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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國
中
部
的
南
北
分
界
縣
在
哪
裡
？
中
國
的
圓
心

縣
城
在
哪
裡
？
很
早
就
想
到
了
這
樣
的
命
題
，
很
早
就

對
這
個
命
題
有
了
些
個
人
的
拙
見
。
只
因
命
題
太
過
冒

險
，
而
未
曾
正
式
提
出
。
近
日
在
報
端
看
到
淮
安
正
在

修
建
南
北
分
界
線
標
誌
。
此
間
再
次
引
爆
了
我
對
命
題

的
堅
定
與
衝
動
。
如
果
說
淮
安
是
我
國
南
北
分
界
線
的

話
，
它
只
算
中
國
東
部
的
南
北
分
界
線
；
而
以
秦
嶺
脊

部
為
南
北
分
界
線
的
話
，
就
其
地
理
位
置
則
明
顯
謂
中

國
西
部
南
北
分
水
嶺
，
那
麼
，
中
國
中
部
的
南
北
分
界

線
在
哪
裡
呢
？
找
淮
安
中
國
中
部
南
北
分
界
線
，
不
僅

可
以
把
東
西
兩
端
的
南
北
分
界
線
完
整
貫
穿
起
來
，
而

且
既
然
它
地
處
東
西
連
線
的
中
端
，
又
是
在
中
端
劃
分

南
北
，
那
麼
自
然
也
就
無
愧
東
西
南
北
的
中
心
區
、
中

心
點
。
在
以
這
個
中
心
點
為
圓
點
的
十
字
坐
標
上
，
能

夠
連
接
東
西
，
劃
分
南
北
，
可
見
其
意
義
非
凡
。

當
然
確
立
南
北
分
界
線
找
淮
安
東
西
中
心
點
並
不

是
簡
單
的
面
積
分
割
和
點
、
線
的
標
註
。
參
照
中
國
版

圖
上
的
地
理
坐
標
，
再
綜
合
氣
候
、
風
俗
、
習
性
、
飲

食
、
植
被
、
語
言
、
人
文
等
諸
多
元
素
。
筆
者
認
為
，

地
處
中
原
南
北
過
渡
分
界
地
帶
的
今
湖
北
省
棗
陽
市

極
具
典
型
的
南
北
分
界
特
徵
，
尤
其
以
它
的
市
︵
縣
級

市
︶
區
為
中
心
，
所
肩
挑
的
東
西
兩
鎮
︵
興
隆
鎮
、
七

方
鎮
︶
均
具
明
顯
的
南
北
區
分
，
而
橫
穿
這
﹁
一
城
兩

鎮
﹂
三
個
點
的
︵
棗
陽
境
內
︶
316
國
道
段
，
正
好
起
到

中
國
的
圓
心
縣
城
在
哪
裡
？

─
─

走
進
湖
北
棗
陽
看
中
國
中
部
南
北
分
界
縣

王
海
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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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線
劃
分
南
北
的
作
用
。

