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棗
陽
陳
濤
將
軍

指
揮
古
寧
頭
海
上
長
城

李
霜
青

榮
光
雙
周
刊

徵
集
古
寧
頭
戰
役

六
十
周
年
專
輯
史

料
，
古
寧
頭
戰
役

為
國
犧
牲
的
併
肩

戰
友
，
迄
今
尚
躺

在
光
榮
的
墓
地
。

我
曾
經
數
度
前
往
憑
弔
。
今
日
，
我
以
一
個
附
員
參

謀
的
身
歷
戰
役
的
經
驗
，
來
寫
這
篇
追
憶
史
料
，
仍

有
陸
放
翁
﹁
但
悲
不
見
九
州
同
﹂
的
愴
懷
之
思
。

我
在
軍
史
學
會
戰
史
研
討
會
上
，
曾
多
次
對
古

寧
頭
戰
役
史
料
提
出
報
告
。
古
寧
頭
戰
役
是
否
胡
璉

將
軍
領
導
的
？
否
！
鮑
步
超
將
軍
曾
致
函
辨
白
說
：

﹁
胡
璉
將
軍
是
在
古
寧
頭
戰
勝
後
，
始
接
任
金
門
防

衛
司
令
。
﹂
鮑
將
軍
提
出
佐
證
說
：
﹁
古
寧
頭
一

役
，
是
他
領
導
的
四
十
三
師
打
勝
的
！
﹂
但
，
軍
史

學
會
上
，
也
有
人
指
出
：
四
十
三
師
，
是
在
古
寧
頭

打
了
勝
仗
，
始
改
編
而
成
。
參
加
戰
役
的
番
號
，
是

組
成
四
十
三
師
的
另
外
兩
個
特
種
部
隊
。
以
上
是
用

倒
敘
筆
法
來
說
明
，
現
在
，
水
有
源
，
樹
有
根
，
來

用
順
序
筆
法
說
從
頭
。

孫
中
山
先
生
辛
亥
革
命
，
武
漢
起
義
成
功
，
創

建
了
亞
洲
第
一
個
民
主
國
家
。
蔣
公
中
正
創
辦
黃
埔

軍
校
，
成
為
國
民
革
命
軍
的
搖
籃
。
以
﹁
不
怕
死
，

不
貪
財
，
愛
國
家
，
愛
百
姓
﹂
為
號
召
，
完
成
了
東

征
，
北
伐
，
掃
平
了
軍
閥
，
奠
都
南
京
，
成
立
了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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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流
的
人
才
政
府
。

﹁
七
七
抗
戰
﹂
開
始
，
日
本
侵
華
，
蔣
委
員

長
發
表
﹁
告
全
國
同
胞
書
﹂
，
宣
布
抗
戰
到
底
的
決

心
。
朱
、
毛
趁
機
在
江
西
及
延
安
農
村
進
行
﹁
打
地

主
，
分
田
地
﹂
的
農
、
工
革
命
，
乃
有
了
十
年
的

﹁
文
革
浩
劫
﹂
，
走
上
了
破
四
舊
︵
舊
風
俗
、
舊
習

慣
、
舊
思
想
、
舊
文
化
︶
的
道
路
。
政
客
不
察
，
盲

從
附
合
，
逼
蔣
主
席
中
正
下
野
，
國
民
黨
由
光
復

台
灣
而
建
設
台
灣
，
展
開
了
海
峽
兩
岸
的
國
共
對

峙
，
及
三
民
主
義
對
馬
列
主
義
的
競
賽
。
﹁
二
鄧
之

會
﹂
，
鄧
文
儀
與
鄧
小
平
見
面
，
大
陸
乃
有
了
﹁
改

革
開
放
﹂
的
經
濟
發
展
。

抗
戰
開
始
，
兵
源
孔
急
，
蔣
委
員
長
一
方
面
推

行
徵
兵
制
度
，
一
方
面
由
軍
統
局
戴
笠
將
軍
及
教
育

部
，
吸
收
愛
國
青
少
年
，
在
小
學
成
立
童
子
軍
，
慷

慨
激
昂
的
童
子
軍
歌
，
唱
遍
了
全
中
國
：

﹁
中
國
童
子
軍
，
童
子
軍
，
童
子
軍
，
我
們
，

我
們
，
我
們
是
三
民
主
義
的
少
年
兵
，
年
紀
雖
小
志

氣
申
，
獻
此
身
，
獻
此
心
，
獻
此
生
，
為
人
群
。
忠

孝
仁
愛
，
信
義
和
平
，
都
是
我
們
心
中
的
精
神
，
大

家
團
結
向
前
進
。
前
進
，
前
進
，
前
進
，
青
天
高
，

白
日
明
！
﹂

中
學
以
上
的
週
會
上
，
師
生
都
共
同
高
誦
﹁
青

年
守
則
﹂
：

　

