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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八
年
三
月
間
我
收
到
棗
陽
一
中
趙
軍
老

師
的
來
信
，
信
中
說
他
跟
武
漢
大
學
歷
史
學
系
本
科
中

國
歷
史
專
業
畢
業
的
弟
弟
趙
成
先
生
，
讀
到
我
在
︽
棗

陽
文
獻
︾
第
二
十
五
期
︵
二○

○

八
年
元
月
出
版
︶
發

表
的
﹁
棗
陽
人
的
來
源
與
形
成
初
探
﹂
一
文
，
有
些
意

見
，
提
供
給
我
參
考
。
我
在
同
月
十
九
日
回
函
道
謝
，

現
在
我
就
他
們
的
五
點
意
見
，
略
加
說
明
，
供
同
鄉
學

者
參
考
指
教
。

一
、
嚴
謹
問
題

趙
氏
兄
弟
意
見
：
﹁
先
生
布
局
嚴
謹
，
論
据
充

分
，
引
用
了
大
量
的
史
料
證
明
棗
陽
人
的
主
要
來
源
是

北
方
移
民
，
是
適
當
的
。
﹂
作
者
說
明
：
﹁
我
謝
謝
兩

位
的
正
面
評
價
，
的
確
嚴
謹
是
做
學
問
寫
文
章
最
起
碼

的
條
件
，
是
最
低
的
標
準
。
﹂

姜
道
章

關
於

﹁　
　
　
　
　
　
　
　
　
　
　
　

﹂
的
意
見
與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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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移
民
在
棗
陽
定
居
下
來

意
見
：
﹁
由
于
棗
陽
的
南
北
過
渡
位
置
，
這
些

移
民
到
底
定
居
的
可
能
性
有
多
大
，
卻
是
一
個
疑
問
。

一
般
而
言
，
移
民
只
是
把
棗
陽
作
為
一
個
中
轉
站
，
而

非
理
想
的
定
居
地
。
歷
史
上
的
北
方
人
南
遷
對
棗
陽
影

響
如
何
，
需
要
仔
細
考
慮
。
﹂
說
明
：
﹁
棗
陽
的
南
北

過
渡
位
置
，
我
在
拙
文
﹃
棗
陽
的
姓
氏
﹄
中
曾
這
樣
說

﹃
棗
陽
的
歷
史
發
展
及
風
俗
習
慣
，
跟
河
南
關
係
比
較

密
切
，
充
分
顯
示
棗
陽
位
在
我
國
北
方
與
南
方
過
渡
的

地
帶
。
﹄
︵
註
一
︶
這
對
北
方
移
民
在
棗
陽
定
居
並
不

衝
突
，
人
口
從
甲
地
遷
移
到
乙
地
，
有
一
種
方
式
人
口

學
中
稱
為
階
段
性
的
遷
移
，
不
是
從
甲
地
直
接
遷
移
到

乙
地
，
中
間
要
經
過
若
干
階
段
，
有
很
多
原
因
，
例

如
距
離
太
遠
。
肯
定
有
些
北
方
移
民
，
可
能
原
來
打
算

遷
移
到
比
棗
陽
更
遠
的
南
方
，
問
題
不
是
沒
有
人
留
在

棗
陽
，
而
是
有
多
少
人
在
棗
陽
定
居
下
來
，
從
公
元
四

世
紀
初
到
清
末
長
達
大
約
一
千
六
百
年
，
估
計
北
方
南

來
棗
陽
的
移
民
數
量
可
能
不
是
個
小
數
目
。
再
者
，
農

業
上
棗
陽
的
條
件
可
能
不
如
更
南
的
南
方
，
但
比
這
些

北
方
移
民
的
老
家
要
好
些
，
毫
無
疑
問
，
有
些
會
留
在

棗
陽
定
居
。
北
方
人
南
遷
對
棗
陽
影
響
的
問
題
，
我
提

到
了
語
言
及
風
俗
習
慣
，
也
提
到
北
方
人
在
棗
陽
的
經

濟
活
動
，
最
好
的
證
據
就
是
規
模
相
當
大
的
會
館
︵
註

二
︶
，
當
然
這
方
面
還
值
得
進
一
步
研
究
，
其
實
，
近

代
有
不
少
北
方
人
在
棗
陽
做
生
意
和
工
作
，
確
實
是
事

實
。
﹂ 三

、
移
民
對
棗
陽
的
影
響

意
見
：
﹁
移
民
的
影
響
，
一
定
程
度
上
是
一
種

文
化
的
影
響
，
北
方
移
民
的
文
化
對
棗
陽
當
地
影
響
，

尚
須
考
證
清
楚
。
﹂
說
明
：
﹁
毫
無
疑
問
，
尤
其
是
大

量
的
移
民
，
會
對
一
個
地
方
各
方
面
產
生
一
定
程
度
的

影
響
，
像
是
一
九
四
五
年
到
一
九
四
九
年
內
地
各
省
市

大
約
兩
百
萬
人
從
大
陸
到
台
灣
，
使
台
灣
發
生
很
大
的

變
化
，
就
是
一
個
很
好
的
例
子
。
文
化
的
內
容
十
分
廣

泛
，
前
面
提
到
的
語
言
和
風
俗
習
慣
，
便
是
屬
於
文
化

的
範
疇
，
我
完
全
同
意
值
得
進
一
步
研
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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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市
場
區
的
概
念