儘
管
說
南
北
分
界
一
般
是
指
廣
義
上
的
過
渡
地

帶
，
是
具
有
一
定
寬
度
的
﹁
帶
﹂
，
很
難
指
出
其
確
切

的
具
體
分
割
線
，
而
在
棗
陽
境
內
卻
恰
恰
能
夠
找
出
這

樣
一
條
以
城
區
為
中
心
，
以
兩
鎮
為
兩
翼
、
以
國
道
為

連
線
的
南
北
分
界
線
。
有
了
這
條
﹁
分
界
線
﹂
再
加
上

這
個
縣
諸
多
的
南
北
特
徵
就
自
然
可
稱
之
謂
是
﹁
南
北

分
界
線
﹂
，
而
其
縣
城
又
恰
處
分
界
線
的
中
心
位
置
。

當
然
有
理
由
稱
這
個
縣
城
為
東
西
南
北
的
中
心
縣
城─

─

中
國
圓
心
縣
城
。
這
絕
不
是
一
時
性
起
之
詞
，
而
是

因
為
在
中
國
沒
有
其
他
哪
個
縣
和
縣
城
具
備
這
樣
明
顯

的
南
北
地
理
、
歷
史
、
氣
候
、
習
俗
、
植
被
、
文
化
特

徵
。

特
徵
一
： 

縣
城
乃
至
縣
域
的
地
理
及
淵
源
極
具
南
北
特

徵
。

棗
陽
市
地
處
鄂
北
，
位
於
長
江
中
游
北
部
黃
河

中
游
南
部
，
為
我
國
第
二
階
梯
東
部
邊
緣
，
境
內
東
北

部
為
桐
柏
山
餘
脈
，
南
部
為
大
洪
山
餘
脈
，
地
形
由
東

北
向
西
南
傾
斜
，
呈
馬
鞍
形
地
帶
，
構
成
棗
陽
水
由
東

向
西
流
的
特
點
。
其
具
體
方
位
﹁
霸
山
壁
立
於
東
，
漢

江
環
繞
於
西
，
南
有
白
水
前
索
，
北
有
唐
河
之
後
阻
，

其
中
土
地
廣
衍
，
四
山
鞏
固
，
為
襄
外
屏
﹂
︵
︽
輿
地

要
覽
︾
︶
。
﹁
棗
陽
，
襄
之
屬
邑
，
當
隨
郢
宛
葉
之

衝
，
地
重
物
英
，
名
著
古
昔
﹂
︵
︽
儒
學
記⋯

︾
︶
。

今
據
測
，
棗
陽
地
跨
北
緯
31º 

39'
至
32º 

35'
，
東
經
112º 

29'
至

113º  

06'
。
東
西
寬
約
五
十
三
公
里
，
南
北
長
約
七
十
八
公

里
，
總
面
積
三
二
七
七
平
方
公
里
，
在
北
迴
歸
線
內
附

近
。
現
轄
十
八
個
鎮
、
開
發
區
、
辦
事
處
、
管
理
區
。

市
府
及
城
區
地
處
縣
域
中
心
。

大
的
看
，
棗
陽
地
，
史
上
周
時
屬
楚
之
小
國
，

自
秦
漢
時
始
設
蔡
陽
縣
繼
設
章
陵
縣
均
屬
南
陽
郡
︵
隸

河
南
省
︶
，
隋
改
縣
名
為
棗
陽
，
元
初
隸
屬
南
陽
府
，

後
改
河
南
北
行
中
書
襄
陽
路
，
至
明
洪
武
年
間
隸
襄
陽

府
，
清
初
改
屬
湖
北
布
政
司
，
此
後
至
今
即
一
直
為
湖

北
省
轄
。
歷
史
上
為
河
南
所
轄
時
處
河
南
版
圖
中
軸
線

偏
西
的
最
南
端
，
後
為
湖
北
所
轄
時
處
湖
北
中
軸
線
最

北
端
。
河
南
、
湖
北
同
為
中
國
中
原
兩
大
省
份
，
而
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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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
的
位
置
就
正
處
於
這
兩
大
省
份
幾
乎
同
一
中
軸
線
上

