有一 

天
張
聞
天
做
了
不
速
之
客，
突
然
前
來
拜
訪
毛
澤
東，
「請教
」
軍
事
事
務
。
兩
人
闢
室
密
談
一
番。
會
後
，
毛
澤
東
若 

有
機
會
出
席
政
治
局
會
議，
就
刻
意
吹
捧
張
聞
天。
同
一
時
期
，
張
聞
天
和
博
古
的
爭
執
日
益
上
升。
到
了
四
月
底，
紅 

軍
最
近
大
敗
之
後，
張
聞
天
批
評
博
古，掀
起
重
大
風
波。
李
德
支
持
博
古，
王
稼
祥
雖
然
仍
住
院
養
病，卻
持
續
注
意 

中
央
蘇
區
的
軍
事
行
動
發
展，
他
支
持
張
聞
天。
？

撤
退即
將
開
始
時，
毛
澤
東
、
張
聞
天
和
王
稼
祥
彼
此
之
間
的
關
係
已
經
水
乳
交
融，
毛
澤
東
建
議
他
們
三
人
應
該 

編
入
同
一
個
縱
隊，
這
位
新
朋
友
欣
然
同
意。
8毛
澤
東
這
下
子
把
局
勢
整
個扭
轉
過
來。
用
李
德
的
話
說
，
到
了
第
一 

階
段
長
征
告
一
段
落
時，
在
毛
澤
東
的
影
響
下，
「陰
謀
者
」
已
構
成
「發
動顛
覆鬥
爭
以
接
管
黨、
軍
領
導
權
的
派
系 

之
…
…
政
治
領
導
人
」。
？他
們
三
個
人
都拚
命
爭
取
軍
隊
指
戰
員
和
黨
領
導
成
員
的
支
持。
王
稼
祥
也
不
知
是
因為
腹 

部
受
傷
疼
痛、
還
是
其
他
什麼
原
因，
一
向
處
於
非
常
急
躁、
易
怒
的
狀
態，
在
這
方
面
特
別
積
極
。
>°
這
時
候
，
周
恩 

來
仍
站
在
博
古
那
一
邊
-
但
他
已
經
不
可靠
。
毛
澤
東
毫
不
懷
疑，
這
個
柔
軟、
謹慎
的傢
伙
會
向強
者靠
攏
。

毛
澤
東
一
點
都
沒
看
錯。
在
黎
平
，即
紅
軍
在
貴
州
攻
下
的
第
一
個
城鎮
，
政
治
局
召
開
會
議，
張
聞
天
、
毛
澤
東 

和
王
稼
祥
在
會
中
要
求
博
古
立即
召
開
領
導
人
全
會，
檢
討
對
付
國
民
黨
第
五
次
圍
剿
作
戰
的
成
敗，
周
恩
來
表
態
支
持 

他
們
。
博
古
只
得
同
意，
但
是
他
心
知肚
明
會
議
將
衝
著
他
和
李
德
發
難。

接
下
來
三
星
期，
紅
軍
在
貴
州
往
北
朝
全
省
第
二
大
商
業
中
心
遵
義
推
進
之
同
時，
兩
派
也為
此
一
決
定
性
的
政
治 

鬥
爭
做
準
備
。
雙
方
決
定
在
遵
義
開
會。
情
資
報
告
指
出，
不
難
拿
下
遵
義。
紅
軍
士
兵
可
以
稍
微
休
息，
同
時
領
導
人 

則
可
以
解
決
黨
內
紛
爭。

遵
義
在
一
九
三
五
年
一
月
七
日，
星
期
一，
一
個
下
雨
天
的
早
上
攻
陷。
紅
軍
士
兵
又
倦、
又
濕
，
且
因
長
久
行
軍 

飢
腸轆
轆
，很
高
興
能
得
到
食
物，
也
有
屋
舍
可
住
。
他
們
那
兩
個
星
期
分
量
的
口
糧
早
已
吃
完，
而
村
子
裡
的
客
家
人 

連
自
己
都
不夠
吃。
貧
窮
的
貴
州
位
於
山
巒
起
伏、
雨
水豐
富
的
地
區，
不
適
合
農
業
耕
作，
農
村
人
民
大
都
貧
困
。
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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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
形
容
貴
州
是
「天
無
三
日
晴、
地
無
三
里
平、
人
無
三
文
錢
」。
經
過
二
千
五
百
公
里
長
途
跋
涉
後，
士
兵
只
盼
望
能 

安
靜
地
過
幾
天温
暖
的
日
子。
一
月
九
日，
毛
澤
東
、
博
古
和
其
他
黨、
軍
首
腦
進
入
遵
義。
毛
澤
東
、
張
聞
天
和
王
稼 

祥
住
在
附
近
一
戶
原
來
屬
於
黔
軍
某
師
長
的
大
宅
子
。
紅
軍
士
兵
在
小
餐
館
狼吞
虎
嚥
四
川
辣
泡
菜、涮
肉
和
紅
辣
椒 

時
，
三
個
「陰
謀
者
」
忙
著為
即
將
召
開
的
會
議
制
定
戰
略。
博
古
也
積
極
準
備。
凱豐
是
少
許
僅
剩
的
忠
心
分
子，
他 

應
博
古
之
請，
與
紅
軍
重
要
的
政
委聶
榮
溱
進
行
多
次
「開
導
」
談
話
，
但
是聶
榮
臻
斷
然
拒絕
支
持
博
古
。
U

一
切
的
事
在
會
前
已
經
決
定。
博
古
和
李
德腳
底
下
已
經
迅
速
崩塌
。即
使
如
此，
毛
澤
東
還
是
不
敢
掉
以
輕
心， 

仍
與
支
持
者
在
會
議
前
夕
密
商
大
計。
王
稼
祥
信
心
滿
滿
地
表
示
：
「我
們
開
會，
應
該
可
以
把
他
們
統
統
掃
地
出
門。
」
U 

決
定
的
一
天
終
於
到
來。
一
月
十
五
日
一
大
早，
十
九
個
人
在
黔
軍
師
長
柏
輝
章
住
家
二
樓
一
個
小
房
間
開
會
(不 

久
，
又
有
一
人
加
入
開
會
)。
這
些
人
是
和
中
央
紅
軍
一
起
行
軍
的
政
治
局
委
員、
候
補
委
員
，
以
及
幾
位
軍
團
司
令
員 

和
政
委
。
鄧
小
平
在
會
議
前
夕
又
復
職，
擔
任
技
術
性
質
的
中
央
秘
書
長，
他
也
出
席
會
議
。
李
德
及
其
譯
員
也
列
席。 

除
了
李
德
和
他
的
譯
員
外，
大
家
圍
坐
在
一
張
長
方
形
大桌
四
周，桌
上
擺
了
一
盞
舊
煤
氣
燈。
會
議
可
能
開
得很
久， 

因
此
頗
有
可
能
會
用
得
上
煤
氣
燈。
透
過
彩
色玻
璃窗
，
微
弱
的
光
線
照
進
屋
裡。
外
頭
照
常
濕漉
漉
下
著
雨。

會
議
開
始
，
博
古
先
宣
讀
一份
對
抗
第
五
次
圍
剿為
何
失
敗
的
報
告。
周
恩
來
接
著
做
補
充
報
告。
兩
人
都
努
力為
 

他
們
的
行
動
辯
解。
博
古
把
一
切
歸
咎
於
客
觀
因
素，
周
恩
來
則
談
論
主
觀
因
素。
接
下
來
輪
到
張
聞
天
發
言，既
替
毛 

澤
東
、
王
稼
祥
講
話，
也
表
達
他
自
己
的
看
法，
他
痛
批
總
書
記
的
軍
事
和
政
治
路
線。
他
說
完
後，
毛
澤
東
又
滔
滔
不 

絕
講
了
一
整
個
小
時。
用
李
德
的
話
說
：
「和
他
通
常
習
慣
相
反，
他
用
費
心
準
備
的
草
稿
發
言。」
這
一
點
其
實並
不
奇 

怪
.，這
次
會
議
對
他
攸
關
重
大。
完
全摧
毀
博
古
和
周
恩
來
的
論
據
後，
他
指
控
他
們
和
李
德
要為
退
出
中
央
蘇
區
負
起 

主
要
責
任
。
毛
澤
東
指
稱
他
們
起
先
採
取
「純
粹
被
動
的
守
勢
戰
術
」，
然
後
「轉為
陣
地
戰
」，
後
來
又
在
決
定
性
的 

關
鍵
，
「掉
頭
就跑
」。
毛
澤
東
稱
這
種
行為

「形
同
兒戲
」。
他
也
把
他
的
攻
擊
指
向
博
古
和
李
德
的
「領
導
技
巧
」
。
U 

毛
澤
東
話
聲
一
落，
王
稼
祥
已
跳
起
來
全
力
支
持
毛
澤
東
和
張
聞
天。
許
多
人搶
著
要
發
言。
最
後
，
會
議
開
了
三 

整
天
。
李
德
的
軍
事
方
法
和
博
古
的
政
治
領
導，
都
遭
到
朱
德、
彭
德
懷
、聶
榮
臻
和
尤
其
是
林
彪
的
發
言
猛
烈抨
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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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彪
認為
李
德
的
戰
術
「笨

拙
、
愚
蠢
」。
M唯
一
替
博
古
辯
護
的
是
少
共
代
表
凱豐
(也
是
米
夫
的
人
馬
)•，他

端
出
對 

毛
澤
東
的
標
準
指
控，
指
他
根
本
不懂
馬
列
主
義。
毛
澤
東
回
憶
說
：

遵
義
會
議
時
，
凱豐
說
我
打
仗
的
方
法
不
高
明
，
是
照
著
兩
本
書
去
打
的
，
一
本
是
《
三
國
演
義
》，另
一
本
是 

《孫
子
兵
法
》
。其
實
，
打
仗
的
事
，怎
麼

照
書
本
去
打
？
那
時
，
這
兩
本
書
我
只
看
過
一
本
《三
國
演
義
》，另
一 

本
《孫
子
兵
法
》，
當
時
我並
沒
有
看
過
，
那
個
同
志
硬
說
我
看
過
。我
問
他
《孫
子
兵
法
》
共
有
幾
篇
，
第
一
篇 

的
題
目
叫
什麼
？
他
答
不
上
來
。其
實
他
也
沒
有
看
過
。從
那
以
後
，
倒
是
迫
使
我翻
了翻
《孫
子
兵
法
》

。
15

眾
人
發
言
時，
李
德
默
默
坐
在
門
邊，
香
煙
一
根
接
一
根
地
抽。
他
感
到很
不
舒
服，
不
僅
是
因為
他
覺
得
會
議
在 

「指
桑
罵
槐
」，
也
因為
他
本
身瘧
疾
發
作。
博
古
雖
然
沒
生
病，
也
不
比
他
好
受。
他
盡
力
抑
制，
一
再
露
出
神
經
質
的 

微
笑
，
露
出
大
牙
齒，
以
怨
毒
的
眼
神
打
量眾
人。
周
恩
來
當
下
立即
見
風
轉
舵，
二
度
發
言，
完
全
承
認
毛
澤
東
及
其 

支
持
者
的
正
確
。
M但
是
一
再
克
制
著
不
說
話
的
李
德，
「要
求
允
許
他
與
第
一
軍
團
多
點
時
間
相
處
」，
以
便
能夠

「透 

過
在
前
線
的
直
接
經
驗，
讓
他
更
加
認
識
毛
澤
東
如
此
高
度
讚
揚
的
中
國
內
戰
」。
口

整
體
來
講
，
毛
澤
東
這
一
派
大
獲
全
勝。
張
聞
天
起
草
一份
決
議
文，
認
定
博
古
的
報
告
「根
本
不
正
確
」，
中
央 

蘇
區
會丟
失，
主
要
原
因
是
軍
事
領
導
及
戰
術
路
線
錯
誤。它
獲
得
會
議
通
過
。
M

會
議
過
後
，
政
治
局
委
員另
外舉
行
組
織
會
議，
推舉
毛
澤
東
進
入
常
委
會。
他
也
被
任
命為
總
政
委
周
恩
來
的
副 

手
(周
恩
來
已
經
不
再
構
成
他
的
危
險
)。
雖
然
博
古
保
持
原
職，
毛
澤
東
、
張
聞
天
和
王
稼
祥
新
三
人
團
的
影
響
力
現 

在
最
大
。2

組
織
會
議
之
後，
毛
澤
東
心
臟怦
怦
亂
跳
地跑
去
見
賀
子
珍。

她
急
切
地
問
：
「會
議
開
完
了嗎
？你
還
好嗎
？
」

他
笑
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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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切
都
不
錯。
現
在
我
有
權
利
講
話
了。」

多
年
之
後，
他
告
訴
女
兒
李
敏，
他
們
是
如
何
慶
祝
勝
利。

當
天
，妳
媽

等
我
等
了
許
久
。我
回
到
家
，
還
沒
坐
下
，她
就
連
珠
砲
般
問
了
許
多
問
題
。我
想跟
她

開
個
玩
笑
， 

但
是
我
高
興
得
笑
了
出
來
。人
一
高
興
，
就
變
得
愛
說
話
。我
雙
手
放
到
背
後
，
在
屋
子
裡踱
起
方
步
，
不
疾
不
徐 

地
說
：
「會
議
覺
得
像
我
這
樣一

尊
菩
薩
或
許
還
有
用
處
，
因
此
他
們
把
我
拉
出
來
，
要
我
進
中
央
政
治
局
常
委 

會

。這
表
示
他
們
仍
然
尊
重
老
毛
，
認為
他
還
有
用
處
。我
不
配呀
，
我
是
不
配呀
！
我
知
道
他
們
推
我為
中
央
領 

導
，
只
是
補
個
空
缺
。坦
白
說
，
我
不
會
謙
虛
.，
國
家
興
亡
，
匹
夫
有
責呀
！」

妳
媽

凝
神
看
著
我
，
笑
開
了
。當
天晚

上
，
我
們
高
興
極
了
。
20

毛
澤
東
和
女
兒
說
話
時，
省
略
了
一
點
沒
說
.
.她媽
媽
即
將
臨
盆，
而
他
的
權
力鬥
爭，
加
上
長
征
的
辛
苦，
已
經 

傷
害
到她
的
健
康。
賀
子
珍
已
經
疲
憊
至
極。她
的
預產
期
是
一
個
月
之
後，
而
且她
很
清
楚，她
不
能
留
下嬰
兒。
長 

征
還
在
進
行
中，
小
孩
是
不
必
要
的
負
擔。
毛
澤
東
顯
然
沒
想
到
這
一
點。
他
已
經
陶
醉
在
勝
利
中。

賀
子
珍
一
九
三
五
年
二
月
在
貴
州
北
部
一
座
小
村
某
個彝
族
貧
農
家
庭
的
茅
草
屋
生
下
一
個
女嬰
。
在
這
個
地
區， 

就
和
四
川、
雲
南
許
多
邊
區
一
樣，
住
著
許
多
非
漢
人
民
族。
其
中彝
族
人
數
最
多。
他
們
仇
恨
漢
人，
國
民
黨
、
共產
 

黨
都
沒
兩
樣，
因
此
經
常
攻
擊
小
股
紅
軍
士
兵。碰
上
紅
軍
大
部
隊靠
近，
所
有
的彝
人
收
拾
牲
□
、
財產
家
當，躲
進 

森
林
和
山
區
，
只
留
下
空
屋
子
給
紅
軍。
賀
子
珍
就
在
這
樣
的
一
間
茅
草
屋
生
下
孩
子。
女嬰
哭
聲嘹
亮，
但
是
身
心倶
 

疲
的媽
媽
強
忍
著
不
去
看她
。
醫
療
大
隊
長
回
憶
說
：
「把嬰
兒
洗
乾
淨
後，
我
們
把她
用
白
布
包
好。
〔至
於
下
一
步
〕 

我
請教
董
老
。
①
董
老
寫
了
一
張
條
子，
附
上
三
十
元
。
基
本
上它
說
的
是
『大
軍
行
進
，
不
能
帶
著
這
個
新
生嬰
兒。 

我
們
把她
交
給你
養
大，
讓她
做你
的
孫
女
兒，
以
後她
長
大，
可
以
照
顧你
』。」
H把
女嬰
放
進她
剛
誕
生
的
床，
蓋 

上
被
子
，
留
下
字
條
和
錢，
包
括
賀
子
珍
在
內，
大
家
離
開
房
子
。
「鐵
流
」
繼
續
西
流
。
沒
有
時
間
允
許
感
情
氾
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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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個
連
母
親
都
沒
給
取
名
的
女嬰
，
後
來
究
竟
如
何，
沒
人
知
道
。
傳
說
共產
黨
離
開
後，
屋
主
收
養她
，為
她
取 

名
王
秀
珍
，
但
是
三
個
月
後，她
死
於
癌
腫
瘤。
22
沒
人
知
道
這
是
否
事
實。

毛
澤
東
從
來
沒
見
過
他
這
個
新
生
女
兒。
反
正
他
對她
也
毫
無
興
趣。
權
力鬥
爭
還
在
繼
續。
博
古
和
李
德
都
不
肯 

承
認
犯
錯
。
凱豐
也
在
大
鬧
脾
氣。
政
治
局
某
些
委
員即
使
已
接
受
毛
澤
東、
張
聞
天
和
王
稼
祥
新
三
人
團，並
沒
有
積 

極
支
持
他
們
。
因
此
他
們
必
須
一
鼓
作
氣，
奮
勇
向
前
。
毛
澤
東
和
張
聞
天
決
定
放
手
一
搏。

二
月
初
，
政
治
局
常
委
會
開
會，
張
聞
天
突
然
要
求
博
古
把
總
書
記
位
子
讓
給
他。
毛
澤
東
支
持
他
。另
兩
位
出
席 

的
常
委
陳
雲
和
周
恩
來
沒
有
反
對。
博
古
投
降
。
一
個
月
之
後
的
三
月
四
日，
這
位
新
黨
魁
透
過
革
命
軍
事
委
員
會
執
行 

一
項
重
大
決
定.
.
「成
立
特
別
前
敵
司
令
部，
指
派
朱
德
同
志為
前
敵
司
令
員，
毛
澤
東
同
志為
前
敵
政
委。」
23
朱
德 

仍
兼
整
個
中
央
紅
軍
總
司
令，
周
恩
來
仍
是
總
政
委。
次
日
，
以
中
央
革
命
軍
事
委
員
會
的
名
義，
朱
德
、
周
恩
來
和
王 

稼
祥
釐清
情
勢。
只
有
作
戰
單
位
受
前
敵
司
令
部
直
接
節
制，
非
戰鬥
員
將
歸
新
成
立
的
野
戰
司
令
部
領
導。
24

毛
澤
東
終
於
又
實
際
奪
回
他
一
九
三
二
年
十
月
在
寧
都
失
去
的
職
位。
雖
然
他
沒
有
再
次
正
式
成為
總
政
委，
軍
中 

大
部
分
權
力
還
是
落
在
他
這
位
前
敵
政
委
手
中。
站
上
高
峰
，
他
必
須
更
加
戒慎
小
心，
因為
底
下
的
人
可
能
會
嫉妒
。 

掌
握
到
這
一
點
，
毛
澤
東
與
張
聞
天
商
量，
要
成
立另
一
個
軍
事
三
人
小
組
負
責
軍
事
事
務。
他
提
議
以
周
恩
來為
主 

席
，
他
和
王
稼
祥
擔
任
委
員。
M即
令
周
恩
來
是
名
義
上
的
領
導
人，
毛
澤
東
才
是
這
個
小
組
的
決
策
者。
他
統
制
著
部 

隊
，
但
周
恩
來
和
王
稼
祥
也
有
面
子。
這
兩
人
都
被
他
收
服。

同
一
時
期
，
長
征
的
目
標
漸
漸
有
了
焦
點，即
是
與
張
國
燾
在
四
川
西
北
部
的
部
隊
會
師。
毛
澤
東
非
常
興
奮
。
他 

在
二
月
底、
三
月
初
時
又
詩
興
大
發，
賦
詩
以
記
：

①
原
書
註
：
他
就
是
董
必
武，
此
時
擔
任
中
央
黨
務
委
員
會
書
記
兼
高
級
黨
校
校
長
。過
去
-他
曾
經
力
挺
賀
子
珍
的
妹
妹
賀
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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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風
烈
，

長
空
雁
叫
霜
晨
月
。

霜
晨
月
，

馬
蹄
聲
碎
，

哨队
聲
明
。

雄
關
慢
道真
如
鐵
，

而
今
邁
步
從
頭
越
。

從
頭
越
，

蒼
山
如
海
，

殘
陽
如
血
。
26

他
的
部
隊
以
每
天
四
十
至
五
十
公
里
快
速
挺
進，
但
是
目
的
地
仍很
遙
遠。
遵
義
已
經
被毀
、
被
抛
棄
，
早
已丟
在 

後
頭
。
以
一
個
目
擊
者
的
話
來
說，
紅
軍
離
開
前，
「全
城
毫
無
人
煙。」
原
本
興
盛
的
商
業
中
心
已
淪為
廢
墟。
27
但
是 

毛
澤
東
想
的
根
本
不
是
這
個
可
憐
城
市
的
居
民。
重
要
的
是
，
他
的
部
隊
在
此
休
息、
補
充
給
養
。

可
是
紅
軍
官
兵
仍
然
吃
盡
苦
頭。
衣
服
和
軍
用
補
給
不
足。
李
德
回
憶
說
：
「部
隊
必
須
夜
間
行
軍，
因為
國
民
黨 

空
軍
白
天
不
斷
地
派
飛
機
來
轟
炸
和
掃
射。」
在
一
次
空
襲
中，
賀
子
珍
負
了
重
傷。
留
在她
身
上
的
彈
片
一
直
折
磨
著 

她

(後
來
賀
子
珍
照
了
X
光
，
身
上
有
十
七
片
彈
片
)。
28

接
下
來她
一
路
都躺
在
擔
架
上。

李
德
寫
說
：
「前
鋒
、
側
翼
和
後
衛
都
遭
受
數
十
次
攻
擊，
有
時
候
是
每
邊
同
時
受
擊。」

我
們
越
過
黔
、滇嶙
峋

的
大
山
時
，
情
勢
益
加
惡
劣
。窄
路
上
下
於陡
峭

懸
崖
間
。許
多
馬
跌跤

、斷
腿
，
只
有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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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站
得
住
。當
我
們
進
入
雲
南
時
，
口
糧
已
經
成為
嚴
重
問
題
。山
區
根
本找
不
到
東
西
吃
。戰
士
只
好
割
死
馬
的

肉
烹
食
，
而
且
割
得
只
剩
骨
架
。即
使
到
了
平
地
，
也找
不
到
蔬
菜
與
大
米
.
.
.
.你
可
以
想
像
整
個
部
隊
是怎
麼

個

情
況

。每
天
有
人
死
亡
，
死
於
病
、累
多
於
作
戰
受
傷
。雖
然
從
年
初即
徵
募
到
數
千
兵
勇
，
但
部
隊
人
數
已
明
顯 

下
降
。
29

從
中
央
蘇
區
展
開
長
征
的
八
萬
六
千
人，
到
了
四
川
只
剩
下
兩
萬
人。

但
是
這
些
倖
存
者
繼
續
埋
頭
前
進
。
五
月
初
，
他
們
跨
過
寬
闊
、
湍
急
的
金
沙
江
(這
一
段
的
長
江
名為
金
沙 

江
)。
一
個
月
之
後，
經
過
四
川
、
西
康
邊
界
時
，
他
們
又
跨
過
山
區
一
條
大
河
——

大
渡
河
。
跨
越
大
渡
河
特
別
困 

難
。
兩
山
夾
峙
下，
水
流
湍
急
，
只
有
一
座
十
八
世
紀
初
搭
蓋
的
吊
橋
連
通
南、
北
兩
岸
。
紅
軍靠
近
時，
敵
軍
已
抽
走 

吊
橋
上
的
木
板
；
當
共
軍
企
圖搶
渡
時，
國
民
黨
的
飛
機
開
始
無
情
地
掃
射。
縱
使
如
此，
紅
軍
戰
士
還
是搶
渡
成
功。

然
後
，
他
們
要
穿
過
荒
無
人
煙、
無
路
可
走
的
深
山
。
紅
軍
部
隊
穿
的
是
輕
拖
鞋
或
草
鞋，
而
且
天
氣
一
天
一
天
變 

冷
。
唯
有
穿
越
這
片
山
區，
他
們
才
能
到
達
四
川
西
北
部
平
原。
李
德
回
憶
說
：
「必
須
渡
過
湍
急
的
河
流、
穿
過
原
始 

森
林
和
危
險
曠
野、
越
過
四
五
千
公
尺
的
高
山。
我
們
沿
路
屍
體
愈
來
愈
多，
凍
死
、
累
死
的
都
有
。
我
們
身
上
全
都
是 

蝨
子
。
痢
疾
流
行，
也
出
現
斑
疹
傷
寒
病
例。
」
M

六
月
中
旬，
中
央
紅
軍
的
單
位
再
次
來
到
四
川
西
部
懋
功
縣，
橫
跨
沃
曰
河
上
一
道
狹
窄
的
木
板
吊
橋。
期
待
已
久 

的
與
張
國
燾
部
隊
前
哨
會
師，即
發
生
在
此
地。
張
國
燾
本
人
及
其
部
屬
就
在
附
近
的
茂
縣，
兩
天
的
路
程
。
他
一
獲
報 

之
後
，
急
忙趕
去
相
會。
六
月
二
十
五
日，
毛
澤
東
和
張
國
燾
終
於
擁
抱
在
一
起。
當
天
夜
裡
，
擺
下
接
風
大
宴
。
大
家 

都
不
談
長
征、
遵
義
會
議
或
紅
四
方
面
軍
的
冒
險。
「毛
澤
東
這
個
吃
辣
椒
的
湖
南
人，
將
吃
辣
椒
的
問
題，
當
作
談
笑 

的
資
料
，
大
發
其
吃
辣
椒
者即
是
革
命
的
妙
論。
秦
邦
憲
這
個
不
吃
辣
椒
的
江
蘇
人
則
予
以
反
駁。
這
樣
的
談
笑，
固
然 

顯
得
輕鬆
」，
M長
征
似
乎
已
經
過
去，
但
主
要
的
考
驗
還
在
前
頭。

張
國
燾
這
個
三
十
八
歲
的
共產
運
動
老
將，
渴
望絕
對
權
力、
厭
惡
妥
協
。
身
材
高
大
、顴
骨
隆
起，
下
顎
微
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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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一
副
要找
人吵
架
的
模
樣。
實
際
上
，
他
的
脾
氣
火
爆，
在
中
共
黨
內
期
間
不
只
一
次
站
在
反
對
派
立
場
——

第
一
次 

反
馬
林
、
後
來
反
羅
明
納
玆，
又
反
瞿
秋
白。
在
批鬥
托
洛
茨
基
的
高
潮
時，
共產
國
際
執
委
會
有
人
試
圖
指
控
他
和
托 

派
有
秘
密
往
來，
但
是
拿
不
出
具
體
事
證扳
倒
他。
M整
體
來
講
，
他
在
共產
國
際
裡
口
碑
不
錯
•，雖
然
他
有
時
候
遭
到 

挑
剔
，
但
大
都
是
基
於
布
爾
什
維
克
有
職
責
要
永
久
猜
疑
每
個
人
之
故。
他
被
認為
是
忠
實
的
共產
黨
人，
一
九
二
七
年 

十
一
月
，即

「大
整
肅
」
開
始
之
前
三
年，
他
甚
至
以
「中
國
革
命
的
英
勇
戰
士
」
之
姿
獲
頒
蘇
維
埃
作
戰
紅
旗
勳
章。 

即
使
如
此，
張
聞
天
、
博
古
、
王
稼
祥
和
凱豐
等
孫
中
山
中
國
勞
動
大
學
留
學
生，
仍
認為
無
風
不
起
浪，
還
是
懷
疑
張 

國
燾
，
認為
他
是
一
個
「老
機
會
主
義
者
」
和
「秘
密
托
派
」。
反
過
來
，
他
身為
創
黨
元
老
之
一，
也
毫
不
掩
飾
輕
蔑 

米
夫
這
批
空
降
部
隊。

因
此
，
這
群
人
相
會
時
表
現
出
的
「喜
悅
」並
未
能唬
弄
其
他
人。
領
導
階
層
中
無
可
避
免
地產
生
新
的
衝
突，
而 

只
有
毛
澤
東
能
成為
贏
家。
想
要
排擠
張
國
燾
的
莫
斯
科
留
學
生
們，
必
須
團
結
起
來
對
付
他。
只
有
毛
澤
東
這
樣
擅
於 

進
行
謀
略並
策畫
扭
轉
看
似
不
利
的
形
勢
的
人，
才
能
保
證
站
在
他
們
的
立
場，
維
持
對
他
們
較
有
利
的
勢
力
平
衡。

毛
澤
東
本
人
也
提
防
張
國
燾。
雖
然
張
國
燾
現
在
沒
有
對
遵
義
會
議強
化
毛
澤
東
權
威
的
決
定
提
出
異
議，
毛
澤
東 

預
料
他
一
定
會
提
出
挑
戰。
他
明
白
張
國
燾
自
認為
最懂
得
審
時
度
勢。
張
國
燾
的
部
隊
人
數
是
中
央
紅
軍
的
七、
八
倍 

之
多
。
他
的
士
兵
武
器
精
良、
給
養
充
足、
衣
服
鞋
子
都
好很
多。
他
們
沒
有
喪
失
作
戰
意
志，
張
國
燾
在
他
部
隊
的
指 

戰
員
和
政
委
當
中
也
有
毫
無
爭
議
的
權
威。
他
的
部
隊
和
中
央
紅
軍
體
能
疲
憊、
衣
衫
襤
褸
的
單
位
根
本
沒
得
比，
中
央 

紅
軍
幾
乎
已
完
全
喪
失
作
戰
能
力。
甚
且
，
勉強
走
到
懋
功
的
一
萬
人，
其
中
兩
千
人
還
是
非
戰鬥
員
。
^

在
這
種
情
況
下，
「自
發
的
友
好
」
精
神很
快
就
消
散。
張
國
燾
開
始
要
求
權
力。
七
月
間
，
張
國
燾
部
隊
對
毛
澤 

東
所
部
挑
激
起
一
系
列
軍
事
衝
突，強
化
他
們
首
腦
的
主
張。
34
毛
澤
東
和
中
共
其
他
領
導
人
必
須
退
讓。
七
月
中
旬
， 

張
聞
天
預
備
把
總
書
記
職
位
讓
給
張
國
燾，
但
是
張
國
燾
寧
願
要
當
時
更
有
實
權
的
重
要
位
子
——

統
合
整
編
過
的
紅
軍 

總
政
委
(紅
軍很
快
改
組為
九
個
軍
團，
紅
一
方
面
軍
下
轄
四
個
軍
團，
紅
四
方
面
軍
下
轄
五
個
軍
團
)。
周
恩
來
下 

台
，
毛
澤
東
也
交
出
前
敵
政
委
的
職
位。
軍
隊
控
制
權
移
交
給
張
國
燾。
他
的
指
戰
員
要
求
張
國
燾
也
要
出
任
中
央
革
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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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
事
委
員
會
主
席。
張
國
燾
大
方
地
請
朱
德
留
任
軍
委
主
席，
但
是
中
央
革
命
軍
事
委
員
會
的
權
力
現
在
已
集
中
在
張
國 

燾
手
中
。
M

同
時
，
長
征
繼
續
前
進
。
整
合
後
的
紅
軍
北
上
前
往
四
川、
甘
肅
和
寧
夏
三
省
交
會
處，
政
治
局
已
決
定
在
當
地
建 

立
新
蘇
區
。
他
們
沒
辦
法
留
在
川
西，
因為
地
方
部
落
痛
恨
劫
掠
他
們
的
共產
黨。
川
西
是
個
危
險
的
蠻
荒
之
地，
非
常 

貧
窮
。
紅
軍
需
要
給
養
。
因
此
，
親
歷
其
境
的
李
德
寫
說
：
「我
們
被
迫
羅
掘
殆
盡，
不
斷
派
出
搜
索
隊
到
山
區
去
狩 

獵
。」
36

這
畢
竟
不
是
長
久
之
計。
山
地
人
開
始
攻
擊
只
會
給
他
們
帶
來
麻
煩
的
紅
軍
士
兵。

這
時
，
毛
澤
東
和
張
聞
天
決
定
反
擊
張
國
燾。
周
恩
來
把
總
政
委
職
位
讓
給
張
國
燾
之
後
幾
天，
大
約
在
七
月
二
十 

日
，
行
軍
暫
停
，
政
治
局
召
開
重
要
會
議。
張
聞
天
以很
平
靜
的
口
吻
請
張
國
燾
報
告
一
下，
他
在
一
九
三
一
年
四
月
離 

開
上
海
、
前
往
鄂
豫皖
邊
界
的
蘇
區
以
來，
究
竟
成
就
了
什麼
工
作
(張
國
燾
在
蔣
介
石
部
隊
進
剿
之
下，
於
一
九
三
二 

年
十
月
被
迫
退
出
這
個
蘇
區
)。
張
國
燾
報
告
之
後，
毛
澤
東
發
言
猛
烈
攻
擊
他，
指
控
他
退
出
舊
根
據
地
犯
了
嚴
重
錯 

誤
。
張
國
燾
拒絕
接
受
所
有
這
些
指
控，
會
議
不
歡
而
散
。
但
是
新
的
黨
內
衝
突
已
經
尖
銳
起
來。
兩
星
期
後，
張
聞
天 

又
指
控
張
國
燾
放
棄
他
在
川
北
的
新
根
據
地。
張
國
燾
這
時
候
終
於
大
發
雷
霆，
反
唇
相
稽
：
「那你
要怎
麼
說，丟
了 

整
個
中
央
蘇
區，
還
能
說你
的
路
線
正
確嗎
？
」
他̂
現
在
明
白，
毛
澤
東
和
張
聞
天
是
故
意
要
加
劇
衝
突，
他
決
定
等 

候
更
適
當
的
時
機
才
來
解
釋。

現
在
，
他
建
議
把
部
隊
兵
分
兩
路，
往
甘
肅
南
部
推
進
。
一
路
沿
著擋
在
前
頭
的
沼
澤
左
側
前
進，另
一
路
沿
右
側 

前
進
。
進
到
甘
肅
(距
四
川
省
界
約
一
百
五
十
公
里
)
後
，
雙
方
再
會
師
。
大
約
是
八
月
十
日，
左
路
軍
由
張
國
燾
和
朱 

德
率
領
，
先
行
出
發
。
右
路
軍
，
包
括
毛
澤
東
和
大
部
分
政
治
局
委
員，
再
等
幾
天
。
周
恩
來
在
七
月
間
得
了瘧
疾，
病 

情
嚴
重
。
醫
生
已
盡
全
力搶
救，
但
仍
需
要
幾
天
才
能
解
除
危
機。

最
後
，
右
路
軍
在
八
月
底
才
出
發。
在
他
們
面
前
是
一
片
無
垠
的、
出
奇
美
麗
的
蒼
綠
大
草
原，
但
是
美
景
隱
藏
著 

致
命
的
殺
機
。
李
德
回
憶
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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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
在
一
片
綠
色
之
下
是
又
黑
又黏
的
濕
地
，
任
何
人踩
破
薄
殼
面
或
走
偏
離
小
徑
，
就
被
吸
進
去
。我
就
目
睹
一
頭 

騾
子
如
此惨
死
。我
們
讓
本
地
的
牛
或
馬
走
在
前
頭
，牠
們
憑
本
能
可
以找
到
比
較
不
危
險
的
路
。天
上
幾
乎
永
遠 

罩

著
烏
雲
。每
天
要
下
幾
場
冷
雨
，
到
了
夜
裡
就
變
成
濕
雪
或
雨
雹
。極
目
所
至
，
看
不
到
屋
舍
、樹
或
矮
林
。我 

們
以
坐
姿
睡
在
曠
野
的
小
山
丘
上
。薄毯

子
、大
草
帽
、油
紙
傘
，
或
甚
至
是偷
來
的
披
肩
，
就
是
我
們
唯
一
的屏

蔽

。有
些
人
一
眠
不
醒
，
因
飢
寒
交
迫
而
亡
.
.
.
.
我
們
唯
一
的
營
養
來
自
我
們
收
存
的
穀
粒
，
或
偶
爾
才
有
的
少
許

死
硬
乾
肉
。濕
地
的
水
不
能
喝
，
大
家
也
顧
不
得
，
照
喝
不
誤
。因為
也找
不
到
柴
火
燒
沸
後
再
喝
。在
西
康
已
稍 

為
缓

和
的
痢
疾
和
斑
疹
傷
寒
又佔
了
上
風
……

我
們很
幸
運
的
是
，
敵
人
不
能
從
空
中
或
陸
地
攻
擊
我
們
。
38

他
們
花
了
好
幾
天
才
完
成
此
一
最
艱
巨
的
跨
渡。
當
精
疲
力
竭
的
戰
士
終
於
踏
上
土
地
時，
張
國
燾
、
朱
德
和
他
們 

的
參
謀
長
劉
伯
承
來
了
一
道
命
令
——

掉
頭
回
去
！
他
們
的
左
路
軍
被
困
在
沼
澤
裡，
無
法
跨
渡擋
住
他
們
去
路
的
一
道 

山
溪
；
因
此
，
張
國
燾
、
朱
德
和
劉
伯
承
決
定
掉
頭
南
下
•，他
們
要
求
毛
澤
東
的
右
路
軍
也
照
辦。
但
是
情
況並
非
如
此 

發
展
。
九
月
八
日
，
他
們
收
到
周
恩
來、
張
聞
天
、
毛
澤
東
和
其
他
幾
個
右
路
軍
指
戰
員、
政
委
的
回
覆，
表
示
：
「我 

們
誠
懇
地
請你
老
大
哥
審慎
三
思，
堅
定
地
…
…
改
變你

的
路
線
，
往
北
前
進
。」
M換
句
話
說
，
政
治
局
照
會
張
國 

燾
：它
不
打
算
接
受
他
的
命
令。

這
時
候
張
國
燾
走
了
致
命
的
一
步
。
他
拍
發
密
電
給
現
在
握
有
右
路
軍
指
揮
權
的、
原
來
紅
四
方
面
軍
的
舊
屬
軍 

官
，
要
求
他
們
「發
動
」
反
政
治
局
的
「鬥

爭
」。
40

可
是
，
毛
澤
東
立
刻
獲
悉
有
此
一
密
電，
召
開
政
治
局
常
委
緊
急 

會
議
。
他
們
決
定
繼
續
北
上，
前
往
甘
肅
，
然
後
又
發
表
中
央
「為
執
行
北
上
方
針
告
同
志
書
」。
毛
澤
東
、
張
聞
天
、 

周
恩
來
、
博
古
和
王
稼
祥
以
中
央
委
員
會
名
義
號
召
左、
右
兩
路
部
隊
官
兵，
不
要
服
從
南
下
的
任
何
命
令，
堅
持
北 

上
，
以
便
「創
造
川
、
陝
、
甘
新
蘇
區
」
。
雙
方
都
不
肯
退
讓
。
張
國
燾
大
怒，
還
是
往
南
走
，
毛
澤
東
的
右
路
軍
則
進 

入
甘
肅
南
部
。
紅
軍
和
中
共
領
導
人
的
分
裂
成為
事
實。

九
月
中
旬
，
在
甘
肅
邊
界
，
右
路
軍
改
組為
所
謂
的
「中
國
工
農
紅
軍
陝
甘
支
隊
」，
人
數
約
六
千
人，
彭
德
懷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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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彪
分
任
正、
副
司
令
員
，
毛
澤
東為
政
委。
現
在
長
征
又
訂
了
新
目
標
：
不
往
甘
肅
東
北
部
走
了，
要
更
往
北
走，
到 

中
、
蘇
邊
境
去
，
才
能
得
到
最
根
本
的
援
助。
毛
澤
東
堅
持
說
：
「張
國
燾
已
往
南
走，
因
此
對
中
國
革
命
造
成
重
大
損 

失
。
即

使
如
此
，
我
們絕
不
沮
喪，
還
要
大
步
邁
進
…
…
陝
北
和
甘
肅
西
北
是
我
們
應
去
的
地
方
。

」
M

到
這
時為
止，
毛
澤
東
等
人
還
未
和
莫
斯
科
取
得
聯
繫
•，
因
此
他
們
在
九
月
二
十
日
決
定
派
兩
個
代
表
到
遙
遠
的
新 

疆
去
，
試
圖
與
共產
國
際
執
委
會
建
立
聯
繫，並
且
把
長
征
途
中
發
生
的
種
種
動盪
向
共產
國
際
報
告。
毛
澤
東
的
弟
弟 

毛
澤
民
歸
屬
在
中
央
縱
隊，
膺
選為
兩
名
代
表
之
一
。
42

可
是
，
計
劃很
快
又
大
大
改
變，
新
疆
之
行
暫
緩
。
毛
澤
東
和
他
的
同
志
們
突
然
聽
說
陝
北
有
個
還
不
小
的
蘇
區
存 

在
，靠
近
甘
肅
東
北
部，
有
個
共產
黨
員
劉
志
丹
率
領
一
支
紅
軍
在
當
地
活
動。
M他
們
離
這
個
根
據
地
還
不
到
四
百
公 

里
。

這
個
消
息
可
說
是
命
運
之
神
送
來
的
禮
物。
毛
澤
東
仔
細
評估
了
一
下，
現
在
他
可
以
把
整
個
長
征
包
裝為
事
先
計 

劃
好
的
行
動，
旨
在
把
共產
黨
根
據
地
帶
到
有
可
能
受
日
本
侵
略
威
脅
的
地
區。
到
了
一
九
三
五
年
秋
天，
日
本
大為
增 

加
對
華
北
的
壓
力
。
日
本佔
領
東
北
之
後，
又強
佔
東
北
之
南
的
熱
河
省
•，隔
了
兩
年
，
他
們
又
進
入
冀
東。
皇
軍
已
經 

兵
臨
北
平、
天
津
城
下
。
日
本
人
的
計
劃很
清
楚.•兼併
整
個
華
北，
師
法
在
東
北
成
立
滿
州
國
的
故
技，
將它
扶
植為
 

號
稱
「獨
立
」
的
國
家
。
這
時
候
，
全
中
國
的
反
日
情緒
空
前
高昂
。
如
果
技
巧
地
操
弄
這
股
情緒
，
毛
澤
東
可
以
收
一 

石
二
鳥
之
效
。
「北
上
抗
日
」
不
僅
可
以強
化
共產
黨
在
對
抗
「腐
敗
」
的
南
京
政
府
之
權
力鬥
爭
的
地
位，
也
可
以
一 

舉
粉
碎
張
國
燾。
「分
裂
者
」
才
會
不
肯
北
上
抗
日。

九
月
二
十
二
日
，
紅
一
、
三
軍
團
和
軍
委
縱
隊
團
以
上
幹
部
會
議
上，
毛
澤
東
宣
布
：
「我
們
要
北
上
，
他
要
南 

下
…
…我
們
要
抗
日，
首
先
要
到
陝
北
去，
那
裡
有
劉
志
丹
的
紅
軍
。
」
44

最
後
這
項
目
標
在
一
個
月
內
就
達
成
了。
十
月
中
旬，
毛
澤
東
的
部
隊
跨
過
陝
北
蘇
區
邊
界，
進
入
位
於
一
座
狹
窄 

山
谷
裡
的
吳
起鎮
。
從
地
方
老
百
姓
口
裡，
他
們
獲
悉
紅
軍
總
部
位
於
縣
城
保
安，
往
東
還
要
走
八
十
公
里。
他
當
下
派 

出
一
隊
人
馬
去找
劉
志
丹。
45
同
時
，
政
治
局
在
十
月
二
十
二
日
開
會，
毛
澤
東
在
會
中
宣
布
長
征
結
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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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
離
紅
軍
八
萬
六
千
名
官
兵
離
開
中
央
蘇
區，
恰
好
是
一
整
年
。
他
們
走
過
十
一
個
省、
行
程
一
萬
多
公
里，
越
過 

五
座
山
脈、強
渡
二
十
四
條
大
河，
也
穿
過
危
險
的
沼
澤
地。
這
項
成
功
的
代
價
極
其
高昂
。
走
完
全
程
到
達
陝
北
的
人 

不
到
五
千
人
。

然
而
，
畢
竟
這
還
是真
正
英
勇
的
「鐵
流
」。
毛
澤
東
頗
以
此
一
成
就
自
豪，
賦
詩
以
誌
勝
利
：

紅
軍
不怕
遠
征
難
，

萬
水
千
山
只
等
間
，

五
嶺逶
迤

騰
細
浪，

烏蒙②磅礴
走泥丸
。

金
沙
水
拍
雲
崖
暖
，

大
渡
橋
橫
鐵
索
寒
，

更
喜艰
山
③
千
里
雪
，

三
軍
過
後
盡
開
顏
。
46

② 

原
書
註
：
烏
蒙
山
跨
貴
州
與
雲
南
。

③ 

原
書
註
：
岷
山
山
脈
沿
四
川
、青
海
、甘
肅
邊
界
而
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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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十
章

西
安
事
變

毛
澤
東
和
劉
志
丹
在
陝
北
會
師
時，
張
國
燾卻
在
四
川
西
北
遊
竄。
經
過
四
十
天
之
後，
他
總
算
把
部
隊
帶
出
沼
澤 

地
帶
。
十
月
五
日
，
他
成
立
新
的
「中
國
共產
黨
中
央
委
員
會
」、
新
的
「中
央
政
府
」，
以
及
新
的
「中
央
革
命
軍
事 

委
員
會
」，並
且
把
毛
澤
東、
周
恩
來
、
博
古
和
張
聞
天
等
人
「開
除
黨
籍
」。
1很
難
想
像
還
有
什麼
事
比
這
更
愚
蠢。 

他
又
殘
暴
地
懲
罰、
甚
至
槍
斃
左
路
軍
中
反
對
這
些
行
動
的
指
戰
員
和
政
委。卩

這
時
，
政
治
局
已
在
陝
北
安
頓
下
來。
一
九
三
五
年
十
二
月，
毛
澤
東
和
其
他
領
導
人
遷
到
瓦
窯
堡，
用
李
德
的
話 

來
說
，它

是
「穩
穩
掌
握
在
紅
軍
手
中
」
唯
一
的
大鎮
。
他
回
憶
說
：
「我
們
注
意
到
眼
前
就
是
一
片
貧
窮、
部
分
石
灰 

質
的
土
地
。」
；
數
十
個
小
村
莊
已
經
棄為
廢
墟
；
肥
沃
的
土
地
也
棄
耕
了
。
農
村
稀
稀
疏
疏
的
人
口
勉強
活
著。
多
年 

來
的
軍
閥
交
戰、
土
匪
橫
行，
加
上
收
成
不
好、
疫
病
流
行
，
已
經
徹
底毀
了
地
方
經
濟。
從
一
九
二
八
年
至
一
九
三
三 

年
之
間
，
也
就
是
毛
澤
東
部
隊
抵
達
之
前
幾
年，
本
地
半
數
以
上
居
民
死
於
飢
荒。
許
多
村
子
，
十
歲
以
下
的
孩
童
全
都 

死
了
。
陝
北
幾
乎
可
說
是
十
室
九
空。
*華
北
各
地
情
況
也
都
差
不
多，
此
地
已
經
無
所
謂
客
家
與
本
地
之
分，
可
是
人 

民
赤
貧
，
活
在
死
亡
與
飢
餓
一
線
之
間，卻
和
客
家鄉
一
樣，
替
中
國
共產
黨
的
成
長
創
造
出
極為
有
利
的
條
件。

無
盡
的
狹
窄
深
谷
和
黃
土
高
原
一
望
無
垠。
沒
有
生
氣
的
土
山
拔
地
而
起，
熬
過
戰
亂
和
飢
荒 
'幸
而
未
死
的
人
們 

就
依
山挖
窯
洞，
作為
居
室
。
共產
黨
領
導
人
們，
包
括
毛
澤
東
和
賀
子
珍
在
內，
也
以
窯
洞為
住
室。
北
方沉
悶
的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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貌
會
助
長
憂
鬱，
但
毛
澤
東
無
動
於
衷。
遵
義
會
議
，
以
及
尤
其
是
與
張
國
燾
決
裂，
已
使
他
站
上
人
人
認為
他
是
權
威 

領
袖
的
地
位
。

整
個
秋
天
和
冬
天，
他
忙
著
在
新
邊
區
組
建
權
力
機
關，
把
大
部
分
注
意
力
放
在強
化
他
的
軍
事
力
量
上
頭。
整
編 

地
方
游
擊
隊
之
後，
紅
軍
已
有
一
萬
零
四
百
一
十
名
戰
士。
5十
一
月
初
，
毛
澤
東
改
組
其
部
隊，
恢
復
紅
一
方
面
軍
建 

制
。
朱
德
不
在
——

朱
德
仍
和
張
國
燾
在
一
起
——

總
司
令
由
彭
德
懷
擔
綱，
毛
澤
東
居
政
委
之
職
。
中
共
中
央
成
立 

「西
北
革
命
軍
事
委
員
會
」，
作為
蘇
區
最
高
的
控
管
機
關。
毛
澤
東
出
任
主
席，
已
經
病
癒
的
周
恩
來為
副
主
席，
朱
德 

也
掛
名為
另

一
位
副
主
席
(毛
澤
東
原
諒
「老
朱
」，
因為
他
瞭
解
這
位
職
業
軍
人
已
經
習
慣
服
膺
政
治
領
導，
因
此
無 

法
抗
拒
張
國
燾
)。
①
中
共
中
央
也
成
立
所
謂
的
「蘇
維
埃
中
央
政
府
駐
西
北
辦
事
處
」
作為
政
府
，
主
要
掌
管
經
濟
事 

務
。
毛
澤
東
的
弟
弟
毛
澤
民
被
派為
國
民
經
濟
部
長，
②
博
古
撈
到
主
席
的
高
官
位
。
毛
澤
東
曉
得
如
何
與
他
需
要
的 

人
、
包
括
前
敵
人
在
內，
修
復
關
係
。
百
試
不
爽
的
「治
病
救
人
」
原
則
持
續
出
現
成
果。
博
古
心
存
感
激，
樂
於
效
忠 

毛
澤
東
。

只
有
那倔
強
的
張
國
燾，
他
有
整
整
一
年
期
間
無
法
與
他
修
復
關
係。
一
九
三
六
年
十
一
月
底，
張
國
燾
在
朱
德
陪 

同
下
出
現
在
陝
北
求
和。
6這
時
候
，
張
國
燾
已
-#
四
川
、
西
康
和
甘
肅
南
部
的
沼
澤
地
和
崇
山
峻
嶺，
因為
一
連
串
的 

戰鬥
，
幾
乎
折
損
了
整
個
部
隊。
毛
澤
東
慷
慨
大
度
地
接
待
他。
張
國
燾
已
經
「顏
面
盡
失
」，
不
再
危
險
了
。
一
個
輸 

家
，即
使
他
選
擇
繼
續
「反
黨
」
活
動
，
也
不
會
有
人
追
隨
他。
張
國
燾
寫
說
：
「我
們
都
互
相
恭
喜
。
當
時
，
我
們
討 

論
的
是
未
來
、
不
是
過
去
。」
？毛
澤
東
指
派
張
國
燾
擔
任
中
央
革
命
軍
事
委
員
會
副
主
席，
又
讓
他
掛
名
紅
軍
總
政 

委
-
朱
德
則
出
任
紅
軍
總
司
令，
也
是
七
人
主
席
團
之
一。
分
裂
已
經
克
服
。
張
國
燾
的
歸
順
意
味
的
不
只
是
他
的
紅
四 

方
面
軍
殘
部
投
入
毛
澤
東
麾
下，
連
賀
龍
和
任
弼
時
領
導
的
紅
二
方
面
軍
也併
進
來。
因為
紅
二
方
面
軍
一
九
三
六
年
六 

月
從
湘
鄂
邊
界
舊
根
據
地
移
至
西
康，
已
經
加
入
張
國
燾
的
部
隊。

共產
黨
的
未
來
開
始
明
亮
起
來。
日
本
升
高
侵
略
已
經
點
燃
中
國
人
民
抗
日
愛
國
熱
火。
一
九
三
五
年
十
二
月，
全 

國
各
地
出
現
一
波
反
日
學
生
示
威
運
動
(所
謂
「
一
二
九
運
動」
)。
連
國
民
黨
軍
隊
內
部
也
出
現
不
滿
政
府
對
日
姑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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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策
的
聲
浪
。
因
此
，
中
國
共產
黨
的
抗
日
立
場
開
始
與
民
意
相
呼
應。

毛
澤
東
持
續
他
的
抗
日
論
調，
他
明
白
唯
有
表
達強
烈
的
愛
國
精
神，
共產
黨
才
可
能
取
得
廣
大
民眾
的
支
持。
當 

然
，
毛
澤
東
無
意
放
棄
階
級鬥
爭，
但
是
緩
和
了
激
進
主
張
吻
合
他
的
戰
術
優
勢。
根
據
土
匪
模
式
分
配
財產
，迄
今
只 

導
致
失
敗
。
雖
然
蔣
介
石
還
是
主
要
敵
人，
今
後
訴
諸
中
華
民
族
愛
國
主
義
才
是
共產
黨鬥
爭
愈
來
愈
重
要
的
元
素。

幸
運
的
是
，
他
的
新
政
策
完
全
吻
合
共產
國
際
的
路
線。
一
九
三
五
年
夏
天，
史
達
林
因為
擔
心
德
國
和
日
本
將
聯 

手
侵
略
蘇
聯，
大
幅
改
變
政
策
。
各
國
共產
黨
因
此
奉
令
不
再
尋
求
推翻
統
治
階
級，
反
而
要
和
他
們
組
織
新
的
統
一
戰 

線
——

在
西
方
，
是
反
法
西
斯
統
一
戰
線
.，在
東
方
，
是
反
日
統
一
戰
線。
史
達
林
私
底
下
的
盤
算，並
不
是
要
重
新
考 

量
共產
黨
運
動
主
宰
全
世
界
此
一
戰
略
目
標。~

他
只
是
要
玩
弄
手
法，
盡
量
吸
引
更
多
盟
友
站
到
他
這
邊，
進
而
就
站 

在
各
國
共產
黨
同
一
邊。
這
些
決
定
於
一
九
三
五
年
七
至
八
月
在
莫
斯
科舉
行
的
共產
國
際
第
七
次
代
表
大
會
獲
得
通 

過
。
八
月
一
日，
王
明
在
會
中
以
中
華
蘇
維
埃
共
和
國
和
中
國
共產
黨
中
央
委
員
會
名
義
發
表
宣
言，
號
召
中
國
人
民
停 

止
內
戰
、
聯
合
抗
日
。
可
是
，
蔣
介
石
及
其
內
閣
官
員
被
排
除
在
「中
國
人
民
」圏

外
。
9

由
於
和
莫
斯
科
失
去
聯
絡，
毛
澤
東
和
政
治
局
其
他
領
導
人並
不
知
道
這
些
變
化，
因
此
只
能
冒
險
做
決
定。
他
們 

沒
有
人
知
道，
莫
斯
科
也
在
努
力
設
法
與
中
國
共產
黨
重
建
斷
了
線
的
關
係。
莫
斯
科
已
經
知
道
遵
義
會
議，
也
完
全
支 

持
遵
義
會
議
所
做
的
決
定。
參
加
遵
義
會
議
的
陳
雲
於
一
九
三
五
年
九
月
底、
亦即
共產
國
際
第
七
次
代
表
大
會
閉
幕
後 

不
久
，
抵
達
莫
斯
科，即
把
會
議
要
點
向
共產
國
際
報
告。
由
於
他
沒
有
遵
義
會
議
決
議
的
副
本，
他
的
信
息
無
法
藉
由 

文
件
予
以
證
實
。
莫
斯
科
後
來
在
一
九
三
六
年
才
取
得
遵
義
會
議
決
議
的
文
本。
可
是
，
決
議
的
文
本
本
身
已
經
不
重 

要
，
因為
莫
斯
科
已
經
正
面
傾
向
中
共
中
央
政
治
局
的
決
定。
m

到
了
一
九
三
五
年
九
月，
共產
國
際
已
經
發
起
對
毛
澤
東
的
個
人
崇
拜。
在
共產
國
際
第
七
次
代
表
大
會
上，它
已

① 

編
註
：
其
實
副
主
席
是
彭
德
懷，
不
是
朱
德
。作
者
誤
記
。

② 

編
註
：
國
民
經
濟
部
長
其
實
是
崔
田
民，
但
因
他
當
時
在
前
線
作
戰
無
法
赴
任，
實
際
職
務
由
毛
澤
民
負
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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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宣
布
他
是
世
界
共產
運
動
的
「模
範
標
兵
」
之
一
，
與
保
加
利
亞
籍
共產
黨
員、
現
任
共產
國
際
執
委
會
總
書
記
格
奧 

爾
基
•季
米
特
洛
夫(G

eorgii D
im

itrov 
)並

列
。
,11

這
是
透
過
中
國
共產
黨
代
表滕
代
遠
的
嘴
說
出
來
的，
但
是
若
非 

經
過
莫
斯
科
領
導
人
的
批
准，滕
代
遠
不
可
能
說
出
這
一
番
話。
共產
國
際
第
七
次
代
表
大
會
特
別
花
精
神
提
升
各
國
共 

產
黨
領
導
人
的
權
威。
在
一
九
三
五
年
八
月
底
特
別
召
開
的
中
國
共產
黨
駐
共產
國
際
代
表
團
會
議
中，
代
表
團
團
長
王 

明
說
：
「誰
的
權
力
應
該
被
提
升
？
當
然
是
政
治
局
委
員
(的
權
力
應
該
被
提
升
)
…
…誰
最
先
？
毛
澤
東
同
志
和
朱
德 

同
志
的
權
力
。
」
U

王
明
根
本
不
是
向
毛
澤
東
效
忠，
他
自
認為
自
己
才
是
黨
的
領
導
人。
不
久
之
後，
他
屬
下
郭
紹
棠
〔化
名
阿
法
納 

西
•賈
夫
里
洛
維
奇
•克
雷
莫
夫(A

fanasii G
avrilovich K

rym
ov)

〕
得
到
王
明
直
接
協
助，
寫
了
一份
有
關
毛
澤
東 

的
特
別
報
告
呈
給
共產
國
際，
旨
在
破
壞
史
達
林
對
這
個
游
擊
領
袖
正
在
形
成
的
好
印
象。
報
告
說
：

社
會
背
景
——

小
地
主
〔讀
了
這份
報
告
的
某
人
以
紅
色
鉛
筆
在
上
方
打
了
個
問
號
〕
。沒
有
系
統
性
的
錯
誤
。工 

作很
賣
力
，
有
效
率
的
煽
動
家
，
善
於
組
織
，
曉
得
如
何
滲
透
進
入
群眾
，
是
群眾
工
作
的
優
秀
領
導
人
。對
農
民 

運
動
和
游
擊
作
戰
有豐
富
的
經
驗
。可
以
在
極
艱
苦
的
環
境
工
作
。他
非
常
積
極
，
使
命
必
達
。個
人
特
質
——

喜 

歡
與
群眾
混
在
一
起
、做
宣
傳
工
作
、不
自
私
。除
了
上
述
優
點
，
當
然
不
免
有
缺
點
，
也
就
是
理
論
準
備
不
足
； 

因
此
傾
向
於
犯
下
個
別
的
政
治
錯
誤
，
然
而
在
黨
的
正
確
與
堅
定
領
導
下
，很

容
易
、也很
迅
速
改
正
其
錯
誤
〔最 

後
一
段
有
幾
句
被
某
人
以
紅
色
鉛
筆畫
線
、加
括
弧
，並
在
書
頁
邊畫
了 
一
個
問
號
〕
。

=

許
多
中
國
共產
黨
駐
共產
國
際
代
表
團
團
員
及
前
團
員，
包
括
李
立
三
和
趙
毅
敏
在
內
-
向
更
高
當
局
報
告，
王
明 

「在
蘇
聯
的
中
國
同
志
之
中
破
壞
毛
澤
東
的
權
威
」。
李
立
三
於
一
九
四
〇
年
二
月
十
七
日
和
共產
國
際
執
委
會
官
員
談
話 

時
提
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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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我
看
來
，
散
播
毛
澤
東
不
是
個
政
治
領
導
人
這
個
想
法
的
主
要
源
頭
是
王
明
。他
告
訴
我
、Xiao A

i 
(即
趙
毅 

敏
)

和
其
他
人
說
，
毛
澤
東
是
個
大
好
人
，
但
是
在
理
論
方
面
相
當
弱
。在
和
我
及
他
比
較
信
任
的X

iao A
i

談
話 

時
，
王
明
提
起
毛
澤
東
向
中
華
蘇
維
埃
第
二
次
全
國
代
表
大
會
提
出
的
報
告
。他
說
，
這份
報
告
有
許
多
弱
點
，
但 

是
他
改
正
了它
們
，
現
在
報
告
好
多
了
。從
中
國
收
到
的
其
他
文
件
同
樣
也
經
過
改
正
，
因
此
，
許
多
這
些
改
正
過 

的
文
件
和
在
中
國
的
版
本
不
同
。

14

因
此
極
有
可
能
是，
受
到
共產
國
際
領
導
當
局
的
壓
力，
王
明
被
迫
提
升
他
對
手
的
權
力。
和
過
去
一
樣，
沒
有哪
 

個
中
國
共產
黨
人
能
對
這
些
決
定
表
示
異
議，
因為
中
國
共產
黨
在
財
務
上
必
須
仰
賴
蘇
聯，
這
個
問
題並
沒
緩
和。
蘇 

聯
仍
有
大
量
的
錢
繼
續
流
向
中
共
中
央。
一
九
三
四
年
六
月
八
日，
共產
國
際
執
委
會
政
治
秘
書
處
政
治
委
員
會
決
定， 

從
中
國
共產
黨
未
花
掉
的
經
費
裡
提
撥
十
萬
盧
布，並
從
預
備
金
提
撥
十
萬
盧
布
。
U 
一
九
三
四
年
七
月
一
日，
莫
斯
科 

又
決
定
，
一
九
三
四
年
裡，
中
國
共產
黨
每
個
月
可
拿
到
七
千
四
百
一
十
八
金
元。
M

共產
國
際
第
七
次
代
表
大
會
之
後，
蘇
聯
境
內
發
動
全
面
吹
捧
毛
澤
東
的
運
動。
一
九
三
五
年
十
二
月
初，
共產
國 

際
的
理
論
與
政
治
喉
舌
《共產
國
際
》
登
出
一
篇
褒獎
備
至
的
長
文，
題
目
是
〈毛
澤
東
——

中
國
勞
動
人
民
的
領
袖
〉。
 ̂

這
篇
未
署
名
的
文
章
，
作
者
是
《真

理
報
》
國
外
新
聞
部
副
主
任
亞
歷
山
大
•莫
斯
維
奇
•卡

馬
丹(A

leksandr 

M
oiseevich K

ham
adan)

。
③
稍
後
不
久
，
同
一
個
作
者
有
關
毛
澤
東
的
文
章
出
現
在
一
九
三
五
年
十
二
月
十
三
日
《真 

理
報
》
上
。
W他
所
寫
的
毛
澤
東
生
平
素
描，
加
上
他
所
寫
的
朱
德
及
方
志
敏
小
傳，
後
來
由
國
家
社
會
經
濟
出
版
社
結

③
原
書
註
：卡
馬
丹
本
名
費
恩
嘉(Faingar)

，
猶
太
人，
一
九
◦
八
年
生
於
傑
爾
賓
特(D

erbeno

。他
在
《真
理
報
》
工
作
之
後，
轉
到
《新
世 

界
》(ivovy 
§>
)，

擔
任
副
總
編
輯
。二
次
大
戰
開
始
時，
他
是
塔
斯
社(TA

SS)

特
派
員
。一
九
四
二
年，
他
在
克
里
米
亞
的
賽
瓦
斯
托
波
爾 

(Sevastopol)

被
納
粹俘
虜
。他
以
俄
文
名
字
米
海
洛
夫(M

iklm
iov)

在
戰俘
營
中
從
事
地
下
工
作，
後
於
一
九
四
三
年
五
月
被
關
進
牢
裡，
旋 

即
處
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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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小
冊
出
版，
題
目
是
〈中
國
人
民
的
領
袖
和
英
雄 >

(

方
志
敏
是
福
建
共產
黨
部
隊
司
令
員，
於
一
九
三
五
年
去
世
)
。
W 

一
直
要
到
一
九
三
五
年
十
一
月
中
旬，
中
國
共產
黨
駐
共產
國
際
代
表
團
特
使
林
育
英
來
到
陝
北，
毛
澤
東
才
曉
得 

共產
國
際
第
七
次
代
表
大
會
的
決
議
內
容，
以
及
對
他
的
稱
讚
(林
育
英
是
中
共
老
黨
員，
也
是
林
彪
的
堂
兄，
毛
澤
東 

早
就
認
識
他
)。
20
中
國
共產
黨
領
導
人
花
了
好
幾
天
時
間
討
論
共產
國
際
第
七
次
代
表
大
會
的
材
料
之
後
得
出
結
論， 

要
吻
合
史
達
林
的
新
政
策，
他
們
必
須
改
變
基
本
政
治
方
向。
張
聞
天
確
信
需
要
改
變
黨
對
「富
農
」
的
政
策
，
要
區
分 

「富
農
」
與
「地
主
」。
林
育
英
贊
成
。
可
是
，
毛
澤
東並
不
願
改
變
他
和
農
民
的
關
係，
不
過
他
承
認
徹
底
解
決
農
村
階 

級
問
題並
非
當
務
之
急。
十
二
月
一
日，
他
寫
了
一
封
信
給
張
聞
天，
說
明
他
的
觀
點。
他
寫
說
：

對
富
農
策
略
的
轉
變
，
基
本
同
意
。但
決
議
上
應
指
出
，
當鬥
爭
發
展
，
貧
農
、中
農
要
求
平
分
富
農
土
地
時
，
黨

應
贊
助
這
一
要
求
。富
農
可
與
貧
農
、中
農
分
得
同
等
土
地
.
.
.
.
對
富
農
策
略
同
對
中
農
應
該
有
一
點
區
別
.
.
.
.
.要

指
出
當鬥
爭
深
入
時
，
富
農
必
然
轉
入
地
主
陣
線
，
這
是
中
國
半
封
建
富
農
階
層
的
特
點
。
21

毛
澤
東
的
意
見
僅
被
「基
本
上
」
接
受
。
張
聞
天
不
同
意
毛
澤
東
的
主
要
論
點，即

在
「鬥
爭
過
程
中
」
若
是
貧
農 

和
中
農
主
張
要
平
分
富
農
的
土
地，
黨
就
要
支
持
貧
農
和
中
農。
毛
澤
東
的
立
場
與
共產
國
際
的
統
一
戰
線
政
策
南
轅
北 

轍
。
十
二
月
六
日，
毛
澤
東
下
部
隊
視
察
時
-
政
治
局
擴
大
會
議
通
過
了
張
聞
天
的
決
議
案
〈關
於
改
變
對
富
農
策
略
的 

決
定
〉。
22
九
天
後
，
不
想
衝
突
的
毛
澤
東
以
中
華
蘇
維
埃
共
和
國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會
的
名
義
發
表
相
呼
應
的
指
令。
然̂ 

而
，
他並
沒
有
改
變
自
己
對
「富
農
」
問
題
的
看
法。

兩
天
後
，
張
聞
天
在
瓦
窯
堡
又
召
開
政
治
局
擴
大
會
議，
檢
討
與
共產
國
際
新
路
線
相
關
的
一
般
政
治
與
軍
事
問 

題
。
這
次
會
議
替
中
國
共產
黨
的
新
路
線
定
下
基
礎，即

是
「結
合
內
戰
和
民
族
戰
爭
」，
透
過
成
立
含
納
所
有
愛
國
勢 

力
(包
括
國
民
黨
)
的
「革
命
民
族
統
一
戰
線
」
抗
日
、
又
抗
蔣
。為
了
符
合
團
結
抗
日
的
「八
一
宣
言
」
精
神
，
只
有 

將
蔣
介
石
和
他
最
親
信
副
手
排
除
在
外
。
24
毛
澤
東強

調
，
「當
民
族
危
機
到
達
緊
要
關
頭
，
國
民
黨
陣
營
將
會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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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
…
…
這
種
情
勢
…
…
有
利
革
命
…
…
我
們
必
須
善
加
利
用
敵
人
陣
營
內
部
的鬥
爭、
不
和
和
矛
盾，
用它
們
對
付
我
們 

目
前
的
大
敵
(即
日
本
)
。
」S

中
國
共產
黨
的
領
導
人
其
實
在
擴
大
會
議
之
前
已
開
始
朝
這
個
方
向
下
工
夫。
一
九
三
五
年
十
一
月
底，
毛
澤
東
首 

度
對
國
民
黨
派
駐
在
陝
西
的
一
位
將
領
提
議
國
共
停
戰、
共
同
抗
日
。
26

基
本
上
，
這
是
對
駐
屯
西
北
的
最
著
名
軍
方
人 

物
張
學
良
的
善
意
姿
態。
這
位
前
東
北
軍
閥
在
日
本
壓
力
下
將
部
隊
退
出
滿
洲，
現
在
駐
屯
在
陝
西
南
部
及
中
部，
他
在 

中
國
的
權
力
均
衡
上
扮
演
重
要
角
色。
他
的
東
北
軍
二
十
萬
大
軍
總
部
設
在
陝
西
省
會
西
安。
一
九
三
六
年，
張
學
良
只 

有
三
十
五
歲
，
由
於
年
紀
輕
，
中
國
政
壇
和
新
聞
圈
通
常
稱
他為

「少
帥
」，
他
是
個
出
了
名
的強
烈
仇
日
派，
與
日
本 

人
有
血
海
深
仇
。
一
九
二
八
年，
少
帥
的
父
親
張
作
霖，
因為
在
東
北
追
求
獨
立
自
主
的
政
策，
遭
日
本
情
報
機
關
暗
殺 

身
亡
。
一
九
三
一
年，
日
本
關
東
軍
煽
動
「奉
天
事
件
」，
④佔
領
了
張
學
良
整
個
家
業，
迫
使
他
逃
往
陝
西
。
他
努
力 

與
他
認為
可
助
其
一
臂
之
力、
把
日
本趕
出
滿
洲
的
任
何
人
建
立
良
好
關
係。

天真
的
少
帥
寄
望
墨
索
里
尼
能幫
忙，
認為
唯
有
像
墨
索
里
尼
這
樣
的
鐵
腕、
極
權
的
獨
裁
者
才
能
拯
救
中
國、
脫 

離
危
機
。
他
也
盼
望
墨
索
里
尼(B. M

ussolin
i)

的
女
兒
艾
達(E

dda)

能幫

忙
。
——

艾
達
的
丈
夫
齊
亞
諾
伯
爵 

(count cian
o)

是
義
大
利
駐
上
海
總
領
事，
日
後
出
任
外
交
部
長。
張
學
良
是
個
花
花
公
子
。
英
俊
、
瀟
灑
，
黑
髮
， 

配
上豎
立
的鬍
子，
他
喜
歡
流
連
夜
總
會
和
歌
台
舞榭
，
舞
藝
高
明
，
追
求
女
性
出
手
大
方。
這
位
熱
情
的
義
大
利
女
士 

抵擋
不
了
英
俊
的
少
帥
；
據
說
，
他
個
人
身
家
財
富
高
達
五
千
萬
美
元。
這
也
不
能
怪她
，
尤
其
是
齊
亞
諾
伯
爵
輕
視 

她
，
喜
歡
出
入
上
海
的
酒吧
和青
樓。
艾
達
和
張
學
良
的
戀
情
只
維
持
了
一
段
短
時
間。
一
九
三
二
年，
艾
達
和
丈
夫
回 

羅
馬
。一

九
三
三
年
四
月，
張
學
良
也
前
往
義
大
利。
墨
索
里
尼
的
女
兒
雖
然
迷
戀
他，卻
幫
不
上
忙
。她
父
親
不
肯
譴
責 

日
本
軍
國
主
義。
雖
然
被
墨
索
里
尼澆
冷
水、
醒
過
來
，
張
學
良
還
是
對
極
權
主
義
有
信
心。
他
前
往
德
國
，
拜
會
希
特

④
譯
按
•
•即
九
一
八
事
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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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

(A. H
itler)

和
戈
林(H. G

oering)

，
也
沒
有
收
穫
。
接
著
他
又
轉
往
法
國，
在
那
兒
遇
上
蘇
聯
外
交
人
民
委
員
⑤ 

馬
克
西
姆
.
李
維
諾
夫(M

axim

 L
itvinov)

。
張
學
良
希
望
或
許
能
得
到
共產
黨
的
援
助，
拜
託
李
維
諾
夫
替
他
安
排 

到
莫
斯
科
訪
問
。
但
是
史
達
林
不
希
望
他
和
日
本
的
關
係另
生
枝
節，
拒絕
見
他
。
27

張
學
良
終
於
明
白
他
從
國
外
得
不
到
任
何
援
助，
遂
於
一
九
三
四
年
一
月
回
到
中
國。
一
九
三
五
年
十
一
月，
毛
澤 

東
向
他
手
下
一
名
將
官
提
議
停
火
時，
他
向
日
本
人
報
仇
的
機
會
出
現
了。
一
九
三
六
年
四
月
九
日，
張
學
良
開
始
與
中 

共
代
表
(包
含
周
恩
來
在
內
)
直
接
談
判
，
雙
方
談
判
的
高
潮
是
張
學
良
同
意
停
止
對
付
共產
黨
的
軍
事
行
動
-
甚
至
還 

協
助
補
給
共
軍
武
器
。

這
項
安
排
緩
和
了
蘇
區
邊
界
的
情
勢，
不
過
也
只
到
某
一
程
度
而
已。
一
九
三
六
年
六
月，
國
民
黨
的
八
十
六
師
師 

長
高
雙
成
奉
蔣
命
石
命
令
攻
擊
共產
黨，搶
下
他
們
的
首
府
瓦
窯
堡，
迫
使
毛
澤
東、
張
聞
天
等
人
逃
往
瓦
窯
堡
之
西
約 

一
百
五
十
公
里
的
保
安。
保
安
是
個
半
廢
棄
的
小鎮
，
居
民
只
有
四
百
人，
幾
乎
所
有
房
子
全
成
了
廢
墟
。
28

縱
使
如
此，
中
共
建
立
統
一
戰
線
的
政
策
仍
維
持
不
變。
毛
澤
東
對
前
來
保
安
採
訪
他
的
艾
德
加.
史
諾
毫
不
含
糊 

地
表
示
。
一
九
三
六
年
七
月
十
五
日
他
們
首
次
談
話
時，
毛
澤
東強
調
：
「中
國
人
民
今
天
的
根
本
問
題
是
對
抗
日
本
帝 

國
主
義
的鬥
爭
。
」
29

毛
澤
東
有很
好
的
理
由
樂
觀。丟
掉
瓦
窯
堡並
不
影
響
戰
略
情
勢。
紅
軍
已
經
穩
定
地
成
長
到
兩
萬
五
千
名
戰
士， 

反
日
陣
線
已
逐
漸
成
形。
爭
取
張
學
良
的
工
作
進
展
相
當
順
利，
共產
黨
領
導
人
甚
至
開
始
思
考
秘
密
接
受
他
加
入
中
國 

共產

黨
(張
學
良
表
達
有
意
入
黨
)。
30

六
月
底
、
七
月
初
，
陝
北
與
莫
斯
科
重
新
建
立
無
線
電
聯
絡。
毛
澤
東
在
第
一 

封
電
報
就
拜
託
史
達
林
增
加
對
中
國
共產
黨
的
援
助
到
每
月
兩
百
萬
墨
西
哥
銀
元。
他
也
要
求
莫
斯
科
提
供
飛
機、
重 

砲
、
火
箭
、
步
兵
武
器
、
防
空
高
射
砲
和
浮
橋。
同
時
，
他
把
張
國
燾
犯
的
「機
會
主
義
錯
誤
」
向
史
達
林
報
告
。
M 

■ 

毛
澤
東很
快
就
得
到
援
助。
史
達
林
送
給
他
兩
百
萬
盧
布
.，隔
了
幾
個
月，
又
給
他
五
十
萬
美
元，
以
及
一
千
一
百 

六
十
六噸
的
燃
料、
軍
用
補
給
及
其
他
戰
略
物
資。
32

甚
且
更
早
一
些
，即
八
月
十
五
日，
他
以
共產
國
際
執
委
會
秘
書 

處
的
名
義
送
來
一
道
指
示，
他
「基
本
上
」
贊
成
毛
澤
東
的
政
策。



3 1 9 第 二 十 章 西 安 事 變

八
月
十
五
日
的
電
報
提
議
擴
大
統
一
戰
線。
史
達
林
建
議
毛
澤
東
放
棄
對
蔣
介
石
的
負
面
態
度，
定
出
一
條
紅
軍
與 

整
個
國
民
黨、
而
且
不
只
局
限
於
張
學
良
東
北
軍
的
「停
止
軍
事
作
戰
的
路
線
」
；
至
於
張
學
良
的
入
黨
案，
出
乎
意
料 

之
外
，
他並
不
准
。
他
指
出
：
「我
們
認為
把
蔣
介
石
和
日
本
侵
略
者
擺
在
一
起，
是
不
正
確
的
…
…
因為
日
本
帝
國
主 

義
是
中
國
人
民
的
主
要
敵
人，
而
在
現
階
段，
一
切
都
應
以
抗
日為
優
先。」
M史
達
林
的
立
場
其
實很
容
易
理
解，
自 

從
一
九
三
四
年
初
以
來
他
就
定
期
接
到
國
家
政
治
保
衛
總
局
(
o
G
p
U 
,
蘇
聯
特
務
機
關
，即
國
家
安
全
委
員
會 

C
K
G
B
〕
的
前
身
)
國
外
部
，
以
及
軍
事
情
報
單
位
的
報
告，
指
出
日
本
可
能
進
攻
蘇
聯。
毛
澤
東
當
然
不
曉
得
有
這 

些
蘇
聯
情
報
機
關
的
機
密
報
告，
總
之
，
他
沒
有
反
對
史
達
林
的
意
見。
十
天
後
，
他
乖
乖
地
送
一
封
信
給
國
民
黨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會
，
提
議
終
止
內
戰
，
開
始
談
判
。
34

他
後
來
又
向
黨
內
同
志
宣
布
：
「我
們
政
策
的
核
心即
是
與
蔣
介
石
共 

同
抗
日
。」
M

但
是
，
中
國
政
治
舞
台
的
主
角
仍
是
蔣
介
石，
不
是
共產
黨
。
蘇
聯
駐
華
領
事
狄
米
崔
•鮑
格
莫
洛
夫(D

m
itrii 

B
ogom

olov)

報
告
說
，
蔣
介
石
「只
會
在
…
…
與
日
本
戰
爭
前
夕
」
才
肯
和
共產
黨
結
盟，
「而
且
還
得
與
蘇
聯
訂
定 

協
定
」
才
行
。
％這
時
候
，
蔣
介
石
正
在
準
備
第
六
次
剿
匪
作
戰，
以
便
在
無
可
避
免
的
大
規
模
抗
日
戰
爭
前
夕，
增強
 

他
作為
全
國
領
袖
的
權
威。

蔣
介
石
曉
得
張
學
良
和
共產
黨
之
間
暗
通
款
曲，
也
一
再
警
告
少
帥
不
可
相
信
共產
黨。
但
是
沒
有
用
。
因
此
，
蔣 

介
石
在
一
九
三
六
年
十
二
月
初
決
定
與
張
學
良
會
面
一
談，
自
信
他
可
以
讓
這
個
莽
撞
的
年
輕
人
恢
復
理
智。
一
九
三
六 

年
十
二
月
四
日，
他
從
洛
陽
的
剿
匪
總
部
飛
往
西
安。
他
駐蹕
在
唐
朝
玄
宗
皇
帝
位
於
美
麗
小鎮
華清
池
的
舊
居。
華清
 

池
四
周
環
山，
以
溫
泉
聞
名
。
過
去
，
玄
宗
皇
帝
的
愛
妾
楊
貴
妃
喜
歡
在
此戲
水。

蔣
介
石
下
榻
在
庭
苑
區
東
南
角
一
間
幽
暗
的
一
樓
高
的
亭
閣
「五
間
廳
」。
他
在
這
裡
召
見
張
學
良
和
他
的
盟
友、 

十
七
路
軍
總
指
揮
楊
虎
城。
張
學
良
堅
持
需
要
與
共產
黨
聯
合
抗
日。
蔣
介
石
不
同
意，
主
張
先
安
內、
後
攘
外
，
要
能

⑤
譯
按：即
外交部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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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功
抵
抗
外
侮，
必
先
擊
潰
中
國
共產
黨。
討
論很
快
就
陷
入僵
局。

十
二
月
九
日，
星
期
三
，
氣氛
變
得
更
加
緊
張。
回
應
日
本
陸
軍
大
臣
對
中
國
的
新
威
脅，
西
安
上
萬
名
學
生
發
動 

示
威
遊
行
。
這
一
天
正
是
一
九
三
五
年
全
國
反
日一

二
九
運
動
的
一
週
年。
學
生
們
要
求
停
止
內
戰，
團
結
一
切
力
量
抗 

日
。
從
西
安
到
臨
潼
(離
蔣
介
石
駐蹕
的
華清
池
不
遠
)
的
路
上
，
學
生
被
警
察攔
下，
警
察
開
火
，
打
傷
兩
名
學
生。 

造
化
弄
人
，
受
傷
的
學
生
竟
是
東
北
軍
軍
官
的
子
弟
。
37

張
學
良
勃
然
大
怒。
十
二
月
十
一
日，
星
期
五
，
深
夜
十
點
鐘
-
他
下
達
命
令
給
東
北
軍
高
階
將
領，
要
逮
捕
蔣
介 

石
。
十
二
月
十
二
日清
晨
五
點
鐘，
張
學
良
衛
隊
隊
長、
二
十
八
歲
的
孫
銘
九
上
尉，
率
領
兩
百
名
兵
勇
攻
打
蔣
介
石
住 

處
。
聽
到
槍
聲
，
蔣
介
石
從
臥
房窗
子
跳
出，躲
到
附
近
覆
雪
的
山
上
一
個
窄
小
的
岩
石
間
隙。
兩
小
時
之
後
他
被
發
現 

時
，
赤腳
，
身
穿
睡
衣、匆
匆
加
上
一
件
袍
子，
渾
身
冷
顫
，
起
初
說
不
出
話
來
。匆
忙
中
，
他
忘
了
戴
上
假
牙
。
孫
銘 

九
以
軍
禮
對
待
蔣
介
石
。
最
後
，
蔣
介
石
好
不
容
易
才
說
：
「如
果你
是
我
的
同
志，
現
在
就
開
槍
把
我
殺
了，
一
了
百 

了
。」孫

銘
九
回
答
說
：
「我
們
不
會
殺您
。
我
們
只
要
求您
領
導
全
國
抗
日。
我
們
將
率
先
擁
護
委
員
長。」
(蔣
介
石
自 

一
九
二
八
年
起
就
是
統
率
全
國
部
隊
的
「軍
事
委
員
會
」
委
員
長
。
)

蔣
介
石
說
：
「叫
少
帥
到
這
裡
來，
我
就
下
來
。」

「少
帥
不
在
這
兒
。
城
裡
部
隊
騷
動
；
我
們
是
來
保
護您
的。」

聽
了
這
番
話，
委
員
長
顯
得鎮
靜
下
來，
要
求
他
們
替
他
備
馬，
他
才
好
下
山
。

孫
銘
九
答
說
：
「這
裡
沒
馬
，
但
是
我
可
以
背您
下
山。」

他
就
在
蔣
介
石
面
前蹲
下。
委
員
長
慢
慢
爬
上
孫
銘
九
的
寬
背。
張
學
良
的
衛
隊
長
把
委
員
長
背
到
一
輛
汽
車
旁， 

又
說
：
「過
去
就
過
去
了
。
從
現
在
起
，
中
國
必
須
有
新
政
策。」

蔣
介
石
冷
冷
地
表
示
：
「我
相
信
少
帥為
國
家
會
提
出
最
好
的
政
策。」

孫
銘
九
回
應
說
：
「國
難
當
前
，
我
們
希
望
委
員
長
能
接
受
人
民
的
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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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
介
石
宣
稱
：
「我
一
向
都
願
意
考
量
少
帥
的
要
求。」

「中
國
當
務
之
急
就
是
抗
日。
這
是
西
北
人
民
一
致
的
要
求。您
為
什麼
不
抗
日，
反
而
下
令
打
紅
軍呢
？
」

蔣
介
石慍
怒
地
答
覆
：
「我
從
來
沒
說
我
不
抗
日。」

「但
是
東
北
軍
請
求您
盡
快
抗
日，
因為
他
們
的
家鄉
已
經
被
敵
人佔
領
了，
全
中
國
都
在
受
苦
受
難吶
。」

蔣
介
石
突
然迸
出
來
：
「我
是
中
華
民
族
的
領
袖。
我
代
表
國
家
。
我
認為
我
的
政
策
是
對
的，
沒
有
錯
。」

孫
銘
九
說
：
「如
果您
代
表
中
華
民
族，您
為
什麼
不
抗
日
？
這
是
整
個
中
華
民
族
的
要
求。您
不
執
行
他
們
的
要 

求
，
又怎
能
宣
稱
代
表
他
們
？
」

委
員
長
說
：
「我
是
革
命
黨
。
我
隨
時
可
以
犧
牲
。
我
從
不
改
變
我
的
觀
點
•，即
使你
們
劫
持
了
我，
我
的
精
神絕
 

不
屈
服
。」
他
不
想
再
辯
了
。
％

蔣
介
石
被
送
到
西
安，
張
學
良
客
套
過
後，
再
度
要
求
蔣
介
石
停
止
剿
共
戰
事，
領
導
全
國
抗
日
。
同
時
，
下
令
驅 

散
十
二
月
九
日
學
生
示
威
的
文
人
陝
西
省
主
席
邵
力
子，
以
及
蔣
介
石
的
十
多
個
隨
從
官
員
也
被
逮
捕。
39

蔣
介
石
被
捕
的
消
息
在
十
二
月
十
二
日
上
午
就
傳
抵
共產
黨
在
保
安
的
總
部。
毛
澤
東
和
中
國
共產
黨
其
他
領
導
人 

興
奮
極
了
。
毛
澤
東
的
秘
書
回
憶
說
：

十
二
月
十
二
日
凌
晨，
我
被
電
台值
機
員
叫
醒，
說
是
張
學
良
、楊
虎
城
從
西
安
給
毛
澤
東
發
來
一
封
電
報，
是
特 

急
件
。電
報
不
長，
是
用
半
文
半
白
的
語
言
寫
的，
我
看
不
太懂
，
但
記
得
其
中
有
「兵
諫」
兩
字
。我
立即
把
電 

報
交
給
毛
澤
東，
他
還
沒
有
休
息
。看
過
電
報
以
後，
高
興
地
說
：
「喔
，
去
睡吧
，
明
天
有
好
消
息
！
」

40

「兵
諫
」
指
的
是
張
學
良
決
定
動
用
武
力
「進
諫
」
蔣
介
石
。
少
帥
的
電
報
向
毛
澤
東
傳
遞
的
就
是
這
個
訊
息。
毛
澤
東 

睡
醒
時
，
整
個
保
安
城
興
奮
極
了。
住
在
中
共
中
央
營
地
附
近
的
李
德，
也
被
保
安
城
不
尋
常
的
興
奮嚇
了
一
跳。
他
注 

意
到
毛
澤
東
當
天
上
午
起
得
早，
這
一
點很
不
尋
常，
因為
毛
澤
東
習
慣
夜
裡
工
作，
因
此
起
床
甚晚
。
毛
澤
東
窯
洞
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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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野
戰
電
話
是
他
和
其
他
黨
政
領
導
人
及
軍
隊
指
戰
員
聯
絡
的
工
具，
這
一
天
響
個
不
停。
李
德
回
憶
說
：

消
息
像
閃
電
般
傳
遍
全
城
。
它

產
生真
正
的
狂
喜，
因為
蔣
介
石
是
中
國
共
產
黨
和
中
國
紅
軍
最
痛
恨
的
敵
人
.
.
.
.

有
一
場
露
天
會
議
.
.
.
.
保
安
及鄰
近
的
黨
員
、軍
人
和
蘇
維
埃
幹
部
全
來
了
.
.
.
.
.毛
澤
東
最
先
發
言
.
.
.
.
.講
話
的
要

旨
是
.
.
.
.
和
蔣
介
石
這
個
背
叛
中
國
國
家
利
益
的
叛
國
賊
算
總
帳
、把
他
交
付
人
民
法
庭
公
審
的
時
候
到
了
.
.
.
.
.全

國
、全
軍
應
該
動
員
起
來
對
抗
日
本
及它
在
國
民
黨内
的
同
謀
者
。
41

一
場
巨
型
會
議
通
過
決
議，
「要
求
『群眾
公
審
』
叛
國
賊
蔣
介
石
-
全
城
歡
欣
鼓
舞。」
42

十
二
月
十
三
日
上
午， 

政
治
局
開
會，
毛
澤
東
非
常
興
奮
地
形
容
逮
捕
蔣
介
石
是
一
件
革
命
的、
抗
日
的
、
進
步
的
事
件
。
C政
治
局
幾
乎
一
致 

決
議
，
應
該
將
蔣
介
石
公
審、
處
以
死
刑
。
44
後
來
毛
澤
東
親
自
向
共產
國
際
報
告
事
情
經
過。
45

西
安
事
變
的
消
息
於
十
二
月
十
三
日
傳
抵
莫
斯
科，
同
樣
令
共產
國
際
首
腦
們
震
動。
季
米
特
洛
夫
樂
壞
了
。
他
在 

日
記
裡
寫
下
：
「樂
觀
、
有
利
的
評
價
張
學
良
。
蘇
聯
需
要
節
制，並
且
技
巧
地
回
應
與
西
安
事
變
相
關
聯
的
反
蘇
運 

動
。」
46

次
日
，
他
召
開
會
議，
與
他
最
信
賴
的
副
手
們
討
論
中
國
的
情
勢。
然
後
他
才
向
史
達
林
報
告。

他
所
聽
到
的
話
把
他嚇
了
一
跳。
大
老闆
和
平
常
一
樣，
說
話
簡
潔
：
「去
告
訴
他
們
〔中
國
共產
黨
〕
採
取
獨
立 

的
立
場
，
要
反
對
兩
敗倶
傷
的
內鬥
，
要
堅
持
和
平
解
決
衝
突，
要
有
協
議
和
共
同
行
動，
各
黨
各
派
要
有
民
主
綱
領
代 

表
中
國
的
團
結
和
獨
立，強
調
黨
給
國
民
黨
的
信
及
毛
澤
東
接
受
訪
談
時
所
採
取
的
立
場。」
47

這
可
是
大
家
都
料
想
不 

到
的
事
。
史
達
林
要
求
共產
黨
釋
放
蔣
介
石。
否
則
還
有
什麼
辦
法
可
以
和
平
解
決
衝
突呢
？

幾
小
時
後
，
午
夜
時
分
，
史
達
林
突
然
打
電
話
給
季
米
特
洛
夫，
毫
不
掩
飾
他
的
不
痛
快，
劈
頭
就
問
：
「你
那
王 

明
究
竟
是
什麼
人啊
？搞
破
壞呀
？
他
想
要
發
電
報
去
把
蔣
介
石
殺
了。」

季
米
特
洛
夫
大
吃
一
驚
回
答
說，
他
沒
聽
說
有
這麼
一
回
事。

史
達
林
說
：
「我
把
那
電
報找
來
給你
。」
當
下
就
掛
了
電
話
。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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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實
上
，
他
沒
去找
電
報。很
有
可
能
是
，
根
本
沒
有
這麼
一
回
事，
有
人
向
史
達
林
做
了
不
正
確
的
報
告。
也
有 

可
能
是
史
達
林
要嚇
唬
季
米
特
洛
夫，
曉
得
他
預
備
下
達
命
令
將
蔣
介
石
處
決。
總
而
言
之
，
大
老闆
很
不
滿
意，
也
沒 

有
掩
飾
他
的
不
爽
。

隔
一
會
兒
，
莫
洛
托
夫
打
電
話
過
來。

「明
天
下
午
三
點
半
到
史
達
林
同
志
辦
公
室
來
•，我
們
將
討
論
中
國
問
題。
只
有你
和
曼
努
伊
爾
斯
基
-
不
要
帶
別

人
來
！
」
49

他
們
在
史
達
林
辦
公
室
談
了
些
什麼
？
我
們
不
知
道
。
可
能
是
大
老闆
表
示
他
不
滿
意
季
米
特
洛
夫、
毛
澤
東
、
王 

明
和
共產
國
際、
中
共
中
央
人
員
的
政
治
短
視
。
當
然
，
莫
洛
托
夫
是
唯
唯
諾
諾，
凡
事
仰
體
上
意
。
史
達
林
的
重
點 

是
，
逮
了
蔣
介
石、
將
他
處
決
，
無
可
避
免
會
深
化
中
國
社
會
的
分
裂，並
使
史
達
林
陷
入
更
大
麻
煩。
一
九
三
六
年
十 

一
月，
也
就
是
西
安
事
變
之
前
一
個
月，
納
粹
德
國
與
日
本
簽
署
《反
共產
國
際
公
約
》，
目
標
指
向
蘇
聯
。
因
此
，
就 

史
達
林
來
講，
將
蔣
介
石
轉
化為
盟
友
是
生
死
交
關
的
大
事。
他
曉
得
國
民
黨
中
常
會
和
中
政
會
聯
常
會
議
已
在
十
二
月 

十
二
日
召
開
緊
急
會
議，
同
步
通
過
動
用
武
力敉
平
張
學
良
的
兵
變。
全
心
全
力
效
忠
蔣
介
石
的
軍
政
部
長
何
應
欽，
已 

經
準
備
下
令
轟
炸
西
安，並
派
軍
討
伐。
國
民
黨
飛
機
已
經
開
始
轟
炸
陝
西
省
幾
個
人
口
稠
密
的
城
市。

十
二
月
十
五
日，即
與
史
達
林
會
議
後
的
次
日，
季
米
特
洛
夫
把
大
老闆
有
關
和
平
解
決
事
件
的
指
示
傳
達
給
共產
 

國
際
執
委
會
官
員。
第
二
天
，
他
又
回
到
克
里
姆
林
宮，
把
共產
國
際
要
發
給
中
共
中
央
的
指
示
之
文
本
向
史
達
林
及
其 

高
階
助
手
提
出
報
告。
這
項
指
示
力
促
中
國
共產
黨
「堅
決
站
穩
和
平
解
決
衝
突
」
的
立
場
。
50

我
們很
容
易
想
像
毛
澤
東
接
到
這
道
指
示
之
後
會
有
什麼
反
應。丟
臉
、
羞
愧
、
失
望
。
極
有
可
能
，
三
者
兼
而
有 

之
。
用
艾
德
加
.
史
諾
的
話
來
說
，
「當
莫
斯
科
下
令
釋
放
蔣
介
石
時，
毛
澤
東
氣
壞
了
。
毛
澤
東跺
腳
、咒

罵
。」
史 

諾
稱
之為
X
的
某
個
目
擊
者
告
訴
他
毛
澤
東
的
反
應。
W

最
讓
他
覺
得丟
臉
的
是，
莫
斯
科
命
令
到
達
時，
毛
澤
東
本
人
已
瞭
解
需
要
和
平
解
決
衝
突。
由
於
技
術
上
的
原 

因
，
季
米
特
洛
夫
的
電
報
雖
是
十
二
月
十
六
日
發
出，卻
要
到
十
七
日
或
十
八
日
上
午
才
傳
到
保
安，
而
且
部
分
內
容
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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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
而
未
傳
。
一
直
要
到
十
二
月
二
十
日
毛
澤
東
才
得
以
讀
到
莫
斯
科
指
示
的
全
文。S

這
時
候
，
毛
澤
東
已
經
從
蘇
聯
媒 

體
報
導
得
知
共產
國
際
的
立
場。
甚
且
，
毛
澤
東
已
收
到
張
學
良
〈告
全
國
同
胞
書
〉
全
文
，它
表
明
了
張
學
良並
無
意 

置
蔣
介
石
於
死
地。
少
帥
的
目
標
是
逼
蔣
介
石
抗
日。
周
恩
來
於
十
二
月
十
七
日
抵
達
西
安，
開
始
與
張
學
良、
楊
虎
城 

談
判
。
蔣
介
石
拒絕
和
他
們
見
面
或
討
論
張
學
良
的
提
議。
他
告
訴
張
學
良
說
：
「為你
個
人
及為
國
家
計，你
唯
一
該 

做
的
是
立
刻
悔
改，
送
我
回
南
京
。你
不
能
掉
入
共產
黨
布
下
的
陷阱
。
及
時
悔
改，
以
免
太
遲
。
」
M

情
勢
日
益
緊
張
。
到
了
十
二
月
十
九
日，
毛
澤
東
瞭
解
事
件
必
須
要
解
決。
他
非
常
沮
喪，
在
當
天
的
政
治
局
會
議 

上
按
捺
不
住
，
大
發
雷
霆
。
承
認
「目
前
問
題
主
要
是
抗
日
問
題，
不
是
對
蔣
個
人
的
問
題
」，
他
突
然插

一
句
話
： 

「日
本
說
蘇
聯
造
成，
蘇
聯
說
日
本
造
成，
雙
方
對
於
事
實
的
實
質
都
有
抹
殺。」
54
中
共
中
央
政
治
局
通
過
一
項
決
議， 

希
望
衝
突
能夠
和
平
解
決。
莫
斯
科
的
指
令
經
由
毛
澤
東
在
十
二
月
二
十
日晚
上
八
點
傳
遞
給
周
恩
來，它
並
沒
有
改
變 

任
何
東
西
。
然
而
，
從
外
表
看
來，
顯
然
是
毛
澤
東
被
迫
接
受
史
達
林
的
命
令。
毛
澤
東
需
要
就
共產
國
際
指
令
的
執
行 

狀
況
提
出
報
告，
但
是
他
不
希
望
在
本
黨
同
志
面
前丟
臉
。
因
此
，儘
管
客
觀
環
境
如
此，
而
且
也
正
式
贊
成
莫
斯
科
的 

指
令
，
毛
澤
東
還
是
慢
條
斯
理
與
蔣
介
石
就
建
立
抗
日
統
一
戰
線
一
事
簽
訂
協
議。即
使
英、
美
大
使
館
武
官
來
到
西
安 

做
調
人
，
力
勸
蔣
介
石
，
蔣
介
石
也
不
急
著
與
中
國
共產
黨
締
結
同
盟。

十
二
月
二
十
二
日，
蔣
介
石
的
大
舅
子
宋
子
文
和
蔣
夫
人
宋
美
齡
飛
到
西
安。
直
到
這
時
，
危
機
才
告
終
止。
張
學 

良
一
向
以
騎
士
風
範
自詡
，
抵擋
不
了
宋
美
齡
的
魅
力。
聖
誕
節
當
天，
他
送
給她
一份
大
禮
：
他
宣
布
他
將
親
自
送她
 

和她
丈
夫
回
南
京。
他
實
在
太
天真
了
！

飛
回
南
京
之
後，
蔣
介
石
立
刻
將
這
位
叛
將
交
付
軍
事
法
庭，它
判
處
他
十
年
有
期
徒
刑。
然
而
，
一
九
三
七
年
七 

月
全
面
抗
戰
爆
發，
他
和
其
他
全
體
政
治
犯
一
起
獲
得
減
刑。
但
是
蔣
介
石
從
來
不
曾
原
諒
他
。
張
學
良
受
到
軟
禁
多 

年
，
飽
嘗
思鄉
之
苦
。
蔣
介
石
一
九
四
九
年
撤
出
中
國
大
陸
時，
把
張
學
良
帶
到
台
灣，即
使
蔣
介
石
在
一
九
七
五
年
去 

世
，
少
帥
仍
然
受
到
管
束。
一
直
要
到
一
九
九
〇
年
，
少
帥
老
矣
，
高
齡
八
十
九，
才
獲
得
自
由。

回
到
當
時，
蔣
介
石
繼
續
準
備
第
六
次
剿
匪
作
戰。
十
二
月
底，
新
的
軍
事
力
量
開
始
沿
著
陝
北
蘇
區
邊
界
集
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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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時
候
，即
一
九
三
七
年
一
月
六
日，
毛
澤
東
按
捺
不
住
。
他
和
張
聞
天
發
電
報
給
周
恩
來
和
博
古，
宣
稱
必
須
「準
備 

(和
國
民
黨
)
放
手
一
戰
」。
M然
而
，
保
安
這
股
好
戰
氣氛
無
可
避
免
地
引
起
共產
國
際
迅
速
回
應。
一
九
三
七
年
一
月 

十
六
日
，
季
米
特
洛
夫
和
蘇
共
政
治
局
委
員
莫
洛
托
夫、
安
德
瑞
•安
德
列
耶
夫(A

ndrei A
ndreev)

、
安
德
瑞
.
日
丹 

諾
夫(A

ndrei Zhdanov)

和
尼
古
拉
•葉
佐
夫(N

ikolai Y
ezhov)

到
史
達
林
辦
公
室
開
會
討
論
局
勢。
他
們
發
給
中 

共
中
央
的
電
報，
口
氣
相
當
嚴
峻
：

我
們
非
常
重
視
西
安
事
件
的
和
平
解
決
。然
而
，
這
個
結
果很
可
能
不
只
因為
日
本
帝
國
主
義
及
其
代
理
人
竭
盡
所 

能
發
動内
戰
的
陰
謀
所
破
壞，
也
會
因為
貴
當
〖的
錯
誤
政
策
所
斷
送
。

現
在
已
經
更
加清
楚，
貴
黨
過
去
的
政
策
——

排
除
蔣
介
石
以
建
立
統
一
戰
線，
以
及
推翻
國
民
政
府
——
並

不
正

確
.
.
.
.
目
前
黨
的
主
要
任
務
是
達
成内
戰
的
有
效
終
止
.
.
.
.
.黨
必
須
公
開
宣
布
、而
且
堅
定
執
行
一
項
政
策，
支
持

國
民
黨
及
南
京
政
府
一
切為
.
.
.
.
團
結
中
國
人
民
所
有
力
量
、以
保
衛
中
國
領
土
完
整
及
獨
立
、以
對
抗
日
本
侵
略

之
措
施
。
56

在
史
達
林
指
示
下，
季
米
特
洛
夫
於
一
月
二
十
日另
外
發
給
毛
澤
東
一
封
信，
談
中
國
的
工
作
需
要
改
變
方
向。
季 

米
特
洛
夫
以
共產
國
際
執
委
會
秘
書
處
名
義
要
求
毛
澤
東
考
慮
「從
蘇
維
埃
制
度
改為
以
民
主為
基
礎
的
人
民
革
命
統
治 

制
度
」，
同
時
「只
在
城
市
中
心
保
持
蘇
維
埃，
不
作為
權
力
機
關，
而
作為
群眾
組
織
」。
57

莫
斯
科
一
月
十
九
日
電
報
的強
悍
口
氣，
讓
毛
澤
東
相
信
他
需
要
再
次
向
克
里
姆
林
宮
擔
保
他
完
全
效
忠。
幾
天
之 

後
，
他
把
中
共
中
央
擬
發
給
國
民
黨
第
五
屆
三
中
全
會
(預
定
二
月
十
五
日
在
南
京
召
開
)
電
報
的
草
稿，
先
傳
給
季
米 

特
洛
夫
過
目
，
徵
求
他
的
意
見
。
季
米
特
洛
夫
把
這
封
電
報
附
上
他
回
信
的
草
稿
送
請
蘇
共
中
央
政
治
局
核
示。
政
治
局 

稍
作
修
正
後
通
過
回
信
電
文。
二
月
五
日，
季
米
特
洛
夫
照
會
毛
澤
東
•，
再
隔
幾
天，
中
共
中
央
政
治
局
常
委
會
拍
發
電 

報
給
國
民
黨
三
中
全
會。它
的
部
分
內
容
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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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
望
國
民
黨
三
中
全
會，
本
著
和
平
統
一
團
結
禦
侮
的
方
針，
將
下
列
各
項
定為
國
策
：

一
、 

停
止
一
切内
戰，
集
中
國
力，
一
致
對
外
；

二
、 

保
障
言
論
、集
會
、結
社
之
自
由，
釋
放
一
切
政
治
犯
；

三
、 

召
集
各
黨
各
派
各
界
各
軍
的
代
表
會
議，
集
中
全
國
人
才，
共
同
救
國
；

四
、 

迅
速
完
成
對
日
抗
戰
之
一
切
準
備
工
作
；

五
、 

改善人民的生活
。

中
共
中
央
承
諾
終
止它
在
全
國
推翻
國
民
政
府
的
武
裝
暴
動。它
也
表
示即
將
把
蘇
維
埃
政
府
改
名
中
華
民
國
特
區 

政
府
，並
把
紅
軍
更
名為
國
民
革
命
軍，
分
別
直
接隸
屬
於
國
民
黨
的
中
央
政
府，
以
及
南
京
的
軍
事
委
員
會
底
下。
甚 

且
，它
同
意
在
特
區
引
進
普
選
的
徹
底
民
主
制
度，並
且
停
止
沒
收
地
主
土
地
。
58

毛
澤
東
已
經
四
十
四
歲。
他
已
經
在
全
國
舞
台
上
取
得
政
治
人
物
的
極
大
名
聲，
而
且
他
在
黨
內
的
勢
力
實
質
上
也 

無
敵
手
。
可
是
他
對
莫
斯
科
的
依
賴
絲
毫
不
減
.，中
國
共產
黨
聽
命
於
共產
國
際
的
地
位
也
絲
毫
不
變。
雖
然
莫
斯
科
領 

導
人
對
中
國
革
命
的
觀
點
經
常
在
變，
中
國
共產
黨
仍
像
以
前
一
樣，
與
共產
國
際
執
委
會
及
蘇
聯
共產
黨
維
持
緊
密
關 

係
。
蘇
聯
意
識
型
態
對
中
國
共產
黨
人
的
影
響
仍
然
具
壓
倒
性
優
勢。
西
方
事
變
只
使
雙
方
關
係
更
加強
化。
雖
然
毛
澤 

東
開
始
暗
自
將
種
種
侮
辱
和
不
滿
藏
在
心
頭，
表
面
上
還
維
持
住
他
是
偉
大
的
史
達
林
最
聽
話
的
學
生
的
模
樣。

一
九
三
七
年
初，
賀
子
珍
生
下
他
們
的
第
五
個
小
孩，
―
個
女
兒
。
周
恩
來
的
太
太
鄧
穎
超
把
小嬰
兒
稱為

「嬌 

嬌
」。
後
來
，
女
兒
年
滿
十
三
歲，
毛
澤
東
按
照
中
國
習
俗，為
她
取
個
學
名
「敏
」，
取
寓
孔
子
說
「君
子
訥
於
言、 

敏
於
行
」。
同
時
，
他
沒
讓她
姓
毛，
而
姓
李
——

他
用
過
「李
得
勝
」
這
個
化
名
。
％

同
一
時
期
，即
一
九
三
七
年
一
月
十
三
日，
也
就
是
他
女
兒
出
生
不
久，
依
據
中
共
和
張
學
良
在
張
被
捕
之
前
達
成 

的
協
議
，
中
共
中
央
從
保
安
的
窯
洞
南
遷
一
百
公
里
至
陝
北
最
大
城
市
延
安。
出
發
前
，
毛
澤
東
抱
著
襁
褓
中
的
女嬰
對 

她
說
：
「嬌
嬌
，妳
可趕
上
時
代唷
。
我
們
要
住
到
城
裡
去嘍
。
」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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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十I

章

談
情説
愛
的
哲
學
家

搬
到
延
安
，
使
得
毛
澤
東
日
常
生
活
起
了
重
大
變
化。
他
現
在
可
以
享
受
舒
適
的
城
市
生
活。
新
「赤
都
」
一
點
都 

不
像
保
安，
保
安
只
是
個
沙
塵
飛
揚、
荒
無
人
煙
的
村
落，
十
室
九
空
。
延
安
則
是
個很
活
潑
的
地
方。
李
德
回
憶
說
： 

「農
民
、
小
販
在
露
天
市
場
賣
肉、
蛋
、
蔬
菜
和
其
他
食
物。
小
鋪
和
餐
廳
，
有
些
還
相
當
高
級，
照
常
營
業
。
總
之
， 

延
安
反
映
的並
不
乏
和
平
與
常
態。
我
們
看
到
我
們並
不
習
慣
的
民
間
活
動。
」
1

延
安
位
於
一
個
狹
長
的
山
谷
裡，它
位
於
淺
而
多
石、
但
相
當
寬
廣
的
延
河
南
岸，
四
周
是
黃
土
山
嶺。
高
大
的
城 

牆
幾
乎
沿
著
整
個
外
圍
走，
城
牆
上
長
方
形
的
塔
樓
高
聳
入
雲。
城
牆
開
闢
北
門、
南
門
、
大
東
門
和
小
東
門
四
個
城 

門
；
城
的
西
邊
或
西
南
邊
沒
有
城
門。
西
邊
的
城
牆
沿
著
山
脊
走
.
保
護
著
全
市
不
受
不
速
之
客
侵
擾。

這
座
城
市
集
合
了
一
些
狹
窄、
熱
鬧
的
街
道，
長
排
的
飛簷
屋
頂
豪
邸
-
可
是
屋
主
乃
是
地
方
仕
紳，
早
已
棄
置
房 

產
逃
之
夭
夭。
城
外
高
地
上
巍
然
聳
立
一
座
漂
亮
的
九
層
塔，睥
睨
全
城
建
物。
延
安
似
乎
就
是
毛
澤
東
及
其
同
志
們
企 

盼
許
久
的
休
息
之
地。
與
國
民
黨
的
和
平
逐
漸
成為
事
實。

延
安
城
裡
居
民
三
千
多
人，
仍
有
足夠
的
空
屋，
因
此
黨
的
大
多
數
領
導
人
可
以找
到
滿
意
的
居
停
之
所。
毛
澤
東 

和
賀
子
珍
，
以
及
其
他
中
委
及
眷
屬，
都
在
城
的
西
側，即
鳳
凰
山腳
這
個
昔
日
著
名
的
富
商、
地
主
社
區
安
頓
下
來
； 

這
些
富
商
、
地
主
一
聽
到
中
共
軍
隊靠
近
的
消
息，
當
然
早
就
逃
之
夭
夭
。
毛
澤
東
偕
妻
子
住
進
一
棟
富
商
的
家
。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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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
、
寬
敞
的
房
間
出
奇
乾
淨。舉
目
所
及，
只
見
黃
土
山
陵
無
邊
無
際
往
遠
處
延
伸
而
去。
有
一
間
房
間
毛
澤
東
用
來
兼 

做
起
居
室
和
臥
房，它
的窗
邊
擺
著
一
張
大
木
床.，另
一
個窗
邊
則
是
傳
統
的
火炕
。
所
有
的
家
具
就
是
一
張
書桌
、
幾 

張
椅
子
、
書
櫃
和
一
個
巨
大
的
木
製
浴
盆。
所
缺
的
就
是
足夠
放
置
文
件
的櫥
櫃，
但
是
毛
澤
東
想
到
一
招，
要
侍
衛找
 

來
幾
個
空
汽
油
筒
代
替。
(這
些
空
汽
油
筒
是
美
孚
石
油
公
司〔standard Oil com

pany〕

的
容
器
，
正
好
給
中
式
室
內 

布
置
添
點
美
國
風
味
)。
？張
聞
天
、
朱
德
、
周
恩
來
和
彭
德
懷
也
在鄰
近
安
頓
下
來。

離
城
不
遠，
沿
河
兩
岸
的
黃
土陡
坡
也挖
了
許
許
多
多
窯
洞。它
們
往
北
向
城
外
排
成
一
長
排，
而
遠
遠
望
去很
像 

燕
巢
或蝙
蝠
洞。
；
大
部
分
紅
軍
官
兵
住
在
那
兒。
此
外
，
有
幾
個
中
共
高
階
領
導
人
寧
願
住
窯
洞，
過清
貧
日
子
，
不 

像
毛
澤
東、
周
恩
來
等
選
擇
安
逸
處
所。
其
中
之
一即
張
國
燾，
他
愈
來
愈
意
識
到
毛
澤
東
一夥
人
對
他
沒
有
好
感。

極
端
左
傾
的
美
國
記
者
艾
格妮
絲
.
史
沫
特
萊
在
一
九
三
七
年
一
月
底
或
二
月
初
來
到
延
安，
也
住
在
其
中
一
個
窯 

洞
。
四
十
五
歲
的
史
沫
特
萊
是
個
外
表
十
分
男
性
化
的
女
權
主
義
者，她
蔑
視
資產
階
級
的
道
德
觀、
崇
拜
史
達
林
。她
 

不
是
任
何
國
家
共產
黨
的
正
式
黨
員，
但
是
在她
來
到
陝
北
之
前，她
與
共產
國
際
及
美
國
共產
黨
保
持
秘
密
聯
繫。| 

九
三
〇
年
代
初
期，她
扮
演
共產
國
際
執
委
會
在
中
國
的
非
正
式
代
表
的
角
色，
以她
為
管
道，
共產
國
際
特
務
偶
爾
交 

付
金
錢
與
指
令
給
中
國
共產
黨
人。她

以
「安
娜
」為

化
名
，
也
涉
入
蘇
聯
在
上
海
的
間
諜
網。
蘇
聯
軍
事
情
報
特
務
理 

查

•佐
爾
格(Richard sorge)

當
時
化
名
「強

生
」(Johnson)

，
住
在
上
海
。
一
九
三
〇
年，
史
沫
特
萊
成為
他
的 

許
多
情
人
之
一，
在
寫
給
一
位
女
性
友
人
的
信
中
稱
呼
他為

「英
俊
的
海
克
力
斯
」(handsom

e H
ercules

)。
史沬
特
萊 

一
到
延
安
不
久，
就
正
式
申
請
加
入
中
國
共產
黨，卻
遭
到
婉
拒
。
雖
然她
接
受
中
國
友
人
的
論
據
——

他
們
向她
解 

釋
，她
是
個
有
才
華
的
作
家，
保
持
超
然
於
中
國
共產
黨
之
外
的
地
位，
可
以
對
共產
運
動
有
更
大
的
貢
獻
——

但
是
這 

對她
不啻
是
個
打
擊。彳

史
沫
特
萊
住
處
隔
壁
的
窯
洞，
住
著她
的翻
譯
吳
光
偉，
也
是
最
近
才
來
到
延
安
的
一
位
漂
亮
的
舞
台
劇
演
員。
史 

沫
特
萊
管她
叫
「莉
莉
」
(百
合
)，
這
個
名
字
對她
極為

「速
配
」。
二
十
六
歲
的
莉
莉
面
如
滿
月，
高
雅
有
如
湖
中
浮 

花
，她
和
史
沫
特
萊
可
說
完
全
不
同，
與
延
安
其
他
居
民
也
大
不
相
同。
延
安
所
有
的
女
性
當
中，
只
有她
搽
脂
抹
粉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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妝
，她
從
西
安
帶
來
大
量
的
化妝
品。她
把
一
頭
烏
黑
的
長
髮
結
成
漂
亮
的辮
子
垂
放
到
肩
頭，她
也
精
心
照
料她
的
指 

甲
和
皮
膚
。
難
怪
，
許
多
男
人
，
包
括
已
有
家
室
的，
都
開
始
注
意
到她
。

毛
澤
東
也
拜
倒
在她
石
榴
裙
下。
起
先
，
他
和
莉
莉
的
關
係很
純
潔。
他
偶
爾
會
拜
訪她
以
及她
的鄰
居，
聊
天
、 

打
牌
、
喝咖
啡
，
有
時
候
也
喝
米
酒、
享
用
蘇
打餅

乾
(史
沫
特
萊
因
胃
潰
瘍，
總
是
設
法
備
著它
們
)。
他
有
好
幾
次 

留
下
來
吃晚
飯
。
從
一
切
外
表
看，
他
只
是
看
重她
是
個
有
才
華
的
女
演
員，
對
革
命鬥
爭
有
顯
著
的
貢
獻。
當
時
莉
莉 

正
在
延
安
舞
台
上
演
出
從
高
爾
基(M

axim
G

orky)

的
《母
親
》
改
編
的戲
劇
中
的妮
若
芙
娜(N

ilovna) 
一
角。

然
而
，
隨
著
時
間
進
展
，
謠
言悄
悄
傳
遍
全
城。
女
性
們
、
其
中
大
多
數
已
婚，
特
別
不
高
興
。
作為
積
極
的
黨 

員
，她
們
和
丈
夫
們
一
起
經
歷
內
戰、
長
征
、
國
民
黨
圍
剿、
飢
饉
、
轟
炸
，
以
及
和
子
女
分
離
的
種
種
艱
苦
考
驗。
尤 

其
是
，她
們
自
認
是
革
命
的
道
德
家。
「嫵
媚
」、
「嬌
柔
」
都
不
在她
們
的
詞
彙
裡。
鮮豔
的
衣
服、
化妝
品
和
時尚
髮 

型
，
只
會
引
起她
們
的
蔑
視。她
們
把
和
不
熟
的
男
子
聊
天，
視
同
外
遇
。她
們
把
男
人、
包
括
自
己
的
丈
夫，
當
作
革 

命
同
志
對
待
；她
們
衣
著
服
飾
像
男
生，
剪
短
頭
髮
，
行為
非
常
莊
重
和
獨
立
——

一
切
都
是
非
常
游
擊
隊
式
的
純
潔
主 

義
。

延
安
的
女
性
也
不
太
理踩
史
沫
特
萊，
原
因
則
不
單
是
因為
她
和
莉
莉
交
朋
友。
史
沫
特
萊
的
個
人
作
風
與
其
他
女 

性
倒
沒
什麼
不
同
：她
從
來
不
用
化妝
品、
服
飾
簡
樸
如
男
性、
不
矯揉
造
作
，
而
且
熱
愛
共產
黨
。
但
是她
相
當
粗 

魯
、
自
信
滿
滿
，
而
且
太
獨
立。她
相
信
自
由
的
「革
命
」
愛
情
，
排
斥
婚
姻
，
宣
稱
那
是
奴
役
女
性
的
一
種
工
具，
也 

極
力
提
倡
避
孕
(史
沫
特
萊
被
迫
停
止
向
地
方
農
婦
推
廣
行
房
後
灌
洗
避
孕，
因為
延
安
婦
人
把
那檸
檬
味
的
水
拿
來
當 

飲
料
喝
)。
在
公
開
集
會
上，
史
沫
特
萊
說
話
非
常
直
率，
經
常
在她
住
的
窯
洞
裡
花
好
幾
個
小
時
採
訪
男
性。
朱
德
的 

太
太
康
克清
為
人
率
性、
活
力
充
沛
，
特
別
討
厭她
，
而
且
不
無
理
由。
史
沫
特
萊
才
剛
到
延
安，
就
開
始
動
筆
寫
朱
德 

傳
記
，
還
深
深
愛
上
他
。她
根
本
毫
不
隱
瞞
自
己
對
朱
德
的
愛
慕
之
情，
稱
他為

「我
在
世
上
最
好
的
朋
友
」。

康
克清
和
賀
子
珍
在
婦
女
圈
組
織
反
史
沫
特
萊
和
莉
莉，很

快
地
，
延
安
的
革
命
婦
女
統
統
加
入。
史
沫
特
萊
和
莉 

莉
沒
注
意，
分
別
繼
續
和
朱
德、
毛
澤
東
密
會
。另
有
兩
位
女
性
加
入她
們
危
險
的
遊戲
：
一
位
是
著
名
的
共產
黨
作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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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
玲
，她
本
身
就
是
徹
底
解
放
的
女
性
•，
一
位
是
偶
爾
也
參
加
的
海
倫
.
佛
斯
特
•史
諾(H

elen Foster snow
)

，即
 

艾
德
加
•史
諾
的
太
太。她
的
閨
中
好
友
都
叫她

「佩
」
或
「佩
姬
」
(她
的
筆
名
是妮
姆
•威
爾
斯〔N

ym

 W
ales〕)

。 

海
倫
和她
丈
夫
一
樣，
是
個
新
聞
記
者，
於
四
月
底
來
到
延
安。她
長
相甜
美，
不
遜
好
萊
塢
任
何
一
位
美
女，
但
是
相 

當
謙
和
。她
和
史
沫
特
萊
一夥
人
混
在
一
起，
因為
她
認為
她
們並
無
不
妥。

毛
澤
東
、
朱
德
和
莉
莉、
史
沫
特
萊、
丁
玲
及
佩
姬
•史
諾
的
聚
會並
不
是
一
直
都很
清
純。
有
時
候
，
當
著
毛
澤 

東
的
面
，
幾
個
女
生
就
品
頭
論
足
議
論
起她
們
認為
哪
個
男
人
最
英
俊
(史
沫
特
萊
和
史
諾
略
通
中
文
)。她
們
會
笑
著
說 

某
人
太胖
、
某
人
太
瘦
，
或
某
人
又
太
矮。她
們
一
致
認為
最
有
魅
力
的
是
林
彪，
「典
型
的
阿
多
尼
斯(A

donis)

①」， 

以
及
徐
海
東，
一
個
軍
事
幹
部，
他
的
雄
壯
體
型
令她
們
著
迷。她
們
也
覺
得
毛
澤
東
英
俊，
拿
他
和
林
肯
比
擬
。
這
時 

候
，她
們
往
往
兩
手
一攤
，
笑
著
說
：
「這
些
都
是
好
男
人，
但
是
天啊
，
我
們卻
比
不
上
他
們
的
太
太
！
」
史
沫
特
萊 

開
玩
笑
說
：
「如
果你
們
這
些
中
國
共產
黨
的
領
導
人
都
不
能
走
出
女
性
石
榴
裙
下，你
們
又怎
能
解
放
中
國呀
？
」 

毛
澤
東
顯
然
已
嫌
賀
子
珍
人
老
珠
黃，
也
控
制
不
了
自
己
。
他
和
這
幾
位
女
士
過
從
愈
來
愈
密。
毛
澤
東
幾
乎
每
天 

晚
上
都
去
會
晤她
們，
誦
讀
他
又
開
始
寫
作
的
詩
詞，
或
與
史
沫
特
萊
討
論
羅
曼蒂
克
的
愛
情
(通
常
是
莉
莉
把
他
們
湊 

在
一
起
)。
不
久
，
他
和
史
沫
特
萊產
生
一
個
構
想，
要
辦
個
舞
蹈
班。
他
們找
出
一
具
老
舊
的
留
聲
機
和
幾
張
狐
步
唱 

片
，
利
用
已
經
逃
出
延
安
的
傳教
士丟
下
的
一
座教
堂，
辦
起
音
樂晚
會。
中
共
領
導
人
的
太
太
們
被
如
此
公
然
「傷
風 

敗
俗
」
的
行為
嚇
壞
了，
杯
葛
舞
蹈
班，
但
是她
們
的
老
公卻
高
高
興
興
地
去
開
洋葷
。
朱
德
、
周
恩
來
和
賀
龍
特
別
有 

興
趣
學
美
國
舞。
連清
心
寡
欲
的
彭
德
懷
也
到
場
看
熱
鬧。
舞
蹈
班
持
續
了
好
幾
個
星
期，
使
得
毛
澤
東
和
莉
莉
走
得
更

近
。

5海
倫
.
佛
斯
特
•史
諾
回
憶
起
後
來
的
情
況
：

五
月
三
十
一
日，
我
應
邀
到
美
國
記
者
艾
格妮
絲
.

史
沫
特
菜
山
邊
寬
敞
、舒
適
的
窯
洞
去
作
客
.
.
.
.
我
在
門
外
的

小
爐
子
上烤
了
兩
塊
白
薯，
要
了
兩
筒
鳳
梨
罐
頭
。翻
譯
莉
莉
小
姐
炒
了
辣
椒
和雞
蛋
。史
沫
特
萊
還
在
餐
廳
要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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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
菜
湯
。除
了
小
燒餅
外，
還
有
大
鍋餅

。

毛
澤
東
來
了
.
.
.
.
當
天晚
上
他
興
致很
高
。毛
澤
東
有
個
最
迷
人
的
特
質，你
在
照
片
上
看
不
到，
那
就
是
好
表

現
、很
活
潑
.
.
.
.
艾
格妮
絲
的
藍
色
大
眼
珠
——

有
時
候
發
出
狂
熱
的
光
芒
——

崇
拜
地
看
著
毛
澤
東
。莉
莉
對
毛

澤
東
也
是
一
副
崇
拜
英
雄
的
眼
神
。過
了 
一
會
兒，
我很
驚
訝
地
看
到
莉
莉
走
過
去，
坐
到
毛
澤
東
身
邊，
把
手
放 

到
他
膝
上
(

非
常
怯
生
生
地
)

。莉
莉
宣
稱她
已
經
不
勝
酒
力
了
……

毛
澤
東
顯
然
也嚇
了 
一
跳，
但
是
他
如
果
一 

把
推
開她
，
恐怕
也
太
有
失
風
度，
而
且
他
明
顯
也
覺
得
好
玩
。毛
澤
東
說，
他
也
喝
得
太
多
了
。整
個晚
上，
他 

同
莉
莉
拉
著
手，她
依
在
他
的
膝
上，
顯
得並
不
陌
生
。

6

次
日
，
賀
子
珍
統
統
知
道
了
。很
有
可
能
是
毛
澤
東
的
衛
士
們
尊
敬
賀
同
志、
討
厭
莉
莉
，
認為
她
把
毛
主
席
帶
壞 

了
，
遂
把
毛
澤
東
的
行為
向
賀
子
珍
通
報。
當
時
中
國
的
社
會
風
氣
相
當
純
樸，
男
女
授
受
不
親，
公
開
場
合
不
應
牽 

手
、碰

觸
，
可
是
莉
莉
公
然
挑
逗
已
有
家
室
的
男
子，
分
明
是
要
引
誘
他
。
賀
子
珍
太清
楚她
老
公
是
什麼
德
性，怎
堪 

忍
氣吞
聲
。
毛
澤
東
只
要
有
女
性
願
意
投
懷
送
抱，
莫
不
欣
然
從
命
。
他
喜
愛
美
女，
也
喜
愛
女
子
自
動
送
上
門。
賀
子 

珍
嚥
不
下
這
口
氣，
衝
出
家
門
，
直
接
殺
到
窯
洞
區
去。

當她
殺
到
莉
莉
的
窯
洞
時，
夜
色
已
深
。
賀
子
珍
毫
不
懷
疑，
深
信
在
這
兒
一
定
可
以找
到她
那
出
軌
的
老
公。
艾 

德
加
.
史
諾
後
來
依
據
史沬
特
萊
的
說
法
描
述
當
天
的
情
況
：

有
一
個
夜晚
，
史
已
經
睡
下
……

忽
聽
一
陣
急
促
的腳
步
衝
上
山
來
。接
著
，
吳
的
窯
洞
門
被
推
開
。一
個
女
人
尖 

利
的
聲
音
劃
破
了
寂
靜
：
「混
蛋
！你
想
欺
騙
我
，
溜
到
這
個
資
產
階
級
舞
女
家
裡
來
。」史
跳
下
床，
披
上
外 

衣
，跑
到
隔
壁
窯
洞
。毛
的
妻
子
正
用
一
個
長
長
的
手
電
筒
打
毛
。他
坐
在桌
旁
的
板凳
上，
仍
舊
戴
著
他
的
棉
帽

①
譯
按
.•希

臘
神
話
一
位
俊
美
的
神
，
被
用
以
比喻
年
輕
俊
美
男
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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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

穿
著
軍
大
衣
。他
沒
有
制
止
他
的
妻
子
。他
的
警
衛
員
立
在
門
旁，
顯
得很
尷
尬

。毛
的
妻
子
狂
怒
地
大
喊
大 

叫
，
不
停
地
打
他
.，
一
直
打
到她
自
己
上
氣
不
接
下
氣
才
停
手
。毛
最
後
站
起
來
。他
看
上
去很
疲
倦，
聲
音沉
著 

嚴厲
：
「別
說
了
，
子
珍
。我
和
吳
同
志
之
間
沒
有
什麼
見
不
得
人
的
事
。我
們
不
過
是
聊
天
。你
作為
一
個
黨 

員
，
正
在
毁
掉
自
己，你
幹
的
事
情你
應
該
覺
得
可
恥
。趁
別
的
黨
員
還
不
知
道，趕
快
回
去吧

。」

毛
的
妻
子
突
然
轉
向
吳
莉
莉
。吳
背靠
著
牆，
像
一
隻嚇
壞
的
小貓

。賀
罵
道
：
「舞
廳
的婊
子
！妳
大概
和
什麼
 

男
人
都
勾
搭，
還
想
欺
騙
主
席
？」
接
著她
走
近
吳
莉
莉，
揮
起
手
中
的
電
筒，另
一
隻
手抓
她

的臉
，掀
她

的
頭 

髮

。血
從
莉
莉
的
頭
上
流
了
下
來，
吳跑
向
史
沫
特
萊，躲
在她
背
後
。

毛
的
妻
子
又
轉
向
史
：
「帝
國
主
義
分
子
！」她
喊
道，
「都
是妳
鬧
出
來
的，
回妳
自
己
的
家
裡
去
。」接
著她
用 

手
電
筒
打
這
個
「洋
鬼
子」
，
史
沫
特
萊
可
不
是
好
欺
侮
的，
一
把
將
賀
推
倒
在
地
。毛
的
妻
子躺
在
地
上
尖
聲
喊 

道
：
「你
算
什麼
丈
夫
？
還
算
是
男
人嗎
？你
是
共
產
黨
員嗎
？
我
就
在你
眼
皮
底
下挨
這
個
帝
國
主
義
分
子
的 

打
，你

一
聲
也
不
、
呢

。」

毛
責
備
妻
子
道
：
「她
沒
有
惹妳
，
是妳
打她
的
。她
有
自
衛
的
權
利，
是妳
羞
辱
了
我
們
。妳
的
行為
簡
直
像
美 

國
電
影
裡
的
闊
太
太
。」毛
氣
憤
已
極，
但
盡
力
克
制
著，
他
命
令
警
衛
員
扶
起
他
的
妻
子
送她
回
家
。賀
不
願
甘 

休
，
不
肯
起
來，
毛
不
得
不
叫
來另
外
兩
三
個
警
衛
員，
最
終
使
歇
斯
底
里
的贺
離
開
了
。他
們
下
山
時，
毛
默
默 

無
語
地跟
在
後
面
。許
多
人
從
自
己
的
窯
洞
裡
驚
奇
地
望
著
他
們
走
下
山
去
。

7

好
事
不
出
門，
壞
事
傳
千
里。
不
到
幾
個
小
時，
消
息
傳
遍
全
城，
窯
洞
區
居
民
肯
定
全
都
知
道
了。
據
史
沫
特
萊 

和
艾
德
加
.
史
諾
的
報
導，
毛
澤
東趕
緊
召
集
黨
的
領
導
人
開
會，
決
議
這
件
事
應
該
保
密，
禁
止
任
何
人
討
論它
。
但 

是
要
讓
賀
子
珍
安
靜
下
來，
幾
乎
是
不
可
能
的
任
務。她
要
求
黨
中
央
懲
處
史
沫
特
萊、
莉
莉
和
毛
澤
東
的
衛
士，
此
人 

在
事
件
發
生
時
在
場
。她
也
指
控另
一
個
衛
士
陰
謀
不
利她
.，
此
人
目
睹
一
切
經
過，
但
沒
有
介
入
。她
到
處
向
朋
友 

們
、
黨
領
導
人
的
妻
子
們
抱
怨
不
忠
的
丈
夫、
「無
恥
賤
人
」
吳
光
偉
(莉
莉
)，
以
及
「帝
國
主
義
者
老鴇
」
史
沫
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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萊
。
當
然
，她
們
都
同
情她
，
看
著
史
沫
特
萊
一
拳
打
在她
右
眼
留
下
的
瘀青
，
頻
頻
搖
頭
。
8

為
了
讓
太
太
平
息
怒
氣，
毛
澤
東
被
迫
遣
走
莉
莉
。
七
月
某
個
雨
天
上
午，她

和
劇
團
、
丁
玲
坐
車
前
往
陝
西
省 

城
。
出
發
前
，她
在
窯
洞
前
庭
院噙
著
眼
淚，
把
毛
澤
東
在
快
樂
時
光
寫
下、
送
給她
的
詩
詞，
付
之
一
炬
。
②

毛
澤
東
也
請
艾
格妮
絲
.
史
沫
特
萊
離
開
延
安。
謠
言
紛
傳
說
賀
子
珍
鼓
動她
的
衛
士
射
殺
史
沫
特
萊.，
毛
澤
東
壓 

制
不
下
謠
言
，
只
好
設
法
請
史
沫
特
萊
離
開。
但
是
他並
未
成
功
。
當
他
們
談
過
話
不
久，
史
沫
特
萊
的
馬綷
跌、
倒 

下
、
壓
了她
，
使她
脊
骨
受
傷
。她
在炕
上
足
足躺
了
六
個
星
期，
無
法
動
彈
，
直
到
九
月
十
日
才
離
開
延
安。
三
天 

前
，
佩
姬
.
史
諾
也
離
開
延
安
。
9

儘
管
毛
澤
東
一
再
勸
阻，
賀
子
珍
仍
無
法
忘
懷
此
一
事
故，
決
定
離
開
他
和
剛
要呀
呀
學
語
的
小
女
兒，
從
延
安
搬 

到
西
安
，
藉
口
是她
有
治
病
之
需。她
在
長
征
途
中
被
炸
傷、
留
在
身
體
內
的
彈
片很
讓她
嘗
盡
苦
頭，
但
是
動
手
術、 

取
出
彈
片
顯
然
不
是她
離
開
的
主
要
原
因.，
毛
澤
東
的
羅
曼蒂
克
行
徑
才
是。

同
一
時
期
，
中
國
及
世
界
的
政
治
情
勢
起
了
激
烈
變
化。
一
九
三
七
年
整
整
上
半
年，
史
達
林
絞
盡
腦
汁，
努
力
設 

法
讓
中
國
共產
黨
和
國
民
黨
能
正
式
成
立
新
的
統
一
戰
線。
這
需
要
他
投
注
大
量
的
錢
財，
而
他
在
想
方
設
法
交
付
大
筆 

資
金
給
中
國
共產
黨
時，
一
點
兒
也
不
吝
嗇。幫
史
達
林
轉
送
金
錢
的
一
個
中
人
是
孫
逸
仙
的
遺
孀
宋
慶
齡，她
深
深
涉 

入
到
共產
國
際
的
地
下
財
務
運
作。她

化
名
「蘇
西
夫
人
」(M

adam
e su

zy)

和
「林
泰
」(L

eah)

，
作為
中
間
人， 

把
共產
國
際
的
大
筆
金
錢
轉
手
給
中
國
共產
黨
的
領
導
人。她
不
是
中
國
共產
黨
正
式
黨
員，
但
是
十
分
左
傾
(以
季
米 

特
洛
夫
的
話
說
，
「幾
乎
就
是
共產
黨
員
」
)，
W她
從
一
九
二
五
至
二
七
年
革
命
時
期
起，
就
和
中
國
共產
黨
領
導
人
維 

持
非
正
式
關
係
。
③
譬
如
，
一
九
三
六
年
十
一
月，
毛
澤
東
給她

一
封
信，
提
到
中
國
共產
黨
財
務
困
難，她
協
助
共產

② 

譯
按
：
吳
光
偉
離
開
延
安
後，
輾
轉
到
了
四
川
，
成為
農
業
學
家
張研
田
妻
子
，
後
來
到
了
台
灣
。張研
田
歷
任
台
糖
董
事
長
、經
濟
部
次
長
、亞 

東關係協會理事長
。

③ 

原
書
註
：
一
九
二
六
至
二
七
年
間，
鮑
羅
廷
甚
至
稱
宋
慶
齡
是
「整
個
國
民
黨
左
翼
唯
一
一
個
男
子
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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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際
代
表
透
過
共產
黨
員
潘
漢
年
交
給
中
共
中
央
五
萬
美
元
•，潘
漢
年
是
中
共
中
央
特
科
的
領
導
人
之
一.，
在
國
民
黨
控 

制
的
「白
區
」
進
行
秘
密
情
報
工
作
。=

後
來
，
共產
國
際
執
委
會
在
一
九
三
六
年
十
一
月
十
二
日
以
電
報
通
知
中
共
中 

央
，
決
定
提
供
給
中
國
共產
黨
大
約
五
十
五
萬
美
元
的
財
務
援
助。
頭
期
款
十
五
萬
美
元
於
十
一
月
底
在
上
海
交
給
潘
漢 

年
，
又
是
透
過
宋
慶
齡
經
手。
後
來
在
一
九
三
七
年
三
月
初，
莫
斯
科
又
承
諾
將
當
年
度
給
予
中
國
共產
黨
的
財
務
援
助 

提
高
至
一
百
六
十
萬
美
元。
總
而
言
之
，
共產
國
際
在
一
九
三
七
年
給
予
中
國
共產
黨
的
援
助
接
近
兩
百
萬
美
元。
U 

一
九
三
七
年
三
月
十
日，
史
達
林
命
令
季
米
特
洛
夫
把
蔣
介
石
的
兒
子
蔣
經
國
召
回
到
莫
斯
科.，蔣
經
國
當
時
住
在 

烏
拉
山
區
的
斯
維
爾
德
洛
夫
斯
克(Sverdlovsk)

，
於
該
市
蘇
維
埃
工
作。
他
從
一
九
二
五
年
進
入
孫
中
山
中
國
勞
動
大 

學
念
書
，即
取
俄
國
名
字
尼
古
拉
•佛
拉
迪
米
洛
維
奇
.
伊
利
札
洛
夫(N

ikolaivladim
irovichElizarov)

。
他
加
入
布 

爾
什
維
克
黨，
甚
至
娶
俄
國
女
子為
妻。
史
達
林
決
定
送
蔣
經
國
回
到
他
父
親
身
邊，
認為
他
會
有
些
影
響
力，
能
說
服 

他
父
親
在
抵
抗
日
本
侵
略
的
大
前
提
下，
有
必
要
與
共產
黨
建
立
關
係
。
U

然
而
，
國
民
黨
和
共產
黨
之
間
達
成
協
議，
倒
不
是
因為
蔣
經
國
回
到
中
國
所
促
成，
而
是
因為
國
內
政
治
情
勢
使 

然
。
一
九
三
七
年
春
天，
日
本
在
距
離
北
平
僅
有
十
幾
公
里
路
的
地
帶
增
加
部
隊
兵
力。
蔣
介
石
關
心
此
一
發
展，
三
月 

底
在
杭
州
與
中
共
代
表
周
恩
來
及
潘
漢
年
當
面
會
談。
雙
方
協
議
好，
中
共
可
以
維
持
對
其
自
身
武
裝
部
隊
的
控
制，
編 

為
三
個
師
的
番
號，
總
兵
力
四
萬
多
一
點。
共產
黨
照
常
控
制
他
們佔
領
地
區
的
政
府，
但
是
要
服
從
蔣
的
南
京
政
府
之 

命
令
。3

四
月
初
，
經
過
冗
長
的研
究
後，
中
共
中
央
政
治
局
批
准
此
一
決
定。

拿
國
共
結
盟
做
交
換，
蔣
介
石
希
望
與
蘇
聯
政
府
取
得
協
議，
由
蘇
方
提
供
作
戰
物
資
給
國
民
黨。
因
此
，
蔣
介
石 

一
九
三
七
年
四
月
三
日
與
蘇
聯
大
使
狄
米
崔.
鮑
格
莫
洛
夫
在
上
海舉
行
秘
密
談
判。

五
月
二
十
九
日，
國
民
黨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會
一
個
半
官
方
代
表
團
訪
問
延
安。
毛
澤
東
在
歡
迎
會
上
說
：
「過
去
十 

年
兩
黨
沒
有
團
結，
現
在
情
形
變
了，
如
兩
黨
再
不
團
結，
國
家
就
要
滅
亡
。」
b在
國
民
黨
代
表
團
長
的
建
議
下，
國 

共
兩
黨
代
表
前
往
延
安
南
方
約
一
百
公
里
的
黃
帝
陵
祭
拜。
祭
拜
黃
帝
陵
象
徵
著
兩
黨
恩
仇
盡
泯。
毛
澤
東
對
此
一
象
徵 

姿
態
滿
意，
宣
稱
祭
陵
給
了
他
希
望。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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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
陵
代
表
國
共
雙
方
武
力
衝
突
正
式
終
結。
六
月
八
日
，
蔣
介
石
和
周
恩
來
恢
復
在
江
西
度
假
勝
地
廬
山
的
直
接
談 

判
。
會
談
持
續
到
六
月
十
五
日。
雙
方
達
成
協
議，
終
止
內
戰
，並
接
受
以
孫
中
山
的
三
民
主
義為
合
作
的
基
礎。
^

但
是
要
直
到
一
九
三
七
年
七
月
七
日
中
日
全
面
戰
爭
爆
發
之
後，
雙
方
才
終
於
正
式
建
立
抗
日
統
一
戰
線。
這
項
大 

團
結
的
近
因
是
日
軍
在
八
月
十
三
日
砲
轟
上
海
此
一
蔣
介
石
和
英、
美
投
資
者
經
濟
利
益
的
中
心。
隔
了
幾
天，
已
經
被 

日
本
人
逼
得
忍
無
可
忍
的
委
員
長，
於
八
月
二
十
二
日，
與
蘇
聯
簽
訂
互
不
侵
犯
條
約，
蘇
聯
承
諾
援
助
中
國
抗
日
戰 

爭
。s
同
時
，
他
下
達
命
令
將
紅
軍
納
入
國
民
革
命
軍
編
制。
工
農
革
命
軍
改
名
八
路
軍，
下
轄
三
個
師
：
一
一
五
師， 

師
長
林
彪
•，
一
二
〇
師，
師
長
賀
龍
.，
一
二
九
師，
師
長
劉
伯
承
。
朱
德
和
彭
德
懷
分
任
八
路
軍
正、
副
總
司
令
。
不 

久
，
中
華
蘇
維
埃
共
和
國
中
央
政
府
西
北
辦
事
處，
改
名
「中
華
民
國
特
區
政
府
」，
獲
得
承
認
.，
特
區
政
府
下
轄
陝 

西
、
甘
肅
、
寧
夏
三
省
的
十
八
個
縣
。
U蔣
介
石
承
認
林
伯
渠為
特
區
政
府
主
席。
林
伯
渠
已
經
取
代
博
古
執
行
任
務， 

博
古
轉
任
中
共
中
央
組
織
部
部
長。
20
一
個
月
後，
九
月
二
十
二
日，
共產
黨
發
布
宣
告，
承
認
國
民
黨
的
領
導
角
色
； 

次
日
，
蔣
介
石
發
表
聲
明，
宣
示
全
國
各
黨
派
成
立
抗
日
統
一
戰
線。
史
達
林
龍
心
大
悅
。即
使
只
是
形
式，
中
國
現
在 

已
經
團
結
抗
日，
這
一
來
大
大
降
低
了
日
本
侵
犯
蘇
聯
的
可
能
性。

然
而
，真
正
的
團
結
還
是
困
難
重
重。
蔣
介
石
和
毛
澤
東
都
互
不
信
賴，
事
實
上
也
都
不
想
要真
正
的
統
一
戰
線。 

毛
澤
東
只
是
因為
受
史
達
林
鞭
策
才
同
意
和
南
京
政
府
談
判。
他
勉強
接
受
抗
日
統
一
戰
線
的
政
策，
而
之
所
以
默
認 

它
，
也
是
因為
他估
計
可
以
從
中
獲
取
好
處。
但
是
其
他
一
些
黨
的
領
導
人
對
統
一
戰
線
則
有
不
同
看
法。
黨
內
意
見
不 

1 
,
也
的
確
出
現
在
對
於
如
何
對
抗
日
本
侵
略
的
做
法
不
一。
毛
澤
東
不
信
任
蔣
介
石，
也
希
望
保
存
部
隊
實
力
以
備
戰 

後
與
國
民
黨
爭
奪
民
主
革
命
的
領
導
地
位，
他
不
僅
不
願
進
行
陣
地
戰
或
靜
態
作
戰，
也
就
是
在
戰
場
直
接
對
抗
；
他
也 

不
願
接
受
委
員
長
領
導
與
日
軍
有
任
何
正
規
戰
或
機
動
戰
。
他
不
拒絕

援
助
「友
好
的
正
規
部
隊
」，
但
是
依
他
的
見 

解
，
八
路
軍
只
應
該
在
日
軍
敵
後、
不
受
國
民
黨
指
揮，
從
事
純
粹
的
游
擊
戰
或
機
動、
游
擊
軍
事
行
動
(他
稱
之為
 

「麻
雀
」
作
戰
)，
「掌
握
主
動
」。
他
認為
這
樣
的
作
戰
方
法
「更
自
由
、
更
活
潑
、
更
有
效
」。
甚
且
，
他
堅
持
派
去
和 

日
軍
作
戰
的
兵
力
不
應
超
過
四
分
之
三，
要
留
下
四
分
之
一
兵
力
守
邊
區
以
防
蔣
介
石
進
攻。
蔣
介
石
當
然
不
知
道
這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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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
分
比
。
U張
聞
天
再
次
成為
毛
澤
東
的
主
要
盟
友，
完
全
贊
成
他
的
觀
點
。
22

周
恩
來
、
博
古
、
朱
德
、
張
國
燾
和
彭
德
懷
對
這
個
問
題
有
不
同
的
看
法.，他
們
認為
光
憑
游
擊
戰
不
足
以
擊
退
日 

軍
的
進
攻
。
他
們
贊
成
與
中
央
政
府
部
隊
密
切
合
作，
主
張
八
路
軍
有
能
力
進
行
機
動
戰，
造
成
日
軍
重
大
傷
亡
。
D 

一
九
三
七
年
八
月
二
十
二
日，
張
聞
天
和
毛
澤
東
在
延
安
南
方
約
九
十
公
里
的
洛
川
縣
城
附
近
的
馮
家
村
召
開
政
治 

局
擴
大
會
議
。
這
項
會
議
在
辯
論
如
何
進
行
戰
爭
的
戰
術
上
扮
演
了
重
要
角
色。
與
會
者
二
十
二
人，
包
括
重
要
的
軍
事 

指
揮
官
和
黨
的
領
導
人。
經
過
四
天
的
辯
論
後，
毛
澤
東
的
意
見
勝
出。
張
聞
天
主
稿
的
決
議
文
獲
得
通
過，它
承
諾
八 

路
軍
初
期
將
與
中
國
其
他
部
隊
合
作
進
行
機
動
游
擊
戰，
以
便
爭
取
南
京
政
府
的
「信
任
」，
以
及
民
意
的
支
持
。
若
是 

在
戰
場
遭
遇強
勢
日
軍，
共產
黨
所
控
制
的
部
隊
可
轉為
獨
立
的
游
擊
作
戰，
在
整
個
華
北
日
本佔
領
區
擴
大
其
軍
事
活 

動
的
範
圍
。
2

受
到
勝
利
的
鼓
舞，
毛
澤
東
立
刻
設
法
鞏
固
立
場。
洛
川
會
議
結
束
後
兩
天，
他
在
政
治
局
常
委
會
開
會
時
主
張
：

在
聯
合
抗
曰
的
情
況
下，
要
把
民
族
革
命
與
社
會
革
命
貫
通
起
來
。在
統
一
戰
線
的
長
期
過
程
中，
國
民
黨
有
計
劃 

地
從
各
方
面
影
響
和
吸
引
共
產
黨
及
紅
軍，
我
們
要
提
高
政
治
警
覺
性，
要
使
農
民
和
小
資
產
階
級跟
隨
我
黨
走
。
 

國
民
黨内
有
些
人
動
搖
於
國
共
兩
黨
之
間，
這
對
我
們
吸
引
國
民
黨
是
有
利
的，
共
產
黨
吸
引
國
民
黨
的
條
件
是
存 

在
著
的
。兩
黨
之
間
互
相
吸
引
的
問
題，
要
在鬥
爭
中
解
決
。

毛
澤
東
在
結
尾
時
提
出
警
告
說，
共產
黨
內
現
在
最
大
的
危
險
是
「右
傾
機
會
主
義
」
25
(他
指
的
是
向
國
民
黨 

「投
降
」，
以
及
從
社
會
主
義
革4

叩鬥
爭
撤
退
)。

幾
天
之
後
他
在
延
安
一
場
高
級
幹
部
會
議
中
重
申
這
篇
講
話
的
基
本
要
點，強
調
共產
黨
員
「在
戰
爭
中
建
立
工
農 

資產
階
級
民
主
共
和
國，並
準
備
過
渡
到
社
會
主
義
」。很

顯
然
，
這
段
期
間
盤
據
在
他
心
裡
的
是
這
個
問
題、
而
非
對 

日
抗
戰
。
他
努
力
不
懈
地
主
張
中
共
部
隊
必
須
只
在
山
區
進
行
游
擊
戰，
「獨
立
、
自
主
」，
保
存
實
力
，並
且絕
不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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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蔣
介
石
手
中
的
傀
儡。
他
解
釋
說
，
抗
戰
勢
必
拖
延
許
久，
因
此
必
須
耐
心
等
候，
直
到
日
軍
失
去
力
量。
26

他
再
度 

強

調
「敵
進
我
退
，
敵
駐
我
擾
，
敵
疲
我
打
，
敵
退
我
追
」
；
後
來它
們
成為
人
民
戰
爭
的
圭臬
。

當
然
，
他
的
話
相
當
有
道
理。
毛
澤
東
和
中
國
任
何
一
個
軍
閥
一
樣，
他
明
白
他
的
權
力、
甚
至
他
的
生
存，
全靠
 

他
軍
隊
的
實
力
。
和
往
常
一
樣，
政
治
權
力
出
自
槍
桿
子
底
下。
在
這
種
情
況
下，
他怎
麼
肯
讓
他
的
武
裝
部
隊
受
到
日 

軍
重
擊呢
？
如
果
他
失
去
了
軍
隊，
蔣
介
石
一
定
立即
終
止
統
一
戰
線，
派
兵
粉
碎
毛
澤
東。
實
在
太
驚
訝，
他
的
對
手 

不
願
承
認
這
個
顯
而
易
見
的
道
理。
27
然
而
，
洛
川
會
議
之
後，
反
對
者
人
數
大
減，
朱
德
、
彭
德
懷
等
許
多
人
接
受
了 

他
的
「游
擊
戰
」
思
想
。

同
時
，
國
民
黨
部
隊
節
節
敗
退
。
一
九
三
七
年
七
月，
日
軍佔
領
北
平、
天
津
。
十
一
月
，
又
攻佔
山
西
省
會
太 

原
，
然
後
進
據
上
海
。
日
本
皇
軍
持
續
進
攻，
銳
不
可擋
。
蘇
聯
履
行
諾
言
，
提
供
大
量
援
助
給
蔣
介
石，
送
給
他
金 

錢
、
武
器
，
還
派
了
顧
問
。它
全
力
協
助，
一
如
一
九
二
〇
年
代
中
期
大
革
命
時
期
一
樣。
但
是
，
一
點
用
也
沒
有。
蔣 

介
石
部
隊
一
再
撤
退
。
史
達
林
所
達
成
的
唯
一
一
件
事
是，
蔣
介
石
保
證
他
不
會
與
日
本
人
單
獨
議
和。
蔣
介
石
決
心
長 

期
抗
戰
到
底。

這
時
候
，
密
切
關
注
中
國
戰
場戲
劇
化
發
展
的
史
達
林，
瞭
解
到
必
須
再
次
重
新
思
考
中
國
共產
黨
的
戰
術。
一九 

三
七
年
十
一
月
十
一
日，
他
接
見
中
國
共產
黨
駐
共產
國
際
執
委
會
代
表
團
人
員。
王
明
、
康
生
和
王
稼
祥
求
見，
因為
 

王
明
和
康
生即
將
回
國。
王
稼
祥
來
莫
斯
科
診
治
他
在
一
九
三
三
年
四
月
所
受
的
傷，並

以
化
名
「張
烈
」
④
留
下
來
擔 

任
中
國
共產
黨
駐
共產
國
際
代
表
團
代
理
團
長。
季
米
特
洛
夫
也
參
加
了
這
次
會
談。

史
達
林
對即
將
回
國
的
中
國
人
給
予
詳
盡
的
指
示。
抗
日
統
一
戰
線
和
抗
日
戰
爭
是
第
一
要
務。
從
季
米
特
洛
夫
的 

日
記
判
斷
，
史
達
林強
調
共產
國
際
應
該
在
全
國
共
同
抗
戰
上
扮
演
領
導
角
色，
停
止它
的
革
命
方
案，
集
中
精
神
在
對 

付
外
敵
——

日
本
——

而
非
國
內
對
手。
他
說
，
由
於
中
國
人
團
結
抗
日，
中
國
處
於
比
一
九
一
八
至
二
◦
年
的
俄
羅
斯

④
編
註
：
作
者
誤
植為Zhang L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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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
有
利
的
地
位，
當
時
的
布
爾
什
維
克
在
俄
羅
斯
內
戰
期
間
與
外
國
干
預
者
還
要
作
戰。
因
此
，
他
相
信
中
國
必
會
勝 

利
。
史
達
林
承
諾
協
助
中
國
發
展
戰
爭
工
業。
「如
果
中
國
有
自
己
的
軍
事
工
業，
誰
都
不
可
能
戰
勝它
。」

他
也
對
中
共
的
軍
事
戰
術
表
達
了
看
法，
建
議
中
國
共產
黨
避
免
正
面
攻
擊，
因為
八
路
軍
沒
有
重
砲。
史
達
林 

說
：
「它

(八
路
軍
)
的
策
略
…
…
應
該
是
騷
擾
敵
人，
把
他
們
引
進
自
己
一
方並
在
後
方
打
擊
他
們，
必
須
炸毀
日
本 

軍
隊
的
交
通
線、
鐵
路
橋
。」
他
要
求
中
共
部
隊
擴
編為
三
十
個
師。
史
達
林
的
結
論
是
：
「對
於
中
國
的
黨
代
表
大
會 

來
說
，
討
論
理
論
問
題
是
不
適
宜
的。
理
論
問
題
可
以
往
後
放
放，
等
到
戰
爭
結
束
以
後。
談
論
中
國
發
展
的
非
資
本
主 

義
道
路
，
現
在
比
起
過
去，
機
會
更
少
了 
(資
本
主
義
在
中
國
不
是
正
在
發
展嗎
！
)。」
⑤
28

換
句
話
說
，
史
達
林
要
求 

中
國
共產
黨
訂
定
新
的
政
治
路
線，
排
除
走
向
社
會
主
義
之
路，
直
到
抗
日
戰
爭
勝
利
再
說。
中
共
代
表
團
必
須
親
自
向 

他
們
的
中
央
委
員
會
及
毛
澤
東
報
告
這
一
點。

十
一
月
十
四
日
，
王
明
偕
妻
子
孟
慶
樹
(化
名
羅
莎
•佛
拉
迪
米
洛
娃
娜
•歐
斯
特
洛
瓦〔R

osa V
ladim

irovna 

osarova〕

)，
以
及
康
生
偕
妻
子
曹軼
歐
(俄
文
化
名
李
娜〔 Lina〕 )

，
從
莫
斯
科
起
飛，
經
新
疆
，
於
十
一
月
二
十
九 

日
抵
達
延
安
。
從
新
疆
加
入
他
們
的
是
政
治
局
常
委
陳
雲。
陳
雲
參
加
過
長
征，
公
認
是
活
力
充
沛
的
同
志。
他
從
一
九 

三
七
年
四
月
起，
以
共產
國
際
及
中
共
中
央
首
席
代
表
身
分
到
新
疆
工
作。
這
是
王
明
出
的
主
意，
經
季
米
特
洛
夫
同 

意
，
派
陳
雲
到
新
疆
去。

毛
澤
東
、
張
聞
天
和
黨
的
其
他
領
導
人
在
機
場
熱
烈
迎
接
客
人，
毛
澤
東
甚
至
稱
呼
王
明
是
「上
天
賜
福
」，
29
但 

是
這
一
切
都
不
具
意
義。
毛
澤
東
心
知肚
明，
王
明
是
他
生
平
所
遇
最
狡
猾、
最
惡
毒
、
最
心狠
手
辣
的
權
力
敵
人。

驕
傲
、
自
大
、
權
力
飢
渴
的
王
明
的
確
是
史
達
林
最
好
的
學
生。
他
也
如
此
自
居
。
一
九
三
七
年
十
一
月
十
一
日， 

也
就
是
他
回
國
之
前
三
天，
他
得
到
史
達
林
直
接
指
示，
要
「採
取
措
施
」
消
除
「中
共
領
導
圈
托
洛
茨
基
主
義
的
言 

行
」。
史
達
林
向
王
明
表
示
：
「採
取
一
切
手
段，強
化
對
托
派鬥
爭。
必
須
追
捕、
槍
斃
、摧
毀
托
派
。
他
們
是
國
際 

破
壞
者
，
法
西
斯
主
義
最
惡
毒
的
特
務。」
30

他
交
代
王
明
，
有
關
「托
派
」
破
壞
中
國
共產
主
義
運
動
可
能
性
的
一
切 

問
題
，
都
可
以
直
接
向
他
報
告
。
有
了
史
達
林
的尚
方
寶
劍，
王
明
信
心
十
足，
相
信
自
己
可
以
把
全
黨
納
入
他
的
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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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

王
明
一
到
延
安，
立
刻
告
訴
毛
澤
東
和
中
共
領
導
人
史
達
林
最
新
的
軍
事
和
政
治
指
示。
他
要
求
立即
召
開
政
治
局 

特
別
會
議
討
論
局
勢。
毛
澤
東
、
張
聞
天
等
人
只
能
從
命。
會
議
從
十
二
月
九
日
至
十
四
日
足
足
開
了
六
天，
王
明
實
質 

領
導
開
會
。怎
麼
可
能
會
有
其
他
狀
況
？
他
是
史
達
林
派
來
的
特
使呀
！

王
明
直
率
地
譴
責
洛
川
會
議
的
決
定，
等
於
是
明
白
反
對
毛
澤
東
的
政
策。
如
果
戰
爭
是
中
國
共產
黨
最
關
切
的
事 

項
，並
且
當
務
之
急
是
「為
民
族
獨
立
與
自
由
而
戰、為
國
家
與
人
民
團
結
而
戰
」，
那麼
所
有
的
工
作
都
應
次
於
統
一 

戰
線
。
M
王
明
主
張
需
要
盡
可
能
與
蔣
介
石
密
切
合
作，
以
「動
員
中
華
民
族
的
力
量
」，
避
免
可
能
傷
害
中
國
團
結
以 

對
抗
日
本
侵
略
的鬥
爭
之
一
切
獨
立
的
行
動
。
32

王
明
和
季
米
特
洛
夫
根
本
不
考
量
中
國
共產
黨
的
前
途.，他
們
的
主
要
目
標
是
在
中
國
積
極
抗
日，
必
定
有
助
於
蘇 

聯
更
加
安
全。
毛
澤
東
反
對，並
且
試
圖
從
哲
學
上
辯
護
他
的
立
場。
在
搬
到
延
安
之
前
兩
個
月，
他
已
開
始
關
注
布
爾 

什
維
克
哲
學，
直
到
一
九
三
七
年
七
月
初，
除
了
他
喜
愛
的
詩
詞，
他
主
要
依靠
兩
本
蘇
聯教
科
書
和
一
篇
收
在
《大
蘇 

百
科
全
書
》
上
的
長
文
之
中
文翻
譯，
持
續
不
懈
地研
讀。
這
些
作
品
是
由
共產
主
義
科
學
院(com

m
unist A

cadem
y) 

的
官
員
、
列
寧
格
勒
哲
學
家
伊
凡
•西
洛
可
夫(Ivan Shirokov)

及
阿
諾
德
.
艾
森
堡(A

rnold A
isenberg)

，
以
及 

莫
斯
科
的
「領
導
之
光
」
馬
克
.
波
里
斯
沃
維
奇
.
米
丁 (M

ark Borisovich M
itin)

及
伊
薩
克
.
彼
特
洛
維
奇
•拉 

朱
莫
維
斯
基(Isaak Petrovich R

azum
ovskii)

所
編
寫
。
©
,13
追
些
人
都
是
徹
頭
徹
尾
的
史
達
林
主
義
者，
以
他
們
之
中 

最
著
名
的
米
丁
的
話
來
說
：
他
們
「只
受
一
個
想
法
指
引
：
如
何
最
好
地
理
解
我
們
敬
愛
的、
睿
智
的
老
師
史
達
林
同
志

⑤
原
書
註
：
史
達
林
以為
中
共
在
未
來
幾
個
月
內
將
定
期
召
開
黨
的
第
七
次
全
國
代
表
大
會
。

©
原
書
註
••有
趣
的
是
，
大
部
分
學
者
不
察
，
都
把
影
響
毛
澤
東
甚
SE
的
一
本
哲
學
作
品
編
者
誤為M.
西
洛
可
夫•，
其
實
是
更
出
名
的
哲
學
家
、黨 

的
官
員
伊
凡•米
海
爾
洛
維
奇.
西
洛
可
夫(
一
八
九
九
至
一
九
八
四
年
)
。他
後
來
在
一
九
四
五
至
四
六
年
擔
任
列
寧
格
勒
市
黨
委
代
理
宣
傳
部 

主
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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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每
句
話、
每
個
思
想，
以
及
如
何
轉
化它
們、
運
用它
們
以
解
決
哲
學
問
題
」
。34

兩
本教
科
書
和
一
篇
非
常
長
的
文
章，
顯
然
不
足
以
把
毛
澤
東
化為
一
個
偉
大
的
哲
學
家。
但
他
是
個
非
常
用
功
的 

學
生
。
他很
專
心
地研
讀，
瞭
解它
們
的
分
類
邏
輯
以
及
政
治
化、
辯
證
的
表
達
方
式，
典
型
的
史
達
林
主
義
社
會
科 

學
。
他
特
別
佩
服
統
一
論
和
對
立鬥
爭，
蘇
聯
哲
學
家
把它
們
界
定為
唯
物
辯
證
論
的
基
礎。
M他
的研
讀
心
得
可
謂
完 

全
吻
合
馬
克
思
主
義
的
精
神
：
「研
究
哲
學
的
目
的
不
在
滿
足
好
奇
心，
而
是
要
改
造
世
界
。」
36

他
把
這
個
馬
克
思
主 

義
提
法
運
用
到
自
己
國
家
的
現
實
上。

一
九
三
七
年
春
天
和
夏
天，
他
甚
至
還
在
延
安
開
辦
不
久
的
抗
日
軍
政
大
學
向
學
員
們
就
辯
證
唯
物
主
義
發
表
一
系 

列
講
話
。
他
謹
守教
科
書
文
本，
沒
有
交
代
引
用
來
源，
完
全
借
用
幾
個
蘇
聯
哲
學
家
的
基
本
見
解，
開
始
拿它
們
和
中 

國
革
命
的
任
務
結
合
起
來
闡
釋。
他
說
：
「中
國
無產
階
級
擔
負
了
經
過
資產
階
級
民
主
革
命
到
達
社
會
主
義
與
共產
主 

義
的
歷
史
任
務，
必
須
採
取
辯
證
唯
物
論
作為
自
己
精
神
的
武
器
。
」
37

他
滔
滔
不絕
的
報
告
(每
次
講
話
長
達
四
個
小
時，
整
個
課
程
超
過
一
百
一
十
個
小
時
)，
讓
聽眾
大為
折
服。
毛 

澤
東
獲
得
學
員
極
大
的
尊
敬，
認為
他
已
掌
握
了
博
大
精
深
的
要
義，
隔
沒
多
久
，
軍
政
大
學
刊
物
開
始
刊
載
他
的
部
分 

演
講
內
容
。
38

從
此
一
新
的
辯
證
立
論
出
發，
毛
澤
東
在
十
二
月
的
政
治
局
會
議
上
也
試
圖
證
明
「在
統
一
戰
線
中
，
『和
』
與 

『戰
』
是
對
立
的
統
一
…
…國
民
黨
與
共產
黨
誰
吸
引
誰
這
個
問
題
是
存
在
的，
不
是
說
要
將
國
民
黨
吸
引
到
共產
黨， 

而
是
要
國
民
黨
接
受
共產
黨
的
政
治
影
響
…
…抗
日
戰
爭
總
的
戰
略
方
針
是
持
久
戰。
紅
軍
的
戰
略
方
針
是
獨
立
自
主
的 

山
地
游
擊
戰
…
…
相
對
〔國
民
黨
的
〕
集
中
指
揮
的
獨
立
自
主
的
山
地
游
擊
戰
。」
39
但
是
王
明
的
煽
動
言
論佔
了
上 

風
。
40

得
到
康
生、
陳
雲
和
政
治
局
其
他
幾
位
委
員
的
支
持，
王
明
以
莫
斯
科
指
令
唯
一真
正
的
詮
釋
者
之
姿
出
現，
因 

此
削
弱
了
毛
澤
東
的
地
位。
毛
澤
東
日
後
回
憶
說
：
王
明
回
國
後，
他
自
己
的
「權
力
跨
不
出
窯
洞
」
W (賀
子
珍
離
開 

後
，
毛
澤
東
雖
然
在
延
安
仍
有
住
家，
但
大
都
住
在
他
的
窯
洞
裡
)

。
42

毛
澤
東
在
一
九
三
八
年
一
月
嘲
諷
地
指
出
：
「軍
事
問
題
我
在
開
始研
究，
但
寫
文
章
暫
時
還
不
可
能。
哲
學
書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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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究
一
會
再
寫
還
更
好
些，
似
不
急
在
眼
前
幾
天
。」
C

當
然
，
這並
不
代
表
毛
澤
東
向
王
明
認
輸。
恰
恰
相
反
。
整
個
一
九
三
七
至
三
八
年
的
冬
天，
以
及
次
年
的
春
天， 

毛
澤
東
默
默
準
備
反
攻
。
毛
澤
東
能夠
專
心
從
事
黨
內鬥
爭，
有
一
個
原
因即
是
賀
子
珍
不
在
身
邊。
一
九
三
八
年
一 

月
，
賀
子
珍
取
道
甘
肅
和
新
疆，
前
往
蘇
聯
。
到
了
蘇
聯
，她

化
名
「文
雲
」
⑦
進
入
國
際
革
命
戰
士
救
濟
會
中
央
委
員 

會
所
辦
的
中
國
黨
校
；
學
校
位
於
莫
斯
科
郊
外
小鎮
庫
奇
諾。
同
時
，她
在
第
一
克
里
姆
林
綜
合
診
所(First K

rem
lin 

polyclinic)

接
受
一
系
列
檢查
，
醫
生
認
定她
在
長
征
時
期
受
傷
所
留
在
身
上
的
彈
片，
已
經
深
深
嵌
入
骨
頭
和
肌
肉
組 

織
，
無
法
取
出
。
44
而
且
，她
即
將
臨
盆、
生
下另

一
個
小
孩
。她
在
一
九
三
七
年
八
月
，即
她
離
開
延
安
前
不
久
受 

孕
。她
要
離
開
時，並
不
曉
得
自
己
又
懷
孕
了。

這
個
男嬰
李
歐
瓦(Lyova) 
一
九
三
八
年
四
月
六
日
在
莫
斯
科
的
謝
琴
諾
夫
婦產
科
醫
院(sechenov M

aternity 

!1
08甘
£
)
出
生
。
45
這
是
賀
子
珍
生
的
第
六
個
小
孩。
46
八
個
月
後，
他
因
肺
炎
去
世。
悲
傷
逾恆
的
賀
子
珍
把
他
下
葬 

在
莫
斯
科
附
近
一
座
墳
場
的
公
墓。
47她
往
後
餘
生
一
直
都為
自
己
無
法
保
住
孩
子
一
命，
身
心
倍
感
痛
苦
。
他
是她
和 

毛
澤
東
所
生
的
最
後
一
個
小
孩。

毛
澤
東
的
思緒
完
全
不
在
這
上
面。
對
付
王
明
的
權
力鬥
爭
已
經
讓
他
忙
不
過
來。
王
明
口
銜
史
達
林
上
諭，贏
了 

第
一
回
合
。
但
是
毛
澤
東
決
定
制
服
這
個
敵
人，
過
去
他
不
是
也
制
服
過
許
多
敵
人嗎
？
他
似
乎
一
直
要
到
一
九
三
七
年 

底
、
一
九
三
八
年
初，
才真
正
領
悟
到
史
達
林
這
位
克
里
姆
林
宮
獨
裁
者，
在
一
九
三
七
年
十
一
月
十
一
日
下
達
給
中
共 

中
央
領
導
人
那
道
指
示
當
中，
有
關
統
一
戰
線
政
策
的真
正
意
義。
史
達
林
的
戰
術
和
往
常
一
樣，
以
欺
敵為
基
礎。
史 

達
林
要
中
國
共產
黨
在
日
軍
敵
後
進
行
游
擊
戰，
引
誘
侵
略
者
深
入
中
國
內
陸，
從
而
牽
制
住
敵
軍
部
隊。
同
時
，
黨
應 

該
宣
傳
戰
後
中
國
新
的
發
展
道
路，
也
就
是
以温
和
的
民
主
路
線
取
代
激
進
的
左
派
路
線，
因為
後
者
得
不
到
多
數
民眾
 

的
支
持
。
史
達
林
不
是
明
白
地
說
，
「討
論
」
中
國
走
社
會
主
義
發
展
道
路
的
「機
遇
」
現
在
比
起
從
前
任
何
時
候
都

⑦
編
註
•
•另
有
資
料
記
載
賀
子
珍
的
化
名
是
「文
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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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
糟」

。這
樣
的
新
政
策
將
使
共
產
黨
可
以
大
大
擴
張
群眾
基
礎，
吸
引
到
許
多
反
對
任
何
形
式
獨
裁
統
治
——
不
論
是 

共
產
黨
的
、還
是
國
民
黨
的——

的
中
國
人
。當
然
，
要
這
樣
大
轉
身，
必
須
假
設
中
國
共
產
黨
要
表
面
上
與
蘇
聯
保
持 

距
離
，
畢
竟
蘇
聯
代
表
的
就
是
無
產
階
級
專
政
。

毛
澤
東
正
確
理
解
史
達
林
的
用
心
。他
在
一
九
三
八
年
三
月
初
接
受
英
國
作
家
、共
產
黨
同
路
人
薇
歐蕾
.