一
、
忠
勇
為
愛
國
之
本
。

　

二
、
孝
順
為
齊
家
之
本
。

　

三
、
仁
愛
為
接
物
之
本
。

　

四
、
信
義
為
立
業
之
本
。

　

五
、
和
平
為
處
世
之
本
。

　

六
、
禮
節
為
治
事
之
本
。

　

七
、
服
從
為
負
責
之
本
。

　

八
、
勤
儉
為
服
務
之
本
。

　

九
、
整
潔
為
強
身
之
本
。

　

十
、
助
人
為
快
樂
之
本
。

十
一
、
學
問
為
濟
世
之
本
。

十
二
、
有
恆
為
成
功
之
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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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
笠
將
軍
在
各
大
中
小
學
吸
收
愛
國
學
生
，
成

立
了
﹁
忠
義
救
國
軍
﹂
﹁
別
動
軍
﹂
，
訓
練
人
人
都

是
可
以
單
獨
作
戰
的
情
報
員
。
展
開
了
打
殺
漢
奸
的

抗
日
鋤
奸
工
作
。
有
的
青
年
家
鄉
淪
陷
，
乾
脆
參
加

了
遊
擊
隊
。

國
共
分
裂
，
共
軍
挖
鐵
路
，
毀
電
線
，
戴
笠

將
軍
奉
命
將
忠
義
救
國
軍
，
別
動
軍
在
各
鐵
道
線
上

成
立
了
﹁
交
警
總
隊
﹂
，
繼
而
擴
充
為
各
鐵
道
沿
線

﹁
護
路
司
令
部
﹂
，
配
合
國
軍
會
戰
。

抗
戰
時
期
，
東
吳
大
學
遷
重
慶
，
在
畢
業
籃

球
場
上
，
戴
笠
將
軍
見
張
龍
城
機
智
沉
著
，
即
以
單

線
領
導
方
式
，
組
成
武
漢
鋤
奸
小
組
，
抗
戰
勝
利
即

易
名
為
漢
口
市
漢
奸
處
理
委
員
會
。
繼
而
調
為
棗
陽

中
學
教
務
主
任
，
成
立
鄂
北
地
區
別
動
軍
。
負
責
成

立
鄂
北
別
動
軍
的
陳
濤
將
軍
，
軍
校
特
警
班
畢
業
，

即
由
戴
笠
將
軍
派
回
棗
陽
領
導
別
動
軍
，
我
在
張
義

勇
教
官
領
導
下
，
參
加
了
別
動
軍
。
交
警
第
二
總
隊

成
立
，
羅
田
張
績
武
將
軍
任
總
隊
長
，
陳
濤
任
副
總

隊
長
，
交
二
總
隊
擴
編
為
隴
海
路
護
路
司
令
部
。
楊

遇
春
任
第
三
旅
長
，
陳
濤
任
參
謀
長
，
張
龍
城
任
參

謀
主
任
，
我
作
了
小
附
員
參
謀
，
為
張
龍
城
兄
之
助

手
。

徐
蚌
會
戰
，
中
共
稱
淮
海
戰
役
，
徐
州
會
戰
，

我
交
警
一
枝
獨
秀
，
力
破
重
圍
，
長
江
戴
戎
光
江

陰
要
塞
失
守
，
我
軍
由
浙
贛
而
越
仙
霞
嶺
，
至
福

州
，
馳
援
廣
州
，
廣
州
已
失
，
又
改
向
汕
頭
。
民
國

三
十
八
年
八
月
十
五
日
月
圓
之
夜
，
軍
統
局
令
調
支

援
金
門
。
乘
海
寧
號
至
南
澳
，
再
至
古
寧
頭
。
金
門

當
時
有
青
年
軍
駐
守
，
共
軍
萬
船
齊
發
，
已
登
陸
古

寧
頭
。
我
軍
十
月
二
十
五
日
夜
，
搶
灘
擊
潰
共
軍
，

彼
等
零
星
流
竄
民
間
，
三
年
後
尚
有
發
現
者