的
南
北
交
界
處
。
僅
此
，
無
論
大
方
面
看
中
國
版
圖
棗

陽
地
域
所
處
方
位
，
還
是
從
歷
史
隸
屬
交
替
分
割
看
，

棗
陽
地
在
兩
大
中
部
省
份
南
北
結
合
部
的
地
理
及
淵
源

特
徵
，
決
定
其
應
該
是
具
中
國
南
北
交
割
性
質
的
中
心

縣
域
。小

的
看
，
地
處
棗
陽
境
中
心
位
置
的
城
區
︵
市

府
所
在
地
︶
，
其
地
理
地
貌
同
樣
具
備
南
北
特
徵
。
概

言
之
，
棗
陽
城
是
﹁
兩
崗
夾
一
河
，
一
河
分
兩
城
﹂
。

﹁
兩
崗
﹂
即
城
南
之
崗
謂
﹁
南
崗
﹂
，
城
北
之
崗
謂

﹁
北
崗
﹂
；
﹁
一
河
﹂
即
起
源
於
桐
柏
山
餘
脈
的
七
尖

峰
、
柴
家
山
麓
和
桐
柏
縣
棗
林
寺
三
河
合
一
後
自
東
北

向
西
南
流
經
於
棗
陽
城
區
，
西
注
滾
河
再
經
唐
白
河

入
漢
江
，
統
為
漢
水
支
流
，
被
棗
陽
人
歷
稱
為
母
親
河

的
﹁
沙
河
﹂
︵
向
東
流
經
淮
安
的
淮
河
也
起
源
於
桐
柏

山
脈
︶
；
﹁
兩
城
﹂
即
以
沙
河
為
線
，
河
之
南
為
﹁
南

城
﹂
、
河
之
北
為
﹁
北
城
﹂
，
而
南
城
以
南
所
轄
均
習

稱
﹁
棗
南
﹂
，
北
城
以
北
所
轄
均
習
稱
﹁
棗
北
﹂
。
在

一
個
具
體
的
縣
城
內
，
從
縣
城
到
縣
轄
、
從
地
理
到
區

劃
，
能
夠
具
有
這
麼
明
顯
的
南
北
之
分
，
在
其
它
縣
份

恐
為
無
幾
。
尤
其
在
中
國
中
部
兩
大
省
份
中
幾
乎
處
於

同
一
中
軸
線
的
南
北
交
界
縣
的
中
心
位
置
還
有
這
麼
一

個
歷
史
悠
久
的
極
具
南
北
特
徵
的
縣
級
中
心
城
市
，
相

對
其
它
縣
份
更
是
恐
為
無
二
。

特
徵
二
：
氣
候
及
種
植
物
經
此
過
渡
。

棗
北
棗
南
均
屬
北
亞
熱
帶
︵
副
熱
帶
︶
大
陸
性

季
風
氣
候
。
冬
冷
夏
熱
，
冬
乾
夏
濕
，
春
秋
溫
和
。
四

季
分
明
，
光
照
充
足
，
冬
季
︵
元
月
︶
日
平
均
溫
度

2
℃
，
棗
北
1.4
℃
，
棗
南
2.2
℃
。
無
霜
期
長
，
雨
量
適

當
，
嚴
寒
酷
暑
期
短
，
年
平
均
氣
溫
棗
北
14.9
℃
。
棗
南

15.3
℃
，
中
部
︵
城
區
︶
15.4
℃
。
具
有
適
應
農
作
物
生
長

的
南
北
兼
備
的
氣
候
條
件
。
同
一
季
節
，
棗
南
總
是
微

熱
於
棗
北
1
℃
左
右
。
故
棗
南
農
作
物
總
比
棗
北
早
熟

一
周
左
右
。
從
氣
溫
的
差
別
即
可
見
其
南
北
過
渡
特

性
。

棗
陽
農
作
物
呈
﹁
南
水
北
旱
﹂
特
徵
。
具
有
南

北
代
表
性
的
農
作
物
多
經
此
漸
止
。
棗
陽
的
農
作
物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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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有
小
麥
、
水
稻
、
紅
薯
、
豆
類
、
棉
花
、
油
菜
、
芝