克
瑞 

西
—
馬
珂
絲(violet C

ressy-M
arcks)

的
訪
問
時
，
定
下
中
共
新
理
論
的
初
期
元
素
。毛
澤
東
在
他
延
安
家
中
接
見 

她

。她
問
起
中
國
共
產
黨
是
否
效
法
俄
國
路
線
？
毛
澤
東
回
答
說
：
「效
法
馬
列
原
則，
但
是
和
俄
國
完
全
不
相
干

…
… 

孫
中
山
的
主
義
和
列
寧
、馬
克
思
的
理
論
都
是為
了
人
類
更
好，
目
前
在
中
國，
這
兩
種
主
義
相
吻
合
。」

克
瑞
西
I
馬
珂
絲
追
問
：
「如
果
在
試
驗
的
過
程
中，
日
後
發
現它
們並
不
吻
合呢
？」

毛
澤
東
答
說
：
「將
來
必
須
由
人
民
來
決
定
他
們
要
什麼

。」他
首
度
不
談
把
民
主
革
命
發
展
向
社
會
主
義
革
命
。
 

克
瑞
西
I
馬
珂
絲
又
問
：
「你
認為
集
體
農
場
好嗎
？」

「是
的
，它
應
當
是
好
的
，
如
果
我
們
建
立
起
來
給
人
民
，
像
蘇
聯
那
樣
。」
毛
澤
東
如
此
解
釋
，
顯
然
是
在
暗 

示
，
中
國
要
達
到
社
會
主
義，
還
有很
長
一
段
路
要
走
。
48

後
來
，
五
月
初
，
美
國
大
使
館
官
員
、陸
戰
隊
軍
官
伊
凡
斯
•卡
爾
森(Evans C

arlson)

到
延
安
訪
問
。毛
澤
東 

和
他
談
話
時，
對
這
個
話
題
有
更
明
確
的
表
示
。
卡

爾
森
呈
給
羅
斯
福

(F_D. R
oosevelt)

總
統
的
報
告
說.
•⑧

我
和
毛
澤
東
有
兩
次
長
談
。他
是
個
夢
想
家，
當
然
.，
一
個
天
才
。他
有
穿
透
問
題
核
心
的
奇
特
天
賦
。我
特
別
問 

起
他
，
一
旦
戰
爭
結
束，
中
國
共
產
黨
有
什麼
樣
的
計
劃
。他
回
答
說
，
階
級鬥
爭
和
農
民
革
命
等
等
都
會
放 

棄
——

直
到
國
家
走
完
民
主
的
準
備
階
段
。他
覺
得
國
家
應
該
擁
有礦
場
、鐵
路
和
銀
行，
應
該
成
立
合
作
社，
應 

該
鼓
勵
民
營
企
業
。至
於
外
國
資
本，
他
覺
得
願
意
以
平
等
對
待
中
國
的
國
家，
應
該
受
鼓
勵
來
投
資
。他
非
常
友

好
、親
善
。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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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
年
後
，
回
憶
他
和
毛
澤
東
的
對
話
時，卡
爾
森
又
說
：
「他
說
：
『共產
主
義
不
是即
刻
的
目
標，
因為
它
只
有 

在
經
歷
數
十
年
的
發
展
後
才
能
達
成。
在它
之
前
必
須
有
堅強
的
民
主、
再
有
一
個
社
會
主
義
的
調
整
時
期。』」卡
爾 

森
因
此
寫
下
：
「這
些
主
張
肯
定
沒
有
太
激
進
。
」

50

卡
爾
森
和
毛
澤
東
會
談
之
前，
於
一
九
三
七
年
十
二
月
至
一
九
三
八
年
二
月
間，
在
山
西
省
考
察
於
日
軍
敵
後
活
動 

的
八
路
軍
部
隊
。
他
和
朱
德
及
一
些
與
毛
澤
東
親
近
的
人
士
講
過
話。
他
從
這
些
談
話
中
只
得
出
一
個
結
論
••「中
國
共 

產
黨並
不
是
我
們
習
慣
用
的
專
門
名
詞
共產
主
義
的
含
義。
我
想
稱
他
們為
一
群
自
由
民
主
黨
人，
或
者
叫
社
會
民
主
黨 

人
(但
不
是
納
粹
派
的
)。
他
們
尋
求
平
等
機
會
和
建
立
一
個
誠
實
的
政
府
…
…它
不
是
共產
主
義。」
H我
們
不清
楚
羅 

斯
福
總
統
是
否
相
信
他
這
位
昔
日
保鑣
的
見
解，
但
是很
顯
然
對
於
中
國
革
命
的
新
觀
點
已
經
開
始
成
形。
毛
澤
東
和
朱 

德
，
以
及
一
些
和
他
們
同
聲
氣
的
中
共
領
導
人，
已
經
開
始
有
效
地
散
播它
們。

同
一
時
期
，
戰
場
的
情
勢
更
加
惡
化。
十
二
月
十
三
日，
首
都
南
京
淪
陷
。
接
下
來
幾
天，
超
過
三
十
萬
人
慘
遭
日 

本
皇
軍
屠
殺
。
兩
萬
名
婦
人
遭
姦汙
。
中
央
政
府
撤
退
到
武
漢。

隔
了
幾
天，即
十
二
月
十
七
日，
被
政
治
局
推
選為
中
共
中
央
長
江
局
書
記
的
王
明
也
飛
往
武
漢，另
立
一
個
與
延 

安
平
行
的
權
力
基
地
。
他
主
張
的
統
一
戰
線
版
本
是
與
蔣
介
石
和
國
民
黨
密
切
合
作，
而
毛
澤
東
的
版
本
則
是
口
唱
團 

結
、
實
則
著
重
爭
奪
政
權
。
52

一
向
手
段
靈
活、
立
場
彈
性
的
周
恩
來
，
自
一
九
三
六
年
起即
奉
命
與
國
民
黨
建
立
關 

係
、強
化
合
作
，
此
時
立即
靠
向
王
明，
康
生
、
張
國
燾
和
博
古
也
都
投靠
過
去。
一
九
三
八
年
二
月
底、
三
月
初
，
延 

安
的
王
明
派
人
馬
在
政
治
局
會
議
上
公
開
對
毛
澤
東
的
支
持
者
開
戰。
可
是
，
雙
方
旗
鼓
相
當，
都
無
法
壓
制
住
對
方。 

這
時
候
，
毛
澤
東
決
定
派
他
一
位
最
親
信
的
副
手
到
莫
斯
科
去
說
明
情
勢，並
請
求
指
示
。
顯
然
是
從
「失
敗
可
長

⑧
原
書
註
：
一
九
三o
年
代
中
期
，卡
爾
森
上
尉
曾
任
羅
斯
福
總
統
保鑣
，
成為
總
統
的
友
人
。一
九
三
七
年
七
月
出
發
到
中
國
之
前，
他
收
到
總
統 

一
封
信，
要
求
他
私
下
將
他
在
中
國
之
一
切
見
聞
向
他
報
告
。基
於
保
密
之
需

-卡
爾
森
的
信
必
須
以
總
統
秘
書
瑪
古
瑞
特■「蜜
西」
•勒
韓
德 

(Marguerite SM
iss=;LeHand 

)為
收信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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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驗
」
的
法
則
思
考，
他
選
擇
任
弼
時
出
馬。
一
向
陰沉
沉
的
任
弼
時，
老
是
抱
怨
身
體
多
病
。
他
對
於
自
己
曾
在
一
九 

三
〇
年
代
初
期
參
加
對
毛
澤
東
的
無
情
迫
害，
深
感
愧疚
。
三
月
五
日
，
任
弼
時
帶
著
太
太
陳
琮
英
(又
名
陳
松
)，
以 

及
已
故
的
蔡
和
森
的
妹
妹
蔡
暢
(俄
文
名
字
羅
莎
•尼
可
拉
耶
娃〔R

osa N
ikolaeva〕

)，
前
往
甘
肅
省
會
蘭
州，
再
於 

三
月
中
旬
從
蘭
州，
經
新
疆
，
飛
往
莫
斯
科
。
毛
澤
東
力
爭
中
共
黨
內
定
於
一
尊
的
權
力鬥
爭，
進
入
到
最
後
階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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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 I

章

鞏
固
對
中
共
的
控
制

儘
管
王
明
野
心
勃
勃，
毛
澤
東並
不
心
煩
意
亂。
狡
猾
的
王
明
深諳
如
何
運
用
他
在
莫
斯
科
的
關
係，
製
造
形
象
， 

但
是
史
達
林並
沒
有
期
待
他
作為
中
國
共產
黨
的
領
袖。
蘇
聯
境
內
持
續
進
行
推
崇
毛
澤
東
的
宣
傳
運
動。
不
過
，
毛
澤 

東
和
史
達
林
之
間
的
關
係
倒
也並
非I

直
平
順
•，
西
安
事
變
期
間，一

度
還
關
係
相
當
緊
繃
。
甚
且
，
王
明很
技
巧
地
讓 

人
感
覺
他
是
克
里
姆
林
宮
欽
點
的
要
人。
因
此
，
毛
澤
東
選
派
特
使
赴
莫
斯
科
時，很
自
然
也揣
摩
不
出
「偉
大
的
」
史 

達
林
究
竟
對
中
共
黨
內
問
題
會
如
何
反
應。

任
弼
時
在
莫
斯
科
的
任
務
十
分
微
妙。
他
不
能
公
然
反
對
王
明，
因為
他
沒
有
把
握
毛
澤
東
對
史
達
林
戰
術
的
理
解 

是
正
確
的
，
但
是
他
又
必
須
取
得
決
定
性
的
承
認，
確
認
毛
澤
東
是
中
國
共產
黨
的
首
腦。
他
步
步為
營
。
他
在
四
月
中 

旬
抵
達
後
不
久，即
向
共產
國
際
主
席
團
提
出
一份
有
關
中
國
情
勢
的
詳
盡
報
告。
他
說
，
「王
同
志
」
抵
達
後
，
傳
達 

了
共產
國
際
的
指
示，
中
國
共產
黨
立
刻
更
正
所
有
的
錯
誤，
現
在
以
毛
澤
東為
代
表
的
中
共
中
央
所
作
所為
都
正
確。

他
的
報
告
有
如
石沉
大
海，
沒
有
得
到
任
何
答
覆。
五
月
中
旬，
感
到
相
當
焦
慮
的
任
弼
時
又
向
共產
國
際
執
委
會 

主
席
團
會
議
呈
交
一份
冗
長
的
報
告
.，他
增
加
對
王
明
的
稱
讚，
但
也
再
度
努
力
消
除
共產
國
際
領
導
人
對
毛
澤
東
可
能 

的
任
何
疑
慮
。
他
傳
遞
的
信
息
是，
毛
澤
東
對
莫
斯
科
的
忠
誠絕
對
不
亞
於
王
明
•，他並
沒
有
反
對
統
一
戰
線
•，
因
此
， 

最
好
不
要
更
動
中
國
共產
黨
領
導
階
層。
讓
毛
澤
東
繼
續
掌
舵吧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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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過
他
的
努
力，
共產
國
際
終
於
通
過
毛
澤
東
所
需
要
的
決
議。
季
米
特
洛
夫
六
月
中
旬
請
示
過
史
達
林
之
後，
共 

產
國
際
執
委
會
宣
布
「它

完
全
同
意
〔中
國
〕
共產
黨
的
政
治
路
線
」，
甚
至
還
支
持
毛
澤
東
在
日
軍
敵
後
進
行
游
擊
戰 

的
政
策
，
以
及
保
持
共產
黨
在
統
一
戰
線
中
完
全
的
政
治
和
組
織
自
主。
？它
還
核
准
推舉
毛
澤
東
出
任
中
共
中
央
總
書 

記
，
取
代
張
聞
天
。
一
九
三
八
年
七
月
初，
季
米
特
洛
夫
把
這
項
決
議
傳
達
給
中
國
共產
黨
駐
共產
國
際
代
表
團
代
理
團 

長
王
稼
祥
。
王
稼
祥即
將
回
中
國。
任
弼
時
將
遞
補
王
稼
祥
的
職
位，
他
也
參
加
了
季、
王
談
話
。
3季
米
特
洛
夫
說
：

要
告
訴
全
黨，你
們
應
該
支
持
毛
澤
東
同
志為
中
國
共
產
黨
的
領
導
人，
他
是
在
中
國
革
命
實
際鬥
爭
中
鍛
鍊
出
來

的
領
袖
。王
明
等
人
不
要
再
爭吵
了
.
.
.
.
中
共
團
結
才
能
建
立
信
仰
。在
中
國，
抗
日
統
一
戰
線
是
中
國
人
民
抗
日

的
關键
，
而
中
共
的
團
結
又
是
統
一
戰
線
的
關
鍵
。統
一
戰
線
的
勝
利
是靠
黨
的
一
致
與
領
導
者
間
的
團
結
。

4

回
到
中
國
之
後，
王
稼
祥
在
九
月
十
四
日
政
治
局
會
議
上
報
告
莫
斯
科
的
決
定。
5出
席
會
議
的
李
維
漢
日
後
回
憶 

說
：
「會
中
，
王
稼
祥
傳
達
了
…
…
季
米
特
洛
夫
所
說
的
〔實
際
上
是
史
達
林
的
觀
點，
季
米
特
洛
夫
只
是
他
的
傳
聲 

筒
〕
『在
領
導
機
關
中
要
在
毛
澤
東為
首
的
領
導
下
解
決
問
題，
領
導
機
關
中
要
有
親
密
團
結
的
空
氣
』
的
話
，
在
會
上 

起
了很
大
的
作
用。
從
此
以
後
，
我
們
黨
就
進
一
步
明
確
了
毛
澤
東
的
領
導
地
位，
解
決
了
黨
的
統
一
領
導
問
題
。」
e 

毛
澤
東很
高
興。
隔
了
幾
年
，
在
一
九
四
五
年
六
月
的
第
七
次
全
國
代
表
大
會
上，
他
承
認
：
「如
果
沒
有
共產
國
際
指 

示
，
六
中
全
會
還
是很
難
解
決
(領
導
的
)
問
題
的
。」
J.
這
時
候
，為
了
支
持
王
稼
祥
入
選
中
央
委
員，
毛
澤
東
提
醒 

代
表
們
••
「從
莫
斯
科
回
國
後，
他
成
功
地
完
美
地
傳
達
了
共產
國
際
的
路
線。」卩
①

他
終
於
可
以
慶
祝
勝
利。
從
此
以
後
，
毛
澤
東
在
黨
內
再
也
沒
有
勁
敵。
六
個
月
前
的
一
九
三
八
年
四
月，
張
國
燾 

忍
受
不
了
長
期
遭
孤
立，
從
延
安
出
走
到
漢
口，
脫
離
中
國
共產
黨。
毛
澤
東
、
張
聞
天
和
黨
的
其
他
領
導
人
正
式
通
過 

將
他
開
除
黨
籍，並
指
控
這
個
脫
黨
者
是
「機
會
主
義
者
」。
共產
國
際
執
委
會
主
席
團
承
認
此
一
決
定。卩

一
九
三
〇
年
代
中
期
做
出
有
利
於
毛
澤
東
的
選
擇
後，
史
達
林
繼
續強
化
他
這
個
寵
兒
對
中
國
共產
黨
的
垂
直
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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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
唯
有
把
中
國
共產
黨
改
造
成
俄
國
式、
以
領
袖為
中
心
的
黨
(亦即
，
將
黨
史
達
林
化
)，
未
來
與
國
民
黨
的
內
戰 

才
能
確
保
勝
利
。
中
國
共產
黨
的
史
達
林
化
需
要強
化
其
領
導
人
—
思
想
家
的
個
人
崇
拜，
以
及
完
全
壓
制
黨
內
反
對 

派
——
即
使
沒
有真
正
的
反
對
派
存
在，
也
不
妨
編
造
出
來。
在
這
些
方
面，
史
達
林
經
驗豐
富，
可
以幫
毛
澤
東
大
忙。

一
九
三
八
年，
蘇
聯
重
新啟
動
宣
傳，
宣
揚
對
毛
澤
東
的
個
人
崇
拜。
這
位
中
共
領
導
人
被
形
容為

「聰
明
的
戰
術 

家
與
戰
略
家
」，
以
他
在
抗
日
游
擊
戰
爭
的
「精
彩
理
論
」豐
富
了
世
界
軍
事
思
想。
毛
澤
東
的
「敵
進
我
退
，
敵
駐
我 

擾
，
敵
疲
我
打
，
敵
退
我
追
」
方
式
，
甚
至
被
賦
與
一
種
神
秘
的
重
要
性。
>°
乂
德
加
•史
諾
的
《紅
星
照
耀
中
國
》
中 

縷
述
毛
澤
東
對
自
己
童
年
及青
少
年
期
的
自
我
批
評，
現
在
被
摘為
俄
文、
出
版
上
市
。
俄
文
本
經
過
編
修，
更清
楚
凸 

顯
史
諾
要
說
的
重
點
：

毛
澤
東
是
一
個
精
通
中
國
舊
學
的
有
成
就
的
學
者，
他
博
覽
群
書，
對
哲
學
和
歷
史
有
深
入
的研
究，
他
有
演
講
和

寫
作
的
才
能，
記
憶
力
異
乎
常
人
.
.
.
.
許
多
日
本
人
認為
他
是
中
國
現
有
的
最
有
才
幹
的
戰
略
家，
這
是
令
人很
感

到
有
趣
的
事
……

他
似
乎
一
點
也
沒
有
自
大
狂
的
徵
象，
但
個
人
自
尊
心
極強
，
他
的
態
度
使
人
感
到
他
有
著
一
種 

在
必
要
時
候
當
機
立
斷
的
魄
力
。

=

更
早
幾
個
月
，
《國
際
文
學
》(7s?er§

?5
5-sars

s.a^era/w
ra)

雜
誌
取
材
史
諾
的
書，
刊
出
毛
澤
東
自
傳
的
譯 

本
。
U 
一
九
三
九
年，
國
家
出
版
社
根
據
新
編
校
過
的
史
諾
筆
記，
發
表
正
統
版
的
毛
澤
東
小
傳，
而
史
諾
的
筆
記
有
部 

分
資
訊
是
由
共產
國
際
執
委
會
提
供。
>3
遠
有
一
本
小
冊
子，
名為

《毛
澤
東
、
朱
德
：
中
國
人
民
的
領
導
人
》，
也
在 

莫
斯
科
書
店
販售
。
這
本
小
冊
子
作
者
蕭
三，
當
時
住
在
莫
斯
科，
是
毛
澤
東
在
長
沙
的
同
學。它
把
毛
澤
東
形
容為
抗

①
編
註
：
根
據
一
九
四
五
年
六
月
十
日
〈關
於
第
七
屆
候
補
中
央
委
員
選舉
問
題
〉
的
講
話
記
錄
稿
，
毛
澤
東
的
原
話
是
：
「共
產
國
際
指
示
就
是
王 

稼
祥
同
志
在
蘇
聯
養
病
後
回
國
帶
回
來
的

-

由
王
稼
祥
同
志
傳
達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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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戰
爭
以
及
中
國
共產
運
動
的
「模
範
」
領
袖
。
14

獲
悉
史
達
林
對
他青
睐
的
消
息
後，
毛
澤
東
幾
乎
立
刻
就
宣
傳
對
自
己
的
個
人
崇
拜。
有
一
個
重
要
里
程
碑，即
是 

一
九
三
八
年
九
月
召
開
的
六
屆
六
中
擴
大
全
會，
會
期
甚
長
，
從
九
月
二
十
九
日
開
到
十
一
月
六
日
才
結
束，
毛
澤
東
在 

會
中
有
極為
冗
長
的
講
話。
有
許
多
問
題亟
待
解
決，
其
中
最
重
要
的即
是
替
他
的
獨
裁
立
下
意
識
型
態
基
礎
這
項
工 

作
。
毛
澤
東
全
面
完
成
這
項
工
作。
他
的
報
告
冗
長，
光
用
念
的，
就
花
了
三
整
天，
令
聽眾
大
吃
一
驚
。
大
家
感
受
最 

深
的
是
第
七
段
〈中
國
共產
黨
在
民
族
戰
爭
中
的
地
位
>,
毛
澤
東
對
黨
的
歷
史
做
出
定
論
：

十
七
年
來，
我
們
的
黨，
一
般
地
已
經
學
會
了
使
用
馬
克
思
列
寧
主
義
的
思
想鬥
爭
的
武
器，
從
兩
方
面
反
對
黨内
 

的
錯
誤
思
想，
一
方
面
反
對
右
傾
機
會
主
義，
又
一
方
面
反
對
「左」
傾
機
會
主
義
。

在
黨
的
六
屆
五
中
全
會
以
前，
我
們
黨
反
對
了
陳
獨
秀
的
右
傾
機
會
主
義
和
李
立
三
同
志
的
「左」
傾
機
會
主

義

。..
.
.
五
中
全
會
以
後，
又
有
過
兩
次
有
歷
史
意
義
的
黨内
鬥

爭，
這
就
是
在
遵
義
會
議
上
的鬥
爭
和
開
除
張
國

*
出
黨
的
PJ
爭
。

遵
義
會
議
糾
正
了
在
第
五
次
反
「圍
剿」鬥
爭
中
所
犯
的
「左」
傾
機
會
主
義
性
質
的
嚴
重
的
原
則
錯
誤，
團
結
了 

黨
和
紅
軍，
使
得
黨
中
央
和
紅
軍
主
力
勝
利
地
完
成
了
長
征
。

b

總
而
言
之
，
毛
澤
東崛
起
之
前
黨
內
所
犯
的
許
多
錯
誤，
現
在
已
經
更
正，
而
今
中
國
共產
黨
在
毛
澤
東
領
導
下，
已
團 

結
在
正
確
路
線
四
周。

現
在
對
黨
員、
尤
其
是
幹
部，
有
什麼
要
求嗎
？
學
習
、
學
習
、
再
學
習
。
毛
澤
東
引
述
史
達
林
的
話
說
：
「政
治 

路
線
確
定
之
後，
幹
部
就
是
決
定
的
因
素。」
②
「我
們
不
要
忘
記
這
個真
理
…
…
因
此
，
堅
持
而
有
計
劃
地
培
養
大
批 

的
新
幹
部
，
應
是
我
們
的
戰鬥

任
務
。」
M
應
該
學
習
什麼
呢
？
馬
克
思
、
恩
格
斯
、
列
寧
和
史
達
林
的
理
論
。
但 

是
——

毛
澤
東
在
這
裡
引
伸
列
寧
的
意
思
——

大
家
必
須
謹
記
在
心，
「不
是
把
他
們
的
理
論
當
作教
條
看，
而
是
當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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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動
的
指
南
。」
這
是
他
的
報
告
之
中
心
思
想。
毛
澤
東
提
出
一
個
理
論，即

必
須
將
「馬
克
思
主
義
中
國
化
」，
也
就 

是
須
調
適
中
國
的
現
實。
他
說
：
「我
們
這
個
大
民
族
數
千
年
的
歷
史
…
…
我
們
應
該
給
以
總
結，
我
們
要
承
繼
這
一份
 

珍
貴
的
遺產
…
…
沒
有
抽
象
的
馬
克
思
主
義，
只
有
具
體
的
馬
克
思
主
義
…
…
把
馬
克
思
主
義
應
用
到
中
國
具
體
環
境
的 

具
體鬥
爭
中
去
…
…
離
開
中
國
特
點
來
談
馬
克
思
主
義，
只
是
抽
象
的
空
洞
的
馬
克
思
主
義。」
③
毛
澤
東
又
說
.•
「洋 

八
股
必
須
廢
止，
空
洞
抽
象
的
調
頭
必
須
少
唱，教
條
主
義
必
須
休
息，
而
代
替
之
以
新
鮮
活
潑
的、為
中
國
老
百
姓
所 

喜
聞
樂
見
的
中
國
作
風
與
中
國
氣
派
。」
^

這
篇
報
告
的
文
本很
快
就
出
現
在
莫
斯
科
(
一
九
三
九
年
一
月
底，
林
彪
到
蘇
聯
治
病
兼
進
修，
把它
帶
過
去
。
)
W 

但
是
沒
有
出
現
負
面
反
應。
其
實它
也
不
會
引
起
負
面
反
應。
毛
澤
東
有
關
「中
國
馬
克
思
主
義
」
的
意
識
型
態
基
礎
的 

政
策
-
吻
合
史
達
林
的
戰
術
路
線。
甚
且
，它
代
表
中
國
共產
黨
這
位
新
領
導
人
要
讓
他
的
黨
員
相
信
他
是
個
偉
大
的
理 

論
家
，
這
一
點
史
達
林
可
以
理
解。

毛
澤
東
的
個
人
生
活
就
像
他
的
政
治
生
活，
也
逐
漸
安
定
下
來
。
一
九
三
七
至
三
八
年
的
寒
冬
已
過
去，
和
太
太
失 

和
的
不
快
也
漸
形
消
褪，
賀
子
珍
已
離
他
而
去。
還
有
什麼
必
要為
過
去飲
泣
或
孤
枕
而
眠
？
數
十
名青
年
女
子
由
全
國 

各
地
擁
至
延
安
.，她
們
是
具
有
革
命
意
識、
願
意
獻
身
黨
的
大
業
的
妙
齡
女
子。
新
來
的
美
女
當
中
有
兩
人
最
突
出
：
一 

個
是
上
海
來
的
電
影
明
星
藍蘋
，另
一
個
是
廣
東
歌
星
李
麗
蓮。她
們
在
一
九
三
七
年
八
月
底、
亦即
賀
子
珍
離
開
前
不 

久
，
來
到
延
安
。
毛
澤
東
沒
有
注
意
到她
們，
因為
他
還
困
在
家
有
悍
妻。
然
而
，
康
生
和
李
德
伺
機
活
動。
前
者
早
已

② 

原
書
註
：
從
一
九
四◦
年
代
末
到
一
九
五o
年
代
初
，
這
句
話
譯
成
中
文
時，並
沒
有
用
括
號
；
換
句
話
說
，它
被
當
作
是
毛
澤
東
自
己
的
發
現
。
 

後
來
，
經
典
的
表
述
方
式，它
成為
：
「政
治
路
線
確
立
之
後，
幹
部
就
是
決
定
因
素
。」

③ 

原
書
註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
一
年
之
前
的
六
中
全
會
-在
有
關
唯
物
辯
證
論
的
講
話
上，
毛
澤
東
表
達
的
是
恰
恰
相
反
的
思
想
。當
時
他
說
：
「我 

們
必
須
與
現
在
存
在
於
中
國
的
老
舊
哲
學鬥
爭，
在
全
國
意
識
型
態
戰
線
上
升
起
批
判
的
大
旗，
因
此清
算
古
代
中
國
的
哲
學
傳
統
。」
顯
然
他
不 

用固執不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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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
識
藍蘋

•，
一

九
三
〇
年
代
初
期她
甚
至
還
是
他
的
愛
人。
在
延
安
重
逢，
又
喚
醒
往
日
舊
情，
康
生
開
始
和她
恢
復
來 

往
。
李
德
則
看
上
李
麗
蓮。她
已
經
結
婚，
但
是
他
不
在
乎。
他
在
延
安
居
留
期
間，
非
常
孤
獨
。
他
在
遵
義
會
議
被
打 

敗
後
，
非
常
難
堪
。
毛
澤
東
、
張
聞
天
和
紅
軍
指
戰
員
公
然
蔑
視
他
。
他
和
美
國
籍
醫
生
喬
治
.
海
德
姆(G

eorge 

H
atem

)

(中
文
名
馬
海
德
)
共
住
一
間
小
房
子
。
馬
海
德
於
一
九
三
六
年
七
月
與
艾
德
加
•史
諾
一
起
來
到
陝
北，
之 

後即
留
下
來
。
W我
們很
難
想
像
天
底
下
會
有哪
兩
個
人
比
馬
海
德
和
李
德
更
加
不
一
樣，
但
是
這
位
友
善
的
醫
生
同
情 

他
這
個
陷
入
情
網
的
室
友。
馬
海
德
好
社
交，
心
地
善
良
，
「有
一
對黝
黑
似
橄
欖
的
憂
鬱
的、
猶
太
人
大
眼
珠
」。
20
李 

德
則
是
典
型
的
雅
利
安
人，
相
當
高
傲
。
他
排
斥
所
有
來
到
延
安
的
外
國
人，
包
括
艾
格妮
絲
•史
沫
特
萊
和
佩
姬
.
史 

諾
，
認為
他
們
是
資產
階
級
情
報
機
關
派
來
的
特
務。
唯
一
的
例
外
是
馬
海
德，
李
德
不
僅
和
他
同
住
一
戶
房
子，
還一 

起
去
打
獵
。
他
想
回
蘇
聯
去，
但
是
莫
斯
科
不
准。
然
後
，
他
遇
見
活
潑
的
李
麗
蓮，她
愛
好
美
食、乒
乓
、
跳
舞
，
也 

喜
歡
討
論
政
治
和
藝
術。
一
九
三
八
年，她
拋
棄
丈
夫，
嫁
給
對她
展
開
愛
情
攻
勢
的
李
德
。
U

藍蘋
則
有她
自
己
的
夢
想。她
曉
得她
和
康
生
不
會
有
前
途，
他
已
經
有
家
室，
也
無
意
離
婚。她
需
要找
個
可
以 

長
期
依靠
的
人
。
這
位
年
輕
、
但
閱
世
已
深
的
女
子
決
心
放
手
一
搏。她
鎖
定
的
目
標
是
毛
主
席。
藍蘋
有
野
心、
好
虛 

榮
、
工
於
心
計
。她
一
九
一
四
年
三
月
出
生
於
山
東
省
諸
城
縣，
父
親
李
德
文
是
個
富
有
的
木
匠。她
父
親為
她
取
名 

「淑
蒙
」，
期
許她

「純
潔
、
樸
實
」，
可
是她
的
一
生既
不
單
純、
也
不
寧
靜
。她
父
親
嗜
酒
如
命，
經
常
家
暴
、
痛
打 

她
母
親
，
直
到
有
一
天
母
女
倆
受
不
了，
相
偕
離
家
出
走
。顛
簸
求
存、
艱
苦
過
日
子
十
年
之
後，她
們
只
好
投
奔
住
在 

山
東
省
會
濟
南
城
裡
小
女
孩
的
外
婆。
小
女
孩
七
歲
時，另

取
學
名
「雲
鶴
」，她
對
諸
城
縣
只
留
下
一
個
美
好
記
憶。 

她
曾
經
上
學
的
小
學
校
長
是
個
又
瘦
又
高
的
年
輕
人，
戴
著
一
副
眼
鏡
。她
記
得
他
是
如
何
看
著她
、
如
何跟
她
說
話， 

而
且
不
知為
什麼
，
他
和她
說
話
時
會
十
分
焦
慮。她
也
記
得
他
曾
經
邀她
們
母
女
倆
到
他
家。
他
需
要
請
個幫
傭，
支 

支
吾
吾
一
陣
子，
他
請
雲
鶴
的媽
來幫
忙。
小
女
孩
的
心
被
他
的
眼
神
和
話
語
融
化，她
的
芳
心噗
噗
跳。
這
位
校
長
姓 

張
。
多
年
之
後
，她
在青
島
和
他
重
逢，
一
股
抗
拒
不
了
的
力
量
使
他
們
結
合
在
一
起。
這
位
前
任
校
長
此
時
改
名
趙 

溶
，
不
久
又
再
改
名為
康
生。
此
時
，
雲
鶴
已
經
成為
美
女，
隨
著
劇
團
離
家，
到
了 
一
九
三
◦
年
代
初
期
，她
已
是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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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
省
內
出
名
的
女
演
員。她
結
過
婚，
有
過
無
數
愛
人，
過
的
是
波
希
米
亞
式
的
生
活。她
只
有
一
個
身
體
缺
陷
——

右 

腳
有
六
個
趾
頭
。
22
但
是
這
一
點
似
乎並
沒
有嚇
走她
任
何
一
個
愛
慕
者。

在青
島
的
時
候，
康
生
帶
領
雲
鶴
進
入
革
命
政
治
的
新
世
界，
也
介
紹她
認
識
地
下
組
織
成
員。她
旋即
再
婚，
這 

次
嫁
給
康
生
的
一
位
同
僚。
在
這
個
共產
黨
員
丈
夫
影
響
下，她
在
一
九
三
三
年
二
月
也
成為
中
國
共產
黨
黨
員。
兩
個 

月
後
，她
丈
夫
被
捕
入
獄，她
倉
皇
逃
到
上
海
-為
了
掩
飾
痕
跡，
便
改
名
李
鶴
。
可
是
，
一
九
三
四
年
秋
天
-她
也
被 

捕
，
但
三
個
月
後
在
神
秘
的
情
況
下
獲
釋。
若
非
當
局
「相
信
」
這
位
美
女
「無
辜
」
——
她
是
這麼
說
的
——

就
是
他 

們
從她
這
裡
取
得
自
白。
總
之
，她
恢
復
自
由，
旋即
在
上
海
舞
台
和
電
影
中
以
藝
名
「藍蘋
」
打
響
名
號
。她
最
大
的 

成
就
，
就
是
演
活
了
易
卜
生(H

enrik Ibsen)

劇
本
《玩
偶
之
家
》
裡
破
壞
資產
階
級
價值
的
娜
拉。她
在
電
影
中
的 

角
色
也
引
起
觀眾
相
當
注
意，
譬
如她
在
反
日
氣氛
相
當
濃
郁
的
電
影
《王
老
五
》
和
《兩
毛
錢
》
的
演
出
就
頗為
叫 

座
。
看
來她
一
帆
風
順
：
有
了
新
丈
夫、
又
有
一
群
愛
人
和
無
數
的
愛
慕
者，
生
活
也
多
采
多
姿
。
但
是
，
一
九
三
七
年 

八
月
，
日
軍
進
攻
上
海。

受
到
愛
國
熱
潮
影
響，
感
情
充
沛
、
熱
情
洋
溢、
羅
曼蒂
克
的
藍蘋
跟
她
最
新
的
愛
人、
《玩
偶
之
家
》
的
導
演
奔 

往
延
安
。
共產
黨
呼籲
組
織
抗
日
統
一
戰
線，
引
起她
的
共
鳴，
也
引
起
中
國
許
多
左
翼
藝
術
家
的
響
應。
來
到
延
安
， 

她
註
定
要
擔
綱
演
出
一
生
最
重
大
的
角
色，
成為
領
袖
最
忠
心、
溫
柔
、
渴
望
的
新
女
友
。她
是
個
非
常
聰
明、
狡
詐
的 

女
人
，
像
山
花
一
般
嬌
美、
但
又
擁
有
巨
大
的
內
在
力
量
和
無
窮
的
精
力。

她
的
老
相
好
康
生
在
這
件
事
上
給
了她
莫
大
的
協
助。
任
弼
時
出
發
往
莫
斯
科
後
不
久，
康
生
就
開
始
試
圖
與
毛
澤 

東
建
立
關
係，為
了
這
個
目
標，
他
決
定
善
加
運
用
他
的
女
朋
友。
四
月
底
，
機
會
來
了
。
毛
澤
東
到
魯
迅
藝
術
學
院
演 

講
，
這
是為
培
訓
政
治
上
可靠
的
文
化
工
作
者
所
創
辦
的教
育
機
構。
剛
獲
聘為
學
院
講
師
不
久
的
藍蘋
及
時趕
到教
 

室
，佔
了
前
排
一
個
座
位，
手
拿
一
本
厚
厚
的
筆
記
本。她
聚
精
會
神
注
意
聆
聽
主
席
講
的
每
個
字，並
且
以
接
近
速
記 

員
的
速
度
振
筆
疾
書
做
筆
記。
毛
澤
東
當
然
注
意
到她
。
在臉
龐曬
得黝
黑
的眾
多
農
民
中，她
的甜
美、
白皙
的
小臉
 

分
外
突
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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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課
後
，她
趨
前找
他。

她
怯
生
生
地
說
..
「我
還
有
太
多
東
西
該
學
習
。
但
是
感
謝您
，
我
曉
得
我
可
以
加
深
知
識。」

他
一
邊
回
答，
一
邊
上
下
打
量她
：
「如
果妳
有
什麼
不懂
的
-
別
害臊
，妳
可
以
來找
我，
我
們
好
好
談
一
談
。」 

她
身
材
纖
細，
頭
上
紮
了
兩
條辮
子
。

接
下
來
，
康
生
上
場
了
。
借
助
他
和
藍蘋
是
同鄉
的
關
係，
他
開
始
向
毛
澤
東
誇
讚
諸
城
女
子
有
多
好、
有
多
棒
。 

幾
天
後
，
他
邀
藍蘋
與
主
席
會
面。
但
是
，
一
直
要
到
四
個
月
後，
也
就
是
一
九
三
八
年
九
月，
藍蘋
才
成為
毛
澤
東
的 

愛
人
兼
秘
書
。
不
久
，她

決
定
要
再
改
名
。
過
去
已
經
過
去
，她
請
毛
澤
東
挑
幾
個
他
喜
歡
的
字
。
他
挑
選
了
「江 

青
」
。
④
可
是
毛
澤
東
的
新
戀
情
在
延
安
引
爆
蜚
長
流
短。很

自
然
地
，
那
些
黨
領
導
人
的清
教
徒
般
的
太
太
們
大
驚
失 

色
、
奔
相
走
告
。她
們
再
度
同
情
和她
們
共
歷
艱
辛
的
賀
子
珍
-
當
下
就
仇
視
江青
，
開
始
說她
壞
話。
中
共
中
央
收
到 

上
海
黨
部
負
責
人
劉
曉
的
一份
報
告，
更
是
火
上
添
油
。
他
報
告
說
，
李
雲
鶴
/
藍蘋
在
獄
中
行為

「可
議
」，
有
可
能 

是
「國
民
黨
間
諜
」。

康
生
再
次
介
入
，
向
大
家
保
證
江青
政
治
上
沒
問
題。
主
席
本
人
最
後
決
定
平
息
爭
議。
他
向
黨
內
同
志
表
示
： 

「我
將
娶她
。」
婚
禮
於
一
九
三
九
年
十
一
月
十
九
日舉
行。
23

康
生
大
樂
：
背
叛
了
王
明
之
後，
現
在
透
過
江青
，
他
得 

到
主
席
完
全
的
信
任。
他很
快
就
成為
毛
澤
東
最
親
信
的
左
右
手
之
一，
毛
澤
東
把
黨
的
特
務
機
關
交
付
給
他
領
導。

可
憐
的
賀
子
珍
！
現
在她
終
於
也
必
須
步
上
當
年
楊
開
慧
的
後
塵。
當她
聽
到
丈
夫另
有
新
歡
時，
大
吃
一
驚
。
毛 

澤
東
送
來
一份
正
式
離
婚
通
知，
兩
年
後
又
把
他
們
的
女
兒
送
到
莫
斯
科
給她
。
因
此
，
他
們
的
分
手
徹
底
完
成。她
的 

希
望
全
部
粉
碎
。她
很
高
興
見
到
已
經
三
年
半
不
見
的
女
兒，
但
這
是
悽
苦
的
喜
悅
。
起
先
，她
和
嬌
嬌
住
在
莫
斯
科
附 

近
莫
尼
諾
村、
屬
於
國
際
革
命
戰
士
救
濟
會
的
一
戶
房
子
；
賀
子
珍
在
此
地
接
受
治
療。她
已
經
厭
倦
了
政
治
學
習
和
參 

加
公
共
工
作，她
什麼
事
都
不
想
做。
因
此
，她
的
馬
列
主
義
基
礎
課
程
初
級
測
驗
只
得
了
個
丙。

一
九
四
一
年
秋
天，
第
二
次
世
界
大
戰
爆
發
-她
們
母
女
轉
到
伊
萬
諾
沃(Ivanovo)

的
莫
斯
科
國
際
兒
童
院， 

賀
子
珍
開
始
擔
任教
員，
嬌
嬌
是
學
員
(在
孤
兒
院
裡，
毛
澤
東
的
女
兒
名
叫
譚
雅
.
嬌
嬌
〔Tanya Chao Chao

〕)。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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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
澤
東
的
兩
個
兒
子
毛
岸
英、
毛
岸青
也
在
這
所
兒
童
院。
他
們
在
一
九
三
六
年
秋
天
來
到
莫
斯
科。
他
們
經
歷
將
近
六 

個
月
的
旅
程，
從
上
海
出
發，
經
香
港
、
馬
賽
和
巴
黎，
才
到
達
蘇
聯
。
這
兩
個
「英
雄
」
終
於
在
一
九
三
六
年
十
一
月 

抵
達
「社
會
主
義
之
岸
」，
分
別
以
瑟
吉
.
永
福(Sergei Y

unfa)

和
尼
古
拉
.
永
壽(N

ikolai Y
unshou)

之
名
進
入 

伊
萬
諾
沃
的
孤
兒
院
。
25
他
們
在
一
九
三
八
年
春
天
認
識
賀
子
珍，
從
此
以
後
一
般
相
處
得很
融
洽
-
他
們
甚
至
開
始
喊 

她

「媽媽
」。
接
著
，
他
們
也
得
知
父
親
再
娶
的
新
聞，
但
不
知
道
這
些
傳
聞
是
否
事
實。
總
之
，
他
們
設
法
不
去
問
賀 

媽
媽
這
件
事
。
岸
英
和
岸青
日
後
回
憶
：
「我
們
盡
量
不
讓她
想
起
這
件
事
。
我
們跟
她
講
各
種
故
事、
講
國
內
外
大 

事
。
在
這
些
談
話
中，
我
們絕
口
不
提
一
個
名
字，
但
是
我
們
一
直
會
想
起它
，
那
就
是
毛
澤
東
。
」

26

透
過
他
們
妹
妹
嬌
嬌，
他
們
的
父
親
於
一
九
四
一
年
一
月
三
十
一
日
給
他
們
一
封
信。
訥
訥
地
辯
解
遲
遲
未
回
覆
他 

們
來
信
之
後，
毛
澤
東
力
促
兒
子
們
要
著
重研
習
自
然
科
學，
別碰
政
治
。
這
會
讓
他
們贏
得
別
人
尊
敬，
也
會
讓
他
們 

幸
福
。
或
許
在
黨
內鬥
爭
渾
身
是
傷
的
這
個
老
兵，
不
想
讓
兒
子
也
遭
受
自
己
在
權
力
競
技
場
所
經
歷
的
心
理
創
傷。
他 

聲
稱
無
意
「干
涉你
們
的
事
」
——

對
於
做
父
親
的，
這
樣
說
也
挺
奇
怪
的
——

同
一
封
信
中
他
聲
稱
他很
關
心
兒
子， 

可
是
又
要
他
們
自
己
決
定
前
途。
對
於
自
己
的
父
親，
當
然
，
毛
澤
東
自
幼鬥
爭，
要
擺
脫
儒
家
孝
道
的
羈
束，
但
是
對 

自
己
的
兒
子
根
本
又
非
如
此，
實
際
上
他
是拋
棄
了
他
們，
聽
任
他
們
自
生
自
滅。
所
謂
父
母
之
愛，
這
封
信
裡
略
現
痕 

跡
，
毛
澤
東
答
應
送
他
們
更
多
書，
這
是
他
自
己青
少
年
時
最
心
愛
的
伴
侶
。
27

這
是
做
父
親
的
於
一
九
二
七
年
八
月
三
十
一
日
大清
早
離
家
以
來，
給
兒
子
們
的
第
二
封
信。
第
一
封很
簡
短，
只 

有
七
行
字
，
發
於
一
年
半
前
的
一
九
三
九
年
八
月
二
十
六
日。
28

當
時
，
周
恩
來
帶
著
太
太
和
養
女
飛
到
莫
斯
科
治
病， 

毛
澤
東
託
他
帶
信
。

第
二
封
信
也
稱
不
上
溫
暖、
親
切
的
信
。它
隻
字
不
提
他
的
新
婚
姻，即
便
江青
已
在
五
個
月
前為
他
生
了
個
女

④
原
書
註
：
多
年
之
後
，
江青
和
美
國
作
家
羅
珊妮.維
特
克(Roxane w

itke)
談
話
時
，
否
認
毛
澤
東為
她

取
新
名
字
。她
聲
稱
名
字
是她
自
己 

取
的
。不
過-江青
這
個
說
法
與
其
他
的
資
料
來
源
統
統牴
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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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
。
一
九
四
〇
年
八
月
三
日，
李
訥
出
生
於
延
安
一
所
醫
院。
和
大
女
兒
嬌
嬌
的
情
況
一
樣，
毛
澤
東
以
他
的
化
名
李
得 

勝
之
「李
」
作為
李
訥
的
姓
氏，
名
字
則
同
樣
出
自
孔
子
的
「君
子
訥
於
言
而
敏
於
行
」
。29

李
訥
出
生
時，
毛
澤
東
已
經
全
面
掌
控
中
國
共產
黨，
他
的
部
隊
也
控
制
了
好
幾
個
敵
後
游
擊
根
據
地。
大
約
兩
年 

前
，
日
本
皇
軍
已佔
領
大
部
分
的
華
北、
華
東
和
華
中，
以
及
華
南
及
東
南
的
幾
個
港
口。
一
九
三
八
年
十
月
底，
廣
州 

和
武
漢
淪
陷，
國
民
黨
政
府
遷
往
四
川
重
慶。它
無
意
投
降，
但
又
缺
乏
實
力
發
動
大
型
攻
勢。
毛
澤
東
利
用
前
線
已
經 

穩
定
下
來
之
勢，
深
入
日
軍
敵
後
在
若
干
地
區
建
立
共產
黨
根
據
地。
日
本
皇
軍
只
能佔
領
城
市
及
其
他
重
要
戰
略
目 

標
，
以
及
交
通
運
輸
線。
日
軍
偶
爾
才
會
下鄉
搜
求
給
養，
國
民
黨
官
員
則
完
全
失
去
控
制。
毛
澤
東
開
始
派
遣
武
裝
部 

隊
進
入
農
村
地
區、填
補
權
力真
空。
他
的
策
略
相
當
成
功。
到
了 
一
九
四
〇
年，
中
共
已
在
日
軍
敵
後
建
立
十
多
個
根 

據
地
——
為
了
宣
傳
，
共產
黨
稱
之為

「解
放
區
」
——

而
且
還
快
速
地
增
加
中
。
30

同
一
時
期
，
毛
澤
東
在
延
安
提
出
以
「新
民
主
革
命
」
作為
在
中
國
發
展
解
放
運
動
的
特
別
階
段
之
構
想。
這
方
面 

他
得
到
能
幹
的
秘
書
陳
伯
達
之
助。
陳
伯
達
於
一
九
三
七
年
來
到
延
安。
一
九
三
八
年，
奉
毛
澤
東
指
示，
這
個
「戴
眼 

鏡
、
有
一
對
招
風
耳
和
深
邃
眼
珠
的胖
子
」
M開
始研
究
有
關
中
國
共產
運
動
的
理
論
問
題。
毛
澤
東
於
一
九
三
九
年
十 

二
月
中
旬
首
次
在
《中
國
革
命
和
中
國
共產
黨
》
這
部
作
品
中，
提
出
他
的
新
理
論
。
這
是
由
他
和
「若
干
同
志
」
(包 

括
張
聞
天、
陳
伯
達
在
內
)
共
同
執
筆
。
後
來
，
他
在
一
九
四
〇
年
一
月
的
一
本
小
冊
子
《新
民
主
主
義
論
》
中
擴
大
發 

展
此
一
主
題
。
毛
澤
東
先
提
出
一
個
命
題
：
由
於
中
國
是
個
「殖
民
地
、
半
殖
民
地
和
半
封
建
」
的
國
家
(這
是
張
聞
天 

說
的
)，
32

中
國
需
要
達
成
的
不
是
社
會
主
義
革
命，
而
是
他
所
謂
的
「新
民
主
主
義
」
革
命
。
訴
諸
於
民
族
主
義
情 

感
、
大
過
於
向
同
胞
的
社
會
奮鬥
訴
求，
他
大
談
需
要
依
孫
中
山
三
民
主
義
的
精
神
進
行
社
會
改
造。
他
非
常
泛
泛
地
詮 

釋
這
些
主
義，
承
諾
在
革
命
之
後
保
障
私
有
財產
權、
鼓
勵
民
族
資
本
家
創
業，
以
及
推
行
保
護
主
義
政
策，
意即
在
國 

家
嚴
格
控
制
下
吸
引
外
來
投
資
人。
他
主
張
減
稅、
發
展
多
黨
制、
組
織
聯
合
政
府，
以
及
實
現
民
主
自
由。
根
據
毛
澤 

東
的
說
法
，
新
民
主
的
理
論
與
舊
式
的
西
方
民
主
不
同，
因為
它
將
在
共產
黨
領
導
下
推
動。
可
是
，
黨
不
再
宣
揚
自
己 

是
勞
動
階
級
的
政
治
機
關，
而
今
是
革
命
派
統
一
戰
線
的
組
織，
努
力
團
結
「所
有
的
革
命
人
民
」。
毛
澤
東強
調，
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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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
的
中
國
不
會
是
無
產
階
級
專
政，
而
是
「各
革
命
階
級
聯
合
專
政」
；
新
國
家
的
經
濟
，
國
家
、合
作
社
和
民
間
資
本 

家
的
財
產
將
共
存。
33

和
國
民
黨
的鬥
爭
方
面，
毛
澤
東
開
始
倚
賴
中
國
社
會
的
民
主
傳
統
。二
十
世
紀
上
半
葉，
民
主
在
中
國
已
經
不
是 

陌
生
的概
念
。這
時
候
，
刺
激
中
國
政
治
文
化
恢
復
精
力
已
有
許
多
因
素，
包
括
一
九
一
一
年
辛
亥
革
命
推翻
帝
制
成 

功
、一
九
一
二
年
一
月
一
旦
肇
建
共
和
、一
九
一
二
年
制
定
臨
時
約
法
(

憲
法
)
、選舉
產
生
第
一
屆
國
會
及
國
會
辯 

論
、孫
中
山
討
袁
二
次
革
命
及
反
對
袁
世
凱
復辟

、一
九
一
五
年
新
文
化
運
動
、一
九
一
九
年
反
日
五
四
運
動
、一
九
二 

四
至
二
七
年
國
共
第
一
次
統
一
戰
線
的
合
作
與
衝
突
等
等
。所
有
這
些
事
件
增強
了
中
國
知
識
分
子
的
民
主
傾
向，
這一 

部
分
社
會
階
層
預
期
會
熱
烈
接
受
新
民
主
主
義
。
34

作為
他
的概
念
之
基
礎，
毛
澤
東
採
用
史
達
林
一
九
三
七
年
十
一
月
的
指
示，
他
本
人
已
在
一
九
三
八
年
一
系
列
演 

講
中
闡
釋
。他
的
新
作
品
依
據
這
些
講
話
發
揮，
但
原
則
方
面並
無
新
意
。他
的
新
政
策
完
全
吻
合
史
達
林
的
地
緣
政
治 

策
略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毛
澤
東
正
在
闡
釋
他
的概
念
基
礎
時，
史
達
林
也
開
始
思
考
解
散
共
產
國
際
。

35

這絕
不
是
巧 

合

。一
九
三◦
年
代
後
半
期
，
史
達
林
本
身
絞
盡
腦
汁
思
索
國
際
共
產
運
動
的
新
戰
術
。他
在
一
九
三
七
年
十
一
月
和
王 

明
、康
生
的
談
話
就
是
一
部
分
證
據
。他
的
目
標
不
僅
要
欺
騙
中
國
知
識
分
子
和
蔣
介
石，
也
要
欺
騙
整
個
資
產
階
級
的 

西
方
。他
希
望
大
家
相
信，
除
了
蘇
聯
共
產
黨
之
外，
從
共
產
國
際
第
七
次
代
表
大
會
開
始，
所
有
的
共
產
黨
都
已
經
放 

棄
社
會
主
義鬥
爭，
改為
建
立
「人
民
民
主」
的
人
道
社
會
(

史
達
林
和
毛
澤
東
之
間並
沒
有
根
本
差
異，
前
者
講
「人 

民
民
主」
，
後
者
則
說
「新
民
主」)
。共
產
黨
組
織
在
戰
後
要
奪
取
政
權
的
話，
以
民
族
的
「民
主」
政
黨
之
姿
出
現
， 

會
有
更
大
機
會
爭
取
到
對
民
族
主
義
勢
力
大
團
結
的
掌
控
。正
是
因為
想
要
「欺
騙」
資
本
主
義
者，
史
達
林
終
於
痛
下 

決
心
，
解
散
共
產
國
際
。他
在
一
九
四
三
年
五
月
付
諸
行
動，
但
是
念
頭
早
在
一
九
四
〇
年即
在醞
釀
。

36

欺
騙
乃
是
史 

達
林
「人
民
民
主」
的
基
礎
，
這
個
布
爾
什
維
克
首
腦
在
和
他
的
親
密
戰
友
私
下
談
話
時，
對
此
也
不
隱
諱
。

37

毛
澤
東 

又很
幸
運
。他
提
出
新
民
主
主
義
時
機
拿
捏
得
恰
恰
好，
這
使
得
克
里
姆
林
宮
主
子
對
他
更
是另
眼
看
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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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一
時
期
，
毛
澤
東
在
一
九
四
〇
年
代
初
期
又
得
以
回
頭
處
理
黨
內
問
題。
他
已
經
建
立
起
自
己
是
黨
內
頭
號
理
論 

家
的
地
位
，
現
在
他
必
須
收
服
「反
對
派
」、
鞏
固
勢
力
。
否
則
，
依
照
史
達
林
的
傳
統，
他
不
會
覺
得
自
己
是
羽
毛
已 

豐
的
獨
裁
者
。

最
容
易
的
是清
算
托
派，
問
題
在
於
他
們
在
中
國
根
本
無
足
輕
重。
一
九
三
◦
年
代
末
期
和
一
九
四
〇
年
代
，
中
國 

只
有
少
許
托
派
組
織，
其
中
最
大
的
是
「中
國
共產
黨
左
派
反
對
派
」，
成
員
只
有
二、
三
十
人
。
由
於
實
際
的
托
派
敵 

人
只
是
幻
影，
王
明
擔
任
史
達
林
在
中
國
處
理
托
派
問
題
的
特
使，
其
實並
沒
有
道
理。
「米
夫
的
雛
鳥
」
的
前
途
已
經 

日
薄
西
山
，
現
在
他
註
定
成為
黨
內
「反
對
派
」
的
首
腦
，
是
中
共
中
央
新
任
「偉
大
的
領
袖
」
必
須
粉
碎
的
對
象。

沒
有
史
達
林
點
頭，
毛
澤
東
不
能
發
起
批鬥
王
明
的
運
動，
但
是
他很
快
就
取
得
莫
斯
科
的
核
准，
可
以
動
手
。
一 

九
三
九
年
底、
一
九
四
〇
年
初
，
共產
國
際
執
委
會
對
中
共即
將
召
開
的
七
大
之
準
備
委
員
會
人
事
草
擬
建
議
案。
周
恩 

來
預
定
在
一
九
四
〇
年
三
月
底
親
口
向
毛
澤
東
及
中
共
中
央
其
他
領
導
人
傳
達
這
些
建
議。
⑤
共產
國
際
頭
子
季
米
特
洛 

夫
於
一
九
四
〇
年
三
月
十
七
日
發
電
報
給
毛
澤
東
說
：
「周
恩
來
會
親
自
通
報你
，
我
們
就
中
國
事
務
所
討
論
及
協
議
的 

一
切
內
容。你
需
要
認真
考
量
一
切，
完
全
自
主
地
採
取
決
斷
措
施。
某
些
問
題
若
是
與
我
們
意
見
不
一，
請
立
刻
告
訴 

我
們
，並
敘
明你
的
原
因。
」
38

共產
國
際
執
委
會
人
事
部
就
中
共
中
央
人
事
問
題
提
呈
一份
備
忘
錄
給
季
米
特
洛
夫
：

我
們
必
須
記
住
一
件
事
：
王
明
對
黨
的
老
幹
部
完
全
不
具
權
威
……

他
是
在
〔
一
九
三
一
年
一
月
〕
因
米
夫
的
影
響 

於
中
共
六
屆
四
中
全
會
被
拔
擢
進
入
黨
的
領
導
(

這份
備
忘
錄
起
草
時
，
米
夫
已
被内
務
人
民
委
員
部
〔
N

K

V

D
 
, 

蘇
聯
特
務
機
關
，
其
前
身為
國
家
政
治
保
衛
總
局
〕
逮
捕
，並

以
「人
民
公
敵」
罪
名
處
決
)……

玆
建
議
中
國
共 

產
黨
領
導
人
別
把
王
明
放
進
黨内
領
導
要
職
。茲
建
議
黨
的
領
導
人
別
把
〔現
任
〕
政
治
局
委
員
康
生
、政
治
局
候 

補
委
員
方
林
(即
鄧
發
)

，
以
及
中
央
委
員
關
向
應
和
楊尚
昆
納
入
政
治
局
或
書
記
處
，
也
別
派
他
們
擔
任
人
事
、
 

組
織
或
特
勤
工
作
。



3 5 7 第 二 十 二 章 鞏 固 對 中 共 的 控 制

茲
建
議
政
治
局
及
書
記
處
成
員
博
古
、中
央
委
員
羅
邁
(即
李
維
漢
)

、陳
昌
浩

、張
浩(即
林
育
英
)

和
孔
原
，

不
納
入
中
央
委
員
會
、不
在
黨
中
央
擔
任
人
事
、組
織
工
作
.
.
.
.
從
共
產
國
際
執
委
會
人
事
部
提
供
的
材
料
，
以
及

和
周
恩
來
、陳
林
(即
任
弼
時
)

、毛
澤
民
等
人
的
談
話
，
已
經
就
二
十
六
名
領
導
成
員
編
成
評估
，
這
些
人
可
在 

七
大
提
升
進
黨
的
領
導
機
關
。基
本
上
，
這
些
人
是
黨
最值
得
信
任
'

有
經
驗
、經淬
煉
的
幹
部
，
他
們
曾
經
歷
難 

苦
的
地
下
工
作
和内
戰
-

現
在
從
事
黨
、軍
和
軍
中
政
治
工
作
。這
二
十
六
位
同
志
中
以
下
列
幾
位
較
突
出
••林 

彪

、贺

龍
、劉
伯
承
、聶

榮
臻
、蕭
克
、徐
向
前
、陳
光
、鄧
小
平
和
葉
劍
英
，
他
們
不
只
全
都
在
黨内
有
名
、全 

國
也
都
知
道
他
們
是
八
路
軍
部
隊
的
指
戰
員
•，
鄧
穎
超
(
女
)
〔周
恩
來
之
妻
〕
、毛
澤
民
、高
崗
、徐
特
立
、陳 

毅
、劉
曉
、

Z
h
a
n
g

 Q
iq
i 

(

？
)

⑥
和
曾
山
，
全
是
完
整
測
試
、有
經
驗
的
幹
部
.
.
.
.

毛
澤
東
肯
定
是
中
國
共
產
黨
最
重
要
的
政
治
人
物
。他
比
起
中
共
其
他
領
導
人
都
更
瞭
解
中
國
，
瞭
解
其
人
民
、瞭 

解
其
政
治
，
大
體
上
都
正
確
處
理
問
題
。39

受
到舉
薦
的
人絕
大
多
數
是
毛
澤
東
的
支
持
者
。
莫
斯
科
否
定
的
人
被
視為

王
明
的
追
隨
者
。
共產
國
際
執
委 

會
——

史
達
林
本
身
站
在
背
後
——

再
次
協
助
毛
澤
東
鞏
固
其
權
力。
這
一
次
他
們
甚
至
做
得
太
超
過。
毛
澤
東並
沒
把 

康
生
及
其
他
幾
位
幹
部
視為
敵
人。
康
生
已
經
公
開
易
幟、
投靠
過
來
。
毛
澤
東
甚
至
寫
信
向
季
米
特
洛
夫
替
康
生
掛
保 

證
。
毛
澤
東
寫
說
：
「康
生
是
可靠
的
。
」
40

蘇
聯
亦
提
供
金
錢
援
助，幫
毛
澤
東
增強
他
在
中
共
黨
內
的
權
勢。
一
九
四
〇
年
三
月
底，
周
恩
來
從
莫
斯
科
帶
來 

三
十
萬
美
元
給
毛
澤
東。
-11

追
還
不
是
最
後
的
贈
禮。即
使
納
粹
德
國
在
一
九
四
一
年
六
月
二
十
二
日
攻
擊
蘇
聯，
蘇
聯

⑤
原
書
註
：
任
弼
時
夫
婦
與
周
恩
來
夫
婦
一
起
回
延
安
。林
彪
(化
名
李
進)
於
一
九
三
九
年
一
月
來
到
蘇
聯
治
病，
留
下
來
擔
任
中
國
共
產
黨
駐
共
產 

國
際
代
表
團
代
理圑
長
。他
在
一
九
四
一
年
八
月卸
任，
也
回
到
延
安
。後
來
-在
共
產
國
際
執
委
會
同
意
下，
中
共
中
央
不
再
派
代
表
駐
莫
斯
科
。
 

④
編
註
••原
書即
加
註
問
號
，
亦
無
法查
到
此
人
之
中
文
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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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
是
繼
續
援
助
中
國
共產
黨。
在
蘇
聯檔
案
館
中，
蘇
共
中
央
政
治
局
特
別檔
案
中
保
有
一份
驚
人
的
文
件
：
政
治
局
於 

一
九
四
一
年
七
月
三
日
決
定
撥
款
一
百
萬
美
元
給
共產
國
際
執
委
會，
以
支
援
中
共
中
央
。
42

共產
國
際
執
委
會
向
政
治 

局
要
兩
百
萬
美
元，
但
只
能
接
受
一
百
萬
美
元。
43
同
一
天
，
七
月
三
日
，
史
達
林
首
度
公
開
承
認
德
國
進
犯
的
程
度， 

而
政
治
局
仍
裁
定
送
一
百
萬
美
元
給
中
共
中
央。
44

同
時
，
毛
澤
東
在
一
九
四
一
年
堅
持
改
寫
黨
史
以
吻
合
他
的
個
人
崇
拜
之
需。
這
位
永
遠
不
會
錯
的
領
袖
必
須
以
民 

族
救
星
之
姿
站
出
來，
在
中
國
共產
黨
最
關
鍵
的
時
刻既
是
先
知，
又
是
導
師
。
偉
大
的
舵
手
之
降
臨
必
須
被
當
作
是
劃 

時
代
的
大
事，
整
個
共產
運
動
的
過
程
都
是
準
備
著
迎
接
他
的
降
臨。
毛
澤
東
在
這
時
候，
和
往
常
一
樣，
緊
隨
著
他
的 

導
師
的
步
伐
前
進
。
史
達
林
曾
經
說
過
：
「歷
史
有
時
候
需
要
被
糾
正。」
45

毛
澤
東
對
這
一
點
也
深
信
不
疑。
《蘇
聯
共 

產

黨
(布
爾
什
維
克
)
歷
史
簡
明教
程
》
(簡
稱
《聯
共

(布
)
黨
史
簡
明教
程
》，

o/s^
e 
COS
S
SS.
5 

p
ar
ô/s^
e
co
ovK-
f c/si§

, S/zo

泛
c
o
s
i
)
於
一
九
三
八
年
底、
一
九
三
九
年
初
在
延
安
推
出
中
譯
本
-
正
好
派
上
用 

場
，
可
以
作為
他
的
範
本
。
46

一
九
四
一
年
九
月
八
日，
中
共
中
央
書
記
處
在
毛
澤
東
領
導
下
通
過
決
議，
要
組
織
認真
研
究
黨
史
問
題。
主
要
的 

焦
點
擺
在
毛
澤
東
處
境
最
艱
巨
那
一
階
段，
也
就
是
六
屆
四
中
全
會
(
一
九
三
一
年
一
月
)
至
遵
義
會
議
(
一
九
三
五
年 

一
月
)
那
段
時
期
。
47

兩
天
後
，
毛
澤
東
在
政
治
局
擴
大
會
議
中
就
黨
內鬥
爭
史
提
出
報
告，
重
點
擺
在
一
九
三
一
至
三 

四
年
期
間
的教
條
主
義
者、
主
觀
主
義
者
和
「左
傾
機
會
主
義
者
」
(雖
然
他
沒
有
點
名
王
明，
但
人
人
曉
得
他
指
的
是 

誰
)。
毛
澤
東
說
：
「能
使
馬
克
思
主
義
中
國
化
的教
員，
才
算
好教
員
…
…研

究
馬
、
恩
、
列
、
斯
(史
達
林)的思 

想
方
法
論
，
以
《聯
共
黨
史
》為

學
習
的
中
心，
多
看
反
對
主
觀
主
義
的
言
論
。」
48

他
又
擬
稿
寫
了 
一
本
長
文
討
論 

「左
傾
機
會
主
義
」
這
個
主
題
，
由
於
文
章
砲
火
猛
烈，
他
也
不
敢
公
開
發
表它
。
只
有
最
貼
身
的
親
信
才
曉
得
有
這
篇 

文
章
的
存
在
。
49

毛
澤
東
的
講
話掀
起
檢
討
黨
史
的
運
動，
目
標
在
於
堅
決
地
鑄
造
領
袖
的
偉
大。
一
九
四
二
年
二
月
的
這
項
運
動
發 

展
成為
黨
的
大
規
模
「整
風
」
。它
的
主
要
目
標
是
已
被
史
達
林
棄
如敝
屣
的
王
明。
王
明
依
然
受
到
季
米
特
洛
夫
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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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
；
王
明
在
莫
斯
科
工
作
時，
與
季
米
特
洛
夫
結為
好
友。
因
此
，
這
位
共產
國
際
總
書
記很
替
他
已
經
淪為
毛
澤
東
首 

要
敵
人
的
朋
友
擔
心，
可
是
沒
有
史
達
林
的
核
准，
季
米
特
洛
夫
也
愛
莫
能
助。

博
古
、
張
聞
天
和
「人
民
公
敵
」
米
夫
的
其
他
學
生，
也
都
成
了
「整
風
」
的
對
象
，
周
恩
來
因為
過
去
反
毛
澤 

東
，
也
被
整
風
掃
到
。
可
是
，
延
安
的
整
風
一
點
也
不
像
蘇
聯
一
九
三
七
年
的
大
整
肅。
毛
澤
東
在
一
九
四
三
年
一
月 

說
：
「中
國
共產
黨
目
前
的
領
導
人
認為
蘇
聯
共產
黨
過
去
的
整
肅
是
錯
的。
我
們
需
要
的
是
像
目
前
邊
區
正
在
進
行
的 

『精
神
整
風
』。」
信̂
守
他
的
「治
病
救
人
」
原
則
，
他
沒
有
發
動
逮
捕
和
處
決，
而
是
交
付
意
識
型
態
學
習
(有
個
目 

擊
者
稱
之為

「心
理
的
柔
軟
體
操
」
)。
H延
安
陷
入
無
盡
的
大
小
會
議
和
集
會，
毛
澤
東
昔
日
的
對
手
被
貼
上
「教
條
主 

義
者
」
的
標
籤
，
在
會
中
坦
白、
認
錯
、
自
我
批
判
，
還
要
全
力
歌
頌
領
袖
的
「睿
智
」。
他
們
寫
下
自
我
批
判，
也
要 

批
判
他
們
的
朋
友。
康
生
奉
毛
澤
東
之
命
主
持
特
別
委
員
會
負
責
「整
風
」，它
把
這
些
資
料
建檔
、
整
理
。

劉
少
奇
於
一
九
四
二
年
十
二
月
受
主
席
之
邀
來
到
延
安，
也
在
此
一
新
的
意
識
型
態
運
動
扮
演
主
要
角
色。
毛
澤
東 

很
早
就
認
識
他，
但
是
直
到
一
九
四
〇
年
代
初
期
，
和
他
都
沒
有
密
切
接
觸。
他
們
首
次
見
面
是
一
九
二
二
年
夏
天，
當 

時
二
十
四
歲
的
劉
少
奇
剛
在
莫
斯
科
東
方
勞
動
者
共產
主
義
大
學
完
成
六
個
月
的研
修，
回
到
長
沙
從
事
工
會
工
作。
毛 

澤
東
派
他
到贛
西
的產
煤
重鎮
安
源，
擔
任
李
立
三
的
首
席
助
手，
負
責
工
人倶
樂
部
。
劉
少
奇
只
比
毛
澤
東
年
輕
五 

歲
，
組
織
能
力
不
亞
於
他。
他
非
常
瘦
，
一
副
弱
不
禁
風
的
模
樣，
其
實
有
無
窮
的
精
力、
決
心
和
勇
氣
。
他
和
毛
澤
東 

一
樣，
出
身
湖
南
農
民
家
庭。
他
在
一
九
二
一
年
十
二
月
於
莫
斯
科
念
書
時
加
入
共產
黨。
劉
少
奇很
快
就
成為
全
國
工 

人
運
動
的
一
位
主
要
領
導
人，
一
九
二
五
年
被
推
選為
中
華
全
國
總
工
會
副
委
員
長。
一
九
二
七
年，
他
成為
中
共
中
央 

委
員
。
一
九
三
一
年
一
月
的
六
屆
四
中
全
會
上，
因
米
夫
的
推
薦，
他
成為
政
治
局
候
補
委
員。
可
是
，
米
夫
的舉
薦並
 

沒
有
反
映
在
他
的
政
治
立
場
上。
一
九
三
五
年
一
月
的
遵
義
會
議，
他
支
持
毛
澤
東
。
從
此
之
後，
毛
澤
東
注
意
到
他， 

指
派
他
擔
任
過
幾
個
重
要
職
位。
抗
戰
爆
發
，
毛
澤
東
派
他
到
東
南
部
在
日
軍
敵
後
的
共產
黨
游
擊
隊
中
從
事
政
治
工 

作
。
一
九
三
九
年
七
月，
劉
少
奇
回
延
安
述
職
時，
於
馬
列
主
義
學
院
發
表
兩
次
演
講，
討
論
「如
何
成為
優
良
的
共產
 

黨
員
」。
和
毛
澤
東
一
樣，
他
要
求
所
有
黨
員
每
天
都
要
自
我教
育，強

調
「一
個
共產
黨
員，
在
任
何
情
況
下，
能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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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能夠
把
自
己
個
人
的
利
益絕
對
地
無
條
件
地
服
從
黨
的
利
益，
是
考
驗
這
個
黨
員
是
否
忠
於
黨、
忠
於
革
命
和
共產
主 

義
事
業
的
標
準
。」
52

兩
年
後
，即

一
九
四
一
年
七
月，
劉
少
奇
在
中
共
中
央
華
中
局
黨
校
做
報
告，
題
目
是
〈論
黨
內 

鬥
爭
〉，
痛
批教
條
主
義。
這份
報
告
得
到
毛
澤
東
特
別
嘉
許。
M

毛
澤
東
邀
請
劉
少
奇
以
黨
務
「專
家
」
的
身
分
到
延
安
。
一
九
四
三
年
三
月，
毛
澤
東
這
位
新
歡
和
任
弼
時
一
起
出 

任
改
組
後
的
中
央
書
記
處
書
記。
劉
少
奇
也
被
派為
毛
澤
東
在
中
央
革
命
軍
事
委
員
會
的
副
主
席，
又
兼
中
央
組
織
委
員 

會
書
記
及
中
央研
究
局
局
長。
54即
使並
非
政
治
局
委
員，
他
在
黨
內
的
影
響
力
也
快
速
上
升。
毛
澤
東
委
派
給
劉
少
奇 

籌
備
中
共
第
七
次
全
國
代
表
大
會
的
重
任
；它
原
定
於
一
九
四
一
年
春
天
召
開，
但
一
再
展
延，
終
於
在
一
九
四
五
年
四 

至
六
月
召
開
。
一
九
四
一
年
來
到
延
安
的
代
表
們
在
兩、
三
年
的
期
間
裡，
必
須
在
劉
少
奇
和
康
生
控
制
下，
參
加
「整 

風
」
運
動
的
一
切
活
動。
唯
一 
一
個
拒絕
做
自
我
批
判
的
就
是
王
明。
M

一
九
四
三
年
初，
毛
澤
東
對
王
明
施
加
壓
力
•，
王
明
稱
病
不
出
，
避
免
出
席
「整
風
」。
一
九
四
三
年
一
月
十
五 

日
，
季
米
特
洛
夫
收
到
一
封
延
安
來
信，
令
他很
不
安，
因為
信
上
說
王
明
病
情
嚴
重。
56

由
蘇
聯
情
報
官
員
彼
得
.
佛 

拉
迪
米
洛
夫(Petr V
ladim

irov)
傳
回
的
訊
息
說
：
「他
需
要
在
成
都
或
蘇
聯
治
病，
但
是
毛
澤
東
和
康
生
應
該
是
不 

想
讓
他
離
開
延
安，
因為
擔
心
他
會
洩
漏
對
他
們
不
利
的
信
息。」
M

季
米
特
洛
夫
能怎
麼
辦
？
他並
不
能
自
行
作
主，
他
必
須
執
行
史
達
林
的
政
策。
他
能
憑
自
己
的
主
意，
冒
著
與
毛 

澤
東
交
惡
的
風
險嗎
？
他
設
法
介
入，
先
要
求
紅
軍
情
報
總
處
不
要
介
入
中
國
共產
黨
的
內
部
事
務。
M可
是
，
這麼
做 

不
能
滿
足
王
明
。
一
九
四
三
年
一
月
底，
王
明
透
過
駐
在
延
安
的
蘇
聯
醫
生
安
德
烈
.
阿
洛
夫(A

ndrei O
rlov)

和
佛 

拉
迪
米
洛
夫
發
了
一
封
詳
盡
電
報，舉
發
毛
澤
東
的
「反
列
寧
主
義
」
及
「托
派
」
活
動
。
莫
斯
科
於
二
月
一
日
收
到
電 

報
。
59
可
是
，
季
米
特
洛
夫
在
二
月
三
日
也
收
到
毛
澤
東
的
電
報，
毛
澤
東
尖
銳
指
控
王
明
。
60很

顯
然
，
毛
澤
東
已
獲 

悉
敵
人
去
告
狀，
急
急
反
攻
。
攻
擊
就
是
最
好
的
防
禦。

衝
突
益
加
尖
銳
。
二
月
十
一
日，
內
務
人
民
委
員
部
部
長
佛
拉
迪
米
爾
•狄卡

諾
佐
夫(V

ladim
ir D

ekanozov) 

不
請
自
來
，
突
然
登
門
拜
訪
季
米
特
洛
夫，
討
論
王
明
的
問
題。
狄卡
諾
佐
夫
建
議
季
米
特
洛
夫
通
知
王
明，
他
應
該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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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找
蘇
聯
駐
華
大
使
潘
友
新(A

lexander panyushkin)

，
他
可
以
拜
託
蔣
介
石
允
許
王
明
離
開
中
國。
W顯
然
狄卡
諾 

佐
夫
透
過
自
己
的
消
息
管
道，
獲
悉
季
米
特
洛
夫
與
王
明
頗
有
交
情，趕
緊
關
切
這
件
事
。
或
者
這
是
突
如
其
來
的
挑 

激
？
這
個
突
如
其
來
的
動
作
未
免
太
奇
怪。為
什麼
必
須
請
蔣
介
石
允
許
王
明
離
開
中
國，
而
不
是
請
毛
澤
東
允
准
？
極 

有
可
能
是
狄卡
諾
佐
夫
在
考
驗
季
米
特
洛
夫
：
季
米
特
洛
夫
會
不
會
把
自
己
的
私
交
放
在
國
際
共產
運
動
之
上呢
？
季
米 

特
洛
夫
這
下
子
非
得
犧
牲
他
的
老
朋
友
不
可
了。
他
不
採
取
任
何
行
動。
後
來
，
到
了
一
九
四
三
年
十
二
月
十
三
日，
他 

發
給
王
明
一
封
悲
觀
的
電
報
：
「至
於你
們
的
黨
內
事
情，
請你
們
設
法
自
己
解
決。
由
我
們
從
這
裡
干
預，
現
在
來
說 

是
不
恰
當
的
。」
62
王
明
的
命
運
似
乎
已
經
定
案。

幾
乎
就
在
這
封
悲
觀
的
電
報
發
出
之
後
幾
天，
季
米
特
洛
夫
於
一
九
四
三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二
日
發
送
一
封
私
函
給
毛 

澤
東
，
緊
急
建
議
他
不
要
迫
害
王
明，
也
拜
託
他
別碰
周
恩
來。
他
寫
說
：
「我
認為
，
開
展
反
對
周
恩
來
和
王
明
的
運 

動
，
指
責
他
們
推
行
共產
國
際
建
議
的
民
族
戰
線
政
策，
似
乎
他
們
正
在
把
黨
推
向
分
裂，
這
在
政
治
上
是
不
正
確
的。 

不
應
當
使
周
恩
來
和
王
明
這
樣
的
人
孤
立
於
黨，
而
應
當
維
護
他
們並
盡
一
切
辦
法為
黨
的
事
業
而
使
用
他
們。」
63
季 

米
特
洛
夫
一
定
是
得
到
史
達
林
的
指
示，
或
至
少
是
得
到
史
達
林
的
核
准。

這
九
天
之
內
究
竟
發
生
了
什麼
事
？為
什麼
史
達
林
決
定
保
護
王
明
？
他
是
希
望
在
日
後
可
利
用
王
明
牽
制
毛
澤
東 

嗎
？
或
是
他
記
起
來
王
明
在
反
「托
派
」鬥

爭
中
有
過
「功
績
」呢
？
沒
有
人清
楚
在
一
九
四
三
年
十
二
月
底
這
幾
天
天 

寒
地
凍
，
是
什麼
原
因
使
這
位
克
里
姆
林
宮
獨
裁
者
改
變
初
衷。

季
米
特
洛
夫
十
二
月
二
十
二
日
的
私
函
頗
受
重
視。
毛
澤
東
在.一
九
四
四
年
一
月
二
日
及
一
月
七
日
各
發
一
封
電
報 

回
覆
。
他
在
第
一
封
電
報
中
說
：
「我
們
同
周
恩
來
的
關
係
非
常
好。
我
們
根
本
不
想
把
他
排
除
在
黨
外。
周
恩
來
有很
 

大
的
成
就
和
進
步
。」
但
是
，
毛
澤
東
在
王
明
這
件
事
上
面
不
願
退
讓
：

王
明
進
行
了
各
種
各
樣
的
反
黨
活
動
。這
一
切
都
已
通
報
給
黨
的
全
體
幹
部
。但
是
我
們
不
想
把
此
事
向
全
體
黨
員

群眾
公
開
……

在
黨
的
高
級
幹
部
中
對
王
明
所
有
錯
誤
進
行
批
判
的
結
果
，
則
是
這
些
幹
部
更
加
團
結
一
致
.
.
.
.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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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看
法
是
，
王
明
是
個
不
可靠
的
人
。王
明
早
期
曾
在
上
海
被
捕
。有
幾
個
人
說
他
在
獄
中
承
認
了
自
己
的
共
產
黨

員
身
分
，
之
後
被
釋
放
。還
有
人
說
他
同
米
夫
有
可
疑
的
聯
繫
。王
明
進
行
了
大
量
的
反
黨
活
動
。

可
是
，
五
天
之
後，
毛
澤
東
撤
退
了
。
他很
清
楚
他真
正
通
信
的
對
象
是
誰。

關
於
黨内
問
題
：
這
方
面
的
政
策
是
致
力
於
聯
合
一
致
，
鞏
固
團
結
。在
同
王
明
的
關
係
上
正
是
執
行
這
樣
的
政

策

。由
於
一
九
四
三
年
下
半
年
所
做
工
作
的
結
果
，
黨内

的
形
勢
、黨
的圑
結
都
在很
大
程
度
上
得
到
改
善
。

請您
放
心
。就您
的
想
法
，您
的内
心
感
受
而
言
，
我
們
是
心
心
相
通
的
，
因為
我
的
想
法
和
感
受
基
本
是
和您
一

致
的
。
64

毛
澤
東
刻
意
不
用
自
己
的
管
道、
改
託
佛
拉
迪
米
洛
夫
送
出
一
月
七
日
的
電
報。
收
到
電
報
後，
季
米
特
洛
夫
終
於 

可
以鬆

一
口
氣。
毛
澤
東
還
是
對
莫
斯
科
忠
心
耿
耿。
季
米
特
洛
夫
二
月
二
十
五
日
回
覆
毛
澤
東
說
：
「您
的
第
二份
電 

報
特
別
使
我
高
興。
我
不
懷
疑，您
對
我
的
友
好
意
見
會
給
予
必
要
的、
認真
的
注
意，並
將為
黨
和
我
們
共
同
事
業
的 

利
益
採
取
所
要
求
的
必
要
措
施。
」
65

一
月
十
九
日，
季
米
特
洛
夫
也
發
了
一
封
電
報
給
王
明，
談
起
他
和
毛
澤
東
的
關
係，
也
告
訴
他
這
位
遭
迫
害
的
好 

友
，
他
和
他
的
敵
人
交
涉
成
功。S

我
們
不
能
說
王
明
完
全
滿
意。
但
是
他
也
明
白，
他
不
能
期
待
史
達
林
和
季
米
特
洛 

夫
做
更
多
了
。
克
里
姆
林
宮
大
老闆
不
願
他
擔
任
中
國
共產
黨
領
袖，
但
也
無
意
讓
毛
澤
東
把
王
明
給撕
成
碎
片。
他
必 

須
降
服
了
。
三
月
七
日，
季
米
特
洛
夫
收
到
老
友
回
信
：

尊
敬
的
格奥
爾
基
.

米
哈
伊
洛
維
奇
：

十
二
月
至
一
月
期
間
轉
給
了
我
兩份
您

的
電
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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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
謝您
對
中
共
和
對
我
的
關
心
。我
對
毛
澤
東
的
態
度
一
如既
往
，
因為
我
把
他
作為
黨
的
領
袖
而
全
心
全
意
地
予 

以
支
持
，儘
管
過
去
我
們
在
抗
日
民
族
統
一
戰
線
政
策
方
面
，
和
最
近
一
年
就
黨内
生
活
問
題
針
對
我
開
展
的
重
大 

運
動
中
的
一
些
個
別
問
題
上
，
有
個
人
之
間
的
分歧

。

(一

位
)

同
志
告
訴
我
，
他
系
統
地
向您
通
報
了
有
關
所
有
這
些
問
題
的
情
況
。我
不
瞭
解
在
這
方
面您
對哪
些
事 

情
感
興
趣
和
對哪
些
問
題
不清
楚
。請
給
予
指
示
，
我
將
作
覆
。最
近
一
年
，
在
黨内
開
展
了
以
毛
澤
東
的
思
想
和 

活
動為
基
礎
重
新
審
視
黨
的
全
部
歷
史
的
運
動
。他
被
宣
布為
中
國
布
爾
什
維
克
主
義
和
中
國
化
馬
列
主
義
的
主
要 

代
表

。

我
意
識
到您
能
提
高
我
們
黨
的
威
信
，
這
在
沒
有
共
產
國
際
的
條
件
下
是
特
別
重
要
的
•，
在強
調
中
共
是
全
國
性
無 

產
階
級
政
黨
的
條
件
下
，
我
完
全
支
持
這
場
運
動
。因
此
我
已
經既
在
口
頭
上
，
也
在
書
面
上
向
毛
澤
東
和
中
央
委 

員
會
聲
明
，
反
對
李
立
三
路
線
的鬥
爭
和
確
定
新
的
抗
日
民
族
統
一
戰
線
政
策
都
是
毛
澤
東
的
貢
獻
，
而
不
是
我 

的
，
如
同
我
以
前
認為
的
那
樣
。我
還
聲
明
，
我
放
棄
一
切
有
關
政
治
分歧
的
爭
論
。

衷
心
感
謝您
和
親
愛
的
羅
莎
多
年
來
對
我
女
兒
的
關
心
和教
育
。
67

中
國
共產
黨
第
七
次
全
國
代
表
大
會
終
於
在
一
九
四
五
年
四
月
二
十
三
日
至
六
月
十
一
日
在
延
安
召
開，
周
恩
來
和 

王
明
都
入
列
擔
任
中
央
委
員
•，周
恩
來
甚
至
還
增強
他
在
黨
內
高
層
的
地
位。
毛
澤
東
刻
意
不
在
七
大
揭
幕
式
講
話，
直 

到
他
親
自
下
達
命
令，
將
「生
病
」
的
王
明
放
在
擔
架
上抬
進
會
場，
他
才
現
身
講
話
。
他
說
：
「我
邀
請
了
王
明
同
志 

和
王
稼
祥
同
志
來
參
加
我
們
的
大
會，
我
們
的
大
會真
正
是
一
個
團
結
的
大
會
！
」
68

王
明
和
周
恩
來
出
任
中
央
委
員並
不
代
表
毛
澤
東
的
權
力
有
絲
毫
受
損。
受
到
屈
辱
的
王
明
不
再
是
個
重
要
人
物。 

同
時
，
周
恩
來
展
現
出
全
面
臣
服，
而
他
這
位
中
國
共產
黨
偉
大
的
領
袖
早
已
理
解
周
恩
來
能
力
的
價值
。
毛
澤
東
得
到 

全
面
的
、
決
定
性
的
勝
利。
他
已
經
達
到
中
國
共產
黨
其
他
領
袖
都
不
敢
企
求
的
最
高
權
位。
他
的
勢
力
已
完
全
成
熟。 

毛
澤
東
本
人
欽
點
七
大
中
央
委
員、
主
導
所
有
的
會
議，並
且
界
定
其
工
作
方
向
和
決
定。
他
發
表
主
題
報
告
八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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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
合
政
府
>
,
再
次
闡
述
他
的
新
民
主
主
義
構
想。
69
除
了
王
明
之
外，
代
表
一
百
二
十
萬
黨
員
的
其
他
七
百
五
十
四
名 

代
表
，
似
乎
都真
誠
視
毛
澤
東為
黨
的
良
知。
他
們
全
心
全
意
信
任
他
們
的
領
袖，
預
備為
他
赴
湯
蹈
火
。
70

七
大
前
夕
，
毛
澤
東
成
功
地
完
成另

一
項
重
要
會
議，即
第
七
次
中
央
委
員
會
擴
大
會
議。
⑦
會
議
遵
循
他
的
意 

旨
，
通
過
〈關
於
若
干
歷
史
問
題
的
決
議
〉。
在
這
套
新
的、
正
統
的
黨
史
裡，
主
角
當
然
是
毛
澤
東，
而
且
遵
義
會
議 

之
前
中
國
共產
黨
的
整
個
路
線
都
被
描
繪
成
一
連
串、
持
續
的
偏
離
毛
澤
東
的
正
確
路
線
——

先
是
右
傾
錯
誤、
又
是
左 

傾
錯
誤
。
在
這
個
脈
絡
下，
他
所
有真
實
的
及
想
定
的
對
手
——

陳
獨
秀
、
盲
動
主
義
者
李
立
三、
王
明
、
博
古
、
張
國 

燾
，
甚
至
他
的
好
友
羅
章
龍
(羅
章
龍
在
一
九
三
一
年
沒
有
反
毛
澤
東、
反
的
是
政
治
局
)
——
都
遭
到
批
判
。
^

七
大
還
做
了
一
件
大
事，即
通
過
新
的
黨
章。
劉
少
奇
就
這
件
事
提
出
報
告，
他
在
報
告
中
遠
超
過
其
他
所
有
代
表， 

把
毛
澤
東
捧
上
天
去。
章
程
的
文
本
本
身
明
白
標舉

「毛
澤
東
思
想
」
是
中
國
共產
黨
意
識
型
態
的
基
礎。它
說
..
「毛 

澤
東
思
想，
就
是
馬
克
思
列
寧
主
義
的
理
論
與
中
國
革
命
的
實
踐
之
統
一
的
思
想
…
…作為
我
黨
一
切
工
作
的
指
針
。
」

72 

「毛
澤
東
思
想
」
這
個
名
詞
是
王
稼
祥
在
一
九
四
三
年
七
月
初
首
次
提
出。它

出
現
在
《解
放
日
報
》
刊
登
、
王
稼 

祥
所
寫
的
文
章
〈中
國
共產
黨
與
中
國
民
族
解
放
的
道
路
〉。
在
此
之
前
，
從
一
九
四
〇
年
九
月
開
始
，
中
共
的
詞
彙
裡 

已
出
現
各
種
類
似
的
詞
語，
如
「毛
澤
東
同
志
的
理
論
」、
「毛
澤
東
同
志
的
思
想
」、
「毛
澤
東
的
理
論
與
策
略
」、
「毛 

澤
東
同
志
的
理
論
與
策
略
」、
「毛
澤
東
同
志
的
觀
點
」、
「毛
澤
東
同
志
的
看
法
」、
「毛
澤
東
同
志
的
政
策
」、
「毛
澤
東 

同
志
的
路
線
」、
「毛
澤
東
同
志
的
道
路
」、
「毛
澤
東
的
方
式
」，
甚
至
「毛
澤
東
主
義
」。
王
稼
祥
的
提
法
脫
穎
而
出、 

持
續
下
來
，
不
過
事
實
上
今
天
許
多
人
偏
好
「毛
澤
東
主
義
」。

四
年
之
後
，
毛
澤
東
本
人
在
一
九
四
九
年
三
月
十
三
日
的
七
屆
二
中
全
會
上
提
到為
什麼

「中
國
共產
黨
的
思
想
」 

不
應
該
稱為
主
義
這
個
問
題
：

有
人
說
，
史
達
林
的
思
想
之
稱為
學
說
，
不
稱
主
義
，
是
史
達
林
的
謙虚

。我
看
不
是
的
，
不
能
解
釋為
謙虚
，
而 

是
因為
蘇
聯
已
經
有
了 
一
個
列
寧
主
義
，
而
史
達
林
的
思
想
是
合
乎
這
一
主
義
的
，並
且
把它
貫
徹
到
實
際
政
策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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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
了

。不
然
，
有
一
個
列
寧
主
義
，
再
有
一
個
史
達
林
主
義
，
那
就
有
了
兩
個
主
義
。同
樣
，
中
國
革
命
的
思
想
、
 

路
線
、政
策
等
，
如
再搞
一
個
主
義
，
那麼
世
界
上
就
有
了
幾
個
主
義
，
這
對
革
命
不
利
，
我
們
還
是
作為
馬
克
思 

列
寧
主
義
的
分
店
好
。
73

當
然
，
還
有另

一
個
原
因
是
，
早
在
一
九
二
七
年
時，
中
國
共產
黨
曾
經
以
非
常
負
面
的
意
義
用
過
「毛
澤
東
思 

想
」
這
個
字
詞
，
以它
作為
軍
事
投
機
主
義
的
同
義
詞。
異
議
派
的
共產
主
義
者
葉青
，
⑧
在
一
九
四
〇
年
代
從
古
典
馬 

克
思
主
義
的
立
場
攻
擊
中
國
共產
黨
時，
也
以
負
面
意
義
使
用
這
個
字
詞
。
葉青

在
他
的
文
章
〈抗
戰
與
文
化
〉
中
堅 

稱
，
毛
澤
東
根
本
沒
有
一
絲
一
毫
的
馬
列
主
義，
只
有
一
個
主
義，
那
就
是
毛
澤
東
主
義，
「一
個
代
表
農
民
小
資產
階 

級
的
主
義
」。
74
葉青
的
文
章
在
中
國
共產
黨
人
當
中
相
當
知
名，
毛
澤
東
不
可
能
忽
視
這
一
點。

然
而
，
重
點
是
最
後
選
定
這
個
名
詞
反
映
出
毛
澤
東
及
其
支
持
者
企
圖
製
造
一
種
純
中
國
的
意
識
型
態，
平
均
地
表 

達
中
國
社
會
所
有
階
層
的
利
益，
從
無產
階
級
到
地
主、
民
族
資產
階
級
都
包
含
在
內，
一
種
意
識
型
態
的
統
一
戰
線。 

「思
想
」
有
別
於
「主
義
」，
完
全
符
合
這
個
超
越
階
級
的
中
華
民
族
意
識
型
態。
事
實
上
，
「思
想
」
和
「主
義
」
不 

同
，
「思
想
」
源
自
於
中
國
。
日
本
人
在
十
九
世
紀
借
自
中
國
古
籍，
在
中
國
古
籍
中它
用
來
表
示
「理
解
」、
「思
考
」 

和
「回
想
」
。
日
本
人
用它
來
代
表
西
方
的
「意
識
型
態
」
和
「思
想
」
等
新概

念
。
「思
想
」
這
個
字
詞
內
涵豐
富 

後
，
由
日
本
傳
回
中
國
。
可
是
，
「主
義
」
這
個
字
詞
在
中
國
傳
統
裡
沒
有
根
源。
十
九
世
紀
，
日
本
人
把
中
文
字
「主
」 

(基
本
)
和
「義
」
(意
義
)
兩
個
字拼
起
來，
以
傳
達
西
方
的
「教
條
」、
「原
則
」
和
「因
果
」
的概

念
。
「主
義
」
傳 

進
中
國
時
是
一
個
前
人
不
知
的
新
生
事
物。很

自
然
，
「思
想
」
比
起
外
來
詞
語
「主
義
」
-
比
較
容
易為
中
國
廣
大
民 

眾
所
瞭
解
與
貼
近。

⑦ 

譯
按
：
中
共
中
央
六
大
七
中
擴
大
會
議
。

⑧ 

譯
按
：即
任
卓
宣
，
後
來
在
台
灣
辦帕
米
爾
書
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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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中
國
，
借
助
新
的
或
罕為
人
知
的
詞
彙
去
宣
揚、
表
達
，即
使
是
神
聖
的
觀
念
也
會
招
致
負
面
反
應
與
抗
拒。
同 

時
，
依
賴
傳
統
字
詞
的
創
新概
念
和
理
論，
則
受
到
廣
大
民眾
認
識
與
支
持。
我
們
曉
得
，
毛
澤
東
深諳
中
國
政
治
文 

化
。
甚
且
，
他懂
得
給
他
的
作
品
加
油
添
醋，
特
別
是
在
關
於
新
民
主
主
義
的
文
章
中，攙
入
大
量
中
國
人
民
所
珍
視、 

尊
重
的
古
籍
之
典
故
。
75

毛
澤
東
的
做
法
完
全
符
合
史
達
林
的
政
策，
因
此
不
會
引
起
莫
斯
科
的
不
滿。
恰
恰
相
反
，
這
位
世
界
共產
主
義
運 

動
無
所
不
能
的
領
袖
一
定
十
分
贊
許
中
國
共產
黨
現
在
團
結
在
這
個
領
導
人
之
下，
他
能夠
忠
實
地
掌
握
我
史
達
林
「明 

智
」
的
戰
術
路
線
-
且
在
各
方
面
模仿
得
惟
妙
惟
肖。

七
大
之
後
的
一
中
全
會，
毛
澤
東
被
推
選為
中
共
中
央、
政
治
局
及
書
記
處
主
席
；
一
九
四
五
年
八
月
底
的
政
治
局 

擴
大
會
議
，
他
又
被
推舉
為
新
改
組
的
中
央
軍
事
委
員
會
主
席。
他
集
所
有
大
權
於
一
手。
一
九
四
五
年
八
月
初，
七
大 

一
中
第
二
次
會
議
通
過
新
版
本
的
〈關
於
若
干
歷
史
問
題
的
決
議
〉
以
及
黨
章
，
把
毛
澤
東
的
角
色
和
重
要
性
以
更
鮮
明 

的
方
式
呈
現
出
來
。
76

中
國
共產
黨
已
經
在
意
識
型
態
上、
政
治
上
和
組
織
上
全
面
武
裝
起
來，
跨
進
對
日
抗
戰
的
最
後 

階
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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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十
三
章

史
達
林
、毛
澤
東
及
中
國
的
新
民
主
主
義
革
命

史
達
林很
有
可
能
在
親
信
圈
子
裡
把
毛
澤
東
稱
作
「窯
洞
裡
的
馬
克
思
主
義
者
」，
毛
澤
東
也很
有
可
能
因為
史
達 

林
不
信
任
他
而
相
當
鬱
卒。
但
是
，
史
達
林
相
信
過
誰呢
？哪
一
個
最
忠
心
的
親
信
他
不
輕
蔑呢
？
他
認為
誰
是
偉
大
的 

馬
克
思
主
義
者呢
？
所
有
的
人
都
只
是
他
棋
盤
上
的
卒
子。

史
達
林
在
他
的
辦
公
室
徘
徊踱
步，
同
時
思
考
在
好
幾
個
棋
局
的
步
子。
中
國
已
經
出
現
一
個很
複
雜、很
重
要
的 

黨
在
運
作
；它
的
勝
利
會
決
定
他
一
生
努
力
的
成
敗
功
過。
中
國
共產
黨
的
勝
利
會
激
烈
改
變
世
界
競
技
場
的
相
對
力
量 

關
係
，
有
利
於
蘇
聯
。
前
提
是
他
和
毛
澤
東
要
能
讓
美
國
中
立、
讓
華
府
及
其
盟
國
相
信
中
國
共產
黨
新
民
主
主
義
的
計 

劃
是真

心
的
。
羅
斯
福
、
杜
魯
門(H

. T
m

m
an)

必
須
接
受
新
民
主
主
義
的概
念，並
支
持
中
國
共產
黨。
然
後
中
國 

共產
黨
才
能
逐
漸
地
把
蔣
介
石
及
其
支
持
者
「擠
出
」
權
力
位
置，
接
下
來
再
在
國
民
黨
左
派
及
自
由
派
人
士
當
中
操
縱 

運
作
，
最
後
奪
取
權
力
。

這
場
棋
局
分
布
極
廣
。
毛
澤
東
藉
由
接
受
訪
問、
寫
文
章
、
發
表
演
講
，
努
力
宣
傳
。
艾
德
加
和
海
倫
.
佛
斯
特• 

史
諾
夫
婦
、
艾
格妮
絲
•史
沫
特
萊
和
其
他
作
家、
記
者
的
書
籍
文
章，
以
及
伊
凡
斯
•卡
爾
森
的
電
文，
全
都
往
同
一 

個
目
標
發
射
。
英
國
作
家
佛
瑞
達
•尤
特蕾

(Freda U
tley)

與
克
萊
兒
和
威
廉
.
班
德(Claire and W

illiam

 

B
and)

，
以
及
美
國
記
者
畢
森(T. A. IB

isson)

、
哈
里
遜
•佛
爾
曼(H

arrison Form
an)

等
人
有
關
毛
澤
東
及
其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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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
的
奮鬥
故
事，
也
都
讓
大眾
產
生
極
鮮
明
的
印
象。
他
們
異
口
同
聲，
向
全
世
界
保
證，
中
國
的
共產
黨
和
馬
列
主
義 

一
點
都
不
同。
1在
許
多
美
國
人
心
目
中，
陰沉
的
獨
裁
者
蔣
介
石
及
其
政
府，
逐
漸
輸
給
了
「自
由
派
」
民
族
主
義
者 

毛
澤
東
及
其
「人
民
」
政
府
。

這
場
棋
局
的
高
潮
發
生
在
一
九
四
四
至
四
五
年
間，
毛
澤
東
、
周
恩
來
、
朱
德
和
中
共
其
他
領
導
人
與
美
國
官
員
進 

行
直
接
對
話
。它
們
始
於
一
九
四
四
年
七
月
底，
一
架
道
格
拉
斯9

4
7

運
輸
機
載
著
九
名
乘
客，
於
延
安
機
場
降
落
。 

這
是
所
謂
狄
克
西
代
表
團(D

ixie M
ission)

的
第
一
批
人
員，
分
別
來
自
美
國
國
務
院、
陸
軍
部
和
戰
略
情
報
處
(中 

央
情
報
局
前
身
)
等
單
位
。
四
十
四
歲
的
團
長
巴
大
維
上
校(D

avid D. B
arrett)

是
個
矮胖
男
子，
曾
任
美
國
駐
重
慶 

大
使
館
助
理
武
官
。
他
熟諳
中
國
歷
史
與
文
化，
能
說
流
利
中
國
話，
是
公
認
的
中
國
事
務
專
家。
職
階
次
高
的
是
美
國 

駐
重
慶
大
使
館
二
等
秘
書
謝
偉
志(John Stew

art service)

，
克
萊
倫
斯
.
高
思(Clarence G

auss)

大
使
稱
他
是 

「我
們
政
府
有
關
中
國
共產
主
義
的
專
家
」。
八
月
初
，
狄
克
西
代
表
團
第
二
批
人
馬
也
在另
一
位
外
交
官
雷
蒙
•陸
登 

(Raym
ond P. L

udden)
率
領
下
抵
達
。
後
來
，
美
國
人
愈
來
愈
頻
繁
來
延
安，
甚
至
組
織
起
到
幾
個
「解
放
區
」
去
參 

訪
。
一
九
四
五
年
七
月
底，
這
個
所
謂
的
「美
國
駐
延
安
觀
察
團
」
共
有
三
十
二
名
成
員。
？

巴
大
維
、
謝
偉
志
和
觀
察
團
其
他
許
多
團
員，
透
過
和
毛
澤
東
的
對
話
及
個
人
自
身
觀
察，
得
到
的
主
要
結
論
是
：

政
治
上
，
中
國
共
產
黨
一
度
或
許
對
蘇
聯
有
過
的
任
何
傾
向
，
似
乎
都
已
成為
過
去
。共
產
黨
努
力
使
他
們
的
思
想 

和
計
劃
吻
合
中
國
現
實
.，
他
們
推
行
民
主
政
策
，
期
盼
美
國
贊
同
，並
予
以
同
情
支
持
。

經
濟
上
，
中
國
共
產
黨
尋
求
中
國
的
快
速
發
展
與
工
業
化
，
主
要
目
標
是
提
升
人
民
經
濟
水
準
。他
們
體
認
到
，
依 

據
目
前
中
國
狀
況
，
這
必
須
透
過
資
本
主
義
，
以
大
規
模
外
國
援
助
才
能
完
成
。他
們
相
信
美
國
，
而
非
蘇
聯
，
將 

是
唯
一 
一
個
能夠
給
予
這
種
經
濟
援
助
的
國
家
，
也
察
覺
到
基
於
效
率
的
原
因
，
以
及為
了
吸
引
美
國
投
資
，
讓
美 

國
的
參
與
有
極
大
自
由
，
才
是
明
智
之舉
.
.
.
.

結
論
——

共
產
黨
領
導
人
本
身
也
持
續
如
此
聲
明
——

對
於
中
國
而
言
，
美
國
的
友
誼
與
支
持
，
比
起
俄
國
的
友
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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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支
持
更
加
重
要
。

狄
克
西
代
表
團
成
員
建
議
美
國
政
府
改
變它
對
中
國
共產
黨
的
方
向，
也
提
出
警
告
說
，
「如
果
被
迫為
了
挺
過
美
國
支 

持
國
民
黨
進
攻
才
能
生
存，
他
們
也
有
可
能
轉
回
去
投靠
蘇
俄
。」
3

我
們很
驚
訝，
毛
澤
東
、
周
恩
來
和
中
共
其
他
領
導
人
竟
然
如
此
容
易
就
騙
倒
這
些
經
驗豐
富
的
美
國
情
報
官
員。 

他
們
是
什麼
都
可
以
統
統
拍
胸
脯
承
諾。為
了
中
立
化
華
府，
一
九
四
四
年
夏
天，
毛
澤
東
甚
至
預
備
把
中
國
共產
黨
改 

名
新
民
主
黨
。一

九
四
六
年
十
月
，
「解
放
區
」
的
共產
主
義青
年
團
果真
就
如
此
改
名，
一
九
四
九
年
四
月
整
個
中
國 

共產
主
義青
年
團
改
名
新
民
主
主
義青
年
團。
最
後
，
黨
沒
有
改
名，
但
其
他
所
有
的
改
名
把
美
國
人
全
都耍
了。

同
時
，
史
達
林
和
他
的
外
交
部
長
莫
洛
托
夫
同
樣
狡
詐
地
在
外
交
陣
線
上
玩
弄
美
國
人。
莫
洛
托
夫
在
一
九
四
四
年 

九
月
初
，
告
訴
美
國
駐
蘇
聯
大
使
艾
維
瑞
爾
•哈
里
曼(w

. A
verell H

arrim
an)

和
新
任
美
國
駐
中
國
大
使
派
垂
克
• 

赫
爾
利
將
軍(General Patrick I H

urley)

說
：
「所
謂
的
中
國
共產
黨
事
實
上
根
本
不
是
共產
黨
…
…
蘇
聯
政
府並
沒 

支
持
中
國
共產
黨。」
一
九
四
五
年
四
月
十
五
日，
在另

一
場
會
議
裡
(這
次
史
達
林
在
場
)
他
又
確
認
這
一
點。
赫
爾 

利
立
刻
把
這
件
事
向
華
府
報
告
。
4

不
過
，
哈
里
曼
和
赫
爾
利
都
沒
有
被
史
達
林
的
狡
詐
所
騙。
華
府
的
情
報
官
員
也
不
相
信
共產
黨
這
套
話。
分
析
同 

僚
來
自
中
國
的
報
告，
以
及
有
關
中
國
共產
黨
的
大
量
文
獻
之
後，
一
九
四
五
年
夏
天
美
國
陸
軍
部
軍
事
情
報
局
的
官
員 

得
出
結
論
：
「中
國
共產
黨
是
共產
黨
…
…
中
國
共產
黨
的
『民
主
』
是
蘇
聯
式
的
民
主
…
…
中
國
共產
黨
運
動
是
國
際 

共產
黨
運
動
的
一
部
分，
得
到
莫
斯
科
的
資
助
與
指
導。」
5
因
此
，
在
最
後
分
析
下，
毛
澤
東
和
史
達
林
都
沒
有
騙
倒 

美
國
領
導
人
。

當
第
二
次
世
界
大
戰
於
一
九
四
五
年
八
月
中
旬
終
止
時，
中
國
仍
然
分
裂
。
國
民
黨
的
中
央
政
府
得
到
美
國
支
持， 

只
控
制
三
分
之
二
國
土。
共產
黨
控
制
陝
甘
寧
邊
區
政
府
(下
轄
三
十
個
縣
)，
以
及
華
北、
華
東
和
華
南
的
十
八
個
大 

型
「解
放
區
」，
總
人
口
九
千
五
百
五
十
萬
人
。
e
中
國
東
北
(滿
洲
)
則
由
蘇
聯
陸
軍佔
領
。
但
是
，
多
年
來
這
是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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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次，
中
國
似
乎
有真
正
的
可
能
性
實
現
和
平、
民
主
的
國
家
統
一。
美
國
和
蘇
聯
都
不
希
望
在
中
國
又
起
戰
爭，
也
生 

怕
在
中
國
的
嚴
重
衝
突
會
擴
散為
更
大
規
模
的
戰
爭。
？

史
達
林
在
他
一
九
四
五
年
至
一
九
四
九
年
的
地
緣
政
治
評估
裡，
必
須
顧
及
到
美
國
壟
斷
了
核
子
武
器。
還
沒
有
準 

備
好
如
何
抵擋
美
國
的
核
子
攻
擊，
他
必
須
竭
力
避
免
激
怒
華
府。
8周
恩
來
日
後
回
憶
說
：
「美
國
那
兩
顆
原
子
彈
震 

驚
了
史
達
林，
使
他
極
力
想
妥
協
。」
9 
一
九
四
五
年
二
月
由
三
巨
頭
簽
署
的
雅
爾
達
秘
密
協
定，
以
及
一
九
四
五
年
八 

月
十
四
日
(日
本
同
一
天
宣
告
投
降
)
蘇
聯
與
國
民
黨
簽
訂
的
友
好
同
盟
條
約，
也
局
限
住
這
個
克
里
姆
林
宮
獨
裁
者
的 

動
作
。
透
過它
們
，
蘇
聯
在
遠
東
得
到
重
大
的
經
濟、
政
治
和
領
土
的
讓
利。
特
別
重
要
的
是
和
蔣
介
石
達
成
的
協
議， 

連
史
達
林
自
己
都
說
這
是
「不
平
等
」
條
約
。
⑴伴
隨
著
蘇
聯
與
國
民
黨
條
約
的
特
別
議
定
書，
授
與
蘇
方
有
權
在
旅
順 

港
設
立
海
軍
基
地
三
十
年，
控
制
東
北
的
大
連
港，
還
與
中
方
共
同
經
營
中
東
鐵
路。
U這
就
是
史
達
林
在
第
二
次
世
界 

大
戰
後
開
始
表
示
懷
疑
中
共
有
能
力
奪
權
的
原
因。
他
不
想
冒
險
無
條
件
支
持
中
共，卻
失
去
因為
協
助
美
國
與
中
國
打 

日
本
而
已
經
得
到
的
戰
果。
他
甚
至
勸
告
毛
澤
東
要
與
蔣
介
石
達
成
「臨
時
協
議
」，並
堅
持
毛
澤
東
應
該
到
重
慶
去
和 

他
的
宿
敵
親
自
會
談。
他
替
這
樣
做
提
出
解
釋，
只
能
說
中
國
若
再
爆
發
內
戰，
恐怕
會
導
致
中
華
民
族
的
滅
亡
。
U 

毛
澤
東
被
史
達
林
「出
賣
」
大為
驚
駭
，
但
是
他
必
須
聽
命，
去
和
蔣
介
石
會
談
。
毛
澤
東
日
後
說
：
「由
於
史
達 

林
堅
持
，
我
被
逼
非
去
不
可
。」
U 
一
九
四
五
年
八
月
二
十
三
日，
他
在
政
治
局
擴
大
會
議
中
宣
布
：
「蘇
聯為

中、
蘇 

條
約
所
限
制
及為
維
持
遠
東
和
平，
不
可
能
援
助
我
們
。」
M即
使
中
共
中
央
收
到
好
幾
個
黨
部
組
織
上
書
反
對
與
國
民 

黨
談
判
，
他
仍
在
八
月
二
十
八
日
偕
同
周
恩
來
飛
往
重
慶。
b國
民
黨
派
出
張
治
中
將
軍，
與
美
國
大
使
赫
爾
利
在
前
一 

天
抵
達
延
安，
陪
中
共
代
表
飛
往
重
慶。
在
延
安
機
場
，
毛
澤
東
面
帶
微
笑、
與
江青
及
政
治
局
委
員
們
道
別，
但
是
據 

蘇
聯
情
報
特
務
佛
拉
迪
米
洛
夫
的
說
法，
他
顯
然並
不
高
興。
毛
澤
東
走
向
飛
機
舷
梯
時，
「一
副
要
走
上
行
刑
台
遭
處 

決
」
的
神
色
。
當
著眾
人
的
面，
他
也
沒
有
覺
得
害臊
，
親
了
江青
的
唇
——

這
是
他
在
公
開
場
合
的
第
一
遭。

然
而
，
國
共
雙
方
談
判
毫
無
成
績。
毛
澤
東
在
重
慶
逗
留
六
個
星
期，
與
蔣
介
石
及
國
民
黨
其
他
領
導
人
會
談，
也 

和
自
由
派
輿
論
代
表
會
商，
甚
至
也
簽
署
一份
和
平
協
議，
但
是
他
毫
無
意
願
放
棄
奪
權鬥
爭。
他
只
是
向
史
達
林
表
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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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
步
罷
了
，
因為
他
心
知肚
明，
唯
有
蘇
聯
提
供
軍
事
及
經
濟
援
助，
中
共
才
有贏
的
機
會。

現
在
他
必
須
等
待
史
達
林
改
變
立
場
(毛
澤
東
後
來
稱
史
達
林
是
「偽
善
的
洋
鬼
子
」
)。
M同
時
，
他
必
須
聽
取
蘇 

聯
部
隊
在
東
北
的
總
司
令
羅
迪
安
•馬
林
諾
夫
斯
基(R

odion M
alinovsky)

的
指
示
。
在
史
達
林
的
堅
持
下，
馬
林
諾 

夫
斯
基
不
肯
讓
八
路
軍
在
蘇
軍
撤
出
之
前
就
進佔
東
北
城
市。
他
說
：
「不
干
涉
中
國
內
政
-
中
國
內
部
問
題
由
中
國
自 

行
解
決
。」
n

當
毛
澤
東
能夠
向
史
達
林
擔
保，
中
共
有
能
力
處
理
面
臨
的
一
切
困
難
之
後，
史
達
林
才
開
始
慢
慢
克
服
「偏 

差
」。
一
九
四
五
年
秋
天，
中
國
共產
黨靠
自
己
的
主
動，
設
法
在
華
北
一
連
兩
場
戰
役
擊
敗
國
民
黨
部
隊。
史
達
林
開 

始
動
搖
。
一
九
四
五
年
十
月，
他
決
定
將
蘇
聯
軍
隊
從
關
東
軍
接
收
過
來
的
部
分
武
器，
移
交
給
在
東
北
的
中
共
部
隊。 

雖
然
他
明
顯
開
始
認為
國
共
內
戰
已
是
事
實，
但並
不
希
望
大
家
注
意
到
他
參
與
中
國
內
戰。
他
在
這
段
時
候
責
備
助
手 

時
說
道
：
「我
們
的
軍
官、
聯
絡
人
員
及
其
他
人
員，
必
須
盡
快
撤
出
延
安，
以
及
毛
澤
東
部
隊
正
在
作
戰
的
地
區。
中 

國
的
內
戰
已
經
轉
趨
嚴
重，
我
擔
心
我
們
的
敵
人
將
指
控
我
們
在
這
些
地
區
的
人
員
煽
動
中
國
的
內
戰
•，其
實
我
們
的
人 

員
對
什麼
事
也
都
控
制
不
了。
我
們
愈
快
把
他
們
撤
走
愈
好。」2

一
九
四
六
年
二
至
三
月，
造
化
弄
人
-
蔣
介
石
本
身
在
右
派
人
士
的
壓
力
下，
開
始
執
行
一
項
短
視
的
對
蘇
政
策， 

逼
得
史
達
林
轉
向
無
條
件
支
持
中
國
共產
黨。
國
民
黨
與
輿
論
此
時
開
始
表
示
不
滿
蘇
聯
軍
隊
在
中
國
東
北
的
行為
。
用 

不
著
多
說
，
蘇
聯佔
領
軍
肆
無
忌
憚
展
開
劫
掠
：
他
們
將
大
型
工
業
設
施拆
卸
、
運
回
蘇
聯
，
還
不
問
主
人
是
日
本
人
或 

中
國
人
，佔
用
各
種
財產
。
結
果
是
東
北
工
業
損
失
達
八
億
五
千
八
百
萬
美
元。
三
月
六
日，
中
華
民
國
外
交
部
就
此
事 

提
出
抗
議
，並
要
求
蘇
聯
軍
隊
立即
撤
離
東
北。
W蔣
介
石
當
時
明
白
中
共
軍
隊
將
一
擁
而
上，
取
代
蘇
聯
軍
隊嗎
？
他 

可
能並
不
明
白。
仗
著
有
美
國
人
支
持，
他
以為
自
己
的
部
隊
可
以佔
領
俄
軍
撤
退
後
的
東
北
各
城
市。
但
他
失
算
了
。

一
星
期
之
後，即
三
月
十
三
日，
史
達
林
開
始
撤
軍，
行
動
於
五
月
三
日
完
成。
同
時
，
他
要
求
他
的
中
國
同
志
積 

極
、
公
開
行
動
，
甚
至
批
評
他
們
對
美
國
過
度
柔
順。
20
換
句
話
說
，
他
同
意
中
共
部
隊
進
入
東
北
城
市，
而
且
他
甚
至 

堅
持
毛
澤
東
的
部
隊
要
盡
快佔
領它
們，
還
命
令
蘇
聯
軍
隊
與
中
共
合
作
控
制
住
各
地
交
通
網。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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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時
候
冷
戰
已
經
開
始，
史
達
林
終
於
決
定
提
供
實
質
援
助
給
中
共
部
隊。
東
北
變
成
了
中
國
共產
黨
的
基
地。
一 

九
四
六
年
六
月，
中
國
爆
發
新
的
全
面
內
戰。

剛
開
始
，
共產
黨
似
乎
凶
多
吉
少。
國
民
黨
四
百
三
十
萬
大
軍
明
顯強
過
中
共
部
隊
的
一
百
二
十
萬
官
兵。
頭
幾
個 

月
，
共
軍
被
迫
棄
守
一
百
零
五
座
城鎮
。
蔣
介
石
發
動
全
面
攻
擊
——

西
起
陝
西
、
東
抵
太
平
洋
濱
，
全
線
開
戰
。
他
也 

在
東
北
開
戰
。
美
國
人
認為
蔣
介
石
的
行
動
「野
心
過
大
」，
警
告
他
說
，
這
樣
的
軍
事
行
動
「會
使
中
國
陷
入
經
濟
紊 

亂
，
終
致毀
滅
國
民
政
府
」，
因為
蔣
介
石
延
伸
戰
線，
會
使
他
的
「交
通
線
暴
露
，
遭
到
共產
黨
游
擊
隊
攻
擊
」，
迫 

使
他
的
士
兵
「撤
退
或
投
降，
把
美
國
提
供
的
武
器
及
彈
藥
」
統
統
送
給
敵
人
。
22

可
是
這
段
期
間
共產
黨卻
接
二
連
三
吃
敗
仗。
一
九
四
七
年
三
月
十
二
日，
蔣
介
石
的
空
軍
轟
炸
延
安
及
其
周
圍
窯 

洞
區
。
自
從
一
九
三
八
年
十
一
月
日
本
軍
機
開
始
不
斷
地
轟
炸
以
來，
延
安
城
本
身
早
已
體
無
完
膚，
只
剩
下毀
壞
的
城 

牆
和
兩
、
三
條
街
道
。
黨
、
政
領
導
人
早
已
搬
遷
到
延
安
北
郊
的
窯
洞
區
-
毛
澤
東
也
住
在
那
兒。
現
在
這
個
地
區
遭
到 

蔣
介
石
空
軍
的B

-
2
4

和P
-
5
2

飛
機
密
集
轟
炸
。
一
連
一
個
星
期，
約
五
十
架
飛
機
持
續
不
停
地
轟
炸，並
且
國
民
黨
步 

兵
部
隊
從
城
南
發
動
大
規
模
進
攻
。
U

到
了
三
月
十
八
日，
國
民
黨
部
隊
已
逼
近
到
離
延
安
城
兩、
三
公
里
的
距
離。
毛
澤
東
下
令
棄
守
延
安，
同
一
天
夜 

裡
偕
江青
、
李
訥
母
女
撤
出
窯
洞
區。
坐
上
他
那
破
舊
軍
用
吉
普
車
之j£

，

毛
澤
東
命
令
負
責
撤
退
事
宜
的
彭
德
懷，
每 

個
窯
洞
的
房
間
要
打
掃
乾
淨、
家
具
不
得
破
壞
。
24
他
不
想
讓
國
民
黨
1
隊
以為
共產
黨
是
落
荒
而
逃
。
25

他
撤
往
陝
北，
整
個
夏
天、
秋
天
和
冬
天，
帶
著
他
那
些
疲
憊
不
堪
的
部
隊
在
山
路
流
竄。
一
九
四
七
年
三
月
底， 

共
軍
部
隊
改
名
「中
國
人
民
解
放
軍
」。
毛
澤
東
的
長
子
毛
岸
英
已
在
一
九
四
六
年
一
月
初
從
蘇
聯
回
到
延
安，
也跟
著 

他
和
江青
嘗
盡
撤
退
的
苦
頭。

這
個
身
材
高
大、
相
貌
英
俊
的
二
十
三
歲青
年，
有
著
和
善
、
憂
鬱
的
眼
神
，
的
確
歷
經
坎坷
。
一
九
四
二
年
五 

月
，
他
從
國
際
兒
童
院
畢
業，
在
國
際
主
義
衝
動
的
影
響
下，
他
上
書
史
達
林
請
求
派
到
前
線
和
納
粹
作
戰
：
「我
要
替 

千
千
萬
萬
被
殺
害
的
蘇
聯
人
民
報
仇。」
26

一
九
四
四
年
八
月
他
被
派
去研
習
軍
事
科
學，
然
後
，
「瑟
吉
.
永
福
少
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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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
派
到
第
二
白
俄
羅
斯
方
面
軍
當
見
習
官。
他
只
服
役
四
個
月，
不
過
已
經
足夠
嘗
點
滋
味。
一
九
四
四
年
十
一
月
-
他 

被
調
回
莫
斯
科，
這
次
送
到
東
方
學
院(Institute of Oriental studies)

。
27
他
一
再
申
請
被
派
到
中
國。
最
後
，
他
在 

一
九
四
五
年
底
獲
得
批
准。
毛
岸
英
回
國
前
夕，
史
達
林
在
克
里
姆
林
宮
召
見
他，
送
給
他
一
把纗
上
名
字
的
左
輪
手 

槍
。
28

毛
岸
英
帶
著
左
輪
槍
飛
回
延
安，
從
此
以
後
和它
形
影
相
隨。

他
和
父
親
的
關
係
相
當
複
雜。
毛
岸
英
幾
乎
對
毛
澤
東
毫
無
記
憶，
覺
得
賀媽
媽
很
可
憐，
也
一
直
提
防
著
江青
.， 

而
江青
也
經
常
向
毛
澤
東
抱
怨
他。
我
們
從
蘇
聯
情
報
官
員
的
報
告
讀
到
「父
子俩
很
快
就為
理
論
問
題
意
見
不
合
」。 

報
告
說
：

毛
澤
東
認為

他
兒
子
是
「教
條
主
義
者」
，
只
知
理
論
，
根
本
不清
楚
中
國
的
生
活
和
工
作
環
境
。毛
澤
東
認為
他 

兒
子
在
蘇
聯
被
慣
壞
了
，
也
表
示
不
滿
意
他
受
到
的教
育
。為

了
「教

他
瞭
解
(

中
國
的
)

生
活」
，
一
九
四
六
年 

四
月
，
毛
岸
英
被
派
到
農
村
替
一
個
富
農
吳
滿
有
做
勞
力
工
。毛
岸
英
做
了
約
三
個
月
的
粗
活
。
29

這
時
候
他
父
親
才
滿
意。
毛
澤
東
說
..
「每
個
人
這
輩
子
都
應
該
吃
點
苦
頭
。」
％他
又
說
：
「以
前你
吃
麵
包、
喝
牛 

奶
，
現
在
回
到
中
國，你
應
該
吃
陝
北
的
麥
粥，
這
對
身
體
健
康很
好。」
M

然
後
他
把
兒
子
派
到
中
央
宣
傳
部
工
作
.，
一
九
四
七
年
三
月，
毛
岸
英跟
著
其
他
中
央
工
作
人
員
離
開
延
安，
追
隨 

毛
澤
東
進
入
陝
北
山
區。
不
久
，
毛
澤
東
的
其
他
子
女
——

毛
岸青
和
嬌
橋
——

也跟
著
賀
子
珍
從
蘇
聯
回
到
中
國。
他 

們
先
到
哈
爾
濱
，
受
到
地
方
中
共
官
員
的
照
料。
孩
子
們
以
俄
語吱
吱
喳
喳
講
話
(他
們
幾
乎
不
會
說
中
國
話
)，
但
是 

賀
子
珍
的
狀
況
極
差。
在
蘇
聯
的
最
後
兩
年，
備
嘗
創
傷
。
一
九
四
五
年，
嬌
嬌
突
然
患
了
急
病
。她
經
診
斷
，
得
了
肺 

炎
，
性
命
垂
危
。
驚
慌
的
賀
子
珍
抱
著她
出
院，
生怕
又
失
去
最
後
一
個
子
女。
女
兒
熬
了
過
來，
但
賀
子
珍
已
瀕
臨
發 

瘋

邊
緣
。她
經
受
不
起
這
樣
的
折
磨
。
女
兒
復
元
後
，
賀
子
珍
住
進
伊
萬
諾
沃
市
西
南
方
約
三
十
公
里
的
辛
諾
佛
村 

(zin
ovo)

的
精
神
病
院
。
一
直
要
到
一
九
四
七
年
三
月，
經
過
來
到
莫
斯
科
治
病
的
王
稼
祥
及
妻
子
的
多
次
申
請，
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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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珍
才
得
以
出
院，
交
給
他
們
照
料。
這
時
候
，她
才
能夠
再
次
見
到
女
兒。
嬌
嬌
本
人
(即
李
敏
)
回
憶
起
母
女
重
逢 

那
一
幕
：
「我
被
帶
到
一
處
像
是
旅
館
的
地
方。
進
到
房
間
，
我
見
到
一 
‘個
中
年
婦
人
。
我
差
點嚇
昏
過
去
！
這
不
是媽
 

媽
嗎
？
蒼
白
、
瘦
弱
、
衰
老
！即
使
是
笑
容
也很
孱
弱，
而
且
兩
眼
無
神
。」
32

兩
個
月
後
，
在
王
稼
祥
夫
婦
護
送
下， 

賀
子
珍
和
李
敏
母
女
倆
踏
上
回鄉
之
旅。
D抵
達
哈
爾
濱
時，
賀
子
珍
哭
了
。她
說
：
「我
終
於
擺
脫
了
令
人
恐
怖
的
日 

子
，
擺
脫
了
寄
人
籬
下
的
生
活，
我真
正
的
自
由
了
！.
」34

同
一
時
期
，即
一
九
四
七
年
夏
天，
毛
澤
東
執
行
了
一
項
漂
亮
的
計
劃
：
他
派
出
一
部
分
部
隊
潛
往
蔣
介
石
後
方、 

在
華
中
平
原
大
別
山
區
建
立
一
個
新
的
軍
事
基
地。
這
項
布
局
意
在
迫
使
蔣
介
石
從
西
北
和
東
北
前
線
抽
調
部
分
兵
力， 

以
保
衛
華
中
平
原
的
重
要
都
市，
如
武
漢
、
九
江
、
南
昌
、
上
海
和
首
都
南
京
。
這
一
來即
可
瓦
解
蔣
委
員
長
的
戰
略
計 

劃
。
這
項
行
動啟
動
了
內
戰
的
新
階
段
——

中
共
部
隊
開
始
反
攻
。
35
一
九
四
八
年
四
月
二
十
五
日，
共
軍
收
復
延
安
。 

到
了
一
九
四
八
年
六
月，
國
民
黨
部
隊
已
萎
縮
至
三
百
六
十
五
萬
人，
而
中
共
的
解
放
軍
兵
力
上
升
至
兩
百
八
十
萬
人
。
36 

一
九
四
八
年
春
天，
渡
過
黃
河
之
後，
毛
澤
東
及
其
部
隊
進
入
山
西
省，
繼
續
以
急
行
軍搶
進
河
北
西
部。
由
劉
少 

奇
和
朱
德
領
導
的
中
央
工
作
委
員
會
自
從
一
九
四
七
年
春
天即
已
進
駐
當
地。
劉
、
朱
住
在
西
柏
坡
村，
是
位
於
北
京
西 

南
方
五
百
六
十
公
里
相
當
不
易
進
入
的
太
行
山
區
一
處
小
村
落。
一
九
四
八
年
五
月
底，
毛
澤
東
的
部
隊
抵
達
西
柏
坡， 

此
後
直
到
國
共
內
戰即
將
結
束
前，它
都
是
共產
中
國
的
新
首
都。

在
西
柏
坡
，
毛
澤
東
和
江青
住
在
一
棟
舒
適
的
一
層
樓
房
子，
內
院
鋪
了
石
板
。
家
具
不
多
，
但
毛
澤
東
滿
意
這
種 

幾
近
家
徒
四
壁
的
環
境。
他
大
部
分
時
間
待
在
書
房
裡，
坐
在
大
辦
公桌
邊
辦
公。
他
接
見
同
志、
與
朱
德
籌
劃
軍
事
行 

動
、
起
草
文
書
。
一
九
四
八
年
六
月，
他
在
這
裡
和
長
子
又
爆
發
衝
突，
這
件
事
對
父
子
關
係
留
下
長
久
陰
影。
有
話
直 

說
、
相
當
天真
的
毛
岸
英，
在
氣
急
敗
壞
下
指
控
他
父
親
製
造
「領
袖
崇
拜
」，
甚
至
稱
他
是
「假
領
袖
」。
他
在
黨
的 

圏
子
內
已
經
意
識
到
這
股
氣氛
。
若
不
是
江青
和
周
恩
來
批
評
毛
岸
英，
要
求
他
寫
下
悔
過
書，
這
件
事
還
不
知
會
鬧
得 

多
大
。相

當
痛
苦
地
，
這
位
反
個
人
崇
拜
的
戰
士
向
勝
利
者
投
降。
他
承
認
，
「我
的
行為
…
…
已
傷
害
父
親
的
權
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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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說
明
他
會
如
此
「自
負
」
的
原
因
之
一
是
他
在
蘇
聯
受
到
尊
寵
待
遇，
他
被
「當
作
『小
領
袖
』
對
待
…
…
他
享
受
舒 

適
的
物
質
條
件，
生
活
中
沒
經
歷
任
何
困
難
」。
毛
澤
東
、
周
恩
來
和
江青
衡
酌
案
情
後，
通
過
決
議
：
「在
〔毛
澤
東 

的
秘
書
〕
陳
伯
達
管
束
下，
在
中
央
機
關
中
運
用
毛
〔岸
〕
英
擔
任
低
階
技
術
工
作
」。它

規
定
，
他
的
「生
活
條
件
不 

應
與
這
個
階
級
的
其
他
人
員
有
任
何
不
同
」。
毛
澤
東
直
到
一
九
四
九
年
二
月，
都
不
肯
見
他
的
兒
子
。
毛
岸
英
未
獲
允 

准
，
也
不
能
到
他
父
親
的
住
處
探
望。
37

家
庭
糾
紛
當
然
沒
使
主
席
分
神
不
顧
他
和
蔣
介
石
的
奪
權鬥
爭。
毛
澤
東
、
朱
德
、
周
恩
來
、
劉
少
奇
和
黨
其
他
領 

導
人
，
在
西
柏
坡
策
劃
擊
潰
蔣
介
石
部
隊
的
策
略，儘
管
國
民
黨
部
隊
人
數佔
優
勢 
'美
國
支
持
南
京
政
府，
以
及
解
放 

軍
的
技
術
和
武
器
都
不
如
人，
但
從
一
九
四
八
年
九
月
至
一
九
四
九
年
一
月
的
五
個
月
期
間，
共產
黨
仍
發
動
了
三
大
戰 

略
作
戰
。
第
一
在
東
北、
第
二
在
華
中、
第
三
在
北
平、
天
津
地
區
。
①
超
過
五
十
萬
以
上
的
敵
軍
官
兵
遭
殲
滅，
包
括 

北
平
在
內
許
多
大
城
被
共
軍佔
領。
一、
兩
年
前
，很
少
人
會
相
信
這
可
能
辦
得
到。
當
時
，
毛
澤
東
於
一
九
四
六
年
八 

月
接
受
美
國
記
者
安
娜
.
路
薏
絲
•史
特
朗(A

nna Louise strong)

的
訪
問
，
說
了 
一
句
話
「一
切
反
動
派
都
是
紙
老 

虎
」，卻
只
招
來
微
笑。
②
他
說
，
「我
們
所
依靠
的
不
過
是
小
米
加
步
槍，
但
是
歷
史
最
後
將
證
明，
這
小
米
加
步
槍
比 

蔣
介
石
的
飛
機
加
坦
克
還
要強
些
」，
可
以
被
當
作
是
雄
辯
的
花俏
辭
令。
38

縱
使
如
此
，
解
放
軍
打贏
了
。
一
九
四
九 

年
一
月
三
十
一
日，
解
放
軍
與
負
責
守
衛
北
平
的
國
軍
將
領
傅
作
義
達
成
協
議
後，
兵
不
血
刃
進
入
北
平。
南
京
於
四
月 

二
十
三
日
淪
陷，
上
海
於
五
月
二
十
七
日
失
守，
廣
州
亦
於
六
月
二
日
易
手。
國
民
黨
政
府
先
遷
廣
州，
再
到
重
慶、
成

① 

編
註
：
此
三
大
作
戰
分
別
是
遼
瀋
大
戰
、淮
海
大
戰
(又
稱
徐
蚌
會
戰)，
以
及
平
津
大
戰
。

② 

原
書
註
：值
得
一
記
的
是，
幾
年
後
的
一
九
四
九
年
初
，
有
病
態
疑
心
病
的
史
達
林
寫
信
告
訴
毛
澤
東
：
「我
們
有
可靠
的
信
息
指
出，
美
國
作
家 

安
娜
.
路
薏
絲.
史
特
朗
是
美
國
間
諜…
…她
替
美
國
人
當
間
諜
已
經很
久
了
。我
們
建
議你
不
要
再
允
許她
到你
們
那
兒，
或
是
進
入
中
共佔
領 

的
地
區
。」
當
然
，
這
是
典
型
的
史
達
林
式
疑
神
疑
鬼
的
絮
絮叨
叨

。事
實
上
，
安
娜

•路
薏
絲
•史
特
朗
熱
切
支
持
中
國
共
產
主
義
運
動
。一
九 

五
八
年-她
甚
至
搬
到
中
國
終
老(她
在
一
九
七o
年
過
世)
。她
下
葬
在
北
京
的
八
寶
山
英
雄
公
墓，
墓
碑
上
刻
著
「中
國
人
民
的
友
人
、進
步 

派
美
國
作
家」
的
字
樣
。一
九
五
〇
年
過
世
的
艾
格妮
絲
•史
沫
特
萊
也
下
葬
在
八
寶
山
公
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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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
，
最
後
在
十
二
月
初
播
遷
到
台
灣。
蘇
聯
政
府
投
資
在
中
國
革
命
上
的
數
千
萬
美
元，
現
在
有
了
成
果
。
中
國
大
陸
現 

在
淪
入
共產
黨
獨
裁
者
控
制。 

.

中
國
共產
黨
勝
利
的
原
因
在哪
裡
？
解
放
軍為
何
能夠
突
破
成
功
？
首
要
之
因
是
毛
澤
東
部
隊
在
衝
突
初
期
階
段
積 

極
運
用
傳
統
的
游
擊
作
戰
方
式。
頭
幾
個
月
先
撤
退，
共產
黨
試
圖
讓
敵
軍
疲
於
奔
命，
他
們
的
目
的
是
「使
敵
達
到
十 

分
疲
勞
和
十
分
缺
糧
之
程
度，
然
後
尋
機
殲
滅
之
」。
毛
澤
東
稱
此為

「蘑菇
戰
術
」。
39
一
九
四
七
年
夏
天
起，
解
放
軍 

部
隊
開
始
攻
擊
敵
軍
陣
地
。
40

其
次
，
國
民
黨
部
隊
瓦
解，
其
將
領
和
軍
官卻
無
力
改
善
情
勢。
國
軍
士
兵
作
戰
精
神
渙
散，
而
「中
國
共產
黨卻
 

從
熱
切
變
成
狂
熱
」
。
w
蔣
介
石
的
部
隊
顯
示
完
全
沒
有
作
戰
能
力。
所
有
的
部
隊
都
鬧
貪
瀆
和
地
方
派
系。
軍
閥
遺
跡 

仍
牢
不
可撼
。
司
令
官
不
願
讓
他
們
的
部
隊
涉
險
作
戰，
把它
們
當
作
本
身
政
治
勢
力
的
根
源，
以
及
致
富
之
所
恃。

第
三
，
政
府
沒
有
能
力
激
勵
經
濟
發
展
也
十
分
明
顯。
一
九
四
六
年
全
國
陷
入
通
貨
膨
脹
風
暴。
從
一
九
四
五
年
九 

月
至
一
九
四
七
年
二
月，
銀
圓
價值
跌
到
只
剩
三
十
分
之
一。
一
九
四
七
年，
每
個
月
的
通
貨
膨
脹
率
高
達
百
分
之
二
十 

六
。
危
機
持
續
惡
化
。
有
位
目
擊
者
報
導
：
「通
貨
膨
脹
製
造
極
大
的
財
政
不
安
定
…
…
通
貨
膨
脹
嚴
重
到
一
堆
錢
上
午 

可
買
三
個雞
蛋，
到
了
下
午
只
能
買
一
個雞
蛋。
老
百
姓
必
須
用
推
車
帶
著
錢。
米
價
高
到
平
常
奉
公
守
法、
做
夢
也
不 

會偷
竊
的
人，卻
閬
進
米
店為
所
欲為
、
任
意搶
劫
。
」

42

罷
工
的
次
數
攀
升
。
一
九
四
六
年，
上
海
一
地
就
發
生
一
千
七
百
一
十
六
次
罷
工。
到
了
一
九
四
八
年
春
天，
政
府 

被
迫
在
各
大
城
市
實
施
配
給，並
且為
了
增
加
穀
糧
儲
備，
實
施
以
低
價強
制
收
購
穀
糧
的
做
法。
43

這
個
做
法
使
國
民 

黨
天
生
的
盟
友
——

富
農
——

大為
疏
離
。
廣
大
的
民眾
愈
來
愈
不
滿
蔣
介
石
的
內
政
政
策。

中
共
利
用
這
個
情
勢，
號
召
各
大
政
治
勢
力
向它
靠
攏
。它
能崛
起
奪
權
不
是
以
社
會
主
義、
共產
主
義
或
史
達
林 

主
義
的
旗
幟為
號
召，
而
是
以
新
民
主
主
義
的
口
號為
號
召，
這
一
點
具
有
決
定
性
的
重
要
性。

第
四
，
蘇
聯
的
立
場
也很
重
要。儘
管
史
達
林
起
先
對
國
共
內
戰
採
取
審慎
立
場，
他
似
乎並
不
反
對
中
國
的
共產
 

主
義
革
命
——

有
些
歷
史
學
者
錯
誤
地
這麼
認為
。
44
其
實
，
他
起
先
還
在
談
中
國
是
否
可
能
沿
長
江
「隔
江
而
治
」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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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兩
塊
——

長
江
以
北
歸
中
共，
長
江
以
南
歸
國
民
黨。
45
然
而
，儘
管
蔣
介
石
政
府
多
次
請
求，
他
拒絕
在
交
戰
雙
方 

之
間
進
行
調
停
。
46

雖
然
他
一
再
下
達
斷
然
指
令
給
蘇
聯
駐
中
國
大
使
館，
要
求它
別
介
入
衝
突，
他
也
沒
有
意
願
要
拯 

救
國
民
黨
。
47
沒
錯
，
南
京
淪
陷
之
前，
他
命
令
蘇
聯
駐
華
大
使
羅
申(N

ikolai R
oshchin)跟

隨
蔣
介
石
到
廣
州，
這 

時
候
的
美
國
和
英
國
駐
華
大
使卻
留
在
南
京。
不
過
，
以
史
達
林
自
己
的
話
說，
他
這麼
做
是為
了
「取
得
情
報
，
他 

〔羅
申
〕
才
能
定
期
告
訴
我
們
〔史
達
林
〕
長
江
以
南
的
情
勢，
以
及
國
民
黨
高
層
及
其
美
國
主
子
的
動
態
」。
48

史
達
林 

秘
密
告
訴
毛
澤
東
這
件
事。
早
在
一
九
四
八
年
初，
也
就
是
毛
澤
東
抵
達
西
柏
坡
之
前，
史
達
林
在
克
里
姆
林
宮
和
保
加 

利
亞
及
南
斯
拉
夫
代
表
團
談
話
時，
就
承
認
蘇
方
錯
了，
中
共
對
國
共
內
戰
前
景
的
評估
才
正
確。
一
九
四
九
年
七
月
劉 

少
奇
到
莫
斯
科
非
正
式
拜
訪
他
時，
他
也
這
樣
告
訴
劉
少
奇。
他
問
劉
少
奇
：
「我
在
一
九
四
五
年
八
月
發
的
電
報
有
沒 

有
妨礙
你
們
的
解
放
戰
爭呀
？
」
劉
少
奇
當
然
回
答
說
沒
有，
但
是
史
達
林
感
覺
到
劉
少
奇
這麼
說
是為
了
討
好
他、
不 

讓
他
對
早
先
的
審慎
政
策
有
愧疚
.，
他
又
說
：
「現
在
我
已
經
老啦
！
我
現
在
關
心
的
是
，
我
過
世
之
後
，
這
些
同
志 

(他
指
指
克
里
蒙
特
•伏
洛
希
羅
夫〔 K

lim
esvoroshiov〕

元
帥
、
莫
洛
托
夫
等
人
)
會
害怕
帝
國
主
義
。
」
49

史
達
林並
不
想
介
入
國
共
內
戰，
但
是
他
在
武
器
及
顧
問
意
見
上
大
力幫
忙
中
共。
他
在
這
段
期
間
與
毛
澤
東
有
特 

別
頻
繁
的
通
信
。為
了
保
持
機
密，
史
達
林
在
密
電
上
署
名
他
的
俄
國
化
名
菲
力
波
夫(Filippov)

或
中
國
化
名
馮
西， 

然
後
透
過
他
的
代
表
轉
交
給
毛
澤
東。
他
的
代
表
之
一
是
阿
洛
夫
醫
生，另
一
位
是
一
九
四
九
年
一
月
抵
達
西
柏
坡
的
伊 

凡
•柯
瓦
列
夫(Ivan K

ovalev)

將
軍
——

曾
任
蘇
聯
交
通
部
長。
史
達
林既
擔
心
美
國
有
可
能
直
接
介
入
中
國
內
戰， 

一
面
又
不
斷
希
望
能
欺
騙
西
方
世
界。
整
個
國
共
內
戰
期
間，
他
比
毛
澤
東
還
更
努
力
企
圖
證
明
中
國
共產
黨
和
布
爾
什 

維
克
黨
有
相
當
距
離。
一
九
四
七
年
底
起，
毛
澤
東
不
時
表
示
希
望
拜
訪
史
達
林，
但
是
直
到
中
國
境
內
軍
事
作
戰
基
本 

上
已
經
終
止，
史
達
林
都
不
肯
見
他。
他
不
希
望
讓
西
方
國
家
及
蔣
介
石
有
理
由
指
摘
毛
澤
東
是
「蘇
聯
代
理
人
」。

一
九
四
六
至
四
九
年
中
國
內
戰
期
間，
史
達
林
不
斷
冷卻
毛
澤
東
的
共產
主
義
熱
情。
文
獻
資
料
顯
示，
在
這
段
期 

間
毛
澤
東
比
史
達
林
更
激
進。
一
九
四
六
至
四
九
年，
毛
澤
東
已
經
消
極
遵
循
新
民
主
主
義
的概
念。
他
一
發
覺
他
可
以 

擊
敗
國
民
黨，
就
改
變
了
他
對
新
民
主
主
義
的
態
度。
他
在
對
日
抗
戰
期
間
因為
中
共
實
力
弱，
基
於
戰
術
理
由
而
發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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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一
路
線
，
但
是
當
他
發
覺
他
可
以
擊
敗
蔣
介
石，
他
開
始
要
求
史
達
林
准
他
放
棄它
。
毛
澤
東
頻
頻
反
對
此
一
路
線， 

但
是
在
形
式
上
他
繼
續
遵
行它
、
以
免
觸
怒
這
位
莫
斯
科
主
子
。
M史
達
林
的
思
慮
縝
密，
他
不
僅
擔
心
會
與
美
國
發
生 

核
子
衝
突
，
也
希
望
騙
過
華
府。
身為
俄
羅
斯
共產
主
義
者，
當
史
達
林
想
到
中
共
勝
利
的
結
果，
他
一
定很
關
切
未
來 

共產
主
義
又
會崛
起
一
個強
大
的
新
中
心。
共產
中
國
遵
循
蘇
聯
模
式，
透
過
獨
裁
專
政
手
段
快
速
達
成
經
濟
現
代
化， 

可
能
威
脅
到
他
在
共產
世
界
的霸
主
地
位。
設
法
把
毛
澤
東
的
野
心
限
制
在
「民
主
」
的
目
標
，
史
達
林
或
許
可
讓
毛
澤 

東
自
縛
手腳
，並
且
使
得
中
共
的
戰
術
路
線
服
從
他
自
己
的
政
治
行
動
路
線。

同
時
，
史
達
林
對
毛
澤
東
的
猜
疑
也
隨
著
中
共
在
國
共
內
戰
的
戰
績
升
高
而
水
漲
船
高。
一
九
四
八
年
「南
斯
拉
夫 

震撼
」
——

史
達
林
與
南
斯
拉
夫
領
導
人
狄
托cosip Broz T

ito)

決
裂
——

之
後
，
史
達
林
更
是
疑
神
疑
鬼。
莫
斯
科 

原
本
認為
南
斯
拉
夫
是它
最
忠
誠
的
衛
星
國
家
之
一，
不
料
突
然卻
不
聽
話
了。
「狄
托
事
件
」
之
後
不
久
，
史
達
林
與 

親
信
私
下
談
話
時，
開
始
表
現
對
可
能
從
中
國
出
現
新
威
脅
愈
來
愈
焦
慮。
他
忖
思
：
「毛
澤
東
究
竟
是
什麼
樣
的
人
？ 

他
具
有
某
種
特
別
的
觀
點，
某
種
農
民
的
觀
點
。
他
好
像
害怕
工
人，
老
讓
他
的
軍
隊
遠
離
城
市。」
H史
達
林
派
他
的 

左
右
手
莫
洛
托
夫
去
拜
訪
毛
澤
東，瞧
瞧
他
究
竟
是
「何
等
人
物
」。
莫
洛
托
夫
對
毛
澤
東
也
有
疑
慮，
和
史
達
林
談
話 

時
，
稱
呼
毛
澤
東
是
「中
國
的
浦
加
契
夫(Y. I. Pugachev)

」。
③莫
洛
托
夫
說
：
「當
然
，
他絕
對
不
是
馬
克
思
主
義 

者
。
他
向
我
承
認，
他
沒
有
讀
過
馬
克
思
的
《資
本
論
》。」
12
九
四
九
年
初，
史
達
林
甚
至找
一
九
二
三
至
二
七
年
擔 

任
孫
中
山
及
武
漢
政
府
「首
席
顧
問
」
的
鮑
羅
廷
，
就
毛
澤
東
這
個
人
出
具
書
面
意
見。
鮑
羅
廷
顯
然
料
到
這
位
偏
執
的 

領
導
人
的
心
意，
他
寫
說
：

他
個
性
獨
立
，
「一
意
孤
行」
的
傾
向
在
當
時
已很
明
顯
。會
議
中
，
別
人
發
言
時
，
他
總
是
百
無
聊
賴
、不
專
心

的
模
樣
，
但
是
一
輪
到
他
發
言
，
他
立
刻
滔
滔
不絕
，
彷
彿
在
他
之
前
，
別
人
都
沒
說
過
話
似
的
.
.
.
.
毛
澤
東
鮮
明

的
特
徵
就
是
傲
慢
的
自
信
。他
早
已
自
認為

是
個
理
論
大
師
，
對
社
會
科
學
有
過
貢
獻
.
.
.
.
他
具
有
錯
誤
的
觀

點
.
.
.
.
以為
農
民
優
於
其
他
階
級
.
.
.
.
.因
而
低估
無
產
階
級
的
領
導
角
色
。毛
澤
東
在
和
我
私
下
聊
天
時
，
一
再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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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這個觀點
。

一
九
三
〇
年
代
末
期
和
一
九
四
〇
年
代
負
責
監
控
中
國
共
產
黨
的
K

G

B

上
校
喬
治.
莫
德
維
諾
夫(G

e
o
r
g
ii 

M
o
r
d
v
i
n
o
v
)

也
對
毛
澤
東
有
頗
不
恭
維
的
評
語
。他強

調
「毛
澤
東
家
父
長
的
傾
向
、病
態
的
猜
疑
心
、格
外
的
野 

心
、狂
妄
自
大
已
發
展
到
了
極
致」

。
53

這
段
話
不
曉
得
會
不
會
造
成
史
達
林
的尷
尬

，它
不
就
是
在
影
射
他嗎
？
鮑
羅 

廷
的
評估
使
得
史
達
林
坐
下
來，
好
好研
讀
。

直
到
情
勢清
晰

之
前，
史
達
林
不
會
同
意
接
見
毛
澤
東，
不
過
他
允
許
江青
和
他
們
的
女
兒
李
訥
到
蘇
聯
。此
行
對 

外
保
密.，
江青
以
瑪
麗
安
娜
•尤
素
波
娃(M

a
r
ia
n
n
a

 Y
u
s
u
p
o
v
a
)

的
名
字
旅
行
。此
行
正
式
理
由
是
治
病
。延
安
窯
洞 

生
活
以
及
在
陝
西
、山
西
、河
北
山
區
的
跋
涉
已
經
損
害
江青
的
健
康
。她
身
高
一
六
二
公
分
，
體
重
只
有
四
十
七
公 

斤

。毛
澤
東
因
此
想
讓她
和
女
兒
到
蘇
聯
休
養
、治
病
。

54

同
時
，
江青
也
要研
究
蘇
聯
的
生
活
及
接
觸
重
要
人
物
。因 

此
，
史
達
林
和
毛
澤
東
要她
到
蘇
聯
的
用
意
有
了
相
通
之
處
。

她
和
李
訥
在
莫
斯
科
從
一
九
四
九
年
五
月
住
到
八
月
。五
月
十
八
日，
江青
先
住
進
格
蘭
諾
夫
斯
基
街

(
G
r
a
n
o
v
s
k
y

 

s
t
r
e
e
t
)

克
里
姆
林
醫
院
的
療
癒
科
和
耳
鼻
喉
科
診
察，
診
斷
出
是
一
般
性
的
疲
倦
。她
在
醫
院
住
了
一
個
多
月
。她
抱 

怨
虛
弱
、很
容
易
暈
眩
、胃
痛
、不
時
拉肚
子
、睡
不
安
穩
和
非
常
亢
奮
。她
要
求
房
間
溫
度
一
直
保
持
在
華
氏
六
十
五 

度

。
她

說她
曾
經
兩
次
得
了
痢
疾，
而
且
從
童
年
起，
每
年
會
有
好
幾
次
心
絞
痛
發
作
。經
過
專
家
會
診
，
江青
在
一
九 

四
九
年
六
月
十
三
日
切
除
扁
桃
腺
；
兩
星
期
後
移
到
莫
斯
科
郊
外
的
巴
維卡
療
養
院

(
B
a
r
v
ik
h
a

 s
a
n
a
t
o
r
iu
m
)

。後
來她
 

們
母
女
轉
到
一
棟
政
府
別
墅
休
養
。八
月
二
十
九
日，
江青
前
往
克
里
米
亞
。史
達
林
替她
準
備
了
火
車
專
用
列
車
。挺 

湊
巧
的
是她
下
榻
的
科
瑞茲
宮(K

o
r
e
i
z
)

是
著
名
的
菲
力
克
斯
•尤
素
波
夫
親
王

(
p
r
in
c
e

 

F
e
lix

 Y
U
S
U
P
O
V)

的
舊
府 

邸
——
這
位
親
王
因
殺
了
亂
政
的
拉
斯
普
丁
 

(
R
a
s
p
u
t
in
)

而
出
名
，
而
江青
旅
行
所
用
的
姓
氏即
與
他
相
同
。她
住
進

③
原
書
註
：
浦
加
契
夫
是
十
八
世
紀
領
導
大
規
模
俄
羅
斯
農
民
叛
亂
的
一
個
著
名
的
哥
薩
克
族
領
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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宮
邸
整
個
一
樓
。
後
來
出
任
捷
克
斯
洛
伐
克
總
統
的
魯
迪
維
克
•史
渥
波
達

(
L
u
d
v
ik

 

s
v
o
b
o
d
a
)

將
軍
及
夫
人
艾
瑞
娜 

(
I
r
e
n
a
)

則
住
二
樓
。
江青
大
部
分
時
間
和
他
們
玩
撞
球，
以
及
在
附
近
散
步
。
蘇
聯
共產
黨
中
央
派
給她
一
位
隨
員、 

兩
年
前
剛
從
莫
斯
科
東
方
學
院
畢
業
的
安
娜
絲
塔
希
亞
•卡

圖
娜
娃

(
A
n
a
s
t
a
s
ia
K
a
r
t
u
n
o
v
a
)

。
M

一
九
四
九
年
七
月，
劉
少
奇
率
領
中
共
代
表
團
到
蘇
聯
非
正
式
訪
問。
56

十
一
月
底
，
在
毛
澤
東
要
求
下，
蘇
聯
政 

府
允
許
任
弼
時
入
境
治
病
。
57

史
達
林
和
往
常
一
樣，
密
切
注
意
中
國
的
發
展。
他
甚
至
在
中
共
中
央
政
治
局
裡
也
安插
了
秘
密
線
人，並
且
能夠
 

多
少
有
效
地
對
中
國
共產
黨
領
導
人
施
加
影
響。
毛
澤
東
和
中
共
其
他
領
導
人
也
持
續
不
斷
地
向
他
報
告
他
們
的
計
劃
和 

意
向
，並
且
連
芝
麻
綠
豆
小
事
也
不
時
請教
莫
斯
科
的
意
見。
例
如
，
一
九
四
九
年
二
月，
他
們
請教

「菲
力
波
夫
同 

志
」，
他
們
是
否
應
該
把
中
國
首
都
從
南
京
遷
到
北
平。
九
月
二
十
八
日，
宣
布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建
政
前
夕，
他
們
希 

望
得
知
「菲
力
波
夫
同
志
」
的
意
見
，
關
於
與
各
國
恢
復
外
交
關
係
一
事，
究
竟
「應
該
透
過
無
線
電
以
一
般
方
式、
或 

是
個
別
發
電
報
給
每
個
國
家
」。
M毛
澤
東
發
給
莫
斯
科
的
密
電，
稱
呼
史
達
林為

「大
老闆
」

(
c
o
m
r
a
d
e

 

M
a
s
te
r
-
in
-

 

c
h
i
e
f
)

。
毛
澤
東
頗
有
可
能
對
史
達
林
沒
有
「太
多
好
感
」，
W但
是
他很
明
白
他
在
言
行
上
必
須
對
史
達
林
特
別
忠 

誠
，
尤
其
是
他
已
經很
清
楚
史
達
林
天
性
多
疑。
這
也
是為
什麼
毛
澤
東
一
九
四
八
年
八
月
二
十
八
日
致
電
史
達
林，
告 

訴
史
達
林
，
他即
將
訪
問
蘇
聯
時
要
和
他
討
論
的
問
題。
毛
澤
東
說
：
「為
了
使
我
們
的
政
治
路
線
完
全
與
蘇
聯
的
路
線 

相
一
致
，
我
們
將
達
成
協
議。」
60

史
達
林
沒
邀
毛
澤
東
到
莫
斯
科
訪
問，
反
倒
在
一
九
四
九
年
一
月
派
米
高
揚(

A
n
a
s
t
a
s

 

M
ik
o
y
a
n
)

代
表
他
到
西
柏 

坡
秘
密
訪
問
，
討
論
最
重
要
的
問
題。
米
高
揚
有
兩
個
同
姓
的
隨
員
：
一
位
是
我
們
前
文
已
提
到
的
伊
凡
•柯
瓦
列
夫
.， 

另
一
位
是
蘇
共
中
央
國
際
外
交
政
策
部
遠
東
處
處
長
伊
夫
金
尼
•柯
瓦
列
夫

(
E
v
g
e
n
ii 

K
o
v
a
l
e
v
)

。
冷
峻
的
米
高
揚
後 

來
向
史
達
林
報
告
：
「一
個
是笨
蛋，另
一
個
是
懦
夫
二

史
達
林
交
代
他
的
代
表
和
毛
澤
東
討
論
的
一
個
問
題
是，
新
民
主
主
義
在
中
國
的
性
質。
毛
澤
東
曾
經
在
一
九
四
七 

年
十
一
月
三
十
日
的
電
報
中
向
史
達
林
提
到
：
「在
中
國
革
命
取
得
徹
底
勝
利
的
時
期，
要
像
蘇
聯
和
南
斯
拉
夫
那
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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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有
政
黨
，
除
中
共
之
外，
都
應
離
開
政
治
舞
台，
這
樣
做
會
大
大
鞏
固
中
國
革
命。」s

這
個
說
法
公
開牴
觸
毛
澤
東 

在
〈論
聯
合
政
府
〉
中
的
說
法，
也
違
背
旨
在
中
國
建
立
多
黨
制
的
新
民
主
主
義
的
整
個
方
向。
史
達
林
於
一
九
四
八
年 

四
月
二
十
日
的
電
報
中
表
示，
他
不
同
意
毛
澤
東
的
提
議。

我
們
不
同
意
這
樣
做
。我
們
認為
，
代
表
中
國
老
百
姓
中
間
階
層
和
反
對
蔣
介
石
集
團
的
中
國
各
反
對
派
政
黨
，
還 

將
在很
長
的
時
期内
存
在
。中
國
共
產
黨
應
該
與
他
們
合
作
以
反
對
中
國
反
動
派
和
帝
國
主
義
列強
，
但
必
須
保
持 

領
導
權即
領
導
地
位
。如
果
可
能
，
還
要
讓
這
些
黨
派
的
某
些
代
表
進
入
中
國
人
民
民
主
政
府
。這
一
政
府
應
宣
布 

為
聯
合
政
府
，
以
便
以
此
擴
大
這
一
政
府
在
民眾
中
的
基
礎
，並
孤
立
帝
國
主
義
分
子
及
其
國
民
黨
走
狗
。
62

. 

毛
澤
東
顯
然
完
全
接
受
史
達
林
的
觀
點，
在
四
月
二
十
六
日
的
電
報
中，
把
一
切
都
怪
罪
到
中
共
地
方
領
導
人
的
「左 

翼
傾
向
」。
他
向
「大
老闆
」
報
告
：
這
些
傾
向
「已
經
徹
底
改
正
過
來
」。S

然
而
，
一
九
四
八
年
九
月，
他
又
企
圖
激 

進
化
政
治
方
向，
這
次
從
經
濟
學
的
觀
點
討
論
這
個
問
題。
政
治
局
九
月
八
至
十
三
日
在
西
柏
坡
開
會，
他
在
提
報
告
時 

表
示
，
在
新
民
主
主
義
時
期，
社
會
主
義
部
門
將
成為
全
國
經
濟
的
領
先
部
門，
因為
在
革
命
之
後，
官
僚
資
本
以
及
屬 

於
官
僚
資
本
的
大
企
業
將
成為
國
家
的
財產
。
64
一
九
四
九
年
一
至
二
月，
米
高
揚
和
毛
澤
東
會
談
時
再
度
說
明
蘇
聯
的 

立
場
。
他
的
態
度
傲
慢，
不
像
提
供
建
言，
倒
像
是
下
達
指
令。
毛
澤
東很
不
爽，
但
是
他
隱
藏
不
滿，
表
示
接
受
史
達 

林
的
指
示
。
他
向
米
高
揚
提
出
基
本
上
從
他
的
構
想
折
衷
的
版
本。
二
月
初
，
和
客
人
漫
談
中
共
目
前
及
未
來
政
策
時， 

談
起
與
民
族
資產
階
級
合
作、
不
沒
收
「富
農
」
財產
而
執
行
土
地
改
革，
他強
調即
使
聯
合
政
府
會
包
含
若
干
「民
主 

黨
派
」，
中
國
未
來
的
國
家
本
質
上
還
是
「無產
階
級
專
政
」。
他
又強
調
新
中
國
的
建
設
將
以
蘇
聯
經
驗為
基
礎。S 

為
了贏
得
「大
老闆
」
的
歡
心
，
毛
澤
東
向
史
達
林
的
特
使
表
示，
他
的
意
識
型
態
論
述
取
自
史
達
林
有
關
中
國
革 

命
性
質
的
理
論
。
66
實
際
上
，
他
妥
協
後
的
立
場並
沒
有
和
史
達
林
的
觀
點
有
根
本
上
的歧
異。
徹
底
分
析
之
下，
史
達 

林
本
人
根
本
不
是
溫
和
派。
他
只
是
擔
心
共產
黨
在
日
後
統
一
的
中
國
之
力
量，
是
否
掩
飾
得很
好，另
外
也
擔
心
中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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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現
代
化
是
否
會
太
快。
因
此
，
他
相
當
滿
意
獲
悉
他
的
指
示
被
正
式
接
受。
67

同
時
，
在
一
九
四
九
年
初，
毛
澤
東
預
期
將
會
戰
勝
國
民
黨，
他
再
度
試
圖
回
到
他
的
激
進
主
張，
想
要躲
開
新
民 

主
主
義
的
羈
束
。
一
九
四
九
年
三
月
他
在
西
柏
坡
向
七
屆
二
中
全
會
提
出
報
告，
幾
乎
完
全
避
開
提
起
「新
民
主
主
義
」 

一
詞，
改
用
「人
民
民
主
專
政
」
的
說
法
。
二
中
全
會
的
決
議
顯
示
出
毛
澤
東
是
如
何
區
分
這
兩
個
名
詞
——

他
認為
在 

東
歐
各
人
民
民
主
國
家，
「資
本
主
義
的
存
在
及
發
展，
自
由
競
爭
和
自
由
貿
易
的
存
在
及
發
展
…
…
被
限
制
和
縮
小
得 

非
常
大
」。
68
反
之
，
新
民
主
主
義
的概
念
代
表
相
當
的
經
濟
自
由。
69
二
中
全
會
之
後，
新
民
主
主
義
的概
念
實
際
上
從 

毛
澤
東
的
演
講
和
文
章
中
都
消
失
了。
他
的
新
綱
領
性
的
文
章
於
一
九
四
九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發
表，
題
目
是
〈論
人
民
民 

主
專
政
〉。
70

許
多
年
後，
毛
澤
東
承
認
：
「基
本
上
，
關
於
消
滅
資產
階
級
的
基
本
立
論，
包
含
在
七
屆
二
中
全
會
的
決 

定
中
。
」
W

史
達
林
能夠
在
一
九
四
九
年
十
二
月，
中
國
革
命
勝
利
之
後
更
正
這
個
立
場。即
使
如
此，
他
的
戰
術
運
作
協
助
毛 

澤
東
大
勝
蔣
介
石
。
一
九
四
七
年
底、
四
八
年
初，
中
國
共產
黨偽
裝為
新
民
主
主
義
者，
甚
至
在
長
期
與
中
共
及
莫
斯 

科
合
作
的
宋
慶
齡
協
助
下，
成
功
地
使
國
民
黨
分
裂。
一
九
四
八
年
一
月
一
日，
國
民
黨
內
左
派
人
士
在
香
港
集
會，
宣 

布
成
立
所
謂
的
中
國
國
民
黨
革
命
委
員
會。
宋
慶
齡
本
人
被
推為
榮
譽
主
席，
馮
玉
祥
、
譚
平
山
等
知
名
人
物
列為
領
導 

人
。

三
月
二
十
三
日，
毛
澤
東
和
其
他
中
央
領
導
人
離
開
西
柏
坡，
前
往
兩
個
月
前
經
解
放
軍
接
收
的
北
平。
出
發
前
， 

毛
澤
東
笑
著
向
周
恩
來
說
：
「今
天
是
進
京
的
日
子
！
進
京
『趕
考
』
去
。」

周
恩
來
答
說
：
「我
們
應
當
都
能
考
試
及
格，
不
要
退
回
來
。」

毛
澤
東很
嚴
肅
地
說
：
「退
回
去
就
失
敗
了
。
我
們絕
不
當
李
自
成。
④
我
們
都
希
望
考
個
好
成
績
。
」

72 

共產
黨
設
法
全
力
作為
。
一
九
四
九
年
九
月
三
十
日，
他
們
組
成
一
個
多
黨
派
聯
合
政
府
；
⑤
毛
澤
東
出
任
主
席， 

劉
少
奇
、
朱
德
和
宋
慶
齡為
副
主
席。
十
月
一
日
，
在
北
平
(中
共
於
十
天
前
將它
恢
復
舊
名
北
京
)，
毛
澤
東
宣
布
建 

立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3 8 3 第 二 十 三 章 史 達 林 、毛澤東及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

這
是
毛
澤
東
最
光
輝
鼎
盛
的
一
刻。
他
站
在
天
安
門
講
台
上，
背
後即
是
歷
代
皇
帝
居
住
的
紫
禁
城。
他
目
光
投
向 

底
下
廣
場
上
巨
大
的
群眾
(四
十
多
萬
人
參
加
這
場
盛
會
)。
在
他腳
下
是
一
個
歷
史、
文
化
悠
久
的
大
國，
現
在
他
是 

它
無
所
不
能
的
主
人。
他
在
想
些
什麼
？
權
力
？
多
年
艱
苦
的鬥
爭
？
他
那
些
已
經
去
世
的
朋
友
和
同
志
？
或
許
他
想
的 

是
他
，
以
及
長
期
以
來
受
苦
受
難
的
中
國
人
民
的
未
來
？
我
們
不
知
道
。

站
在
他
身
邊
的
是
他
的
親
密
戰
友
：
周
恩
來
、
劉
少
奇
、
朱
德
，
以
及
許
多
共產
黨
及
聯
合
政
府
重
要
人
員，
宋
慶 

齡
也
在
其
中
。
毛
澤
東
非
常
高
興，
一
直
微
笑，
露
出
平
整
的
牙
齒。
他
可
不
想
掩
飾
他
的
勝
利。
身
上
一
襲
深
棕
色
新 

外
套
的
左
襟，
用
別
針
別
著
紅
彩
帶，
上
面
有
兩
個
黃
色
大
字
——

主
席
。
以
後
許
多
年，
這
兩
個
字
在
生
活
於
中
國
的 

所
有
人
生
命
中
都
是
最
重
要
的
字
詞。

④ 

原
書
註
：
李
自
成(生
於
一
六
〇
五
或o
六
年
，
卒
於
一
六
四
五
年)
是
明
朝
末
年
農
民
起
義
的
領
袖
。一
六
四
四
年
他
攻
克
北
京-
自
立為
皇 

帝
，
但
是
他
無
法
保
持
對
北
京
的
控
制——
用
毛
澤
東
的
話
說
，
就
是
沒
通
過
考
試
。在
滿
洲
人
進
攻
下
，
李
自
成
退
走
，
後
來
在
一
六
四
五
年
夏 

天身亡
。

⑤ 

原
書
註
：
從
此
以
後
的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除
了
執
政
的
中
國
共
產
黨
之
外，
還
有
八
個
弱
小
的
所
謂
民
主
黨
派，
與
共
產
黨
組
成
統
一
戰
線
。他 

們
從
來
沒
有
對
中
國
共
產
黨
的
一
黨
專
政
構
成
實
質
的
反
對
力
量，
只
是

一

種
民
主櫥
窗

裝
飾
品
。一
九
五
〇
年
代
初
期
，
他
們
的
若
干
成
員
也
在 

所
謂
的
聯
合
政
府
中佔
有
數
席
位
子
。





毛 澤 東 的 母 親 文 七 妹 。





毛 澤 東 和 他 的 兒 子 岸 英 ，一 九 四 六 年 攝 於 延 安 。





毛 澤 東 與 史 達 林 ’ 一 九 四 九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一 日 攝 於 莫 斯 科 。

赫 魯 雪 夫 、毛 澤 東 和 布 加 寧 ，一九五七年H 月 七 日 攝 於 莫 斯 科 。



毛 澤 東 一 九 六 六 年 七 月 十 六 日 在 武 漢 長 江 游 泳 。

周 恩 來 、毛 澤 東 和 林 彪 慶 祝 文 化 大 革 命 ，一 九六〇年 代 末 期 攝 於 北 京 。



文 革 期 間 紅 衛 兵 攻 撃 受 害 人 。



毛 澤 東 一 九 七 六 年 九 月 九 日 逝 世 。



第三部

獨
裁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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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十
四
章

紅
色
麥
加
朝
聖

來
到
北
京
後，
毛
澤
東
先
住
進
位
於
北
京
市
西
北
方
風
景
如畫
的
香
山
內
的
雙清
別
墅。
這
個
地
區
長
久
以
來
是
中 

國
許
多
統
治
者
避
靜
之
地，
有
許
多
高
雅
的
亭
台
樓
閣。
乾
隆
皇
帝
在
十
八
世
紀
把它
營
建為
非
常
漂
亮
的
園
林
勝
地。 

松
針
之
香
氣
襲
人、
微
風
輕
拂、
松
枝
搖
曳、
碧
湖
水
波
平
靜，
創
造
出
一
片
寧
靜
氣氛
。

毛
澤
東
一
九
四
九
年
三
月
底
到
達
時，
北
平
正
陷
入
沙
塵
暴
。
蒙
古
平
原
大
風
帶
來
的
炙
熱
沙
塵，
令
人
呼
吸
困 

難
。
但
是
，
人
在
香
山
，
鳥
語
花
香
，
可
以
感
受
到
春
天即
將
到
來。
雙清
別
墅
是
一
棟
一
層
樓
的
建
物，
因
附
近
有
兩 

條
山
泉
經
過
，
因
而
得
名
。
基
於
安
全
理
由，
在
共產
黨
員
圈
子
，
毛
澤
東
住
所
旋即
被
稱為

「勞
動
大
學
」
或
簡
稱 

「勞
大
」。
不
曉
得
是
誰
給
取
這
個
名
字，
但
是它
出
奇
地
適
合
這
個
地
方。
只
要
把
發
音
稍
微
調
整
一
下，
「勞
大
」
就 

變
成
「老
大
」。
還
有
誰
比
主
席
更
當
得
起
這
個
代
號呢
！
內
戰
還
在
進
行
中，
中
國
共產
黨
首
腦
的
位
置
是
個
重
大
機 

密
。

五
十
六
歲
的
毛
澤
東，
不
再
是
史
諾
在
一
九
三
六
年
初
次
見
到
的
那
位
身
材
瘦
削
的
高
個
頭
年
輕
人。
他
已
經
體
重 

增
加
，
動
作
慢
了
下
來
•，頭
髮
也
開
始
剪
短。
他
經
常
失
眠、
容
易
感
冒
。
多
年
來
他
飽
受
血
管
神
經
病
變
之
苦，
這
是 

血
管
衰
弱
引
起
的
功
能
失
常，
經
常
盜
汗
、
頭
痛
、
暈
眩
、
腰
痛
和
關
節、
手
指
、腳
趾
神
經
痛
。
他
變
得
急
躁、
容
易 

發
脾
氣
。
病
情
上
升
時
，
他
向
親
友
及
醫
生
抱
怨
：
「我
感
覺
像
走
在
棉
花
上。」
1
有
時
候
走
著
走
著，
他
就
失
去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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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
。
他
開
始
揮
舞
雙
臂，
彷
彿
要抓
住
空
中
什麼
東
西。
這
時
候
他
總
以為
腳
底
下踩
的
地
空
了。
？

他
仍
然
認真
工
作
——

每
天
忙
十
五、
六
個
小
時
——

可
是
愈
來
愈
容
易
疲
倦。
他
從
不
曾
改
變
多
年
來
的
生
活
作 

息
，
每
天
睡
到
下
午
兩、
三
點
才
起
床，晚
間
召
開
會
議，
然
後
讀
書、
寫
字
至
上
午
。
他
是
個
老
煙
槍，
一
天
抽
三
包 

香
煙
，
喜
愛
的
牌
子
是
美
國
的
吉
時(chesterfield)

、
英
國
的
三
五
煙
和
中
國
的
紅
星
牌。

上
了
年
紀
後，
他
愈
來
愈
依
賴
年
輕、
有
活
力
的
江青
。
江青
不
僅
是
熱
烈
的
愛
人，
還
兼
秘
書、
生
活
管
家
。她
 

照
料
他
的
健
康、
日
常
作
息、
見
客
行
程
，
也
管
他
的
衣、
食
、
住
、
行
。她
和
毛
澤
東
都
愛
跳
舞，
他
經
常
辦
舞
會
。 

這
時
候她
也
會
帶
妙
齡
女
郎
親
近
他。她
和
賀
子
珍
不
同，她
瞭
解
男
人，
不
亂
吃
醋
。她
後
來
告
訴她
的
傳
記
作
家
： 

「性
只
是
第
一
輪，
但
男
人
長
期
有
興
趣
的
是
權
力。」
J
江青
一
旦
不
在
身
邊，
毛
澤
東
就
無
法
自
理
生
活。
和
太
太
分 

開
，
令
他
十
分
煩
惱
。
和
次
子
岸青
及
長
女
嬌
嬌
——

他為
她
取
名
李
敏
——

的
接
觸
沒
有幫
助。
江青
和
李
訥
出
國
後 

不
久
，
伊
凡
.
柯
瓦
列
夫
把
他
們
從
東
北
帶
來，
和
他
同
住
。
①

毛
澤
東
和
他
子
女
的
會
面
相
當
溫
馨。

柯
瓦
列
夫
對
毛
澤
東
說
：
「毛
澤
東
同
志，
這
是你
可
愛
的
子
女。」
他
推
推靦
腆
的
岸青
和
嬌
嬌。

有
個
侍
從
官
說
：
「靠
近
來啊
，
這
是你
們
的
父
親
毛
主
席。」

李
敏
後
來
回
憶
說
：
「我抬
起
頭
來，
看
到
一
個
我
完
全
不
認
識
的
人。
他
穿
一
件
寬鬆
的
灰
上
衣、
黑
布
鞋
。
他 

非
常
平
凡
、
樸
素
，
一
點
也
不
像
『領
袖
』。」
李
敏
寫
說
，
會
面
十
分
親
善
。
毛
澤
東
把臉
湊
過
來
親她
，
可
是她
笑 

了
，
因為
她
聽
不懂
他
的
中
國
話，
尤
其
是
湖
南
腔
的
中
國
話。

然
而
，
他
們
之
間
慢
慢
也
就
冷
淡
下
來。
有
一
天
李
敏
和她
父
親
在
院
子
裡
散
步，
李
敏
問
：
「爸爸
，
江青
會
不 

會
打
我
？
」
毛
澤
東
一愣
，
表
情
怪
怪
地瞪
著
女
兒，
半
天
不
接
話
。
李
敏
說
：
「後
娘
經
常
打
小
孩
的咧
！
」
4

江青
沒
有
打她
，
但
是
江青
也
從
來
沒
有
和
毛
澤
東
前
婚
生
的
小
孩
發
展
出
親
密
的
家
屬
關
係。
他
們
不
願
喊她
 

「媽媽
」，
江青
覺
得
他
們
對她
不
友
善。她
也
就
回
敬
回
去。即
使
當
著
來
到
北
京為
她
寫
傳
記
的
美
國
作
家
羅姍
妮

• 

維
特
克
的
面
，
江青
也
掩
抑
不
了她
對
李
敏
的
感
覺
。
江青
對
維
特
克
說
：
「李
敏啊
，
從
來
就
不
能
『敏
於
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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嘛
！
」她
究
竟
是
什麼
意
思，迄
今
沒
有
人
明
白。
；

毛
澤
東
沒
有
時
間
介
入
家
庭
關
係
這
種
旁
枝
末
節。
他
站
在
江青
這
一
邊。
結
果
是
，
他
一
有
空
大
都
和
小
女
兒
李 

訥
玩
。
他
對
待
兩
位
前
妻
生
的
子
女
幾
乎
是
漠
不
關
心，
不
過
他
讓
他
們
住
在
他
家
裡
。
6

一
九
四
九
年
九
月，
他
終
於
和
他
們，
以
及
中
共
領
導
人
們
搬
進
與
紫
禁
城
比鄰
的
中
南
海。
他
住
進豐
澤圜
的
菊 

香
書
屋
。
李
敏
描
繪
說
：

豐
澤
園
是
個
傳
統
的
四
合
院
，
四
周
都
有
建
築
物
，
中
央
是
古
柏
樹
。從
北
到
南
、從
東
到
西
，
庭
院
被
兩
條
通
道 

分為

四
塊
。在
這
個
美
麗
的
庭
院
裡
，
相
當
安
靜
、平
和

。庭
院
結
構
非
常
均
衡
。北
面
正
房
是
會
客
室
，
左
、右 

兩侧
都
有
房
間
。江青
住
一
間
，另
一
間爸
爸

住
。北
邊
正
房
高
大
、寬
敞

。爸爸
房
裡
有
一
張
大
床
、一
張
沙
發 

椅
和
幾
張
安
樂
椅
，
書
櫃
和
書桌

。東
廂
還
有
三
間
房
。中
間
是
起
居
室
、兼
作
飯
廳
。房
裡
有
個
衣
架
，
供
客
人 

和爸
爸

掛
衣
服
。南
面
正
房
是
過
道
間
，
兩侧
分
別
是
岸青
和
妹
妹
李
訥
的
房
間
。兩侧
的
中
央
正
房
有
一
出
口
連 

到
大
街
，另
外
有
遊戲
間
，
我
們
在
那
兒
打乒
乓

球
。角
落另
一
房
間
是爸
爸

的
藏
書
室
。

7

毛
澤
東
大
部
分
時
間
待
在
寬
敞
的
臥
室
中。
他躺
在
散
落
著
書
籍
的
大
木
床
上
批
公
文，
甚
至
接
見
劉
少
奇、
周
恩 

來
等
政
治
局
委
員。
劉
少
奇
是
他
的
首
席
副
手，
周
恩
來
則
在
人
民
共
和
國
建
立
之
後，即
出
任
最
高
行
政
機
關
政
務
院 

總
理
。
毛
澤
東
在
這
個
房
間
內
決
定
了
新
民
主
主
義
時
期
及
社
會
主
義
建
設
時
期
國
家
的
命
運、
大
躍
進
時
期
可怕
的
結 

果
，
以
及
一
九
六
◦
年
代
初
期
直
到
所
謂
無產
階
級
文
化
大
革
命
時
期
的
危
機。
毛
澤
東
在
菊
香
書
屋
住
到
一
九
六
六
年 

八
月
，
才
搬
到另

一
棟
建
築
物
「游
泳
池
館
」
(在
特
勤
人
員
的
代
號
中，
他
、
他
的
家
人
和
他
最
親
近
的
助
手
被
稱為

①
原
書
註
：
李
敏
的
回
憶
錄
說
是
蘇
聯
特
使
尤
金

(Pavel Y
udin)

帶她
見
生
父
；
然
而
，
尤
金
直
到
一
九
五

〇

年
才
到
中
國
。一
九
四
九
年
史
達
林 

派
在
中
國
的
特
使
是
柯
瓦
列
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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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i
」
)
\

新
政
府
成
立
的
頭
幾
個
月，
他
就
在
這
裡
訂
定
人
民
共
和
國
發
展
的
主
要
方
向，
規
劃
打
造
史
達
林
主
義
國
家
的
計 

劃
。
雖
然
在
革
命
勝
利
後
的
頭
三
年
中，
人
民
共
和
國
正
式
維
持
新
民
主
主
義
共
和
國
的
性
質，
沒
有
複
製
史
達
林
主
義 

的
經
濟、
政
治
發
展
模
式，
中
國
與
蘇
聯
及
其
衛
星
國
家
維
持
特
別
親
密
的
關
係、
激
烈
反
對
帝
國
主
義，並
於
一
九
五 

〇
年
至
一
九
五
三
年
積
極
參
與
在
朝
鮮
半
島
和
聯
合
國
部
隊
的
武
裝
衝
突。
在
新
民
主
主
義
的
表
象
下，
中
國仿
效
蘇
聯 

模
式
建
立
非
常
嚴厲
的
共產
主
義
秩
序。
毛
澤
東
所
認
識
的
唯
一
的
社
會
主
義，
就
是
《聯
共
黨
史
簡
明教
程
》
中
所敘
 

述
的
共產
主
義。
他
仰
望
全
世
界
望
之
生
畏
的
史
達
林
和
蘇
聯
作為
他
的
導
師，
以
他
們為
效仿
的揩
模。
這
正
是為
什 

麼
他
試
圖
將
史
達
林
主
義
移
植
到
中
國，
他
心
知肚
明
這
種
社
會
政
治
制
度
意
味
著
由
共產
黨
嚴
格
集
中
化、
階
層
化
的 

極
權
主
義
控
制、
全
國
上
下
對
黨
領
袖
無
限
地
崇
拜、
公
民
的
政
治
與
知
識
生
活
完
全
由
安
全
機
關
控
制、
私
有
財產
收 

歸
國
有、
嚴
格
的
中
央
計
劃、
優
先
發
展
重
工
業，
以
及
龐
大
的
國
防
支
出。

然
而
，
人
民
共
和
國
的
史
達
林
主
義
化，卻
因
蘇
聯
在
一
九
四
九
年
至
一
九
五
三
年
期
間
對
中
政
策
的
喜
怒
不
定， 

大
受
限
制
。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建
立，
史
達
林卻
更
害怕
強
大、
工
業
化
的
中
國
一
旦崛
起，
可
能
威
脅
到
他
的霸
業， 

他
對
毛
澤
東
及
全
體
中
國
人瘋
狂
的
疑
心
病
益
加沉
重。
毛
澤
東
日
後
回
憶
說
：
「史
達
林
懷
疑
我
們，
給
我
們
打
個
大 

問
號
。」
9他清
楚
地
理
解
到
這
位
克
里
姆
林
宮
獨
裁
者
不
想
讓
中
國
共產
黨
建
立
社
會
主
義，
至
少
要
等
到
蘇
聯
本
身 

夠
強
大、
不
必怕
有
社
會
主
義
對
手
時
才
行。

表
面
上
史
達
林
小
心
翼
翼
遵
奉
馬
克
思
主
義
規
範，
根
據
馬
克
思
主
義
的
說
法，
需
要
多
久
時
間
才
能
達
到
社
會
主 

義
，
要
看
發
生
革
命
的
特
定
國
家
社
會
經
濟
發
展
的
水
準
而
定。
因
此
經
濟
上
比
俄
羅
斯
低
度
開
發
的
國
家，
要
比
蘇
聯 

走
更
長
的
路
才
能
到
達
社
會
主
義。
這
些
國
家
的
過
渡
期
就
像
蘇
聯
在
一
九
二
◦
年
代
的
新
經
濟
政
策(N

ew
Econom

ic 

policy)

時
期
，
經
過
此
一
過
渡
階
段
才
能
走
向
成
熟
的
社
會
主
義。

史
達
林
終
於
邀
請
毛
澤
東
到
莫
斯
科
訪
問，
恩
賜
毛
澤
東一
個
機
會
向
這
位
「人
民
之
父
」
祝
賀
七
十
大
壽。
m
親 

自
掌
管
蘇
聯
對
中
政
策
的
史
達
林，
非
常
認真
看
待
這
位
中
國
領
導
人
的
到
訪
。
U 
一
九
四
九
年
十
二
月，
毛
澤
東
到
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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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夕
，
他
再
度
索
取
有
關
這
個
「窯
洞
馬
克
思
主
義
者
」
的
情
資
。
這
次
，很

湊
巧
，
除
了
負
面
報
告
之
外，
他
還
收
到 

毛
澤
東
醫
生
安
德
烈
.
阿
洛
夫
提
供
的
正
面
消
息。
阿
洛
夫
在
十
二
月
十
日
報
告
說
：
「他
對
蘇
聯
的
態
度
非
常
好。
這 

對
整
個
共產
黨
有
極
大
的
影
響
…
…
蘇
聯
及
史
達
林
同
志
本
人
在
中
國
革
命
的
勝
利
及
中
國
人
民
的
勝
利
之
角
色，
特
別 

受
到
珍
重
…
…
現
在
毛
澤
東
把
他
所
有
的
希
望
寄
託
在
蘇
聯、
蘇
共
和
特
別
是
史
達
林
同
志
身
上。」

即
使
這
些
電
文
也
不
能
讓
史
達
林
完
全
放
心，
因為
他
天
性
就
不
隨
便
信
任
任
何
人。
阿
洛
夫
也
報
告
說，
毛
澤
東 

非
常
謹慎
、很
容
易
動
怒，
而
且很
會
作戲
，
是
個
大
演
員
。
「他
能夠
喜
怒
不
形
於
色，
扮
演
他
的
角
色
•，他
會跟
親 

密
友
人
(有
時
是跟
著
名
人
物
)
談
起它
，
還
笑
著
問
，
他
是
不
是
演
得很
棒
。」
U
「這
個
演
員
」
在
騙
史
達
林
同
志 

嗎
？

十
二
月
一
日
，
蘇
共
政
治
局
通
過
「關
於
中
國
代
表
團
抵
達、
停
留
和
歡
送
的
計
劃
」。它
甚
至
注
意
到
極
細
微
的 

細
節
。
蘇
方
在
邊
境
歐
特
波(otpor)

車
站
安
排
的
火
車
專
列
包
括
：
一
節
頭
等
艙
車
供
毛
澤
東
專
用
；
一
節
供
其
隨 

員
用
•，
一
節
供
蘇
聯
駐
中
大
使
尼
古
拉
.
羅
申
用
•，
一
節
供
史
達
林
駐
中
代
表
伊
凡
•柯
瓦
列
夫
及
其
隨
員
用.，兩
節
國 

際
車
廂
.，
一
節
軟
臥
鋪.，
一
節
餐
車。
政
治
局
指
派
蘇
聯
國
家
安
全
部
(
M 
G 
B 
)
及
其
部
長
維
克
多
•阿
巴
庫
莫
夫 

(V
iktor A

bakum
ov)

負
責
貴
賓
及
其
安
全
人
員
來、
去
邊
境
沿
途
之
膳
食
。
國
家
安
全
部
亦
負
責
毛
澤
東
及
其
隨
員
住 

在
莫
斯
科
歐
斯
特
洛
夫
斯
基
街(Ostrovskii street)

八
號
寓
邸
的
保
安。另

外
，
市
郊
的
札
瑞
奇(zareche)

別
墅
江 

青
最
近
還
住
過，
也
撥
交
毛
澤
東
使
用
。
U

蘇
聯
外
交
部
副
部
長
安
納
托
利
.
拉
夫
仁
提
夫(A

natom

 L
avrenfev)

和
外
交
部
禮
賓
司
司
長
費
多
爾
.
馬
特
維 

耶
夫(Fedor M

atveev)

奉
派
到
邊
境
歐
特
波
車
站
迎
接
中
方
代
表
團。
原
先
的
安
排
是
由
蘇
聯
部
長
會
議
副
主
席
尼
古 

拉
•布
爾
加
寧(N

ikolai B
ulganin)

、
外
交
部
長
安
德
烈
.
維
辛
斯
基(A

ndrei V
yshinsky)

、
武
裝
部
隊
部
長
亞
歷 

山
大
•華
西
列
夫
斯
基(A

leksandr vasilevsk
ii)

以
及
外
交
部
、
武
裝
部
隊
高
階
官
員
在
莫
斯
科
雅
洛
斯
拉
夫 

(Y
aroslav)

車
站
迎
接
毛
澤
東
。
W但
是
，
最
後
一
分
鐘，
史
達
林
決
定
提
高
接
待
層
級。
他
加
派
現
已
升
任
蘇
聯
部
長 

會
議
第
一
副
主
席
的
莫
洛
托
夫
也
到
車
站
迎
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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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
澤
東為
了
會
見
偉
大
的
導
師
也
做
足
準
備。
他
非
常
緊
張，
思緒
很
亂，
連
那
些
天
馬
行
空
的
念
頭
也
在
腦
子
裡 

亂
撞
。
有
時
候
他
覺
得
在
莫
斯
科
會
有
人
企
圖
謀
殺
他，
好
幾
次
問
柯
瓦
列
夫
蘇
方
採
取
什麼
措
施
保
護
他
的
安
全。
他 

非
常
盼
望
見
到
史
達
林、
親
自
向
他
祝
賀
七
十
大
壽，
把
自
己
親
手
挑
選
的
禮
物
送
給
他。
他
打
算
花很
多
時
間
與
史
達 

林
會
談
，
也
要
和
莫
洛
托
夫
及
蘇
共
書
記
安
德
瑞
•日
丹
諾
夫
會
談
。
他
也
希
望
休
息、
治
病
。
最
重
要
的
是
，
他
滿
心 

盼
望
簽
署
中
蘇
友
好
同
盟
互
助
條
約，
取
得
三
億
美
元
貸
款。
他
帶
了
一
支
以
陳
伯
達為
首
的
工
作
小
組，另
外
還
有
一 

位
秘
書
葉
子
龍、
他
的
首
席
保鑣
汪
東
興、
保鑣
李
家
驥，
以
及
一
九
二
〇
二
一
一
〇
年
代
在
蘇
聯
住
過
多
年、
精
通
俄
文 

的翻
譯
員
師
哲
。
柯
瓦
列
夫
建
議
讓
精
通
俄
文
的
毛
岸
英
也
隨
團
擔
任
譯
員，
但
是
毛
澤
東
不
肯
。
U他
依
然
不
能
原
諒 