。

我
軍
奪
回
古
寧
頭
，
我
參
謀
本
部
由
陳
濤
參
謀

長
調
集
交
警
奇
襲
武
器
，
火
燄
噴
射
器
，
每
五
十
公

尺
一
挺
，
組
成
古
寧
海
上
長
城
。
共
軍
萬
船
齊
發
，

我
們
給
他
們
萬
船
齊
燒
。
如
果
當
時
我
軍
未
及
時
趕

到
，
如
果
我
們
弟
兄
沒
有
每
人
一
長
一
短
的
特
種
武

器
，
如
果
沒
有
猛
燒
敵
船
的
火
燄
噴
射
器
，
都
不
會

有
古
寧
頭
大
捷
的
勝
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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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要
都
是
我
們
的
戰
士
，
人
人
接
受
情
報
員

訓
練
，
人
人
能
單
獨
作
戰
。
所
以
，
開
封
戰
役
，
即

支
援
黃
伯
韜
兵
團
，
以
一
中
隊
長
衝
入
敵
陣
，
擊
斃

共
軍
一
個
軍
長
。
仙
霞
嶺
上
，
我
們
督
同
敢
死
隊
弟

兄
，
殺
得
仙
霞
嶺
下
，
屍
橫
遍
地
。
主
要
的
是
我
們

士
氣
高
昂
，
戰
志
英
勇
。
我
們
交
警
的
軍
歌
：

﹁
我
們
新
交
警
，
天
生
膽
識
豪
，
筋
骨
硬
似

鐵
，
熱
血
湧
如
潮
，
有
領
袖
，
有
主
義
，
愛
國
家
，

愛
同
胞
！
肩
槍
挽
炮
，
衝
鋒
提
刀
，
殺
敵
不
顧
命
，

奸
匪
也
潛
逃
！
祖
宗
五
千
世
，
子
孫
萬
萬
代
，
精
誠

廣
大
，
全
憑
交
警
展
龍
韜
！
﹂

古
寧
頭
勝
利
六
十
年
了
，
這
一
役
的
勝
利
，
是

自
國
父
創
建
民
國
，
黃
埔
建
軍
，
北
伐
成
功
，
八
年

抗
戰
，
光
復
台
灣
，
建
設
台
灣
。
全
世
界
中
國
一
流

人
才
，
齊
集
台
灣
，
始
有
今
日
輝
煌
的
建
設
成
就
！

近
見
電
視
媒
體
評
論
蔣
公
不
該
採
軍
隊
裝
備
分

為
四
等
，
引
起
吳
化
文
造
反
。
實
則
軍
隊
本
分
為
陸

軍
、
海
軍
、
空
軍
之
不
同
，
連
隊
有
機
槍
連
、
迫
炮

隊
之
不
同
，
裝
備
自
應
不
同
。
我
交
警
部
隊
由
別
動

軍
情
報
員
訓
練
組
成
，
裝
備
自
會
不
同
。
每
人
一
長

一
短
，
各
中
隊
另
加
火
燄
噴
射
器
，
設
無
此
特
殊
裝

備
，
必
無
古
寧
頭
大
捷
，
共
軍
豈
不
已
長
驅
入
台
灣

矣
？

︵
作
者
係
新
竹
教
育
大
學
退
休
教
授
︶

　

強
調
實
踐

不
經
風
雨
，
不
見
世
面
。

事
不
經
不
懂
，
路
不
走
不
平
。

不
入
虎
穴
，
焉
得
虎
子
。

耳
聽
是
虛
，
眼
見
是
實
。

過
耳
之
言
不
輕
信
，
親
眼
所
見
方
為
真
。

百
聞
不
如
一
見
，
百
說
不
如
一
干
。

耳
聽
千
遍
，
不
如
親
眼
一
見
。

口
說
不
如
身
到
，
耳
聞
不
如
目
睹
。

說
了
不
算
，
做
了
再
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