麻
、
花
生
等
。
但
相
比
之
下
，
棗
北
偏
重
以
北
方
農
作

物
為
代
表
的
旱
作
物
小
麥
、
紅
薯
等
為
主
，
出
縣
境
再

往
南
小
麥
、
紅
薯
的
種
植
漸
少
漸
止
；
而
棗
南
則
偏
重

於
以
南
方
作
物
為
代
表
的
水
作
物
水
稻
等
為
主
，
出
縣

境
再
往
北
水
稻
的
栽
種
亦
愈
趨
少
趨
止
。
據
此
，
其
南

北
兼
容
性
、
過
渡
性
、
區
別
性
之
特
征
又
窺
一
斑
。

南
北
水
果
經
此
過
渡
。
以
南
廣
東
廣
西
種
植
為
主

的
甘
蔗
和
以
宜
昌
川
巴
種
植
為
代
表
的
柑
桔
，
亦
經
棗

陽
往
北
漸
止
；
而
以
北
方
山
東
、
陜
西
種
植
為
代
表
的

蘋
果
、
桃
子
也
是
經
棗
陽
往
南
漸
趨
難
植
。

特
徵
三
： 

人
群
、
習
性
、
飲
食
、
工
具
、
語
言
均
顯
南

北
之
分
。

﹁
人
以
群
分
﹂
在
棗
陽
尤
為
顯
現
。
長
期
以
來
，

棗
陽
人
便
因
其
明
顯
的
南
北
特
徵
，
自
然
而
然
以
城
挑

東
西
兩
鎮
為
界
，
界
南
謂
棗
南
人
，
界
北
即
稱
棗
北

人
。

﹁
十
里
不
同
風
，
百
里
不
同
俗
﹂
的
中
國
俗
語

在
棗
陽
被
改
為
﹁
十
里
九
崗
不
同
風
，
一
界
兩
里
不
同

俗
﹂
。
棗
陽
崗
坡
眾
多
，
素
有
九
十
九
崗
之
稱
，
十
里

九
崗
不
同
風
不
難
理
解
；
這
﹁
一
界
兩
里
﹂
指
的
是
以

﹁
一
城
兩
鎮
﹂
為
東
西
連
線
的
南
北
分
界
線
，
此
線
寬

度
不
過
兩
里
。
也
就
是
說
僅
兩
里
之
隔
的
界
帶
即
可
分

出
典
型
的
南
北
之
俗
。
其
典
型
性
譬
如
：
婚
喪
習
俗
。

棗
北
迎
親
嫁
女
兒
喜
起
早
，
尤
其
同
村
若
兩
戶
以
上
婚

嫁
，
興
﹁
搶
喜
頭
﹂
，
越
早
越
好
；
棗
南
婚
嫁
一
般
要

求
上
午
十
二
點
前
迎
到
婆
家
就
行
，
不
強
調
﹁
越
早
搶

頭
﹂
；
棗
北
祭
奠
上
墳
興
上
午
、
忌
下
午
，
棗
南
不
忌

早
晚
，
一
般
可
下
午
上
墳
。
年
節
習
俗
。
棗
北
過
年
一

律
除
夕
晚
上
吃
﹁
團
年
飯
﹂
，
棗
南
則
早
上
或
中
午
吃

﹁
團
年
飯
﹂
，
晚
上
守
歲
；
棗
北
正
月
給
親
朋
拜
早
只

興
上
午
，
午
後
不
准
拜
年
，
而
棗
南
正
月
間
早
、
中
、

晚
都
可
拜
年
。
這
種
早
晚
的
不
同
看
出
棗
陽
南
北
習
俗

的
不
同
。

﹁
一
城
兩
鎮
東
西
線
，
線
南
吃
米
，
線
北
吃

麵
﹂
。
這
是
棗
陽
南
北
飲
食
習
慣
的
民
諺
概
括
。
棗
陽

因
﹁
南
水
北
旱
﹂
農
作
物
各
有
偏
重
，
故
棗
南
習
慣
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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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
飯
，
一
日
三
餐
米
食
為
主
，
讓
棗
南
人
吃
麵
謂
﹁
吃