長
子
在
西
柏
坡
的
不
敬
行為
，
不
過
事
實
上
他
已
經
正
式
原
諒
這
個
「逆
子
」，
甚
至
歡
迎
他
和
年
輕
的
妻
子
每
星
期
六 

到
中
南
海
來
(毛
岸
英
已
在
一
九
四
九
年
結
婚，
由
劉
少
奇
做
媒
人
)。
M

毛
澤
東
在
羅
申
大
使
和
柯
瓦
列
夫
大
使
陪
同
下，
於
十
二
月
初
從
北
京
出
發。
後
者
回
憶
說
：
「解
放
軍
從
北
京
到 

中
蘇
邊
境
沿
著
鐵
路
全
線
加強
戒
備。
鐵
路
沿
線
兩
側
每
隔
五
十
公
尺
就
有
一
名
士
兵
手
持
自
動
武
器
面
朝
外
站
崗
…
… 

從
北
京
一
路迤
邐
到
歐
特
波
車
站
。」
,i7
這
樣
如
臨
大
敵
的
戒
備
不
是
沒
有
道
理。
縱
使
如
此
戒
備
森
嚴
，
在
天
津
車
站 

還
是
搜
出
一
顆
手
榴
彈、
幾
顆
炸
彈
以
及
其
他
爆
裂
物。
W

十
二
月
十
六
日
中
午，
毛
澤
東
的
專
列
停
進
布
滿
蘇、
中
兩
國
國
旗
的
雅
洛
斯
拉
夫
車
站。
天很
冷
，
接
待
儀
式
十 

分
枯
燥
乏
味
和
拘
泥
形
式。
來
迎
接
他
的
蘇
方
代
表
顯
然
不
知
如
何舉
措。
他
們
應
該
擁
抱
和
親
吻
毛
澤
東嗎
？
還
是
應 

該
只
握
手
就
行呢
？
毛
澤
東
給搞
糊
塗
了，
覺
得
沒
面
子
。
他
在
月
台
出
現，
轉
向
莫
洛
托
夫
和
其
他
蘇
聯
官
員
-
開
口 

說
：
「親
愛
的
同
志
們
、
朋
友
們
！
」
W可
是
沒
有
人
熱
情
回
報
。
大
家
都很
拘
謹
；
天
氣
反
映
這
場
會
面
.•寒

風
凜 

冽
，
面
如
刀
刺
。
由
於
實
在
太
冷，
儀
式
被
迫
縮
短
。
20

同
一
天晚
間
六
點
鐘，
史
達
林
在
莫
斯
科
接
見
他。
接
待
會很
簡
短、
但很
值
得
注
意。
起
先
談
了
世
界
「和
平
前 

景
」
之
後
，
史
達
林
談
到
有
一
件
事
令
他
十
分
困
擾，
就
是
新
民
主
主
義
以
及它
和
社
會
主
義
的
關
係。
他清
楚
地強
調 

「中
國
共產
黨
必
須
把
民
族
資產
階
級
列
入
考
量
」。
他
也
試
圖
軟
化
毛
澤
東
對
西
方
世
界
的
嚴
苛
立
場，
指
出
「你
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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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方
)
不
需
要
和
英
國
人
製
造
衝
突
…
…
重
點
是
不
要
太
急，
要
避
免
衝
突
」。
毛
澤
東
必
須
向
史
達
林
擔
保，
他
們 

「目
前
」
不
會
去
動
民
族
資產
階
級
和
外
國
企
業
家。
M

接
下
來
四
天
半
他
被丟
在
市
郊
的
別
墅，
史
達
林
沒
邀
他，
毛
澤
東
也
不
知
道怎
麼
一
回
事。
莫
洛
托
夫
、
布
爾
加 

寧
、
米
高
揚
和
維
辛
斯
基
前
來
禮
貌
性
拜
會，
但
這
些
談
話
都
滿
足
不
了
他，
一
則
是
談
話
短
促，
再
則
是
純為
官
式
禮 

儀
。
蘇
聯
東
道
主
的
行為
洩
漏
出
他
們
對
他
有
相
當
的
不
信
任，
一
種
奇
特
的
警
戒。
柯
瓦
列
夫
後
來
回
憶
說
：
「他
們 

〇

旲
洛
托
夫
及
其
他
人
)
只
來
一
下
下
，
而
且
只
坐
椅
子
邊
邊。
甚
且
，
毛
澤
東
邀
他
們
留
下
來
吃
飯，
他
們
都
婉
謝、 

告
辭
。
這
也
讓
他
生
氣，
覺
得
不
給
面
子
。
」
22

十
二
月
二
十
一
日，
史
達
林
的
生
日，
毛
澤
東
必
須
到
波
修
伊
大
劇
院(B

olshoi Theater)

參
加
慶
宴
時，
他
已 

經
十
分
激
動，
甚
至
必
須
吃鎮
靜
劑。
在
他
簡
短
致
詞
稱
頌
「偉
大
的
領
袖
和
導
師
」
之
前
，
更
是
渾
身
不
舒
服。
唯
一 

讓
毛
澤
東
欣
慰、
至
少
也
稍
微
放
心
的
是，
史
達
林
請
他
緊
坐
在
右
手
邊。
然
而
，
他並
沒
有
太
欣
賞
這
場
慶
宴。
毛
澤 

東
和
史
達
林
手
下
那夥
人
不
一
樣，
他
不
太
喝
酒
，
覺
得
俄
羅
斯
大
菜並
不
高
明。

真
正
讓
他
受
不
了
的
是，
宴
會
後
他
被
護
送
回
下
榻
的
別
墅，
接
下
來
三
十
天
完
全
見
不
到
史
達
林。
這
段
期
間
， 

他
參
觀
莫
斯
科
汽
車
工
廠
、
到
列
寧
格
勒
參
觀
郵
輪
〈曙
光
號
〉(A

urora)

以
及
隱
士
廬
博
物
館(H

erm
itage 

M
useum

)

，
也
看
了 
一
大
堆
有
關
蘇
聯
歷
史
的
影
片。
他
也
去
見
了
克
里
姆
林
宮
醫
生。
新
年
前
三
天，
他
牙
痛
發
作
。 

毛
澤
東
從
來
不
刷
牙，
認為
用
綠
茶
漱
口
就夠
了，
這
也
是為
什麼
即
使
他
的
牙
齒
平
整，它
們卻
明
顯
泛
綠
色，
而
且 

幾
乎
全
有蛀
洞
。
他
也
去
見
皮
膚
科
醫
生。
他
的
手
腕
發癢
已
有很
長
一
段
時
間，
有
些
部
位
甚
至
出
現
紅
疹。
但
是
他 

需
要
求
醫
的，
其
實
主
要
是
血
管
神
經
症，
這
一
點
醫
生
也
束
手
無
策。
他
們
建
議
他
戒
煙、
做
身
體
按
摩、
夜
間
洗
松 

針
浴
、
服
維
他
命
B1、
定
期
在
戶
外
散
步、
偶
爾
注
射
鹿
茸
精
②
和
定
期
進
食
。
23 

一
九
五
〇
年
一
月
二
日，
醫
療
小
組
會
診
完
畢
後
得
出
下
列
結
論
：

②
原
書
註
：
西
伯
利
亞
雄
鹿
角
提
煉
的
一
種
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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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
人
顯
示
有
溫
和
的
動
脈
硬
化
症
狀
•，
主
要
受
到
影
響
的
是
腦
部
血
管
以
及
供
血
給
心
臟
的
動
脈
。由
於
這
個
原 

因
，
病
人
偶
爾
會
突
然
出
現
腦
部
血
管
干
擾
，
造
成
腿腳
衰
疲
和
不
穩
定
。上
述
血
管
干
擾
有
時
長
達
數
小
時
。
 

肺
部
有
溫
和
的
肺
氣
腫
現
象
，
那
是
一
九
四
八
年
肺
和
肋
膜
發
炎
的
殘
餘
跡
象
。
24

毛
澤
東很
生
氣
平
白
浪
費
這麼
多
時
間。
當
然
最
讓
他
氣
憤
的
不
是
醫
生，
而
是
史
達
林
對
他
不
理
不睬
。
他
氣
憤 

地
問
柯
瓦
列
夫
：
「你
們
把
我
叫
到
莫
斯
科
來，
什麼
事
也
不
辦，
我
是
幹
什麼
來
的
？
難
道
我
來
這
裡
就
是為
了
天
天 

吃
飯
、
拉
屎
、
睡
覺嗎
？
」
他
嘗
試
打
電
話
給
史
達
林，
可
是
接
到
的
回
覆
是，
史
達
林
不
在
家，
有
事
可找
米
高
揚。 

毛
澤
東
回
憶
說
••
「我
覺
得
深
受
侮
辱，
因
此
決
定
什麼
事
也
不
幹，
待
在
別
墅
裡
，
那
裡
也
不
去
。」
蘇
方
提
議
安
排 

他
到
處
參
觀
遊
覽
，
他
「立
刻
拒絕
」，
回
答
說
他
寧
可
「在
別
墅
裡
睡
大
覺
」。
25
他
相
信
下
榻
之
處
一
定
裝
了
竊
聽 

器
，
26

每
天
想
到
什麼
，
就
開
口
罵
出
來
。
27

「不
讓
他
和
史
達
林
會
面，
害
得
毛
澤
東很
緊
張，
盛
怒
之
下
，
他
口
出
惡
言
尖
銳
批
評
到
莫
斯
科
來。」
柯
瓦
列 

夫
日
後
回
憶
說
：

他
不
只
一
次強
調
，
他
不
僅
是
以
國
家
元
首
身
分
來
訪
，
也
是
以
中
國
共
產
黨
主
席
的
身
分
前
來
，
要
加強
兩
個
兄 

弟
黨
的
關
係
。可
是
，
這
方
面
也
毫
無
動
靜
。他
光
是
坐
在
那
裡
，
什麼
事
也
辦
不
了
。沒
人
打
電
話
給
他
，
沒
人 

來
拜
訪
他
•，即
使
來
了
，
也
是
坐
一
下
就
走
，
純
是
禮
貌
拜
訪
。他
一
度
表
示
要
取
消
原
先
打
算
停
留
三
個
月
的
計 

劃
，
預
備
早
點
回
中
國
去
，
至
於
起
草
、簽
署
條
約
及
其
他
蘇
、中
文
件
的
事
，
就
交
給
他
已
經
調
到
莫
斯
科
的
周 

恩
來
去
處
理
。我
只
好
把
毛
澤
東
的
情緒
如
實
向
史
達
林
報
告
，
有
時
也
得
上
書
面
報
告
。

史
達
林
沒
有
任
何
改
善
狀
況
的
行
動。
最
後
，
毛
澤
東
告
訴
柯
瓦
列
夫
：
「我
再
也
受
不
了
了 
•，我
已
經
到
了
控
制 

不
了
自
己
的
地
步
。」
他
把
自
己
關
在
臥
房
裡，
不
讓
別
人
進
去。
用
柯
瓦
列
夫
的
話
說，
他
「很怕
此
行
到
莫
斯
科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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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事
無
成。
這
會
證
實
反
對
他
來
訪
的
人
沒
看
走
眼，
也
會
使
他
在
中
國
人
民
眼
中
威
望
大
損
」
。
M

史
達
林
故
意
要
這麼
幹。
他
要
折
辱
毛
澤
東，
給
他
一
個教
訓，
別
再
趾
高
氣
揚
。
他
實
際
上
在
告
訴
毛
澤
東，
在 

這
裡
我
講
話
才
算
數
。
我
是
世
界
共產
主
義
運
動
偉
大
的
領
袖，你
算哪
根
蔥
？你
是
我
底
下
的
小
學
生，你
得
照
我
的 

話
去
做
事
才
行。
史
達
林
不
只
如
此
對
待
毛
澤
東，
他
對
待
其
他
共產
黨
領
導
人
也
都
是
這
個
態
度，
只
不
過
對
待
毛
主 

席
特
別
擺
架
子
就
是
。
等
到
柯
瓦
列
夫
再
次
向
他
報
告
毛
澤
東
的
情緒
時，
他
才
說
：
「或
許
我
們
做
得
太
過
火
了
」。

要
到
這
一
刻，
雙
方
才
恢
復
最
高
層
級
的
談
判。
史
達
林
再
度
邀
毛
澤
東
到
克
里
姆
林
宮
一
談，
又
把
毛
澤
東找
到 

在
附
近
孔
策
沃(K

untsevo)

的
別
墅
談
話
。
但
是
毛
澤
東
還
是
不
放
心。
史
達
林
依
然
有
所
保
留、
有
戒
心
，
不
太
講 

話
。
史
達
林
的
譯
員
尼
古
拉
•費
多
連
科(N

ikolai F
edorenko)

回
憶
說
••「他
偶
爾
會
側
目瞄
瞄
站
在
遠
處
的
客 

人
。
兩
人
會
談
的
房
間
…
…
其
實
是
爾
虞
我
詐
的
一
個
舞
台。」
29
這
一
切
都
沒
逃
過
毛
澤
東
的
法
眼，
但
是
他
最
受
不 

了
的
是
，
史
達
林
對
中
國
公
然
的
帝
國
主
義
政
策。
據
毛
澤
東
機
要翻
譯
員
師
哲
的
說
法，
他很
清
楚
意
識
到
史
達
林
的 

「泛
俄
羅
斯
主
義
」，
因為
史
達
林
「比
起
一
般
俄
羅
斯
人
更強
烈
地
」
表
露
出
來
。
30

毛
澤
東
覺
得
最
受
侮
辱
的
是
史
達 

林
拒絕
和
他
簽
署
一份
政
府
對
政
府
的
正
式
條
約，
因為
史
達
林
覺
得
和
國
民
黨
政
府
已
經
簽
的
那份
條
約
就夠
了。爿 

蘇
聯
和
國
民
黨
政
府
簽
訂
的
條
約
是
一
項
不
平
等
條
約，
對
中
方
相
當
不
利，
對
蘇
聯
則
極
其
有
利。
史
達
林
獲
悉
英
國 

決
定
在
一
九
五
〇
年
一
月
初
承
認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之
後，
才
改
變
主
意，
同
意
簽
署
中
蘇
友
好
同
盟
互
助
條
約。
但
是 

這份
歷
史
性
的
文
件
直
到
二
月
十
四
日
才
簽
署。
毛
澤
東
現
在
滿
意
了，
但
還
是
忍
不
住
要
對
史
達
林
如
此
決
定，
故
作 

「驚
訝
」。
他
不
懷
好
心
眼
地
說
：
「改
動
這
項
協
議，
豈
不
是
有
違
雅
爾
達
會
議
的
決
定啊
!?
」
史
達
林
原
先
一
直
用
雅 

爾
達
會
議
做
理
由，
反
對
與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簽
訂
條
約，
毛
澤
東
故
意糗
他。
史
達
林
答
說
：
「沒
錯
，
的
確
是
(有 

違
雅
爾
達
會
議
的
決
定
)，
但
是
去
他
的
！
」
32

中
共為
簽
署
條
約
感
到
高
興，卻
很
快
又
蒙
上
烏
雲，
因為
史
達
林
擺
明
了
不
只
要
控
制
毛
澤
東
行
動
的
政
治
方 

向
，
也亟
欲
染
指
新
中
國
的
經
濟。
作為
條
約
的
附
件另
外
簽
署
的
秘
密
議
定
書，
透
露
史
達
林真
正
的
意
圖。
第
一份
 

議
定
書
授
與
蘇
聯
在
中
國
東
北
和
新
疆
若
干
特
權。
除
蘇
聯
人
之
外，
所
有
外
國
人
都
必
須
退
出
這
些
地
區。
史
達
林
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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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要
和
這
些
地
方
當
局另
簽
商
務
協
定，
以
加強
蘇
聯
對它
們
的
控
制，
但
是
他
遭
到
毛
澤
東
和
周
恩
來
堅
決
抗
拒
(周 

恩
來
奉
毛
澤
東
之
召，
在
一
月
二
十
日趕
到
莫
斯
科
)。
M另
兩
項
秘
密
協
議
是
在
中
國
境
內
成
立
四
家
合
資
公
司，
以 

確
保
蘇
聯
開
發
中
國
經
濟
資
源
的
權
益。
這
些
所
謂
的
中、
蘇
合
資
公
司
，
兩
家
設
在
新
疆，
一
管
稀
有
的、
非
鐵
金 

屬
，另
一
管
石
油
.，另
兩
家
設
在
大
連，
經
營
民
航
及
造
船、
修
船
。
蘇
方
擁
有
百
分
之
五
十
的
資
本
投
資、
分
享
百
分 

之
五
十
的
獲
利，
但
是
全
面
主
導
權
也
歸它
掌
握。
34

中
共
也為
史
達
林強
加
在
他
們
身
上
關
於
中
國
長
春
鐵
路
(簡
稱
中
長
鐵
路
)
的
新
協
議
，
大為
驚
慌
。
毛
澤
東
和 

周
恩
來
想
成
立
一
個
委
員
會
經
營
中
長
鐵
路，
主
任
委
員
和
局
長
都
由
中
方
擔
任。
他
們
也
希
望
變
更
持
股
比
例，
把
中 

方
持
股
增
加為
百
分
之
五
十
一。
史
達
林
和
莫
洛
托
夫
不
接
受
這
些
提
議，
堅
持
平
等
，
投
資
持
股
和
經
營
管
理
雙
方
一 

樣
大
。
M與
有
關
中
長
鐵
路、©

旅
順
和
大
連
新
協
議
相
關
的
是，
蘇
聯
對
鐵
路
及
旅
順
海
軍
基
地
的
控
制，
維
持
到
一 

九
五
二
年
底
。
％大
連
的
地
位
則
等
到
簽
署
對
日
和
約
後
再
來
決
定。
37

史
達
林
愈
是
介
入
中
國
事
務，
他
的
胃
口
就
愈
大，
對
毛
澤
東
的
不
信
任
也
上
升。
史
達
林
的
後
任
赫
魯
雪
夫
說， 

見
過
毛
澤
東
之
後，
史
達
林
「沒
有
入
迷
」，
常
以
不
太
中
聽
的
話
點
評
毛
澤
東。
赫
魯
雪
夫
說
：
「你
可
以
感
覺
到
他 

對
毛
澤
東
有
種
侮
慢
的
態
度。」
38

有
一
次
，
這
個
克
里
姆
林
宮
老
大
也
不
知
是
開
玩
笑，
還
是
當真
，
甚
至
試
圖
激
怒 

毛
澤
東
，
逕
說
：
「在
中
國
，
共產
主
義
有
民
族
主
義
傾
向，
雖
然
毛
澤
東
是
個
共產
黨
人，
他
傾
向
民
族
主
義。」
史 

達
林
也
說
，
中
國
恐怕
會
出
現
狄
托。
根
據
毛
澤
東
的
說
法，
他
簡
潔
地
回
答
史
達
林
：
「現
在
說
的
這
些
話，
都
與
事 

實
不
符
。」
39
以
蘇
聯
小
說
家
康
士
坦
丁 
•西
蒙
諾
夫(K

onstantin Sim
onov)

的
話
來
講
，
他
顯
然
不
瞭
解
史
達
林
具 

有
「半
不
可
測
度
的
幽
默
感，它
對
交
談
對
象
而
言，
有
時
候
挺
危
險
的
」。
40為
了
消
除
史
達
林
的
疑
慮，
毛
澤
東
要 

求
史
達
林
派
一
位
「蘇
聯
同
志
」
到
中
國
評
閱、
編
輯
他
的
作
品
。
M毛
澤
東
的
確
希
望
史
達
林
派
一
位
他
信
任
的
親
信 

到
中
國
來
，
親
眼瞧
瞧
中
國
共產
黨
人
是
何
等
無
懈
可
擊
的
馬
克
思
主
義
者
。
42

簽
訂
條
約
及
協
定
之
後，
毛
澤
東
和
周
恩
來
於
二
月
十
七
日
告
別
莫
斯
科。
一
板
一
眼
的
莫
洛
托
夫
再
次
到
車
站
送 

行
，
這
次
毛
澤
東
雖
然
依
舊
稱
呼
蘇
方
東
道
主為

「同
志
和
朋
友
」，
他
也
一
本
正
經，
講
起
冠
冕
堂
皇
的
話。
他
在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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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
前
宣
稱
：
「在
告
別
偉
大
的
社
會
主
義
首
都
時，
我
們真
誠
表
示
對
史
達
林
元
帥、
對
蘇
聯
政
府
和
人
民
的
衷
心
感 

謝
。
中
、
蘇
永
久
友
誼
、
永
久
和
平
萬
歲
！
」
C但
是
，
史
達
林
的
不
信
任
和
貪婪
讓
他
不
能
釋
懷
。
他
失
眠
、
不
舒 

服
，
變
得很
緊
張、
動
輒
發
脾
氣
。
44

史
達
林
果真
派
了
蘇
聯
著
名
的
馬
克
思
哲
學
專
家、
學
人帕
維
爾
•尤
金
在
一
九
五
〇
年
春
天
到
中
國，查
驗
毛
澤 

東
是
不
是
貨真
價
實
的
馬
克
思
主
義
者。
尤
金
的
任
務
是
對
不
久即
將
以
俄
文
及
中
文
出
版
的
新
版
本
《毛
澤
東
選
集
》 

進
行
「正
確
、
技
術
性
更
正
」
的
編
輯
工
作
。
原
先
的
中
文
版
《選
集
》
未
經
蘇
聯
專
家
驗
證，
已
於
一
九
四
九
年
在
哈 

爾
濱
出
版
，
後
再
譯為
俄
文，
於
莫
斯
科
發
行。

尤
金
在
中
國
住
了
兩
年，
這
段
期
間
就
毛
澤
東
的
作
品
提
出
五
百
個
批
註，
不
過
全
都
是
私
下
性
質
。
用
他
的
話 

說
，
他
在
毛
澤
東
的
文
章
和
書
籍
當
中
「沒
有
發
現
…
…
有
任
何
嚴
重
反
馬
克
思
主
義
或
反
列
寧
主
義
的
見
解
」。
M尤 

金
回
國
後
奉
命
到
政
治
局
做
報
告，
史
達
林
非
常
仔
細
地
問
：
「他
們
的
確
是
馬
克
思
主
義
者嗎
？
」
(史
達
林
特
別
著 

重
最
後
一
個
字
詞
。
)
尤
金
答
說
..
「他
們
是
馬
克
思
主
義
者，
史
達
林
同
志
！
」
46

根
據
尤
金
的
說
法，
在
這
之
後
， 

「大
老闆
」
下
了
結
論
..
「很
好
！
我
們
可
以
放
心
了
。
他
們
沒靠
我
們幫
助，
自
己
長
大
了
。」
47
我
們
不
曉
得
史
達
林 

是
否真
正
放
心，
但
過
後
不
久
毛
澤
東即
再
次
展
現
他
對
克
里
姆
林
宮
主
子
的
效
忠。

③
原
書
註
：
一
九
五O

年
三
月
二
十
二
日
，
蘇
共
中
央
政
治
局
通
過
蘇
聯
部
長
會
議
提
出
的
「關
於
中
長
鐵
路
共
管」
草
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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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十
五
章

韓
戰一

九
五
〇
年
十
月
十
九
日，
毛
澤
東
依
循
史
達
林
的
希
望，
派
中
國
軍
隊
協
助
北
韓
共產
黨。
北
韓
已
在
前
幾
個
月 

入
侵
和
美
國
結
盟
的
南
韓。
毛
澤
東
當
然很
清
楚，
他
這
個
決
定
對
史
達
林
有
極
大
意
義。
他
日
後
經
常
說，
要
到
中
國 

介
入
韓
戰
，
站
在
北
韓
領
導
人
金
日
成
同
一
邊，
史
達
林
才
除
去
貼
在
他
身
上
的
「疑
似
狄
托
派
」
的
標
鐵
-
逐
漸
相
信 

「中
國
共產
黨並
不
親
美，
中
國
革
命
不
是
『民
族
主
義
共產
主
義
』
的
範
例
」。
1中
國
外
交
部
長
陳
毅
證
實
這
段
話， 

他
說
，
史
達
林
聽
到
毛
澤
東
決
定
出
兵，
感
動
得
落
淚
。
這
位
上
了
年
紀
的
獨
裁
者
連
說
兩
次
：
「中
國
同
志
，
好
樣 

的
！
」
？毛
澤
東
加
入
韓
戰
顯
然
至
少
有
一
部
分
是
刻
意
要
表
明，
中
國
領
導
人
對
克
里
姆
林
宮
主
子
的
效
忠。

這
場
浴
血
大
戰
由
北
韓
共產
黨
在
一
九
五
〇
年
六
月
二
十
五
日
發
動。
中
國
是
在
北
韓
共產
黨即
將
被
擊
敗
的
緊
要 

關
頭
介
入
。
金
日
成
部
隊
不
僅
遭
遇
南
韓
士
兵
的
抵
抗，
也
遭
逢
安
全
理
事
會為
制
止
侵
略
者
而
派
出
的
聯
合
國
部
隊。 

聯
合
國
部
隊
的
主
力
是
美
軍，
而
盟
軍
總
司
令
亦
由
美
國
將
領
道
格
拉
斯
.
麥
克
阿
瑟(D

ouglasM
acA

rthur)

出
任
。

金
日
成
和
毛
澤
東
在
戰
爭
開
打
前
達
成
協
議，
史
達
林
表
示
支
持
金
日
成
的
二
十
七
天
之
內佔
領
南
韓
的
冒
險
計 

劃
，
慫恿
他掀
起
戰
端。
"若
沒
有
克
里
姆
林
宮
主
子
的撐
腰，
這
個
北
韓
領
導
人絕
不
會
跨
越
分
隔
兩
韓
的
北
緯
三
十 

八
度
線
。
克
里
姆
林
宮
主
子
刻
意
要
把
美
國
人
捲
入
戰
爭。
安
理
會
就
北
韓
侵
略
一
事
進
行
決
定
性
表
決
的
前
夕，
蘇
聯 

外
交
部
第
一
副
部
長
安
德
烈
.
葛
羅
米
柯(A

ndrei G
rom

yko)
要
求
史
達
林
指
示
蘇
聯
代
表
雅
科
夫
•馬
利
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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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acov M
alik)

，
出
席
安
理
會
會
議，
以
便
否
決它
可
能
通
過
的
任
何
決
議，
①
但
是
史
達
林
不
理
會
他。
自
從
一
九
五 

〇
年
一
月
起
，
蘇
聯即
杯
葛
安
理
會，
理
由
是
安
理
會
拒絕
承
認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加
入
聯
合
國
的
合
法
權
利。
就
葛
羅 

米
柯
建
議
馬
利
克
回
到
安
理
會，
以
便
阻
止
不
利
北
韓
或
蘇
聯
的
任
何
決
議
一
事，
史
達
林
斷
然
表
示
：
「我
個
人
認 

為
，
蘇
聯
代
表
不
得
參
加
安
理
會
會
議。」
葛
羅
米
柯
試
圖
反
對，
解
釋
說
，
蘇
聯
代
表
若
是
缺
席，
將
使
安
理
會
可
以 

派
遣
聯
合
國
部
隊
前
往
南
韓，
但
史
達
林
不為
所
動。
他
甚
至
親
自
口
諭
葛
羅
米
柯，
不
准
馬
利
克
出
席
安
理
會
會
議。
4 

史
達
林
因
此即
使
「在
戰
爭
開
始
當
天，
情
勢
已很
清

楚，
美
國
將
會
干
預
」，
也
放
棄
否
決
安
理
會
決
議
的
機 

會
。
J
這
使
得
美
國
及
其
盟
國
得
以
在
六
月
二
十
五
日
譴
責
北
韓
(在
蘇
聯
代
表
缺
席
下，
安
理
會
以
九
比
零、
南
斯
拉 

夫
棄
權
，
表
決
通
過
譴
責
北
韓
)。
兩
天
後
的
六
月
二
十
七
日，
馬
利
克
依
然
缺
席，
安
理
會
批
准
動
用
國
際
部
隊
對
抗 

北
韓
人
民
軍，
立
刻
有
十
五
個
國
家
表
態
加
入
反
擊
侵
略
者
(聯
合
國
大
會
有
五
十
三
國
贊
成
動
用
武
力
)。
6

史
達
林
在
向
其
部
屬
解
釋為
什麼
要
把
「帝
國
主
義
者
」扯
進
韓
戰
的
思
維
時，
完
全
不
說
實
話。
以
下
是
他
在
一 

九
五
〇
年
八
月
二
十
七
日
發
信
給
蘇
聯
駐
捷
克
大
使
米
海
爾
•席
林(M

ikhail A. 
I
n
)
，
要
他
轉
呈
給
捷
克
總
統
克
萊 

門
特
•哥
德
瓦
爾
德(K

lem
entG

ottw
ald)

：

我
們
退
出
安
理
會
的
目
的
有
四
個
：
第
一
，
表
明
蘇
聯
與
新
中
國
團
結
一
致
；
第
二
，強
調
美
國
的
政
策
荒
誕
愚 

蠢
，
因為
它

承
認
國
民
黨
政
府
這
個
稻
草
人
是
中
國
在
安
理
會
的
代
表
，卻
不
允
許
中
國
的真
正
代
表
進
入
安
理 

會
.，第
三
，
認
定
安
理
會
在
兩
個
大
國
〔史
達
林
指
的
是
蘇
聯
及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
代
表
缺
席
的
情
況
下
做
出
的 

決
定
是
非
法
的
.，第
四
，
讓
美
國
放
開
手腳
，
利
用
安
理
會
中
的
多
數
再
做
些
蠢
事
，
從
而
在
公眾
舆

論
面
前
暴
露 

美
國
政
府
的真
實
面
目
。

我
認為
，
我
們
已
經
達
到
了
所
有
這
些
目
的
。

我
們
退
出
安
理
會
後
，
美
國
陷
進
了
對
北
韓
的
軍
事
干
涉
，
敗
壞
了
自
己
在
軍
事
和
道
義
上
的
威
望
。現
在
沒
有哪
 

個
正
直
的
人
還
會
懷
疑
，
美
國
在
北
韓
扮
演
了
施
暴
者
和
侵
略
者
的
角
色
，
在
軍
事
上
也
不
像它
自
己
宣
揚
的
那
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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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

大
。此
外
，很

明
顯
，
美
國
的
注
意
力
從
歐
洲
被
引
向
了
遠
東
。從
國
際
力
量
對
比
的
觀
點
來
看
，
這
一
切
是
不 

是
對我
們
有
利呢
？當
然
是
。

假
設
美
國
政
府
還
繼
續
被牵
制
在
遠
東
，並
使
中
國
加
入
解
放
北
韓
和
爭
取
本
國
獨
立
的鬥
爭
，
那
會
是
什麼
樣
的 

結
果呢
？
首
先
，
美
國
像
其
他
國
家
一
樣
，
也
不
是
擁
有
大
批
武
裝
力
量
的
中
國
的
對
手
。美
國
會
在
這
場鬥
爭
中 

無
力
自
拔
。其
次
，
美
國
在
這
裡
被
纏
住
後
，
就
不
能
在
短
時
間内
著
手
進
行
第
三
次
世
界
大
戰
。那麼
，
第
三
次 

世
界
大
戰
就
會
不
定
期
拖
延
，
這
就為
鞏
固
歐
洲
的
社
會
主
義
爭
取
了
時
間
。更
不
要
說
美
國
和
中
國
的鬥
爭
合
曰
在 

亞
洲
和
整
個
遠
東
地
區
引
發
革
命
了
。從
國
際
力
量
對
比
的
觀
點
來
看
，
這
一
切
是
不
是
對
我
們
有
利呢
？
當
然
是
。
 

可
見
，
蘇
聯
是
否
參
加
安
理
會
已
經
不
是
表
面
看
來
那麼
簡
單
的
問
題
。

7

從
一
開
頭
，
史
達
林
就
意
圖
利
用
韓
戰，
讓
美
國
捲
入，
不
僅
和
北
韓
衝
突、
也
和
中
國
交
戰，
藉
以
削
弱
美
國
。 

赫
魯
雪
夫
日
後
告
訴
毛
澤
東
說
：
「我
們
應
該
記
住
，
我
們
也
不
是
沒
有
罪
過
。
是
我
們
把
美
國
人
拖
進
南
韓
的
。」
B 

換
句
話
說
，
在
史
達
林
看
來，
韓
戰
似
乎
只
是
在
全
球搞
世
界
革
命
的
新
計
劃
的
元
素
之
一
而
已。
列
寧
這
個
「偉
大
的 

學
生
」
從
來
沒
有
放
棄
社
會
主
義
接
管
全
球
的
念
頭。
他
和
列
寧
不
一
樣，
列
寧為
了
世
界
革
命，
可
以
不
惜
犧
牲
俄
羅 

斯
。
史
達
林
則
認為
世
界
革
命
是
散
布
俄
羅
斯霸
權
的
一
個
手
段。
現
在
，
一
九
五
〇
年
代
初
期，
似
乎
又
出
現
達
成
這 

個
宏
偉
目
標
的
新
機
會
——

果真
也
是
最
後
一
次
機
會。
史
達
林
自
一
九
四
九
年
八
月
以
來
已
擁
有
核
子
武
器。
半
個
歐 

洲
已
臣
服
在
他腳
下。
紅
旗
在
中
國、
蒙
古
和
北
韓
飛
舞。
在
中
南
半
島
方
面，
莫
斯
科
的
傀
儡
正
在
和
有
美
國撐
腰
的 

法
國
帝
國
主
義
作
戰。
世
界
革
命
的
成
功
似
乎
已
經
不
遠。

然
而
-
毛
澤
東
在
這
方
面
的
立
場卻
不
是
一
言
可
以
道
盡。
韓
戰
爆
發
前，
他
顯
然
完
全
支
持
金
日
成
和
史
達
林。

①
原
書
註
：
這
時
聯
合
國
安
全
理
事
會
有
十
一
個
理
事
國，
其
中
五
個
是
具
有
否
決
權
的
常
任
理
事
國
。這
五
個
常
任
理
事
國
是
美
國
、蘇
聯
、蔣
介 

石
的
中
華
民
國
、英
國
和
法
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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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在
北
韓
開
戰
之
前
一
年，
已
經
由
前
來
雙清
別
墅
拜
訪
他
的
北
韓
代
表
口
中
獲
悉
金
日
成
的
計
劃。
他
明
白
地
答
應鄰
 

邦
，
一
定幫
忙，
包
括
動
用
部
隊，
但
是
要
等
到
他
和
蔣
介
石
的
內
戰
終
止
才
行。
e 
一
九
五
〇
年
一
月
底
，
他
和
史
達 

林
有
一
次
談
話，
史
達
林
本
人
提
起
「提
供
北
韓
援
助，
以
便
增強
其
軍
事
潛
力、並
強
化
其
國
防
的
需
要
與
可
能
性
」 

這
個
問
題
。
⑴可
是
，
他
對
毛
澤
東
守
口
如瓶
，
隻
字
不
提
北
韓
可
能
入
侵
南
韓。
不
提
，
其
實
就
是
對
客
人
的另
一
個 

蔑
視
。
U毛
澤
東
也
保
持
緘
默
，
但
已
經
大為
不
爽
史
達
林
不
信
任
他
。
不
必
含
糊
其
詞
講
些
什麼

「提
供
北
韓
援 

助
」，
「偉
大
的
領
袖
」
或
許
可
以
直
接
告
訴
毛
澤
東
他
想
要
什麼
。
但
是
史
達
林
覺
得
他
只
能
和
金
日
成
商
討
南
侵
計 

劃
。
他
要
金
日
成
承
諾
目
前絕
不
洩
漏
有
此
計
劃，即
使
是
對
「中
國
同
志
」
或
甚
至
北
韓
其
他
領
導
人，
也絕
口
不
能 

說
。
他
寫
信
告
訴
金
日
成
說
：
「為
瞞
住
敵
人，
非
得
如
此
不
可
。」s

縱
使
如
此
，即
使
史
達
林
不
說，
毛
澤
東
也
明
白
：
這
個
構
想
早
已
經
討
論
過
相
當
一
段
時
間
了。
這
時
，
史
達
林 

已
拿
定
主
意，
但
是
毛
澤
東
的
同
意卻
不
可
缺
少。
毛
主
席
答
應
協
助
北
韓
「強
化
其
國
防
需
要
」，
不
僅
是
因為
身為
 

客
人
不
想
拂
逆
東
道
主，
也
因為
毛
澤
東
本
人
希
望
有
個
統
一
的
韓
國
以
打
造
社
會
主
義。
或
許
他
明
白
史
達
林
預
備
讓 

他
在
世
界
革
命
擔
任
「衝
鋒
隊
」
的
角
色
。
總
而
言
之
，
他
不怕
老
美
•，他
相
信
「美
國
人
不
會為
(朝
鮮
)這
樣
一小 

塊
地
方掀
起
第
三
次
世
界
大
戰
」
。=

和
毛
澤
東
談
過
之
後
，
史
達
林
在
一
九
五
〇
年
一
月
三
十
日
發
電
報
給
蘇
聯
駐
北
韓
大
使
捷
連
季
.
什
特
科
夫 

(Terentii shtykov)

：
「我
理
解
金
日
成
同
志
的
不
滿，
但
他
應
當
理
解，
他
想
對
南
韓
採
取
如
此
大
的舉
措，
是
需
要 

充
分
準
備
的
。
此舉
必
須
有
組
織，
不
冒
太
大
風
險
。
如
果
他
想
同
我
會
談
此
事，
那麼
，
我
隨
時
準
備
接
見
他並
同
他 

談
。
請
把
此
事
轉
告
金
日
成並
且
告
訴
他，
在
這
件
事
上
我
準
備幫
助
他
。」
M

一
九
五
〇
年
三
月
三
十
日，
金
日
成
興
高
采
烈
地
前
往
莫
斯
科，
四
月
與
史
達
林
有
過
三
次
秘
密
會
談。
史
達
林
證 

實
，
「緊
急
狀
況
下，
中
國
會
出
兵
」。
他
又
加
了
一
句
話
以
穩
住
金
日
成
：
「我
們
必
須絕
對
肯
定
華
府
不
會
涉
入
作
戰 

才
行
。」
史
達
林
似
乎
是
告
訴
他
的
客
人，
蘇
聯
將
盡
全
力
阻
止
美
國
介
入。
事
實
上
，
我
們
已
經
看
到
，
史
達
林
處
心 

積
慮
要
把
美
國扯
進
這
場
衝
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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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
經
暈
陶
陶
的
金
日
成
顯
然
目
盲，
看
不清
他
的
導
師
玩
兩
面
手
法。
在
「偉
大
的
」
史
達
林
面
前，
這
位
蘇
聯
紅 

軍
前
任
上
尉
失
去
批
判
性
思
考
的
能
力。
他
高
興
地
向
東
道
主
保
證，
「因為
蘇
中
同
盟，
美
國
人
不
會
冒
陷
入
大
戰
的 

危
險
」。
他
不
瞭
解
史
達
林
的
地
緣
政
治
計
劃，
因
此
他
說
：
「朝
鮮
人
寧
願靠
自
己
的
力
量
統
一
全
國，
我
們
相
信
我 

們
將
會
成
功
。」
然
而
，
史
達
林
再
次
建
議
：
「你
必
須
依靠
毛
澤
東，
他
對
美
國
事
務
非
常
瞭
解。」
U

金
日
成
需
要
毛
澤
東
的
援
助，
但
又
不
願
意
太
依
賴
中
國
人。
他
不
僅
是
共產
黨
人，
也
是
朝
鮮
民
族
主
義
者，
他 

對
中
國
有
戒
心。
好
幾
個
世
紀
以
來，
他
的
國
家
必
須
忍
受
其
巨
大鄰
國
的
帝
國
主
義霸
權。
金
日
成
希
望
避
免
同
樣
的 

命
運
。
甚
且
，
他真
的
有
必
勝
的
把
握。
北
韓
的
武
裝
部
隊
明
顯
比
南
韓
總
統
李
承晚
的
部
隊
優
勢。
金
日
成
的
部
隊
人 

數
和
砲
火
是
南
韓
的
兩
倍，
機
關
槍
是
七
倍，
自
動
步
槍
是
十
三
倍，
坦
克
是
六
倍
半
-
飛
機
是
六
倍
。
b金
日
成
沒
有 

辦
法
不
服
從
史
達
林，
但
是
他
也很
聰
明
地
打
他
的
牌。

回
到
平
壤
之
後，
他
派
一
位
首
席
助
手
到
北
京，
向
毛
澤
東、
朱
德
和
周
恩
來
彙
報
他
和
「各
民
族
之
父
」
會
談
的 

結
果
，並

且
告
訴
「中
國
兄
弟
」，
他
只
要
求
得
到
解
放
軍
當
中
三
個
朝
鮮
族
組
成
的
師。
中
共
在
國
共
內
戰
期
間
已
從 

滿
洲
召
募
當
地
的
朝
鮮
人，
組
訓
這
些
單
位，
每
個
師
有
一
萬
人
。
毛
澤
東
裝
作
不
是
完
全
明
白
這
項
請
求
的真
正
意 

思
，
不
僅
向
金
日
成
的
特
使
表
示
同
意，
還
親
切
地
補
充
說
：
「必
要
時
，
我
們
可
以
給你
們悄
悄
地
派
去
中
國
士 

兵
…
…
都
是
黑
頭
髮
，
誰
也
分
不清
。」
n
毛
澤
東
立
刻
告
訴
柯
瓦
列
夫
有
這
項
談
話，
柯
瓦
列
夫
又
向
史
達
林
一
五
一 

十
報
告
。

五
月
十
三
日，
毛
澤
東
接
見
搭
乘
蘇
聯
飛
機、
抵
達
北
京
的
金
日
成。
次
日
，
史
達
林
才
在
拖
了
許
久
之
後
通
知
毛 

澤
東
，
他
和
這
位
北
韓
領
導
人
曾
經
秘
密
會
商
：

毛
澤
東
同
志
！
在
與
朝
鮮
同
志
會
談
中
，
菲
力
波
夫
和
他
的
朋
友
們
提
出
，
鑒
於
國
際
形
勢
已
經
改
變
，
他
們
同
意 

朝
鮮
人
關
於
實
現
統
一
的
建
議
。同
時
補
充
一
點
，
這
個
問
題
最
終
必
須
由
中
國
和
朝
鮮
同
志
共
同
解
決
，
如
果
中 

國
同
志
不
同
意
，
則
應
重
新
討
論
解
決
這
個
問
題
。會
談
詳
情
可
由
朝
鮮
同
志
向您
講
述
。菲
力
波
夫
。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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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達
林
發
出
這
封
電
報
之
前，
毛
澤
東
早
已
氣
惱
史
達
林
和
金
日
成
在
克
里
姆
林
宮
秘
密
會
商，
竟
然
把
他
蒙
在
鼓
裡， 

他
在
五
月
十
三
日
也
要
求
大
老闆

「親
自
澄清
」
他
和
金
日
成
的
確
有
此
諒
解。
,'9
從
毛
主
席
的
角
度，
這
只
不
過
是
個 

形
式
，
因為
他
早
已
瞭
解
史
達
林
有
意
在
朝
鮮
發
動
戰
爭，
只
是
他很
氣
史
達
林
在
一
月
間
竟
沒跟
他
坦
誠
交
換
意
見。

縱
使
如
此
，
毛
澤
東
還
是
完
全
同
意
支
持
朝
鮮
透
過
軍
事
手
段
統
一。
金
日
成
讓
毛
澤
東
瞭
解
他
的
全
盤
作
戰
計 

劃
，
毛
主
席
也
完
全
贊
成它
。
當
然
他
會
贊
成
——

計
劃
的
基
本
架
構
早
已
在
莫
斯
科
協
調
好
了。
然
而
，
金
日
成
告
辭 

時
，
毛
澤
東
還
是
要
說
一
句
：
「美
國
人
依
然
有
可
能
介
入
戰
事
」
；
不
過
，
和
原
先
一
樣
，
毛
澤
東
對
這
一
點
倒
沒
有 

特
別
焦
慮
。
他
的
結
語
是
：
「如
果
美
國
人
參
與
軍
事
行
動，
中
國
將
提
供
部
隊
給
北
韓。
」
20

然
而
，
就
和
金
日
成
一
樣，
毛
澤
東
誤
判
情
勢
。
史
達
林
全
部
料
中
。
打
從
一
開
始
，
每
樣
事
都
照
他
的
推
算
發 

展
。
美
軍
緊
急
馳
援
南
韓。
然
而
在
第
一
批
美
軍
部
隊
六
月
二
十
九
日
登
陸
時，
北
韓
人
民
軍
已
擊
潰
南
韓
主
力
部
隊， 

並
於
戰
爭
開
打
後
三
天
內
攻
陷
首
都
首
爾
。
然
而
，
不
久
之
後
美
軍
逆
轉
情
勢，
北
韓
部
隊
潰
散
。為
了
避
免
遭
到
包 

圍
，
他
們
迅
速
往
中
國
邊
境
撤
退。
U到
了
九
月
底，
南
韓
部
隊
往
三
十
八
度
線
推
進
•，既
然
沒
遭
遇
抵
抗，
他
們
在
十 

月
一
日
跨
過
三
十
八
度
線。
同
一
天
，
麥
克
阿
瑟
將
軍
要
求
北
韓
人
民
軍
最
高
本
部
立
刻
無
條
件
投
降。
毛
澤
東
採
取
行 

動
的
時
候
到
了
。
這
是
史
達
林
早
就
等
待
的
一
刻。
世
界
革
命
不
久即
將
開
始。

十
月
一
日
，
人
在
黑
海
海
濱
索
契(Sochi)

的
史
達
林，
拍
發
緊
急
秘
密
電
報
給
毛
澤
東
和
周
恩
來
：

我
考
慮
，
根
據
眼
下
的
形
勢
，
如
果您
認為
能為
朝
鮮
人
提
供
援
軍
，哪
怕

五
六
個
師
也
好
，
應即
刻
向
三
十
八
度 

線
開
進
，
從
而
使
朝
鮮
同
志
能夠
在你
們
部
隊
的
掩
護
下
，
在
三
十
八
度
線
以
北组
織
後
備
力
量
。中
國
部
隊
可
以 

以
志
願
者
的
身
分
出
現
，
當
然
，
由
中
國
的
指
揮
員
統
率
。
22

史
達
林很
篤
定，
毛
澤
東
只
是
在
等
候
他
下
達
命
令。
他
從
羅
申
大
使
那
裡
獲
悉，
中
國
已
派
遣
三
個
軍、
十
二
萬
部
隊 

進
入
瀋
陽
附
近
地
區，
防
備
聯
合
國
部
隊
跨
越
三
十
八
度
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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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在
，
面
臨
到
決
定
關
頭，
毛
主
席
突
然
猶
豫
起
來。
衡
量
介
入
的
正、
反
理
由
之
後
-
他
現
在
發
現
自
己
低估
了 

美
國
。
中
國
還
沒
準
備
好
和
美
國
全
面
開
戰。
中
國
一
片
殘
破，
人
民
厭
戰
。
甚
且
，
美
國
掌
握
朝
鮮
半
島
空
中
優
勢， 

史
達
林
還
沒
答
應
替
中
國
攻
勢
提
供
空
中
掩
護。
中
國
沒
有
自
己
的
空
軍。為
莫
斯
科
的
利
益，
把
自
己丟
到
世
界
革
命 

的
祭
壇
，
豈
不
是
蠢
斃
了
？
十
月
一
日
和
二
日，
毛
澤
東
和
最
親
近
的
副
手
會
商
朝
鮮
局
勢
•，
中
國
領
導
人
大
多
數
反
對 

出
兵
，
其
中
以
周
恩
來
講
話
最
直
率
。
包
括
林
彪
在
內
，
許
多
軍
事
將
領
也
不
支
持
介
入
。
他
們
都
說
：
「非
到
不
得 

已
，
最
好
別
打
這
一
仗
。」
D

中
方
也為
金
日
成
的
行為
相
當
不
滿。
他既
未
開
口
向
中
國
求
助，
請
中
方
武
裝
介
入，
而
且
甚
至
不
覺
得
有
必
要 

告
訴
中
方
，
他
的
抵
抗
進
行
得
如
何。
金
日
成
明
顯
表
露
出
他
不
信
任
中
共
領
導
人，
寧
可
求
史
達
林
伸
出
援
手。
周
恩 

來
顯
然
是
奉
毛
澤
東
指
示，
一
再
向
蘇
聯
大
使
抱
怨
這
一
點。
史
達
林
也
認為
金
日
成
的
行為

「不
正
常
」，
但
金
日
成 

偏
偏
就
不
改
。即
使
到
了
九
月
底，
中
方
表
示
願
意
協
助，
他
在
回
答
時
也
只
說，
「朝
鮮
人
民
準
備
長
期
抗
戰。」
24
蘇 

聯
大
使
什
特
科
夫
在
一
九
五
〇
年
九
月
二
十
二
日
向
葛
羅
米
柯
報
告
(這
封
密
電
是
要
呈
給
史
達
林
)..

一九五〇
年
九
月
二
十
一
日

-

勞
動
黨
中
央
委
員
會
書
記
〔亞
歷
克
西

•

伊
凡
諾
維
奇
〕黑
加

(
A
l
e
k
s
e
i

 

I
v
a
n
o
v
ic
h

 H
e
g
a
i

)
----

蘇
聯
出
生
的
朝
鮮
人
-
-
-
-
-

前
來
拜
訪
我
。

討
論
一
開
始
，
黑
加
就
告
訴
我
，
他
希
望
照
會
我
(

勞
動
)
黨
政
治
委
員
會
九
月
二
十
一
日舉
行
的
一
場
會
議
之
情

況
。

兩
個
半
小
時
的
會
議
，
討
論
如
何
回
答
中
國
同
志
。針
對
發
展
中
的
局
勢
，
中
國
政
府
向
朝
鮮
政
府
提
出
建
議
，
周

恩
來
問
我
們
究
竟
有
何
打
算
....

發
言
者
.
.
.
.
.

得
到
相
同
的
結
論
，即
局
勢
艱
難
，
顯
然
他
們
無
法靠
自
己
對
付
美

國
人
。因
此
，
他
們
的
結
論
是
，
有
必
要
請
中
國
政
府
派
部
隊
進
入
朝
鮮
。

接
下
來
金
日
成
發
言
。他
問
，
再
來
會
是
什麼
？
我
們
已
經估
算
過
，
我
們
有
這麼
多
人
，
我
們
可
以靠
自
己
的
部 

隊
對
付
。蘇
聯
照
我
們
的
要
求
，
給
了
我
們
這麼
多
的
軍
火
。我
們
根
據
什麼
，
可
以
要
求
中
方
援
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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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日
成
又
提
出
一
個
問
題，
如
果
中
方
站
在
朝
鮮
這
一
邊
參
戰，
可
能
會
有
什麼
後
果
。這
會
不
會
導
致
第
三
次
世 

界
大
戰
……

他
提
議
目
前
暫
不
決
定
要
求
中
國
政
府
援
助，
應
該
致
函
史
達
林
同
志
，
請教
他
是
否
該
請
中
國
派
兵
。他
還強
 

調
，
蘇
聯
或
許
會
不
高
興，
我
已
經
提
供
顧
問
和
軍
火，
還
不夠
嗎

？

金
日
成
又
宣
布，
如
果
我
們
有
時
間，
我
們
將
加
快
編
組
新
單
位，
那
就
不
必
向
中
方
求
助
了
。但
他
們
擔
心
情
況 

未必如此
。

討
論並
沒
做
出
決
定
。
25

經
過
激
烈
辯
論
後，
朝
鮮
勞
動
黨
中
央
政
治
局
終
於
在
九
月
二
十
八
日
決
定
回
信
給
北
京，
只
「暗
示
求
援
」

。
26 

北
韓
依
然
把
希
望
「寄
託
在
史
達
林
同
志
身
上
」，
於
九
月
二
十
九
日
上
書
史
達
林，
懇
求
他
直
接
介
入
此
一
衝
突。
27 

為

此
，
「領
袖
及
導
師
」
不
耐
煩
地
回
覆
說，
解
決
朝
鮮
問
題
的
上
上
之
策
是
中
國
派
兵
進
入
朝
鮮，
他
建
議
北
韓
領
導 

人
盡
快
和
中
方
展
開
諮
商。
28

這
下
子
金
日
成
再
也
不
能
漠
視
事
實。
十
月
一
日
深
夜，
他
要
求
中
國
大
使
立即
向
毛
澤 

東
報
告
，
他
要
求
中
國
派
兵
到
朝
鮮。另

外
，
他
也
透
過
自
己
的
管
道，
把
相
同
的
電
報
傳
到
北
京。
29

可
是
，
毛
澤
東
在
十
月
二
日
透
過
蘇
聯
大
使
羅
申
傳
遞
訊
息
給
史
達
林，
史
達
林
次
日
接
到它
。
這
封
電
報
說
：

我
們
原
計
劃
當
敵
人
前
進
到
三
十
八
度
線
的
時
候
派
幾
個
師
的
志
願
軍
到
北
韓為
朝
鮮
同
志
提
供
援
助
。

然
而
，
經
過
全
面
考
慮，
我
們
現
在
認為
採
取
這
樣
的
行
動
可
能
會
承
擔
極
其
嚴
重
的
後
果
。

第
一
，
派
幾
個
師
的
兵
力
解
決
朝
鮮
問
題
非
常
困
難
(

我
們
的
部
隊
裝
備很
差，
與
美
國
軍
隊
作
戰
沒
有
取
得
軍
事 

勝
利
的
把
握
)

，
敵
人
可
能
會
迫
使
我
們
後
退
。

第
二
，
這
樣
做很
可
能
會
導
致
美
國
與
中
國
的
公
開
衝
突，
其
結
果
蘇
聯
也
會
被
拖
進
戰
爭
。這
樣
，
問
題
就
變
得 

十分嚴重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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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共
中
央
的
許
多
同
志
認為
對
此
表
示
謹慎
是
必
要
的
。當
然
，
不
派
軍
隊
援
助
對
於
正
處
在
如
此
困
難
之
中
的
朝 

鮮
同
志
是很
不
利
的，
我
們
自
己
也強
烈
地
感
覺
到
這
一
點
•，
但是
如
果
我
們
派
去
幾
個
師，
敵
人
又
迫
使
我
們
後 

退
，
同
時
還
導
致
美
國
與
中
國
的
公
開
衝
突，
那麼
我
們
的
整
個
和
平
恢
復
計
劃
就
會
遭
到
徹
底
毁
滅，
這
會
引
起 

國内
很

多
人
的
不
滿
(

人
民
受
到
的
戰
爭
創
傷
沒
有
恢
復，
我
們
需
要
和
平
)
。

因
此
，
目
前
最
好
還
是
耐
心
一
些，
不
派
出
軍
隊
，
同
時
積
極
準
備
我
們
的
力
量，
這
樣
做
在
把
握
與
敵
作
戰
的
時 

機上會更為
有利
。

由
於
暫
時
的
失
敗，
朝
鮮
可
以
把鬥
爭
的
形
式
改為
游
擊
戰
。

我
們
將舉
行
一
次
中
央
會
議，
中
央
各
部
門
的
主
要
同
志
都
要
出
席
。關
於
這
個
問
題
還
沒
有
做
出
最
後
決
定，
這 

是
我
們
的
初
步
電
報
，
我
們
希
望
與您
商
量
。如
果您
同
意，
我
們
準
備
立即
派
周
恩
來
和
林
彪
同
志
飛
往您
的
療 

養
地
，
與您
談
這
件
事，並
報
告
中
國
和
朝
鮮
的
局
勢
。

敬候佳音
。

毛
澤
東

一
九
五
〇
年
十
月
二
日
30

當
然
，
和
史
達
林吵
架
是很
危
險
的
事，
但
是
毛
澤
東
認為
他
可
以
根
據
客
觀
困
難
說
服
大
老闆
。
同
一
天
(十
月 

二
日
)，
他
起
草
一份
完
全
不
同
的
電
報
給
史
達
林。
他
在
電
報
中
說
：
「我
們
決
定
用
志
願
軍
名
義
派
一
部
分
軍
隊
至 

朝
鮮
境
內
。」
M現
在
，
他
先
壓
住
這
封
電
報，
M決
定
試
探
一
下
史
達
林
的
想
法。
誰
敢
斷
言呢
？

或
許
史
達
林
能 

接
受
他
的
論
據
。

十
月
四
日
下
午，
毛
澤
東
召
開
政
治
局
擴
大
會
議，
「中
央
各
局
重
要
同
志
」
都
出
席
。
他
要
求
與
會
人
士
「列
出 

派
兵
到
朝
鮮
」
的
不
利
之
處
。
同
時
，
他
又
說
：
「如
果
我
們
袖
手
旁
觀，
實
在
難
過
。」
M會
中
討
論
，
大
多
數
人
再 

度
表
達
反
對
介
入
的
意
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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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
後
，
毛
澤
東
接
到
史
達
林
的
回
覆，
透
露
出
大
老闆
非
常
不
爽
毛
澤
東
的
電
報。
現
在
史
達
林
坦
白
說
明
他
正
是 

希
望
中
國
和
美
國
公
開
衝
突。
這
封
密
電
送
到
北
京，
答
覆
毛
澤
東
十
月
二
日
的
電
報，它
的
內
文
充
滿猙
獰
的
誠
實
：

當
然
，
我
也
考
慮
過
，
美
國儘
管
沒
有
做
好
大
戰
的
準
備，
仍
可
能為
了
面
子
而
被
拖
入
大
戰，
這
樣
一
來
，
自
然 

中
國
將
被
拖
入
戰
爭，
蘇
聯
也
將
同
時
被
拖
入
戰
爭，
因為
它

同
中
國
簽
有
互
助
條
約
。對
此
應
該
害怕
嗎

？
我
認 

為
不
應
該
，
因為
我
們
聯
合
起
來
將
比
美
國
和
英
國
更
有
力
量，
德
國
現
在
不
能
給
美
國
任
何幫
助，
而
歐
洲
其
他 

資
本
主
義
國
家
更
不
成為
重
要
的
軍
事
力
量
。如
果
戰
爭
不
可
避
免
，
那麼
讓它
現
在
就
打
，
而
不
要
過
幾
年
以 

後
，
到
那
時
日
本
軍
國
主
義
將
復
活
起
來並
成為
美
國
的
盟
國，
而
在
李
承晚
控
制
整
個
朝
鮮
的
情
況
下，
美
國
和 

日
本
將
會
在
大
陸
有
一
個
現
成
的
橋
頭
堡
。
34

把
這份
最
高
機
密
的
密
電
-
和
前
文
引
述
的
一
九
五
〇
年
八
月
二
十
七
日
史
達
林
給
蘇
聯
駐
捷
克
大
使
的
電
報並
列，
我 

們
對
史
達
林真
實
的
地
緣
政
治
意
圖
就
十
分清
晰
，
不
再
有
疑
問
。為
了
推
動
世
界
革
命，
他
預
備
挑
動
第
三
次
世
界
大 

戰
。
他
原
先
愛
好
和
平
的
一
些
話，
完
全
是
假
話
。

十
月
五
日
，
垂
頭
喪
氣
的
毛
澤
東
又
一
次
召
開
政
治
局
擴
大
會
議，
會
中
他
請強
烈
主
張
參
戰
的
彭
德
懷
發
言。
彭 

德
懷
懇
請
與
會
者
「派
兵
援
助
朝
鮮
」，強
調
若
不
出
兵，
接
下
來
美
國
恐怕
就
會
利
用
台
灣
和
朝
鮮
這
兩
個
基
地
攻
打 

中
國
。
他
說
：
「老
虎
是
要
吃
人
的，
什麼
時
候
吃，
決
定
於它
的
腸
胃
。」
％彭
德
懷
一
番
慷
慨
激昂
的
講
話
打
破僵
 

局
，
會
議
通
過
史
達
林
要
求
的
決
定。
毛
澤
東
旋即
指
派
彭
德
懷為
還
未
組
建
的
志
願
軍
總
司
令
(毛
澤
東
起
先
屬
意
林 

彪
領
軍
，
但
林
彪
藉
口
生
病
不
就
)。
36

然
後
毛
主
席
發
電
報
給
史
達
林，
表
示
堅
決
支
持
史
達
林
電
報
中
的
根
本
立 

場
，
而
且為
了
讓
大
老闆
息
怒，
又
說
他
將
「派
的
不
是
六
個
而
是
九
個
師
」。
他
解
釋
說
他
「不
是
現
在
而
是
過
一
些 

時
候
再
派
」.，他
要
求
史
達
林
「接
見
他
的
代
表，
和
他
們
討
論
任
務
細
節
」
。37

史
達
林
同
意
這
個
提
議
-
毛
澤
東
派
周
恩
來
和
林
彪
(兩
人
都
反
對
參
戰
)
於
十
月
八
日趕
往
索
契。
他
坐
立
不
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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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等
候
大
老闆
指
示。
同
時
，為
了
巴
結
史
達
林，
毛
澤
東
命
令
彭
德
懷
和
東
北
人
民
政
府
主
席
高
崗
(高
崗
兼
任
東
北 

軍
區
司
令
員
及
政
委
)
改
組
派
駐
東
北
的
部
隊為
中
國
人
民
志
願
軍。
他
要
求
志
願
軍
立
刻
進
入
朝
鮮。
％十
月
八
日
， 

毛
澤
東
照
會
金
日
成
他
已
下
令
出
兵，
39
雖
然
他
瞭
解
彭
德
懷
和
高
崗
主
張
介
入
韓
戰，卻

都
無
法
「動
作
快
」。
他
們 

需
要
時
間
組
訓
志
願
軍。

十
月
十
日晚
間
七
點，
周
恩
來
和
林
彪
在
索
契
和
史
達
林
會
面。
莫
洛
托
夫、
馬
林
可
夫(G

eorgii M
alenkov)

、 

貝
利
亞(L

avrentiiB
eria)

、卡
岡
諾
維
奇(Lazar K

aganovich)

、
布
爾
加
寧
和
米
高
揚
等
蘇
聯
高
階
領
導
人
也
參
加 

了
這
場
會
談，
談
得很
辛
苦
。
一
向鎮
定
的
周
恩
來，
經
過
好
幾
小
時
的
辯
論
後
也
疲
憊
不
堪。
依
照
師
哲
的
說
法，
林 

彪
更
是
累
壞
了，
活
像一

具
死
屍
。清
晨
五
點
鐘，
史
達
林
建
議
擺
宴，
慶
祝
談
判
完
成，
林
彪嚇
壞
了
。
周
恩
來
是
千 

杯
不
醉
，
林
彪卻
滴
酒
不
沾，
可
是
林
彪
也
不
能
不
硬
著
頭
皮
參
加。
因
此
，儘
管
已
經
累
極
了，
客
人
不
能
不
賞
光
。 

可
是
，
究
竟
有
什麼
好
慶
祝
的呢
？
史
達
林
沒
有
答
應
提
供
中
國
人
民
志
願
軍
空
中
掩
護，
只
說
蘇
聯
空
軍
還
沒
準
備 

好
。
他
只
答
應
在
二
至
二
個
半
月
之
後
派
出
飛
機。
會
議
之
後
，
他
致
函
毛
澤
東，
也
是
這麼
說
。
40

他
要
求
中
國
人
犧 

牲
，
自
己卻
慢
條
斯
理
派
出
飛
機。

同
時
，
朝
鮮
半
島
的
戰
事
持
續
不
停。
十
月
十
二
日，
毛
澤
東
十
分
洩
氣，
再
次
照
會
史
達
林，
他
無
法
派
出
部
隊 

到
朝
鮮
。
同
一
天
，
他
收
回
要
彭
德
懷
和
高
崗
出
發
的
前
令，
召
他
們
回
北
京
商
量
。
W

這
不啻
是
造
反。
史
達
林
眼
前
又
浮
現
中
國
「狄
托
主
義
」
的
影
像
。
史
達
林既
氣
毛
澤
東，
也
氣
金
日
成
——

周 

恩
來
和
林
彪
向
他
投
訴
了
金
日
成
許
多
曖
昧
不
明
的
行為
——

同
一
天即
命
令
金
日
成
把
他
的
殘
部
統
統
撤
出
北
韓
： 

「中
方
再
次
拒絕
出
兵。
因
此
，你
必
須
退
出
北
韓，
把
朝
鮮
部
隊
撤
退
到
北
方。」
42

十
月
十
三
日
他
重
申
命
令.
•「我 

們
相
信
，
持
續
抵
抗
已
無
希
望。
中
國
同
志
拒絕
參
與
軍
事
行
動。
在
這
種
情
況
下，你
必
須
準
備
完
全
退
入
中
國
或
蘇 

聯
…
…
必
須
保
留
未
來
與
敵
軍
交
戰
的
力
量。」
43
他
對
周
遭
親
信
說
：
「好
了
，
現
在
會怎
麼
樣
？
我
們
沒
有
派
兵
進 

去
，
現
在
美
國
人
將
在
我
們
的
遠
東
邊
境跟
我
們
做鄰
居，
不
過
就
這麼
一
回
事嘛
。」
44
世
界
革
命
未
出
師、即

夭
折
。

接
下
來
，
突
然
奇
蹟
出
現
。
史
達
林
告
訴
金
日
成，
在
他
認為
金
日
成
的掙
扎

「沒
有
希
望
」
的
同
一
天
，即
十
月



毛 澤 東 ：真 實 的 故 事 410

十
三
日
，
毛
澤
東
突
然
告
訴
羅
申
大
使，
「中
共
中
央
重
新
討
論
了
形
勢，
決
定
盡
管
中
國
軍
隊
非
常
缺
乏
武
器
裝
備， 

但
還
是
要
給
朝
鮮
同
志
提
供
軍
事
援
助。」
M他
把
同
樣
的
訊
息
傳
給
人
仍
在
莫
斯
科
的
周
恩
來。
羅
申
和
周
恩
來
迅
速 

通
報
蘇
聯
領
導
人
。
46

終
究
毛
澤
東
無
法
反
對
史
達
林，即

使
「領
袖
和
導
師
」
拒絕
提
供
空
中
掩
護，
也
必
須
在
最
後 

一
分
鐘
退卻
。
史
達
林
對
他
的
影
響
力
極
大
：
這
位
叱
咤
風
雲
的
克
里
姆
林
宮
獨
裁
者
的
陰
影
依
然
盤
旋
在
中
南
海。

得
到
羅
申
報
佳
音，
史
達
林
立
刻
命
令
金
日
成
「請
暫
緩
執
行
昨
天
發
給你
們
的
關
於
在
北
韓
進
行
疏
散
和
將
朝
鮮 

軍
隊
向
北
撤
退
的
電
報
」。
47
他
喜
不
自
勝
。
現
在
一
切
又
恢
復
原
定
計
劃
進
行。

六
天
後
-
解
放
軍
四
個
野
戰
軍、
三
個
砲
兵
師
在
彭
德
懷
統
率
下，
終
於
介
入
韓
戰
。
聯
合
國
部
隊
攻
勢
受
挫，
旋 

即
南
撤
，
不
久即
穩
住
局
勢。
南
韓
及
美
軍
開
始
堅強
抵
抗，
導
致
彭
德
懷
停
止
攻
勢。
兩
軍
大
致
沿
著
三
十
八
度
線
對 

時
。

中
國
軍
隊
初
期
的
成
功
讓
毛
澤
東
有
個
想
法，
甚
至
開
始
認為
如
果
像它
原
先
在
中
國
的
戰
爭
打
成
持
久
戰
的
話， 

或
許
會
打赢
這
場
戰
爭。
他
在
一
九
五
一
年
三
月
一
日
寫
信
給
史
達
林，
大
談
這
個
構
想。
史
達
林
這
方
面
則
堅
持
「不 

應
加
快
韓
戰
，
因為
持
久
的
戰
爭
第
一
能夠
使
中
國
軍
隊
在
實
戰
中
學
習
現
代
戰
爭.，第
二
將
會
動
搖
美
國
杜
魯
門
政
府 

和
打
破
美
英
軍
隊
的
軍
事
神
話
」
。48

一
九
五
一
年
二
月，
史
達
林
透
過
中
共
指
示
印
尼
共產
黨
發
動
武
裝鬥
爭
奪
取
政
權。
他
發
給
劉
少
奇
一
封
轉
交
印 

尼
共產
黨
中
央
委
員
會
的
電
報，強

調
「印
尼
共產
黨
最
近
的
將
來
之
根
本
任
務
」，
不
是
「『建
立
盡
可
能
最
廣
泛
的 

民
族
聯
合
陣
線
』
以
反
抗
帝
國
主
義，
『達
成
印
尼
的真
正
獨
立
』，
而
是
要
消
滅
封
建
的
土
地
財產
，
把
土
地
交
給
農 

民
」。
49

世
界
革
命
大
火
繼
續
延
燒。

史
達
林
和
毛
澤
東
都
不
介
意
戰
爭
造
成
生
靈
塗
炭。
毛
澤
東
在
三
月
一
日
同
一
封
信
中
向
「導
師
」
報
告
，
中
國
部 

隊
傷
亡
已
達
十
萬
人
-估
計
今
年
及
明
年
還
有
三
十
萬
名
傷
亡。
毛
澤
東
的
結
語
是
：
「因
此
，
我
們
還
將
需
要
三
十
萬 

人
補
充
兵
員
。」
50

他
彷
彿
說
的
不
是
人，
而
是
沒
有
生
命
的
統
計
單
位。

然
而
，
隨
著
時
間
流
逝
-
戰
爭
開
始
顯
得
沒
希
望。
中
國
人
民
志
願
軍
人
數
已
膨
脹
到
一
百
萬
(另
有
一
百
萬
人
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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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
運
送
補
給
到
朝
鮮
)，
使
得
中
國
大
失
血，
毛
澤
東
終
於
開
始
思
考
如
何
從
朝
鮮
脫
身。
一
九
五
一
年
初
夏，
他
開
始 

審慎
、
堅
持
地
在
函
電
中
向
史
達
林
試
探
這
個
想
法。
M可
是
史
達
林
不
同
意
結
束
戰
爭。
他
仍
然
需
要
戰
爭。
在
朝
鮮 

半
島
上
，
中
國
及
朝
鮮
部
隊
正
在
上
課
學
習
當
代
戰
爭，為
新
戰
爭
做
準
備，
甚
且
「在
整
個
遠
東
亞
洲
促
成
革
命
」， 

並

且
「強
化
歐
洲
社
會
主
義
」。

然
而
，
一
九
五
一
年
夏
天，
北
韓
也
開
始
醒
悟
戰
爭
必
須
結
束。
六
月
十
日，
在
毛
澤
東
同
意
下，
金
日
成
和
高
崗 

飛
往
莫
斯
科，
先
和
在
當
地
養
病
的
林
彪
會
合。
三
人
合
力
說
服
史
達
林，
同
意
與
敵
人
談
判
。
可
是
，
這
位
克
里
姆
林 

宮
獨
裁
者
沒
有
賦
與
金
日
成
和
毛
澤
東
簽
署
朝
鮮
和
平
協
定
的
權
力。
停
戰
談
判
從
一
九
五
一
年
七
月
十
日
開
始，
但
進 

展
遲
緩
，
戰
火
持
續
燃
燒
。

接
下
來
毛
澤
東
開
始
向
史
達
林
抱
怨，
戰
爭
引
起
經
濟
困
難。
例
如
，
一
九
五
一
年
十
一
月
十
四
日
他
寫
說
：

今
年
因為
抗
美
援
朝
的
關
係，
中
國
政
府
的
全
年
預
算
已
較
一
九
五
〇
年
預
算
增
加
了
六
〇
％
，
而
總
預
算
中
的
三 

二
％
均
直
接
用
於
朝
鮮
戰
場
，
蘇
聯
政
府
給
我
們
提
供
的
軍
事
貸
款尚
未
計
算
在内

。因
此
，
如
果
現
在
不
立即
採 

取
緊
縮
的
方
針
，
則
明
年
的
預
算
必
更
膨
脹，
財
政
必
受
影
響
，
物
價
必
大
波
動，
勢
必
使
前
方
戰
爭
大
不
好，
後 

方
建
設
亦搞
不
好
。採
取
這
種
方
針
，
正
是為
著
在
朝
鮮
談
判
中，
和
固
有
利
，
拖
也
不怕
，
而
打
下
去
一
定
能
打 

出
一
個
結
果
來，
國内
各
項
工
作
均
好
做，並
有
把
握
爭
取
政
治
和
經
濟
的
繼
續
穩
定
和
發
展
。
52

一
九
五
二
年
一
月，
消
息
傳
抵
莫
斯
科，
北
韓
百
分
之
十
的
人
民
正
陷
入
飢
饉，
到
了
四
、
五
月
，
大
部
分
農
民
都 

將
陷
入
飢
饉
。儘
管
中
國
國
內
糧
食
狀
況
十
分
不
理
想，
毛
澤
東
還
是
決
定
運
送
糧
穀
協
助
北
韓
人
民。
史
達
林
則
似
乎 

刻
意
裝
聾
扮
啞
。
一
九
五
二
年
八
月
二
十
日，
史
達
林
在
克
里
姆
林
宮
會
見
周
恩
來
及
中
國
代
表
團
其
他
團
員
時，
依
然 

強
硬
表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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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場
戰
爭
使
美
國
人
大
傷
腦
筋
。北
韓
除
了
死
傷
一
些
人，
沒
有
損
失
.
.
.
.
美
國
人
瞭
解
這
場
戰
爭
不
利，
他
們
必

須
終
止它
，
尤
其
是
情
勢
變清
楚，
我
們
的
部
隊
會
留
在
中
國
之
後
。現
在
需
要
堅
忍
不
拔
.
.
.
.
韓
戰
已
經
顯
示
美

國
的
衰
弱
.
.
.
.
美
國
人
根
本
沒
有
能
力
打
大
規
模
戰
爭，
尤
其
是
韓
戰
之
後
.
.
.
.
.美
國
打
不臝
小
朝
鮮
.
.
.
.
.他
們
已

失
去
打
大
規
模
戰
爭
的
能
力
。他
們
把
希
望
寄
託
在
原
子
彈
和
空
中
力
量
上
。但
是
，
打
勝
仗
不
能
光靠
它

；
需
要 

有
步
兵
，
可
是
他
們
沒
有
太
多
步
兵
，
而
且
他
們
的
步
兵
太
弱
。他
們
和
小
朝
鮮
作
戰
，
美
國
國内
已
經
有
人
在 

哭

。如
果
他
們
打
大
規
模
戰
爭，
會
是
什麼
狀
況
？
豈
不
是
人
人
都
要
哭
。
53

毛
澤
東
一
直
要
到
史
達
林
於
一
九
五
三
年
去
世，
才
得
以
「光
榮
」
地
從
這
一
困
局
脫
身。
朝
鮮
半
島
的
戰
爭
一
直 

是
中
國
嚴
峻
的
負
擔。
解
放
軍
再
也
打
不
起
這
樣
一
場
耗
費
不貲
的
戰
爭。
金
日
成
也很
高
興
能夠
終
止
戰
爭。
一
九
五 

三
年
三
月
十
一
日，
這
位
獨
裁
者
死
後
六
天，
率
團
到
莫
斯
科
悼
亡
的
周
恩
來，
向
馬
林
可
夫、
貝
利
亞
和
赫
魯
雪
夫
等 

蘇
聯
領
導
人
提
出
中
國
的
緊
急
要
求，
希
望
加
快
停
戰
談
判
。
蘇
聯
新
領
導
人
也
贊
成
結
束
戰
爭。
54
三
月
十
九
日，
蘇 

聯
部
長
會
議
決
議
變
更
史
達
林
路
線，
尋
求
退
出
朝
鮮
的
方
法。
55旲
斯
科
派
特
使
前
往
平
壤，
向
金
日
成
傳
達
蘇
聯
的 

新
指
令
。一

九
五
三
年
七
月
二
十
七
日
上
午
十
點，
北
韓
及
中
國
的
代
表，
與
聯
合
國
司
令
部
的
代
表，
簽
署
停
火
協
定。
中 

國
人
民
志
願
軍
停
留
在
朝
鮮，
直
到
一
九
五
八
年
十
月
才
因
金
日
成
的
壓
力，
調
回
中
國
。
56

根
據
官
方
資
料，
中
國
在
這
場
戰
爭
有
十
四
萬
八
千
人
陣
亡，
超
過
三
十
萬
人
負
傷、
被俘
或
失蹤
(根
據
其
他
資 

料
來
源
，
陣
亡
人
數為
十
五
萬
二
千
人，
或
甚
至
十
八
萬
三
千
人，
整
體
傷
亡
人
數
達
到
九
十
萬
人
)。
57
同
時
，
北
韓 

人
民
軍
陣
亡
五
十
二
萬
人，
南
韓
陣
亡
四
十
一
萬
五
千
人
•，
美
軍
傷
亡為
十
四
萬
二
千
人，
包
括
三
萬
六
千
五
百
一
十
六 

人
陣
亡
。
蘇
聯
陣
亡
人
數
兩
百
九
十
九
人，
包
括一

百
三
十
八
名
軍
官
和
一
百
六
十一

名
士
兵
。
人
數
最
多
的
受
害
者
是 

朝
鮮
半
島
的
人
民
.，根
據
不
同
的
資
料
-
死
難
者
有
三、
四
百
萬
人
。
58

毛
澤
東
的
長
子
毛
岸
英
也
在
韓
戰
中
陣
亡。
一
九
五
〇
年
夏
天
韓
戰
爆
發，
毛
岸
英
申
請
參
軍。
和
反
法
西
斯
戰
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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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期
一
樣
，
他
爭
取
到
第
一
線
去。
他
或
許
是
要
向
依
然
對
他
冷
淡
的
父
親
表
現。
總
之
，
他
到
了
朝
鮮
，
派
在
中
國
人 

民
志
願
軍
參
謀
本
部
任
職。
總
司
令
彭
德
懷
設
法
把
他
擺
在
身
邊，卻
無
法
保
護
他
不
受
傷
害。
一
九
五
〇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五
日
，
美
軍
空
襲
彭
德
懷
總
部，
毛
岸
英
被
炸
死，
年
僅
二
十
八
歲
。
同
一
天
，
彭
德
懷
就
上
報
告
給
毛
澤
東，
但
是 

毛
澤
東
的
秘
書
葉
子
龍
在
周
恩
來
同
意
下，扣
住
這
封
電
報。
隔
了
幾
天，
毛
澤
東
才
得
知噩
耗。

根
據
毛
澤
東
隨
扈
人
員
的
說
法，
他
沒
有
掉
眼
淚
。
葉
子
龍
說
：
「他
…
…
沒
有
任
何
表
情，
但
他
的臉
色
非
常
難 

看
。
他
向
我
擺
了
擺
手
說
：
『戰
爭嘛
，
總
會
有
犧
牲，
這
沒
有
什麼
！
』」S

後
來
和
彭
德
懷碰
面
時，
他
又
做
同
樣
的 

表
示
。
彭
德
懷
向
他
請
罪
：
「主
席
，你
把
岸
英
託
付
給
我，
我
沒
有
保
護
好
他
。
我
有
責
任
，
我
請
求
處
分
！
」
但
毛 

澤
東
只
是
閉
上
眼，
他
說
：
「打
仗
總
是
要
死
人
的
…
…
岸
英
是
一
個
普
通
戰
士，
不
要
因為
是
我
的
兒
子，
就
當
成
一 

件
大
事
。」S

可
是
，很
顯
然
他
受
到
的
打
擊
甚為
嚴
重。
一
連
多
日，
他
幾
乎
不
吃
東
西，
也
睡
不
著
覺
。
他
一
個
人 

坐
在躺
椅
上，
一
根
煙
接
一
根
煙
抽
個
不
停。

這
時
候
他
已
經
失
去
許
多
家
人。
他
最
小
的
弟
弟
毛
澤
覃
一
九
三
五
年
在閩
西
與
國
民
黨
作
戰
死
亡。
大
弟
弟
毛
澤 

民
一
九
四
三
年
在
新
疆
慘
死。
毛
澤
民
一
九
四
◦
年
到
新
疆
，
在
軍
閥
盛
世
才
手
下
工
作。
有
相
當
長
一
段
時
間，
盛
世 

才
以
史
達
林
朋
友
自
居，
甚
至
申
請
要
加
入
蘇
聯
共產
黨。
但
是
，
一
九
四
二
年
他
和
蘇
聯
斷絕
關
係，
顯
然
有
相
當
理 

由
懷
疑
共產
國
際
和
中
共
陰
謀
推翻
他。
盛
世
才抓
了
毛
澤
民
和
中
共
新
疆
黨
部
其
他
領
導
人，
打
入
大
牢
。
他
們
接
連 

好
幾
個
月
被
審
訊、
刑
求
，
一九
四
三
年
九
月
二
十
七
日
處
決
。
他
們
先
遭
警
棍
痛
毆，
再
遭
勒
殺
，
屍
體
塞
進
麻
布 

袋
，
埋
到
偏
僻
山
區
。
毛
澤
東
後
來
聽
到
謠
言
說，
三
天
後
，
盛
世
才
又
下
令
把
屍
身挖
出
來
拍
照，
再
把
照
片
送
交
宋 

美
齡
，
轉
呈
蔣
介
石
。
W

一
九
二
九
年
八
月，
毛
澤
東
的
堂
妹
毛
澤
建
死
在
國
民
黨
手
中，
一
年
三
個
月
之
後
楊
開
慧
也
死
了。
一
九
四
六
年 

六
月
，
毛
澤
覃
十
九
歲
的
獨
子
毛
楚
雄
被
殺。
楊
開
慧
的
堂
弟
楊
開
明
一
九
三
〇
年
在
長
沙
被
處
決.，
一
九
三
五
年
長
征 

途
中
，
毛
澤
東
又
失
去
一
個
舅
子
——

賀
子
珍
的
小
弟
賀
敏
仁
因
褻
瀆
喇嘛
廟，
被
藏
人
所
殺
。

毛
澤
東
兩
個
弟
弟
的
家
人，
只
有
毛
澤
民
的
子
女
活
下
來
：
女
兒
毛
遠
志
(元
配
所
生，
比
毛
岸
英
大
一
歲
)、
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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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毛
遠
新
。
毛
遠
新
一
九
四
一
年
二
月
十
四
日
在
新
疆
出
生
；
前
不
久
，
好
色
的
毛
澤
民
才
剛拋
棄
第
二
任
妻
子
錢
希 

鈞
，另
娶
新
歡
。
他
的
第
三
任
妻
子
朱
旦
華
和
江青
一
樣，
演
員
出
身
。
一
九
四
三
年
二
月，她

被
捕
，
與
小
兒
子
一
起 

關
在
牢
裡
。
一
直
要
到
一
九
四
六
年
五
月她
才
獲
釋
•，
七
月
間
，
帶
著
毛
遠
新
到
達
延
安，
投靠
毛
澤
東
。
毛
澤
東
對
比 

女
兒
李
訥
小
半
歲
的
小
侄
子很
親
善。
他
或
許
覺
得
有
責
任
比
對
自
己
子
女
更
關
心
毛
遠
新。
他
也
關
心
侄
女
毛
遠
志， 

但她
已
經
長
大
。她
在
一
九
四
五
年
結
婚，一

年
後
生
下
兒
子，
因
此
毛
澤
東
也
開
始
有
當
了
爺
爺
的
感
覺。
從
一
九
五 

一
年
起，
毛
遠
新
在
伯
父
照
料
下
長
大。
朱
旦
華
改
嫁，
與
新
婚
丈
夫
在
南
昌
工
作，
把
兒
子
交
給
毛
澤
東，
江青
要
他 

住
進
中
南
海
。

毛
澤
東
失
去
長
子
之
痛
其
實
一
直
揮
之
不
去，即
使
自
己
的
女
兒、
幼
子
和
鍾
愛
的
侄
子
也
減
緩
不
了
傷
痛。
彷
彿 

他
和
已
逝
的
長
子
仍
有一

線
牽
連
，
不
時啃
噬
著
他。

毛
岸
英
的
死，
對
岸青
的
衝
擊
最
大。
他
們俩
情
逾
手
足，
對
死
去
的
母
親
哀
痛
逾恆
，
對
童
年挨
餓
受
苦、
從
香 

港
跋
涉
到
莫
斯
科、
住
進
國
際
兒
童
院、
與
賀媽
媽
一
起
住
等
等
有
共
同
的
記
憶。
毛
岸青
是
個
非
常
神
經
質
的
年
輕 

人
，很
容
易
焦
慮，
心
理並
不
平
衡。
當
他
的
母
親
被
捕
時，
士
兵
痛
打
他
的
腦
袋
留
下
後
遺
症。
哥
哥
一
死，
使
他
崩 

潰
。
他
失
眠
，
開
始
繞
室
急
走、
自
言
自
語
。
不
久
，
醫
生
診
斷
說
他
得
了
精
神
分
裂
症。
毛
岸青
無
法
工
作，
毛
澤
東 

送
他
到
蘇
聯
治
病，
但
一
直
治
不
好。
回
國
後
，
他
被
送
到
大
連
軍
方
的
療
養
院。
他
的
寡
嫂
劉
松
林，
帶
著
妹
妹
邵
華 

照
料
他
。
一
九
六
〇
年，
毛
岸青
和
邵
華
結
婚。
兩
年
後
，
他
們
回
到
北
京
。
毛
岸青
病
情
開
始
好
轉，
但
從
來
沒
能
完 

全痊

癒
。
62

毛
澤
東
當
然為

兒
子
生
病
煩
憂
，
甚
至
更
加
失
望
。
他
痛
苦
地
說
：
「『始
作
俑
者
，
其
無
後
乎
』
；
我
無
後

乎
9.
.
我
一
個
兒
子
打
死
了，
一
個
兒
子瘋
了，
我
看
是
沒
有
後
的
。」
M其
實
，
他
一
如
往
常，
沒
時
間搞
感
情。

權
力
和
政
治
取
代
了
他
的
親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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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十
六
章

新
民
主
主
義
的
矛
盾

毛
澤
東
希
望
中
國
快
速
發
展
成為
現
代
社
會
主
義
國
家。
但
是
在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初
年，
史
達
林
的
生
性
多
疑、 

亟
欲
主
宰
一
切
的
心
態，
加
上教
條
主
義
作祟
，
限
制
住
他
提
供
蘇
聯
援
助
給
中
國。即
使
他真
心
希
望
多幫
忙，
被
戰 

爭
拖垮
的
蘇
聯
經
濟
也
不
允
許
他
大
幅
增
加
對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的
援
助。
然
而
，
我
們
從
現
有
的
文
件
看
到，
促
使
史 

達
林
限
制
對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援
助，
政
治
因
素
大
於
經
濟
因
素。
蘇
聯
外
貿
部
副
部
長
康
士
坦
丁 
•柯
瓦
爾(K

onstantin 

K
oval)

有
關
史
達
林
和
周
恩
來
一
九
五
二
年
八、
九
月
間
談
判
經
過
的
回
憶，
就很
鮮
明
。
1當
周
恩
來
表
示，
「你
來 

協
助
我
們
建
設
社
會
主
義
中
國，
我
們
將
協
助你
建
設
共產
主
義
的
蘇
聯
」
時
，
史
達
林
沒
理
他
。
2史
達
林
也
不
贊
成 

中
國
想
要
起
草
一
九
五
一
至
五
五
年
的
五
年
計
劃，
認為
那
是
不
切
實
際
的
事。
？從
一
九
五
〇
年
二
月
十
四
日
簽
訂
的 

協
定
看
，
他
提
供
給
人
民
共
和
國
分
期
五
年、
以
優
惠
的
年
利
率
一 
％
計
算
的
三
億
美
元
融
資
之
財
務
援
助。
4
沒
錯
， 

這
是
毛
澤
東
開
口
要
求
的
數
字，
而
且
又
是
「我
們
最
好
是
現
在
少
借
點、
而
且
多
延
個
幾
年
」。
5但
是
史
達
林
日
後 

並
沒
有
再
多
借，
而
且
在
韓
戰
期
間，
中
方
被
迫
把
貸
款
用
在
購
買
蘇
聯
武
器。
當
然
，
中
方
認為
這
樣
不
公
平，
因為
 

貸
款
原
本
說
是
要
用
以
協
助
解
決
國
內
經
濟
問
題，
何
況
中
方
也
認為
他
們
參
加
韓
戰
是
在
盡
「國
際
義
務
」
。"

到
了 
一
九
五
三
年
三
月
五
日
史
達
林
過
世
時，
蘇
聯
政
府
只
正
式
批
准
了
北
京
所
提
議
的
一
百
四
十
七
項
工
業
計
劃 

當
中
的
五
十
項，
？而
且它
慢
條
斯
理，
不
急
著
履
行
這
些
承
諾
。
8史
達
林
拒絕
中
方
一
切
加
速
援
助
步
伐
的
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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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再
地
建
議
中
共
領
導
人
不
要強
行
推
動
現
代
化。
一
九
五
二
年
九
月
三
日
與
周
恩
來
會
面、
討
論
擬
訂
的
五
年
計
劃 

時
，
史
達
林
表
達
不
滿
中
方
希
望
訂
下
工
業
年
成
長
率為
二
〇
％
。
他
不
能
同
意，
因為
，
根
據
官
方
統
計，
蘇
聯
在
第 

一
個
五
年
計
劃
期
間
的
經
濟
成
長
率
只
有
一
八
•五
％
。
①
基
於
競
爭
的
理
由，
史
達
林
建
議
周
恩
來
將
整
體
成
長
率
調 

降
到
一
五
%
,

也
同
意
作為
宣
傳
口
號，
考
慮
訂
下
二
〇
%
的
年
成
長
率
。
？ 
一
九
五
三
年
二
月
初，
蘇
聯
國
家
計
劃
委 

員
會
主
席
米
海
爾
•薩
布
羅
夫(M

ikhail saburov)

交
給
來
到
莫
斯
科
的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財
經
委
員
會
副
主
任
李
富 

春
一
套
蘇
聯
專
家
對
中
方
五
年
計
劃
草
案
的
建
議。
薩
布
羅
夫
循
著
史
達
林
的
訓
示，
建
議
中
國
同
志
訂
下
更
低
的
工
業 

成
長
率
，
只
在
一
三
.
五
％
至
一
五
％
之
間
。S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政
務
院
被
迫
同
意。
i 1
取
後，
中
方
將
年
工
業
成
長 

率
訂
在
一
四
.
七
％
。
U

史
達
林
藉
著
一
九
五
二
年
十
月
蘇
聯
共產
黨
第
十
九
次
全
國
代
表
大
會舉
行，
接
見
前
來
莫
斯
科
的
劉
少
奇，
他
又 

表
示
莫
斯
科
對
中
國
建
設
社
會
主
義
的
謹慎
態
度。
劉
少
奇
時
任
中
共
中
央
政
治
局
委
員、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中
央
人
民 

政
府
副
主
席
。
這
一
次
，
史
達
林
堅
決
反
對
毛
澤
東
一
個
月
前
在
中
共
中
央
書
記
處
開
會
時
首
度
提
出
的
構
想
——

要
在 

十
至
十
五
年
內
實
現
中
國
農
民
的
合
作
化
和
集
體
化。2

劉
少
奇
是
在
報
告
中
共
中
央
的
政
策
時，
告
訴
史
達
林
這
件 

事
。
M劉
少
奇
一
九
五
三
年
十
一
月
和
蘇
聯
大
使
瓦
西
里
•庫
玆
涅
佐
夫(V

asily K
uznetsov)

談
話
時
，
回
憶
起
「史 

達
林
同
志
建
議
他
不
要
急
於
建
立
農
業
合
作
社
和
集
體
農
莊，
因為
中
國
的
現
狀
要
比
蘇
聯
集
體
化
時
期
的
情
況
好
得 

多
」。
U劉
少
奇
把
史
達
林
的
意
見
回
報
北
京，
毛
澤
東
被
迫
要
尊
重
這
個
建
言。

但
是
毛
澤
東並
非
一
直
都
遵
循
史
達
林
的
指
令。
一
九
四
九
年
至
一
九
五
三
年
間，
他
主
動
採
取
一
系
列
行
動，
加 

速
中
國
的
史
達
林
化。
宣
布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建
政、
又
把
國
民
黨
殘
餘
軍
隊趕
到
台
灣
之
後，
中
共
政
權
繼
續
以
軍
事 

行
動
對
付
在
內
戰
期
間並
未
持
續
支
持
國
民
黨
的
各
種
社
會
勢
力。
其
中
包
括
傳
統
的
地
方
菁
英，
某
些
地
方
權
力
結
構 

的
代
表
；
這
些
人
在
國
共
內
戰
期
間
袖
手
旁
觀，
靜
待
風
波
定
調
。
完
全
擊
敗
國
民
黨
之
後，
毛
澤
東
逐
漸、
但
堅
定
地 

開
始
在
地
方
層
級
建
立
他
的
權
力，
換
掉
地
方
菁
英，並
在
建
構
新
的
權
力
機
關
時
代
之
以
親
共
的
支
持
者。

現
在
，
中
國
共產
黨
遭
遇
來
自
其
社
會
敵
人
激
烈
的
抗
拒，
內
戰
呈
現
群眾
性
格，
影
響
到
千
百
萬
人
。
根
據
可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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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保
守
的
官
方
數
字，
到
了 
一
九
五
一
年
底，
兩
百
多
萬
人
在鬥
爭
過
程
中
喪
生。另
外
兩
百
萬
人
被
關
進
牢
房
或
打
入 

勞
改
營
。
,16
追
場
戰
爭
持
續
下
去，
但
是
官
方
不
再
發
布
受
害
人
數
的
統
計
數
字。
根
據
俄
國
的
中
國
事
務
專
家
戈
巴
契 

夫
上
校(colonel B. N. G

orbachev)

蒐
集
的
資
料，
人
民
解
放
軍
三
十
九
個
軍
團、即

一
百
四
十
多
個
師、
約
一
百 

五
十
萬
兵
力，
參
與
這
些
戰鬥
。
i7
取
殘
酷
的
一
幕即
是
肅清
內
戰
期
間
投
向
共產
黨
的
前
國
民
黨
官
兵
這
些
不
可靠
的 

分
子
。
根
據
華
北
軍
區
司
令
員
顧
問
喬
治
•謝
米
諾
夫
將
軍(G

eneral G
eorgii Sem

enov)

的
回
憶
，
北
平
防
衛
司
令 

傅
作
義
開
城
迎
接
解
放
軍，
在
「和
平
時
期
」
光
從
他
的
部
屬
中
就
「揪
出
」
兩
萬
兩
千
零
一
十
四
名
罪
犯，
經
由
政
委 

審查
，
其
中
一
千
二
百
七
士 
一
人
立即
槍
斃、
一
千
四
百
一
十
五
人
判
處
「死
緩
」，另
六
千
二
百
二
十
三
人
流
放
。2 

令
情
勢
更
加
複
雜
的
是，
在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建
政
頭
幾
年，並
沒
有
制
定
民
法、
處
理
民
事
犯
罪
。
一
九
四
九
年
至
一 

九
五
四
年
間，
中
國
共產
黨靠
政
治
運
動
和
群眾
動
員
治
理
國
家。

農
業
改
革
期
間
最
尖
銳
的鬥
爭
發
生
在
農
村
地
區。
到
了
一
九
四
八
年，
毛
澤
東
已
經
收
起
土
地
重
分
配，
以
及
減 

租
、
減
息
的
口
號，
因
而
替
黨
爭
取
到
農
村
地
主
的
中
立，
使
國
民
黨
與
其
社
會
根
源
孤
立，
加
速
國
民
黨
的
失
敗。
儺 

牌
算
帳
的
日
子很
快
就
到
來。
過
了
大
約
三
年
時
間，
中
國
共產
黨
逐
漸
從
北
往
南
執
行
其
實
應
該
稱
作
「從
上
往
下
」 

的
農
業
革
命
之
農
業
改
革
。
由
於
農
民
消
極、
被
動
，
中
央
每
年
派
出
大
約
三
十
萬
個
由
黨
工
幹
部
組
成
的
工
作
組
下 

鄉
，
組
織
農
民
協
會，
扶
植
新
的
地
方
菁
英，並
且
嚴
懲
被
貼
上
地
主
及
反
革
命
分
子
標
籤
的
人。
農
村
成
立
人
民
法 

庭
，
有
權
判
處
犯
人
死
刑。
許
多
人
因
抗
拒
不
從，
遭
到
槍
決
或
打
入
集
中
營。儘
管
共產
黨
號
稱
保
護
富
農，
富
農
人 

數卻
大
幅
下
降。
農
村
的
權
力
及
若
干
經
濟
特
權
落
到
新
興
的
「共產
黨
」
菁
英
手
中
。

農
村
富
人
被
消
滅
後，
城
市
地產
所
有
人
成為
下
一
個
目
標。
一
九
五
一
年
十
二
月，
毛
澤
東
發
動
運
動，
直
接
衝

①
原
書
註
：
根
據
大
多
數
西
方
專
家
的研
究，
蘇
聯
在
第
一
個
五
年
計
劃
期
間，
工
業
年
成
長
率為
一
二
％

。然
而
，
史
達
林
不
會
信
任
西
方
的
統
計 

數
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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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
資產
階
級
：
「三
反
」
運
動
針
對
貪
瀆
官
員、
「五
反
」
運
動
針
對
民
間
創
業
人
。
②
城
裡
也
設
立
人
民
法
庭，
有
權 

判
處
犯
人
死
刑
。
公
審舉
行
後，
經
常
就
是
當
場
公
開
處
決。
針
對
資產
階
級
主
要
的
壓
迫
方
式，
就
是
課
以
高
得
不
得 

了
的
懲
罰，
嚴
重
減
弱
他
們
的
經
濟
地
位。
結
果
是
到
了
一
九
五
二
年
九
月，
毛
澤
東
得
以
在
中
共
中
央
書
記
處
的
會
議 

宣
布
，
國
家
對
工
業
的佔
比為
六
七
.
三
％
、
對
貿
易
的佔
比為
四
〇
％
;
因
此
，
社
會
主
義
部
門佔
了
中
國
經
濟
支 

配
、
領
導
的
地
位
。
U

逐
漸
地-

知
識
分
子
成為
意
識
型
態
運
動
的
目
標。
一
九
五
一
年，
在
毛
澤
東
倡
議
下，
以
討
論
電
影
《武
訓
傳
》 

為

名
義
，
展
開
灌
輸
馬
克
思
主
義
的
運
動。
這
部
電
影
講
的
是
十
九
世
紀
相
當
著
名
的教
育
家，
赤
貧
出
身
、
辛
苦
辦
學 

的
故
事
。
江青
自
命為
電
影
藝
術
專
家，
對它
很
不
以為
然。她
向
毛
澤
東
說
：
「繼
續
推
崇
武
訓
是很
危
險
的
-
因為
 

他
的
行為
牴
觸
目
前
國
家
重
要
任
務.•即
打
倒
地
主
階
級、
埋
葬
儒
家
學
者、
撲
滅教
育
可
以
化
解
階
級
矛
盾、
導
致
社 

會
與
政
治
成
功
的
…
…
改
良
派
思
想
。」
20
毛
澤
東
同
意她
的
見
解
。
運
動
迅
速
變
質為
從
意
識
型
態
上
譴
責
異
議
分 

子
，
變
成
改
造
知
識
分
子
意
識
型
態
的
運
動，
在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精
神
生
活
的
發
展
扮
演
邪
惡
的
角
色
的
意
識
型
態
暴 

政
方
法
，
此
時
已
明
顯
露
出
跡
象。

根
據
某
些
資
料，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建
政
頭
幾
年
的
這
些
運
動，
四
百
多
萬
個
「反
革
命
分
子
」
受
到鎮
壓
。
U執 

政
黨
本
身
也
沒
有躲
過
此
一
尖
銳
的鬥
爭。
一
九
五
一
年，
毛
澤
東
已
經
決
定
展
開
中
國
共產
黨
黨
員
黨
籍
總
檢查
、
再 

登
記
，它

導
致
「清
除
」
異
己
。
到
了
一
九
五
三
年，
一〇
％
的
黨
員
被清
除
出
黨。

然
而
在
新
民
主
主
義
時
期
(本
意即
是
作為
走
向
社
會
主
義
的
過
渡
時
期
)，並
非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所
有
的
領
導 

人
都
贊
同
毛
澤
東
的
政
策。
幾
位
高
階
領
導
人
對
新
民
主
主
義
的
解
讀，
和
毛
澤
東並
不
相
同。
劉
少
奇
是
其
中
最
重
要 

的
一
員
。
我
們
知
道
，
早
在
一
九
四
九
年，
史
達
林
就
接
到
中
共
中
央
政
治
局
委
員、
東
北
人
民
政
府
主
席
高
崗
的
密 

報
；
高
崗
指
控
劉
少
奇
犯
了
「右
傾
偏
差
」
和
「高估
中
國
資產
階
級
」
的
錯
誤
。
高
崗
的
某
些
說
法
(雖
然
沒
有
直
接 

道
及
高
崗
的
名
字
)，
包
含
在
柯
瓦
列
夫
呈
給
史
達
林
的
一份
重
要
機
密
報
告
〈關
於
中
共
中
央
政
策
與
實
際
情
況
若
干 

問
題
〉
當
中
。
這份
報
告
也
包
含
了
對
周
恩
來，
以
及
彭真
、
李
富
春
、
李
立
三
、
③
薄
一
波
和
林
楓
等
中
央
委
員
的
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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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
。
22
然
而
，
史
達
林並
沒
有
完
全
接
受
這
些
指
控，
還
說
：
「關
於
中
國
民
主
黨
派
以
及
需
要
和
其
領
導
人
算
帳
的
問 

題
，
高
崗
同
志
…
…
錯
了
，
周
恩
來
同
志
和
劉
少
奇
同
志
肯
定
是
對
的。」
史
達
林
在
莫
斯
科
近
郊
的
別
墅
和
毛
澤
東
有 

過
一
次
談
話，
他
甚
至
把
柯
瓦
列
夫
報
告
的
副
本，
以
及
得
自
柯
瓦
列
夫
和
高
崗
的
某
些
文
件
之
副
本，
交
給
毛
澤
東
過 

目
。
M柯
瓦
列
夫
此
時
正
在
住
院，
從
毛
澤
東
的
私
人翻
譯
師
哲
口
裡
獲
悉
此
事
(史
達
林
、
毛
澤
東
會
談
時，
師
哲
就

在
現
場
)
。24

毛
澤
東
把
史
達
林
的
行為
視為
他
「不
信
任
、
猜
疑
」
中
共
中
央
的
又
一
項
證
明。
25
史
達
林
的
行
動
或
許
還
有
別 

的
動
機
。
首
先
-
他
或
許並
不
相
信
高
崗丄

n

向
崗
以
前
就
提
供
給
他
有
關
中
共
某
些
領
導
人
的
消
息，
但
情
報
似
乎
可 

疑
。
這
個
中
共
區
域
領
導
人
「揭
發
」
的
人
物
當
中
就
有
毛
澤
東。
例
如
，
一
九
四
九
年
底，
高
崗
透
過
柯
瓦
列
夫
通
報 

史
達
林
，
毛
澤
東
和
他
在
中
國
共產
黨
內
的
人
馬
有
反
蘇
及
「右
傾
托
洛
茨
基
派
」
的
傾
向
。
26

雖
然
是
以
「有
節
制
、 

審慎
的
方
式
」
表
達
，
高
崗
和
一
九
五
二
年
取
道
東
北、
要
回
蘇
聯
，
順
路
來
訪
的
尤
金
談
話
時，
又
再
次
指
控
中
共
領 

導
人
。
27
史
達
林
可
能
把
這
些
指
控
當
作
是
中
共
黨
內
又
在鬥
爭
的
證
明，
沒
太
注
意它
們。

其
次
，
從
一
九
四
九
年
夏
天
起，
史
達
林
對
高
崗
非
常
失
望。
劉
少
奇
率
領
代
表
團
訪
問
莫
斯
科，
與
克
里
姆
林
宮 

領
導
人
開
會
時，
身為
中
方
團
員
的
高
崗，
其
行為
被
史
達
林
認為
非
常
不
得
體。
高
崗為
了
炫
示
效
忠，
當
著眾
人
之 

面
提
出
牽
涉
甚
廣
的
提
議，
包
括
蘇
聯
應
該
增
加
駐
大
連
的
部
隊
之
兵
力、
派
海
軍
進
駐青
島，
而
且
最
重
要
的
是，
東 

北
應
加
入
蘇
聯，
成為
一
個
加
盟
共
和
國。
史
達
林很
不
高
興，
打
斷
他
的
話，
稱
他為

「張
作
霖
同
志
」
28
(張
作
霖 

是
中
國
軍
閥，
不
聽
中
央
政
府
號
令，
獨
立
統
治
東
北
直
到
一
九
二
八
年
)。
④

② 

譯
按
：
「五
反」即
反
地
、富
、反
、右
、壞(地
主
、富
農
、反
革
命
分
子
、右
派
、壞
人
)
。

③ 

原
書
註
：
一
九
四
五
年
六
月，
中
國
共
產
黨舉
行
第
七
次
全
國
代
表
大
會，
在
毛
澤
東
提
議
下
，
李
立
三
當
選為
中
央
委
員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李 

立
三
當
時
人
在
莫
斯
科
，
甚
至
因為
早
先
被
開
除
黨
籍，
連
黨
員
資
格
都
不
具
備
。但
是
毛
澤
東為
表
示舉
黨
團
結，
因
此
寬
恕
了
李
立
三
。

④ 

原
書
註
：
柯
瓦
列
夫
誤
說它
發
生
在
一
九
四
九
年
七
月
二
十
七
日
政
治
局
擴
大
會
議
上
。可
是
，
七
月
二
十
七
日
，
政
治
局並
沒
有
開
會，
而
是
史 

達
林
、布
爾
加
寧
和
維
辛
斯
基，
與
劉
少
奇
、高
崗
和
王
稼
祥
會
面
，
交
換
意
見
。政
治
局
會
議
是
在
七
月
十
一
日舉
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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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
如
果
史
達
林
相
信
他
收
到
的
情
資，
他
或
許
會
認為
劉
少
奇
的
「偏
差
」
會
有
用
處，
因為
它
會
有
助
於
他 

本
身
想
要
「防
堵
」
毛
澤
東
激
進
主
義
的
政
策。

最
後
，
高
崗並
非
史
達
林
在
中
共
領
導
人
圈
中
唯
一
的
消
息
來
源。
根
據
某
些
資
料，
劉
少
奇
本
人
也
提
供
一
些
機 

密
情
資
給
史
達
林
。
蘇
聯
國
家
安
全
部
(
M 
G 
B 
)前
任
官
員
彼
得
•德
里
亞
賓(Petr D

eriabin)

聲
稱
，
劉
少
奇
一 

九
三
〇
年
代
以
中
華
全
國
總
工
會
派
駐
赤
色
職
工
國
際
代
表
身
分
在
莫
斯
科
工
作
時，
就
開
始
替
蘇
聯
特
務
機
關
效
力。 

劉
少
奇
在
一
九
四
〇
年
代
繼
續
提
供
資
料
給
史
達
林。
29
如
果
德
里
亞
賓
的
說
法
正
確
無
誤，
那麼
就
可
以
合
邏
輯
地
推 

論
，
對
於
史
達
林
來
講，
劉
少
奇
的
價值
高
於
高
崗，
畢
竟
他
是
中
國
共產
黨
內
地
位
僅
次
於
毛
澤
東
的
第
二
號
人
物。 

犧
牲
掉
高
崗，
史
達
林
可
以強
化
他
更
重
要
的
線
民
之
地
位。

不
管怎
麼
說，
高
崗
說
對
了
。
中
國
共產
黨
領
導
圈
對
「新
民
主
主
義
」
這
個
問
題
意
見並
不
一
致。
毛
澤
東
已
經 

拋

棄
「新
民
主
主
義
」
這
個
字
詞
，
而
中
共
其
他
若
干
領
導
人
仍
繼
續
使
用
「新
民
主
主
義
革
命
」
這
個
詞
彙
。
周
恩
來 

和
劉
少
奇
顯
然
把
史
達
林
勸
告
中
國
應
該
逐
漸
過
渡
到
社
會
主
義，很
認真
地
當
作
一
回
事，
因
此
才
會
大
談
新
民
主
主 

義
國
家
、
建
設
新
民
主，
或
是
文
藝
的
新
民
主
主
義
趨
勢
等
等。
30

他
們
在
當
時
構
成
對
毛
澤
東
審慎
的
反
對，
而
毛
澤 

東
則
以
最
極
端
激
進
的
方
式
詮
釋
新
民
主
主
義。

這
正
是
這
幾
年
中
共
政
策
不
時
出
現
矛
盾
的
原
因。
社
會
要
民
主
轉
型
的概
念
反
映
在
統
一
戰
線
的
「共
同
綱
領
」 

上
。
統
一
戰
線
組
織
上
的
具
體
代
表
就
是
中
國
人
民
政
治
協
商
會
議，
中
共
於
一
九
四
九
年
九
月
底
在
北
京
召
集
開
會。 

中
國
人
民
政
治
協
商
會
議
作為
統
一
戰
線
的
代
表
組
織，
承
擔
起
制
憲
會
議
的
功
能，
推
毛
澤
東為
主
席。
中
國
共產
黨 

以
中
國
人
民
政
治
協
商
會
議
的
名
義，
建
立
新
的
國
家
權
力
機
關，
通
過
共
同
綱
領，它
成為
新
的
國
家
當
局
綱
領
性
的 

主
要
文
件
，
功
能
有
如
臨
時
憲
法。
共
同
綱
領
宣
示
民
主
價值
，
但
是強
調
中
國
共產
黨
在
多
黨
制
下
的
領
導
角
色
•，總 

共
有
八
個
政
黨
承
認
中
國
共產
黨
的
領
導
角
色，
取
得
合
法
地
位。
共
同
綱
領
保
障
人
民
有
權
利
擁
有
私
有
財產
，它
也 

有
支
持
民
間
民
族
資
本
家
的
條
款，
以
及
勞
資
關
係
互
惠
的
規
定。
共
同
綱
領
也
宣
布
國
家
民
主
發
展
的
政
策。
以
社
會 

主
義
重
新
建
設
中
國
社
會
的概
念，
完
全
沒
有
出
現
；
「社
會
主
義
」
這
個
字
詞
更
是
毫
無蹤
影
。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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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
業
改
革
法
由
政
府
在
一
九
五
〇
年
六
月
二
十
八
日
通
過，它
也
完
全
符
合
人
民
民
主
的
精
神。
土
地
作為
私
有
財 

產
、
授
與
農
民
，
富
農
經
濟
保
留
下
來
。
32

劉
少
奇
一
九
五
◦
年
六
月
向
中
國
人
民
政
治
協
商
會
議
全
國
委
員
會
做
報
告 

時
說
：
「我
們
所
採
取
的
保
存
富
農
經
濟
的
政
策，
當
然
不
是
一
種
暫
時
的
政
策，
而
是
一
種
長
期
的
政
策
。
這
就
是 

說
，
在
整
個
新
民
主
主
義
的
階
段
中，
都
是
要
保
存
富
農
經
濟
的
。
」
M

新
政
府
的
政
策
得
到
民
主、
愛
國
人
士
的
支
持。
他
們
歡
迎
全
民教
育
制
度
的
改
造
與
發
展，
其
目
標
是
消
除
(或 

者
更
準
確
地
說
，
是
「降
低
」
)
文
盲
，
開
辦
新
的
高
等教
育
機
構，
設
立
前
提
條
件、
促
進
民
主
化，
培
訓
科
學
家
， 

並
且
建
立
一
套
現
代
科
學
機
構
的
系
統。
34

一
九
五
〇
年
通
過
的
婚
姻
及
家
庭
法
得
到
廣
大
的
民眾
支
持
；它
提
供
女
性 

完
全
的
民
權，
目
標
是
要
達
成
女
性
的真
正
平
等。
M中
國
老
百
姓
對
於
新
政
府
的
對
外
政
策
獨
立
而
又強
硬
(尤
其
是 

朝
鮮
和
西
藏
)，
⑤
印
象
特
別
深
刻
。

一
九
四
九
年
至
一
九
五
三
年
間，
不
僅
劉
少
奇
和
周
恩
來，
連
陳
雲
和
其
他
幾
位
中
共
領
導
人
也
對
新
民
主
主
義
表 

達
了
溫
和
的
看
法
；即
使
在
和
其
他
國
家
共產
黨
代
表
非
官
式
談
話
時，
也
會
如
此
表
露
意
見。
36

這
些
領
導
人
會悄
悄
 

反
對
毛
澤
東
，
是
因為
有
史
達
林為
靠
山
.，史
達
林
不
是
說
不
要
急
著
建
設
社
會
主
義嗎
？
此
一
政
治
支
持
特
別
的
重 

要
，
先
不
問
其真
正
目
標
是
什麼
，
因為
它
對
他
們
付
諸
實
行
的
想
法
提
供
了
意
識
型
態
的
基
礎。
史
達
林
的
立
場
也
對 

毛
澤
東
及
其
同
志
發
揮
影
響
力，
他
們
沒
有
別
的
選
擇，
只
能
服
從
「老
大
哥
」
的
觀
點
。
劉
少
奇
在
和
毛
澤
東
討
論 

時
，
說
不
過
毛
澤
東，
竟
然
在
一
九
五
三
年
十
一
月
和
蘇
聯
大
使
談
話
時，
想
搬
出
史
達
林
來
替
他撐
腰。

毛
澤
東
和
他
的
對
手
都
接
受
社
會
主
義
的
理
想，
他
們
不
同
的
只
是
達
成
社
會
主
義
理
想
的
方
法。
以
下
是
幾
個
例 

子
。
一
九
五
一
年
春
天，
山
西
省
委
書
記
提
議
加
快
農
村
合
作
化
的
步
伐。
劉
少
奇
不
僅
在
中
央
宣
傳
會
議
上
批
評
這
些 

想
法
，
還
在
一
九
五
一
年
七
月
以
中
共
中
央
名
義
發
布
一份
文
件，
指
責
山
西
省
委
的
做
法
是
「錯
誤
的
、
危
險
的
、
空 

想
的
農
業
社
會
主
義
思
想
」。
可
是
，
毛
澤
東
保
護
地
方
上
這
些
積
極
分
子，
兩
個
月
後
推翻
劉
少
奇
所
下
達
的
文
件。
37

⑤
原
書
註
：
西
藏
在
國
民
政
府
時
期
保
有
正
式
獨
立
的
地
位，
解
放
軍
於
一
九
五
〇
至
五
一
年
間
將它
征
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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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九
五
二
年
十
二
月，
周
恩
來
主
持
政
務
會
議，
通
過
由
財
政
部
長
薄
一
波
所
擬
定
的
新
稅
制
草
案。它
的
主
要
創
新即
 

是
所
有
各
種
財產
都
得
統
一
上
稅。
國
家
和
合
作
社
財產
失
去
稅
負
優
待，
民
間
資
本
家
得
到
有
利
的
條
件
可
以
競
爭。 

這
項
稅
法
草
案並
未
經
由
中
共
中
央
審
批，
毛
澤
東並
不
知
情。
不
久
之
後，
毛
澤
東
在
一
九
五
三
年
一
月
十
五
日
憤
怒 

地
發
了
一
封
信
給
政
務
院
領
導
人
——

周
恩
來
、
陳
雲
、
鄧
小
平
和
薄
一
波
——

宣
稱
他
們
想為
民
營
企
業
復辟
創
造
條 

件
是
錯
誤
的
。
38

這
場
爭
議
導
致
對
不
同
意
毛
澤
東
路
線
的
人
士
發
動
激
烈
的
意
識
型
態、
政
治鬥

爭
。
二
月
中
旬，
毛 

澤
東
在
武
漢
與
中
共
中
央
中
南
局
領
導
人
非
正
式
談
話
時
提
到
•
•「有
人
說
『要
鞏
固
新
民
主
主
義
秩
序
』，
還
有
人
主 

張
『四
大
自
由
』
(即
農
民
有
借
貸、
租
佃
、
雇
工
、
貿
易
的
自
由
)。
我
看
都
是
不
對
的
。
新
民
主
主
義
是
向
社
會
主 

義
過
渡
的
階
段
。
」
39

到
了
一
九
五
三
年
夏
天，
毛
澤
東
對
付
黨
內
「溫
和
派
」
領
導
人
的鬥
爭
加
劇。
意
識
型
態
辯
論
於
全
國
財
經
工
作 

會
議
上
達
到
最
高
潮
。
幾
乎
全
國
黨、
政
高
層
官
員
全
都
出
席
了
六
月
十
四
日
至
八
月
十
二
日
在
北
京舉
行
的
這
項
會 

議
。
會
議
主
旨
說
是
要
討
論
新
稅
制，
事
實
上它
討
論
的
是
中
國
共產
黨
整
個
政
治
策
略。
除
了
周
恩
來
和
鄧
小
平，
高 

崗
也
是
會
議
主
席。儘
管
毛
澤
東
個
人
不
喜
歡
高
崗，
但
是
就
意
識
型
態
而
言，
他
們
兩
人
非
常
接
近，
而
高
崗拚
了
全 

力詆
毀
劉
少
奇
及
其
支
持
者。
高
崗
在
和
蘇
聯
駐
瀋
陽
總
領
事
安
德
烈.
李
多
夫
斯
基(A

ndrei L
edovsky)

談
話
時
聲 

稱
，
不
僅
是
劉
少
奇
支
持
「薄
一
波
錯
誤
的
資產
階
級
路
線
」，
事
實
上
這
條
路
線
是
出
自
劉
少
奇
的
主
意
。
40

全
國
財
經
工
作
會
議
的
意
識
型
態
關
鍵，
由
毛
澤
東
在
一
九
五
三
年
六
月
十
五
日
政
治
局
擴
大
會
議
的
講
話
所
提 

供
。
毛
澤
東
激
烈
地
批
評
黨
內
有
些
領
導
人
企
圖
「確
立
新
民
主
主
義
的
社
會
秩
序
」。
W毛
澤
東
批
評
劉
少
奇
及
其
支 

持
者
，
©
他
們
「有
人
在
民
主
革
命
成
功
以
後，
仍
然
停
留
在
原
來
的
地
方。
他
們
沒
有懂
得
革
命
性
質
的
轉
變，
還
在 

繼
續搞
他
們
的
『新
民
主
主
義
』，
不
去搞
社
會
主
義
改
造。
這
就
要
犯
右
傾
的
錯
誤
」。
42

毛
澤
東
特
別
氣
憤
這
些
領
導 

人
「確
保
私
有
財產
」
的
做
法
。
43
這
是
毛
澤
東
頭
一
次
如
此
明
白、
直
接
地
與
新
民
主
主
義
的
觀
念
劃清
界
線，
表
明 

他
本
身
贊
成
迅
速
過
渡
到
社
會
主
義
革
命。

高
崗
和
李
富
春
在
這
項
漫
長
的
會
議
提
出
有
關
經
濟
建
設
的
報
告，
李
維
漢
也
就
私
有
資
本
提
出
報
告。
大
多
數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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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
領
導
人
參
與
了
討
論。

高
崗
特
別
積
極
。
他
不
斷
批
評
薄
一
波
不
僅
犯
了
「錯
誤
」，
還
指
控
他
進
行
「反
黨
路
線
的鬥
爭
」，
這
不啻
是 

要
判
他
死
刑
。
高
崗
還
一
再
引
述
劉
少
奇
「錯
誤
」
的
言
談
作為
這
個
財
政
部
長
罪
狀
的
證
明。
他
雖
然
沒
有
點
明
這
些 

話
出
自
劉
少
奇
之
口，卻
一
再
咬
定
薄
一
波
有
這
樣
說。
44
換
句
話
說
，
他
是
指
桑
罵
槐，
表
面
上
批
判
薄
一
波，
骨
子 

裡
攻
擊
劉
少
奇
(毛
澤
東
不
允
許
他
公
然
批
評
劉
少
奇
)。
在
場
的
每
個
人，
包
括
劉
少
奇
在
內，
都很
清
楚
這
套
戰
術。

對
「溫
和
派
」
來
講
，
情
勢
變
得很
不
祥，
但
是
沒
有
人清
楚
高
崗
是
否
得
到
毛
澤
東
示
意
而
發
動
攻
擊。
七
月
七 

日
-
周
恩
來
寫
了 
一
封
信
給並
沒
有
參
加
會
議
的
毛
澤
東，
報
告
會
議
進
行
情
形，並
請
求
指
示
。
毛
澤
東很
明
白，
劉 

少
奇
和
周
恩
來
已
經嚇
壞
了，
決
定
出
來
扮
和
事
老。
事
實
上
-儘
管
他
和
他
們
意
見
不
同，
他並
沒
有
打
算
將
他
們
解 

職
。
他
只
是
要教
訓
他
們，
讓
他
們
明
白
誰
在
當
家
作
主。既
然
已
經
獲
致
結
果，
他
也
不為
已
甚。
這
也
是為
什麼
聽 

到
高
崗
的舉
動
後，
他
答
覆
周
恩
來
：
「(我
們
)
要
展
開桌
面
上
的鬥
爭。
解
決
問
題
，
不
要
採
取
庸
俗
態
度，
當
面 

不
說
背
後
說
，
不
直
說
而
繞
彎
子
說，
不
指
名
說
而
暗
示
式
說，
都
是
不
對
的
。」
45
(我
們
聽
了
這
席
話，
還真
以為
 

毛
澤
東
本
人
一
向
公
開
進
行鬥
爭，
而
且
他
從
來
不
曾
掩
掩
藏
藏
批
評
劉
少
奇咧
！
)

周
恩
來
立
刻
將
此
一
「啟
示
」
轉
達
給
相
關
人
士。
薄
一
波
、
劉
少
奇
、
鄧
小
平
和
周
恩
來
本
人
立
刻
就
明
白
下
一 

步
該怎
麼
辦。
劉
少
奇
、
鄧
小
平
和
薄
一
波
上
台
發
言，
公
開
自
我
批
判，
薄
一
波
更
是
兩
度
發
言
認
錯。
46

周
恩
來
承 

認
他
在
「政
治
上
和
組
織
上
犯
了
錯
」，
他
又
「脫
離
了
黨
的
領
導
」
•，他
下
令
嚴
懲
薄
一
波。
他
指
責
薄
一
波
「在
相 

當
長
一
段
時
間
未
能
承
認
錯
誤
」。
47
照
周
恩
來
的
說
法，
薄
一
波
的
「左
傾
偏
差
源
自
於
他
沒
從
馬
列
主
義、
黨
的
政 

策
和
勞
動
人
民
的
利
益
出
發，
而
是
有
意
識、
無
意
識
地
反
映
資
本
家
階
級
的
許
多
觀
點、
意
見
和
習
慣
」。
48

周
恩
來 

責
備
薄
一
波
「對
黨
不
誠
實
」
。49

毛
澤
東
宣
布
會
議
的
工
作
「成
功
」，
嘉
許
劉
少
奇
和
鄧
小
平
的
自
我
批
評，
也
支
持
對
「資產
階
級
路
線
」
的
批

⑥
原
書
註
：
毛
澤
東
的
講
詞
發
表
時並
沒
指
名
道
姓
。可
是
，
出
版
社
發
表
其
演
講
稿
時
附
了
按
語，
點
明
目
標
是
劉
少
奇
及
其
支
持
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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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
在
這
一
次
及
其
他
若
干
次
講
話，
他強
調
全
國
財
經
工
作
會
議
完
成
的
工
作，
在
政
治
上
、
意
識
型
態
上
非
常
重 

要
。
從
他
的
講
話
明
顯
看
出，它
認為
這
項
會
議
是
中
國
共產
黨
及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發
展
上
一
個
重
要
的
轉捩
點，
他 

也強
調
稅
制
問
題
決
定
性
的
重
要。
他
說
：
「新
稅
制
度
發
展
下
去，
勢
必
離
開
馬
列
主
義，
離
開
黨
的
總
路
線，
向
資 

本
主
義
發
展
。」
50

毛
澤
東
認為
，
這
項
會
議
可
使
中
國
去
除
掉
此
一
威
脅，
走
向
從
新
民
主
主
義
幻
覺
中
解
放
出
來， 

並
且
開
創
道
路
使
國
家
走
上
社
會
主
義
發
展。
毛
澤
東
後
來
也
指
出，
這
項
會
議
的
工
作
是
確
認
社
會
主
義
建
設
總
路
線 

最
重
要
的
因
素
：
「若
非
七
、
八
月舉
行
的
全
國
財
經
工
作
會
議，
總
路
線
的
問
題
還
會
得
不
到
解
決。」
毛̂
澤
東
因 

而
把
他
的
觀
點強
加
在
中
國
共產
黨
領
導
人
身
上。
「根
據
蘇
聯
模
式
建
設
社
會
主
義
」
的
方
向
正
式
確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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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十
七
章

社
會
主
義
工
業
化

史
達
林
的
去
世
有
助
於
毛
澤
東
在
全
國
財
經
工
作
會
議
取
得
勝
利。
直
到
現
在
，
毛
澤
東
才
能
加
快
革
命
改
造
的
步 

調
，
換
句
話
說
：
全
面
性
、
決
定
性
地
將
中
國
史
達
林
化。
當
然
，
他絕
不
表
露
他
最
深
層
的
感
想。
反
而
是
在
蘇
聯
大 

使
館
向
已
故
的
史
達
林
致
哀
時，
他
幾
乎
要
淚
灑
靈
堂
。
有
個
目
擊
者
說
：
「他
努
力
控
制
自
己，
不
欲
表
露
情
感，
但 

並
不
成
功
。
他
眼眶
含
淚
。」
周
恩
來
與
新
到
任
的
蘇
聯
大
使
潘
友
新
哭
成
一
團
。
1

然
而
，
毛
澤
東並
不
想
出
席
「各
民
族
之
父
」
的
葬
禮
。
或
許
他
是怕
得
了
肺
炎
——

莫
斯
科
在
三
月
初
依
然冰
 

封
。
或
許
是
因為
兩
個
月
前
他
才
發
現，
史
達
林
竊
聽
他
和
政
治
局
委
員
們
在
中
南
海
內
的
對
話。
一
九
五
〇
年
底
， 

在
北
京
工
作
的
蘇
聯
國
家
安
全
部
特
務
在
毛
澤
東
的
臥
房
和
毛
澤
東
住
處
其
他
幾
個
房
間，
安
裝
了
竊
聽
器
，
此舉
明 

顯
得
到
他
們
的
中
國
間
諜
協
助。
毛
澤
東
發
覺
之
後，
大
發
雷
霆
，
甚
至
發
函
向
史
達
林
抗
議
。
史
達
林卻
推諉
地
回 

答
說
，
他
不
曉
得
這
些
國
安
部
特
務
在
中
國
幹
些
什麼
勾
當。
他
向
毛
澤
東
正
式
道歉
。
？史
達
林
在
世
最
後
一
年
又 

發
生另
一
件
不
愉
快
事
件，
使
得
他
和
毛
澤
東
的
關
係
又罩
上
烏
雲。
事
件
因
蘇
聯
拍
攝
一
部
電
影
《普
熱
瓦
列
斯
基
》 

?
r
v
l
5
而
起
。
按
照
中
共
領
導
人
的
說
法，
這
部
電
影
把
中
國
人
民
形
容
得很
不
堪。
電
影
編
劇
可
能
是
試
圖 

製
作
一
部
有
關
偉
大
的
旅
行
家
尼
古
拉
.
普
熱
瓦
列
斯
基
生
平
的
客
觀
電
影，
講
出
他
不
喜
歡
中
國
人
的
「偽

善
、
狡 

猾
、
奸
詐
」。
3但
是
史
達
林
才
是
電
影
事
務
的
最
高
檢查
人
員，並
不
覺
得它
有
何
不
妥。
他
不
僅
批
准
電
影
在
蘇
聯



毛 澤 東 ：真 實 的 故 事 426

放
映
，
還
送
去
參
加
捷
克
的
國
際
電
影
節。
中
方
非
常
不
滿
意，
要
求
他
們
的
蘇
聯
同
志
不
要
再
播
映。
史
達
林卻
以
電 

影
部
長
伊
凡
.
波
夏
可
夫(Ivan B

ol'shakov)

的
名
義
，
發
了 
一
封
措
詞
嚴
峻
的
電
報
給
北
京，
表
示
他
認為
中
方
的 

批
評
「不
正
確
、
大
錯
」。
這
位
獨
裁
者
不
習
慣
遭
人
批
評，
反
而
責
怪
中
方
民
族
主
義
作祟
。
他
說
：

我
們
必
須
要
說
，
我
們
蘇
聯
在
某
些
時
候
也
會
有
某
些
歷
史
學
家
和
藝
術
家，
會
基
於
民
族
主
義
信
念
去
修
飾
歷
史

或
隱
匿
歷
史真
相
.
.
.
.
我
們
俄
國
共
產
黨
認為
這
種
人
危
險
、有
沙
文
主
義
，
會
以
民
族
主
義
的
毒
素
傳
染
群眾
，

傷
害
批
評
與
自
我
批
評
的
基
礎
——

而
這卻
正
是
共
產
黨教
育
群眾
的
方
法
之
根
基
。

4

毛
澤
東
當
然很
不
爽
這
封
電
報
的
口
氣，
以
及
其
中
包
含
的
責
難
之
意。

中
共
中
央
開
會，
決
定
派
周
恩
來
率
領
悼唁
團
出
席
史
達
林
的
葬
禮。
他
也
將
向
蘇
聯
共產
黨
新
任
領
導
人
表
達
毛 

主
席
的
弔唁
。
毛
澤
東
寫
說
：
「人
們
都
知
道
：
史
達
林
同
志
熱
愛
中
國
人
民，
認為
中
國
革
命
的
力
量
是
不
可估
量 

的
。
在
中
國
革
命
問
題
上，
他
獻
出
了
崇
高
的
智
慧
…
…
我
們
失
去
了
偉
大
的
導
師
和
最真
摯
的
朋
友
…
…
這
是
多麼
的 

不
幸
呵
！
這
個
不
幸
所
給
予
我
們
的
悲
痛，
是
不
能夠
用
一
一
目
語
來
形
容
的。
」
5

江青
當
時
正
在
蘇
聯
治
病、
休
養
，
也
成
了
毛
澤
東
非
正
式
的
悼
喪
代
表。她
非
常
哀
慟
史
達
林
的
去
世，
前
往
設 

在
蘇
聯
國
會
大
廈
的
靈
堂
致
哀，並
獲
准為
死
者
守
靈。
J1 
一
月九
日
，
周
恩
來
參
加
出
殯
行
列.，
而
且
是
外
國
貴
賓
唯 

一
得
到
殊
榮
者，
與
蘇
聯
共產
黨
領
導
人
一
起為
史
達
林
扶
棺
執紼
。

三
月
十
一
日，
周
恩
來
與
中
國
代
表
團
其
他
團
員，
同
克
里
姆
林
宮
新
領
導
人
喬
治
.
馬
林
可
夫、
拉
佛
連
提
.
貝 

利
亞
和
尼
基
塔
•赫
魯
雪
夫
坐
下
來
商
討，
對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的
經
濟
援
助。
？這
些
談
判
導
致
雙
方
於
三
月
二
十
一 

日
簽
署
一份
蘇、
中
於
一
九
五
三
年
交
換
物
資
的
重
要
議
定
書，
以
及
蘇
聯
協
助
中
國
興
建
發
電
廠
的
協
定。
8接
下
來 

在
一
九
五
三
年
五
月
十
五
日，
蘇
聯
和
中
國
又
簽
署
一份
更
重
要
的
協
定，
蘇
聯
承
擔
起
責
任
提
供
一
切
技
術
文
件
及
全 

套
器
械
，
要
在
一
九
五
九
年
底
之
前，
於
中
國
興
建
九
十
一
座
大
型
工
業
設
施。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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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恩
來
和
馬
林
可
夫、
貝
利
亞
、
赫
魯
雪
夫
三
人
的
談
判，
也
促
成
蘇
方
已
經
承
諾
的
五
十
項
計
劃
之
興
建
工
作
加 

快
進
行
。
毛
澤
東為
此
發
了
一
封
電
報
給
馬
林
可
夫，
表
達
他
由
衷
感
謝
蘇
聯
政
府
同
意
提
供
經
濟
與
技
術
援
助
給
中 

國
。
毛
澤
東
寫
說
：
「對
於
中
國
的
工
業
化、
中
國
的
逐
漸
過
渡
到
社
會
主
義，
以
及強
化
蘇
聯
領
導
的
和
平、
民
主
陣 

營
之
力
量
，
這
將
是
極
其
重
要。」
⑴

三
月
的
談
判
代
表
蘇
聯
領
導
人
對
中
國
的
社
會
主
義
工
業
化
計
劃
的
態
度
突
然
起
了
轉
折。
在
後
史
達
林
時
期
錯
綜 

複
雜
的
情
勢
下，
蘇
聯
共產
黨
領
導
人很
快
就
放
棄
史
達
林
對
中
國
的
審慎
提
防
政
策。
馬
林
可
夫
、
貝
利
亞
和
赫
魯
雪 

夫
都
努
力
爭
取
毛
澤
東
的
支
持，
生怕
他
可
能
利
用
史
達
林
去
世
這
個
機
會丟
掉
蘇
聯
的
指
導。
他
們
意
識
到
危
險，
全 

力
拉攏
毛
澤
東。
他
們
要
預
防
中
國
走
上
南
斯
拉
夫
(走
自
主
路
線
的
共產
主
義
國
家
)
的
路
線
。
至
少
赫
魯
雪
夫
非
常 

明
白
已
故
的
獨
裁
者
走
的
是
帝
國
主
義
的
外
交
政
策。
就
所
有
的
表
象
看，
他真
正
試
圖
改
變
這
種
做
法。
U貝
利
亞
和 

馬
林
可
夫
可
能
也
有
同
感。
和
莫
洛
托
夫、
米
高
揚
不
一
樣，
他
們
三
個
人
都
不
曾
直
接
參
與
史
達
林
的
中
國
政
策，
因 

此
不
必為
史
達
林詆
毀
毛
澤
東
負
任
何
責
任。

莫
斯
科
的
新
立
場
意
味
著
毛
澤
東
現
在
可
以
認真
依
賴
蘇
聯
大
規
模
援
助，
來
建
設
工
業
化
的
社
會
主
義
中
國。
有 

了
蘇
聯
的
政
治
支
持
和
經
濟
合
作，
他
終
於
可
以
粉
碎
反
對
他
放
棄
新
民
主
主
義
計
劃
的
黨
內
反
對
派。
全
國
財
經
工
作 

會
議
的
討
論
及
決
定，
反
映
出
此
一
新
的
意
識
型
態
和
政
治
情
勢。

毛
澤
東
在
一
九
五
三
年
夏
天
勝
過
「溫
和
派
」
之
後
，
中
國
共產
黨
內
的
任
何
論
戰
只
能
在
這
個
主
宰
一
切
的
意
識 

型
態
趨
勢
的框
架
之
內
發
生，
一
切
指
向
建
設強
大
的
社
會
主
義
國
家
的
目
標。
黨
有
關
建
設
社
會
主
義
的
總
路
線，並
 

沒
有
取
代
中
國
共產
黨
的
政
治
綱
領，
但
是它
界
定
了它
具
體
的
社
會
及
政
治
目
標，
也
澄清
了
達
成
目
標
的
手
段。

為
了
通
過
總
路
線，
黨
的
領
導
人
內
部
又
爆
發
衝
突。
新
路
線
的
提
法
所產
生
的
討
論，
明
白
點
出
相
對
雙
方
的
立 

場
。
毛
澤
東
於
一
九
五
三
年
六
月
初
提
出
對
總
路
線
的
初
步
定
義，
同
時
認真
研
究
李
維
漢
所
起
草
的
有
關
黨
和
資
本
主 

義
工
、
商
業
之
間
關
係
的
報
告
草
案
(李
維
漢
時
任
政
協
秘
書
長
及
中
共
中
央
統
戰
部
部
長
)
。
U 一
九
五
三
年
六
月
十 

五
日
政
治
局
討
論
這份
文
件
草
案
時，
毛
澤
東
說
：
「黨
在
過
渡
時
期
的
總
路
線
和
總
任
務，
是
要
在
十
年
到
十
五
年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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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更
多
一
些
時
間
內，
基
本
上
完
成
國
家
工
業
化
和
對
農
業、
手
工
業
、
資
本
主
義
工
商
業
的
社
會
主
義
改
造。」
=很 

顯
然
，
這
時
候
他
還
是
寧
願
小
心，
明
顯
企
圖
爭
取
政
治
局
全
體
人
員
正
式
支
持
他
的
新
路
線。
他
不
希
望嚇
壞
「溫
和 

派
」，
他
甚
至
提
到
通
過
「逐
步
」
向
社
會
主
義
過
渡
。
M然
而
，
他
嚴厲
批
評
不
能
瞭
解
革
命
性
質
已
經
發
生
變
化
的 

人c

「右
傾
」
偏
差
)
；
同
時
溫
和
地
告
誡
「走
得
太
快
」
的
人
犯
的
「錯
誤
」c「

左
傾
」
偏
差
)。

政
治
局
支
持
毛
澤
東
的
想
法，
但
是
劉
少
奇
等
「溫
和
派
」
試
圖
降
低
其
革
命
的
衝
動，
在
決
議
文
裡
更
動
幾
個
關 

鍵
字
。
一
九
五
三
年
六
月
二
十
三
日，
李
維
漢
在
全
國
財
經
工
作
會
議
上
發
言，
以
政
治
局
的
名
義
提
出
下
列
主
張
：

從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建
立
開
始，
我
國
就
已
進
入
過
渡
時
期，
往
社
會
主
義
社
會
逐
漸
過
渡
。過
渡
時
期
的
總
路
線 

和
總
任
務即
是
逐
漸
達
成
國
家
的
基
本
工
業
化，
以
及
在
一
段
長
時
間内
逐
漸
達
成
農
業
與
手
工
業，
以
及
資
本
主 

義
工
商
業
的
基
本
改
造
。

b

新
的
提
法
沒
有
指
明
新
路
線
的
時
間
架
構
(
「十
至
十
五
年
之
內，
或
是
再
稍
久
的
時
間
內
」
)，
而
且
「逐
漸
」
這
個
字 

詞
出
現
三
次，
顯
然
具
有
特
殊
意
義。

直
到
會
議即
將
結
束
前，
毛
澤
東
再
度
試
圖
激
烈
地
改
變
經
濟
政
策。
八
月
十
日，
政
治
局
討
論
「總
結
報
告
」
的 

文
字
時
(周
恩
來
將
在
會
議
閉
幕
前
宣
讀，它
也
包
含
了
政
治
局
的
提
法
)，
他
提
出
第
三
種
提
法，
小
心
地
避
開
「逐 

漸
」
的
字
眼
。
同
時
，
他
同
意
不
訂
出
明
確
的
時
間框
架。
雖
然
其
他
文
字
沒
變
動，它
的
大
體
意
思卻
變
了。
毛
澤
東 

的
新
版
本
是
：

從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成
立，
到
社
會
主
義
改
造
基
本
完
成，
這
是
一
個
過
渡
時
期
。黨
在
這
個
過
渡
時
期
的
總
路
線 

或
總
任
務
，
是
要
在
一
個
相
當
長
的
時
期内
，
基
本
上
實
現
國
家
工
業
化
和
對
農
業
、手
工
業
、資
本
主
義
工
商
業 

的
社
會
主
義
改
造
。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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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
受
了
這
個
定
義
-
周
恩
來
修
改
了
他
的
總
結
報
告
文
字。
〃
一
九
五
三
年
九
月
八
日，
他
在
人
民
政
治
協
商
會
議
全
國 

委
員
會
常
務
委
員
會
擴
大
會
議
提
出
這
個
說
法。
b可
是
，
其
他
的
「溫
和
派
」
仍
不
死
心，
繼
續
運
作
；
他
們
在
一
九 

五
三
年
十
二
月
提
出
又
一
個
版
本
的
總
路
線。
他
們
在
毛
澤
東
的
提
法
「完
成
」
這
個
動
詞
前
加
上
「逐
漸
」
這
個
字 

詞
，
而
關
於
總
路
線
的
此
一
新
定
義
就
塞
進
中
共
中
央
宣
傳
黨
在
過
渡
時
期
總
路
線
的
文
字
當
中
•，它

的
題
目
是
〈為
動 

員
一
切
力
量
把
我
國
建
設
成為
一
個
偉
大
的
社
會
主
義
國
家
而鬥
爭
——

關
於
黨
在
過
渡
時
期
總
路
線
的
學
習
和
宣
傳
提 

綱
〉
。
D 一
九
五
四
年
二
月
十
日，
要
求
「逐
步
」
實
行
工
業
化
和
社
會
主
義
改
造
的
最
終
版
本
提
法，
在
中
共
七
屆
四 

中
全
會
上
獲
得
通
過
。
20

毛
澤
東
沒
有
出
席
四
中
全
會，
他
在
杭
州
休
息，
會
議
由
劉
少
奇
主
持。
劉
少
奇
必
須
進
行
自
我
批
判，
因為
他
錯 

誤
地
主
張
「中
國
受
到
資
本
主
義
低
度
開
發
之
害
」。
M因
此
，
兩
派
人
馬
達
成
妥
協。
毛
澤
東
接
受
對
總
路
線
審慎
的 

提
法
，
而
「溫
和
派
」
的
劉
少
奇為

「右
傾
偏
差
」
道歉
。
但
是
情
勢很
快
就
明
朗
化，
毛
主
席
無
意
維
持
這
種
勢
力
均 

衡
。
新
民
主
主
義
過
時
了，
中
國
開
始
沿
著
建
設
史
達
林
式
的
社
會
主
義
之
道
路
前
進。
莫
斯
科
採
取
善
意
態
度。

同
時
，
毛
澤
東
必
須
解
決
無
數
的
問
題，
包
括
黨
內
許
多
棘
手
問
題。
一
九
五
三
至
五
四
年
間，
黨
內
最
重
大
的
問 

題即

是
「揭
發
」
高
崗
——

史
達
林
在
莫
斯
科
峰
會
時
出
賣
的
那
位
「張
作
霖
同
志
」。
然
而
，
史
達
林
在
世
時
不
准
任 

何
人碰
高
崗，
現
在
這
位
獨
裁
者
死
了，
北
京
又
與
蘇
聯
領
導
人
建
立
平
等
關
係，
毛
澤
東
終
於
能夠
剷
除
「背
著
黨
中 

央
，
裡
通
外
國
」
的
這
個
叛
徒
。
22尚
崗
不
是
毛
澤
東
意
識
型
態
方
面
的
對
手。
他
反
而
是
最
熱
切
的
左
派
路
線
人
物。 

一
九
四
〇
年
代
末
期
，
史
達
林
甚
至
在
電
報
中
向
柯
瓦
列
夫
批
評
高
崗
過
分
左
傾.，
毛
澤
東
在
一
九
五
〇
年
代
初
期
的鬥
 

爭
中
利
用
高
崗
對
付
「溫
和
派
」。
例
如
，
毛
澤
東
在
一
九
五
二
年
二
月
十
六
日
於
黨
的
機
關
報
《人
民
日
報
》
上
，
發 

表
一
封
致
高
崗
的
私
函，
巨
細
靡
遺
地
批
評
「右
傾
偏
差
」。
力
甚
且，
毛
澤
東
在
和
高
崗
私
下
談
話
時，
經
常
抱
怨
劉 

少
奇
和
周
恩
來
的
「保
守
主
義
」。
24
可
是
，
他
不
能
原
諒
高
崗
向
史
達
林
通
風
報
信。

高
崗
沒
有
懷
疑
過
毛
澤
東
的真
正
感
覺，
誤
以為
主
席
和
他
「親
密
」
談
話
是
他
受
到
特
別
寵
信。
因
此
，
他
積
極 

想
方
設
法
消
滅
黨
內
高
層
的
「溫
和
派
」。
他
在
黨
內
積
極
散
布
謠
言，
說
是
黨
中
央
裡
「有
兩
組
人
馬
不
能
信
任，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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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
以
劉
少
奇為
首，另
一
派
以
周
恩
來為
首
」。
25
他
爭
取
到
中
央
組
織
部
部
長
饒
漱
石
(曾
任
上
海
市
委
書
記
)
©
和
其 

他
若
干
領
導
幹
部
和
他
同
一
陣
營。
這夥
人
已
經
開
始
分
官
授
職
——

高
崗
打
算
取
代
劉
少
奇、
饒
漱
石
則覬
覦
周
恩
來 

的
總
理
職
位
。
高
崗
又
不
智
地
想
爭
取
陳
雲
和
鄧
小
平，
不
料
兩
人
去
向
毛
澤
東
報
告。
26

毛
澤
東
大
怒
。儘
管
毛
澤
東 

和
「溫
和
派
」
有歧

見
，
他並
沒
有
要
換
下
劉
少
奇
和
周
恩
來。
毛
澤
東
和
鄧
小
平
談
話
時，
克
制
住
怒
火
，
問
起
鄧
小 

平
對
此
事
有
何
看
法、
會
建
議
他
該怎
麼
做
？
鄧
小
平
曉
得
毛
澤
東
喜
歡
從
古
書
上
引喻
，
遂
拿
孔
夫
子
的
一
句
話
回 

答
：
「在
其
位
謀
其
政，
應
本
分
事
，
不
在
其
位
而
欲
謀
其
政，
這
是
權
力
欲
作
怪
呵
！
」
27
毛
澤
東
大為
贊
同
。
一九 

五
三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四
日
的
政
治
局
會
議
上，
毛
澤
東抨
擊
高
崗
和
饒
漱
石，
指
控
他
們搞

「陰
謀
」
活
動
。
在
毛
澤
東 

發
動
下
，
劉
少
奇
於
一
九
五
四
年
二
月
向
中
共
七
屆
四
中
全
會
提
出
所
謂
「高
饒
事
件
」
的
報
告
。
這
兩
個
陰
謀
分
子
被 

控搞

「宗
派
主
義
」
和
「派
系
主
義
」、
企
圖
建
立
「獨
立
王
國
」
及
組
織
奪
權
陰
謀
。
四
中
全
會
批
評
高
崗
和
饒
漱 

石
，
但
沒
有
將
他
們
開
除
黨
籍。
縱
使
如
此
-
高
崗
在
一
九
五
四
年
八
月
十
七
日
自
殺
身
亡，
顯
然
是
因為
他
覺
得
被
毛 

澤
東
出
賣
了
。
畢
竟
在
策
劃
反
劉
少
奇、
倒
周
恩
來
時，
高
崗
自
認為
是
在
主
席
默
許
下
進
行。
28

一
九
五
五
年
三
月， 

中
共
全
國
代
表
會
議
考
量
高
饒
事
件。它
把
高
崗
和
饒
漱
石
兩
人
開
除
出
黨，並
確
認
毛
澤
東
的
政
治
路
線，
實
質
上
主 

張剷
除
他
所
有
的
敵
人
29
(饒
漱
石
坐
牢，
於
一
九
七
五
年
三
月
因
肺
炎
死
於
監
獄
)。

毛
澤
東
在
高
饒
事
件
——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史
上
第
一
次清
算
高
階
領
導
人
——

獲
勝
，
創
下
可怕
的
先
例，
預
示 

著
黨
內
領
導
人
要
和
主
席鬥
爭，
必
敗
無
疑。
高
饒
事
件
是
一
個
非
常
重
要
的
關
鍵。
此
後
全
國
推
動
對
毛
澤
東
的
個
人 

崇
拜
，
構
成
中
國
共產
黨
意
識
型
態
工
作
的
基
本
方
向。
尊
崇
毛
澤
東
的
運
動
組
織
完
善、
極
端
有
效
率
。
毛
主
席
《選 

集
》
是
灌
輸
意
識
型
態
的
主
要
工
具，研
習它
們
成為
每
個
公
民
的
責
任。
沒
錯
，
毛
澤
東
在
一
九
五
四
年
建
議
不
要
再 

用
「毛
澤
東
思
想
」
這
個
字
詞
•，但
他
是
在
推
展
與
蘇
聯
的
積
極
關
係
這
個
前
提
下，
做
出
這
個
戰
術
決
定。
中
共
中
央 

宣
傳
部
的
解
釋
如
下
：

(

毛
澤
東
思
想
)它
的内
容
和
馬
克
思
列
寧
主
義
是
同
一
的
.
.
.
.
至
於
講
解
黨
章
和
過
去
黨
的
重
要
文
件
決
議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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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
應
按
照
原
文
講
解，
不
必
改
變
，
但
應
注
意
說
明
「毛
澤
東
思
想J

就
是
馬
克
思
列
寧
主
義
思
想
。
30

高
崗
、
饒
漱
石
及
他
們
的
黨
羽
遭
到清
算，
在
黨
內
外
引
爆
一
場
激
烈
的
運
動，
要剷

除
「潛
伏
」
的
反
革
命
分 

子
。
中
國
社
會
積
極
參
與
政
治
的
人
士，
包
括
許
多
幹
部
和
知
識
分
子，
不
能
輕
易
接
受
放
棄
掉
新
民
主
主
義。
他
們
支 

持
中
國
共產
黨
的
新
民
主
主
義
口
號，
被
一
九
五
三
年
的
急
轉
彎搞
得
不
知
所
措、
迷
失
方
向
。
黨
的
領
導
人
訴
諸
意
識 

型
態
暴
力
，
運
用
一
九
四
〇
年
代
初
期
以
來即
證
明
有
效
的
「整
風
運
動
」
手
法
，
要
求
各
方
「學
習
」。
毛
澤
東
在
一 

九
五
一
年
力
倡
馬
克
思
主
義
意
識
型
態
時，
也
祭
出
同
樣
的
方
法。
他
剛
發
動
這
兩
項
運
動
時，
都
以
循
循
善
誘、教
小 

學
生
似
的
樣
貌
出
現，
彷
彿
是
要
開
導
落
後
的
知
識
分
子
幹
部，
然
後
就
現
出鎮
壓
的
面
貌。

新
運
動
始
於
一
九
五
四
年，
以
針
對
十
八
世
紀
名
著
《紅
樓
夢
》
(湊
巧
是
毛
澤
東
喜
愛
的
一
部
古
典
小
說
)
進
行 

學
術
討
論
發軔
。它
很
快
就
變
成
針
對研
究
這
部
小
說
的
權
威
學
者俞
平
伯
的
政
治鬥
爭。
可
是
，
這
還
只
是
開
端
。
不 

久
，
毛
澤
東鬥
爭
的
矛
頭
指
向
逃
到
台
灣
的
實
證
主
義
哲
學
大
師
胡
適。
毛
澤
東
一
度
相
當
尊
敬
胡
適，
現
在卻
把
他
列 

名
敵
人
榜
單
。
胡
適
的
自
由
主
義
哲
學
傷
害
到
共產
黨
政
權
的
意
識
型
態
基
礎。俞
平
伯
與
其
他
文
化
界
人
物
被
控
同
情 

胡
適
及
西
方
資產
階
級
意
識
型
態。
H 
一
九
五
四
年
底，
針
對
詩
人
、
散
文
家
、
文
學
評
論
家
胡
風
的鬥
爭
也
上
陣。
胡 

風
是
共產
黨
員，
也
是
中
國
作
家
協
會
領
導
人
之
一。
身為
左
派
作
家
中
著
名
的
不
守
常
規
的
人
物，
胡
風為
言
論
自
由 

辯
護
，
被
指
控
進
行
反
革
命
活
動，
想
恢
復
國
民
黨
政
權。
毛
澤
東
派
人
士
不
願
意
再
寬
容
他
或
他
的
支
持
者，
因為
胡 

風
等
人
嚴厲
批
評
他
們
領
導
文
化
的
工
作
手
法。
一
九
五
五
年，
胡
風
與
其
他
七
十
七
個
自
由
派
知
識
分
子
被
捕。
北 

京
、
上
海
、
天
津
和
南
京，
總
共
有
兩
千
多
人
捲
入
此
一
事
件
32
(事
隔
二
十
五
年，
這
些
人
才
獲
得
平
反
)。

同
一
時
期
，
還
有
所
謂
的
保
健
醫
生
陰
謀，
涉
及
照
顧
中
共
領
導
人
的
醫
生
們。
中
南
海
的
幾
個
醫
生
被
控
企
圖
下 

毒
傷
害
高
階
病
人
。
根
據
一
位
目
擊
者
的
說
法
：
「我
受
到很
大
的
震
動。
中
國
人
沒
有
權
利
…
…
只
能絕
對
服
從，
不

①
編
註
••饒
漱
石
同
時
擔
任
華
東
局
第
一
書
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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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絲
毫
違
背
『上
級
』
的
意
旨
…
…
一
個
人
不
能
有
什麼
個
人
意
志，
只
能
是
一
部
龐
大
複
雜
的
機
器
中
的
一
個
小
零 

件
。
稍
微
有
不
滿
或
偏
離既
定
規
矩
的
跡
象，
小
零
件
就
會
被丟
掉
。
」
M

毛
澤
東
對
付
知
識
分
子
的
運
動
只
是
全
國
肅清
反
革
命
分
子
運
動
的
前
奏
；
肅清
反
革
命
分
子
運
動
始
於
一
九
五
五 

年
三
月
，
目
標
是清
除
掉
所
有
懷
疑
他
建
設
社
會
主
義
路
線
的
人
物。
接
下
來
的
兩
年，
八
萬
多
名
「反
革
命
分
子
」
遭 

到鎮

壓
。
蘇
聯
大
使
館
取
得
一份
廣
州
黨
領
導
人
的
報
告，它
指
出
不
下
於
七
％
的
地
方
黨、
政
機
構
官
員
「或
多
或
少 

涉
及
到
反
革
命
事
務
」
。
34
由
於
氣氛
恐
怖，
一
九
五
五
年
下
半
年
十
九
萬
名
以
上
黨
員
擔
心
公
開
遭
到
羞
辱，
竟
然
自 

動跑
到
安
全
機
關
編
造
故
事
自
首。
％四
千
多
人
自
殺
身
亡。
針
對
知
識
分
子
的
意
識
型
態
運
動
也
加
劇。
以
改
造
中
國 

農
村
的
主
張
著
稱
的
哲
學
家
梁
漱
溟
也
成為
挨
批
的
新
對
象。
梁
漱
溟
生
活、
工
作
在
北
京，
支
持
新
政
府，
但
是
他
試 

圖捍
衛
他
的
獨
立
觀
點。
他
是
在
意
識
型
態
恐
怖
氣氛
中，
少
數
維
持
信
念
的
社
會
科
學
家
之
一。
同
一
時
期
，
郭
沫 

若
、
茅
盾
和
周
揚
等
文
化
界
領
導
人，卻
在
這
些
初
期
的
大
規
模
意
識
型
態
運
動
中
成為
打
手。鎮
壓
的
風
潮
也
蔓
延
到 

農
村
，
一
九
五
四
至
五
五
年
間，
許
多
舊
地
主
和
富
農
也
受
到鎮
壓。

毛
澤
東
終
於
得
勝
。
他
要
依
據
蘇
聯
模
式
將
中
國
史
達
林
化
的
總
路
線，
得
到
黨
及
廣
大
人
民
的
支
持。
之
所
以
會 

如
此
，
除
了
拜
高
壓
運
動
之
助，
還
因為
得
到
蘇
聯
援
助，
共產
黨
政
府
在
一
九
五
〇
年
代
上
半
期
經
濟
上
頗
有
進
展。 

到
了
一
九
五
三
年，
共產
黨
已
經
設
法
在
全
國
建
立
秩
序，
完
成
土
地
改
革，
也
恢
復
因
長
期
戰
亂
而
破
壞
慘
重
的
國
家 

經
濟
。
一
九
五
◦
至
五
三
年
間，
鋼
鐵
生產
量
增
加
約
八
〇
％
,
煤
與
棉
花
皆
增
加
五
〇
%
,

穀
物
也
增
加
二
五
％
。
因 

此
，
回
復
到
一
九
三
六
年
的
水
準。
他
們
甚
至
也
以
「限
制
需
求、
刺
激
供
給
」
對
付
通
貨
膨
脹
。
通
貨
膨
脹
率
「從
數 

十
萬
降
到
一
九
五
一
年
的
二
〇
％
，
一
九
五
二
年
更
低
於
一
〇
％
」。
％毛
澤
東
興
奮
極
了，
甚
至
把
總
路
線
以
及
有
關 

蘇
聯
經
驗
對
中
國
的
重
大
意
義
的
一
段
話，
納
入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憲
法。
中
國
人
民
政
治
協
商
會
議
通
過
的
共
同
綱 

領
，
一
直
扮
演
基
本
法
的
角
色，
現
在
功
成
身
退，
頒
布
了
新
憲
法。
他
在
劉
少
奇
報
告
的
憲
法
草
案
修
正
版
加
入
一
段 

合
宜
的
文
字
。
37

憲
法
於
一
九
五
四
年
九
月
二
十
日
新
國
會
「第
一
屆
全
國
人
民
代
表
大
會
」
第
一
次
會
議
中
通
過
。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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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最
高
國
家
機
關
改
制，
設
置
相
當
於
一
國
總
統
的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主
席
的
職
位。
毛
澤
東
順
理
成
章
擔
任
主
席，
朱 

德為
副
主
席。
劉
少
奇
則
被
選為
第
一
屆
全
國
人
民
代
表
大
會
常
務
委
員
會
委
員
長，
周
恩
來
被
派為
國
務
院
總
理。
％

新
國
會
經
由
選舉
產
生
•，選舉
雖
非
全
民
普
遍
投
票，
仍
不
失
群眾
投
票
的
性
質
(政
府
的
「階
級
敵
人
」，
以
及 

地
主
和
其
他
「反
革
命
分
子
」，
沒
有
投
票
權
)。
因
此
，
中
國
共產
黨
號
稱
經
由
人
民
委
託，
取
得
權
力
，
蘇
聯
也
因 

而
十
分
歡
迎
這
個
結
果。

從
一
九
五
三
年
九
月
起
出
任
蘇
聯
共產
黨
中
央
首
腦
的
赫
魯
雪
夫，
於
界
定
蘇
聯
對
中
國
政
策
上
扮
演
決
定
性
的
角 

色
。
赫
魯
雪
夫
在
爭
奪
大
權
時，
來
自
中
國
的
支
持
十
分
重
要，
而
毛
澤
東
也
在
關
鍵
時
刻
助
他
一
臂
之
力。
中
國
共產
 

黨
領
導
人
完
全
接
受
套
在
史
達
林
最
親
信
的
副
手、
內
政
部
長
貝
利
亞
頭
上
荒
謬
的
指
控，
以
及
將
他
逮
捕、
槍
斃
的
處 

置
。
同
樣
的
，
他
們
也很
快
就
接
受
馬
林
可
夫
遭
到
罷
黜。
毛
澤
東
在
這
方
面
非
常
務
實。
他
的
譯
員
師
哲
回
憶
毛
主
席 

曾
說
：
「〔蘇
聯
領
導
人
〕
誰
上
來
，
我
們
統
統
支
持
。」
39
縱
使
如
此，
這並
沒
有
減
低
中
方
支
持
的
重
要
性。

赫
魯
雪
夫
起
先
也
投
桃
報
李，
事
後
追
認
有
關
高
崗
和
饒
漱
石
的
決
議
——

劉
少
奇
直
到
一
九
五
四
年
二
月
初
才
告 

訴
蘇
聯
大
使
尤
金
這
件
事
。
40

在
此
之
前
，
毛
澤
東
一
月
二
日
於
杭
州
接
見
蘇
聯
部
長
會
議
副
主
席
伊
凡
•捷
沃
西
安 

(Ivan T
evosian)

和
尤
金
時，
只
向
他
們
暗
示
。
他
向
訪
客
講
起
中
國
古
時
候
秦
國
滅
楚
的
故
事
.，
毛
澤
東
說
，
若
非
如 

此
，
「中
國
可
能
要
出
亂
子
」。
J-1穌
聯
訪
客
當
然
不
瞭
解
這
則
古
代
故
事，
毛
澤
東
也
不
急
著
講
解
給
他
們
聽。
隔
了
幾 

個
月
，
九
月
一
日
，
高
崗
都
已
去
世
了，
他
才
親
自
告
訴
赫
魯
雪
夫
這
件
事。
42即
使
中
方
未
經
莫
斯
科
核
示
就
幹
掉
高 

崗
，
但
毛
澤
東並
未
受
到
責
備。
毛
主
席
及
其
副
手
把
整
肅
高
崗、
饒
漱
石
比
擬為
蘇
聯
的
貝
利
亞
事
件
；
蘇
聯
沒
有
反

對
。
43不

久
，
蘇
、
中
合
作
關
係
進
入
新
階
段。
一
九
五
四
年
收
到
中
國
政
府
要
求
蘇
聯
擴
大
貸
款、
協
助
中
國
建
設
重
工 

業
之
請
，
赫
魯
雪
夫
以
極
大
的
熱
情
回
應，
指
示
蘇
聯
相
關
部
會
首
長
擬
定
計
劃，
以
前
所
未
見
的
規
模
提
供
援
助。
他 

決
定
送
給
毛
澤
東
一份
大
禮，
給
予
他
新
的
長
期
貸
款，並
在
各
個
領
域
提
供
大
規
模
經
濟
合
作。
援
助
中
國
納
入
這
位 

蘇
聯
共產
黨
第
一
書
記
直
接
管
控，
44
因
而
成為
優
先
事
項
。
45
同
時
，
赫
魯
雪
夫
開
始清
掃
蘇
中
關
係
過
去
一
切
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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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
試
圖
放
在真
正
平
等
的
基
礎
上
重
新
出
發。
他
重
申
：
「和
中
國
人
將
按
照
兄
弟
的
方
式
共
處。
如
果
需
要
的
話， 

我
們
將
把
最
後
一
塊
麵
包
均
分
。」
46

他
需
要
毛
澤
東
無
條
件
承
認
他
是
史
達
林
的
繼
承
人，
以
及
不
僅
是
蘇
聯
共產
 

黨
、
也
是
世
界
共產
主
義
運
動
最
權
威
的
領
導
人。
這
位
中
國
共產
黨
主
席
在
整
個
共產
世
界
享
有
非
常
崇
高
的
聲
望。 

甚
且
，
與
毛
澤
東
交
好
也
會強
化
蘇
聯
的
東
部
邊
疆，
在
冷
戰
日
益
嚴
峻
下，
這
件
事絕
對
不
容
小覷
。

一
九
五
四
年
九
月
底，
赫
魯
雪
夫
召
集
蘇
聯
共產
黨
中
央
主
席
團
特
別
會
議，
爭
取
蘇
聯
領
導
層
贊
同
他
的
中
國
政 

策
。
他
宣
稱
.