意
見
：
﹁
所
謂
﹃
市
場
區
﹄
的
概

念
，
還
是
值
得
商
榷
的
。
﹂
說
明
：

﹁
市
場
區
的
概
念
國
內
外
多
數
學

者
認
同
，
受
地
理
環
境
的
影
響
，

各
地
有
差
異
，
是
程
度
上
的
問

題
，
我
年
少
時
，
親
見
鄉
親
們

一
生
都
生
活
在
市
場
區
，
大
部

分
生
活
必
需
品
來
自
市
場
區
，

只
有
少
數
像
是
食
鹽
、
茶
葉
、

煙
草
及
若
干
農
具
等
要
從
外
地

輸
入
︵
註
三
︶
，
很
多
鄉
親
一
生

連
縣
城
都
沒
有
到
過
。
過
去
交
通

不
發
達
，
趕
集
都
是
走
路
，
甚
至
今

天
，
大
多
數
鄉
親
趕
集
還
是
走
路
︵
註

四
︶
，
所
以
市
場
區
的
範
圍
就
是
住
在
距

離
集
市
最
遠
的
鄉
民
，
到
集
市
趕
集
要
一
天
可
以

來
回
。
一
看
我
們
棗
陽
集
市
的
分
布
，
便
可
以
看
出
來

這
種
情
形
，
例
如
縣
城
到
吉
河
，
吉
河
到
鹿
頭
，
鹿
頭

到
新
寺
，
新
寺
到
邢
川
，
大
約
都
是
二
十
華

里
，
集
市
與
集
市
之
間
的
距
離
，
當
然
受

人
口
分
布
和
自
然
條
件
的
影
響
，
各

地
可
能
不
同
︵
註
五
︶
。
我
年
幼

時
曾
聽
到
大
人
們
的
兩
句
順
口

溜
，
﹁
縣
對
縣
一
百
半
，
府
對

府
二
百
五
﹂
，
意
思
是
縣
與

縣
的
距
離
是
一
百
五
十
里
，

府
與
府
的
距
離
是
二
百
五
十

里
，
縣
是
較
小
的
城
市
，
府

是
較
大
的
城
市
，
拙
文
所
說

的
市
場
區
之
集
市
，
就
是
最
小

的
。
最
理
想
的
市
場
區
是
六
角

形
，
一
個
區
域
之
市
場
區
的
結
構

是
階
梯
形
式
，
六
個
較
小
的
集
市
，

圍
繞
著
一
個
較
大
的
集
市
分
布
，
集
市
就

是
市
場
區
的
中
心
，
這
就
是
地
理
學
中
著
名
的

中
地
學
說
︵
註
六
︶
。
棗
陽
過
去
有
廟
會
，
鄉
人
在
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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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上
可
以
買
到
市
集
上
買
不
到
的
東
西
，
像
是
較
大
的