不
飽
﹂
；
棗
北
則
習
慣
吃
麵
食
，
讓
棗
北
人
吃
米
謂

﹁
吃
不
進
﹂
，
除
麵
食
外
棗
北
還
多
以
紅
薯
、
雜
糧
為

食
；
棗
中
一
帶
米
麵
兼
食
，
一
般
早
上
稀
飯
、
饃
饃
，

中
午
米
飯
，
晚
上
麵
條
。
而
周
邊
北
部
的
唐
河
縣
全
縣

以
吃
麵
飯
為
主
，
南
部
的
鍾
祥
全
縣
以
吃
米
飯
為
主
，

東
邊
的
隨
州
和
西
邊
的
襄
陽
也
大
比
例
以
米
食
為
主
，

即
或
麵
食
也
不
像
棗
陽
以
縣
城
為
中
心
的
一
分
為
二
。

酒
菜
南
北
各
異
。
棗
東
北
幾
乎
家
家
會
釀
黃
酒
，

棗
南
則
善
釀
小

酒
；
棗
北
喜
慶
筵
席
有
傳
統
的
﹁
乾

十
碗
﹂
、
﹁
四
大
頭
﹂
、
﹁
三
滴
水
﹂
，
有
葷
有
素
，

先
涼
後
熱
，
先
乾
後
稀
，
蒸
、
炒
、
煎
、
炸
聚
全
，
尤

以
醃
菜
、
腌
肉
、
蒸
、
炸
著
稱
；
棗
南
喜
小
碟
小
盤
，

盤
摞
盤
，
善
做
醺
臘
肉
、
醺
野
兔
、
醺
野
雞
、
米
粉
蒸

肉
、
曬
乾
魚
等
；
棗
北
人
喜
麵
食
，
善
做
腰
子
饃
，
用

麵
粉
炸
肥
肉
、
炸
油
饃
︵
油
饃
筋
︶
、
麻
葉
、
箕
炒
，

煮
麵
條
喜
下
芝
麻
葉
，
棗
南
人
喜
米
類
，
善
做
米
粉

糕
、
米
花
糖
、
炸
油
果
︵
油
條
︶
、
油
圈
；
棗
北
人
待

客
喜
為
客
人
夾
菜
，
棗
南
人
待
客
好
給
客
人
扣
飯
；
棗

北
待
客
喜
鬧
酒
，
敬
酒
時
多
勸
客
人
喝
自
己
不
喝
，
棗

南
人
敬
酒
客
主
同
飲
，
棗
北
人
划
拳
輸
家
喝
、
棗
南
人

轉
瓶
挨
著
喝
。

生
產
、
生
活
因
地
制
宜
，
農
具
耕
牛
為
南
北
作

物
不
同
而
用
。
棗
北
多
種
旱
作
物
，
故
多
用
直
口
彎
把

鐮
刀
，
大
板
面
的
木
掀
、
鋤
刮
、
挖

、
簸
箕
、
竹

子
、
細
磨
麵
羅
；
棗
南
水
作
物
多
，
多
用
彎
口
直
把
簾

刀
，
脫
粒
風
車
，
灌
田
水
車
、
帶
尖
砍
刀
和
竹
背
簍
、

竹
拍
笆
等
。
棗
北
農
村
多
數
家
庭
以
禾兆
秫
桿
編
箔
作
床

舖
。
再
用
自
製
羊
毛
氊
作
床
墊
防
寒
，
棗
南
農
村
多
用

棕
皮
紮
製
床
墊
，
用
棕
毛
編
繩
結
於
木
框
做
床
舖
；
棗

南
人
善
結
網
養
鷹
捕
魚
，
棗
北
人
善
使
牛
掌
鞭
耙
地
。

棗
北
耕
牛
多
為
黃
牛
，
棗
南
耕
牛
多
為
水
牛
。
此

外
，
因
棗
南
河
流
交
織
，
舊
時
主
要
靠
行
船
與
外
界
相

通
，
﹁
拉
不
空
的
吳
家
店
，
填
不
滿
的
璩
家
灣
﹂
，
主

要
是
指
當
時
棗
南
的
水
路
經
商
盛
況
。
而
棗
北
多
為
低

崗
，
長
途
多
以
牛
車
、
馬
車
代
勞
，
又
因
西
北
商
人
多

聚
於
此
，
建
房
考
究
、
商
道
發
達
，
故
舊
時
有
﹁
金
鹿

頭
銀
寺
莊
，
要
看
房
子
到
錢
崗
﹂
之
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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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
言
性
格
各
具
南
北
特
徵
。
棗
北
人
因
與
河
南