•
「我
們
若
不
協
助
中
國
在即
將
展
開
的
五
年
計
劃
之
社
會
主
義
工
業
發
展
…
…
我
們
將
錯
失
與
中
國
建
立 

及強
化
友
誼
的
歷
史
機
遇。」
47
赫
魯
雪
夫
的
熱
情
促
成
蘇
聯
其
他
領
導
人
打
消
反
對
的
念
頭。

隔
沒
多
久
，
赫
魯
雪
夫
於
九
月
二
十
九
日
率
領
蘇
聯
黨、
政
代
表
團
到
北
京，
參
加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建
政
五
周
年 

的
慶
會
。
經
過
高
層
會
談，
雙
方
簽
署
了
若
干
協
定，
蘇
方
給
予
中
國
相
當
於
五
億
二
千
萬
盧
布
的
長
期
外
幣
貸
款，
擴 

大
到
四
億
盧
布
的
技
術
援
助
供
中
國
興
建
一
百
四
十
一
個H

業
設
施
，並
且
同
意
再
援
助另
外
十
五
項
工
業
計
劃
的
興 

建
。
甚
且
，
赫
魯
雪
夫
放
棄
蘇
聯
在
四
個
合
資
企
業
的
股份
，
②並
將
蘇
聯
部
隊
進
駐
使
用
的
旅
順
海
軍
基
地
交
還
給
中 

國
(韓
戰
期
間
，
蘇
聯
與
中
國
在
一
九
五
二
年
九
月
十
五
日
協
商
好，
延
長
蘇
軍
駐
軍
旅
順。
蘇
軍
原
訂
在
一
九
五
五
年 

五
月
二
十
六
日
前
完
成
撤
離
)。
他
也
廢
止
了
給
予
蘇
聯
在
東
北
及
新
疆
特
權
的
秘
密
協
定。
最
後
，
他
還
同
意
協
助
中 

國
開
發
原
子
武
器
及
訓
練
核
子
專
家。
48

總
而
言
之
，
赫
魯
雪
夫
此
次
到
訪，
大
大
有
助
於
中
國
加
速
推
動
社
會
主
義
工 

業
化
的
計
劃
。
49

毛
澤
東
起
先
甚為
高
興。
日
後
他
承
認
：
「我
第
一
次
見
到
赫
魯
雪
夫
同
志
時，
我
們
相
談
甚
歡
…
…
建
立
起
互 

信
。」
50

他
也
承
認
：
「我
們很
感
謝
他
…
…
赫
魯
雪
夫
同
志
廢
除
了
〔以
前
的
〕
『合
作
社
』。」
M然
而
，
赫
魯
雪
夫
出 

手
闊
綽
，
過
於
慷
慨
。
他
應
該
理
智
行
事，卻
感
情
衝
動
。
他
一
直
想
見
識
國
外
世
界，
可
是
史
達
林
不
讓
他
出
國。
現 

在
首
次
有
了
機
會，
他
興匆
匆
地
一
頭
栽
進
去。
他
打
從
一
開
始
就
犯
了
致
命
的
錯
誤。
他
根
本
不
應
該
先
登
門
造
訪
毛 

澤
東
•，他
應
該
安
排
讓
毛
澤
東
先
來
拜
會。
但
是
有
機
會
訪
問
中
國，
使
得
赫
魯
雪
夫
十
分
興
奮，
壓
抑
不
下
好
玩
的
衝 

動
。
他
樂
得跟
個
小
孩
似
的。
52

從
莫
斯
科
出
發
時，
他
和
米
高
揚
講俏
皮
話，
又
向
全
蘇
工
會
中
央
理
事
會
主
席
尼
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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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
.
什
維
爾
尼
克(N

ikolai sh
vem

ik)

開
玩
笑
說
，
他
已
經
「準
備
好
吃
蛇
肉
了
」。
M他
在
中
國
期
間，
情緒
一
直 

很

高
亢
。
他
不
守
外
交
禮
節，跑
上
前
擁
抱、
親
吻
毛
澤
東，
把
中
方
主
人嚇
了 
一
跳。
他
到
處
說
笑
話，
大
爆
貝
利
亞 

性
生
活糜
爛
的
料，
又
像
個
生
意
人
信
口
承
諾
這、
承
諾
那
。

他
的
行為
，
就
和
他
過
分
慷
慨
的
禮
物
一
樣，
事
實
上
反
而
讓
毛
澤
東產
生
負
面
印
象。
毛
澤
東
和
史
達
林
一
樣， 

只
知
尊
重
實
力
。
毛
澤
東
不
能
理
解
赫
魯
雪
夫
的
友
善，
反
而
認為
那
是
荏
弱
的
跡
象，
因
而
覺
得
這
個
蘇
聯
新
領
導
人 

是
個
「大傻
瓜
」。
54

這
種
感
覺
使
得
毛
澤
東
認為
，
赫
魯
雪
夫
需
要
他
道
德
上
的
支
持。
M在
高
峰
會
議
上，
毛
澤
東
和 

周
恩
來
不
斷
地
測
試
赫
魯
雪
夫，
向
他
提
出
不
計
其
數
的
要
求。
毛
澤
東
甚
至
向
他
索
取
原
子
彈
的
機
密，
也
要
求
他幫
 

中
國
建
造
一
支
潛
艇
艦
隊。
％雖
然
赫
魯
雪
夫
斷
然
拒絕
了
大
多
數
要
求，
中
方
還
是
留
下
他
是
個
軟
弱
的夥
伴
的
印
象。 

毛
澤
東並
不
急
著掏
心掏
肺、跟
他
攀
交
情，
甚
至
也
不
願
介
紹
赫
魯
雪
夫
和
他
太
太
見
面。
十
月
一
日
在
天
安
門
城
樓 

上
閱
兵
時
，
周
恩
來
按
照
外
交
禮
節，
想
帶
江青
和
赫
魯
雪
夫
寒
暄，
毛
澤
東卻
牽
起她
的
手，
快
快
走
向另
一
端。
57 

這
次
高
峰
會
議
象
徵
毛
澤
東
從
蘇
聯教
導
的
束
縛
解
放
出
來
的
開
端，
赫
魯
雪
夫
自
己
在
行
程即
將
結
束
時
也
意
識 

到
這
一
點
。
許
多
年
之
後，
赫
魯
雪
夫
回
憶
說
：

當
我
們
一
九
五
四
年
去
了
中
國

、與
毛
澤
東
幾
度
會
談
之
後，
我
告
訴
同
志
們
：
「中
國
與
我
們
之
間
的
衝
突
勢
必 

難
免
。」我
從
毛
澤
東
說
的
話，
以
及
我
方
代
表
團
受
到
的
待
遇，
得
出
這
個
結
論
。我
們
之
間
出
現
了
東
方
式
病 

態
的
客
套
氣氛

。他
們
是
令
人
難
以
置
信
地
殷
勤，
但
全
都
假
惺
惺
。我
們
鍾
愛
地
擁
抱
和
親
吻
毛
澤
東
、陪
他
游 

泳
、隨
時
閒
聊
，
一
直
想
交
心
攀
談
。但
是
總
是
讓你
翻

胃啊
！另
一
方
面
，
某
些
特
殊
問
題
冒
出
來，
讓
我
們
起 

了
戒
心
。最
重
要
的
是
，
我
有
種
感
覺
——

我
當
時
就跟
所
有
的
同
志
這麼
說
——

毛
澤
東
可
沒
打
算
讓
中
國
共
產 

黨
以
外
的
任
何
共
產
黨
來
主
宰
世
界
共
產
運
動，
一
絲
一
毫
都
不
會
。他絕
對
不
容
許
。
58

②
原
書
註
：
蘇
聯
同
意
於
一
九
五
五
年
一
月
一
日
交
還
股份
，
換
取
中
國
商
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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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
澤
東真
正
的
感
情
此
時並
未
浮
現。即
使
他
自
己
也
不
是
那麼
容
易
就
擺
脫
開
對
「老
大
哥
」
的
尊
敬
。
何
況
中 

國
還
需
要
蘇
聯
援
助
以
建
設
社
會
主
義。

赫
魯
雪
夫
回
到
莫
斯
科
後，
還
是
在
一
九
五
四
年
十
二
月
裁
示，
免
費
提
供
中
國I

千
四
百份
重
要
工
業
設
施
的
技 

術
藍
圖
，
以
及
兩
萬
四
千
多
套
各
種
科
技
文
件
。
W 一
九
五
五
年
三
月，
蘇
聯
與
中
國
簽
訂
一
項
新
協
定，
承
諾
出
資
援 

助另
十
六
項
工
業
計
劃。
60
一
個
月
之
後，
蘇
聯
與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正
式
就
蘇
聯
援
助
中
國
以
和
平
方
式
開
發
核
子
技 

術
達
成
協
議
。
H隔
沒
多
久
，
蘇
聯
政
府
於
八
月
送
交
中
國
一份
備
忘
錄，
表
示
協
助
興
建
十
五
個
國
防
工
業
設
施，
以 

及
十
四
個
新
的
工
業
廠
區。
又
隔
幾
個
月，
中
國
政
府
在
一
九
五
四
年
底
向
莫
斯
科
提
出
要
求，
問
蘇
聯
能
否
增
加
協
助 

中
國
發
展
國
防
及
能
源
工
業
。
62

蘇
聯
繼
續
與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合
作，
擬
定
其
第
一
個
五
年
計
劃
的
最
後
草
案
——

中
國
從
一
九
五
二
年
起即
開
始 

與
莫
斯
科
討
論
此
一
經
濟
計
劃。
草
案
於
一
九
五
五
年
二
月
完
成
•，
副
總
理
陳
雲
於
三
月
二
十
一
日
向
中
共
全
國
代
表
會 

議
的
代
表
們
報
告
其
重
點。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最
後
草
案
獲
得
通
過，
七
月
五
至
六
日，
國
家
計
劃
委
員
會
主
任
李
富
春 

向
第
一
屆
全
國
人
民
代
表
大
會
第
二
次
會
議
提
出
報
告。
七
月
三
十
日，
全
國
人
民
代
表
大
會
第
二
次
會
議
通
過
以
這份
 

文
件
作為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一
九
五
三
至
五
七
年
的
正
式
經
濟
發
展
計
劃，
具
體
代
表
了
中
國
共產
黨
的
工
業
化
及
社
會 

主
義
建
設
的
政
策
。
63
第
一
個
五
年
計
劃
構
想
完
成
六
百
九
十
四
項
主
要
工
業
項
目，
包
括
大
型
發
電
廠、
冶
金
工
業
、 

機
械
製
造
廠
和
其
他
設
施，
以
便
替
快
速
發
展
重
工
業
及
國
防
工
業
奠
定
基
礎。
五
年
計
劃
也
打
算
在
農
村
地
區
推
動
合 

作
化
運
動
。它
打
算
在
一
九
五
七
年
底
之
前，
把
大
約
三
分
之
一
的
農
民
家
庭
組
織
成
半
社
會
主
義
的
低
階
農
業
生產
合 

作
社
。
在
這
些
合
作
社
裡，
農
民
只
在
共
有
經
濟
上
一
起
工
作，
同
時
也
保
有
私
有
財產
權，
如
土
地
持
分、
牲
口
及
他 

們
帶
進
合
作
社
的
主
要
農
業
機
具
等。
甚
且
，
也
有
計
劃
要
把
大
約
兩
百
萬
個
城
市
手
工
業
工
人
組
成
合
作
社。
最
後
， 

大
多
數
的
私
有
工
廠
以
及
商
業
將
改
造為
國
有
企
業
或
國
家
所
控
制
的
企
業。
政
府
計
劃
將
工
業
工
人
的
薪
資
提
高
三
分 

之
一
。3蘇

聯
領
導
人
和
中
國
領
導
人
雙
方
在
後
史
達
林
時
代
的
密
切
合
作，
使
得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能
發
展
出
五
年
計
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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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
既
符
合
中
國
國
家
經
濟
的
需
求，
也
符
合
蘇
聯
的
經
濟
能
力。
到
這
個
時
候
，
中
國
的
工
業
化
已
經
展
開，絕
大
多
數 

專
家
認為
中
國
可
以
成
功
地
達
成
五
年
計
劃
所
訂
的
目
標。

結
果卻
超
乎
所
有
人
的
預
期。
中
國
工
業
成
長
率
遠
遠
高
出
計
劃
的
目
標。
根
據
各
種
不
同估
計，
年
成
長
率
實
際 

在
一
六
％
至
一
八
％
之
間
。
工
業產
出
毛
額
超
過
一
倍
以
上，
生
鐵
和
鋼
的
生產
量
增為
三
倍。s

蘇
聯
的
援
助
極為
重 

要
。
雖
然
蘇
聯
對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經
濟
的
直
接
投
資
不
算
太
大
——

< 
民
幣
十
五
億
七
千
萬
元，
僅為
中
國
投
資
資
金 

總
額
四
百
九
十
三
億
元
的
百
分
之
三
左
右
66
——

我
們很
難
過
度
高估
蘇
聯
援
助
的
重
要
性。
除
了
提
供
相
當
數
額
的
財 

務
支
援
之
外，
蘇
聯
免
費
提
供
數
量
相
當
可
觀
的
技
術
資
訊，它
們
在
世
界
市
場
上
至
少值
得
數
億
美
元。
蘇
聯
一
方
面 

協
助
中
國
興
建
相
當
多
的
關
鍵
工
業
項
目，
在
替
中
國
訓
練
科
技
人
才
方
面，
也
扮
演
極
重
要
角
色。
一
九
五
〇
年
代， 

中
國
派
了
六
千
多
名
學
生
和
大
約
七
千
名
工
人
到
蘇
聯
學
習。
蘇
聯
和
東
歐
也
有
一
萬
兩
千
多
名
專
家
和
顧
問
來
中
國。
67

儘
管
蘇
聯
的
援
助
相
當
重
要，
還
是
因為
國
家
投
資
在
經
濟
現
代
化，
中
國
工
業
才
得
以
快
速
成
長。
國
家
資
本
投 

資佔
經
濟
基
礎
部
門
投
資
總
額
的
九
七
％
。
和
史
達
林
時
期
的
蘇
聯
相
同，
農
村
是
積
累
資
本
的
主
要
來
源，靠
著它
們 

挹
注
了
城
市
工
業
化
所
需
的
資
金。
在
建
設
社
會
主
義
時，
中
國
共產
黨
善
於
運
用
蘇
聯
經
驗，
而
蘇
聯
經
驗
不
論
是
多 

麼

殘
暴
，
仍
展
現
出
極
大
的
經
濟
效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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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十
八
章

大
轉
折

完
成
第
一
個
五
年
計
劃
的
農
業
生產
和
農
村
社
會
改
造，
是
黨
的
工
作
之
重
心。
一
九
五
〇
至
五
三
年
間
完
成
農
業 

改
革
，
激
烈
地
將
大
多
數
農
民
變
成
中
等
的
個
別
自
耕
農，
這
個
地
位
使
他
們
大
大
擺
脫
當
局
的
專
斷。
可
是
，
改
革
後 

的
農
村
未
能
供
應
社
會
充
足
的
生
鮮
蔬
果
和
原
材
料。
基
本
原
因
是
中
國
生產
力
落
後
•，農
業
人
口
過
多
.，
可
耕
地
不 

足
，
因
之
而
來
的
小
家
庭
之
存
在
■，農
業
基
礎
建
設
開
發
不
足
•，
以
及
古
舊
的
社
會
關
係。
因
農
業
改
革
而
出
現
的
社
會 

平
等
，
加
劇
了
開
發
不
足
的
危
機，
因為
它
導
致
農
民
增
加
消
費，
使
得
可
在
市
場
上
販售
的
過
剩
食
糧
減
少。
劉
少
奇 

一
九
五
三
年
十
一
月
九
日
對
新
任
蘇
聯
大
使
庫
玆
涅
佐
夫
說
：
「如
果
農
民
吃
得
更
好，
他
們
將
消
費
掉
農
村
生產
的
所 

有
糧
食
。
而
城鎮
將
沒
有
糧
食
…
…在
這
種
情
況
下，
我
們
還
不
能
讓
農
民
想
吃
多
少
就
吃
多
少。
」
1

黨
領
導
人
面
臨
設
計
新
式
農
村
合
作
方
式
的
任
務。
他
們
已
經
捨
棄
市
場
方
式。
社
會
主
義
烏
托
邦
的
思
想
開
始
指 

導
政
策
。
一
九
五
三
年
秋
天，
毛
澤
東
發
起
對
農
村
新
民
主
主
義
市
場
關
係
的
攻
擊。
他
的
目
標
十
分清
楚，
就
是
將
農 

村
集
體
化、
私
有
財產
收
歸
國
有，
以
便
以
此為
基
礎，
達
成
經
濟
落
後
的
中
國
之
工
業
化。
中
國
領
導
人
無
一
遲
疑。 

為
了
推
動
這
個
計
劃，
他
們
對
中
國
人
民
的
社
會
經
濟、
政
治
和
意
識
型
態
生
活，
都
建
立
起
嚴
格
的
管
控。
黨
內
的
不 

和
僅
涉
及
到
執
行
計
劃
的
方
法
與
步
調。

十
月
十
六
日
，
在
毛
澤
東
倡
議
下，
中
共
中
央
決
定
一
九
五
三
年
十
一
月
十
六
日
起，
實
施
穀
物
專
賣
制。
.J
追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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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以
低
位
固
定
價
格
向
農
民強
制
收
購
穀
物。
3嚴
禁
個
人
在
市
場
上
買
賣
穀
物。
次
年
，
棉
花
、
棉
製
品
及
蔬
菜
油
交 

易
亦
實
施
國
家
專
賣。
農
民
因
而
被眨
抑為
國
家
的
佃
戶，
完
全
喪
失
財產
權。
這
些
措
施
深
刻
擾
亂
全
國
市
場
經
濟， 

很
快
就
導
致
對
城
市
居
民
的
基
本
消
費
商
品
實
施
配
給
制。儘
管
水
準
不
高，
政
府
至
少
可
以
藉
此
保
證
基
本
需
求
供
應 

不
缺
。
城
市
居
民
只
能
在
國
營
商
店
買
到
基
本
物
資，
而
且
得
憑
配
給
券
才
能
購
買。

強
大
的
國
家
高
壓
機
制
試
圖
控
制
一
切
基
本
物
品
之
流
通。
一
九
五
二
年，
國
家囤
積
了
三
千
三
百
萬噸
穀
物，
一 

九
五
三
年
至
一
九
五
五
年，
當
局
又
分
別囤
積
了
四
千
八
百
萬噸
、
五
千
三
百
萬噸
和
五
千
萬噸
的
穀
物。
政
府
透
過
相 

當
高
的
實
物
稅
以
及
穀
物強
迫
收
購
辦
法，囤
積
穀
物
；
前
者
和
後
者
不
尋
常
地
呈
現
二
與
三
之
比。
一
九
五
四
年
和
一 

九
五
五
年
，
中
國
每
年
穀
物
收
成
量
約為
一
億
六
千
萬噸
。
其
中
將
近
三
一 
％
從
農
民
身
上
抽
走
；它
比
農
民
本
身
在
市 

場
上
出售
的
量
多
出
六
％
至一 

1 
%
。
4根
據
俄
國
經
濟
學
家
邦
尼
(Lb. B

on
y)

的
說
法
，它
很
可
能
造
成
「中
國
農 

民
實
質
必
須
消
費
量
肯
定
受
到
影
響，
這
一
點
可
從
中
國
許
多
地
區
出
現
農
民
騷
動
作為
證
明
」。
5
毛
澤
東
和
周
恩
來 

後
來
也
承
認，
共產
黨
從
農
民
「收
購
的
穀
物
數
量
稍
微
多
了
一
點
」。
e
農
民
騷
動
一
直
持
續
到
一
九
五
五
年
春
天。

把
生
活
物
資
集
中
在
國
家
手
中，並
沒
有
解
決
飢
荒
的
問
題。
根
據
官
方
數
字，
中
國
在
一
九
五
二
年
人
均
穀
物
生 

產
量
是
兩
百
五
十
公
斤，
情
況
在
一
九
五
三
年
或
一
九
五
四
年並
未
改
進。
一
成
的
農
家
穀
物
不
足
以
自
給
自
足，
必
須 

依
賴
國
家
援
助。
實
際
上
，
一
半
以
上
的
農
村
人
口
活
在
半
飢
餓
狀
況
下，
數
百
萬
家
庭靠
國
家
直
接
支
持
才
能
生
存。
7 

情
勢
十
分
弔
詭
•
•方
面
，
政
府
透
過
集
中
收
購
穀
物
及
其
他產
品，
掌
控
了
農
村
相
當
大
比
例
的
生產
，
創
造
出
國
家 

經
濟
實
力
的
表
象。另

一
方
面，它
必
須
釋
出
將
近
三
分
之
二
的
穀
物
回
到
農
村，
以
拯
救
數
以
百
萬
計
貧
困
地
區
的
農 

民
免
於
餓
死
。
國
家
援
助
農
業
發
展
的
能
力
逐
漸
在
消
失。
國
家
提
高
徵
收
量
傷
害
農
民
增
加
生產
的
興
趣，
而
要
求
國 

家
援
助
的
人
數
持
續
上
升。
共產
黨
自
己
反
市
場
的
政
策
製
造
出
惡
性
循
環，
使
毛
澤
東
及
其
副
手
深
陷
其
中。

國
家為
此
對
立
尖
銳
：
當
局拚
命
想
從
農
村
增
加榨
取
貨
品，
而
農
民
積
極
抗
拒
。
毛
澤
東
開
始
失
去
農
民
的
支 

持
。
他
在
一
九
五
五
年
十
月
被
迫
承
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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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
去
我
們
同
農
民
在
土
地
革
命
基
礎
上
建
立
起
來
的
那
個
聯
盟，
現
在
農
民
不
滿
足
了
。對
那
一
次
得
到
的
利
益
，

他
們
有
些
忘
了
。現
在
要
有
新
的
利
益
給
他
們，
這
就
是
社
會
主
義
.
.
.
.
以
前
那
個
反
地
主
、打
土
豪
、分
田
地
的

聯
盟
是
暫
時
的
聯
盟，它
鞏
固
一
下
又
不
鞏
固
了
。

8

這
個
情
勢
有
助
於
發
起
合
作
化
運
動。

一
九
五
〇
年
至
一
九
五
三
年
的
農
業
改
革
時
期，
中
國
共產
黨
幾
乎
毫
無
動
作
以
加
速
合
作
化。
到
了
一
九
五
一
年 

底
，
全
國
只
有
三
百
多
個
所
謂
的
低
階
的
合
作
社，
每
個
社
只
有
二
十
至
四
十
個
家
庭
社
員。
？新
民
主
主
義
的
政
治氛
 

圍
限
制
住
積
極
推
動
農
業
的
社
會
主
義
改
造。
從概
念
上
及
實
務
上，
中
國
共產
黨
非
常
小
心
地
處
理
農
村
的
改
造。
一 

九
五
三
年
二
月
十
三
日，
中
共
中
央
通
過
的
〈關
於
農
業
生產
互
助
合
作
的
決
議
〉即
是
一
個
典
型
例
證。
這份
文
件
由 

中
共
中
央
農
村H

作
部
起
草
，
透
過
身
兼
國
務
院
副
總
理
的
該
部
部
長、
老
黨
員
鄧
子
恢，
呈
報
到
中
央
。
黨
一
向
的
做 

法
是
點
出
政
策
左
傾
和
右
傾
偏
差
的
危
險，
但
是
鄧
子
恢
點
出
左
傾
偏
差
是
主
要
危
險。
鄧
子
恢
說
：
「目
前
，
倉
促
向 

前跑
是
主
要
的
偏
差、
是
全
國
規
模
的
大
危
險
。」
W他
的
報
告
經
由
中
共
中
央
通
過，
作為
指
導
文
件，
以它
為
基
礎 

針
對
各
種
「左
傾
」
錯
誤
進
行鬥
爭。

同
時
，
黨
也
在
新
民
主
主
義
時
期
累
積
合
作
化
運
動
的
經
驗。
國
民
黨
時
期即
已
出
現
的
供
銷
合
作
社
和
信
用
合
作 

社
，
成為
改
造
過
的
農
民
發
展
市
場
關
係
有
機
的
部
分。
到
了 
一
九
五
二
年
底，
四
成
的
農
民
家
庭
加
入
農
業
生產
互
助 

組
。
U這
是
一
九
三
七
至
四
五
年
中
日
抗
戰
期
間，
在
共產
黨
控
制
的
「解
放
區
」
最
早
出
現
的
一
種
特
別
形
式
的
合
作 

組
織
。
黨
的
領
導
人，
尤
其
是
劉
少
奇，
把
這
種
農
業
生產
互
助
組
視為
自
願
性
質
合
作
化
運
動
明
確
的
組
織
及
經
濟
基 

礎
。
雖
然
一
九
五
三
年
中
共
中
央
將
違
反
自
願
加
入
原
則
所
成
立
的
合
作
社
「大
規
模
解
散
」，
半
社
會
主
義
的
「低
階
」 

合
作
社
也
得
到
擴
張。
到
了 
一
九
五
三
年
底，
全
國
已
有
一
萬
四
千
多
個
合
作
社。

毛
澤
東
一
九
五
三
年
夏
天贏
了
「溫
和
派
」，
鼓
舞
他
加
快
集
體
化
的腳
步
。
農
民
社
會
主
義
改
造
的
步
伐
快
慢
問 

題
，
成為
黨
內
討
論
的
中
心
議
題。
毛
澤
東
後
來
回
憶
說
：
「我
們
打
鐵趁
熱
，
這
是
戰
術
必
要
，
不
可
能
『喘
一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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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
』
或
建
立
『新
民
主
主
義
秩
序
』。
如
果
我
們
要
去
打
造它
，
以
後
就
得
浪
費
力
氣
去拆
除它
。J

卩

一
九
五
三
年
秋
天，
毛
澤
東
與
中
共
中
央
農
村
工
作
部
官
員
開
會，
勸
說
他
們
反
制
在
中
國
農
村
愈
來
愈
「危
險 

的
」
「資
本
主
義
傾
向
」強

化
的
現
象，並
且
要
加
快
社
會
主
義
改
造。
U然
而
，
他並
未
能
壓
制
某
些
黨
工
幹
部
的
抗 

拒
。
因
此
在
一
九
五
三
年
十
二
月
十
六
日，
黨
中
央
折
衷
地
通
過
〈關
於
發
展
農
業
生產
合
作
社
的
決
議
>,
暫
時
以它
 

作為
農
村
社
會
主
義
改
造
的
綱
領
性
文
件。
M決
議
文
擬
想
的
農
民
家
庭
有
計
劃、
逐
步
合
作
化，
是
與
農
業
機
械
化
同 

步
推
動
。
中
共
中
央
官
員
認為
，
農
村
沒
有
技
術
改
造、
逕
自
實
行
合
作
化，
太
過
危
險
。
文
件
顯
示
，
到
一
九
五
四
年 

底
，
「低
階
」
合
作
社
將
有
三
萬
五
千
八
百
家，即
不
到
所
有
農
民
家
庭
數
的
一 
％
。
替
第
一
個
五
年
計
劃
定
下
的
任
務 

也
同
樣
溫
和
。
起
先
，
草
案
規
劃
到
一
九
五
七
年
底，
兩
成
的
農
民
家
庭
將
完
成
合
作
化
後
來
的
版
本
，
這
個
數
字 

提
升
到
三
分
之
一。
這
只
是
說
「低
階
」
合
作
社
。
「高
階
」
或
「高
端
」
的
合
作
農
場
(意即
依
據
農
民
財產
完
全
集 

體
化
所
組
成，
約
有
一
百
至
三
百
個
農
家
組
成
的
完
全
「社
會
主
義
」
的
集
體
農
場
)，
只
是
實
驗
性
質
的
設
置。

毛
澤
東並
不
滿
意
這
些
計
劃。
同
時
，
他
也
不為
農
村
極
端
的
技
術
落
後
——

生產
力
低
度
開
發即
是
例
證
——

而 

煩
惱
。
他
在
一
九
五
四
年
七
月
寫
信
給
劉
少
奇
和
鄧
小
平
說
道
：
「萬
事
莫
如
實
行
社
會
主
義
革
命
急，
也
就
是
農
業
合 

作
化
。
推
動
技
術
革
命，
也
就
是
逐
步
導
入
機
械
化，
和
在
農
村
進
行
其
他
技
術
革
新，
那
是
次
要
的
工
作
…
…
各
種
可 

能
的
技
術
革
新
應
以
合
作
化為
基
礎
導
入。
」
M

他
繼
續
表
示
不
滿
意
「步
調
太
慢
」，
其
實
到
了 
一
九
五
四
年
底，
合
作
社
的
家
數
已
增為
七
倍，
達
到
十
萬
家
。

一
九
五
四
年
十
月，
在
毛
澤
東
倡
議
下，
中
共
中
央
通
過
決
議，
要
加
快
組
織
合
作
社
。
當
局
擬
定
了
加
快
步
調
的
新
計 

劃
，
要
求
合
作
化
運
動
大
躍
進。
一
九
五
五
年，
低
階
合
作
社
預
定
要
增為
六
倍，
達
到
六
十
萬
家
。
可
是
，
到
了
一
九 

五
五
年
春
天，它
們
已
經
成
長
到
六
十
七
萬
家。
〃
光
是
浙
江
省，
在
一
九
五
四
至
五
五
年
那
個
冬
天，
就
成
立
四
萬
二 

千
家
合
作
社
，
是
原
有
合
作
社
的
七
倍
之
多
。
M

很

自
然
地
，
被
動
員
來
達
成
加
快
集
體
化
的
幹
部
們，
使
用
暴
力
、
嚴
峻
命
令
和
橫
暴
手
段
來
達
成
黨
交
付
的
任 

務
。
在
許
多
村
莊，
拒絕
加
入
合
作
社
的
農
民
被
迫
在
街
上
罰
站，
頂
著
烈
日
或
冒
著
酷
寒，
一
站
就
是
幾
個
小
時、
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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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幾
天
，
疲
憊
不
堪
之
下，
他
們
簽
下
「自
願
」
入
社
申
請
書
。
許
多
地
方
的
農
民
乾
脆
殺
了
家
裡
的
牲
口、雞

鴨
，
以 

示
抗
議
。
例
如
，
浙
江
省
的豬
隻，
數
量
減
了
一
百
二
十
萬
頭，
約佔
三
〇
％
。
某
個
以
火
腿
聞
名
的
縣，
更
減
少
了
四 

〇
％
。
其
他
地
方
則
因
飼
料
不
足，
造
成
牲
口
疫
病
。
一
九
五
五
年
初，
許
多
失
去
土
地
的
農
村
居
民
開
始
餓
死。
許
多 

中
農
自
殺
•，其
他
人
離
家
出
走、
前
往
城
市
。
許
多
人
公
開
表
達
不
滿
。
他
們
說
：
「共產
黨
比
國
民
黨
還
糟。
共產
黨 

把
我
們
帶
到
死
亡
邊
緣，
共產
黨
已
經
墮
落
了
。
」
b

同
時
，
好
幾
個
黨
領
導
人
仍
然
試
圖攔
阻
主
席
的
激
進
做
法。
中
共
中
央
農
村
工
作
部
部
長
鄧
子
恢
堅
持，
合
作
化 

方
案
應
依
據
五
年
計
劃
執
行。
農
村
工
作
部
提
議
放
慢
步
伐，
在
一
年
半
內
籌
設
不
到
三
十
五
萬
家
的
合
作
社。
鄧
子
恢 

也
打
算
解
散
十
二
萬
家
存
活
困
難
的
合
作
社。
20
劉
少
奇
、
鄧
小
平
及
其
他
多
位
政
治
局
委
員，
尤
其
是
周
恩
來，
支
持 

他
的
主
張
。

毛
澤
東
猶
豫
了 
一
下
子，
認為

或
許
「生產
關
係
要
適
應
生產
力
發
展
的
要
求，
否
則
生產
力
就
會
起
來
暴
動。
當 

前
農
民
殺豬
、
宰
羊
，
就
是
生產
力
起
來
暴
動
」。
M他
決
定
暫
停
合
作
化
半
年，
等
到
秋
天
再
說
。
劉
少
奇
支
持
這
項 

決
定
，
建
議
削
減
合
作
社
十
七
萬
家。
一
九
五
五
年
春
天，
農
村
工
作
部
決
定
解
散
透
過
行
政
手
段、
而
非
自
願
方
式
成 

立
的
合
作
社
。

這
項
決
定卻
激
怒
想
要強
力
推
動
合
作
化
運
動
的
地
方
領
導
人
之
反
對。
他
們
說
：
「不
需
要
削
減
合
作
社
的
數 

量
。」
22
中
共
上
海
局
第
一
書
記、
老
布
爾
什
維
克
柯
慶
施，
特
別
憤
慨
，
指
控
高
達
三
成
的
黨
幹
部
不
支
持
社
會
主 

義
，並
於
一
九
五
五
年
四
月
毛
澤
東
訪
問
上
海
時，
直
接
向
主
席
表
達
不
滿
。
23
當
時
，
毛
澤
東
正
在
華
東
和
華
南
幾
個 

省份
進
行
十
六
天
的
視
察，
一
路
上
也
有
許
多
省、
縣
官
員
表
達
出
左
翼
的
情
感。

這
時
候
，
鄧
子
恢
在
北
京
召
開
全
國
農
村
工
作
會
議，
會
中
他
表
示
贊
成
放
緩
合
作
化
的
步
伐。
他
和
其
他
「温
和 

派
」
已跟
不
上
時
代腳
步，
毛
澤
東
再
也
不
願
聽
他
們
的
意
見。
主
席
視
察
完
回
京，
深
受
各
省
領
導
人
布
爾
什
維
克
精 

神
鼓
舞
，
重
燃
起
他
達
成
快
速
「突
破
」
走
向
社
會
主
義
的
興
趣。
他拋
開
遲
疑，
堅
定
立
場
。
他
和
鄧
子
恢
見
面，
警 

告
他
：
「不
要
重
犯
一
九
五
三
年
大
批
解
散
合
作
社
的
錯
誤，
否
則
又
要
做
檢
討。」
24
幾
天
後
，
他
又
說
：
「農
民
是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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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由
』
的
，
我
們
要
社
會
主
義
…
…有
一
群
…
…官
員
反
映
農
民
要
『自
由
』
的
情緒
，
不
願
意搞
社
會
主
義。
」
25 

五
月
中
旬，
他
在
中
南
海
召
集
十
五
個
省、
市
黨
委
領
導
開
會，
要
讓
農
村
工
作
部
官
員
相
信
他
知
道
民
之
所
欲。 

他
呼籲
拋
棄
對
合
作
化
的
「悲
觀
情緒
」。
毛
澤
東
陰沉
地
說
：
「如
果
我
們
不拋
開
〔它
們
〕，
就
會
犯
下
大
錯
。
」

26 

不
久
，
他
又
出
北
京
去
「進
行
調查
」，
這
次
是
到
杭
州
去。

然
而
，
鄧
子
恢
把
他
的
話
置
若
罔
聞，
仗
著
劉
少
奇
的
支
持，
緊
抱
住
自
己
的
觀
點。
六
月
中
旬，
劉
少
奇
主
持
的 

政
治
局
會
議
徹
底
討
論
這
個
議
題，
多
數
委
員
支
持
農
村
工
作
部
的
提
議。
劉
少
奇
說
：
「明
春
發
展
到
一
百
萬
個，
關 

一
下
門，
辦
好
了
，
讓
中
農
自
願
前
來
敲
門
。
關
鍵
是
保
證
中
農
自
願。」
27
農
村
工
作
部
旋即
在
一
九
五
五
年
中
期
之 

前
又
解
散
了
兩
萬
多
家撐
不
下
去
的
合
作
社，
其
中
包
括
浙
江
一
省
之
內
的
一
萬
五
千
多
家
合
作
社，
涉
及
四
十
萬
戶
農 

民
家
庭
。
28

毛
澤
東絕
無
意
願
投
降。
他
乾
脆
繞
過
不
聽
他
話
的
政
治
局，
直
接
向
全
國
黨
幹
部
訴
求。
他
在一

九
五
五
年
七
月 

三
十
一
日
召
開
的
會
議，
號
召
省
、
市
及
地
方
黨
委
書
記
們
支
持
他
的
計
劃。
毛
澤
東
的
報
告
〈關
於
農
業
合
作
化
問 

題
〉，
旨
在
說
服
大
家
接
受
需
要
加
快
農
村
合
作
化。
和
全
國
人
民
代
表
大
會
才
通
過
的
五
年
計
劃
——
它
規
劃
在
一
九 

五
七
年
底
以
前
促
成
三
分
之
一
的
農
民
家
庭
加
入
合
作
社
——

相
反
，
毛
澤
東
現
在
堅
持
要
有
二
分
之
一
的
農
民
家
庭
加 

入
合
作
社
。
到
了
一
九
五
六
年
秋
天，
合
作
社
家
數
應
從
六
十
五
萬
家
——

這
是
解
散
無
以為
繼
的
合
作
社
之
後
還
剩
的 

合
作
社
——

倍
增為
一
百
三
十
萬
家。
29

毛
澤
東
的
講
話
包
含
常
見
的
對
蘇
聯
發
展
道
路
的
正
面
評
價，
例
如
說
蘇
聯
經
驗
證
明
在
短
時
間
內
完
成
大
規
模
合 

作
化
，
是
完
全
有
可
能
的。
30

可
是
-
證
據
顯
示
，
毛
主
席
仍
然
受
到
蘇
聯
模
式
所
鼓
舞
之
際，
他
已
經
開
始
思
考
比
蘇 

聯
更
高
的
社
會
主
義
建
設
比
例。
他
譴
責
「若
干
同
志
」
引
用
史
達
林
著
名
的
一
段
批
評，
史
達
林
曾
說
，
蘇
聯
在
集
體 

化
過
程
中
曾
犯
了
「操
之
過
急
」、
「往
前
衝
」
的
錯
誤
。
他
說
：
「我
們絕
不
容
許
這
些
同
志
用
蘇
聯
經
驗為
藉
口，
掩 

飾
他
們
蝸
牛
速
度
的
想
法。」
M毛
澤
東
第
一
次
提
出
以
「多
、
好
、
快
」
原
則
建
設
社
會
主
義
的
說
法，
但
他
還
沒
把 

它
奉為
新
的
總
路
線。
他
仍
然
擁
抱
蘇
聯
模
式，
但
是
希
望
更
快
地
達
成它
。
他
在
氣
憤
下
，
曾
經
對
他
的
私
人
醫
生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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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
「我
說
學
蘇
聯，
難
道
拉
屎
撒
尿
也
要
學
蘇
聯
？
」
32

赫
魯
雪
夫
要
他
別
加
快
合
作
化
的
步
伐，
但
是
毛
澤
東
不
聽 

他
的
勸
。
M他
對
合
作
化
運
動強
大
的
動
力
相
當
樂
觀。
這
次
會
議
在
中
共
黨
史
上
是
破
天
荒
第
一
遭，
他
必
須
越
過
政 

治
局
向
地
方
幹
部
們
訴
求，並
且
公
開
表
達
他
不
同
意
政
治
局
的
決
定。
他
日
後
還
會
一
再
祭
出
這
一
招。

整
體
而
言
，
他
的
操
弄
運
作
成
功
了。
毛
主
席
果
如
預
期
得
到
來
自
基
層
的
支
持
後，
現
在
他
可
以
迫
使
黨
的
領
導 

人
接
受
他
加
速
史
達
林
化
的
計
劃。
一
九
五
五
年
十
月，
他
在
北
京
召
開
中
國
共產
黨
七
屆
六
中
全
會
(擴
大
會
議
)， 

以
取
得
其
政
治
路
線
的
正
式
支
持。
受
邀
出
席
會
議
的
中、
低
層
黨
員
幹
部
的
人
數，
是
中
央
委
員
的
十
倍
以
上，
確
保 

了
大
會
一
定
會
通
過
他
的
政
策
處
方。
決
議
文
宣
稱
：
「面
臨
著
農
村
合
作
化
運
動
日
益
高
漲
的
形
勢，
黨
的
任
務
就
是 

要
大
膽
地
和
有
計
劃
地
領
導
運
動
前
進
…
…
但
是
我
們
有
些
同
志
對
於
農
民
問
題
的
看
法卻
還
停
留
在
老
階
段
上
…
…
看 

不
見
大
多
數
農
民
群眾
願
意
走
社
會
主
義
道
路
的
積
極
性。
」
34

鄧
子
恢
、
薄
一
波
和
李
富
春
做
了
自
我
批
評，
周
恩
來
則
無
條
件
支
持
毛
主
席。
％但
是
毛
澤
東
仍
然
不
痛
快，嘰
 

嘰
歪
歪
說
：
「鄧
子
恢
在
民
主
革
命
時
期
支
持
我
們
…
…
但
是
解
放
後卻
走
上另
一
條
路。
我
們
的
某
些
同
志卻
像
一
個 

小腳

女
人
，
東
搖
西
擺
地
在
那
裡
走
路
。」
36

一
直
要
到
日
後
回
顧
時，
他
才
滿
意
地
說
：
「一
九
五
五
年
那
一
年
才
在 

生產
關
係
的
權
限
上
面贏
得
基
本
勝
利。
」
37

擴
大
會
議
之
後，
毛
澤
東
發
起
事
後
證
明
相
當
有
效
的
宣
傳
運
動，
號
召
全
黨
追
隨
他
前
進
。
基
層
共產
黨
員
積
極 

投
入鬥

爭，
以
達
成
他
們
領
袖
的
烏
托
邦
計
劃。
他
們
相
信
毛
主
席、
崇
拜
毛
主
席，
甚
至
把
他
奉為
神
。
沒
有
這
樣
的 

造
神
運
動
，
一
個
以
領
袖為
中
心
的
政
黨
不
可
能
存
在。
毛
澤
東
是
新
中
國、
建
設
社
會
主
義
社
會、
平
等
與
富
足
的
光

①
原
書
註
：
這
位
醫
生
名
叫
李
志
綏
。他
隨
侍
毛
澤
東
身
旁
超
過
十
二
年
。一
九
八
八
年，
他
在
奇
蹟
下
獲
准
離
開
中
國
到
美
國，
六
年
之
後
他
發
表 

了
他
的
回
憶
錄
。書
中
，
他
揭
露
毛
澤
東
及
中
國
共
產
黨
其
他
領
導
人
許
多
私
生
活
的
機
密，
在
中
國
釀為
風
暴
。後
來
，
李
醫
生
一
九
九
五
年
一 

月
在
美
國
電
視
台
接
受
訪
問
時
透
露，
他
打
算
再
寫
一
本
傳
記
。可
是
，
他
沒
辦
法
寫
了
。接
受
訪
問
之
後
幾
個
星
期
，
他
在
伊
利
諾
州卡
洛
溪
家 

中去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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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未
來
的
代
表。
因
此
，
可
以
理
解，為
什麼
對
廣
大
的
普
通
共產
黨
員
而
言，
參
與
集
體
化
是
莫
大
的
光
榮。

到
了 
一
九
五
六
年
初，
毛
澤
東
和
他
的
支
持
者
急
遽
加
快
合
作
化
的
步
調，它
現
在
已
進
入
一
九
五
六
年
上
半
年
大 

體
完
成
集
體
化
的
新
階
段。
地
方
幹
部
技
巧
地
利
用佔
極
大
多
數
小
規
模
家
戶
的
貧
農
渴
望
平
等
的
情
感。
共產
黨
在
他 

們
之
中
仍
享
有
極
大
聲
望，
貧
農
大眾
熱
切
支
持
共產
黨，
盼
望
中
國
共產
黨
的
政
策
會
像
農
業
改
革
時
期
一
樣
造
福
他 

們
。
同
一
時
期
，
中
國
政
府
效
法
史
達
林，
任
意
運
用
高
壓
手
段。
一
九
五
六
年，它
強
迫
農
民綁
在
土
地
上，
嚴
禁
農 

村
居
民
搬
離
他
們
緊鄰
的
合
作
社
以
外
之
地
區。
M從
此
以
後
，
農
民即
使
要
到
附
近
城
市
或
隔
壁
的
合
作
社
去，
也
要 

向
村
的
當
局
申
請
路
條。

總
之
，
農
業
社
會
主
義
高
奏凯
歌。
到
了
一
九
五
六
年
六
月，
一
億
一
千
萬
戶
農
民
家
庭
(佔
總
數
約
九
二
％
)， 

已
加
入
農
業
生產
合
作
社。
其
中
，
六
千
三
百
萬
戶
成為

「高
級
社
」
(
「社
會
主
義
」)
社
員
。
這
個
過
程
在
下
半
年
持 

續
進
行
，
直
到
全
部
農
民
幾
乎
無
一
不
納
入
合
作
社。
同
時
，
小
型
合
作
社
整併
、
大
型
合
作
社
改
造為
高
級
社。
到
了 

一
九
五
六
年
底，
全
國
共
有
七
十
五
萬
六
千
個
農
業
生產
合
作
社，
涵
納
九
六
％
的
農
民
家
庭
.，
八
八
％
的
農
民
家
庭
加 

入
高
級
社
。
M

毛
澤
東
雖
在
政
治
上
取
得
重
大
勝
利，
個
人卻
也
付
出
重
大
代
價、
吃
盡
苦
頭
。
在
中
國
共產
黨
黨
內
激
烈
衝
突 

時
，
尤
其
是
一
九
五
五
年
底
之
前
那
段
時
間，
毛
澤
東
幾
乎
無
法
入
眠
。
他
以
前
也
不
時
鬧
失
眠，
動
輒
一
連
幾
天
無
法 

闔
眼
睡
覺
。
他
的
醫
生
寫
說
：
「醒
著
的
時
間
也
愈
來
愈
長，
有
時
連
續
二
十
四
小
時，
甚
至
三
十
六
個
小
時
不
睡，
隨 

即
一
連
睡
上
十
或
十
二
個
小
時。」
他
服
用
數
量
大
到
難
以
想
像
的
安
眠
藥，
但
是
不
管
用
。
他
變
得
十
分
疲
倦，
搖
搖 

晃
晃
、
奇癢
難
忍、
暈
眩
。
但
是
醫
生
也
無
能為
力。
他
的
「失
眠
症
是
政
治鬥
爭
的
結
果
」

。
40

集
體
化
的
勝
利
還
有另
一
個
代
價。
毛
澤
東
和
整
個
黨
都
困
於
無
法
兌
現
當
時
誘
使
農
民
加
入
合
作
社
時
所
承
諾
的 

繁
榮
。
許
多
農
民很
快
就
失
望
了，
開
始
表
示
不
滿
。
W兩
年
後
，
毛
澤
東
自
己
承
認
合
作
化並
未
解
決
中
國
共產
黨
和 

「廣
大
的
中
間
分
子
」
之
間
的
矛
盾
。
42

相
反
地
，
根
據
蘇
聯
專
家
的
資
料，
實
施
穀
物
專
賣
之
後
開
始
積
累
的
社
會
緊 

張
，
現
在
更
加強
烈
。
蘇
聯
經
濟
學
家
一
九
五
七
年
初即
認為
：
「(中
國
)
農
業
集
體
化
遭
到
農
民
的
抗
拒。」
C騷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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撼
動
新
成
立
的
合
作
社，
但
是
毛
澤
東
深
信
不
經
考
驗
和
苦
難，
不
可
能
建
立
「光
明
的
未
來
」。
他
說
：
「要
使
帝
國 

主
義絕
種，
封
建
主
義絕
種，
資
本
主
義絕
種，
小
生產
也絕
種。
在
這
方
面
，
良
心
少
一
點
好。
我
們
有
些
同
志
太
仁 

慈
，
不厲

害，
就
是
說
，
不
那麼
馬
克
思
主
義。
使
資產
階
級、
資
本
主
義
在
六
億
人
口
的
中
國絕
種，
這
是
一
個很
好 

的
事
，很
有
意
義
的
事
。
我
們
的
目
的
就
是
要
使
資
本
主
義絕
種，
要
使
他
在
地
球
上絕
種，
變
成
歷
史
的
東
西
。
」
44 

然
而
，
農
民
抗
拒
的
規
模
根
本
比
不
上
蘇
聯
實
行
集
體
化
時
期
那麼
慘
烈。
整
體
而
言
，
社
會
主
義
相
當
和
平
地
進
入
中 

國
農
村
。一

九
五
五
至
五
六
年，
中
國
共產
黨
在
毛
澤
東
倡
議
下，
同
時
也
進
行
工
業
與
商
業
大
規
模
的
社
會
主
義
改
造。
這 

些
改
革
是
一
九
五
一
年
及
一
九
五
二
年
針
對
城
市
資產
階
級
措
施
的
延
續。
一
九
五
三
至
五
四
年，
中
國
共產
黨
已
對
所 

有
重
要
消
費
者
商
品
的
銷售
建
立
國
家
管
控，
因
此
大
大
限
制
了
市
場
經
濟。
國
有
工
商
業
公
司
排擠
了
私
營
企
業。
共 

產
黨
利
用
了
各
種
所
謂
的
低
度
國
家
資
本
主
義
方
式。
就
某
種
程
度
而
言，
他
們
重
複
國
民
黨
政
府
在
一
九
三
〇
年
代
和 

一
九
四
〇
年
代
已
做
的
事
。它
包
括
政
府
收
購
私
營
企
業
的產
品，
以
及
國
家
頒
令強
迫
原
物
料
以
固
定
價
格
供
應。
一 

九
五
五
年
，
國
家
把
約
八
成
的
中
小
企
業
置
於
政
府
管
控
下。
國
家
藉
由
購
買
公
司
股
票
的
方
式
投
資
資
金，
將
雇
用
員 

工
五
百
人
以
上
的
大
型
企
業，
改
造為
國、
民
營
合
資
公
司
。
到
了
一
九
五
六
年
中
期，
全
國
私
有
財產
基
本
上
已摧
毀
 

殆
盡
。
45
毛
澤
東
將它
視為
是
經
濟
領
域
社
會
主
義
革
命
的
勝
利，
是
提
前
實
現
黨
的
總
路
線
；
在
這
個
時
候
，
他
認為
 

總
路
線
的
目
標
是
解
決
財產
的
問
題
。
46

重
點
是
中
國
共產
黨
在
最
短
的
可
能
時
間
內
將
中
國
社
會
激
烈
改
造
成
功。它
的
戰
術
在
城
市、
在
農
村
都
有
效， 

沒
有
遭
遇
富
人
重
大
的
反
抗。
政
府
決
定
「收
購
」
私
營
工
業
財產
，
減
弱
了
資產
階
級
抗
拒
的
力
量。
一
九
五
五
年
十 

月
二
十
九
日，
毛
澤
東
提
議
給
予
中
國
資
本
家
相
當
大
的
金
錢
補
償、
完
全
就
業
，
以
及
崇
高
社
會
地
位，
以
交
換
他
們 

保
證
不
破
壞
社
會
主
義
改
革
。
資
本
家
必
須
自
願
將
財產
交
給
政
府。
47
政
府
後
來
決
定，
將
付
給
他
們
每
年
五
％
利 

息
，為
期
七
年
48
(實
際
上
，
付
息
時
間
更
長，
直
到
一
九
六
六
年
才
停
止
)。

實
際
上
抗
拒
中
國
共產
黨
最
力
的
是
勞
工
階
級，
這
把
宣
示為
無產
階
級
服
務
的
黨嚇
了
一
跳。
社
會
主
義
改
造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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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工
人
的
物
質
條
件
惡
化。
他
們
失
去
了
原
來
控
制
住
企
業
主
所
享
有
的
許
多
特
權。
工
人
控
制
的
制
度
始
於
一
九
四
九 

年
共產
黨
在
內
戰
勝
利
之
後，它
可
以捍
衛
工
人
的
利
益。
但
是
這
個
制
度
短
命、
存
在
不
久
。
國
家
接
管
生產
手
段
之 

後
推
出
一
項
改
造，
正
式
成
立
工
會，
取
代
工
人
的
實
質
控
制，它
造
成
勞
力
工
人
的
生
活
水
準
降
低。
官
方
設
置
的
工 

會
由
國
家
控
制，它
捍
衛
政
府，
不
是捍
衛
工
人
。
工
人
開
始
罷
工
以
示
不
滿，
地
方
當
局
愈
來
愈
難
以
壓
制。
根
據
官 

方
資
料
，
一
九
五
六
年
八
月
至
一
九
五
七
年
一
月
之
間，
發
生
一
萬
多
起
工
人
大、
小
罷
工
，
以
及
一
萬
多
起
學
生
罷 

課
。
49
從
中
國檔
案
資
料
發
現，
上
海
地
區
原
本
私
營
企
業
的
工
人
特
別
活
躍
。
一
九
五
七
年
春
天，
上
海
五
百
八
十
七 

家
企
業
發
生
「大
型
騷
亂
」，
涉
及
約
三
萬
名
工
人，另
外
七
百
多
家
工
廠
也
發
生
較
不
嚴
重
的
騷
亂。
大
約
九
成
事
件 

發
生
在
剛
由
國
家
買
下、
控
制
的
企
業
。
50

到
了 
一
九
五
六
年
底，
由
於
加
速
工
業
發
展
及強
迫
社
會
主
義
改
革
的
結
果，
中
國
經
濟
開
始
出
現
一
些
困
難，
如 

原
物
料
、
電
力
及
合
格
工
人
短
缺
等
等。
同
時
，
社
會
主
義
的
勝
利強
化
了
中
國
共產
黨
對
社
會
嚴
格
的
獨
裁
專
政。
黨 

官
僚
現
在
不
僅
享
有絕
對
的
政
治
權
力，
還
有
完
全
的
經
濟
權
力
。
在
這
種
情
勢
下
，
全
國
經
濟
已
完
全
受
到
國
家
控 

制
，
共產
黨
菁
英
可
以
發
動
更
加
危
險
的
實
驗，
試
圖
以
鐵
的
意
志
解
決
所
有
的
經
濟
問
題。
共產
黨
仍
然
完
全
走
史
達 

林
的
路
，
史
達
林
曾
說
：
「沒
有
布
爾
什
維
克
攻
不
下
的
堡
壘
。
」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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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十
九
章

思
想
大
解
放

一
九
五
六
年
發
生另
一
件
事，
大
大
震撼
了
中
國
和
全
世
界。
二
月
二
十
五
日，
赫
魯
雪
夫
在
蘇
聯
共產
黨
第
二
十 

次
全
國
代
表
大
會
的
秘
密
會
議
發
表
報
告，
譴
責
史
達
林搞
個
人
崇
拜。
這
位
已
故
的
獨
裁
者
被
控
訴
多
項
罪
行。
赫
魯 

雪
夫強
調，
史
達
林
在
第
二
次
世
界
大
戰
初
期
犯
了
嚴
重
錯
誤，
違
反
集
體
領
導
的
原
則，並
且
建
立
個
人
獨
裁。
他
談 

起
史
達
林
在
民
族
問
題
及
農
業
政
策
上
犯
的
錯
誤，
也
談
他
在
蘇
聯
國
際
關
係
上
犯
的
錯
誤。
然
而
，
他
沒
有
提
到
史
達 

林
不
信
任
毛
澤
東
•，
赫
魯
雪
夫
倒
是
提
到
史
達
林
對
待
狄
托
犯
了
錯
誤。
1

毛
澤
東
沒
有
出
席
這
次
蘇
共
全
代
會。
朱
德
、
鄧
小
平
及
其
他
人
員
代
表
中
國
共產
黨
與
會，
他
們
將
這
個
驚
天
動 

地
的
新
聞
回
報
給
毛
主
席。
毛
澤
東
也
大
吃
一
驚
。
他
以
中
共
中
央
的
名
義
才
發
賀
電
給
蘇
共
二
十
次
大
會，
照
例
歌
頌 

已
經
去
世
的
史
達
林
。
賀
電
提
到
「列
寧
創
造
、
史
達
林
養
大
的
所
向
無
敵
的
蘇
聯
共產
黨
」。
？朱
德
也
極為
尷
尬
， 

他
在
大
會
主
席
台
上
才
宣
讀
賀
電，
全
場
掌
聲
如
雷
。
赫
魯
雪
夫
這
番
話
給
人
的
印
象
是，
他
根
本
不
管
他
的
講
話
會
在 

共產
世
界
引
起
什麼
回
響
。
他
甚
至
沒
把
報
告
書
交
給
外
國
的
共產
黨
過
目。
毛
澤
東
必
須靠
新
華
社
譯
自
《紐
約
時 

報
》
三
月
十
日
刊
登
的
全
文，
才
得
知
箇
中
內
容
。
；
赫
魯
雪
夫
只
顧
著
解
決
自
己
的
問
題。
換
句
話
說
，
在
譴
責
史
達 

林
主
義
時
，
這
位
蘇
聯
新
領
導
人
的
行
徑
與
史
達
林
無
異，
一
點
兒
都
不
懷
疑
莫
斯
科
所
有
的
衛
星
附
庸
國
家
會
照
單
全 

收
克
里
姆
林
宮
所
講
的
一
切
。
4
他
們
曾
經
在
一
九
三
九
年
接
受
令
人
難
以
置
信
的
莫
洛
托
夫
—
里
賓
特
洛
甫
條
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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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olotov-R
ibbentrop P

act

，即
德
蘇
互
不
侵
犯
條
約
)，
完
全翻
轉
了
蘇
聯
與
希
特
勒
德
國
的
關
係，
而
今
他
們
也
將 

接
受
史
達
林
被
批
判。

然
而
，
經
過
一
番
思
索，
毛
澤
東
壓
抑
下
原
先
不
痛
快
的
感
覺。
姑
且
不
論
其
他，
批
判
克
里
姆
林
宮
前
獨
裁
者
使 

他
徹
底
解
脫
。
赫
魯
雪
夫
於
一
九
五
四
年
到
訪
所
開
始
的
過
程，
現
在
達
到它
合
邏
輯
的
結
尾。
5

隔
了 
一
陣
子，
赫
魯
雪
夫
送
來
了
官
方
正
式
消
息，
毛
澤
東
注
意
到
這
個拆
卸
史
達
林
神
壇
的
蘇
聯
首
腦並
沒
有
百 

分
之
百
的
自
信
。
他很
明
顯
試
圖
爭
取
毛
澤
東
的
贊
同。
毛
澤
東為
此
甚
爽
；它
證
實
了
他
原
先
對
赫
魯
雪
夫
的
印
象
•， 

赫
魯
雪
夫
是
個
軟
弱
的夥
伴。
這
個
蘇
聯
共產
黨
第
一
書
記
在
私
函
中
告
訴
毛
澤
東，
蘇
共
通
過
了
有
關
史
達
林
的
決
議 

之
外
，
又
提
議
協
助
中
國
興
建
五
十
一
個
軍
事
項
目
和
三
個
科
學研
究
機
構。
他
也
表
示
願
意
與
中
國
合
作，
興
建
一
條 

連
接
新
疆
烏
魯
木
齊
到
中
蘇
邊
境
的
鐵
路。
換
句
話
說
，
赫
魯
雪
夫
企
圖
爭
取
毛
澤
東。
一
九
五
六
年
四
月
七
日
-
赫
魯 

雪
夫
的
個
人
代
表
米
高
揚
和
中
方
簽
署
了
一份
蘇
聯
援
助
興
建
五
十
五
個
新
工
業
設
施
(包
含
製
造
火
箭
和
原
子
武
器
的 

工
廠
)
的
協
議
。
e

這
一
切
激
烈
地
改
變
了
中、
蘇
關
係
之
間
的
力
量
均
衡。
從
現
在
起
，
毛
澤
東
不
再
需
要
仰
事
蘇
聯，
覺
得
必
須
抄 

襲
蘇
聯
的
經
驗
。
如
果
說
他
在
一
九
五
五
年
和
一
九
五
六
年
初
推
動
類
似
蘇
聯
的
史
達
林
式
集
體
化
時，
只
敢
要
求
以
比 

蘇
聯
更
快
的
步
調
進
行，
現
在
他
完
全
可
以
摸
索
自
己
的
發
展
路
徑。
他
甚
至
可
以
試
圖趕
上、並
超
越
蘇
聯，
把
中
國 

打
造
成
最強
大
的
工
業強
國。

他搞
懂
了
赫
魯
雪
夫
的
報
告
之
後，
於
三
月
三
十一

日
邀
請
回
莫
斯
科
出
席
蘇
共
二
十
大、
而
今
回
到
任
所
的
蘇
聯 

駐
北
京
大
使
尤
金
過
來
一
談。
尤
金
本
人
也
想
要
見
毛
澤
東。
赫
魯
雪
夫
迫
切
需
要
中
國
共產
黨
的
支
持，
要
求
尤
金
大 

使
求
見
。
然
而
，
毛
澤
東
以
生
病為
託
辭，
讓
尤
金
等
了
一
段
時
候
才
終
於
答
應
見
他。
兩
人
談
了
三
個
小
時。
毛
澤
東 

精
神
十
分
亢
奮，儘
管
話
題
嚴
肅，
他卻
談
笑
風
生。
他
希
望
給
人
的
印
象
是，
他
的
人
生
閱
歷豐
富，
智
慧
深
邃
，
能 

夠
安
然
笑
看
世
界
風
雲
變
色。
然
而
，很
顯
然
他
無
法
坦
然
討
論
史
達
林
這
個
話
題。

他
先
開
口
告
訴
尤
金，
他
認為
已
逝
的
導
師
「毫
無
疑
問
…
…
是
偉
大
的
馬
克
思
列
寧
主
義
者，
是
優
秀
忠
誠
的
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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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
家
」。
據
尤
金
的
說
法，
毛
澤
東
同
時
也
說
「(蘇
共
二
十
大
)
代
表
大
會
的
文
件
使
他
印
象
深
刻
」
。
毛
澤
東強
調 

「批
評
與
自
我
批
評
精
神
和
代
表
大
會
後
所
造
成
的
氣氛
，
也
會幫
助
他
們
廣
開
言
路
…
…
在
這
件
事
情
上，
我
們
是
不 

能
先
說
話
的
」。
？

毛
澤
東很
清
楚
他
在
說
什麼
。
我
們
已
經
看
到，
在
中
國
共產
主
義
運
動
的
整
個
歷
史
當
中，它
的
領
導
人，
包
括 

毛
澤
東
在
內，
幾
乎
無
可
避
免
地
在
意
識
型
態、
組
織
和
政
治
上，
都
得
依
賴
莫
斯
科
。
雖
然
毛
澤
東
心
知肚
明
史
達
林 

的
奸
詐
陰狠
，
現
在
他
一
死，
自
己
可
以
感
到
輕鬆
，
可
是
他
無
法
公
開
批
評
他
的
「領
袖
和
導
師
」。
沒
錯
，
他並
不 

清
楚
史
達
林
陰狠
的
全
貌。
例
如
，
他並
不
曉
得
這
個
克
里
姆
林
宮
獨
裁
者
在
一
九
三
八
年
曾
經
計
劃，
針
對
共產
國
際 

官
員
發
動
大
規
模
政
治
審
判
。
史
達
林
在
思
索
要鬥
爭哪
些
人
時，
一
度
把
周
恩
來、
劉
少
奇
、
康
生
、
陳
雲
、
李
立 

三
、
張
聞
天
、
王
稼
祥
、
任
弼
時
、
鄧
發
、
吳
玉
章
、
楊尚
昆
、
董
必
武
，
甚
至
一
九
三
五
年
已
被
國
民
黨
處
決
的
瞿
秋 

白
，
都
列
入
黑
名
單
。
S內
務
人
民
委
員
部
調查

員
亞
歷
山
大
.
伊
凡
諾
維
奇
•郎
方(A

leksandr Ivanovich 

L
angfang)

對
一
九
三
八
年
三
月
被
捕
的
共產
國
際
執
委
會
人
事
部
官
員
郭
紹
棠
動
刑，
逼
得
他
攀
咬
出
上
述
這
些
人。
9 

我
們
不
用
懷
疑，
郎
方
不
會
自
己
主
動
去
做
這
件
事。
①

史
達
林
打
算
在
已
經
進
行
過
的
齊
諾
維
也
夫
和卡
門
涅
夫
案(Zinoviev and K

am
enev)

、
拉
狄
克
和
皮
亞
塔
可
夫 

案(R
adekandpiatakov)

，
以
及
布
哈
林
和
萊
可
夫
案(B

ukharinandR
ykov)

這
三
大
案
之
外，
再
於
一
九
三
八
年 

春
末
針
對
共產
國
際
官
員
發
動
公
審。
這
一
次
主
要
對
象
是
共產
國
際
執
委
會
書
記
約
瑟
夫
•派
特
尼
斯
基
。
其
他
目
標 

還
有
共產
國
際
執
委
會
官
員
貝
拉
•孔

(Bela K
un)

和
威
廉
.
柯
諾
寧(W

ilhelm

 K
norin)

，
W至
於
上
述
中
方
人
士 

只
是
配
角
。
決
定
逮
捕
大
批
共產
國
際
官
員
是
在
一
九
三
七
年
五
月
定
案。
五
月
二
十
六
日
子
夜
一
點
鐘，
季
米
特
洛
夫 

被
請
到
人
民
委
員
葉
佐
夫
辦
公
室.，葉
佐
夫
告
訴
他
說
：
「共產
國
際
裡
潛
伏
了
重
要
間
諜。」
一
九
三
七
年
下
半
年
和 

一
九
三
八
年
初，
開
始
動
手抓
人
•，
可
是
在
莫
斯
科
工
作
的
中
國
人
大
部
分
沒
被抓
。
我
們
不
知
道為
什麼
如
此，
但
是

①
原
書
註
：
內
務
人
民
委
員
部
調查
員
不
會
自
動
進
行
調查
，
是
赫
魯
雪
夫
自
己
在
〈關
於
個
人
崇
拜
及
其
後
果
〉
這份
報
告
中
說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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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
非
史
達
林
放
棄
他
的
計
劃，很
有
可
能
許
多
中
國
共產
黨
領
導
人
會
遭
到
他
的
毒
手。
他
沒
有
把
毛
澤
東
列
在
「黑
名 

單
」
上
，
但
是
又
有
誰真
知
道
他
究
竟
有
多
少份
整
肅
名
單呢
？

毛
澤
東並
不
曉
得
有
這麼
一
件
胎
死
腹
中
的
整
肅
計
劃，
他
和
尤
金
大
使
的
談
話，
大
部
分
集
中
在
史
達
林
對
中
國 

及
中
國
共產
主
義
運
動
有哪
些
政
策
錯
誤。
他
提
到
他
和
史
達
林
歷
年
交
往
過
程
遭
遇
到哪
些
羞
辱。
i1

取
後，
他
告
訴 

尤
金
，
《人
民
日
報
》即
將
發
表
社
論
談
蘇
聯
個
人
崇
拜
的
問
題。

這
篇
社
論
由
陳
伯
達
執
筆，
12
經
過
毛
澤
東
本
人
及
其
他
幾
個
人
(其
中
只
有
少
數
是
政
治
局
委
員
)
潤
飾
，
U發 

表
於
一
九
五
六
年
四
月
五
日
。它

的
標
題
是
〈關
於
無產
階
級
專
政
的
歷
史
經
驗
〉，
由
於它
的
讀
者
對
象
是
廣
大
民 

眾
，它
並
沒
有
對
前
共產
主
義
偶
像
做
出
不
平
常
的
批
評。
中
共
領
導
人
，
尤
其
是
毛
澤
東，並
不
希
望
有
任
何
人
打
起 

反
史
達
林
的
旗
幟
來
反
對
他
們
的
獨
裁
專
政。
四
月
二
十
八
日，
毛
澤
東
在
政
治
局
擴
大
會
議
中
承
認，
「我
們並
不
打 

算
把
史
達
林
和
第
三
國
際
幹
的
壞
事
…
…
統
統
向
群眾
揭
露
」。
w
現
在
，
毛
澤
東
也
不
想
透
露
他
本
身
尋
求
自
己
的
發 

展
路
徑
的
計
劃。
史
達
林
的
功
過
被
定為
七
三
開，
但
是
蘇
聯
還
是
被
稱
頌
能夠

「無
私
地
批
評
…
…
過
去
犯
的
錯
誤
」。

次
日
，
毛
澤
東
接
見
赫
魯
雪
夫
的
私
人
代
表
米
高
揚
時
-
又
提
到
這
個
話
題。
米
高
揚
是
在
四
月
六
日
來
中
國
訪
問 

兩
天
。
根
據
社
論
精
神
，
毛
澤
東
花
了
不
少
時
間
批
評
史
達
林
對
中
國
革
命
犯
下
的
「嚴
重
錯
誤
」
•，
可
是
他
指
出
， 

「史
達
林
功
大
於
過
」。
U米
高
揚
在
回
話
時，
邀
請
毛
澤
東
到
莫
斯
科
訪
問
。
毛
澤
東
問
說
：
「去
幹嘛
？
」
米
高
揚
不 

正
面
回
答，
只
說
：
「總
會
有
事
的
。」
毛̂
澤
東很
不
爽
米
高
揚
一
副
家
長
口
吻。

五
月
一
日，
天
安
門
廣
場
照
例舉
行
五
一
勞
動
節
大
遊
行，
遊
行
隊
伍
和
去
年
一
樣，
高舉
著
史
達
林
的
巨
幅
人
頭 

照
。
n
全
中
國
各
城
市
的
遊
行
亦
莫
不
如
此。

次
日
，
毛
澤
東
主
動
拜
訪
尤
金
。
根
據
蘇
聯
外
交
官
康
士
坦
丁 
•克
魯
提
可
夫(K

onstantin K
rutikov)

的
回 

憶
，
毛
澤
東
再
次
表
達
中
共
中
央
政
治
局
對
史
達
林
「功
過
」
的
立
場
•，
可
是
他
又
提
到
上
次
和
米
高
揚
談
話
之
後， 

「我
終
於
明
白為
什麼
史
達
林
不
信
任
他
…
…很

顯
然
，
史
達
林
認為
即
使
他
最
親
近
的
副
手
伏
洛
希
羅
夫、
莫
洛
托
夫 

和
米
高
揚
，
根
本
比
不
上
外
國
的
受
提攜
者。」2

可
是
，
他
拜
訪
尤
金另
有
目
的。
毛
澤
東
是
來
表
達
他
不
同
意
赫
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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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
夫
在
蘇
共
二
十
大
的
報
告
中
的
一
些
立
場。
赫
魯
雪
夫
提
到
「兩
種
制
度
和
平
共
處
」
和
「現
階
段
防
止
戰
爭
的
可
能 

性
」，
他
不
能
苟
同
。
在
此
之
前
，
中
共
中
央
政
治
局
已悄
悄
表
示，它
不
能
同
意
同
一份
報
告
中
有
關
「從
資
本
主
義 

向
社
會
主
義
和
平
過
渡
」
的
理
論
。
W
《人
民
日
報
》
一
九
五
六
年
二
月
十
九
日
有
一
篇
文
章
談
論
蘇
共
二
十
大，
赫
魯 

雪
夫
這
個
主
張即
被
刻
意
忽
視
。
20

毛
澤
東
決
定
也
要
對
「和
平
共
處
」
表
達
他
的
觀
點
。
他
採
取
非
常
迂迴
的
方
式，
不
直
接
攻
擊
。
他
告
訴
尤
金
大 

使
，
三
國
時
期
(西
元
二
二
〇
年
至
二
八
〇
年
)，
由
於
年
年
征
戰
，
中
國
人
口
減
少
了
四
千
萬
人，
而
在
唐
玄
宗
時 

期
，
安
祿
山
作
亂
(西
元
七
五
五
年
至
七
六
三
年
)，
人
口
減
少
得
更厲
害。
他
的
意
思
是
用
不
著
害怕
和
帝
國
主
義
發 

生
核
子
戰
爭
。即
使
帝
國
主
義
者
能佔
領
蘇
聯
的
歐
洲
部
分
和
中
國
的
沿
海
省份
，
社
會
主
義
最
後
仍
會
勝
利。
他
的
結 

論
是
，
帝
國
主
義
只
是
「紙
老
虎
」。
M不
知
什麼
原
因，
他很

喜
歡
「紙
老
虎
」
這
個
字
詞
，
在
幾
個
不
同
場
合
使
用 

過
，
甚
至
還
開
玩
笑
地
稱
江青
為

「紙
老
虎
」。
22
這
一
次
，
他
只
是
迂迴
地
重
述
他
在
一
九
五
五
年
一
月
底
與
芬
蘭
駐 

中
國
大
使卡
爾
—
久
翰
.
孫
士
敦(Carl-Johansundstrom

)

所
說
過
的
話
。
當
時
他
說
：

美
國
的
原
子
訛
詐
，嚇
不
倒
中
國
人
民
。我
國
有
六
億
人
口
，
有
九
百
六
十
萬
平
方
公
里
的
土
地
。美
國
那
點
原
子

彈
，
消
滅
不
了
中
國
人
.
.
.
.
美
國
如
果
發
動
第
三
次
世
界
大
戰，
那麼
，
算它
要
打
八
年
或
十
年吧
，
其
結
果
是
美

國
和
英
國
及
其
他幫
兇
國
家
的
統
治
階
級
要
被
掃
光，
世
界
上
大
部
分
地
方
都
要
變
成
共
產
黨
領
導
的
國
家
.
.
.
.
他

們
發
動
戰
爭
愈
早，
他
們
在
地
球
上
被
消
滅
也
就
愈
早
。23

他
在
更
早
以
前
對
同
樣
的
話
題
也
有
過
更
簡
潔
的
說
法。

一

九
五
四
年
十
月
，
印
度
總
理
尼
赫
魯(Jaw

aharlal 

N
ehm

)

到
中
國
友
好
訪
問，
毛
澤
東
對
目瞪
口呆
的
貴
賓
「保
證
」
說
：
「如
果你
的
政
府
被
原
子
彈摧
毀
，
人
民
會 

起
來
建
立
新
政
府，
而它
將
可
以
進
行
和
談。」
24
他
現
在
想
把
這
一
點
告
訴
赫
魯
雪
夫，
在
毛
澤
東
看
來，
赫
魯
雪
夫 

過
度
高估
了
美
帝
國
主
義
的
力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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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在
最
近
，即
四
月
底，
毛
澤
東
在為
期
四
天
的
政
治
局
擴
大
會
議
發
表
了 
一
項
不
尋
常
的
講
話。
四
月
二
十
五
日 

的
這
項
講
話，
題
目
是
〈論
十
大
關
係
〉，它
產
生
極為
深
遠
的
影
響。
基
本
上
，
這
項
講
話
代
表
毛
澤
東
整
個
世
界
觀 

的
重
大
轉
折
，
反
映
中
國
共產
黨
思
想
正
在
解
放
的
新
氣氛
。它
界
定
了
黨
建
設
社
會
主
義
的
新
政
策，
這
條
路
將
不
同 

於
蘇
聯
模
式
。
首
先
，
毛
主
席
痛
批
蘇
聯
經
驗，
公
開
主
張
黨
要
走
新
路
徑
：

我
們
工
作
中
間
還
有
些
問
題
需
要
談
一
談
。特
別值
得
注
意
的
是，
最
近
蘇
聯
方
面
暴
露
了
他
們
在
建
設
社
會
主
義 

過
程
中
的
一
些
缺
點
和
錯
誤，
他
們
走
過
的
彎
路
，你
還
想
走
？
過
去
我
們
就
是
鑒
於
他
們
的
經
驗教
訓，
少
走
了 

一
些
彎
路，
現
在
當
然
更
要
引
以為
戒
。
25

顯
然
他
已
經
開
始
重
新
檢
討
史
達
林
主
義
模
式，
覺
得它
不夠
激
進，
而
且
蘇
聯
的
發
展
步
調
太
慢。

毛
澤
東
沒
有
提
出
建
設
中
國
式
社
會
主
義
的
詳
盡
計
劃.，然
而
，
他
指
示
一
些
策
略
元
素，強
調
需
要
遵
循
「多
、 

快
、
好
、
省
」
的
原
則
。
②
他
心
中
盤
算
的
是
•.大
幅
提
升
對
輕
工
業
及
農
業
的
資
本
投
資，
快
速
開
發
內
地
省份
，
減 

少
在
國
防
部
門
的
投
資，
以
及
加
速
整
體
經
濟
建
設。
毛
澤
東
也
談
到
加強
對
工
作
的
精
神、
而
非
物
質
鼓
勵，
減
少
集 

中
化
官
僚
管
理
下
的
經
濟
範
圍，並
且
開
發
相
對
自
主
的
生產
基
地。
他
沒
有
隱
瞞
新
策
略
和
蘇
聯
策
略
之
間
的
差
異
：

我
們
必
須
以
分
析
、批
判
的
眼
光
學
習
，
我
們
不
能囫
圇
吞

棗
抄
襲
、機
械
地
移
植
.
.
.
.
有
些
人
從
來
懶
得
分
析，

只
知
「跟
風」

。今
天
若
吹
北
風
〔即
蘇
聯
〕，
他
們
就
加
入
「北
風」
派
…

…

如
果
每
句
話
都
奉
行
、即
使
是
馬

克
思
說
的
話
，
一
定
大
亂
.
.
.
.
我
們
若
是
已
經清
楚
明
白，
我
們
就
不
能
每
個
細
節
都
學
別
人
.
.
.
.
.蘇
聯
有
許
多
人

很
自負
、
很

傲慢

。
26

毛
澤
東
的
講
話
稿
當
時
沒
發
表，
一
點
兒
也
不
奇
怪。
毛
主
席
不
只
是
公
開
批
評
蘇
聯。
他
的
想
法
與
中
國
許
多
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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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
人
的
想
法
南
轅
北
轍。
後
者
包
括
劉
少
奇、
周
恩
來
③
和
陳
雲
。
鄧
小
平
也
不
瞭
解
他
的
想
法。
27
譬
如
，
一
九
五
六 

年
四
月
底
政
治
局
擴
大
會
議
上，
毛
澤
東
主
張
增
加
人
民
幣
二
十
億
元
的
資
本
建
設，
周
恩
來
就
公
開
和
他
爭
辯。
周
恩 

來
認為
，
這
樣
做
就
會很
難
供
應
基
本
必
需
品
給
老
百
姓，
會
導
致
城
市
人
口
異
常
大
增。
毛
澤
東
被
這
個
主
張
刺
痛
，
28 

五
月
二
日
他
把
他
的
新
主
意
又
向
最
高
國
務
會
議
成
員
提
出
來。
29

在
這
個
情
況
下，
中
共
中
央
覺
得
有
必
要
派
發
毛
澤
東
四
月
二
十
五
日
的
講
話
稿，
但
只
發
給
黨
的
高
階
及
中
階
幹 

部
。
④
這
時
候
，
周
恩
來
、
陳
雲
和
其
他
經
濟
專
家
忙
著
起
草
第
二
個
五
年
計
劃，
他
們
沒
有
完
全
理
解
毛
澤
東
的
非
正 

統
想
法
。
基
本
上
，
他
們
沒
理睬
他
。
劉
少
奇
和
鄧
小
平
也
是
如
此。
他
們
全
都
忙
著
日
常
的
黨、
政
工
作
，
沒
有
時
間 

與
「偉
大
的
理
論
家
」
進
一
步
討
論
他
的
新
構
想。

毛
澤
東很
生
氣，
他
提
的
構
想
竟
然
沒
人
聞
問。
一
九
五
六
年
中
期，
他
從
北
京
飛
往
廣
州
視
察，
希
望
能
像
以
前 

一
樣
取
得
地
方
幹
部
的
支
持。
當
時
天
氣
非
常
熱，
廣
東
人
飽
受
蚊
蠅
肆
虐
之
苦。
毛
澤
東
居
停
的
住
處
沒
有
冷
氣
機， 

可
是
他並
不
急
著
回
北
京。
他
必
須
解
決
一
大
堆
問
題、
接
見
許
多
人、
評估
他
們
的
想
法、
爭
取
他
們
支
持
他
和
「死 

硬
的
溫
和
派
」
繼
續鬥

爭
。
這
些
「溫
和
派
」
利
用
主
席
不
在
家，
在
《人
民
日
報
》
發
表
一
篇
社
論，
批
評
「保
守
主 

義
」
和
「急
躁
情緒
」。
毛
澤
東
的
反
應卻
十
分
孩
子
氣
-
他
說
：
「我
才
不
讀它
。
我
幹嘛
要
讀
他
們
罵
我
的
文
章
？

」

30

② 

原
書
註
•
•毛
澤
東
的
講
話
稿
有
兩
個
版
本，
一
個
是
未
經
修
正
的
速
記
記
錄
-
一
個
是
部
分
編
訂
過
的
正
式
版
本
。前
者
的
譯
本
於
一
九
七
〇
年
代 

出
現
在
西
方
及
蘇
聯
。官
方
版
則
在
一
九
七
六
年
於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內
發
表
。「多
、快
、好
、省
建
設
社
會
主
義」
的
提
法
只
出
現
在
速
記
記 

錄

。可
是
，
《毛
澤
東
選
集
》
第
五
卷
編
者
在
按
語
中
證
實，
毛
澤
東
的
確
提
議
以
這
個
想
法
作為
社
會
主
義
建
設
的
總
路
線
。

③ 

原
書
註
：
周
恩
來
是
第
一
個
提
出
「根
據
『多
、快
、好
、省』
原
則
進
行
社
會
主
義
建
設」
說
法
的
人
。他
是
在
一
九
五
六
年
一
月
十
四
日
中
共 

中
央
召
開
的
一
項
有
關
知
識
分
子
的
會
議
上
報
告
時，
公
開
提
出
這
個
說
法
；
當
時
他
是
就
毛
澤
東
一
九
五
五
年
十
二
月
六
日
提
出
的
想
法
加
以
發 

揮

。不
過-

他並
沒
有
從
這
個
提
法
演
繹
出
「革
命」
的
意
義
。

④ 

原
書
註.•即
使
如
此
，
國
外很
快
就
知
道
有
這麼
一
件
事
。譬
如
，
南
斯
拉
夫
共
產
黨
代
表
團
於
一
九
五
六
年
九
月
拜
會
毛
澤
東
時，
就
談
到
「十 

大關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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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對
這
些
完
全
缺
乏
「勇
氣
與
決
心
」，
「仍
有
奴隸
心
態
的缰
屍
」
感
到
疲
倦
。
H不
，
他
必
須
向
他
們
展
現
他
比 

全
部
人
加
起
來
都
還
有
力
量。

他
決
定
要
實
現
舊
夢，
游
渡
三
江
：
廣
州
的
珠
江、
長
沙
的
湘
江，
和
武
漢
的
長
江
。
他
的
確
是
個
游
泳
健
將，
但 

是
他
的
想
法
也
的
確很
荒
謬。
這
三
條
河
流
都
寬
得
不
得
了，
長
江
更
有
許
多漩
渦
和
急
流。
但
是
想
讓
他
改
變
主
意
根 

本
就
是
浪
費
時
間
。
一
九
五
六
年
五
月
底，
他
跳
進
水
面
寬
逾
二
點
五
公
里
的、汙
濁
的
珠
江。
職
責
在
身、
必
須
陪
他 

下
水
的
醫
生
說
：
「水
可真
髒
-
水
色汙
濁
，
偶
爾
有
糞
便
從
身
旁
流
過。
毛躺
在
水
中，
大肚
子
成
了
一
個
氣
箱，
全 

身鬆
驰
，
兩
腿
微
曲
，
彷
彿
睡
在
沙
發
上。
他
隨
水
流
漂
浮，
只
有
時
用
手
臂
打
水，
或
擺
動
兩
腿
。」
32

這
次
在
珠
江 

口
漂
浮
了
將
近
兩
小
時，
超
過
十
公
里。
不
久
之
後，
他
離
開
廣
州
，
前
往
長
沙
，
兩
次
游
渡
一
點
五
公
里
寬
的
湘
江， 

湘
江
的
水
也
沒
比
珠
江
乾
淨。
毛
澤
東
高
興
得
不
得
了。
他
大
聲
喧嚷
：
「湘
江
太
窄，
游
長
江
去
。」
33

毛
澤
東
終
於
在
六
月
初
抵
達
武
漢。很

快
地
，
在
四
十
多
個
衛
士
簇
擁
下，
他
來
到
這
條
大
河
岸
邊。
當
然
，
他
沒 

辦
法
游
渡
長
江
.，那
會
是
愚
蠢
之舉
。
水
流
力
量
極
大，
毛
澤
東
只
是
順
流
漂
浮
而
下，
和
珠
江
一
樣
；
這
次
漂
流
超
過 

三
十
公
里
。
毛
澤
東
高
興
得
無
以
言
宣，
新
聞
記
者
也
準
備
好
了，
立
刻
向
全
國
發
布
「我
們
敬
愛
的
舵
手
」
勇
敢
征
服 

長
江
的
「好
」
消
息
。
毛
澤
東
在
武
漢
逗
留
那
幾
天，
在
長
江
游
水
三
次
。
34
他
後
來
熱
切
地
說
：
「事
情
就怕
認真
對 

待
。
認真
準
備，
事
無
不
成
。」
M我
們
曉
得
，
他
心
裡
念
玆
在
玆
的
就
是
政
治
局
裡
的
「溫
和
派
」。

不
過
，
興
奮
之
餘
，
不
能
無
詩
以
誌
。
他
寫
下
：

才飲
長
沙
水
，

又
食
武
昌
魚
。

萬
里
長
江
橫
渡
，

極目楚天舒
。

不
管
風
吹
浪
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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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
似
閒
庭
信
步
， 

今日得寬餘
。
 

子
在
川
上
曰
： 

逝
者
如
斯
夫
！ 

風
檣
動
，

龜
蛇
靜
，

起宏圖
。

一
橋
飛
架
南
北， 

天塹變通途
。

更
立
西
江
石
壁， 

截
斷
巫
山
雲
雨
， 

高峽出平湖
。
 

神
女
應
無
恙
， 

當
驚
世
界
殊
。
36

可
是
，
新
的
一樁
失
望
在
北
京
等
著
他。
政
治
局
裡
的
「溫
和
派
」
正
在
緊鑼
密
鼓
籌
備
召
開
黨
的
第
八
次
全
國
代 

表
大
會
，
準
備
把
個
人
崇
拜
問
題
放
到
議
程
上。
北
京
的
氣氛
十
分
緊
繃，
毛
澤
東
暫
時
不
去碰
黨
務，躲
到
黃
海
邊
安 

靜
的
度
假
小
城
北
戴
河
避
暑。
他
可
能
心
裡
想
：
「你
們
想
逞
能呀
？
請
便
。
大
家
走
著瞧
！
」
他
又
玩
起
他
鍾
愛
的
游 

擊
戰
術
：
「敵
進
我
退
•，敵
駐
我
擾
•，敵
疲
我
打
.，敵
退
我
追
。」
夏
末
，
他
向
左
右
宣
布，
基
於
「健
康
」
原
因
，
他 

打
算
交
出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主
席
的
職
位，
只
保
留
中
國
共產
黨
中
央
主
席
一
職
。
37

劉
少
奇
和
其
他
幾
位
政
治
局
委
員
不
希
望
冷
落
毛
澤
東，
也趕
到
北
戴
河
去。
主
席
一
直
都
是
他
們
的
領
袖。
他
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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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
希
望
有
些
集
體
領
導
權。
可
是
這
也
正
是
毛
澤
東
所
不
能
同
意
的。
他
認為
，
赫
魯
雪
夫
的
融
化
不
僅
威
脅
中
國，
也 

危
及
整
個
社
會
主
義
大
業，
後
果
如
何尚
不
可
預
料，
中
國
共產
黨
比
以
往
更
迫
切
需
要
團
結
在
他
四
周。

中
共
八
大
就
在
這
兩
種
觀
點
對
立
衝
突
的
背
景
下
召
開。
正
式
會
議
是
九
月
十
五
日
至
二
十
七
日
在
北
京
召
開。

一 

千
零
二
十
六
位
黨
代
表
和
一
百
零
七
位
候
補
代
表，
代
表
將
近
一
千
一
百
七
十
三
萬
名
黨
員
出
席
會
議。
但
是
，
正
式
會 

議
之
前
，
從
八
月
二
十
九
日
至
九
月
十
二
日
還
有
閉
門
討
論
(所
謂
的
預
備
會
)。
在
這
些
討
論
中，
敲
定
了
大
會
的
一 

切
基
本
決
策
。
代
表
們
在
閉
門
會
議
中
討
論
及
通
過
所
有
的
決
議，
以
及
所
有
的
基
本
報
告
和
講
話
的
文
本。
他
們
也
要 

解
決
人
事
問
題。

這
一
次
，
毛
澤
東
非
常
小
心。
和
以
往
一
樣，為
了
測
試
他
的
對
手，
他
不
主
持
任
何
一
次
會
議，
也
不
發
表
任
何 

報
告
。
他
把
最
活
躍
的
角
色
交
給
劉
少
奇、
周
恩
來
和
鄧
小
平
。
他
本
人
要
故
示
「謙
虛
」。
他
只
發
表
兩
次
簡
短
談
話 

歡
迎
與
會
代
表，
一
次
是
八
月
三
十
日
預
備
會
第
一
次
會
議，另
一
次
是
九
月
十
五
日
全
代
會
開
幕
式。
M同
時
，
他
竭 

盡
全
力
推
介
他
的
構
想。
特
別
是
在
這
兩
次
簡
短
談
話，
他
都
重
申
「十
大
關
係
」
中
的
主
張
，
他
也
修
訂
劉
少
奇
將
向 

全
代
會
發
表
的
〈中
國
共產
黨
第
八
次
全
國
代
表
大
會
政
治
報
告
〉
的
草
稿
。
他
添
了
下
面
一
段
文
字
：

中
國
革
命
和
中
國
的
建
設
，
都
是
依靠
發
揮
中
國
人
民
自
己
的
力
量為
主，
以
爭
取
外
國
援
助為
辅

，
這
一
點
也
要 

弄清
楚
。那
種
喪
失
信
心
，
以為
自
己
什麼
也
不
行，
決
定
中
國
命
運
的
不
是
中
國
人
自
己，
因
而
一
切
依
賴
外
國 

的
援
助
，
這
種
思
想
是
完
全
錯
誤
的
。
39

為
了
明
白
顯
示
他
拒絕
接
受
蘇
聯
的
家
父
長
主
義，
毛
澤
東
甚
至
拒絕
出
席
九
月
十
七
日
的
會
議
-
因為
赫
魯
雪
夫
的
代 

表
米
高
揚
被
安
排
在
會
上
演
講
。
40

全
代
會
的
基
本
調
子卻
完
全
不
符
毛
澤
東
的
意
向。
在
劉
少
奇、
周
恩
來
和
鄧
小
平
領
導
下，
與
會
代
表
尊
重
蘇
聯 

模
式
，
只
支
持
毛
澤
東
意
在
加
速
完
成
史
達
林
化
的
社
會
實
驗。
全
代
會
正
式
宣
布
中
國
的
「無產
階
級、
社
會
主
義
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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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
」
基
本
上
已
經
勝
利。
所
有
發
言
者
都
熱
切
稱
讚
農
村
和
城
市
社
會
主
義
改
造
的
結
果。

然
而
，
最
重
要
的
是
，
全
代
會
通
過
的
一
項
決
議，
讓
毛
澤
東
痛
徹
心
脾。
在
赫
魯
雪
夫
於
蘇
共
二
十
大
批
判
史
達 

林
的
講
話
所
創
造
的
新
氣氛
影
響
下，
中
共
八
大
的
代
表
竟
然
同
意
從
黨
章
中删
掉
中
國
共產
黨
由
毛
澤
東
思
想
「指
導 

它
整
個
工
作
」
這
句
話
。
W取
而
代
之
的
一
段
文
字
是
：
「中
國
共產
黨
由
馬
列
主
義
指
導。」
42

鄧
小
平
在
宣
讀
〈關
於 

修
改
黨
章
的
報
告
〉
時
，
特
別強
調
需
要
針
對強
欲
別
人
接
受
意
見、並
且
將它
光
榮
化
的鬥
爭。
他
宣
稱
：
「我
們
黨 

也
厭
棄
對
於
個
人
的
神
化。」
固
然
他
也
提
到
毛
澤
東
在
反
對
中
共
黨
內
個
人
崇
拜
的鬥
爭
中
扮
演
重
要
角
色，
但
沒
有 

人
把
這
句
話
當真
。
C全
代
會
恢
復
設
置
中
共
中
央
總
書
記
的
職
位，
這
一
點
也
相
當
重
要。
毛
澤
東
親
自
提
議
由
鄧
小 

平
升
任
總
書
記
。即
使
鄧
小
平
不
瞭
解
「十
大
關
係
」，
毛
澤
東
認為
他
是
「相
當
誠
實
的
人
」，
44
因為
鄧
小
平並
不
像 

劉
少
奇
和
周
恩
來
那
樣
公
開
表
示
反
對
毛
澤
東
的
冒
進。

反
對
毛
澤
東
唯
意
志
論
實
驗
的
人
士，
就
劉
少
奇
的
報
告
準
備
了
一
項
全
代
會
決
議
文，
在
這份
文
件
中
加
入
一
段 

理
論
，
從
現
在
起
，
在
建
設
社
會
主
義
社
會
之
後，

我
們
國内
的
主
要
矛
盾，
已
經
是
人
民
對
於
建
立
先
進
的
工
業
國
的
要
求
同
落
後
的
農
業
國
的
現
實
之
間
的
矛
盾，

已
經
是
人
民
對
於
經
濟
文
化
迅
速
發
展
的
需
要
同
當
前
經
濟
文
化
不
能
滿
足
人
民
需
要
的
狀
況
之
間
的
矛
盾
。
45

八
大
閉
幕
之
後
的
一
九
五
六
年
十
一
月，
國
務
院
副
總
理
陳
雲
和
其
他
幾
位
經
濟
學
家
在
外
貿
部
官
員
的
一
項
會
議 

上
，
談
到
需
要
理
性
的
結
合
經
濟
建
設
和
改
善
人
民
生
活
。
46

可
想
而
知
，
毛
澤
東並
不
滿
意
八
大
所
通
過
的
許
多
決
議。
個
人
崇
拜
這
個
問
題
最
讓
他
不
滿
。
全
代
會
之
後
不 

久
，
他即
決
定
反
攻
。
他
在
接
見
南
斯
拉
夫
共產
黨
代
表
團
時，
故
作
不
經
意
地
說
：
「中
國
也
有
些
人
公
開
批
評
我。 

中
國
人
民
寬
容
我
的
缺
點
和
錯
誤。
那
是
因為
我
們
一
直
都
在
服
務
人
民、為
人
民
工
作
。」
這
些
話
聽
來
頗
有
向
毛
澤 

東
的
對
手
警
告
的
意
味，
尤
其
是
毛
主
席
還
解
釋
說，
「老闆
主
義
」
在
中
國
還
不
是
問
題。
他
還
說
：
「有
些
人
批
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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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之
時
，
其
他
人
會
出
來
反
對，
指
責
他
們
對
領
袖
不
敬。」
47
這
時
候
，
在
他
的
親
信
圈
子
內，
他
開
始
批
評
赫
魯
雪 

夫
的
反
史
達
林
政
策。
他
向
他
的
譯
員
李
越
然
抱
怨，
史
達
林
是
「該
被
批
評、
但
不
是
殺
頭呀
！
」
他
在
生
氣
時
向另
 

一
個
譯
員
閻
明
復
表
示，
赫
魯
雪
夫
「不夠
成
熟
到
可
以
領
導
那
樣I

個
大
國
」
。
他
也
對
其
他
副
手
說
，
赫
魯
雪
夫 

「不
遵
守
馬
列
主
義
」
。48

周
恩
來
一
向
對
政
治
氣
候
稍
有
變
化
十
分
敏
感，
他
在
十
月
一
日
向
波
里
斯
•尼
古
拉
耶
維
奇
•波
諾
馬
瑞
夫 

(B
oris N

ikolaevich Ponom
arev)

闡
釋
，
毛
澤
東
對
個
人
崇
拜
的
新
的、
批
判
的
立
場
。
波
諾
馬
瑞
夫
是
蘇
聯
共產
黨 

中
央
委
員
，
前
來
出
席
中
共
的
八
大
。
周
恩
來
批
評
蘇
共
在眨
抑
史
達
林
時
犯
了
一
些
「錯
誤
」
：
第
一
，
「事
先
沒
有 

和
兄
弟
黨
諮
商
」
•，第
二
，
「完
全
沒
有
進
行
周
全
的
歷
史
分
析
」
；
第
三
，
蘇
共
領
導
同
志
「沒
有
自
我
批
評
」
。49 

一
九
五
六
年
發
生
在
波
蘭
和
匈
牙
利
的
反
史
達
林
主
義
事
件，
也
大
大
增強
了
中
國
領
導
圈
內
的
崇
拜
氣氛
，
進
而 

增強
了
毛
澤
東
的
地
位
。
一
九
五
六
年
十
月，
在
工
人
示
威
風
潮
下
起
而
掌
權
的
波
蘭
共產
黨
新
領
導
人
哥
穆
爾卡
 

(w
iadyslaw

 G
om

ulka)
，
將
史
達
林
派趕
出
波
蘭
工
人
黨
⑤
政
治
局
。
其
中
之
一即
波
蘭
國
防
部
長
兼
部
長
會
議
副
主 

席
康
士
坦
丁 
•康
士
坦
丁
諾
維
奇
•羅
科
索
夫
斯
基
元
帥(M

arshal K
onstantin K

onstantinovich R
okossow

ski)

。
他 

是
由
史
達
林
欽
點
出
任
這
兩
項
要
職。
原
本
在
波
蘭
人
民
中
就很
強
烈
的
反
蘇
氣氛
，
開
始
快
速
增
長
。
同
時
，
在
匈
牙 

利
方
面-

由
於
民
主
革
命
的
結
果，
政
府
權
力
交
到
頗
孚
民
心
的
自
由
派
共產
黨
人
納
吉(Im

re N
agy)

手
中
。
東
歐 

社
會
主
義
的
危
機，
毫
無
疑
問
是
因
赫
魯
雪
夫
批
判
史
達
林
的
講
話
所
引
爆。

毛
澤
東
對
此
非
常
瞭
解，
也
不
隱
藏
他
對
赫
魯
雪
夫
行
動
的
不
滿。
十
月
二
十
日晚
間，
毛
澤
東
召
開
政
治
局
擴
大 

會
議
，
他
首
次
譴
責
蘇
聯搞

「大
國
沙
文
主
義
」。
他
聽
到
新
聞
報
導
說，
赫
魯
雪
夫
打
算
動
武、
對
付
哥
穆
爾卡
，
他 

不
願
見
到
這
一
幕。
蘇
聯
干
預
波
蘭
政
局
可
能
引
爆
整
個
社
會
主
義
陣
營。
開
完
政
治
局
擴
大
會
議，
毛
澤
東
立
刻
召
見 

蘇
聯
大
使
尤
金
。
毛
澤
東
不
顧
禮
節，
穿
著
睡
衣
，
在
臥
室
接
見
尤
金
。
毛
澤
東
十
分
激
動
地
說
：
「我
們
堅
決
反
對你
 

們
這
樣
做
。
請你
馬
上
把
我
們
的
意
見
打
電
話
告
訴
赫
魯
雪
夫
：
如
果
蘇
聯
出
兵，
我
們
將
支
持
波
蘭
反
對你
們
。
」

50 

接
到
尤
金
報
告
後，
赫
魯
雪
夫
驚
慌
不
已，
於
十
月
二
十
一
日
決
定，
「鑒
於
情
勢
…
…
對
武
裝
干
預
〔全
面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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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
展
現
忍
耐
。
」
W

毛
澤
東
覺
得
他贏
了。
十
月
二
十
三
日
半
夜
一
點
鐘，
又
把
倒
楣
的
尤
金找
到
他
臥
室
講
話
；
當
著
劉
少
奇、
周
恩 

來
、
陳
雲
和
鄧
小
平
整
個
政
治
局
核
心
的
面，
他慍
怒
地
指
出，
俄
國
人
已
經
完
全丟
棄
了
史
達
林
的
利
劍。
他
說
，
結 

果
是
敵
人撿
起
劍
來、
殺
共產
黨
人
。
他
說
，
這
不啻
是
搬磚
砸
自
己
的腳
。
52

同
一
天
夜
裡，
毛
、
劉
、
周
、
陳
、
鄧
決
定幫
蘇
共
領
導
人
照
料
局
勢。
他
們
會
這麼
做，
是
因為
莫
斯
科
在
十
月 

二
十
一
日
發
了
電
報
給
中
共
中
央
表
示
「需
要
諮
商
」。
赫
魯
雪
夫
也
向
捷
克、
保
加
利
亞
和
東
德
共產
黨
中
央
發
出
相 

同
的
電
報
。
M十
月
二
十
三
日
上
午，
劉
少
奇
、
鄧
小
平
、
王
稼
祥
(時
任
中
共
中
央
對
外
聯
絡
部
部
長
)
和
胡
喬
木 

(中
央
書
記
處
候
補
書
記
)
等
人
組
成
的
中
方
代
表
團
飛
往
莫
斯
科。
©
代
表
團
逗
留
了
十
一
天。
從
十
月
二
十
三
日
至 

三
十
一
日
，
劉
少
奇
等
人
和
赫
魯
雪
夫、
莫
洛
托
夫
和
布
爾
加
寧
在
利
普
奇(L

ipki)

以
前
史
達
林
的
別
墅
進
行
會 

談
。
赫
魯
雪
夫
好
幾
次
邀
請
劉
少
奇、
鄧
小
平
及
中
方
其
他
代
表
參
加
蘇
共
中
央
主
席
團
會
議。
頭
一
天晚
上，
劉
少
奇 

就
把
毛
澤
東
的
「棄
劍
論
」
和
「大
國
沙
文
主
義
」
的
意
見
傳
達
給
赫
魯
雪
夫，
赫
魯
雪
夫
被
迫
嚥
下
去。
54
這
時
候
， 

蘇
聯
領
導
人
已
自
己
決
定
不
干
預
波
蘭
。
55

現
在
讓
毛
澤
東
不
安
的
大
事
是
匈
牙
利
的
局
勢。
到
了
十
月
二
十
三
日，它
已
經
發
展
到
更
加
緊
張
的
地
步
。
因 

此
，
匈
牙
利
問
題
是
赫
魯
雪
夫
和
劉
少
奇
討
論
的
重
點。
劉
少
奇
與
毛
澤
東
一
直
保
持
密
切
聯
繫，
而
毛
澤
東
起
先
建
議 

赫
魯
雪
夫
，
對
匈
牙
利
也
採
取
和
對
波
蘭
相
同
的
和
平
方
式。
他
相
信
「匈
牙
利
的
勞
動
階
級
」
能夠

「重
新
掌
控
情 

勢
，
自
己
平
息
動
亂
」。
56

但
是
情
勢
在
十
月
三
十
日
下
午
急
轉
直
下。
毛
澤
東
同
時
接
到
中
國
駐
匈
牙
利
大
使
和
劉
少 

奇
的
報
告
，
國
家
安
全
官
員
在
布
達
佩
斯
被
私
刑
處
死，
@
這
下
子
他
按
捺
不
住
了，
決
定
不
能
聽
任
事
態
發
展
下
去。

⑤
譯按：即
共產黨
。

©
原
書
註
：
赫
魯
雪
夫
在
回
憶
錄
中
誤
說
康
生
也
是
劉
少
奇
代
表
團
一
員
。

⑦
原
書
註
：
劉
少
奇
從
赫
魯
雪
夫
那
裡
得
知
這
個
消
息，
而
赫
魯
雪
夫
則
是
接
獲
他
派
到
匈
牙
利
去
的
米
高
揚
及

K
G
B
頭
子
伊
凡
•亞
歷
山
德
洛
維 

奇
•瑟
洛
夫(Ivan Aleksandrovich Serov)

的報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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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
來
，
匈
牙
利
的
革
命
和
哥
穆
爾卡
的
自
由
派
共產
黨
改
革
不
一
樣。它
有
可
能
從
根
本
上
動
搖
整
個
社
會
主
義
陣
營
的 

局
勢
。
劉
少
奇
通
知
了
赫
魯
雪
夫
及
蘇
共
中
央
主
席
團
其
他
人
員
毛
澤
東
的
新
觀
點
：
「〔蘇
聯
〕
部
隊
應
該
留
在
匈
牙 

利
和
布
達
佩
斯
。」
-17
追
是
准
予鎮
壓
匈
牙
利
民
主
運
動
的
綠
燈。

同
時
，
毛
澤
東
和
劉
少
奇
對
蘇
共
中
央
主
席
團
施
加
壓
力，
要
求它
通
過
「關
於
發
展
和
進
一
步
加強
蘇
聯
同
其
他 

社
會
主
義
國
家
的
友
誼
和
合
作
的
基
礎
的
宣
言
」。
他
們
這麼
做
是
要
避
免
蘇
聯
日
後
又
來
對
社
會
主
義
國
家
展
現
大
國 

沙
文
主
義
。
他
們
認為
，
這
種
沙
文
主
義
正
是
東
歐
會
出
現
「不
健
康
」
的
情
勢
的
一
個
主
要
原
因。
宣
言
表
示
：
「社 

會
主
義
國
家
大
家
庭
的
各
國，
唯
有
依
據
完
全
平
等、
尊
重
領
土
完
整、
國
家
獨
立
與
主
權，
以
及
互
不
干
預
內
政
的
原 

則
，
去
打
造
他
們
的
相
互
關
係
。
」
M

十
月
三
十
一
日晚
間
在
機
場為
中
方
代
表
團
送
行
時，
赫
魯
雪
夫
顯
然
已
聽
進
毛
澤
東
新
立
場
的
意
見，
他
告
訴
劉 

少
奇
說
，
蘇
共
中
央
主
席
團
已
決
定
「恢
復
匈
牙
利
的
秩
序
」
。
赫
魯
雪
夫
日
後
回
憶
說
：
「不
再
有
爭
論
。
劉
少
奇 

說
，
如
果
在
北
京
還
有
人
有
不
同
意
見，
他
會
通
知
我
們
。」
59
但
是
毛
澤
東
沒
有
再
次
改
變
立
場
。
結
果
是
赫
魯
雪
夫 

決
定
全
面
進
擊，
尤
其
是很
快
就
發
現，
匈
牙
利
政
府
宣
布它
有
意
退
出
華
沙
公
約，並
轉
向
西
方
國
家
及教
宗
求
助。 

十
一
月
四
日，
蘇
軍
坦
克
開
進
布
達
佩
斯。
匈
牙
利
人
民
革
命
淹
死
在
血
水
中。

儘
管
如
此，
毛
澤
東
和
中
國
其
他
領
導
人
十
分
震
驚，
社
會
主
義
國
家
裡
竟
然
會
發
生
自
由
民
主
運
動。
十
一
月
中 

旬
，
毛
澤
東
在
八
屆
二
中
全
會
繼
續
發
展
他
的
「棄
刀
」
論
。
他
對
蘇
聯
的
攻
擊
空
前
猛
烈。
他
控
制
不
住
怒
氣，
甚
至 

宣
稱
許
多
蘇
聯
領
導
人
已
經
「在
相
當
程
度
上
…
…丟
棄
列
寧
的
刀
」。
甚
至
，
他
更
標舉
他
和
莫
斯
科
在另
一
範
圍
也 

有歧

異
，
他
首
次
公
開
批
評
赫
魯
雪
夫
的
「從
資
本
主
義
往
社
會
主
義
和
平
過
渡
」
的
可
能
性
之
理
論
。
毛
澤
東強
調 

說
：
「蘇
共
二
十
次
代
表
大
會
赫
魯
雪
夫
的
報
告
說
-
可
以
經
過
議
會
道
路
去
取
得
政
權。
這
個
門
一
開，
列
寧
主
義
就 

基
本
上丟
掉
了
。
」
60

當
然
，
他
發
動
的
論
戰
明
顯
是
設
計
出
來
的
••畢
竟
，
沒
有
人
能
預
測
未
來。
縱
使
如
此
，
從
這
時
起
直
到
一
九
七 

〇
年
代
末
期
，
蘇
聯
和
中
國
領
導
人
一
直
激
烈
辯
論
「從
資
本
主
義
往
社
會
主
義
和
平
過
渡
」
的
可
能
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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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
澤
東
也
試
圖
向
東
歐
若
干
國
家
領
導
人
招
手。
他
認為
這
些
國
家
的
根
本
問
題，
在
於
其
共產
黨
員
沒
有
妥
當
地 

進
行
階
級鬥
爭。
因
此
這
些
國
家
有
「太
多
反
革
命
分
子
逍
遙
法
外
」
。
H

利
用
這
個
情
勢，
他
同
時
試
圖
推
動
在
中
國
加
快
經
濟
發
展
步
調
的
主
張，
再
度
攻
擊
仍
然
傾
向
蘇
聯
經
濟
經
驗
的 

「溫
和
派
」。
他
在
二
中
全
會
前
夕
指
出
：
「蘇
共
二
十
大
有
個
好
處，
就
是
揭
開
蓋
子
，
解
放
思
想，
使
人
們
不
再
認為
 

蘇
聯
所
做
的
一
切
都
是絕
對真
理，
不
可
改
變，
一
定
要
照
辦。
我
們
要
自
己
開
動
腦
筋，
解
決
本
國
革
命
和
建
設
的
實 

際
問
題
。
」
62

八
屆
二
中
全
會
再
度
批
評
「溫
和
派
」
之
後
，
毛
澤
東
要
求
在
次
年
在
中
共
黨
內
展
開另
一
輪
整
風
運
動。S

他
沒 

有
點
明
誰
是
「溫
和
派
」，
但
是
與
會
者
都
明
白
他
腦
子
裡
指
的
是
劉
少
奇、
周
恩
來
和
陳
雲
這
幾
個
在
會
上
發
表
重
要 

報
告
的
領
導
人
。
64
毛
澤
東
的
不
滿
源
自
於
劉
少
奇、
周
恩
來
和
陳
雲
擔
心
「經
濟
過
熱
」，
試
圖
在
工
業
建
設
領
域
訂 

下
「暫
時
撤
退
」
的
路
線
。
M然
而
，
最
讓
他
氣
惱
的
是
，
劉
少
奇
和
周
恩
來
的
報
告
把
東
歐
的
事
件
歸
因
於
波
蘭
和
匈 

牙
利
領
導
人
在
經
濟
上
「誤
判
情
勢
」、
特
別
是
他
們
一
再
試
圖強
推
工
業
化
和
集
體
化。
I6
一
中
全
會
開
幕
日，
十
一 

月
十
日
，
《人
民
日
報
》
照
例
發
表
一
篇
文
章，
依
據
劉
少
奇、
周
恩
來
的
想
法，
認為
匈
牙
利
領
導
人
錯
誤
地
推
動
工 

業
化
、並
且
操
之
過
急
地
實
施
集
體
化。
雖
然
在
會
議
上
所
有
的
發
言
者，
包
括
「溫
和
派
」
在
內
，
都
和
毛
澤
東
一
樣 

對
蘇
聯
領
導
人
犯
的
「錯
誤
」
同
聲
表
達
憤
慨，
毛
主
席
仍
然
不
滿
意。

十
一
月
初
，
他
已
經
表
示
需
要
準
備
一
篇
新
文
章
討
論
史
達
林
——

「特
別
是
和
匈
牙
利
事
件
的
關
係
」。
⑴十
二 

月
，
政
治
局
把
這
項
任
務
交
付
給
《人
民
日
報
》
編
輯
部
。
前
後
提
出
六
個
版
本，
全
都
在
政
治
局
擴
大
會
議
討
論。
毛 

澤
東
做
了
若
干
修
正，
最
重
要
的即
是
在
第
六
稿
刪
去
下
列
一
段
話
：
「中
國
社
會
主
義
建
設
事
業
的
迅
速
發
展，
在很
 

大
程
度
上
就
是
學
習
蘇
聯
經
驗
的
結
果。」
同
時
，
他
加
了
批
語
.
.
「中
國
建
設
事
業
的
方
針
是
否
正
確，
還
待
將
來
證 

明
，
這
裡
不
說為
宜。」
68
這
篇
文
章
標
題
〈再
論
無產
階
級
專
政
的
歷
史
經
驗
〉，
刊
登
在
一
九
五
六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九 

日
的
《人
民
日
報
》。
文
章
中
對
史
達
林
的
批
評
已
大
幅
減
少。
四
月
的
文
章
說
的
是
蘇
聯
人
民
及
蘇
聯
共產
黨
對
人
類
歷 

史
的
「偉
大
功
績
」，
現
在
新
文
章
講
的
是
史
達
林
對
「蘇
聯
…
…
和
國
際
共產
主
義
運
動
的
發
展
」
之
「偉
大
功
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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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章
發
表
後，
毛
澤
東
派
周
恩
來
在
一
九
五
七
年
一
月
率
團
訪
問
蘇
聯、
波
蘭
和
匈
牙
利
。
69它
的
任
務
包
括
協
調 

對
涉
及
東
歐
危
機
相
關
問
題
之
管
理。
周
恩
來
必
須
再
次
向
赫
魯
雪
夫
說
明
：
「蘇
聯
那
些
想
要
再
次
推
行
大
國
沙
文
主 

義
〔政
策
〕
的
人
將
會
無
可
避
免
地
遭
遇
困
難
」。
毛
澤
東
向
周
恩
來
說
：
「這
些
人
因
渴
望
收
穫
而
盲
目
。
對
付
他
們 

最
好
的
方
法
就
是
痛
罵
一
頓。」

即
使
直
到
此
時
周
恩
來
對
於
對
蘇
關
係
這
個
問
題尚
無
確
切
立
場，
他
十
分
忠
實
地
遵
循
毛
澤
東
的
「建
議
」。
赫 

魯
雪
夫
、
布
爾
加
寧
和
米
高
揚為
他
辦
了
一
場
「盛
大
的
接
待
會
」，
可
是
，
次
日
，
周
恩
來
發
動
猛
烈
攻
擊。
他
先
從 

中
共
中
央
政
治
局
對
史
達
林
問
題
的
新
立
場
說
起，並
請
他
們
注
意
《人
民
日
報
》
最
近
那
篇
文
章
。
但
是
，
他
後
來
向 

毛
澤
東
報
告
說，
他
們
三
個
人
都
說
這
篇
文
章
中
「對
史
達
林
的
批
評
」
「都
讓
他
們
不
悅
(或
處
於
困
難
地
位，
我
不 

記
得
確
切
用
詞
)」
。
™

縱
使
如
此
，
赫
魯
雪
夫
已
經
意
識
到
危
險，
試
圖
軟
化
他
在
對
史
達
林
關
係
的
立
場。
一
月
十
七
日，
中
國
大
使
館 

為
周
恩
來
代
表
團
的
到
訪舉
辦
接
待
會，
赫
魯
雪
夫
在
致
歡
迎
詞
時，
突
如
其
來
開
始
提
起
史
達
林。
根
據
站
在
離
他
不 

遠
的
《真
理
報
》記
者
列
夫

•彼
得
洛
維
奇
.
德
留
辛(Lev Petrovich D

eliusin
)

的
說
法
，
赫
魯
雪
夫
已
經
醉醺
 

醺
，
講
話
結
結
巴
巴
。
H即
使
如
此，
他
還
是
可
以
把
他
的
主
要
意
思
傳
達
給
他
身
邊
的
人
士。
那
就
是
，
蘇
聯
共產
黨 

人
和
以
前
一
樣，
一
直
都
是
史
達
林
主
義
者。
赫
魯
雪
夫
說
：
「我
們
批
評
史
達
林，
不
是
因為
他
是
個
壞
共產
黨
員。 

史
達
林
的
名
字
與
馬
列
主
義
分
不
開。」
72

可
是
，
這並
不
能
打
動
周
恩
來
。
周
恩
來
向
毛
澤
東
報
告
說
：
「講
了
一
堆 

不
妥
當
的
話
〔我
們
只
能
猜
測
周
恩
來
要
說
什麼
〕，
可
是
，
他並
沒
有
自
我
批
評。
我
們
逼
問
他
…
…
那
些
同
志
，
尤 

其
是
那
些
〔蘇
共
〕
政
治
局
委
員，
他
們
和
史
達
林
共
同
工
作，怎
麼
能
推卸
、
不
負
任
何
責
任呢
？
」
對
此
，
赫
魯
雪 

夫
和
布
爾
加
寧
只
回
答
說，
他
們怕
被
槍
斃，
因
此
，
「他
們
沒
辦
法
勸
說
史
達
林
或
防
止
他
的
錯
誤
」。
可
是
，
周
恩 

來
緊
咬
不
放
：
「我
…
…
表
示
，
我
們
中
國
黨
的
信
念
是，
公
開
自
我
批
評
不
會
有
壞
處，
反
而
會
增強
黨
的
信
譽
和
聲 

望
。」
赫
魯
雪
夫
在
機
場
送
行
時，
向
周
恩
來
解
釋
說
：
「〔蘇
聯
人
〕
沒
辦
法
和
我
們
〔中
國
人
〕
進
行
同
樣
的
批
評
-， 

他
們
若
是
這麼
做，
目
前
的
領
導
班
子
會
出
現
麻
煩。」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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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
澤
東
對
此，
反
應
相
當
節
制。
雖
然
他
沒
有
改
變
對
赫
魯
雪
夫
的
負
面
意
見，
他
下
達
指
示
在
文
宣
上
不
要
太
過 

火
。
他
說
：
「以
後
，
我
們
應
該
一
直很
小
心、很

謙
虛
，
我
們
應
該
夾
緊
自
己
的
尾
巴
。
我
們
還
是
需
要
向
蘇
聯
學 

習
。
可
是
，
我
們
應
該
選
擇
性
地
向
他
們
學
習
•，
只
接
受
好
的、
要
避
免撿
了
壞
的。」
74
不
過
，
一
月
底、
二
月
初
在 

一
連
串
閉
門
會
議
講
話
時，
他
還
是
大
肆抨
擊
蘇
聯。
M同
一
時
期
，
大
量
的
負
面
消
息
開
始
出
現
在
機
密
的
內
部
參
考 

文
件
，
批
評
蘇
聯
的
生
活
以
及
蘇
聯
的
外
交
政
策，
尤
其
是
第
二
次
世
界
大
戰
前
夕
的
做
法
(紅
軍
入
侵
波
蘭、
芬
蘭
和 

羅
馬
尼
亞
)
。76

不
過
，
毛
澤
東
在
二
月
底
又
降
低
了
批
評
的
音
量。
二
月
二
十
七
日，
他
在
最
高
國
務
會
議
擴
大
會
議
上
公
開
發
表 

談
話
〈關
於
正
確
處
理
人
民
內
部
矛
盾
的
問
題
〉，
又
主
張
「學
習
蘇
聯
先
進
經
驗
」。
他
明
白
表
示
，
他
講
的
只
限
於 

和
中
國
條
件
有
關
的
經
驗。
77
三
月
十
七
日，
向
來
自
天
津
的
高
級
官
員
講
話
時，
毛
澤
東
說
明
他
特
別強
調
的
是
「先 

進
」
經
驗。
™然
而
，
這
一
次
，
蘇
聯
不
是
他
的
重
點
。
毛
澤
東
在
會
議
上
的
講
話
闡
釋
他
評
論
「八
大
」
所
訂
的
政 

治
、
經
濟
路
線
之
理
論
基
礎。
他
再
度
繞
過
高
階
黨
務
機
關，
直
接
向
中
層
幹
部、
也
就
是
出
席
會
議
的
這
一
類
黨
工
幹 

部
訴
求
。
他
試
圖
藉
由
討
論
(即
使很
短
促
)
更
加
快
現
代
化
步
調
-
爭
取
他
們
站
到
他
這
邊。
他
的
講
話
其
實
前
後
內 

容
不
一
致
：
一
方
面，
他
確
認
社
會
主
義
已
經
勝
利.，另

一

方
面
，
他
表
示
懷
疑
黨
有
能
力
在
劃
時
代
的
短
時
間
內，
把 

中
國
改
造
成為
軍
事
與
經
濟
大
國。為
了
重
振
黨
的
活
力，
他籲
請
非
黨
員
群眾
，
尤
其
是
「民
主
黨
派
」
及
其
他
知
識 

分
子
，
來
批
評
馬
克
思
主
義
和
中
共
黨
員，
對
黨
的
政
策
提
供
大
膽、
誠
實
的
評
價
。
他
呼籲
直
接
針
對
官
僚
主
義
發
起 

大
規
模
的
意
識
型
態
運
動。
他
或
許
希
望
能
把
來
自
底
下
的
批
評，
導
向
他
在
黨
內
領
導
圈
的
對
手。
他
提
議
這
項
運
動 

的
口
號
是
「百
花
齊
放、
百
家
爭
鳴
」
。79

毛
澤
東
最
早
在
一
九
五
五
年
十
二
月
政
治
局
會
議
上
就
提
出
這
個
口
號，
但
是
當
時
由
於
黨
內
的
反
對
和
知
識
分
子 

的
懷
疑
，並
未
形
成
風
潮。
80
現
在
毛
澤
東
再
次
試
圖
發
動
運
動。
雖
然
他
的
講
話
一
直
要
到
六
月
才
發
表，
中
共
中
央 

於
一
九
五
七
年
四
月
二
十
七
日
通
過
措
施
以
執
行
毛
澤
東
的
指
示，
把
他
的
指
示
作為
〈關
於
整
風
運
動
的
指
示
〉
之
基 

礎
。
這
項
決
議
成為
重
振
中
國
共產
黨
的
綱
領
•，
毛
澤
東
認為
黨
已
經
變
得
太
保
守、
太
官
僚
化，
因
此
才
不
能
採
納
他



毛 澤 東 ：真 實 的 故 事 466

激
進
的
政
治、
經
濟
原
則
。
黨
內
官
僚
主
義、
主
觀
主
義
和
宗
派
主
義，
成為
密
集
批
評
的
目
標。

五
月
十
日
，
中
共
中
央
發
布
一
項
新
的
決
議，
號
召
黨
的
幹
部
回
到
民
粹
的
「延
安
道
路
」，
以
便
克
服
「資產
階 

級
道
路
」。
延
安
道
路
指
的
是
黨
幹
部
和
群眾
之
間
的
和
諧
關
係，
依
毛
澤
東
的
說
法，
那
是
一
九
三
七
至
四
五
年
抗
日 

戰
爭
時
期
的
特
色。為

了
恢
復
「延
安
精
神
」，
中
共
中
央
提
出
一
個
辦
法，
所
有
的
幹
部
不
分
等
級
職
階，
都
要
撥
出 

若
干
時
間
與
工
農
群眾
一
起
做
體
力
勞
動。
M在
毛
澤
東
已
經
預
先
規
劃
的
經
濟
及
社
會
發
展
領
域
全
新、
史
無
前
例
的 

沸
騰
’黨
必
須
充
分
準
備
好
重
新
檢
討
傳
統
的
蘇
聯
社
會
發
展
模
式。

五
月
間
，
新
的
「百
花
運
動
」
正
式
展
開
。
毛
澤
東
顯
然
賦
與
人
民
完
全
的
言
論
自
由。
他
現
在
的
講
話
鼓
勵
意
識 

型
態
和
政
治
的
多
元
主
義。
從
五
月
初
起
將
近
一
個
月
時
間，
中
國
所
有
的
報
紙
和
其
他
大眾
宣
傳
工
具，
統
統
開
放
， 

任
何
人
想
對
政
治
議
題
發
表
批
評，
一
律
歡
迎。
然
而
，
許
多
人
批
評
的
不
是
「個
別
錯
誤
」，
而
是
整
個
共產
黨
專
政 

的
制
度
。
中
國
共產
黨
的
意
識
型
態
基
礎
——

馬
列
主
義
——

遭
到
猛
烈
批
評
。
民
主
黨
派
人
士
章
乃
器、
章
伯
鈞
和
羅 

隆
基
等
人
特
別
活
躍
。
他
們
的
反
共
文
章
獲
得
許
多
大
學教
員
的
支
持。
學
生
陷
入
騷
亂
。

中
共
領
導
人
和
毛
澤
東
本
人
顯
然
沒
有
預
料
到
會
有
如
此
熱
切
的
反
應。
他
們
還
沒
準
備
好
和
對
手
認真
討
論，
而 

對
手
顯
然
頗
孚
民
心。
毛
澤
東
顯
然
失
算
了。
知
識
分
子並
沒
有幫
他
的
忙，
他
們
展
現
出
的
是
排
斥
共產
主
義。
除
了 

終
止
運
動
，
已
經
別
無
辦
法。
六
月
八
日
，
在
毛
澤
東
提
議
下，
中
共
中
央
通
過
一
道
黨
內
指
示
〈組
織
力
量
反
擊
右
派 

分
子
的
猖
狂
進
攻
〉。
言
論
自
由
全
面
取
消，
共產
黨
恢
復
原
先
的
政
治
和
意
識
型
態
暴
政。
同
一
天
，
《人
民
日
報
》 

對
政
策
突
如
其
來
大
轉
彎
提
出
以
下
的
解
釋
：

本
報
及
一
切
黨
報
，
在
五
月
八
日
至
六
月
七
日
這
個
期
間，
執
行
了
中
共
中
央
的
指
示，
正
是
這
樣
做
的
.
.
.
.
讓
毒

草
大
長
特
長
，
使
人
民
看
見
，
大
吃
一
驚
，
原
來
世
界
上
還
有
這
些
東
西，
以
便
動
手
殲
滅
這
些
醜
類
。

《人
民
日
報
》
等
於
承
認
黨
的
領
導
人
發
動
一
場
大
規
模
政
治
騙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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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在
，
一
場
規
模
空
前
龐
大
的鎮
壓
運
動
排
山
倒
海
撲
向
知
識
分
子。
中
共
黨
史
上
第
一
遭，
「右
派
資產
階
級
分 

子
」
的
標
籤
貼
到
數
百
萬
知
識
分
子
頭
上。
大
約
五
十
萬
人
被
打
入
勞
改
營。
U他
們並
不
全
都
批
評
政
府，
許
多
人
其 

實
忠
於
新
政
府，
只
是
被
陰
謀
及
「階
級鬥
爭
的
邏
輯
」
害
了
。

恐
怖
的
氣氛
使
得
毛
澤
東
可
以
克
服
他
在
經
濟
建
設
領
域
的
主
要
對
手，
周
恩
來
首
當
其
衝。
一
九
五
七
年
夏
末， 

毛
澤
東
坪
擊
周
恩
來，
指
責
他
犯
了
嚴
重
錯
誤，
試
圖
追
求
中
國
經
濟
平
衡
發
展。
毛
主
席
宣
稱
他
本
人
本
質
上
是
個
冒 

險
家
，
不怕
搗
亂
局
勢，
以
便
加
速
中
國
往
社
會
主
義
和
共產
主
義
過
渡。s

一
九
五
七
年
秋
天，
八
屆
三
中
擴
大
全
會
總
結
了
此
一
大
規
模
政
治
運
動
的
若
干
結
果。它
評估
運
動
完
全
成
功。 

即
使
毛
澤
東
也很
滿
意。
他
後
來
說
：
「沒
人
反
駁
我，
我佔
了
上
風，很

受
鼓
舞
。
一
九
五
七
年
九
月
的
三
中
全
會
令 

我
們
振
奮
。
黨
和
全
體
人
民很
清
楚
地
界
定
了
發
展
的
道
路。」s

全
會即
將
結
束
前，
毛
澤
東
決
定
放
緩
整
風
運
動。 

現
在
他
可
以
向
黨
提
出
一
個
問
題
：
「我
們
是
不
是
可
以
把
蘇
聯
走
過
的
彎
路
避
開，
比
蘇
聯搞
的
速
度
更
要
快
一
點， 

比
蘇
聯
的
品
質
更
要
好
一
點
？
」
答
案
早
已
擺
在
那
裡
.

•
「應
當
爭
取
這
個
可
能
。
」a

就
在
三
中
全
會
中，
毛
澤
東
首
次
提
到
農
業
生產
巨
幅
增
長
的
可
能
性，
提
議
重
唱
早
已
遺
忘
的
「多
」
與
「快
」 

口
號
。
他
說
：
「我
看
中
國
就
是靠
精
耕
細
作
吃
飯。
將
來
，
中
國
要
變
成
世
界
第
一
個
高產
的
國
家。
有
的
縣
現
在
已 

經
是
畝產
千
斤
了，
半
個
世
紀搞
到
畝產
兩
千
斤
行
不
行呀
？
將
來
是
不
是
黃
河
以
北
畝產
八
百
斤，
淮
河
以
北
畝產
一 

千
斤
，
淮
河
以
南
畝產
兩
千
斤
？
到
二
十一
世
紀
初
達
到
這
個
指
標，
還
有
幾
十
年，
也
許
不
要
那麼
多
時
間。」
％ 

他
會
這
樣
相
信
，並
不
只
是
他
個
人
性
好
冒
險
(毛
澤
東
常
常
愛
說：
「我
是
那
種
傾
向
放
膽
〔評估
事
情
〕的 

人
」
)，
也
因為
蘇
聯
在
一
九
五
七
年
十
月
五
日
發
射
第
一
枚
人
造
衛
星
「斯
普
特
尼
克
」(sputnik)

成
功
。
雖
然
毛
澤 

東
仍
然
認為
不
應
該
方
方
面
面
都
抄
襲
蘇
聯，
這
件
事卻
令
他
大為
震
驚。
固
然
他
沒
把它
看
作
是
蘇
聯
力
量
的
指
標， 

而
是
當
作
社
會
主
義
高
明
的
指
標。
他
開
懷
笑
說
，
老
美
每
年
生產
一
億噸
鋼
鐵，
「到
現
在
連
個
紅
薯
都
送
不
進
太
空 

去
。」
私
心
裡
，
他
暗
想哪
一
天
中
國
也
能
圓
了
太
空
夢。
87

反
右
運
動
持
續
升
溫
。
針
對
依
「三
多
三
少
」
原
則
辦
事
的
幹
部，
已
經
展
開
批鬥
。
這
些
人
說
得
多、卻
揭
發
不



毛 澤 東 ：真 實 的 故 事 468

了
幾
個
反
革
命
分
子
；
他
們
過
度
寬
容，卻
罕
於
揭
發
「潛
伏
進
入
革
命
隊
伍
的
人
」.，他
們
經
常
揭
發
低
階
的
人、卻
 

罕
於
糾舉
領
導
機
關
的
人。
黨
內
展
開
競
賽，
看
誰
能揪
出
最
多
的
潛
伏
右
派
分
子。
上
級
機
關
開
始
下
達
詳
細
命
令， 

明
白
規
定
要
楸
出
多
少
人。
全
國
各
地
出
現
大
字
報，
要
求
嚴
懲
右
派
分
子
。

同
時
，
毛
澤
東
接
到
赫
魯
雪
夫
的
邀
請
函，
邀
他
參
加
十
月
革
命
四
十
周
年
慶
典，
以
及
隨
後
要
召
開
的
全
世
界
共 

產
黨
和
工
人
黨
代
表
大
會。
毛
澤
東
能
否
出
席
慶
典
和
會
議，
對
赫
魯
雪
夫
來
講，
十
分
重
要
。
莫
斯
科
全
球
共產
黨
大 

會
意
在
顯
示，
社
會
主
義
陣
營
「堅
定
地
團
結
」
在
偉
大
的
十
月
理
想
四
周。

毛
澤
東
思
索
了 
一
陣
子，
決
定
第
二
次
訪
問
蘇
聯。
M赫
魯
雪
夫
樂
壞
了，
派
出
兩
架TU

-104

專
機
接
送
毛
澤
東
及 

中
方
代
表
團
人
員。

十
一
月
二
日
上
午
八
點，
毛
澤
東
率
領
宋
慶
齡、
鄧
小
平
、
M彭
德
懷
等
代
表
團
成
員，
從
北
京
起
飛
。

出
發
前
夕，
毛
澤
東
問
他
的
譯
員
李
越
然
：
「俄
語
紙
老
虎
要怎
麼
說
？
」

李
越
然
答
說
：
「Bum
azhnyi tigr

。」

毛
澤
東
以
濃
厚
的
湖
南
腔
英
文
重
複
了
一
遍，
笑
開
了
懷
。
90

他為
各
國
共產
黨
領
袖
峰
會
在
做
準
備。

赫
魯
雪
夫
看
來
精
神
奕
奕、
友
善
、
有
點
阿
諛
，
親
自
到
伏
努
科
沃
機
場(V

nukovo A
irport)

接
機
。跟
著
他
一 

起
去
的
還
有
伏
洛
希
羅
夫、
布
爾
加
寧
、
米
高
揚
以
及
一夥
層
級
較
低
的
官
員。
他
們
全
都
散
發
著
友
好
熱
情。
幾
個
月 

前
，即
六
月
間，
赫
魯
雪
夫
粉
碎
了
莫
洛
托
夫
「反
黨
」
集
團
.，
因
此
他
又
需
要
毛
澤
東
的
支
持。
他
明
白
這
個
中
國
領 

導
人
不
滿
意
他
的
專
斷
獨
行，
但
是
他
試
圖
盡
量
淡
化
這
件
事
的
重
要
意
義。
他
覺
得
有
把
握，
是
因為
中
國
代
表
團
抵 

達
之
前
，
蘇
共
中
央
主
席
團
成
員
阿
韋
爾
基
•鮑
里
索
維
奇
•阿
里
斯
托
夫(A

verkii B
orisovich A

ristov)

向
他
報 

告
，
他
在
一
九
五
七
年
九
至
十
月
間
訪
問
中
國、
與
毛
澤
東
談
話
時，
毛
澤
東
曾強
調
「中
、
蘇
團
結
」。
毛
主
席
對
六 

月
間
莫
洛
托
夫
遭
整
肅
事
件，
的
確
表
示
了
他
的
困
惑，
但
只
是
輕
描
淡
寫
。
他
對
阿
里
斯
托
夫
說
：
「我
們
一
向
支
持 

你

們
。
但
有
時
候
不
該
急
著
解
決
某
些
問
題。
譬
如
說
，
我
們很
喜
歡
莫
洛
托
夫
〔史
達
林
的
左
右
手
〕，
蘇
共
中
央
全 

會
六
月
有
關
莫
洛
托
夫
的
決
定，
讓
我
們
困
惑
。」
說
到
這
裡
，
他
就
打
住
，
不
再
談
這
個
議
題，
W但
是
他
又
回
到
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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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
林
的
問
題
。
毛
澤
東
告
訴
他
的
莫
斯
科
來
賓
：
「今
天你
看
到
史
達
林
的
巨
大
肖
像
陳
列
在
我
們
的
廣
場。你
認為
我 

們
不
怨
恨
史
達
林嗎
？
不
，
我
們
非
常
怨
恨
他
。
史
達
林
造
成
中
國
革
命
許
多
困
難
…
…
縱
使
如
此
，
中
國
重
要
節
慶
場 

合
還
是
要
掛
史
達
林
肖
像。
這
不
是
做
給
領
導
人
看，
而
是
要
讓
人
民
看
到
。」
毛
澤
東
補
充
了
一
句
話
：
「我
家
就
沒 

有
史
達
林
肖
像
。
」
W

赫
魯
雪
夫
根
本搞
不懂
中
方
對
史
達
林
問
題
的
立
場。即
使
如
此，
他
可
能
希
望
在
私
下
談
話
時，
能
讓
毛
澤
東
消 

消
氣
。但

是
毛
主
席
這
番
來
蘇
聯，
可
不
是
要
和
赫
魯
雪
夫
交
朋
友。
他
已
經很
清
楚
這
個
蘇
聯
領
導
人
的
心
意。
毛
澤
東 

覺
得
時
間
站
在
他
這
邊。
社
會
主
義
在
中
國
基
本
上
已
經
建
設
起
來，
工
業
已
經
開
發，
在
這
個
全
世
界
人
口
最
多
國
家 

的
共產
黨
專
政
也
堅強
屹
立。
現
在
看
來
，
原
本
聲
勢
鼎
盛
的
莫
斯
科，
已
經
無
可
挽
回
地
喪
失
了它
在
共產
世
界
的
權 

威
•，波
蘭
和
匈
牙
利
的
事
件
就
是
活
生
生
的
事
例。
當
然
，
赫
魯
雪
夫
握
有
核
子
武
器，
而
且
蘇
聯
在
一
九
五
七
年
十
月 

發
射
了
斯
普
特
尼
克
人
造
衛
星。
可
是
，
毛
澤
東
要
向
所
有
這
些
共產
黨
同
志
顯
示，
世
界
共產
主
義
運
動
的
中
心
現
在 

究
竟
在哪
裡
。

赫
魯
雪
夫
是
使
盡
全
力
來
討
好
毛
澤
東，
把
他
和
中
方
全
體
代
表
都
安
置
在
克
里
姆
林
宮
下
榻，
其
他
共產
黨
的
代 

表
團
大
部
分
安
置
在
莫
斯
科
郊
外
的
別
墅。
他
每
天
上
午
和
中
方
代
表
團
打
招
呼，
頻
頻
送
禮
給
他
們，
陪
他
們
參
加
所 

有
的
文
化
活
動
，
還
和
他
們
「親
密
、
友
好
」
談
話
。
他
每
天
忙
進
忙
出，
努
力
當
好
頭
號
東
道
主。
但
是
毛
澤
東卻
 

「矜
持
、
甚
至
有
點
冷
淡
」。
％當
然
他很
高
興
這
次
受
到
上
賓
之
禮
對
待。
史
達
林
和
赫
魯
雪
夫
對
待
他
的
方
式
有
如
天 

壤
之
別
。
他
帶
著
不
屑
的
微
笑
向
隨
員
說
：
「你瞧
瞧
，
他
們
對
待
我
們
是
如
何
的
不
同呀
！
」

他
可
沒
拿
好
氣
回
報
赫
魯
雪
夫。
赫
魯
雪
夫
愈
是
討
好
毛
澤
東，
毛
澤
東
對
他
就
愈
是睥
睨
不
屑。
他
好
幾
次
毫
不 

隱
瞞
他
對
這
位
蘇
共
領
導
人
的
輕
蔑。
赫
魯
雪
夫
陪
著
他
到
波
修
伊
大
劇
院
觀
賞
芭蕾
舞
《天
鵝
湖
》，
第
二
幕
剛
完， 

他
突
然
起
身、
走
人
。
他
對
丈
二
金
剛
摸
不
著
頭
腦
的
赫
魯
雪
夫
說
：
「這麼
個
跳
法，
用腳
尖
走
路，
看
得
叫
人
不
舒 

服
。
不
能
改
個
法
子
跳嗎
？
」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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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第
一
次
訪
問
莫
斯
科
時，即
使
史
達
林
不
在
場，
他
都
不
敢
如
此
放
肆
。
他
第
一
次
出
訪、
替
他
做
譯
員
的
師
哲 

回
憶
說
，
基
洛
夫
劇
院(K

irov Theater)

表
演
芭蕾
舞
劇
《巴
亞
捷
爾卡
》
(tD
s
s
a
)
，
毛
澤
東
從
頭
到
尾
乖
乖
坐 

著
，
表
演
完
畢
，
還
捧
著
鮮
花
獻
給
女
主
角。S

有
些
場
合
，
毛
澤
東
更
加
粗
魯
。
根
據
他
的
譯
員
李
越
然
的
回
憶，
有
次晚
宴，
毛
澤
東
突
然
打
斷
談
興
大
開、
大 

談
當
年
戰
爭
時
他
是
如
何
又
如
何
地
扮
演
重
要
角
色
的
赫
魯
雪
夫。
毛
澤
東
擦
擦
嘴、
放
下
餐
巾
，
他
說
：
「赫
魯
雪
夫 

同
志啊
，
我
已
經
吃
飽
了，
但
是你
那
西
南
戰
爭
的
故
事
講
完
了
沒呀
？
」
％

不
過
，
最
大
的
驚
奇
在
共產
黨
及
工
人
黨
代
表
大
會
上
等
著
赫
魯
雪
夫。
毛
澤
東
問
他
譯
員
「紙
老
虎
」
俄
文
要怎
 

麼

說
-
可
不
是
沒
原
因
的。
他
在
會
上
談
話
的
主
題
就
是它
，
聲
稱
所
有
的
反
動
派
都
是
紙
老
虎。
這
還
不夠
，
他
又
加 

了
石
破
天
驚
的
一
段
話
：

要
設
想
一
下，
如
果
爆
發
戰
爭
要
死
多
少
人
？
全
世
界
二
十
七
億
人
口，
可
能
損
失
三
分
之
一 
•，再
多
一
點，
可
能

損
失
一
半.
.
一
打
就
要摔
原
子
彈
、氫
彈
。我
和
一
位
外
國
政
治
家
辯
論
過
這
個
問
題
。他
認為
如
果
打
原
子
戰

爭
，
人
會
死絕
的
。我
說
，
極
而
言
之，
死
掉
一
半
人，
還
有
一
半
人，
帝
國
主
義
打
平
了，
全
世
界
社
會
主
義
化 

了
，
再
過
多
少
年，
又
會
有
二
十
七
億，
一
定
還
要
多。
97

很
顯
然
他
是
在
進
一
步
申
論
他
以
前
和
印
度
總
理
尼
赫
魯、
芬
蘭
大
使卡
爾
—
久
翰
•孫
士
敦
和
尤
金
談
話
時
的
觀 

點
。
這
一
次
他
的
數
字
更
具
體，
而
他
漫
不
在
乎
地
談
論
犧
牲
數
億
條
人
命，
令
在
場
人
人
不
寒
而
慄。
一
下
子
全
場
鴉 

雀
無
聲
。

後
來
在晚
宴
席
上，
他
又
把
話
題扯
到
利
用
核
子
戰
爭
推
動
社
會
主
義。
赫
魯
雪
夫
不
知
道怎
麼
接
話。
此
時
，
義 

大
利
共產
黨
黨
魁帕
爾
米
羅
•陶
里
亞蒂

(palm
iro Togliatti)

問
：
「毛
澤
東
同
志啊
，
有
多
少
義
大
利
人
會
挺
得
過 

原
子
戰啊
？
」
毛
澤
東很
冷
靜
地
回
答
：
「一
個
都
不
剩。你
為
什麼
覺
得
義
大
利
人
對
人
類
而
言很
重
要呢
？
」
％歐



4 7 1 第 二 十 九 章 思 想 大 解 放

列
格
•亞
歷
山
德
洛
維
奇
•葛
里
涅
夫
斯
基sleg Aleksandrovich G

rilk
ii)

是
赫
魯
雪
夫
的
文
稿
撰
述
員，
當
時 

在
場
擔
任
譯
員，
他
記
得
毛
澤
東
說
這
句
話
時，臉
上並
無
笑
容
(葛
里
涅
夫
斯
基並
不
通
中
文。
蘇
聯
的
中
國
問
題
專 

家
瓦
西
里
•希
迪
赫
梅
諾
夫〔vasilii sidikhm

enov〕

先
把
毛
澤
東
的
話
由
中
文
譯
成
俄
文
之
後，
葛
里
涅
夫
斯
基
再 

從
俄
文翻
成
英
文，
講
給
只懂
英
文
的
聽眾
聽
)。

這
裡
有
什麼
深
意
？
毛
澤
東真
的
這麼
無
知，
不
曉
得
他
這
番
話很
荒
謬嗎
？
不
！
當
然
不
是
。
他
有
足夠
的
知 

識
，
至
少
在
政
治
和
軍
事
事
務
上
是
如
此。
那
他為
什麼
要
這麼
說
？
許
多
人
思
索
這
個
問
題，
得
出
一
個
想
法，
認為
 

他
顯
然
是
要
慫恿
蘇
聯
與
美
國
發
生
核
子
衝
突。
也
有
人
不
同
意，
他
們
認為
毛
澤
東
只
是
太
粗
魯。
他
們
臆
測
毛
澤
東 

只
是
希
望
破
壞
兩
大
超
級強
國
修
好。
然
而
，
對
毛
澤
東
行為
的
這
兩
種
解
釋
都
不
對。
事
實
上
，
他
只
是
要
震撼
在
座 

人
士
，
公
開
嘲
弄
赫
魯
雪
夫
和
共產
國
際
老
幹
部，
這
些
人
前
一
陣
子
還
在
抱
史
達
林
的
大
腿。
他
痛
恨
陶
里
亞蒂
這
一 

型
的
人
物
(他
曾
經
在
共產
國
際
執
委
會
任
職
)，
這
些
人
和
王
明
交
好，瞧
不
起
毛
澤
東
這
種
人
。
⑧
他
們
對
「人
民 

領
袖
」
的
任
何
愚
蠢
行
徑
隨
時
隨
地
都
奉為
綸
旨，
對
史
達
林
的
胡
言
亂
語
和
笑
話
都
要
曲
意
解
讀。
現
在
該
輪
到
他
來 

整
整
他
們
了
。

毛
澤
東
覺
得
自
己很
偉
大，
希
望
人
人
承
認它
。
他
要為
當
年
在
那
陰沉
的
克
里
姆
林
宮
暴
君
底
下
遭
受
的
羞
辱
報 

一
箭
之
仇。
這
也
是為
什麼
他
要
刻
意
模仿
史
達
林。
他
用
家
父
長
的
口
吻
講
話、
扮
演
大
老闆
的
角
色，並
且
學
史
達 

林
講
些
尖
酸
刻
薄
的
笑
話。
因
此
，
他
不
只
一
次
提
到
核
子
戰
爭
的
話
題，
高
唱
戰
勝
帝
國
主
義
的
論
調。
他
和
赫
魯
雪 

夫
正
式
會
談
時
也
會
發
揮
此
一
論
調
。
每
一
次
赫
魯
雪
夫
都
要揣
摩
毛
澤
東
的
意
思，
以
及
「他
是
根
據
什麼
這
樣 

說
」。
99
也
因
此
他
從
來
摸
不
透
毛
澤
東
的
袖
裡
乾
坤。
100

毛
澤
東
回
國
前，
赫
魯
雪
夫
送
給
他
的
貴
賓
許
多
紀
念
品，
以
及
一
罐
粒
狀
的
魚
子
醬。它
的
品
質
極
佳，
但
毛
澤

⑧
原
書
註
：帕
爾
米
羅•陶
里
亞蒂
(化
名
馬
里
歐.
厄
科
利〔M

ario Ercoli〕
，
一
八
九
三
年
生，
一
九
六
四
年
卒
)
從
一
九
三
八
年
至
一
九
四
三 

年
任
共
產
國
際
執
委
會
主
席
團
主
席，
一
九
三
五
年
至
一
九
四
三
年
也
是
共
產
國
際
執
委
會
書
記
處
書
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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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
無
福
消
受，
因為
中
國
人
一
般
不
喜
愛
吃
生
魚。
不
過
，
他
還
是
把
這
罐
魚
子
醬
帶
回
北
京。
幾
天
後
，
他
請
他
的
秘 

書
們
、
衛
士
們
吃晚
飯，
拿
出
這
罐
異
國
珍饈
，
小
心
地
擺
在
瓷
盤
上。
他
笑
著
說
：
「吃啊
、
吃啊
，
這
是
社
會
主
義 

的
魚
子
醬
！
」
有
個
人
拿筷
子
夾
起
一
些
魚
子
醬，
放
進
嘴
裡
。
顯
然
他
吃
不
下
去，
但
還
是
勉強
吞
下肚
，
可
是
差
點 

就
吐
出
來
。

毛
澤
東
笑
得
渾
身
發
顫，
直
問
：
「怎麼
了
？
好
吃嗎
？
」

「中
看
，
不
中
吃
。
看
起
來
漂
亮，
但
是
實
在
不
好
吃。
我
不
喜
歡
。」

毛
澤
東
說
：
「好
了
！
好
了
！
吃
不
下
去，
就
別
吃
了
！
」
⑴

他
特
別
高
興
的
是
-
他
的
侍
從
人
員
不
喜
歡
赫
魯
雪
夫
的
禮
物。
這
裡
頭
的
象
徵
意
義很
大。

回
到
中
國
之
後，
毛
澤
東
開
始
發
展
他
最
早
在
〈論
十
大
關
係
〉
中
所
提
出
的，
中
國
走
向
社
會
主
義
的
特
殊
道
路 

的
思
想
。
他
前
思
後
想
各
種
大
躍
進
的
方
法，
想
要找
出
一
種
善
加
利
用
中
國
相
對
優
勢、
尤
其
是
取
之
不
竭
的
人
力
資 

源
，
以
加
速
經
濟
發
展
的
新
模
式。
他
歎
息
說
：
「我
們
這
個
國
家
就
是
鋼
太
少
了。
就
是
要搞
實
力
地
位
才
行，
要
不 

然你
說
話，
誰
人
來
理你
，
人
家
看
不
起你
，你
講
半
天
有
什麼
用。
」102

他
在
莫
斯
科
就
誇
下
海
□
，
十
五
年
後，
中
國
的
鋼
鐵
生產
量
要
超
過
英
國。
他
對
出
席
共產
黨
及
工
人
黨
大
會
的 

代
表
們
說
：
「英
國
年產
兩
千
萬噸
鋼，
再
過
十
五
年，
可
能
爬
到
年產
三
千
萬噸
鋼。
中
國呢
，
再
過
十
五
年
可
能
是 

四
千
萬噸
，
豈
不
超
過
了
英
國嗎
？
」
103
毛
澤
東
之
所
以
會
誇
下
海
口，
其
實
是
被
赫
魯
雪
夫
激
的。
赫
魯
雪
夫
天
性
愛 

吹
牛
，
十
分
有
名
。
毛
澤
東
說
話
之
前
兩
個
星
期，
赫
魯
雪
夫
在
蘇
聯
最
高
蘇
維
埃
週
年
會
議
上，
高
聲
喧嚷
，
未
來
十 

五
年
，
蘇
聯
不
僅
要趕
上、
還
要
超
越
美
國
。
104
毛
澤
東
輸
人
不
輸
陣，
回
應
「老
大
哥
」，
也
要
「超
英趕
美
」。

毛
澤
東
這麼
說，
其
實
還
算
謙
虛
。
事
實
上
，
他
內
心
有
一
股
熊
熊
之
火，
決
心
超
越
蘇
聯，
要
讓
人
人
知
道，
尤 

其
是
要
讓
已
經
發
射
了
兩
顆
人
造
衛
星
的
赫
魯
雪
夫
知
道，
我
毛
澤
東
也
不
是
昨
天
才
出
生
的
小嬰
孩。
他
在
一
九
五
七 

年
初
對
中
國
同
志
講
的
一
席
話，
就
有
不
少
的
辛
辣
和
怒
氣。
他
說
：
「〔蘇
聯
領
導
人
〕
什麼
叫
利呢
？
無
非
是
五
千 

萬噸

鋼
，
四
億噸
煤，
八
千
萬噸
石
油。
這
算
什麼
？
這
叫
不
算
數
。
看
見
這麼
一
點
東
西，
就
居
然
脹
滿
了
一
腦
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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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叫
什麼
共
產
黨
員
，
什麼
馬
克
思
主
義
者
！」
105

因
此
之
故
，
毛
澤
東
的
新
路
徑
充
滿
了
中
、蘇
關
係
無
可
避
免
、日 

益
交
惡
的
因
子
。

一
九
五
八
年|

月
的
杭
州

(

浙
江

)

會
議
和
南
寧(

廣
西

)

會
議
中
，
毛
澤
東
增強
對
反
對
「倉
促」
和
「冒
進」 

的
人
士
之抨
擊
。他
再
度
責
備
這
些
人
遵
循
蘇
聯
模
式
。他
說
：
「如
果
我
們
做
的
每
件
事，
都
和
蘇
聯
在
十
月
革
命
之 

後
做
的
事
一
模
一
樣，
那
我
們
就
不
會
有
紡
織
品，
也
不
會
有
糧
食

(

沒
有
紡
織
品，
就
沒
有
東
西
去
換
糧
食
)，
不
會
有 

煤
、不
會
有
電
力，
什麼
都
沒
有
。」他
在
杭
州
會
議
上
改
口
宣
稱，
整
風
運
動
要
貫
徹
到
底
(他
自
己
前
不
久
才
在
三 

中
全
會
上
決
定
要
放鬆
整
風
運
動)

。一
月
十
八
日，
他
在
南
寧
警
告
幹
部
說，
「反
冒
進」
無
可
避
免
將
「澆
滅

…

…
 

六
億
人
民
的
熱
情」

。
106

甚
且
，
他
告
訴
周
恩
來
說，
周
和
其
他
幾
個
同
志
「距
離
右
派
只
有
五
十
米
遠
了」

。

107

支
持
毛 

主
席
和
周
總
理
的
幹
部
被
迫
要
進
行
自
我
批
評
。日
後
周
恩
來
向
他
的
秘
書
解
釋
說，
他
犯
錯
誤
的
主
要
原
因
是，
意
識 

型
態
上
他
落
在
毛
澤
東
同
志
之
後
。周
恩
來
哀
傷
地
說
：
「我
必
須
仔
細
地
學
習
毛
澤
東
思
想
。」

108

然
而
，
毛
澤
東
甚 

至
提
議
換
下
周
恩
來，
讓
中
共
中
央
華
東
局
第

|

書
記
柯
慶
施
出
任
總
理
。過
後
不
久
，
周
恩
來
同
意
下
台，
但
毛
澤
東 

又
改
變
心
意
、原
諒
了
他。
109

毛
澤
東
再
度
勝
利
。一
月
三
十
一
日，
他
以
一份
重
要
文
件
〈工
作
方
法
六
十
條
〉
總
結
兩
次
會
議
的
結
論，它
基 

本
上
訂
下
大
躍
進
的
方
針
，
提
出
「苦
戰
三
年」
的
口
號
。

110

這
成為
他
建
設
中
國
社
會
主
義
計
劃
中
最
重
要
的
一
部 

分

。於
是
乎
，
毛
澤
東
中
國
特
殊
發
展
道
路
的概
念，
最
先
出
現
於
一
九
五
六
年
四
月
、後
來
在
一
九
五
七
至
五
八
年
間 

發
展
，
而它
只
能
在
敵
魯
雪
夫
於
世
界
共
產
主
義
運
動
所
創
造
的
後
史
達
林
環
境
中
才
能
萌
生
。赫
魯
雪
夫
刺
激
了
毛
澤 

東
，
不
僅
加
速
史
達
林
化，
還牴
觸
赫
魯
雪
夫
的
意
向，
決
定
性
地
排
斥
了
蘇
聯
的
發
展
道
路
。

史
達
林
主
義
的
社
會
主
義
建
設
模
式，
原
先
激
勵
著
毛
澤
東，
現
在
已
經
失
去
動
力
。結
果
是
始
於
一
九
四
九
年
新 

中
國
建
立
時
的
史
達
林
化
時
代，
現
在
完
全
走
到
結
局
。從
現
在
起
，
不
再
適
合
談
論
史
達
林
化，
應
該
改
稱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的
毛
澤
東
化
。同
時
，
我
們
不
該
忘
記

-

在
政
治
及
意
識
型
態
領
域，
毛
澤
東
只
不
過
是
中
國
版
的
史
達
林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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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
’換
句
話
說
’它
是
中
國
版
的
共產
主
義。並

且
’即
使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的
蘇
式
史
達
林
化
已
經
終
結
’史
達
林
主 

義
作為
極
權
的
政
治
及
經
濟
權
力
制
度
的
影
響
力，
在
中
國並
無
改
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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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十
章

大
躍
進

I

九
五
七
至
五
八
年
那
個
冬
天
-
毛
澤
東
一
直
都很
興
奮。
莫
斯
科
之
行
顯
然
使
他
精
神
大
振。
他
深
具
信
心，
中 

國很
快
就
將
成為
世
界
領
導
大
國。
他跑
遍
全
國
各
地，
督
促
遲滞
落
後
者、
痛
斥
遲
疑
的
騎
牆
派、
責
備
盲
目仿
效
蘇 

聯
者
。即
使
在
他
出
發
訪
問
蘇
聯
之
前，
他
已
經
開
始
撰
寫
一
篇
文
章
，
後
來
發
表
在
十
二
月
十
二
日
的
《人
民
日 

報
》。
他
在
文
章
中
號
召
全
黨、
全
國
「大
膽
走
『多
、
快
、
好
、
省
』
的
路
線
」。
中
國
務
必
要
在
經
濟
發
展
的
基
本 

指
標
上
，
超
越
英
國
及
其
他
先
進
國
家。
不
曉
得為
什麼
，
他
專
注
鋼
鐵
和
穀
物
這
兩
大
項
目。

他
一
點
都
不懂
經
濟
學，
但
是
他
不
在
意。
不懂
經
濟
學
的，
又
不
是
只
有
他
一
個。
全
世
界
其
他
許
多
領
導
人
也 

不
通
經
濟
學，
中
共
中
央
政
治
局
裡
幾
乎
所
有
成
員
也
不懂
經
濟
學。
毛
主
席
甚
至
還
拿
他
的
無
知
來
炫
耀。
一
九
五
八 

年
一
月
，
他
在
南
寧
會
議
上
說
：
「政
治
局
的
大
多
數
人
是
紅
而
不
專
…
…我
最
不懂
，
我
不
適
合
參
加
任
何
一
個
委
員 

會
。
」
1

然
而
，
毛
澤
東
的
不
足，
被
他
用
極
大
的
熱
情、
堅
信
自
己
不
會
失
敗，
以
及
意
志
和
權
力，
彌
補
起
來
。
他
堅 

稱
：
「我
們
的
方
法
是
政
治
領
導
一
切，
政
治
掛
帥
。」
？他
一
生
在
黨
內
一
直
如
此
奉
行
不渝
••緊抓
著
政
治
和
軍
事 

機
器
。
他
一
開
年
就
去
向
他
的
湖
南
老鄉
、
湖
南
省
委
書
記
周
小
舟找
麻
煩。

他
連
珠
砲
地
發
問
：
「湖
南
的
農
業
就
是
上
不
去，為
什麼
湖
南
只
種
一
季
稻
？
」
彷
彿
他
根
本
不
知
道
老
家
不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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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一
年
收
成
兩
次
似
的。
「我
看
，
就
是
不
吸
取
人
家
的
好
經
驗。」

周
小
舟
訥
訥
地
回
答
：
「我
們
回
去
再研
究研
究。」

毛
主
席
咆
哮
了
：
「什麼
研
究
，
我
看研
究
不
出
什麼
名
堂
來
…
…你
們
回
去吧
。」
3他
走
到哪
裡
，
都
是
這
個 

樣
子
。毛

澤
東
的
施
壓
和
威
脅產
生
效
果
。
周
恩
來
提
議
把
毛
澤
東
的
新
路
線
稱為

「大
躍
進
」，
而
劉
少
奇
參
與
起
草 

〈六
十
條
〉，為
這份
訂
定
大
躍
進
政
策
的
重
要
文
件
撰
寫
了
一
段
文
字。
4鄧
小
平
也
對
大
躍
進
感
到
員
*
，
多
年
後
他 

回
憶
說
：「大

躍
進」
，
毛
澤
東
同
志
頭
腦
發
熱，
我
們
不
發
熱
？
劉
少
奇
同
志
、周
恩
來
同
志
和
我
都
沒
有
反
對，
陳
雲
同

志
沒
有
說
話
。在
這
些
問
題
上
要
公
正，
不
要
造
成
一
種
印
象，
別
的
人
都
正
確，
只
有
一
個
人
犯
錯
誤
。這
不
符

合事實
。

5

一
九
五
八
年
一
月，
毛
澤
東
開
始
要
求
全
國
推
行
「不
斷
革
命
」。
簡
單
講
，它
指
的
是
人
們
必
須
毫
不鬆
懈
地、 

藉
由
不
斷
的、
系
列
的
各
種
革
命
運
動
和
改
革，
推
動
共產
主
義。
毛
澤
東
說
，
否
則
，
「人
會
發霉
」
。
6空
氣
裡
有
恐 

懼
的
氣
味
；
不
斷
革
命
意
味
著
加
劇
階
級
衝
突。

整
個
黨
的
領
導
人
都
捲
入
到
追
求
這
個
幻
象。
領
導
人
開
始
狂
熱
地
蒐
尋
方
法
以
實
現
計
劃。
地
方
回
報
到
中
央， 

全
是
全
民
熱
切
擁
護
的
消
息。
二
月
十
八
日，
政
治
局
擴
大
會
議
，
在
場
人
員
全
數
支
持
下，
毛
澤
東
宣
布
，
「多
、 

快
、
好
、
省
」
路
線
成為
黨
推
動
社
會
主
義
建
設
的
新
的
總
路
線。
7五
月
間
，
中
共
八
大
二
次
會
議
正
式
通
過
此
一
路 

線
，
但
文
字
改為
：
「鼓
足
幹
勁、
力
爭
上
游
、
多
快
好
省
地
建
設
社
會
主
義。
」
8

毛
澤
東
對
如
何
展
開
大
躍
進，並
沒
有
具
體
計
劃。
他
不
曉
得
如
何
增
加
鋼
鐵
和
穀
物
的
生產
，
因
此
他
只
能
在
所 

有
的
會
議
反
覆
念咒
：
「我
們
可
以
在
十
五
年
內趕
上
英
國。」
他
要
求
領
導
官
員
進
行
實
驗、
試
行
各
種
方
法
。
他
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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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
不
會
以
左
傾
主
義
或
主
觀
主
義
懲
罰。
？他
瞭
解
相
對
於
其
他
國
家，
中
國
有
個
巨
大
的
優
勢
：
廉
價
勞
力
充
沛
。

早
在
一
九
五
七
年
秋
天，
毛
澤
東
於
八
屆
三
中
全
會
上
提
議
以另
一
個
運
動
吸
引
人
民，
他
認為
，
運
動
若
成
功， 

可
以
大
大
提
升
農
業
生產
。
他
構
想
的
運
動
是
「除
四
害
」
——
老
鼠
、
蚊
子
、
蒼
蠅
和
麻
雀
——
它
們
不
僅
傷
害
穀
物 

生產
，
也
會
危
及
農
民
健
康。
除
四
害
的
工
作
其
實
在
更
早
的
一
九
五
六
年
一
月
就
出
現
在
一
九
五
六
至
五
七
年
「開
發 

農
業
計
劃
」
當
中
，
但
是
沒
有
堅
持
下
來
。
⑴毛
主
席
抱
怨
說
：
「我很

關
心
『除
四
害
』，
但
是
沒
有
人
一
起
來
關 

心
。」
U他
在
十
二
月
初
回
到
這
個
議
題，
要
求
中
共
中
央
和
國
務
院
發
布
相
關
命
令，
甚
至
在
一
個
月
後
自
己
動
手
擬 

辦
法
。
最
後
，
他
成
功
地
說
服
了
每
個
人，
一
九
五
八
年
二
月
中
旬，
法
令
頒
布
了
。
口

全
國
上
下
，
老
少
出
動
，
全
面
搜
索
「四
害
」。
沒
有
人
能
辯
說
不
需
要為
清
潔
而
作
戰。
大
部
分
中
國
人
不
注
重 

衛
生
。
他
們
活
在
令
人
毛
骨
悚
然
的汙
穢
之
中，
忽
視
在
庭
院
或垃
圾
堆
鑽
進
鑽
出
的
成
群
老
鼠，
對
滿
天
的
蒼
蠅
也
可 

以
視
若
無
睹
。
老
鼠
、
蒼
蠅
和
蚊
子
當
然
都
帶
菌，
可
以
促
成
疫
病
流
行
。
麻
雀
會
上
榜
，
是
因為
牠
們
吃
田
裡
的
穀 

物
。
除
四
害
是
有
道
理
的.，可
是
執
行
毛
主
席
命
令
的
幹
部卻
做
得
太
過
火
了。
有
位
目
擊
者敘
述
除
害
的
情
況
：

一
大清
早
我
就
被
一
個
女
人
鬼
哭
狼
號
般
的
尖
叫吵
醒
。我
衝
到窗
邊，
看
到
隔
壁鄰
居
屋
頂
上
有
個
年
輕
女
子跑
 

來跑
去，疯
狂
地
搖
著
掛
著
大
布
巾
的
一
支
竹
竿
。突
然
間
，
那
名
女
子
停
止
呼
號，
顯
然
是
要
喘
一
口
氣.，
不一 

會
兒
，
底
下
街
上
響
起
鼓
聲，她
又
恢
復
鬼
哭
狼
號
、瘋
狂
揮
舞她
的
旗
子
。持
續
了
幾
分
鐘，
鼓
聲
一
歇，她
也

停
止
叫唤

。我
發
現
旅
館
的
高
樓
層，
許
多
白
衣
女
子
揮
舞
著
床
單
、毛
巾
，
要趕
走
停
到
樓
房
上
的
麻
雀.
.
一

整
天
下
來，
鼓
聲
、槍
聲
、尖
叫
聲
不
斷，
人
人
揮
舞
被
單.
.
作
戰
持
續
不
停，
直
到
中
午，
旅
館
裡
所
有
人
力

統
統
動
員
起
來
——
門
房
、櫃
台
經
理
、譯
員
和
女
服
務
生，
全
員
參
加.
.
這
場
麻
雀
大
戰
的
戰
略
歸
納
起
來，

就
是
不
讓
那
可
憐
的
東
西
停
在
屋
頂
或
樹
上
休
息.
.
據
說
，
麻
雀
在
空
中
飛
超
過
四
小
時
以
上，
就
會
累
壞
、摔

下
來
。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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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付
其
他
三
害
的
運
動一

樣
是
如
火
如荼
推
動。
老
百
姓
在
宣
傳
鼓
舞
下，
到
處
追
殺嚇
得
半
死
的
老
鼠、
拿
破
巾 

撲
殺
蚊
蠅
；
令
人
懷
疑
是
不
是舉
國瘋
狂
了。
數
千
萬
人
參
加
運
動。
光
是
四
川
省
重
慶
市
一
地，
幾
天
之
內
，
撲
殺
老 

鼠
逾
二
十
三
萬
隻、毀
滅
兩噸
多
蒼
蠅
幼
蟲，
也清
理
六
百噸
垃
圾
。S

數
萬
隻
死
麻
雀
上繳
給
國
家。

毛
澤
東
堅
持，
除
四
害
會
增
進
國
民
健
康。
他
說
：

我
們
可
以
在
醫
院
開
辨
學
校，
醫
生
可
以
去
耕
田
：
病
人
人
數
會
大為
減
少，
這
將
提
升
全
民
精
神，
工
作
者
的
比

例
將
大
幅
上
升.
.
中
國
消
滅
四
害
那
一
天，值
得
大
大
慶
祝
。這
些
事
蹟
可
以
載
入
史
書
。資
產
階
級
政
府
無
法

處
理
四
害
問
題
。他
們
自
認為
是
文
明
國
家，
可
是
他
們
到
處
都
是
蚊
蠅。
15

除
四
害卻
出
現
可怕
的
後
果
。
消
滅
麻
雀
及
其
他
三
「害
」，
破
壞
了
生
態
平
衡
。
也
不
曉
得
在哪
裡
逾
越
了
分 

際
，
合
理
的
開
端
釀
成
災
禍。
昆
蟲
開
始
迅
速
繁
殖，摧
毀
了
收
成。
中
國
竟
然
要
從
蘇
聯
進
口
麻
雀
！
好
在
他
們
不
需 

要
進
口
老
鼠、
蒼
蠅
和
蚊
子
，
不
過
也
放
緩
了
撲
殺
步
調。

南
寧
會
議
出
現另
一
個
計
劃
：
擴
大
合
作
社
，
讓
每
個
合
作
社
包
含
一
萬
戶
以
上
家
庭。
這
樣
做
可
以
動
員
民眾
建 

設
水
利
工
程，
包
括
農
業
灌溉
所
需
的
水
庫。另
外
也
提
出
深
耕、
密
耕
穀
類
以
便
一
年
多
次
收
成
的
構
想。
藉
由
這
些 

方
法
，
國
家
可
以
增
加
以
實
物
稅
徵
收
的
穀
物
數
量，
然
後
透
過
穀
物
出
口，賺
取
更
多
外
匯
(這
時
候
的
中
國
是
穀
物 

出
口
最
大
國
家
之
一，
主
要
輸
出
到
東
歐
國
家
)。
農
業
增產

後
，即
可
藉
由
不
斷
向
鋼
鐵
廠
及
機
械
製
造
業
增
加
投 

資
，
進
而
保
證
工
業
大
幅
增
長。

建
立
極
大
型
合
作
社
的
構
想，
最
早
由
毛
澤
東
在
一
九
五
五
年
提
出，
但
沒
有
得
到
支
持。它
在
一
九
五
八
年
一
月 

的
南
寧
會
議
再
度
提
出，
但
是
直
到
四
月
間
劉
少
奇
和
周
恩
來
到
華
南
視
察，
才為
這
些
大
型
組
織
取
了
「公
社
」
的
名 

字
。
M人
人
都
喜
愛它
。

第
一
個
公
社
取
名
「衛
星
」，
四
月
間
成
立
於
河
南
南
部
遂
平
縣
城
附
近，它
含
納
二
十
七
個
合
作
社、
四
萬
三
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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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
第
二
個
公
社
成
立
在
河
南
北
部
的
新鄉
縣。為
了搶
創
意，它
的
社
員
把它
稱為
人
民
公
社。

毛
澤
東
再
度
以
實
踐
作為
出
發
點.，他
深
信
實
踐
是
檢
驗真
理
的
標
準。
也
正
是
因為
如
此，
他
在
一
九
五
八
年
有 

整
整
八
個
月跑
遍
全
國
各
地。
〃
他
要
深
入
瞭
解
「領
先
」
的
實
務
，
與
黨
的
幹
部
及
一
般
農
民
談
話，並
且
視
察
水
庫 

及
其
他
工
程
項
目
。
他
身
體
力
行，
「有
調查
，
才
有
發
言
權
」。
但
是
他
沒
有
算
到
一
點，
由
於
現
在
他
已
經
是
「偉 

大
的
領
袖
」，
地
方
官
員
竭
盡
能
事
要
創
造
好
印
象。
他
們很
清
楚
他
要
的
是
什麼
。
毛
澤
東
本
人
已
經
一
再
告
訴
他 

們
：
「寧
左
勿
右
。」

當
然
，
全
民
熱
情
高
漲
在
全
國
各
地
都很
明
顯。
數
以
百
萬
計
的
人
民
相
信
共產
主
義，
因為
他
們
所
講
的，
大
都 

已
實
現
。
大
學
之
門
已為
農、
工
子
弟
打
開-

免
費
醫
療
保
健
實
施
了，
大
量
的
工
廠
和
作
坊
陸
續
興
建，
文
盲
也
漸
漸 

掃
除
。
窮
人
特
別
高
興
；
生
平
第
一
次
，
他
們
覺
得
自
己
享
有
平
等
權
利。
其
餘
的
老
百
姓
也
展
現
「熾
烈
的
熱
情
」
； 

他
們很
清
楚，
不
參
加
黨
發
起
的
運
動
將
會
有
危
險
的
後
果。
沒
有
人
想
被
貼
上
右
派
的
標
籤。

因
此
，
主
席
所
進
行
的
「調查
」
無
可
避
免
地產
生
了
虛
幻
的
景
象，
使
他
更
相
信
唯
意
志
論。
毛
澤
東
在
某
次
例 

行
視
察
後
宣
稱
•
•「在
我
看
，
我
們
必
須
走
『閉
起
眼
睛
向
前
衝
』。
我
們
必
須
幹
勁
十
足、
高
高
興
興
地
做，
不
是
冷 

漠
、
悶
悶
地
做
…
…只
要
能
快
的
事，
我
們
就
必
須
盡
可
能
快。」
=̂大
躍
進
的
幽
靈
驅
使
他
在
社
會
主
義
建
設
的
計
劃 

和
方
法
上，
做
出
愈
來
愈
左
傾
的
調
整。它
就
好
像
是
•
•只
要
能
動
員
六
億
人
民，
任
何
夢
想
都
能
成真
。

他
對
公
社
的
經
驗
特
別
感
到
興
趣。
中
國
的
「公
社
社
員
」(com

m
unards)

開
始
以
新
方
法
組
織
生產
，
轉
向
最 

理
想
的
分
工
。為
了
最
大
化
勞
動
效
率，
「衛
星
公
社
」
和
其
他
合
作
社
開
始
設
立
公
共
食
堂。
每
一
家
庭
的
廚
房
全
不 

開伙
。
這
一
來
參
與
勞
動
的
婦
女
可
在
田
裡
加
班
工
作，
省
下
燃
料
，並
且
改
進
營
養
。
劉
少
奇
熱
切
地
支
持
「公
社
社 

員
」，
聲
稱
他
們
的
創
意
製
造
出
一
個
機
會，
可
望
在
農
村
增
加
三
分
之
一
的
勞
動
力。
他
說
：
「有
五
百
多
戶
人
家， 

其
中
兩
百
多
戶搞
公
共
食
堂，
家
庭
不
再
做
飯
了
。
組
織
起
來
之
後，
出
工
人
數
增
加
了
三
分
之
一，
從
前
兩
百
多
人
做 

飯
，
辦
起
食
堂
後，
只
需
四
十
多
人
做
飯
。」2

「公
社
社
員
」
也
藉
由
廢
除
工
資
勞
動
和
實
施
免
費
用
餐，並
採
取
共 

產

主
義
的
「各
盡
所
能
、
各
取
所
需
」
原
則
，
促
進
了
共產
主
義
關
係。
他
們
把
家
禽、
甚
至
家
用
器
皿
社
會
化。
他
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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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真
以為
免
費
的
公
社
用
膳
代
表
共產
主
義
的
到
來，
心
想
：
「現
在
我
們
已
有
公
共
食
堂
可
以餵
飽肚
子，哪
裡
還
需 

要
杯
盤
碗筷
？
」
他
們
急
切
地
要
逃
離
貧
窮。

毛
澤
東
欣
喜
若
狂
。
七
月
十
六
日，
中
共
中
央
新
辦
的
理
論
機
關
雜
誌
《紅
旗
》
上
，
主
編
陳
伯
達
刊
出
毛
主
席
一 

道
指
示
：
「我
們
的
方
向
，
應
該
逐
步
地
有
次
序
地
把
『工
(
工
業
)、
農
(農
業
)、
商
(交
換
)、學
(文化教 

育
)、
兵
(民
兵
，即
全
民
武
裝
)』
組
成
一
個
大
公
社，
從
而
構
成為
我
國
社
會
的
基
本
單
位
」。
20
八
月
初
，
毛
澤
東 

到
河
南
參
觀
一
個
人
民
公
社，
樂
不
可
支
。
共產
主
義
已
經
在
他
眼
前
建
立
起
來。
毛
澤
東
說
：
「這
個
名
字
好
。
巴
黎 

公
社
是
法
國
工
人
階
級
奪
取
政
權
的
組
織
形
式。
人
民
公
社
是
我
們
農
民
建
立
政
經
合
一
的，
向
共產
主
義
過
渡
的
組
織 

形
式
。
人
民
公
社
好
。」
U數
十
家
報
紙
和
雜
誌
立
刻
發
行
號
外，
散
布
這
個
「絕
妙
的啟
示
」，
全
國
旋即
掀
起
建
立
人 

民
公
社
的
運
動
。

過
後
不
久
，
毛
澤
東
說
明
人
民
公
社
的
重
大
意
義

人
民
公
社
的
特
點
是
兩
個，一為
大，
二為
公.
.
在
農
村
和
城
市，
我
們
都
必
須
到
處
向
社
會
主
義
秩
序
灌
輸
共

產
主
義
思
想.
.
現
在
我
們
正
在
建
設
社
會
主
義，
但
也
有
了
共
產
主
義
的
幼
苗
。我
們
可
以
到
處
建
立
人
民
公

社
，
在教
育
機
構
、在
工
廠
、在
城
市
街
坊
。不
出
幾
年，
樣
樣
都
將
統
一為
一
個
大
公
社
。

毛
澤
東
最
受
吸
引
的
是，
這
樣
的
大
型
組
織、
有
數
以
千
計
的
人，卻
能靠
著
內
部
分
工，
變
成
完
全
自
給
自
足。
他
興 

高
采
烈
地
說
：
「如
此
巨
大
的
合
作
社，
可
以
從
事
工
業，
也
可
以
從
事
農
業、
商
業
、教
育
和
軍
事
工
作，
這
可
以
結 

合
…
…
林
業
、
畜
牧
和
兼
營
漁
業
。
」22

毛
澤
東很
高
興
人
民
「抓
」
住
他搞
大
躍
進
的
熱
情。
表
面
上
的
確
是
如
此，
至
少
他
視
察
所
及
之
地
是
如
此。
毛 

澤
東
逐
漸
意
識
到
自
己
的
偉
大
。
揮
揮
手
，
數
億
人
就
爭
先
恐
後
執
行
他
的
指
示，
「腦
子
上
緊
發
條
」，
想
出
新
的
組 

織
形
式
，
晝
夜
不
息
地
勞
動。
他
對
這
些
貧
窮、
無
知
的
人
可
以為
所
欲為
；
這
些
人
對
未
來
懷
抱
著
種
種
的
希
望。
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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澤
東
說
得很
坦
白
：
「中
國
六
億
人
口
的
顯
著
特
點
是
一
窮
二
白。
這
些
看
起
來
是
壞
事，
其
實
是
好
事
，
窮
則
思
變
， 

要
幹
，
要
革
命
。
一
張
白
紙，
沒
有
負
擔
，
好
寫
最
新
最
美
的
文
字，
好畫
最
新
最
美
的畫
圖。
」
B

一
九
五
八
年，
毛
澤
東
突
然
意
識
到，
共產
主
義並
不
是
遙
遠
的
未
來
才
能
實
現。
他
宣
稱
：
「中
國
不
需
要
花
一 

百
年
建
設
共產
主
義，
五
十
年
就夠
了
。
共產
主
義
的
第
一
個
條
件
是
物
品豐
富，
第
二
個
條
件
是
有
共產
主
義
精
神
存 

在
。」
雖
然
第
一
個
條
件
還
未
進
行
得
順
利，
第
二
個
條
件
已
經
具
備。
他
在
政
治
局
擴
大
會
議
中
說
：
「永
久
幸
福
的 

時
代
已
將
來
臨。」

我
們
將
組
織
一
個
世
界
委
員
會-為
全
球
制
定
統
一
計
劃.
.
大
約
十
年内
就
會
有豐
富
的
物
產，
士
氣
會
提
升
到

空
前
無
比
之
高.
.
未
來
，
一
切
都
將
命
名為
公
社
……
每
個
大
型
公
社
都
要
蓋
一
條
公
路
或
寬
闊
的
水
泥
或
柏
油

馬
路
。如
果
兩
旁
不
種
樹，
飛
機
就
可
以
利
用它
們
當
起
降跑
道
。這
就
是
機
場
。未
來
每
個
省
都
會
有
一
、兩
百 

架
飛
機，
每
個
縣
平
均
會
有
兩
架
飛
機
。

他
又
補
充
了 
一
句
：
「我
們
沒
有瘋
狂
。
」24

共產
主
義
的
理
想
是
如
此
美
好，
連
毛
澤
東
都
不
敢
完
全
相
信，
不
需
要
刺
激
，
光
憑
人
民
自
己
的
力
量
就
能
達 

成
。
因
此
，
他
熱
切
歡
迎
一
些
人
民
公
社
不
僅
有
共產
主
義
熱
情，
還
會
引
進
「軍
事
化
的
勞
動
組
織、
軍
事
化
的
工
作 

方
式
，
以
及
軍
事
紀
律
」。
他
說
：
「『軍
事
』
的概

念
和
『民
主
』
的概
念
顯
得
互
相
排
斥，
其
實
不
然
。
民
主產
生
自 

軍
隊
…
…人
人
都
是
士
兵
時，
人
們
就
會
受啟
發，
變
得
更
勇
敢
。」

呼
應
領
袖
的
號
召，
全
國
開
始
往
大
軍
營
改
造。
毛
澤
東
持
續
提
供啟
發
：
「控
制
是
必
不
可
免
的。
我
們
不
能
光 

是
遵
守
民
主
。
我
們
需
要
結
合
馬
克
思
和
秦
始
皇
帝。」
(秦
始
皇
是
中
國
古
代
惡
名
昭
彰
的
暴
君，
毛
澤
東
在
東
山
求 

學
時
喜
愛
閱
讀
有
關
秦
始
皇
事
蹟
的
材
料
。
)他
提
醒
大
家
：
「秦
始
皇
活
埋
了
四
百
六
十
個
儒
家
學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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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
始
皇
算
什麼
？
他
只
坑
了
四
百
六
十
個
儒，
我
們
坑
了
四
萬
六
千
個
儒
。我
們鎮
反，
還
沒
有
殺
掉
一
些
反
革
命 

的
知
識
分
子嘛
！
我
與
民
主
人
士
辯
論
過，你
罵
我
們
秦
始
皇，
不
對，
我
們
超
過
秦
始
皇
一
百
倍
。焉
我
們
是
秦

始
皇
，
是
獨
裁
者，
我
們
一
貫
承
認
•，
可
惜
的
是，
他
們
說
得
不夠
，
往
往
要
我
們
加
以
補
充.
.
從
前搞
革
命

時
，
死
了
許
多
人
；
這
是
展
現
自
我
犧
牲
的
精
神
。我
們
現
在為
什麼
不
能
照
同
樣
原
則
進
行
？
25

因
此
，
熱
情
不
是
公
社
所
賴
以
組
織
的
唯
一
基
礎。
毛
澤
東
自
己
也
曉
得，
他
的
「大
同
世
界
」
非
常
類
似
列
寧
和
托
洛 

茨
基
在
布
爾
什
維
克
革
命
早
期
所
推
行
的
戰
時
共產
主
義。
26

但
是
，
他並
不
覺
得
這
有
什麼
不
妥，
他
也
和
十
月
革
命 

的
領
導
人
一
樣，
堅
持
所
有
的
白
領
工
人
每
年
至
少
花
一
個
月
時
間
做
體
力
勞
動，
以
便
協
助
工、
農
完
成
大
躍
進
。
27 

每
過
一
天
，
這
些
任
務
就
似
乎
益
加
急
迫。
一
九
五
八
年
五
月，
毛
澤
東
突
然
宣
布，
有
可
能
只
花
七
年、
不
需
十 

五
年
，
就
能
超
過
英
國
的
鋼
鐵
生產
量，
只
需
兩
、
三
年
就
超
過
英
國
的
煤
生產
量。
六
月
間
，
他
又
說
，
在
近
期
內
， 

即

一
九
五
九
年，
英
國
就
會
被拋
到
後
頭，並
且
五
年
內，
中
國
的
煉
鋼
量
將
可
追
近
蘇
聯。
這
表
示
中
國
在
一
九
五
八 

年
的
鋼
鐵
生產
量
必
須
倍
增
一
九
五
七
年
的
生產
量，
提
升
到
一
千
零
七
十
萬噸
•，
一
九
五
九
年
要
達
到
兩
千
至
兩
千
五 

百
萬噸
、
一
九
六
二
年
要
達
到
六
千
萬噸
。
過
了 
一
陣
子，
他
又
修
正
這
些
數
字
••現
在
他
要
求
一
九
五
九
年
達
到
三
千 

萬噸
、
一
九
六
〇
年
達
到
六
千
萬噸
，
而
一
九
六
二
年
要
達
到
八
千
至
一
億噸
、
或
甚
至
一
億
二
千
萬噸
，
那
就
超
過
美 

國
了
。
經
過
十
五
年
之
後，即
一
九
七
〇
年
代
中
期
，
毛
澤
東估
計
年產
量為
七
億噸
，
是
英
國
人
均產
量
的
兩
倍。
這 

時
候
，
劉
少
奇
提
出
來
的
計
劃，
荒
唐
程
度
有
過
之
而
無
不
及
。
28

如
果你
知
道
一
九
五
六
年
九
月
中
共
八
大
所
通
過
的
第
二
個
五
年
計
劃，
把
一
九
六
二
年
的
鋼
鐵
生產
量
目
標
訂
在 

一
千
零
五
十
萬噸
至
一
千
二
百
萬噸
之
間，你
就
會
瞭
解
毛
澤
東
和
劉
少
奇
所
要
達
到
的
「大
躍
進
」
是
多麼
的
宏
偉。 

農
業
增產
的
目
標
一
樣
令
人咋
舌
：
一
九
五
八
年
的
穀
物
生產
量
要
求
倍
增
至
三
億
至
三
億
五
千
萬噸
之
間，
而
第
一
個 

五
年
計
劃
所
設
定
的
一
九
六
二
年
目
標
只
有
兩
億
五
千
萬噸
。
29

八
月
間
，
毛
澤
東
宣
布
：
「工
業
是
今
天
的
主
路
線。
全
黨
、
全
民
都
要抓
工
業
。」
30

人
民
開
始
投
入
「廣
設
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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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爐
」
的
運
動
。
「鋼
鐵
作
戰
」
以
空
前
巨
大
的
規
模
展
開。
農
村
和
城
市
庭
院、
運
動
場
、
公圜
和
城
市
廣
場，
到
處 

立
起
原
始
的
土
高
爐
。
人
們
把
他
們
能找
到
的
一
切
——
破
銅
爛
鐵、
門
把
、鏟

子
、
家
用
刀
叉
——

統
統丟
進
這
些
土 

高
爐
，
完
全
不
知
道
這
些
小
得
可
憐
的
原
始
土
高
爐
根
本
煉
不
出
任
何
鋼
鐵。
無
知
被
推
崇為
美
德。

有
知
識
的
工
程
師沉
默
不
語。
如
果
他
們
反
對，
也
沒
人
會
聽
。
毛
澤
東
早
就
覺
得
知
識
分
子
討
人
厭。
他
們
老
是 

多
疑
又
自
大
，
使
得
他
和
其
他
布
爾
什
維
克
領
導
人
對
他
們
仇
視、
反
感
。
知
識
分
子
的
一
切
言
行，
都
惹
毛
澤
東
不 

快
，並
不
只
是
因為
他
們
具
有
他
欠
缺
的
知
識。
發
動
大
躍
進
之
後，
他
宣
稱
：
「知
識
分
子
必
須
向
勞
動
人
民
低
頭。 

在
某
些
方
面，
知
識
分
子
完
全
無
知。」
~經
過
他
這
一
番
話，
工
程
師哪
裡
還
能吭
聲
？

在
毛
澤
東
要
求
下，
周
恩
來
親
自
督
導
煉
鋼
運
動。
到
九
月
中
旬，
投
入
煉
鋼
運
動
的
人
員
已
超
過
兩
千
萬
人，
到 

了
十
月
，
堂
堂
邁
向
九
千
萬
人
。
①
一
個
月
之
內，
後
院
土
高
爐
煉
鋼
量
從
一
四
％
提
高
到
四
九
％
。
農
民
、
工
人
、
老 

師
、
學
生
、
中
小
學
的
孩
子、
醫
生
、
護
士
、
店
員
、
會
計
，
人
人
投
入
運
動
。
城
市
、鄉
村
無
不
濃
煙
沖
天。
擴
音
器 

震
天
價
響
的
是
運
動
的
主
題
曲
〈超
英趕
美
〉。

偉
大
的
舵
手
交
代
的
任
務，
似
乎很
快
就
要
達
成。
到
了
年
底，
中
國
已
經
煉
了
一
千
一
百
萬噸
的
鋼
鐵。
連
毛
澤 

東
也
大
吃
一
驚
。
他
向
侍
從
人
員
說
：
「如
果
小
高
爐
可
煉
鋼
的
話，為
什麼
還
要
那麼
大
的
高
爐呢
？
難
道
外
國
人
都 

是笨
蛋
？
」
32

這
個
問
題很
快
就
有
了
答
案。
這
些
土
高
爐
煉
出
來
的
鋼
鐵
根
本
不
能
用。即
使
毛
澤
東
認為

「沒
念
書 

的
人
比
念
書
的
人
還強
」，
依̂
舊
騙
不
了
科
技
。

為
了
追
求
工
業
大
躍
進
的
幽
靈，
中
國
領
導
人
忽
略
了
穀
物
問
題。
稻
米
和
其
他
穀
物
的
收
成
工
作
落
到
婦
女、
老 

人
和
兒
童
身
上。
雖
然
他
們
不
眠
不
休
地
工
作，卻
無
法
收
完
全
部
收
成。
同
時
，
各
地
幹
部
生怕
毛
澤
東
生
氣，謊
報 

農
業
生產
大豐
收，
把
灌
水
的
數
字
報
給
上
級。
國
防
部
長
彭
德
懷
回
憶
說
：
「有
的
同
志
說
穀
物
生產
破
五
億噸
，
也

①
原
書
註
：
中
國
第
一
個
原
始
的
土
高
爐
建
於
一
九
五
八
年
春
天
。到
了
六
月
，
全
國
已
有
一
萬
二
千
六
百
八
十
個
。但
是真
正
的
煉
鋼
狂
熱
始
於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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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人
說
是
四
億
五
千
萬噸
。
後
來
主
席
表
示
，
對
外
就
宣
布
三
億
七
千
五
百
萬噸
吧
！
」
34
實
際
上
，
只
收
成
了
兩
億 

噸
，
比
一
九
五
七
年
多
了
五
百
萬噸
。
35
輪
到
要
和
國
家
算
帳
時，
農
民
的
收
穫
幾
乎
全
部
都
要
上繳
。
和
一
九
五
五
年 

一
樣，
農
村
再
度
出
現
飢
荒
。
然
而
，
毛
澤
東
拒絕
承
認
出
現
危
機，
不
急
著
向
外
求
助。
因
此
，
出
口
穀
物
的
合
同
一 

切
照
常
履
約
，
這
樣
「洋
鬼
子
」
才
沒
有
理
由
懷
疑
他
錯
了。
這
對
國
內
糧
食
供
給
造
成
嚴
重
衝
擊。

毛
澤
東
最
不
情
願
的，
就
是
向
赫
魯
雪
夫
開
口
求
助。
那
豈
不
是丟
人丟
到
家
了
！
大
躍
進搞
得
紅
紅
火
火
之
時， 

也
就
是
一
九
五
八
年
七
月
三
十
一
日，
赫
魯
雪
夫
突
然
飛
到
北
京
做
非
官
式
訪
問
•，
毛
澤
東
必
須
從
北
戴
河
度
假
地
專
程 

跑
回
北
京
接
見
他。
這
一
次
，
毛
澤
東
不
僅
對
赫
魯
雪
夫
粗
魯
相
待，
更
可
謂
散
發
敵
意。

原
因
出
在
赫
魯
雪
夫
到
訪
前
十
天，
尤
金
大
使
代
表
蘇
聯
領
導
人
向
毛
澤
東
傳
達
了
一
項
提
議
：
蘇
、
中
海
軍
一
起 

建
立
一
支
太
平
洋
聯
合
艦
隊。
這
是
因為
中
方
要
求
蘇
聯
援
助它
開
發
其
海
軍
艦
隊，
莫
斯
科
才
有
此
答
覆。
毛
澤
東
原 

本
懷
抱
極
高
希
望，
認為
赫
魯
雪
夫
會
積
極
回
應
他
的
要
求，
但
是
他
錯
了
。
赫
魯
雪
夫
答
非
所
問
。
甚
至
，
赫
魯
雪
夫 

也
沒
向
尤
金
說
明
中、
蘇
聯
合
艦
隊
要
根
據
什麼
原
則
去
籌
組。
當
毛
澤
東
想
知
道
艦
隊
將
是
某
種
中、
蘇
合
作
模
式 

呢
，
還
是
由
誰
來
控
制它
時，
尤
金
大
使
一
問
三
不
知。
毛
澤
東
立
刻
發
火
。
尤
其
是
因為
四
個
月
前，
蘇
聯
國
防
部
長 

馬
林
諾
夫
斯
基
才
發
函
給
中
國，
表
示
蘇
聯
政
府
希
望
中、
蘇
共
同
在
中
國
建
造
一
座
雷
達
站，
供
蘇
聯
太
平
洋
艦
隊
通 

訊
之
用
。
36

毛
澤
東
和
中
國
其
他
領
導
人
把
這
些
提
議
看
作
是
侵
犯
中
國
主
權。
毛
澤
東
一
下
子
想
起
了
他
遭
遇
史
達
林
的
種
種 

羞
辱
，
新
仇
舊
恨
統
統
湧
上
心
頭，
他
告
訴
尤
金
大
使，
中
國絕
對
不
再
容
許
外
國
在
其
領
土，
如
旅
順
港
，
建
立
軍
事 

基
地
。
尤
金
訥
訥
地
表
示，
鑒
於
問
題
的
重
要
性，
最
好
是
由
毛
澤
東
和
赫
魯
雪
夫
親
自
說清
楚、
講
明
白
。
毛
澤
東
則 

表
示
懷
疑
雙
方
會
談
能
有
什麼
結
果。
37

這
就
是
赫
魯
雪
夫
率
領
馬
林
諾
夫
斯
基
以
及
國
防
部、
內
政
部
和
蘇
共
中
央
若
干
要
員趕
到
北
京
的
原
因。
他很
苦 

惱
，
不
能
理
解
毛
澤
東
又怎
麼
不
痛
快
了。
赫
魯
雪
夫
認為
聯
合
艦
隊
和
雷
達
站
是
符
合
蘇、
中
兩
國
「共
同
利
益
」
的 

事
。
38

但
是
，
一
發
現
問
題
所
在
後，
他
立
刻
撤
回
提
議
。
他
說
：
「這
是
誤
會
…
…讓
我
們
記
下
來
•
•過
去
沒
有、
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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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不
是
、
將
來
也
不
會
有
問
題。」
39
但
是
毛
澤
東
久
久
平
靜
不
下
來，並
以
最
任
性
的
方
式
發
洩
他
的
情緒
。

毛
澤
東
是
個
大
煙
槍，
他
端
出
一
向
對
赫
魯
雪
夫
粗
暴
相
對
的
作
風，
在
談
話
時
香
煙
一
根
又
一
根
地
抽，
往
赫
魯 

雪
夫臉
上
不
斷
的
噴
煙。
赫
魯
雪
夫
受
不
了
煙
燻，
痛
苦
不
堪
。
毛
澤
東
嘗
試
控
制
住
脾
氣，
但
仍
不
時
冒
火，
把
手
指 

頭
指
到
客
人
鼻
子
上，
開
始
咆
哮
•，休
息
時
間
還
痛
罵
譯
員
沒
把
他
一肚
子
怒
火
表
達
出
來。
接
下
來
，
他
把
談
判
移
動 

到
游
泳
池
。
毛
澤
東
是
個
游
泳
高
手，
赫
魯
雪
夫
則
幾
乎
是
旱
鴨
子，
下
了
水
，
頗
有
受
辱
之
感
。
40

著
名
的
電
影
導
演 

米
海
爾
.
羅
姆(M

ikhail R
om

m
)

的
日
記
裡
有
一
段
有
趣
的
記
載，
提
到
赫
魯
雪
夫
告
訴
他
的
游
泳
池
遭
遇
：

赫
魯
雪
夫
在
中
央
委
員
會
開
會
的
休
息
空檔
，
脫
口
而
出
：

「你
曉
得
毛
澤
東
在哪
裡
見
我嗎
？
游
泳
池
耶
。他
竟 

然
在
游
泳
池
和
我
談
話
耶
，
。」

他
也
沒
辦
法
。毛
澤
東
是
主
人嘛

。蘇
聯
政
府
首
腦
必
須
脫
下
西
裝，
遞
給
衛
士，
換
上
游
泳褲
，
不
顧
國
際
禮 

儀
，噗
通
跳
下
水
。毛
主
席
游
水，
赫
魯
雪
夫跟
在
他
後
頭
勉強
掙
扎
——

「我
是礦
工
出
身，你
可
不
能跟
別
人 

說喔
，
不
太
識
水
性，很
快
就
業
了」
，
譯
員
夾
在
兩
人
中
間
。毛
澤
東
顯
然
是
故
意
裝
作
沒
注
意
他
的
貴
賓很
難

跟
得
上，
大
談
時
事
、問
問
題
，
赫
魯
雪
夫吞
了
好
幾
口
水，
沒
辦
法
答清
楚.
.
尼
基
塔
〔赫魯雪夫〕不久就

不
幹
了
。「我
游
了
又
游，
腦
子
裡
在
想，
去你
的，
我
不
游
了
。我
爬
上
池
邊
坐，
搖
晃
著
雙腳

。現
在
，
我
在 

上
頭
，
而
他
在
下
頭
游
水
。譯
員
不
知
道
要怎
麼

辨，
究
竟
是跟
著
他
游，
還
是
要
坐
我
旁
邊
。他
在
那
兒
游，
我 

從
高
處
往
下
看
著
他
。他抬
起
頭
望
我，
談
起
公
社
、他
們
的
公
社
。我
已
經
喘
過
氣
來，
就
答
他
的
話，
和
他
談 

人
民
公
社
：
『好啊
，
我
們
走
著瞧
，
看你
的
人
民
公
社
以
後
會怎
麼

樣吧

。』我
坐
起
來
後
就
舒
服
多
了
。他
可 

不
高
興
了
。同
志啊
，
我
們
就
是
這麼
樣
談
話
的
。
」

41

兩
人
談
話
時，
毛
澤
東
向
赫
魯
雪
夫
傾
訴
一籮
筐
他
在
史
達
林
時
期
累
積
起
來
對
蘇
聯
的
不
滿。清
單
落
落
長，
惹 