農
具
，
所
以
廟
會
有
補
助
鄉
鎮
市
集
功
能
之
不
足
，
當

然
也
有
娛
樂
的
功
能
。
我
在
初
中
時
感
覺
得
到
南
鄉
與

北
鄉
同
學
的
口
音
差
異
，
這
種
南
北
鄉
口
音
的
差
異
情

形
現
在
當
然
可
能
聽
不
出
來
了
，
除
了
電
視
和
廣
播
，

無
遠
弗
屆
，
現
代
交
通
也
比
較
發
達
，
例
如
現
在
棗
陽

的
交
通
與
半
個
世
紀
以
前
是
不
能
比
的
，
一
九
二
五
年

棗
陽
只
有
西
起
大
店
子
，
東
到
隨
陽
橋
，
長
65
公
里
的

土
公
路
；
二○

○

六
年
棗
陽
有
等
級
公
路2

,2
2

4

公
里
，

等
外
公
路
長
度
不
詳
︵
註
七
︶
。
電
視
和
廣
播
加
上
交

通
方
便
，
都
影
響
語
言
的
融
合
。
﹂ 

五
、
文
化
圈
問
題

意
見
：
﹁
歷
史
來
看
，
棗
陽
一
直
屬
于
北
方
文
化

圈
。
從
我
自
己
的
經
歷
來
看
，
今
天
仍
然
如
此
，
棗
陽

在
飲
食
、
方
言
和
各
種
習
俗
都
和
北
方
人
尤
其
河
南
南

部
一
帶
相
近
，
而
與
湖
北
其
他
地
方
卻
差
異
明
顯
。
棗

陽
這
裏
本
來
就
是
北
方
人
居
住
的
地
方
，
只
有
內
部
的

人
員
交
流
。
﹂
說
明
：
﹁
我
同
意
兩
位
的
說
法
，
不
過

﹃
內
部
﹄
一
詞
必
須
界
定
清
楚
，
若
是
指
的
整
個
我
國

北
方
，
也
就
是
秦
嶺
淮
河
以
北
的
廣
大
地
區
，
跟
我
在

拙
文
中
所
討
論
的
完
全
一
致
，
棗
陽
實
在
是
我
國
北
方

與
南
方
過
渡
的
地
帶
；
假
若
指
的
是
棗
陽
內
部
，
我
就

不
敢
同
意
了
，
國
人
安
土
重
遷
，
棗
陽
人
更
是
如
此
，

我
們
棗
陽
的
社
會
是
很
保
守
的
，
過
去
一
般
搬
家
的
很

少
，
絕
大
多
數
棗
陽
人
一
生
一
世
住
在
一
個
地
方
，
是

常
規
，
搬
家
到
本
鄉
本
鎮
本
縣
以
外
的
遠
處
，
不
是
常

規
；
過
去
絕
大
多
數
棗
陽
的
人
口
是
從
事
農
業
的
人

口
，
與
土
地
連
在
一
起
，
土
地
是
固
定
在
一
個
地
方
，

是
不
能
動
的
，
所
以
人
們
很
難
離
開
；
甚
至
在
今
天
，

要
從
鄉
下
搬
到
城
裏
住
，
都
不
是
很
容
易
。
過
去
只
有

有
了
功
名
到
外
地
做
官
、
喫
糧
當
兵
，
以
及
戰
亂
荒

年
，
人
們
才
會
離
鄉
到
外
地
︵
註
八
︶
。
我
們
棗
陽
不

是
一
個
很
富
庶
的
地
方
，
沒
有
見
過
有
棗
陽
大
商
人
到

外
地
經
商
的
報
導
，
就
全
國
的
情
形
來
說
，
傳
統
上
我

國
的
大
商
人
以
徽
商
和
晉
商
為
主
，
近
代
才
有
其
他
的

商
幫
興
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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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口
述
歷
史
與
族
譜
分
析

意
見
：
﹁
口
述
歷
史
，
族
譜
分
析
，
民
間
訪
問

可
以
提
供
一
個
研
究
思
路
，
便
于
釐
清
棗
陽
人
近
代
遷

徙
歷
史
，
工
作
量
極
大
，
又
很
複
雜
。
﹂
說
明
：
﹁
我

同
意
口
述
歷
史
花
時
間
，
天
下
沒
有
白
吃
的
午
餐
，
學

術
研
究
就
是
要
花
時
間
的
，
但
是
現
在
不
做
，
將
來
更

難
，
就
我
們
棗
陽
的
情
況
來
說
，
中
學
老
師
做
比
較
方

便
，
初
步
可
以
向
學
生
調
查
，
進
一
步
向
家
長
訪
問
，

可
以
先
做
小
規
模
實
驗
探
索
性
的
研
究
，
然
後
再
進
一

步
詳
細
調
查
，
我
深
信
會
有
結
果
。
毫
無
疑
問
，
族

譜
可
以
提
供
有
關
棗
陽
人
近
代
遷
徙
的
材
料
，
第
一
步

可
以
做
的
就
是
調
查
棗
陽
人
族
譜
的
現
狀
，
有
多
少
族

譜
，
這
些
族
譜
在
那
裏
。
﹂

七
、
結　

語

無
疑
，
棗
陽
人
的
祖
先
主
要
是
從
北
方
遷
移

來
的
，
長
期
慢
慢
形
成
獨
特
的
棗
陽
口
音
和
生
活
習

慣
，
形
成
棗
陽
人
，
不
過
隨
著
交
通
的
發
達
，
資
訊
的

快
速
傳
播
，
人
口
移
動
的
頻
繁
，
這
種
棗
陽
人
的
特

性
會
慢
慢
地
淡
化
，
這
就
是
社
會
學
中
所
說
的
同
化

(assim
ilation)