接
壤
，
其
語
言
性
格
更
接
近
於
北
方
特
徵
，
即
用
詞

簡
單
、
說
話
直
快
、
噪
門
大
，
讓
南
方
人
聽
上
去
似

吵
架
，
高
興
時
愛
哼
河
南
豫
劇
、
曲
劇
、
越
調
，
節
慶

時
喜
踩
高
蹺
、
拉

驢
；
而
棗
南
人
與
鍾
祥
、
宜
城
、

荊
門
為
鄰
，
話
語
輕
細
，
性
格
柔
和
，
高
興
時
愛
唱
山

歌
、
花
鼓
調
，
節
慶
喜
玩
荷
燈
、
蚌
殼
舞
，
平
時
講
話

時
名
詞
後
好
帶
﹁
子
﹂
，
桃
子
、
梨
子
、
筷
子
、
蓋

子
、
棍
子
、
鍋
子
、
盆
子
、
桌
子
、
凳
子
；
而
棗
北
人

講
話
簡
省
，
名
詞
後
不
好
帶
﹁
子
﹂
，
一
﹁
子
﹂
之

省
，
更
顯
棗
北
人
的
北
方
直
快
硬
朗
性
格
。
棗
南
人
不

理
解
，
說
棗
北
人
吃
麵
條
？
麵
是
軟
的
，
胃
是
軟
的
，

為
什
麼
性
格
卻
那
麼
剛
直
呢
？
而
棗
北
人
也
不
理
解
，

謂
棗
南
人
吃
米
飯
，
米
是
硬
的
，
胃
是
硬
的
，
為
什
麼

性
格
那
麼
柔
和
呢
？

特
徵
四
： 

古
代
文
明
與
現
代
文
明
在
這
裡
交
滙
、
巧

合
、
碰
撞
。

中
國
社
會
科
學
院
於
一
九
九○

至
一
九
九
二
年

在
棗
陽
東
北
廿
八
公
里
處
的
武
莊
村
先
後
五
次
對
據
今

六
千
年
的
新
石
器
時
期
雕
龍
碑
遺
址
進
行
考
古
發
掘
。

從
出
土
的
水
︵
稻
︶
、
旱
︵
粟
、
麥
、
豆
、
棉
︶
看
，

這
裡
遠
古
就
具
南
北
過
渡
特
徵
。
水
旱
兼
作
，
且
一
年

可
以
收
獲
兩
季
。
從
出
土
的
房
基
遺
址
︵
紅
土
燒
牆
、

推
拉
門
、
單
元
房
間
︶
瓮
棺
葬
、
葬
朝
向
、
生
產
生
活

用
具
︵
陶
紡
輪
、
斧
、

、
石
鋤
、
石
鐮
、
角
線
軸
、

小
口
罐
、
敞
口
罐
和
深
腹
罐
︶
等
器
物
看
，
其
明
顯
為

當
時
氏
族
部
落
都
邑
遺
址
。

專
家
稱
，
其
文
化
特
徵
既
是
來
自
西
北
部
仰
韶

底
溝
、
半
坡
、
下
王
崗
、
大
河
村
文
化
類
型
，
又
是
來

自
東
南
方
的
大
溪
文
化
、
關
廟
山
文
化
、
屈
家
嶺
文
化

類
型
。
甚
至
有
專
家
說
，
這
就
是
當
時
神
農
炎
帝
部
落

遷
徙
所
建
的
中
部
都
邑
。
從
遺
址
公
共
墓
葬
朝
向
看
，

多
數
呈
西
北─

─

東
南
，
也
有
呈
西
南─

─

東
北
向

的
。
古
時
葬
體
朝
向
一
般
代
表
遷
徙
方
向
。
那
麼
為
什

麼
炎
帝
或
炎
帝
時
代
的
祖
先
們
在
遷
徙
中
會
從
不
同
方

向
聚
此
定
居
建
都
呢
？
從
遷
徙
者
在
此
定
居
選
址
看
，

其
境
內
的
東
北
、
東
部
和
西
南
邊
緣
是
蜿
蜒
起
伏
的
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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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
山
餘
脈
，
它
像
一
道
綠
色
屏
障
，
亦
是
棗
陽
與
隨
州