得
赫
魯
雪
夫
按
捺
不
住
。
「你
替
史
達
林
辯
護
。
而
我
因為
批
評
史
達
林
而
被抨
擊。怎
麼
現
在卻
翻
轉
過
來啦
。」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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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他
也
說
不
出
史
達
林
有哪
裡
特
別
好。
他
只
能
說
：
「我
們
說
了
一
些
史
達
林
的
成
就，
而
我
們
也
是
這
些
成
就
當
中 

的
人
物
。」
42

毛
澤
東
當
然
同
意
這
個
說
法。
可
是
，
他
對
和
赫
魯
雪
夫
的
談
話
留
下
相
當
壞
的
印
象，
他
也
不
隱
瞞
侍 

從
人
員
。
毛
澤
東
說
：
「蘇
聯
就
是
想
控
制
中
國，
想捆
住
我
們
的
手腳
，真
是
癡
人
說
夢。J

幻

毛
澤
東
不
高
興
赫
魯
雪
夫
對
人
民
公
社
抱
持
懷
疑
態
度。
中
國
人
民
對
大
躍
進
的
熱
情
達
到
最
高
點，
而
他
的
蘇
聯 

貴
賓
竟
然
表
示
懷
疑。
毛
澤
東
告
訴
赫
魯
雪
夫
說，
自
從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建
政
以
來，
他
第
一
次
感
到
高
興
•，他
也
驕 

傲
地
告
訴
他
，即
將
就
要
有
空
前
未
見
的
穀
物
大豐
收
等
著
收
割
了。
他
克
制
不
住
，
甚
至
還
「揶
揄
」
赫
魯
雪
夫
。
明 

知
道
蘇
聯
糧
食
不
足，
他
還
裝
作
若
無
其
事
地
問
赫
魯
雪
夫
：
「我
們
已
經
積
存
了
一
大
堆
小
麥，
現
在
反
而
喪
愁
要怎
 

麼

辦
。你
能
不
能
給
出
出
主
意呀
？
」

赫
魯
雪
夫
勃
然
變
色
：
「我
們
從
來
沒
有
過
穀
物
過
剩
。
中
國
人
又
不
是傻
瓜
。你
們
自
己
會
想
出
辦
法。」
44
毛 

澤
東
一
下
子愣
住
了，
忍
了 
一
會
兒，
才
爆
笑
起
來
。
不
久
之
後，
他碰
上
嚴
重
的
經
濟
問
題，
不
禁
想
起
赫
魯
雪
夫
這 

段
不
懷
好
意
的
話。

這
個
蘇
聯
領
導
人
還
有
一
段
尖
酸
刻
薄
的
話，
讓
毛
澤
東
不
能
釋
懷
。
兩
人
有
一
次
談
話
時，
赫
魯
雪
夫
笑
說
蘇
聯 

駐
華
工
程
師
把
在
營
建H

地
上
用
竹簍
挑
砂
土
的
中
國
工
人
稱為

「走
動
的挖
土
器
」。
毛
澤
東
聞
言
大
笑，
心
底
下卻
 

把
仇
恨
再
記
一
筆
。
45

不
久
，
毛
澤
東
在
八
月
底
下
令
對
國
民
黨佔
領
的
金
門、
馬
祖
展
開
砲
擊
。
②赫
魯
雪
夫
立
刻
表
示
願
意
派
「一個 

師
的
飛
機
」
來
協
助
「中
國
弟
兄
」，
但
是
毛
澤
東
要
讓
赫
魯
雪
夫
曉
得，
蘇
聯
把
中
國
「看
扁
」
了
。
他
告
訴
赫
魯
雪 

夫
：
「我
們
自
己
會
解
決
問
題。」

毛
澤
東並
不
打
算
拿
下
金、
馬
外
島
。
蔣
介
石
部
隊
駐
守
中
國
大
陸
外
島，
反
而
對
毛
澤
東
有
利。它
有
助
於
團
結 

中
國
人
民
追
求
黨
的
計
劃。
這
次
軍
事
行
動
只
有
一
個
目
標
：
向
全
世
界、
包
括
蘇
共
領
導
人
在
內，
展
現
中
國
軍
隊
的 

尚
武
精
神
和
精
壯
的
實
力。
③

赫
魯
雪
夫
不
明
白
毛
澤
東
葫
蘆
裡
賣
什麼
藥，
46
還
警
告
美
國
總
統
艾
森
豪(Dw

ight Eisenhow
er)

，
如
果
美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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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介
入
衝
突，
蘇
聯
將
視
攻
擊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如
同
攻
擊
蘇
聯。
他
甚
至
暗
示
他
不
排
除
針
對
「侵
略
者
」
發
動
核
子 

反
攻
。
他
照
會
毛
澤
東
有
此
一
事，
@
這
一
次
毛
澤
東
表
示
「衷
心
感
謝
」
。47

一
九
五
八
年
十
一
月
初，
經
濟
初
步
遭
遇
困
難，
毛
澤
東
下
令
放
慢
大
躍
進
的
步
調。
後
來
，
他
說
：
「急
什麼
？ 

趕
著
去
見
馬
克
思，
聽
他
親
口
嘉
勉嗎
？
」
現
在
，
一
九
五
九
年
煉
鋼
量
不
要
三
千
萬噸
，
改為
兩
千
萬噸
(
一
九
五
九 

年
五
月
，
目
標
再
調
降為
一
千
三
百
萬噸
)。
毛
澤
東
仍
然
要
求
穀
物
收
成
量
不
低
於
五
億
二
千
五
百
萬噸
，
亦即
一
九 

五
八
年產
量
的
兩
倍
半
。
48

一
九
五
八
年
十
一
月
底
至
十
二
月
初舉
行
的
八
屆
六
中
全
會
裡，
毛
澤
東
要
求
交卸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主
席
的
職 

位
。
他
終
於
可
以
交卸
長
久
以
來
就
覺
得
繁
重
的
禮
儀
性
工
作
了。
全
會
一
致
通
過
他
提
名
的
劉
少
奇
接
替。
幾
個
月
後 

的
一
九
五
九
年
四
月，
第
二
屆
全
國
人
民
代
表
大
會
第
一
次
會
議
正
式
通
過
這
項
領
導
人
事
異
動
案。
毛
澤
東
只
保
留
中 

國
共產
黨
主
席
一
職
。
49

同
一
時
期
，
全
國
正
在
醒
釀
一
場
大
災
厄。
經
濟
發
展
出
現
嚴
重
的
失
衡
現
象。
從
一
九
五
八
年
十
二
月
中
旬
起， 

到
處
開
始
發
生
食
物
供
給
中
斷
的
狀
況。
中
南
海
的
國
宴
廳
也
看
不
到
肉
類。
城
市
裡
到
處
有
人
排
隊
多
日，
等
著
買
食 

物
。
北
京
市
民
每
月
花
生
油
配
給
量
只
剩
三
百
三
十
克
(
一
般
黨
幹
部
正
常
時
可
配
到
約
五
百
克
)，
如
果
非
常
幸
運
的 

話
，
每
人
也
可
配
到
四
百
五
十
克
的
肉。
稻
米
配
給
額為
十
四
公
斤。
三
口
之
家
可
配
到
約
五
百
克
的
糖。
50

安
徽
、
甘 

肅
和
四
川
已
經
飢
荒
嚴
重，
不
久
，
其
他
省份
也
告
急。
根
據
幾
個
不
同
消
息
來
源，
飢
民
達
兩
千
五
百
萬
人
。
W到
了 

一
九
五
九
年
春
天，
毛
澤
東
終
於
體
認
到
大
躍
進
達
不
成
目
標
了。
他
把
這
一
切
統
統
怪
罪
到
地
方
幹
部
頭
上，
指
責
他 

們
誤
導
他
。
他
怒
斥
說
：
「盡
是謊
話
！
上
級
施
壓
，
底
下
就
說謊
。
」
U

② 

譯
按
•.即
r
A
—一一砲戰」

。

③ 

原
書
註
：
中
國
共
產
黨
往
後
二
十
年
持
續
隔
日
砲
打
金
門
、馬
祖
(譯
按
：
所
謂
「單
打
雙
不
打」
)
。

④ 

原
書
註
：
赫
魯
雪
夫
特
別
把
中
國
大
使
劉
曉
召
到
他
正
在
休
假
的
雅
爾
達
四
天，
請
劉
曉
轉
告
這
個
消
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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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現
在
責
備
黨
幹
部
「只
顧
生產
、
不
管
人
民
生
活
」。
幻
可
是
他
無
意
放
棄
人
民
公
社。
他
只
想
要
暫
停，
希
望 

一
九
五
九
年
新
的
一
年
能夠
達
成
更
大
的
躍
進。
一
九
五
九
年
的
經
濟
目
標
仍
然很
高
：
煉
鋼
量
預
定
成
長
四
一 
％
，
煤 

產
量
預
定
成
長
六
二
％
。54

一
九
五
九
年
六
月
底，
毛
澤
東
決
定
回
闊
別
三
十
二
載
的
老
家
韶
山
沖
去瞧
瞧
。
他
希
望
回
到
老
家，鄉
親
會
把
實 

情
告
訴
他
。
他
沒
有
弄
錯
。
他
在
老
家
住
了
兩
天，
所
見
所
聞
令
他
相
當
傷
感。
他
父
母
墳
上
的
墓
碑
不
見
了，
母
親
生 

前
愛
去
燒
香
拜
拜
的
小
廟
已
成
廢
墟。
陪
著
毛
澤
東一

道
下鄉
的
李
志
綏
醫
生
寫
說
：
「這
個
土
地
廟
去
年
成
立
人
民
公 

社
時
給拆
了
。磚
拿
去砌
了
土
高
爐
煉
鋼，
木
頭
當
煤
用，
煉
鋼
時
燒
掉
了
。」跑
去
探
望
他
的
本
族
親
戚，
只
見
到
殘 

敗
景
象
。
房
子
空
空
蕩
蕩
。
做
飯
的
鍋
沒
有
了，
甚
至
連灶
也拆
掉。
他
聽
了
地
方
居
民
的
抱
怨，
看
看
從
鐵
鍋
煉
成
的 

一
堆
廢
鐵，
歎
口
氣
，
走
了
。
他
的
結
論
是
：
「食
堂
裡
吃
不
飽
飯，
可
以
散
了嘛
。
這
個
辦
法
也
太
費
糧
食
…
…
煉
鋼 

煉
不
成
，
就
不
要
再
煉
了
。J 
H

唯
一
能
讓
他
高
興
的
是，
見
到
新
稻
收
成。
因
此
，
在
離
開
韶
山
前，
他填
了
一闋
樂
觀
的
七
律
：

別
夢
依
稀咒
逝
川，

故
園
三
十
二
年
前
；

紅
旗
捲
起
農
奴
戟，

黑手高懸霸
主鞭
。

為
有
犧
牲
多
壯
志，

敢教
日
月
換
新
天
；

喜
看
稻
菽
千
重
浪，

遍地英雄下夕煙
。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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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是
毛
澤
東
高
興
得
太
早
了
。
全
國
上
下
、
還
有
他
自
己
，很
快
就
又
面
臨
新
的
考
驗
和
苦
難
。
他
顯
然
還
無
知 

覺
，
從
韶
山
到
武
漢、
再
搭
船
下
九
江
(江
西
省
)。
他
決
定
在
廬
山
度
假
勝
地
召
開
政
治
局
擴
大
會
議
(他
一
派
輕鬆
 

地
說
，
要
召
開
「神
仙
會
」
)
。57

他
在
七
月
一
日
抵
達
廬
山，
住
進牯
嶺
的
一
棟
兩
層
樓
石
造
別
墅
「美
廬
」。
這
棟
房
子
原
本
是
蔣
夫
人
宋
美
齡
喜 

歡
來
此
度
假
的
居
停。
毛
澤
東
在
附
近
散
步、
在
水
庫清
澈
的
水
裡
游
泳、
享
受青
山
美
景、
呼
吸
新
鮮
空
氣
。
可
是
， 

突
然
間
他
想
起
了
賀
子
珍。
許
久
以
前
，
就
在
同
樣
的青
山
綠
水
之
間，
他
初
識
賀
子
珍，
年
輕
、
苗
條
，
像
蓮
花
亭
亭 

而
立
。
現
在
，
三
十
載
歲
月
已
飛
逝。
他
突
然
間
起
了
熊
熊
之
火
想
要
見她
，
但
是
他
克
制
住
自
己，
隔
了
幾
天，
他
才 

派
衛
士
的
妻
子
去
把
賀
子
珍
接
到
廬
山
來。

江青
此
時
在
北
京。
過
去
四
年
，
毛
澤
東
和她
只
剩
下
名
分
上
的
關
係。
他
們
各
過
各
的
日
子，
互
不
相
擾
。
他
對 

一
度
鍾
愛
的
妻
子
已
經
感
情
淡
了，
現
在
只
剩
習
慣
。
江青
只
顧
著
自
己
的
健
康，
一
年
有
好
幾
個
月
都
在
休
養。
一九 

五
六
年
底
，她
經
診
斷
得
了
癌
症
。
在
蘇
聯
和
中
國
診
治
後，她
終
於痊
癒
•，但
是她
因
病
情
起
伏，
性
格
大
變
，
易 

怒
、
緊
張
，
不
斷
和
醫
生、
護
士
及
衛
士吵
架，
每
天
只
談她
的
病
情。
58

毛
澤
東
盡
量
不
去
給她
招
惹
壓
力。
他
的
性 

需
求
就靠
四
處
旅
行
遇
上
的
無
數青
年
女
郎
來
滿
足。
他
最
喜
歡
的
就
是
解
放
軍
歌
舞
團
的
美
麗
舞
者。

他
因為
江
西
的
風
景
影
響，
突
然
起
了
見
賀
子
珍
一
面
的
念
頭。
他
的
前
妻
住
在
南
昌，
離
廬
山
車
程
四
個
小
時。 

她
容
貌
憔
悴，
見
了她
，
毛
澤
東
更
添
傷
感。
賀
子
珍
顯
然
已
經
認
不
得
任
何
人
了，
說
話
也
語
無
倫
次
。
不
曉
得
他
們 

兩
人
談
些
什麼
，
但
是
當她
要
離
去
時，
毛
澤
東
告
訴
他
的
衛
士
：
「賀
子
珍
頭
腦
已
經
不清
楚
…
…
我
們
需
要
注
意她
 

的
狀
況
，
明
天
送她
下
廬
山吧
…
…在她
走
之
前，
緊跟
在她
身
邊，
別
讓她
碰
上
任
何
熟
人。」
g
從
此
之
後
，
他
們 

再
也
不
曾
會
面
。

幾
天
後
，
毛
澤
東
在
會
議
上
遇
到
些
困
擾。
七
月
十
四
日，
他
收
到
國
防
部
長
彭
德
懷
的
一
封
長
信，
⑤
信
中
批
評

⑤
譯
按：即
所謂的萬言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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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大
躍
進
。
彭
德
懷
措
詞很
小
心，
沒
有
否
定
「偉
大
的
成
就
」，
當
然
也
沒
有
直
接抨
擊
主
席
本
人，
但
是
從
整
篇
論 

述
裡
看
得
出
來
他
明
顯
不
滿
毛
澤
東
的
唯
意
志
論
。
他
談
到
對
權
限
問
題
「有
一
段
混
亂
」、
談
到
「全
民
煉
鋼
鐵 

中
…
…是
一
筆
較
大
損
失
」
(幾
達
二
十
億
元
人
民
幣
)、
談
到
領
導
幹
部
的
「浮
誇
風
」，
以
及
「小
資產
階
級
的
狂
熱 

性
」。
總
而
言
之
，
他
認為

「使
我
們
容
易
犯
左
的
錯
誤
」，
他
建
議
要
明
辨
是
非，
在真
相
和謊
言
之
間
劃
出清
楚
界 

線
。

毛
澤
東很
生
氣。
潛
伏
的
敵
人
終
於
曝
光
！
俗
話
說
得
好，
露
出
「廬
山真
面
目
」
了
。
毛
澤
東
自
己
當
然
曉
得
全 

國
出
現
許
多
問
題，
但
是
彭
德
懷
這
封
長
信
的
主
旨卻
是
說
整
個
大
躍
進
是
錯
誤
的。
彭
德
懷
說
：
「總
想
一
步
跨
進
共 

產

主
義
，搶
先
思
想
一
度
占
了
上
風.，把
黨
長
期
以
來
所
形
成
的
群眾
路
線
和
實
事
求
是
作
風
置
諸
腦
後
了
…
…
在
這
些 

同
志
看
來
，
只
要
提
出
政
治
掛
帥，
就
可
以
代
替
一
切
…
…政
治
掛
帥
不
可
能
代
替
經
濟
法
則，
更
不
能
代
替
經
濟
工
作 

中
的
具
體
措
施
。」
60
這
個
批
評
顯
然
目
標
指
向
毛
主
席。
彭
德
懷怎
麼
敢
寫
下
這
樣
的
東
西
？
毛
澤
東
心
情
大
壞，
吃 

不
下
飯
。

七
月
十
六
日
深
夜，
毛
澤
東
把
政
治
局
常
委
都找
來
開
會，
出
示
彭
德
懷
的
信
(出
席
者
有
劉
少
奇、
周
恩
來
、
朱 

德
和
陳
雲
)。
人
人
都很
沮
喪，
毛
澤
東
動
怒
宣
稱，
如
果
黨
要
分
裂，
他
就
上
山
去，另
組
一
個
共產
黨，另
糾
一
些 

農
民
組
一
支
紅
軍
。
M大
家
決
議
要
嚴
懲
「分
裂
分
子
」。
毛
澤
東
在
這
封
信
上
批
了
「彭
德
懷
同
志
的
意
見
書
」
幾
個 

字
後
，
把它
交
給
中
共
中
央
辦
公
廳
拷
貝
副
件
發
給
參
加
擴
大
會
議
的
人，
讓
大
家
來
評
評
這
封
信。

現
在
輪
到
彭
德
懷
氣
毛
澤
東搞
花
樣
了。
他
寫
的
是
一
封
私
信，
又
不
是
要
大
家
來
討
論，
因
此
用
字
遣
詞
未
必
嚴 

謹
。
現
在
，
人
人
都
曉
得
他
莽
撞。
七
月
十
七
日
上
午，
他
的
親
信
副
手、
解
放
軍
總
參
謀
長
黃
克
誠
(彭
德
懷
曾
經
把 

信
交
給
他
過
目
)
表
示
，很
關
心它
用
詞
尖
銳，
但
也
說
：
「你
總
是
感
情
用
事，你
和
主
席
共
事
多
年，
應
該
互
相
瞭 

解
較
深
。」
&他
這
可
就
錯
得
離
譜
了
。
打
游
擊
的
「兄
弟
」
情
誼
歲
月
早
已
成為
過
去，
何
況真
的
有
兄
弟
情
誼
存
在 

嗎
？儘

管
彭
德
懷
抗
議，
要
求
中
央
辦
公
廳
撤
回
「匆匆
」
寫
下
的
信
，卻
不
果
.，
七
月
十
八
日，
與
會
者
開
始
討
論
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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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席
的
這
封
信
。絕
大
多
數
人
口
沫
橫
飛，
痛
批
彭
德
懷
種
種
不
是
。
人
人
都
曉
得
偉
大
舵
手
的
情緒
風
向。

少
數
幾
個
人
發
言
支
持
彭
德
懷，
例
如
湖
南
省
委
書
記
周
小
舟、
外
交
部
第
一
副
部
長
張
聞
天
(曾
任
中
共
中
央
總 

書
記
)、
黃
克
誠
，
以
及
剛
當
毛
澤
東
秘
書
不
久
的
李
銳。
他
們
立
刻
被
打
入
和
彭
德
懷
一夥
的
「反
黨
集
團
」。
七
月 

二
十
三
日
上
午，
毛
澤
東
說
，
他
把
火
燒
旺
了
。
他
說
，
他
這
輩
子
奉
行
的
原
則
是
「人
若
犯
我
，
我
必
犯
人
」。

他
批
評
彭
德
懷
的
信
是
「右
派
機
會
主
義
綱
領
」，
是
「刻
意
設
計
和
組
織
」
的
。
他
稱
支
持
彭
德
懷
的
這
群
「同 

志
」
是跟
隨
主
唱
者
的
合
唱
團
。
他
宣
稱
：
「我
覺
得
這
裡
頭
有
兩
個
趨
勢。」
這
彷
彿
是
他
已
下
達
判
決。
這
一
次
他 

向
所
有
與
會
者
再
度
宣
布
：
如
果
「勢
在
難
免
」，
他
就
到
農
村
去，
號
召
農
民
起
事
推翻
政
府。
他
肯
定
地
說
：
「如 

果
人
民
解
放
軍
不跟
隨
我，」
這
是
暗喻
彭
德
懷
是
國
防
部
長，
「那
我
就另
組
一
支
紅
軍。
不
過
我
認為
解
放
軍
會跟
 

隨
我
。」
然
而
，
這
時
候
他
也
承
認
自
己
犯
了
幾
個
錯
誤，
其
中
最
嚴
重
的
就
是
要
求
煉
鋼
一
千
零
七
十
萬噸
；
但
是
同 

時
他
也
要
求
在
座
每
個
人
檢
討
自
己
該
負
什麼
責
任。

彭
德
懷
回
憶
說
：
「聽
了
主
席
這
番
話，
我
簡
直
無
法
形
容
內
心
有
多麼
沉
重。
我
根
本
不
能
信
服
。
我
有
滿
腔
憤 

怒
。
」®會

議
中
場
休
息
時，
毛
澤
東
走
向
彭
德
懷。

他
隨
口
說
：
「彭
老
總
，
我
們
談
一
談吧
。」

彭
德
懷
氣
得
滿脍
通
紅，
勉強
控
制
住
自
己
，
回
答
說
：
「沒
什麼

好
說
的
了
。
光
談
有
什麼

用
。」
64
他
揮
著 

手
，
往
門
外
走
。
和
毛
澤
東
能
說
什麼
！

八
月
二
日
，
中
央
全
會
在
廬
山
召
開，
檢
討
「以
彭
德
懷為
首
的
反
黨
集
團
問
題
」。
毛
澤
東
再
次
發
言，
更
加
痛 

批
「分
裂
分
子
」，
他
說
：
「現
在
廬
山
會
議
不
是
反
『左
』
的
問
題
了
，
而
是
反
右
的
問
題
了。
因為
右
傾
機
會
主
義
在 

向
著
黨
，
向
著
黨
的
領
導
機
關
猖
狂
進
攻，
向
著
人
民
事
業，
向
著
六
億
人
民
的
轟
轟
烈
烈
的
社
會
主
義
事
業
進
攻。
」®

這
一
說
，
大
家
都
明
白，
彭
德
懷
、
張
聞
天
、
黃
克
誠
、
周
小
舟
和
李
銳，
前
途
完
了
。
彭
德
懷
表
示
願
意
依
黨
內 

方
式
自
我
批
評，
但
是
被
指
控
「不
誠
實
、耍
詐
」。S

「集
團
」
的
其
他
人
也
做
了
自
我
批
評，
但
也
一
樣
沒
用
。
毛



毛 澤 東 ：真 實 的 故 事 492

澤
東
告
訴
彭
德
懷
和
他
的
「同夥
」
：
「我
勸你
們
先
學
會
吃
辣
椒，
否
則你
怎
會
知
道
辣
椒
是
辣
的
？
」67

廬
山
會
議
之
後
一
個
月，
彭
德
懷
被
解
除
國
防
部
長
職
務。
毛
澤
東
指
派
林
彪
繼
任。
公
安
部
長
羅
瑞
卿
取
代
黃
克 

誠
，
擔
任
總
參
謀
長
。
其
他
「同
謀
者
」
也
都
去
職
。
彭
德
懷
請
毛
澤
東
准
他
下
放
到
人
民
公
社
去，
但
是
毛
澤
東
不 

准
，
要
他
閉
門
思
過
。
毛
澤
東
一
直
沒
有
原
諒
彭
德
懷
及
其
支
持
者。
彭
德
懷
罷
官
後，
被趕
出
中
南
海，
安
置
到
一
六 

四
四
年
迎清
兵
入
關
的
叛
將
吳
三
桂
已
經
半塌
毀
的
府
邸。
68

然
而
，
對
毛
澤
東
而
言，
這
是
虛
幻
的
勝
利。
他
完
全
不
習
慣
遭
到
批
評，
想
到
彭
德
懷
的
說
法
說
不
定
正
確，
讓 

他
心
虛
。
他清
楚
看
到
大
躍
進
的
後
果，
但
又
頑
固
地
繼
續
堅
持
總
路
線
是
正
確
的、
成
就
十
分
了
不
起、
前
途
無
量
。 

想
到
黨
和
領
導
圈
裡
有
人
覺
得
他
無
知，
令
他
十
分
痛
心。
廬
山
會
議
之
後，
他
的
疑
心
病
益
發
嚴
重。

國
家
的
狀
況並
無
助
於強
化
他
的
權
威。
和
一
九
五
八
年
不
一
樣，
一
九
五
九
年
到
處
收
成
欠
佳。
偶
一
例
外
或
許 

就
是
韶
山
，
老
家
稻
菽
茂
密
令
毛
澤
東
欣
慰。
八
月
，
毛
澤
東
緊
急
修
正
計
劃。
這
一
年
穀
物
生產
量
不
要
五
億
二
千
五 

百
萬噸
，
下
修
到
兩
億
七
千
五
百
萬噸
就
行
了
；
煉
鋼
量
也
從
一
千
三
百
萬噸
，
下
修
到
一
千
二
百
萬噸
。
69

但
是
，
來
不
及
了
，
飢
荒
已
經
擴
大
到
全
國
範
圍。
現
在
必
須
劍
及
履
及
採
取
做
法
才
能
避
免
災
禍，
但
是
毛
澤
東 

擔
心
的卻
是
如
何
保
留顏
面
。
數
以
百
萬
計
的
人
民
餓肚
子、
吃
不
飽
，
他
根
本
不
在
乎
。
他
說
：
「當
不夠
吃
的
時 

候
，
人
會
餓
死
，
那
最
好
讓
一
半
人
死
掉，另

一
半
人
就
能
吃
飽
。」
70

他
甚
至
還
有
時
間插
科
打
譯，
他
說
：
「有
時 

候
…
…蔬
菜
奇
缺
，
沒
有
辦
法
，
事
情
亂
了
套，
市
場
也
亂
了
。
人
人
都
緊
張
不
安，
但
是
我
認為
沒
理
由
激
動嘛
…
… 

如
果你
上
半
夜
太
擔
心，
吃
顆
安
眠
藥
，
就
沒
事
了嘛
。
」
W

廬
山
會
議
之
後，
他
決
定
加強
對
他
的
個
人
崇
拜。
他
認為
：
「個
人
崇
拜
有
兩
種，
一
種
是
正
確
的
崇
拜，
如
對 

馬
克
思
、
恩
格
斯
、
列
寧
、
史
達
林
正
確
的
東
西
，
我
們
必
須
崇
拜
，
永
遠
崇
拜
，
不
崇
拜
不
得
了
。真
理
在
他
的
手 

裡
，為
什麼
不
崇
拜呢
？……
另
一
種
是
不
正
確
的
崇
拜，
不
加
分
析
，
盲
目
服
從
，
這
就
不
對
了
。」
72

他
當
然
認為
 

對
他
的
尊
敬
屬
於
前
一
種。

中
國
在
廬
山
會
議
之
後
立
刻
淹
沒
在
阿
諛
諂
媚
風
氣
之
中，
而
聲
音
最
響
亮
的
就
是
劉
少
奇
和
林
彪，
他
們
在
北
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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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中
央
軍
事
委
員
會
擴
大
會
議
中，
發
起
對
毛
澤
東
極
盡
吹
捧
能
事
的
歌
頌。
劉
少
奇
宣
布
：
「毛
澤
東
同
志
的
領
導， 

絕
不
次
於
馬
克
思、
列
寧
的
領
導，
假
如
馬
克
思、
列
寧
生
在
中
國，
我
想
他
們
領
導
中
國
革
命
也
不
過
如
此
…
…
黨
要 

有
威
信
，
無產
階
級
要
有
威
信，
如
果
沒
有
什麼
個
人
的
威
信，怎
樣
建
立
得
起
來
？
」p

林
彪
也
一
樣
卑
躬
逢
迎，
稱 

當
今
的
馬
列
主
義
——
不
僅
在
中
國、
而
且
在
全
世
界
——
就
是
「毛
澤
東
思
想
」。
74
這
些
話
成為
治
療
毛
澤
東
受
創 

的
心
理
最
好
的
膏
藥
。
他
慢
慢
地
恢
復
了
信
心。

這
時
候
赫
魯
雪
夫
又
觸
怒
了
他。
一
九
五
九
年
九
月，
這
位
蘇
聯
領
導
人
將
到
美
國
訪
問，
預
備
依
其
和
平
共
處
理 

論
的
精
神
，
與
美
國
總
統
艾
森
豪
會
談
•，
而
毛
澤
東
視
艾
森
豪為
主
要
敵
人。
赫
魯
雪
夫
在
訪
美
前
夕
想
的
是
穩
定
世
界 

局
勢
，
避
免
傷
害
蘇、
美
關
係
。
這
時卻
發
生
一
件
不
幸
的
事
——
中
國
和
印
度
邊
境
爆
發
武
裝
衝
突。
穿
越
崇
山
峻
嶺 

地
區
的
邊
境
線
其
實
是
虛
擬
的
•，
而
且
是
英
國
人
在
許
久
以
前
所
劃
設。
印
度
政
府
不
承
認它
，
因
此
印
度
邊
防
部
隊
跨 

越它
。
由
於
中
國
在
一
九
五
九
年
三
月
彈
壓
西
藏
獨
立
運
動，
西
藏
精
神
領
袖
達
賴
喇嘛
化
裝為
普
通
士
兵，
逃
到
印 

度
，
而
印
度
總
理
尼
赫
魯為
他嗆
聲，
表
示
支
持
，
中
、
印
關
係
已
經
緊
張
。
中
、
印
邊
境
衝
突
是
赫
魯
雪
夫
在
會
見
美 

國
總
統
之
前
所
不
樂
見
的
事
情，
他
也
不
希
望
在
這
個
複
雜
的
問
題
上
花
費
太
多
時
間。
但
是
，
美
國
政
府既
已
站
出
來 

表
態
支
持
西
藏
和
印
度，
他
也
不
能
不
說
一
些
話
。
他
指
示
外
交
部
就
中
印
邊
境
問
題
擬
一份
聲
明
-
交
由
塔
斯
社
發 

表
。
聲
明
稿
由
外
交
部
長
安
德
烈
•葛
羅
米
柯
親
自
改
訂
過，
但
是
赫
魯
雪
夫
完
全
不
滿
意，
因為
他
對
兩
邊
都
想
討 

好
。
因
此
，
外
交
部
乾
脆
就
表
明
了，
蘇
聯
保
持
「中
立
」。
蘇
聯
外
交
官
康
士
坦
丁 
•克
魯
提
可
夫
回
憶
說
：
「北
京 

方
面
認為
塔
斯
社
的
聲
明
對
中
國
不
利。
他
們
認為
蘇
聯
從
支
持
盟
友
的
立
場
溜
掉
…
…當
然
，
他
們很
氣
惱，
赫
魯
雪 

夫
要
和
美
國
拉
關
係
了，
就
來
對
中
國
施
壓
。
」
M

很
顯
然
赫
魯
雪
夫
心
頭
湧
上
他
在
「游
泳
池
談
判
」
遭
受
羞
辱
的
舊
恨，
也
十
分
不
耐
煩
。
他
開
始
對
中
國
事
務
粗 

暴
相
待
，
毛
澤
東
更
加
發
火
。
一
九
五
九
年
六
月
二
十
日，即
廬
山
會
議
之
前，
赫
魯
雪
夫
突
然
宣
布，
他
要
將
提
供
中 

國
技
術
以
製
造
核
武
器
的
協
定
作
廢。
76

這
項
協
定
自
從
一
九
五
七
年
十
月即
已
生
效，
當
時
蘇
、
中
雙
方
已
在
莫
斯
科 

就
此
簽
署
議
定
書。
根
據
條
文
，
蘇
聯
承
諾
提
供
中
國
一
顆
原
子
彈
可
用
的
模
型，並
派
蘇
聯
科
學
家
來教
中
國
專
家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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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
造
一
顆
。
一
九
五
八
年
八
月，
赫
魯
雪
夫
從
北
京
一
回
國，
就
派
了
一
個
代
表
團
到
中
國
準
備
運
交
原
子
彈。
77
現
在 

他
反
悔
了
。
日
後
他
解
釋
說，
這
是
報
復
。
「他
們
在
不
斷
地
誹
謗
我
們，
而
我
們卻
像
聽
話
的
奴隸
一
樣，
還
準
備為
 

其
提
供
核
武
器
？
」
M

不
久
之
後
-
毛
澤
東
接
獲
報
告，
一
九
五
九
年
七
月
十
八
日，
赫
魯
雪
夫
訪
問
波
蘭
城
市
波
玆
南(Poznan)

時
， 

尖
銳
批
評
人
民
公
社，
聲
稱
那
些
腦
子
裡
打
這
些
主
意
的
人
「不
瞭
解
共產
主
義
是
什麼
，
也
不
瞭
解
共產
主
義
是
如
何 

打
造
的
」。
™我
們
不清
楚
當
下
這
個
蘇
聯
領
導
人
突
然
想
起
了
什麼
。
他
經
常
喝
醉
，
尤
其
是
在
外
交
宴
會
場
合，
因 

此
常
常
胡
言
亂
語
。
80
這
一
回
他
也
有
可
能
又
喝
醉
了，
但
是
毛
澤
東
不
會
原
諒
他。
赫
魯
雪
夫
也
不
願
意
道歉
，
他
已 

經
沒
有
耐
心
了
。
九
月
三
十
日，為
了
出
席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建
政
十
周
年
來
到
北
京，
他
根
本
連
控
制
情緒
都
免
了。 

蘇
聯
代
表
團
其
他
團
員
也
有
樣
學
樣，舉
止
都很
粗
魯。
毛
澤
東
也
開
始
公
然
表
露
他
的
敵
意，
他
身
邊
的
中
國
其
他
領 

導
人
當
然
得跟
進
。
大
友
好
時
代
就
此
迅
速
落
幕。
W

十
月
二
日
的
談
判
有
兩
個
主
要
議
題
：
一
是
蘇
聯
和
中
國
的
對
美
關
係，
包
含
台
灣
問
題
.，
一
是
中、
印
邊
境
衝 

突
。
剛
從
美
國
回
來
的
赫
魯
雪
夫
一
開
口
便
替
艾
森
豪
講
話，
建
議
毛
澤
東
展
現
「善
意
」，
把
韓
戰
期
間
中
國
軍
方俘
 

虜
的
五
個
美
國
人
還
給
美
國，
毛
澤
東
當
場
發
作
。
毛
澤
東
認
定，為
了
和
帝
國
主
義
者
改
善
關
係，
這
個
蘇
聯
領
導
人 

馬
上
就
要
背
叛
社
會
主
義
道
路。

赫
魯
雪
夫
表
示，
蘇
聯
不
能
允
許
因
台
灣
問
題
而
爆
發
第
三
次
世
界
大
戰
時，
毛
澤
東
也
是
如
此
反
應。S咦
，
最 

近
赫
魯
雪
夫
不
是
才
向
他
保
證
過，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若
是
和
國
民
黨
發
生
衝
突，
如
果
美
國
膽
敢
攻
擊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
蘇
聯
將
不
排
除
對
「侵
略
者
」
(美
國
)
發
動
核
子
反
擊嗎
？
現
在
他怎
麼
突
然
就
食
言
了
。
⑥
如
果
這
不
叫
背 

叛
，
那
什麼
才
是
背
叛
？

赫
魯
雪
夫
有
關
印
度
和
西
藏
的
聲
明，
讓
毛
澤
東
及
中
國
領
導
人
更
加
不
快。
赫
魯
雪
夫
直
白
地
說
：
「請
恕
我
直 

言
，
西
藏
的
事
，
是你
們
的
錯
。」
他
表
明
了
他
不
相
信
中
方
對
於
中、
印
邊
境
衝
突
的
講
法。
中
國
外
交
部
長
陳
毅
毫 

不
隱
瞞
敵
意，
頂
撞
回
去
，
蘇
聯
的
政
策
是
「機
會
主
義
和
見
風
轉
舵
」。
赫
魯
雪
夫
光
火
了，
對
陳
毅
咆
哮
：
「如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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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如你
所
說
的，
我
們
是
見
風
轉
舵，
陳
毅
同
志
，你
別
向
我
伸
手。
我
拒絕
和你
握
手
！
」
他
們
就
這
樣
舌
槍
唇
劍
起 

來
。
這
個
蘇
聯
客
人
控
制
不
住，
講
了
一
些
相
當
不
堪
的
話。
他
對
陳
毅
吼
說
：
「你
不
要
從
元
帥
權
杖
的
高
度
向
我
吐 

唾
沫
！你
的
唾
沫
是
不夠
的，
我
們
是
不
會
被嚇
著
的。」
M根
據
赫
魯
雪
夫
的
回
憶
錄，
陳
毅
「像
唱
盤
跳
針，
一再 

喊
：
『尼
赫
魯
！
尼
赫
魯
！
尼
赫
魯
』」
。S

會
議
之
後
，
赫
魯
雪
夫
告
訴
他
的
代
表
團
團
員
說
：
「我
們
和
中
國
共產
黨
只
有
一
條
路
徑。
我
們
認為
他
們
是
我 

們
的
朋
友
，
但
是
，
如
果
他
們
以
高
高
在
上
的
態
度
和
我
們
講
話，
我
們
甚
至
和
這
樣
的
朋
友
也
是
無
法
相
處
的。」
％ 

他
突
然
開
始
尖
酸
地
嘲
笑
中
國
人，
用
俄
國髒
話
押
韻
地
叫
他
們
的
名
字，
還
說
毛
澤
東
是
老
鞋
套
子
。㈨
第
二
天
赫
魯 

雪
夫
到
了
機
場
要
回
國
了，
雙
方
還
未
鳴
金
收
兵。
赫
魯
雪
夫
原
本
預
定
在
北
京
逗
留
一
星
期，
但
是既
然
話
不
投
機， 

他
決
定
縮
短
行
程，
打
道
回
府
。
這
一
次
毛
澤
東
沒
有
介
入
論
戰。
他
已
經
認
定
破
鏡
難
圓。
三
個
月
後，
回
顧
這
次
會 

談
，
他
說
：

一
九
五
九
年
三
月
至
今，
我
們
朋
友
與
帝
國
主
義
、反
動
民
族
主
義
和
狄
托
修
正
主
義
組
織
了
一
次
反
華
大
合
唱
。

中
國
將
在
長
時
期内
，
一
方
面
被
孤
立，
一
方
面
得
到
世
界
許
多
共
產
黨
、許
多
國
家
、許
多
人
民
的
擁
護
。在
這

種
困
難
局
面
下，
中
國
將
在
八
年内
相
當強
大
起
來.
.
烏
雲
越
厚，
光
明
越
多
。
87

他
再
度
和
兩
年
前
一
樣，
號
召
中
國
人
民
進
行
「不
斷
革
命
」。
可
是
，即
將
來
臨
的
經
濟
災
禍，為
他
的
宏
大
計 

劃
帶
來
問
題
。

④
原
書
註
：
這
時
候
蘇
共
領
導
圏

子
最
主
張
對
中
國
採
取強
硬
路
線
的
，
是
主
管
意
識
型
態
的
中
央
書
記
米
海
爾

•安
德
列
維
奇.
蘇斯洛夫 

(Mikhail Andreevich susov)

。他
說
服
赫
魯
雪
夫，
中
國
應
該為
了
加
劇
台
灣
海
峽
的
緊
張
受
到
嚴厲
譴
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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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十I

章

飢
荒
與
恐
懼

一
九
五
九
年
整
個
夏
天，
中
國
東
北
陷
入
乾
旱，
而
華
南卻
豪
雨
肆
虐。
疲
憊
的
人
民
對
大
躍
進
熱忱
盡
失，
但
是 

毛
澤
東
依
然
認為
困
難
是
暫
時
的。
他
對
一
九
六
◦
年
寄
予
厚
望，
宣
布
宏
偉
的
計
劃
。
他
堅
稱
：
「全
國
情
勢
一
片
大 

好
。」
1現
在
-
他
不
顧
一
九
五
九
年
穀
物
收
成
量
只
有
一
億
七
千
萬噸
、
鋼
鐵
生產
量
只
有
一
千
三
百
萬噸
的
事
實， 

要
求
一
九
六
〇
年
穀
物
收
成
量
要
達
到
三
億噸
、
鋼
鐵
生產
量
目
標
也
訂
在
兩
千
萬
至
兩
千
兩
百
萬噸
之
間。
一
九
六
〇 

年
春
天
，
中
國
的
報
界
一
片
「新
大
躍
進
」
的
呼
聲
。
？

但
是
，
一
九
六
〇
年
全
國
陷
入
可怕
的
乾
旱。
這
是
本
世
紀
以
來
前
所
未
有
的
現
象。
河
流
與
運
河
乾
枯，
甚
至
連 

雄
偉
的
黃
河
也
水
位
下
降。
乾
旱
過
後
，
大
鬧
熱
帶
豪
雨
和
颱
風，
河
水
又
越
堤
氾
濫
。
比
較
弱
的
水
庫
崩塌
，
造
成
洪 

水
肆
虐
。
半
數
以
上
的
耕
地，
收
成
枯
萎
或
被
淹
沒。
穀
物
收
成
量
只
有
一
億
四
千
三
百
五
十
萬噸
，
比
起
大
躍
進
前
一 

年
的
一
九
五
七
年，
還
少
了
五
千
多
萬噸
。
中
國
整
個
歷
史
上
從
來
沒
有
遇
上
如
此
可怕
的
飢
荒。
農
村
與
城
市，
每
天 

有
上
萬
人
死
亡。

苦
難
最為
深
重
的
是
農
民，
國
家
把
他
們
最
後
的
麵
粉
屑
也搶
走
了。
許
多
村
子
，
根
本
沒
東
西
可
吃。
憔
悴
的
村 

民
在鄉
下
遊
蕩，
摘
樹
葉
、
剝
樹
皮
，
尋找
蠕
蟲、
甲
蟲
、
水
蛙
、
野
果
和青
草。
許
多
人
甚
至
吃
以
泥
土
混
雜
草
莖
所 

製
成
的
「觀
音
土
」。
吃
了
觀
音
土，
其
實
必
死
無
疑。
有
個
目
擊
者
回
憶
說
：
「人
們
拿它

〔觀
音
土
〕
混
玉
米
粉
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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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餅
，
吃
了
這
種餅
…
…很
有
飽
足
感
…
…
但
是I

下肚
，
泥
土
會
使
腸
子
裡
水
分
乾
掉
…
…
許
多
人撐
不
到
進
醫
院， 

有
些
人
則
死
在
手
術檯
上

。」丨

和
一
九
五
七
至
五
八
年
一
樣，
人
們
又
開
始
打
麻
雀
，
只
是
現
在
是為
了
緩
解
飢
饉。
其
他
的
禽
鳥
也
不
得
幸
免。 

另
I

個
目
擊
者
說
：

我
們
開
始
吃
任
何
能
飛
的
東
西
。我
練
習
用
彈
弓
打
麻
雀
。我
打
下
麻
雀
-
就
帶
回
家
給
我
娘，她
把牠
做
湯餵
我 

姥
姥
…
…姥
姥

因
此
才
沒
餓
死
……
鳥
逐
漸絕
跡，
我
們
就
摘
樹
葉
……
有
人
把
水
塘
弄
乾，找
到
東
西
就
吃，
連 

水
蛇
也
吃
…
…等
到
什麼
都
不
剩
了
-
許
多
人
就
餓
死
了
…
…大
飢
荒
時
期，
一
家
有
兩
、三
人
餓
死，
是
常
有
的 

事〇 
4

有
好
幾
個
省份
，
整
個
村
子
的
人
全
都
死
了。
有
位
醫
生跟
著
一
群
視
察
人
員
來
到
甘
肅
省
西
部，
他
說
：

一
大
早，
我
們
來
到
一
個
大
村
莊，
但
是
在
低
矮
的
茅
屋
四
周
看
不
到
有
太
多
生
命
的
跡
象
。見
得
到
的
少
許
幾
個 

人
已
經
疲
弱
不
堪，
連
張
口
討
東
西
吃
都
沒
有
力
氣
。隊
長
提
高
了嗓
門
大
喊
：
「老
人
家
們，
出
來吧
！
毛
主
席 

和
共
產
黨
派
醫
生
來
救你
們啦
！」
他
一
再
地
呼
叫
。終
於
，
那
些
還
活
著
的
人
爬
出
他
們
的
房
子
。這
些
人
已
在 

死
亡
邊
緣掙
扎

。如
果
他
們
跌跤
，
恐怕
就
爬
不
起
來
了
。我
們
發
現
一
堆
又
一
堆
的
死
者
。我
推
開
一
戶
茅
屋
的 

門
，卻
因
惡
臭，
立
刻
退
出
。屋
裡
傳
來
呻
吟
聲，
我
看
到
兩
、三
個
人
在
黑
暗
中躺
在炕
上
。前
頭
是
個
老
人， 

一
隻
手
指
向
某
個
方
向
。在
他
身
邊躺
個
女
人，
早
已
死
亡，她
那
腐
爛
的
屍
身即
是
惡
臭
的
來
源
。老
人
的
手
指 

的
是
一
具
小
小
人
體，
四
肢
張
開，
嘴
也
大
開
。看
來
像
是
小
孩
在
哭，
其
實
他
早
已
死
去
多
日
。
5

東
南
方
的
福
建
省
也
是
哀
鴻
遍
野。
有
個
當
地
居
民
回
憶
說
：
「我
們
已
經
疲
弱
到
無
法
走
路。
不
久
，
我
弟
弟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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餓
死
了
。
我
還
記
得
他
死
前
的
模
樣
。
他
己
經
弱
得
不
能
走
路，躺

在
床
上
，
口
裡
只
有
一
個
字
：
『吃
、
吃
、
吃
。』 

他
一
直
呻
吟
到
嚥
下
最
後
一
口
氣。」
e

公
社
的
農
民
寫
信
給
在
軍
中
服
役
的
兒
子，
問
起
：
「毛
主
席
要
讓
我
們
餓
死嗎
？
」
？有
些
地
方
，
老
百
姓
起
來 

攻
打
鐵
路
運
糧
車、
倉
庫
和
穀
倉，
而
且
還
經
常
是
由
黨
書
記
帶
頭。
也
有
些
地
方，
農
民
上
路
，
往
城
裡
去，
天真
地 

以為
城
裡
會
有
充
足
的
米
和
肉。
一
九
五
八
至
六
一
年
間，
安
徽
大
約
一
百
萬
人
從
農
村
外
移，
河
南
有
一
百
五
十
萬
人 

離
開
人
民
公
社，
山
東
也
有
一
百
六
十
萬
人
從
農
村
出
走。
總
體
來
講
，
超
過
一
千
萬
人
參
與
此
一
人
口
大
移
動。
許
多 

人
因
疲
憊
或
飢
餓
倒
斃
途
中。
從
東
北
逃
難
的
一
個
飢
民
回
憶
說
：
「從
村
子
往鄰
省
去
的
路
上
盡
是
死
屍，淒
厲
的
哭 

聲
來
自
路
兩
旁
的
洞
穴。
循
著
哭
聲
，你
可
以
看
到
被丟
棄
在
洞
穴
的
孩
子
的
腦
袋。很
多
父
母
覺
得
他
們
的
子
女
若
是 

被
善
心
人
士
收
養，
可
能
更
有
機
會
活
命。
洞
穴
深
到
讓
小
孩
爬
不
出
來，
不
會跟
他
們
走，
但
又
可
以
讓
路
人
看
到， 

說
不
定
願
意
收
容
他
們
。」
8

城
裡
人
的
日
子
也
沒
有
比
較
好
過。
成
群
的
農
村
貧
民
目
光呆
滞
，顴
骨
下
陷
，
引
不
起
營
養
不
足
的
城
市
人
的
同 

情
。
他
們
也
得
摘
樹
葉、
剝
樹
皮
、
打
雀
鳥
、找

野
菜
。
北
京
的
情
況
也
好
不
到哪
去。
有
位
北
京
居
民
回
憶
說
：
「很 

難找
到
東
西
吃。
但
是
，
有
一
天
，
有
個
朋
友
和
我
弄
到
一
點
糖。
我
們
樂
壞
了
！
我
們真
想
當
場
就
把它
全
吃
掉。
可 

是
，瞧
了
又瞧
，
我
們
決
定
把它
帶
給
同
事。
他
身
體
極
糟，
已
經
住
院
。
可
是
醫
院
裡
也
沒
東
西
吃。
我
們
把
那
股黏
 

糖
拿
出
來
時，
他
高
興
極
了
。
但
是
他
沒
辦
法
吃。
他
含
笑
而
死
。」
9

中
南
海
終
於
也
嘗
到
大
飢
荒
的
苦
頭。
毛
澤
東
的
私
人
醫
生
回
憶
說
：
「每
人
的
配
糧
一
個
月
減
至
十
五
斤。
肉
、 

蛋
已
經絕
跡
。
沒
有
食
油
。
我
們
雖
可
以
去
市
場
買
瓜
類
和
蔬
菜，
可
是
瓜
、
菜
也很
少
買
得
到
。
所
以
實
際
上
是
在挨
 

餓
。
有
辦
法
的
中
央
機
關
和
軍
事
機
構，
都
組
織
人
到
內
蒙
去
打
黃
羊，
大
家
都
去
打，
打
到
的
也
就
愈
來
愈
少
了。」
W 

毛
澤
東
決
心
和
大
家
一
起
吃
苦，
開
始
不
吃
肉
。
他
告
訴
侍
從
人
員
說
：
「大
家
都
餓
飯
，
我
不
能
再
吃
肉
了
。」 

周
恩
來
放
棄
肉、
蛋
，
也
把
他
每
月
的
配
糧
減為
十
五
磅。
許
多
黨
領
導
人
和
他
們
的
妻
子
開
始
在
自
己
的
豪
宅
前
後
空 

地
種
上青
菜
和
瓜
果，
或
出
城
去找
野
草
和
可
吃
的
根
苗，
改
喝
由
樹
葉
泡
的
茶。
當
然
，
這
一
切
都
無
助
於
解
決
飢
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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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問
題
。

就
在
這
個
節
骨
眼
上，
赫
魯
雪
夫
下
令
召
回
所
有
駐
華
蘇
聯
專
家。
對
於
已
經
陷
在
大
飢
荒
的
中
國，
他
這
記
重
擊 

有
如
落
井
下
石。
而
這
個
最
兇
惡
的
敵
人，
最
近
還
剛
唱
著
兄
弟
之
誼
的
高
調。
赫
魯
雪
夫
的
兇
殘
其
實
不
遜
於
史
達
林。

六
個
星
期
內
，
一
千
三
百
九
十
個
蘇
聯
工
程
師、
技
師
、
科
學
家
、
工
業
設
計
師
及
其
他
專
家，
由
中
國
撤
回
蘇 

聯
，
帶
走
所
有
的
科
學
文
件、
計
劃
和
藍
圖
。
許
多
建
築
工
地
停
工、
許
多
科
學
項
目
叫
停。
蘇
聯
專
家
一
撤
走，
中
國 

經
濟
危
機
更
加
惡
化。

赫
魯
雪
夫
於
一
九
六
〇
年
七
月
中
旬
倉
促
做
下
決
定
-
因為
他
剛
剛
在
羅
馬
尼
亞
共產
黨
全
代
會
上，
和
中
共
代
表 

團
團
長
彭真
狠
狠
吵
了 
一
架。
U赫
魯
雪
夫
上
次
訪
問
北
京
不
歡
而
散
以
來，
這
九
個
月
裡，
兩
黨
、
兩
國
的
關
係
急
遽 

惡
化
。
因
此
，
赫
魯
雪
夫
在
布
加
勒
斯
特(Bucharest)

大
幹譙
，
以
及
隨
後
召
回
駐
華
專
家，
其
實並
不
意
外。
整
個 

一
九
五
九
至
六
〇
年
的
冬
天
和
春
天，
媒
體
及
其
他
黨
政
平
台
上
已
經
迭
次
發
生
明
槍
暗
箭
的
相
互
攻訐
。
最
後
，它
在 

一
九
六
〇
年
四
月
底，
藉
著
四
月
二
十
二
日
列
寧
九
旬
冥
誕
的
場
合
統
統
爆
開。
當
天
，
中
共
的
理
論
刊
物
《紅
旗
》
雜 

誌
發
表
一
篇
冗
長
社
論
〈列
寧
主
義
萬
歲
！>

，
《人
民
日
報
》
也
發
表
了
稍
微
短
一
點
的
頭
條
新
聞
〈沿
著
偉
大
的
列 

寧
道
路
前
進
！>

。
這
兩
篇
論
戰
文
章
目
標
對
準
赫
魯
雪
夫
的
「兩
個
制
度
的
和
平
共
處
」
政
策
，
以
及
他
的
「從
資
本 

主
義
向
社
會
主
義
和
平
過
渡
」
的
理
論
。
毛
澤
東
親
自
動
筆
修
潤
《紅
旗
》
雜
誌
這
篇
文
章
•，他
還
引
經
據
典
援
引
列 

寧
、
馬
克
思
和
恩
格
斯
的
話
來
增強
論
點。
這
篇
文
章
的
重
點
是
展
示
列
寧
認為
，
與
帝
國
主
義
無
法
避
免、
必
將
一 

戰
。
俄
方
的
回
應
由
共產
國
際
老
幹
部
奧
托
•庫
西
寧
主
筆
。
他
搬
出
列
寧
的
遺
孀
娜
傑
日
達
•克
魯
普
斯卡
婭
 

(N
adezhda K

rupskaia)

來
說
話
，
宣
稱她
的
亡
夫
曾
經
認為
，
有
一
天
戰
爭
會
變
得
破
壞
力
十
足，
再
也
不
能
打
仗 

了
。
U然
而
，
克
魯
普
斯卡
婭
的
回
憶
根
本
說
服
不
了
毛
澤
東
和
中
共
其
他
領
導
人。

一
九
六
〇
年
六
月
，
中
方
在
北
京舉

行
的
世
界
工
聯
理
事
會
全
體
會
議(General Council of the W

orld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

中
，強
調
他
們
的強
硬
路
線
觀
點。
美
國
人
在
會
議
前
夕
無
意
中幫
了
他
們
大
忙，
因為
 

美
方
宣
稱
要
繼
續
圍
堵
共產
主
義。
五
月
一
日，
烏
拉
山
區
斯
維
爾
德
洛
夫
斯
克
城
市
上
空，
蘇
聯
火
箭
擊
落
進
行
情
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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偵
蒐
作
業
的
一
架U

-2

飛
機
，
飛
行
員
蓋
瑞
•鮑
爾
斯(Gary pow

ers)

落
到
蘇
聯
當
局
手
中。
急
躁
的
赫
魯
雪
夫
未
經 

深
思
，
就
大
聲
喧嚷
此
一
間
諜
事
件，
沒
想
到
毛
澤
東
正
好
可
以
藉
機
作
文
章。
赫
魯
雪
夫
只
想
到
他
被
艾
森
豪
騙
了， 

向
美
國
興
師
問
罪
。
中
方
則
利
用
這
個
機
會，
增強
批
評
赫
魯
雪
夫
對
帝
國
主
義
的
軟
弱
政
策，
才
造
成
今
天
的
情
勢。 

五
月
十
二
日，
赫
魯
雪
夫
希
望
和
毛
澤
東
討
論
這
個
問
題，
邀
他
到
莫
斯
科
見
面，
毛
澤
東
峻
拒
。
U

現
在
場
景
轉
到
布
加
勒
斯
特，
和
彭真
在
羅
馬
尼
亞
共產
黨
全
代
會
上吵
開
來，
赫
魯
雪
夫
按
捺
不
住，
放
下
原
先 

準
備
好
的
講
稿，
突
然
破
口
大
罵
起
毛
澤
東。
他
痛
罵
毛
澤
東
是
「極
左
派
、
極
端教
條
主
義
者，
還
是
不
折
不扣
的
左 

派
修
正
主
義
者
」、
「從
鼻
子
裡
冒
出
理
論
的
菩
薩
」，
以
及
「舊
破
鞋
」。
他
也
指
控
毛
澤
東
「除
了
自
身
利
益，
不
顧 

他
人
死
活
」。
M彭真

毫
不
客
氣，
也
回
敬
赫
魯
雪
夫
在
外
交
政
策
上
冷
熱
無
常。
赫
魯
雪
夫
又
把
話
題
轉
到
史
達
林
和 

個
人
崇
拜
。
費
多
爾
•布
拉
茨
基(Fedor B

urlatsky)

也
參
加
這
次
羅
共
全
代
會，
他
記
得
赫
魯
雪
夫
向
中
共
代
表
團 

團
長
①
叫囂
：
「如
果你
們
要
史
達
林，
把
他
連
棺
木
一
起
載
走
好
了
！
我
們
可
以
把
他
用
火
車
專
列
送
去
給你
們
！
」
b 

赫
魯
雪
夫
回
莫
斯
科
時
還
一肚
子
氣。
他
極
有
可
能
根
本
沒
有
認真
考
量
召
回
蘇
聯
專
家
對
中
國
經
濟
會
有
什麼
衝
擊。 

他
只
想
要
好
好
修
理
毛
澤
東。

這
時
候
，
中
國
老
百
姓
繼
續
在
餓肚
子。
毛
澤
東
採
取
極
端
措
施，
同
意
從
國
外
進
口
穀
物。
一
九
六
一
年，
中
國 

透
過
協
力
廠
商，
從
澳
大
利
亞、
加
拿
大
和
美
國，
進
口
四
百
萬噸
穀
物，
翌
年
進
口
量
更
多
。
b但
是
，
危
機
仍
然
嚴 

重
。
連
赫
魯
雪
夫
都
忽
然
醒
悟
到
這
一
點，
於
一
九
六
一
年
二
月
二
十
七
日
發
了 
一
封
密
函
給
毛
澤
東，
表
示
願
意
供
應 

一
百
萬噸
穀
物
——

三
十
萬
小
麥
和
七
十
萬噸
裸
麥
——

以
及
五
十
萬噸
古
巴
的
糖
給
中
國。
他
接
到
周
恩
來
的
回
信， 

表
示
只
接
受
糖
。
周
恩
來
聲
稱
：
「現
在
蘇
聯
也
有
災
情，
所
以
我
們
不
願
加
重
蘇
聯
負
擔。」
n

中
國
當
局
否
認
出
現
飢
荒，
也
極
盡
能
事
地
隱
瞞它
。
一
九
六
〇
年
下
半
年，
在
毛
澤
東
指
示
下，
中
國
共產
黨
的 

「老
朋
友
」
艾
德
加
.
史
諾
被
邀
請
到
中
國
訪
問
五
個
月
。
毛
澤
東
一
直
認為
史
諾
是
中
央
情
報
局
的
特
務，
因
此
他
允

①
原
書
註
：
布
拉
茨
基
把
中
共
代
表
團
團
長
誤
記為
劉
少
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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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
史
諾
到
許
多
內
陸
地
區、
包
括
最
貧
窮
的
地
方
去
訪
問，
希
望
利
用
史
諾
作為
管
道，
告
訴
美
國
人
和
全
世
界
：
中
國 

並
沒
有
飢
荒
。
史
諾
在
結
束
訪
問
之
前，
見
過
毛
澤
東
兩
次、
周
恩
來
一
次
。
毛
澤
東
還
是
率真
、
好
客
、
友
善
，
與
二 

十
四
年
前
在
保
安
一
樣。
他
向
史
諾
談
起
大
躍
進
了
不
起
的
成
績，
尤
其
是
鋼
鐵
的
生產
量，
不
過
他
加
了
一
句，
中
國 

和
過
去
一
樣
，
依
然
是
個
「貧
窮
、
落
後
的
國
家
」。
然
而
，
他
又
說
，
對
這
一
點
不
用
焦
急，
認為

「人
們
必
須
先
認 

識
困
苦
、匱
乏
和
奮鬥
」。
他
隻
字
不
提
民眾
大
飢
荒
•，
毛
澤
東
還
講
些
黑
色
幽
默
.
•「中
國
人
基
本
上
是
吃
素
的，
肉 

類
也
吃
一
點
，
但
吃
得
不
多
。」
W史
諾
把
偉
大
的
舵
手
希
望
他
說
的
話，
向
全
世
界
宣
告
：
「我
必
須
肯
定
地
說
，
我 

在
中
國
沒
有
看
見
飢
民，
沒
有
過
去
飢
荒
那
種
現
象
…
…我
不
認為
中
國
有
飢
荒
。
」
W

當
然
，
數
以
百
萬
計、
死
於
營
養
不
良
的
中
國
人，
不
會
知
道
史
諾
說
了
什麼
。
那
些
餓肚
子
的
人
也
沒
聽
到I

九 

六
〇
年
五
月
和
一
九
六
一
年
九
月，
兩
度
訪
問
中
國
的
蒙
哥
馬
利(Bernard Law

 M
ontgom

ery)

大
元
帥
說
了
什麼
。 

蒙
哥
馬
利
和
毛
澤
東
談
過
話
後
聲
稱
：
「有
關
大
規
模
飢
荒、
數
千
人
餓
死、匱

乏
、
冷
漠
不
管
、
國
家
動盪
等
等
說 

法
，
完
全
不
實
；它
們
是
由
希
望
毛
澤
東
及
其
政
府垮
台
的
人
士
所
散
布
的謊
言。
所
有
這
些
說
法
都很
荒
謬、
甚
至
可 

能
危
險
。」
2中
國
老
百
姓
也
不
會
曉
得
毛
澤
東
一
九
六
一
年
二
月
對
法
國
社
會
主
義
領
袖
密
特
朗(pranpois M

itterrand) 

所
說
：
「我
再
重
複
說
一
遍，
中
國
沒
有
飢
荒
。」
土
追
些
話
在
國
外
一
再
傳
播。

一
直
要
到
一
九
八
〇
年，
毛
澤
東
屍
骨
已
寒
之
後，
中
國
才
正
式
承
認
大
躍
進
期
間
及
之
後，
有
許
許
多
多
人
因
飢 

荒
而
喪
生
。
中
共
中
央
總
書
記
胡
耀
邦
說，
死
者
兩
千
萬
人
.，
然
而
，
根
據
不
同
的估
算，
這
個
數
字
太
低。
比
較
符么
口 

事
實
的
數
字
是
三
千
萬
人，
或
者
甚
至
達
到
四
千
萬
人
以
上。
西
方
根
據
中
國
地
方檔
案
對
大
飢
荒
最
新
的研
究，
認為
 

死
者
人
數
至
少
四
千
五
百
萬
人，
而
某
位
中
國
異
議
作
家
著
書，
則
說
死
者
有
三
千
六
百
萬
人_。
22
光
是
四
川
一
個
省， 

一
九
五
七
年
人
口
七
千
萬
人，
每
八
個
人
有
一
個
人
死
亡.，
而
安
徽
省
和
甘
肅
省
各
有
人
口
三
千
三
百
萬
人
及
一
千
二
百 

萬
人
，
每
四
個
人
有
一
個
人
殯
命。S

大
躍
進
整
體
經
濟
損
失
達
人
民
幣
一
千
億
至
一
千
兩
百
億
元
之
間，
是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整
個
第
一
個
五
年
計
劃
期
間
資
本
投
資
的
兩
倍。
24

在
一
個
民
主
國
家，
出
現
這
樣
大
災
劫
之
後，
整
個
政
府
會
被
換
掉。
但
是
在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所
有
的
權
力
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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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黨
、
國
官
僚
，
而它
又
依
賴
軍、
警
及
相
關
的
官
僚
機
構。
黨
已
經
滲
透
到
社
會
每
個
角
落，
異
議
分
子
遭
到
迫
害。 

官
僚
出
身
自
人
民，
說
得
精
確
點，
出
身
最
低
的
社
會
階
級
——
赤
貧
農
民
、
客
家
人
，
以
及
昔
日
的
地痞
、
流
氓
和
其 

他
無產
階
級
。
但
是
這
群
官
僚
有
他
們
自
身
的
集
體
利
益，
最
關
心
的
是
如
何
保
障
他
們
自
身
的
特
權
和
權
力。
位
居
權 

力
的
頂
峰
是
一
群
曾
經
經
歷
過
一
九
二
〇
年
代
至
一
九
四
〇
年
代
階
級鬥
爭
的
「老
革
命
」。
毛
澤
東
在
一
九
六
〇
年
十 

月
告
訴
史
諾
：
「到
一
九
六
〇
年，
這
些
年
間
倖
存
者
八
百
人
左
右
…
…中
國
在
現
在
以
至
今
後
若
干
年
間，
基
本
上
是 

靠
這
八
百
人
來
進
行
管
理，
有
時
候
也
得
仰
仗
他
們
。
」25

在
這
種
情
況
下，
反
對
意
見
只
能
出
自
於
黨
內
菁
英
那
窄
小
的
階
層
內
部。
而
毛
澤
東
最
焦
慮
的
也
就
是
這
群
人
的 

情緒
，
尤
其
是
在
彭
德
懷
事
件
之
後。
飢
荒
和
經
濟
危
機
可
能
再
次
引
發
他
這
些
老
同
志
的
不
滿，
他
們
有
許
多
人
仍
死 

守
著
新
民
主
主
義
的
傾
向。

他
明
白
在
經
濟
方
面、
甚
或
政
治
方
面，
必
須
拿
出
一
些
作為
，
但
是
他
拒絕
承
認
本
身
基
本
上
犯
了
錯
誤。
他
需 

要
掌
握
主
動，
可
是
一
九
六
〇
年
整
個
春
天
和
大
半
個
夏
天，
毛
澤
東
意
志
十
分
消沉
。
一
直
要
到
八
月，
他
才
重
新
振 

作
起
來
。
這
時
候
，
政
府
內
部
已
出
現
主
張
停
止
大
躍
進
的
聲
音。
一
九
六
〇
年
七
月，
國
家
計
劃
委
員
會
主
任
李
富
春 

提
議
「調
整
、
鞏
固
、
提
高
(標
準
)」
的
新
經
濟
政
策
。
周
恩
來
支
持
他
，
又
在
這
個
提
法
上
加
了
「充
實
」
兩
個 

字
。
陳
雲
也
表
示強
烈
贊
同
此
一
政
策
。
26

毛
澤
東
明
白
他
必
須趕
快
有
所
行
動。
他
堅
持
要
調查
清
楚，
但
又
繼
續
責
怪
地
方
幹
部
造
成
飢
荒。
他
恬
不
知
恥 

地
說
：
「有
些
公
社
，
幹
部
做
得
過
頭
了 
；
他
們丟
掉
紀
律
的概
念
.，
未
經
上
級
批
准
就
實
行
平
等
主
義、搞
重
新
分 

配
。」
27
這
些
幹
部
需
要
被
好
好
調查
。

同
一
時
期
，
他
認為
大
量
的
城
市
居
民
也
應
該
動
員
起
來，
協
助
農
民
。
數
百
萬產
業
工
人
和
知
識
分
子
應
該
下
放 

到
農
村
。
大
躍
進
期
間，
由
於
農
村
勞
動
力
流
入，
中
國
的
城
市
人
口
倍
增
。
現
在
毛
澤
東
決
定，
至
少
有
一
部
分
人
應 

該
回
到
農
村
。
當
然
，
「右
派
」
和
「壞
分
子
」
也
藉
這
次
運
動
加
以清
掃
•，
許
多
人
被
下
放，
包
括
知
識
分
子
在
內， 

他
們
可
從
來
不
曾
在
農
村
工
作
過。
毛
澤
東
才
不
在
乎。
毛
主
席
訓
示
說
：
「不
論
是
幹
工
業、
交
通
運
輸
、
文教
、
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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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建
設
或
其
他
任
何
行
業，
人
每
天
都
得
吃
飯
•，
沒
有
人
沒
糧
食
就
能
活
。」
因
此
他
要
求
「採
取
所
有
有
效
措
施
」， 

擠
出
農
村
人
民
公
社
「一
切
可
以擠
出
的
勞
動
力」，
以
便
「加強
第
一
線
農
業
生產
」。
M他
的
指
示
立
刻
成為
行
動
指 

針
。
數
十
萬
城
市
人
口
被
下
放
到
農
村
工
作。

可
是
，
他
的
主
要
方
案
影
響
到
基
本
政
策。
一
九
六
〇
年
九
月，
他
要
求
中
央
政
治
局
常
委
們
以
「生產
大
隊
」
或 

二
十
多
戶
人
家
組
成
的
「生產
隊
」
作為
基
本
單
位。
人
民
公
社
只
保
留
作為
基
本
行
政
單
位，
以
及
農
村
財產
三
結
合 

制
度
之
一
環
。
這
個
制
度
出
現
在
人
民
公
社
成
立
之
後，
透
過它
，
一
部
分
生產
工
具
I

例
如
幾
乎
所
有
的
土
地
——
 

屬
於
四
、
五
萬
人
組
成
的
人
民
公
社
所
有，
而
其
他
部
分
則
由
人
數
約
六
千
人
的
生產
大
隊，
以
及
生產
大
隊
和
兩
百
多 

人
組
成
的
生產
隊
去
瓜
分。
每
一
層
的
財產
就
與
某
一
層
的
集
體
化
相
對
應。

十
一
月
初，
中
共
中
央
發
布
一
道
十
二
項
指
示，
題
目為

〈關
於
農
村
人
民
公
社
當
前
政
策
問
題
的
緊
急
指
示
信
〉， 

它
也
允
許
農
民
可
以
有
小
塊
的
私
有
地，
以
及
小
規
模
的
經
營
手
工
副
業。
周
恩
來
是
這份
文
件
的
起
草
人。
29

不
久
，
毛
澤
東
亦
以
中
共
中
央
名
義
指
示
各
省、
市
及
區
黨
委
做
好
「糾
正
五
風
」
的
工
作
。
這
五
大
錯
誤
風
氣 

即
：
共產
風
②
、
浮
誇
風
、
命
令
風
、
幹
部
特
殊
風
和
對
生產
瞎
指
揮
風。
重
點
擺
在
消
滅
「共產
風
」

。
30

毛
澤
東很
明
顯
向
右靠
，
但
他
還
是
不
考
慮
向
「溫
和
派
」
投
降
。
他
還
想
被
視為
發
動
改
革
的
人，
而
他
也
成
功 

了
。
中
共
中
央
八
屆
九
中
全
會
一
九
六
一
年
一
月舉
行
時，
通
過
了
公
社
的
改
革
方
案。
黨
撤
退
到
一
九
五
〇
年
代
中
期 

高
級
農
業
生產
合
作
社
時
期。
但
是
，
毛
澤
東很
滿
意，
因為
中
全
會
與
會
者
呼
應
他
的
主
張。

會
議即
將
結
束，
他
又
呼籲
大
家
要
做
好
調查
工
作。
他
告
訴
大
家
：
「親
眼
去
看
、
親
耳
去
聽
、
親
手
去碰
，
不 

假
他
人
…
…總
之
，
我
們
必
須
實
事
求
是
。」
他
也
溫
和
地
告
誡
中
共
中
央，
指它

「去
年
秋
天
…
…沒
有
看清
情
勢、 

沒
有抓
得
好、
沒
有
完
全
糾
正
」。
他
以
這
種
方
法
烘
托
出
他
是
新
的
調
整
政
策
的
發
起
人，
在
適
當
時
刻
掌
握
情
勢。 

毛
澤
東
宣
布
：
「一
九
六
一
年
成為
一
個
調查
年。」
他
又
說
：
「如
果
錯
了
，
不
要
氣餒
。」
M他
就
這
樣
輕
易
地躲
過 

黨
內
危
機
。

縱
使
如
此
，
他
還
是
不懂
經
濟
學。
他
一
度
坦
白
承
認
：
「經
濟
建
設
方
面
有
許
多
問
題，
我並
不
明
白。
我
也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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懂
工
業
和
商
業
•，我
只
稍
微懂
農
業，
但
也
只懂
某
個
地
步，
也
就
是
說
，
我
略
知
一
二。」
32

這
也
正
是為
什麼
他
在 

一
九
六
〇
年
春
天
意
志
十
分
消沉
，
當
時
他
終
於
明
白
飢
荒
已
釀
成
大
災
害。
雖
然
他
在
秋
天
恢
復
活
動，
他
的
情緒
還 

是很
消沉
。
他
曉
得
大
躍
進
已
經
失
敗，
但
是
他
沒
有清
晰
的
計
劃
要
如
何
糾
正
錯
誤。
若
是
回
到
新
民
主
主
義，
意
味 

著
放
棄
整
個
建
設
社
會
主
義
的
經
驗，
承
認
他
和
「溫
和
派
」
的
爭
論
錯
了
，
當
然
就丟
人、
沒
面
子
。
可
是
，
若
是
埋 

頭
直
衝
向
共產
主
義，
又
有
惹
起
全
民
怒
火
大
爆
炸
的
危
險。
他
在
一
九
六
〇
年
十
月
告
訴
史
諾
說
：
「談
到
政
策、
政 

治
指
示
、
政
治
方
法、
軍
事
事
務
和
階
級鬥
爭
等
等，你
也
曉
得
，
我
們
有
許
多
經
驗
•，但
是
談
到
社
會
主
義
建
設，
我 

們
從
來
沒
幹
過
，
我
們
仍
然
沒
有
太
多
經
驗。你
或
許
會
問
，你
們
現
在
不
是
已
經
幹
了
十
一
年
了
？
的
確
，
我
們
是 

的
。
但
是
我
們
還
是
缺
乏
經
驗，
我
們
的
經
驗
不
足，你
或
許
可
以
說
我
們
已
經
開
始
積
累
一
些
經
驗，
但它
還
是
只
有 

一
點黏
。
一

這
也
是為
什麼
他
想
到
的
第
一
件
事，
是
退
回
去
一
段
時
間，
至
少
在
往
後
七
年，
退
回
到
大
躍
進
之
前
組
織
生產
 

的
方
式
。
除
此
之
外，
他
也
根
本
不
知
道
要怎
麼
辦。
當
史
諾
問
起
他，
他
對
中
國
經
濟
發
展
有
何
長
期
計
劃
時，
毛
澤 

東
答
說
：
「我
不
知
道
。」
史
諾
大
吃
一
驚
：
「你
說
話
太
小
心
了
。」
但
是
毛
澤
東
重
申
：
「這
不
是
我
是
否
小
心
的
問 

題
，
我
是
不
知
道
.，我
們
缺
乏
經
驗呀
！
」
M

放
棄
野
心
勃
勃
的
大
躍
進
計
劃，
他
現
在
認為
中
國
在
未
來
五
十
年
不
可
能
建
立強
大
的
社
會
主
義
經
濟。
他
完
全 

不
具
熱
情
地
說
：
「要
追
上
及
超
過
最
先
進
的
資
本
主
義
國
家，
依
我
看
，
需
要
一
百
年
以
上
時
間
。」
34
一
九
六
一
年 

四
月
中
旬，
他
下
達
指
示
-
關
掉
人
民
公
社
的
公
共
食
堂，
他
認為
公
共
食
堂
已
經
成為

「致
命
的
腫
瘤
」
。35

他
意
志
消沉
，
決
定
退
到
「第
二
線
」，
讓
其
他
人
領
導
。
他
把
「調
整
、
鞏
固
、
充
實
、
提
高
」
八
字真
言
新
路 

線
交
付
給
劉
少
奇
去
執
行
；
劉
少
奇
固
然
是
「溫
和
派
」，
但
仍
然
狂
熱
地
支
持
毛
澤
東。
陳
雲
、
鄧
小
平
及
政
治
局
其 

他
委
員
要
輔
佐
劉
少
奇.，
現
在
毛
澤
東
言
談
上
開
始
以
劉
少
奇為
他
的
繼
承
人。
幾
年
之
後
，
他
解
釋
說
：
「我
負
責
的

②
編
註
：
「共
產
風」
意
指
不
承
認
各
生
產
隊
之
間
的
差
異，強
調
貧
富
拉
平
、無
償
徵
調
個
人
財
產，
實
行絕
對
的
平
均
主
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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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是
〔把
領
導
層
〕
分
工為
第
一
線
和
第
二
線。
我
們為
什麼
要
分為
第
一
線
和
第
二
線呢
？
第I

個
原
因
是
我
的
健
康 

不
太
好
〔毛
澤
東
在
這
裡耍
詐
〕•，第
二
個
原
因
是
蘇
聯
的教
訓。
馬
林
可
夫
不夠
成
熟，
史
達
林
死
前
，
他
沒
有
使
用 

過
權
力
。
每
一
次
他
一
敬
酒
，
他
〔劉
少
奇
〕
就
奉
承
、
諂
媚
。
我
要
在
我
死
前
建
立
他
們
的
聲
望
。
」

36

毛
澤
東
沒
有
停
止
出
席
大
小
會
議，
但
是
他
的
講
話
變
成
儀
式
性
質。
他
繼
續
召
集
行
政
官
員
進
行
「有
系
統
地
調 

查
和
考
察
」，
而
不
是
「走
馬
看
花
」
。
他嘮
叨
不
滿
「各
層
幹
部
仍
然
沒
有
確
切
瞭
解
社
會
主
義
」，
他
號
召
對
「〔過 

度
〕
集
體
化
的
歪
風
」
進
行鬥

爭
。
37
他
只
能
做
這麼
多
了。

這
時
候
，
全
國
各
地
紛
紛
出
現
劃
時
代
的
事
件。
安
徽
等
地
，
農
民
開
始
採
行
所
謂
的
「包產
到
戶
」
制
度
，
實
際 

上
就
是
分
配
土
地，
把
生產
責
任
分
派
給
家
庭。
他
們
和
地
方
當
局
簽
訂
協
議，
實
際
上
向
生產
大
隊
或
生產
隊
承
租
土 

地
，
答
應
在
收
成
季
節
依
穀
物
配
額
上繳
給
國
家。它
自
發
性
地
出
現
(毛
澤
東
後
來
也
說，
「突
然
間
就
冒
出
來
」}

, 

然
後
就
像
連
鎖
反
應
散
布
開
來。
M某
些
黨
的
領
導
人
不
認為
這
樣
做
有
危
險。
安
徽
省
委
第一

書
記
曾
希
聖
甚
至
還
支 

持它
。
有
些
人
認為
：
「農
民
非
常
關
心
他
們
自
己
的
利
潤。
如
果
利
潤
要
和
一
萬
個
人
分，
他
們
就
不
做
了
；
如
果
利 

潤
要
和
一
千
個
人
分，
他
們
就
做
一
點
•，如
果
利
潤
要
和
一
百
個
人
分，
他
們
就
再
多
做
一
點
•，如
果
要
和
十
個
人
分， 

他
們
會
更
認真
做
；
如
果
只跟
自
己
家
人
分，
他
們
最
認真
。
」39

當
然
黨
裡
面
沒
有
人
會
想
把
土
地
分
給
農
民
當
作
私
有
財產
。
小
塊
地
只
分
配
作為
短
期
利
用，
甚
至
也
不
是
到
處 

這麼

辦
。
正
因為
如
此，
難
怪
安
徽
省
委
第
一
書
記
認為
這
是
暫
時
的
權
宜
之
計，
不
會
傷
害
社
會
主
義，
只
是為
了
解 

決
短
期
的
飢
荒
問
題。
到
了
一
九
六
一
年
仲
夏，
安
徽
省
百
分
之
五
的
土
地
由
個
體
戶
農
民
家
庭
耕
作
。
40

許
多
中
央
領
導
人
對
安
徽
的
創舉
頗
有
正
面
反
應。
陳
雲
憤
怒
地
說
：
「農
民
已
經
有
了
怨
言
說
：
『蔣
介
石
手
裡 

受
難
，
吃
飯
；
毛
澤
東
手
裡
享
福，
吃
粥
。』
這
說
明
農
民很
不
滿
意。
農
民
分
到
了
田
，
自
然
有
了
乾
飯
吃
。」
W毛 

澤
東
會怎
麼
想
？
沒
有
關
係
，
不
論
社
會
主
義
或
資
本
主
義，
只
要
經
濟
發
展、
人
民
日
子
過
得
舒
服，
不
就
行
了嗎
？ 

劉
少
奇
在
一
個
月
前
似
乎
還
是
狂
熱
支
持
毛
澤
東，
現
在
，
從
毛
澤
東
的
角
度
來
看，
竟
做
出
最
不
受
歡
迎
的
結 

論
。
他
回
湖
南
老
家
寧鄉
縣
考
察
後
回
到
北
京，
於
一
九
六
一
年
五
月
中
央
工
作
會
議
上
說
：
「湖
南
農
民
有
一
句
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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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們
說
是
『三
分
天
災
，
七
分
人
禍
』
…
…從
全
國
範
圍
講
，
有
些
地
方
，
天
災
是
主
要
原
因
-
但
這
恐怕
不
是
大
多 

數
•，在
大
多
數
地
方，
我
們
工
作
中
間
的
缺
點
錯
誤
是
主
要
原
因。」
他
又
說
：
「有
的
同
志
講
，
這
還
是
一
個
指
頭
和 

九
個
指
頭
的
問
題。
現
在
看
來
恐怕
不
只
是
一
個
指
頭
的
問
題。
總
是
九
個
指
頭、
一
個
指
頭，
這
個
比
例
關
係
不
變， 

也
不
完
全
符
合
實
際
情
況
。」
42

這
句
話
明
顯
就
是
攻
擊
毛
澤
東，
因為
人
人
都
曉
得
毛
主
席
最
愛
用
「九
個
好
手
指 

頭
、
一
個
壞
手
指
頭」
的
原
則
來
比
較
成
敗
功
過，
而
且
他
也
拿
這
個
說
法
比喻
過
大
躍
進。
但
是
劉
少
奇
克
制
不
住
自 

己
。
回
老
家
一
看，真
的
令
他
十
分
震
驚
。
劉
少
奇
花
了
四
十
天
時
間，
深
入
瞭
解
當
地
狀
況
。
在
他
離
開
前，
向
老
家 

村
子
的
農
民
話
別
時，
他
掩
抑
不
住
心
中
的
難
過。
他
說
：
「我
已
經
四
十
年
沒
有
回鄉
，
我
非
常
盼
望
回
來瞧
瞧
這
裡 

的
情
況
。
現
在
我
回
來
了，
也
看
到鄉
親
的
日
子
過
得
非
常
辛
苦。
我
們
的
工
作
表
現
太
差
了
.，請
原
諒
我
們
！
」
43 

這
次
會
議
上，
鄧
小
平
支
持
劉
少
奇。
其
他
許
多
人
也
同
樣
傾
向
於
劉
少
奇。
毛
澤
東
沒
料
到
會
有
這
一
記
重
擊， 

相
當尶
尬
。
輪
到
他
發
言
時，
毛
澤
東
承
認
錯
誤
。
「現
在
我
們
遭
到
報
應
了
。
土
地
不
肥
、
人
畜
憔
疲
。
報
應
是
衝
著 

過
去
三
年
的
政
策
而
來
。
是
誰
之
過
？
中
央
和
我
要
負
最
大
的
責
任。
我
負
主
要
責
任
。」
44
他
還
說
，
有很
長
一
段
時 

間
，
他
「不懂
如
何
在
中
國
建
設
社
會
主
義
」。
M有
一
段
時
期
，即

|

九
六
一
年
中
期
，
毛
澤
東
甚
至
預
備
承
認
安
徽 

經
驗
，
但
時
間為
期
不
久。

他
意
氣
十
分
消沉
。
他
對
他
的
私
人
醫
生
說
：
「中
國
共產
黨
裡，
好
人
早
都
死
完
了
。
現
在
剩
下
的
都
是
些
行
屍 

走
肉
。」
但
是
他
在
罕
有
的
坦
白
時
刻
也
說
：
「我
們
要
的
是
社
會
主
義，
要
的
是
公
有
制
。
現
在
農
田
生產
上
有
困 

難
，
我
們
可
以
讓
一
步，
但
是
這並
不
是
我
們
的
方
向
。
」

46

黨
內
的
反
對
派
勢
力
日
益
上
升。
針
對
毛
澤
東
的
間
接
批
評
也
持
續
擴
散，
他
再
次
感
覺
到
有
若
多
年
前
在贛
南
陷 

入
孤
立
無
援
之
境
。
他
又
覺
得
想
要甩
開
一
切，
遁
入
山
中
。
讓
他
們
派
人
來
求
我
回
去吧
！

毛
澤
東
和
蒙
哥
馬
利
大
元
帥
第
二
次
見
面
時，
提
到
死
亡
這
個
話
題。
毛
澤
東
此
時
六
十
九
歲，
客
人
虛
長
幾
歲， 

已
經
七
十
五
-
但
毛
澤
東
不
管
禮
數，
大
談
死
亡
。
他
說
，I

個
人
隨
時
隨
地
都
有
可
能
因
種
種
原
因
死
亡，
但
他
覺
得 

自
己
最
有
可
能
是
因
病
而
死。
他
告
訴
蒙
哥
馬
利
說，
中
國
民
間
傳
說，
七
十
三
歲
和
八
十
四
歲
是
兩
個
重
要
關卡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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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
人
若
能
熬
過
這
些
關卡
-
就
可
以
長
命
百
歲。
毛
澤
東
說
，
他
本
身並
不
想
活
超
過
七
十
三
歲。
他
預
備
去
「見
馬
克 

思J 
,因為

「有
太
多
事
要
和
馬
克
思
討
論
」。
他
又
提
到
劉
少
奇
是
他
的
接
班
人。
47

一
九
六
一
年
下
半
年，
毛
澤
東
的
情緒
一
直很
陰沉
，
時
序
進
入
一
九
六
二
年
也
不
見
改
善。
一、
二
月
間
召
開
的 

中
央
擴
大
工
作
會
議，
他
遭
遇
到
近
來
最
嚴厲
的
批
評。
全
國
各
地
來
了
七
千
多
人
參
加
會
議，
難
怪
有
些
人
發
言
「太 

過
火
」，
尤
其
是
有
政
治
局
委
員
帶
頭
定
調
子
。
彭真
提
起
高
級
領
導
人為
大
躍
進
失
敗
個
人
應
負
什麼
責
任
這
個
題 

目
，
建
議
責
任
應
由
中
央
委
員
會
承
擔，
主
席
、
劉
少
奇
和
政
治
局
其
他
常
委
若
有
責
任，
也
不
要
推諉
。
他
又
說
： 

「毛
主
席
的
威
信
不
是
聖
母
峰
，
也
是
泰
山
，
拿
走
幾噸
土 
-還
是
那麼
高
；
是
東
海
的
水
，
拉
走
幾
車
，
還
有
那麼
 

多
…
…如
果
毛
主
席
的
百
分
之
一、
千
分
之一

的
錯
誤
不
檢
討，
將
給
我
們
黨
留
下
惡
劣
影
響
。
」

48

毛
澤
東
應
該
要
怪
自
己。
他
在
挑
選
領
導
幹
部
時
應
該
更
加
小
心。
他
決
定
向
人
人
挑
戰
之
後，
就
先
把
民
主
集
中 

制
和
自
我
批
評
——
這
是
中
國
共產
黨
評估
黨
員
是
否
忠
誠
的
標
準
伎
倆
——
納
入
大
會
議
程
。
他
的
用
意
是
測
試
同
志 

的
可靠

度
，
讓
他
們
有
機
會
「出
出
氣
」
。
他
希
望
再
次
借
用
百
試
不
爽
的
「百
花
齊
放
」
手
法
「引
蛇
出
洞
」。
差
別 

是
，
這
次
是
用
在
黨
內
。

劉
少
奇
石
破
天
驚
的
一
番
發
言，
大
出
他
的
意
料
。
劉
少
奇
一
開
口
就
說
：
「過
去
我
們
經
常
把
缺
點、
錯
誤
和
成 

績
-
比
之
於
一
個
指
頭
和
九
個
指
頭
的
關
係。」
他
重
複
了
造
成
經
濟
危
機
的
主、
客
觀
因
素
之
間
不
利
關
係
的
結
論， 

然
後
他
說
：
「現
在
恐怕
不
能
到
處
這
樣
套。
有
一
部
分
地
區
還
可
以
這
樣
講。」
這
時
候
毛
澤
東插
嘴
說
：
「這
種
區 

域很
少嘛
。」
但
是
劉
少
奇
繼
續
說
下
去
：
「全
國
總
起
來
講，
缺
點
和
成
績
的
關
係，
就
不
能
說
是
一
個
指
頭
和
九
個 

指
頭
的
關
係，
恐怕
是
三
個
指
頭
和
七
個
指
頭
的
關
係。」

毛
澤
東
不
高
興，
但
是
劉
少
奇
沒
住
口
。
他
指
出
：
「還
有
些
地
區
-
缺
點
和
錯
誤
不
止
是
三
個
指
頭
。」
49
據
一 

位
目
擊
者
說
，
劉
少
奇
的
發
言
使
得
毛
澤
東
十
分
掃
興
。
50

這
時
候
，
地
方
代
表
加
入
戰
局
。
有
人
說
，
主
觀
主
義
是
主
要
問
題，
已
經
鬧
了
好
幾
年
。
也
有
人
質
疑
毛
澤
東
所 

謂
缺
失
是
因
經
驗
不
足
的
論
點。
人
人
都
曉
得
在
完
成
第
一
個
五
年
計
劃
期
間，
中
國
共產
黨
也
相
當
欠
缺
經
驗。
好
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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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
黨
幹
部
尖
銳
地
問
：
「那
時為
什麼
不
像
現
在
有
這麼
多
問
題呢
？
」
M

你
要
毛
澤
東怎
麼
答
？
他
只
能
說
要
怪
就
怪
他。
他
說
：
「凡
是
中
央
犯
的
錯
誤，
直
接
的
歸
我
負
責，
間
接
的
我 

也
有份
，
因為
我
是
中
央
主
席
。」
他
雖
然
也
承
認
對
經
濟
學
是
門
外
漢，
還
需
要
學
習
，
但
他
的
自
我
批
評
就
這麼
 

多
。
毛
澤
東
把
火
燒
向
黨
的
其
他
領
導
人，
用
他
的
話
說
，
這
些
人
「有
了
錯
誤
，
自
己
不
講
，
又怕
群眾
講
」。
他
警 

告
這
些
人
「越怕
，
就
越
有
鬼
…
…不
負
責
任，怕
負
責
任，
不
許
人
講
話，
老
虎屁
股
摸
不
得，
凡
是
採
取
這
種
態
度 

的
人
，
十
個
就
有
十
個
要
失
敗
」。
他
甚
至
還
和
與
會
代
表
逗
趣.
•「你
老
虎屁
股真
是
摸
不
得嗎
？
」
他
又
說
：
「我
在 

這
個
講
話
裡
批
評
了
一
些
現
象，
批
評
了
一
些
同
志，
但
是
沒
有
指
名
道
姓
…
…你
們
自
己
心
裡
有
數
。
」
U

大
家
都
笑
了
，
不
過
有
許
多
人
可
笑
不
出
來。
主
席
說
完
話
後，
許
多
領
導
人
展
開
自
我
批
評，
但
只
有
少
數
人
熱 

切
地
支
持
毛
澤
東
的
講
話，
林
彪
是
其
中
之
一。
林
彪
說
，
他
「深
深
感
覺
到
，
我
們
的
工
作搞
得
好
一
些
的
時
候，
是 

毛
主
席
的
思
想
能夠
順
利
貫
徹
的
時
候，
毛
主
席
的
思
想
不
受
干
擾
的
時
候。
如
果
毛
主
席
的
意
見
受
不
到
尊
重，
或
者 

受
到很
大
的
干
擾
的
時
候，
事
情
就
要
出
毛
病
。
我
們
黨
幾
十
年
來
的
歷
史，
就
是
這麼

一
個
歷
史
。」
根
據
這
個
邏 

輯
，
林
彪
解
釋
大
躍
進
會
出
錯
是
因為

「我
們
沒
有
聽
毛
主
席
的
警
告
」。
毛
澤
東
老
家
的
地
委
書
記、
能
幹
的
華
國
鋒 

也
發
表
了
奉
承
主
席
的
談
話。
毛
澤
東
一
九
五
九
年
回
韶
山
就
注
意
到
這
個
年
輕
人，
印
象
極
佳
。
現
在
他
更
喜
歡
他 

了
。
但
是
，
林
彪
這
席
話
是
治
癒
他
心
靈
創
傷
的
膏
藥
。
其
實
這並
不
意
外，
因為
林
彪
的
演
講
稿
事
先
已
經
過
他
修

潤
。
53偉

大
的
舵
手
對
其
他
大
多
數
人
的
發
言
都很
不
爽，
因
此
對
這
些
副
手
愈
來
愈
失
望。
他
疲
倦
了
、
看
來
蒼
老
了
許 

多
。
政
治
局
的
氣氛
令
他
不
快。
二
月
八
日，
也
就
是
七
千
人
大
會
落
幕
次
日，
他
把
日
常
事
務
交
付
給
劉
少
奇，
就
離 

開
北
京
，
打
算
有
一
段
長
時
間
不
回
來。
他
要瞧
瞧
這
些傢
伙
怎
麼
處
理
國
家
大
事。
當
然
，
他
沒
把
他
們
當
作
敵
人， 

但
是
他
對
他
們
的
憤
恨
日
益
上
升。
他
故
意
交
出
權
力、
退
居
「第
二
線
」，
以
便
在
他
死
前
增強
他
們
在
國
內
的
影
響 

力
，
可
是
現
在
事
事
都
「背
道
而
馳
」。
54
讓
他
們
去
嘗
嘗
苦
頭吧
！

同
一
天
夜
裡，
劉
少
奇
召
集
大
家舉
行
工
作
會
議，
檢
討
國
家
經
濟
情
勢。
預
算
赤
字
超
過
人
民
幣
三
億
元，即
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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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
氣
地
說
，
前
途
也
是
多
艱
。
陳
雲
在
政
治
局
委
員
心
目
中
是
公
認
的
經
濟
專
家，
負
起
擬
定
對
付
局
勢
具
體
方
案
的
職 

責
。
兩
週
之
後
他
提
出
的
計
劃，
本
質
上
就
是
降
低
城
市
人
口、
大
幅
精
簡
軍
隊
及
行
政
官
僚，並
把
經
濟
建
設
的
重
心 

從
工
業
轉
向
農
業
。
他
最
多
只
能
走
到
這
裡，
其
中並
沒
有
激
進
的
主
張。
劉
少
奇
警
告
說，
如
果
領
導
當
局
不
迅
速
採 

取
具
體
措
施
以
改
善
糧
食
狀
況，
中
國
可
能
已
瀕
臨
內
戰
邊
緣。
他
們
全
都
承
認
經
濟
情
勢
嚴
峻
至
極。
M

同
時
，
住
到
杭
州
去
的
毛
澤
東
也
在
療
傷。
二
月
二
十
五
日，
他
指
示
秘
書
田
家
英
組
織
一
個
小
組
-到
劉
少
奇
最 

近
去
過
的
湖
南
各
地
去
調查
。
他
們
也
奉
命
去
韶
山
，
以
及鄰
近
的
唐
家坨
(毛
澤
東
母
親
的
出
生
地
)，
和鄉
親
談 

談
、
評估
情
勢
。
劉
少
奇
聲
稱
毛
主
席
本
人
應
該為
大
躍
進
失
敗
負
首
要
責
任，
令
毛
澤
東很
煩
惱
。
他
要
駁
斥
這
個讕
 

言
。
田
家
英
比
任
何
人
都
更
合
適
擔
當
這
項
任
務。
毛
澤
東
還
記
得
一
九
六
一
年
三
月
首
次
派
田
家
英
到
安
徽
調查
包產
 

到
戶
制
度
，
他
回
來
後
痛
批
此
一
創
新
制
度
不
人
道，
因為
它
完
全
不
考
量
孤
兒、
寡
婦
的
地
位
。
包產
到
戶
制
度
如
果 

推
行
到
全
國
，
要
置
孤
兒、
寡
婦
於
何
地
？
毛
澤
東
這
位
心
地
善
良
的
秘
書
想
到
就
極為
痛
心。
M現
在
他
奉
命
搜
集
材 

料
，
以
便
主
席
能
駁
斥
他
的
副
手。

到
了
湖
南
後，
田
家
英
聽
到
農
民
的
傾
訴，
大為

震
驚
。
他
們
大
多
數
詛咒
大
躍
進、
稱
讚
包產
到
戶
制。
有
些
人 

甚
至
希
望
回
到
新
民
主
主
義
時
期
。
田
家
英
沒
有
辦
法，
只
能
一
五I

十
統
統
向
毛
主
席
報
告
。
毛
澤
東
苦
笑
地
說
： 

「我
們
是
要
走
群眾
路
線
的，
但
有
的
時
候，
也
不
能
完
全
聽
群眾
的，
比
如
要搞
包產
到戸
就
不
能
聽。
」57

田
家
英
也
拜
訪
過
陳
雲
和
劉
少
奇，很
欣
慰
他
們
和
農
民
站
在
同
一
邊。
鄧
小
平
也
支
持
包產
到
戶
制
度。
劉
少 

奇
、
鄧
小
平
和
陳
雲
整
個
春
天
煞
費
苦
心
要
恢
復
經
濟。
由
於
包產
到
戶
制
度
推
廣
到
各
地，
情
勢
慢
慢
有
了
改
善。
到 

了
一
九
六
二
年
夏
天，
全
國
大
約
兩、
三
成
土
地
交
給
農
民
自
行
耕
作。
％這
已
經
足
以
使
國
家
逐
漸
克
服
嚴
重
的
糧
食 

危
機
。
一
九
六
一
年，
穀
物
生產
量
增
加
四
百
萬噸
，
一
九
六
二
年
又
增
加
一
千
二
百
五
十
萬_
。
劉
少
奇
、
鄧
小
平 

和
陳
雲
的
結
論
是
，
若
非
農
民
家
庭
普
遍
分
田
耕
作，
經
濟
不
可
能
穩
定
增
長
。
陳
雲
在
這
方
面
特
別
激
進
。
他
說
： 

「這
是
非
常
時
期
的
非
常
辦
法，
叫
『分
田
到
戶
』
也
好
，
叫
『包產
到
戶
』
也
好
…
…
國
家
遇
到
了
如
此
大
的
天
災
人 

禍
，
必
須
發
動
全
體
農
民
按
照
〈國
際
歌
〉
詞
中
『全靠
我
們
自
己
』
的
話
辦
，
盡
快
恢
復
生產
。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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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
少
奇
和
鄧
小
平
支
持
陳
雲。
鄧
小
平
甚
至
還
引
用
四
川
和
安
徽
的
一
句
俗
諺
：
「不
管
黃貓
黑貓
，
只
要
捉
住
老 

鼠
就
是
好貓
。」
H周
恩
來
也
不
反
對
。
中
共
中
央
農
村
工
作
部
部
長
鄧
子
恢
全
力
推
動
包產
到
戶
制
度。

甚
且
，
劉
少
奇
和
鄧
小
平
在
三
月
間
已
著
手為
在
一
九
五
〇
年
代
末
期
整
風
運
動
被
打為
所
謂
右
派
分
子
的
數
十
萬 

人
爭
取
平
反
。
劉
少
奇
寫
信
給
公
安
部
部
長
說
：
「從
一
九
五
九
年
以
來，
有
許
多
地
方
公
安
機
關，
甚
至
公
社
大
隊
等 

用
長
期
拘
留、
長
期
勞
改、
勞教
等
方
式，
實
際
上
逮
捕
了
許
多
人，
餓
死
和
折
磨
死
了 
一
些
人
…
…
一
九
六
一
年，
這 

種
情
況
還
沒
有
完
全
停
止。
去
年
我
在
湖
南
就
還
看
見
這
種
情
況。你
們
應
該
嚴
格
地
檢查
、
揭
露
、
批
判
和
糾
正
這
種 

違
法
的
情
況
。」
&劉
少
奇
和
鄧
小
平
都
不
敢
提
平
反
彭
德
懷
和
他
的
「同
黨
」。
這
些
人
太
重
要。
他
們
成
功
地
平
反
了 

三
千
五
百
多
個
基
層
右
派
分
子
。®

田
家
英
因為
得
到
劉
少
奇
及
其
他
領
導
人
的
支
持，
膽
氣
大
壯
，
他
向
毛
澤
東
報
告
說，
如
果
允
許
農
民
選
擇，
加 

入
包產
到
戶
制
度
的
農
民
家
庭很
快
就
會
增
加
到
四
成，
只
剩
六
成
家
庭
會
留
在
合
作
社
裡。
他
又很
小
心
地
補
了
一 

句
，
日
後
生產
恢
復
之
後，
或
許
可
以
再
把
農
民
導
回
集
體
化。
毛
澤
東
平
靜
地
問
話
：
「是你
個
人
意
見，
還
是
有
其 

他
人
的
意
見
？
」
田
家
英
答
說
：
「是
個
人
意
見
。」
64
他
不
想
出
賣
劉
少
奇
和
陳
雲。
但
是
毛
澤
東很
清
楚
背
著
他
發 

生
了
什麼
事
。
他
明
白
，
「溫
和
派
」
向
他
展
示
的
效
忠
只
是
表
面
工
夫。
他
現
在
決
定
對
黨
內
反
對
派
給
予
粉
碎
性
的 

當
頭
一
棒
，
讓
他
們
無
法
再
興
風
作
浪。

他
在
一
九
六
二
年
七
月
初
回
到
北
京，
立
刻
召
見
劉
少
奇、
周
恩
來
、
鄧
小
平
和
田
家
英。
他
也
要
《紅
旗
》
雜
誌 

主
編
陳
伯
達
到
場
，
曉
得
陳
伯
達
一
向
都
支
持
他
。
毛
澤
東
痛
罵
包產
到
戶
制
度，
指
示
陳
伯
達
起
草
一份
中
央
決
議 

文
，
要強
化
人
民
公
社
的
集
體
經
濟。
&陳
雲
沒
有
參
加
這
次
會
議。
毛
澤
東
先
前
已
見
過
陳
雲，
表
達
了
他
痛
恨
分
地 

的
計
劃
。
陳
雲
後
來
回
憶
說
：
「毛
澤
東
同
志很
生
氣。
」
M

毛
澤
東
的
副
手
全
部
退
讓
。
陳
雲
稱
病
不
出
。
鄧
小
平
前
一
天
才
在
共青
團
會
議
講
話，
重
提
他
的
「黃貓
黑貓
」 

論
，
緊
急
打
電
話
請
共青
團
中
央
第
一
書
記
把
他
這
句
話
從
速
記
記
錄删
掉。
67

謹
言慎
行
的
周
恩
來
照
舊
支
持
毛
澤
東。
偉
大
的
舵
手
說
，
周
恩
來
已
經
從
一
九
五
六
至
五
七
年
反
對
「鼓
足
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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勁
、
力
爭
上
游
」
學
到教
訓
。®
劉
少
奇
也
試
圖
改
變
路
線
•，他
在
毛
澤
東
「澆
冷
水
」
過
後
幾
天
，
立
刻
開
始
熱
切為
 

集
體
化
財產
辯
護。
七
月
十
八
日，
中
共
中
央
下
達
通
令，
禁
止
再
宣
傳
包產
到
戶
制
度。
69

毛
澤
東
怒
氣
不
止。
他
一
再
召
見
劉
少
奇
和
周
恩
來，
對
他
們
發
脾
氣
。
有
位
中
央
領
導
人
當
時
在
日
記
寫
下
： 

「我
覺
得
事
態很
嚴
重
！
十
分
不
安
！
」
他
在
這
句
話
邊
上
還畫
線強
調
。
70

毛
澤
東
痛
批
陳
雲
、
鄧
子
恢
、
田
家
英
和
其
他
幹
部
。
他
怒
斥
：
「你

們
贊
成
社
會
主
義
，
還
是
贊
成
資
本
主 

義
？……

現
在
有
人
主
張
在
全
國
範
圍
內搞
包產
到
戶，
甚
至
分
田
到
戶
。
共產
黨
來
分
田
？
」
n

從
七
月
底
到
八
月
底，
毛
澤
東
又
召
開
中
央
工
作
會
議，
痛
罵
已
經嚇
得
半
死
的
各
級
幹
部。
他
語
帶
威
脅
地
說
： 

「你
們
已
經
壓
迫
我很
久
了。
從
一
九
六
〇
年
算
起
，
那
就
是
兩
年
多
了
。
我
也
可
以
壓
迫你
們
回
去。」
72

他
怒
氣
沖
沖 

痛
罵
說
：
「有
些
人
陷
入
意
識
型
態
混
亂
；
他
們
迷
了
路、
失
去
信
仰
。
要
不
得
！
」
他
在
這
次
會
議
首
次
提
到
社
會
主 

義
社
會
也
有
敵
對
的
階
級，
以
階
級
的
角
度
詮
釋
黨
內
的
意
見
分歧
。
這
使
得
他
的
講
話
具
有
相
當
不
祥
的
意
味。

毛
澤
東
顯
然
達
成
他
的
目
標
•.讓
聽
到
他
講
話
的
人
心
生
畏
懼。
在
他
和
「溫
和
派
」
的鬥

爭
中，
他
似
乎
也
走
到 

最
極
端
了
。
現
在
他
們
全
是
他
的
階
級
敵
人，
和
他
們
算
帳
只
是
時
間
遲
早
的
事
情。
他
要
警
告
那
些
騎
牆
派，
主
張
包 

產
到
戶
制
度
和
其
他
「資產
階
級
事
物
」
是
一
條
十
分
危
險
的
道
路。

他
不
敢
相
信
其
他
共產
黨
員
竟
然
看
不
到，
包產
到
戶
制
會
造
成
「兩
極
分
化，
貪汙
盜
竊，
投
機
倒
把
，
討
小
老 

婆
，
放
高
利
貸
。
一
邊
富
裕，
而
軍
、
烈
、
工
、
幹
四
屬
，
五
保
戶
這
邊
就
要
貧
困。
赫
魯
雪
夫
還
不
敢
公
開
解
散
集
體 

農
場
。」
毛
澤
東
的
結
論
是
：
「反
革
命
依
然
存
在。」
他
甚
至
認為
，
「中
國
共產
黨
若
是
繼
續
迎
合
其
陣
營
內
的
資產
 

階
級
，它
不
無
可
能
被
推翻
。」
他
抑
鬱
寡
歡
地
認為
：
「人
民
如
果
太
挑
剔，
革
命
就
有
必
要
。
」P

他
是
經
過
長
期
思
考
才
得
出
這
些
結
論，
不
管
受
到
近
來
發
生
在
中
國
國
內
及
中
共
黨
內
事
件
的
影
響，
也
受
到
國 

際
局
勢
日
益
緊
張
的
影
響。
造
成
他
會
有
這
些
觀
點，
有
一
項
重
要
因
素，即

中
、
蘇
分
裂
。
當
然
，
毛
澤
東
怪
罪
到
蘇 

共
領
導
人
身
上
；
他
認為
蘇
共
已
經
墮
落，
或
者
說
得
更
精
確
一
點，
已
經
走
上
資產
階
級
改
造。
這
就
是
赫
魯
雪
夫
會 

有
兩
種
制
度
和
平
共
處、
在
現
階
段
有
可
能
避
免
戰
爭、
從
資
本
主
義
向
社
會
主
義
和
平
過
渡
等
等
「修
正
主
義
」
觀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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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源
頭
。
這
也
說
明
了為
何
赫
魯
雪
夫
和
美
國
帝
國
主
義
及
印
度
「反
動
派
」
眉
來
眼
去
。
他
向
參
加
工
作
會
議
的
幹
部 

宣
稱
：
「蘇
聯
到
現
在
幾
十
年，
還
有
修
正
主
義，為
國
際
資
本
主
義
服
務，
實
際
是
反
革
命
…
…
資產
階
級
有
可
能
復 

辟
。
這
正
是
蘇
聯
的
狀
況
。
」74

這
樣
的
說
法
扼
殺
了
與
蘇
共
改
善
關
係
的
任
何
希
望。
在
毛
澤
東
頭
腦
裡，
中
國
若
不
永
久剷
除
資
本
主
義
的
根 

苗
，
明
天
的
中
國很
可
能
就
是
今
天
的
蘇
聯
這
副
模
樣。
一
九
六
二
年
八
月，
他
批
准
一
項
大
規
模
宣
傳
攻
勢、抨
擊 

「蘇
修
」
(蘇
聯
修
正
主
義
)，
其
中
心
主
題
就
是
：
蘇
聯
全
面
追
求
物
質
福
祉，
已
經
完
全
熄
滅
了
群眾
的
革
命
熱
情。 

從
此
以
後，
與
蘇
共
決
裂
已
經
無
可
避
免。

工
作
會
議
之
後，
中
共
中
央
旋即
進
行
八
屆
十
中
全
會，
毛
澤
東
也
提
起
中
國
共產
黨
或
許
墮
落
的
可
能
性。
可 

是
，
這
一
次
他
沒
有
大
發
雷
霆，
甚
至
寬
宏
大
量
地
表
示
：
「犯
了
錯
誤
的
同
志，
只
要
認
識
錯
誤，
回
到
馬
克
思
主
義 

的
立
場
方
面
來，
我
們
就
與你
團
結
…
…不
採
取
殺
頭
的
辦
法。」

既
然
已
經
把
反
對
派
逼
到
牆
角，
他
再
次
感
到
掌
控
全
局。
現
在
所
要
做
的
就
是
創
造
一
個
過
分
緊
繃
的
氣氛
，教
 

育
幹
部
要
有
「反
修
」
精
神
，
在
他
所
選
擇
的
時
機
對
所
有
的
「敵
人
」
施
以
致
命
一
擊
。
他
說
：
「現
在
可
以
肯
定， 

社
會
主
義
國
家
有
階
級
存
在。」

被
推翻
了
的
階
級
還
是
長
期
存
在
的，
甚
至
要
復辟
.
.
社
會
主
義
國
家
也
可
能
出
現
這
種
反
覆
。如
南
斯
拉
夫
就

變
質
了，
是
修
正
主
義
了，
由
工
人
、農
民
的
國
家
變
成
一
個
反
動
的
民
族
主
義
分
子
統
治
的
國
家
。我
們
這
個
國 

家
就
要
好
好
掌
握
、好
好
認
識
、好
好研
究
這
個
問
題
。要
承
認
階
級
長
期
存
在，
承
認
階
級
與
階
級鬥
爭，
反
動 

階
級
可
能
復辟
……
所
以
我
們
從
現
在
起
就
必
須
年
年
講，
月
月
講，
天
天
講，
開
大
會
講，
開
黨
代
會
講，
開
全 

會
講
，
開
一
次
會
就
講，
使
我
們
對
這
個
問
題
有
一
條
比
較清
醒
的
馬
克
思
列
寧
主
義
的
路
線。
75

這
成為
他
講
話
的
主
題。
十
中
全
會
之
後，
毛
澤
東
發
動
「反
修
防
修
」
(反
對
國
外
修
正
主
義、
防
止
國
內
修
正
主
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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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運
動
。它
是
社
會
主
義
群眾
運
動
的
一
環。

農
村
成為
這
項
運
動
的
主
要
場
所。
由
於
包產
到
戶
制
度，
毛
澤
東
認為
，
農
村
是
復辟
威
脅
會
發
生
的
地
方。
但 

是
城
市
居
民
也
是
運
動
的
目
標。
不
論
各
省
或
中
央，
每
個
地
方
都
必
須摒
棄
唯
利
是
圖，
以
道
德
和
革
命
的
激
勵
取
代 

物
質
的
激
勵
。
毛
澤
東
相
信，
唯
有
如
此，
受
到
鼓
舞
的
人
民
才
能
「移
山
」。

他
的
貼
身
圈
子
完
全
接
受
他
的
想
法，
尤
其
是
江青
。
江青
明
白，
唯
有
無
條
件
效
忠
毛
澤
東，她
才
能
保
有
主
席 

夫
人
的
地
位，
他
早
已
沒
把她
當
作
女
人
看
待。
一
九
六
二
年
九
月
底，
毛
澤
東
首
度
允
許她
進
入
政
治
圈，
讓她
掌
管 

文
化
界
。
江青
熱
切
地
承
擔
起
新
角
色，
就
像
易
卜
生
筆
下
的
娜
拉，
決
心
對
資產
階
級
社
會
奮
力
一
擊。她
的
目
標
是 

把
「腐
敗
」
的
文
學
、
「墮
落
」
的
藝
術
完
成
全
面
革
命
改
造。

康
生
又
如
同
延
安
時
期
一
樣，
受
到
毛
澤
東
的
倚
重。
毛
澤
東
分
派
給
他
審查
幹
部
的
任
務。
毛
澤
東
也
依
賴
狂
熱 

忠
誠
的
陳
伯
達
。
主
席
不
論
說
了
什麼
荒
誕
不
經
的
話，
陳
伯
達
都
能
替
他找
出
馬
克
思
主
義
的
根
據。
他
在
上
海
也
有 

一
些
忠
心
的
助
手，
例
如
柯
慶
施，
毛
澤
東
在
一
九
五
八
年
一
度
考
量
要
提
拔
他
當
國
務
院
總
理。

一

九
六
五
年
初，
柯 

慶
施
被
派為
周
恩
來
的
副
總
理，
但
是
這
個
反
右
戰
士
不
久即
因胰
臟
癌
而
去
世。
但
是
柯
慶
施
的
人
馬
仍
在
上
海。
其 

中
有
兩
個
幹
練
的
「筆
桿
子
」
：
一
個
是
四
十
八
歲
的
張
春
橋，
上
海
市
委
負
責
宣
傳
的
書
記
；另
一
個
是
三
十
四
歲
的 

姚
文
元
，
上
海
《解
放
日
報
》
的
編
輯
。

周
恩
來
雖
然
過
去
反
對
毛
澤
東，
現
在卻
展
現
無
我
地
效
忠
毛
主
席。
周
恩
來
一
定很
高
興
領
袖
的
不
爽
全
針
對
劉 

少
奇
及
他
的
助
手
而
去。
他
和
劉
少
奇
因為
互
相
爭
寵、
嫉妒
，
素
來
不
和
。
兩
人
都
想
在
毛
澤
東
之
下
爭搶
第
二
把
交 

椅
。
有
時
候
他
們
的
敵
對
像
兒戲
。
史
達
林
以
前
派
在
中
國
的
代
表
伊
凡
•柯
瓦
列
夫
回
憶
說
：
「周
恩
來
和
劉
少
奇
的 

確
互
相
看
不
順
眼
…
…其
實
有
點
滑
稽
：
如
果
宴
會
上
我
向
毛
澤
東
敬
酒
後，
先
敬
劉
少
奇，
周
恩
來
就
拂
袖
而
去
；
反 

之
，
敬
完
毛
澤
東，
若
是
先
敬
周
恩
來，
劉
少
奇
也
會
不
高
興
。
」

76

毛
澤
東
團
隊
裡，
人
人
有
固
定
位
置。
第
一
號
主
將
是
國
防
部
長
林
彪。
自
從
一
九
五
〇
年
代
末
期
起，
他
就
把
軍 

隊
打
造
成
「毛
澤
東
思
想
的
學
校
」。
一
九
六
一
年，
軍
方
報
紙
《解
放
軍
日
報
》
開
始
每
天
在
報
紙
刊
頭
下
刊
載
一
則



5 1 5 第 三 十 一 章 飢 荒 與 恐 懼

毛
主
席
語
錄
。
士
兵
奉
令
剪
下
這
些
方
塊，
整
理
自
己
的
毛
語
錄，
然
後
認真
研
讀。
一
九
六
四
年
一
月，
解
放
軍
總
政 

治
部
首
次
印
發
油
印
本
的
語
錄
；
這
本
紅
小
書
在
中
國
被
稱為

「紅
寶
書
」，
兩
百
則
語
錄
，
編為

二
十
三
章
。
到
了
一 

九
六
四
年
五
月
，
又
出
一
本
增
訂
版
，
三
十
章
，
三
百
二
十
六
則
語
錄
。
一
九
六
五
年
八
月
再
推
出
新
版
本，
三
十
三 

章
，
四
百
二
十
七
則
語
錄。
第
三
個
版
本
成為
經
典，
在
往
後
十
一
年
印
行
量
超
過
十
億
本。
這
本
二
百
七
十
頁
的
袖
珍 

書
約為
十
公
分
高、
七
•五
公
分
寬
(某
些
版
本
稍
大，
約為
十
三
公
分
高、
九
公
分
寬
)。

毛
派
也
在
軍
中
發
展
其
他
形
式
的
宣
傳，
譬
如
推
崇
基
層
士
兵、
模
範
軍
人
雷
鋒
。
共產
黨
員
雷
鋒
的
核
心
美
德
就 

是
對
毛
主
席
無
盡
的
忠
誠。
雷
鋒
自
幼即
為
孤
兒-

一
輩
子
都
受
黨
的
栽
培。
進
入
軍
中
後，
他
成為
模
範
軍
人、
理
想 

公
民
。
一
九
六
二
年
八
月，
年
僅
二
十
二
歲，
雷
鋒即
因
意
外
事
故
身
亡。
他
的
「功
績
」
說
也
說
不
完
。
他
把
微
薄
的 

薪
水
奉
獻
給
戰
友
的
父
母
親、
向
長
官
和
新
兵
奉
茶、
替
長
途
行
軍
後
疲
憊
不
堪
的
同
志
洗腳
，
也
替
他
們
洗曬
襪
子
和 

床
單
。
他
之
所
以
成為
全
國
英
雄，
是
因為
他
在
日
記
裡
傾
吐
對
國
家、
對
黨
，
尤
其
是
對
毛
主
席
的
深
刻
感
情。
從
小 

他
就
常
夢
到
這
位
「所
有
孤
兒
的
偉
大
朋
友
」，
而
雷
鋒
在
學
校
裡
學
到
的
頭
五
個
字
就
是
「毛
主
席
萬
歲
」。

毛
澤
東
聽
到
雷
鋒
日
記
記
載
的
內
容，
深
受
感
動
，
於
一
九
六
三
年
三
月
五
日
下
令
人
人
向
雷
鋒
學
習、
向
解
放
軍 

學
習
。
力
他
對
林
彪
極為
滿
意。
林
彪
已
把
軍
隊
打
造
成
毛
主
席
最
可靠
的
根
據
地。
全
國
現
在
一
片
軍
事
化。
許
多
單 

位
成
立
模仿
軍
中
的
政
治
部
門。
78

江青
也
取
得
某
些
重
大
成
功。她

所
提
倡、並
加
諸
在
文
藝
官
僚
上
的
「革
命
歌
舞
劇
」
和
「芭蕾
舞
」
已擠
走 

「可
惡
的
封
建
」
作
品
。
「社
會
主
義教
育
」
的
「進
步
」
運
動
持
續
加
溫
，
經
濟
領
域
方
面
，
拜
周
恩
來
和
陳
伯
達
之 

力
，
集
體
財產
再
次
得
到
堅強
確
認。
黨
沒
有
再
發
動
大
躍
進，
天
災
也
不
再
發
生.，
現
在
被
編
入
生產
大
隊、
而
非
巨 

大
的
人
民
公
社
的
農
民，
顯
然
也
接
受
了
他
們
的
命
運。
一
連
三
年
(
一
九
六
二
至
六
四
年
)
穀
物
收
成
都
相
當
不
錯。

一
九
六
四
年
發
生
一樁
劃
時
代
的
大
事，
象
徵
著
中
國即
將
躍
居
世
界
大
國。
十
月
十
六
日
下
午
三
點
鐘，
在
新
疆
羅
布 

泊
沙
漠
馬
蘭
核
試
驗
基
地，
核
武
器
試
爆
成
功。
全
國
熱
烈
慶
祝
此
一
偉
大
的
勝
利。

現
在
，
一
切
似
乎
都
順
著
毛
澤
東
的
心
意
走。
國
家
緩
步
發
展
，
群眾
也沉
浸
在
反
資
本
主
義
復辟
之
險
的鬥
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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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
「溫
和
派
」
現
在
被
毛
主
席
定
名為

「走
資
派
」
(走
資
本
主
義
道
路
派
)，
他
們
的
勢
力
大
降。
在
毛
澤
東
的
鼓
勵 

下
，
對
主
席
的
崇
拜
已
推
到
極
致，
尤
其
是
赫
魯
雪
夫
一
九
六
四
年
十
月
在
蘇
共
中
央
全
會
被
罷
黜
下
台
之
後。
毛
澤
東 

認為
，
赫
魯
雪
夫垮
台
的
原
因
之
一
是，
他
不
像
史
達
林，
根
本
不搞
個
人
崇
拜
。
79

在
多
事
的
這
些
年
裡，
毛
澤
東
心
理
上
十
分
躁
動。
像
一
頭
努
力
追蹤
獵
物
的
猛
獸，
他
有
熊
熊
的
獵
殺
意
志。
劉 

少
奇
、
鄧
小
平
和
其
他
從
徒
久
久
沒
有
冒
犯
天顏
，
反
而
更
加強
化
他
的
嗜
殺
欲。
他
把
他
們
的
效
忠
視為
軟
弱
的
跡 

象
，
因
此
極
盡
所
能
去
孤
立
他
這
些
革
命
戰
友。
他
們
的
每
項
倡
議
-即
使
是
遵
循
他
自
己
的
觀
點，
他
也
有
偏
見
地
視 

為

他
的
「敵
人
」
企
圖強
化
他
們
的
權
力。

在
這
個
風
雨
飄
搖
時
期，
他
有
了
一
段
影
響
深
遠
的
新
際
遇。
一
九
六
二
年
底，
在
他
的
火
車
專
列
上，
他
看
上
了 

一
名
年
輕
女
子，
而她
很
快
就
成為
他
的
親
密
愛
人、
旋即
晉
升為
最
親
信
的
秘
書。她
名
叫
張
玉
鳳，
當
時
只
有
十
八 

歲
。
毛
澤
東
一
向
喜
歡
年
輕
女
子，
但
他
特
別
寵
愛她
。她
有
許
多
與眾
不
同
的
特
點。她

天真
、
害臊
，
和
許
多
中
國 

年
輕
女
孩
一
樣，
可
是她
個
性強
、
有
急
智
，
又
尖
牙
利
嘴
。
最
重
要
的
是
，她
是
個
美
女，
因
而
融
化
了
老
人
的
心。

她
來
自
東
北
的
牡
丹
江
市，
在
毛
澤
東
的
專
列
車
廂
當
服
務
員。
毛
澤
東
的
衛
士
長
曉
得
首
長
喜
好
年
輕
女
子，
把 

她
介
紹
給
主
席。
主
席
要她
在
紙
上
寫
下
姓
名，
可
是
張
玉
鳳卻
雙
手
發抖
。
他
就
替她
寫
了，
然
後
問她
，
這
沒
寫
錯 

吧
？她
羞
紅
了臉
。
此
時
，
衛
士
長
就
問
主
席，
是
否
留
下
小
張
同
志
在
車
廂
服
務啊
？
毛
澤
東
點
點
頭
。
一
夕
纏
綿， 

立
刻
變
成
萬
馬
奔
騰
的
羅
曼
史。
80
這
個
十
八
歲
的
女
郎
肯
定
感
到
受
寵
若
驚。你
能
想
像嗎
？她
竟
然
成為
偉
大
舵
手 

的
愛
人
了
？即
使
他
已
年
近
七
旬，
假
牙
在
嘴
裡咯
咯
響，
又
如
何呢
？
他
的
性
欲
極強
。

一
九
六
五
年
五
月，
在
愛
情
的
滋
潤
下，
毛
澤
東
決
定
搭
火
車
重
遊青
年
英
雄
時
代
的
舊
地。
他
要
思
考
、
準
備
與 

愈
來
愈
難
忍
受
的
「溫
和
派
」
進
行
最
後
一
戰，
他
先
前
往
井
岡
山，
三
十
八
年
前
他
率
領
游
擊
隊
作
戰
的
地
方。
81

這 

趟
旅
行
對
他
來
講，
明
顯
具
有
極
大
的
象
徵
意
義。
遠
眺青
山
，
他
興
奮
地填
了
一
首
新
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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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
有
凌
雲
志， 

重上井岡山
。

千
里
來
尋
故
地， 

舊貌變新顏
。

到
處
鶯
歌
燕
舞， 

更
有
潺
潺
流
水， 

高
路
入
雲
端， 

過
了
黃
洋
界， 

險處不須看
。

風
雷
動，

旌
旗
奮，

是
人寰

。

三
十
八
年
過
去， 

彈指一揮間
。

可
上
九
天
禮
月， 

可下五洋捉繁
。
 

談
笑
凱
歌
還， 

世
上
無
難
事， 

只
要
肯
登
攀
。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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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
澤
東
有
理
由
感
到
驕
傲。
他
已
經
成為
一
個
大
國
的
統
治
者。
一
彈
指，
他
可
以
號
令
數
億
人
俯
首
聽
命。
但
是 

他
愈
是
攀
上
權
力
高
峰，
他
心
頭
就
愈
加
不
安。
他
無
法
瞭
解
道
家
的
哲
學
•，道
家
講
究
的
是
「以
虛
靜
推
於
天
地
」， 

莊
子即
說
：
「故
古
之
王
天
下
者
…
…能
雖
窮
海
內，
不
自為
也
。
」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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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士 
|章

「海
瑞
罷
官
」

毛
澤
東
一
九
六
五
年
六
月
回
到
北
京，
又碰
上
騷
亂
。
社
會
主
義教
育
運
動
在絕
大
多
數
黨
組
織
中
都
發
現
可
恥
的 

「資產
階
級
墮
落
」
的
例
證
。
至
少
有
半
數
黨
組
織，
已
被
「階
級
敵
人
」
奪
了
權
。
自
從
一
九
六
四
年
底，
效
忠
毛
澤 

東
的
幹
部
已
經
向
他
報
告
地
方
層
級
出
現
此
一
有
威
脅
的
情
勢
-
現
在
則
更
加
嚴
重。
這
一
點
是
無
可
避
免
的，
因為
每 

個
黨
官
員
都
能揣
摩
偉
大
舵
手
的
情緒
，
只
往
上
呈
報
毛
澤
東
愛
聽
的
消
息。
這
就
是
毛
澤
東
本
人
創
造
的
極
權
主
義
制 

度
。
出
於
命
運
的
諷
刺，
他
成為
這
套
制
度
最
大
的
受
害
人。

他
所
活
著
的
可怕
的
幻
象
世
界，
激
發
他
要
有
實
際
行
動。即
使
他
已
年
逾
七
旬，
他
仍
然
不
像
孔
子
的
「七
十
， 

從
心
所
欲
不
逾
矩
」。
這
還
不
是
毛
澤
東
和
這
位
偉
大
聖
人
唯
一
不
同
的
地
方，
孔
子
也
說
過
：
「六
十
而
耳
順
」。
1毛 

主
席
直
到
嚥
氣
都
做
不
到
這
一
點。

回
到
北
京
，
他
和
江青
就
文
化
事
務
有
一
番
長
談。
早
先
，她
已
經
說
服
他
需
要
揭
發
吳晗
所
寫
的
《海
瑞
罷
官
》 

歷
史
劇
的
「反
革
命
」
性
質
。
吳晗
這
本
劇
本
寫
於
一
九
六
一
年
一
月，
隨即
在
中
國
向
少
數
觀眾
公
演。它
講
的
是
十 

六
世
紀
一
位
勇
敢
的清
官
海
瑞
敢
犯
顔
直
諫
腐
敗
的
明
朝
皇
帝。
劇
中
的
海
瑞
向
皇
帝
說
：
「過
去您
做
了
一
些
好
事。 

但
是您
現
在
在
幹
什麼
？趕
快
改
正您
的
錯
誤
！
讓
老
百
姓
過
幸
福
的
日
子
。您
已
經
犯
了
太
多
錯
誤，
可
是
還
認為
自 

己
永
遠
是
對
的，
聽
不
進
所
有
的
批
評。」
江青
認為
吳晗
是
「以
古
諷
今
」，
拿
海
瑞
來
暗喻
彭
德
懷。
他
那
「惡
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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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劇
本
意
在
打
擊
偉
大
舵
手
的
權
威。
可
是
，
中
國
的
看戲
者卻
沒
有
感
覺
到
這齣
戲
的
「犯
罪
」
意
圖
，
不
以為
忠
實 

追
隨
毛
澤
東
的
吳
暗
有
任
何
不
忠
誠。

江青
早
早
就
質
疑
這份
劇
本，
但
是
起
初
毛
澤
東
或
任
何
人
都
不
支
持她
。
連
康
生
也
對
江青
的
主
張
存
疑。
大
家 

都
曉
得
，
毛
澤
東
喜
歡
海
瑞
。
他
從
海
瑞
身
上
看
到
自
己
的
身
影，
「一
個
誠
實、
正
直
的
革
命
家
」，
力
抗
墮
落
階
級 

的
惡
行
。
一
九
六
一
年
底，
毛
澤
東
還
題
字
送
給
吳晗
一
本
《毛
澤
東
選
集
》
第
三
卷
。
？

然
而
，
到
了
一
九
六
五
年，
毛
澤
東
開
始
覺
得
草
木
皆
兵，
到
處
都
是
敵
人
；
現
在
江青
終
於
成
功
地
引
起
他
對
吳 

晗
的
疑
懼
。
這
位
學
者
兼
劇
作
家
也
是
北
京
市
副
市
長，
算
得
上
是
彭真
的
直
接
部
屬。
而
彭真
又
是
劉
少
奇、
鄧
小
平 

的
親
信
副
手
。
在
毛
主
席
發
脹
的
腦
子
裡，
吳晗
、
彭真
、
劉
少
奇
和
鄧
小
平
這
四
個
人
組
成
一
支
「邪
惡
的
樂
隊J

。

一
九
六
四
年
底，
毛
澤
東
在
政
治
局
全
國
會
議
上
宣
泄
他
對
劉
少
奇
和
鄧
小
平
的
不
滿。
他
之
所
以
發
作
是
因為
會 

議
前
夕
，
鄧
小
平
建
議
毛
澤
東
不
用
參
加
開
會。
這
個
建
議並
沒
有
不
尋
常，
因為
毛
澤
東
當
時
身
體
不
適。
毛
澤
東
還 

是
出
現
在
議
事
廳，
照
舊
大
談
階
級鬥
爭。
他
甚
至
說
，
目
前
農
村
的
主
要
矛
盾
出
在
一
方
是
走
資
本
主
義
道
路
的
當
權 

派
，另
一
方
是
廣
大
的
群眾
。
劉
少
奇
試
圖
反
駁
這
個
觀
點，
因為
他
長
久
以
來即
擔
心
反
修
正
主
義
的鬥
爭
會
無
限
上 

綱
，
而
他
本
人
可
能
成為
目
標。
他
意
識
到
主
席
的
矛
頭
已
經
轉
向
他。
毛
澤
東
非
常
生
氣，
決
定
大
鬧
一
場
。
隔
了
幾 

天
，
他
拿
著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憲
法
和
中
國
共產
黨
黨
章
來
到
會
場，
向
同
志
們
喧嚷
大
叫，
他
手
上
這
兩
本
書
都
賦
與 

他
身為
公
民、
身為
黨
員
，
有
權
利
發
表
意
見
。
毛
澤
東
聲
稱
：
「現
在
，你
們
一
個
不
讓
我
參
加
黨
的
會
議
(指
鄧
小 

平
)，
違
反
黨
章
；
一
個
不
讓
我
發
言
(指
劉
少
奇
)，
違
反
憲
法
。
」
3

不
久
之
後，
他
想
到
江青
對
吳晗
的
評
論。
現
在
，一

切
都
明
白
了
。
吳
暗
奉
彭真
、
劉
少
奇
和
鄧
小
平
的
命
令
寫 

劇
本
，
夢
想
粉
碎
我
！
若
干
年
後
他
告
訴
史
諾，
換
下
劉
少
奇
的
決
定
是
一
九
六
五
年
一
月即
有
的
想
法，
因為
劉
少
奇 

「強
烈
反
對
」
正
在
展
開
的剷
除
「黨
內
走
資
本
主
義
道
路
當
權
派
」
的
社
會
主
義教
育
運
動。
史
諾
根
據
毛
澤
東
的
說 

法
寫
下
：
當
時
「許
多
權
力
——
各
省
及
地
方
黨
委、
尤
其
是
北
京
市
委
之
內
的
宣
傳
工
作
權
力
——

都
不
在
他
控
制 

下
」。
因
此
，
他
決
定
「更
需
要搞
個
人
崇
拜，
以
便
鼓
勵
群眾
解
散
反
毛
的
黨
官
僚
」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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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九
六
五
年
二
月，
毛
澤
東
派
江青
到
上
海，
「安
排
發
表
批
判
《海
瑞
罷
官
》
歷
史
劇
的
一
篇
文
章
」。
；
江青
在 

當
地
黨
報
編
輯
姚
文
元
協
助
下
進
行
任
務。
江青
和
上
海
的
左
派
張
春
橋
派
專
差
秘
密
送
到
北
京
給
毛
澤
東
過
目，
更
動 

十
一
次
文
稿
。
e 一
直
要
到
夏
末，
他
才
覺
得
「大
致
滿
意
」。
他
把
定
稿
交
還
給
江青
，
建
議
讓
中
央
其
他
領
導
人
也 

過
目
，
但
是
江青
表
示，
「文
章
就
這
樣
發
表
的
好，
我
看
不
用
叫
恩
來
同
志、
康
生
同
志
看
了
。」
江青
怕
的
是
，
如 

果
周
恩
來
和
康
生
拿
到
文
稿，
劉
少
奇
和
鄧
小
平
也
會
要
求
讀它
。
？他
們
決
定
照
江青
建
議
進
行。
文
章
刊
登
在
一
九 

六
五
年
十
一
月
十
日
上
海
《文
匯
報
》，掀
起
了
旋即
被
稱為

「無產
階
級
文
化
大
革
命
」
的
一
場
新
的
群眾
運
動。

毛
澤
東
一
九
六
三
年
十
二
月
讀
了
江青
的
盟
友、
上
海
市
委
第
一
書
記
柯
慶
施
的
一份
報
告，
對
文
化
情
勢
有
悲
觀 

的
描
繪
時
，即
有
在
文
化
領
域
發
動
激
烈
革
命
的
想
法。
毛
澤
東
當
時
擬
了 
一
項
決
議
文，
聲
稱
文
藝
界
的
「流
氓
」
正 

在
宣
傳
封
建
和
資產
階
級
的
價值
、
而
非
社
會
主
義
的
價值
。
8他
原
先
就
表
示
憂
心
有
創
意
的
知
識
分
子、
包
括
有
些 

是
黨
員
，迴
避
階
級鬥
爭。
然
而
，
直
到
一
九
六
四
年
七
月
初，
他
才
要
求
中
共
中
央
成
立
一
個
五
人
小
組
負
責
文
化
革 

命
事
務
。
9
「溫
和
派
」
不
欲
和
主
席
衝
突，
支
持
這
個
主
意
；
五
人
小
組
由
劉
少
奇
倚
重
的
彭真
主
持，
康
生
則
代
表 

強
硬
路
線
的
毛
派。
不
過
，
毛
澤
東並
不
滿
意
這
個
小
組。
彭真
及
其
同夥
想
藉
由
組
織
學
術
討
論，
限
制
黨
對
文
化
領 

域
的
干
預
。
毛
澤
東
則
深
信
非
得
要
在
文
藝
界
進
行
階
級清
洗
不
可。

整
個
夏
天，
毛
澤
東
對
派
人
撰
文、
準
備
批
判
吳晗
這
件
事
守
口
如瓶
。
他
不
打
算
在
北
京
發
表
這
篇
文
章，
因為
 

他
還
不
想
引
爆
公
開
衝
突。
他
打
算悄
悄
地
攻
打
吳晗
、
彭真
以
及
他
們
背
後
的
支
持
者
劉
少
奇
和
鄧
小
平。
劉
少
奇
和 

鄧
小
平
似
乎
沒
有
察
覺
偉
大
舵
手
的
情緒
，
也
可
能
覺
得
自
己
不
是
全
無
招
架
之
力。
九
月
底
，
彭真
在
五
人
小
組
會
議 

上
宣
布
：
「人
人
平
等
，
不
問
他
們
是
否
中
央
委
員
或
主
席。」
3毛
澤
東絕
對
不
能
原
諒
他
這
樣
說
。
他
立
刻
示
意
姚 

文
元
發
表
文
章
。
姚
文
元
譴
責
吳晗
的
劇
本
是
資產
階
級
在
反
無產
階
級
專
政
及
社
會
主
義
革
命
的鬥
爭
之
一
項
武
器。 

在
毛
澤
東
治
下
的
中
國，
這
樣
的
指
控
等
同
於
宣
判
死
刑。

一
九
六
五
年
十
一
月，
文
章
發
表
後
兩
天，
毛
澤
東
取
道
天
津、
濟
南
、
徐
州
、蛘

埠
(安
徽
省
)
和
南
京
，
前
往 

上
海
這
個
左
派
大
本
營。
他很
不
滿
意
沿
路
所
見
的
地
方
領
導
人。
人
人
熱
切
於
在
社
會
主
義教
育
運
動
中
達
成
的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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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成
功
」。
沒
有
人
關
切
反
修
正
主
義
的鬥
爭
或
是
資
本
主
義
復辟
的
危
險。

只
有
到
了
上
海，
空
氣
中
才
充
滿
了
激
進
主
義。
可
是
他
不
能鬆
懈
。
從
北
京
傳
來
的
消
息，
令
他
心
存
警
戒
。
彭 

真

對
於
《文
匯
報
》
刊
出
的
批
判
《海
瑞
罷
官
》
的
文
章
，
初
步
反
應
是
不
准
中
央
的
報
刊
雜
誌
轉
載，並
且
把
針
對
劇 

本
的
討
論框
限
在
學
術
領
域
內。
吳晗
針
對
上
海
方
面
的
批
評，
其
反
應
就
是
指
出
《文
匯
報
》
這
篇
文
章
有
許
多
不
符 

史
實
的
引
述
。
吳晗
寫
說
：
「姚
文
元
這
樣
批
評
我，
我
也
不怕
。
不
過
我
覺
得
這
樣
牽強
附
會
的
批
評，
亂扣
帽
子
， 

這
種
風
氣很
不
好，
誰
還
敢
寫
東
西，
誰
還
敢
寫
歷
史
？
」
U

讀
完
這
個
回
應
後，
毛
澤
東
失
眠
了
。
彭真
和
北
京
市
委
控
制
了
中
央
報
刊
雜
誌，
不
肯
投
降
。鬥
爭
要
升
高
。
毛 

澤
東
日
後
回
想
說
：
「我
在
北
京
無
能為
力
。」
U彭真
和
他
的
支
持
者
不
曉
得
姚
文
元
背
後
的靠
山
是
誰。
但
是
周
恩 

來
介
入
了
。
他
告
訴
彭真
，
如
果
北
京
的
傳
媒
繼
續
置
之
不
理，
毛
澤
東
打
算
把
姚
文
元
的
文
章
出
單
行
本。
U
《人
民 

日
報
》
終
於
在
十
一
月
二
十
九
日
轉
載
這
篇
惡
意
攻
許
的
文
章，
但
是
又
加
上
評
論
文
字，
秉
持
彭真
精
神，
指它
是
學 

者
之
間
的
論
戰
。

毛
澤
東
樂
了，
寫
了 
一
首
詩，
描
述
一
頭
大
鳥
思
念
風
暴。

鲲
鵬
①
展
翅
九
萬
里，
②

翻
起扶搖羊角
。

背
負青
天
朝
下
看，

都是人民城郭
。

炮
火連天，彈痕遍地
。

嚇
倒蓬間雀，怎麼
得了
。

哎呀
，我想飛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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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
問你
去
何
方
？

雀
兒
答
道，

有
仙
山
瓊
閣，

不
見
前
年
秋
月
朗，

訂
了
三
家
條
約
。③

還
有
吃
的，

土
豆
燒
熟
了，

再
添
牛
肉
。④

不
須
放屁
，

試
看
天
地翻
覆
。
⑤

M

的
確
，
在
毛
澤
東
居
住
的
世
界，
已
經
天翻
地
覆。
他
希
望
把
全
國
鬧
得
天翻
地
覆。

毛
澤
東
精
神
一
振，
又
從
上
海跑
到
杭
州，
來
到
寧
靜
的
西
里
湖
畔，
⑥
他
終
於
可
以
放
輕鬆
了。
現
在
一
切
都
順 

心
如
意
。
然
而
，
過
了
十
天
之
後，
他
又
坐
不
住
了，
再
次
上
路
。
他
渴
望
作
戰
。
到
了
上
海
，
他
召
開
一
次
政
治
局
常 

委
會
議
，
然
後
回
到
杭
州
；
陳
伯
達
、
康
生
和
其
他
親
信
等
著
他，
聽
取
指
示
。
然
後
他
又跑
到
廬
山、
廣
州
和
南
寧
，

① 

原
書
註
：餛
鵬
是
一
隻
巨
鳥，
見
《莊
子
》
第
一
章
。

② 

原
書
註
：
里
是
中
國
傳
統
的
距
離
單
位，
一
里
約
等
於
五
百
公
尺
。

③ 

原
書
註
：
毛
澤
東
指
的
是
美
、英
、蘇
三
方
一
九
六
三
年
八
月
五
日
在
莫
斯
科
簽
署
的
禁
止
在
大
氣
層
、外
太
空
和
水
底
進
行
核
子
試
爆
的
條
約
。

④ 

原
書
註
：
毛
澤
東
是
在
譏
諷
赫
魯
雪
夫
一
九
六
四
年
四
月
曾
經
形
容
共
產
主
義
像
一碟
土
豆
燒
牛
肉
。

⑤ 

編
註
：原
詩
是
「請
君
允
我
荒
腹」
，
毛
澤
東
在
發
表
前
修
改
最
後
一
句
。

⑥ 

編
註
：
西
湖
蘇
堤
以
西
的
湖
面即
西
里
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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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
於
新
年
後
回
到
杭
州。
二
月
初
，
他
經
長
沙
，
往
武
漢
去
。
U

他
住
進
武
漢
東
湖
邊
的
東
湖
賓
館，
在
這
裡
召
見
了
文
化
革
命
五
人
小
組
的
四
名
成
員
：
彭真
、
康
生
、
陸
定
一 

(中
共
中
央
宣
傳
部
部
長
)
和
吳
冷
西
(新
華
社
社
長
兼
《人
民
日
報
》
總
編
輯
)。
他
們
帶
來
〈關
於
當
前
學
術
討
論
的 

匯
報
提
綱
〉。
有
一
位
與
會
者
描
述
會
議
進
行
情
況
：

毛
澤
東
問
彭真
一
個
問
題
.

•
「吳晗
真

的
是
反
黨
反
社
會
主
義
分
子嗎
？」
彭真
還
來
不
及
回
答，
康
生
已插
嘴 

說
，
吳
瞭
的
作
品
是
「反
黨
、反
社
會
主
義
毒
草」
。没
有
人
敢
出
言
反驳

。毛
澤
東
打
破沉
默
說
：
「當
然
，
任 

何
人
有
不
同
的
觀
點，
都
應
該
說
出
來
。」.
.
最
後
，
彭真
發
言
。他
要為
他
帶
來
的
文
件
辯
護
。
16

彭真
說
：
「學
術
問
題
還
是
照
主
席
的
指
示，
『百
家
爭
鳴
，
百
花
齊
放
』
。」
陸
定
一
支
持
彭真
。
毛
澤
東
總
結
說
： 

「你
們
去
寫
，
我
不
看
了
。
」
n

彭真
、
陸
定
一
和
吳
冷
西
都
以為
毛
澤
東
核
准
他
們
的
報
告，
沒
察
覺
這
是
陷阱
。
他
們
向
主
席
報
告
後，
就
輕鬆
 

地逛
武
昌
和
漢
口
聞
名
的
善
本
古
書
書
肆。
M隔
了
幾
天，
中
央
通
過
、並
分
發
此
一
劃為

「絕
密
」
的
文
件
。

現
在
，
毛
澤
東鬥
志昂
揚，
發
起
行
動
。
五
月
中
旬，
毛
澤
東
氣
憤
彭真
，
核
定
了
江青
所
起
草
的
〈部
隊
文
藝
工 

作
座
談
會
紀
要
〉
的
報
告
•，
這
是
經
林
彪
批
准，
於
二
月
解
放
軍
召
開
一
項
會
議
所
做
出
的
結
論。
W和
彭真
等
人
那份
 

報
告
不
一
樣
，
這份
報
告
談
到，
「反
黨
、
反
社
會
主
義
的
黑
線
」
反
對
毛
澤
東
思
想，
自
從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建
政
以 

來
，即
由
文
藝
官
員
在
鼓
吹、
宣
傳
。
〈紀
要
〉強

調
：
「『寫真
實
』
論
…
…就
是
他
們
的
代
表
性
論
點
。」它
主
張 

「進
行
一
場
文
化
戰
線
上
的
社
會
主
義
大
革
命，
徹
底搞
掉
這
條
黑
線
」
。20

三
月
中
旬，
毛
澤
東
召
開
政
治
局
常
委
擴
大
會
議，
邀
請
劉
少
奇、
周
恩
來
和
省、
市
、
自
治
區
黨
委
第
一
書
記
出 

席
。
某
些
中
央
委
員
也
參
加
會
議。
許
多
人
對
他
們
聽
到
的
話
大為
震
驚。
毛
澤
東
不
僅
攻
擊
彭真
、
吳晗
和
吳
冷
西
散 

布
資產
階
級
文
化，
他
也
號
召
在
全
國
大、
中
、
小
學
發
動
階
級鬥
爭。
「讓
學
生
們
…
…大
鬧
一
番
。
我
們
不
需
要
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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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的
信
念
或
束縳
。
我
們
需
要
新
的
知
識
分
子、
新
的
論
點、
新
的
創
造
。
我
們
需
要
的
是
，
讓
學
生
推翻
教
授。
」
M 

一
星
期
之
後，
毛
澤
東
在
杭
州
對
江青
、
康
生
等
最
親
信
的
人
士
說，
北
京
市
委
和
中
央
宣
傳
部
替
壞
分
子
辯
護、 

沒
有
支
持
左
派
。
他
說
：
「北
京
市
針插
不
進
，
水
潑
不
進
，
要
解
散
市
委
；
中
宣
部
是
『閻
王
殿
』，
要
『打
倒
閻 

王
，
解
放
小
鬼
』。」
他
再
度
把
吳晗
貼
上
「反
黨
、
反
社
會
主
義
」
的
標
籤
。
他
也
批
評
《人
民
日
報
》
前
任
總
編
輯 

鄧
拓
，
和
北
京
市
委
統
戰
部
前
任
部
長
廖
沫
沙，
指
責
他
們
在
首
都
報
紙
發
表
雜
文
諷
刺
時
政，
而
他
們
文
章
的
共
同
作 

者
不
是
別
人、
正
是
吳晗
。
22

在
毛
澤
東
施
壓
下，
中
共
中
央
把
江青
的
〈紀
要
〉
報
告
發
下
去
。
六
天
後
，
毛
澤
東
在
杭
州
召
開
政
治
局
常
委
擴 

大
會
議
，
他
要
求
將
彭真
的
報
告
作
廢、並
解
散
文
革
五
人
小
組，
換
上另

一
個
新
小
組，
直
屬
政
治
局
常
委
會。
U湖 

北
省
委
第
一
書
記
王
任
重
出
席
會
議，
在
日
記
中
記
下
毛
澤
東
憤
怒
地
表
示
：
「出
修
正
主
義，
不
止
文
化
界
出，
黨
、 

政
、
軍
也
要
出
，
主
要
是
黨、
軍
。」
24

毛
澤
東
這
時
候
無
意
回
北
京，
因
此
他
要
求
劉
少
奇
等
人
在
中
南
海
召
集
政
治
局
擴
大
會
議
以
執
行
這
些
決
定。
他 

對
副
手
們
說
：
「『西
風
吹
渭
水，
落
葉
下
長
安
』，
灰
塵
不
掃
不
少
。」
25
劉
少
奇為
了
自
保，
出
賣
彭真
•，
五
月
間
， 

他
這
個
忠
心
的
副
手
被
免
除
一
切
職
務，並
被
指
控
散
布
「真

理
面
前、
人
人
平
等
」
這
種
「資產
階
級
」
口
號
。
四
月 

底
，
彭真
已
遭
到
軟
禁
。
26

陸
定
一
同
時
也
遭
罷
黜，
原
因
還
不
只
因為
他
在
武
漢
討
論
四
月
報
告
時
支
持
彭真
。
一
九
六
六
年
初，
林
彪
的
太 

太
葉
群
發
現她
素
來
視為

「戰
友
」
的
陸
定
一
太
太
嚴
慰冰
，
竟
然
十
分
痛
恨她
。
嚴
慰冰
究
竟
是
因為
嫉妒
、
還
是
其 

他
什麼
原
因
仇
恨
葉
群，
我
們並
不清

楚
(陸
定
一
後
來
說
他
太
太
有
精
神
分
裂
症
)。
從
一
九
六
〇
年
起，
就
在
「葉 

同
志
」
成為
她
丈
夫
在
國
防
部
的
辦
公
廳
主
任
之
後，
「嚴
同
志
」
開
始
向她
及
林
彪
其
他
家
人
濫
發
匿
名
信。
大
半
的 

信
說
葉
群
生
性
淫
蕩，
一
再
讓
林
彪
戴
綠
帽
子。
嚴
慰冰
發
給
林
彪
女
兒
豆
豆
的
信，
一 口
咬
定
葉
群
不
是她
的
親
生
母 

親
。

葉
群
和
林
彪
大
怒，
要
求
有
關
單
位
嚴
懲
散
布
謠
言
者，
把
數
十
封
匿
名
信
交
給
公
安
部
調查
。
公
安
部
後
來
移
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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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定
一
的
太
太。
一
九
六
六
年
四
月
二
十
八
日，
嚴
慰冰
被
捕，
罪
名
是
從
事
「反
革
命
活
動
」。
隔
了
幾
天
，
倒
楣
的 

陸
定
一
也
和
彭真
同
一
命
運，
遭
到
軟
禁
。
27

在
毛
澤
東
堅
持
下，
他
們
兩
人
和
總
參
謀
長
羅
瑞
卿、
中
共
中
央
辦
公
廳
主
任
楊尚
昆，
一
起
湊
成
一
個
「反
黨
集 

團
」
•，羅
、
楊
兩
人
稍
早即
因
完
全
不
相
干
的
理
由
遭
到
免
職。
28

把
他
們
湊
在
一
起
-
是
要
顯
示
正
在
展
開
的
文
化
大 

革
命
不
僅
針
對
文
宣
部
門
官
僚，
也
要
對
付
其
他
「滲
透
進
入
黨、
政
、
軍
的
資產
階
級
代
表
」，
換
句
話
說
，
要
對
付 

「準
備
伺
機
奪
權，
把
無產
階
級
專
政
改
成
資產
階
級
專
政
」
的
任
何
人
。

五
月
十
六
日，
林
彪
在
政
治
局
擴
大
會
議
上厲
聲
質
問
陸
定
一
：
「你
和你
太
太
已
經
陰
謀
活
動
了
許
久，毀
謗
葉 

群
同
志
和
我
全
家，
灌
爆
一
大
堆
匿
名
信。你
究
竟
想
幹
什麼
？
說
！
」

在
場
人
人
轉
頭
看
陸
定
一。
會
議
開
始
前
，
人
人桌
上
已
擺
了 
一
張
林
彪
親
筆
寫
的
聲
明
書
：
「我
證
明
：
(
一) 

葉
群
和
我
結
婚
時
是
純
潔
的
處
女。
婚
後
一
貫
正
派
；
(
二
)
葉
群
與
王
實
味
根
本
沒
有
戀
愛
過
•，
(三
)
老
虎
、
豆
豆 

(指
林
立
果
、
林
立
衡
)
是
我
與
葉
群
親
生
的
子
女
.，
(四
)
嚴
慰冰
的
反
革
命
信，
所
談
的
一
切
全
係
造
謠
。
林
彪
， 

一
九
六
六
年
五
月
十
四
曰。
」29

嚇
得
渾
身
發抖
的
陸
定
一趕
緊跟
他
愛
妻
劃
分
界
線
：
「嚴
慰冰

〔的
確
〕
寫
了
匿
名
信
，
但
是
我
完
全
不
知
情。 

她
沒
有
和
我
商
量
過、
沒
有
給
我
看
過，
我
也
沒
有
起
疑
過
。」

林
彪
暴
跳
如
雷，
用
拳捶
桌
：
「你
胡
說
！你
怎
麼
會
不
知
道你
太
太
在
做
什麼
？
」

陸
定
一
好
不
容
易
才
回
了 
一
句
：
「先
生
不
曉
得
他
們
太
太
在
做
什麼
，
有
那麼
不
尋
常嗎
？
」
他
根
本
不
曉
得
他 

說
了
什麼
。

人
人
都僵
住
了
。
林
彪
則
氣瘋
了，
咆
哮
：
「我
要
斃
了你
！•」

康
生
立
刻
做
出
裁
決
：
「陸
定
一
是
間
諜
。
」

30 

康
生
也
指
控
「四
個
反
黨
分
子
」為
首
的
彭真
是
間
諜，
聲
稱
自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建
政
以
來，
一
直
和
蔣
介
石
的 

特
務
維
持
秘
密
聯
繫。
他
也
把
彭真
的
岳
父
列為

「大
叛
徒
」
。
r

五
月
十
六
日，
同
一
次
政
治
局
擴
大
會
議
以
中
共
中
央
的
名
義，
通
過
下
達
全
國
各
級
黨
委
組
織
的
特
別
公
告，
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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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
解
散
五
人
小
組，另
成
立
直
屬
政
治
局
常
委
會
的
中
央
文
革
小
組。
這份
公
告
首
次
號
召
全
黨
「高舉
無產
階
級
文
化 

革
命
的
大
旗
」。

公
告
有
幾
段
話，
包
括另
成
立
直
屬
政
治
局
常
委
會
的
中
央
文
革
小
組
的
那
一
段，
由
毛
澤
東
本
人
親
自
撰
寫。它
 

最
重
要
的
部
分
是
：

混
進
黨
裡
、政
府
裡
、軍
隊
裡
和
各
種
文
化
界
的
資
產
階
級
代
表
人
物，
是
一
批
反
革
命
的
修
正
主
義
分
子，
一旦 

時
機
成
熟，
他
們
就
會
要
奪
取
政
權，
由
無
產
階
級
專
政
變為
資
產
階
級
專
政
。這
些
人
物，
有
些
已
被
我
們
識
破 

了
，
有
些
則
還
沒
有
被
識
破，
有
些
正
在
受
到
我
們
信
用，
被
培
養為
我
們
的
接
班
人，
例
如
赫
魯
雪
夫
那
樣
的
人 

物
，
他
們
現
正
睡
在
我
們
的
身
旁，
各
級
黨
委
必
須
充
分
注
意
這
一
點
。
32

這份
公
告
邀
請
全
民
參
與
文
化
大
革
命，
這
是它
最
鮮
明
的
特
色。
在
此
之
前
，
黨
內
的清
算鬥
爭
全
都
門
戶
森
嚴、
關 

起
門
來
進
行
。
M現
在
主
席
賦
與
人
民
權
力
評
斷
「修
正
主
義
分
子
」，
包
括
「大
黨
閥
」
在
內
。
可
是
沒
有
人
曉
得， 

偉
大
的
舵
手
在
講，
像
赫
魯
雪
夫
這
類
的
人
「他
們
現
正
睡
在
我
們
的
身
旁
」，
究
竟
指
的
是
誰
。

人
人
皆
知
毛
澤
東
的
接
班
人
是
劉
少
奇，
但
沒
有
人
料
想
他
是
叛
徒
——
或
許
，
毛
主
席
身
邊
少
數
圈
內
人
士
除 

外
。
康
生
回
憶
說
：
「一
九
六
六
年
五
月
十
六
日，
毛
主
席強
調，
修
正
主
義
者、
反
動
派
和
叛
徒躲
在
我
們
身
邊、
受 

到
我
們
友
人
的
信
任。
當
時
，
許
多
幹
部
不
瞭
解
毛
主
席
的
意
思，
認為
影
射
的
是
羅
〔瑞
卿
〕、
彭
〔真

〕。
但
是
， 

事
實
上
，
彭真
已
經
暴
露
。
沒
有
人
敢
亂
猜
誰
是
我
們
之
中
的
叛
徒。」
34
康
生
又
說
：
「我
沒
有
意
識
到
指
的
是
劉
少 

奇
，
對
於
毛
主
席
這
項
重
要
指
示
只
有很
膚
淺
的
瞭
解
。」
上̂
海
左
派
人
物
張
春
橋
也
有
同
樣
說
法
：
「運
動
開
始 

時
，很
少
人
瞭
解
主
席
的
話，
尤
其
是
有
關
『像
赫
魯
雪
夫
這
類
的
人
還躲
在
我
們
身
邊
』
這
一
段
——

因
此
反
應
也
非 

常
遲
緩
。
當
時
，
我
不
瞭
解
這
段
話。
我
只
想
到
彭真
，
完
全
沒
料
到
是
劉
少
奇
。
」

36

毛
澤
東
認為
他
有
關
「中
國
的
赫
魯
雪
夫
」
這
一
段
是
公
告
的
重
點，
立
刻
就
告
訴
康
生
和
陳
伯
達。
他
要
這份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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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
不
僅
「炸
」
黨
、
還
要
「炸
」
整
個
社
會
。

康
生
被
毛
澤
東
提
示，
後
來
解
釋
說
：

文
化
大
革
命
起
源
自
社
會
主
義
陣
營
裡
仍
然
存
在
階
級鬥
爭
的
意
念
。這
個
意
念既
是
理
論
又
是
實
踐
。經
驗
已
證 

明
，
就
是
在
列
寧
的
故鄉
——
蘇
維
埃
聯
邦
共
和
國
布
爾
什
維
克
黨
已
成為
修
正
主
義
者
。我
們
二
十
多
年
來
在
建 

設
無
產
階
級
專
政
制
度
的
經
驗，
特
別
是
最
近
發
生
在
東
歐
的
事
件，
資
產
階
級
的
自
由
主
義
和
資
本
主
義
已
在
那 

裡
復辟
了，
由
此
使
我
們
提
出
在
無
產
階
級
專
政
和
社
會
主
義
條
件
下
進
行
一
場
革
命
的
方
式
是
什麼
的
問
題
。為 

了
解
決
這
個
問
題，
毛
主
席
發
動
了
中
國
的
文
化
大
革
命
。

根
據
康
生
的
說
法，
偉
大
的
舵
手
原
本
提
議
以
三
年
的
時
間搞
文
化
大
革
命。
第
一
年
(一

九
六
六
年
六
月
至
一
九 

六
七
年
六
月
)
的
任
務
是
「動
員
人
民
」
.，
第
二
年
(
一
九
六
七
年
六
月
至
一
九
六
八
年
六
月
)
是
「取
得
重
大
勝 

利
」.，第
三
年
(直
到一

九
六
九
年
六
月
)
是
「完
成
革
命
」。
這
位
毛
澤
東
的
忠
心
追
隨
者
聲
稱
：
「以
這麼
大
的
革
命 

來
說
，
三
年
不
算
太
長
的
時
間。」
37

一
九
六
六
年
五
月
十
八
日，
林
彪
在
政
治
局
會
議
上
提
出
有
關
文
化
大
革
命
的
一
項
重
要
報
告。
他
首
次
暗
示
批
評 

劉
少
奇
「從
來
沒
有
提
倡
毛
澤
東
思
想
」。
38

康
生
提
議
把
「毛
澤
東
思
想
」
這
個
詞
語
改為

「毛
澤
東
主
義
」，
但
是
， 

毛
澤
東
再
次
反
對
更
改。

中
國
陷
入
混
亂，
但
是
毛
澤
東
根
本
不
介
意。
他
反
而
還
添
油
加
醋。很

顯
然
，
年
邁
的
主
席
因為
指
揮
群眾
運
動 

而
恢
復
活
力
。
他
覺
得
遭
到
敵
人
包
圍，
因
此
把
所
有
賭
注
壓
在
這
一
寶
上
面。為

了
粉
碎
「陰
謀
者
」，
他
再
度
轉
向 

人
民
訴
求
。
這
一
次
他
向
沒
有
經
驗、
可
又
狂
熱
效
忠
他
的
年
輕
人
——
大
學
及
技
術
學
院，
以
及
中
等
學
校
學
生
——
 

發
出
訴
求
。
一
九
六
六
年
三
月
中
旬，
他
已
經
認
定，
學
生
應
該
「打
倒
他
們
的教
授
」。
現
在
，既

已
「揭
發
」
了
彭 

真
及
其
他
黨
內
「走
資
派
」，
他清
楚
地
意
識
到青
年
學
生
的
熱
情
比
往
常
都
更
加
高昂
。
他
只
要
發
出
訊
號，
革
命
怒



5 2 9 第 三 十 二 章 「海瑞罷官」

火即
可
席
捲教
育
學
府。
他
每
天
收
到
無
所
不
在
的
公
安
機
關、
張
春
橋為
首
的
中
央
文
革
小
組
上
海
分
部，
以
及
學
運 

分
子
的
報
告
。
有
個
學
生
(湊
巧
是
某
個
幹
部
的
兒
子
)
寫
說
：
「誰
能
料
想
到
彭真
、
羅
瑞
卿
這
樣
的
老
幹
部，
其
實 

是
危
險
人
物
？
現
在
我
覺
得
我
們
只
能
信
賴
毛
主
席、
只
能
信
賴
黨
中
央，
我
們
必
須
懷
疑
每
一
個
人。
如
果
有
人
不
執 

行
毛
主
席
的
指
示，
那
個
人
就
要
被
攻
打。」
39
這
個
砲
手
將
成為
他
的
新
衛
兵。
沒
有
一
個
「走
資
派
」
官
僚
抵擋
得 

住
他
們強
大
的
壓
力。

他
思
索
把
年
輕
人
更
深
地
引
入
「真
正
的
社
會
主
義
」
的
需
要-

已
經
有很
長
一
段
時
間。
他
認為

「階
級鬥
爭
」 

是
重
點
，
而
高
等
學
府
裡教
的
課
程
大
部
分
都
有
害。
因
此
，教
室
授
課
時
數
應
該
大
幅
減
少，
不
再
讓
學
生
聽
一
大
堆 

廢
話
，
要
讓
他
們
花
時
間
積
極
參
與
「階
級鬥
爭
」。
他
憤
慨
地
認為
，
「現
在
的
〔教

育
〕
方
法
有
害
才
智、
有
害青
 

年
。
我
不
贊
成
。
必
須
停
止
讀
太
多
書
！
」
他
也
不
喜
歡
學
科
考
試
這
套
制
度。
他
說
：
「現
在
的
考
試
辦
法
是
對
付
敵 

人
的
辦
法
。」
他
指
的
是
刻
板
依
據
規
定舉
行
考
試
的
方
法。
「這
無
非
是你
會
我
不
會，你
寫
了
我
再
抄
一
遍，
也
可 

以
。」
他
說
，
有
些
考
試
根
本
全
該
廢
了
。
他
在
文
革
之
前
兩
年
多、
就
在
一
次
會
議
上
說
過
：
「目
前
的教
育
制
度、 

課
程
、教
學
方
法、
考
試
方
法，
全
得
改
，
因為
它
們
困
住
人
。
」

40

他
在
一
九
六
六
年
五
月
七
日，即
政
治
局
公
告
展
開
文
化
大
革
命
之
前
九
天，
也
在
信
中
向
林
彪
談
到
這
個
主
題。
M 

總
而
言
之
，
從教
育
機
構
中清
除
「走
資
派
」，並
動
員青
年
參
加
「階
級鬥
爭
」，
是
新
成
立
的
中
央
文
革
小
組
的
主 

要
任
務
之
一。
毛
澤
東
指
派
陳
伯
達為
組
長、
江青
為
副
組
長，
康
生
出
任
小
組
的
顧
問。

康
生
派
他
太
太
到
北
京
大
學，找
她
認
識
的聶
元
梓。聶
元
梓
擔
任
北
大
哲
學
系
黨
組
書
記。
康
生
太
太
鼓
勵聶
元 

梓
動
員
幾
個
學
生
批
評
北
京
市
委
及
北
大
領
導
人。
四
十
五
歲
的聶
元
梓
立
刻
行
動，
於
五
月
二
十
五
日
偕
同
六
個
學
生 

在
餐
廳
牆
上
張
貼
大
字
報。她
攻
擊
北
京
市
委
高教
工
作
部
幾
個
領
導，
以
及
北
大
校
長
(他
也
是
北
大
黨
委
書
記
)， 

「這
是
十
足
的
反
對
黨
中
央、
反
對
毛
澤
東
思
想
的
修
正
主
義
路
線
」
。
42

以
當
時
的
政
治
規
矩
來
說，
這
是
造
反
。
但 

是
，聶
元
梓
和她
的
學
校
當
然
不怕
•，他
們
有
中
央
文
革
小
組撐
腰。

康
生
一
讀
到
大
字
報
全
文，
立
刻
將它
整
理
出
來，
送
呈
人
在
杭
州
的
毛
澤
東。
毛
澤
東
立
刻
稱
讚
這
段
胡
說
八
道



毛 澤 東 ：真 實 的 故 事 530

是
「全
國
第
一
張
馬
列
主
義
大
字
報
」，並
且
命
令
康
生
和
陳
伯
達
透
過
大眾
傳
媒
廣為
發
表。
他
下
條
子
說
：
「康
生 

與
伯
達
同
志
！
此
文
可
以
由
新
華
社
全
文
廣
播，
在
全
國
各
報
刊
發
表，
十
分
必
要
。
北
京
大
學
這
個
反
動
堡
壘，
從
此 

可
以
開
始
打
破。
毛
澤
東
。
六
月
一
日
。」
43
幾
個
小
時
後，
他
又
打
電
話
到
北
京
給
這
兩
個
副
手，強
調
這份
大
字
報 

是
一
九
六
〇
年
代
的
北
京
公
社
宣
言，
「比
起
巴
黎
公
社
宣
言
還
更
重
要
」。
44
這
時
，
陳
伯
達
已
派
出
一
支
所
謂
的
工
作 

組
，
接
管
了
《人
民
日
報
》
編
輯
部
。
毛
澤
東
早
就
不
滿
意
《人
民
日
報
》
-
指
責它
受
到
劉
少
奇、
鄧
小
平
和
彭真
的 

控
制
-
大
家
不
應
該
讀它
。
C現
在
，它
已
經
和
新
華
社
一
樣，
都
回
到
正
統
毛
派
的
控
制
下
。
因
此
陳
伯
達
毫
無
困 

難
，
立即
執
行
主
席
的
指
示。
46

劉
少
奇
、
鄧
小
平
和
其
他
多
位
政
治
局
領
導
人
不
曉
得
該
如
何
處
理。
主
席
不
在
，
他
們
亂
了
手腳
，
不
知
該怎
麼
 

辦
。
由
於
毛
澤
東
要
求
加
調
公
安
部
兩
個
師
的
警
力
加強
防
衛
首
都，
而
林
彪
也
下
令
不
准
對
抗
革
命
學
生
；
這
下
子
他 

們
更
加
狼
狽，
不
知
如
何
是
好。
47
武
裝
部
隊
全
力
支
持
主
席，
左
派青
年
肆
無
忌
憚。

這
時
候
，
劉
少
奇
和
鄧
小
平
也
慢
慢
改
組
北
京
市
委、
撤
換
北
大
校
長
。
這
些
行
動
立
刻
在
全
國
引
起
回
響。
許
多 

高教
機
構
學
生
效
法聶
元
梓，
也
攻
擊
他
們
的
校
長
和
黨
委。
大
學
陷
入
大
字
報
流
感、
學
生
停
止
上
課
。

六
月
九
日
，
稍
微
忙
了
過
來
的
劉
少
奇、
鄧
小
平
，
偕
同
周
恩
來、
陳
伯
達
、
康
生
和
新
任
中
共
中
央
宣
傳
部
部
長 

陶
鑄
，
前
往
杭
州
，
勸
毛
澤
東
回
北
京
。
但
是
毛
澤
東
一
口
就
拒絕
。
然
後
他
們
徵
求
他
同
意，
黨
要
派
工
作
組
到
全
國 

所
有
大
學
「恢
復
秩
序
」，
48

參
加
談
話
的
陳
伯
達
反
對
此
一
建
議。
毛
澤
東
未
置
可
否
。
他
就
像
在
武
漢
接
見
彭真
時 

一
樣，
讓
人
莫
測
高
深
地
表
示
：
「可
以
派
工
作
組
，
也
可
以
不
派
，
不
要
急
急
忙
忙
派
工
作
組
。」
49
他
和
以
前
一 

樣
，
要
誘
使
「敵
人
」
完
全
亮
相
。
他
還
是
一
個
老
方
法，
「讓
那
些
討
厭
的
東
西
全
部
爬
出
來，
否
則牠
們
若
只
爬
出 

來
一
半
，
隨
時
又
可
以躲
起
來
」。
50

奇
怪
的
是
，
劉
少
奇
和
鄧
小
平
這
樣
經
驗
老
到
的
政
客
竟
然
沒
看
穿
他
的
伎
倆。

他
們
迷
迷
糊
糊
地
回
到
北
京，
立即
採
取
了
兩
個
相
互
矛
盾
的
決
定
•
■方
面
，
全
國
各
級
學
校
「暫
時
」
停
課 

「六
個
月
」，
取
消
考
試
•，另

一
方
面，
他
們
承
認
派
工
作
組
到
所
有
大
學
去
「恢
復
秩
序
」
是
正
確
的
。
他
們
說
：
「中 

央
認為
北
大
工
作
組
處
理
亂鬥
現
象
的
辦
法
是
正
確
的、
及
時
的
。
各
單
位
如
果
發
生
這
種
現
象，
都
可
參
照
北
大
的
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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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辦
理
。」
M不
久
，
上
萬
個
人
被
編
組為
工
作
組，
派
到
北
京
及
全
國
各
地
去
。

52

他
們
犯
了絕
大
的
錯
誤。
毛
澤
東
正
是
希
望
他
們
這
樣
做，
他
才
好
指
控
「敵
人
」
「壓
迫
」
群眾
。
他
明
白
-
只 

要
工
作
組
出
現
在
校
園，
那
些
已
被
挑
激
起
來
的
左
派
分
子
一
定
會
挑釁
，
雙
方
的
衝
突
勢
必
發
展為
流
血
對
抗。
他
坐 

在
高
山
上
俯
視
情
勢
發
展，
欣
喜
若
狂
.
.「北
大
一
張
大
字
報，
把
文
化
革
命
的
火
點
燃
起
來
了
！
」
M

他
在
六
月
中
旬
離
開
杭
州，
回
韶
山
老
家，
不
過
只
逗
留
了
十
一
天。
六
月
底
，
他
又
到
了
武
漢，
照
舊
下
榻
於
東 

湖
邊
的
東
湖
賓
館
。
在
櫻
桃
樹
下
享
受
著清
涼
的
微
風，
他
在
平
靜
的
環
境
下
思
索，
終
於
決
定
該
出
手
對
「潛
伏
在
共 

產
黨
領
導
圈
中
的
走
資
派
黑幫
」
予
以
決
定
性
的
重
擊。
七
月
八
日，
他
在
給
江青
的
信
中
透
露
他
的
想
法
：

天
下
大
亂，
達
到
天
下
大
治
。過
七
八
年
又
來
一
次
。牛
鬼
蛇
神
自
己
跳
出
來
。他
們為
自
己
的
階
級
本
性
所
決 

定
，
非
跳
出
來
不
可
……
現
在
的
任
務
是
要
在
全
黨
全
國
基
本
上
(不
可
能
全
部
)
打
倒
右
派，
而
且
在
七
、八
年 

以
後
還
要
有
一
次
橫
掃
牛
鬼
蛇
神
的
運
動，
爾
後
還
要
多
次
掃
除。
54

他
把
這
封
信
寄
到
北
京
給
江青
，
然
後
決
定
再
給
中
國
人
民、
甚
至
全
世
界
一
個
大
驚
奇。
七
十
二
歲
的
他
決
定
再
次
下 

長
江
游
泳
。

他
在
七
月
十
六
日
下
水。
當
然
他
沒
有
要
游
渡
長
江，
而
是
和
往
常
一
樣
順
流
而
下，
浮
游
了
約
十
五
公
里，
全
程 

費
時
一
小
時
又
五
分
鐘
。
但
是它
讓
數
以
百
萬
計
的
中
國
人
民
興
奮
莫
名。
新
華
社
報
導
：
「
一
九
六
六
年
七
月
十
六 

日
，
中
國
人
民
偉
大
的
領
袖、
毛
澤
東
主
席
在
宜
人
的
風
浪
下
於
長
江
游
泳。
一
小
時
又
五
分
鐘，
他
游
了
約
十
五
公 

里
…
…這
則
令
人
欣
喜
的
消
息
…
…很
快
就
傳
遍
武
漢
。
全
市
歡
欣
鼓
舞，
消
息
口
耳
相
傳
。
人
人
都
說
：
『我
們
敬
愛 

的
領
袖
毛
主
席
是
那麼
健
康，
這
是
全
中
華
民
族
最
大
的
福
氣。
這
也
是
全
世
界
革
命
人
民
最
大
的
福
氣。』」

在
毛
澤
東
下
水
游
泳
這
一
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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揚
子
江
畔
旗
海
飄
揚
、掛
出
大
型
海
報，
人
群
萬
頭攢
動，
擴
音
器
播
放
雄
偉
的
〈東
方
紅
〉
曲
調
，
唱
出
對
我
們

敬
愛
的
毛
主
席
的
讚
美.
.
歡
呼
如
雷
聲
般
響
起，
與
笛
號
匯為
一
聲
。毛
主
席
神
采
奕
奕，
站
在
汽
艇
甲
板.
.

在
水
面
上，你
可
以
看
到
紅
旗
飄
揚，
許
多
布
條
貼
出
毛
主
席
的
訓
示，
「帝
國
主
義
亡
我
之
心
不
死，
要
時
刻
提

高
警惕
」
、「下
定
決
心
、不怕
犧
牲
、排
除
萬
難
、去
爭
取
勝
利」
.
.
毛
主
席
向
熱
情
的
群眾
揮
手.
.
他
高
聲

喊
出
：
「同
志
們
，
大
家
好
！」
有
一
隊
兩
百
多
人
的
年
輕
泳
將
、小
學
生，
特
別
吸
引
毛
主
席
注
意
。這
些
八
到 

十
四
歲
的
少
年
先
鋒
隊
(人
在
水
中
、高舉
牌
子
)
亮
出
「好
好
學
習
、天
天
向
上」
的
標
語，並
且
唱
著
「我
們

是
共
產
主
義
接
班
人」
的
歌-
充
分
展
現
毛
澤
東
時
代
少
年
先
鋒
隊
的
熱
情.
.
快
艇靠
近
武
昌
岸
邊
。毛
主
席
下

水
游
泳
，
時
間
上
^~~

1

點
整
。夏
天
時
，
長
江
水
流
瑞
急
。毛
主
席
先
游
自
由
式，
接
著
換
上
仰
式
、侧
式.
.

當
時
鐘
指
向
已
經
過
了
一
小
時
又
五
分
鐘.
.
毛
主
席
爬
上
岸
；
他
精
神
奕
奕，
毫
無
倦
容
。
55

毛
澤
東
英
勇
壯舉
的
新
聞，
也
令
國
外
許
多
人
震
驚。
但
不
是
人
人
都
相
信
中
國
的
宣
傳
：
七
十
二
歲
的
毛
澤
東
以 

一
小
時
多
的
時
間
游
了
十
五
公
里
！
根
本
沒
有
人
提
毛
澤
東
其
實
是
順
流
漂
浮。

職
業
游
泳
好
手
特
別
拿
這
位
中
國
共產
黨
領
導
人
來
調
侃。
國
際
游
泳
總
會
(International Sw

im
m

ing A
ssociation 

) 

會
長
威
廉
•柏
吉
.
菲
力
浦
斯(W

illiam
 Berge P

hillips)

甚
至
發
函
邀
請
毛
澤
東
參
加
在
加
拿
大
的
兩
場
比
賽。
他 

尖
酸
刻
薄
地
寫
說
：
「我
們
聽
說
閣
下
在
七
月
十
六
日，
以
非
常
了
不
起
的
一
小
時
五
分
鐘
成
績
游
了
十
五
公
里。
由
於 

十
六
公
里
(即
十
英
里
)
游
泳
的
世
界
記
錄
於
去
年
在
魁
北
克
一
項
傳
統
比
賽
中，
由
世
界
最
快
的
游
泳
好
手
之
一、
德 

國
籍
的
賀
曼
•威
廉
斯(H

erm
an w

illem
se)

⑦
所
締
造
，
那
是
四
小
時
又
三
十
五
分
鐘。您
已
經
合
格，
可
參
加
這
兩 

項
比
賽
。」
菲
力
浦
斯
會
長
進
一
步
指
出，
義
大
利
泳
將
吉
里
歐
•特
拉
瓦
吉
里
歐(G

iulio Travaglio) 

一
九
六
六
年 

二
月
在
阿
根
廷
的
艾
爾
桂
連
湖(Lake El Q

u
il^n

)

已
經
刷
新
記
錄，
但
是
他
的
成
績
三
小
時
五
十
六
分
鐘，
和
毛
主 

席
一
比
還
是
望
塵
莫
及。
毛
澤
東
的
成
績
顯
示，
他
平
均
速
度
是
每
百
碼
二
四
.
六
秒
•，
可
是迄

今
世
界
上尚

無
人
可
在 

平
均
四
五
.
六
秒
內
完
成
這
項
紀
錄。
菲
力
浦
斯
尖
舌
辣
嘴
地
寫
說
：
「或
許
毛
主
席
在
轉為
職
業
選
手
之
前，
願
意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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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紅
色
中
國
參
加
下
一
屆
奧
林
匹
克
運
動
會。
但
是
如
果
他
想
要
輕鬆
賺
點
錢，
我
建
議
他
今
年
夏
天
參
加
職
業
游
泳
比 

賽
，
好
好
給
威
廉
斯、
特
拉
瓦
吉
里
歐
及
其
他
人
上
一
課，
他
們
連
替
他舉
蠟
燭
都
不夠
看
。
」

56

七
月
十
八
日，
毛
澤
東
回
到
北
京，
立
刻
給
劉
少
奇
和
鄧
小
平顏
色
看。
他
一
回
到
北
京，
先
住
進
西
郊
的
釣
魚
台 

賓
館
，
故
意
不
回
中
南
海
住
——
因為
劉
少
奇
和
鄧
小
平
住
在
中
南
海。
劉
少
奇
立
刻趕
到
釣
魚
台
賓
館，
但
是
毛
澤
東 

不
肯
接
見
。
毛
澤
東
的
秘
書
告
訴
大
驚
失
色
的
劉
少
奇
：
「主
席
已
經
休
息
了
。」
其
實
，
毛
澤
東
正
和
康
生、
陳
伯
達 

闢
室
密
談
•，他
們
兩
人
當
然
藉
機
抹
黑
劉
少
奇
和
鄧
小
平。
劉
少
奇
一
直
要
到
第
二
天
夜
裡
才
見
到
毛
澤
東。
對
於
劉
少 

奇
而
言
，
這
場
談
話
非
常
不
愉
快
。
毛
澤
東
連
珠
砲
般
痛
罵，
劉
少
奇
的
「工
作
組
不
行，
前
市
委
爛
了
，
中
宣
部
爛 

了
，
文
化
部
爛
了
，
高教
部
也
爛
了，
《人
民
日
報
》
也
不
好
」。
劉
少
奇
像
熱
鍋
上
的螞
犠
。
同
時
，
毛
澤
東
步
步
進 

逼
，
技
巧
地
以眾
人
辜
負
他
的
期
望
之
姿
出
現。
他
在
八
天
內
召
開
七
次
會
議，
要
求
召
回
「起
了
阻礙
作
用、幫
助
反 

革
命
」
的
工
作
組
。
M他
痛
罵
說
：
「誰
去鎮
壓
學
生
運
動
？
只
有
北
洋
軍
閥
…
…我
們
不
應
該
限
制
群眾

…
…
凡
是鎮
 

壓
學
生
運
動
的
人，
都
沒
有
好
下
場
—
•」
M

暴
跳
如
雷
的
毛
主
席
指
控
政
治
局
領
導
人
破
壞
文
化
大
革
命。
在
毛
澤
東
壓
力
下，
劉
少
奇
和
鄧
小
平
得
到
周
恩
來 

及
北
京
市
委
新
領
導
班
子
的
協
助，
七
月
二
十
九
日
在
天
安
門
廣
場
的
人
民
大
會
堂，
召
開
大
規
模
的
學
運
分
子
會
議。 

參
加
者
逾
一
萬
人
。
劉
少
奇
和
鄧
小
平
試
圖
說
明
他
們
的
行
動，
但
是
結
結
巴
巴
說
不清
楚。
劉
少
奇
尤
其
可
憐
；
他
承 

認
說
.