。

從
這
件
事
可
知
︽
棗
陽
文
獻
︾
有
人
閱
讀
，
並
且

受
到
一
定
程
度
的
重
視
，
最
近
我
無
意
中
在
網
上
便
看

到
轉
載
同
鄉
李
勤
合
先
生
在
︽
棗
陽
文
獻
︾
上
發
表
的

﹁
棗
陽
大
學
建
校
再
議
﹂
一
文
，
並
且
有
人
提
出
意
見

討
論
，
證
明
︽
棗
陽
文
獻
︾
受
到
人
們
的
注
意
，
這
是

一
件
可
喜
的
現
象
。

最
後
我
要
再
謝
謝
趙
軍
及
其
令
弟
兩
位
對
拙
文
的

正
面
評
價
及
寶
貴
意
見
。

註　

釋
：

註
一
： 

見
拙
著
︽
湖
北
棗
陽
鄉
土
志
︾
︵
台
北
：
中

國
文
化
大
學
華
岡
出
版
部
，
二○

○

六
年
出

版
︶
，
頁186

。

註
二
： 

不
僅
縣
城
有
會
館
，
連
吳
家
店
都
有
山
陝
會

館
，
見
李
發
強
，
﹁
泛
談
棗
南
吳
家
店
鄉

土
文
化
的
蛻
變
﹂
，
︽
棗
陽
文
獻
︾
，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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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五
期
︵2008

︶
，
頁84

。

註
三
： 

例
如
吳
家
店
大
約
在1

9
3

0

年
代
鄉
人
生
活
，

除
了
食
鹽
外
，
都
是
自
給
自
足
，
連
菸
草
都

是
自
給
。
見
前
揭
李
發
強
，
﹁
泛
談
棗
南
吳

家
店
鄉
土
文
化
的
蛻
變
﹂
，
頁82

。

註
四
： 

見
前
揭
︽
湖
北
棗
陽
鄉
土
志
︾
彩
色
圖
片6

，

表
示
鄉
親
走
路
趕
集
的
情
形
。

註
五
： 

見
前
揭
︽
湖
北
棗
陽
鄉
土
志
︾
，
卷
十
四
，

﹁
棗
陽
的
市
集
及
村
莊
﹂
，
頁1

3
9

-1
4

7

。

有
關
我
國
傳
統
市
集
的
研
究
很
多
，
例
如
陳

學
文
對
明
清
時
嘉
興
府
市
鎮
的
研
究
為
例
，

他
說
：
﹁
如
果
市
鎮
距
離
縣
城
為
中
心
向
外

伸
延
來
計
算
，
嘉
興
縣
為
四
十
四
里
，
秀
水

縣
為
三
十
里
，
嘉
善
縣
為
二
十
一
里
，
平
湖

縣
為
三
十
二
點
三
里
，
桐
鄉
縣
為
二
十
里
，

崇
德
縣
為
十
九
里
，
海
鹽
縣
為
三
十
三
點
三

里
。
各
縣
平
均
為
二
十
八
點
五
里
，
即
是
說

在
約
三
十
里
見
方
距
離
內
分
布
著
一
個
市

鎮
。
這
樣
的
距
離
約
半
天
︵
約
三
小
時
︶
時

間
就
可
以
往
返
，
鄉
村
居
民
入
市
鎮
買
賣
就

很
方
便
，
不
必
在
市
鎮
上
住
宿
。
﹂
見
陳
學

文
著
，
︽
明
清
社
會
經
濟
史
研
究
︾
︵
新

莊
：
稻
香
出
版
社
，1

9
9

1

年
出
版
︶
，
頁

155

。

註
六
： 

見
拙
著
︽
現
代
地
理
學
的
概
念
與
方
法
︾

︵
台
北
：
文
津
出
版
社
，2

0
0

6

年
出
版
︶
，

﹁
中
地
理
論
﹂
，
頁83-89

。

註
七
： 

按
我
國
公
路
分
等
級
路
和
等
外
路
兩
大
類
，

等
級
路
分
四
級
，
這
四
級
是
高
速
公
路
、
一

級
公
路
、
二
級
公
路
及
三
級
公
路
。2

0
0

5

年

棗
陽
有
鄉
鎮
公
路3

,4
6

7

公
里
，
可
能
就
是
等

外
公
路
，
見
︽2

0
0

6

年
棗
陽
年
鑒
︾
︵
中
共

棗
陽
市
委
黨
史
地
方
志
辦
公
室
編
纂
，2

0
0

7

年
出
版
︶
，
頁163

。

註
八
： 

我
在
原
文
中
曾
提
到
當
代
大
約
有
兩
萬
棗
陽

人
在
外
地
，
這
大
約
相
當
棗
陽
總
人
口
的
百

分
之
二
，
換
言
之
，
百
分
之
九
十
八
的
人
一

生
一
世
都
生
活
在
棗
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