兩
市
的
天
然
分
界
線
，
在
大
阜
山
的
東
南
方
向
是
隨
州

市
轄
區
西
北
的
烈
山
︵
同
屬
桐
柏
山
分
支
︶
，
是
︽
帝

王
世
紀
︾
中
載
稱
的
中
華
民
族
始
祖
神
農
炎
帝
的
誕
生

地
。
源
於
桐
柏
山
餘
脈
的
無
數
小
溪

集
成
沙
、
黃
兩

條
河
流
後
，
分
別
以
東
向
西
從
東
北
向
西
南
緩
緩
流
經

雕
龍
碑
遺
址
的
南
面
和
西
側
，
交

於
距
遺
址
向
西
南

約
四
百
米
處
，
遺
址
就
座
落
在
兩
河
交

形
成
的
夾
角

形
合
地
上
，
兩
河
既
用
於
人
類
生
產
生
活
用
水
，
又
能

起
到
安
全
保
護
作
用
。
且
利
用
境
內
馬
鞍
形
地
貌
，
這

裡
可
以
通
過
隨
棗
走
廊
向
東
通
向
沃
野
千
里
的
江
漢
平

原
，
向
西
經
襄
樊
連
接
四
川
，
南
通
湖
南
，
北
達
河

南
。
因
其
分
布
於
襄
︵
襄
樊
︶
宛
︵
南
陽
︶
，
處
於
長

江
、
漢
水
、
淮
河
三
大
水
系
與
關
中
往
來
的
樞
紐
和
要

道
，
是
﹁
豫
鄂
要
塞
﹂
、
﹁
中
原
咽
喉
﹂
、
﹁
山
峽
屏

障
﹂
被
歷
代
軍
事
家
稱
之
為
﹁
水
陸
之
衝
，
禦
敵
要

地
﹂
。
漢
光
武
帝
劉
秀
當
年
起
兵
舂
陵
︵
今
棗
陽
吳

店
︶
激
戰
唐
梓
山
︵
棗
陽
境
北
，
桐
柏
山
餘
脈
︶
攻
入

關
中
，
定
都
洛
陽
。
可
見
棗
陽
戰
略
地
位
。

中
國
社
科
院
王
杰
教
授
稱
：
襄
、
宛
地
區
是
古

今
通
往
東
西
南
北
的
水
陸
通
道
，
在
襄
宛
之
間
東
都
是

平
原
，
周
邊
有
山
川
、
丘
陵
和
河
流
、
沼
澤
，
屬
亞
熱

帶
濕
潤
季
風
氣
候
，
陽
光
充
足
，
無
霜
期
長
達
八
至
十

月
，
降
水
量
八
百
至
一
千
毫
米
，
非
常
適
宜
農
作
物
生

長
，
農
業
具
有
南
北
過
渡
特
徵
，
可
以
依
據
不
同
的
地

形
，
地
貌
種
植
與
之
相
適
宜
的
水
旱
作
物
，
起
到
旱
澇

保
收
的
效
果
︵
雕
龍
碑
遺
址
中
發
現
的
大
量
水
稻
和

栗
，
就
是
很
好
的
證
明
︶
。

正
因
為
這
裡
有
優
越
的
自
然
環
境
條
件
，
土
地

肥
沃
，
動
植
物
資
源
豐
富
，
南
北
氣
候
兼
優
，
是
正
在

開
發
的
處
女
地
，
而
作
為
古
時
周
邊
其
他
文
化
︵
遷
徙

者
︶
向
往
，
遷
徙
的
目
標
。
雖
然
無
文
字
考
證
，
但
專

家
稱
這
裡
三
面
環
水
，
一
面
環
山
，
既
有
漁
水
之
便
，

又
有
耕
灌
之
利
，
更
有
牧
獵
的
有
利
條
件
，
周
圍
借
自

然
地
形
、
地
勢
又
形
成
一
道
天
然
的
安
全
防
護
屏
障
。

從
地
理
方
位
看
，
它
又
處
於
所
屬
各
遺
址
間
的
中
心
位

置
，
其
他
所
屬
各
遺
址
則
呈
輻
射
狀
分
布
於
雕
龍
碑
遺

址
周
邊
，
擁
有
其
它
遺
址
所
不
具
有
的
理
想
環
境
和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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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兼
優
的
氣
候
優
勢
。
並
由
此
使
之
成
為
南
北
文
化
的