•「我
…
…坦
白
說
…
…不
知
道
…
…如
何
推
動
『文
化
大
革
命
』。」
M大
會
堂
陷
入
一
片
死
寂。
鄧
小
平
的
女
兒 

也
在
現
場
，
不
禁
落
淚
。

然
而
，
「敵
人
」
「像
小
孩
般
的喃
喃
之
語
」
只
讓
毛
澤
東
更為
生
氣，
他
現
在
嗅
到
了
血
腥
味。
劉
少
奇
講
話
的 

時
候
，
毛
澤
東
隱
身
坐
在
幕
後。
鄧
小
平
和
忠
心
的
周
恩
來
發
言
時
-
他
還
是
沒
有
現
身
。
等
到
人
人
都
說
完
了，
他
才 

掀

開
布
幕
，
在眾
人
驚
呼
中
走
向
講
台。
學
生
們
著
魔
似
地
狂
呼
：
「毛
主
席
萬
歲
！
」
「毛
主
席
萬
歲
！
」
毛
澤
東
在

⑦
原
書
註
：
菲
力
浦
斯
弄
錯
了
。賀
曼
•威
廉
斯
其
實
是
荷
蘭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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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上
走
前
走
後，
頻
頻
揮
手。60

偉
大
的
表
演
者
正
在
做
他
最
精
彩
的
演
出
。灰
頭
土臉
的
鄧
小
平
和
劉
少
奇
沒
有
辦
法
-只
能
參
加
這
一
幕
演
出， 

拚
命
地
和
大
家
一
起
向
折
磨
他
們
的
這
個
人
鼓
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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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
二
章

造
反
有
理

工
作
組
撤
了，
毛
澤
東
的
怒
氣並
沒
有
平
息
。他
痛
罵
說
：
「派
出
工
作
組
，
事
實
上
就
是
從
資
產
階
級
立
場
反
對 

無
產
階
級
革
命
的
行為

。」他
要
求
文
化
大
革
命
唯
有
依
賴
年
輕
人
及
革
命教
師
的
支
持
進
行
下
去
。他
問
：
「如
果
我 

們
不
能
依
賴
他
們，
那
我
們
要
依
賴
誰
？
 J

1

八
月
一
日
，
他
發
了
慰
問
函
給
五
月
二
十
九
日清
華
大
學
附
設
中
學
成
立
的
一
個青
年
組
織
。這
個
組
織
自
稱
「紅 

衛
兵」
，
毛
澤
東很
喜
歡
這
個
名
字
。他
嘉
許
他
們
：
「不
論
在
北
京
，
在
全
國
，
在
文
化
革
命
運
動
中，
凡
是
同你
們 

採
取
同
樣
革
命
態
度
的
人
們，
我
們一律
給
予
熱
烈
的
支
持
。」
？

這
封
信
一
公
開，
全
國
各
地青
年
學
生
更
是
風
起
雲
湧，
紛
紛
組
織
紅
衛
兵
團
體
。毛
澤
東
摩
拳
擦
掌
•

.
有
這
樣
的 

軍
隊
，
他
可
以
「大
鬧
天
宮」

。他
宣
稱
：
「我
們
相
信
群眾
，
做
群眾
的
學
生，
才
能
當
群眾
的
先
生
。現
在
這
次
文 

化
大
革
命
是
個
驚
天
動
地
的
大
事
情
。能
不
能
、敢
不
敢
過
社
會
主
義
這
一
關
？
這
一
關
是
最
後
消
滅
階
級，
縮
短
三
大 

差
別。
」
3

八
月
初
，
他
召
開
定
期
中
央
全
會
的
擴
大
會
議，
邀
請
若
干
高教
院
校
「革
命
師
生」
參
加
。與
會
者
共
有
一
百
八 

十
八
人
，
其
中
七
十
五
人為
中
央
委
員
、六
十
七
人為
候
補
中
委
。「全
國
第
一
張
馬
列
主
義
大
字
報」
的
作
者聶
元
梓 

也
出
席
了
會
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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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月
一
日
開
幕
的
八
屆
十
一
中
全
會
原
定
會
期
五
天，卻
因
毛
澤
東
的
指
示
延
長為
十
三
天
。毛
澤
東
痛
罵
工
作 

組
，
現
在
指
控
他
們
是
「恐
怖
主
義」

。第
一
次
會
，
劉
少
奇
正
在
做
政
治
報
告，
他
粗
魯
地
打
斷
他
的
報
告
。毛
澤
東 

說
，
百
分
之
九
十
的
工
作
組
犯
了
路
線
錯
誤，
站
在
資
產
階
級
那
一
邊
、反
對
無
產
階
級
革
命
。

4同
一
天
乂
八
月
一 

日
)，
他
發
出
給清
大
附
中
紅
衛
兵
那
封
信
。

為
了
平
息
主
席
的
怒
火，
已
經嚇
得
不
成
人
形
的
劉
少
奇
親
訪
北
京
一
所
大
學，
瞭
解
工
作
組
進
駐
後
的
狀
況
。接 

下
來
連
續
兩
個晚
上，
他
繼
續
調研
工
作，並
邀
請
工
作
組
人
員
到
中
南
海
開
會
。他
溫
和
地
批
評
他
們
••
「如
果你
們 

不
允
許
他
們
〔學
生
〕
造
反
，
他
們
肯
定
會
除
掉你
們
。」
5同
時
，
他
的
支
持
者
在
八
月
二
、三
日
的
中
全
會
中
怯
生 

生
地
試
圖
緩
和
毛
澤
東
對
劉
少
奇
及
工
作
組
極
端
嚴厲
的
批
評
。

然
而
，
偉
大
的
舵
手
反
而
更
生
氣
。八
月
四
日
，
他
突
然
中
斷
全
會，匆
匆

召
開
政
治
局
常
委
擴
大
會
議
。會
中
， 

他
斥
責
劉
少
奇
和
其
他
「走
資
派」
，
不
僅
拿
他
們
比
擬為
北
洋
軍
閥，
還
直
斥
這夥
人
有
如
中
國
共
產
黨
的
大
敵
國
民 

黨
，
也搞
鎮

壓
學
生
。他
對
著
被嚇
壞
的
政
治
局
常
委
及
其
他
人
說
：
「現
在
在
場
就
有
牛
鬼
蛇
神
！」
他
說
這
句
話
是 

因為
葉
劍
英
講
說
：
「我
們
有
百
萬
雄
兵，
我
們
不怕
妖
魔
鬼
怪
。」劉
少
奇
對
北
京
的
一
切
狀
況
負
起
責
任，
毛
澤
東 

不
耐
煩
地
指
出
：
「你
在
這
裡
〔北
京
〕
已
經
建
立
自
己
的
專
政啦
！
好啊！」
G

次
日
，
奉
毛
澤
東
指
示，
周
恩
來
通
知
劉
少
奇，即
日
起
他
不
得
再
以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主
席
身
分
在
公
開
場
合
露 

面
或
接
見
外
賓
。劉
少
奇找
來
北
京
市
委
第
一
書
記
李
雪
峰，
告
訴
李
，
他
不
再
探
視
高教
機
構
了
。他
說
：
「看
來
我 

不夠
格
領
導
文
化
大
革
命
。」
？顯
然
劉
少
奇
覺
得
非
常
痛
苦，
也
明
白
自
己
氣
數
已
盡
。

他
還
不
知
道
毛
澤
東
就
在
同
一
天(八
月
五
日)，
中
全
會
猶
在
進
行
中，
自
己
寫
了
一
張
大
字
報
〈砲
打
司
令 

部
——
我
的
一
張
大
字锻
〉，
引
起
許
多
幹
部
戰
慄
害怕

。
S現
在
，
人
人
都
曉
得
文
化
大
革
命
針
對
的
是
劉
少
奇
。中 

全
會
更
改
議
程，
調查
起
劉
少
奇
和
其
最
親
近
助
手
鄧
小
平
的
私
人
事
務
。
9

八
月
八
日
，
中
全
會
通
過
〈關
於
無
產
階
級
文
化
大
革
命
的
決
定
 >(

所
謂
「十
六
條」}

。陳
伯
達
和
中
央
文
革
小 

組
在
七
月
就
草
擬
這份
文
件，
經
三
十
次
易
稿，
毛
澤
東
才
在
中
全
會
期
間
拍
板
定
案
。
它

的
主
要

|

段
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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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產
階
級
雖
然
已
經
被
推翻
-

但
是
，
他
們
企
圖
用
剝
削
階
級
的
舊
思
想
、舊
文
化
、舊
風
俗
、舊
習
慣
，
來
腐蚀
 

群眾
，
征
服
人
心
-

力
求
達
到
他
們
復辟
的
目
的
。無
產
階
級
恰
恰
相
反，
必
須
迎
頭
痛
擊
資
產
階
級
在
意
識
型
態 

領
域
裡
的
一
切
挑
戰
，
用
無
產
階
級
自
己
的
新
思
想
、新
文
化
、新
風
俗
、新
習
慣
，
來
改
變
整
個
社
會
的
精
神
面 

貌

。在
當
前
，
我
們
的
目
的
是鬥
垮

走
資
本
主
義
道
路
的
當
權
派，
批
判
資
產
階
級
的
反
動
學
術
「權
威」
，
批
判 

資
產
階
級
和
一
切
剝
削
階
級
的
意
識
型
態，
改
革教
育
、改
革
文
藝
、改
革
一
切
不
適
應
社
會
主
義
經
濟
基
礎
的
上 

層
建
築
，
以
利
於
鞏
固
和
發
展
社
會
主
義
制
度
。
10

紅
衛
兵
興
高
采
烈
地
背
下
這
一
段
。

決
議
獲
得
通
過
，並
不
是
沒
有
遭
遇
反
對
意
見
。毛
澤
東
後
來
回
憶
說
：
「經
過
討
論
，
我
才
勉強
得
到
過
半
數
代 

表
的
支
持
。用
不
著
說
，
和
以
前
一
樣，
許
多
人
不
接
受
這
個
觀
點
。
」
U

為
了剷
除
劉
少
奇
人
馬
的
抗
拒，
毛
澤
東
改
組
政
治
局
領
導
機
關，
拔
擢
他
的
親
信
林
彪
、康
生
及
陳
伯
達為
政
治 

局
常
委
；
林
彪
更
出
任
唯
一
的
副
主
席，
①
取
代
遭
到
贬

抑
的
劉
少
奇，
成為
毛
澤
東
新
指
定
的
接
班
人
。
U為
了
削
弱 

鄧
小
平
的
勢
力，
黨
的
總
書
記
一
職
廢
除，
中
央
書
記
處
自
此
在
黨
內
毫
無
影
響
力
可
言
。中
全
會
之
後，
書
記
處
功
能 

由
中
央
文
革
小
組
接
管
。

八
月
十
八
日
，
中
全
會
落
幕
後
五
天，
毛
澤
東
、林
彪
等
人
站
在
天
安
門
城
樓
上，
向
數
十
萬
名
集
聚
在
廣
場
上
的 

紅
衛
兵
揮
手
致
意
。許
多
學
生
壓
抑
不
住
激
動
的
感
情，
喜
極
而
泣
。「毛
主
席
萬
歲
！」
的
口
號
響
徹
雲霄
，
〈東
方 

紅
〉
、〈大
海
航
行靠
舵
手
〉
的
歌
聲縈
繞
全
場
。許
多
男
女青
年
學
生
在
花
團
錦
簇
下
載
歌
載
舞
。紅
色
大
旗
在
人
海 

中
飄
揚
，
領
袖
的
巨
幅
肖
像
高
擎
過
頭
。

1

個
年
輕
的
女
紅
衛
兵
受
邀
上
台，
把
繡
著
「紅
衛
兵」
字
樣
的
鮮
紅
臂
章綁
到
主
席
的
左
臂
上，
全
場
歡
聲
雷

①
原
書
註
：
在
此
之
前，
除
了
林
彪，
黨
還
有
四
位
副
主
席，即
劉
少
奇
、周
恩
來
、朱
德
和
陳
雲
。



毛 澤 東 ：真 實 的 故 事 538

動

。無
數
的
照
相
機咔
喳
咔
喳
搶

鏡
頭，
電
視
及
電
影
攝
影
師
忙
著
錄
下
這
個
歷
史
鏡
頭
。毛
澤
東
朝
這
位
戴
副
大
眼
鏡 

的
瘦
女
孩
笑
著
問
：
「妳
叫
什麼
名
字呀
？」

她
僵

在
那
裡，
怯
生
生
地
答
說
：
「宋
彬
彬
。」

毛
澤
東
揚
起
眉
毛
說
：
「妳
應
當
要
武嘛
！」
說
著
說
著
，
他
大
笑
起
來
。

這
個
羞澀
的
小
女
孩
窘
得
完
全
說
不
出
話
來
。但
是
，
和
偉
大
的
舵
手
有
此
歷
史
機
遇
的
一
會
之
後，她
改
名
「宋 

要武」
。
U她
的
同
志
們
把
主
席
的
話
奉為
綸
旨，
更
堅
決
投
入
行
動
。

.

同
一
天
，
毛
澤
東
接
見
北
京
大
學
附
設
中
學
十
八
歲
的
女
學
生
彭
小
蒙
。
她

因為
以
銅扣
皮
帶狠
打
工
作
組
組
長
張 

承
先
而
名
揚
全
國
。五
十
一
歲
的
張
承
先
是
中
央
華
北
局
宣
傳
部
副
部
長，
他
的
年
紀
、他
的
職
位
都
不
足
以
讓
小
女
孩 

打
不
下
手
。毛
澤
東
一
聽
到
彭
小
蒙
的
「英
勇
事
蹟」
後-十
分
欣
賞她
的
兇狠

。一
九
六
六
年
八
月
一
日
他
給清
大
附 

中
紅
衛
兵
的
信
中，
就
提
到
「小
彭」
，
給她

「熱
烈
支
持
」
。
M

八
月
十
八
日
接
見
彭
小
蒙
時
間
雖
短，
意
義
重
大
。毛
澤
東
精
神
奕
奕，
還
會
說
笑
。他
逗
彭
小
蒙
玩，
還
揮
舞
雙 

手
做
游
泳
狀
、教她
如
何
游
泳
。但
是
當
彭
小
蒙
問
到
今
後
紅
衛
兵
該
做
什麼
時，
他
立
刻
變
得很
嚴
肅
。他
熱
烈
地
回 

答
.•

「當
然
是
造
反嘍
！
不
造
反
、改
不
了
壞
東
西
。第
一
是鬥

、第
二
是
批
、第
三
是
改
造
。這
一
切
都
要
遵
守
〈十 

六
條
〉
去
做
。」U政
治
危
機
因
此
更
加
劇
烈，
文
革
愈
來
愈
沾
染
鮮
血
。一
九
六
六
年
八
月
十
八
日
天
安
門
大
遊
行
之 

後
，
紅
衛
兵
從
大
、中
學
校
園
走
上
城
市
街
頭
。

暴
力
風
潮
迅
速
席
捲
全
國
。這齣
血
腥
大戲
的
主
角
不
是
大
學
生，
而
是青
少
年，
在
全
面
放
縱
的
氣氛
中
沖
昏
了 

頭
的
中
學
生
、甚
至
小
學
生
。
M他
們
只
是
還
沒
長
大
的
小
孩，
彷
彿
聞
到
血
腥
味
的
幼
狼，
這
些
無
知
的
狂
熱
分
子
幻 

想
著
自
己
是
除
四
舊——
舊
思
想
、舊
文
化
、舊
風
俗
、舊
習
慣——
以
及
打
倒
走
資
派
的
巨
人
。全
國
有
一
千
三
百
多 

萬
這
樣
的
小
孩
。毛
澤
東
藉
著
他
們搨
起
文
化
大
革
命
的
野
火
。他
以
他
的
「指
示」
、呼籲
和
大
字
報
毒
化
這
些
小
孩 

的
心
靈
，
犯
下
最
傷
天
害
理
的
罪
行
。天
底
下
還
有
什麼
事
比
褻
玩
年
輕
人
更
可
惡
？

北
京
市
，
光
是
八
、九
兩
個
月
內，瘋
狂
的
年
輕
人
就
殺
害
一
千
七
百
七
十
三
個
有
走
資
派
之
嫌
的
人
。同
一
時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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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上
海
，
有
一
千
二
百
三
十
八
人
喪
生，
其
中
七
百
零
四
人
因
不
堪
年
輕
的
紅
衛
兵
羞
辱
而
自
殺
身
亡
。公
安
部
完
全
不 

介
入
。公
安
部
部
長
②
嚴
格
遵
守
偉
大
舵
手
的
指
示，
告
訴
他
的
部
屬
：
「最
後
分
析
起
來，
壞
人
就
是
壞
人
。因
此
他 

們
被
打
死
了
，
也
不
是
悲
劇！
」
n 一
九
六
六
年
八
月
二
十
一
日，
中
共
中
央
通
過
一
項
決
議，
禁
止
公
安
部
干
預
「革 

命
學
生」
的
行
動
。解
放
軍
總
參
謀
部
和
總
政
治
部
在
同
一
天
也
對
軍
隊
下
達
同
樣
的
禁
令

。
W

年
輕
人
迫
害
的
首
要
對
象
是
他
們
的
老
師
。某
些
學
校
的
紅
衛
兵
把教
室
改為
牢
房，
把
所
謂
「資
產
階
級
反
動
當 

局
黑幫
」
分
子
的
老
師抓
來
羞
辱
。這
些
老
師
被
羞
辱
、毆
打
、動
刑
，
許
多
人
差
點
就
給
活
活
整
死
。中
南
海
對
面
、
 

北
京
第
六
中
學
的
音
樂教
室
就
是
這
樣
一
處
牢
房
。他
們
在
牆
上
用
老
師
的
鮮
血
寫
上
：
「紅
色
恐
怖
萬
歲
！」

W年
輕 

人
對
這
個
口
號
的
瞭
解
就
是
如
此
。「在
這
場
文
化
大
革
命
中，
我
們
學
校
被
資
產
階
級
知
識
分
子
控
制
的
現
象，
必
須 

完
全
改
過
來。
」20

受
到
免
責
權
的
鼓
舞，
從
一
九
六
六
年
九
月
起，
首
都
和
其
他
城
市
的
紅
衛
兵
開
始
分
散
到
全
國
各
地
去，
到
處
播 

撒
不
幸
和
恐
怖
。他
們
在
旅
行
中
無
可
避
免
會
到
韶
山
沖
、井
岡
山
、遵
義
和
延
安
等
「聖
地」
朝
覲
。他
們
在
開
導
落 

後
的
群眾

、拔
除
走
資
派
大
毒
草
之
餘，
到
處
發
現
目
標
。毛
澤
東
非
常
高
興
聽
到
這
些
「革
命
創舉
」
：

讓
他
們
去嘛
，
留
些
人
輪
流
看
家
就
行
了
。他
們
要
開
介
紹
信
，
就
統
統
開
，
管
他
是
左
派
、右
派
。文
化
革
命
委

員
會
的
人
要
去
，
也
可
以
讓
他
們
去
.
.
.
.
對
外
來
的
學
生，
要
給
他
們搞
伙

食
。有
人
說
沒
有
房
子
住
，哪
裡
沒
有

房
子
住
？
房
子
多
得很
，
這
是
藉
口
〔不
讓
學
生
去
〕
。

受
到
好
消
息
激
勵，
毛
澤
東
在
八
月
底
向
《人
民
日
報
》
同
仁
提
到
：
「不
需
要
在
年
底
結
束
文
化
大
革
命
。我
們 

先
讓它
持
續
到
農
曆
年
〔即
一
九
六
七
年
二
月
初
〕，
然
後
再
說
。
」
M

②
編
註
•
•即
謝
富
治
-文
化
大
革
命
開
始
後，
被
補
選為
中
央
書
記
處
書
記
及
政
治
局
候
補
委
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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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
命
學
生」
對
於
偉
大
舵
手
的
支
持
十
分
熱
切
。有
個
參
與
者
回
憶
說
：
‘「我
們
不
是
遊
客
…
…
我
們
是
上
戰
場 

和
舊
世
界
作
戰
的
士
兵…
…從
現
在
起
，
我
們
不
必
再
羨
慕
我
們
的
父
母
參
加
革
命
戰
爭
的
英
勇
事
蹟，
遺
憾
我
們
出
生 

太晚
…
…我
們
將
要啟
發
、組
織
群眾
，挖
出
潛
伏
的
敵
人，為
文
化
大
革
命
的
最
終
勝
利
流
血
、犧
牲
。」

22
1九
六 

六
年
，
寫
下
這
段
回
憶
的
作
者
年
僅
十
五
歲，
我
們
不
可
能
懷
疑她
青

少
年
的
純真
熱
情
。可
是
，她
不
必
像
那
些
被她
 

和她
的
同
志
掃
進
走
資
派
行
列
的
人
一
樣，她
不
需
要
流
自
己
的
血
。這
些
被
打為
走
資
派
的
人，
和
那
些
「死
守
舊
文 

化」
的
人
，
求
饒
也
沒
用
。這
些
宣
揚
「四
新」——
新
思
想
、新
文
化
、新
風
俗
、新
習
慣——
的
「傳教
士」
引
以 

為
傲
的
，
正
是
他
們
的
革
命
比
他
們
父
母
的
革
命
更
無
情
。

全
國
各
地
城
市
與
農
村，
紅
衛
兵
發
動教
育
性
的
表
演，
主
角
就
是
他
們
逮
捕
的
「走
資
派」

。被
恐
怖
擊
倒
的
老 

人
家
，
雙
手
已
被
打
斷，
被
帶
上
街
在
群眾
叫囂
狂
罵
聲
中
遊
行
。他
們
有
如
一
九
二
〇
年
代
被
農
村
極
端
分
子
凌
辱
的 

對
象
一
樣
，
頭
戴
尖
筒
帽
、脖
子
上
掛
的
紙
板
書
明
「反
革
命
修
正
主
義
分
子
某
某
某」
、「反
黨
黑幫
分
子
某
某
某」
， 

臉
被
墨
汁
或
煤
炭畫
髒

、衣
服撕
破
，
被
迫
向
「革
命
群眾
」
低
頭
，
坦
白
交
代
犯
的
過
錯
。同
時
，
圍
觀
的
民眾
齊
聲 

痛
罵
，
握
拳
高
喊
：
「打
倒
某
某
某
！」

那
些
被
「紅
色
巨
輪」
壓
倒
的
人
心
中
充
滿
恐
懼
。如
果
那
些
慘
遭
折
磨
的
人
大
難
不
死，
這
些
公
審
的
可怕
景
象 

一
定
永
遠
珞
印
在
心
頭
：

火
紅
的
紅
色
臂
章
燃
燒
起
年
輕
人
胸
中
熊
熊
之
火
。響
亮
的
口
號
鼓
舞
著
孩
子
們
戰鬥

。衝
、打
、砸
，跟
著
紅
色 

走
，
打
造
一
個
紅
色
新
世
界
。但
是
，
他
們
仍
然
不
曉
得
敵
人
是
誰
……

「快
說
！你
恨
黨
，
是
不
是
？你
做
什麼
樣
的
夢
想
想
要
恢
復
失
去
的
樂
園
？」

「快
說
！你
在醞
釀
什麼
樣
的
反
革
命
陰
謀
？你
現
在
預
備怎
麼

樣
推翻
黨
？」

「快
說
I
.你
保
留
什麼
樣
的
舊
文
件，
還
想
拿
回你
的
舊
財
產
？你
想
要
蔣
介
石
回
來
當
政，你
才
好
報
仇
、殺
光 

全
黨
，
是
不
是
.
.
.
.」



5 4 1 第 三 十 三 章 造 反 有 理

皮
鞭
一
抽
、鐵
鍊叮
嗜
響，
有
人
哀
號
。

「快
說
！
快
說
！
快
說
！」

「我
愛
黨呀

！
」

「胡
說
！你
怎
麼

會
愛
黨
？你
怎
麼

可
能
愛
黨
？你
竟
敢
說你
愛
黨
？你
怎
麼

配
愛
黨
？你
是
腦
筋
死
硬
的笨
驢丨
•」

鞭
子
抽
動
、鐵
鍊叮
噹

響
•，
皮
鞭
與
鐵
鍊
，
火
與冰
，
血
與
汗
。
23

搶
劫
也
是
這
些
「落
後」教
師
和
「黑幫
」
黨
官
遭
受
的
紅
色
恐
怖
不
可
分
割
的
一
部
分
。所
有
能
移
動
的
財
產
都 

被
搬
出
這
些
「壞」
分
子
的
家
，
不
能
移
動
的
則
統
統
搗毀

。光
在
北
京
一
地
，
從
八
月
底
至
九
月
初，
紅
衛
兵
抄
了
三 

萬
三
千
六
百
九
十
五
戶
民
家，
拿
走
五•七噸
黃
金
、十
九噸
以
上
白
銀
、大
約
人
民
幣
五
千
五
百
五
十
萬
元
和
六
十
一 

萬
三
千
六
百
件
玉
器
。同
一
時
期
，
上
海
的
「新
文
化
旗
手」
抄
了
八
萬
四
千
二
百
二
十
二
戶
民
家.，
除
了
大
量
的
寶 

石
、金
銀
之
外
，
他
們
沒
收
美
金
三
百
二
十
四
萬
元
、三
百
三
十
萬
元
其
他
貨
幣
、二
百
四
十
萬
元
國
民
政
府
發
行
的
法 

幣
，
以
及
三
億
七
千
萬
元
人
民
幣
。以
全
國
而
言
，
到
了
一
九
六
六
年
十
月，
總
共
沒
收
約
六
十
五噸
黃
金

(當
然
，
這 

些
數
字並
不
代
表
劫
掠
的
全
貌.，它
們
只
代
表
紅
衛
兵繳
交
給
中
國
銀
行
的
數
量
。沒
有
人
曉
得
他
們
自
己
中
飽
了
多 

少

。縱
使
如
此
，
報繳
的
財
物
之
數
字
仍
令
中
共
領
導
人咋
舌
。一
九
六
六
年
十
月，
中
共
中
央
工
作
會
議
盛
讚
這
些 

「梁
山
泊
新
英
雄」
)
。
@24

不
僅
是
普
通
老
百
姓
被
抄
家，
國
家
機
關
也
逃
不
過
紅
衛
兵
的
毒
手，
博
物
館
、圖
書
館
和
展
覽
館
等
文
化
機
構， 

首
當
其
衝
。只
要
有
可
能
，
歷
史
古
蹟
無
不
遭
到
破
壞
。一
九
六
六
年
十
一
月，
北
京
師
範
大
學
學
生跑
到
山
東
曲
阜
孔 

子
老
家
，
搗毀
約
七
千
件
石
碑(其
中
有
一
千
件
古
石
碑)，並
且
破
壞
了
兩
千
個
墳
墓
。他
們
褻
瀆
至
聖
先
師
的
出
生 

地

。三
個
月
後，
山
東
一
群
紅
衛
兵
也
褻
瀆
了
十
九
世
紀
興
學
辦
校
的
武
訓
的
墳
墓
。他
們
把
武
訓
的
遺
體挖
了
出
來
、

③
原
書
註
：
小
說
《水
滸
傳
》
起
義
造
反
的
農
民，即
落腳
於
梁
山
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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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
之
一
炬
，
群眾
在
旁
歡
呼
、鬼
叫
。海
瑞
葬
於
海
南，
他
的
遺
骸
也
同
樣
遭
到
破
壞

。
25

並
非
所
有
的
黨
領
導
人
都
歡
迎
紅
衛
兵
。許
多
人
都很
不
安，
其
中
不
少
是
中
央
委
員
。黨
領
導
圈
內
的鬥
爭
持
續 

到
九
月
。那
些
還
保
持
理
智
的
人
設
法遏
抑
混
亂，
冀
望
經
濟
不
再
陷
入
危
機
。九
月
中
旬
，
腦
筋清
醒
的
中
央
官
員
以 

周
恩
來為
首，
說
服
毛
澤
東
批
准
一
道
禁
令，
不
准
工
人
及
農
民
加
入
紅
衛
兵
運
動
。

26

但
是
，
正
宗
毛
派
分
子
旋即
對 

劉
少
奇
集
團
又
祭
出
重
擊
。十
月
中
旬
的
中
央
工
作
會
議
上，
林
彪
點
名
攻
擊
劉
少
奇
和
鄧
小
平，
指
控
他
們
走
「壓
制 

群眾

、反
對
革
命」
的
路
線
。
27
他
的
發
言
明
顯
是
得
到
毛
澤
東
的
核
可
。江青
雖
然
不
具
中
央
委
員
資
格，
也
參
加
了 

會
議
。從
八
月
底
起
，
陳
伯
達
工
作
繁
重，
分
身
乏
術
，
江青
已
經
形
同
中
央
文
革
小
組
組
長

。
28

劉
少
奇
必
須
做
自
我
批
評
。十
月
二
十
三
日，
他
在
工
作
會
議
上
發
表
談
話，
結
束
了
他
的
政
治
生
涯
。鄧
小
平
隨 

即
跟

進
，
也
承
認
錯
誤
。

毛
澤
東
沒
有
出
席
頭
兩
個
星
期
的
工
作
會
議，
但
是
他
透
過
林
彪
、周
恩
來
、陳
伯
達
和
康
生，
掌
控
會
議
的
發 

展

。直
到
十
月
二
十
五
日，
也
就
是
劉
少
奇
和
鄧
小
平
自
我
批
評
之
後
兩
天，
他
才
出
現
在
議
場
。他
開
始
迂迴
地
、甚 

至
溫
和
地
批
評
自
己
因為
不
在
第
一
線
、而
待
在
所
謂
的
第
二
線
太
久
了，
以
致
「沒
有
注
意
日
常
事
務」

。接
下
來
， 

他
發
動
攻
擊
。

這
次
會
議
兩
個
階
段，
頭
一
個
階
段，
大
家
發
言
都
不
那麼
正
常，
後
一
個
階
段
經
中
央
同
志
講
話，
交
流
經
驗
，

就
比
較
順
了
，
思
想
就
通
了
一
些
。運
動
只搞
五
個
月，
可
能
要搞
兩
個
五
個
月，
也
許
還
要
多
一
點
.
.
.
.
五
個
月

文
化
大
革
命
，
火
是
我
點
起
來
的，
時
間很
倉
促
。與
二
十
八
年
民
主
革
命
和
十
七
年
社
會
主„

我
革
命
比
起
來，
時

間
是很
短
的
，
只
有
五
個
月
。不
到
半
年
，
不
那麼
通
，
有牴
觸
情緒
，
是
可
以
理
解
的
.
.
.
.
我
看
衝
一
下
有
好

處
，
多
少
年
沒
有
想
，
一
衝
就
想
了
。29

隔
了 
一
陣
子，
在
會
議
結
束
後，
毛
澤
東
顯
然很
欣
喜
他贏
了
緘
默
不
語
的
中
央
委
員
會，
他
又
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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娃
娃
要
造
反
——

我
們
必
須
支
持
他
們
。讓
他
們
自
己
走
；
我
們
不
應
該怕
他
們
會
犯
錯
…
…
如
果
我
們
不
開
始
向

「小
將」
學
習
，
我
們
就
完
了
.
.
.
.
群眾
一
上
場
，
妖
魔
鬼
怪
就
會
消
失
。嚴
格
講
，
天
底
下
沒
有
妖
魔
鬼
怪
：它

們
只
存
在
於
某
些
人
腦
子
裡，
這
個
妖
魔
鬼
怪
的
名
字
叫
作
「害怕
群眾
」
.
.
.
.
亂
是
人搞
起
來
的，
製
造
騷
亂
的

人並
沒
犯
罪
……

年
輕
人
創
造
世
界
大
事
。
30

我
們
已
經
曉
得
紅
衛
兵
小
將
造
出
什麼
大
事，
但
是
毛
澤
東
顯
然
盼
望
還
要
進
一
步
造
成
天翻
地
覆
。他
似
乎
毫
不
介
意 

紅
衛
兵
的
野
火
會
威
脅
到
中
國
的
經
濟
。

當
上
海
及
其
他
城
市
的青
年
工
人
不
理
會
中
共
中
央
九
月
發
布
的
禁
止
工
、農
介
入
運
動
的
決
議
時，
經
濟
開
始
出 

現
狀
況
。他
們
開
始
自
發
性
地
成
立
革
命
團
體
。十
一
月
初
，
十
七
家
工
廠
的
勞
動青
年
代
表
組
織
所
謂
的
「上
海
工
人 

革
命
造
反
總
司
令
部」
，
來
自
一
家
紡
織
廠
的青
年
警
衛
員
王
洪
文
被
推為
司
令
。他
在
一
九
六
六
年
六
月
成為
上
海
第 

一
個
工
人
貼
大
字
報
痛
批
工
廠
的
管
理
人
員
時，即
受
到
毛
派
分
子
的
注
意
。這
個
好
戰
、活
力
又
充
沛
的
年
輕
人
符
合 

所
有
的
革
命
標
準
。他
才
三
十
一
歲，
已
經
服
過
兵
役
、在
朝
鮮
打
過
仗，
又
是
黨
員
。

可
是
王
洪
文
領
導
的
組
織並
沒
有
得
到
上
海
市
委
的
承
認
.，
上
海
市
委
還
未
調
整
思
想，
仍
然
認為
王
洪
文
及
其
同 

志
的
行
動
有
害
生
產
。不
久
，
王
洪
文
莽
莽
撞
撞
地
就
在
上
海
郊
區
安
亭
火
車
站
滋
事，
使
得
通
往
南
京
的
鐵
路
交
通
中 

斷
三
十
個
小
時
。他
的
追
隨
者
有
兩
千
多
人，躺
臥
鐵
軌
上，
要
求
當
局
提
供
給
他
們
列
車，
以
便
「上
訪」
北
京
，
好 

向
偉
大
的
舵
手
報
告
上
海
市
黨
、政
當
局
的
「不
當
壓
迫」

。王
洪
文
的
行
動
得
到
張
春
橋
、江青
和
姚
文
元
的
支
持
； 

他
們
批
評
了
上
海
市
委
之
後，
開
始
利
用
這
些
工
人
。因
此
，
全
國
各
地青
年
工
人
及
職
工
也
紛
紛
成
立
與
紅
衛
兵
平
行 

的
組
織
。
它

們仿
效
上
海
的
組
織，
自
稱
「造
反
派」

。

這
個
名
稱
源
自
毛
澤
東
在
延
安為
慶
祝
史
達
林
六
秩
華
誕
所
發
表
的
講
話
：
「馬
克
思
主
義
的
道
理
千
條
萬緒
，
歸 

根
結蒂
，
就
是
一
句
話
：
『造
反
有
理。』
」
W 一
九
六
六
年
六
月
五
日，
《人
民
日
報
》
讓
讀
者
溫
習
這
個
字
詞，
後
來 

清
華
附
中
的
紅
衛
兵
就
把
「造
反
有
理」
這
句
話
用
進
他
們
的
大
字
報
。他
們
把
這
些
大
字
報
送
呈
毛
澤
東
•，而
毛
澤
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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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前
述
的
回
信
裡
興
奮
地
說
：
「說
明
對
反
動
派
造
反
有
理
。我
向你
們
表
示
熱
烈
的
支
持
。」

32

從
此
以
後
，
「造
反
有 

理」
成為
文
化
大
革
命
最
主
要
的
口
號
。

十
二
月
初
，
林
彪
主
持
政
治
局
擴
大
會
議，
撤
銷
九
月
禁
止
紅
衛
兵
擴
張
進
入
人
民
公
社
和
工
業
設
施
的
決
議
。中 

國
的
經
濟
再
次
受
到
威
脅
。交
通
系
統
陷
入
危
機
。受
到
毛
澤
東
八
月
十
八
日
向
紅
衛
兵
致
意
的啟
示，
各
地
狂
熱
的青
 

少
年
紛
紛
擁
上
前
往
北
京
的
火
車
。每
個
紅
衛
兵
、每
個
造
反
派
，
都
想
見
到
偉
大
的
舵
手
。毛
澤
東
也
歡
迎，
他
向
中 

央
文
革
小
組
解
釋
說，
愈
多
人
見
到
他，
對
革
命
愈
好
。他
說
：
「蘇
聯
會拋
棄
列
寧
主
義
的
原
因
之
一，
就
是
太
少
人 

見
過
活
著
的
列
寧。
」
M

到
了
十
一
月
底，
他
已
經
站
上
天
安
門
城
樓
八
次，
接
待
了
 
一
千
一
百
多
萬
人
的
遊
行青
年
。最
大
的
一
場
是
十
一 

月
二
十
五
、二
十
六
日
的
活
動，
有
雨
百
五
十
萬
名
革
命
學
生
參
加
。

我
們
今
天
讀
到
新
華
社
當
時
對
這
些
遊
行
的
報
導，很
難
不
笑
出
來
。有
個
我
們
不
知
其
名
的
記
者
聲
嘶
力
竭
地
報

導
：昨

天
上
午
十
一
點
三
十
分
，
在
〈東
方
紅
〉
莊
嚴
肅
穆
的
樂
聲
中，
我
們
偉
大
的
導
師
、偉
大
的
領
袖
、偉
大
的
統

帥
、偉
大
的
舵
手
毛
主
席，
和
他
的
親
密
戰
友
林
彪
副
統
帥，
走
上
天
安
門
廣
場
的
中
央
講
台
.
.
.
.
這
一
刻
，
整
個

天
安
門
廣
場
和
從
東侧
連
接
到
廣
場
的
街
道，
變
成一

片
人
海
.
.
.
.
人
人
興
高
采
烈
的
跳
起
跳
落
。「毛
主
席
萬

歲
！
萬
歲
！
萬
萬
歲
！」
的
聲
浪
此
起
彼
落
.
.
.
.
接
下
來
，
在
〈大
海
航
行靠
舵
手
〉
的
樂
聲
中-
六
十
多
萬
名
革

命
音
年
遊
行
穿
過
天
安
門
廣
場
.
.
.
.
他
們
不
斷
地
高
呼
「毛
主
席
萬
歲
！」
的
口
號
向
偉
大
的
領
袖
致
敬
.
.
.
.
.十一

月
二
十
五
日
，
首
都
氣
溫
降
到
攝
氏
零
下
七
度
。縱
使
如
此
，
我
們
最
敬
愛
的
偉
大
領
袖
毛
主
席，
沒
穿
大
衣
，
一 

襲卡
其
色
的
制
服，
步
上
中
央
講
台，
親
切
地
揮
手
，
向
革
命青
年
鼓
掌
，
鼓
勵
他
們
堅
持
文
化
大
革
命
到
底
…

…

十
一
月
二
十
六
日
下
午，
毛
主
席
校
閱
一
百
八
十
多
萬
名
聚
集
在
天
安
門
廣
場
的
革
命教
師
、職
工
和
紅
衛
兵
.
.
.
.

在
激
越
的
歡
呼
聲
中，
毛
主
席
和
他
的
親
密
戰
友
林
彪
副
統
帥
及
其
他
中
央
領
導
同
志，
坐
在
敞篷
汽
車
上
從
天
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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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
廣
場
向
西
走，
走
進
文
革
大
軍
的
中
心
。34

劉
少
奇
和
鄧
小
平
仍
名
列
黨
的
領
導
人，
因
此
也
出
現
在
天
安
門
廣
場
的
講
台
上
。但
是
他
們
的
日
子
已
經
不
多
。
 

早
在
十
月
二
十
一
日，
北
大
已
貼
出
大
字
報，
公
開
宣
稱
.
.
「劉
少
奇
是
中
國
的
赫
魯
雪
夫
！」
十
月
二
十
四
日
，即
劉 

少
奇
和
鄧
小
平
做
了
自
我
批
評
的
次
日，
中
央
組
織
部
出
現
一
張
大
字
報，
指
稱
：
「鄧
小
平
也
是
中
國
的
赫
魯
雪
夫
！」 

它
首
次
指
出，
早
在
一
九
六
〇
年
代
初
期
，
鄧
小
平
就
倡
導
「不
管
黃貓
黑貓
，
只
要
捉
住
老
鼠
就
是
好貓
」
的
論
調
。％ 

十
二
月
十
八
日
，
江青
的
副
手
張
春
橋
指
示清
華
大
學
紅
衛
兵
頭
頭
：
「你
們
革
命
小
將
應
該
聯
合
起
來，
發
揚
徹 

底
革
命
精
神
，
痛
打
落
水
狗
，
把
他
們搞
臭，
不
要
半
途
而
廢
。」
他
又
提
及
劉
少
奇
和
鄧
小
平，
「中
央
那
一
兩
個
提 

出
資
產
階
級
反
動
路
線
的
人
至
今
仍
不
投
降」

。七
天
之
後
，
五
千
多
名
紅
衛
兵
在
北
京
遊
行
示
威，
高
喊
：
「打
倒
劉 

少
奇
！
打
倒
鄧
小
平
！
和
劉
、鄧
血
戰到底
！」
36

不
久
，
全
國
各
地即
出
現
同
樣
的
示
威
活
動
。劉
少
奇
和
鄧
小
平
立
刻
從
政
治
舞
台
消
失
。一
九
六
七
年
一
月
一 

日
，
劉
少
奇
中
南
海
住
家
出
現
塗
鴉
：
「打
倒
中
國
的
赫
魯
雪
夫
劉
少
奇
！」
兩
天
之
後
，
中
央
辦
公
廳
組
織
了
一
場 

「批鬥
大
會」
，
公
審
劉
少
奇
夫
婦
。後
來
，
這
種
「批鬥
大
會」
流
行
開
來
，
蔚為
風
氣
。有
個
目
擊
者
如
此
形
容
批鬥
 

大
會
：警

衛
團
也
來
了
不
少
官
兵
。劉
少
奇
和
王
光
美
正
在
草
場
上挨
鬥

。鬥
他
們
的
人
大
都
是
秘
書
局
的
幹
部
。警
衛
們 

袖
手
旁
觀
。劉
的
頭
髮
被扯
亂
，
上
衣扣
子
掉
了
兩
個
，
被
人
將
兩
臂
向
後
拉
住
，
腰
彎
下
來
，
頭
幾
乎碰
到
地 

上

。這
就
是
所
謂
的
「坐喷
氣
式
飛
機」

。這
時
候
還
有
人
上
來
，踢
幾腳
，
打
了
一
個
耳
光
。警
衛
還
是
沒
有插
 

手

。我
實
在
看
不
下
去
了，
劉
少
奇
已
經
六
十
多
歲，
他
是
堂
堂
的
國
家
主
席
。

3

經
過
多
次
求
見
，
毛
澤
東
終
於
在
一
月
十
三
日
接
見
被
他
擊
敗
的
敵
人
。劉
少
奇
只
要
求
准
他
辭
職，
退
居
到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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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
以
普
通
農
民
身
分
度
其
餘
生
。但
是
毛
澤
東
不
准
。
38

這
時
候
，
文
化
大
革
命
已
進
入
最
血
腥
的
階
段
。一
九
六
六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七
日，
江青
派
紅
衛
兵
從
北
京
到
四
川 

去找
貶
居
於
當
地
的
彭
德
懷
。一
群
兇
神
惡
煞
衝
進
彭
德
懷
的
家，
把
他抓
起
來，
押
回
北
京
，
關
進
大
牢
。彭
德
懷
被 

動
刑
毒
打
上
百
次，
肋
骨
打
斷
、臉
部
打
傷
、肺
部
也
打
傷
。他
一
再
被
拉
去
批鬥
大
會
。老
元
帥
不
斷
呻
吟，
說
不
出 

話
來
。他
在
獄
中
寫
信
給
毛
澤
東
：
「向您
最
後
一
次
敬
禮，
祝您
萬
壽
無
疆
！」
一
九
七
三
年，
他
被
移
置
到
監
獄
醫 

院

。他
死
於
一
九
七
四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九
日。39

另
一
位
中
國
革
命
英
雄
賀
龍
元
帥
也
受
到
毒
刑
拷
打
。賀
龍
是
個
愛
說
笑
的
樂
天
派，很
有
女
人
緣
，
當
年
毛
澤
東 

在
延
安
剛
和
江青
共
宿
共
眠
時，
他
是
少
數
力
挺
毛
澤
東
的
人
之
一
。但
是
早
年
和
領
袖
夫
人
的
交
情，幫
不
了
他
。一 

九
六
〇
年
代
初
期
，
他
和
林
彪
不
和，
他
認為
林
彪
在
現
代
武
器
方
面
是
個
土
包
子
。他
就
是
因為
這
樣垮
台
的
。一
九 

六
六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日
，
江青
召
集清
華
大
學
學
生鬥
爭
賀
龍
。賀
龍
求
周
恩
來
保
護，
拜
託
周
恩
來
准
他
住
進
中
南 

海

。但
是
周
恩
來
心
驚
膽
戰
，
答
說
：
「即
使
在
中
南
海
，
情
勢
也很
緊
張
。你
需
要找
個
更
遠
的
僻
靜
地
方
休
息
。」 

可
是
中
國
之
大，
再
也
沒
有
安
靜
處
所
。幾
個
月
後，
賀
龍
被
捕
，
歷
盡
折
磨
。他
已
倦
乏
，
不
想
再
替
自
己
辯
護，
旋 

即
絕

食，
死
於
一
九
六
九
年
六
月
九
日
。他
在
死
前
不
久
對
妻
子
說
：
「我
只
希
望
毛
主
席
會
說
一
句
話
：
『賀
龍
是
我 

們的同志
。
』
」
40

賀
龍
死
後
不
久，
被
造
反
派
迫
害
許
久
的
李
立
三，
也
在
六
月
二
十
二
日
自
殺
身
亡
。李
立
三
在
一
九
三
〇
年
代
初 

期
曾
是
中
國
共
產
黨
實
際
最
高
領
導
人
。他
在
一
九
四
六
年
初
從
蘇
聯
回
國，
在
中
央
委
員
會
任
職，
歷
任
黨
、政
及
工 

會
領
導
職
務
。一
九
六
六
年
底，
年
輕
人
把
他抓
出
來
批鬥
，
然
後
有
一
陣
子
沒
理
他，
但
是
一
九
六
七
年
一
月
底
又
來 

抓

他
。他
被
毒
打
了
兩
年
半，
直
到
他
受
不
了
，
乃吞
食
過
量
安
眠
藥
自
殺
。他
寫
給
毛
澤
東
的
信
透
露
：
「我
身
心
俱 

疲
，
已
無
法
忍
受
刑
求
。」̂李
立
三
身
亡
次
日，
他
那
也
迭
遭
批鬥
的
俄
國
太
太
和
兩
個
女
兒，
都
被
逮
捕
。

42

李
立
三 

遺
孀
回
憶
說
，
當她
發
覺
自
己
被
關
進
一
間
安
靜
的
小
牢
房
時，
竟
然
大
大鬆
了

 I 
口
氣
，跟
自
己
說
：
「我
自
由
了
！

我
得
救
了
！」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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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九
六
六
年
八
月
二
十
四
日，
中
國
共
產
黨
創
黨
黨
員
、武
漢
大
學
校
長
李
達，
因為
不
能
忍
受
刑
求，
自
殺
而 

死

。同
年
，
據
實
將
農
民
的
感
受
向
毛
澤
東
報
告
的
主
席
秘
書
田
家
英，
也
自
殺
了
。一
九
六
六
年
九
月
十
九
日，
天
津 

市
委
第
一
書
記
萬
曉
塘，
被
紅
衛
兵
罰
在
烈
陽
下
站
了
好
幾
個
小
時
後，
也
死
了
。一
九
六
七
年
一
月，
煤
炭
工
業
部
部 

長
張
霖
之
在
偵
訊
過
程
被
刑
求
而
死
。同
一
時
期
，
中
共
中
央
國
防
工
業
政
治
部
主
任
趙
爾
陸，
以
及
山
西
省
委
第
一
書 

記
衛恆

、雲
南
省
委
第一

書
記
閻
紅
彥
也
都
自
殺
身
亡
。

劉
少
奇
也
遭
受
迫
害
。一
九
六
七
年
一
整
年，
他
屢
次
在
中
南
海
及
北
京
其
他
地
方
的
批鬥
大
會
中
遭
到
羞
辱
。九 

月
中
旬
，
他
太
太
被
關
坐
牢，
後
來
劉
少
奇即
陷
入
過
度
緊
張
及
血
糖
過
多
的
症
狀
。沒
多
久
，
他
的
自
主
神
經
系
統
功 

能
失
常
；
接
下
來
又
得
了
肺
炎
。病
情
嚴
重
的
他
受
到
居
家
監
禁
-不
給
他
任
何
醫
療
照
顧
。一
九
六
九
年
十
月
中
旬， 

他
被
秘
密
轉
移
到
開
封，
化
名
「劉
衛
黃」
，丟
在
屬
於
本
地
「革
命」
當
局
的
一
棟
房
子
，
無
人
聞
問
地
等
死
。房
裡 

除
了
地
上
一
副髒
擔
架
供
他
睡
覺
之
外，
沒
有
任
何
家
具
。一
個
月
之
後，
某
天
上
午
六
點
四
十
五
分，
這
位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前
任
主
席
死
了
。救
護
車
兩
小
時
之
後
才
到
達
。

44
死
亡
證
明
書
職
業
欄
，
醫
生填
上
「無
業」
，
死
因
「病 

亡」

。其
他
許
多
不
知
名
的
中
共
領
導
人
也
成為
紅
衛
兵
和
造
反
派
恐
怖
動
亂
的
受
害
人
。文
化
大
革
命
的
野
火
燒
向
全 

國

。毛
澤
東
曉
不
曉
得
這
些
狀
況
？
他
聽
到
老
同
志
們
的
呻
吟嗎
？
這
根
本
毋
庸
置
疑
。是
他
，
對
個
別
的
黨
領
導
人
的 

命
運
做
出
最
終
裁
決
。是
他
，
把
他
們
一
一剷
除
黨
、政
職
位
。沒
錯
，
他
和
史
達
林
不
一
樣，
他
沒
有
親
自
簽
署
他
們 

的
死
亡
狀
。但
是
，
把
人
逼
到
走
上
自
殺
的絕
路，
不
就
等
於
執
刑嗎
？
他
縱
容
別
人
對
階
下
囚
刑
求
、拷
打
，
不
就
等 

於
下
達
死
刑
宣
判嗎
？
毛
澤
東
有
可
能
不
知
道
無
法
無
天
的
規
模
、他
不
瞭
解
徹
底
放
縱
會
伊
於
胡
底嗎
？
不
！
他
太
瞭 

解
一
切
了
，
也
因
此
他
對
受
害
人
的
悲
慘
命
運
逃
脫
不
了
責
任
。他
是
這
場
毫
無
道
理
、心狠
手
辣
的
群眾
暴
力
的
罪
魁 

禍
首
。在
「天
下
大
亂」
的
這
幾
年
裡
，
上
百
萬
人
被
刑
求
、被
槍
決
或
被
逼
自
盡
，
45
上
億
人
嘗
盡
程
度
不
一
的
苦 

頭

。其
中
只
有
少
數
人
是
黨
員
或
幹
部
。毛
澤
東
完
全
知
情，
事
事
了
然
於
心
。

有很
長
一
段
時
間，
毛
澤
東
不
僅
不
試
圖
制
止
無
政
府
狀
態，
反
而
還
盡
力
慫恿

。遠
自
《湖
南
農
民
運
動
調查
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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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
》
就
已
經
顯
現
的
暴
力
欲
求，
從
來
沒
在
毛
澤
東
心
中
熄
過
火
。當
他
透
過
革
命鬥
爭
和研
讀
馬
克
思
主
義
不
斷強
化 

他
的
暴
力
欲
求
時，
他怎
麼

可
能
減
弱
他
的
偏
執
狂
？
毛
澤
東
一
生
相
信
一
個偽
論
證
——

「不
破
不
立」

。他
對
於
文 

革
受
害
人
的
生
死
際
遇，
根
本
無
動
於
衷
。即
使
親
生
女
兒
李
敏
向
他
抱
怨，
那
些
不
長
眼
睛
的瘋
狂
的
反
修鬥
士，
竟 

然
也
對她
及
丈
夫
發
動
無
稽
的
攻訐
，
毛
澤
東
也
沒
有
絲
毫
行
動
。他
只
是
笑
著
答
說
：
「沒
有
什麼
好怕
的呀
！你
可 

以
學
點
經
驗
。」46一
九
六
六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六
日，
和
他
親
信
歡
慶
他
的
七
十
三
歲
生
日
時，
毛
澤
東
敬
酒
說
：
「為 

開
展
全
國
全
面
的
內
戰
乾
杯
！」47
④

他
活
在
自
己
的
世
界
裡
，
根
本
不
知
民
間
疾
苦
。毛
澤
東
有
空
的
時
候
就
和
十
七
、八
歲
的
漂
亮
姑
娘廝
混
在
一 

起
；
他
雖
然很
喜
歡
張
玉
鳳
，
仍
不
時
「打
野
食」

。一
到
夜
裡，
他
就跟
她

們
關
在
人
民
大
會
堂
寬
敞
的
一
一
八
廳
嬉 

玩
；
從
一
九
六
六
年
底
起
，
他
在
中
南
海
一
棟
有
室
內
游
泳
池
的
建
物
裡，
三
不
五
時舉
辦
舞
會
。他
現
在
喜
歡
住
這 

裡
，
勝
過
菊
香
書
屋
。
48

同
時
，
他
持
續
注
意
著
國
家
大
事
。每
件
重
大
事
情
無
不
向
他
請
示
後
才
做
決
定
。他
身為
主 

席
，
一
言
九
鼎，
是
一
切真
理
的
終
極
裁
決
者
。只
要
他
意
念
一
動，
就
可
以
拯
救
被
定
罪
的
人
。

他
就
是
這
樣
處
理
鄧
小
平
的
個
案
。他
把
鄧
小
平
的
案
情
與
劉
少
奇
切
割
開
來
。雖
然
毛
澤
東
在
不
同
場
合
一
再
痛 

罵
鄧
小
平
，
抱
怨
他
「從
一
九
五
九
年
起
，
有
六
年
不
向
我
報
告
他
的
工
作」
，
但
是
毛
澤
東
不
准
任
何
人摧
毀

鄧
小 

平

。不
論
他
對
「矮
鄧」
多麼
生
氣，
他
依
然
重
視
部
小
平
傑
出
的
組
織
能
力
。鄧
小
平
的
女
兒
鄧
榕

(毛
毛
)
寫
說
： 

「當
鄧
小
平
被
批
、被
打
倒
的
時
候
，
他
在
身
體
上
和
政
治
上，
受
到
毛
澤
東
的
保
護
。」
一
九
六
七
年
七
月，
毛
澤
東 

甚
至
向
他
一
個
親
密
戰
友
說
：
「如
果
林
彪
身
體
不
行
了
的
話，
還
是
要
鄧
小
平
出
來
。我
會
讓
他
至
少
當
個
政
治
局
常 

委
。
」
#

這
位
前
任
總
書
記
也
經
歷
恐
怖鎮
壓
。他
被
迫
做
自
我
批
判
、戴
尖
帽
子
-甚
至
下跪
，
但
是
他
沒
被
殺
。一
九
六 

九
年
十
月
二
十
二
日，
鄧
小
平
帶
著
太
太
、繼
母
，
下
放
到
江
西，
在
幹
部
勞
改
學
校蹲
了
三
年
半
。這
段
時
期
，
他
承 

受
極
大
的
精
神
痛
苦
。這
倒
不
是
因為
他
失
去
職
位
和
權
力
所
致
。文
革
對
鄧
小
平
一
家狠
狠

給
了
重
擊
。一
九
六
八
年 

八
月
底
，
他
那
就
讀
北
大
的
長
子
鄧襆
方，
經
受
不
了
衝
著
他
的
種
種
嘲
弄，
從
校圜
一
棟
高
樓
跳窗

。他
奇
蹟
般
地
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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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跌
死
，
可
是
傷
了
脊
椎
骨，
終
身癱
瘓

。

劉
少
奇
的
兒
子
劉
允
斌
就
沒
那麼
幸
運
了.，他
自
殺
成
功
。一
九
六
六
至
六
八
年
的
恐
怖
暴
行
促
使
許
多
人
自
殺
。
 

藝
術
家
、作
家
、大
學教
授
和
黨
組
織
的
官
員，
忍
受
不
了
不
人
道
的
待
遇，
相
繼
自
殺
，
以
求
解
脫
。一
九
六
六
年
八 

月
底
，
傑
出
作
家
老
舍
在
一
場
野
蠻
的
批鬥
大
會
後，
在
北
京
太
平
湖
投
水
自
盡
。

一
九
六
六
年
十
二
月
底，
上
海
紅
衛
兵
和
造
反
派
受
到
張
春
橋
慫恿
，
攻
打
上
海
市
委
辦
公
處，
於
一
月
初
將它
佔
 

領

。這
次
暴
動
的
帶
頭
者
是
上
海
造
反
派
頭
頭
王
洪
文
。這
場
戰鬥
進
行
了
四
個
多
小
時，
不
少
人
喪
生
。毛
派
歡
慶
勝 

利

。張
春
橋
說
，
在
王
洪
文
率眾
發
動
「革
命」
行
動
後
，
「市
委癱
瘓

、被
推翻
，
再
也
沒
有
人
聽它
的

」

。
50

毛
澤
東
聽
到佔
領
上
海
市
委
的
消
息，
十
分
興
奮
。他
肯
定
地
說
：
「這
是
一
個
階
級
推翻
另

一
個
階
級，
這
是
一 

場
大
革
命
。」H唯
一
令
他
擔
心
的
是
紅
衛
兵
和
造
反
派
相
當
弱•，因
此
他
下
令
林
彪
調
動
解
放
軍
「支
左」
(支
援
左 

派
)
。這
一
來
，
極
端
革
命
組
織
的青
年
惡
棍
的
奪
權，
在
各
地
蔓
延
開
來
。

④
編
註
：
根
據
當
時
在
場
的
中
央
文
化
革
命
小
組
成
員
之
一
王
力
的
回
憶
錄
(《王
力
反
思
錄
》)，
以
及
中
共
中
央
文
獻研
究
室
編
《毛
澤
東
年
譜， 

一
九
四
九
—
一
九
七
六
》，
毛
澤
東
的
敬
酒
語另
有
一
版
本
：
「祝
全
國
全
面
的
階
級鬥
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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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十
四
章

紅
衛
兵
的
悲
劇

上
海
的
一
月
風
暴
導
致
全
國
成
立
新
的
權
力
機
關
：
由
紅
衛
兵
與
造
反
派
首
腦
、解
放
軍
軍
官
，
以
及
某
些
還
在
世 

的
「老
革
命
幹
部」
等
三
方
人
馬
組
成
的
「革
命
委
員
會」

。地
方
黨
組
織
停
止
運
作
。原
本
就
不
時
發
生
的
摩
擦，
現 

在
更
因
軍
方
和
激
進
派搶
分
省
、市
官
位
而
升
高為
流
血
衝
突
。某
些
地
方
，
軍
事
單
位
不
但
沒
「支
左」
，
反
而
壓
制 

左
派
；
同
時
，
紅
衛
兵
和
造
反
派
也
試
圖
「革
命
化」
軍
隊
，
煽
動青
年
士
兵
起
來
反
抗
他
們
的
指
戰
員
。四
川
成
都
和 

青
海
西
寧
的
衝
突
最為
激
烈，
死
了
約
兩
百
人
。一
萬
多
名
四
川
紅
衛
兵
和
相
當
多
的青
海
紅
衛
兵
被抓
進
監
獄

。
1 

第
一
個
省
級
革
委
會
於
一
九
六
七
年
一
月
三
十
一
日
在
黑
龍
江
成
立，
但
是
其
他
地
方
要
成
立
新
的
權
力
機
關卻
拖 

延
許
久
。造
反
派
和
紅
衛
兵
立
不
了
新，
只
會
破
壞
。因
此
，
北
京
幾
所
大
學
的
革
命
學
生

一

月
就
控
制
了
北
京
市
委， 

卻
只
會
打砸
搶

。一
直
要
到
三
個
月
後
的
一
九
六
七
年
四
月
二
十
日，
中
共
中
央
和
文
革
小
組
才
好
不
容
易
成
立
了
北
京 

市
革
委
會
。？偉
大
的
舵
手
指
派
公
安
部
長
謝
富
治
擔
任
主
任
。

.
毛
澤
東
可
能
漫
不
經
心，
以為
船
到
橋
頭
自
然
直，
是
非
對
錯
到
了
時
候
自
有
結
果
。然
而
，
激
進
派
攻
打
軍
隊
、
 

黨
內
深
陷
危
機
、紅
衛
兵
又
到
處
奪
權，
使
得
一
群
資
深
政
治
局
委
員
十
分
苦
惱，
其
中
有
譚
震
林
、陳
毅
、李
富
春
、
 

李
先
念
和聶
榮
臻
等
五
位
副
總
理，
以
及
中
央
軍
委
副
主
席
徐
向
前
和
中
央
軍
委
秘
書
長
葉
劍
英
。陳
毅
、聶
榮
臻
、徐 

向
前
和
葉
劍
英
四
人
還
具
有
元
帥
軍
銜
。一
九
六
七
年
二
月
初
及
二
月
中
旬，
在
兩
場
包
含
政
治
局
委
員
及
中
央
文
革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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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
成
員
出
席
的
中
央
領
導
人
會
議
中，
他
們
激
烈
批
評
奪
權
行為
及
文
化
大
革
命
。

毛
澤
東
自
己
製
造
機
會
讓
人
批
評
起
文
化
大
革
命
。在
政
治
局
委
員
發
出
「反
黨」
言
論
前
夕
，
毛
澤
東
在
中
央
文 

革
小
組
的
會
議
上
批
評
了
陳
伯
達
和
江青

。他很
久
就
注
意
到
，
任
務
交
代
下
去
，
文
革
小
組
不
但
未
能
有
效
地
去
執 

行
，
總
是
先
彼
此吵
個
不
停
。康
生
總
是
不
盡
同
意
陳
伯
達
的
意
見，
陳
伯
達
也
無
法
忍
受
「康
老」

。江青
經
常
試
圖 

勸
陳
伯
達
接
受她
的
意
見，
也
老
是
不
能
如
願
。蠻
橫
又
歇
斯
底
里
的
江青
沒
有
外
交
手
腕，
對
政
治
也
沒
有
老
到
的
經 

驗
，
更
是
經
濟
門
外
漢
。毛
澤
東
也
不
滿
江青
和
陳
伯
達
有
時
候
自
作
主
張，
不
來
向
他
請
示
。因
此
，
他
大
發
雷
霆
。

他
先
罵
陳
伯
達
：
「你呀
，
陳
伯
達
！
過
去
，
在
〔劉
〕
少
奇
和
我
之
間
，你
一
直
都
是
投
機
派
。我
認
識你
這麼
 

多
年
，
除
了
事
情
涉
及
到你
個
人，你
從
來
不
來
請
示
我
。」

陳
伯
達
脹
紅
了臉
，
立
刻
請
求
准
予
發
言
，
以
便
自
我
批
評
，
但
是
毛
澤
東
揮
揮
手
要
他
坐
下，
掉
過
頭
罵
他
太

太

。「你啊
，
江青
！你
志
大
才
疏，
空
有
大
目
標
、沒
有
能
力
。
你

又
目
空
一
切
，
看
不
起
任
何
人
。」

接
下
來
，
他
轉
向
林
彪
：
「你瞧
，
又跟
以
前

|

樣
！
我
看
不
到
報
告
。事
情
都
瞞
著
我
。唯
一
的
例
外
是
總
理
。
 

有
重
大
事
情
、即
使
不
是
那麼
重
要，
他
總
是
向
我
報
告
。
」
3

李
富
春
和
葉
劍
英
也
出
席
這
項
會
議，
把
毛
主
席
動
怒
的
情
況
說
給
政
治
局
的
同
志
聽
。由
於
這
一
絲
改
變
的
氣 

息
，
他
們
才
發
言
批
評
文
化
大
革
命
。

1

九
六
七
年
二
月
十
一
日，
也
就
是
毛
主
席
痛
罵
陳
伯
達
和
江青
的
翌
日，
中
央
領
導
人
在
中
南
海
開
會
。葉
劍
英 

率
先
發
難
攻
擊
陳
伯
達，
認為
他
好
欺
負(毛
澤
東
通
常
不
參
加
這
一
類
會
議，
不
過
他
會
透
過
親
信
掌
握
狀
況
)
。葉 

劍
英
指
責
陳
伯
達
：
「你
們
把
黨搞
亂
了，
把
政
府搞
亂
了，
把
工
廠
、農
村搞
亂
了」
-而
「你
們
還
嫌
不夠
，
還一 

定
要
把
軍
隊搞
亂
！
這
樣搞
，你
們
想
幹
什麼
？」

徐
向
前
支
持
葉
劍
英
：
「軍
隊
是
無
產
階
級
專
政
的
支
柱
。這
樣
把
軍
隊
亂
下
去，
還
要
不
要
支
柱啦
？
難
道
我
們 

這
些
人
都
不
行啦
？
要蒯
大
富
〔清
華
大
學
紅
衛
兵
頭
頭，
一
九
六
六
年
十
二
月
策
劃
第
一
次
反
劉
少
奇
的
群眾
示
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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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類
人
來
指
揮
軍
隊嗎
？」
主
持
會
議
的
周
恩
來
開
始
緊
張，
而
康
生抓
住
機
會
發
言
：
「軍
隊
不
是你
徐
向
前
的
。」 

他
還
想
說
話，
但
是
葉
劍
英
打
斷
他
：
「革
命
，
能
沒
有
黨
的
領
導嗎
？
能
不
要
軍
隊嗎
？」聶
榮
臻
呼
應
他
：
「只
有 

心
懷
不
軌
的
人
才
會
迫
害
老
幹
部
、背
後插
一
刀
。」

全
室
陷
入沉
寂
。康
生
、陳
伯
達
和
中
央
文
革
小
組
的
王
力
衝
著
坐
在
對
面
的
老
帥
們
怒
目瞪
視
。周
恩
來趕
緊
宣 

布
散
會
。後
來
，
副
總
理
陳
毅
向
葉
劍
英
講悄
悄

話
：
「劍
公
，你
真

勇
敢
！」
五
天
後-
周
恩
來
以為
大
家
情緒
過 

了
，
恢
復
討
論
。這
是
重
大
誤
判
。譚
震
林
立
刻
砲
打
張
春
橋，
替
被
造
反
派
推翻
的
上
海
市
委
第
一
書
記
辯
護
。張
春 

橋
冷
冷
答
覆
，
群眾
自
己
會
解
決
問
題
。譚
震
林
打
斷
他
：
「什麼
群眾
，
老
是
群眾
群眾
，
還
有
黨
的
領
導哩
！
不
要 

黨
的
領
導
，
一
天
到晚
，
老
是
群眾
自
己
解
放
自
己
，
自
己教
育
自
己
，
自
己搞
革
命
。這
是
什麼
？
這
是
形
而
上 

學
！
」譚

震
林
吸
了 
一
口
氣，
繼
續
放
砲
：

你
們
的
目
的
，
就
是
要
整
掉
老
幹
部
，你
們
把
老
幹
部
一
個
個
打
光
。把
老
幹
部
都搞
掉
…
…
高
幹
子
弟
統
統挨

整
，
見
高
幹
子
弟
就揪
.
.
.
.
這
一
次
，
是
黨
的
歷
史
上鬥
爭
最
殘
酷
的
一
次
。超
過
歷
史
上
任
何
一
次
.
.
.
.
.如
果
我

打
一
開
始
就
知
道
必
須
活
著
看
這
種
事，
那
我絕
不
參
加
革
命，絕
不
入
共
產
黨
。我
不
需
要
活
到
六
十
五
歲，
遵 

循
毛
主
席
的
話
四
十
一
年
。

他
起
身
要
走，
但
是
陳
毅
說
：
「不
要
走
，
要跟
他
們鬥
爭
！」

接
下
來
三
個
小
時-老
帥
們
和
中
央
文
革
小
組
互
相
叫
罵，
周
恩
來
疏
通
無
效
。陳
毅
最
積
極，
他
對
激
進
派
說
：

如
果你
們
奪
了
權，
就
會搞
修
正
主
義
。劉
少
奇
、鄧
小
平
和
彭真
過
去
在
延
安
.
.
.
.
就
假
裝
最
積
極
，
高舉
毛
主

席
思
想
的
大
旗
！
他
們
從
來
沒
有
公
開
反
對
毛
主
席
.
.
.
.
我
們
跳
出
來
反
對
毛
主
席
的，卻
被
批
評
。總
理
不
是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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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
批
評嗎
？
歷
史
〔到
後
來
〕
不
是
證
明
誰
〔真
的
〕
反
對
毛
主
席嗎
？
未
來它
還
會
再
次
證
明
。赫
魯
雪
夫
在
史 

達
林
死
後
不
久即
奪
權
。但
是
他
一
當
家
後，
不
就
惡
毒
攻
擊
史
達
林
了嗎
？ 
4

陳
毅
罵
得
過
了
頭
。其
他
政
治
局
委
員
都
沒
有
他
如
此
尖
銳
批
評
。周
恩
來
又
得
宣
布
散
會
。張
春
橋
、姚
文
元
和
王
力 

匆
匆
趕

去
向
江青
匯
報，
江青
立
刻
命
令
他
們
向
毛
澤
東
一
五
一
十
報
告
。張
春
橋
立
刻
求
見
毛
主
席
。

毛
澤
東
注
意
聽，
但
是
顯
然
沒
把
政
治
局
委
員
的
反
對
看
得
太
嚴
重，
甚
至
還
笑
了
幾
次，
覺
得
老
帥
們
有
些
話真
 

有
趣
。但
是
他
一
聽
到
陳
毅
的
話，
情緒
變
了
，
但
倒
不
全
然
是
因為
陳
毅
的
話
語
帶
不
敬
而
生
氣
。他
突
然
發
覺
他
遭 

遇
最
難
平
息
的
反
對，
也
是
最
難
粉
碎
的
反
對
。

但
他
畢
竟
是
多
年
的
政
壇
老
手，哪
種
波
譎
雲
詭
沒
經
歷
過，
早
已
練
就
無
人
勝
過
他
的
功
力
。他
知
道
他
可
以
用 

分
化
手
段
對
付
反
對
派
。他
先
指
示
周
恩
來
在
《人
民
日
報
》
和
《紅
旗
》
雜
誌
發
表
社
論
，
宣
示
不
應
打
擊
任
何
老
幹 

部

。文
章
表
示
：
「必
須
妥
當
處
理
幹
部
。」
然
後
，
他
邀
請
周
恩
來
、康
生
、公
安
部
長
謝
富
治
、林
彪
太
太
葉
群 

(林
彪
生
病
請
假)，
以
及
三
個
「搗
亂
鬼」
李
富
春
、葉
劍
英
和
李
先
念
，
半
夜
到
他
住
處
開
會
。；接
下
來
還真
熱 

鬧
，
毛
澤
東
開
始扯
開嗓
子
怒
吼
：

「中
央
文
革」
小组
執
行
十
一
中
全
會
精
神
，
錯
誤
是
百
分
之
一
、二
、三
，
百
分
之
九
十
七
都
是
正
確
的
。誰
反 

對
「中
央
文
革」
，
我
就
堅
決
反
對
誰
！你
們
要
否
定
文
化
大
革
命，
讓
劉
鄧
上
台
辨
不
到
！
葉
群
同
志你
告
訴
林 

彪
，
他
的
地
位
也
不
穩
當啊
！
有
人
要
奪
他
的
權哩
，
讓
他
做
好
準
備，
這
次
文
化
大
革
命
失
敗
了，
我
和
他
就
撤 

出
北
京
，
再
上
井
岡
山
打
游
擊
。你
們
說
江青

、陳
伯
達
不
行
，
那
就
讓你
陳
毅
來
當
「中
央
文
革」组
長
……

把 

陳
伯
達
、江青
逮
捕
、槍
斃
！
讓
康
生
去
充
軍
！
我
也
下
台
，你
們
把
王
明
請
回
來
當
主
席嘛
！ 
6

一
直
要
到
天
色
放
明，
毛
澤
東
才
冷
靜
下
來
。他
命
令
周
恩
來
去
逼
陳
毅
自
我
批
評
；
李
富
春
和
謝
富
治
去
逼
譚
震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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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
劍
英
、李
先
念
和
謝
富
治
去
逼
徐
向
前
。他
沒
有
要
求
李
富
春
、葉
劍
英
或
李
先
念
道歉

。

毛
澤
東
因
此
把
打
擊
著
重
在
最
放
肆
、批
評
的
幾
個
人
身
上
。陳
毅
、譚
震
林
和
徐
向
前
發
現
腹
背
受
敵
。一
邊
是 

李
富
春
、葉
劍
英
和
李
先
念，
已
經
出
賣
了
他
們
；另
一
邊卻
是
中
央
文
革
小
組
。當
然
，
江青

、康
生
和
陳
伯
達
最
惡 

毒
，
把
敵
人
貼
上
「走
資
派」
標
籤
。張
春
橋
也很
狠

，
把
老
帥
們
的
攻
擊
說
是
「二
月
逆
流」

。譚
震
林
、陳
毅
和
徐 

向
前
完
全
孤
立，
沒
有
後
援
，
只
能
承
認
錯
誤
。周
恩
來
也
因為
未
能
控
制
好
政
治
局
委
員
的
不
當
發
言，
必
須
自
我
批

評
。

7政
治
局
和
國
務
院
實
際
上
停
止
運
作
。毛
主
席
把它
們
的
職
掌
分
派
給
中
央
文
革
小
組
。

J江青
得
意
洋
洋，
還
要 

戳
一
下
周
恩
來
：
「你呀
，
周
恩
來
，
也
得
來
參
加
我
們
的
會
議啦
，
因為
你

的
會
議
不
行
了嘛
！
」
9

有
關
老
帥
和
黨
主
要
領
導
人
反
對
文
革
的
傳
聞
傳
遍
全
國，
引
發
痛
恨
左
派
流
氓
行
徑
的
軍
、民
人
士
反
抗
紅
衛
兵 

與
造
反
派
的
風
潮
。一
九
六
七
年
果真
爆
發
激
進
派
和
中
央
文
革
小
組，跟
那
些
試
圖
控
制
住
紅
衛
兵
暴
行
的
人
士
之
間 

的
實
質
內
戰
。全
國
各
城
市
都
出
現
反
極
端
派
的
團
體
。

這
類
團
體
在
一
九
六
六
年
就
有，
但
沒
有
得
到
太
多
人
支
持
。有
一
個
反
左
團
體
「首
都
中
學
紅
衛
兵
聯
合
行
動
委 

員
會」
由
高
幹
子
弟
組
成，
設
在
北
京
。委
員
會
成
員
宣
誓
效
忠
「馬
列
主
義
及
一
九
六
〇
年
以
前
的
毛
澤
東
思
想」
， 

呼籲

「全
面
消
滅
左
傾
機
會
主
義」

。一
九
六
七
年
一
月
底，
這
個
組
織
一
百
三
十
九
名
成
員
被
捕，
罪
名
是毀
謗
江青
 

和
陳
伯
達
、保
衛
劉
少
奇
，
但
是
三
個
月
之
後，
毛
澤
東
下
令
放
人，
因為
他
害怕
會
引
爆
黨
內
幹
部
大
動
作
反
撲

。
w 

一
九
六
七
年
春
天，
類
似
的
組
織
到
處
出
現
。他
們
的
成
員
攻
打
紅
衛
兵
和
造
反
派，
逮
捕
、痛
毆
他
們
，
甚
至
殺 

了
他
們
。他
們
痛
罵
文
革
領
導
人
江青

、張
春
橋
、姚
文
元
等
人，
但
對
毛
澤
東
有
所
期
待，
仍
認為
他
是絕
對
不
會
錯 

的
、偉
大
的
舵
手
。情
勢
更
加
複
雜
的
是，
紅
衛
兵
運
動
已
分
裂為
許
許
多
多
互
相
作
對
的
團
體
與
派
系，
互
相
指
控
對 

方
是
走
資
派
和
修
正
主
義
者
。

毛
澤
東
仍
舊
繼
續
認為
一
切
都
在
往
正
確
的
方
向
發
展
。他
對
一
個
衛
士
說
：
「你
們
一
再
談
會
亂，
但
是你
們
看 

不
見
什麼
最
重
要——
運
動
最
重
要
，
也
就
是
說
無
產
階
級
領
導
的
革
命
在
進
行，
最
重
要
。不
需
要
害怕
…
…
讓
群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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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運
動
的
過
程
學
點
東
西
、汲
取
經
驗
。」

他
對
外
國
訪
客
也
有
相
同
的
解
釋
：

亂
是
階
級鬥
爭
的
結
果
、是
兩
派鬥
爭
的
結
果
。左
派
和
右
派
在鬥
爭
。亂
不
是
災
禍
•，
天
不
會塌
下
來
。我
曾
經 

跟
一
些
外
國
朋
友
說
：
「第
一
、天
不
會塌
下
來
；
第
二
、山
坡
上
的
草
和
樹
還
會
繼
續
長，
如
果你
不
相
信
，
不

妨
上
去瞧
瞧
.，第
三
、河
裡
的
魚
會
繼
續
游
.，第
四
、女
人
會
繼
續
生
小
孩
。」.
.
.
.
我
們
政
府靠

的
是
群眾

。沒

有
群眾
，
什麼
事
也
辨
不
成
。

U

到
了
初
夏
，
毛
主
席
照
樣
漫
不
經
心，
可
是
內
戰
十
分
激
烈
(毛
澤
東
要
到
六
個
月
之
後，即
一
九
六
七
年
十
二
月 

才
承
認
這
個
事
實.，他
和
一
個
外
國
訪
問
團
談
話
時，
不
小
心
說
溜
了
嘴
：
「我
們
國
家
〔在
一
九
六
七
年
六
月
〕
開
始 

出
現
動
用
槍
砲
的
武
裝
衝
突」
)
。
U

衝
突
的
焦
點
是
武
漢
。五
月
底
，
武
漢
五
十
三
個
反
極
端
分
子
組
織
聯
合
起
來
成
立
一
個
團
體，
號
稱
「百
萬
雄 

師」

。
它

有
相
當
好
戰
的
一
大
票
成
員
。百
分
之
八
十
五
的
成
員
是
黨
員
，
而
且
許
多
人
同
時
又
是
紅
色
民
兵
成
員

——
 

武
漢
的
武
裝
工
人
隊
。武
漢
軍
區
司
令
員
陳
再
道
是
個
說
話
直
率
的
軍
人，
曾
經
參
加
過
抗
日
戰
爭
和
國
共
內
戰，
建
立 

功
勳
。他
給
這
個
同
盟
提
供
道
德
和
物
質
支
援
。

=

一
九
六
七
年
夏
天，
百
萬
雄
師
發
動
一
系
列
流
血
事
件，
造
成
兩
千 

多人死傷
。

毛
澤
東
決
定
介
入
。七
月
中
旬
，
他
不
顧
大
多
數
黨
領
導
人
的
反
對，
堅
決
要
到
武
漢
去
。大
家
生怕
當
地
局
勢
動 

亂
，
會
危
害
他
的
安
全
。但
是
毛
澤
東
力
排眾
議
。他
說
：
「我
不怕
亂
，
我
要
去
。」

s

出
發
之
前
，
他
派
忠
心
耿
耿 

的
周
恩
來
先
到
武
漢，為
他
打
點
、準
備
。

他
照
舊
投
宿
鍾
愛
的
東
湖
賓
館
。但
是
，
這
一
次很
不
自
在
。武
漢
的
情
勢很
複
雜，
他
已
經
控
制
不
了
武
漢
。到 

處
牆
上
貼
著
大
字
報，
宣
稱
：
「打
倒
陳
再
道，
解
放
全
中
原
！」
「堅
決
撤
出
武
〔漢
〕
老
譚
〔震
林
〕！」
不
同
派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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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
續
激
戰
。毛
澤
東
抵
達
的
次
日，
激
進
派
和
溫
和
派
發
生
一
場
血
戰，
十
死
、四
十
五
傷
。周
恩
來
增
派
警
衛
保
衛
賓 

館

。不
過
，
賓
館
情
勢
也
堪
憂，
因為
賓
館
員
工
就
分
屬
兩
派
。
U

分
析
情
勢
過
後，
毛
澤
東
瞭
解
「目
前
黨
、政
機
關
均
已
失
去
力
量，
唯
有
軍
方
可
以
解
決
問
題
〔恢
復
秩
序
〕」

。
 

七
月
十
八
日晚
間，
接
見
陳
再
道
和
軍
區
第
二
政
委
鍾
漢
華
時，
毛
澤
東
可
比
和
二
月
逆
流
派
講
話
客
氣
許
多
。對
陳
再 

道
、鍾
漢
華
吼
叫，
恐
生
不
測
。他
們
會
像
當
年
張
學
良抓
蔣
介
石
一
般，
把
我
老
毛
也
給抓
了嗎
？
還
是
小
心為
是
。

他強
調
軍
隊
應
該
和
革
命
學
生
團
結，
他
也
斥
責
軍
隊
和
亂
黨
都
犯
了
錯
誤
。他
甚
至
譴
責
首
都
的
紅
衛
兵
對
待
劉 

少
奇
過
分
粗
暴
，
這
一
說
讓
政
治
經
驗
太
稚
嫩
的
將
領
們
心
生
同
情
。談
話
中
，
他
只
有
一
次
玩
火
。他
突
然
問
起
猝
不 

及
防
的
客
人
：
「我
們為
什麼
不
能
武
裝
工
人
和
學
生呢
？」
不
等
答
案
，
他
已
經
自
己
說
：
「我
說
，
我
們
應
該
武
裝 

他
們
！」
M然
後
他
轉
向
房
裡眾
人，
其
中
有
些
是
紅
衛
兵，
他
笑
著
說
：
「你
們
可
不
會
還
要
推翻
司
令
員吧
？
我
個 

人
可
不
想
這麼
做喔

。」
〃
談
話
結
束
前，
他
溫
和
、但
堅
定
地
勸
告
將
領
們
要
自
我
批
評
。陳
再
道
、鍾
漢
華
次
日
上 

午
果
然
在
武
漢
軍
區
總
部
自
我
批
評
。

可
是
，
陳
、鍾
的
自
我
批
評卻
使
百
萬
雄
師
和
許
多
痛
恨
左
派
的
軍
官
們
相
當
生
氣
。七
月
二
十
日
一
大
早，
大
約 

兩
百
名
百
萬
雄
師
成
員
衝
進
東
湖
賓
館，
王
力
、公
安
部
長
謝
富
治
以
及
剛
從
北
京
下
來
的
一
些
激
進
派
也
下
榻
於
此 

(由
於
毛
澤
東
訪
問
武
漢
的
消
息
對
外
保
密，
他
們並
不
曉
得
主
席
也
住
在
東
湖
賓
館
)
。他
們
攘
臂
高
呼，抓
了
王
力， 

把
他
拖
到
他
們
的
總
部，狠
狠

痛
打
一
頓，
把
他
一
條
腿
都
打
斷
了
。
M

毛
澤
東
氣
爆
了，
命
令
陳
再
道
交
還
王
力，
然
後趕
緊
飛
往
上
海，
因為
他搞
不清
楚
陳
再
道
是
否
在
幕
後
指
使抓
 

王
力
，
因
此
完
全
沒
把
握
陳
再
道
會
執
行
命
令
。情
勢
十
分
險
峻
。抵
達
上
海
，
住
進
全
市
最
好
的
旅
館
之
一
——
虹
橋 

賓
館
——
之
後
，
毛
澤
東
終
宵
難
眠，
與
隨
行
官
員
討
論
危
機
。他
猶
疑
不
定，
不
知
陳
再
道
是
否
發
動
兵
變，
還
是
始 

終效忠主席
。

他
焦
慮
地
問
總
參
謀
長
楊
成
武
：
「他
會
造
我
的
反嗎
？」

楊
成
武強
力
認為
陳
再
道
不
至
於
發
動
兵
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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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席
，
沒
有
人
會
反您

。軍
隊
、幹
部
、黨
員
和
人
民
，
全
都
認為
您

是
他
們
的
解
放
者
。軍
中
所
有
的
老
同
志 

都
和您
一
起搞
革
命
的呀
！」

毛
澤
東
點
點
頭
：
「說
的
也
是
。我
也
是
這麼
想
。如
果
陳
再
道
和
鍾
漢
華
想
要
收
拾
我，
他
們
就
不
會
讓
我
們
離 

開
武
漢
！
」
W

他
在
兩
天
後
才
平
靜
下
來，
同
時
決
定
立即
解
散
百
萬
雄
師，
以
及
替
他
們撐
腰
的
武
漢
衛
戍
司
令
部
。接
下
來
， 

他
立
刻
要
求
周
恩
來
命
令
陳
再
道
和
鍾
漢
華
到
北
京
報
到
。

同
一
時
間
，
無
意
兵
變
反
毛
的
陳
再
道，
設
法
讓
王
力
恢
復
自
由，
返
回
首
都
。七
月
二
十
五
日，
江青
在
北
京
籌 

劃
一
場
大
規
模
的
軍
中
反
走
資
派
集
會
。
20
後
來
，
上
北
京
報
到
的
陳
再
道
和
鍾
漢
華，
在
周
恩
來
主
持
的
政
治
局
常
委 

擴
大
會
議
中
受
到
懲
戒
。
M七
月
二
十
七
日
，
兩
人
被
解
除
一
切
職
務，
過
後
不
久
，
林
彪
派
出
軍
隊
，強
力
解
散
武
漢 

衛
戍
司
令
部
。被
捕
的
官
兵
被
下
放
勞
改
。接
下
來
，
百
萬
雄
師
也
遭
取
締
。
22

張
春
橋
膽
氣
大
壯，
在
七
月
三
十
一
日
懇
請
毛
澤
東
准
許
在
上
海
成
立
工
人
民
兵，
以
保
護
左
派
。毛
澤
東
同
意， 

立即
寫
信
給
中
央
文
革
小
組
其
他
人，
以
及
林
彪
、周
恩
來
，
歡
迎
張
春
橋
的
提
議
。八
月
四
日
，
他
給
江青
一
封
信， 

表
示
他
相
信
解
放
軍
四
分
之
三
的
軍
官
不
可靠
，
因為
他
們
站
在
右
派
那
一
邊
。他
主
張
在
全
國
建
立
群眾
專
政，
向
公 

安
及
司
法
機
關
奪
權，
建
立
「革
命」
法
庭
，並
將
各
地
左
派
分
子
武
裝
起
來
。江青
立
刻
把
這
段
話
轉
達
給
政
治
局
常 

委
，很
快
地
，
武
裝
的
紅
衛
兵
單
位
在
全
國
各
地
紛
紛
出
現
。
23

不
到
三
個
星
期
，
毛
澤
東
就
曉
得
自
己
操
之
過
急
了
。受
到
主
席
支
持
所
鼓
舞，
中
央
文
革
小
組
中
最
狂
熱
的
王 

力
，
糾
同另
一
個
成
員
關
鋒，
發
動
向
外
交
部
奪
權，
武
裝
的
紅
衛
兵毀
損
了
極為
寶
貴
的
外
交檔
案
。接
下
來
，
這
兩 

個
人
又
挑
激
激
進
分
子
打砸
英
國
駐
北
京
的
代
辦
辦
公
樓
。一
萬
多
名
反
帝
國
主
義青
年
毆
打
辦
公
室
內
的
外
交
官
、搗 

毀
名
貴
家
具
、燒毀
代
辦
的
辦
公
室
和
汽
車
。他
們
用
這
個
方
式
表
達
抗
議
英
國佔
領
香
港

。
24

紅
衛
兵
成
立
武
裝
單
位
不
僅
不
能
停
止
內
戰，
反
而
讓
衝
突
更
加
惡
化
。八
月
各
省
平
均
每
天
發
生
三
十
起
激
進
派 

和
溫
和
派
之
間
的
流
血
衝
突
。
25另
外
，
激
進
派
和
溫
和
派
也
各
自
繼
續
與
解
放
軍
衝
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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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
澤
東
理
解
到
紅
衛
兵
不
會
自
己
安
靜
下
來，
終
於
決
定
下
手
對
付
他
們
。周
恩
來
因為
外
交
部
和
英
國
駐
北
京
代 

辦
館
舍
被砸
，
顏
面
盡
失
。一
九
六
七
年
八
月
底，
毛
澤
東
藉
周
恩
來
提
出
要
求，
下
令
逮
捕
王
力
和
關
鋒
。六
個
月
之 

後
，
中
央
文
革
小
組另
一
個
極
左
派
戚
本
禹
也
被抓
起
來
。在
毛
澤
東
指
示
下，
針
對
他
們
的
「反
革
命
行
動」
展
開
調 

查
，
赫
然
發
現
三
個
人
都
是
國
民
黨
和
蘇
聯
的
特
務
。

26

毛
澤
東
對
這
個
「發
現」
痛
心
疾
首
，
在
有
關
王
力
事
件
的
一 

份
文
件
上
批
了
「大
大
大
毒
草
！」
幾
個
字
。後
來
，
他
全
面清
算
左
派
組
織，
也
展
開
對
所
有
國
家
及
公
立
機
關
的
又 

一
次
定
期清
算
。這
一
次
，
奉
他
的
命
令，
極
端
分
子
是
首
要
的清
算
目
標
。

現
在
，
毛
澤
東
的
論
調
大
幅
改
變
。他
堅
定
表
示
：
「絕
大
多
數
的
幹
部
都
是
好
的，
不
好
的
只
是
極
少
數
。對
黨 

內
走
資
本
主
義
道
路
的
當
權
派，
是
要
整
的
，
但
是
，
他
們
是
一
小
撮
。」
27

一
九
六
七
年
九
月
初，
毛
澤
東
開
始
提
到 

替
大
多
數
被
打
倒
的
幹
部
平
反
的
可
能
性
。九
月
中
旬
，
他
從
上
海
回
北
京，
一
路
上
所
到
之
處
無
不
聞
述
這
個
話
題

。
28 

他
在
武
漢
時
甚
至
暗
示
讓
鄧
小
平
恢
復
要
職
的
可
能
性
。他
對
丈
二
金
剛
摸
不
著
頭
腦
的
武
漢
新
領
導
人拋
出
這
個
爆
炸 

性
的
議
題
：
「我
們
需
要
保
鄧
小
平嗎
？」
他
說
：
「第
一
、他
打
過
一
些
仗
；
第
二
、他
不
是
國
民
黨
的
人

•，第三
、
 

他
沒
有
『黑
修
養』
。」29
他
沒
有
說
得很
明
確，
但
人
人
猜
想
，
主
席
正
在
考
慮
「原
諒」
這
位
劉
少
奇
的
主
要
副
手
。
 

十
月
中
旬
，
主
席
下
令
盡
速
恢
復
各
級
學
校
及
大
學
的
學
習
。十
月
底
，
他
下
令
中
共
中
央
及
文
革
小
組
下
達
指
示，
在 

已
有
革
委
會
的
地
方，
恢
復
黨
的
組
織
。
30

到
這
個
時
候為
止，
全
國
二
十
九
個
省
市
自
治
區，
只
有
七
個
成
立
革
委
會
。到
了
一
九
六
八
年
三
月，
又
有
十
一 

個
省
成
立
革
委
會
。成
立
革
委
會
的
過
程
一
直
持
續
到
九
月
才
告
一
段
落
(最
後
一
個
省
級
革
委
會
成
立
於
新
疆
)
。軍 

隊
是
成
立
此
一
新
權
力
機
關
的
主
角，
也
有
心
掌
控
各
革
委
會
。所
謂
革
委
會
的
「三
結
合」並
不
平
均
。全
國
地
級
以 

上
革
委
會
共
有
四
萬
八
千
個
委
員
，絕
大
多
數
是
現
役
解
放
軍
軍
官
。二
十
九
個
省
級
革
委
會
主
任
當
中，
六
個
是
上 

將
、五
個
是
中
將
、九
個
是
少
將
。其
餘
都
是
政
委
。新
改
組
過
的
二
十
九
個
省
市
自
治
區
黨
委
的
第
一
書
記，
有
二
十 

二
個
都
是
解
放
軍
高
階
軍
官
。爿

一
九
六
七
年
秋
天，
從
上
海
回
北
京
之
後，
毛
主
席
也
開
始
談
論
「抓
革
命
、促
生
產」

。

32

周
恩
來
以
及
負
責
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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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第
三
個
五
年
計
劃(
一
九
六
六
至
七
〇
年)
的
李
富
春
，
定
期
提
出
生
產
急
遽
下
降
的
報
告
。生
產
下
降
的
原
因
不
僅 

出
在
「走
資
派
破
壞」
，
也
因為

「革
命」

H

人偷
懶
所
致。
M

如
何
讓
熱
情
的青
年
冷
靜
下
來，卻
是
最
艱
難
的
工
作
。嘗
過
「自
由」
的
滋
味
，
沒
有
人
想
回
到
當
初
因
循
苟
且 

的
日
子
。年
輕
人
的
隊
伍
穿
城
過鎮
，
高
喊
「毛
主
席
萬
歲
！」
「砸
破
頭
號
黑幫
劉
少
奇
的
狗
頭
！」
和
「打
倒
修
正 

主
義
！」
的
口
號
。他
們
繼
續揪
出
「走
資
派」
及
其
家
屬
、私
設
法
庭
、呼
喊
口
號
、製
造
喧囂

。他
們
把
年
邁
的教
 

授
以
及
黨
委
官
員
從
家
裡
拖
出
來，
在
烈
日
下
或
寒
風
中
當
著
臨
時
組
成
的
法
庭
遊
行
示眾
，
逼
他
們
戴
上
尖
筒
帽
、脖 

子
上
掛
著
羞
辱
的
紙
板，
任
人
叱
罵
。無
知
的
年
輕
人
還
在
「破
四
舊」
——
打
倒
舊
思
想
、舊
文
化
、舊
風
俗
、舊
習 

慣

。左
派
到
了
許
多
地
方，
訂
下
新
規
矩
，
譬
如
，
遇
紅
燈
可
過
街，
因為
紅
色
是
代
表
革
命
的

顔
色
。古
蹟
被
搗毀
； 

檔
案
遭
破
壞
；
資
深
的
專
家
如
醫
生
、工
程
師
和
技
術
人
員，
不
准
工
作
。群眾
製
造
的
混
亂
已
將
帶
來
災
禍
。

一
九
六
八
年
七
月
三
日，
毛
澤
東
下
令
立
刻
停
止
騷
亂
。七
月
二
十
七
日，
來
自
北
京
六
十
多
家
工
廠
的
三
萬
多
名 

工
人
，
組
成
所
謂
的
毛
澤
東
思
想
宣
傳
隊，
開
進清
華
大
學
。衝
突
爆
發
，
十
個
人
喪
生，
但
是
狂
熱
的
紅
衛
兵
拒絕
投 

降

。毛
澤
東
氣
炸
了
。次
日
，
他
在
人
民
大
會
堂
召
開
黨
的
領
導
人
會
議，
出
席
者
有
林
彪
、周
恩
來
、江青

、康
生
、
 

陳
伯
達
、謝
富
治
和
新
任
解
放
軍
總
參
謀
長
黃
永
勝
。北
京
的
紅
衛
兵
頭
頭
被找
來
當
代
罪
羔
羊
。

毛
澤
東
外
表鎮
靜，
甚
至
試
著
說
笑
話，
但
是
他
的
幽
默很
奸
邪
。

他
說
：

蒯
大
富
要抓
黑
手，
這麼
多
工
人
去
「鎮
壓」
「壓
迫」
紅
衛
兵
，
黑
手
是
什麼
？
現
在抓
不
出
來，
黑
手
就
是
我

嘛
—
.
.
.
.
.
來抓
我嘛
！
本
來
新
華
印
刷
廠
、針
織
總
廠
、中
央
警
衛
團
是
我
派
去
的，你
們
就
給
吹
。我
說你
們
去

做
做
工
作
看
看
。結
果
去
了
三
萬
人，
其
實
他
們
恨
北
大，
不
恨清
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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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說
：
「北
京
大
學
也
想抓
出
黑
手
。」
他
轉
向
「第
一
張
馬
列
主
義
大
字
報」
的
作
者聶
元
梓
：
「這
個
黑
手
不
是 

我
，
是
謝
富
治
，
我
也
沒
有
這麼
大
的
野
心
。」

紅
衛
兵
的
頭
頭
們
低
著
頭
靜
聽
。毛
澤
東
說
：

你
們搞
了
兩
年
文
化
大
革
命
了，
一
是鬥
，
二
是
批，
三
是
改
。鬥
是鬥
，你
們
是搞
武鬥
，
也
不鬥
，
也
不
批
， 

也
不
改
，
現
在
是
少
數
學
校搞
武
PJ,

人
民
不
高
興
，
工
人
不
高
興
，
農
民
不
高
興
，
居
民
不
高
興
，
部
隊
不
高 

興
，
多
數
學
校
學
生
也
不
高
興，
就
連
擁
護你
的
那
一
派
也
有
人
不
高
興，
就
這
樣
一
統
天
下
？

林
彪
不
祥
地
預
言
：
「國
家
將
會
發
生
大
事
。」
然
後
他
引
述
小
說
《三
國
演
義
》
的
卷
首
語
：
「天
下
大
勢
分
久 

必
合
-合
久
必
分
。」34
「〔為
了
在
高教
機
構
進
行
〕
武
裝鬥
爭
所
建
的
工
事
必
須
完
全拆
除
•，所
有
的
武
器
、刀
、槍 

必
須
交
回
給
軍
火
庫
。」

紅
衛
兵
頭
頭
們
曉
得
大
勢
已
去
。除
了蒯
大
富
開
始啜
泣
之
外，
沒
有
人
試
圖
辯
解
。
聶

元
梓
突
然
靈
光
一
現，
甚 

至
請
主
席
派
解
放
軍
進
入
北
京
大
學
。

毛
澤
東
下
結
論
：

天
下
大
亂
……

或
許
這
一
次你
們
會
把
我
開
除
出
黨
？
因為
官
僚
主
義
開
除
我
，
更
多
過
我
是
黑
惡
棍
、壓
迫
紅
衛 

兵
……

群眾
不
喜
歡内
戰
……

我
們
必
須
向
全
國
訴
求
。如
果
任
何
人
繼
續
破
壞
秩
序
、攻
擊
解
放
軍
、破
壞
電 

信
、殺
人
放
火
，
就
必
須
把
他
當
犯
罪
對
待
。如
果
一
小
撮
人
不
理眯
這
些
警
告，
頑
推
改
過
，
他
們
將
變
成強
 

盜
、國
民
黨
分
子
，
他
們
必
須
被
四
面
八
方
包
圍
。如
果
他
們
抵
抗，
他
們
必
須
被
消
滅
。

他
又
說
：
「進
步
不
能
一
步
到
位，
歷
史
總
是
迂迴
向
前
。」會
議
結
束
。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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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月
間
，
解
放
軍
開
始
行
動
。唯
有
他
們
才
有
能
力
恢
復
秩
序，
控
制
大
學
校
園
。用
毛
主
席
的
話
說，它
們
已
經 

變
成
「大
大
小
小
的
獨
立
王
國」
。36

當
然
，
現
在
又
出
現
新
的
受
害
人
。軍
方
意
識
到
主
席
的
意
向，
開
始
以
最
殘
酷
的
方
法鎮
壓
紅
衛
兵
。一
九
六
八 

年
八
月
，
軍
隊
和
廣
西
壯
族
自
治
區
省
會
南
寧
市
年
輕
人
之
間
發
生
的
衝
突，
最為
慘
烈
。南
寧
街
頭
血
流
成
河.，青
年 

團
體
控
制
的
市
區
從
地
球
表
面
被
掃
蕩
乾
淨
。受
害
人
達
兩
千
三
百
二
十
四
人
•，
約一

萬
人
被
捕
入
獄
，
五
萬
多
人
無
家 

可
歸
。37毛
澤
東
聽
到
報
告
後，
把
責
任
推
到
紅
衛
兵
和
造
反
派
的
極
端
分
子
身
上，
聲
稱
他
們
對
抗
軍
隊
是
「階
級
敵 

人
的
一
種
垂
死掙
扎
」
。38

一
九
六
八
年
下
半
年
開
始，
未
來
七
年
內，
一
千
兩
百
萬
個
幻
想
破
滅
的青
年
被
下
放
到
農
村，
其
中絕
大
多
數
下 

放
到
勞
改
營
去，
直
到
偉
大
的
舵
手
一
九
七
六
年
去
世
仍
不
得
回
家
。他
們
受
到
的
是
慘
痛
的教
育
。許
多
人
可
以跟
作 

家
王
蒙
小
說
的
英
雄
同
樣
浩
歎
：
「生為
中
國
人真
是
三
生
有
幸
…
…中
華
民
族
，
如
此
偉
大
、如
此
悲
劇。」
M

一
九
六
八
年
十
月，
中
共
八
屆
士
 
一
中
擴
大
全
會
總
結
了
這
個
狂飆
前
進(s
i und D

rang)

時
期
。到
了
這
時 

候
，
七
成
以
上
的
中
央
委
員
及
候
補
中
央
委
員
已
被
貼
上
「反
黨
分
子」
、「叛
徒」
和
「裡
通
外
國」
的
「間
諜」
的 

標
籤
。自
從
一
九
六
六
年
八
月
以
後，
九
十
七
個
中
央
委
員
已
有
十
人
死
亡
。

八
大
所
產
生
的
八
十
七
個
中
央
委
員
和
九
十
六
個
候
補
中
央
委
員
當
中，
只
有
四
十
個
委
員
和
十
九
個
候
補
中
央
委 

員
能夠
出
席
中
全
會
。
為

了
達
成
法
定
出
席
人
數，
毛
澤
東
讓
十
個
候
補
中
委
遞
補為
中
委，
其
中
九
個
是
高
階
軍
官
。
 

他
也
讓
七
十
四
個
來
自
中
央
文
革
小
組
、中
央
軍
事
委
員
會，
以
及
省
革
委
會
和
軍
區
領
導
人，
還
有

一

些
中
央
官
員
有 

投
票
權
。中
全
會
將
劉
少
奇
「永
遠」
開
除
出
黨
，並
且強
調
「揭
發」
他
的
「反
革
命
面
貌」
是
毛
澤
東
思
想
的
「偉 

大
勝
利」

。這
位
前
任
國
家
主
席
被
稱為

「埋
藏
在
黨
內
的
叛
徒，
內
奸
，
工
賊
，
是
罪
惡
累
累
的
帝
國
主
義，
現
代
修 

正
主
義
和
國
民
黨
反
動
派
的
走
狗」。
40

可
是
，
在
毛
澤
東
施
壓
下，
中
全
會
允
許
鄧
小
平
保
留
黨
籍
。毛
澤
東
說
：
「大
家
要
開
除
他，
我
對
這
一
點
還
有 

一
點
保
留
。」5

這
就夠
了
。毛
澤
東
也
不
允
許
激
進
派
把
一
九
六
七
年
二
月
反
對
紅
衛
兵
暴
行
的
老
帥
和
黨
官
員

I



5 6 3 第 三 十 四 章 紅 衛 兵 的 悲 劇

所
謂
的
二
月
逆
流
派——
開
除
出
黨
。甚
且
，
他
堅
持
把
他
們
「選」為
代
表
，
出
席
預
定
次
年
召
開
的
全
國
代
表
大 

會

。雖
然
中
全
會
花
了
相
當
力
氣
批
評
二
月
逆
流，
他
還
是
如
此
堅
持
。毛
澤
東
對
二
月
逆
流
的
「死
硬
派」
代
表
說

.. 

「陳
毅
同
志
，你
將
以
右
派
的
代
表
身
分
參
加
全
代
會
。」
42

中
全
會
熱
切
支
持
陳
毅
作為
全
代
會
黨
代
表
。

先
後
與
「溫
和
派」
及
紅
衛
兵
的
作
戰
，
實
質
上
已
告
結
束
。毛
澤
東
現
在
決
定
召
開
第
九
次
全
國
代
表
大
會
。
 

「九
大」
於
一
九
六
九
年
四
月
一
日
至
二
十
四
日
在
北
京舉
行
。一
千
五
百
一
十
二
位
黨
代
表
代
表
著
將
近
兩
千
兩
百
萬 

個
黨
員
。九
大
無
異
議
通
過
新
黨
章，
毛
澤
東
思
想
再
度
列為
中
國
共
產
黨
的
理
論
基
礎
。現
在它
被
稱為
是
「帝
國
主 

義
走
向
全
面
滅
亡
、社
會
主
義
邁
向
全
球
勝
利
的
時
代
的
馬
列
主
義
」
。
C

中
國
共
產
黨
領
導
機
關
的
組
成
出
現
激
烈
變
化
。新
一
屆
中
央
委
員
會
有
一
百
七
十
名
委
員
、一
百
零
九
位
候
補
委 

員
，
遵
循
所
謂
「三
結
合」
原
則
組
成-含
納
文
革
領
導
人
物
、解
放
軍
主
要
指
戰
員
，
以
及
最
效
忠
毛
澤
東
的
「革 

命」
領
導
人
。毛
澤
東
讓
若
干
舊
敵
留
任
中
委，
他
們
包
括
鄧
子
恢，
以
及
「二
月
逆
流
派」
的
陳
毅
、葉
劍
英
、徐
向 

前
、聶
榮
臻
、李
富
春
和
李
先
念
。經
主
席
提
名
的
「同
志」
全
都
得
到
需
要
的
票
數
當
選
。

九
屆
一
中
全
會，
毛
澤
東
和
林
彪
那
兩
個
權
力
飢
渴
的
妻
子
，
江青
和
葉
群
，
都
進
入
政
治
局.，
上
海
英
雄
張
春 

橋
、姚
文
元
也
入
列
。陳
伯
達
、周
恩
來
和
康
生
進
入
政
治
局
常
委
會，
與
毛
澤
東
、林
彪並
列
。林
彪
仍
是
獨
一
無
二 

的
副
主
席
，
全
國
開
始
再
次
熱
烈
向
軍
隊
學
習，
特
別
是
因為
最
後
恢
復
國
家
秩
序
的
乃
是
解
放
軍
部
隊
。

九
屆
一
中
全
會
在
熱
烈
掌
聲
中
結
束
。「無
產
階
級
文
化
大
革
命
勝
利
萬
歲」
、「中
國
共
產
黨
萬
歲」
、「偉
大
的
毛 

澤
東
思
想
萬
歲」
、「毛
主
席
萬
歲
！
萬
歲
！
萬
萬
歲
！」
的
呼
聲
繞
梁
不絕

。

九
大
及
一
中
全
會
還
突
出強
調
反
「蘇
修」(蘇
聯
修
正
主
義)
的鬥
爭
。毛
澤
東
說
：

現
在
蘇
修
攻
擊
我
們
，
什麼
塔
斯
社
的
廣
播
，
王
明
的
材
料
，
以
及
《共
產
黨
人
》
(
X
O
S
S
S
S.
5
/
,

蘇
共
刊
物
) 

的
長
篇
大
論
，
說
我
們
現
在
不
是
無
產
階
級
的
黨，
叫
作
「小
資
產
階
級
的
黨」

。說
我
們搞
一
元
化
，
回
到
了
過 

去
根
據
地
那
個
時
代，
就
是
講
倒
退
了
。什麼
叫
一
元
化呢
？
他
們
說
就
是
軍
事
、官
僚
體
制
.
.
.
.
這
些
話嘛
，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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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
讓
人
家
去
講
！
人
家怎
麼

講
，
就怎
麼

講
。但
他
有
個
特
點
，
他
就
是
不
罵
我
們
叫
資
產
階
級
的
政
黨，
而
叫 

「小
資
產
階
級
的
政
黨」
。而
我
們呢
，
就説
他
是
資
產
階
級
的
專
政，
恢
復
資
產
階
級
專
政
。
44

林
彪
在
九
大
上
提
出
的
中
央
報
告
也
尖
銳
反
蘇
。一
九
六
〇
年
代
初
期
點
燃
的
論
戰，
在
一
九
六
九
年
達
到
最
高
點
。

三
月
間
，
也
就
是
九
大
召
開
前
夕，
蘇
聯
和
中
國
在
遠
東
邊
界
爆
發
武
裝
衝
突
。蘇
聯
和
中
國
的
邊
防
部
隊
在
烏
蘇 

里
江
的
珍
寶
島
交
火
。雙
方
都
有
人
喪
生丄
二
月
二
日
第
一
天
交
火，
蘇
方
就
有
兩
名
軍
官
、二
十
九
名
士
兵
陣
亡，
中 

方
也
折
損
十
七
條
人
命
。蘇
方另
有
四
十
九
人
負
傷
、一
人
被俘
，
後
來
死
於
中
國
監
獄
。

45

西
方
有
些
人為
這
場
社
會 

主
義
國
家
第
一
次
交
戰
歡
呼
。

自
從
一
九
六
〇
年
蘇
聯
專
家
突
然
撤
走
之
後，
中
、蘇
關
係
已
逐
步
走
下
坡
。蘇

、中代
表
在
各
種
會
議
場
合
經
常 

為
當
前
時
代
的
性
質
及
史
達
林
個
人
崇
拜
的
問
題
互
相
叫
罵
。中
方
指
控
蘇
共
領
導
人為

「社
會
民
主
黨
人」
，
而
蘇
共 

則
痛
斥
中
共
領
導
人為

「極
左」

。

赫
魯
雪
夫
在
一
九
六
三
年
終
於
按
捺
不
住
。中
共
中
央
在
一
九
六
三
年
六
月
十
四
日
發
了

 
一
封
信，
標
題
是
〈關
於 

國
際
共
產
主
義
運
動
總
路
線
的
建
議
〉，
蘇
共
中
央
在
七
月
十
四
日
發
表
給
蘇
聯
各
級
黨
組
織
和
全
體
共
產
黨
員
的
公
開 

信
作為
回
答
。
它

提
到
中
國
共
產
黨
的
「錯
誤
和
致
命」
政
策
、中
共
領
導
人
的
行
動
「鮮
明牴
觸」
「不
僅
是
社
會
主 

義
國
家
之
間
相
互
關
係
的
原
則，
在
許
多
個
案
上，(也牴
觸)
所
有
國
家
應
遵
守
的
公
認
規
矩
和
規
範
」

。
46

《人
民
日
報
》
和
《紅
旗
》
雜
誌
發
表
共
同
社
論
反
擊，
痛
罵
莫
斯
科
、華
府
、新
德
里
和
貝
爾
格
勒
可
恥
的
統
一 

戰
線
「反
社
會
主
義
中
國
、反
所
有
的
馬
列
主
義
黨」

。「赫
魯
雪
夫
修
正
主
義
者」
被
斥為
背
叛
「馬
列
主
義
和
無
產 

階
級
國
際
主
義」
。47
中
國
傳
媒
又跟
進
發
表
八
篇
所
謂
的
批
判
文
章
就
這
個
主
題
繼
續
發
揮
。一
九
六
四
年
五
月，
毛 

澤
東
在
中
國
領
導
人
一
項
會
議
中
毫
不
掩
抑
他
的
憤
怒，
聲
稱
：
「現
在
的
蘇
聯
是
資
產
階
級
專
政，
大
資
產
階
級
專 

政
，
德
國
法
西
斯
專
政，
希
特
勒
式
的
專
政，
是
一幫
流
氓
，
比
戴
高
樂

(De G
le

)

還
壞。
」48

同
一
時
期
，
雙
方
提
出
可
爭
議
的
新
議
題
。中
方
向
蘇
方
提
出
領
土
主
張
。赫
魯
雪
夫
回
憶
說
：
「在
和
我
們
駐
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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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
問
討
論
時，
北
京
領
導
人
以
非
常
敵
意
的
方
式
表
示，
俄
國
人
從
中
國佔
領
了
今
天
的
蘇
聯
遠
東
地
區
以
及
其
他鄰
接 

領
土
。」他
又
說
：

我
們
之
間
就
沿
烏
蘇
里
江
及
沿
其
他
一
些
河
流
的
邊
界
有
一
些
誤
解
。一
般
都
知
道，
經
過
一
段
時
間
後，
河
流
往 

往
會
改
道
，
有
時
候
也
會
形
成
新
島
嶼
。根
據
中
國
與
沙
皇
政
府
簽
訂
的
條
約，
以
中
方
河
岸為
國
界，
而
不
是
依 

國
際
法
慣
例
以
河
流
中
線為
界
。因
此
，
若
是
形
成
新
島
嶼
，它
們
屬
於
俄
方
所
有
.
.
.
.
後
來
情
勢
變
得
更
加
緊

張
。
49

一
九
六
二
年，
莫
斯
科
同
意
與
北
京
秘
密
談
判
邊
界
問
題
•，雙
方
於
一
九
六
四
年
二
月
開
始
交
涉
。可
是
，
因為
中 

方
除
了
河
流
中
線
問
題
外，
也
堅
持
要
討
論
沙
皇
在
西
伯
利
亞
和
遠
東
擴
張
的
問
題，
赫
魯
雪
夫
於
十
月
間
中
止
談
判
。
 

縱
使
如
此
，
蘇
方
同
意
應
與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另
訂
邊
界
新
約，
以
取
代
沙
皇
時
代
的
舊
約
。根
據
邊
界
新
約，
珍
寶
島 

位
於
烏
蘇
里
江
中
線
之
西，
應
歸
屬
中
國
。換
句
話
說
，
若
依
國
際
慣
例，它
位
於
中
國
領
海
內
。可
是
，
雙
方並
未
簽 

訂
條
約.，
不
過
中
方
指
稱
蘇
聯
已
同
意
依
據
國
際
原
則
簽
約，
遂
把
珍
寶
島
視為
中
國
領
土

。
50

赫
魯
雪
夫
在
一
九
六
四
年
十
月
遭
罷
黜
之
後，
中
、蘇
之
間
一
度
出
現
雙
方
可
能
恢
復
建
設
性
對
話
的
希
望
。十一 

月
初
，
周
恩
來
接
受
蘇
方
邀
請，
率
領
中
國
代
表
團
到
莫
斯
科，
參
加
十
月
革
命
週
年
慶
典
。蘇
聯
總
理
亞
歷
可
西
•柯 

錫
金(Alexei K

osygin)

最
積
極
與
中
國
關
係
正
常
化，
親
自
接
機
。可
是
，
原
本
安
排
好鄰
居
恢
復
正
常
對
話
關
係 

的
機
會卻
搞
砸

了
。根
據
安
德
烈.亞
歷
山
德
洛
夫—
艾
金
托
夫(AndreiAleksandrov-Agentov)

的
說
法
(他
是
赫 

魯
雪
夫
的
繼
承
人
李
歐
尼
德.布
里茲
涅
夫〔Leonid Brezhnev〕

的
助
理)，
之
所
以
會搞
砸

，
是
因為

「荒
唐
的
意 

外
，
或
是
軍
方
領
導
人
不
滿
中
國
而
作
梗
的
結
果
。總
之
，
在
克
里
姆
林
宮
的
宴
會
上，
喝
得
醉醺
醺

的
國
防
部
長
馬
林 

諾
夫
斯
基
元
帥
走
近
中
國
總
理，
以
人
人
聽
得
見
的
聲
音
說
：
『我
們
已
經
幹
了
我
們
該
做
的，
把
我
們
的
老
朽
赫
魯
雪 

夫趕
下
台
。現
在你
們
若
是
除
掉你
們
的
老
朽，
我
們
大
家
就
沒
問
題啦

。』
周
恩
來
大
怒
，
立
刻
退
席
。」

M翌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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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
里茲
涅
夫
試
圖
打
圓
場
：
「馬
林
諾
夫
斯
基
不
是
〔蘇
共
〕
主
席
團
主
席
，
他
又
喝
太
多
了
，
醉
言
醉
語
一
通
。而 

且
，翻
譯
也
不
精
確
。我
們
預
備
道歉

。」U但
是
周
恩
來
說
：
「我
們
沒
什麼
好
談
的。」
M

柯
錫
金
和
其
他
幾
個
主
張
和
中
國
改
善
關
係
的
蘇
聯
領
導
人
大
驚
失
色
。他
們
建
議
布
里
玆
涅
夫
去
拜
訪
毛
澤
東， 

但
是
布
里茲
涅
夫倔
強

不
從
。最
後
，
他
挑
戰
柯
錫
金
：
「如
果你
覺
得
這
件
事
這麼
重
要，
那你
自
己
去
。」柯
錫
金 

果真
就
去
了
。一
九
六
五
年
二
月，
他
到
了
北
京
，
先
後
拜
會
周
恩
來
、毛
澤
東
和
劉
少
奇
。亞
歷
山
德
洛
夫
—
艾
金
托 

夫
寫
說
：
「對
話很
尖
銳，
相
當
不
愉
快
。我
們
的
同
志
被
提
醒，
赫
魯
雪
夫
是
如
何
如
何
地
不
公
平
對
待
中
國，並
且 

也
一
再
指
控
蘇
共
『修
正
了
列
寧
主
義』

。總
歸
一
句
話，很
顯
然
不
可
能
恢
復
從
前
『兄
弟
般
的
友
情』
，並
且
中
國 

也絕
不
會
再
扮
演
蘇
聯
『小
老
弟』
的
角
色
。」
54
毛
澤
東
表
示
他
希
望
繼
續
和
蘇
共
論
戰
下
去，
一
萬
年
也
不
妨，
直 

到即
將
結
束
會
談
時
才
稍
微
緩
和，
縮
短為
再吵
個
一
千
年
。
M

然
而
，
一
年
後，
文
化
大
革
命
一
發
動，
毛
澤
東
猛
烈
加強
對
蘇
聯
的
攻
擊，
甚
至
指
控
蘇
聯
領
導
人
想
對
中
國
發 

動
戰
爭
。他
向
全
世
界
宣
稱
：
「蘇
聯
正
在
計
劃……
於
西
伯
利
亞
和
蒙
古
侵
犯
國
境
、入
侵
內
蒙
及
西
北
，並
佔

領
中 

國

。這
可
能
導
致
解
放
軍
和
蘇
聯
軍
隊
隔
長
江
對
峙
的
局
勢
。
」

56

中
方為
了
迫
使
蘇
聯
政
府
簽
署
邊
境
新
約，
開
始
採
取
愈
來
愈
具
威
脅
的
行
動
。從
一
九
六
四
年
至
一
九
六
九
年， 

中
、蘇
邊
境
共
發
生
四
千
一
百
八
十
九
件
事
件——
沒
錯
，
還
不
是
武
裝
衝
突
。一
九
六
八
年
八
月
底，
蘇
聯
部
隊
開
進 

捷
克
之
後，
中
、蘇
關
係
益
加
惡
化
。因為
蘇
聯
領
導
人
發
表
了
所
謂
「布
里茲
捏
夫
主
義」
的
談
話
，
宣
稱
當
某
國
社 

會
主
義
陷
入
危
險
時，
蘇
聯
有
權
介
入
該
社
會
主
義
國
家
的
內
政
。一
九
六
八
年
十
月，
中
國
國
防
部
長
林
彪
下
令
中
國 

武
裝
部
隊
進
入
警
備
狀
態
。毛
澤
東
和
周
恩
來
起
先
對
林
彪
的
焦
慮
不
無
懷
疑，
但
他
們並
不
反
對
這
些
預
防
措
施
。

57 

因
此
，
珍
寶
島
交
火並
非
意
外
事
故
。究
意
是
誰
開
第
一
槍，迄
今
仍
不清
楚
。最
有
可
能
是
每
件
事
同
步
發
生
。
 

某
個
人
的
神
經
崩
裂
了
！
但
是
，
事
故
使
得
中
、蘇
關
係
進
入
新
水
準
。槍
聲
在
兩
國
首
都
都
引
起
回
響
。每
一
方
都
大 

聲
指
控
對
方
挑釁

。根
據
幾
個
消
息
來
源，
蘇
聯
政
府
相
當
驚
慌
。國
防
部
長
安
德
烈
•葛
瑞
契
科(Andrei Grechko) 

堅
持
以
原
子
彈
攻
打
中
國
工
業
中
心
。其
他
人
建
議
炸毀
中
國
的
原
子
彈
基
地
。不
過
，
布
里茲
涅
夫
決
定
以
格
勒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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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d)

火
箭
對
深
入
中
國
邊
界
二
十
公
里
的
地
區
轟
炸
。三
月
十
四
至
十
五
日
深
夜，
蘇
軍
在
珍
寶
島
附
近
發
動
攻 

擊
，
中
方
死
了
八
百
多
人
。

隔
沒
多
久
，
毛
澤
東
在
九
屆
一
中
全
會
上
發
言，
花
了
相
當
大
篇
幅
講
準
備
和
蘇
聯
開
戰
的
問
題
。

M他
的
確
認為
 

蘇
聯
有
可
能
武
裝
攻
打
中
國
。九
屆
一
中
全
會
之
後，
他
甚
至
下
達
秘
密
指
示，
預
備
將
大
多
數
黨
領
導
人
撤
離
北
京

。
M 

他
似
乎
知
道，
一
九
六
七
年
一
月
底，
住
在
蘇
聯
的
王
明
在
和
蘇
共
中
央
社
會
主
義
國
家
事
務
部
官
員
談
話
時，
曾 

經
建
議
蘇
聯
領
導
人
武
裝
干
預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事
務
。王
明
說
：
「目
前
中
國
的
情
勢
比
起
一
九
五
六
年
的
匈
牙
利
事 

件
，
對
社
會
主
義
陣
營
及
對
國
際
共
產
運
動，
都
還
更
加
危
險
。我
們
不
能
錯
失
機
會
…
…
我
們
必
須
提
供
他
們
〔中
國 

共
產
黨
健
全
的
勢
力
〕
不
僅
是
政
治
、還
有
物
質
的
支
援，
例
如
給
予
武
器
或
派
出
由
中
亞
或
蒙
古
人
民
共
和
國
適
當
民 

族
所
組
成
的
部
隊
。」王
明
甚
至
準
備
與
他
認為
秘
密
支
持
他
的
新
疆
及
內
蒙
古
領
導
人
私
下
洽
商

。
M

當
然
，
蘇
方並
未
入
侵
。然
而
，
一
九
六
九
年
四
月
、五
月
、六
月
和
八
月，
中
、蘇
雙
方
的
確
在
遠
東
及
新
疆
邊 

界
發
生
新
衝
突
。情
勢
旋即
因
柯
錫
金
和
周
恩
來
九
月
十
一
日
在
北
京
機
場
的
一
場
會
談
控
制
下
來
。

H後
來
，
雙
方
就 

邊
境
議
題
恢
復
談
判
。蘇
聯
同
意
放
棄
珍
寶
島
。可
是
，
毛
澤
東
直
到
死
前
，
一
直
都
認為
蘇
聯
是
中
國
最
惡
劣
的
敵 

人

。中
國
在
國
內
、外
始
終
沒
有
停
止
反
「狂
熱」
修
正
主
義
的鬥
爭
。





5 6 9 第 三 十 五 章 五 七 一 工 程 疑 雲

第
三
十
五
章

五
七
一
工
程
疑
雲

一
九
七
〇
年
十
二
月
十
日
，
艾
德
加•史
諾
對
毛
澤
東
進
行
第
五
次
、也
是
最
後
一
次
專
訪
時，
毛
澤
東
離
他
七
十 

七
歲
大
壽
只
差
兩
星
期
。史
諾
發
覺
他
的
身
體
狀
況
相
當
不
錯
。毛
澤
東
似
乎
感
冒，
但
各
方
面
看
來
都很
好
。和
他
們 

上
次
一
九
六
五
年
一
月
相
會
時
相
較，
毛
澤
東
甚
至
還
減
輕
體
重
。當
然
，
他
的
年
歲
已
經
顯
現
出
來，
可
是
主
席
的
神 

智
仍很
清

楚
。偉
大
的
舵
手
向
客
人
告
白，
他
「很
快
就
要
去
見
上
帝」
，
但
是
他
似
乎並
不
沮
喪
。毛
澤
東
說
：
免
不 

了
的啦
，
人
人
終
究
得
去
見
上
帝
。史
諾
曉
得
，
更
早
幾
年
，
毛
澤
東
也
愛
談
死
亡
。毛
主
席
一
九
六
一
年
和
蒙
哥
馬
利 

元
帥
談
話
時，
就
提
到
要
去
見
馬
克
思
。一
九
六
五
年
文
化
大
革
命
前
夕，
他
和
史
諾
講
話，
就
提
到
死
期
將
至，
首
次 

說
「很
快」
他
就
要
去
見
上
帝(沒
有
人
曉
得
他為
什麼
不
再
說
去
見
馬
克
思，
而
改
口
說
去
見
上
帝
)
。1老
齡
及
死 

亡
長
久
以
來
成
了
他
喜
愛
的
話
題
。

當
然
，
這
裡
頭
也
有耍
心
機
、搞
陰
謀
的
成
分
。毛
澤
東
喜
歡
裝
病
、裝
不
舒
服
，
來
刺
探
身
邊
的
人
對
此
有
什麼
 

反
應
。？例
如
，一

九
六
三
年
二
月
，
中
蘇
關
係
陷
入
低
潮
，
他
就
在
蘇
聯
駐
中
國
大
使
斯
捷
潘.
契
爾
沃
年
科 

(Stepan chervonenko)

面
前
，
表
演
了 
一齣
精
湛
的
垂
死
大戲

。他
的
醫
生
回
憶
說
：
「先
前
他
在
我
及
數
名
衛
士
的 

眾
目睽
睽

之
下，
在
身
上
蓋
了
 
一
塊
毛
巾
被，
假
裝
痛
苦
萬
分
，
表
情呆
滯
，
語
不
成
調
。『我
演
得
好
不
好
？』
他
問 

我
們
。然
後
毛
把
蘇
聯
駐
中
國
大
使
叫
到
床
前，
演
將
了
起
來
。」
3穌
聯
大
使
對
於
眼
前
的
情
景
的
確嚇
了
 
一
跳
：



毛 澤 東 ：真 實 的 故 事 570

我
們
被
事
先
未
料
到
的
反
差嚇
了
一
跳
：
在
燈
光
幽
暗
的
房
間
中
央
擺
了
一
張
大
高
床，
毛
澤
東
半躺
在
上
面
。劉

少
奇
、周
恩
來
、鄧
小
平
和
譯
員
各
自
園
坐
一
旁
.
.
.
.
.王
席
說
他
已
經
看
不清
楚
小
字，
得為
他
特
別
準
備
大
字
體

的
報
告
；
他
說
他
不
再
主
持
政
治
局
會
議，
也
不
核
閱
所
有
的
重
要
公
文
。毛
澤
東
指
指
坐
在
他
臥
室
的
幾
位
中
共 

領
導
人
說
：
「現
在
黨
的
事
務
交
給
他
們
處
理
。
」

4

一
九
七
〇
年
十
二
月，
毛
澤
東
的
確
身
體
不
舒
服
。他
費
了
好
大
勁
才
在
史
諾
面
前
表
現
出
健
康
模
樣
。會
面
前 

夕
，
他
才
從
嚴
重
肺
炎
發
作
勉強
復
元，
之
前
已
在
床
上躺
了
將
近
兩
個
月，
也
因
此
看
來
瘦
了
。

他
終
於
完
全
復
元
。在
和
史
諾
話
別
時
，
毛
澤
東
留
給
他
一
句
話，
我
老
毛
是
「和尚
打
傘
、無
髮
無
天

(
『髮』 

與
『法』
諧
音)」
。；這
表
示
他
不
受
人
間
法
、也
不
受
天
上
法
所
管
制
。換
句
話
說
，
他
隨
心
所
欲
而
活，
也
會
如
己 

所
願
、活
得
長
長
久
久
。。

史
諾
根
本
不
明
白
他
在
說
些
什麼
，
因為
毛
澤
東
年
輕
的
譯
員
唐
聞
生
生
於
美
國，
不懂
中
國
古
典
哲
學，
把
這
句 

話
譯為
毛
澤
東
是
個
「拿
把
破
傘
、在
世
間踽
踽

獨
行
的
和尚
」

。

6沒
有
人
曉
得她
怎
麼

會
神
來
一
筆，
如
此翻
譯
。
 

史
諾卻
信
而
不
疑，
把
毛
澤
東
的
話
傳
遍
天
下，
害
得
天
下眾
生
莫
不
大
傷
腦
筋，
猜
不
透
主
席
葫
蘆
裡
是
什麼
膏
藥
。
 

為
什麼
他
會
孤
獨
而
行
？

毛
澤
東
吹
噓
他
愛
活
多
久
就
能
活
多
久，
根
本
是
廢
話
。在
他
這
把
歲
數
-肺
炎
可
以
非
常
危
險
。以
前
他
只
得
過 

支
氣
管
炎
，
但
是
因為
他
每
天
抽
兩
包
煙，
無
法
完
全
復
元
。他
愛
抽
的
牌
子
不
再
是
吉
時
或
三
五，
換
成
國
產
煙
中 

華
、熊貓
和
珞
伽
山
。他
或
許
是
基
於
愛
國，
才
改
抽
國
產
煙
。史
諾
抵
華
前
不
久，
毛
澤
東
又
改
抽
「北
星」
，
是
廣 

州
煙
廠
用
外
國
煙
草
產
製
的
高檔
紙
煙
。？

毛
澤
東
的
健
康
也
頗
受
他
有
異
常
人
的
作
息
習
慣
所
影
響
。他
是
不
過
午
夜
不
上
床，
通
常
是清
晨
五
點
才
就
寢， 

睡
到
十
一
點
多
才
起
床
。他
一
天
吃
兩
餐，

I

次
在
下
午
兩
、三
點
，另
一
次
在晚
上
八
、九
點
。他
最
愛
吃
湖
南
辣
椒 

醬
炒
肥豬
肉
。不
過
他
喝
酒
有
節
制，
偶
爾
才
喝
國
產
葡
萄
酒，
只
有
在
重
大
節
日
才
略
微
喝
烈
酒
茅
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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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斷
的
權
力鬥
爭
也
有
害
他
的
健
康
。紅
衛
兵
被鎮
服
之
後，
權
力鬥
爭
由
街
頭
轉
回
黨
內
。軍
隊
因為
直
接
負
責 

恢
復
秩
序
，
重
要
將
領
地
位
大
幅
上
升，
造
成
江青
等
文
革
派
領
導
人
的
不
滿
。一
度
團
結
的
左
派，
現
在
各
派
系
的
關 

係
愈
來
愈
緊
張
。江青
及
其
副
手
開
始
對
解
放
軍
的
行
動
表
示
憤懣

。林
彪
及
其
將
領
，
以
及
他
的
太
太
葉
群
(她
對她
 

丈
夫
及
其
親
信
有
極
大
影
響
力)，
也
覺
得
對
方很
討
厭
。他
們
認為
狂飆
前
進
的
時
代
已
經
過
去，
當
務
之
急
是
生
產 

和
軍
事
現
代
化
。周
恩
來
支
持
他
們
。

衝
突
的
跡
象
最
早
出
現
在
一
九
六
七
年
底
。蘇
聯
情
報
機
關
向
蘇
共
中
央
報
告
中
國
的
局
勢
如
下
：

來
自
提
斯
維
甘

(
T
s
v
ig
u
n
)

同
志
的
情
報
。①
登
記
序
號
四
七
六
一
號
，
時
間一

九
六
七
年
十
二
月
七
日
.
.
.
.
〔我

們
在
中
國
共
產
黨
〕
新
領
導
團
隊
中
〔的
特
務
〕
目
擊
到
周
恩
來
、林
彪
這夥
人，
與
中
央
文
革
小组
領
導
人，
尤 

其
是
康
生
、江青
，
彼
此
關
係
日
益
緊
張
。許
多
康
生
和
江青
支
持
的
「新
勢
力」
中
的
代
表
人
物
遭
到
批
評
及
排 

擠
，
顯
示
這
一
派
人
物
目
前
地
位
已
被
減
弱
。軍
中
停
止
整
肅
，
控
制
住
紅
衛
兵
及
造
反
派
武
力
奪
權，
也
拒絕
武 

裝
他
們
，
加
上
更為
重
視
經
濟
問
題，
凡
此
種
種
行
動
毫
無
疑
問
已
增
加
周
恩
來
和
林
彪
的
權
力
。

8

這
個
情
報
相
當
正
確
。江青
在
黨
領
導
圈
內
以
愈
來
愈
公
開
的
方
式
鼓
動
反
林
彪
的
情緒

。起
先
，她
無
法
引
誘
毛
澤
東 

接
受她
的
觀
點
。毛
澤
東
仍
然
信
賴
他
的
「親
密
戰
友」(這
是
林
彪
的
正
式
名
銜
)
。九
大
甚
至
在
黨
章
中
明
訂
林
彪 

是
毛
澤
東
的
接
班
人。
9

毛
澤
東
拒絕
聽
關
於
林
彪
的
壞
話
。

一

九
二
八
年
四
月，
林
彪跟
著
朱
德
的
部
隊
來
到
井
岡
山
加
入
毛
澤
東
的
游
擊 

部
隊
，
毛
澤
東
就
認
識
了
他
。當
時
的
介
紹
人
是
朱
德
部
隊
的
政
委
陳
毅，
他
稱
許
林
彪
是
傑
出
的
軍
官，
知
道
如
何
痛

①
原
書
註
：
西
蒙.
庫
玆
米
克•提
斯
維
甘(Sem

yon KUNmich Tsvigun 
, 
一
九
一
七
至
一
九
八
二
年
)

-

一
九
六
七
年
十
一
月
起
出
任
國
家
安
全 

委
員
會
(
K
G
B
)

第|

副主席
。



毛 澤 東 ：真 實 的 故 事 572

打
敵
軍
。毛
澤
東
非
常
高
興，
大
讚
：
「你
這麼
年
輕，
作
戰
這麼
勇
敢
。太
了
不
起
了

 
！
」S

林
彪
當
時
還
不
滿
二
十
一
歲
。他
在
一
九
〇
七
年
十
二
月
五
日
出
生
於
湖
北
省
黃
岡
縣
一
戶
織
工
人
家
。他
受
過
中 

學教
育
，
一
九
二
四
年
受
兩
位
共
產
黨
員
堂
兄
的
影
響，
加
入
社
會
主
義青
年
團
。一
九
二
五
年
冬
天，
他
到
廣
州
，
進 

入
黃埔
軍
校，找
到
了
他
的
事
業
前
程
。一
九
二
五
年
底，
林
彪
加
入
共
產
黨，
被
派
到
葉
挺
部
隊
服
務
。林
彪
追
隨
朱 

德
和
葉
挺
，
參
加-九
二
七
年
八
月
一
日
南
昌
暴
動，
事
敗
轉
移
至
井
岡
山
。
U

他
立
刻
對
毛
澤
東
佩
服
得
五
體
投
地，
從
此
以
後
恭
順
服
從
。毛
澤
東
也很
器
重
這
個青
年
信
徒
。林
彪
對
馬
克
思 

主
義
理
論
認
識
不
足，
毛
澤
東
成
了
他
的
知
識
寶
庫，
是
科
學
與
政
治
的
天
才，
也
是
軍
事
上
的
領
袖
。在
中
國
共
產
黨 

的
領
導
人
當
中，
林
彪
被
稱為

「女
士」

。
U林
彪
身
材
不
高
，
濃
眉
大
眼
，
常
讓
人
想
起
京戲
裡
的
旦
角
。林
彪
這
個 

名
字
和
他
俊
美
的
相
貌舉
止並
不
相
符
。

他
的
服
從
、忠
誠
、沒
有
野
心
，
加
上
傑
出
的
軍
事
能
力，
②
讓
毛
澤
東
印
象
深
刻，
他
也很
快
就
讓
林
彪
臣
服
在 

他
的
堅強
意
志
下
。毛
澤
東
開
始
提
拔
林
彪
出
任
一
些
重
要
職
位，
因為
他
從
這
個沉
默
寡
言
、不
跋
扈
的
軍
事
指
戰
員 

身
上
，
沒
發
覺
有
和
他
作
對
的
氣
質，
林
彪
總
是
一
馬
當
先
執
行
他
的
命
令
。一
九
四
九
年，
林
彪
已
是
黨
的
中
央
委 

員
，
又
是
第
四
野
戰
軍
的
司
令
員
。同
年，他
被
推為
中
央
人
民
政
府
委
員，
又
是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人
民
革
命
軍
事
委 

員
會
副
主
席
。一
九
五
四
年，
他
出
任
國
務
院
副
總
理
。一
年
之
後，
毛
澤
東
拔
擢
林
彪
進
入
政
治
局，並
頒
予
元
帥
軍 

銜

。一
九
五
八
年
五
月-他
再
上
層
樓，
成為
政
治
局
常
委
及
黨
的
副
主
席
。彭
德
懷
一
九
五
九
年
遭
罷
黜
之
後，
毛
澤 

東
迅即
指
派
林
彪
接
任
國
防
部
長
。

只
有
一
件
事，即
使
毛
澤
東
有
時
候
也
感
到
吃
不
消，
那
就
是
林
彪
過
分
奉
承
他
。毛
澤
東
一
九
六
六
年
七
月
給
江 

青
的
信
裡
提
到••
「我
歷
來
不
相
信
，
我
那
幾
本
小
書
，
有
那
樣
大
的
神
通
。現
在
經
他
一
吹
，
全
黨
全
國
都
吹
起
來 

了
，真
是
王
婆
賣
瓜，
自
賣
自
誇…
…
他
到
北
京
五
月
會
議
上
還
是
那
樣
講，
報
刊
上
更
加
講
得很
兇，
簡
直
吹
得
神
乎 

其
神
。這
樣
，
我
就
只
好
上
梁
山
了…
…
事
物
總
是
要
走
向
反
面
的，
吹
得
越
高
，
跌
得
越
重
。」
U然
而
，
林
彪
的
奉 

承並
沒
有
太
逾
越
。毛
澤
東
嘴
上
雖
然嘀
咕

，
其
實
心
裡
爽
得很

。甚
且
，
還
有
許
多
人
爭
先
恐
後
將
毛
主
席
偶
像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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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至
於
一
九
六
〇
年
代
末
期
，
年
邁
的
領
袖
也
開
始
自
以為
是
神
。《毛
語
錄
》
發
行
的
冊
數
只
遜
於
聖
經，
而
且
《人 

民
日
報
》
及
其
他
報
紙
不
斷
地
報
導
毛
澤
東
思
想
製
造
了
令
人
無
從
相
信
的
奇
蹟
。新
華
社
記
者
報
導，
醫
生
朝
死
者
屍 

體
誦
念
偉
大
的
舵
手
的
語
錄，
可
使
死
人
復
活，
更
不
用
說
盲
者
可
以
復
明
、啞
巴
能夠
說
話，真
是
鬼
話
連
篇
、荒
謬 

絕
倫
。M這
可
不
能
怪
到
林
彪
頭
上，
控
制
大眾
傳
媒
的
是
江青
和
陳
伯
達
。

讓
毛
澤
東
更
不
方
便
的
是，
他
未
來
的
接
班
人
是
個
長
期
病
號
。他
的
病
情迄
今
仍
然
神
秘
難
解
。我
們
只
曉
得
精 

神
毛
病
大
過
實
質
毛
病
。或
許
是
因為
他
在
國
共
內
戰
和
抗
日
戰
爭
期
間
負
傷
四
次
的
關
係
。

一

九
三
九
至
四
一
年
間， 

林
彪
首
次
到
莫
斯
科
治
病，
就
抱
怨
有
嚴
重
頭
痛
、嘔
吐
、心
跳
快
速
、失
眠
和
神
經
失
調
的
毛
病
。

U他
在
莫
尼
諾
和 

基茲
洛
沃
茨
克(K

islovodsk)

接
受
治
療
，
但
是
沒
有
效
果
。用
他
自
己
的
話
說
，
每
次
「稍
微
用
腦」
，
他
就
嚴
重 

頭
痛
和
失
眠。
M 
一
九
五
一
年
七
月
至
十
月，
他
和
葉
群
帶
著
女
兒
林
立
衡
(小
名
豆
豆)
③
住
在
莫
斯
科
，
他
再
次
就 

醫
，
還
是
沒
用
。他
不
再
相
信
俄
國
醫
生，
而
且
出
現
嚴
重
的
受
迫
害
情
結
。他
認為
醫
生
們
在
他
的
浴
池
下
毒
、陰
謀 

殺
他
。他
不
再
見
醫
生，
此
後
改
由
太
太
葉
群
做
他
的
醫
生
。〃她
是
個
具
有
極
堅強
性
格
的
女
子，
難
怪
意
志
薄
弱
的 

林
彪
完
全
受
到她
控
制
。
她

不
愛她
那
經
常
陷
在
憂
鬱
中
的
丈
夫，
尤
其
是
困
於
疾
病
的
林
彪
早
已
失
去
性
欲
。婚
姻
只 

是她
攀
上
權
力
高
峰
的
跳
板，
這
也
是為
什麼
她

竭
盡
全
力
遷
就她
那
患
病
的
丈
夫
。

同
時
，
林
彪
的
心
理
毛
病
逐
年
惡
化
。雖
然
形
式
上
他
位
居
好
幾
個
重
要
職
位，卻
一
度
告
假
好
幾
個
月，
不
能
工

② 

原
書
註
：即
使
素
來瞧
不
起
林
彪
的
李
德
也
不
能
不
在
向
共
產
國
際
執
委
會
報
告
時
指
出，
「我
個
人
認為
他
〔林
彪
〕
是
八
路
軍
最
佳
的
前
敵
指 

揮官」
。

③ 

原
書
註
：
林
彪
結
過
兩
次
婚
。第
一
任
太
太
劉
新
民
，
又
名
張
梅
，
比
他
小
了
十
二
歲
。她
是
單
純
、不
識
字
的
陝
北
姑
娘
。一
九
三
九
年-她
陪 

丈
夫
赴
蘇
聯
；
兩
年
後
，
林
彪
與她
離
異
。他
在
一
九
四
一
年
八
月
回
中
國，
把
懷
有
身
孕
的她
留
在
莫
斯
科
。劉
新
民
生
下
女
兒
，
取
名
曉
霖
。
 

直
到
一
九
四
八
年
九
月
，
劉
新
民
都
在
伊
萬
諾
沃
的
國
際
兒
童
院
工
作

(毛
澤
東
的
太
太
賀
子
珍
一
度
在
此
工
作)
。之
後她

回
到
中
國

。曉
霖
直 

到
一
九
五
〇
年
才
因
林
彪
出
面
交
涉，
得
以
回
國
。可
是
，
他很
少
與
女
兒
見
面
。因為
他
已
經另
組
家
庭
。抗
戰
期
間
，
他
娶
福
建
姑
娘
葉
群為
 

妻
(她
也
比
他
年
輕
十
二
歲)
。葉
群為

他
生
了
兩
個
小
孩
：
女
兒
林
立
衡

(豆
豆
)
生
於
一
九
四
四
年-兒
子
林
立
果
生
於
一
九
四
六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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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M毛
澤
東
派
他
的
私
人
醫
生
到
林
彪
的
家
探
視
。李
志
綏
醫
師
說
：
「我
們
走
到
林
的
住
室
。林躺
在
床
上
，
頭
放 

在
葉
群
的
懷
裡
，哼
哼
唉
唉

地
哭
著
。葉
群
在
撫
慰
他
。那
時
我
對
林
彪
的
觀
感
完
全
改
變，
從
一
位
驍
勇
善
戰
、運
籌 

帷
幄
的
元
師
變
成
不
適
合
治
理
國
家
的
精
神
上
十
分
脆
弱
的
患
者

。」林
彪
的
太
太
告
訴
李
醫
師
說，她
丈
夫
在
一
九
四 

〇
年
代
吸
鴉
片
煙，
後
來
改
成
注
射嗎
啡

。一
九
四
九
年
以
後，
到
蘇
聯
去
，
才
戒
掉
的
。但
是

——

林
的舉
止
仍
然
令
人
難
以
理
解
。林怕
風
、怕
光
，
所
以很
少
外
出，
更
別
說
去
開
會
。怕
水怕
到
令
人
匪
夷
所
思 

的
程
度
，
只
要
看
見
水
或
聽
見
水
聲
就
會
拉肚
子
。因
此
根
本
不
能
喝
水，
只
能
用
饅
頭
泡
濕
了
吃，
代
替
喝
水
。
 

大
便
不
能
上廁
所，
要
用
便
盆
放
在
床
上，
用
棉
被
從
頭
下
蓋
全
身，
在
被
子内
大
便
。

我
心
中很
納
悶
，
這
明
明
是
一
個
精
神
上
不
健
全
的
人，怎
麼

能
讓
他
來
管
理
國
家呢
？

19

另
一
位
中
國
醫
師幫
國
防
部
長
檢查
後-也
得
出
同
樣
的
診
斷
。他
「找
不
到
任
何
機
能
失
常
的
跡
象」
，
但
是
他
承
認 

「有
一
大
堆
心
理
失
常
的
跡
象，
也
有
明
顯
吸
毒
的
證
據
」
。20

根
據
林
彪
女
兒
豆
豆
和
女婿
張清
霖
的
回
憶，
文
革
期
間
林
彪
一
定
要
先
服
某
種
「藥」
才
敢
踏
出
高
牆
聳
立
的 

家
，
外
出
參
加
公
共
集
會
。放
在玻
璃瓶
裡
的
「藥」
，
標
籤
貼
的
是
維
他
命
C
，
可
以
讓
他撐
幾
個
小
時，
但
是
事
後 

他
的
病
情
會
惡
化
好
幾
個
星
期。
M

這
正
是
生怕
有強
人
在
臥
榻
之
側
的
毛
澤
東
所
需
要
的
「親
密
戰
友」

。或
許
主
席
只
是
同
情
可
憐
的
林
彪，
讓
他 

放
輕鬆

、養
病
？
總
之
，
他
不
想
聽
江青
及
其
盟
友汙
衊

他
的
國
防
部
長
。

但
是
，
涓
滴
也
能
穿
石
，
鐵
杵
可
以
磨
針
。狡
詐
的
江青
終
究
還
是
推翻
了
久
病
的
元
帥
。在
兩
派
爭
奪
權
力
的拚
 

死
搏鬥
中，
年
邁
的
舵
手
支
持
自
己
的
妻
子
。一
九
七
〇
年
五
月
初，
毛
澤
東
在
杭
州
休
息
時，
想
起
要
修
改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憲
法
，
打
算
刪
去
第
二
條
以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主
席為
國
家
正
式
元
首
的
相
關
條
文
。劉
少
奇
被
整
肅
下
台
之 

後
，
這
個
職
位
懸
缺
；
現
在
毛
澤
東
覺
得它
是
多
餘
的
。他
照
會
了
政
治
局，
可
是
又
附
了

 
一
句
話，
如
果
他
們
決
定
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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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
這
個
職
位
，
他
們
應
該
知
道，
他(毛
澤
東)
無
意
擔
任
人
民
政
府
主
席
。他
的
結
論
是
：
「如
果
〔政
治
局
〕
決
定 

維
持
這
個
職
位，
應
由
林
彪
去
任
斯
職
。」22解
放
軍
空
軍
司
令
員
、政
治
局
委
員
吳
法
憲
多
年
之
後
記
得
毛
澤
東
是
這 

樣
指
示
的。
D

政
治
局
接
到
毛
澤
東
的
指
示
後，
成
立
一
個
六
人
小
組
開
始研
擬
新
憲
法
。同
時
，
未
能
出
席
政
治
局
會
議
的
林 

彪
，
也
告
訴
毛
澤
東
及
其
他
人，
他
不
想
當
人
民
政
府
主
席
。然
而
，
他
認為
，
中
國
這
樣
一
個
堂
堂
大
國，
「不
設
國 

家
主
席
，
國
家
沒
有
一
個
頭
，
名
不
正
言
不
順」

。因
此
他
堅
持
毛
澤
東
本
人
應
該
勉為
其
難
接
受
這
個
職
位
。有
可
能 

是
林
彪
不
瞭
解
偉
大
的
舵
手
之真
正
意
向，
決
定
再
次
表
態
效
忠
。當
然
，
依
照
中
國
人
行為
的
合
宜
模
式，即
使
他真
 

正
有
意
於
這
個
職
位，
他
也
應
該
謙
辭
不
就
。但
是
，
其
實
他
是
一
想
到
國
家
主
席
有
那麼
多
職
責，
如
需
要
參
加
外
交 

活
動
、需
要
經
常
出
國，
就
給嚇
壞
了
。以
他
的
情
況
來
講，
這
是
不
得
了
的
重
擔
。

毛
澤
東
似
乎
也
瞭
解
林
彪
在
害怕
，
或
是
還
在
表
態
效
忠
。總
之
，
他
告
訴
林
彪
，
憲
法
可
以
維
持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主
席
這
個
職
位
。但
是
他
也
說
：
「我
不
會
擔
任
這
個
職
位，你
也
不
必
當
。讓
老
董
④
當
國
家
主
席
好
了，
同
時
讓 

幾
個
年
輕
人
掛
副
主
席
好
了
。」24看
來
，
這
件
事
已
經
可
以
落
幕
。

可
是
，
這
時
候
六
人
修
憲
小
組卻
為

如
何
徹
底
明
瞭
偉
大
舵
手
的
意
向
發
生
激
烈
爭
議
。康
生
和
張
春
橋
認為
，
毛 

澤
東
的真
心並
不
要
設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主
席
這
個
職
位，
而
吳
法
憲
和
林
彪
派
的另
一
位
將
領
則
認為
恰
恰
相
反
。此 

外
，
對
於
憲
法
條
文
中
是
否
列
入
「毛
澤
東
思
想
是
國
家
指
導
力
量」
這
句
話
，
也
有
不
同
意
見
。將
領
們
主
張
要
納 

入
，
反
對
者卻
持
相
反
意
見
。後
者
可
能
只
是
慫恿
林
彪
的
支
持
者，
想
要
激
生
反
感
。張
春
橋
甚
至
說
：
「有
些
人
嘴 

上
一
再
說
馬
克
思
主
義
和
毛
澤
東
思
想，
這並
不
代
表
他
們真
的
是
馬
克
思
主
義
者
。」他
顯
然
是
暗
諷
林
彪，
也
影
射 

毛
澤
東
對
於
被
林
彪
捧
有
點嘀
咕

。陳
伯
達
也
參
與
修
憲
工
作，
他
支
持
將
領
們
。第
六
個
成
員
則
不
作
聲
。

④
原
書
註
：
老
董
指
的
是
一
九
三
〇
年
代
初
期
擔
任
中
央
監
察
委
員
會
書
記
的
董
必
武

(一

八
八
六
年
生
，
一
九
七
五
年
歿)
。從
一
九
五
九
年
起
， 

他
和
宋
慶
齡
都
是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副
主
席
。



毛 澤 東 ：真 實 的 故 事 576

陳
伯
達
原
本
是
江青
和
康
生
的
親
密
盟
友，
他
會
支
持
軍
方
態
度，
其
來
有
自
。陳
伯
達
長
久
以
來即
不
喜
歡
江 

青

。他
甚
至
曾
向
幾
個
好
友
講，
他
再
也
受
不
了
這
個
歇
斯
底
里
、權
力
飢
渴
的
女
人，
有
心
自
殺
以
求
解
脫
。他
轉
投 

林
彪
和
葉
群
陣
營
，
捨
棄
自
殺
，
選
擇
了
背
叛

。
一

九
六
八
年
底
，
他
開
始
公
開
支
持
江青
的
對
手
•，
江青
當
然絕
對
不 

會
原
諒
他。
25

在
這
種
情
境
下，
九
屆
二
中
全
會
於
一
九
七
〇
年
八
、九
月
在
廬
山
召
開
。新
憲
法
的
議
題
排
進
議
程
。林
彪
藉
這 

個
題
目
打
擊
張
春
橋
和
整
個
江青
幫

。周
恩
來
支
持
林
彪
；
而
毛
澤
東
暗
示
同
意，
只
建
議
林
彪
不
要
點
名
批
評
張
春 

橋

。他
說
：
「一定
是
江青
在
背
後
支
持
張
春
橋。」
26

林
彪
一
切
都
照
他
和
毛
澤
東
的
協
議
進
行
。他
沒
有
點
名
批
評
張
春
橋，
但
是
他
堅
持
偉
大
的
舵
手
是
天
才，
應
當 

把
毛
澤
東
思
想
這
段
話
列
入
憲
法
。接
下
來
，
全
會
代
表
分
組
討
論
林
彪
的
講
話
。此
時
，
發
生
了

 
一
些
事，
林
彪
日
後 

大為
懊
悔
。許
多
人
發
言
都
熱
烈
支
持
林
彪-尤
其
是
他
手
下
的
將
領
體
會
到
他
的
講
話
針
對
的
是
張
春
橋
、江青
及
他 

們
的
黨
羽
，
更
是
發
言踴
躍
。長
征
老
將
也
紛
紛
支
持
他
。

江青
的
悲
哀
是
黨
裡
面很
少
人
喜
歡她

。許
多
領
導
人
及
他
們
妻
子
對
江青
的
敵
意，
一
直
困
擾
著她
的
婚
姻，她
 

也
向
這
些
人
回
報
以
惡
意
、嫉妒
和
仇
視
。這
成
了
 
一
個
惡
性
循
環
。這
些
人
愈
是瞧
不
起
江青
，她
就
愈
加
仇
恨
他 

們
•，而她
愈
是
急
欲
迫
害
敵
人，
他
們
就
愈
加
尖
銳瞧
不
起她

。當她
領
導
中
央
文
革
小
組
時，
特
別
仇
視
黨
內
元
老
。
 

現
在
，
這
些
挺
過
紅
衛
兵
施
暴
的
老
幹
部亟
欲
報
仇
。他
們
樂
於
稱
頌
林
彪
來
讓
江青
難
堪
。陳
伯
達
也
參
一腳

。

討
論
進
行
了
兩
天
。江青

、張
春
橋
及
其
他
左
派
意
識
到
苗
頭
不
對，
非
常
害怕

。因
此
，
他
們
只
剩
一
計
可
行
： 

向
毛
澤
東
求
救
。我
們
可
以
想
像
他
們
會
如
何
無
所
不
用
其
極
地
來
抹
黑
林
彪
、葉
群
和
其
他
將
領
。他
們
發
覺
大
勢
不 

妙
，
把
對
手
描
繪
成
「陰
謀
者」
，
打
算
推翻
文
化
大
革
命
。甚
且
，
由
於
林
彪
主
張
必
須
維
持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主
席 

這
個
職
位
，
他
們
栽
贓
、指
控
他
企
圖
僭
奪
國
家
大
權
。他
們
信
口
雌
黃，
才
不
管
事
實
上
是
這
位
天真
的
元
帥
建
議
由 

毛
澤
東
出
任
國
家
主
席
。他
們
硬
把
對
手
所
說
的
話
解
讀為
一
貫
「卑
鄙
、陰
謀」
欺
騙
主
席
的
詭
計
。偉
大
的
舵
手
不 

能
容
忍
這
種
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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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立即
就
召
開
政
治
局
常
委
開
會，
堅
定
地
站
在
張
春
橋
這
一
邊
。然
後
，
他
停
止
進
行
中
的
二
中
全
會，
準
備
反 

擊
江青
的
對
手
。他
深
思
熟
慮
了
六
天
才
動
手，
集
中
批
評
火
力
於
陳
伯
達
身
上，
因為
他
背
叛
了
江青
，
也
因
此
背
叛 

了
文
化
大
革
命
。毛
澤
東
要
逼
陳
伯
達
自
我
批
評
。

林
彪
沒
有
料
到
偉
大
的
舵
手
這
一
招
。這
是
他
們
相
交
數
十
年
來
第
一
次，
毛
澤
東
出
賣
了
他
。離
開
廬
山
時-
林 

彪臉
色
鐵青
地
對
他
的
部
屬
講
：
「我
們
是
軍
人，
只
曉
得
帶
兵
打
仗
。」
意即
他
和
他
的
部
屬
都
不
曉
得
如
何
玩
政
治

把戲
。
27

林
彪真
的
被
毛
澤
東
惹
毛
了，
命
令
他
的
將
領
不
要
自
我
批
評
。他
曉
得
在
這
場
權
力鬥
爭
中，
他
已
經
輸
給
江青
 

和
張
春
橋
，
但
是
他
不
想
再
這汙
穢
的
群
架
中
玩
下
去
。可
是
，
毛
澤
東
冷
靜
不
下
來
。他
和
往
常
一
樣，
又
在
那
邊
蠢 

蠢
欲
動
、要找
人吵
架
。嗜
血
的
江青
意
識
到
這
一
點，
便
再
進
讒
言
.•主

席
可
要
提
防
軍
隊
不
穩喔

。林
彪
感
到
大
勢 

不
妙
，
勉強
允
許
手
下
將
領
當
著
主
席
的
面
自
我
批
評
。他
自
己
則
堅
不
認
錯
。其
實
，
他
是
把
自
己
的
腦
袋
埋
在
砂

m
il裡

。
葉
群
曉
得
事
不
宜
遲，
必
須趕
緊
想
方
設
法
脫
離
此
一
危
險
局
勢
。葉
群
是
林
彪
左
右
最
積
極
、意
志
最強
烈
的
一 

員
，
最
早
思
考
如
何
反
撲
。劉
少
奇
夫
婦
的
命
運
一
直縈
繞
在她
心
頭
。她研
判
如
果
毛
主
席
再
繼
續
聽
進
江青
的
讒 

言
，她

、林
彪
及
家
人
恐怕
性
命
不
保，她
不
能
束
手
待
斃
。她
兒
子
林
立
果
也
和她
一
樣
憂
心忡
忡

。林
立
果
是
空
軍 

軍
官
，
雖
然
十
分
年
輕(
一
九
七
〇
年
時
僅
有
二
十
四
歲)，
在
解
放
軍
空
軍卻
極
有
影
響
力
。自
從
一
九
六
九
年
十
月 

以
來
，
林
立
果即
擔
任
空
軍
作
戰
部
副
部
長
⑤
，
是
空
軍
司
令
員
吳
法
憲
麾
下
主
要
參
謀
人
員
之
一
。不
足為
奇，
他
非 

常
自
負
，
趾
高
氣
揚
。從
小
他
就
被媽
媽

當
作
王
子，她
慣
他
、寵
他
，
到
了
根
本
無
視
女
兒
豆
豆
存
在
的
地
步
。女
兒 

從
小
被
當
賤
民，
做
盡
家
中
粗
活，
還
不
斷
被媽
媽

斥
罵
。
她

把
一
切
怨妒
往
心
裡
頭
藏
。

一
九
七
〇
年
十
月
，
林
立
果
和
一夥
親
密
戰
友
組
成
一
個
秘
密
團
體
「聯
合
艦
隊」
，
這
些
人
崇
拜
他，
私
底
下
用

.
⑤
編
註
：另
兼
空
軍
司
令
部
辦
公
室
副
主
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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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
文
稱
他為

「司
令
員」

。
28
這
個
組
織
志
在
全
國
奪
權
。葉
群
成為
傑
出
女
性(他
們
稱她
為

「伯
爵
夫
人」
)
。29 

這夥
人
開
始
討
論
各
種
緊
急
對
策
。林
立
果
非
常
果
斷，
甚
至
比
他媽
媽

還
激
進
。在
他
同
意
下
，
他
手
下
一
個
空 

軍
軍
官
於|

九
七
一
年
三
月
起
草
各
種
不
同
版
本
的
行
刺
毛
澤
東
的
計
劃
。林
立
果
看
了
計
劃，
十
分
興
奮
。他
立
刻
給 

這份
文
件
取
名
《五
七
一
工
程
紀
要
》(「五
七
一」
與
「武
〔裝
〕
起
義」
諧
音)
。毛
澤
東
在
文
件
裡
的
代
號B-52 
, 

則
是
美
國
的
巨
型
轟
炸
機
。這
是
一
些
天真
的
兒
童
作
戰
遊戲

。

當
然
，它
們
註
定
不
會
成
功
。這
些
計
劃
沒
有
一
項
合
乎
實
際
。譬
如
，
有
一
項
除
毛
計
劃
是
派
出
一
隊
空
中
部
隊 

轟
炸
偉
大
的
舵
手
乘
坐
的
火
車
專
列
。
另

一
個
計
劃
是，趁
主
席
專
列靠
近
時，
炸毀
上
海
一
處
儲
油
槽
。還
有
一
個
是 

在
上
海
、南
京
之
間
某
一
橋
梁
安
排
一
場
事
故
。

30

這
群
陰
謀
者
深
信
奇
襲
是
必
要
條
件。
^

陰
謀
者
和
時
間
賽跑
，
沒
時
間
規
劃
詳
細
的
兵
變
計
劃
。他
們
預
期
隨
時
可
能
被
捕
。計
劃
的
起
草
人
寫
說
：
「我 

們
必
須
採
取
激
烈
的
革
命
政
變
。

B-52

非
常
提
防
我
們
。我
們
最
好
是
破
釜沉
舟
、不
能
坐
以
待
斃
…
…
這
是
生
死
決 

鬥
——
不
是
他
死
，
就
是
我
亡」
。32

同
一
時
期
，
毛
澤
東並
未
起
疑
心，
對
林
彪
添
加
壓
力
。用
他
自
己
的
話
說，
他
祭
出
「丟
石
頭」
、「攙
砂
子」
和 

「
挖

牆腳」這三招
。

S

換
句
話
說
，
他
先
批
評
，
再
把
自
己
的
人
馬
塞
進
軍
委
會，
然
後
改
組
效
忠
於
林
彪
的
組
織
。

一
九
七
〇
年
底
、一
九
七
一
年
初，
他
改
組
中
共
中
央
東
北
局
和
北
京
軍
區
司
令
部，
除
掉
林
彪
和
陳
伯
達
重
要
的
支
持 

者

。同
時
，
全
國
展
開
猛
烈
的
批
陳
運
動，
指
控
陳
伯
達
「叛
國
及
間
諜」
(除
了
毛
澤
東
和
文
革
小
組
成
員
之
外，
全 

國
上
下
沒
有
人
明
白
究
竟
實
際
罪
行
是
什麼)
。同
時
，
毛
澤
東
也
讓
林
彪
明
白，
最
好趕
緊
爬
著
來
求
饒
。但
是
他
那 

精
神
不
正
常
的
親
密
戰
友
已
經
意
志
消沉

、痛
苦
不
堪
。他
沒
有
力
量
振
作
起
來
。即
使
周
恩
來
奉
毛
澤
東
之
命
去
見
林 

彪
，
告
訴
他
主
席
的
意
旨，
林
彪
只
能
咬
緊
牙
關，
吐
出
一
句
話
：
「有
人
不
勞
而
獲呀
！」
34
他
還
是
沒
有
行
動
。

毛
澤
東研
判
林
彪
在躲
他，
但
是
在
預
定
四
月
至
六
月
召
開
的
中
央
工
作
會
議
上
會
自
我
批
評
。但
是
林
彪
稱
病
， 

避
不
出
席
。現
在
，
主
席
已
經
沒
有
耐
心
。一
九
七
一
年
七
月，
他
勉強
按
捺
住
怒
氣，
告
訴
周
恩
來
說
：
「他
們
犯
的 

錯
和你
過
去
的
錯
誤
不
同，
因為
他
們
串
謀。」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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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到
一
個
月
，
八
月
十
四
日
，
毛
澤
東
秘
密
離
開
北
京，
探
索
各
省
輿
情
。從
八
月
十
五
日
至
九
月
十
一
日，
他
經 

過
武
漢
、長
沙
、南
昌
、杭
州
和
上
海
，
與
沿
途
各
地
黨
政
軍
負
責
人
進
行
多
次
談
話
。他
在
行
前
對
他
的
私
人
醫
生 

說
：
「我
就
不
相
信
，
這
些
司
令
員
們
就
都跟
著
林
彪
走
。難
道
解
放
軍
就
都
會
造
反
不
成
？
還
是
那
句
老
話，
如
果
解 

放
軍
不
聽
指
揮，
我
再
上
井
岡
山
打
游
擊
去
。
」

36

現
在
情
勢
急
轉
直
下
。我
們
不
完
全清
楚
毛
澤
東
此
時
是
否
已
經
知
道
林
立
果
和
葉
群真
正
圖
謀
不
軌
。有
些
目
擊 

者
說
是
•，
也
有
人
表
示
懷
疑
。極
有
可
能
是，
他並
不
曉
得，
而
他
口
 
口
聲
聲
「陰
謀
者」
，
可
能
指
的
是
林
彪
及
其
支 

持
者
在搞
黨
內
權
謀鬥
爭
。否
則
他
不
太
可
能
離
開
北
京趴
趴

走，
聽
任
陰
謀
者
串
謀舉
事
。縱
使
如
此-
所
到
之
處
與 

地
方
幹
部
講
話，
他
還
是
一
再
公
開
攻
擊
「廬
山
的
新
陰
謀
者」
，
甚
至
點
名
批
判
。他
講
的
話真
像
宣
判
死
刑
。

一
九
七
〇
年
廬
山
會
議
，
他
們
〔林
彪
等
人
〕搞
突
然
襲
擊
，搞
地
下
活
動，為
什麼
不
敢
公
開呢
？
可
見
心
裡
有 

鬼

。他
們
先搞
隱瞒
，
後搞
突
然
襲
擊
，
五
個
常
委瞒
著
三
個，
也瞒
著
政
治
局
的
大
多
數
同
志
……

我
看
他
們
的 

突
然
襲
擊
、地
下
活
動
，
是
有
計
劃
、有
組
織
、有
綱
領
的
。

毛
澤
東
氣
壞
了
。他
憤
憤
地
說
：
「有
人
急
於
當
國
家
主
席，
要
分
裂
黨
，
急
於
奪
權
。『天
才』
論
是
個
理
論
問
題
。
 

他
們
的
理
論
是
唯
心
主
義
的
先
驗
論
。」這
時
候
，眾
多
聽眾
齊
聲
長
歎，
不
再
懷
疑
原
來
備
受
尊
敬
的
「偉
大
的
領
袖 

的
親
密
戰
友」
的
「反
革
命」
本
質
。我
們
或
許
要
問
一
聲，
他
們
有
人懂
那
聽
起
來
挺
可怕
的
「先
驗
主
義」
究
竟
是 

什麼
東
西嗎
？
可
是
毛
澤
東
還
沒
說
完
。他
恬
不
知
恥
地
推諉
說
：
「林
彪
同
志
那
個
講
話，
沒
有
同
我
商
量，
也
沒
有 

給
我
看
。」
他
也
表
示瞧
不
起
林
彪
：
「我
一
向
不
贊
成
把
自
己
的
老
婆
當
自
己
工
作
單
位
辦
公
室
主
任
。」
對
於
林
彪 

的
兒
子
林
立
果，
毛
澤
東
說
：
「有
的
說
『超
天
才』
，
©對
二
十
幾
歲
的
人
就
這麼
捧，
這
沒
有
什麼
好
處，
其
實
是
害

©
編
註
：
吳
法
憲
等
吹
捧
林
立
果
的
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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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他
。」

經
過
這
番
話
之
後，
林
彪
一
家
和
他
的
將
領
只
剩
下
幾
條
路
可
以
走
•.跪
求
原
諒
、舉
槍
自
盡
，
或
起
兵
叛
變
。可 

是
，
毛
澤
東
又
端
出
他
喜
歡
掛
在
嘴
上
的
一
句
說
法，
似
乎
要
給
他
們
一
個
機
會翻
開
歷
史
新
頁
。他
說
：
「對
這
些
人 

怎
麼

辦
？
還
是教
育
的
方
針
，
就
是
『懲
前
毖
後
，
治
病
救
人』

。對
林
還
是
要
保
。」
可
是
，
他
把
他
和
新
「敵
人」 

的
意
見
不
合
定
性為
兩
條
路
線
的鬥
爭
、兩
個
司
令
部
的鬥
爭，
把
「廬
山
新
陰
謀
者」
不
僅
當
作
彭
德
懷
對
待，
也
當 

作
和
劉
少
奇
是
一
丘
之貉。
37

葉
群
和
林
立
果
立
刻
獲
悉
毛
澤
東
的
講
話
內
容
。他
們
驚
慌
，
不
知
所
措
。不
過
他
們
倒
是
有
足夠
智
慧，
知
道
發 

動
五
七
一
工
程
計
劃絕
對
沒
有
勝
算
。唯一
 
一
條
路
只
剩
逃命
了
！
毛
澤
東
一
地
又一

地跑
遍
各
地
，
局
勢
也
日
益
緊 

張

。最
後
，
毛
澤
東
在
九
月
十
二
日
回
到
北
京，
他
們
也
到
了
生
死
抉
擇
的
重
要
關
頭
。葉
群
和
林
立
果
向
林
彪
建
議， 

走為
上
計
。他
們並
不
想
帶
豆
豆
一
道
走
。葉
群
和
女
兒
的
關
係
非
常
不
睦
。林
立
果
和
姐
姐
也
手
足
不
和
。
她

也狠
狠
 

回
報
，
不
假
顏
色
。
她

的
情緒
十
分
低沉
，
小
時
候
還
一
度
鬧
自
殺
。她
一
直
認為
葉
群
不
是她
的
親
娘
；
當她
收
到
匿 

名
信
後
，
更
確
信
自
己
的
懷
疑
沒
有
錯
。

一
九
七
一
年
九
月，
林
彪
全
家
在
北
戴
河
度
假
。附
近
的
山
海
關
機
場
，
有
一
架
編
號
二
五
六
的
三
叉
戟
飛
機
待 

命
，
供
國
防
部
長
隨
時
差
遣
。林
彪
、葉
群
和
林
立
果
終
於
決
定
藉
這
架
飛
機
逃
亡
出
國
。他
們
的
討
論
一
直
秘
密
進 

行
，
直
到
九
月
十
二
日晚
間，
林
立
果
才
向
姐
姐
透
露
消
息
。豆
豆
毫
不
猶
豫
，
立
刻舉
發
雙
親
及
弟
弟
。晚
上
十
點 

鐘
，她
跑

到
警
衛
室
向
解
放
軍
八
三
四
一
部
隊
副
團
長
⑦
檢舉(八
三
四
一
部
隊即
中
央
警
衛
團，
負
責
高
階
領
導
人
保 

安
工
作)
。
她

深
信
不
疑，她
的
父
親
遭
到
母
親
和
弟
弟
「綁
架」

。

副
團
長
立
刻
向
在
北
京
的
上
級®
報
告
，
上
級
再
轉
呈
周
恩
來
。周
恩
來
衝
到
中
南
海，
向
領
袖
報
告
。毛
澤
東
一 

聽
林
彪
要
潛
逃，
全
身
一
震
。周
恩
來
建
議
主
席
立
刻
離
開
住
處，
搬
到
人
民
大
會
堂
去
住，
比
較
安
全

。
38

這
時
候
，
林
彪
夫
婦
和
兒
子抓
了
些
瓷
器
、地毯

、照
相
機
和
錄
音
機
，
坐
上
一
輛
防
彈
車趕
到
機
場
。一
上
飛 

機
，
他
們
命
令
飛
行
員即
刻
起
飛，
不
及
檢查
油
艙
還
有
多
少
燃
料
(勉強
近
一噸
)
。走
得
太
急
，
飛
機並
沒
有
副
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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駛

、領
航
員
和
無
線
電
報
務
員
。起
飛
時
，
飛
機
還
擦
撞
到
油
箱
車，
造
成
飛
機
起
落
架
脫
落
。⑨

目
擊
者
告
訴
我
們
當
時
人
民
大
會
堂
一
 
一
八
廳
的
情
景
。毛
澤
東
、他
的
情
婦
張
玉
鳳
和
其
他
隨
從
都趕
到
：

周
提
出
要
用
導
彈
打
下
來
。毛
不
同
意
。毛
說
：
「天
要
下
雨
，
娘
要
嫁
人，
有
什麼
辨
法
。林
彪
要跑
，
隨
他
去 

吧

。不
要
打
。」我
們
只
好
等
待
。

雷
達
偵
測
到
飛
機
航
路
.
.
.
.
林
彪
乘
坐
的
那
架
飛
機
往
西
北
蘇
聯
方
向
飛
去
。凌
晨
二
時
，
周
向
毛
報
告
，
林
彪
乘

坐
的
那
架
飛
機
已
經
越
出
國
境，
進
入
外
蒙
古
領
空
。飛
機
在
偵
測
儀
上
失
去蹤
跡
。

毛
看
上
去沉
著
而
冷
靜，
只
說
了 
一
句
：

「不
過
是
張
國
燾
、王
明
之
外
，
再
加
一
個
〔叛
徒
〕
罷
了
。」

在
當
天
下
午
，
周
恩
來
送
給
毛，
蒙
古
人
民
共
和
國
照
會
中
國
駐
蒙
古
大
使
的
報
告
：
有
架
中
國
飛
機
，
在聶
滋
爾 

庫
區
以
南
溫
都
爾
汗
墜
毁，
機
上
八
男
一
女
，
全
部
死
亡
.
.
.
.
毛
只
是
輕鬆
地
說
了 
一
句
：
「跑
得
好嘛
。
」

39

外
蒙
古
和
蘇
聯
派
往
墜
機
現
場
的
調查
人
員
得
出
的
結
論
是，
飛
機
在
試
圖
迫
降
時
爆
炸
。它
在
著
陸
時
失
去
平 

衡
，
右
翼
在
地
上
拖
行，
終
於
起
火
。飛
機
殘
骸
散
布
在
十
平
方
公
里
的
一
塊
地
區
。駐
蒙
古
共
和
國
大
使
許
文
益
九
月 

十
五
日
抵
達
溫
都
爾
汗，
他
對
意
外
現
場
有
如
下
描
述
：

屍
體
大
都
仰
面
朝
天，
四
肢
叉
開
，
頭
部
多
被
燒
焦
，
面
部
模
糊
不清
，
難
以辮
識
。〔我
們
〕
將
屍
體
由
北
向
南

⑦ 

編
註
：
張
宏
，
同
時
任
中
央
辦
公
廳
警
衛
處
副
處
長
。

⑧ 

編
註
：
中
央
辦
公
廳
副
主
任
兼
中
央
警
衛
團
團
長
汪
東
興
。

⑨ 

編
註
：
林
彪
等
人
的
飛
機
約
於
九
月
十
三
日
凌
晨
起
飛，
故
此
事
件
被
稱為

「九
一
三
事
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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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成
一
至
九
號
，並
讓
孫
一
先
⑩
等
從
各
個
角
度
拍
下
照
片，
以
便
以
後
鑒
別
確
認
。根
據
事
後查
證，
五
號
屍
體 

是
林
彪
，痩
削
禿
頂
，
頭
皮
綻
裂
，
頭
骨
外
露
，
眉
毛
燒
光
，
眼
睛
成
黑
洞
，
鼻
尖
燒
焦
，
牙
齒摔
掉
，
舌
頭
燒 

黑
，
脛
骨
炸
裂
，
肌
肉
外翻
；
八
號
屍
體
是
葉
群，
燒
灼
較
輕
，
頭
髮
基
本
完
好
，
左
肋
部
綻
裂
，
肌
肉
外翻
.，

二 

號
屍
體
是
林
立
果
，
個
子
較
高
，
面
部
燒
成
焦
麻
狀，
表
情
痛
苦
，
與
前
似
在
烈
火
中掙
扎

過，
現
場
遺
物
中
有
林 

立
果
空
軍
大
院
〇
〇
〇
二號出入證
。

依
據
和
蒙
古
人
的
協
議，
蘇
方
代
表
把
林
彪
和
葉
群
的
頭顱
取
下，
帶
回
莫
斯
科
讓
法
醫
檢
驗
。

40

死
者
遺
骸即
在
事
故 

現場焚化
。

九
月
十
三
日
同
一
天
夜
裡，
林
彪
的
三
名
副
手
試
圖
搭
直
升
機
潛
逃
出
國，
但
是
在
北
京
附
近
遭
到
迫
降
。他
們
殺 

了
駕駛
員
後，
有
兩
人
自
殺
。唯
一
存
活
的
參
與
陰
謀
者
不
久即
開
始
招
供
。
W

林
彪
出
逃
、死
亡
震撼
了
中
國
領
導
人
。不
論
毛
澤
東
如
何
試
圖
保
持鎮
定，
他
仍
深
受
打
擊
。他
的
第
一
個
反
應 

是
把
他
「親
密
戰
友」
叛
逃
一
事
保
密
。他
交
代
周
恩
來
好
好
調查
事
件
經
過
之
後，
就
把
自
己
關
在
中
南
海，
閉
門
幽 

居

。他
一
天
到晚
睡
在
床
上，
神
情
憂
鬱
，
話
也
少
了
，
無
精
打
采
。兩
個
月
後
當
他
再
度
現
身
公
開
場
合
時，
大
家
都 

注
意
到
他
一
下
子
蒼
老
了
許
多，
步
履
遲
緩
。他
繞
室
而
走，
經
常
咳
嗽
，
往
地
上
吐
痰
。他
抱
怨
頭
疼
，舉
步
困
難
。
 

他
的
血
壓
也
上
升，
收
縮
壓
一
八
〇
，
舒
張
壓
一
〇
〇
。他
也
有
心
律
失
常
。

同
時
，
周
恩
來
派
人查
出
陰
謀
的
細
節
。他
們
搜
索
一
名
共
謀
者
的
家，找
到
一份
筆
記
本，
載
有
〈五
七
一
工
程 

紀
要
〉
。直
到
事
件
發
生
後
二
十
天，
解
放
軍
高
級
將
領
和
黨
的
高
級
幹
部
才
在
秘
密
會
議
中
獲
悉，
「領
袖
的
親
密
戰 

友」叛逃
。
42

一
般
黨
員
稍
後
也
被
告
知，
廣
大
群眾
則
又
過
了
許
久
才
得
知
。全
國跟
著掀
起
歇
斯
底
里
的
批
林
運 

動

。主
席
前
任
「親
密
戰
友」
現
在
被
批為

「極
左
派
」
。43

毛
澤
東
持
續
感
到
不
適
。他
經
常
發
高
燒，
脈
搏
快
到
每
分
鐘
一
四
〇

。他
突
然
變
得
多
愁
善
感，
會
想
起
年
輕
時 

搞
革
命鬥
爭
的夥
伴，
他
們
有
許
多
人
在
文
革
期
間
已
因
他
的
意
志
遭
到

贬
抑
。一
九
七
二
年
一
月
六
日，
當
他
聽
到
井



5 8 3 第 三 十 五 章 五 七 一 工 程 疑 雲

岡
山
時
期
的
同
志
、外
交
部
長
陳
毅
的
死
訊，
特
別
沮
喪
。一
月
十
日，
陳
毅
出
殯
，儘
管
自
己
身
體
不
好，
當
天
天
氣 

也
差
，
毛
澤
東
堅
持
要
去
探
望
陳
毅
遺
孀
。後
來
，
他
命
令
周
恩
來
平
反
文
革
時
期
受
害
的
老
幹
部
。

他
的
身
體
健
康
逐
日
惡
化
。毛
澤
東
的
醫
生
診
斷
他
有
充
血
性
心
臟
衰
竭
的
毛
病
。他
的
腦
部
沒
有
足夠
的氧
氣， 

呼
吸
困
難
，
不
時
要
張
開
嘴，
貪婪
地
吸
幾
口
氣，
然
後
猛
烈
吐
氣
。他
的
醫
生
寫
說
：
「兩
臂
、兩
腿
伸
直，
似
乎癱
 

在
沙
發
上
，
兩
頰
蒼
黃
。」

一
月
二
十
一
日晚
上，
他
感
到
格
外
不
舒
服
。當
著眾
多
侍
從
的
面，
他
向
周
恩
來
說
：
「不
行
了
。我
不
行
了
。
 

我
死
了
以
後，
事
情
全
由你
辦
。」
江青
當
下臉
色
蒼
白，她

「雙
眼
圓睜
，
兩
手
握
著
拳
，
全
身
好
像
要
爆
炸
了」

。
 

但
是
毛
澤
東
不為
所
動，
他
又
說
：
「就
這
樣
定
了
。你
們
去吧
！」
44
雖
然
他
當
時
沒
死
，
但
已
經
無
法
完
全
復
元
。
 

他
在
往
後
五
年
逐
步调
萎
。

軍
營
式
共
產
主
義
制
度跟
著
他
凋
零
。
它

的
崩
潰
還
需
要
一
段
時
間，
但
是
一
九
七
〇
年
代
初
期
的
政
治
危
機
已
經 

很
清
晰

地
顯
示，
毛
澤
東
式
的
權
力
制
度
破
產
了，
中
國
廣
大
人
民
開
始
對
他
的
理
智
失
去
信
心
。毛
澤
東
時
代即
將
落 

幕

。

⑩
編
註
••孫
一
先為
駐
蒙
古
共
和
國
大
使
館
二
等
秘
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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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十
六
章

赤
皇
駕
崩

毛
澤
東為
什麼
選
擇
周
恩
來
？
他為
什麼
不
指
派
康
生
或
張
春
橋為
接
班
人
？
或
是
江青
本
人
？很
難
說
。或
許
是 

受
到
陳
毅
出
殯
的
影
響，
毛
澤
東
對
左
派
有
反
感
。數
十
年
來
和
他並
肩
共
事
的
老
幹
部
都
走
了，
他
孑
然
一
身
。他
已 

站
上
權
力
高
峰，
可
是
的
確
孤
家
寡
人，
已
經
和
效
忠
於
他
的
許
多
同
志
切
斷
關
係
。當
年
一
道
起
家
的
同
志，
只
剩
下 

周
恩
來
仍
照
常
和
他
有
往
來
。其
他
人
都
已
被
他
打
倒
或
疏
遠
了
。

毛
澤
東
可
不
願
責
怪
自
己
。把
怒
氣
發
洩
在
聽
命
於
他
或
是
出
於
自
願
成為

「天
下
大
亂」
急
先
鋒
的
人，
比
較
簡 

單

。因
此
他
會
責
備
江青
，
要她
瞭
解
自
己
的
本
分
。

但
是
，
他
的
孤
獨
感
日
益
上
升
，即
使
美
麗
的
張
玉
鳳
也
紆
緩
不
了
。難
道
孤
獨
是
所
有
偉
大
的
舵
手
註
定
的
命 

運
？
社
會
主
義
的
一
些
主
張，
如
階
級鬥
爭，
都
是
設
計
來
讓
人
相
互
對
立
、啟
發
恐
懼
和
恐
怖
。列
寧
、史
達
林
和
毛 

澤
東
如
此
孤
獨
，
寧
非
必
然
？
如
果
他
們
這
一
類
激
進
革
命
派
的
心
態
，
有
如
杜
斯
妥
也
夫
斯
基

(Fyodor 

Dostoyevsky)

說
的
，
「精
神
世
界
、人
類
最
崇
高
的
部
分……
全
被
一
股
勝
利
、甚
至
仇
恨
所
全
然摒
棄」
，
又怎
能 

不
如
此呢
？
1

毛
澤
東搞
一
輩
子
革
命，
操
縱
人
類
感
情
。他
傳
遞
的
不
是
兄
弟
友
誼，
而
是
敵
意
和
普
遍
猜
疑
。「打
倒
地
主
！」 

「打
倒
富
農
！」
「打
倒
資
產
階
級
、商
人
和
知
識
分
子
！」
「打
倒
和
我
們
不
同
的
人
！」
「打
倒
讀
書
人
、生
意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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聰
明
人
！」
打
倒
所
有
的
人
、打
倒
他
們
、打
倒
一
切
！
階
級鬥
爭
從
來
沒
停
過
。「龍
生
龍
、鳳
生
鳳
、老
鼠
生
的
兒 

子
會
打
洞」
是
毛
澤
東
時
代
中
國
一
句
諺
語
。毛
澤
東
也
宣
布鬥
爭絕
不
終
止
。他
問
：
「當
我
們
達
到
共
產
主
義
時， 

就
不
會
有鬥
爭嗎
？」
但
是
他
也
自
答.•
「我
不
認為

。即
使
我
們
達
到
共
產
主
義，
還
是
會
有鬥
爭，
但它
們
將
是
新 

與
舊鬥

、正
確
與
不
正
確鬥

。過
了

 
一
萬
年，
不
正
確
還
是
不
對
、還
會
失
敗
。」
？因
此
，
孤
獨
、多
病
的
皇
帝
被
迫 

要
分
享
自
身
暴
政
的
果
實
。

但
是
毛
澤
東
仍
然
緊抓
住
性
命，
試
圖
控
制
一
切
。他
還
有
許
多
未
了
宿
願
。中
國
還
未
得
到
世
界
承
認
。聯
合
國 

的
中
國
代
表
權
屬
於
受
美
國
支
持
的
台
灣
。在
中
、蘇
邊
界
衝
突
之
後，
毛
澤
東
在
一
九
七
〇
年
代
初亟
需
在
外
交
上
有 

所
突
破
。中
國
和
昔
日
的
老
大
哥
蘇
聯
之
間
的
關
係，
已
經
變
得
十
分
危
險
.，
中
國
若
與
美
國
改
善
關
係，
將
對
改
變
東 

亞
權
力
平
衡
產
生
深
遠
影
響
。對
美
修
睦
和
加
入
聯
合
國，
成為
毛
澤
東另
一
目
標
。他為
了
達
成
此
一
目
標，
於
一
九 

七
〇
年
下
半
年
跨
出
第
一
步，
邀
請
史
諾
來
中
國(這
是
史
諾
最
後-次
訪
華)
。我
們
應
當
還
記
得，
毛
澤
東
一
向
認 

為
史
諾
是
美
國
中
央
情
報
局
特
務，
不
過
這
一
點
他
是
錯
的
。這
一
次
，
他
又
要
借
助
此
一
「溝
通
管
道」

。一
九
七
〇 

年
十
月
一
日
，
他
邀
請
史
諾
夫
婦
上
到
天
安
門
城
樓，
站
在
他
身
旁
，
歡
慶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建
政，並
且
一
起
留
影
紀 

念

。從
來
沒
有
過
任
何
美
國
人
享
有
此
一
殊
榮
。毛
澤
東
顯
然
是
在
向
華
府
發
送
訊
號
。

但
是
他
的
訊
號
沒
得
到
回
音
。白
宮
根
本
不
瞭
解
。尼
克
森

(R. M. N
ixon)

總
統
的
國
家
安
全
顧
問
亨
利
•季
辛 

吉(Henry K
issinger)

在
若
干
年
後
寫
說
：
「後
來
，
我
們
才
瞭
解，
毛
澤
東
有
意
象
徵
對
美
關
係
現
在
已
得
到
他
親 

自
關
心
，
但
那
時
候
這
只
是
純
學
術
見
解
：
在
那
重
要
關
鍵
，
我
們
沒抓
住
他
的
意
思
。過
度
的
細

腻
委
婉
造
成
溝
通
失 

敗
。」
3華

府
領
導
人
還
記
得
毛
澤
東
六
個
月
前
的
一
段
話
。一
九
七
〇
年
五
月，
美
軍
部
隊
打
進
柬埔
寨
之
後，
毛
澤
東
痛 

罵
尼
克
森
是
「法
西
斯」
，
又
說
「美
帝
國
主
義
屠
殺
外
國
人」
，
也
「屠
殺
本
國
的
白
人
和
黑
人」

。他
宣
稱
：
「尼
克 

森
的
法
西
斯
暴
行
，
點
燃
了
美
國
革
命
群眾
運
動
的
熊
熊
烈
火
。中
國
人
民
堅
決
支
持
美
國
人
民
的
革
命鬥
爭
。我
相 

信
，
英
勇
戰鬥
的
美
國
人
民
終
將
得
到
勝
利，
而
美
國
的
法
西
斯
統
治
必
然
失
敗
。」
4但
是
，
現
在
毛
澤
東
希
望
尼
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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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
到
中
國
來
。尼
克
森
總
統
的
到
訪
將
大
大
提
升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以
及
毛
主
席
本
身
的
聲
望
。

直
到
一
九
七
〇
年
代
初
期
，
中
國
官
員
只
透
過
華
沙
大
使
級
會
談，
與
美
國
有
間
歇
接
觸，
但
是
沒
有
太
多
收
穫
。
 

然
而
，
尼
克
森
在
一
九
六
九
年
一
月
就
職
後，
因
中
方
的
建
議，
華
沙
會
談
持
續
進
行
。毛
澤
東
知
道，
一
九
六
八
年
八 

月
尼
克
森
獲
得
提
名
後
立即
宣
布
：
「我
們
不
能
忘
掉
中
國
。我
們
必
須
一
直
尋找
機
會
和她
對
話
…
…
我
們
不
能
只
關 

注
變
化
，
我
們
必
須
設
法
做
出
改
變。」
5

尼
克
森
也
有
他
自
己
的
原
因，真
心
盼
望
與
毛
澤
東
談
判
。到
了
 
一
九
七
〇
年
代
初
期
，
美
國
在
越
南
的
戰
爭
已
陷 

入僵
局
。尼
克
森
迫
切
需
要
毛
主
席
協
助，
才
好
在
避
免
戰
敗
的
表
象
下
把
美
軍
部
隊
撤
出
中
南
半
島
。他
希
望
毛
澤
東 

向
越
南
同
志
施
點
壓
力，
逼
他
們
讓
步
。因
此
，
中
、美
雙
方
都
互
有
期
待
能夠
改
善
關
係
。一
九
七
〇
年
十
月
初，
尼 

克
森
接
受
《時
代
》
雜
誌
的
專
訪
，
表
達
他
有
意
訪
問
中
國
。他
說
：
「若
說
我
有
生
之
年
還
想
做
什麼
事，
那
就
是
到 

中
國
去
。如
果
我
去
不
成
，
希
望
我
的
子
女
能
去
。」
e十
二
月
初
，
周
恩
來
透
過
巴
基
斯
坦
當
中
人
發
信，
邀
請
華
府 

派
「特
使」
到
北
京
，
「討
論
撤
出
中
國
領
土
台
灣」
這
個
問
題
。白
宮
正
確
地
理
解，
提
起
台
灣
問
題
其
實
無
關
宏 

旨
，
那
只
是
「標
準
說
法」

。真
正
的
重
點
是
尼
克
森
的
訪
問
。季
辛
吉
回
覆
：
「北
京
會
談
將
不
限
於
只
談
台
灣
問 

題

。」
？

同
一
期
間
，
毛
澤
東
邀
請
人
還
在
北
京
的
史
諾
吃
早
飯，
席
間
他
提
起
：
「中
國
人
和
美
國
人
之
間
不
需
要
有
偏 

見
，
可
以
相
互
尊
重
、平
等
對
待
。」他
表
示
敬
重
美
國
人
民，
寄
希
望
於
他
們
。然
後
他
坦
率
說
出，
他
「樂
意」
與 

尼
克
森
「交
談」

。8十
二
月
二
十
五
日，
《人
民
日
報
》
登
出
十
一
國
慶
毛
澤
東
和
史
諾
在
天
安
門
城
樓
的
合
影
照
片
。
 

這
一
頁
的
右
上
角
也
登
出
一
則
毛
澤
東
語
錄
：
「全
世
界
人
民
，
包
括
美
國
人
民
在
內，
都
是
我
們
的
朋
友
。」

毛
澤
東
認為
史
諾
會
立
刻
把
他
邀
請
尼
克
森
對
話
的
訊
息
傳
達
給
中
央
情
報
局，
但
是
，
當
然
史
諾
沒
這
樣
做
。史 

諾
直
到
一
九
七
一
年
四
月
才
發
表
他
的
專
訪
稿，
但它
對
尼
克
森
和
季
辛
吉
已
經
沒
有
效
用
。？那
時
，
美
國
一
支乒
乓
 

球
隊
在
日
本
名
古
屋
參
加
第
三
十
一
屆
國
際乒
乓

球
錦
標
賽
後，
已
應
中
方
邀
請
，
來
到
中
國
。很
顯
然
，
邀
請
這
些
運 

動
員
到
訪
，
是
由
最
高
層
級
拍
板
決
定
。四
月
十
四
日
，
美
國
隊
及
其
他
國
家
優
勝
隊
伍，
在
人
民
大
會
堂
出
席
接
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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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周
恩
來
對
美
國桌
球
協
會
會
長
葛
萊
姆.
史
汀霍
芬

(Graham 
B_ steenhoven)

說
：
「有
朋
自
遠
方
來，
不
亦
樂 

乎
？」S

孔
夫
子
這
句
話
出
自
周
總
理
之
口，
當
下
就
受
到
外
國
記
者
的
注
意，
大
家
開
始
預
測
中
、美
之
間
可
能
建
立 

「友
好
關
係」

。

不
久
之
後
的
七
月
九
日，
尼
克
森
的
特
使
季
辛
吉
取
道
巴
基
斯
坦，
抵
達
北
京
。他
和
周
恩
來
及
中
國
外
交
部
官
員 

展
開
三
天
的
密
集
會
談
。毛
澤
東
當
然
沒
接
見
季
辛
吉
；
這
倒
也
不
全
然礙
於
外
交
禮
儀
原
因
。當
時
他
對
這
位
哈
佛
大 

學
前
任教
授
評
價
不
高
。季
辛
吉
訪
問
北
京
之
前
幾
個
月，
毛
澤
東
和
北
越
主
要
領
導
人
范
文
同
談
話
時，
直
接
就
說
： 

「季
辛
吉
是
個
臭
老
九
。」U季
辛
吉
之
行
是
機
密，
但
是
雙
方
同
意
就
會
談
結
果
發
表
公
報
。用
周
恩
來
的
話
說，它
會 

「震
驚
世
界」。
U

的
確
也
是
如
此
。七
月
十
五
日
，
雙
方
首
都
同
步
發
布
季
辛
吉
秘
密
訪
問
北
京
的
消
息
。尼
克
森
總
統強
調，
他
的 

國
家
安
全
顧
問
帶
回
來
周
恩
來
總
理
的
邀
請
函，
而
他
已
欣
然
接
受
。

U全
世
界屏
息
等
待
後
續
發
展
。

一
九
七
一
年
十
月
二
十
五
日，
美
國
排
除
一
切
障礙
，
讓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進
入
聯
合
國
。一
九
七
二
年
二
月
二
十 

一
日，
美
國
總
統
偕
夫
人
抵
達
北
京
。周
恩
來
親
赴
機
場
迎
接
。毛
澤
東
在
他
住
處
不
耐
地
等
候
尼
克
森
。尼
克
森
抵
達 

之
前
三
個
星
期
，
毛
澤
東
接
受
嚴
密
的
醫
事
治
療
。在
歷
史
性
的
會
面
之
前，
他
的
身
體
已
大
有
改
善
。他
的
私
人
醫
生 

寫
說
：
「肺
部
感
染
控
制
住
了，
心
律
不
整
現
象
也
減
少
了
。水
腫
還
只
消
退
一
部
分
…
…
但
毛
仍
喉嚨
腫
脹，
說
話
困 

難
，
體
力很
差
。」M毛
澤
東
在
會
面
前
十
分
焦
慮，
報
告
尼
克
森
一
行
人
行蹤
的
電
話
不
斷
打
進
來
。醫
療
組為
這
次 

會
面
做
了
萬
全
準
備
。毛
澤
東
原
來
書
房
兼
會
客
室
內
的氧
氣瓶

、呼
吸
器
等
醫
療
用
具
全
部
搬
走，
移
到
會
客
室
與
臥 

室
之
間
的
內
走
廊
上，
又
準
備
了
一
些
小
型
輕
便
的
急
救
設
備，
將氧
氣瓶
藏
在
一
個
大
雕
漆
箱
裡，
其
他
設
置
則
置
於 

室
內
的
大
盆
景
後
面，
以
便
因
應
緊
急
之
需
。

下
午
兩
點
五
十
分
，
尼
克
森
在
周
恩
來
和
季
辛
吉
陪
同
下
抵
達
中
南
海
。季
辛
吉
的
助
理
溫
斯
頓.
羅
德 

(W
inston Lord)

、毛
澤
東
的
外
侄
孫
女
王
海
容(外
交
部
禮
賓
司
副
司
長)，
以
及
譯
員
唐
聞
生，
相
繼
走
進
書
房
。
 

尼
克
森
和
季
辛
吉
發
覺
書
房並
不
整
潔
。尼
克
森
在
日
記
寫
下
：
「好
幾
本
書
打
開
在
不
同
頁
數，
擺
在
他
座
位
旁
的
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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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
上
。」U季
辛
吉
也
回
憶
說
：
「毛
澤
東
的
書
房……
比
較
像
是
學
者
的
書
房，
而
不
像
是
全
世
界
人
口
最
多
的
國
家 

大
權
在
握
的
領
導
人
的
會
客
室
。」b在
張
玉
鳳攙
扶
下，
毛
澤
東
起
身
迎
接
貴
賓，舉
步
維
艱
地
走
幾
步
迎
向
他
們
。口 

他
握
緊
尼
克
森
的
手，
捏
了
幾
下
。他
說
：
「我
說
話
不
太
方
便
了
。」
M季
辛
吉
寫
說
：
「每
句
話
似
乎
都
費
了很
大
勁 

才
說
出
來
。
它

們
從
他
的
聲
帶
費
勁
地蹦
出
來，
說
完
每
一
句
話
後，
似
乎
都
需
要
振
作
體
力，
才
有
足夠
力
氣
說
出另
 

一
句
辛
辣
的
評
語
。」b他
看
來
浮
腫
，
不
論
是
水
腫
或
其
他
原
因
。事
實
上
，
毛
澤
東
患
的
是
心
力
衰
竭
所
引
起
的
水

<1311
o即

使
如
此，
一
般
也
能
意
識
到
毛
澤
東很
高
興
見
到
尼
克
森
。他
不
停
地
說
笑
話，
試
圖
製
造
輕鬆
氣氛

。尼
克
森 

一
要
把
話
題
轉
到
正
事，
毛
澤
東
就
揮
揮
手
指
向
周
恩
來
：
「我
們
在
這
裡
不
需
要
討
論
這
些
問
題，它
們
應
該
去
和
總 

理
商
量
。我
只
討
論
哲
學
問
題
。」尼
克
森
三
度
試
圖
和
毛
澤
東
談
論
蘇
聯
對
中
國
的
威
脅，
毛
主
席
每
次
都躲
開
。

於
是
乎
，
談
話
就
從
一
個
閒
話
跳
到另
一
個
閒
話
。毛
澤
東
特
別
喜
歡
尼
克
森
拿
季
辛
吉
交
「女
朋
友」
逗
趣
的
話 

題

。尼
克
森
記
得
：

毛
澤
東
誇
季
辛
吉
首
次
到
北
京
時，
能
做
到
消
息
滴
水
不
漏，很
了
不
起
。

我
說
：
「他
一
點
都
不
像
特
務
。可
是
他
是
唯
一 
一
個
有
能
力
去
了
巴
黎
十
二
次
、到
北
京
一
次
，
而
外
界
神
不
知

鬼
不
覺
的
人
-
-
-
-
或
許
除
了
一
兩
位
美
女
以
外
。」
〔周
恩
來
大
笑
。〕

季
辛
吉趕
緊
說
.
.

「她
們
也
不
曉
得
。我
只
是
用
來
當
煙
幕
。」

毛
澤
東
裝
出
不
相
信
的
神
情
：
「在
巴
黎
？」

我
說
：
「任
何
人
能
利
用
美
女
掩
飾，
一
定
是
歷
來
最
偉
大
的
外
交
官
。」

毛
澤
東
問
：
「你
是
說你
經
常
利
用
女
生啊
？」

我
答
說
：
「他
的
女
生
、不
是
我
的
女
生
。我
若
是
利
用
女
生
當
掩
飾，
會
惹
出
大
麻
煩
。」

周
恩
來
說
了
：
「尤
其
是
選舉
期
間
的
話
。」毛
澤
東為
之
大
笑
。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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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就
是
他
們
談
笑
風
生
的
「哲
學
問
題」

。但
是
，
有
些
話
，
相
當
嚴
肅
。毛
澤
東
以
手
比畫
四
周
：
「我
們
共
同
的
老 

朋
友
、蔣
委
員
長
，
對
此一

定很
不
以為
然
。他
稱
呼
我
們
是
共
匪
。」U他
要
請教
尼
克
森
該怎
麼

答，
可
是
尼
克
森 

避
而
不
答
，
反
問
：
「蔣
介
石
稱
呼
主
席
是
匪
，
那
主
席
又怎
麼

稱
呼
蔣
介
石呢
？」
就
在
談
笑
間
，
台
灣
問
題擱
到
一 

邊
去
。尼
克
森
聲
明
他
不
會為
了
交
新
朋
友，
背
棄
老
朋
友
。

原
定
會
談
五
十
分
鐘-實
際
進
行
了
六
十
五
分
鐘
。主
席
已
出
現
疲
態，
周
恩
來
也
不
斷
地瞄
手錶

。尼
克
森
注
意 

到
了
，趕
緊
結
束
談
話
。毛
澤
東
起
身
送
客
。尼
克
森
誇
毛
澤
東
氣
色
好，
毛
澤
東
答
說
：
「外
表
會
騙
人
的啦

。
」22

尼
克
森
旋即
與
周
恩
來
進
行
會
談，
最
後
雙
方
於
二
月
二
十
八
日
發
表
聯
合
公
報
。除
了
聲
明
雙
方
在
若
干
國
際
議 

題
的
立
場
之
外
，
公
報強
調
「中
國
與
美
國
往
關
係
正
常
化
進
展，
吻
合
所
有
國
家
的
利
益」

。

S

後
來
，
一
九
七
二
年 

七
月
十
二
日
，
中
方
在
與
北
越
共
產
黨
定
期
的
會
談
中，
周
恩
來
技
巧
地
向
越
南
民
主
共
和
國

(北
越
)
領
導
人
施
壓
， 

逼
他
們
向
美
國
人
讓
步，
不
再
堅
持
西
貢
政
府
阮
文
紹
總
統
一
定
要
下
台
。

24
日
本
、西
德
及
其
他
許
多
國
家，
相
繼
承 

認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與
美
國
恢
復
大
使
級
正
式
關
係，
花
了
更
長
時
間
交
涉，
但
也
終
於
在

一

九
七
九
年
一
月
一
日
完 

成

。毛
澤
東
對
於
尼
克
森
來
訪，
相
當
振
奮
，
健
康
亦
大為
好
轉
。他
的
醫
生
寫
說
：
「到
三
月
中
旬
，
水
腫
完
全
消 

退

。肺
部
感
染痊
癒
，
不
再
咳
嗽
。重
病
期
間
戒
了
煙，
咳
嗽
和
支
氣
管
炎
未
再
復
發
。」當
然
，
他
身
體
還
是
衰
弱， 

走
路
遲
緩
，
手腳
顫抖
，
有
時
候
控
制
不
住
會
流
口
水
。
M即
使
如
此
，
他
頭
腦
還
是清
醒，
權
力
依
舊
無
限
大
。他
繼 

續
控
制
住
黨
與
國，
而
且
準
備
好
要
展
開
一
場
新
戰鬥

。

江青
現
在
把
周
恩
來
視為
頭
號
敵
人，
遂
再
次
利
用
毛
澤
東
的
「作
戰」
精
神
。
她

沒
辦
法
服
氣
、接
受
毛
澤
東
指 

派
周
恩
來為
接
班
人，
因
此
希
望
主
席
指
派
效
忠她
的
人，
出
任
領
導
圈
的
重
要
職
位
(包
括
國
務
院
總
理
在
內
)
。
她
 

採
取
屢
試
不
爽
的
老
伎
倆，
在
主
席
心
目
中
把
對
手
抹
黑為

「反
革
命
分
子」
、「叛
徒」
，躲
在
他
背
後搞

「陰
謀
詭 

計」

。她
也
針
對
支
持
周
恩
來
的
老
幹
部
展
開
新
打
擊，
這
些
人
若
不
是
在
文
革
高
潮
中
挺
了
過
來，
就
是
才
剛
獲
得
平 

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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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
的
第
一
步即
力
拱
年
輕
的
上
海
造
反
派
頭
頭
王
洪
文
做
毛
澤
東
的
接
班
人
。王
洪
文
忠
心
耿
耿
、年
輕
有
活
力
、
 

平
易
近
人，
江青
可
以
輕
易
透
過
他
統
治
中
國
。他
在
第
九
次
全
國
代
表
大
會
(九
大
)
已
當
選為
中
央
委
員，
但
江青
 

希
望
他
能
被
提
升為
副
主
席
。一
九
七
二
年
九
月，她
說
服
毛
澤
東
把
王
洪
文
調
到
黨
中
央
工
作
。

26

這
是
他
快
速
竄
升 

的
起
始
。中
南
海
新
貴
給
江青
這
個
新
寵
取
了
綽
號
「火
箭」

。江青
最
親
密
的
盟
友
——
張
春
橋
和
姚
文
元
——
支
持 

她
一
切
作為

。康
生
已
經
得
了
末
期
膀
胱
癌，
也
支
持
毛
澤
東
的
太
太
。

時
機
對
江青
有
利
。康
生
被
診
斷
出
得
了
癌
症
之
後，
周
恩
來
的
尿
液
亦
檢
測
出
有
癌
細
胞，
醫
生
說
周
恩
來
來
日 

不
多
了
。這
時
候
，
江青
卯
足
勁
活
動
。即
使
毛
澤
東
已
在
十
二
月
二
十
八
日
指
派
王
洪
文為
接
班
人，她
還
是
不
放 

心

。D她
希
望
一舉
結
束
病
弱
的
周
恩
來，
拔
掉
他
的
總
理
職
位，
換
上她
的
忠
心
盟
友
張
春
橋
。

可
是
，
江青
的
路
上
障礙
還
不
少
。周
恩
來
得
到
黨
領
導
圈
許
多
人
的
支
持，
其
中
就
有
葉
劍
英，
長
期
以
來
是
政 

治
局
委
員
、又
是
軍
委
的
主
要
領
導
人
。甚
且
，
主
席
本
人
也
不
打
算
事
事
順她
心
意
。一
九
七
二
年
夏
天，
毛
澤
東
開 

始
認真
考
慮
讓
江青
一
向
嫉
恨
的
鄧
小
平
復
職
。八
月
三
日
，
鄧
小
平
上
書
毛
主
席，
除
了
照
例
自
我
批
評
一
番
外，
也 

表
示
希
望
能夠
恢
復
工
作，即
使
是
技
術
性
質
的
職
位
也
無
妨
。十
一
天
後，
毛
澤
東
起
草
一
項
決
議
文，它
說
：
「鄧 

小
平
同
志
所
犯
錯
誤
是
嚴
重
的
。但
應
與
劉
少
奇
加
以
區
別
…
…他
…
…贏

得
名
聲

。」
28

江青
只
能
氣
得
咬
牙
切
齒
。

周
恩
來
意
識
到
機
會，
順
勢
進
攻
。十
月
初
，
他
發
表
兩
次
講
話，
猛
烈
批
評
極
左
主
義
。他
表
面
上
講
的
是
林 

彪
，
但
是
細
心
的
聽眾
很
清

楚
他
在
影
射
誰
。隔
了
幾
天
，
支
持
周
恩
來
立
場
的
《人
民
日
報
》
在
十
月
十
四
日
刊
登
三 

篇
文
章
反
對
無
政
府
主
義，
把
這
個
傾
向
貼
上
「假
馬
克
思
主
義
騙
子
的
反
革
命
工
具」

。江青
一夥
人
立
刻找
毛
澤
東 

投
訴
，
因
此
偉
大
的
領
袖
必
須
介
入
。毛
澤
東
宣
稱
，
林
彪
是
「極
右
、修
正
主
義
、分
裂
、陰
謀
詭
計
、叛
黨
叛 

國」

。29現
在
，
人
人
各
安
其
位
。

毛
澤
東
沒
有
放
棄
平
反
鄧
小
平
、讓
他
復
職
的
計
劃
。一
九
七
三
年
三
月
九
日，
他
任
命
鄧
小
平為
周
恩
來
的
副
總 

理

。後
來
毛
澤
東
向
中
央
軍
委
同
志
解
釋
說
：
「我
們
黨
裡
有
人
什麼
事
也
不
幹，
仍
會
犯
錯
誤
，
但
是
鄧
小
平
雖
犯
錯 

誤
，卻
實
際
辦
事…
…我
覺
得
他
棉
裡
藏
針
。」30在
同
一
會
議
中，
毛
澤
東
表
示
鄧
小
平
的
行為

「應
該
三
七
開」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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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思
是
鄧
小
平
過佔
三
成
、功佔
七
成。
M 

.

江青
現
在
瞭
解她
必
須
更
積
極
才
行
。一
九
七
三
年
五
月，
左
派
成
功
地
取
得
毛
澤
東
同
意，
讓
王
洪
文
及另
一
個 

激
進
派
、北
京
市
長
吳
德
，
參
加
政
治
局
工
作
。另
一
個
獲
得
拔
擢
的
是
華
國
鋒.，
他
原
本
是
毛
澤
東
老
家
的
縣
委
書 

記
，
自
從
一
九
六
二
年
冬
天
在
七
千
人
大
會
上
對
領
袖
、導
師
稱
頌
之
後，即
被
主
席
放
在
心
上
。文
革
一
起
，
毛
澤
東 

把
華
國
鋒
提
升為
湖
南
省
委
書
記，
後
來
又
出
任
湖
南
省
革
委
會
代
理
主
任
。

一

九
六
九
年
的
九
大-
毛
澤
東
欽
點
華
國 

鋒為
中
央
委
員-
一
九
七
一
年
調
入
國
務
院
工
作
。

中
國
共
產
黨
第
十
次
全
國
代
表
大
會
預
定
一
九
七
三
年
八
月
底舉
行，
江青
決
定
要
加強
奪
權鬥
爭
。十
大
召
開
之 

前
六
個
星
期
，即
七
月
四
日，
王
洪
文
和
張
春
橋
在
張
玉
鳳
同
意
下，
去
晉
見
毛
澤
東
。張
玉
鳳
外
表
柔
順，
其
實
個
性 

十
分
剛
烈
，
這
時
候
已
經
成為
主
席
與
外
界
接
觸
的
主
要
中
人
。
即

使
是
江青
，
沒
經
過
張
玉
鳳
點
頭，
也
見
不
了她
丈 

夫

。張
玉
鳳(在
中
南
海
，
大
家
稱
呼她

「小
張」)在
一
九
七
三
年
初
地
位
上
升
得
特
別
明
顯，
因為
偉
大
的
舵
手
講 

話
幾
乎
已
經
無
人
理
解
。毛
澤
東
經
常
氣
喘咻
咻

，
不
時
要
奮
力
吸
氣，
因
此眾
人很
難
理
解
他
說
些
什麼
，
可
是
張
玉 

鳳卻
明
白
他
的
意
思，
也
因
此她
的
政
治
影
響
力
上
升
。

晉
見
的
首
要
話
題
是
周
恩
來
。左
派
領
導
人
對
周
恩
來
處
理
國
際
關
係，
加
以詆
毀

。
儘

管
中
國
在
外
交
上
相
當
順 

利
，
毛
澤
東卻
聽
信
他
們
的
讒
言
。他
注
意
到
周
恩
來
和
美
國
人
交
涉
時
「不夠
堅
定」

。毛
澤
東
在
談
話
末
尾
批
評， 

周
恩
來
「大
事
不
〔跟
我
〕
討
論
，
小
事
天
天
送
。此
調
不
改
動，
勢
必
出
修
正」

。江青
親
密
戰
友
只
要
聽
到
這
句
話 

就夠
了
。他
們
立
刻
把
話
題
轉
到
「哲
學」
方
面
，
向
毛
澤
東
報
告
說，
在
搜
索
林
彪
家
時，
抄
出
一
大
盒
孔
子
語
錄
。
 

誰
會
料
想
得
到
半瘋
狂
的
林
彪
會
著
迷
中
國
古
代
哲
學
？
毛
澤
東
早
就
知
道，
但
這
時
他
才
表
示
對
此
一
發
現
感
到
興 

趣

。他
說
，
林
彪
和
國
民
黨
領
導
人
一
樣
也
崇
拜
孔
子
。他
不
屑
地
說
，
他
們
「尊
孔
、抑
法」

。

32

王
洪
文
和
張
春
橋 

滿
心
歡
喜
地
告
辭
而
去
。

他
們
晉
見
毛
澤
東
之
前即
與
江青
密
談，
討
論
如
何
動
員
人
民
公
開鬥
爭
黨
領
導
圈
內
的
「新
投
降
派」

。直
接
點 

名
周
恩
來
和
鄧
小
平，
恐怕
有
危
險，
因為
毛
澤
東
還
不
打
算拋
棄
他
們
。因
此
他
們
狡
猾
地
決
定
發
動

|

項
運
動
，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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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
林
彪
、暗
打
周
恩
來
。林
彪
家
裡
抄
出
孔
子
語
錄，
就
是
做
文
章
的
好
藉
口
。

M毛
澤
東
抱
怨
林
彪
和
國
民
黨
尊
孔， 

更
是
幸
運
之
神
垂
顧
。現
在
他
們
可
以
在
批
林
舊戲
裡
加
入
新
主
題，
矛
頭
是
批
孔，
其
實
針
對
周
恩
來
。

要
瞭
解
他
們
的
策
略，
我
們
必
須
回
到
孔
子
的
時
代
。孔
子
生
在
周
朝
末
年，
正
是
社
會
、經
濟
出
現
重
大
危
機
的 

時
代
。傳
統
的
社
會
關
係
快
速
解
紐，
許
多
人
質
疑
敬
祖，
社
會
上
興
起
新
富
階
級，
他
們
蔑
視
宗
法
及
朝
廷
的
權
威
。
 

中
國
已
陷
入
內
戰，
諸
侯
各
據
一
方
。人
文
主
義
哲
學
家
孔
子
出
來
辯
護
消
退
的
秩
序，
主
張
「君
君
、臣
臣
、父
父
、
 

子子」
。
34
他
從
這
個
秩
序
裡
，找
到
適
當
治
理
的
精
義
。他
的
觀
點
是
，
宗
法
關
係
必
須
維
持
不
變，
若
是
破
壞
社
會 

力
量
的
平
衡
只
會
使
亂
局
加
劇
。他
的
學
說
受
到
法
家
(如
商鞅
等
人)
的
反
對
。他
們
反
映
富
有
的
地
主
之
利
益，藐
 

視
垂
死
的
宗
法
貴
族.，
而
毛
澤
東青
年
時
期
頗為
敬
仰
商鞅

。

江青
及
其
盟
友
把
此
一
古
代
情
勢
推
衍
到
一
九
七
〇
年
代
初
期
的
中
國
。由
於
孔
子
替
舊
社
會
辯
護，
因
此
他
就
是 

「反
動
派」

。由
於
法
家
反
孔，
顯
然
他
們
就
是
「進
步
派」
或
甚
至
是
革
命
派
。這
是
從
馬
列
主
義
和
毛
澤
東
思
想
出
發 

的
觀
點
•，
因
此
之
故
，
過
去
法
家
和
儒
家
之
間
的鬥
爭，
只
是
革
命
派
與
反
革
命
派
永恆
的鬥
爭
之
一
幕
而
已
。正
、邪 

之
戰
猶
在
進
行
中，
而
且
在
中
國
、尤
其
是
中
共
黨
內，
還
有
許
多
「儒
家」
夢
想
復辟

。

當
然
，
江青
及
其
左
派
盟
友
可
以
把
當
代
儒
家
的
標
籤
往
任
何
一
個
敵
人
身
上
貼
。他
們
的
主
要
目
標
是
在
廣
大
群 

眾
中
挑
激
起
對
周
恩
來
的
負
面
反
應，
他
的
姓
氏
正
好
和
孔
子
所
辯
護
的
「反
動」
的
周
朝
同
一
個
字
。對
於
一
九
七
〇 

年
代絕
大
多
數
的
中
國
人
而
言，
報
章
雜
誌
上
出
現
「周」
這
個
字
，
幾
乎
無
不
指
向
周
恩
來
總
理
。因
此
，
一
再
以
負 

面
意
義
重
複
這
個
字，即
是
對
江青
主
要
敵
人
含
沙
射
影
暗
中
批鬥

。

然
而
，
左
派
的
陰
謀
詭
計
失
敗
。他
們
深
奧
、冗
長
的
文
章
大
談
法
家
、儒
家
之
爭
，
只
讓
大
多
數
人
覺
得沉
悶
無 

趣
-敬
而
遠
之
。受
人
敬
愛
的
周
總
理，
不
僅
形
象
沒
受
損，
反
而
還
因
傳
聞
傳
遍
全
國，
指
他
病
情
嚴
重，
更
增
添
老 

百
姓
對
他
的
關
愛
。

一
九
七
三
年
八
月
二
十
四
日
至
二
十
八
日
在
北
京
召
開
的
第
十
次
全
國
代
表
大
會，
左
派
也
沒
有
得
到
勝
利
。出
席 

會
議
的
一
千
二
百
四
十
九
名
代
表，
代
表
兩
千
八
百
萬
黨
員
。其
中
只
有
部
分
代
表
屬
於
江青
派
。周
恩
來
的
支
持
者
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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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
保
有
相
當
大
的
勢
力
。毛
澤
東
指
定
周
恩
來
在
大
會
發
表
主
要
報
告
。同
時
，
王
洪
文
也熠
熠

發
亮
。主
席
安
排
王
洪 

文
坐
他
右
手
邊
、周
恩
來
坐
他
左
手
邊
。周
恩
來
做
完
報
告
後，
王
洪
文
發
表
有
關
黨
章
的
報
告
。大
會
追
認
文
化
大
革 

命
一
切
指
示
，
稱
頌
偉
大
的
舵
手，
譴
責
林
彪
、把
林
彪
名
字
從
黨
章
刪
掉，並
且
選舉
新
一
屆
中
央
委
員
。在
政
治
局 

這
個
領
導
機
關
裡
，
兩
派
人
馬
大
致
旗
鼓
相
當
。政
治
局
九
名
常
委，
周
恩
來
派佔
多
數
。

S

當
然
，
這並
不
重
要
，
有 

一
個
人
憑
一
己
之
意，
就
可
以
做
出
一
切
決
定
。

果
然
，
十
全
大
會
落
幕
不
久，
毛
澤
東
就
讓
周
恩
來
嘗
嘗
主
席
天
威
難
測
的
味
道
。

十
一
月
十
日晚
間，
剛
被
派為
國
務
卿
的
季
辛
吉
抵
達
北
京，
進
行
三
天
半
的
正
式
訪
問
。周
恩
來
和
葉
劍
英
出
面 

接
待
。毛
澤
東
也
接
見
他(
一
次，即
十
一
月
十
二
日)，
基
本
上
透
過
速
記
報
告
掌
握
談
判
進
展
。可
是
，
談
判
一
結 

束
，
毛
澤
東
突
然
懷
疑
周
恩
來
有
事
瞞
他，
不
讓
他
知
道
他
和
美
國
來
使
談
話
的
細
節
。其
實
這
個
罪
名
是
無
妄
之
災， 

因為
周
恩
來
去
到
中
南
海
要
向
毛
澤
東
報
告
時(另
一
說
法
是
周
恩
來
打
電
話
過
去)，
主
席
身
體
不
適
，
正
在
睡
覺
； 

毛
澤
東
的
愛
人
兼
秘
書
張
玉
鳳
不
想吵
醒
他
。毛
澤
東
醒
來
後，
非
常
不
快
，
立
刻
懷
疑
周
恩
來
在搞
什麼
陰
謀
詭
計
。
 

隔
了 
一
會
兒，
他
在
披
閱
速
記
報
告
時，
發
現
周
恩
來
和
帝
國
主
義
者
打
交
道
不夠
堅
定，
更
是
火
大
。季
辛
吉
竭
盡
本 

事
，
想
爭
取
北
京
同
意
成
立
對
抗
莫
斯
科
的
軍
事
同
盟
。周
恩
來
沒
有
果
決
地
辯
護
中
國
一
向
獨
立
自
主
的
政
策

36

(在 

這
件
事
上
，
周
恩
來
的
確
過
度
保
持
外
交
禮
貌，
針
對
糾
纏
不
休
的
季
辛
吉，
他
應
該
正
色
告
訴
他，
讓
他
瞭
解
「這
項 

提
議
必
須
以
『不
讓
人
覺
得
我
們
是
同
盟
的
方
式』
進
行」
)
。37
這
時
候
，
毛
澤
東
已
經
依
賴
他
的
外
侄
孫
女
王
海
容
及 

譯
員
唐
聞
生，
作為
他
和
其
他
領
導
人
之
間
的
聯
絡
員
。他
立
刻
透
過
王
海
容
和
唐
聞
生，
告
訴
政
治
局
委
員
們，
他
覺 

得
周
恩
來
已
經
和
美
國
人
成
立
軍
事
合
作，
同
意
美
方
把
中
國
置
於它
的
「核
子
傘」
底
下
。當
然
，
周
恩
來
根
本
沒
做 

這
回
事
(
一
般
來
講，
他
什麼
事
也
沒
辦
法
作
主)，
可
是
毛
澤
東
還
是很
生
氣
。他
抱
怨
說
：
「有
人
要
借
給
我
們
一 

把
傘
，
可
是
我
們
不
要啊

。」

38

毛
澤
東
也
不
高
興
周
恩
來
在
台
灣
問
題
上
脊
骨
不夠
硬
。毛
澤
東
覺
得
周
恩
來
打
算
同 

意
美
國
人
與
蔣
介
石
政
府
維
持
特
別
關
係
。

一
向
疑
心
病
極
重
的
毛
澤
東，
現
在
病懨
懨

地，
更
是
誰
也
不
信
。毛
澤
東
交
代
下
去，
把
周
恩
來
的
行為
交
給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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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
局
檢
討
。江青
等
人
當
然
毫
不
留
情
地
痛眨
一
番
。不
過
，
毛
澤
東
冷
靜
下
來
.，生
氣
變
成
憐
憫
。39
事
情
也
就
不
了 

了
之
了
。十
二
月
間
，
他
表
示
想
讓
鄧
小
平
出
任
解
放
軍
總
參
謀
長
(不
過
，
直
到
一
九
七
五
年
一
月，
他
才
正
式
做
出

此一塗
)
。

甚
且
，
十
大
之
後
，
毛
澤
東
愈
來
愈
常
批
評
江青
，
口
氣
也
愈
來
愈
重
。他
批
評
江青
企
圖
在
政
治
局
裡
製
造
不 

和
，
勸她
不
要
「吹
毛
求
疵」
，
甚
至
在
政
治
局
會
議
公
開
指
責她
搞

「四
人幫
」
——
指
的
是
江青

、王
洪
文
、張
春 

橋
和
姚
文
元
。4 0

很
顯
然
，
毛
澤
東
是
在
左
右
搖
擺
。不
過
，
他並
不
是
含
混
亂
動
。毛
澤
東
神
智清
楚，
不
想
讓
任
何
一
派
有
太
大 

權
力
。即
使
身
體
健
康很
差，
他
還
沒
有
失
去
在
領
導
圈
內
控
制
勢
力
均
衡
的
能
力，
保
持
住
敵
對
派
系
之
間
相
當
的
平 

衡

。他
的
政
治
手
腕
高
超，
各
派
首
腦
都
得
來
向
他
本
人
請
示
。即
使
像
季
辛
吉
這
樣
經
驗
老
到
的
政
客，
見
到
病懨
懨
 

的
毛
澤
東，
也
感
受
到
他
意
志
的強
烈
磁
場。W

只
有
一
個
因
素
對
他
不
利，
那
就
是
時
間
。從
一
九
七
四
年
起，
他
再
也
無
法
出
席
政
治
局
所
有
的
會
議
。年
初
， 

他
因
白
內
障
，
雙
眼
失
明
，
只
能
分
辨
光
亮
與
黑
暗
。但
是
這
只
能
算
是
小
不
幸
。更
糟
的
是
，
他
在
一
九
七
四
年
夏
天 

開
始
出
現
盧.
賈
里
格
氏
症(Lou G

ehrig-sdisease)

，即
肌
萎
縮
性
脊
髓
側
索
硬
化
症

(am
yo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 A
LS)

症
狀
。這
種
致
命
的
疾
病
就
是
大
腦
延
髓
和
脊
髓
內，
主
宰
喉
、咽
、舌
、手
、腿
運
動
的
神
經
細
胞 

逐
漸
變
質
死
亡
。
它

的
初
步
症
狀
就
是
手
腕
或
腿
衰
弱，
然
後
逐
漸
散
布
到
全
身
。病
人
失
去
走
動
、講
話
、吞
嚥
的
能 

力
-最
後
連
呼
吸
的
能
力
也
沒
了
。毛
澤
東
的
案
例，
病
情
先
出
現
在
右
手
、右腳
逐
步癱
瘓

，
然
後
影
響
到
他
的
喉
、
 

咽
、舌
和
肋
間
肌
肉
。據
他
的
醫
生
說，
主
席
不
到
兩
年
可
活
了
。
42

此
外
，
毛
澤
東
繼
續
患
充
血
性
心
臟
衰
竭
。左
右
兩
肺
都
受
到
嚴
重
感
染

-

左
肺
也
有
慢
性
阻
塞
症
。他
的
血氧
很
 

低

。毛
澤
東
經
常
咳
嗽
不
停，
只
能靠
左
側躺
下
。他
無
法吞
嚥
硬
物，
張
玉
鳳
只
能餵
他雞
湯
或
牛
肉
湯
。

可
是
，
偉
大
的
舵
手
仍
然
緊抓
著
生
命
。他
的
頭
腦
仍
然清
醒，
全
世
界
仍
要
注
意
他
的
金
玉
格
言
。他
在
一
九
七 

四
年
二
月
提
出
全
世
界
人
類
可概
分為
三
個
世
界
的概
念，
特
別
讓
人
印
象
深
刻
。毛
澤
東
說
，
美
國
和
蘇
聯
兩
大
超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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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
國
屬
於
第
一
世
界•，
日
本
、歐
洲
、澳
大
利
亞
和
加
拿
大，
屬
於
第
二
世
界
•，其
他
國
家
都
屬
於
第
三
世
界
。毛
澤
東 

說
，
中
國
也
屬
於
第
三
世
界，
第
三
世
界
人
民
必
須
團
結
起
來
。

43

在
毛
澤
東
指
示
下，
鄧
小
平
一
九
七
四
年
四
月
十
日 

在
聯
合
國
大
會
上
對
「三
個
世
界
論」
有
詳
細
的
闡
述
。
44

毛
澤
東
三
不
五
時
就
會
突
然
活
動
一
下
。那
年
夏
天
，
他
再
也
不
相
信
醫
生
-決
定
要
自
行
治
病
。張
玉
鳳
回
憶 

說
：
「他
說
，
『醫
生
的
話
，
最
多
只
能
聽
信
三
分
之
一
或
二
分
之
一
。』
他
認為
可
以靠
自
己
體
內
的
抵
抗
力
對
付
病 

魔

。」45
他
希
望
換
個
環
境
，
呼
吸鄉
下
新
鮮
空
氣
。七
月
中
旬
，
就
在
他
痛
斥
江青
的
那
場
政
治
局
會
議
之
後，
毛
澤 

東
出
發
周
遊
全
國
。這
是
他
一
輩
子
最
後
一
次
出
巡
。七
月
十
八
日
，
他
抵
達
武
漢
，
住
到
十
月
中
旬
。後
來
，
他
轉
赴 

老
家
長
沙
，
住
了
一
整
個
冬
天
。在
長
沙
，
他
試
圖
進
游
泳
池
游
水，卻
已
經
游
不
動
了
。

除
了
忠
心
的
張
玉
鳳I
她

憑
著
「讀
他
的
唇
語
及…
…
動
作」
，
就
可
瞭
解
主
席
的
心
意——
之
外
，
這
段
期
間 

還
有
兩
個
女
子
繼
續幫
助
他，一

是
他
的
外
侄
孫
女
王
海
容
、當
時
的
外
交
部
副
部
長
；
一
是
他
的
英
語
譯
員
唐
聞
生， 

此
時
已
升為
外
交
部
副
司
長
。
46

他
們
往
來
於
北
京
和
武
漢
之
間，
以
及
北
京
與
長
沙
之
間，捎
來
周
恩
來
和
鄧
小
平
給 

毛
主
席
的
報
告，
有
時
候
也
帶
來
江青
的
口
信
。
她

們
完
全
支
持
周
恩
來，
每
次
來
回
必
向
周
恩
來
報
告
、請
示
，即
使 

周
恩
來
已
在
一
九
七
四
年
六
月
一
日
住
進
醫
院，
也
沒
中
斷
。他
面
臨
艱
巨
的
癌
症
開
刀
手
術，
癌
細
胞
已
進
入
他
的
膀 

胱
、大
腸
和
肺
部
。

理
解
到
周
恩
來
已
經
來
日
無
多，
毛
澤
東
決
定
指
派
鄧
小
平為
第
一
副
總
理
。同
時
，
他
依
循
派
系
平
衡
的
原
則， 

把
日
常
黨
務
工
作
交
給
王
洪
文
負
責
。兩
派
都
不
滿
意
。江青
覺
得
需
要
加
快
行
動
。十
月
十
七
日
，她
召
集
其
最
親
信 

的
盟
友
秘
密
會
議，
決
定
瞞
著
其
他
政
治
局
委
員，
派
王
洪
文
去
見
毛
澤
東
。王
洪
文
銜
命
去
向
主
席
報
告
：
「北
京
現 

在
的
氣氛
很

像
〔
一
九
七
〇
年
〕
廬
山
會
議
時
那
樣
。」
47
箇
中
意
思
就
是，
周
恩
來
、葉
劍
英
和
鄧
小
平
預
備
走
上
林 

彪
路
線
。四
人幫
認為
，
在
這
種
情
況
下，
萬
萬
不
宜
把
第
一
副
總
理
讓
「反
革
命
分
子

j

鄧
小
平
來
當
。

王
洪
文
毫
無
瑕
疵
地
完
成
江青
交
代
的
任
務
。根
據
張
玉
鳳
的
回
憶
(也
經
過
王
洪
文
證
實
)，
他
向
毛
澤
東
報
告 

說
.•

「總
理
雖
然
病
了
、住
院
，
每
天
仍
忙
著
召
集
人
開
會
到
深
夜
。幾
乎
天
天
有
人
往
他
那
兒跑

。」

48

但
是
毛
澤
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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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氣
了
，
小
張
把
他
的
話
傳
達
給
罵怕
了
的
王
洪
文
：
「如
果你
有
意
見，
應
該
直
接
、當
面
說
，
這
樣
做
，
不
好
。你 

必
須
和
小
平
同
志
團
結
。」
然
後
毛
澤
東
交
代
說
：
「回
去
要
多找
總
理
和
劍
英
同
志
說，
不
要跟
江青
搞

在
一
起，你
 

要
注
意她
。
」49

後
來
，
十
一
月
中
旬
時，
王
海
容
和
唐
聞
生
來
見
他，
他
氣
憤
地
對她
們
說
：
「江青
有
野
心
。她
是
想
叫
王
洪
文 

做
委
員
長
，她
自
己
做
黨
的
主
席。」
50

江青
這
時
候
有
可
能
的
確
懷
抱
這
樣
的
野
心
。但
是
一
九
七
五
年
一
月
召
開
的
十
屆
二
中
全
會，
依
據
人
在
長
沙
的 

毛
澤
東
之
提
案，
選
出
鄧
小
平為
中
央
的
一
位
副
主
席
及
政
治
局
常
委
。後
來
的
第
四
屆
全
國
人
民
代
表
大
會
第
一
次
會 

議
確
認
鄧
小
平為
國
務
院
第
一
副
總
理
。四
月
十
八
日
，
毛
澤
東
回
到
北
京
接
待
來
訪
的
北
韓
首
腦
金
日
成
。毛
澤
東 

說
：我

今
年
八
十
二
了
……

現
在
我
不
談
政
治
了，
由
他
來跟
你

談
〔毛
澤
東
朝
也
參
加
談
話
的
鄧
小
平
比
了
一
比
〕
。

此
人
叫
鄧
小
平
。他
會
打
仗，
還
會
反
修
正
主
義
。紅
衛
兵
整
他，
現
在
沒
事
了
。那
個
時
候
打
倒
了
好
幾
年，
現

在
又
起
來
了
。我
們
要
他
。
51

從
一
九
七
五
年
七
月
起，
鄧
小
平
在
毛
澤
東
點
頭
下，
成為
政
治
局
的
領
導
人
。江青
和她
的
盟
友
氣
到
不
行
。但 

是
他
們並
不
善
罷
干
休
。他
們
發
動
的
「批
林
批
孔」
運
動
失
敗
之
後，
又
發
起
好
幾
次
意
識
型
態
運
動，
如研
究
無
產 

階
級
專
政
理
論
、反
經
驗
主
義
，
以
及
反
「投
降
主
義」
等
運
動
(後
者
是
以
古
典
小
說
《水
滸
傳
》為
張
本
)
。然 

而
，
只
要
主
席
不
點
頭
，
這
些
意
識
型
態
運
動
無
一
能
改
變
政
治
局
的
權
力
平
衡
。因
此
，
「左
派」
這
些
動
員
群眾
打 

黨
內
「修
正
主
義
者」
的
運
動
一
事
無
成
。

江青
必
須
先
克
服
毛
澤
東
這
一
關
。可
是
，她
要
見
毛
澤
東，
又
得
先
過
張
玉
鳳
那
一
關
。一
九
七
四
年
底，
政
治 

局
正
式
派
張
玉
鳳為
主
席
的
機
要
秘
書
。甚
且
，
還
有
形
影
不
離
的
王
海
容
和
唐
聞
生
(兩
人
都
支
持
周
恩
來
)，
擔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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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
澤
東
和
政
治
局
之
間
的
聯
絡
人
。江青
企
圖
以
送
禮
、討
好
等
手
法
爭
取
張
玉
鳳
，
想
和她

攀
交
情
，
可
是
小
張
不怎
 

麼
甩
她

。這
時
候
毛
澤
東
身
邊
又跑
出
一
名
年
輕
女
子
孟
錦
雲
，
擔
任
張
玉
鳳
的
助
理
。孟
錦
雲
非
常
漂
亮
，她
沒
有
理 

由
喜
愛
「左
派
」

。她

因為

紅
衛
兵
的
中
傷
，
從
一
九
六
八
年
至
一
九
七
三
年
被
關
押
坐
牢
。在
張
玉
鳳
協
助
下
，她
來 

找

毛
澤
東
平
反
。一
九
六
〇
年
代
，她
曾
經
是
解
放
軍
空
軍
歌
舞
團
舞
者
，
某
次
演
出
時
被
偉
大
的
舵
手
看
上
。毛
澤
東 

當
場
就
喜
歡她
，
邀她

共
舞
。兩
人
跳
舞
時
，
主
席
還
要她

「不
要
一
本
正
經」

。三
下
兩
下
，
他
就
把她

帶
進
臥
室
。
 

兩
人
交
往並

不
久
，
張
玉
鳳
也
沒
嫉妒
她

。她
反
而
還
相
當
同
情
比她
小
四
歲
的
孟
錦
雲
。孟
錦
雲
在
武
漢
當
了

 
一
段
時 

候
護
士
，
就
被
捕
坐
牢
了
。

一
九
七
五
年
五
月
底
，
孟
錦
雲
重
逢
張
玉
鳳
，
請她
幫

忙
安
排
見
毛
澤
東
。毛
澤
東
聽
了
舊
情
人
不
幸
的
際
遇
，
不 

勝
晞
噓
，
將她

「平
反」
，
留
在
身
邊
。江青

不
高
興
，
但
也
莫
可
奈
何
。s

突
然
間
，
十
月
初
，
江青

和
盟
友
時
來
運
轉
。年
邁
的
獨
裁
者
決
定
讓
侄
子
毛
遠
新
取
代
王
海
容
和
唐
聞
生
，
擔
任 

他
和
政
治
局
之
間
的
聯
絡
員
。很

顯
然
，
他很

想
念
他
。然
而
，
聰
明
、狡
詐
的
毛
遠
新
曉
得
如
何
利
用
情
勢
，
哄
著
伯 

父
偏
袒
江青

。他
熱
切
支
持
江青
，
也
不
避
人
耳
目
。

左
派趁

勢
反
攻
。透
過
毛
澤
東
鍾
愛
的
侄
子
，
他
們
努
力
讓
主
席
對
鄧
小
平
心
生
反
感
。毛
遠
新
向
伯
父
進
言
： 

「『擔
心
中
央
，怕
出
反
覆』

。我很
注
意
小
平
同
志
的
講
話
，
我
感
到
一
個
問
題
，
他很

少
講
『文
化
大
革
命』
的
成
績
， 

很

少
批
判
劉
少
奇
的
修
正
主
義
路
線
。今
年
，
我
一
次
都
沒
聽
到
他
講
如
何
學
習
〔無
產
階
級
專
政
〕
理
論
，
或
批
評 

《水
滸
傳
》，
或
批
評
修
正
主
義
。」54又
說
：
「有
兩
種
態
度
，
一
是
對
『文
化
大
革
命』
不
滿
意
。二
是
要
算
帳
。
」55 

經
過
個
把
月
的
讒
言
，
毛
澤
東
聽
信
了
。他
變
得
憤
怒
，
開
始
對
鄧
小
平
動
輒
發
脾
氣
。在
他
要
求
下
，
政
治
局
委 

員
開
始
批
評
鄧
小
平
。全
國掀

起
「批
鄧
、反
右
傾翻
案
風」
的
一
輪
新
運
動
。鄧
小
平
被
解
除
大
部
分
職
務
，
只
剩
下 

主
持
政
治
局
會
議
的
開
會
與
閉
會
，
以
及
處
理
外
交
政
策
事
項
。

這
場鬥

爭
鬧
到
高
潮
之
際
，
周
恩
來
在
一
九
七
六
年
一
月
八
日
上
午
九
點
五
十
七
分
去
世
。許
多
人
哀
悼
他
的
去 

世

。大
部
分
中
國
人
懷
念
他
的
智
慧
、誠
實
和
仁
慈
。中
國很
少
有
人
有
興
趣
去
細
究
他
是
否真
的
是
這
樣
的
人
物
。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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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

心
目
中
的
他
，
是
個
偉
大
的
領
導
人
。一
月
十
一
日
，
出
殯
的
行
列
帶
著
他
的
骨
灰
往
革
命
英
雄
公
墓
前
進
，
北
京
市 

民
沿
途
慟
哭
相
送
。當
天
在
長
安
大
街
頂
著冰
雪
風
寒
相
送
的
人
群
，估

計
逾
百
萬
人
，
終
其
餘
生
永
遠
都
記
得
白
/
藍 

色
的
巴
士
載
著
敬
愛
的
周
恩
來
走
向
永恆

。

北
京
市很
快
就
傳
出
謠
言
，
說
周
總
理
是
被
痛
恨
他
的
左
派
害
死
的
。三
月
間
，
上
海
《文
匯
報
》
暗
示
周
恩
來
是 

「走
資
派」
，
同
樣
的
謠
言
更
加
熾
盛
。南
京
立
刻
出
現
大
字
報
，
號
召
人
民
出
面
抗
議
。消
息很
快
就
傳
到
北
京
。人
們 

開
始
湧
入
天
安
門
廣
場
，
在
人
民
英
雄
紀
念
碑
四
周
留
下
悼
念
周
恩
來
的
花
圈
、花
環

。這
一
自
發
的
行
動
持
續
了
兩
個 

星
期

。終
於
四
月
四
日清
明
節
到
了
，
在
這
個
傳
統
的
祭
祖
掃
墓
節
日
，
廣
場
人
山
人
海
。市
民
群
情
憤
慨
，
到
處
有
人 

高
喊
：
「誓
死
保
衛
周
總
理
！
」
「偉
大
的
馬
克
思
主
義
者
周
恩
來
萬
歲
！
」
「打
倒
反
對
周
總
理
的
人
！
」
還
有
許
多
人 

高
唱
〈國
際
歌
〉
。％

江青
一夥

人嚇
壞
了
。他
們
害怕
控
制
不
了
的
群眾
運
動
。他
們
的
對
手
一
樣
也很
焦
慮
。他
們
都
不
習
慣
民
主
的 

集
會

。四
月
四
日晚

間
，
政
治
局
召
開
緊
急
會
議
，
通
過
共
同
決
議
要
取
締
未
經
核
可
的
集
會
。奉
毛
澤
東
之
命
代
理
國 

務
院
總
理
的
華
國
鋒
表
示
：
「一
批
壞
人
跳
出
來
了
，
寫
的
東
西
有
的
直
接
攻
擊
主
席
，很

多
攻
擊
中
央
。」

57
四
月
五 

日
，
警
察
出
動
驅
散
集
會
民眾

。江青
在
廣
場
西
側
的
人
民
大
會
堂
，
以
望
遠
鏡
觀
看
公
安
攻
擊
群眾

。

毛
遠
新
「客
觀
地
」
向
毛
澤
東
報
告
，
指
控
民眾

示
威
是
鄧
小
平
慫恿

。毛
澤
東
聽
完
侄
子
的
報
告
，
變
得很
堅 

決
，
支
持
要鎮

壓
「反
革
命
暴
動」

。他
下
達
命
令
.
.「解
除
鄧
小
平
一
切
職
務
。」
％同
一
道
命
令
，
他
指
派
五
十
五
歲 

的
華
國
鋒為

黨
中
央
第-副
主
席
、真

除
國
務
院
總
理
。三
個
星
期
後
，
毛
澤
東
已
經
無
法
講
話
，
用
筆
寫
下
「慢
慢 

來
，
不
要
著
急
。照
過
去
方
針
辦
。你

辦
事
，
我
放
心
」
。59

江青
及
其
他
激
進
派
興
高
采
烈
，
而
北
京
大
部
分
市
民
則
悲
痛
莫
名
。作為
沉

默
的
抗
議
之
表
徵
，
市
民
開
始
在
住 

家
的窗
檯

擺
出
小瓶
子
。這
是
因為

「小瓶
」
與

「小
平
」
同
音
，
把
小瓶
擺
在窗
檯

上
，
反
對
四
人幫
的
人
藉
此
暗喻
 

「鄧
小
平
還
在
台
上」

。

批
鄧
運
動
在
沒
人
支
持
下
，
註
定
失
敗
。大
多
數
幹
部
也
只
是
做
做
表
面
文
章
。毛
澤
東
最
後
一
波
政
治
活
動
也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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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疾而終
。

但
是
偉
大
的
舵
手
可
能
不
完
全
瞭
解
箇
中
狀
況
。他
已
經
一
隻腳
踩

進
墳
墓
裡
。他
的
健
康
狀
況
不
佳，
影
響
他
的 

情緒

。毛
澤
東
經
常
心
急
氣
躁
。他
呼
吸
十
分
困
難，
肺
、腎
和
心
臟
都
不
能
正
常
運
作
。他
一
直
不
停
地
出
汗，
也
持 

續
需
要氧
氣
。由
於
經
常靠
左
側躺
臥，
也
長
出
褥
瘡
。

唯
一
有
改
善
的
是
他
的
視
力
。一
九
七
五
年
七
月
二
十
三
日，
他
左
眼
手
術
成
功
。
為

了
確
保
萬
無
一
失，
幾
位
眼 

科
名
醫
先
對
四
十
名
與
毛
澤
東
情
況
近
似
的
老
人
試
行
開
刀，
拿
他
們
做
實
驗
品
。等
到
確
認
正
確
的
方
法
之
後，
他
們 

才
誠
惶
誠
恐
地
對
偉
大
的
領
袖
動
刀
。
60
張
玉
鳳
回
憶
說
：
「當…
…棉
紗
帶
從
主
席
眼
睛
取
下
時，
他
張
眼
四
望
。突 

然很
興
奮
地
指
著
一
名
侍
從，
正
確
地
說
出她
衣
服
的
顏
色
和
樣
式
。他
也
指
著
牆
說
：
『白
色

！
』
」S

但
是
其
他
方
面
的
病
情並
沒
有
進
步
。根
據
張
玉
鳳
的
回
憶，
有
時
候
他
弱
到
「要餵
他
吃
東
西，
他
都
張
不
了 

口」
。62可
是
，
隔
了 
一
陣
子，
他
又
好
多
了
。他
甚
至
還
有
勇
氣
接
見
外
賓
。譬
如
，
一
九
七
六
年
四
月
三
十
日，
毛 

澤
東
接
見
紐
西
蘭
總
理
羅
伯.穆
爾
東(R

obert M
uldoon

)

。當
然
，
他
沒
辦
法
和
客
人
討
論
嚴
肅
話
題
•，他
只
是
抱 

怨
健
康
太
差
了
。他
說•
•「我
兩
腿
無
力

。」沉

默
了

 
一
會
兒，
他
又
說
：
「天
下
大
亂呢。
」
63

五
月
十
一
日，
他
第
一
次
心
臟
病
發
作
。張
玉
鳳
和
孟
錦
雲
陪
侍
在
側，
寸
步
不
離
。醫
療
團
隊
想
盡
各
種
辦
法， 

隔
了
兩
星
期，
毛
澤
東
才
覺
得
稍
微
好
一
點
。五
月
二
十
日，
他
接
見
來
中
國
訪
問
的
新
加
坡
總
理
李
光
耀
•，五
月
二
十 

七
日
，
又
接
見
巴
基
斯
坦
總
理
阿
里■布
托(A

li B
hutto)

夫
婦
。但
是
，
這
兩
個
場
合，
賓
主
雙
方
都
只
閒
談
十
分 

鐘
，
他
就
非
常
疲
倦，
必
須
停
止
談
話
。①縱
使
如
此，
他
的
客
人
十
分
興
奮
能
見
到
他
。布
托
對
記
者
們
說
：
「他
已 

經
不
年
輕，
可
是
我並
不
預
期
會
見
泰
山啊
！」64後
來
，
中
國
外
交
部
正
式
宣
布
：
主
席
因為

「工
作
忙
碌」
，
將
不 

再
接
見
外
賓。
0

六
月
中
旬，
毛
澤
東
召
見
華
國
鋒
、以
江青
為

首
的
四
人幫
，
以
及
他
的
外
侄
孫
女
王
海
容
。他躺
在
床
上，
氣
喘 

啉
咐
地
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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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生
七
十
古
來
稀
，
我
八
十
多
了
。人
老
總
想
後
事
，
中
國
有
句
古
話
，
叫
「蓋
棺
定
論」
-

我
雖
未
蓋
棺
，
也
快 

了
，
總
可
以
定
論吧
？
我
一
生
幹
了
兩
件
事，
一
是
與
蔣
介
石鬥
了
那麼
幾
十
年，
把
他趕
到
那麼
幾
個
海
島
上
去

了

。抗
戰
八
年
，
把
曰
本
人
請
回
老
家
去
了
.
.
.
.
對
這
些
事
持
異
議
的
人
不
多，
只
有
那麼
幾
個
人，
在
我
耳
邊唧

唧
喳
喳

，
無
非
是
讓
我
及
早
收
回
那
幾
個
海
島
罷
了
。另
一
件
事你
們
都
知
道，
就
是
發
動
文
化
大
革
命
。這
事
擁 

護
的
人
不
多
，
反
對
的
人
不
少
。這
兩
件
事
沒
有
完
。這
筆
「遺
產」
得
交
給
下
一
代
。怎麼
交
？
和
平
交
不
成
就 

動盪
中
交
，搞
不
好
就
「血
雨
腥
風」
了

。你
們怎
麼

辦
？
只
有
天
知
道
。
66

張
玉
鳳
費
了
好
大
勁
傳
達
他
這
項
獨
白
。

六
月
二
十
六
日
，
毛
澤
東
第
二
次
心
臟
病
發
作
，
較
前
次
嚴
重
。他
的
狀
況
已
經
壞
到
無
法
自
行
進
食
，
必
須
從
鼻 

子
塞
進
胃
管餵

食
。華
國
鋒
等
四
個
政
治
局
委
員
組
成
小
組
，
督
導
醫
療
團
隊
，
他
們
亦
輪
流
陪
伴
在
主
席
病
榻
旁
。七 

月
初
，
奧
地
利
著
名
的
腎
臟
科
醫
師
華
德•畢
克
馬
耶(W

alter Birkm
ayer)

前
來
診
察
，
但
是
他
也
無
能為

力
，幫
 

不了主席
。
6 7

毛
澤
東即

將
死
了
，
可
是即

使
是
這
種
情
況
，
他
仍
然
試
圖抓

住
權
力
。他
還
是
要
求
張
玉
鳳
讀
給
他
聽
重
要
公 

文
，
每
天
幾
分
鐘
也
好
。七
月
六
日
，
他
接
獲
報
告••老
戰
友
朱
德
去
世
。他
平
靜
以
對
。

他
經
常
和
小
張
一
起
觀
賞
台
灣
和
香
港
的
電
影
。它
們
可
以幫

助
他
分
神
，
也
使
他
可
以
打
打瞌

睡
。七
月
二
十
七 

至
二
十
八
日
夜
裡
，
離
北
京
不
遠
的
唐
山
市
發
生
芮
氏
儀
七
點
八
規
模
的
大
地
震
，
造
成
二
十
四
萬
多
人
死
亡
、十
六
萬 

人
以
上
受
傷
。地
震
之強

大
，
連
中
南
海
都
可
以
感
覺
到
。毛
澤
東
睡
在
游
泳
池
館
的
床
都
震
動
了
。當
下即
把
他
移
到 

鄰

近
游
泳
池
館
、能
抗
地
震
的I棟
樓
房

。之
後
，
他
還
繼
續
保
留
看
電
影
的
習
慣
。

①
原
書
註
：
布
托
在
記
者
會
上
說
-會
談
進
行
了
二
十
一
分
鐘，
但
中
方
後
來
說，
毛
澤
東
和
這
位
巴
基
斯
坦
總
理
會
面
時
間
沒
超
過
十
分
鐘
。他
和 

李
光
耀
談
話
也
是
這麼
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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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
澤
東
移
住
的
新
樓
房趕

緊
改
裝
，
房
裡
裝
滿
醫
療
器
材
。另

外為

他
備
了
一
間
電
影
間
，
裝
了
投
影
機
和
大
電 

視

。可
以
說
毛
主
席
在
世
的
最
後
一
陣
子
就
在
邊
看
「敵
人」
電
影
，
邊
用
胃
管
鼻
飼
的
方
式
度
過
。

九
月
二
日
，
第
三
次
心
臟
病
發
。這
次
最為

嚴
重
。群
醫
已
經
束
手
無
策
，
救
不
了
他
一
命
，
可
是
他強
大
的
求
生 

意
志
仍
不鬆

懈
。毛
澤
東
一
再
問
醫
生
們
，
他
的
病
情
有
多
嚴
重
。

M他
們
試
圖
安
慰
他
，
其
實
已
不
抱
任
何
希
望
。

九
月
八
日晚

上
八
點
稍
過
，
他
全臉

開
始青

紫
。隔
了
幾
分
鐘
，
四
肢
失
去
感
覺
。醫
生
試
圖
從
他
鼻
子
抽
出
液 

水
，
但
是
他
已
無
反
應
。到
了
九
點
十
六
分
，
他
心
搏
加
速
.，
半
小
時
後
，
血
壓
急
降
。十
點
十
五
分
，
他
陷
入
昏
迷
。
 

不
久
，即

瞳
孔
放
大
，
對
光
線
沒
有
反
應
。九
月
九
日
，
零
點
四
分
，
他
開
始
痙
攣
。兩
分
鐘
後
，
已
停
止
自
己
呼
吸
。
 

午
夜
過
後
十
分
鐘
，
毛
澤
東
心
跳
停
止
。這
個
大
獨
裁
者
、革
命
家
、暴
君
，
得
年
八
十
有
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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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
聲中

國
人
以
活
力
充
沛
、工
作
勤
勉
著
稱
。在
這
個
全
國
只
有
一
個
時
間
的
國
家
，
數
億
人
於
上
午
六
點
同
時
起
床
， 

練
氣
功
、吃
早
飯
，
然
後
各
自
上
班
、上
學
、下
田
、開
店
去

。

北
京
市
民
黎
明即

起
，擠

上
地
鐵
、公
共
汽
車
、火
車

。鈴
聲
響
起
，
有
人
騎
自
行
車
擦
肩
而
過

.，
比
較
有
錢
的
， 

則
坐
計
程
車
或
私
家
車
。他
們
喧
喧
鬧
鬧
地擠
在
街
上
，瞪

著
外
國
遊
客
看
，
也
有
人
在
天
安
門
廣
場
放
大
風
箏
。

一

大
早
起
，
市
場
就嘈
嘈

雜
雜
活
動
起
來
，
無
數
的
小
餐
廳
傳
來
美
食
的
香
味
。進
到
胡
同
裡
，
老
人
、老
婦
靜
靜 

坐
著曬

太
陽
，
小
孩
在
附
近
鑽
進
鑽
出
玩
。你

也
可
以
聽
見
小
販吆
喝
、叫
賣
東
西
。

王
府
井
是
條
主
要
的
購
物
大
街
，
最
近
才
改為

行
人
徒
步
區
，
這
裡
人
潮
特
別
洶
湧
。群眾

熙
來
攘
往
，
但
是你
若 

往
南
走
，
可
以
走
到
北
京
市
著
名
的
長
安
大
街
。往
右
轉
，你

會
經
過
巨
大
的
北
京
飯
店
，
約
十
分
鐘
，
就
到
了
北
京
歷 

史
中
心
天
安
門
廣
場
。往
右
看
，
是
紫
禁
城
，
往
左
看
，
就
是
大
廣
場
。

首
先
進
入
眼
簾
的-就
是
一
幅
毛
主
席
巨
大
肖
像
掛
在
從
前
皇
宮
入
口——

天
安
門
——

上
方

。他
那咄
咄

逼
人
的 

眼
神
、圓
圓
的
前
額
，
還
有
下
唇
下
方
那
顆痣
，
特
別
明
顯
。偉
大
的
舵
手
寶
相
莊
嚴
。看
來
他
已
經很
久
與
中
國
共
產 

黨

、中
國
及
世
界
毫
不
相
干
了
。他
也
管
不
了
，
和
他
一
九
五
六
年
四
月
表
達
的
意
願
相
反
，
他
的
遺
體並
未
火
化
，
而 

是
做
了
防
腐
處
理
，
保
留
下
來
。它
就
擺
放
在
廣
場
上
宏
偉
的
毛
主
席
紀
念
堂
中
。這
座
白
砂
色
建
物
樓
高
三
十
三.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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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尺
、佔
地
近
三
萬
平
方
公
尺
。毛
澤
東
的
遺
體
擺
放
在
中
堂
，
水
晶
棺
置
於
山
東
黑
色
花
崗
石
做
成
的
基
座
上
。主
席 

身
著
灰
藍
色
外
衣
，
覆
蓋
的
紅
旗鑲
綴
著榔
頭
和鐮
刀
。基
座
四
周
白
色青
花
瓷瓶
裡
擺
了
鮮
花
。棺
木
頭
部
位
置-
白 

色
的
大
理
石
牆
上
鐫
著
金
字
「偉
大
的
領
袖
、導
師
毛
澤
東
千
古」

。

中
國
市
場
經
濟
在I

九
七
〇
年
代
末
、八
〇
年
代
初
復
興
，很

大

I

部
分
要
歸
功
於
毛
澤
東
過
世
後
「溫
和
派」
迅 

速
復
職
，
尤
其
是
鄧
小
平
在
一
九
七
七
年
七
月
恢
復
權
位
，它

也
導
致
毛
澤
東
被
商
品
化
。北
京
市
各
地
，
包
括
天
安 

門
，
禮
品
店
的
商
販
，靠

著
毛
澤
東
的
胸
章
、海
報
、半
身
雕
像
和
《毛
語
錄
》
大
發
觀
光
財
。這
個
昔
日
的
領
袖
變
成 

歷
史
紀
念
品
，
在
相
當
程
度
上
也
得
助
於
中
共
新
領
導
人
對
他
的
統
治
做
出
的
評估

。中
國
共
產
黨
在
一
九
八
一
年
宣 

稱
：
「毛
澤
東
同
志
是
偉
大
的
馬
克
思
主
義
者
，
是
偉
大
的
無
產
階
級
革
命
家
、戰
略
家
和
理
論
家
。他
雖
然
在
『文
化 

大
革
命』
中
犯
了
嚴
重
錯
誤
，
但
是
就
他
的
一
生
來
看
，
他
對
中
國
革
命
的
功
績
遠
遠
大
於
他
的
過
失
。他
的
功
績
是
第 

一

位
的
，
錯
誤
是
第
二
位
的
。」1從
此
以
後
，
他
們
再
也
沒
有
重
新
修
正
此
一
評
價
；
這
一
點
倒
也
完
全
符
合
中
國
的 

文
化
傳
統
。中
國
人
和
日
本
人
、越
南
人
及
東
方
其
他
許
多
民
族
一
樣
，
缺
乏
「悔
改
」
的
觀
念

。對
西
方
人
而
言
，
這 

是
基
督
徒
重
要
的
聖
事
，
沒
有它
，
就
沒
有
赦
罪
或清

罪
。但
是
對
於
住
在
天
子腳

下
的
人
而
言
，
重
要
的
是
不
能丟
 

臉

。就
毛
澤
東
這
個
案
例
來
講
，
還
有
一
些
其
他
因
素
可
以
解
釋
此
一
態
度
。毛
澤
東
與
列
寧
、史
達
林
不
一
樣
。列
寧 

和
史
達
林摧
毀

了
十
月
革
命
之
前
已
是
世
界
主
要
大
國
的強
盛
的
俄
羅
斯
；
毛
澤
東
則
把
中
國
從
一
個
半
殖
民
地
改
造
成 

為

獨
立
、強

大
的
國
家
。他
不
僅
是
個
革
命
家
，
改
造
了
社
會
關
係
，
他
還
是
個
民
族
英
雄
，
實
現
了
孫
中
山
首
開
其
端 

的
反
帝
國
主
義
大
革
命
，
迫
使
全
世
界
尊
重
中
國
人
民
。他
把
歷
經
多
年
分
裂
、權
力鬥
爭
和
內
戰
的
中
國
大
陸
統
一
起 

來

。毛
澤
東
統
治
期
間
，
中
國
終
於
能夠
成為
世
界
主
要
地
緣
政
治
中
心
之

I 
,

政
治
上
和
兩
大
超
級強
國
維
持
等
距
離 

關
係
，
也
因
此
吸
引
世
界
輿
論
更
加
重
視
中
國
。當
然
，
在
毛
澤
東
統
治
期
間
，
中
國
人
民
仍
然
貧
窮
，
中
國
經
濟
仍
然 

落
後
，
但
是
同
樣
也
在
這
段
時
期
，
中
國
開
始
以它

的
現
在
、乃
至
以它

的
過
去為
榮
。這
也
是為
什麼
中
國
人
民
忘
不 

了
「偉
大
的
舵
手」

。



6 0 5 尾聲

毛
澤
東
不
只
帶
給
中
國
人
民
族
解
放
，
也
帶
來
社
會
勞
苦
。他
以
及
他
領
導
的
中
國
共
產
黨
，
透
過
欺
騙
和
暴
力
， 

把
極
權
的
社
會
主
義強
加
在
苦
難
已
久
的
中
國
人
民
身
上
，
逼
迫
他
們
墜
入
血
腥
的
社
會
實
驗
深
淵
。數
億
人
的
生
活
因 

此
吃
盡
苦
頭
，
數
千
萬
人
更
因
飢
荒
和鎮
壓
而
死
於
非
命
。整
個
世
代
在
孤絕
於
世
界
文
化
之
下
成
長
。毛
澤
東
對
人
類 

犯
下
的
罪
行
，絕
不
亞
於
史
達
林
和
二
十
世
紀
其
他
獨
裁
者
的
邪
惡
行
徑
。他
罪
行
的
規
模
甚
至
還
更
大
。

可
是
，
毛
澤
東
的
極
權
主
義
還
是
與
俄
國
布
爾
什
維
克
主
義
的
理
論
家
、實
踐
家
不
一
樣
。他
的
性
格
更
加
複
雜
、
 

多
樣
、駁
雜

。他
的
疑
心
病
和
背
信
忘
義絕

不
遜
於
史
達
林
，
但
是
他
沒
有
史
達
林
那麼

殘
酷
無
情
。他
幾
乎
一
輩 

子
——
即

使
在
文
化
大
革
命
期
間——

的
黨
內鬥

爭
中
，
都
遵
行
「治
病
救
人」
的
原
則
，強
迫
他真
實
的
或
想
像
的
對 

手
承
認
「罪
過
」
，
但
沒
判
他
們
死
刑
。這
正
是為

什麼

「溫
和
派」
雖
一
再
有
人
遭
到
整
肅
，
在
他
去
世
後
又
能
站
起 

來

、掌
握
權
力
的
緣
故
。毛
澤
東
沒
有
治
癒
鄧
小
平
及
其
支
持
者
的
「病
」
，
但
是
他
也
沒
把
他
們
殺
掉
。他
甚
至
也
沒 

有
下
令
殺
掉
劉
少
奇
，
這
位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主
席
是
被
憤
怒
的
紅
衛
兵
逼
死
的
。而
且
，
毛
澤
東
也
沒
有
對
舊
日
敵
人 

報
復

。他
沒
有
殺
博
古
、周
恩
來
、任
弼
時
、張
國
燾
，
甚
至
也
沒
殺
王
明
。他
在
逼
他
們
做
了
自
我
批
評
後
，
試
圖
與 

他
們找

出
共
同
語
言
。換
句
話
說
，
他
逼
他
們
「丟臉
」
，
但
讓
他
們
保
住
權
位
。

凡
此
種
種
，
毛
澤
東
是
道
道
地
地
的
中
國
領
導
人
和
思
想
家
，
能
把
外
國
布
爾
什
維
克
主
義
的
原
則
，
不
僅
和
中
國 

革
命
的
實
務
結
合
起
來
，
也
和
中
國
傳
統
結
合
起
來
。

一
個
有
才
能
的
中
國
政
客
、歷
史
學
家
、詩
人
、哲
學
家
、權
傾
一
時
的
獨
裁
者
、活
躍
的
組
織
家
、手
段
高
明
的 

外
交
官
、烏
托
邦
社
會
主
義
者
、全
世
界
人
口
最
大
國
家
的
元
首
，
同
時
也
是
一
個
不
屈
不
撓
的
革
命
家
、一
心
一
意
要 

改
造
數
億
人
的
生
活
方
式
和
意
識
的
民
族
革
命
的
英
雄
、雙
手
沾
血
的
社
會
改
造
者
——

歷
史
將
這
樣
記
載
毛
澤
東
。他 

一
生
波
濤
壯
闊
，
不
能
以
單
一
意
義
來
形
容
他
。

這
也
是為
什麼
他
安
息
在
中
國
中
心
一
座
皇
帝
陵
寢
，
而
且
廣
場
高
掛
著
他
的
巨
幅
肖
像
。他
還
會
在
那
裡很
長
一 

段
時
間
，
或
許
永
遠
在
那
裡
也
不
一
定
。本
質
上-毛
澤
東
現
象
反
映
出
中
國
在
二
十
世
紀
複
雜
、矛
盾
的
軌
跡
，
反
映 

出
這
個
社
會
、經
濟
落
後
的
東
方
大
國
，
與
過
去
徹
底
決
裂
，
在
八
十
年
之
內
走
向
現
代
的
軌
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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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
澤
東
的
成
就
不
容
爭
辯
。他
的
過
錯
和
罪
行
也
不
容
否
認
。然
而
，
中
國
人
把
他
們
對
毛
澤
東
專
制
獨
裁
的
社
會 

主
義
之
憤
怒
，
統
統
傾
瀉
到
偉
大
舵
手
的
親
密
戰
友
身
上
。他
太
太
在
主
席
故
世
一
個
月
後
，
被
華
國
鋒
「出
賣
」
，
遭 

到
逮
捕

。江青
和
文
化
大
革
命
其
他
領
導
人
於
一
九
八
〇
年
底
、

I

九
八
一
年
初
出
庭
應
訊
。江青

不
認
罪
，她
向
全
世 

界
高
聲
否
認
：
「我
做
的
一
切
，
都
是
毛
主
席
要
我
做
的
。我
是
毛
主
席
的
一
條
狗
，
毛
主
席
叫
我
咬
誰
我
就
咬
誰
。」 

?她
被
判
處
死
刑
、緩
刑
兩
年
。張
春
橋
刑
罰
相
同
。其
他
的
左
派
領
導
人
王
洪
文
、姚
文
元
和
陳
伯
達
，
刑
期
分
別
是 

無
期
徒
刑
、二
十
年
和
十
八
年
。；
隔
了
兩
年
，
江青
和
張
春
橋
的
死
刑
改
判為
無
期
徒
刑
。

江青
坐
牢
坐
到
一
九
八
四
年
五
月
初
，
後
改為

在
家
軟
禁
。但
是
，
一
九
八
九
年
，
學
生
示
威
在
天
安
門
廣
場
受
到 

鎮

壓
後
，她

又
被
關
進
大
牢
，
這
回
是
因為
她

批
評
鄧
小
平
殺
害
學
生
。可
是
，
不
久她

就
出
獄
，
關
押
在
北
京
東
北
區 

一
戶
兩
層
樓
洋
房
裡
。一
九
九
一
年
三
月
中
旬
，
因為

健
康
惡
化
，
江青
被
送
進
公
安
部
管
理
的
一
家
醫
院
。或
許
是
厭 

倦
無
意
義
的
苟
活
，
一
九
九
一
年
五
月
十
四
日
夜
裡
，她

以
毛
巾
結
繩
，
在
醫
院
浴
室
上
吊
自
殺
。她

的
遺
書
寫
著
： 

「主
席
-我
愛您
！您
的
學
生
和
戰
士
來
看您
來
了。」4

毛
澤
東
的
前
妻
賀
子
珍
一
九
八
四
年
四
月
十
九
日
於
上
海
過
世
。他
唯
一
在
世
的
兒
子
毛
岸青
二
〇
〇
七
年
三
月
二 

十
三
日
死
於
北
京
。毛
澤
東
的
女
兒
李
敏
、李
訥
，
今
天
還
活
著
，
住
在
北
京
。毛
澤
東
的
子
女
早
已
各
生
子
女
。毛
岸 

青

和
李
訥
生
下
兒
子
，
李
敏
有
一
兒
一
女
。毛
澤
東
的
侄
女
毛
遠
志
和
毛
遠
新
也
都
有
子
女
。孫
兒
女
輩
皆
已
長
大
成 

人
，
其
中
之
一
是
直
系
血
胤——

毛
冬
東
，即

毛
岸青

的
孫
子
。他
已
經
九
歲
，
而
且
湊
巧
生
在
二
〇
〇
三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六
日
，即
曾
祖
父
一
百
一
十
歲
冥
誕
之
日
。

他
們
周
遭
一
片
新
氣
象
。中
國
社
會
已
在
快
速
現
代
化
。許
多
中
國青
年
吸
收
科
技
新
知
；
他
們
經
商
，
也
到
國
外 

就
學

。毛
澤
東
的
後
嗣
也
不
例
外
。李
敏
的
女
兒
孔
東
梅
二
〇
〇
一
年
五
月
在
美
國
拿
到
文
學
碩
士
學
位
。李
敏
的
兒
子 

孔
繼
寧
則
是
商
人
。

後
毛
澤
東
時
期
的
改
革
派
今
天倶
已
逝
去
，
可
是
中
國
繼
續
向
前
走
。社
會
實
驗
的
時
期
倶

往
矣
。中
國
正
在
發
展 

混
合
經
濟
的
新
社
會
。這
個
大
國
的
面
貌
以
驚
人
的
速
度
在
改
變
中
。毛
澤
東
過
世
後
開
始
的
改
革
，
刺
激
中
國
人
民
各



種
活
潑
旺
盛
的
活
動
。毛
澤
東
思
想
對
中
國
政
治
及
意
識
型
態
生
活
的
影
響
，迄

今
仍很
強

大
，
但
是
這
些
改
革
的
成 

功
，
預
示
著它
們
不
會
持
續
太
久
了
。

★

文
化
大
革
命
開
始
時
，
毛
澤
東
給
了
江青
一
封
信
，
表
示
歡
迎
「天
下
大
亂」

。當
時
，
他
寫
說
：

我
是
自
信
、又
有
些
不
自
信
。我
少
年
時
曾
說
過
：
「自
信
人
生
二
百
年
，
會
當
水
擊
三
千
里
。」
可
見
神
氣
十
足 

了
-

但
又
不很
自
信
，
總
覺
得
山
中
無
老
虎，猴
子
稱
大
王
，
我
就
變
成
這
樣
的
大
王
了
。但
也
不
是
折
中
主
義， 

在
我
身
上
有
些
虎
氣
，
是為
主
，
也
有
些猴
氣
，
是為
次
。我
曾舉
了
後
漢
人
李
固窝
給
黃
瓊
信
中
的
幾
句
話
： 

「嶢
嶢
者
易
折
，
皎
皎
者
易汙
，
陽
春
白
雪
，
和
者
蓋
寡
，
盛
名
之
下
，
其
實
難
副
。」這
後
兩
句
，
正
是
指
我
。

5

毛
澤
東
的
自
我
分
析
是
否
正
確
？
或
者
他
又
在耍
花
樣
？
或
者
他
是
和
太
太
分
享
他
最
深
層
的
秘
密
？
我
們
不
知
道
。主 

席
早
已
經
去
見
馬
克
思
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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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I

毛
澤
東
年
表

一
八
九
三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六
日——
毛
澤
東
(家
中
次
子
，
又
名
潤
之)
生
於
湖
南
省
湘
潭
縣
韶
山
沖
；
父
毛
貽
昌
、母
文
七
妹
。
 

一
九
一
三
年
春
至
一
九
一
八
年
六
月——
在
長
沙
省
立
第
四(後
改為
第
一)
師
範
學
校
就
讀
。

一
九
一
八
年
四
月——
參
加
組
織
「新
民
學
會」

。

一
九
一
八
年
十
月
至
一
九
一
九
年
三
月——
在
北
京
大
學
圖
書
館
當
助
理
，
首
度
接
觸
馬
列
主
義
。

一
九
二
一
年
一
月
一
日
至
三
日——
在
長
沙
成
立
共
產
主
義
組
織
。

一

九
二
一
年
七
月
二
十
三
日
至
三
十
一
日——
以
湖
南
代
表
身
分
在
上
海
及
嘉
興
參
加
中
國
共
產
黨
第
一
次
全
國
代
表
大
會
。

一
九
二
三
年
六
月
十
二
日
至
二
十
日——
在
廣
州
參
加
中
國
共
產
黨
第
三
次
全
國
代
表
大
會，
當
選為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會
委
員
， 

並
出
任
中
執
會
秘
書
、組
織
部
部
長
。三
大
之
後
，
遵
循
統
一
戰
線
政
策
，
他
加
入
國
民
黨
。

一
九
二
四
年
一
月
二
十
日
至
三
十
日——
在
廣
州
參
加
中
國
國
民
黨
第
一
次
全
國
代
表
大
會，
當
選
國
民
黨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會
候 

補委員
。

一
九
二
五
年
二
月
至
八
月——
請
病
假
回
家
休
養
，
領
導
韶
山
及鄰
近
村
莊
貧
農
及
貧
民
運
動
。

一
九
二
五
年
十
月
至
一
九
二
六
年
五
月——
在
廣
州
擔
任
國
民
黨
中
執
會
宣
傳
部
代
理
部
長
。主
編
國
民
黨
刊
物
《政
治
週
刊
》
。
 

一
九
二
七
年
一
月
四
日
至
二
月
五
日——
在
湖
南
進
行
農
民
運
動
調查
研

究
，
後
來
主
張
激
進
的
農
民
革
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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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九
二
七
年
四
月
十
二
日——
蔣
介
石
在
上
海
及
華
東
其
他
地
區
發
動
血
腥
的
白
色
恐
怖
。

一
九
二
七
年
四
月
二
十
七
日
至
五
月
九
日——
在
武
漢
參
加
中
國
共
產
黨
第
五
次
全
國
代
表
大
會，
當
選為
中
央
候
補
委
員
。

一
九
二
七
年
七
月
十
五
日——
國
民
黨
左
派
領
導
人
汪
精
衛
打
破
與
共
產
黨
的
統
一
戰
線
。

一
九
二
七
年
八
月
七
日——
在
漢
口
參
加
中
共
中
央
緊
急
會
議
，
當
選為
中
央
臨
時
政
治
局
候
補
委
員
。

一
九
二
七
年
九
月
九
日
至
十
九
日——
在
湖
南
東
部
組
織
共
產
黨
暴
動
，
失
敗
後
，
前
往
湘'
赣

邊
界
井
岡
山
的
高
山
地
區
，
在 

地
方
土
匪
協
助
下
，
建
立
第
一
個
蘇
區
。

一
九
二
八
年
四
月
二
十
日
或
二
十
一
日——
朱
德
的
部
隊
與
毛
澤
東
的
部
隊
在
湘
南
會
師
，
隨即
打
出
中
華
工
農
革
命
軍
第
四
軍 

團
的
番
號
。一
九
二
八
年
六
月，
毛
澤
東
組
建
紅
軍
。

一
九
二
八
年
六
月
十
八
日
至
七
月
十
一
日——
中
國
共
產
黨
第
六
次
全
國
代
表
大
會，
毛
澤
東
雖
未
出
席
，
仍
當
選為
中
央
委
員
。

一
九
二
九
年
一
月
至
二
月——
率
領
部
隊
進
入
江
西
和
福
建
邊
境
地
區
。

一
九
三
〇
年——
毛
澤
東
成為
紅
一
方
面
軍
總
政
委
，
兩
度
攻
打
長
沙
。

一
九
三
〇
年
九
月——
在
上
海
的
中
央
擴
大
全
會
上
，
當
選為
政
治
局
候
補
委
員
。

一
九
三
〇
年
十
月——
在赣
南
建
立
游
擊
根
據
地
，
稱為

「中
央
蘇
區」

。

一
九
三
〇
年
士
一
月——
發
動
「富
田
事
件」

。
I

九
三
〇
年
底
至
一
九
三
一
年
九
月——
毛
澤
東
部
隊
三
次
擊
退
蔣
介
石
針
對
中
央
蘇
區
的
剿
匪
之
役
。

一
九
三
一
年
十
一
月
七
日
至
二
十
日——
毛
澤
東
在
瑞
金
主
持
第
一
屆
中
華
蘇
維
埃
大
會，
當
選為
中
華
蘇
維
埃
共
和
國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會
主
席
及
人
民
委
員
會
主
席
。

一
九
三
一
年
至
一
九
三
二
年——
受
到
中
共
中
央
攻
擊
，
被
剝
奪
掉
在
紅
軍
的
一
切
職
務
。

一
九
三
三
年
二
月
至
一
九
三
四
年
十
月——
中
央
蘇
區
紅
軍
對
抗
蔣
介
石
部
隊
的
第
四
次
及
第
五
次
圍
剿
。

一
九
三
四
年
一
月
十
五
日
至
十
八
日——
在
莫
斯
科
堅
持
下
，
他
在
中
共
中
央
擴
大
全
會
上
由
政
治
局
候
補
委
員
遞
升為
委
員
。
 

一
九
三
四
年I

月
二
十
二
日
至
二
月
一
日——
參
加
第
二
屆
中
華
蘇
維
埃
大
會
工
作
，
當
選
連
任
中
華
蘇
維
埃
共
和
國
中
央
執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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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
員
會
主
席
，
但
被
拔
掉
人
民
委
員
會
主
席
職
務
。

I

九
三
四
年
十
月——
和
紅
軍
部
隊
展
開
長
征
。

一
九
三
五
年
一
月
十
五
日
至
十
七
日——
在
遵
義
參
加
政
治
局
擴
大
會
議
。他
批
評
黨
和
軍
的
領
導
。當
選為
政
治
局
常
務
委 

員
，並
被
任
命為
紅
軍
總
政
委
的
副
手
。

一
九
三
五
年
三
月
四
日——
被
任
命為
紅
軍
前
敵
政
委
。

一
九
三
五
年
七
月
至
八
月——
史
達
林
開
始
推
動
毛
澤
東
個
人
崇
拜
。

一
九
三
五
年
九
月
至
一
九
三
六
年
十
一
月——
與
張
國
燾
分
裂-張
國
煮另
立
中
央
。

一
九
三
五
年
十
月——
完
成
長
征
。毛
澤
東
開
始
在
陝
北
建
立
蘇
區
。

一
九
三
七
年
七
月——
日
本
發
動
全
面
侵
華
戰
爭
。

一
九
三
七
年
九
月
二
十
二
日
至
二
十
三
日——
與
國
民
黨
成
立
第
二
次
統
一
戰
線
。

一
九
三
八
年
七
月——
共
產
國
際
執
委
會
總
書
記
季
米
特
洛
夫
傳
達
給
中
共
中
央，
莫
斯
科
決
定
承
認
毛
澤
東為
中
國
人
民
的
領 

導
人
。共
產
國
際
堅
持
中
國
共
產
黨
團
結
在
毛
澤
東
四
周
。

一
九
三
九
年
十
二
月
至
一
九
四
〇
年
一
月——
提
出
新
民
主
主
義
理
論
。

1

九
四
二
年
二
月——
展
開
黨
內
大
規
模
整
肅
的
「整
風」
運
動
。

一
九
四
五
年
四
月
二
十
三
日
至
六
月
十
一
日——
在
延
安
主
持
中
國
共
產
黨
第
七
次
全
國
代
表
大
會
。大
會
通
過
新
黨
章
，
宣
稱 

「毛
澤
東
思
想」
「指
導
整
個
工
作」

。他
當
選為
中
央
委
員
。七
屆
一
中
全
會
上
，
被
推為
中
央
委
員
會
主
席
、政 

治
局
主
席
，
以
及
中
央
書
記
處
主
席
。

一
九
四
五
年
八
月
十
四(十
五
)
日
——
日本投降
。

一
九
四
五
年
八
月
底
至
十
月
中
旬——
到
重
慶
與
蔣
介
石
及
國
民
黨
其
他
領
導
人
進
行
和
談
。

一
九
四
六
年
六
月——
與
國
民
黨
重啟
內
戰
。

一
九
四
九
年
一
月
三
十
一
日——
解
放
軍
進
入
北
平(今北京)
。



毛 澤 東 ：真 實 的 故 事 612

一
九
四
九
年
九
月
三
十
日——
當
選為
中
央
人
民
政
府
主
席
。

一
九
四
九
年
十
月
一
日——
宣
布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建
政
。

一
九
四
九
年
十
二
月
十
六
日
至
一
九
五
〇
年
二
月
十
七
日
——
前
往
蘇
聯
正
式
訪
問
，
與
史
達
林
進
行
談
判
，
簽
訂
中
蘇
友
好
同 

盟
互
助
條
約
。

一
九
五
〇
年
六
月——
展
開
新
民
主
主
義
農
業
改
革
。

一
九
五
〇
十
月
十
九
日——
派
解
放
軍
部
隊
到
朝
鮮
，
參
加
對
抗
聯
合
國
部
隊
的
戰
爭
。

一
九
五
三
年
一
月——
開
始
推
行
第
一
個
五
年
計
劃
。

一

九
五
三
年
夏
天——
提
出
以
蘇
聯
模
式
建
設
社
會
主
義
的
黨
的
總
路
線
。

一
九
五
三
年
至
一
九
五
四
年——
編
造
高
崗
、饒
漱
石
事
件
。

一
九
五
四
年
九
月
十
五
日
至
二
十
八
日——
主
持
第
一
屆
全
國
人
民
代
表
大
會
第
一
次
會
議
，
通
過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憲
法
。當 

選為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主
席
。

一
九
五
五
年
至
一
九
五
六
年——
農
業
、工
業
及
商
業
社
會
主
義
改
造
。

一
九
五
六
年
四
月
二
十
五
日——
在
政
治
局
擴
大
會
議
發
表
〈論
十
大
關
係
〉
講
話
，
對
中
共
關
於
社
會
主
義
建
設
有
別
於
蘇
聯 

模
式
的
新
政
策
奠
下
基
礎
。

一
九
五
七
年
二
月
二
十
七
日——
在
最
高
國
務
會
議
發
表
〈論
正
確
處
理
人
民
內
部
矛
盾
〉
的
講
話
，
提
出
「百
花
齊
放
、百
家 

爭
鳴」
運
動
。這
項
運
動
旋即
於
六
月
八
日
叫
停
，
展
開
對
「右
派
資
產
階
級
分
子」
的鬥
爭
。

一
九
五
八
年
二
月
十
八
日——
在
政
治
局
擴
大
會
議
上
宣
布
以
「多

、快
、好
、省
」
政
策
作為
黨
的
社
會
主
義
建
設
之
新
的
總 

路
線
。三
個
月
後
，
中
共
八
大
二
次
會
議
確
認
這
項
政
策
。大
躍
進
正
式
開
始
。

一
九
五
八
年
十
一
月
至
十
二
月——
向
中
共
中
央
全
會
提
出
要
求
，
希
望
交卸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主
席
職
務
。四
個
月
後
，
他
的 

要
求
經
中
央
全
會
同
意
、全
國
人
民
代
表
大
會
通
過
。劉
少
奇
繼
任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主
席
。

一
九
五
九
年
七
月
二
日
至
八
月
十
六
日——
主
持
政
治
局
及
中
央
全
會
廬
山
擴
大
會
議
。針
對
批
評
大
躍
進
的
彭
德
懷
及
其
支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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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發動鬥
爭
。

一
九
六
〇
年
四
月——
中
共
與
蘇
共
公
開
展
開
論
戰
。

一
九
六
一
年
春
天——

毛
澤
東
退
居
「第
二
線」
，
把
中
共
中
央
日
常
領
導
工
作
移
交
給
「溫
和
派」
劉
少
奇
。劉
少
奇
推
行 

「調
整」
政
策
。

一
九
六
二
年
一
月
至
二
月——
七
千
名
幹
部
到
北
京舉
行
中
央
擴
大
會
議，
毛
澤
東
的
政
策
受
到
批
評
。他
也
做
了
自
我
批
評
。

一
九
六
二
年
七
月——
回
到
「第
一
線」
，
發
動
對
黨
內
「溫
和
派」
的鬥
爭
。

一

九
六
五
年
十
一
月
十
日——
在
他
授
意
下
，
上
海
《文
匯
報
》
登
出
姚
文
元
批
評
吳晗
歷
史
劇
《海
瑞
罷
官
》
的
文
章
。

一
九
六
六
年
五
月
十
六
日——
在
毛
澤
東
授
意
下
，
政
治
局
擴
大
會
議
以
中
共
中
央
名
義
通
過
一份
告
全
國
黨
組
織
的
公
告
，
號 

召
全
黨
高舉
無
產
階
級
文
化
大
革
命
的
大
旗
。

一
九
六
六
年
八
月
五
日——
寫
下
大
字
報
〈砲
打
司
令
部
〉，
指
示
紅
衛
兵
攻
擊
黨
內
最
高
階
層
的
「溫
和
派」

。

一
九
六
六
年
八
月
至
十
一
月——
在
天
安
門
廣
場
接
見
紅
衛
兵
集
會
遊
行
。

一
九
六
七
年
二
月——

一
群
政
治
局
委
員
站
出
來
反
對
文
化
大
革
命
。

一
九
六
七
年
五
月
至
七
月——
武
漢
發
生
針
對
紅
衛
兵
極
端
分
子
的
群眾
騷
亂
。

一
九
六
八
年
七
月
三
日——
要
求
立即
停
止
紅
衛
兵
過
當
行
動
。接
下
來
兩
個
月
，
解
放
軍
出
動
，
恢
復
秩
序
。

一
九
六
九
年
三
月
二
日
至
十
五
日——
中
、蘇
邊
防
部
隊
在
珍
寶
島
發
生
武
裝
衝
突
。

一
九
七
〇
年
八
月
二
十
三
日
至
九
月
六
日——
中
共
中
央
在
廬
山
召
開
會
議
，
毛
澤
東
對
林
彪
及
其
部
屬
展
開
打
擊
。

一
九
七
一
年
九
月
十
三
日——
林
彪
夫
妻
及
兒
子
搭
機
出
亡
，
飛
機
墜毀
在
蒙
古
人
民
共
和
國
境
內
。機
上
人
員
全
部
身
亡
。

一
九
七
一
年
十
月
二
十
五
日——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成為
聯
合
國
會
員
國
。

一
九
七
一
年
秋
天——
毛
澤
東
病
情
嚴
重
，
醫
師
診
斷為
充
血
性
心
臟
衰
竭
。

一
九
七
二
年
二
月
二
十
一
日——
接
見
來
華
正
式
訪
問
的
美
國
總
統
尼
克
森，
進
行
六
十
五
分
鐘
的
「哲
學
討
論」

。

一
九
七
二
年
二
月
二
十
八
日——
中
、美
在
上
海
發
表
聯
合
公
報
，
象
徵
兩
國
往
關
係
正
常
化
發
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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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九
七
四
年
一
月——
毛
澤
東
因
白
內
障
雙
眼
失
明
。

一
九
七
四
年
二
月——
提
出
「三
個
世
界」
理
論
。

一
九
七
四
年
夏
天——
醫
生
診
斷
他
得
了
盧•賈
里
格
氏
症(肌
萎
縮
性
脊
髓
側
索
硬
化
症
)
。

一
九
七
六
年
一
月——
周
恩
來
去
世
。他
任
命
華
國
鋒為
國
務
院
代
理
總
理
，並
將
中
共
中
央
日
常
領
導
工
作
委
付
給
華
國
鋒
。
 

一
九
七
六
年
三
月
十
九
日
至
四
月
五
日——
天
安
門
廣
場
出
現
示
威
集
會
。中
國
公
民
對
周
恩
來
去
世
表
達
哀
思
。政
治
局
派
出 

公
安
取
締
，
驅
散
民眾

。毛
澤
東
支
持鎮
壓
「反
革
命
動
亂」

。

一
九
七
六
年
四
月
七
日——
派
華
國
鋒為
中
共
中
央
第
一
副
主
席
及
國
務
院
總
理
。

一
九
七
六
年
九
月
九
日
零
時
十
分——
毛
澤
東
過
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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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二

系
譜

父
母
親

父
(毛
氏
第
十
九
代
「貽
」
字
輩)——

毛
貽
昌
(
一
八
七
〇
年
十
月
十
五
日
生
、一
九
二
〇
年
一
月
二
十
三
日
歿
)

母
——
文
七
妹
(
一
八
六
七
年
二
月
十
二
日
生
、一
九
一
九
年
十
月
五
日
歿
)

妻
室

第
一
任
妻
子——
羅
一
姑
(
一
八
八
九
年
十
月
二
十
日
生
、一
九
一
〇
年
二
月
十
一
日
歿
)
。於
一
九
〇
七
年
底
或
一
九
〇
八
年 

初結婚
。

第
二
任
妻
子——
楊
開
慧
(
一
九
〇
一
年
十
一
月
六
曰
生
、

I

九
三
〇
年
十
一
月
十
四
日
歿)
。於
一
九
二
〇
年
十
二
月
結
婚
。
 

第
三
任
妻
子——
賀
子
珍
(
一
九
〇
九
年
九
月
生
、一
九
八
四
年
四
月
十
九
日
歿
)
。於
一
九
二
八
年
五
月
二
十
五
或
二
十
六
日 

結
婚
。

第
四
任
妻
子——
江青
(
一
九
一
四
年
三
月
生
、一
九
九
一
年
五
月
十
四
日
歿
)
。於
一
九
三
九
年
十
一
月
十
九
日
結
婚
。

子
女

第
一
個
子
女(第
二
任
妻
子
所
生)——

兒
子
毛
岸
英(毛
氏
第
二
十
一
代
「遠
」
字
輩)(
一
九
二
二
年
十
月
二
十
四
日
生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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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五
〇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五
日
歿)

毛
岸
英
的
妻
子——
劉
思
齊
，
後
來
改
名
劉
松
林(
一
九
三
〇
年
三
月
二
日
生)
。於
一
九
四
九
年
十
月
十
五
日
結
婚
。

第11

個
子
女
(第11

任
妻
子
所
生)——

兒
子
毛
岸青
(毛
氏
第
二
十
一
代
「遠
」
字
輩)(
一
九
二
三
年
十
一
月
十
三
曰
生
、二 

〇
〇
七
年
三
月
二
十
三
曰
歿
)
。

毛
岸青
的
妻
子——
張
少
華
，
後
來
改
名
邵
華(
一
九
三
八
年
十
月
三
十
日
生
、二
〇
〇
八
年
六
月
二
十
四
日
歿
)
。於
一 

九
六
〇
年
結
婚(譯
按
：
本
名
陳
安
雲
，
和
劉
松
林
是
同
母
異
父
姐
妹
)
。

第
三
個
子
女(第
二
任
妻
子
所
生)——

兒
子
毛
岸
龍(毛
氏
第
二
十
一
代
「遠
」
字
輩)(一

九
二
七
年
四
月
四
日
生
、一
九
三 

一
年
五
月
歿
)
。

第
四
個
子
女(第
三
任
妻
子
所
生)——

女
兒
毛
金
花(
一
九
二
九
年
五
月
底
生
、卒
年
不
詳
)
。

第
五
個
子
女(第
三
任
妻
子
所
生)——

兒
子
毛
岸
紅(毛
氏
第
二
十
一
代
「遠
」
字
輩)(
一
九
三
二
年
十
一
月
初
生
、卒
年
不 

詳
)
。

第
六
個
子
女(第
三
任
妻
子
所
生)——

兒
子
(毛
氏
第
二
十
一
代
「遠
」
字
輩)(
一
九
三
三
年
秋
末
或
初
冬
生
、卒
年
不
詳
)
。
 

第
七
個
子
女(第
三
任
妻
子
所
生)——

女
兒
(
一
九
三
五
年
二
月
生
、卒
年
不
詳
)
。

第
八
個
子
女(第
三
任
妻
子
所
生)——

女
兒
嬌
嬌•，毛
澤
東
後
來
替她
改
名
李
敏(
一
九
三
七
年
一
月
生
)
。

李
敏
的
丈
夫——
孔
令
華
(
一
九
三
四
年
生
、一
九
九
九
年
一
月
二
十
日
歿)
。於
一
九
五
八
年
八
月
二
十
九
日
結
婚
。

第
九
個
子
女(第
三
任
妻
子
所
生)——

兒
子
李
歐
瓦(Lyova)

(毛
氏
第
二
十
一
代
「遠
」
字
輩
)
(
一
九
三
八
年
四
月
六
日 

生
、一
九
三
八
年
十
二
月
歿
)
。

第
十
個
子
女(第
四
任
妻
子
所
生)——

女
兒
李
訥(
一九四〇
年
八
月
三
日
生
)
。

李
訥
的
第
一
任
丈
夫——
徐
寧
(生
、卒
年
月
不
詳)
。於
一
九
七
〇
年
結
婚
，
於
一
九
七
四
年
或
一
九
七
六
年
離
異
。

李
訥
的
第
二
任
丈
夫——
王
景清
(
一
九
三
二
年
生)
。於
一
九
八
四
年
初
結
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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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
兒
女
輩

孫
兒

(

毛
岸青
所
生

)
——

毛
新
宇

(

毛
氏
第
二
十
二
代
「世」
字
輩

)

(

一
九
七
〇
年
一
月
十
七
日
生
)
。①

毛
新
宇
的
第
一
任
妻
子
——

郝
明
莉

(

一
九
七
二
年
一
月
生
、二
〇
〇
三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九
日
歿
)
。於
一
九
九
七
年
十
二 

月
七
日
結
婚
。婚
姻
結
束
於
二
〇
〇
二
年
五
月
。②

毛
新
宇
的
第
二
任
妻
子
——

劉
濱

(

一
九
七
七
年
初
生

)

。於
二
〇
〇
二
年
結
婚
。

外
孫
兒

(

李
敏
所
生

)
——

孔
繼
寧
③

(

一
九
六
二
年
十
月
二
十
七
日
生
)
。

孔
繼
寧
的
妻
子
——

沈
蓉

(

出
生
日
、結婚
日
不
詳
)
。

外
孫
女

(

李
敏
所
生

)
——

孔
東
梅
④

(

一
九七二年
生
)
。

外
孫
兒

(

李
訥
和
徐
寧
所
生

)
——

徐
小
寧
。李
訥
和
徐
寧
離
婚
後
，
改
名
李
小
寧
⑤
，
但
是
李
訥
一
九
八
四
年
再
嫁
王
景清
 

後
，
他
又
改
名
王
效
芝
©
,

(

一九七二年
生
)
。

王
效
芝
的
妻
子
——

於
二
〇
〇
七
年
結
婚
。

曽
孫
兒
女
輩

曾
孫

(

毛
新
宇
和
劉
濱
所
生} 
I

毛
冬
東
，罾
H jc
名
毛
東
東
，
因為
李

_

«

得
「冬
東」
這
個
名
字
太
「冷」
(毛
氏
第
二
十
三

① 

原
書
註
：
名
字為
毛
澤
東
所
取，
他並
不
想
按
照
宗
族
系
譜
排
輩
給
孫
子
命
名
。大
體
上
-
共
產
黨
掌
政
後，
中
國
人
依
系
譜
排
輩
命
名
的
傳
統即
 

已
消
失
。
很

長
一
段
時
間，
毛
澤
東
家
人
把
這
小
孩
稱
作
「毛
毛」
。這
也
是
毛
澤
東
和
賀
子
珍
所
生
的
兒
子
毛
岸
紅
的
小
名
。

② 

原
書
註
：郝
明
莉
死
於
秦
城
監
獄
。二
〇
〇
二
年她
聽
說
毛
新
宇
想
和她
離
婚
後
和
他
大吵
，
同
年
五
月即
被
關
進
監
獄
。(編
註
：
原
書
記郝
明 

莉
死
於
「江
西」
秦
城
監
獄，
此為
誤
記，
該
監
獄
位
於
北
京。
)

③ 

原
書
註
：
名
字
由
毛
澤
東
和
小
孩
的
祖
父
所
取
。

④ 

原
書
註
••毛
澤
東為
她

取
名
。取
自
己
名
字
的
「東j

,
加
上
他
一
生
喜
愛
的
「梅」
花

。

⑤ 

編
註
：
原
書
誤
植拼
音為

Li X
iaoyu

。

®

原
書
註
：
名
字為
李
訥
所
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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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代」
字
輩)(
二
0
〇
三
年
士 一

月
二
十
六
曰
生
)
。

外
曾
孫
女(孔
東
梅
所
生)——
(
二〇
〇
五
年
生
)
。

外
曾
孫
(孔
東
梅
所
生)——
(
二〇
〇
七
年
十
月
生
)
。

弟
弟
(毛
氏
第
二
十
代
「澤
」
字
輩)

弟
弟
——
毛
澤
民
(
一
八
九
六
年
四
月
三
曰
生
、一
九
四
三
年
九
月
二
十
七
曰
歿
)
。

毛
澤
民
的
第
一
任
妻
子——
王
淑
蘭
(
一
八
九
六
年
二
月
五
日
生
、一
九
六
四
年
七
月
七
日
歿
)
。於I

九
一
九
年
或
一
九 

二〇年結婚
。

毛
澤
民
的
第
二
任
妻
子——
錢
希
鈞
(
一
九
〇
五
年
生
、一
九
八
九
年
九
月
十
一
日
歿)
。於
一
九
二
六
年
結
婚
。

毛
澤
民
的
第
三
任
妻
子——
朱
旦
華
(
一
九
一
一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六
日
生
、二
〇
一〇
年
五
月
二
十
九
日
歿
)
。於
一
九
四 

〇
年
五
月
結
婚
。

弟
弟
——
毛
澤
覃
(
一
九
〇
五
年
九
月
二
十
五
日
生
、一
九
三
五
年
四
月
二
十
五
日
歿
)
。

毛
澤
覃
的
第
一
任
妻
子——
趙
先
桂
(
一
九
〇
五
年
九
月
五
日
生
、一
九
三
二
年
六
月
歿)。於
一
九
二
四
年
結
婚
。

毛
澤
覃
的
第
二
任
妻
子——
周
文
楠
(
一
九一

〇
年
十
月
生
、一
九
九
二
年
九
月
歿)
。於
一
九
二
六
年
底
結
婚
。

毛
澤
覃
的
第
三
任
妻
子——
賀
怡
(
一
九
一
〇
年
生
、一
九
四
九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二
日
歿
)
。於
一
九
三
一
年
七
月
二
十
日 

結
婚
。

堂
妹

堂
妹
——
毛
澤
建
(
一
九
〇
五
年
十
月
生
、一
九
二
九
年
八
月
二
十
日
歿
)
。
為

毛
貽
昌
及
文
七
妹
之
養
女
。

毛
澤
建
的
第
一
任
丈
夫——
於
一
九
一
九
年
結
婚(？
)
。婚
姻
結
束
於
一
九
二
〇
年

。

毛
澤
建
的
第
二
任
丈
夫——
陳
芬
(
一
九
〇
三
年
生
、一
九
二
八
年
五
月
一
日
歿)
。於
一
九
二
五
年
結
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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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o Zedon g^  Speeches Previously Unpublished in the Chinese Press), series 6,212,213.
14. ^  G eorge Urban, ed., The Miracles o f Chairman Mao: A Compendium o f Devotional Literature 

1966-1970 (Los Angeles: Nash, 1971); Lichnoe delo Mao Tszeduna (Personal File o f  Mao Zedong), 
RGASPI, collection  495, inventory 225, file 71, vol. 5, sheets 267-77.

15 ■ 見  h e 办 舶e 办 /(3 历 如 （Personal File o f Lin Biao), RGASPI, collection  495, inventory 225, file 53,
vol. 1, sheets 167,177.

1 6 .  同 前 註 ，sheet 178。
1 7 .  本書作者潘佐夫二〇〇四年十月三十一 日在北京訪問林立衡（豆豆）的紀錄公
18. Lichnoe delo Mao Tszeduna (Personal File o f Mao Zedong), RGASPI, collection  495, inventory 225,

http://www.finprc.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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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傷和一人失蹤 。根據蘇方資料來源，中方死了八百人。見 Gero/ 〇对 rova (Heroes

o f  Damansky Island) (M oscow : M olodaia gvardiia, 1969); Krivosheev, Grif sekretnosti sniat (The 
Stamp o f  Secrecy Is Rem oved)，398; Christian F. Ostermann，“East German Docum ents on  the 

Border Conflict, 1969," CWIHP Bulletin, nos. 6-7 (1995/1996): 188-90; Michael Clodfelter, Warfare 
and Armed Conflict: A Statistical Encyclopedia o f Casualty and Other Figures, 1494-2007, 3rd ed. 
(Jefferson, NC: McFarland, 2008), 676; D. S. Riabushkin, Mify Damanskogo (Damansky's Myths) 
(M oscow : AST, 2004), 73-75,78-81.

46. The Polemic on the General Line o 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Movement  ̂573, 576.
4 7 .  同前 註 ，57。
48. Borisov and Titarenko, Vystupleniia Mao Tsze-duna, ranee ne publikovavshiesia v kitaiskoi pechati 

(Mao Zedong*s Speeches Previously Unpublished in the Chinese Press), series 4,119.
49. Khrushchev, Memoirs o f Nikita Khrushchev, vol. 3,471-72.
50•見 Ostermsam，East German Documents on the Bonier Conflict, 1S6-S7.
51. A. M. Aleksandrov-Agentov, Ot Kollontai do Gorbacheva: Vospominaniiadiplomata, sovetnika A. A. 

Gromyko, pomoshchnika L. I. Brezhneva, Iu. V. Andropova, K. U. Chernenko i M. S. Gorbacheva 
(From Kollontai to Gorbachev: The Rem iniscences o f  a Diplomat, and Adviser to A. A. Gromyko, 
and Assistant to L. I. Brezhnev, Iu. V. Andropov, K. U. Chernenko, and M. S. Gorbachev) (M oscow : 
Mezhdunarodnye otnosheniia, 1994), 169.

5 2 .  引自力平、馬 芷 蓀 編 ，《周恩來年譜》（一九四九至一九七六年），卷 2 ，686。
5 3 .  弓丨 自 iz’c/moe 也/〇 M w  TJzet/w 舶（Personal File o f  Mao Zedong)，RGASPI，collection  495, inventory 

225, file 71，vol. 4, sheet 149.
54. Aleksandrov-Agentov, Ot Kollontai do Gorbacheva (From Kollontai to Gorbachev), 169-70.
5 5 .  見 Snow，77^ " 卵 ，175•另 見LzWmoe 办 /〇 M ao 乃況 办 加（Personal F ile o f  M ao

Zedong), RGASPI, collection  495, inventory 225, file 71，vol. 4, sheets 49, 51-52, 149.
56. Lichnoe delo Mao Tszeduna (Personal File o f  Mao Zedong), RGASPI, F. 495, inventory 225, file 71, 

vol. 3, sheet 80.
5 7 .  見 Ostermann，“East German Documents on the Border Conflict, 1969,” 187.
58. Borisov and Titarenko, Vystupleniia Mao Tsze-duna, ranee ne publikovavshiesia vkitaiskoi pechati 

(Mao Zedong’s Speeches Previously Unpublished in the Chinese Press), series 6, 266_
5 9 . 見 Bamouin and Yu，Tfew Fears 〇/  91 •
60. Lichnoe delo Van Mina (Personal File o f  Wang Ming), vol. 2,48,49.
6 1 .  見 A. E lizavetin，“Peregovory A. N. K osygina i Chzhou En’laia v Pekinskom  aeroportu”（Talks 

betw een A. N. K osygin  and Zhou  Enlai at the B eijin g Airport), Problemy DaVnego Vostoka (Far 
Eastern affairs)，no. 5 (1992): 39-63; no. 2 (1993): 107-19■關於中方對這次會談的說法，見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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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見 力 平 、馬 正 蒸 編 ，《周恩來年譜> ( 一九四九至一九七六年），卷 3 ，173。
22- 見 W如g，Ffli/w阳  y c / w r 如 159-60; MacF虹quh虹肌d Schoenhals, M如 ’5 及evc>/w"o«, 213-

14.
2 3 .見 MacFarquhar and Sehoenhals，施 。’51/如 i?evo/wrtcw，215.
H  見 History o 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A Chronology o f Events, 338.
2 5 .  見 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Mao》lo^Tfevo/z/riow，216.
2 6 . 見同 前 註 ，232 ; 逄 先 知 、金沖及編，《毛澤東傳》（一九四九至一九七六年），卷 2 ，15024。
27. History o 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A Chronology o f Events, 340.
2 8 .  見逄 先知、金 沖 及 編 ，《毛澤東傳》（一九四九至一九七六年），卷 2 ，1500、1504-6。
2 9 .  引自同前註，1506 »
3 0 .  見 o 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A Chronology o f Events, 338-40.
31•見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M w’s Zas/ 240, 245~46;逄 先 知 、金 沖 及 編 ，《毛澤

東傳》（一九四九至一九七六年），卷 2 ，1450、1512、1519。
3 2 . 逄 B 、金 沖 及 編 ，《毛澤東傳 > ( —九四九至一九七六年），卷 2 ，1455-56。
3 3 .  見 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M k/方 i o s / 及 174.
3 4 .  《三國演義》卷首開宗明義就說：「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羅 貫 中 ，《三 國演義》， 

abridged ed., trans. Moss Roberts (Berkeley: University o f  California Press, 1999), 3.
35. M B orisov  and Titarenko, Vystupleniia Mao Tsze-duna, ranee ne publikovavshiesia v kitaiskoi 

pechati (Mao Zedong's Speeches Previously Unpublished in the Chinese Press), series 6, 226-28, 
237-38, 244, 245,256.

36. History o 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A Chronology o f Events, 342.
3 7 .  見 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 A/aoS 及 244-45.
38. Borisov and Titarenko, Vystupleniia Mao Tsze-duna, ranee ne publikovavshiesia v kitaiskoi pechati 

(Mao Zedong*s Speeches Previously Unpublished in the Chinese Press), series 6, 239.
39. Wang, Bolshevik Salute, 55, 95.
40. Velikaia Proletarskaia ku l’turaaia revolitsiia (vazhneishie dokumenty) (The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 [Key Documents]), 165-67.
4 1 .  引 自 鄧 榕 ，《鄧小平與文化大革命》，75。
4 2 .  引自 Bamouin and YU，Tfe/z 你 抓  175.
43. James T. Myers et al., eds., Chinese Politics: Documents and Analysis^ vol. 1 (Columbia: University 

o f  South Carolina Press, 1986), 393.
4 4 . 这 chram  ̂Chairman Mao Talks to the People，2名2.
4 5 .  —九六九年三月二日至二十一日這段期間，蘇聯軍隊有四名軍官、五十四名士兵陣亡，九名 

軍 官 、八十五名士兵負傷。中方確實傷亡人數不詳。根據中方資料來源，為 二十九死、六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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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見 同 前 註 ，94-99，156-61，171-73; B orisov and Titarenko，咖 邮 /册 如  Mw? 
publikovavshiesia v kitaiskoi pechati (Mao Z ed on g5s Speech es P reviou sly Unpublished in the 
Chinese Press), series 5, 180;逄 先 知 、金 沖 及 編 * 《毛澤東傳》（一九四九至一九七六年），卷 
2 ，1470-7 卜

3 .  引 自 陳 曉 農 編 ，《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香 港 ：陽光環球出版有限公司，2〇〇6 )，325-26 ; 

(譯 按 ：陳曉農是陳伯達的二兒子。）逄 先 知 、金 沖 及 編 ，《毛澤東傳》（一九四九至一九七六 
年 ），卷 2 ，l^C^M acFarquharandSchoenhals’M w ^iarfifevoft/ricw ，189.

4 .  弓丨 自M acFarquharandSchoenha^M w^La^iJevo/w riow，191-94 ; 力 平 、馬 正 蓀 編 ，《周恩來年 
譜 》（一九四九至一九七六年），卷 3 ，125-27 ; 《葉劍英傳略》（北 京 ：軍事科學院出版社， 
1987)，269 ; 裔 榮 臻 ，/似 油 加 及 W 及ar，74042 ; 逄 先 知 、金 沖 及 編 ，《毛澤東傳》（一九四 
九至一九七六年），卷 2 , 1481-82 〇

5 .  見力 平 、馬 正 蓀 編 ，《周恩來年譜> ( 一九四九至一九七六年），卷 3 ，129。李富春和李先念 
在中南海第二次會議時亦積極參加辯論。

6 .  引自 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M aok 及m>/w"on，195-96.另 見 逄 先知、金 沖 及 編 ，《毛
澤東傳》（一九四九至一九七六年），卷 2 ，1482-83。王明從一九五六年初起即 住在蘇聯，就 
醫 治 病 。他在一九七四年三月二十七日因心臟病發在莫斯科去世。

7 .  見 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M jcj’s 及evo/w//o«，196 ; 逄 先 知 、金 沖 及 編 ，《毛澤東傳》 
(一九四九至一九七六年），卷 2 ，1483 ; 力 平 、馬 芷 蓀 編 ，《周恩來年譜》（一九四九至一九 
七六年），卷 3 ，129-30。

8 .  見  History o 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A Chronology o f  Events, 336.
9 .  引自 Jin Qiu, TTze Cw/ft/re o/Pow er，105.
1 0 .  見 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M ao’s L似f 及evo/wrio«，197-98; Borisov and Ti加 enko, 咖 如户  

Mao Tsze-duna, ranee ne publikovavshiesia v kitaiskoi pechati (Mao Zedong's Speeches Previously 
Unpublished in the Chinese Press), series 5, 188.

1 1 .  逄 先 知 、金 沖 及 編 ，《毛澤東傳》（一九四九至一九七六年），卷 2 ，1486-87。
1 2 .  弓 旧 同前註，卷 2 , 1490。
1 3 .  見 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M w i Lost 办 vo/wrio«，203.
1 4 .  弓旧 逄 先知、金 沖 及 編 ，《毛澤東傳》（一九四九至一九七六年）’卷 2 ，1491。
1 5 .  見同前註 * 1493、1494。
16. § [ § 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 Mao's Last Revolution, 215.
1 7 .  弓丨 自逄 先知、金 沖 及 編 ，<毛澤東傳》（一九四九至一九七六年），卷 2 ，1495。
1 8 .  見 同 前 註 ，1496; 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M w/s L o s / 204-12.
19• 弓 旧 逄 先知、金 沖 及 編 ，《毛澤東傳》（一九四九至一九七六年）’卷 2 ，1496-97。
2Q• 見  History o 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A Chronology o f  Events, 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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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ction 495, inventory 225, file 71, vol. 4, sheets 10, 11-13.
3 5 .  見 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 146.
3 6 .  引自劉崇文與陳紹嗔編，《劉少奇年譜> ( — 八九八至一九六九年），卷 2 ,6 5 2 。
3 7 .  李 志 綏 ，（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489-90。
3 8 .  見 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施〇\  Ltw，及 147.
3 9 .  見 CM’wese Cc»w?ww«isZ Par以一j  C7?rowo/ogv 333; Peng Dehuai，Memuary

marshala，18-20;《彭德懷年譜》（北 京 ：人民出版社，1998)，851 »

4 0 .  引 自 《賀 龍 年譜》（北 京 ：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8)，455 .另 見 M. I. S ladkovsk ii，ed. 
Informatsionnyi biulleten’： Seriia A: “Kulturnaiia revoliutsiia” v Kitae: Dokwnenty i materially 
(perevod s kitaiskogo)，Vypusk 2, “Hunveibinovskaia pechat” o Den Siaopine，Pen Chzhene，Yan 
Shankune, i Khe Lune (Information Bulletin: Series A: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China: 
Documents and Materials Translated from Chinese, 2nd Installment, The Red Guard Press on Deng 
Xiaoping, Peng Zhen, Yang Shangkun, and He Long) (Moscow: IDVAN  SSSR, 1968), 225-329.

4 1 .  引自唐純良，《李立三傳》’ 168。
4 2 .  詳情 見 李 莎 ，《我 的 中 國 緣 份 ：李立三夫人李莎回憶錄》（北 京 ••外語教 學與研 究出版社， 

2009).
4 3 .  本書作者潘佐夫二〇一〇年六月十四日在北京訪問李莎（本名Elizaveta Pavlovna Kishkina) 的

紀 錄 。
4 4 .  見劉 少 奇 ，《劉少奇自述> ，179-254 ; 王光美和劉源 * 《你 所不知道的劉少奇> ( 鄭 州 ：河南 

人 民 出 版 社 ，2000) ; 劉崇文與陳紹疇編，《劉少奇年譜》（一八九八至一九六九年），卷2， 
653-61 ; 嚴家其 和 高 臬 ，《文化大革命十年史》，（臺 北 ：Institute o f  Current China Studies， 
1988), 168.

4 5 .  根據某些估 計，光是中國農村地區死者即 在七十五萬人至一百五十萬人之間；城市被殺人數 
迄 今 不 詳 。見 M acFarquharandSch oenha^M w^i^sfiJew /w rttw J^ ,

4 6 .  引 自 李 敏 ，《我的父親毛澤東》，265。
4 7 .  引自 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Afoo'j Zasf 155.
4 8 .  見 李 志 綏 ，《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478-81。
49• 弓丨 自鄧榕，《鄧小平與文化大革命> ，39、53。
5 0 .  引自 o 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A Chronology o f Events，334.
51. Schram, Chairman Mao Talks to the People, 275.

第三十四章紅衛兵的悲劇
1. 見 MacFarquhar and Scboenhals，M w 、£似/ 如《，17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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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Borisov and Titarenko, Vystupleniia Mao Tsze-duna, ranee ne publikovavshiesia vkitaiskoi pechati 
(Mao Zedong's Speeches Previously Unpublished in the Chinese Press), vol. 5,195.

1 2 .  見Xzc/woe 办 /〇 Mw? TJze-dwwa (Personal File o f  Mao Zedong)，RGASPI，collection 495, inventory 
225, file 71, vol. 3, sheets 104-5;廖 蓋 隆 編 ，《毛澤東百科全書》，卷 6 ，3215;招 加 7  〇/ 決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 Chronology o f Events, 329.

1 3 .  見吳 麗 萍 ，〈文化大革命中的女紅衛兵〉，《二十一世紀》，68(2007) : 57。
14. Schram, Chairman Mao Talks to the People^ 260.
15. Borisov and Titarenko, Vystupleniia Mao Tsze-duna, ranee ne publikovavshiesia vkitaiskoi pechati 

(Mao Zedong's Speeches Previously Unpublished in the Chinese Press), series 5, 96.
16■ 見  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 Zasf jRevo/wriow，104.
1 7 .  引自同前註，125。
1 8 .  見逄 先 知 、金 沖 及 編 ，《毛澤東傳》（一九四九至一九七六年），卷 2 ，1438。
19 .  見 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 \ ia s r  126.
20. CCP Documents o f the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 1966-1967, 50.
2 1 .  引自逄 先知、金 沖 及 編 ，《毛澤東傳 > ( — 九四九至一九七六年），卷 2 ，1439。
22. Rae Yang, Spider Eaters: A Memoir (Berkeley: University o f  California Press, 1997), 131.
23. Wang Meng, Bolshevik Salute: A Modernist Chinese Novel, trans. Wendy Larson (Seattle: University 

o f  Washington Press, 1989), 12-14.
2 4 .  見 Elizabeth J. Pe町 肌 d Li X皿， Power:幼伽妙以 w  決e CM/fwra/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7), 12; Wang Shaoguang, Failure o f Charisma: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Wuhan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72; 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 Mao's Last 
Revolution, 115.

25• 見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Afoo’s Lasi /tevo/irfion，113-16,118-22.
26 . 見 CCP Documents o f the Great Proletarian Cuhural Revolution 1966-1967,13-74,77-7名.
2 7 . 弓\包 History o 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A Chronohgy o f Events, 331.
2 8 .  見  h cfe io e  de/o Mw? RzetA/wa (Personal File o f  Mao Zedong)，RGASPI，collection 495, inventory 225, 

file 71, vol. 3, sheet 77; History o 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A Chronology o f Eventŝ  324-25.
29. Schram, Chairman Mao Talks to the People, 271,273.
30. Borisov and Titarenko, Vystupleniia Mao Tsze~duna, ranee ne publikovavshiesia vkitaiskoi pechati 

(Mao Zedong's Speeches Previously Unpublished in the Chinese Press), series 5, 136-37.
3 1 .  《新中國報》，December 30,1939.
32. Schram, Chairman Mao Talks to the People, 260.
3 3 .  引自 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Mao’s Last 107.
34. Dosie k Zichnomu deZu Mao Tszechma (Dossier to the Personal File o f Mao Zedong)，RGAS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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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3 .  弓丨 自逄 先知、金 沖 及 編 ，{毛澤東傳> ( ― 九四九至一九七六年），卷 2 ，1417。
54. 0. B or isov  [O. B. Rakhmanin] and M. Titarenko, eds., Vystupleniia Mao Tsze-duna, ranee ne 

publikovavshiesia v kitaiskoi pechati (Mao Zedong's Speeches Previously Unpublished in the 
Chinese Press), series 6 (Moscow: Nauka, 1976), 212-14.

55. D osie  k lichnomu delu Mao Tszeduna (Dossier to the Personal File o f  Mao Zedong), RGASPI, 
collection 495, inventory 225, file 71, vol. 4, sheets 88-90, 93.

5 6 .  同 前 註 ，86-87。
57. Borisov and Titarenko, l^stupleniia Mao Tsze-duna, ranee ne publikovavshiesia v kitais-koi pechati 

(Mao Zedong's Speeches Previously Unpublished in the Chinese Press), series 5, 84, 85.
5 8 .  引自 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 84.
5 9 .  劉 少 奇 ，《劉少奇自述> ( 北 京 ••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2)，177。
60•見 部 榕 ，《都小平與文化大革命》，trans. Sidney Shapiro (New York: Random  House，2005)，18- 

19;李 志 綏 ，《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469-70。

第 三 十 三 章 造 反 有 理

1 _ 弓\自 History o 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A Chronology o f Eventŝ  328; Borisov and Titarenko,
Vystupleniia Mao Tsze-duna, ranee ne publikovavshiesia v kitaiskoi pechati (Mao Zedong's Speeches 
Previously Unpublished in the Chinese Press), series 5, 84,129.

2. Schram, Chairman Mao Talks to the People^ 260.
3 .  同 前 註 ，254。三大差異指的是工農的差異、城鄉 的差異、精神工人和體力工人的差異。
4 .  見 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Mflo's i 如  i?evo/w"’ow，87 ; 廖 蓋 隆 編 ，《毛澤東百科全書》’ 卷 

6 ，3216 ; 劉崇文與陳紹疇編，《劉少奇年譜》（一八九八至一九六九年），卷 2 ，647。
5 .  弓 | 自 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Mafoi 厶 os/ 89.
6. Borisov and Titarenko, Vystupleniia Mao Tkze-duna, ranee ne publikovavshiesia vkitaiskoi pechati 

(Mao Zedong’s Speeches Previously Unpublished in the Chinese Press)，series 6, 216-17 ; 逄 先 知 、 
金 沖 及 編 ，《毛澤東傳》（一九四九至一九七六年），卷 2 ，1427-28;

J  328 ; 廖 蓋 隆 編 ，《毛澤東百科全書》，卷 6 ，3216。
7 .  弓 | 自 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Mao’5 io s /  89.
8.  關於這張大字報全文，見 同 前 註 ，9 0 。
9 .  見逄 先 知 、金 沖 及 編 ，《毛澤東傳》（一九四九至一九七六年），卷 2 ，14烈-29 ; 廖 蓋 隆 編 ， 

《毛澤東百科全書》，卷 6 ，3215 ; 劉崇文與陳紹疇編，《劉少奇年譜》（一八九八至一九六九 
年 ），卷 2 ，649。

10. CCP Docum ents o f  the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 1966-1967, 42-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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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6 .  引自同前註。
37. Westad, U11 Conversations Between Chinese and Foreign Leaders on the Wars in Indochina/* 130-31.
3 8 .  同 前 註 ，132。
3 9 .  弓丨 自逄 先知、金 沖 及 編 ，《毛澤東傳> ( 一九四九至一九七六年），卷 2 ，1413。
40. Borisov and Titarenko, l^stupleniia Mao Tsze-duna, ranee ne publikovavshiesia v kitaiskoi pechati 

(Mao Zedong's Speeches Previously Unpublished in the Chinese Press), series 4,94,95,97,98,103.
4 1 .  同 前 註 ，series 5, 74-75。
4 2 .  聶 元 梓 等 ，〈宋 碩 、陸 平 、彭珮 雲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幹什麼 〉，《人民日報》，1966年 6月 2 

曰 。
43• 弓 旧 逄 先知、金 沖 及 編 ，《毛澤東傳》（一九四九至一九七六年），卷 2 ，1414, and 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 Mao's Last Revolution, 58.
4 4 .  引自 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 58.
45. Borisov and Titarenko, J^stupleniia Mao Tsze-duna, ranee ne publikovavshiesia v kitaiskoi pechati 

(Mao Z ed on g^  Speeches Previously Unpublished in the Chinese Press), series 4,105.
4 6 .  見 Chao Feng，ed.，《文化大革命辭典> ( 臺 北 ：台灣東華書局股份 有限公司，1993)，429, 436- 

37; , 325. SM iB orisov  and Titarenko, Vystupleniia Mao Tsze-duna, ranee ne publikovavshiesia v 
kitaiskoi pechati (Mao Zedong's Speeches Previously Unpublished in the Chinese Press), series 5, 
154.

4 7 .  見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M ao’5 42-51，62.
4 8 .  新的北京市委已在六月二日派工作組進駐北大。這是經由劉少奇和鄧小平核准的。次 日 ，政 

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決定派工作組到北京所有學校。全部人員達七千二百三十九人。見劉崇文 
與 陳 紹 疇 編 ，《劉少奇年譜》 （一 八 九 八 至 一 九 六 九 年 ），卷 2 ，640 ; M 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 Mao1 s Last Revolution^ 65, 66.

49•弓丨 自 Bamouin and Yu， Feara 〇/  75; Lowell Dittmer，Liu Shaoch’I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The Politics o f  Mass Criticism  (Berkeley: University o f  California Press，1974)，81. 另  
見劉崇文與陳紹疇編，《劉少奇年譜》（一八九八至一九六九年），卷 2 ，641。

50. Borisov and Titarenko, J^stupleniia Mao Tsze-duna, ranee ne publikovavshiesia vkitaiskoi pechati 
(Mao Zedon g^  Speeches Previously Unpublished in the Chinese Press), series 4,114.

5 1 .  弓旧 逄 先知、金 沖 及 編 ，《毛澤東傳》（一九四九至一九七六年），卷 2 ，1415。
52. MM. I. Sladkovskii, ed., Informatsionnyi biulleten': Seriia A: <(Kulturnaia revoliutsua" v Kitae: 

Dokumenty i materialy (perevod s kitaiskogo), Vypusk 7, Vystupleniia Zhou Enlaia v period 
“众 revo/zw加V ’ (Information Bulletin: Series A: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China: 
Documents and Materials Translated from  Chinese, 7th Installment, Zhou Enlai5s Speeches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Moscow: IDV  AN  SSSRj 19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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П . 引自李志緩，《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448。
18. ^iMacFarquhax and Schoenhals, Mao's Last Revolution, 31.
1 9 . 張戎和哈利戴認為 ，林彪在文化大革命開頭時「克 制 住 、沒幫 毛澤東」。見 張 戎夫婦，《毛澤 

東 ：鮮為 人知的故事》，527。但是他們的說法與事實不符。
20. Velikaia Proletarskaia kuVturnaia revolitsiia {vazhneishie dokumenty) (The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 [Key Documents]) (Beijing: IzdateFstvo literatury na inostrannykh iazykakh, 
1970), 191-92.

21. Borisov and Titarenko, Vystupleniia Mao Tsze-duna, ranee ne publikovavshiesia vkitaiskoi pechati 
(Mao Zedong's Speeches Previously Unpublished in  the Chinese Press), series 5, 62-63, 66, 68.

22. History o 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4̂ C/zrowo/ogy 320-2 l . 另 見Borisov and 
Titarenko, Vystupleniia Mao Tsze-duna, ranee ne publikovavshiesia v kitaiskoi pechati (Mao 
Zedong^ Speeches Previously Unpublished in  the Chinese Press), series 5, 69.

2 3 -見廖蓋隆編，《毛澤東百科全書》，卷 6 ，3212 »
2 4 . 引自逄 先知、金 沖 及 編 ，《毛澤東傳》（一九四九至一九七六年），卷 2 ，1408。
25. Borisov and Titarenko, Vystupleniia Mao T̂ ze-duna, ranee ne publikovavshiesia v kitaiskoi pechati 

(Mao Zedong's Speeches Previously Unpublished in  the Chinese Press), series 5, 73.
26■見  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 io s 1/ Леуо/м/йж，34.
2 7 .見陳清 泉與宋廣渭，《陸定一傳》（北 京 ：中共黨史出版社，1999)，485-502; 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 Mao's Last Revolution^ 34-35; Jin Q iu, The Culture o f  Power: The Lin Biao Incident in 
jRevohiftVwi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153-54.(譯 按 ：吳法憲女 

兒金秋一九八九年赴美，攻 讀 碩 士 、博 士 ，寫 成 專 書 ，由史丹福大學出版。金 秋 ，《權力的文 
化 ：文革中的林彪事件》。）

28•見陳清 泉與宋廣渭，《陸定一傳》，496-508; Westad，“ 77 Conversations Between Chinese and 
Foreign Leaders on the Wars in  Indochma," 131.

2 9 . 根 據 其 他 來 源 ，聲 明 書 結 語 是 ：「主 席 可 以 證 明 葉 群 是 處 女 ！」引 自 M 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 35.另 見陳清 泉與宋廣渭，《陸定一傳》，501。

3 0 . 弓 旧 陳清 泉與宋廣渭，《陸定一傳》，500。
31. Westad, *77 Conversations Between Chinese and Foreign Leaders on the Wars in  Indochina,** 131.
32. CCP Documents o f the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 1966-1967,27,28.
3 3 . 見 L iu  Guokai，W #  汸 e См//мга/ Леуо/мйои (Annonkj NY: M. E. Sharpe，1987)，16;

Barbara Bamouin and Yu Changgen, Ten Years o f Turbulence: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London: Kegan Paul International, 1993), 73-74.

34. Westad, <477 Conversations Between Chinese and Foreign Leaders on the Wars in  Indochina/* 132.
35•弓 I 自 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M ao i io s f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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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 二 章 海 瑞 罷 官
1. Confucius, The Analects o f  Confucius, 6.
2 .  見 MacFarquhar, TTie 妙w o/7/ie vol. 3, 252-56,443-47.
3. ^ .B or isov  and Titarenko, Vystupleniia Mao Tsze-duna, ranee ne publikovavshiesia v kitaiskoi 

pechati (Mao Zedong's Speeches Previously Unpublished in the Chinese Press), series 4, 183-86, 
192-93, 206 ; 薄 一 波 ，《若干重大決策與實踐的回顧》，卷 2 ，1128-31 ; 逄 先 知 、金 沖 及 編 ， 
《毛澤東傳》（一九四九至一九七六年），卷 2 ，1366-75 ; 李 志 綏 ，《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  
錄 》，416-17。

4. Snow, The Long Revolution^ 17, 67,169,170.
5. O. Borisov  [O. B. Rakhmanin] and M. Titarenko, eds., Vystupleniia Mao Tsze-duna, ranee ne 

publikovavshiesia v kitaiskoi pechati (Mao Z ed on g^  Speeches Previously Unpublished in the 
Chinese Press), series 5 (Moscow: Progress, 1976), 194.

6 .  見 Roderick  MacFarquhar and Michael Schoenhals，A/ao’s Las/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o 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17.

7. Borisov and Titarenko, Vystupleniia Mao Tsze-duna, ranee ne publikovavshiesia vkitaiskoi pechati 
(Mao Zedong*s Speeches Previously Unpublished in the Chinese Press), series 5, 154, 194-95. 
Snow, The Long Revolution, 87.

8. Borisov and Titarenko, Vystupleniia Mao Tsze-duna, ranee ne publikovavshiesia v kitaiskoi pechati 
(Mao Zedong*s Speeches Previously Unpublished in the Chinese Press), series 5, 71.

9 .  見 历 〇/ 汍 e C/nweje Cowmwm’对  哪 一J  CTirowo/ogy o/£Ve他 （1919-1990)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91), 311.
1 0 .  弓 I 自 Andrew Hall Wedeman， ，奶 也 5._ 咖 d  fAe OWgr’似 o/f/ie

Cultural Revolution (Washington, DC: Washington Institute Press, 1988), 176.
1 1 .  引自逄 先知、金 沖 及 編 ，《毛澤東傳》（一九四九至一九七六年），卷 2 ，1399。
12. Schram, Chairman Mao Talks to the People, 270.
13■ 見  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 Za 对 及 彡 18; Wedeman, 7%e 五“幻奶 《£̂ 加如We*?， 

223-24.
14. Mao, Oblaka v snegu (Clouds in the Snow), 99.
1 5 .  見吳秦傑編，《毛澤東光輝歷程地圖集》，122、125。據另 一個消息來源說，毛澤東於一九六 

六年一月五日抵達武昌。見 逄 先 知 、金 沖 及 編 ，《毛澤東傳》（一九四九至一九七六年），卷 
2 ， 1402 。

16 . 關於報告全文，見  CCP Documents o f the Great Proietarim Ct^iuraZ Iievo!ution J 96(5-J 967 Qiong
Kong: Union Research Institute, 1968), 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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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 .鄧小平於一九六二年六月底在中共中央書記處的會議，首次講了這句話。引自薄一波，《若干 
重大決策與實踐的回顧>，卷2 ，1084。

62•弓丨 自劉崇文與陳紹疇編，《劉少奇年譜》（一八九八至一九六九年），卷 2 ，55卜
63. MPeng Dehuai, Memuary marshala (Memoirs o f a Marshal), 16.
64•引自逄 先知、金 沖 及 編 ，《毛澤東傳》（一九四九至一九七六年），卷 2 ，1230。
6 5 .  同 前 註 ，1232。
66.  引自朱佳木編，《陳雲年譜》（一九〇五至一九九五年），卷 3 ，120。
6 7 .  見鄧 小 平 * {鄧小平選集》（一九三八至一九六五年）（北 京 ：外 文 出 版 社 ，1992 )，293; 

Roderick MacFarquhar, The Origins o 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vol. 3, The Com ing o f  the Cataclysm, 
1961-1966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nd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268.

68. Borisov and Titarenko, Vystupleniia M ao Tsze-duna, ranee ne publikovavshiesia vkitaiskoi pechati 
(Mao Zedong’s Speeches Previously Unpublished in the Chinese Press)，series 3, 97.

6 9 . 見逄 先 知 、金 沖 及 編 ，《毛澤東傳》（一九四九至一九七六年），卷2 ，l232-33。
7 0 . 楊 尚 昆 ，《楊尚 昆日記》，卷2 ，196。
7 1 .  引自逄 先知、金 沖 及 編 ，《毛澤東傳》（一九四九至一九七六年），卷 2 ，1234。
72. Borisov and Titarenko, Vystupleniia M ao Tsze-duna, ranee ne publikovavshiesia vkitaiskoi pechati 

(Mao Zedong's Speeches Previously Unpublished in the Chinese Press), series 4,40.
73. Borisov and Titarenko, Vystupleniia M ao Tsze~duna, ranee ne publikovavshiesia vkitaiskoi pechati 

(Mao Z ed on g^  Speeches Previously Unpublished in the Chinese Press), series 4, 35-40,44.
7 4 .  同 前 註 ，38-39。
75•同 前 註 ，47。
76. Kovalev, (tRossiia i Kitai (S m issiei v Kitae)^ (Russia and China [My M ission  to China]), Duel* 

(Duel), November 5,1997.
77•《人民日報》，March5, 1963。
78. Borisov and Titarenko, Vystupleniia M ao Tsze-duna, ranee ne publikovavshiesia vkitaiskoi pechati 

(Mao Zedong*s Speeches Previously Unpublished in the Chinese Press), series 4,74-75.

79•見史諾對毛澤東所作的採訪（1965年 1月 9 日），刊載於Snow，7%e L洲g 及evo/油■叫 70, 205, 
and Mao, M ao Zedong on Diplomacy, 424-25.

8 0 . 見葉 永 烈 ，《江青 傳》（北 京 ：作 家 出版社，1998)，34(M1。
8 1 .  見 汪 東 興 ，《汪東興日記》，214-16。
82. Mao, Poem s o f  Mao Jbe-tung, 130.

8 3 .  莊 子 ，《莊子全集》，trans. Burton Wats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8)，14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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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8 .  同 前 註 ，series 4 ，36。
39. Leung, M orning Sunt 204-5.
40. Becker, Hungry Ghosts^ 242.

4 1 .  李 志 綏 ，《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378。
4 2 .  見劉 少 奇 ，{劉少奇選集> ，卷 2 (北 京 ：人民出版社，1985)，337 »
4 3 .  同 前 註 ，328 »

4 4 .  引自 Usov，幻 s灸a cM a” A “知/’/wrwof 加’广 ’（The PRC: ^
Leap” to the “Cultural Revolution”)，47.

4 5 .  毛 澤 東 ，《毛澤東文集》，卷 8 ，273。
4 6 .  引自李志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377、380。
4 7 .  見 Montgomery, Cow伽挪 汉 ，33, 34_
4 8 .  引 自 薄 一 波 ，《若千重大決策與賁踐的回顧》，卷 2 ，1026。另 見MacFarquhar，7%e 〇/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vol. 3, 158.

4 9 .  劉少 奇 ，《劉少奇選集》，卷 2 ，42卜 另 見 Usov，幻 1«/V«r削 - 
revo/匕 加 （The PRC: From the “Great Leap” to the “Cultural Revolution’’)，78;黃 嶺 峻 ，〈劉少奇
與大躍進 〉，110。

5 0 .  薛 暮 橋 ，〈懷念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劉少奇同志〉，《光明曰報》，November24,1988.
51.  引自 Usov, (The PRC: From the “Great Leap” to the “Cultural Revolution’’)，77.
52. Borisov and Titarenko, J^stupleniia M ao Tsze-duna ranee ne publikovavshiesia v kitaiskoi pechati 

(Mao Zedong's speeches previously unpublished in the Chinese press), series 4, 6, 12.

5 3 .  見 李 志 綏 ，《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387-88; U sov，JWi?: O n o / d ’o g o  灸
ftkuVturnoi revoliutsiV , (The PRC: From  the MGreat Leap** to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85-87; 
MacFarquhar, The O rigins o 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vol. 3,166-68, 545.

54. Schram, Chairman Mao Talks to the People^ 266.

5 5 .  見逄 先 知 、金 沖 及 編 ，《毛澤東傳> ( — 九四九至一九七六年），卷 2 *1207-8, 1218 ;朱佳木 
編 ，< 陳雲年譜》（一九〇五至一九九五年），卷 3 (北 京 ：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107-10; 
Becker, Hungry Ghosts, 156.

5 6 .  見董 邊 、譚 德 山 等 編 ，《毛澤東和他的秘書田家英》（北 京 ：中央文獻出版社，1989)，62- 
65

5 7 .  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實踐的回顧》，卷 2 ，1084。
58. Borisov and Titarenko, Vystupleniia M ao Tsze-duna, ranee ne publikovavshiesia vkitaiskoi pechati 

(Mao Zedong5s Speeches Previously Unpublished in the Chinese Press), series 4,36.

5 9 .  見MacFarquhar， 妨似 〇/ 決e Cw/如raf vol. 3,282.

6 0 .  引自朱佳木編，《陳雲年譜》（一九〇五至一九九五年），卷 3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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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mas, Season o f  H igh Adventure: E dgar Snow i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 f  California Press, 
1996), 299.

19. Edgar Snow, The Other S ide o f  the River: R ed China Today York: Random House, 1962), 619.
20. Bernard Law Montgomery, Three Continents: A Study o f  the Situation and Problem s in Asia, Africa, 

and Central America, and the Relationship o f  Those Areas to D efence P olicies in the 1960's and to 
the British Commonwealth (London: Collins, 1962), 17.

2 1 .  引自 B e c k e r , G A o s t o ,  293.
2 2 .  見 Dik6tter，Afoo’s GmrfFo/m'we，x, 324-34 ; 楊 繼 繩 ，《墓 碑 ：中國六十年代大飢荒紀實》，兩 

卷 （香 港 ：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8).
2 3 .  見 Dudley L. Poston Jr. and David Yaukey，eds.， CAi wa (New York: 

Plenum  Press, 1992), 170, 226, 252; M ichael Dillon , ed., China: A Cu ltu ral and H isto r ica l 
Dictionary (Richmond, UK: Curzon Press, 1998), 122; Becker, Hungry Ghosts, 149,161,162,164.

2 4 .  見 MacFarquhar, Or如似 〇/ 汍 e 及 vol. 2, 330; Usov, KNR: Ot “bo l’shogo 
skachka55 k ukurtumoi revoliutsii), (The PRC: From the MGreat Leap*5 to the MCultural RevolutionM),
15.

25■引 自  Thomas, iSeosow o f  H igh Adventure, 300.
26. ^M acFaxqahax，The O rigins o 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vo\. 2, 323.
27. Borisov and Titarenko, Vystupleniia Mao Tsze-duna, ranee ne publikovavshiesia vkitaiskoi pech a ii 

(Mao Zedong's Speeches Previously Unpublished in the Chinese Press), series 3,162.
28. Mao Zedong, M iscellany o f  M ao Tse~tung Thought (1949-1968), part 1 (Springfield, VA: Joint 

Publications Research Service, 1974), 232.
2 9 .  見 MacFarquhar, 7%e O / g /似 〇/ 执 e vol. 2, 324;力 平 、馬 正 蓀 編 ，《周恩來年

譜》（一九四九至一九七六年），卷 1 ，366 »
30. Borisov and Titarenko, Vystupleniia M ao Tsze-duna, ranee ne publikovavshiesia vkitaiskoi pechati 

(Mao Zedong's Speeches Previously Unpublished in the Chinese Press), vol. 3,167.
3 1 .  同前註 * 268、269、271、272 «
3 2 .  同 前 註 ，series 4 (Moscow: Progress，1976)，19.
33■ 同 前 註 ，17-18。
3 4 .  同 前 註 * 18-19。另 見 毛 澤 東 ，〈同蒙哥馬利的談話，一九六〇年五月二十七日〉，收在毛澤 

東 ，《毛澤東文集》，卷 8 ，189 ; 毛 澤 東 ，〈同斯諾的談話，一九六〇年十月二十二日〉，215。
3 5 .  毛澤 東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卷 9 (北 京 ：中央文獻出版社，1 9 % ) ，467-70。
36. Schiam, Chairman M ao Talks to the People^ 266.
37. Borisov and Titarenko, Vystupleniia M ao Tsze-duna ranee ne publikovavshiesia vkitaiskoi pechati 

(Mao Zedong's Speeches Previously Unpublished in the Chinese Press), bseries 3,273-74; 28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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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ino-Soviet Split: Cold War in the Communist World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86. Taubman, Khrushchev, 394.
8 7 .  毛 澤 東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卷 8 ，600-601。

第三十一章飢荒與恐懼
1. Borisov and Titarenko, Vystupleniia Mao Tsze-duna, ranee ne pubhkovavshiesia v kitais- hoi pechati 

(Mao Zedong^  Speeches Previously Unpublished in the Chinese Press), series 3 ,163.
2 .  見 MacFarquhar，77^ Or/g/zw 〇/ 決e Cw/Zwra/ vol. 2, 301，305; V. N. Usov， 仰-

(The PRC: From the Great Leap to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960-1966])，part 1 (Moscow: IDV  

RAN, 1998), 13.
3 .  弓丨 自 Becker， G^asto，208.
4. Leung Laifong, M orning Sun: Interviews with Chinese Writers o f  the Lost Generation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4), 201, 202, 204.
5 .  弓丨 自 Becker， G/i〇y炫，159-60.
6. Leung, Morning Sun, 243.
7 .  弓丨 自 MacFarquhar，77^ 〇/ 汍 e CW/wra/ i?evo/w"o«，vol. 2, 329.
8.  弓丨 自 Becker，仇 《尽 ?7 G/iosto，153-54.

9 .  本書作者潘佐夫二〇〇四年十月二十八曰對北京某居民的訪談紀錄。
1 0 .  李 志 綏 ，《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339 、340。
11.  詳情見 Ltlthi, iSVwo-jSoWe/ 夺 份 ，167-80.
12• 見 《紅旗> ，卷 8 (1960); 《人民日報> ，April 22,1960 ; 《真 理報》，April 23,1960.
1 3 .  見 “The Letter o 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 f  the CPSU  to the Central Committee o f  the CPC, March 

30, \963，” 敗 在  The P o lem ic on  the G eneral L ine o f  the In ternational Communist M ovem ent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65), 496-97; Fursenko, Prezidium  TsK KPSS, 1954-1964 
(Presidium o f  the CC  CPSU, 1954-1964), vol. 1,443.

1 4 .  引自 7%e (J^ew York: C t o le s  Scribner’s S o i^，1969)，28; Taubm叫  Khmshche%
471.

15. Moskovskii kom som olets (Moscow  young communist), February 6, 2002.
1 6 .  見 Gao, Gao W//age，138.

1 7 .  引 自 劉 曉 ，《出使蘇聯八年》，128。
1 8 .  毛 澤 東 ，〈同 斯 諾 的 談 話 ，一九六〇年十月二十二日〉，收 在 毛 澤 東 ，《毛澤東文集》，卷 8 

( 北 京 ：人 民 出 版 社 ，1999) * 215、216-17 ; 史諾和毛澤東對話的筆記摘記，見 S. Bern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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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Borisov and Titarenko, Vystupleniia M ao Tsze-duna, ranee ne publikovavshiesia vkitaiskoi pechati 
(Mao Zedong's Speeches Previously Unpublished in the Chinese Press), series 3, 92.

7 2 .  同前註 ’ series 2 ,165。
7 3 .  弓 旧 黃嶺峻，〈劉少奇與大躍進〉，108。
7 4 .  見 《紅旗》，2 (1981)，33。
75_ Krutikov，他丨 如k ( P o i n t e d  Toward China), 281.另 見Khrushchev， 〇/  

Nikita Khrushchev, vol. 3, 464-69; Vereshchagin, V starom i novom Kitae (In Old and New  China), 
145-48; Kapitsa, Na raznykh parallelakh (On Various Parallels), 63-65; MacFarquhar, The Origins o 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vol. 2,256-60.

7 6 .  見 “Records o f  Meeting o f  the CPSU  and CCP  Delegations，Moscow , July 5-20，1963，” 379; 
MacFarquhar, The Origins o 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vol. 2, 225-26; Shu Guang Zhang, ^Between 
‘Paper’ and ‘Real Tigers ’： Mao’s View o f  Nuclear Weapons,” in John Lewis Gaddis et al” eds,，CoM  
War Statesmen Confront the Bomb: N uclear D iplom acy Since 1945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208.

7 7 .  見Zhang，“Sino-Soviet Econom ic Cooperation，” 207; MacFarquhar， Origi>w 〇/ 決e 

及 vol_ 2 ,11-15;吳 冷 西 ，《十年論戰》，卷 1 ，205-8。
78. Khrushchev, Memoirs o f  Nikita Khrushchev^ vol. 3,480-81.
7 9 .  引自 MacFarquhar，77ie OWgt’fw vol. 2,226-27.
8 0 .  例如 ，一九五五年五月訪問南斯拉夫時，赫魯雪夫喝醉了，逢人就抱著吻•尤其是渾身酒味 

地 對 狄 托 說 ：「約 瑟 夫 呀 ，別 再 生 氣 了 ！你 的臉 皮還真 薄呀 ！喝 酒 、喝 酒 ！誰再提起以前的 
事 ，就 讓 他 失 明 ！」弓丨 自 Galina Vishnevskaia， (Galina: A  Life Story) 
(Moscow: Gorizont，1991)，179.— 年 之 後 ，在莫斯科附近的圖希諾(Tushino)航 空 展 ，他已經醉 
醺 醺 ，開 始 痛 批 所 有 外 國 國 家 ，根 本 沒 注 意 到 好幾個外國外交官起身、退 席 。Taubman, 
Khrushchev, 348.

8 1 .  見 Dong Wang，“The Quarreling Brothers: New  Chinese Archives and a Reappraisal o f  汾e 
Soviet Split，1959-1962，” CWIIIP Working Paper，no. 36 (April 2Q02yA-80.

8 2 .  關於赫魯雪夫和毛澤東一九五九年十月二曰談判的速記報告之摘記，以及蘇共中央書記蘇斯 
洛夫的報告，見 Wolff, “One Finger’s Worth o f  Historical Events，” 64~72;另 見  Zubok，“The Mao- 
Khrushchev Conversations，” 262-70.

8 3 .  引自 W olff，“One F in ger’s Worth o f  H istorica l Events，” 65; Zubok，“The Mao- Khrushchev 
Conversations，” 266,267,269.

84. Khrushchev，Mewoirs vol. 3,468•另 見 劉 曉 ，《出使蘇聯八年》，88-91 ;李
越 然 ，《外交舞臺上的新中國領袖》，159-64 »

8 5 .  弓丨 自 Wolff，“One Finger’s Worth o f  Historical Events，” 70.關於中蘇交惡，詳見Lorenz M. Ltit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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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5 .  李志 綏 ，《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 * 302、304。關於毛澤東回韶山老家另 一不同、比較光明 
面 的 記 述 ，見一九六五年湖南省作家協會主席周立波寫的“A  Visit to His Hometown,”收 在 M如 
Zedong: B iography~ Assessment— Rem iniscences3 233-38.

56. Mao, Oblaka v snegu (Clouds in the Snow), 75.
57. Borisov and Titarenko, Vystupleniia Mao Tsze-duna, ranee ne publikovavshiesia vkitaiskoi pechati 

(Mao Z ed on g^  Speeches Previously Unpublished in the Chinese Press),series 3,109.
58• 見 李 志 綏 ，《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109、142、143、349、353、401、452 ; Kartunova， 

“VstrecW v Moskve s Tszi如 Tsin，zhenoi Mao Tszedun”（Meetings in M oscow  with Jiang Qing，the 
Wife o f  Mao Zedong)，127;維 特 克 ，《江青 同志》，30-31、48、124、164、169、172-73、225- 
2 6 、227-28、24卜 242、254-56、259、260、268-7卜 303、445。

5 9 .  引自 李 敏 ，《我的父親毛澤東》，189 ; 另 見李敏女兒孔東梅的回憶錄《聽外婆講那過去的事 
情 ：毛澤東與賀子珍》。

60. “Comrade Peng Dehuai’s Letter to Chaiman Mao (July 14, 1959)，” 收在 Peng Dehuai, Memoirs o/a  
Chinese Marshal, 517-18.

6 1 .  見李 志 綏 ，《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315。另 見 力 平 、馬 正 蓀 編 ，《周恩來年譜》（一九四 
九至一九七六年），卷 2 ，243。

6 2 .  黃 克 誠 ，〈廑 山風雲 〉，收在魯林與陳德金編，《紅色記憶》，423-24。
63. Peng Dehuai, Memoirs o f  a Chinese Marshal, 504.
6 4 .  引 自 李志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317。
65. Borisov and Titarenko, Vystupleniia M ao Tsze-duna, ranee ne publikovavshiesia vkitaiskoi pechati 

(Mao Zedong*s Speeches Previously Unpublished in the Chinese Press),series 3,111.
66. Peng Dehuai，Afe/wob o/a  CAz_«ase Msrra/ia/，508•另 見 李 銳 ，《廬山會議實錄> (北 京 ：春秋出 

版社/湖 南 教 育 出 版 社 ，1989); 逢 先 知 、金 沖 及 編 ，《毛澤東傳> ( 一九四九至一九七六  
年 ），卷 2 ，953-1010 ; 張 培 森 編 ，《張聞天年講》，卷 2 ，1M7-56 ; 《周小舟傳》（長 沙 ：湖南 
人 民 出 版 社，1985 ) ，58-71，93-94; Yu. N. Galenovich，Pereg De/iwa/ i M/o Kzei/MW，
lidery K itaia XX  veka (Peng Dehuai and Mao Zedong: Political Leaders o f  20th Century China) 
(Moscow: Ogni, 2005).

6 7 .  引自 Galenovich，Pe呢  / Mk? (Peng Dehuai and Mao Zedong), 101.
68.  見 Peng Dehuai, marj/za/a (Memoirs o f  a Marshal)，14.
69• 見 Dokumenty VIII Plenuma Tsentral’n ogo Kom iteta Kommunisticheskoi p a rtii K itaia v o s’m ogo 

sozyva (Documents o f  the Eighth Plenum o f  the Eighth Central Committee o f  the Communist Party 
o f  China) (Beijing: Izdaterstvo literatury na inostrannykh iazykakh, 1959), 33.

7 Q .弓'自 M ao’s Great Fam ine: The H i对 ory o f  C h im ’s M ost D evastating Catastrophe,

1958-1962 (New York: Walker, 2010), 88,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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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versations，’’ 256.
4 0 .  見陸仁與劉青 霞，〈毛澤東沖赫魯曉夫發火〉，27 ; 李 越 然 ，《外交舞臺上的新中國領袖》， 

154-58; N. Fedorenko, uVizit N. Khrushcheva v  PekiiiH (N. Khrushchev's Visit to Beijing), Problemy 
DaVnego Vostoka (Far Eastern affairs), no. 1 (1990): 123; Taubman, Khrushchev, 390-92.

4 1 .  引自 Ogonek  (Little light)，no. 14 (1999): 28-29■另 見M. Ro mm， (Oral  Tales) 
(Moscow: “Kinotsentr，” 1991)，154; Khrushchev， q/W ifea 沿* vol. 3,456-62.

4 2 .  引自 W olff，“One F in ger’s Worth o f  H istorica l Events，” 53; Zu bok，“The Mao-Khrushchev 
Conversations，” 268.

4 3 .  李 志 綏 ，《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261。
4 4 .  引自 Fedorenko, “Vizit N. Khrushcheva v Pekin”（N. Khrushchev’s Visit to Beijing)，123; 

Vereshchagin，厂 对 aww  乂 wo vow 尺itoe (In Old and New  China)，130.另 見葉子龍，《葉子龍回憶 
錄 》，215。不 過 ，毛澤東的翻 譯員李越然記得是劉少奇問赫魯雪夫如何處理中國穀物過剩問 
題 。見 李 越 然 ，《外交舞臺上的新中國領袖> ，149-50。

45.  見 Khrushchev，Afe/Mozrs o f  Nikita Khrushchev, vol. 3,441.
4 6 .  同 前 註 ，442-43。
4 7 .  nos. 6-7 (1995/1996): 219, 226-27 ; 逄 先 知 、金 沖 及 編 ，《毛澤東傳》（一九四

九 至 一 九 七 六 年 ），卷 1 ，856-84 ; 劉 曉 ，《出使蘇 聯 八 年 》（北 京 ：中 共 黨 史 出 版 社 ， 
1998 ) ，74-78 0 另 見 Chen Jian，A foo i C/imci 伽心以 G?以阪w*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 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1), 163-204.

48. Borisov and Titarenko, Vystupleniia M ao Tkze-duna, ranee ne publikovavshiesia vkitaiskoi pechati 
(Mao Zedong's Speeches Previously Unpublished in the Chinese Press), series 2, 414,419-20; series 
3, 164-65; MacFarquhar, The O rigins o 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vol. 2,247.

4 9 .  見 de/o Mk? TSzedwwa (Personal File o f  Mao Zedong)，RGASPI，collection 495, inventory 225,
file 71, vol. 1, sheets 117-18; Materialy 6-go plenuma Tsentral'nogo Kom iteta Kommunisticheskoi 
partii K itaia vos 'mogo sozyva (Materials o f  the Sixth Plenum o f  the Eighth Central Committee) 
(Beijing: Izdaterstvo literatury na inostrannykh iazykakh, 1959), 55.

50•這些統計數字有些見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當前經濟情勢> ( 俄文）調 查 ，這是蘇聯部長會議國 
家國際經濟關係委員會於一九五九年七月初所做的一份 告。節略見Wolff, “One Finger’s Worth 
o f  Historical Events,” 63-64. 另  MacFarquhar, rAe •似 〇/ 块 e vol, 2,202.

5 1 .  見 Becker, 85.
5 2 .  引自李志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295 »
53. Borisov and Titarenko, Vystupleniia Mao Tsze-duna, ranee ne publikovavshiesia vkitaiskoi pechati 

(Mao Zedong's Speeches Previously Unpublished in the Chinese Press),series 2,413.
5 4 .  見 Wolff, “One Finger’s Worth o f  Historical Events，”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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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o Zedong*s Speeches Previously Unpublished in the Chinese Press), series 2,158,170.
1 9 .  弓 旧 黃嶺峻，〈劉少奇與大躍進〉，107。
2 0 .  毛 澤 東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 ，卷 7 ，317。
2 1 .  引自李志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 , 2 6 9 。
22. Borisov and Titarenko, Vystupleniia M ao Tsze-duna, ranee ne publikovavshiesia vkitaiskoi pechati 

(Mao Zedong^  Speeches Previously Unpublished in the Chinese Press), series 2, 310,311, 315,329.
2 3 .  毛 澤 東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 ，卷 7 ，177-78。
24. Borisov and Titarenko, l^stuplen iia M ao Tsze-duna, ranee ne publikovavshiesia vkitaiskoi pechati 

(Mao Zedong's Speeches Previously Unpublished in the Chinese Press), series 2, 201, 237,238, 312, 
314, 316, 319,329.

25■ 同 前 註 ，241、307、319、336。
2 6 .  見 同 前 註 ，327-28、333-34。
2 7 .  關於布爾什維克對戰時共產主義的 觀 點 ，見 “Pis’mo L. D. Trotskogo [V I. Leninu] ot 19 dekabria 

1919 g.^ (Letter from  L. D. Trotsky [to V. I. Lenin]. December 19, 1919), RGASPI, collection 5, 
inventory 1, file 1408, sheets 1-2.

2 8 .  見 黃 嶺 峻 ，〈劉少奇與大躍進〉，107-8。
29. M  Borisov  and Titarenko, Vystupleniia M ao Tsze-duna, ranee ne publikovavsh iesia v kitaiskoi 

pechati (Mao Zedong's Speeches Previously Unpublished in the Chinese Press), series 2, 264, 275, 
281; MacFarquhar, The O rigins o 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vol. 2, 85, 90.

30. Borisov and Titarenko, Vystupleniia M ao Tsze-duna, ranee ne publikovavshiesia vkitaiskoi pechati 

(Mao Zedong’s Speeches Previously Unpublished in the Chinese Press), series 2, 337.
3 1 .  同 前 註 ，317, 334。
3 2 .  引自李志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276。
33. Borisov and Titarenko, Vystupleniia Mao Tsze-duna, ranee ne publikovavshiesia vkitaiskoi pechati 

(Mao Zedong's Speeches Previously Unpublished in the Chinese Press), series 2, 266.
34. Peng Dehuai, Memuary marshala (Memoirs o f  a Marshal), trans. A. V. Pantsov, V. N. Usov, and K. 

V. Sheveliev (Moscow: Voenizdat，1988)，486-87;另 見 Borisov and Titarenko,咖 邮 Mao 
Tsze-duna, ranee ne publikovavsh iesia v kitaiskoi p ech a ti (Mao Zedong^s Speeches Previously 
Unpublished in the Chinese Press), series 2, 360, 383, 403.

3 5 .  見MacFarquhar, 77?e 〇/ 汸 e 伽《，vol. 2, 328.
3 6 . 見Mao, Mao Z ed o%  训  247, 250-58; Zhang，“Sino-Soviet Econom ic Coopemtion,” 207.
3 7 .  見 Vereshchagin，F 对 aww/« ovowA^ae(In01dandN ew  China)，119-29.
38. Khrushchev, Memoirs o f  Nikita Khrushchev, vol. 3,454-58.

3 9 .  引自 Wolff, “One F inger’s Worth o f Historical Events,” 54, 55; Zubok，“The Mao-Khrushch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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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十 章 大 躍 進
1 .  同 前 註 ，120、12卜
2 .  同 前 註 ，112, 377 ; series 3 (Moscow: Progress, 1976)，40.
3 .  弓丨 自李志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226。
4 .  見 Roderick  M. MacFarquhar，77*e 〇/ 決€  /?evo/wfion，vol. 2, 77ie Greaf Lea/>

Forward 1958-1960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3), 34, 347; Frederick C. Teiwes, 
Politics and Purges in China: Rectification and the Decline o f Party Norms, 1950-1965, 2nd ed. 
(Armonk, NY: M.E. Sharpe, 1993), 266; M obo G. G. Gao, Gao Village: A Portrait o f Rural Life in 
Modem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 f  HawaiM Press, 1999), 123.

5 .  鄧 小 平 ，《鄧小平選集》（一九七五至一九八二年），295。關於鄧小平對大躍進感到興奮的更 
多 詳 情 ，見楊勝群與閻建琪編，《鄧小平年譜》（一九O 四至一九七四年），卷 3 ，1463-68 〇

6. Borisov and Titarenko, Vystupleniia Mao Tsze-duna, ranee ne publikovavshiesia vkitaiskoi pechati 
(Mao Zedong’s Speeches Previously Unpublished in the Chinese Press)，series 2, 111-12, 131;毛澤 
東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卷 7 (北 京 ：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25-26。

7 .  逄 先 知 、金 沖 及 編 ，《毛澤東傳》（一九四九至一九七六年），卷 1 ，766。
8. Vtoraia sessiia VIII Vsekitaiskogo s ’’ezda Kommunisticheskoi partii Kitaia (Second Session o f 公 

Eighth Congress o f  the Communist Party o f  China) (Peking: Izdaterstvo literatury na inostrannykh 
iazykakh，1958), 68.

9. Borisov and Titarenko, Vystuplenia Mao Tsze-duna, ranee ne publikovavshiesia v kitaiskoi pechati 
(Mao Zedong5s Speeches Previously Unpublished in the Chinese Press), series 2, 156, 158.

1 0 .  同前 註 ，103; Bow ie 肪d Fairbank, 7955-/959:尸 Docwwew/s w油  Jwafysis, 
125.

11. Borisov and Titarenko, Vystupleniia Mao Tsze-duna, ranee ne publikovavshiesia vkitaiskoi pechati 
(Mao Zedong's Speeches Previously Unpublished in the Chinese Press), series 2, 52.

1 2 .  毛澤 東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卷 6 ，666-69 ; 卷 7 ，4 。
13. Mikhail A. Klochko, Soviet Scientist in Red China, trans. Andrew MacAndrew (New York: Praeger, 

1964), 68-69.
14. 見 MacFarquhax，77ie Origins o f the Cultumi RevoZution，vol. 2,22-23.
15. Borisov and Titarenko, Vystupleniia Mao Tsze-duna, ranee ne publikovavshiesia vkitaiskoi pechati 

(Mao Zedong's Speeches Previously Unpublished in the Chinese Press), series 2,125,339.
1 6 .  見黃 嶺 峻 ，〈劉少奇與大躍進〉，《中國現代史》，7 (2003)，107 〇
1 7 .  見 葉 子 龍 ，《葉子龍回憶錄》，213。
18. Borisov and Titarenko, Vystupleniia Mao Tsze-duna, ranee ne publikovavshiesia vkitaiskoi pecha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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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 .  毛澤東在出發前往莫斯科之前，與尤金大使談話，又回到莫洛托夫這個話題。他 說 ：「談到我 
們黨裡面的情況，許多同志不能瞭解，一個資深同志已經為 革命奮鬥 了幾十年，怎 麼 就變成 
反 黨 分子了。」尤金也從彭德懷那裡聽到同樣的疑問。彭德懷問他：「你 們怎 麼 這樣說〔反黨 
集 團 〕它 呢 ？難道想不出更聰明的說法嗎 ？」引自Taubman，劭 故 ^ / ^ , 3 4 0 .