交
流
中
心
，
成
為
連
接
南
北
文
化
的
樞
紐
和
驛
站
。
以

至
後
來
明
清
時
由
山
西
、
陜
西
商
人
聚
此
附
近
的
錢
崗

街
、
鹿
頭
鎮
等
處
修
建
的
數
座
陝
山
會
館
，
也
可
證
其

自
古
以
來
，
棗
陽
因
所
處
南
北
過
渡
地
帶
，
加
之
區
劃

輪
替
交
割
，
長
期
接
受
魯
豫
文
化
和
荊
楚
文
化
影
響
，

使
棗
陽
這
塊
地
方
成
為
南
北
文
化
和
社
會
經
濟
的
兼
融

地
、
聚
散
地
。

利
用
馬
鞍
形
地
貌
，
當
代
人
又
橫
經
此
境
修
建

了
穿
越
東
西
的
﹁
漢
十
高
速
公
路
﹂
、
﹁
316
國
道
﹂
和

﹁
漢
丹
復
線
鐵
路
﹂
；
縱
向
修
建
了
連
接
南
北
︵
河

南
、
湖
北
、
沙
洋
︶
的
寺
沙
省
道
。
修
﹁
漢
十
高
速
﹂

時
，
在
棗
陽
城
東
巧
遇
九
連
墩
戰
國
貴
族
墓
群
︵
也
疑

為
曾
國
楚
墓
︶
，
其
出
土
的
編
鐘
、
銅
鼎
、
人
擎
燈
、

虎
座
鳥
架
鼓
、
車
馬
坑
等
極
具
秦
楚
文
化
特
徵
。

當
前
客
觀
上
316
國
道
和
寺
沙
省
道
十
字
交
叉
於
棗

陽
城
區
沙
河
一
橋
︵
近
年
沙
河
棗
陽
城
區
段
又
新
增
三

座
橋
，
沙
河
一
橋
仍
居
最
中
︶
這
兩
條
十
字
交
叉
線
正

好
形
成
一
個
十
字
坐
標
線
，
棗
陽
城
區
正
處
於
這
個
十

字
坐
標
的
圓
點
上
。

﹁
城
挑
兩
鎮
連
東
西
，
一
條
國
道
劃
南
北
﹂
。

316
國
道
在
棗
陽
境
東
連
興
隆
鎮
，
西
挑
七
方
鎮
，
中
經

棗
陽
城
，
恰
好
起
到
一
線
劃
南
北
的
作
用
，
漢
十
高
速

公
路
和
漢
丹
鐵
路
均
於
316
國
道
平
駕
並
驅
，
但
在
棗
陽

人
的
習
慣
認
識
上
它
們
均
偏
棗
南
區
域
，
只
有
316
國
道

是
無
人
謂
之
偏
南
或
偏
北
的
中
間
線
。
縱
貫
南
北
的

寺
沙
省
道
在
棗
陽
境
內
，
也
無
人
謂
之
偏
東
偏
西
。
在

這
條
縱
線
的
北
端
，
傳
說
當
年
光
武
帝
劉
秀
為
避
王
莽

兵
的
追
殺
，
巧
借
所
駐
村
莊
東
西
兩
頭
雞
鳴
時
差
而
躲

過
一
劫
。
至
今
這
個
村
東
頭
雞
鳴
與
西
頭
雞
鳴
仍
早
半

個
時
辰
。
可
見
其
東
西
性
差
別
。
延
伸
橫
向
這
條
線
，

再
看
淮
安
與
秦
嶺
，
棗
陽
城
正
好
處
於
﹁
城
挑
兩
鎮
﹂

︵
興
隆
、
七
方
︶
，
手
牽
東
西
︵
淮
安
、
秦
嶺
︶
的
中

端
位
置
；
而
寺
沙
省
道
則
好
比
﹁
腳
跨
南
北
，
軀
分
東

西
﹂
。綜

上
所
述
，
棗
陽
許
多
南
北
特
徵
和
東
西
中
端
地

位
，
其
實
多
為
棗
陽
百
姓
所
共
識
，
只
是
沒
人
正
式
命

題
，
系
統
歸
納
而
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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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
認
為
，
在
中
國
其
他
不
少
地
方
也
許
能
夠
找
到

上
述
某
些
特
徵
，
但
在
中
國
中
部
的
南
北
過
渡
地
帶
能

夠
通
過
諸
多
元
素
考
證
而
確
認
這
樣
一
個
以
縣
城
為
中

心
以
國
道
為
橫
線
，
以
省
道
為
縱
線
，
橫
切
南
北
，
縱

分
東
西
的
中
心
縣
域
和
中
心
縣
城
實
為
無
二
。

﹁
中
國
中
部
南
北
分
界
縣
﹂
﹁
中
國
圓
心
縣
城
﹂

的
確
定
，
其
意
義
在
於
它
把
中
國
東
西
兩
端
的
南
北
分

界
線
完
整
連
接
起
來
，
它
對
國
家
在
地
理
、
人
文
、
氣

候
、
民
俗
、
資
源
的
合
理
利
用
，
乃
至
在
經
濟
、
軍

事
、
社
會
發
展
的
戰
略
決
策
上
起
到
多
大
作
用
，
筆
者

暫
且
不
論
。
而
它
對
一
個
縣
級
市
發
展
經
濟
，
提
升
人

氣
，
提
升
內
涵
，
提
升
品
味
來
說
，
不
正
是
一
張
最
閃

亮
的
名
片
嗎
？

打
響
這
張
名
片
，
建
好
﹁
中
國
中
部
南
北
分
界

縣
﹂
和
﹁
中
國
圓
心
縣
城
﹂
其
意
義
和
功
利
更
是
不
言

而
喻
了
。
愚
不
揣
淺
陋
。
提
出
近
時
期
建
議
如
下
：

提
議
一
：
棗
陽
應
加
大
進
一
步
論
證
的
力
度
，
在

組
織
本
地
專
班
人
員
從
諸
多
元
素
考
證
基
礎
上
，
廣
邀

國
內
專
家
、
學
者
召
開
專
題
研
討
會
，
提
交
高
質
量
的

論
證
報
告
，
以
達
到
多
層
次
認
可
。

提
議
二
：
加
大
對
外
宣
傳
力
度
，
充
分
運
用
報

刊
、
電
視
等
煤
體
發
佈
消
息
，
製
作
和
播
放
棗
陽
具
備

中
國
中
部
南
北
分
界
線
和
圓
心
縣
城
條
件
的
專
題
片
和

資
料
片
，
以
擴
大
認
知
度
。

提
議
三
：
在
﹁
一
線
劃
南
北
﹂
的316

國
道
棗
陽

東
西
兩
入
口
處
製
作
﹁
走
進
中
國
中
部
南
北
分
界
線
﹂

的
標
誌
；
在
﹁
漢
十
高
速
公
路
﹂
棗
陽
段
東
西
端
樹
立

﹁
走
進
中
國
中
部
南
北
分
界
縣
﹂
標
牌
；
在
棗
陽
城
區

適
當
位
置
，
選
址
建
立
﹁
中
國
圓
心
縣
城
文
化
廣
場
﹂

或
在
南
崗
市
標
處
建
立
﹁
中
國
中
部
南
北
分
界
縣
中
心

廣
場
﹂
，
或
在
棗
陽
城
沙
河
一
橋
基
礎
上
改
建
一
座
具

有
﹁
渡
南
北
，
指
東
西
﹂
十
字
圓
心
坐
標
含
義
的
標
誌

橋
樑
。這

樣
試
想
，
一
個
泱
泱
大
國
的
﹁
中
部
南
北
分
界

縣
和
圓
心
縣
城
﹂
，
有
誰
不
願
意
到
此
觀
光
，
有
誰
不

願
來
此
投
資
，
有
誰
不
願
在
此
定
居
發
展
呢
？

附
：
棗
陽
行
政
區
劃
圖
及
棗
陽
在
湖
北
的
區
位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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