9 2 .  引自 Vereshchagin， 尺故祀（In Old and New  China)，94-95.
93■李 志 綏 ，《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220。
9 4 .  弓 旧 同前註，221、222 〇
9 5 .  師 哲 、李 越 然 ，《中蘇關係見證錄》，56。
9 6 .  李 越 然 ，《外交舞臺上的新中國領袖》，14243 ; 陸仁與劉青 霞，〈毛澤東沖赫魯曉夫發火〉， 

《傳記文學》，4 (2004)，25。
97. Borisov and Titarenko, Vystupleniia Mao Tsze-duna, ranee ne publikovavshiesia v Mtaiskoi pechati 

(Mao Zedong*s Speeches Previously Unpublished in the Chinese Press), series 2,94.
9 8 .  本書作者潘佐夫二〇〇四年四月四日在俄亥俄州哥倫布市(Columbus) ，對葛裡涅夫斯基氏的 

訪 談 。
99. Khrushchev, Memoirs o f Nikita Khrushchev, vol. 3,461.

100. —九 六 五 年 回 答 艾 德 加 •史 諾 的 提 問 ：「你 是 否 和 以 前 一 樣 ，仍 然 認 為 （原 子 彈 ）是紙老 
虎 ？」時 ，毛 澤 東 答 說 ，他 對 這 個 題 目 的 說 話 只 是 「說 說 而 已 」。引 自 Sn ow ，7 7 ^1 〇«容

; 另 見毛澤東，《毛澤東文集》，卷 8 ，401。
101. 引自葉子龍，《葉子龍回憶錄》，190。
102. 李 志 綏 ，《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224。
103. Borisov and Titarenko, Vystupleniia Mao Thze-duna, ranee ne publikovavshiesia v kitaiskoi pechati 

(Mao Zedong’s Speeches Previously Unpublished in the Chinese Press)，series 2, 94. 毛澤東在這時 
與 蘇 聯 外 交 部 長 安 德 列 •葛 羅 米 柯 (Andrei G r om y k o )的 談 話 ，大 致 也 是 如 此 。見 A. A. 
Gromyko, Pamiatnoe (Remembered), vol. 2 (Moscow: Politizdat, 1988), 131.

104. 見 《真 理報》，November 7, 1957.
105. CWIHP Bulletin, nos. 6-7 (1995/1996): 152.
106. Borisov and Titarenko, Vystupleniia Mao Tsze-duna, ranee ne publikovavshiesia v kitaiskoi pechati 

(Mao Zedong5s Speeches Previously Unpublished in the Chinese Press), series 2, 102,105,106.
107. 同 前 註 ，123 ; 力 平 ，《開國總理周恩來》，359。
108. 弓丨 自力平，《開國總理周恩來》，361。
109. 見 同 前 註 ，362-63。
110. Borisov and Titarenko, Vystupleniia Mao Tsze-duna, ranee ne publikovavshiesiav kitaiskoi pechati 

(Mao Z ed on g^  Speeches Previously Unpublished in the Chinese Press), series 2, 13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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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CWIHP Bulletin, nos. 6-7 (1995/1996): 152,154.
71.  見 Taubmanj ■On/AcAev，339.
72. Kurdiukov, Sovetsko-kitaiskie otnosheniia (Soviet-Chinese Relations), 329.
73. CWIHP Bulletin, nos. 6-7 (1995/1996): 153.
7 4 .  同 前 註 。
7 5 .  毛 澤 東 ，《毛澤東選集》，卷 5 ，350-83 ; Borisov  and Ti tarenko， Mao

ranee ne publikovavshiesia v kitaiskoi pechati (Mao Zedong's Speeches Previously Unpublished in 
the Chinese Press), series 1, 117-19, 124, 126-28, 138, 139; Chen Jian and Yang Kuisong, ^Chinese 
Politics and the Collapse o f  the Sino-Soviet Alliance，” in Westad， 决 ers fwJrww，266.

7 6 .  見 Krutikov,此 紛 aisAow (Pointed Toward China)，226-27.
7 7 .  毛 澤 東 ，《毛澤東選集》，卷 5 ，420。
78. Borisov and Titarenko, Vystupleniia Mao Tsze-duna, ranee ne publikovavshiesia v kitaiskoi pechati 

(Mao Zedon g^  Speeches Previously Unpublished in the Chinese Press), series 1, 242-43.
7 9 .  毛 澤 東 ，《毛澤東選集》，卷 5 ，408-14。
80 . 見 Roderick MacFarquhar，The Hundred Fbwers Campaign and the Chinese InteHectuab (Nev/ 

York: Praeger, 1960).
8 1 .  見 Meliksetov，/加 A7加a  (History o f  China)，647-48.
8 2 .  同 前 註 ，649。
8 3 .  見 Chen Jian and Yang Kuisong，“Chinese Politics and the Collapse o f  the Sino-Soviet Alliance，” in 

Westad, Brothers in Arms, 265.
84. Borisov and Titarenko, Vystupleniia Mao Tsze-duna, ranee ne publikovavshiesia v kitaiskoi pechati 

(Mao Zedong^s Speeches Previously Unpublished in the Chinese Press), series 2, 122, 273.
8 5 .  毛 澤 東 ，《毛澤東選集》，卷 5 ，491。
86. Borisov and Titarenko, Vystupleniia Mao Tsze-duna, ranee ne publikovavshiesia v kitaiskoi pechati 

(Mao Zedong's Speeches Previously Unpublished in the Chinese Press), series 2, 50, 55-56.
8 7 .  同 前 註 ，93。
8 8 _李 志 綏 ，《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218。
8 9 .  毛澤東這次在莫斯科對赫魯雪夫用以下一段話介紹鄧小平：「你 瞧 那邊那個小矮個子？……他

很 聰 明 ，眼光看得很 遠。」引自 Khrushchev，Afewofra o /M to a  vol. 3, 439. 然後他
又 說 ：「他不僅是個有原則的人，而且多才多藝，是個罕見的人才。」引自李越然，《外交舞 
臺上的新中國領袖》，143。

9 0 .  李越 然 ，〈毛主席第二次訪問蘇聯〉，收在李敏等編，《真 實的毛澤東》* 567 ; 李 越 然 ，《外交 
舞臺上的新中國領袖》，125。關於毛澤東一九五七年訪問蘇聯 * 另 見 楊 尚 昆 * 《楊尚 昆日 
記 》，卷 1 (北 京 ：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 ) ，28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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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etings o f  the CPSU  and CCP  Delegations，Moscow，July 5-20, 1963，” 378.另 見吳冷西’ 《十年 
論戰》，卷 1 ，42-45。

5 3 .  見/油?Wc/ies妨 沉 (Historical archive)，nos. 4-5 (1996): 184-85.
5 4 .  見逄 先 知 、金 沖 及 編 ，《毛澤東傳》（一九四九至一九七六年），卷 1 ，602-3;

razvitiie raznoglasii mezhdu rukovodstvom KPSS i nami: Po povodu otkrytogo pis TbK KPSS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 f  Disagreements Between the Leadership o f  the CPSU and Us: On 
the Open Letter o f  the CC  CPSU) (Beijing: Izdaterstvo literatury na inostrannykh iazykakh, 1963), 

12; “Records o f  Meeting o f  the CPSU and CCP Delegations，Moscow，July 5-20, 1963，，’ 378.
5 5 .  見 Fursenko,户 ?*62祕 _«泔 乃尺■KPSjS, (Presidium o 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 f  the CPSU,

1954-1964)，vol. 1，175.
5 6 .  引自 Taubman, Khrushchev，297.
57. Fursenko, Prezidium TsKKPSS, 1954-1964 (Presidium o f  the CC  CPSU, 1954-1964), vol. 1, 188.
58. Kurdiukov, Sovietsko-Kitaiskie otnosheniia (Soviet-Chinese Relations), 319.
59. Khrushchev， o /M h to  A/zrMj/zc/iev, vol. 3, 651.另 見劉少奇一九五六年-[— 月十日在中 

共中央八屆二中全會對這個題目的評論，收在逄 先知、金 沖 及 編 ，《毛澤東傳> ( 一九四九至 
— 九七六年），卷 1 ，603-5。

6 0 .  毛 澤 東 ，《毛澤東選集》，卷 5 ，341。有意思的是在一九五六年八大之前，他並 沒有反對劉少 
奇 的 〈政治報告〉草稿中列入一句話：「蘇聯共產黨二十大……已對緩和國際緊張及為 世界和 
平與人類之鬥 爭進步做出重大貢獻。j 毛 澤 東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卷 6 ，137-38。這段 
話略經修改，亦出現在報告定稿當中。

6 1 .  毛 澤 東 ，《毛澤東選集》，卷 5 ，342。
62• 引自逄 先知、金 沖 及 編 ，《毛澤東傳》（一九四九至一九七六年），卷 卜 606。
63•毛 澤 東 ，《毛澤東選集》，卷 5 ，34749 »
6 4 .  見 薄 一 波 ，《若干重大決策與實踐的回顧》，卷 1 ，555-59 〇
65.  同前 註 ，556-57 ; 周 恩 來 ，《周恩來選集》，卷 2 ，229-38。關於更詳盡的討論，見 Shevelev， 

Formirovanie sotsiaVno-ekonomicheskoi politiki rukovodstva KPK v 1949-1956 godakh (The 
Formation o f  the CCP*s Socioeconom ic Policy in 1949-1956), X-2-10.

66•見 Formirovanie sotsiaVno-ekonomicheskoi politiki rukovodstva KPK v 1949- 1956
godakh (The Formation o f  the CCP's Socioeconom ic Policy in 1949-1956), X-9-10.

6 7 .  逄 先 知 、金 沖 及 編 ，《毛澤東傳》（一九四九至一九七六年），卷 1 ，606。
6 8 .  見 毛 澤 東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卷 6 ，285。
6 9 .  見劉崇文與陳紹疇編，《劉少奇年譜》（一八九八至一九六九年），卷 2 ，378 ; 力 平 、馬芷蓀 

編 ’《周恩來年譜》（一九四九至一'九七/、年 ）’卷 2 * 4-14 ; nos. 6-7 (1995/
1996): 153-54; Khrushchev, Vremia, Liudi, Vlasf People, Power), Book 3,4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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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  同 前 註 ，158。
3 3 .  同 前 註 ，154。
3 4 .  見同 前 註 ，162-68、177 ; 廖 蓋 隆 等 編 ，《毛澤東百科全書》，卷 6 ，（北 京 ：光明日報出版 

社 ，2003)，3108。
3 5 .  引自李志緩，《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165。
36. Mao, Poems o f Mao Tie-tung, 97.
3 7 .  見 李 志 綏 ，《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181、183、192。
3 8 .  見毛 澤 東 ，《毛澤東選集》，卷 5 ’ 312-23; Ma佗 此 紛 此 知 识 s ’炫

partii Kitaia (Materials from  the Eighth Congress o f  the Communist Party o f  China) (Moscow: 
Gospolitizdat，1956)，3-6.

3 9 .  毛 澤 東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 卷 6 ，148。
40. Mao, Mao Zedong on Diplomacy^ 251-52.
4 1 .  這是 彭 德 懷 建 議 的 （見 77ze Ca此 [Hong Kong: Union Research 

Institute, 1968]，4 4 5 )，他記起來毛澤東本人在好幾個場合對「毛澤東思想」這個字詞表示不 
以 為 然 。見 沈 志 華 ，〈中共八大為 什麼 不提「毛澤東思想」？ > ，《歷史教 學》，5 (2005)，6 ◊ 

不 過 ，毛澤東並 未建議從黨章中删 去這句話。
42. Materialy VIII Vsekitaiskogo s ,fezda Kommunisticheskoi partii Kitaia (Materials from  the Eighth 

Congress o f  the Communist Party o f  China), 508.
4 3 .  同 前 註 ，98。
4 4 .  毛澤 東 ，《毛澤東文集》，卷 7 * 110。另 見 毛 澤 東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 > * 卷 6 ，165; 

Wingrove, Maols Conversations with the Soviet Ambassador, 1953-1955, 36 °
45. Materialy VIII Vsekitaiskogo s ,fezda Kommunisticheskoi partii Kitaia (Materials from  the Eighth 

Congress o f  the Communist Party o f  China), 472.
4 6 .  見 Meliksetov，Zstor/zVa 沿 647.
47. “Minutes, M ao’s Conversation with a Yugoslavian Communist Union Delegation，” 151.
4 8 .  引自 Taubman^ ATrmsAc/iev，339。
4 9 .  引自 Westad，5ro汸 ers /« J/ms，378。
5 0 .  弓1自吳冷西，《十年論戰》，卷 1 ，35。
51. A. A. Fursenko, ed., Prezidium TsK KPSS, 1954-1964 (Presidium o 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 f  the 

CPSU, 1954-1964), Chemovye protokornye zapisi zasedanii. Stenogrammy. Postanovleoiia (Draft 
Notes o f  the Sessions. Stenograms. Resolutions), vol. 1 (Moscow: ROSSPEN, 2003), 174-75; A. A. 
Fursenko, ed., Prezidium TSK KPSS, 1954-1964 (The Presidium o f  the CC  o f  the CPSU, 1954-1964), 
vol. 2, Postanovleniia 1954-1958 (Resolutions o f  1954-1958) (Moscow: ROSSPEN, 2006), 471-72.

52• 弓 旧 力 平 、馬 芷 蓀 編 ，《周恩來年譜》（一九四九至一九七六年），卷 卜 631 ; “Record s o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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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這篇文章不同版本的討論，見新華社前社長吳冷西的回憶錄，他參加了幾次討論。討論從 
三月十七日延績到四月四日。吳 冷 西 * 《憶 毛 主 席 ：我親身經歷的若干重大歷史事件片斷》 
(北 京 ：新 華 出版社，1995)，2-7 ; 吳 冷 西 ，《十年論戰》，卷 1 ，12-33。

14. Borisov and Titarenko, Vystupleniia Mao Tsze-duna, ranee ne publikovavshiesia vkitaiskoi pechati 
(Mao Zedon g^  Speeches Previously Unpublished in China), series 1, 93.

1 5 .  弓[自 Chen Jian and Yang Kuisong，“Chinese Politics and the Collapse o f  the Sino-Soviet Alliance，，’ 
263.

16. Mao, Mao Zedong on Diplomacy, 251.
17. William Taubman, Khrushchev: The Man and His Era (New York: Norton, 2003), 339.
18. Krutikov, Na kitaiskom napravleniu (Pointed Toward China), 212-13.

見 S. Khmshchev, Report o 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 f the Communist Party o f the Soviet Union to 
the 20th Party Congress (Moscow: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1956), 38-46.

2 0 .  見對於毛澤東一九五六年三月十二日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有關這個主題的講話之分析，收在 
吳 冷 西 ，《憶毛主席》，4-5。

21. Krutikov, Na kitaiskum napravleniu (Pointed Toward China), 212.
2 2 .  李 志 綏 ，《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238。
2 3 .  毛 澤 東 ，《毛澤東選集》，卷 5 ，152-53。
2 4 .  引自 0. E. Vladimirov (0. B. Rakhmanin), ed_， wz办 e  fzves卿 e, « 

takzhe ranee ne opublikovannye v kitaiskoi pechati vyskazyvaniia Mao Tszeduna: Sbornik (Maoism 
Unembellished: Some Already Known Sayings o f  Mao Zedong and Others Previously Unpublished 
in the Chinese Press: A  Collection) (Moscow: Progress，1980)，238;毛 澤 東 ，《毛澤東文集》，卷 7 
(北 京 ：人 民 出 版 社 ，1999)，412 ; 另 見 毛 澤 東 ，《毛澤東文集》，卷 6 ，367-70 ;毛澤東對他 
和尼赫魯談話的回憶，載於 Edgar Snow, T/re Lorag (New York: Random House，1972)，
208.

2 5 .  毛 澤 東 ，《毛澤東選集》，卷 5 ，284。
2 6 .  同 前 註 ，303-6 ; 另 見 Schram， 減?〇 沿此 /〇 叻 e Peo/j/e，61-83。
2 7 .  見楊勝群與閻建琪編，《鄧小平年譜》（一九〇四至一九七四年），卷 3 (北 京 ：中央文獻出版 

社 ，2010)，1421。
2 8 .  見力 平 * 《開國總理周恩來》（北 京 ：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1994) ’ 356。另 見Chen Jian and 

Yang Kuisong，“Chinese Politics and the Collapse o f  the Sino-Soviet Alliance，” 287。
2 9 .  見 毛 澤 東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卷 6 ，l 〇5 。
30. Borisov and Titarenko, Vystupleniia Mao Tsze-duna, ranee ne publikovavshiesia v kitaiskoi pechati 

(Mao Zedong's Speeches Previously Unpublished in the Chinese Press), series 2, 123.
3 1 .  李 志 綏 ，《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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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J. V. Stalin, Works, vol. 11 (Moscow: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1954), 62

第二十九章思想大解放

1. M<N. S. Khrushchev, Speech Before a Closed Session o f the XXth Congress o f the Communist Party 
o f the Soviet Union on February 25, 1956 (Washington: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57).

2. Stenographicheskii otchet XX s "ezda KPSS (Stenographic Report o f  the Twentieth Congress o f  the 
CPSU), vol. 1 (Moscow: Gospolitizdat, 1956), 230.

3 .  見 吳 冷 西 ，《十 年 論 戰 ：一九五六至一九六六中蘇關係回憶錄》，卷 1 (北 京 ：中央文獻出版 
社 * 1999)，4-5。

4 .  見 K. AimermokheT, ed.，DoJdad N. S. Khrushcheva 〇 kul’te Hdmosti Stcdina na XX s ”ezda KPSS. 
Dokumenty (N. S. Khrushchev^ Report on Stalin's Cult o f  Personality at the Twentieth CPSU  
Congress: Documents) (Moscow : ROSSPEN，2002)，24, 37; 另 見 Vittorio Vidali， 〇/ 汾e 
Twentieth Congress o f the Communist Party o f the Soviet Union, trans. Nell Amter Cattonar and A. 
M. Elliot (Westport, CT: Lawrence Hill, 1974), 26-27.

5. M 4tMao Tszedun o  kitaiskoi politike Komintema i StalinaM (Mao Zedong on the China Policy o f  the 
Com intern and Stalin), 103; M. S. Kapitsa, Sovetsko-kitaiskie otnosheniia (M oscow : Izd-vo 
vostochnoUitemtury，1958)，357, 364;《戰後中蘇關係走向》（一九四五至一九六〇年）（北 京 ： 
社會科學文化出版社，1997)，78 〇

6 .  見 M. S. Kapitsa，仙  natzwyM (On Various Parallels: Notes o f  a
Diplomat) (Moscow: Kniga i biznes, 1996), 63.

7. teMao Tszedun o kitaiskoi politike Komintema i Stalina^ (Mao Zedong on the China Policy o f  the 
Comintern and Stalin), 107,108.

8. Pantsov and Levine, Chinese Comintern Activists: An Analytic Biographic Dictionary, 48.
9 .  同 前 註 ，48、71-72。
1 0 .  見 Boris A. Starkov，“The Trial That Was Not Held，” 五 5 f7PP4: 72P7- 

1316; Reinhard Muller, ^ Der Fall des Antikomintem-Blocks— einvierter Moskauer Schaoprozep，” 
Jahrbuchfur Historishche Kommunismusforschung, 1996,187-214.

1 1 .  後來毛澤東在和蘇聯代表談話時，經常會說那一天他自己也來寫一本書，談史達林的錯誤和
罪 行 。「它 會非常恐怖，我不會讓它 在一萬年之內出版。」見 Mao, Mao Zedowg 〇« 如取
257。

1 2 .  關於 陳 伯 達 執 筆 ，見 毛 澤 東 ，《建國以來毛 澤 東 文 稿 》，卷 6 ( 北 京 ：中 央 文 獻 出 版 社 ， 
1992)，59。

1 3 .  關於毛澤東對這篇文章的增補、潤 飾 ，見 同 前 註 ，59-67。關於政治局對赫魯雪夫的講話，以



6 5 1 註釋

1949-1956), VI-24.
2 9 .  毛 澤 東 ，《毛澤東選集》，卷 5 ，187。
3 0 .  同前 註 ，213 ; 毛 澤 東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卷 5 ( 北 京 ：中 央文獻出版社’ 1991) ， 

25卜
3 1 .  毛澤 東 ，《毛澤東選集》，198 ; 毛 澤 東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卷 5 ，251。
32• 引自李志緩，《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136 »
33.  見 V/estad, Brothers in Arms, 17•
34. Reshenie shestogo (rasshirennogo) plenuma TsKKommunisticheskoipartii Kitaia sed'- mogo sozyva 

po voprosu o kooperirovanii v seVskom khoziastve (Decision o f  the Sixth [enlarged] Plenum o f  the 
Seventh CC  o f  the Communist Party o f  China on the Question  o f  Agricultural Cooperation) 
(Moscow: Gospolitzdat, 1955), 4-5.

3 5 .  見 Jiang,〈鄧子恢〉，371 »
3 6 .  引自李志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111，以 及 〈鄧子恢與農業合作化運動〉，收在魯林 

與 陳 德 金 編 ，《紅 色 記 憶 ：中國共產黨歷史口述賁錄》（一九四九至一九七八年）（濟 南 ：山 
東人民出版社，2002)，245。

3 7 .  毛 澤 東 ，《毛澤東選集》，卷 5 ，243。
3 8 .  見 Jasper Becker，i/wwg/y 扣 FaOTfrae (New York: Free Press，1996)，52.
3 9 .  數字計算依據 { 中國共產黨歷史講義》，卷 2 ( 長 春 ：遼寧人民出版社，1981)，590-9卜
4 0 .  李 志 綏 ，《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106、107、110。
4 1 .  見 《中國共產黨歷史講義》，卷 2 ( 濟 南 ：山東人民出版社，1982)，120; Jiang，〈鄧子恢〉， 

369。
42. Borisov and Titarenko, Vystupleniia Mao Tsze-duna, ranee ne publikovavshiesia v kitaiskoi pechati 

(Mao Zedong*s Speeches Previously Unpublished in China), series 2,110.
4 3 .  中方反對此一說法 ** 見 “Memo, PRC Foreign Ministry to the USSR  Embassy in Beijing，” 159-60.
4 4 .  毛 澤 東 ，（毛澤東選集》，卷 5 ，214。
45. M.A. S. Perevertailo et al., eds., Ocherki istorii Kitaia v noveishee vremia (An Outline History o f  

Contemporary China) (Moscow: Nauka, 1959), 576.
4 6 .  見 她 vse狀沿7 (Struggle for the Mobilization o f  All Forces)，12.
4 7 .  見 《中國共產黨歷史講義》，濟 南 ，138-39.
48. Perevertailo, Ocherki istorii Kitaia v noveishee vremia (An Outline History o f  Contemporary 

China), 573.
4 9 .  見蕭效欽與王幼樵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四十年》（北 京 ：北京師範學院出版社，1990)，109。
5 0 .  見 Elizabeth J. Perry，“Shanghai’s Strike Wave o f  1957，” 祕 rfy, no. 137 (March 199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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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ucture o f  the PRC: 1950s and 1960s), 60.
8 .  毛 澤 東 ，《毛澤東選集》，卷 5 ，212。
9 .  同 前 註 ，186。
1 0 .  弓丨 自Jiang Boying et al.，〈鄧子恢〉，收 在 胡 華 編 ，《中共黨史人物傳> •卷7 (西 安 ：陝西人民 

出 版 社 ，1990)，367。
11. ^D e liu s in ,  Agrarnye preobrazovaniia v narodnom Kitae (Agrarian Transformation in People's 

China), 345.
12. Borisov and Titarenko, Vystupleniia Mao Tsze-duna, ranee ne publikovavshiesia v kitaiskoi pechati 

(Mao Z ed on g^  Speeches Previously Unpublished in China), series 2,111.
13■毛 澤 東 ’《毛澤東選集》，卷 5 ，131-40、186、189-90 〇
14. ^D e liu s in ,  Agrarnye preobrazovaniia v narodnom Kitae (Agrarian Transformation in Peop led  

China), 361-86.
15. Borofsiaza mobilizatsiiu vsekhsil (Struggle to Mobilize All Forces), 33.
1 6 .  毛 澤 東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卷 4 ，497、498。
1 7 .  毛 澤 東 * 《毛澤東選集》，卷 5 ，186。
1 8 .  見 Krutikov，Mj hYa成 om n叩rav/ewiw (Pointed Toward China), 169.
19•弓 Formiwvaniie sotsial’no-ekonomicheskoi politifd rukovodstva KPKv 1949-1956

godakh (The Formulation o f the CCP*s Socioeconom ic Policy in 1949-1956 (manuscript), VI-13.
2 0 .  見Jiang,〈鄧子恢〉，369-70 ; 毛 澤 東 ，《毛澤東選集》，卷 5 ，I87; Meliksetov，/y/oW仏 沿加a 

(History o f  China)，640. 另 見 Frederick C. Teiwes and Warren Smij eds” 7%e P o  如 cs qfjgricaftMra/ 
Cooperativization in China: Mao, Derig Zihui and the f,High TYde" o f 1955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3).

2 1 .  引自逄 先知、金 沖 及 編 ，《毛澤東傳》（一九四九至一九七六年），卷 1 ，370。
2 2 . 弓\包 Shevelev，Formirovaniie sotsicd’no-ekonomicheskoi politiki rukovodstva KPK v 1949-1956 

godakh (The Formulation o f  the CCP*s Socioeconom ic Policy in 1949- 1956) (manuscript), VI-22.
2 3 .  見逄 先 知 、金 沖 及 編 ，《毛澤東傳》（一九四九至一九七六年），卷 1 * 374。
2 4 .  毛 澤 東 ，《毛澤東選集》，卷 5 ，190。
2 5 .  引自逄 先知、金 沖 及 編 ，《毛澤東傳》（一九四九至一九七六年），卷 1 ，375。
2 6 .  弓丨 自同前註，376。
2 7 .  引自劉崇文與陳紹疇編，《劉少奇年譜》（一八九八至一九六九年），卷 2 ，340。
2 8 .  根據蘇聯的估 計，中國共產黨解散約二十萬個合作社。這個數字吻合一九六六至六九年文化 

大革命期間批門劉少奇及其反毛行為 的各種大字報之資料。見 毛 澤 東 ，《毛澤東選集》，卷 
5 ，189-90 ; Jiang，〈鄧子恢〉，369-70; Shevelev，Forwz’wv仰/’e 仍 加 办 ey如f p o //"’以 
rukovodstva KPK v 1949-1956 godakh (The Formulation o f  the CC P ^  Socioecon om ic Policy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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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見 Goncharenko, “Sino-Soviet Military Cooperation，” in Westad,历 *〇汍 ers m J/ms，147.
63. Materialy vtoroi sessii Vsekitaiskogo sobraniia narodnykh predstavitelei (5-30 iu lia 1955 g.) 

(Materials from  the Second Session o 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July 5-30, 1955]) (Moscow: 
Gospolitizdat, 1956), 256.

6 4 .  見 李 富 春 ，〈有關一九五三至一九五七年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報告〉，43-91.

6 5 .  見 “Memo, PRC  Foreign Ministry to the USSR  Embassy in Beijing, March 13, 1957，’’ CJf/ZfP
nos. 6-7 (1995/1996): 160; Meisner，Mao，s China and After，113;薄 一 波 ，《若干重大決策 

與實踐的回顧》，卷 1 ，295-96。
6 6 .  見 gwG/ter/y，no. 1 (1960): 38.
6 7 .  見 Meisner，Mao’s China and After，113.根據其他的統計數字，一九五〇年代在中國工作的蘇聯 

和 東 歐 顧 問 、專家有八千多人 * 同時有七千個中國人在蘇聯經與東歐接受特別訓練見Zhang，
Aconowfc Co印eradow, 202. Shep ilov則說有一萬一千多名中國學生和八千多個工人 

及技術人員在蘇聯受訓。見 D. T. Shepilov，“Vospominaniia”（Reminiscences), /WoWf
(Problems o f  history), no. 10 (1998): 26.

第 二 十 八 章 大 轉 折

1 .  引自 “Dnevnik sovetskogo posla v Kitae V. V. Kuznetsova”（Diary o f  the Soviet Ambassador to 
China V. V. Kuznetsov), 184-85.

2. 一九五一年 一 月 ，中共即 推出實驗性質的部分基本消費商品國家專賣制。一九五一年一月五 
曰 ，華東軍政委員會財政經濟委員會秘書長駱耕漠告訴蘇聯駐上海總領事佛拉迪米洛夫，上 
海自一月四日起實施國家向民間紡織廠集中收購所有產品的辦法。佛拉迪米洛夫是個資深的 
情 報 官 員 ，向莫斯科報告：「駱耕漠強 調這個消息是最高機密。」見 AVPRF，collection  0100, 
inventory 44, file 15, folder 322, sheets 146-47.

3 .  見 同 前 註 。
4 .  見 L. D. Bony，“Mekhanizm iz’’iatiia tovam ogo zema v KNR (50’e gody)”（The Mechanism o f  Grain 

Acquisition  in the PRC [in the 1950s]), in L. P. Deliusin, ed., Kitai: gosudarstvo i obshchestvo 
(China: State and Society) (Moscow: Nauka, 1977), 27,28.

5 .  同 前 註 ，33-34。
6 .  見 毛 澤 東 ，《毛澤東選集》，卷 5 ，217-18、290-91 ; Chou En-lai [Zhou Enlai]，“Report on the 

Proposals for the Second Five-Year Plan for Development o f  the National Economy,M in Eighth 
National Congress o f the Communist Party o f China, vol. 1, Documents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Press, 1956), 270.

7 .  見 GeVbras, Sotsia!’no-ekonomicheskaia struknira KNR: 50-60-e gody (The Socioeconom 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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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o Tszedunom v 1954 g." (J. V. Staling Negotiations in M oscow  with Zhou Enlai in 1952, and N. 
S. Khrushchev’s with Mao Zedong in 1954)，108-13.

4 5 .  見 Westad，S ro 汍 狀？ 16.

46. D. T. Shepilov，“Vospominaniia”（Reminiscences), 方对 o r "  (Problems o f  history)，no. 10 
(1998): 25.

4 7 .  弓 | 自 Koval，“Moskovskiie peregovory I. V. Stalina s Chzhou En’laem v 1952 g. i N. S. Khrushcheva 
s Mao Tszedunom v 1954 g.5* (J. V. Stalin's Negotiations in M oscow  with Zhou Enlai in 1952 and N. 
S. Khrushchev’s with Mao Zedong in 1954)，113.

4 8 .  見 Westad, m 16, 39.

4 9 .  見 Khrushchev，Mewoirs ATin/jhchev，vol. 3, 420-27; D. T. Shepilov，“Vospominaniia”
(Reminiscences), Voprosy istorii (Problems o f  history), no. 9 (1998): 18-31; no. 10 (1998), 3-30; 
Koval, 4tMoskovskiie peregovory I. V. Stalina s Chzhou En'laem v 1952 g. IN . S. Khrushchev s Mao 
Tszedunom v 1954 g.^ (J. V. Stalin's Negotiations with Zhou Enlai in 1952 and N. S. Khrushchev^ 
with Mao Zedong in 1954)，113-18;師 哲 ，《峰與穀》，106-15。

5 0 .  弓丨 自 Chen Jian and Yang Kuisong，“Chinese Politics and the Collapse o f  the Sino- Soviet Alliance，” 
in Westad, Brothers in Arms, 285.

51. Mao, Mao Zedong on Diplomacy9 251, 256.
5 2 .  許 多 年 之 後 ，赫魯雪夫自己說••他「起 初 以 孩 童 純 真 的眼光看待我們和中國同志的關係」。 

Khrushchev, Memoirs o f Nikita Khrushchev, vol. 3,445.

53•引自 D. T. Sh印ilov，“Vosponiinaniia”（Reminiscences)， i故?r "  (Problems o f histoiy)，no. 9 
(1998): 18.

5 4 .  維 特 克 ，《江青 同志》，272 »
55.  見師 哲 ，《峰與穀》，101-5 ; 李 越 然 ，《外交舞臺上的新中國領袖》（北 京 ：外語教 學與研 究 

出 版 社 ，1994)，69-70。
56. ^N ik ita  S. Khrushchev, Vospominaniia. Izbrannye fragmenty (Reminiscences: Selected Fragments) 

(Moscow: Vagrius，1997)，336, 356-57;另 見D. T. Shepilov，“Vospominaniia (Reminiscences), 
Voprosy istorii (Problems o f  history), no. 10 (1998): 28-29.

5 7 .  維 特 克 ，《江青 同志》，262。
58. Khrushchev, Memoirs o f Nikita Khrushchev y vol. 3, 399-400.
59. MiTitarenko, Istoriia kommunisticheskoi partii Kitaia (History o f  the Communist Party o f  China), 

vol. 2, part 1, 137.
6 0 .  見 Zhang, Si’wo-iSov沾 Ecowowic Cooperari洲,202.

6 1 .  見 Chen Jian and Yang Kuisong, “Chinese Politics and the Collapse o f  the Sino-Soviet Alliance,”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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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7 .  見Teiwes， 如‘c s 如 308-9■關於孔子這句話，引自李克曼（Pierre Ryckmans ’ 筆 
名為 Simon L e y s ) 譯 ，TTzejwa/ectoo/Q?吻 cz'zw，(New York: Norton, 1997)，17.

2 8 .  見 Short, M w ，442, 444, 737 ; 趙家梁與張曉霽，《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崗在北京》（香 港 ： 
大風出版社，2008)，203-6、238-45 ; Teiwes，尸 加  MzoSCowr?, 240-52.

2 9 .  見 Wingrove，“Mao’s Conversations with the Soviet Ambassador, 1953-1955,” 28-29, 34-35, 40-41; 
Teiwes, Politics at Mao}s Court% Short, Mao, 441-45.

30•《紅旗》，2 (1981)，32。
31•毛 澤 東 ，《毛澤東選集》，卷 5 ，150-51。另 見 Wingrove，“M ao’s Conversations with the Soviet 

Ambassador，1953-1955，’，21-23.
3 2 .  見 程 波 ，《中 共 「八大」決策內幕》（北 京 ：中共檔 案出版社，1999)，54-55; Wingrove，“Mao’s 

Conversations with the Soviet Ambassador,1953-1955,M 38-40.
3 3 .  李 志 綏 ，《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 ，65。
34. Krutikov, Na kitaiskom napravleniu (Pointed Toward China), 183.
35. He Ganzhi, Istoriia sovremennoi revoliutsii v Kitae (History o f  the Contemporary Revolution in 

China) (Moscow: IzdatePstvo literatury na inostrannykh iazykakh, 1959), 682.
36. Richard Evans, Deng Xiaoping and the Making o f Modem China, rev. ed (London: Penguin, 1997), 

112. Titarenko, Istoriia Kommunisticheskoi partii Kitaia (History o f  the Communist Party o f
China), vol. 2, part 1, 36; Meisner, Mao's China and After, 107.

3 7 .  見毛 澤 東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卷 4 ，（北 京 ：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8)，548。
38. M-Pervaia sessiia Vsekitaiskogo sobraniia narodnykh predstavitelei Kitaiskoi Narodnoi Respubliki 

pervogo sozyva (dokumenty i materialy) (The First Session o f  the First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o f  the PRC [Documents and Materials]) (Beijing: Izdaterstvo literatury na inostrannykh iazykakh, 
1956).

3 9 .  見師 哲 ，《峰與穀一師哲回憶錄》（北 京 ：紅 旗 出 版 社 ，1992)，103 ; 另 見Wingrove，“M ao’s 
Conversations with the Soviet Ambassador，1953-1955，”10-12.

4 0 .  見 Westad， 決erj wJrw*?，38.
4 1 .  葉 子 龍 ，《葉子龍回憶錄》，202。
4 2 .  見毛澤東於一九五四年九月一日發給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電報，載於毛澤東，《建國以來 

毛澤東文稿》，卷 4 ，537-38 »
4 3 .  見 Wingrove，“Mao’s Conversations with the Soviet Ambassador, 1953-1955，” 13-18;毛 澤 東 ，《毛 

澤東選集》，卷 5 ，337-38。另 見前蘇聯外交部長Dmitrii Timofeevich Shep ilov對毛澤東一九五 
四 年 九 月 三 十 日 在 北 京 與 蘇 聯 代 表 團 會 面 的 回 憶 。D. T. S h e p i lo v ，“V osp om in a n iia” 
(Reminiscences), Voprosy Istorii (Problems o f  history), no. 9 (1998): 26.

4 4 .  見 Koval，“Moskovskiie peregovory I. V_ Stalina s Chzhou En’laem v 1952 g. IN . S. Khrushcheva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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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 見 T itarenko, 出尤г7агя (H istory o 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vo l. 2, part 1，118.

1 3 . 毛 澤 東 ，《毛澤東選集》，卷 5 ，93。Em phasis added.
1 4 . 同前 註 ，94。
1 5 . 弓 1 自 T it肛enko, 出尺z’tow (History o 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vo l. 2, part 1,119-20. Emphasis added.
16•毛 澤 東 ，《毛澤東選集》，卷 5 ，102。Emphasis added.
1 7 . 見 力 平 、馬 正 蓀 編 ，《周恩來年請》（一九四九至一九七六年），卷 1 ，317。
1 8 . 見周 恩 來 ，《周恩來選集》，卷 2 (北 京 ：人民出版社，1980)，104-5。
19. Borot 'sia za mobilizatsiiu vsekh sil dlia prevrashcheniia nashei strany v velikoe sotsialisticheskoe 

gosudarstvo: Tezisy dlia izucheniia i propagandy generaVnoi linii partii v perekhodnyi period 
(Razrabotany otdelom  ag ita ts ii i  propagandy TsK  K P K  i  utverzhdeny TsK  K P K  v  dekabre 1953 g.) 
(Struggle to M o b iliz e  A ll Forces to Transform  O ur Country in to  a S o c ia lis t State: Theses fo r 
Studying  and Propagandizing the Party5s General L in e  in  the T ransitiona l Period  [Prepared by the 
Department o f A gita tion  and Propaganda o f the CC  CCP and Affirm ed by the CC  CCP in  December 
1953]) (Moscow: G ospoliizdat，[1957])，10.

20. tsExce ip t from  the Communique o f the Fourth Plenum  (February 18, 1954)/* in  Teiwes, Politics at 
Mao's Court, 237. Emphasis added.

2 1 .  弓 I 自 К. V. Shevelev，“ O nekotorykh aspektakh raboty 4-go plenuraa TsK  K P K  7-ogo sozyva” （On 
Several Aspects o f the Work o f the Fourth Plenum  o f the Seventh Central Committee o f the CCP), in  
Perspektivy sotrudnichestva Kitaia, Rossii i drugikh stran Severo-vostochnoi Azii v kontse 
XX-nachale XXI veka. Tezisy dokladov VIII Mezhdunarodnoi nauchnoi konferentsii liKitai. Kiiaiskaia 
tsivilizatsiia i mir. Istoriia, sovremennost, perspektivy,Moskva, 7-9 oktiabria 1997 g. (Prospects for 
Cooperation  Am ong C h ina , Russia , and O ther C ountries o f Northeast A sia  at the End  o f the 
Twentieth and Beg inn ing  o 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Papers from  the V III Internationa l Scholarly 
Conference on China , Chinese C iv iliz a tio n , and the World: H istory, the Present, and the Future, 
Moscow, October 7-9, 1997) (Moscow: ID V R A N , 1997), 151.

2 2 .  毛 澤 東 ，《毛澤東選集》，卷 5 ，340。
2 3 . 見髙 崗 * (Selections) (Moscow: ID V  AN  SSSR，1989)，226-31.
2 4 .  見 Short, Ми>，442.
25. Paul W ingrove, '^Mao's Conversations w ith  the Soviet Ambassador, 1953-1955/5 CWIHP Working 

Paper, no. 36 (A p ril 2002): 40.
2 6 .  見都 小 平 ，《鄭小平選集》（一九七五至一九八二年），第 二 版 （北 京 ：外文出版社，1995) ， 

29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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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 .  同 前註 。
4 3 .  同 前 註 ，94 »
4 4 .  見 Frederick C. Teiwes，尸 如  Мдо、СомгЛ. G如 Ga«g (Am onk，

M. E. Sharpe, 1990), 163.
4 5 .  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實踐的回顧》，卷 1 ，247 。
4 6 .  見 同 前 註 ，93-94，101，11，247-48; Zhou，“ R ech ’ na V sekita iskom  fmansovoekonom icheskom  

soveshchanii,* (Speech at the A ll-C h ina  Financial-Econom ic Conference), 8-19; Ledovsky, Delo Gao 
Gana-Zhao Shushi (The Gao Gang-Rao Shushi Affa ir), 99.

47. Zhou，“ Rech，na Vsekitaiskom  finansovo-ekonomicheskom  soveshchanii” （Speech at the A ll-C h ina  
Financial-Econom ic Conference), 18.

4 8 .  同 前 註 。
4 9 .  同 前 註 。
5 0 . 毛 澤 東 ，《毛澤東選集》，卷 5 ，103。
5 1 .  同 前 註 ，138。

第二十七章社會主義工業化

1 _ Rakhmanin，“Vzaimnootnosheniia mezhdu I. V. Stalinym  i  Mao Tszedunom glazami ochevidtsa” （An 
Eyewitness Account of Relations Between J. V. Stalin and Mao Zedong), 80.

2 .  見Deriabin and Culver， 及 111-13.
3. ^ iN . M. Przhevarskii, Putesheshestvie v Ussuriiskom brae: Mongolia i strana tangutov (Travels in  

the Ussuri Region: Mongolia and the Country o f Tanguts) (Moscow: Drofa, 2007).
4 .  見 RGASP I，collection of unsorted documents.
5 .  《真 理報》，March 11，1953.
6. ^Kartunova, Vstrechi v Moskve s Tszian Tsin, zhenoi Mao Tszeduna (Encounters in  Moscow with 

Jiang Q ing，Mao Zedong’s wife)，126;維 特 克 ，《江青 同志》，257。
7 .  見 力 平 、馬 芷 蓀 編 ，《周恩來年譜》（一九四九至一九七六年）* 卷 1 ，289-90。
8 .  見 Kurdiukov， (Soviet-Chinese Relations)，284;力 平 、馬 正 蒸 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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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5 .  同前註，47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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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ies A.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China. Documents and Materials [Translated from  Chinese]. 
The First Installment: The Red Guard Press on Liu Shaoqi) (Moscow: IDV  AN SSSR, 1968), 73-74.

3 8 .  薄 一 波 ，《若干重大決策與實踐的回顧》，卷 1 ，23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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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 . 弓 1 自 “Dnevnik sovetskogo posla v Kitae V. V. Kuznetsova. Zapis’ besedy s L iu  Shaoqi. 9 noiab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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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Stuart R. Schram, ed.. Chairman Mao Talks to the People: Talks and Letters: 1956-1971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4),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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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15. Emphasis ad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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澤東傳》（_ 九四九至一九七六年），卷 1 ，116-18。另 見 办 /«，nos. 8-9(1996/1997): 
239.

3 3 .  引自 Peng Dehuai，AfewozVs 〇/ “ 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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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rkimov, Zagodochnaia voina (The Enigmatic War), 116. Emphasis ad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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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Toikunov, Zagadochnaia voina (The Enigmatic War),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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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4 .  引自 Khrushchev，A/e/wozrs o f Nikita Khrushchev, vol. 2,426.
45. ^Ciphered telegram from Fyn Si [Stalin] to Kim  II Sung [via Shtykov], October 13, IPSO,55 CWI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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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New  Evidence on the Korean War,5* 119; Toikunov, Zagadochnaia voina (The Enigmatic War), 118-19.
48. RGASPI, collection o f  unsorted documents.這份 文件首次發表在 Torkunov 的 著 書 ，頁 163-64。
49. RGASPI, collection o f  unsorted documents.
50. Torkunov, Zagadochnaia voina (The Enigmatic War),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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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intern and o f  Stalin), 101-10.
12. Torkunov, Zagadochnaia voina (The Enigmatic War), 56.

1 3 .  同前 註 ，67。另 見 Weathersby, “New  Findings o f  the Korean War，”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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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olution during the Korean War/* CWIHP Bulletin^ nos. 14-15 (2003/2004): 11.

27. <4New  Evidence on the Korean War,M 111-12; Torkunov, Zagadochnaia voina (The Enigmatic War), 
92-93.

28. Shen Zhihua, ^Sino-Nortb Korean Conflict and Its Resolution during the Korean War/* 11.
2 9 .  逄 先 知 、金 沖 及 編 ，《毛澤東傳》（_ 九四九至一九七六年），卷 1 (北 京 ：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3), 113 °
30. "'Letter from  Mao Zedong to Stalin on October 2, 1950,M CWIHP Bulletin, nos. 6-7 (1995/1996):



毛 澤 東 ：真 實 的 故 事 664

年七月二十二曰，與南斯拉夫共產黨代表團一九五六年九月，以及與蘇聯外交部長葛羅米柯 
— 九五七年十一 月十九曰的談話記錄，收 在 “Mao Tszedun 〇 kitaiskoi politike Kom intema i 
Stalina”（Mao Zedong on the China Policy o f  the Comintern and o f  Sta丨in)，107; Mao, Zedowg 
on Diplomacy,, 252, 253; ^'Minutes, Mao's Conversation with a Yugoslavian Communist Un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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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7 .  見同 前 註 ，82, 260, 261; Kurdiukov，Sov油女〇七’加 (Soviet-Chinese Relations)， 

221- 22.

38. Khrushchev, Memoirs o f Nikita Khrushchev, vol. 3, 412,414.
39■弓 | 自 B. T. Kulik， 加如（The Sino- Sovk^ 

and Consequences) (Moscow: IDV  RAN, 2000), 31, 32.
40. Konstantin Simonov, Istorii tiazhelaia voda (The Heavy Water o f  History) (Moscow: Vagris, 2005), 

382.
41. M uZapis* besedy tovarishcha Stalina I. V. s Predsedatelem Tsentra^nogo narodnogo praviterstva 

K ita isko i Narodnoi R espub lik i M ao Tsze-dunom  16 dekabria 1949 g.5' (M emorandum  o f  
Conversation between Comrade J. V. Stalin and the Chairman o f  the Central People's Government o f  
the Chinese Peop led  Republic Mao Zedong, December 16, 1949), 34; CWIHP Bulletin, nos. 6-7 
(1995/1996): 7.

4 2 .  見 “Record o f  Conversation: Mao Zedong and Soviet Ambassador to China Pavel Yudin, July 22, 
1958,^ in Westad, Brothers in Arms, 350.

4 3 _《真 理報》，February 18, 1950.

44. “Tekst besedy lechashchego vracha Mao Tszeduna L. I. Mel’nikova $ poslom  V. N. Roshchinym o 
sostoianii zdorov’ia Mao Tszeduna. 15 iyunia 1950 g.”（Text o f  Conversation Between Dr. L. I. 
Mel'nikov, Physician in Charge o f  Mao Zedong's Treatment, and Ambassador N. V. Roshchin About 
Mao Zedong's Health, June 15, 1950), RGASPI, collection 495, inventory 225, file 71, vol. 1, sheets 
187-187 reverse.

45. Lichnoe delo Mao Tszeduna (Personal File o f  Mao Zedong), RGASPI, collection 495, inventory 225, 
file 71，vol. 1，sheets 54, 55. 另 見師哲著、李 海 文 編 ，《中蘇關係見證錄> ( 北 京 ：當代中國出 
版 社 ，2005 ) ，89-98; N. Fedorenko, “Kak academik P. F. Yudin redaktiroval Mao Tszeduna”（How  
Academician P. F. Yudin Edited Mao Zedong), Problemy Dal'nego Vostoka (Far Eastern affairs), no. 
6(1992): 75.

4 6 .  弓丨 自 Vereshchagi n， (In Old and New  China), 75.

47. “Mao Tszedun o kitaiskoi politike Komintema i Stalina”（Mao Zedong on the China Policy o f  the 
Comintern and o f  Stalin), 106-7.

第 二 十 五 章 韓 戰

1. 見 毛 澤 東 與 赫 魯 雪 夫 的 大 使 尤 金 (Pavel Fedorovich Yudin) — 九五六年三月三■*— 日 、一九五八



毛 澤 東 ：真 實 的 故 事 666

他甚至偵聽自己。有一次我和他一起度假，他承認他不信任自己。他 說 ，我 非 常 不 好 ，我不 
相 信 自 己 。jZ u b ok，“The Mao-Khrushchev Conversations”（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98), 255.

2 7 .  見 Vereshchagin，Kstoww  f «ovo/« 沿toe (In Old and New  China), 124; 另 見汪東興，《汪東興日 
記 》（北 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156-212。

28. Kovalev, uRossiia i Kitai (s missiei v Kitae)5* (Russia and China [My Mission to China]), Duel' 
(Duel), March 25, 1997.

29. N* T. Fedorenko, “Stalin i Mao: Besedy v Moskve”（Stalin and Mao: Conversations in Moscow),
Problemy DaVnego (Far Eastern affairs), no. 1 (1989): 152,156.

3 0 .  師 哲 ，《在歷史巨人身邊》，446-47。
3 1 .  見 “Zapis，besedy tovarishcha Stalina I. V. s Predsedatelem Tsentral’nogo narodnogo pravitel’stva 

Kitaiskoi Narodnoi Respubliki Mao Tsze-dunom 16 dekabria 1949 g.,s (Report on Comrade J. V. 
Stalin's Conversation with the Chairman o f  the Central People's Government o f  the Chinese People's 
Republic Mao Zedong, December 16, 1949), 9-17; CWIHP Bulletin, nos. 6-7 (1995/1996): 5-7.

32. Cr/OT> 5w//扣 _«，nos. 6-7 (1995/1996)，8 . 另 見“Zap is，besedy  I. V. Stalina s Predsedatelem  
Tsentrarnogo narodnogo pravitePstva Kitaiskoi Narodnoi Respubliki Mao Tszedunom  22 ianvaria 
1950 g.”（R ecord  o f  J_ V. Stalin’s Conversation  with the Chairman o f  the Central P eop le’s 
Government o f  the Chinese People's Republic Mao Zedong, January 22,1950), 32.

3 3 .  見 CW7HP nos. 6-7 (1995/1996)，9; “Za p is’ be sedy  I. V_ Stalina s Predsedatelem
Tsentrarnogo narodnogo pravitePstva Kitaiskoi Narodnoi Respubliki Mao Tsze-dunom 22 ianvaria 
1950 g.M (Record o f  J. V. Stalin's conversation  with the Chairman o f  the Central Peop le's 
Government o f  the Chinese Peopled Republic Mao Zedong, Januaiy 22, 1950), 37.

3 4 .  見RGASPI，collection 17, inventory 17, file 1080, sheets 65, 252; inventory 163, file 1595, sheets 
115, 116; file 1607, sheets 70, 71; Kurdiukov, Sovetsko-kitaiskie otnosheniia (Soviet-Chinese 
Relations), 227-29; G. Ganshin and T. Zazerskaia, ^Ukhaby na doroge *bratskoi druzhby, (Potholes 
on  the Road o f  ̂ Fraternal Friendship^), Problemy Dal fnego Vostoka (Far Eastern affairs), no. 6 
(1994): 67-72; Shu Guang Zhang, MSino-Soviet Econom ic Cooperation/* in Westad, Brothers in 
3 ^ ，198;力 平 、馬 芷 稼 編 ，《周恩來年譜》（一九四九至一九七六年），卷 1 (北 京 ：中央文 
獻 出 版 社 ，1997)，22-25 ◊

35. M^Zapis* besedy I. V. Stalina s Predsedatelem  Tsentrarnogo narodnogo praviterstva Kitaiskoi 
Narodnoi Respubliki Mao Tsze-dunom 22 ianvaria 1950 g.M (Memorandum o f  Conversation between 
J. V. Stalin and the Chairman o f  the Central Peopled Government o f  the Chinese People's Republic 
Mao Zedong, January 22,1950), 34-35; CWIHP Bulletin, nos. 6-7 (1995/1996): 8-9 °
九五〇年 一 月 二 十 五 日 給 劉 少 奇 的 電 報 ，談 到 蘇 、中 談 判 及 各 項 檔 之 草 稿 ，收在



6 6 7 註釋

38; CWIHP Bulletin, nos. 6-7 (1995/1996): 5-19.
11_ I. V. Kovalev, “D ialog Stalina s Mao Tszedunom” （Stalin ’s Dialogue w ith Mao Zedong)，_Pra6/ew少 

DaVnego Vostoka (Far Eastern affairs), no. 6 (1991): 84.
12. 4tVypiska iz  materiala vkh no. 8497 ot 10 dekabria 1949 g. (Doklad t. Terebina, nakhodivshegosia v 

Kitae v kachestve vracha p r i rukovodstve TsK KPK  s 1942 po 1949 g.)” （Excerpt from M aterial 
Incom ing No. 8497, December 10,1949 [Report of Comrade Terebin Assigned to China as Physician 
Attached to the Leadership of the CC CCP from 1942 Through 1949]), 69-70; Lichnoe delo Mao 
Tszeduna (Personal F ile  of Mao Zedong), RGASP I, collection 495, inventory 225, f ile  71, vol. 3, 
sheet 289.

13. RGASP I, collection 17, inventory 162, f ile  41, sheets 50-51; f ile  42, sheet 163.
14■ 同 前 註 ，collection 17, inventory 162, file  42, sheet 163.
15. 見 I. V. Kovalev，“Rossiia i  K ita i (s m issie i v Kitae)” （Russia and China [My M ission to China])， 

Z)we/' (Duel), February 25, 1997.
16■ 見Zz.c/шое (Kww Fm) (Personal F ile  of Mao Anying [Yong Fu])，31;馬 社 香 ’ 《紅色

第一家族》，141-43。
17. Kovalev, 4tRossiia i  K ita i (s m issie i v Kitae)^ (Russia and China [My M ission to China]), DueV 

(Duel), February 25, 1997.
1 8 . 見 “Zapiska I. V. Kovaleva ot 24 dekabria 1949 g.，”  г. «ovez’AaM  加oWk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history)，no. 1 (1998): 139;師 哲 、師 秋 朗 ，《我的一生一師哲自述》（北 京 ：人民 
出 版 社 ，2002)，323。

1 9 . 《真 理報》，December 17, 1949.
2 0 . 見 I. V_ Kovalev，“Rossiia i  K ita i (s m issie i v Kitae)” （Russia and China [My M ission to China]), 

Duel' (Duel), March 25, 1997; К. I. Krutikov, Na kitaiskom napravleniu: Iz  vospominanii diplomata 
(Pointed Toward China: A  Diplom at’s Reminiscences) (Moscow: ID V  RAN，2003)，123.

21. CWIHP Bulletin, nos. 6-7 (1995/1996): 5, 6.
22. Kovalev，“ Rossiia i  K ita i (s m issie i v Kitae)’’ （Russia and China [My M ission to China])，£>ме/’ 

(Duel), March 25, 1997.
23. Lichnoe delo Mao Tszeduna (Personal F ile  of Mao Zedong), RGASP I, collection 495, inventory 225, 

f ile  71，vol. 1，sheets 180-84.
2 4 . 同 前 註 ，sheets 182 reverse-183.
25. “Mao Tszedun о kita isko i po litike  Komintema i  Stalina”  (Mao Zedong on the China Policy  of the 

Comintern and Stalin), 106; Mao, Mao Zedong on Diplomacy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98)，253.

2 6 . 幾年後在和毛澤東談話時，赫魯雪夫證實史達林的確竊聽毛澤東。「是的……他也竊聽我們，



毛澤東：真 實的故事668

collection 0100, inventory 46, f ile  374, folder 121, sheet 9.
6 9 .  同前 註 。
7 0 . 見 毛 澤 東 ，《毛澤東選集》，卷 4 ，411-24。
71. Borisov and Titarenko, Vystupleniia Mao Tsze-duna, ranee ne publikovavshiesia v kitaiskoi pechati 

(Mao Zedong’s Speeches Previously Unpublished in  the Chinese Press), series 2, 181.
7 2 . 逄 先 知 編 ，《毛 澤 東年譜，1893-1949》，卷 3 ，469。

第二十四章紅色麥加朝聖

1 .  見 “Vypiska iz  tnateriala vkh. no. 8497 ot 10 dekabria 1949 g. (Doklad t. Terebina，nakhodivshegosia 
v Kitae v kachestve vracha p ri rukovodstve TsK KPK  s 1942 po 1949 g.)** (Excerpts from Material 
Incom ing No. 8497, December 10,1949 [Report of Comrade Terebin Assigned to China as Physician 
Attached to the Leadership of the CC CCP from 1942 Through 1949]), 72.

2. MKartunova, Vstrechi v Moskve s Tsian Tsin, zhenoi Mao Tszeduna (Meetings in  Moscow w ith Jiang 
Qing，Mao Zedong’s wife), 127.

3 .  維 特 克 ，《江青 同志》，449。
4 .  李 敏 ，《我 的父親毛澤東》，29、30、32、33。
5 .  維 特 克 ，《江青 同志》，166。
6 .  見 “外piska iz  materiala vkh. no. 8497 ot 10 dekabria 1949 g. (Doklad t. Terebina，nakhodivshegosia 

v Kitae v  kachestve vracha p ri rukovodstve TsK KPK  s 1942 po 1949 g.)n (Excerpts from Material 
Incoming No. 8497, December 10,1949 [Report of Comrade Terebin Assigned to China as Physician 
Attached to the Leadership of the CC CCP from 1942 Through 1949]), 71.

7 .  李 敏 ，《我的父親毛澤東》，38。
8 .  見李 敏 ，《真 實的毛澤東》，750-56 ; 李 志 綏 ，《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66。
9. 弓1 自 О. B. Rakhmanin，“Vzaimnootnosheniia mezhdu I. V. Stalinym  i  Mao Tszedunom glazami 

ochevidtsa” （Relations Between J. V. Stalin and Mao Zedong Through the Eyes of an Eyewitness)， 
Novaia i noveishaia istoriia (Modem and contemporary history), no. 1 (1998): 85.

1 0 . 見 “Zapis，besedy tovarishcha Stalina I. V. s predsedatelem Tsentral’nogo narodnogo prav ite l’stva 
K ita isko i Narodnoi Respublik i Mao Tsze-dunom 16 dekabria 1949 g.M (Record o f the Conversation 
Between Comrade J. V. Stalin and the Chairman o f the Central Peopled Government o f the Chinese 
People's R epub lic  Mao Zedong, December 16, 1949), 9-17; ^Zapis* besedy I.  V. S ta lina  s 
Predsedatelem Tsentral’nogo narodnogo prav ite l’stva K ita isko i Narodnoi R espub lik i Mao Tsze_ 
dunom 22 ianvaria 1950 g.5* (Record o f Conversation Between J. V. Stalin and the Chairman o f the 
Central Peopled Government o f the Chinese Peopled Republic Mao Zedong, January 22, 1950), 29-



6 6 9 註釋

Sheng’s speech at the meeting o f  the CPSU  and CCP  delegations, July 13, 1963,刊登於 
Bulletin, no. 10 (1998): 182.

5Q•見 JohnW. Gsxwer，Chinese-Soviet Relations, 1937-1945: The Diplomacy o f Chinese Nationali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261.

51. Khrushchev, Memoirs o f Nikita Khrushchev^ vol. 3,409.
52. Chuev, Molotov Remembers, 81.
53. Lichnoe delo Mao Tsze-duna (Personal File o f  Mao Zedong), RGASPI, collection 495, inventory 

225, file 71, vol. 2, sheets 249, 250.
5 4 .  見 RGASPI, collection 17, inventory 162, file 40, sheet 183; ife/o TJzz伽 (Personal File

o f  Jiang Qing), RGASPI, collection 495, inventory 225, file 3217, n.p.
5 5 .  見 A. I_ Kartunova，“Vstrechi v Moskve s Tszian Tsin，zhenoi Mao Tszeduna”（Meetings in M oscow  

with Jiang Qing, the Wife o f  Mao Zedong), Kentavr (Centaur)l-2 (1992): 121-27.
56■見  “Zap is’ priema tovarishchem  Stalinym  delegatsii TsK KPK”（Report on Com rade Stalin’s 

Reception o f  a CC  CCP Delegation), RGASPI, collection 558, inventory 11, file 329, sheets 1-7.
5 7 .  見 RGASPI, collection 17, inventory 162, file 41，sheet 49.
58. RGASPI, collection o f  unsorted documents.
59. “Minutes，Mao’s Conversation with a Yugoslavian Commiinist Union Delegation，” 151.
6 0 .  弓[自 Ledovsky，沾57? / v 姑沿加 a  (The USSR  and Stalin in China’s Fate)，53.
6 1 .  引自 Westad， 汍 ers m 乂/ms，298.
6 2 .  弓丨 自 telegram，“Stalin to Mao Zedong，April 20, 1948，’，同 前 註 ，298-99。
63. 5 1 § Westad, Brothers in Arms, 300.
6 4 .  毛 澤 東 ，《毛澤東文集》，卷 5 ，140-4卜 145。
6 5 .  見逄 先 知 編 ，《毛 澤 東 年 譜 ，1893-1949》，卷 2 ，449 ; Sergei Goncharov，John W. Lew is，and 

Xue Litai, Uncertain Partners: Stalin, Mao, and the Korean War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40; Wolff, **0ne Finger^ Worth o f  Historical Events," 55; B. N. Vereshchagin, Vstarom 
i novom Kitae. Iz vospominanii diplomata (In Old and New  China: Reminiscences o f  a Diplomat) 
(Moscow: IDV  RAN, 1999), 124; Heinzig, The Soviet Union and Communist China 1945- 1950, 
135-56.

66.  見 Ledovsky，SiSST? z•汾 v 沿加V? (The USSR  and Stalin in China’s Fate)，65.
6 7 .  見 A. I. Mikoyan， 办 /〇.•及 瓜 o wkwvMew  (How It Was: Reflections on the Past) 

(Moscow: Vagrius, 1999), 528-29.
68.  弓 | 自 Zhou Enlai，“Rech’ na Vsekitaiskom finansovo-ekonomicheskom soveshchanii”（Speech at the 

All-China Financial-Economic Conference), Arkhiv vneshnei politiki Rossiiskoi Federatsii (Archives 
on the Foreign Policy o f  the Russian Federation，俄羅斯聯邦外交政策檔 案，以下簡稱 AVPRF)，



毛 澤 東 ：真 實 的 故 事 670

2 4 .  見 Peng Dehuai，Afe/wozV*? 〇/<3 C/Kheye MjrrMa/，453.
2 5 .  胡宗南將軍是蔣介石麾下最忠心的將領之一，他率領國民黨部隊攻下延安。根據他和張治中 

在一九二〇年代都在黃埔 軍校這個事實，張戎和哈利戴認為 他也是潛伏的地下共諜。見張戎 
夫 婦 ，《毛 澤 東 ：鮮為 人知的故事》，312。

2 6 .  弓旧 Huang Zheng ’〈毛岸英〉’收 在 胡 華 編’《中共黨史人物傳》，卷2十 一 （西 安 ：陕 西人 
民 出 版 社 ，1985)，151 »

2 7 .  見厶 记 办 加任 isfe/o Afoo (Tm« (Personal File o f  Mao Anying [Yong Fu])，22.
2 8 .  見 Huang, “Mao Anying,” 152.
29. Lichnoe delo Mao Tszeduna (Personal File o f  Mao Zedong), RGASPI, collection 495, inventory 225, 

file 71, vol. 1, sheet 25.
3 0 .  弓丨 自李志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82。
3 1 .  弓 旧 李 敏 ，《我的父親毛澤東》，59。
3 2 .  同 前 註 ，2卜
3 3 .  見徐 則梏編，《王稼祥年譜》（一九〇六至一九七四年），348 ; 朱 仲 麗 ，《燦爛紅葉》（長 沙 ：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115-17，124。
3 4 .  李 敏 ，《我的父親毛澤東》，23-24。
3 5 .  見 都 小 平 ，《鄧小平自述》（北 京 ：解放軍出版社，2004)，118。
3 6 .  見 吳 秦 傑 編 ，《毛澤東光輝歷程地圖集》，81_
37. Lichnoe delo Mao Tszeduna (Personal File o f  Mao Zedong), vol. 1,26.
3 8 .  毛澤 東 ，《毛澤東選集》，卷 4 (北 京 ••外文出版社，1 % 9 ) ，100、101 »
3 9 .  同 前 註 ，133-34 »
4 0 .  見 吳 秦 傑 編 ，《毛澤東光輝歷程地圖集》，81。
41. Acheson, ''Letter o f  Transmittal," vi.
4 Z 李 志 綏 ，《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37。
43. 見 A. V. Mdiksetov，ed.,加 iCifafa (History o f  China) (Moscow: Izdatel’stvo MGU，1998)，582- 

88; Jonathan D. Spence, The Search for Modem China (New York: Norton, 1990), 473-80.
44■ 見  Brian Murray, “Stalin，the C o ld  War，and the Division  o f  China: A  Multi-Archival Mystery,” 

CWIHP Working Paper, no. 12 (June 1995): 1-17.
4 5 .  見 Westad，“77 Conversations Between Chinese and Foreign Leaders on the Wars in Indochina，” 108.

4 6 .  見 RGASPI，collection 17, inventory 162, file 40, sheets 1-2.
4 7 .  同 前 註 。
48. RGASPI, collection o f  unsorted documents.
4 9 .  引自 Westad，“77 Conversations Between Chinese and Foreign Leaders on the Wars in Indochina,” 

108;另 見 尸 Kwfo是a (Far Eastern affairs)，no. 1 (1989)，141; record o f  Kang



6 7 1 註釋

1950)，同前註，29-38; C^fflP5w//e/z>i，nos. 6-7 (1995/1996): 5,9 ;牛 軍 ，“The Origins o f  the 

Sino-Soviet A llian ce, in  Westad, Brothers in Arms, 70.
1 1 .  見Kurdiukov，》Sove炫to-如 加 7977-7957..幼orm’是也如wewfov (Soviet- Chinese 

relations, 1917-1957: A  Collection o f  Documents), 196-203.
12.  見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亞對一九四八年二月十曰蘇、保 、南三方在克里姆林宮秘密會談的記

錄 ，史達林提到了這個事實。記 錄 的 文 字 見 於 及 ///油•《，no. 10 (March 1998): 128-34. 另  
見 Vladimir Dedijer， 办 印 如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1953)，331; “Minutes，M ao’s 
Conversation with a Yugoslavian Communist Union Delegation，Beijing, September [undated] 

1956，” 机 nos_ 6-7 (1995/1996): 149;師 哲 ，《在歷史巨人身邊》，修 訂 版 （北 京 ：
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308; “Mao Tszedun 〇 kitaiskoi politike Kom intema i Stalina”（Mao 
Zedong on the China Policy  o f  the Comintern and o f  Stalin), Problemy DaVnego Vostoka (Far 
Eastern affairs), no. 5 (1998): 107; Vladislav Zubok, HThe Mao-Khrushchev Conversations, July 
31-August 3, 1958 and October 2, 1959/* CWIHP Bulletin, nos. 12/13 (Fall/Winter 2001): 255; 
David WolfF，“ ‘One Finger’s Worth o f  Historical Events’： New  Russian and Chinese Evidence on 
the Sino-Soviet Alliance and Split, 1948-1959,5, CWIHP Working Paper, no. 30 (August 2000): 54, 
77; Westad, 4t77 C on v e rsa t ion s  b etw een  Ch in ese  and F ore ign  L eaders on  the Wars in 
Indochina,” 105-6.

13. (tMao Tszedun o kitaiskoi politike Komintema i Stalina** (Mao Zedong on the China Policy o f  the 
Comintern and o f  Stalin), 107.

1 4 .  逄 先 知 編 ，《毛澤東年譜，1893-1949》，卷 3 ，10。
1 5 .  見 Westad, “77 Conversations Between Chinese and Foreign Leaders on the Wars in Indochina，” 106.
16. O. Borisov  [O. B. Rakhmanin] and M. Titarenko, eds., Vystupleniia Mao Tsze-duna, ranee ne 

publikovavshiesia v kitaiskoi pechati (Mao Z ed on g^  Speeches Previously Unpublished in the 
Chinese Press), series 2 (Moscow: Progress, 1975), 168.

1 7 .  引自 《彭真 年譜》（一九◦ 二至一九九七年），卷 1 (北 京 ：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280 »
18. 4tPismo I. V. Stalina V. M. Molotovu, L. P. Beria, G. M. Malenkovu, A. I. Mikoyanu, 10 noiabria, 

1945 g.,s (Letter from J. V. Stalin to V. M. Molotov, L. P. Beria, G. M. Malenkov, A. I. Mikoyan, 
November 10,1945)，RGASPI，collection 558, inventory 11，file 98, sheet 81.

19. Odd Arne Westad, Cold War and Revolution: Soviet-American Rivalry and the Origins o f the Chinese 
Civil War, 1944-1946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152.

2 0 .  見Heinzig， •扣  C/m’cw 1945-1950, 98.
2 1 .  同 前 註 ，98-101; Westad，Co/f/ 附 161.
22. Dean Acheson，“Letter o f  Transmittal，” in w"/? C t o a ，xv.
2 3 .  見維 特 克 ，《江青 同志》，199 ; 吳 秦 傑 編 ，《毛澤東光輝歷程地圖集》，75 ◊



毛 澤 東 ：真 實 的 故 事 672

2 .  見 D avid  D. Barrett，D ix ie  А/гЖсш: ГАе Szafes Jrm少 Observer Gr〇Mp iw Геяаи,
(Berkeley, CA: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1970); Carrole J. Carter, Mission to Yenan: American 
Liaison with the Chinese Communists 1944-1947 (Lexington: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1997); 
Vladim irov, Osobyi raion Kitaia 1942-1945 (Special Region of China 1942-1945), 306-7,313, 626.

3. Joseph Esherick, ed., Lost Chance in China: The World War II Dispatches o f John S. Service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4), 308, 309.

4 .  見⑶以ed 汾a如 及 洲 s wiY/г C/ii’nci: 奶 汍  Speda/ i?e/erewce m 決e _Pen_oc/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1968)，92-93, 94-96; “Statement by General Patrick J. Hurley on December 5 & 6, 
1945/* United States-China relations. Hearings before 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 United 
States Senate, Ninety-second Congress, F irst Session on the Evo lution  of U.S. Po licy  Toward 
M ainland China (Executive Hearings Held July 21, 1971; Made Pub lic  December 8, 1971) and 
Hearings Before 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 United States Senate, Seventy-ninth Congress, 
First Session on the Situation in  the Far East, Particularly China. December 5, 6, 7, and 10, 1945 
(Washington: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1), 78, 122.

5. Lyman P. Van Slyke, ed.. The Chinese Communist Movement: A Report o f the United States War 
Department, July 1945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1,258.

6 .  見 毛 澤 東 ，《毛澤東選集》，卷 3 ，219。
7 .  見  Dieter Hei似 ig，The Soviet Union and Communist China，1945-1950: The Arduous Road to the 

Alliance (Armonk, NY: M. H. Sharpe, 2004), 51-125.
8 .  見 A. V. Torkunov，Zagai/oc/wflza 心阳 &秘 Aw?/?汝/ 7Р50-УР53 (The Enigm atic War: The

Korean Conflict 1950-1953) (Moscow: ROSSPEN, 2000), 6-29.
9. O. Arne Westad et al., eds., и77 Conversations Between Chinese and Foreign Leaders on the Wars in

Indochina/’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冷戰國際史計劃，以下簡稱 所 客
Paper, no. 22 (May 1998): 105.

IQ•弓 \自 A. M. Ledovsky，SSSR i Stalin v sud’bakh Kitaia: Dokumenty i svidei’stva uchastnika sobytii， 
1937-1952 (The USSR and Stalin in  China^ Fate: Documents and Witness of a Participant, 1937- 
1952) (Moscow: Pam iatoiki istoricheskoi m ysli，1999)，61■另 見 “Zapis’ besedy tovadshcha Stalina 
I. V. s Predsedatelem Tsentral'nogo narodnogo praviterstva K ita isko i Narodnoi R espub lik i Mao 
Tsze-dunom 16 dekabria 1949 g.M (Record o f Comrade J. V. Stalin's Conversation w ith the Chairman 
of the Central People's Government o f the Chinese Peopled Republic Mao Zedong, December 16, 
1949), RGASP I, collection 55, inventory 11, f ile  329, sheets 9-17; uZapis, besedy tovarishcha Stalina 
I. V. s Predsedatelem Tsentrarnogo narodnogo pravitePstva K ita isko i Narodnoi R espub lik i Mao 
Tsze-dunom 22 ianvaria 1950 g.” （Record o f Comrade J. V_ Stalin ’s Conversation w ith the Chairman 
o f the Central People's Government o f the Chinese People's Republic Mao Zedong, January 22,



6 7 3 註釋

57. Banac, The Diary o f Georgi Dimitrov, 256.
5 8 .  同 前 註 。
5 9 .  見 Kw? (Personal File o f  Wang Ming)，RGASPI，collection 495, inventory 225,

file 6, vol. 2, sheet 6.
60. Banac, The Diary o f Georgi Dimitrov, 259.
6 1 .  同 前 註 ，260 °
6 2 .  同 前 註 ，288 »
63. Titarenko, i fdtaiskaia revoliutsiia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296.
64. RGASPI, collection 146, inventory 2, file 13, sheets 4, 5.
6 5 .  同 前 註 ，sheet 16 ; 另 見 Vladimirov, raz’ora ■/似 (Special Region  o f  China

1942-1945), 251-53.
66. RGASPI, collection 146, inventory 2, file 13, sheet 8.
6 7 .  同 前 註 ，26-27 〇王明的女兒王芳妮 住在莫斯科，由季米特洛夫領養。
68.  引自 Wang Ming，Maro’s  trans. Vic Schneierson (Moscow: Progress, 1979)，157.
6 9 .  另 見毛澤東，《毛澤東選集》，卷 （北 京 ：外 文 出版社，1969)，205-70。
7 0 .  見 Vladimirov，仏 〇 办 (Special Region o f  China 1942-1945)，487.
7 1 .  見 “Resolution o f  the CCP CC  on Certain Historical Questions，” in Saich， to Power 〇/ 汸 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1164-79.

7 2 .  劉 少 奇 ，《論黨》 （On the P a rty ) (北 京 ：外 文出版社，1950)，157。
7 3 .  毛澤 東 ，《毛澤東文集》，卷 5 (北 京 ：人 民出版社，1996)，260-61。
7 4 .  引自毛澤東，〈七大工作方針〉，8。
75. Alexander V. Pantsov, **K diskussii v KPK vokrug *idei Mao Tsze-duna*" (On the Discussion Within 

the CCP o f  **Mao Zedong Thought*5), Rabochii Mass i sovremennyi mir (The working class and the 
contemporary world), no. 3 (1982): 61-64.

7 6 .  見 逄 先 知 編 ，《毛 澤 東 年 譜 ，1893-1949》，卷 2 ，6 0 7、617 ; 卷 3 ( 北 京 ：人 民 出 版 社 ， 
2002)  ’ 10- 1 2 。

第 二 十 三 章 史 達 林 、毛澤東及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
1. 見 Freda Utley， a/ (New York: John Day, 1939); Claire and William Band，Dragcw  厂 伽识 ： 

Two Years with Chinese Guerrillas (London: Allen &  Unwin, 1947); T. A. Bisson,''China's Part in a 
Coalition War," Far Eastern Survey, no. 12 (1939): 139; Harrison Forman, Report from Red China 
(New York: Henry Holt, 1945). Kenneth Shewmaker, Americans and Chinese Communists, 
1927-1945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1), 239-62.



毛 澤 東 ：真 實 的 故 事 674

36• 同 前 註 ，另 見 Vladimir Dedijer，7%e 肠 r  •奶 es <?/ De兩’er，vol. 3 (Ann Arbor: University

o f  Michigan Press, 1990), 313.
3 7 .  見Djilas，Cowveradft'om Sto/加.
38. Lichnoe delo Mao Tszeduna (Personal File o f  Mao Zedong), RGASPI, collection 495, inventory 225, 

file 71, vol. 3, sheet 189.
39• 同 前 註 ，186-89 ; RGASPI，collection 495, inventory 74, file 314。
40. Banac, The Diary o f Georgi Dimitrov, 295
41. Pantsov and Levine, Chinese Comintern Activists: An Analytic Biographic Dictionary (manuscript), 

302.
42. RGASPI, collection 17, inventory 162, file 36, sheet 41.
43. Banac, The Diary o f Georgi Dimitrov, 172, 176.
4 4 .  納粹進攻蘇聯之後，蘇聯慷慨援助中共，或許可以解釋為 史達林向毛澤東表示感謝。毛澤東 

在一九四一年六月十五日透過蘇聯駐華武官尼古拉•羅士勤(Nikolai Roshchin)向這位克里姆 
林宮領袖通報德國即 將發動攻擊* 且明確指出日期是六月二十二日。毛澤東從他安插 在重慶 
的特務閻寶航那裡得到訊息。戰 爭 爆 發 後 ，史達林發電報向毛澤東致謝* 強 調他的準確情報 
使得俄國人能及時做好軍事準備。〈閻寶航之子閻明復二〇〇五年九月九日致俄羅斯外交部信 
函 > , 本書作者潘佐夫私人檔 案蒐藏。

45. Dimitrov, Dnevnik (Diary), 101.
46•見 Raymond F.Wyhe，The Emergence o f  Maoism: Mao Tse-Hing，Ch’en Po-ta, and the Search for 

Chinese Theory 1935-1945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227; Li Hua-Yu, 
“Stalin’s Short Course and Mao’s Socialist Econom ic Transformation o f  China in the Early 1950s，” 
Russian History 29, nos. 2-4 (Summer-Fall-Winter 2002): 357-76.

4 7 .  見逄 先 知 編 ，《毛澤東年譜，1893-1949》，卷 2 ，326。
48. Schram, Mao's Road to Powery vol. 7, 810.
49.  同前 註 ，826-32 ; 逄 先 知 編 ，《毛 澤東年譜• 1893-1949》，卷 2 ，349-5卜
5 0 .  引自 Vladimirov， rafow 尤如如 7辦*2-_/945 (Special Region o f  China，1942-1945)，123.

51■ 同 前 註 ，4 0 、4卜
5 2 .  劉 少 奇 ，《劉少奇選集》，卷 1 (北 京 ：外文出版社，1984)，136。
5 3 .  見劉崇文與陳紹疇編，《劉少奇年譜》（一八九八至一九六九年），卷 1 (北 京 ：中央文獻出版 

社 ，1998)，360。
54.  見 李 敏 等 編 ，《真 實 的 毛 澤 東 ：毛澤東身邊工作人員的回 憶 》（北 京 ：中 央 文 獻 出 版 社 ， 

2004)，2 ; 王 健 英 ，《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匯編》，424-26。
55.  見周 國 全 等 ，《王明年譜》（[合肥] : 安徽人民出版社，1991 ) ，⑵ 、123。
5 6 .  同 前 註 ，120。



675 mm

225, file 71，vol. 1，sheet 17; Karmen， v 沿/fle (A Year in China)，77; Schram， 及〇你 / fo 
i>o體 *，vol. 6, 297-300;維 特 克 ，《江青 同志》，155;文 松 輝 ，〈毛澤東初識江青 〉’ 《人民政協 
報 》，September 10, 2004; Roger Faligot and R im i Kauffer，7%e Secref SerWce，trans.
Christine Donougher (New York: Morrow, 1989), 14-15, 81-83, 122-28; John Byron and Robert 
Pack, The Claws o f the Dragon: Kang Sheng—The Evil Genius Behind Mao and His Legacy o f 
Terror in People's China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2), 145-49; Ross Terrill, Madam Mao: 
The White-Boned Demon, rev. ed.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14-142; Braun, 
Comintern Agent in China 1932-1939, 250.

2 4 .  見 “Vypiska iz materiala vkh. no. 8497 ot 10 Dekabria 1949 g. (Doklad t. Terebina, nakhodivshegosia 
v Kitae v kachestve vracha pri rukovodstve TsK KPK s 1942 po 1949 (Excerpt from  Material 
Incom ing No. 8497, December 10, 1949 [Report o f  Comrade Terebin, Who Was in China as a 
Physician Attached to the Leadership o f  the CC  CCP from 1942 to 1949), RGASPI, collection 495, 
inventory 225, file 71, vol. 4, sheet 71; I. V. Kovalev, "Rossiia v Kitae (s missiei v Kitae)" (Russia in 
China [My Mission to China]), Duel' (Duel), November 5,1997.

2 5 .  見 Z/c/moe de/o (Personal File o f  Wen Yun)，n.p.; rfe/o M jo  (Yun Fu)
(Personal File o f  Mao Anying [Yong Fu]), RGASPI, collection 495, inventory 225, file 71, vol. 10, 
sheets 2-17.

26• 弓丨 自李敏，《我的父親毛澤東》，15。
27. Lichnoe delo Mao Anying (Yun Fu) (Personal file o f  Mao Anying [Yong Fu]), 27-28; Lichnoe delo

幼m (Personal file o f  Yong Shu)，23 ;毛 澤 東 ，《毛澤東書信選集》（北 京 ：人 民出版社， 
1983)，166-67。

2 8 .  見 毛 澤 東 ，《毛澤東書信選集》，157。
2 9 .  李敏 ，《我的父親毛澤東》，40 ; 馬 社 香 ，《紅色第一家族》，70 ; 逄 先 知 編 * {毛 澤東年譜， 

1893-1949》，卷 2 ，201.

30. Pantsov，“Obrazovanie opomykh baz 8-1 Natsionarno-revoliutsionnoi armii 々  tylu iaponskikh voisk 
v Sevemom  Kitae^ (Establishment o f  Eighth Route Army Base Areas in the Japanese Rear in North 
China), 41-48.

31. Vladimirov, Osobyi raion Kitaia (Special Region o f  China), 77-78.
3 2 .  見張培森編，《張聞天年譜》，卷 卜 624。
33. Stuart R. Schram, ed., Mao's Road to Power: Revolutionary Writings 1912-1949, vol. 7 (Armonk, 

NY: M. E. Sharpe, 2005), 330-69.
3 4 .  同 前 註 ，262-64 〇
35. M ilovan D jilas (吉拉斯）， w"/* trans. Michael B. Petrovich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1962), 33.



毛 澤 東 ：真 實 的 故 事 676

松 ，《走向破裂》，76。
5 .  徐則 浩 編 ，《王稼祥年譜》，196 ; 逄 先 知 編 ，《毛 澤 東 年 譜 ，1893-1949》，卷 2 ，90 ; 金沖及 

編 ，《毛澤東傳》（一八九三年至一九四九年），531。
6.  李 維 漢 ，《回憶與研 究》，卷 1 ，415-16 -
7 .  引自 Teiwes and Sun，“From a Leninist to a Charismatic Party，” 344.

8.  引自 Vladimirov, O jo 办 z_ 幻Yak 心-7945 (Special Region o f  China, 1942-1945)，603.
9 .  見 Titov，办 加o r "  r o ^ c>/(3 y gg. (From the History o f  Struggle

and Split in the Leadership o f  the CCP, 1935-1936), 140-43.
10•見 M. I. Kalinin，“O  Kitae”（On China), 沿加V (China: Stories) (Moscow  and Leningrad:

Detgiz, 1938), 34-35.
11. E. Snow, Geroicheskii narod Kitaia (The Heroic People o f  China), trans. L. Mirtseva (Moscow: 

Molodaia gvardiia, 1938), 72, 74;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69, 70.
12. Mao Zedong, tsMoia zhizn* ^ (My Life), InternatsionaVnaia literatura (International literature), no. 

11 (1937): 101-11; no. 12(1937): 95-101.
13. Mao Tsze-dun: Biograficheskii ocherk (Mao Zedong: Biographical Sketch) (Moscow: OGIZ, 1939).
14. Emi, Mao Tszedun, Chzhu De (Mao Zedong, Zhu De).
15. Schram, Mao's Road to Power, vol. 6,534-35.
1 6 .  同 前 註 ，529 °
1 7 .  同 前 註 ，538-39 »

18■ 見  “Doklad tov. Mao Tsze-duna na VI rasshirennom plenume TsK kompartii Kitaia ot 12-14 oktabria 
1938 goda: O  novom  etape razvitiia antiiaponskoi natsionarnoi voiny i edinogo antiiaponskogo 
natsional'nogo fronta** (Report o f  Comrade Mao Zedong at the Sixth Enlarged Plenum o f  the CC  o 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October 12-14, 1938: On the New  Stage o f  Development o f  the Anti- 
Japanese National War and the Anti-Japanese National United Front), RGASPI, co llection  495, 
inventory 225, file 71, vol. 1, sheets 66-215; ^^L ich n oe delo Lin Biao (Personal File o f  Lin Biao), 
RGASPI, collection 495, inventory 225, file 53, vol. 1, sheet 207.

1 9 .  關於馬海德，見 Sidney Shapiro, Afo /fozWe: o f American Doctor George Hatem in China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2004).

20. R. Karmen, **God v  Kitae** (A Year in China), Znamia (Banner), no. 8 (1940): 75.
21■弓 | 自 Braun，j  OwwVzte/*” d g e 财  m ■/P32-7P3P，248-50; Shapiro, Ma 55-57; Roxane

Witke，Cbwrat/e CAiawg CVzwg (Boston: Little，Brown，1977)，145 (以下稱維特克，《江青 同 
志》）；Helen Foster Snow，Afy 设 挪 ，262-63.

2 2 .  見 李 志 綏 ，《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 ，175。
2 3 .  見 办 /〇 Tize-dwwa (Personal File o f  Mao Zedong)，RGASPI，collection 495, inventory



6 7 7 註釋

3 7 .同 前 註 ，580。
38•逄 先 知 編 ，《毛 澤 東 年 譜 ，1893-1949》* 卷 1 ’ 671-72; Schxam，M io ’s 凡 户 謂 # , vol. 6, 

573.
3 9 . 弓 旧 逄 先知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卷 2 ，41。
4 0 . 見金沖及編，{毛澤東傳》（一八九三年至一九四九年），522-26。
41 •引自 Schram ，МзоУ ifoad  /bwer，vol. 6, xl.
4 2 . 見 Cressy-Marcks，•/омги̂у //?/〇 162-63.
43. Schram, Mao's Road to Powert vol. 6,193.
4 4 . 見 Lichnoe delo Ven Yun (Personal F ile  of Wen Yun)，RGASP I，collection 495, inventory 225, file  

420, n.p.
4 5 . 同 前 註 。
4 6 . 見孔 東 梅 ，〈聽外婆講那過去的事情一毛澤東與賀子珍> ( 北 京 ：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 ， 

172 ; 孔 東 梅 〈翻 開我家老影集> ，67、106、189。
4 7 . 見 文 夫 、張 乃 勝 ，《毛澤東與賀子珍》，127。
48. Cressy-Marcks, Journey into China, 165.
49. Evans Fordyce Carlson, Evans F. Carlson on China at War, 1937-1941 (New York: China and US 

Publications, 1993), 37-38.
50. Carlson, Twin Stars o f China, 168,169.
51. Carlson, Evans F. Carlson on China at War, 1937-1941y 22,49.
5 2 . 見 Frederick C. Teiwes and Warren Sun，“ From  a Len in ist to a Charism atic Party: The CCP’s 

Changing Leadership, 1937-1945,M in  Saich and van de Ven,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volution^ 343.

第二十二章鞏固對中共的控制
1 - 見 任 弼 時 ，<任弼時選集》（北 京 ：人 民出版社，1987)，164-207 ; 高 華 ，《紅太陽是怎 麼 樣升 

起 的 ：延安整風運動來龍去脈》（香 港 ：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 164-66.
2. M iT itarenko, Kommunisticheskii internatsional i kitaiskaia revoliutsiia (The Com m unist 

International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283 ; 《任弼時年譜》（一九О四至一九五О年 ），370- 
72。

3 .  見 Lzc/i如 е ййз/сз Мяо 乃 從 办 如 （Personal F ile  o f Mao Zedong), RGAS I*I, collection 495, inventory 
225，file71，v o l_ l，sheetl85 ; 《任弼時年譜》（一九〇四至一九五〇年）’ 372 ; 徐 則 浩 編 ，《王 
稼祥年譜》（一九〇六至一九七四年），190。

4 .  引自徐則浩編，《王稼祥年譜》，190 ; 《任弼時年譜》（一九〇四至一九五〇年 ），3?2 ; 楊奎



毛 澤 東 ：真 實 的 故 事 678

revoliutsionnoi armii v tylu iaponskikh voisk v Sevemom  Kitae** (Establishment o f  Eighth Route 
Army Base Areas in the Japanese Rear in North China), in M. F. Yuriev, ed., Voprosy istorii Kitaia 
(Problems o f  Chinese History) (Moscow: IzdateFstvo MGU, 1981), 39-41.

2 4 .  見王 實 編 ，《中國共產黨歷史簡編》（上 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丨959 )，178-79。
2 5 .  逄 先 知 編 ，《毛澤東年譜，1893-1949》，卷 2 ，（北 京 ：人民出版社，2002)，17。
2 6 .  毛 澤 東 ，《毛澤東文集》，卷 2 (北 京 ：人民出版社，1993)，8-10。
27. Schram, Mao's Road to Power, vol. 6,43,44-45, 51-52, 57.
28. Banac, The Diary o f Georgi Dimitrov, 67-69.
2 9 .  引自 Short，M w ，360.
30. Banac, The Diary o f Georgi Dimitrov, 67.
3 1 .  金沖 及 編 ，《毛澤東傳》（一八九三年至一九四九年），521.
3 2 .  同 前 註 ，522-23。
33. Shirokov and A. Aizenberg, eds., Materialisticheskaia dialektika (Materialist Dialectics) 

(Moscow, 1932); M. Mitin and I. Razumovskii, eds., Dialekticheskii i istoricheskii materialism v 
dvukh chastiakh. Uchebnik dlia komvuzov i vuzov (Dialectical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Two 
Parts. Textbook o f  Communist Higher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Higher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Moscow: Partiinoe izdatel’stvo, 1932); M. B. Mitin，ed.，“Dialekticheskii materialism”（Dialectical 
Materialism), Bolshaia Sovetskaia Entsiklopediia (Large Soviet Encyclopedia), vol. 22 (Moscow: 
Sovetskaia entsiklopediia, 1935), 45-235. Mao read translations o f  the fo llow ing Chinese texts: 
Shiluokefu (Shirokov), Ailunbao (Aizenberg), Bianzhengfa weiwulun jiaocheng (Textbook on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trans. Li Da and Lei Zhujian, 3rd ed. (Shanghai: Bigengtang shudian, 1935) 
and 4th ed. (Shanghai: Bigengtang shudian, 1936); Mitin deng (Mitin et al.), Bianzheng weiwulun yu 
lishi weiwulun (Dialectical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rans. Shen Zhiyuan, vol. 1 ([Changsha],
1935) ; Mitin, Xin zhexue dagang (Outline o f  New  Philosophy), trans. Ai Siq i and Zheng Yili 
(Shanghai: Dushu shenhuo chubanshe，1936).毛澤東讀的是以下中文書譯本：西洛可夫和艾森堡 
等 著 ，《辯證法唯物論教 程》，李達和雷仲堅譯，第 三 版 （上 海 ：筆 耕 堂 書 店 ，1935) 和第四 
版 （上 海 ：筆 耕 堂 書 店 ，1936); 米 丁 等 ，《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沈 志 遠 譯 ，第一卷 
( 長 沙 ：1935 ); 米 丁 ，（新 哲 學 大 綱 》，艾 思 奇 和 鄭 易 裡 譯 ，（上 海 ：讀 書 生 活 出 版 社 ，
1936) 。

34. M. B. Mi如，“Predislovie”（Preface)，in M. B. Mitin, v印msy wateWa/扮纪 & 知z'
(Urgent Problems o f  Materialist Dialectics) (Moscow: Partizdat TsK VKP(b), 1936), 3.

35•見 Schram，M jo \  切尸ow er，vol. 6, 672, 729, 741; N ick  Knight，ed.，Afao ow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Writings on Philosophy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0), 17.

36. Schram, Maoys Road to Power, vol. 6, 673.



6 7 9 註釋

Press, 1995), 60-70.
5 .  見dgwes iSwecZ/ey，5如 办 吵 /«« o/C /k>«7 (New York: Knopf, 1943)，170-71; Nym Wales，Afy 

Notebooks, 62-63; Snow  (Wales), Inside Red China, 186-87; Snow  (Wales), The Chinese 
Communists, 250-61; Snow, My China Years, 265, 274-76, 278-79; MacKinnon and MacKinnon,

182-89,192;文 夫 、張 乃 勝 ，《毛澤東與賀子珍》，110-20.

6. Snow  (Wales), The Chinese Communists^ 252.
7 .  引自 MacKinnon and MacKinnon，jgw&s 190.
8.  同 前 註 ，190-91 ; 文 夫 、張 乃 勝 ，《毛澤東與賀子珍> ，121-22。
9 .  見 Smedley，China Fights Back, 4, 8-10; Snow  (Wales)，The C/«_«eye Cb/w/www/嫩 ，254; Snow ,场 》 

China Years, 281-82.
10. Banac, The Diary o f Georgi Dimitrov, 40.
1 1 .  見 Titarenko，K尺 户 作 入 尺 z■沿加 ... (The CPSU，the Comintern and China:

Documents), vol. 4, 1092; Schram, Mao's Road to Powert vol. 4, 356-57.
12.  見楊 奎 松 ，〈蘇聯大規模援助中國紅軍的一次嘗試〉，收在黃修榮編，《蘇 聯 、共產國際與中 

國革命的關係新探》（北 京 ：中共黨史出版社，1995)，324-26。
13. Banac, The Diary o f Georgi Dimitrov, 36, 57.
14■《周恩來年譜》（一八九八至一九四九年），366-67。
1 5 .  逄 先 知 編 ，{毛澤東年譜，1893-1949卜 卷 卜 677。
1 6 .  弓 | 自 Wales，柳  Ife/wiw 63.
17■《周恩來年譜》（一八九八至一九四九年）* 373-74。
1 8 .  根據張戎和哈利戴的說法，發動中日戰爭的是史達林•他 利 用 「長期潛伏在國民黨軍隊核心 

的共產黨特務」張 治 中 將 軍 * 挑撥日本轟炸上海。他 們 說 ，張治中一九二五年夏天起，在黃 
埔 軍 校 任 教 ，就成為 中共特務。張戎和哈利戴認為 黃埔 軍校是中國共產主義的溫床，因為 它  
是俄國人辦的。張 戎 夫 婦 ，《毛 澤 東 ：鮮為 人知的故事》，208-9 ◊要照這麼 說，那蔣介石也是 
共 產 黨 的 「特 務 」囉 ，因為 他是黃埔 軍校校長。

1 9 .  見 Vladimirov, Osofiyi raion 沿fen’a 79^2-7945 (Special Region  o f  China，1942-1945)，239-40.
2 0 .  見逄 先 知 編 ，《毛澤東年譜，1893-1949》，卷 1 ，654-55 ; 《林伯渠傳> ( 北 京 ：紅旗出版社， 

1986 ) » 195; Stuart R. Schram, ed., Mao*s Road to Power. Revolutionary Writings, 1912-1949, vol. 
6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9), xxxv.

21. Schram, Mao^ Road to Power, vol. 6, 11, 12, 14; Vladimirov, Osobyi raion Kitaia 1942-1945 
(Special Region o f  China 1942-1945), 519, 600.

22. Schram, Ma〇}s Road to Power, vol. 6, 11, 12; Braun, A Comintern Agent in China 1932-1939, 212.
23. Braun, A Comintern Agent in China 1932-1939, 211-13; Chang Kuo-fao, The Rise o 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vol. 2, 533-41; A. V. Pantsov, uObrazovaniie opomykh  baz 8-i Natsionarno-



毛 澤 東 ：真 實 的 故 事 680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2003)，41. 另 見 RGASPI，collection 146, inventory 2, file 3, sheet 29.
47. Banac， o/G eorg i Z>z>mYrov，41-42. 另 見 RGASPI，collection  146, inventory 2, file 3, 

sheets 29-30.
48. Banac, The Diary o f Georgi Dimitrov, 42. SM RGASP I, collection 146, inventory 2, file 3, sheet 30.
49. Banac， o/Georgz’ 而> o v ，42■另 見 RGASPI，collection 146, inventory 2, file 3, sheet 30. 

狄 米 崔 •馬紐爾斯基當時是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
50. Titarenko, Kommunisticheskii internatsional i kitaiskaiia revoliutsiia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270.
51. Snow, Random Notes on Red Chinat 2.
52. Short，M ^ ，719-20 ; 金 沖 及 編 ，《毛澤東傳》（一八九三年至一九四九年），433。
5 3 .  蔣 介 石 ，《蘇俄在中國》，79。
5 4 .  金沖 及 編 ，《毛澤東傳》（一八九三年至一九四九年），431、432。
5 5 .  逄 先 知 編 ，《毛 澤東年譜，1893-1949》，卷 1 ，639。
56. Titarenko, Kommunisticheskii Internatsional i kitaiskaiia revoliutsiia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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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Braun, A Comintern Agent in China 1932-1939, 98.
10. S 榮 臻 ，7■ 邮 及以 *5加％210 ; 另 見 《遵義會議文獻》，4 1 、111-14。
11.  見聶 榮 療 ，7财 祕 決 e 211 -12.
1 2 . 引自同前註，210。
1 3 .  見Braun, 乂 如77 CAzWa ■/P32-7P3P，98-103 ; 《遵義會議文獻》，116-17 ;金沖及

編 ，《毛澤東傳》（一八九三年至一九四九年），353-54 ; 楊 尚 昆 ，《楊尚 昆回憶錄》（北 京 ： 
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117-21。

14. MPissm o Li Tina [Lin Biao] v  Otdel kadrov IKKI i IKK ot 29 ianvaria 1940 g.#, (Letter from  Li Ting 
[Lin Biao] to the Department o f  Personnel o f  the ECCI and the ICC, January 29, 1940), RGASPI, 
collection 495, inventory 225, file 53, vol. 1, sheet 180.

15■金 沖 及 編 ，《毛澤東傳》（一八九三年至一九四九年），354 ; 另 見聶 榮臻，/财 油汸 e r，
211.

1 6 .  見 《遵義會議文獻》，117。
17. Braun, A Comintern Agent in China 1932-1939, 104.
1 8 .  見張 聞 天 ，《張聞天選集》（北 京 ：人民出版社，1985)，37-59。
1 9 .  《遵義會議文獻》，42-43、132-36。
2 0 .  弓 旧 李 敏 ，《我的父親毛澤東> ，m 。
21.  引自孔東梅，〈毛澤東賀子珍夫婦：為 革命痛失五個子女〉•《解放曰報》，March7,2005.

2 2 . 見 同 前 註 。
2 3 .  見 《遵義會議文獻》，134。
2 4 .  引 自 《周恩來年譜> ( 一八九八至一九四九年）’ 280。
25•見 《遵義會議文獻》，134~35 •，金 沖 及 編’《毛澤東傳:> (一八九三年至一九四九年）’ 36卜
26. Mao, Poems o f Mao Tse-tung, 63.
27. Braun, A Comintern Agent in China 1932-1939, 111.
2 8 .  見 李 敏 ，《我的父親毛澤東》，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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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gress of Chinese Soviets) (Moscow and Leningrad: IzdatePstvo inostrannykh rabochikh v SSSR, 
1934); Mao Zedong, Ekonomicheskoe stroiteVstvo i itogi proverki razdela zemli v Kitaiskoi 
Sovietskoi Respublike (Izbrannye rechi 1 sta f f) (Economic Construction and the Results o f the 
Verification o f Land Redistribution in  the Chinese Soviet Republic [Selected Speeches and Articles]) 
(Moscow and Leningrad: IzdateFstvo inostrannykh rabochikh v SSSR, 1934).

6 0 . 見 《真 理報》，February 11，1930。
61. T itarenko, VKP(b), Komintern i Kitai: Dokumenty (The CPSU, the Com intern and China: 

Documents), vol. 4,693.
6 2 . 見 聶 榮 臻 ，如沾女 fAe 158-59; Braurij J  С<)/иш如 ш CAf/w 40*43, 75-

76; V io let Cressy-Marcks, Journey into China (New York: Dutton, 1942), 166.
63. Stuart R. Schram, Mao's Road to Power: Revolutionary W ritings, 1912-1949, vol. 5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9), 528-29.
64. T itarenko, VKP(b), Komintern i Kitai: Dokumenty (The CPSU, the Com intern and China: 

Documents), vol. 4, 602.
65■ 同 前 註 ，614。
66■見 逄 先 知 編 ，《毛澤 東 年 譜 ，1893-1949》，卷 卜 428。
67. Braun, A Comintern Agent in China 1932-1939y 76.
6 8 . 見 Titarenko，PX/Y从 尺 o / m W e r w ( T h e  CPSU，the Com intern and China: 

Documents), vol. 4, 613.
6 9 .  見  Helen Foster Snow (^ym  Wales)，The Chinese Communists: Sketches and Autobiographies o f the 

Old Guard (Westport, CT: Greenwood, 1972., 245,246.
7 0 . 見文 夫 、張 乃 勝 ，《毛澤東與賀子珍》，95-97 ; 馬 社 香 ，《紅色第一家族》，323-24 »

第 十 九 章 長 征
1. Braun, A Comintern Agent in China 1932-1939, 83.
2 .  見 逄 先 知 編 ，（毛 澤 東 年 譜 ，1893-1949》，卷 1 * 435-36; Braun，J  CowH'wterw C/wmi

81-82;李 維 漢 ，《回憶與研 究》卷 1344~45; A. A. Martynov et al.，eds.，设 /丨 始;?〇狀〇3 
1-go fronta Kitaiskoi raboche-krest'ianskoi krasnoi armii: Vospominaniia (The Long March of the 
First Front Chinese Worker-Peasant Red Army: Reminiscences), trans. A. A. Klyshko et al. (Moscow: 
Izd-vo inostrannoi lite ratoy, 1959), 43.

3 .  見 “Dokladnaia zapiska о provalakh i  provokatsiiakh v tsentral’nykh organizatsiiakh KP  K ita ia  v 
Shanghae za poslednie tr i goda i  о dele ‘Osobogo otdela，” （Report on the Failures and Provocations 
W ithin the Central Organizations o f the CP of China in  Shanghai over the Past Three Years and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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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0 .  同 前 註 ，295、298、309、323 °
4 1 .  見 “Dokladnaia zapiska 〇 provalakh i provokatsiiakh v tsentral’nykh organizatsiiakh KP Kitaia v 

Shanhae za poslednie tri goda i o dele *Osobogo otdela* M (Reportorial Notes on the Failures and 
Provocations in the Central Organs o f  the CP o f  China in Shanghai for the Past Three Years and o f  
the Matter o f  the 'Special Section,)J RGASPI, collection 495, inventory 74, file 299, sheets 1-60; 
Litten, “The Noulens Affair,” 492-512.

4 2 .  金沖 及 編 ，《毛澤東傳》（一八九三年至一九四九年），311。
4 3 .  見 文 夫 、張 乃 勝 ，《毛澤東與賀子珍》，9 1 。
4 4 .  見 郭 毛 毛 ，《我的父親鄭小平》，（New  York: Basic Books, 1995)，210-17.
45• 引 自 文 夫 、張 乃 勝 ，《毛澤東與賀子珍》，99 ; 金 沖 及 編 ，《毛澤東傳》（一八九三年至一九四 

九年），333。
4 6 .  引自金沖及編，《毛澤東傳》（一八九三年至一九四九年），334。
47 . 見 Braxm，A Comintern Agent in China 1932-J939, 1-79,
48. Titarenko, VKP(b), Komintern i Kitai: Dokumenty (The CPSU, the Com intern  and China: 

Documents), vol. 4, 1145.
4 9 .  同 前 註 ，1146。另 見 B o  Gu ( 博 古 ），“M oia  P redvarite l’naia is p o v e d’’’（M y Prelim inary 

Testimony), RGASPI, collection 495, inventory 225, file 2847, sheets 1-111.
5 0 .  見 Ti t arenko， i 沿加’：D o 众 (The CPSU, the Com intern and China: 

Documents), vol. 3,1306-27; vol. 4,103-4.
5 1 .  見 同 前 註 ，卷 4 ，243、427。
52. Braun, A Comintern Agent in China 1932-1939,49.
5 3 .  見Pavel Mif，ed.， v •.从 afeWa/y / 叹 幼 汝  vto/w’（Soviets in China: Materials 

and Documents，Second Collection) (Moscow: Partizdat TsK VKP(b)，1935)，未出版的校訂稿， 
183-258。由於史達林的共產國際政策在一九三五年起了激烈變化，這本書一直沒有出版。本
書作者潘佐夫私人圖書館蒐藏一份 未刊本校訂稿。

5 4 .  見 王 健 英 ，《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匯編》，198。
5 5 .  見 Titarenko, FXiY 从 沿 ?Tmwferw 尺"azV (The CPSU，the Comintern and China:

Documents), vol. 3, 49.
5 6 .  同 前 註 ，卷 4 ，585。
57• 同 前 註 ，586。
5 8 .  引自金沖及編，《毛澤東傳》（一八九三年至一九四九年），339。
5 9 .  見 秘  (Communist International)，no. 20 (1934):21-29; no. 23 (1934):

32-51; Za rubezhom (Abroad), no. 27 (59) (1934): 1, 4-9; Mao Zedong, ToVko sovieiy mogut spasti 
沿加V JJ-w Sovefov A7加Va (Only Soviets Can Save China: Report at the Seco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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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Titarenko, VKP(b), Komintern i Kitai: Dokumenty (The CPSU , the Com intern  and China: 

Documents), vol. 4, 153.
2 2 .  同前註，158。
2 3 .  同前註，159。
2 4 .  見逄 先 知 編 ，《毛 澤東年譜，1893-1949》，卷 1 ，3W ; 《中國人民解放軍組織沿革和各級領導 

成員名錄》，58-61。
2 5 .  見 逄 先 知 編 ，《毛澤東年譜，1893-1949》’卷 1 ，342。
2 6 .  見同前註 ’ vol. 1，379-80; Schram，M /ok 如 Power，vol. 4,242~44.
2 7 .  見 Wang [Liu]，Li [Lin], and Zhou [Mao]， 灸/W  Gewera/’womw se知etor/w 5

ianvaria 1940 g. (Report to ECCI General Secretary G. Dimitrov, January 8, 1940), 49; Titarenko, 
VKP(b), Komintern i Kitai: Dokumenty (The CPSU, the Comintern and China: Documents), vol. 4, 
146_48( 152-53, 158-59, 193; Lichnoe delo Mao Tszeduna (Personal File o f  Mao Zedong), RGASPI, 
collection 495, inventory 225, file 71, vol. 3, sheets 176-79.

28. Wang [Liu], Li [Lin], and Zhou [Mao], Doklad GeneraVnomu sekretariu IKKI G. Dimitrovu, 8 
ianvaria 1940 g. (Report to ECCI General Secretary G. Dimitrov, Jamiary 8,1940), 49.

29. Titarenko, VKP(b), Komintern i Kitai: Dokumenty (The CPSU , the Com intern  and China: 
Documents), vol. 4, 187-88.

3 0 .  引自金沖及編，《毛澤東傳》（一八九三年至一九四九年），309。
31. Titarenko, VKP(b), Komintern i Kitai: Dokumenty (The CPSU , the Com intern  and China: 

Documents), vol. 4, 191, 192.
3 2 .  見金 沖 及 編 ，《毛澤東傳》（一八九三年至一九四九年），309。
3 3 .  同前註，334。
3 4 .  弓旧 文 夫 、張 乃 勝 ，《毛澤東與賀子珍》，兕 ；金 沖 及 編 ，《毛澤東傳》（一八九三年至一九四 

九年），310。
3 5 .  見 Titarenko, 从 尺 ow 加 er» / 沿 加 . . (The CPSU，the Com intern and China: 

Documents), vol. 4, 194, 223, 225.
3 6 .  見 王 健 英 ，《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匯編》，188。
37. Titarenko, VKP(b), Komintern i Kitai: Dokumenty (The CPSU , the Com intern  and China: 

Documents)，vol. 4, 199.
38_ 見 逄 先 知 編 ’ 《毛澤東年請 ’ 1893-1949》’卷 1 ’ 393; “Zapis’b e sed y tt ChzhouEnlaia，Chzhen 

Lina [Ren Bishi] I [G. I.] Mordvinova, 16 noiabria 1939 godaM (Notes on a Conversation Among 
Comrades Zhou Enlai? Zheng Ling [Ren Bishi], and [G. I.] Mordvinov, November 16,1939), 34.

39. Titarenko, VKP(b), Komintern i Kitai: Dokumenty (The CPSU , the Com intern  and China: 
Documents), vol. 4, 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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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見同 前 註 ，360 ; 王 健 英 ，《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匯編》，164 ; 《中國人民解放軍組織沿革 
和各級領導成員名錄》，48-52 〇

7 .  見 《周恩來年譜》（一八九八至一九四九年），220; Wang Song [Liu Yalou], Li Ting [Lin Biao]， 
and Zhou Den [Mao Zemin], Doklad generarnomu sekretariu IKKJ G. Dimitrovu, 8 ianvaria 1940 g. 
(Report to the General Secretary o f  the ECCI G. Dimitrov, January 8, 1940), RGASPI, collection 
495, inventory 225, file 477, sheet 48.

8. Saich, The Rise to Power o 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558-66.
9 .  同 前 註 ；逄 先 知 編 ，《毛 澤 東 年 譜 ，1893-1949》，卷 1 ，364 ; 金 沖 及 編 ，《毛澤東傳》（一八 

九三年至一九四九年），289-90 ; Wang [Liu], Li [Lin] i Zhou  [Mao]， W genera/ 
sekretariu IKKI G. Dimitrovu, 8 ianvaria 1940 g. (Report to the General Secretary o f  the ECCI G. 
Dimitrov, January 8, 1940), 48.

10. M L i Ruilin, ^Vosstanie v  Ningdu^ (Uprising in Ningdu), in Vsiudu krasnye znamena (Red Banners 
Everywhere), 52-58.

1 1 .  見文 夫 、張 乃 勝 ，《毛澤東與賀子珍》，75-79 ; 逄 先 知 編 ，《毛 澤 東 年 譜 ，1893-1949》，卷 
1 ，365 ; 金 沖 及 編 ，《毛澤東傳》（一八九三年至一九四九年），290-91,

12. Titarenko, Kommunisticheskii internatsional i kitaiskaia revoliutsiia: Dokumenty (The Conununist 
International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628-29.

1 3 .  同前 註 ，240, 242■另 見 Titarenko， /•尺"orf: jDoArwwe/j/y (The CPSU，the 

Comintern and China: Documents), vol. 4,96.
1 4 .  見 T i t a r e n k o , Z  加V D o如werea (The CPSU，the Comintern and China: 

Documents), vol. 4,100-102.
1 5 .  見 Donald A. Jordan， THa/ 办  7%e 幼咖 妙⑶•呢 zr (Ann Arbor: University o f

Michigan Press, 2001).
1 6 .  見 Mi f， v 尺" 從 （Soviets in China)，454-56; Stuart R. Schram，ed” M w 、及〇̂ ^  ft? Power: 

Revolutionaiy Writings, 1912-1949, vol. 4: (Annonk, NY: M. E. Sharpe, 1997), 209-14.
17. Otto Braun, A Comintern Agent in China 1932-1939, trans. Jeanne Moore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30.
1 8 .  見裏榮療 ’ ar, 114-28.
19. Titarenko, VKP(b), Komintern i Kitai: Dokumenty (The CPSU , the Com intern  and China: 

Documents)，vol. 4, 146-47.這通電報其實相當含糊。我們意識到蘇區中央局委員並 沒有完全理 
解臨時政治局的意向，但是他們極力想要表示忠心耿耿。他 們 寫 說 ：「用不著多說，我們必須 
竭力反對李立三攻打大城市的冒險路線。然 而 ，目前情勢對我們有利•我們必須在攻打最重 
要城市之前，對付右傾機會主義的過度恐懼。」

2 0 .  逄 先 知 編 ，《毛澤東年譜，1893-1949》，卷 卜 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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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uments), vol. 3,1147,1258,1273.
4 4 .  李 敏 ，《我的父親毛澤東》，163。
45. Chang Kuo-fao, The Rise o 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vol. 2, 175.
46. Lichnoe delo Mao Tszeduna (Personal File o f  Mao Zedong), RGASPI, collection 495, inventory 225, 

file 71, vol. 2, sheet 256.

4 7 .  見 Frederick S. Litten，“The Noul纽 s Affair,” gwa/■妙 fy，no. 138 (1994): 492-512; Frederic 
Wakeman, Policing Shanghai 1927-1937 (Berkeley: University o f  California Press, 1995), 151-60, 
253-54; Nie Rongzhen, Inside the Red Star: The Memoirs o f Marshal Nie Rongzhen (Beijing: New  
World Press, 1983), 97-98,104-6.

48■見  M. L. Tit肛enko et al” eds” •财 er« 沿 如 (The CPSU，the Comintern
and China: Documents)，vol. 4 (Moscow: AO  “BukleV’ 2003)，146.

4 9 .  見楊 奎 松 ，《走 向破裂> ，189。
50. ^Zapis* besedy tt. Chdiou  Enlaia, Chzhen Lina [Ren Bishi] i [G. I.] Mordvinova 16 noiabria 1939 

goda5* (Record o f  Conversation Among Comrades Zhou Enlai, Zheng Ling [Ren Bishi], and [G. I.] 
Mordvinov, November 16,1939), 33-34; Wakeman, Policing Shanghai, 1927-1937,156.

5 1 .  見 《周恩來年譜’ 1898-1949》，218 »
52. Li Chongde, ^E scortin g M ao Z ed on g's Son s to Shanghai,M in Mao Zedong: Biography—

222-26;〈錢希鈞和毛澤民〉，收 在 《毛澤東的家事》（北 京 ：春秋 
出 版 社 ，1987)，14-15 ; 〈中國共產黨創辦的第一個幼稚圜 〉，《新民晚 報》，June 13, 2004 ; 
〈毛岸英三兄弟在上海市的情況〉，同 前 註 ，December 23, 2004 ; 馬 社 香 ，《紅色第一家族》， 
136-37 ； Titarenko, VKP(b), Komintern i Kitai: Dokumenty (The CPSU, the Comintern and China: 
Documents), vol. 4, 1052.

5 3 .  見 王 健 英 ，《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匯編》，163 〇
54. Agnes Smedley9 China^ Red Army Marche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1934), 314-15.

第 十 八 章 狗 咬 拘 ，共產黨式

1. Hsiao, Power Relations within the Chinese Communist Movement, 1930-1934, vol. 2,382-89.
2 .  見逄 先知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卷 1 ，319、320。
3. Titarenko, VKP(b), Komintern i Kitai: Dokumenty (The CPSU , the Com intern  and China: 

Documents), vol. 3, 893,938,939,940.
4 .  見 Hsiao, Power JieZaffons within t/te Chinese Communist A/ovemenf，1930-1934, vol. 2, 391~407•，金 

沖 及 編 ，《毛澤東傳》（一八九三年至一九四九年），280-81。
5 .  見逄 先知編，《毛 澤東年譜，1893-1949》，卷 1 ，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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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  幾天後毛澤東宣稱，「赣 西南蘇維埃政府領導機關、以及技術工人當中* 三分之二的人是AB 
團 分 子 。」Schram，Mw?〜及oW/c? Power, vol. 3, 560.他怎 麼 來的這個數字，我們不清 楚。

2 4 .  同 前 註 ，554。
25. Lichnoe delo Mao Tszeduna (Personal File o f  Mao Zedong), RGASPI, collection 495, inventory 225, 

file 71，vol. 2, sheets 257, 258.
2 6 . 見 《中國人民解放軍組織沿革和各級領導成員名錄》，38。
2 7 .  引自 Short, Mw?，273.
28. Lichnoe delo Mao Tszeduna (Personal File o f  Mao Zedong), RGASPI, collection 495, inventory 225, 

file 71, vol. 2, sheet 261.
2 9 .  同前 註 ，260-61; Titov， 出 女 oz■厶 Mao Kze-dwwa (Materials for a 

Biography o f  Mao Zedong), vol. 1,310, 311.
30. Lichnoe delo Mao Tszeduna (Personal File o f  Mao Zedong), RGASPI, collection 495, inventory 225, 

file 71, vol. 2, sheets 258, 259, 261; vol. 3, sheets 18, 19; P. P. Vladimirov, Osobyi raion Kitaiay 
1942-1945 (Special Region o f  China, 1942-1945) (Moscow: APN, 1975), 224,225.

31. Schram, Mao's Road to Power, vol. 3, 713.
3 2 .  見 Titarenko, F幻Y 从 沿 ?wz■扣 erw A7加 £1〇匕》26«以 （The CPSU, the Com intern and China: 

Documents), vol. 3,1276-81.
3 3 .  同前 註 ，1348-52 ; 徐 則 浩 編 ，《王 稼 祥年譜，1906-1974》（北 京 ：中央文獻出版社，2〇01) ， 

52 ; 《任 弼 時 年 譜 ，1904-195〇》，165-66 ; 《周 恩 來 年 譜 ，1898-1949》，修 訂 版 （北 京 ：中央 
文 獻 出版社，1998)，212。

34. Titarenko, VKP(b), Komintern i Kitai: Dokumenty (The CPSU , the Com intern  and China: 
Documents), vol. 3,1067.

35. Titov, Materialy k politicheskoi biografii Mao Tsze-duna (Materials for a Political Biography o f  Mao 
Zedong)，vol. 1，329.

3 6 .  見 “Beseda [G. I.] Mordvinova s t. Chzhou Enlaem 4 marta 1940 g.”（Conversation Between [G. I.] 
Mordvinov and Comrade Zhou Enlai, March 4, 1940), RGASPI, collection 495, inventory 225, file 
71，vol. 1，sheet 32.

37 . 見 Saich，The Rise to Power o 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530-35.
3 8 .  見 王 健 英 ，《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匯編> , 159,161-
3 9 .  引自 Averill，“The Origins o f  the Futien IncidenV’ 108.
4 0 .  廖 蓋 隆 編 ，《中國共產黨歷史大辭典》，260 〇
4 1 .  見 逄 先知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卷 卜 330-31 ; Short^Mw，257.
42. Mao,尸 從 阳 Ke-Zw/ag，53.不周山是座神秘的山，被古代英雄共工剷 平
4 3 .  見 Titarenko, K〇Y从 沿 ?w;•咐ern z’ AV如人. (The  CPSU，the Com intern and China:



6 9 1 註釋

Mordvinov, November 16,1939), RGASPI, collection 495, inventory 225, file 71, vol. 15 sheet 35.
9 .  見 T itarenko， 入 iToffHWerw /• (The CPSU ，Com in tern  and China:

Documents), vol. 3, 817,1079-80,1139,1323.
10. Titarenko, Kommunisticheskii Internatsional i kitaiskaia revoliutsiia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205.
11. A. Ivin, Ocherki partizanskogo dvizheniia v Kitae, 1927-1930 (Sketches o f  the Guerrilla Movement 

in China, 1927-1930) (Moscow  and Leningrad: GIZ, 1930), 90.
12■ 見  Ti t arenko， (The CPSU，the Com intern and China: 

Documents), vol. 3,48,1067.
1 3 .  同 前 註 ，1108-9。
14. Schram, Mao's Road to Powery vol. 3,377-78.
1 5 .  當然 ，從 戰 術 理 由 講 ，毛澤東可能還偶爾否認農村遊民。例 如 ，一九三〇年六月，在紅四軍 

前敵委員會和 赣 西特委聯席會議上，試圖撇 清 一再的指控，說 他 主 張 「遊民無產階級意識型 
態 」，他 設 法 就 「遊 民 」問題通過一個決議案。決 議 說 ：「紅軍和赤衛隊是革命群眾 奪取國家 
權 力 、並 保護它 的重要工具… …不容地痞 流氓滲透進入這些組織。」見 同 前 註 ，453。然 而 ， 
這個理論一文不值 ，因為 它 根本不可能執行。根據共產國際執委會遠東局的估 計，一九三〇 
年的紅軍基本上由社會最底層分子組成。見 Titarenko, FS7Y从 心 wn'raterw /
(The CPSU, the Comintern and China: Documents), vol. 3, 817.

16. Schram, Mao's Road to Powery vol. 3, 636, 638.
17. [Liu Shiqi], Sovetskii raion iugo-zapadnoi Tsiansi v 1930 g.: Doklad instruktora TsK kompartii 

Kitaia ot 7 oktiabria 1930 g. (The Soviet District o f  Southwest Jiangxi in 1930: Report o f  a CCP 
Central Committee Instructor, October 7,1930), in Mif, SovetyvKitae (Soviets in China), 237.

18. Schram, Mao*s Road to Power, vol. 3, 269.
1 9 .  見[Liu Shiqi], 5bve炫姐 rafow z.wgo-z印〇办 〇!. Tiz以似z. v 7P30 g_ (The Soviet District o f  So 

Jiangxi in 1930), 227-44; Titarenko, VKP(b), Komintern i Kitai: Dokumenty (The CPSU, the 
Comintern and China: Documents)，vol. 3, 1272-74;陳 毅 ，〈陳毅同志關於朱毛軍的歷史及其現 
況的報告〉，192 ; 《中國人民解放軍組織沿革和各級領導成員名錄》（北 京 ：軍事科學出版 
社 ，1987)，35; Erbaugh，“The Secret History o f  the Hakkas，” 937-38; Stephen C_ Averill，“The 
Origins o f  the Futian Incident," in Tony Saich and Hans J. van de Ven, eds..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volution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5), 79-115.

20. Titarenko, VKP(b), Komintern i Kitai: Dokumenty (The CPSU , the Com intern  and China: 
Documents), vol. 3,1349,1368.

2 1 .  見 Averill, “The Origins o f  the Futian Incident,” 83-84, 86,92.
2 2 .  見 Short, M jo, 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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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vetskogo dvizheniia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the In it ia l Soviet Movement Period), 287-
8 8 .

44■見  Hsiao Tso-liang，尸ower Ле/油’ora W你 л 汾e vol. 2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7), 26-29.

45■ 見 Schram, AfooS Power，vol. 3, 157-58.
4 6 . 同 前 註 ，26卜
4 7 .  同 前 註 ，240、245、246。
4 8 . 弓\包 Grigori&v，Kommunisticheskaia partiia Kitaia v nachaFnyi period sovetskogo dvizheniia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the In it ia l Soviet Movement Period), 308, 309.
49. Saich, The Rise to Power o 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b 429.
50. Schram, Mao's Road to Power, vol. 3, 455-502, 508-23, 529-32; r 1893-

1949》，卷 1 ，310-16 »
51. Й  Grigoriev, Kommunisticheskaia partiia Kitaia v nachaVnyi period sovetskogo dvizheniia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the In it ia l Soviet Movement Period), 338.
52. Schram, Mao^ Road to Power, vol. 3,459.
5 3 . 同前 註 ，234-36 ; 逄 先 知 編 ，《毛澤東年譜，1893-1949》，卷 卜 275。
54. Schram, Mao's Road to Powery vol. 3» 235.

第十七章在共產國際羽翼下
1 .  見 Titarenko, РХ/уб)，尺ow i加erw г. (The CPSU，Com intern and China:

Documents), vol. 3,1273.
2. Titarenko, Kommunisticheskii Internatsional i kitaiskaa revoliutsiia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204, 205.
3. Titarenko, VKP(b), Komintem i Kitai: Dokumenty (The CPSU, Comintern and China: Documents), 

vol. 3,1019.
4 .  同 前 註 ，Ш 9 、1037 ; ZhangQ iushi，《瞿秋白與共產國際》（北 京 ：中共黨史出版社，2004) ， 

314-17 »
5. Chang Kuo-fao, The Rise o 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vol. 2, 86.
6 .  見王 健 英 ，《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匯編》，145-46。
7. Meng Qingshu，“Vospominaniia о Van M ine” （Reminiscences of Wang Ming) (manuscript)，66-67. 

更 多 詳 情 ，見 S p i c h a k , o v 伽 (Chinese Vanguard of the Krem lin)，104.
8. “Zapis’ besedy tt. Chzhou Enla ia, Chzhen L ina  [Ren B ishi] i  [G. I.] Mordvinova 16 noiabria 1939 

goda** (Record o f a Conversation between Zhou E n la i, Zheng L in g  [Ren B ish i] , and [G.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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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  見 Schram，M s r t c /  如 Power, vol. 3,150_
20 . 見 S&ich，The Rise to Power o 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411-72.
21. Schram, Mao's Road to Power, vol. 3, 155-56.
22. Pavel Mif, ed., Strategiia i taktika Kominterna v natsionaVno-koloniaVnoi revoliutsii na primere 

Kitaia (The Comintern's Strategy and Tactics in National-Colonial Revolution, for Example, China) 
(Moscow: IWEIP Press, 1934), 236-44.

23. Schram, Mao^ Road to Power, vol. 3, 256, 257, 504.
2 4 .  引自毛澤東，《毛澤東文集》，卷 1 ，206 »
25■見逄 先知編，《毛 澤東年譜，1893-1949》，卷 1 ，278。
26. (Anguna) (Personal File o f  Liu Jilang [Angong])，RGASPI，collection 495,

inventory 225, file 1656 ; 廖 蓋 隆 編 ，《毛澤東百科全書》，卷 3 (北 京 ：光明 日 報 出 版 社 ， 
2003)，1401 ; 逄 先 知 編 ，《毛 澤東年譜，1893-1949》，卷 1 • 274-77。

27. Schram, Mao's Road to Power, vol. 3, 419,420, 421.
2 8 .  同 前 註 ，188。
2 9 .  見 陳 毅 ，〈陳毅同志關於朱毛軍的歷史及其現況的報告〉，176-93。
30. A. Ivin, Sovietskii Kitai (Soviet China) (Moscow: ^Molodaia gvardiia,,s 1931), 43-44.
3 1 .  逄 先 知 編 ，《毛澤東年譜，1893-1949》，卷 1 ，285 »
3 2 .  李 敏 ，《我的父親毛澤東》，169。
33. Mao Zedong, uDa Li Shuyi5* (A Reply to Li Shuyi), in Mao, Mao Zedong shici duilian jizhu 

(Collection o f  Mao Zedong’s Poems)，96.毛 澤 東 ，〈答李淑一〉，收 在毛澤東，《毛澤東詩詞對 
聯集注》，96。

34. Schram, Mao's Road to Power, vol. 3, 192.
3 5 .  同 前 註 ，194。
3 6 .  同 前 註 ，195-230 °
37•例如見HuangPing，《往事回憶錄》（北 京 ：人民出版社，1981).
38. Wang Fanxi, Memoirs o f a Chinese Revolutionary, trans. Gregor Bent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7), 109.
3 9 .  見 Titarenko，FK7Y从 尺 加 V (The CPSU，the Comintern and China:

Documents), vol. 3,457.
4 0 .  同 前 註 ，1048、1075。
4 1 .  見楊 奎 松 ，《走 向 破 裂 ：毛澤東與莫斯科恩恩怨怨》（香 港 ：三 聯 書 店 ，1999)，189。
42. ( 《真 理報》），December 29,1929.
4 3 .  見Titarenko，KST/Y从 尺 z’ 尺" 山. . (The CPSU，the Cominternand China: 

Documents), vol. 3, 482-88; Grigoriev, Kommunisticheskaia partiia Kitaia vnachaVnyi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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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六 章 星 星 之火可以燎原

1 .  見 〈河 本 大 佐 為 策 劃 「皇 始 屯 事 件 」致磯谷廉介等函兩件 > ( 一九二八年四月），《民國檔  
案 》，3 (1998 )，3-5 ; 河本大佐等，《我殺死了張作霖》（長 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前 
幾 年 ，有些俄國作者宣稱，張作霖的確是被史達林的秘密特務殺害* 但是他們的論據沒有說 
服 力 。見 Dm itrii Prokhorov，“ ‘Litem oe delo, marshala Zhang Zuolinya”（The “Lettered F ile” o f 
Marshal Zhang Zuolin), Nezavisimoe voennoe obozrenie (Independent m ilitary review), no. 21 
(2003): 5.

2. M  Grigoriev, Kommunisticheskaia partiia Kitaia v nachaVnyi period sovetskogo dvizheniia (The 
Communist Party o f China in the Initial Soviet Movement Period), 107,121.

3. Stenograficheskii otchet VI s ̂ ezda Kommunisticheskoi partii Kitaia (Stenographic R ecord o f  the 
Sixth Congress o f  the Communist Party o f  China), book  2 (M oscow : Institute o f  Chinese Studies 
Press, 1930), 80-81.

4 .  同 前 註 ，冊 1 ，98。
5 .  同 前 註 ，13。
6. Schram, Maors Road to Powert vol. 3,114,151.
7 .  同 前 註 ，106、115。
8. Stenograficheskii otchet VI s ,}ezda Kommunisticheskoi partii Kitaia (Stenographic Record o f  the 

Sixth Congress o f  the Communist Party o f  China), book  1, 5-6, 8-10.
9. PengDehuai^A/emoZrw/aC^/MeseMws/zfl/, 274-76 ; 《井岡山鬥 爭大事介紹》（北 京 ：解放軍出 

版 社 ，1985)，187-91.
10. M  Leonard Levesque, Hakka Beliefs and Customs, trans. J. Maynard Murphy (Taichimg: Kuang Chi 

Press, 1969), 70.
11.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y 166.
1 2 .  例如見廖蓋隆編，《中國共產黨歷史大辭典> ，118,405。
13. Schram, Mao's Road to Power, vol. 3,351.
14. Stenograficheskii otchet VI s nezda Kommunisticheskoi partii Kitaia (Stenographic Record o f  the 

Sixth Congress o f  the Communist Party o f  China), book  5,12,13.
1 5 .  同前 註 ，冊 2 ，151 ; 冊 4 ，183 ; 周 恩 來 ，《周恩來選集》，卷 1 (北 京 ：外文出版社，1981)， 

195-96 °
16. Schram, Mao's Road to Power, vol. 3,139.
1 7 .  同 前 註 ，173-74。
1 8 .  見 馬 社 香 ，《紅色第一家族》’ 54 ; Shorty M w ，254 ; 《解放日報》’ M arch7,2005 ; Wen Fu and 

Zhang Haishen，《毛澤東與賀子珍》（北 京 ：團結出版社，20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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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錄 ：人物 > ( 北 京 ：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1 ) ，277。
22. ^  I § Titov, Materialy k politicheskoi biografii Mao Tsze-duna (Materials for a Political Biography o f  

Mao Zedong), vol. 1, 166.
2 3 .  見 Schram, to ■Power，vol. 3, 84 ;逄 先 知 編 ，《毛澤東年譜 * 1893-1949》，卷 1 ，227-

28 ; 236-40。
24 . 見 Lois Wheeler Snow，Edgar Snow’s China: j4 Personal Account o 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Compiled from the Writings o f  Edgar Snow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1), 72.
25. Agnes Smedley, The Great Road: The Life and Times o f Chu Teh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56)，10.
26. Helen Foster Snow  (Nym Wales), Inside Red China (New York: Da Capo Press, 1977), 113,116.
27. Snow, Edgar Snow's China, 73.
28.  見 811〇\¥(\\^163)，/肌 '(^7?£(^67»’《£7，110-12.
29.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166.
30. Schram, Mao's R oad to Power, vol. 3, 57.
3 1 .  同 前 註 ，51。
3 2 .  同 前 註 ，128-30。
33_ 同 前 註 ，104、111。
34• 同 前 註 ，104, 9 6 。
3 5 .  同 前 註 ，92 »
3 6 .  同 前 註 ，74。
3 7 .  同 前 註 ，94。
38. Mao, Poems o f  Mao Tse-tung, 38.
3 9 .  見 李 敏 ，《我 的 父 親毛澤東》，162。
40. Schram, Mao's Road to Powery vol. 3, 57.
41. Peng Dehuai, Memoirs o f a Chinese Marshal: The Autobiographical Notes o f Peng Dehuai (1898- 

1974), trans. Zheng Longpu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84), 231.
4 2 .  同 前 註 ；另 見 Schram, M w 》及o aA o  Pmver, vol. 3 ,149.
43. Schram，M io’j  to Pow er，vol. 3, 149-51;逄 先 知 編 ，《毛 澤東年譜，1893-1949》，卷 1 ， 

261-62 ; 馬 社 香 ，《紅色第一家族》，4 8 。
4 4 .  引自 Schram， 及如心。Pow er，vol. 3,151.
45•引自 Peng Dehuai， <?/〇 C to e se  A/flrs/ia/，228-29.
4 6 .張 戎 夫 婦 ，《毛 澤 東 ：鮮為 人知的故事》，6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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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同 前 註 ，167。
7. Liu Xing, stD o i posle  V osstan iia osennego urozhaia"5 (Before and After the "Autumn Harvest 

Uprising^), in Vsiudu krasnye znamena (Red Banners Everywhere), 26.
8 .  見 逄 先 知 編 ，《毛 澤 東 年 譜 ，1893-1949》，卷 1 ，216-20 ; 吳 秦 傑 編 ，《毛澤東光輝歷程地圖 

集 》，39-40 ; 李 敏 ，《我的父親毛澤東》，155, 162。
9. Schram, Mao's Road to Power, vol. 3, 109.
1 0 .  見 陳 毅 ，〈陳毅 同志關於朱毛軍的歷史及其現況的報告〉，收 在 《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史料選 

編 》（南 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176; [Chen Yi]，Zs/oW如 如 ev少姑 办 /伽丨 7 职 Arorpwja 
(History o f  the Military Engagements o f  the Fourth Corps), in Pavel Mif, ed., Sovety v Kitae: Sbornik 
w攸 Wfl/ov i 办 知wew/ov (Soviets in China: Collection  o f  Materials and Documents) (Moscow: 
Partizdat, 1934), 187.

1 1 .  吳 秦 傑 編 ，《毛澤東光輝歷程地圖集》，40。
1 2 .  弓丨 自逄 先知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卷 1 ，236。
1 3 . 見李 敏 ，《我的父親毛澤東》，147-61 ; Short，M w ，225-27 ; 馬 社 香 ，《紅色第一家族》，39- 

45 ; 逄 先 知 編 ，《毛澤東年譜，1893-1949》，卷 1 ，223-26。
14. Zheng, An Oppositionist for Life, 137.
1 5 . 《任弼時年譜》（一九◦ 四至一九五〇年 ）（北 京 ：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78 ; 見 R istaina 

China’s Art o f Revolution, 71-72.
16. Gongfei huoguo shiliao huibian (Collection  o f Materials on the H istory o f  the Communist Bandits 

W ho Brought M isfortune to the Country), vol. 1 (Taipei: Zhonghua m inguo kaiguo wushinian 
wenxian biancuan weiyuanhui, 1964), 568-70; Zhonggong zhongyang wenjian xuanji (Collection o f 
CCP  CC  Selected Documents), vol. 3 (Beijing: Zhonggong zhongyang dangxiao chubanshe, 1989), 
481，483-84.《共匪禍國史料彙編》，卷 1 (臺 北 ：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編纂委員會， 
1964) ’ 568-70 ; 《中共中央檔 選集》，卷 3 (北 京 ：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481、483- 
84 »

17• 見逄 先知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卷 1 ’ 226; Schram，滅 7〇>  及oad  如 Pow er，vol. 3, 51; 
John E. Rue, Mao Tse-tung in Opposition, 1927-1935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6)，84.

18. Lichnoe delo Mao Tszeduna (Personal File o f  Mao Zedong), RGASPI, collection  495, inventory 225, 
file 71, vol. 2, sheet 256.

19. Schram, Maofs Road to Power；, vol. 3, 94.
2 0 .  見 Titarenko, K尺尸你 ，尺 如 72 / 沿 (The CPSU ，the Com intern  and China: 

Documents), vol. 3,333.
2 1 .  見Schram，M w S  臟 / t o 八 vol. 3, 84 ;廖蓋隆等編，< 中國共產黨歷史大辭典》增 訂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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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 本書作者潘佐夫二〇〇五年十二月十九日在莫斯科與俄羅斯國家社會及政治史檔 案館館員 Iu. 
T. Tutotchkin的訪談紀錄》

3 4 . 見 彭 公 達 ，〈彭公達同志關於湖南秋收暴動經過的報告〉，收在Saich，7 7 ш 〇/ 淡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322; Schram, Mao^ Road to Power, vol. 3, 33.

3 5 . 逄 先 知 編 ，《毛澤東年譜》（一八九三至一九四九年■，卷 1 ，209-10。
36. Schram，Мюк及W /o 尸 vol. 3, 35.另 見彭公達，〈彭公達同志關於湖南秋收暴動經過的報 

告 〉，323。
37. 肩 /*，vo l.3 ,40.另 見彭公達，〈彭公達同志關於湖南秋收暴動經過的報

告 〉，324, and Snow, Лес?Лаг Over 163.
3 8 . 見 Schram，A foo i to Power，vol. 3, 39, and彭 公 達 ’ 〈彭公達同志關於湖南秋收暴動經過的 

報告〉，326。
39. Schram，Afoo’s 及〇̂ /  to 办 脚 /*，vol. 3, 36.另 見彭公達，〈彭公達同志關於湖南秋收暴動經過的報 

告 〉，324。
4 0 . 引自彭公達，〈彭公達同志關於湖南秋收暴動經過的報告〉，323 〇
4 1 .  同 前 註 ，325、326。另 見 Schram，M ro’s Power，vol. 3, 39-40.
42. Schram, Мзок to ■Power, vol. 3, 37-42;逄 先 知 編 ，《毛澤東年譜，1893-1949》，卷 1 ，210- 

14.
4 3 . 許 多年之後，毛澤東告訴史諾，「湖南省委和我們軍隊的方案受到黨中央的反對，不 過 ，它 似

乎採取靜觀其變的做法、而不是積極反對。」Snow， Over 163.
4 4 . 見 彭 公 達 ，〈彭公達同志關於湖南秋收暴動經過的報告〉，328、504。
45. Mao, Oblaka v snegu (Clouds in  the Snow), 103.
46■ 見 李 敏 ’ 《我的父親毛澤東》，110-U、138-39 ; 馬 社 香 ，《紅色第一家族》，32-36 ; 说 /шое 

delo Yun Shu (Personal F ile  of Yong Shu), RGASP I, collection 495, inventory 225, f ile  2799, sheet 4; 
《毛澤東生活檔 案》，卷 1 ，93-98。

第十五章井岡山上紅旗飄揚
1 ■ Mao, Oblaka v snegu (Clouds in  the Snow), 23.
2.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164.
3 .  彭 公 達 ，〈彭公達同志關於湖南秋收暴動經過的報告〉，328-29。
4 .  見Chang K uo-t’ ao, TTie 沿狀  C/nw似е Сошимш*?，尸 vo l. 2, 3-35; G rig o rie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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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 澤 東 ：真 實 的 故 事 712

12、334-35。
24. Mao Zem in，“Avtobiografiia”（Autobiography)，RGASPI，collection  495, inventory 225, file 477, 

sheet 12;李 敏 ，《我的父親毛澤東》，108 ; 馬 社 香 ，《紅色第一家族> , 2 5 9 、286。
25. Schram, Mao's Road to Power, vol. 2, 136, 137,177.
2 6 .  逄 先 知 編 ，《毛澤東年譜，1893-1949》，卷 卜 1034 »
27. Schram, Maofs Road to Power, vol. 2,132-40.
2 8 .  同前 註 ，136。
29. T itarenko, VKP(b), Komintern i Kitai: Dokumenty (The CPSU , the Com in tern  and China: 

Documents), vol. 1,236.
30.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152.
31. Schram, Mao's Road to Power, vol. 2, 136.
3 2 .  見吳 秦 傑 編 ，《毛澤東光輝歷程地圖集》，26 ; 逄 先 知 編 ，《毛澤東年譜，1893-1949》，卷 1 ， 

95 〇
3 3 .  逄 先 知 編 ，《毛澤東年譜，1893-1949》，卷 卜 95-96。
3 4 .  見 吳 秦傑編，《毛澤東光輝歷程地圖集》，2 6 。

•見 Saich，The Origins o f the First United Front in China, vol. I, 344~45.
36. Schram, Mao's Road to Power, vol. 2,103.
3 7 .  同 前 註 ，9 3 。
3 8 .  逄 先 知 編 ，《毛澤東年譜，1893-1949》，卷 1 ，87 ; 李 敏 ，《我的父親毛澤東》，119。
39. RGASPI, collection  5, inventory 3, file 31, sheet 56.
40•見 V. I. Lenin, Po/woe sM rawfe (Complete Collected Works)，vol. 44 (M oscow: Politizdat，

1977), 702; Chang Kuo-fao, The Rise o 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vol. 1, 207-9.
4 1 .  見 〈遠東各國共產黨暨 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大會宣言〉，《先驅》Xianqu (Pioneer)，10 (1922) ，

4 〇
4 2 .  見 Chang Kuo-t’ao, 37?e 及h  〇/ 执 e Coffjwww扮户 從以，vol. 1，220.
4 3 .  更多詳情見M. L Sla业 ovskii, ed.，价 此 沿 加 _a，1917-1927 (Contemporary History o f 

China, 1917-1927) (M oscow: Nauka, 1983), 108-9.
4 4 .  〈中國共產黨對於時局的主張〉，《先驅》，9 (1922)，2 、3 。
4 5 .  弓 I 自 Glimiii, Komintern i sfanovlenie kommunisticheskogo dvizheniia v Kitae (The Comintern and 

the R ise o f  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China)，252; Jiang Xuanhua^〈黨的民主革命綱領的提出 
和國共合作策略的幾個問題〉，116。

46.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156.
4 7 .  張戎和哈利戴認為 毛澤東沒有參加，是 因 為 他 「退 出 」大 會 。（張 戎 夫 婦 ，《毛 澤 東 ：鮮為 人 

知的故事》，31。）但是他們沒有舉 出這一說法的出處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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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上海地區建黨活動研 究資料》，10。
3. Otchet tov. G. Maringa Kominternu. luV 1922 g. (Comrade G. Maring's Report to the Comintern,

July 1922)，RGASPI, collection  514, inventory 1，file 20, sheets 85-91;張 太 雷 ，《張太雷文集》 
(北 京 ：人 民 出 版 社，1981 ) ，330; Harold Isaacs，“Documents on the Com intern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g 如r/erfy，no. 45 (1971): 103-4; Lin Hongyuan，〈張太雷〉，收在胡華編，《中
共黨史人物傳》，卷 4 (西 安 ：陝西 人 民 出 版 社 ，1982)，81-82 ; 《中 共 「三 大 」資料》（廣 
州 ：廣東人民出版社，1985)，12; •成 〇/ 決e vol. 1，216-46,
252,317-23.

4. Saich, The Origins o f the First United Front in China, vol. 1, 323.
5. Jiang Xuanhua,〈黨 的民主革命綱領的提出和國共合作策略的幾個問 題 〉，《近 代史研 究 》 ，2 

(1985)，116 〇 “Dangdem inzhu gem ing gangling detichu  he gu ogon gh ezu oce led e jigew en ti”

6 .  見 《「二 大 」和 「三 大 」：中國共產黨第二、三次代表大會資料選編》（北 京 ：中國社會科學 
出 版 社 ，1985)，36。

7 .  見 Saich, The Origins o f the First United Front in China，vo\.l，2M.
8 .  見 G lunin，尺ow 时 v (1920-1927) (The

Com intern and the R ise o f  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China [1920-1927]), 252.
9 .  逄 先 知 編 ，《毛澤東年譜，1893-1949》，卷 1 ，85。
1 0 .  同 前 註 ，86。
11 •見 Schram，A/Ws 及 如 to Pow er，vol. 2,100■
1 2 .  同 前 註 。
1 3 .  同 前 註 ，134
14. Mao Zedong, JVf如 sAzcz•办 ; 砂 m (Collection  o f  Mao Zedong’s Poem s)毛 澤 東 ，《毛澤 

東詩詞對聯集注> ( 長 沙 ：湖南文藝出版社，1991 ) ，161。洞庭湖是長沙北邊的大湖。瀟 、 
湘是湖南兩條主要河流。

15• 逄 先 知 編 ，<毛澤東年譜，1893-1949》，卷 1 ，91。
16. Schram, Mao's Road to Powery vol. 2, 107.
1 7 .  同 前 註 ，174-75; Snow，及e d 汾ar Over CMVza，155.
18■ 見 吳 秦傑編，《毛澤東光輝歷程地圖集> ，2 7 。
1 9 .  vol. 2,174,175;《中 共 「三大」資料》，128。
20.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155.
21. Schram, Mao's Road to Power, vol. 2,177.
2 2 .  逄 先 知 編 ，《毛 澤 東 年 譜 ，1893-1949》，卷 1 ，92-103 ; 吳 秦 傑 編 ，《毛澤東光輝歷程地圖 

集 》，27-29 »
2 3 .  逄 先 知 編 ，《毛 澤 東 年 譜 ，1893-1949》，卷 1 ，119、128 ; 馬 社 香 ，《紅色第一家族》，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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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  張戎和哈利戴夫婦寫說，張國廉被推為 大會主席是因為 「他 曾 經 到 過 俄 國 ，與外國人有關 
係 。」見 張 戎 夫 婦 ，《毛 澤 東 ：鮮為 人知的故事》，2 6 。此 說 不 確 。張國燾要到中國共產黨成 
立大會過後半年才初次到訪俄國。至 於 他 和 「外國人」（共產國際代表？）的 關 係 ，也沒有比 
其他大多數代表來得深厚。他之所以被推為 大會主席，是因為 他在會議之前已經十分活躍。

15. Chang Kuo-t'a-o, The Rise o 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vo\, 1,140, 141.
16. C. Martin Wilbur, ed.s 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China: An Essay Written in 1924 by Ch^n 

Kung-po (New York: Colum bia University Press, 1960), 106.
1 7 .  同前 註 。
1 8 .  同前 註 ，109。
1 9 .  同前 註 ，83。
2 0 .  見 “K ongress K om m unisticheskoi partii v K itae”（Congress o f  the Communist Party o f  China)， 

NarodyAzii iAfriki (Peoples o f  Asia and Africa), no, 6 (1972): 151-52.
2 1 .  見Shen Dechun and Tian Haiyan，〈中 國 共 產 黨 「一 大 」的主要問題〉，《人民日報》，June 30, 

1961.
22. V. I. Lenin, Polnoe sobranie sochinenii (Complete Collected  Works), vol. 39 (M oscow: Politizdat, 

1974), 327.
23. V. I. Lenin, Selected Workŝ  vol. 10 (New York: International, 1943), 231-44.
24. “Kongress Kommunisticheskoi partii v  Kitae”（Congress o f  the Communist Party in China)，153. 另  

見 《上海地區建黨活動研 究資料》，9, 122-24 ; 吳 秦 傑 編 ，《毛澤東光輝歷程地圖集》，23 ; 
陳公博與周佛海，《陳公博周佛海回憶錄》40, 117; Chang Kuo-t’ao, 7?如 〇/ 执 e 
Communist Party, vol. 1, 136-52; Qiwu, Do i posle obrazovaniia Kommunisticheskoi partii Kitaia 
(Before and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 f  the Communist Parly o f  China), 117-27; Chen Pang-qu (Chen 
Tanqu 陳潭秋)，“Vospom inaniia o  I s”ezde Kompartii Kitaia”（Rem iniscences o f  the First Congress 
o f  the CCP)， 如7W加oraa/ (Communist International)，no. 14 (1936): 96-99;蕭 
瑜 ，《我和毛澤東行乞記》，196-203。張戎和哈利戴不管這些一般皆知的事實，堅稱中國共產 
黨不是在一九二一年七月這次會議成立，而是更早一年的一九二〇年 八 月 成 立 。見張戎夫 
婦 ，《毛 澤 東 ：鮮為 人知的故事》，19。用他們自己的話說，他們之所以如此*是為 了揭露毛 
澤東是黨的發起人之一的「神 話 」。但 是 ，其實一九二〇年夏天成立的不是黨，只是第一個共 
產主義小組(位於上海）。

第九章布爾什維克戰術的教 訓
1. 見 Tony Saich, The Origim o f the First United Front in CMna: The Role o f Smevliet (A\iasMafmg\ 

vol. 1 (Leiden: Brill, 1991)，3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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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Short, Afao, 226.
62. — 九二〇年毛澤東把這個女子救出她 不愛的丈夫之家庭，說 服 她 解 除 「封建婚姻」。澤建當時 

只 有 十 五 歲 ，名 叫 菊 妹 。毛澤東替她 取了新名字澤建。見 李 敏 ，<我的父親毛澤東>• 127- 

28 ; 孔 東 梅 ，< 翻 開 我 家 老 影 集 ：我心中的外公毛澤東（北 京 ：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 ， 
189 ; 裴 健 編 著 ，<湘魂一毛澤東的家世> ( 北 京 ：群 眾 出版社，丨992) ，56-58 ; (毛主席一家 
六烈士> (長 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1978) ，93-110。

6 3 .  見逄 先知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卷 卜 82。
6 4 .  見 李 敏 ，《我的父親毛澤東》，135。

第 八 章 以 俄 為 師

1. Schram, Mao}s Road to Power, vol. 2, 61.
2 .  同 前 註 ，67-70。
3■ 同 前 註 ，37-38。
4 .  同 前 註 ，38. Bold in the original.
5. Titarenko, VKP(b), Komintern i Kitai: Dokumenty (The CPSU , the Com intern  and China: 

Documents)，vol. 1，27.
6. Chang Kuo-V&Oy The Rise o 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vol. 1, 137, 139.
7. Titarenko, VKP(b), Komintern i Kitai: Dokumenty (The CPSU , the Com intern  and China: 

Documents), vol. 1,743.
8 .  同 前 註 ，60。
9 .  見 《上海地區建黨活動研 究資料》（上 海 ：上海市第一人民警察學校，1986)，120 ; 逄 先知 

編 ，《毛澤東年譜，1893-1949》，卷 卜 84。
1 0 .  弓 | 自 M. A. Pereits，“Iz istorii stoov len iia  Komm皿 isticheskoi partii Kitaia (Doklad podgotovlennyi 

Chzh册 g  Taile咖 仙 a III Kongressa Komintema kak istoricheskii istochnik)”（From  the H istory o f 

the Founding o f  the Communist Party o f  China [Zhang Tailei^s Report to the Third Congress o f  the 
Comintern as an H istorical Source]), Narody Azii i Afriki (Peoples o f  Asia and Africa), no. 4 (1971): 
51.

1 1 .  見 《上海地區建黨活動研 究資料》，120-21 ; 陳公博與周佛海，《陳公博周佛海回憶錄》（香 
港 ：春秋出版社，1988)，116 »

1 2 .  《上海地區建黨活動研 究資料》，131 〇
1 3 .  見 “Novye materialy 〇 pervom  s”ezde Kommunisticlieskoi partii Kitaia”（New  Materials on the First 

Congress o f  the Communist Party o f  China), Narody Azii i Afriki (Peoples o f  Asia and Africa), no. 6 

(1972):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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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 張允 侯 、殷敘 _ 等 ，《五四時期的社團》，卷 1 (北 京 ：生 活 、讀 書 、新知三聯 書 店 ，一九七 
九 ），頁二八一二九從這裡可以看到，張 戎和哈利戴說，組織共產黨的念頭「並 非來自… … 

任何一個中國人」，乃是不正確的。見 張 戎 夫 婦 ，《毛 澤 東 ：鮮為 人知的故事》，頁 十 九 。蔡 
和森決定必須獨立於維廷斯基或莫斯科其他任何代表之外，組建中國共產黨。

3 9 .  見 Titarenko, VKP(b)，尤 f 幻/aZ.. （The CPSU，the Com intern  and China:
Documents), vol. 1, 30.

40. ^,K . V. Shevelev, Iz istorii obrazovaniia Kommunisticheskoi partii Kitaia (From the H istory o f  the 
Establishment o f  the Communist Party o f China) (M oscow : IDV  AN SSSR, 1976), 63.

41. Schram, Mao's Road to Power, vol. 1, 600.
4 2 .  同 前 註 。
4 3 .  同 前 註 ，冊 2 ，26-27。
4 4 .  同 前 註 ，8 。
4 5 .  同 前 註 ，8-9。
4 6 .  同 前 註 ，n 。
4 7 .  同 前 註 ，卷 1 ，544。
48 . 見 V. 1, Glunin，Komintern i 於anoWenie kommimisticheskogo dvizheniia v ICitae, 1920-1927 (The 

Com intern and the R ise o f  the Communist M ovem ent in China, 1920-1927), in R. A. Ulianovskii, 
ed., Komintem i Vostok: Bor'ba za leninskuiu strategiiu i taktiku v natsionaVno-osyoboditeVnom 
dvizhenii (The Com intern and the East: The Struggle for Leninist Strategy and Tactics in the National 
Liberation Movement) (M oscow : Nauka, 1968), 249.

4 9 .  陳 獨 秀 ，〈社會主義批評〉，《新青 年》9 : 3(1921)，1卜 13。
5 0 .  例如可參見包括在下列文獻中他們的選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一從影響的傳入到傳播》，卷 

2 (北 京 ：清 華 大 學 出 版 社 ，1983) ; < 共 產 小 組 》，兩 卷 （北 京 ：中 共 黨 史 資 料 出 版 社 ， 
1987) 。

51•見 吳秦傑編，《毛澤東光輝歷程地圖集》，2卜
5 2 . 逄 先 知 編 ，《毛 澤東年譜，1893-1949》，卷 卜 70。
53• 同 前 註 。
5 4 .  引自 Schram, M jo’s ifoa d  to •Power, vol. 1，594.
5 5 .  見 逄 先知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卷 1 ，75。
5 6 .  同前 註 ，73 ; Chang Kuo-t’ao, TTie iWse 汸 e  CWwese Commanirt ParQ;，vol. 1，105,129.
5 7 .  見 李 敏 ，（我的父親毛澤東》，134。
5 8 .  引自逄 先知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卷 1 ，76。
59• 同 前 註 。
6 0 .李 敏 ，《我的父親毛澤東》，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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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7 . 見 V. I.  G1 仙in ，“ G rig o r ii V oitinsky，1893-1953，’ ’ in  G. V. Astefiev  et a l.，eds.，И咖 ye 丨 ovfetefo.e 
kommunisty—uchastniki kitaiskoi revoliutsii (Prom inent Soviet Communists— Partic ipants in  the 
Chinese Revo lu tion) (Moscow: Nauka, 1970), 66-67; Pantsov, The Bolsheviks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19-1927,295.

1 8 . 見 M. L. T i加 enko et a l”  eds”  VI GP(b)， z 尺йш... ZbAwme/砂 （The CPSU，the Com intern 
and China: Documents), vo l. 1 (Moscow: AO  ^Buklet/* 1994), 48; M. L. T itarenko, ed., Istoriia 
Kommunisticheskoi pariii Kitaia (History o f the Communist Party o f China), vo l. 1 (Moscow: ID V  
AN  SSSR, 1987), 48-49; Chang Kuo-fao, The Rise o 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vo l. 1, 122-23.

19. Schram, Mao's Road to Power^ vo l. 1,589.
20•見 也/o Мзо (Personal F ile  o f Mao Zedong)，RGASP I，collection 495, inventory

225, f ile  71，vol. 1，sheets 296-97.
21. Schram, Mao's Road to Power, vo l. 1, 584-86.
2 2 . 邵飄 萍 ，《新 俄國之研 究》（日本大阪：東 藏編譯社，1920) 。
23. Schram, Mao's R oad to Power, vol. 1, 534, 585-86, 589-91; vol. 2,48-49.
2 4 . 逄 先 知 編 ，《毛澤東年譜，1893-1949》，卷 1 ，63 。
25. Schram, Mao's R oad to Power, vol. 1, 554-55.
2 6 . 見 張戎夫婦，《毛 澤 東 ：鮮為 人知的故事》，16。
2 7 . 見 Schram ，Мзюк ft? Power，vol. 1，493-94, 506-7, 518.
28. Qiwu lao-ren (Bao Huiseng)(七五老人包惠僧），“Do i  posle obrazovaniia Kommunisticheskoi 

partii Kitaia** (Before and After the Formation o f the Communist Party o f China), Rabochii Mass i
(The working class and the contemporary world)，no. 2 (1971): 120;《人民日報》， 

August 14, 1983;蕭 勁 光 ，〈赴蘇學習前後〉，《革命史資料》，北 京 ，no. 3 (1981): 6; Donald 
K le in  and Anne C lark, Biographic Dictionary o f  Chinese Communism^ vol. 1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241; vol. 2, 982.

2 9 . 見 蕭 勁 光 ，〈赴蘇學習前後〉，6 ; Exposition ofthe Shanghai Socialist Youth League Museum.
30. Schram, Mao's Road to Power, vol. 1, 536-37, 539-40, 575-76, 615.
3 1 . 見 Short, Ми?，108.
32. Schram, Mao's Road to Power, vol. 2,16.
3 3 . 見 L/c/woe de/о Мю (Personal F ile  o f Mao Zedong)，RGASP I, collection 495, inventory

225, f ile  71, vol. 1, sheets 296-97.
34.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152.
35. Schram, Mao's Road to Power, vol. 2,167.
3 6 . 同 前 註 ，卷 1 ，595。
3 7 .  同 前 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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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MiL. P. Delius in, Spor о sotsializme: Iz istorii obshchestvenno-politicheskoi mysli Kitaia v nachale 
20-kh godov (The Dispute over Socialism: From the History of Sociopolitical Thought in  China in  
the Early 1920s) (Moscow: Nauka, 1970), 31-34.

5 6 . 引自 Schram， Power, vol. 2, 8_
5 7 . 同 前 註 ，冊 1 ，505。
5 8 . 同 前 註 ，506。
5 9 . 同 前 註 ，534。
6 0 . 同 前 註 ，519 »
6 1 . 同 前 註 。

第七章呼吸世界革命
1 .  自 Schram， vol. 1，518; vol_ 2, 26.
2 .  見 李 銳 ，《毛澤東早期革命活動》，134。
3. Schram, Mao's Road to Powert vol. 1,518.
4 .  見 Pan L ing , Лг 瓜口叹 /гаг_ (Hong Kong: Joint, 1983)，19; Betty Peh-t’ i  Wei，

iSTiawgto'(Hong Kong, 1991), 13, 14, \5\ All About Shanghai and Environs: A Standard Guide Book: 
Historical and Contemporary Facts and Statistics (Shanghai: U n ivers ity  Press, 1934); Tang 
Zhentang, ed., Jindai Shanghai fanhualu (Lively Notes on Modem Shanghai) (Hong Kong: Shangwu 
yinshuguan, 1993), 12.

5 .  見 李 銳 ，《毛澤東早期革命活動> ，134 •
6.  見 3(：111*3111，施 0> 及0£7<^〇/>〇 呢 /%丫 〇1. 1，473,514-16.
7.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152.
8. M A . M. Grigoriev, Antiimperialisticheskaia programma kitaiskikh burzhuaznykh revoliutsionerov 

(1895-1905) (The Anti-im perialist Program o f the Chinese Bourgeois Revolutionaries [1895-1905]) 
(Moscow: Nauka, 1966), 65.

9. Schram, Mao^ Road to Power, vol. 1, 501.
1 0 . 同 前 註 ，599。
1 1 . 同 前 註 ，523。
1 2 . 同 前 註 ，523、526 °
1 3 . 同 前 註 ，5П 、527、529。
1 4 . 同 前 註 ，572。
15.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151.
16• 同 前 註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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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Schram，M a o i to Pow er，vol. 1,422. 毛澤東英文傳記作者張戎和哈利戴有一段話讓人很 驚 
訝 。他 們 寫 說 ，毛澤東在一九一九年對婦女問題的文章只證明一件事：「很 顯 然 ，身 為 男 性 ， 
毛澤東並 不想要照顧婦女。他不要對她 們負責任… …他對她 們沒什麼 柔情。」見 張 戎 夫 婦 ’ 
《毛 澤 東 ：鮮為 人知的故事> ，頁 十 八 。但實情與此恰恰相反。

3 2 .  見逄 先知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卷 卜 4 7 。
3 3 .  周 世 釗 ，《五四運動在湖南》，29-30。
3 4 .  見逄 先知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卷 卜 4 9 。
3 5 .  同前註 ; 吳 秦 傑 編 ，《毛澤東光輝歷程地圖集> (北 京 ：中國地圖出版社，2003)，18 〇
3 6 .  見hcAwoe i/e/o Mw? (Personal File o f  Mao Zedong)，RGASPI，collection 495, inventory

225, file 71, vol. 1，sheet 297.
3 7 .  見 Schram，Mw?》 尸owe/*，vol. 1，487.
3 8 .  見逄 先知編，{毛澤東年語，1893-1949》，卷 1 ，76 〇
39. Schram, Mao's Road to Power, vol. 1,492.
4 0 .  同 前 註 ，491-95。
4 1 .  同 前 註 ，488-89。
4 2 .  同 前 註 ，476。
4 3 .  同 前 註 ，473。
4 4 .  同 前 註 ，496。
4 5 .  見 Edward A. McCord，The Power o f the Gun: The Emergence o f Modern Chinese Warlordism 

(Berkeley: University o f  California Press, 1993), 296-300.
46. Schram, Mao's Road to Power, vol. 1,518-19.
4 7 .  同 前 註 ，522。
48.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9 153.
4 9 .  見逄 先知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卷 1 ，57 ; Alexander Pantsov， 加  

Chinese Revolution, 1919-1927 (Honolulu: University o f H aw aii Press, 2000), 33-35.
5 0 .  更多詳情見 Feigon， 138-46.
5 1 .  見 Yu. M. Garushi ants， v 沿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 China) (Moscow: 

Nauka, 1959); Deliusin, Dvizhenie 4 maia 1919 goda v Kitae: Dokumenty I  materialy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o f  1919 in China: Documents and Materials); Chow  Tse~tsung(周策縱），77?e 
Fourth Movement: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5 2 .  李 大 釗 ，《李大釗選集》，204。
5 3 .  毛澤 東 ，《毛澤東選集》，卷 4 (北 京 ：外文出版社，1969)，413。
5 4 .  見 羅 素 ，〈遊俄感想〉，《新青 年》8 : 2 (1920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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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章 民眾 的大聯合

1 .  見周 世 釗 * 《五四運動在湖南》，9 。
2. L. P. Deliusin, ed., Dvizhenie 4 maia 1919 goda v Kitae: Dokumenty i materialy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o f  1919 in China: Documents and Materials) (M oscow : Nauka, 1969), 45.
3 .  同 前 註 ，50-5卜
4 .  同 前 註 ，54-55。
5 .  同 前 註 > 9 6。
6 .  同 前 註 ，107 ; 逄 先 知 編 ，《毛澤東年譜，1893-1949》，卷 卜 4卜
7. Schram, Mao's Road to Power, vol. 1,211.
8 .  同 前 註 ，卷 2 ，2 4 。
9 .  逢 先 知 編 ，《毛澤東年譜，1893-1949》，卷 1 ，41。
10. Deliusin, Dvizhenie 4 maia 1919 goda v Kitae: Dokumenty i materialy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o f 1919 in China: Documents and Materials), 71, 84.
1 1 .  同 前 註 ，4 2 。
1 2 .  周 世 釗 ，《五四運動在湖南》* 13。
1 3 .  同前註；逄 先 知 編 ，《毛澤東年譜，1893-1949》，卷 卜 4 2 。
14. V. I. Lenin, Selected Works, vol. 2 (New York: International, 1943), 19.
15. Schram, Mao fs Road to Power, vol. 1,320.
1 6 .  同 前 註 ，318, 319 ◊
17■ 同 纖 ，329-30。
18• 同 前 註 ，332。
1 9 .同 前 註 ，卷 2 ，172 »

2〇•《五四時期期刊介紹》，卷 1 (北 京 ：生 活 、讀 書 、新知三聯書店，1979)，144、547-549。
2 1 .  周 世 釗 ，《五四運動在湖南> ，17。
22. Schram, Mao's Road to Power, vol. 1, 378, 381.
2 3 .  同 前 註 ，380、385-386。
2 4 .  同 前 註 ，319-

2 5 .  李 銳 ，《毛澤東早期革命活動》，xxix ; Short, M w , 95 ; 周 世 釗 ，《五四運動在湖南》，15-16。
2 6 .  周 世 釗 ，《五四運動在湖南> ，29。
27. Schram, Mao fs Road to Power, v o l. 1,418.
2 8 .  見 周 世 釗 ，《五四運動在湖南》，2卜
29. Schram, Mao's Road to Power, vol. 1,445.
3 0 .  同 前 註 ，491 ; Short, Mao,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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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9-1121 。
1 9 .  毛 澤 東 ，〈七大工作方針〉’《紅旗》’ 14(1981) ’ 4 。
20. Li Dazhao, (Selected Works) (M oscow : Nauka，1989)，147.以下稱李大

釗 ，《李大釗選集》。
2 1 .  同前註 ’ 155、156 ' 158-161 °
2 2 .  韓 一 德 、姚 維 鬥 ，《李大釗生平紀年》，59 »
2 3 .  廖 蓋 隆 編 ，《毛澤東百科全書》，卷 5 ，2662。
2 4 .  李 大 釗 ，《李大釗選集》，164。
2 5 .  見廖蓋隆編，《毛澤東百科全書》，卷 5 ，2664。
26.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151.
27. Schram, Maols Road to Power, vol. 1, 139.
2 8 .  見 Lee Fei gon， FowwJer 〇/ Me 此 Cowmwms/ (Princeton，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3), 23-112.
29. Schram, Mao's Road to Power, vol. 1, 329.
30• 陳 獨 秀 ，《陳獨秀文章選編》，卷 1(北 京 ：生 活 、讀 書 、新知三聯書店，1984 ) ，170。
3 1 .  見李 大 刹 ，《李大糾選集》，192 ; Feigon，Chen Duxiu，142 ; Chang Kuo-t’ao, 7%e 仍從 〇/ 访 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vol. 1, 90s 110, 694.
3 2 .  見 也/c? Afoo TSzedwwfl (Personal File o f  Mao Z ed on g)，RGASPI，collection  495, inventory

225, file 71，vol. 1，sheet 296.
33.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149.
34. Spichak，沿fa中y vo Fra”加’z’（Chinese in France，manuscript)，23-24 ; 羅 紹 志 ’〈蔡母葛健豪〉，收 

入 胡 華 編 ，《中共黨史人物傳> ，卷 6 (西 安 ：陝西人民出版社，1982)，47-57。
35.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148.
36• 同 前 註 ，150。
3 7 .  見 Schram， 及〇<^矽  Power，vol. 1，85.
38.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4S.
39. Schram, Mao Tse-tung, 48.
40.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149.
41. Schram, Mao}s Road to Power, vol. 1,317.
4 2 .  同 前 註 ，317 °
43.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147.
44. Mao, Oblaka v snegu (Clouds in the Snow), 13.
4 5 .  見逄 先知編，《毛澤東年譜> (1893-1949年 ），卷 1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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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9 . 逄 先 知 編 ，《毛澤東年譜，1893-1949》，卷 1 ，174。

第 五 章 紅 麟
1 .  蕭 瑜 ，《我和毛澤東行乞記》，166。
2 .  廖 蓋 隆 編 ，《毛澤東百科全書》，卷 1 ，25, 36 »
3 .  馬 社 香 ，《紅色第一家族》，17-18。
4 .  同 前 註 ，30。
5 .  蕭 瑜 ，《我和毛澤東行乞記》，41.
6 .  引自馬社香，《紅色第一家族》，22。
7. Schram, Mao's Road to Power, vol. 2, 23;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149.
8 .  蕭 瑜 ，《我和毛澤東行乞記》，166。
9 .  見 David S ton d，仍 . C 办 尸eop/e 加汍 e iPM ^B erk eley : Univ^

California Press, 1989), 13.
10■見 EllenN . LaMotte，尸e办 ’KgUM W ^ewYork: Century，1919)，20.
11. Strand, Rickshaw Beijing, 20-21;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9148.
12. Schram, Mao's Road to Power, vol. 2, 17-22; Chang Kuo-fao, The Rise o 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vol. 1,39.
13.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149.
1 4 .  關於 李 大 釗 ，見河北省樂亭縣李大釗紀念館的展示；韓 一 德 、姚 維 鬥 ，< 李大釗生平紀年》 

(哈 爾 濱 ：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7); 《李大釗傳》（北 京 ：人 民出版社，1979) ; 《李大釗故 
居 》 （石 家 莊 ：河 北 人 民 出 版 社 ，1996); 《李大釗紀念館》（石 家 莊 ：河 北 人 民 出 版 社 ， 
1999) ； Maurice Meisner, Li Ta-chao and the Origins o f Chinese Marxism (New York: Atheneum, 
1979).

15. Chang Kuo-fao, The Rise o 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wol. 1, 90,265,335.
16.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y 148.
1 7 .  見 Schram，M k/ j 及如t/ to 八?wer，vol. 1，317.
1 8 .  更多詳情見 L. N. Borokh，Ok/rc/ies扣 w y / ’尺/加’〇 so加’afe/w (nachalo X X  V.) (Social 

Thought in China and Socia lism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M oscow : Nauka, 1984); M. A. 
Persits, **0 podgotov itern om  etape kom m unisticheskogo dvizheniia v  A ziiM (On the Preparatory 
Stage o f the Communist Movem ent in Asia), in R. A. Ul'anovsky, ed., Revoliutsionnyi protsess na 
Vostoke: Istoriia i sovremennost' (The R evolu tionary P rocess in the East: Past and Present) 
(M oscow : Nauka, 1982), 38-76; Martin Bernal, Chinese Socialism to 1907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6);《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譯文總錄》（北 京 ：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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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見 Snow，Red Star Over China, 145.
2 2 .  逄 先 知 編 ，（毛澤東年譜，1893-1949>，卷 卜 4 0 。
23. Stuart R. Schram, ed., Mao's Road to Power: Revolutionary Writings, 1912-1949, vol. 2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4), 20.

2 4 .  李敏 ，《我的父親毛澤東》，97 ; 李 銳 ，《毛澤東早期革命活動> ,7 1 -7 2 。
25. Lichnoe delo Mao Tszeduna (Personal File o f  Mao Zedong), RGASPI, collection  495, inventory 225, 

file 71, vol. 1, sheet 298.

2 6 .  周世 釗 等 ，《五四運動在湖南》（長 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1959)，38。
27. Schram, Mao*s Road to Power, vol. 2,20.
28. Lichnoe delo Mao Tszeduna (Personal F ile o f  Mao Z ed on g) , RGASPI, collection  495, inventory 

225, file 71, vol. 1, sheet 295.
29.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t 145-46.
30. Schram, Mao's Road to Power, vol. 2,19.

3 1 .  見李 維 漢 ，《回憶與研 究》，卷 1 (北 京 ：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3 。
3 2 .  同 前 註 。
33. Lichnoe delo Mao Tszeduna (Personal F ile o f  Mao Z ed on g) , RGASPI, collection  495, inventory 

225, file 71, vol. 1, sheet 295.
34.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146.
35.  李 敏 ，《我的父親毛澤東》，9 9 。
36. Schram, Mao's Road to Power, vol. 1,450.
3 7 .  李 銳 ，《毛澤東早期革命活動》，78。
38. Mao Zedong，尸 o/Mw? Tie-加尽 ，trans.，intro” and notes by Hua-ling Nieh Engle (聶 華 荟 ）and 

Paul Engle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72), 32.
39. Schram, Mao's Road to Power, vol. 2, 21.
4 0 .  蕭 瑜 ，《我和毛澤東行乞記》，164。
4 1 .  同 前 註 ，165。
4 2 .  更多詳情見 Marilyn A. Levine， Gewer如 C如 汍 e 

Twenties (Seattle: University o f  Washington Press, 1993).
4 3 .  見 Daria A_ Spichak，沿加•吵  w  Frcw fe" (Chinese in France，manuscript)，13-14.

4 4 .  同 前 註 ，23-24。
4 5 .  同 前 註 ，2 3 。
4 6 .  逄 先 知 編 ，《毛澤東年譜，1893-1949》，卷 卜 174。
47. Schram, Mao's Road to Power, vol. 1,174.
4 8 .  蕭 瑜 ，《我和毛澤東行乞記》，16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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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Schram, Mao's Road to Power, vol. 1, 94, 95.
3 5 .  同 前 註 ，199、24卜
3 6 .  同 前 註 ，237-238、250 »
3 7 .  同 前 註 ，139 °

38•引 自 0 蓋 隆 編 ，《毛 澤 東 百 科 全 書 》 •卷 5 ，2662 ; S tuar t  S c h r a m ，A/ao 容
(Harmondsworth, UK: Penguin, 1974), 43.

第 四 章 空 谷 足 音

1 .  廖蓋 隆 編 ，《毛澤東百科全書》，卷 5 ，2663 ; 李 敏 ，《我的父親毛澤東》，99。
2. Snow ,及et/汾ar Over C7w_如，144; Schram，M ao’s 见 wk/如 /Vwer，vol. 1，81-82, 84 ; 李 銳 ，《毛澤東 

早期革命活動》，74 。
3. Schram, Mao's Road to Power, vol. 1, 84.
4.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144.
5 .  見本書作者潘佐夫2010年 6月 14曰在北京訪問李英男（李立三女兒）；唐 純 良 ，《李立三傳》 

(哈 爾 濱 ：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4)，頁 8 。
6 .  李 銳 ，《毛澤東早期革命活動》，74-75。
7. Lichnoe delo Mao Tizeduna (Personal File o f  Mao Zedong), RGASPI, collection  495, inventory 225, 

file 71, vol. 1, sheet 294.
8.  李銳 ，《毛澤東早期革命活動》，7 5 。
9.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144-45.
1 0 .  廖蓋 隆 編 ，《毛澤東百科全書> ，卷 5 ，2661 ; 李 銳 ，《毛澤東早期革命活動》，52-53。
1 1 .  廖 蓋 隆 編 ，《毛澤東百科全書》，卷 5 , 2662 »

12.  同 前 註 。
13. Schma^Mao^sRoadtoPower^voi. 1,146.
1 4 .  見廖蓋隆編，《毛澤東百科全書> , 卷 5 ，2662 〇
15•引自 Robert Payne， 及 她 〇 K e- to g  (London: Abelard-Schuman，1961)， 

54.
1 6 .  李 銳 ，《毛澤東早期革命活動》，50-51 ; Schram，編 心 -加议 ，43.
1 7 .  引自李銳，《毛澤東早期革命活動》，4 8 。
18 .  見 Payne，八?阶 a "  54.

19.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147.
20. Lichnoe delo Mao T^zeduna (Personal File o f  Mao Zedong), RGASPI, collection  495, inventory 225, 

file 71，vol. 1，sheet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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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f 136.
6 .  同 前 註 ，139。
7 .  同 前 註 ，141。
8 .  毛澤 東 ，《毛澤東選集》，卷 3 (北 京 ：外文出版社，1967)，頁 73。
9 .  見 (Personal File o f  Mao Zedong)，RGASPI，collection  495, inventory

225, file 71，vol. 1，sheet 291.
10. Si ao-yu， Beggars  (Syracuse，NY: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1959).以下稱 

蕭 瑜 ，《我和毛澤東行乞記》。
1 1 .  同 前 註 ，頁 3卜
12. Em i Hsiao, Mao Tszedun, Chzhu De: Vozhdi kitaiskogo naroda (Mao Zedong, Zhu De: Leaders o f  

the Chinese People) (M oscow : Gosizdat, 1939), 7; Lichnoe delo Mao Tszeduna (Personal F ile o f  Mao 
Zedong), RGASPI, collection  495, inventory 225, file 71, vol. 1, sheet 292.

13.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138, 143.
1 4 .  廖 蓋 隆 編 ，《毛澤東百科全書》，卷 1 ，（北 京 ：光明日報出版社，2003)，37。
15.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143.
16. Schram, Mao's Road to Power, vol. 1, 60.
1 7 .  蕭 瑜 ，《我和毛澤東行乞記》，38-39。
1 8 .  見 Li Jui，77ze 少 〇/  Comrat/e M ao (White Plains，NY:

International Arts &  Sciences Press, 1977)，17.以 下 稱李銳，《毛澤東早期革命活動》。
1 9 .  弓 旧 同前註，17。
20. Schram, Maols Road to Power, vo\. 1, 181, 185, 187-89,200,208,211,251,255,277.
2 1 .  同 前 註 ，273。
22• 同 前 註 ，263-264。
2 3 .  同 前 註 ，6 。
24.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145.
2 5 .  李 銳 ，《毛澤東早期革命活動》，18。
26. Schram, Mao^ Road to Power, vol. 1,113.
2 7 .  同 前 註 ，120. Emphasis (bold) in the original-

28. Snow, 及 e d 及ar (Pver 143.
2 9 .  蕭 瑜 ，《我和毛澤東行乞記》，129-130、132。
3 0 .  弓丨 自逄 先知編，《毛 澤東年譜，1893-1949》，卷 卜 17。
31. Hume, Doctors East, Doctors West, 239.
3 2 .  同 前 註 ，241。
3 3 .  李 銳 ，《毛澤東早期革命活動》，4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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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16-17。
5.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y 145.
6 .  同 前 註 ，144-145。
7 .  見 《韶山毛氏族譜》，卷 7 ，頁 387。
8 .  逢先 知 編 ，《毛澤東年譜，1893-1949>，卷 1 (北 京 ：人民出版社與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 ， 

6 °
9.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133.
10. Short, M/o, 29, 649.

1 1 .  見 馬 社 香 ，《紅色第一家族》，1卜
1 2 .  李 敏 ，《我的父親毛澤東> ，94。
13. Mao Zedong, Oblaka v snegu. Stikhotvoreniia v perevodakh Aleksandra Pantsova (Clouds in the 

Snow. Poems in Trans. Alexander Pantsov) (Moscow: “Veche，” 2010)，11.
14. Stuart R. Schram, ed., Mao's Road to Power: Revolutionary Writings 1912-1949, vol. 1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2), 60.
15.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134.
1 6 .  同 前 註 ，135 ; ifc/m oe cfe/o Afao Tizec/wna (Personal File o f  Mao Zedong)，Russian State Archives 

o f  Social and Political History (俄羅斯國家社會及政治史檔 案館，以下簡稱RGASPI)，collection 
495, inventory 225, file 71，vol. 1, sheets 290-91.
弓\包乙,礼  hoTdkh，Konfiitsianstvo i evropeiskaia mys!’na rubezhe XIX-XXvekov: Lian Tsichao i 
teoriia obnovleniia naroda (Confucianism  and European Thought at the Turn o f  the Nineteenth- 
Twentieth Centuries. Liang Qichao and the Renovation o f  the People Theory) (Moscow: Nauka, 
2001), 98.

1 8 .  引自逄 先知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卷 1 ，9 。
19.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135.
2 0 .  例 如 ，見 Short，Mra，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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