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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
中
山
領
導
的
辛
亥
革
命
，
是
二
十
世
紀
初
期
中
國
近

代
史
上
的
一
個
重
大
事
件
。
對
於
辛
亥
革
命
及
孫
中
山
的
三

民
主
義
如
何
認
識
和
評
論
呢
？
這
對
於
中
國
今
後
一
百
年
的

發
展
有
著
十
分
重
要
的
指
導
意
義
和
前
瞻
性
。
現
就
我
掌
握

的
資
料
和
學
習
體
會
，
擬
寫
提
綱
如
下
：

一
、
辛
亥
革
命
的
偉
大
意
義
和
作
用
。
我
以
為
有
四
：

(1)
推
翻
了
清
朝
這
一
兩
千
年
皇
權
專
制
主
義
最
後
一
個
政

權
：
(2)
建
立
了
民
主
共
和
性
質
的
中
華
民
國
；
(3)
誕
生
以
孫

中
山
為
代
表
的
一
批
中
國
民
主
革
命
先
行
者
和
偉
大
的
孫
中

山
思
想─
─

三
民
主
義
、
民
主
共
和
及
憲
政
、
實
業
建
國

等
等
。
這
是
中
國
人
民
的
一
筆
巨
大
的
精
神
財
富
和
思
想

財
富
；
(4)
為
中
國
的
近
代
化
、
現
代
化
打
開
了
通
道
。
中
共

十
五
大
報
告
中
，
把
辛
亥
革
命
同
新
中
國
誕
牛
和
社
會
主
義

基
本
制
度
建
立
、
改
革
開
放
擺
在
一
起
，
稱
為
﹁
二
十
世
紀

中
國
三
次
歷
史
性
巨
大
變
化
﹂
。
這
種
對
辛
亥
革
命
在
二
十

世
紀
中
國
的
﹁
歷
史
定
位
﹂
，
是
極
高
的
評
價
。

二
、
作
為
辛
亥
革
命
的
繼
續
，
孫
中
山
成
功
地
實
現
了

第
一
次
國
共
合
作
。
創
造
性
地
提
出
了
﹁
聯
俄
、
聯
共
、
扶

助
農
工
﹂
三
大
政
策
，
即
新
三
民
主
義
。
孫
中
山
發
動
了
以

推
翻
北
洋
軍
閥
為
目
的
的
北
伐
戰
爭
，
又
親
自
赴
北
平
尋
求

和
平
道
路
，
以
統
一
中
國
。
有
學
者
說
，
孫
中
山
祇
是
提
出

三
民
主
義
，
缺
乏
實
踐
能
力
，
恐
不
甚
恰
當
。

詹
華
如

從
辛
亥
革
命
百
年
紀
念 

看
孫
中
山
先
生
的
革
命
理
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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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怎
樣
正
確
評
價
孫
中
山
新
舊
兩
個
「
三
民
主

義
」
？
我
認
為
，
﹁
民
族
、
民
權
、
民
生
﹂
的
三
民
主
義
更

具
根
本
性
、
戰
略
性
，
而
﹁
聯
俄
、
聯
共
、
扶
助
農
工
﹂
的

三
民
主
義
，
是
為
了
改
善
國
際
、
國
內
革
命
環
境
，
﹁
聯

共
﹂
有
改
善
國
民
黨
的
領
導
力
和
戰
鬥
力
的
作
用
，
﹁
扶
助

農
工
﹂
帶
有
富
民
、
共
和
性
質
。
後
者
是
對
前
者
的
補
充
和

完
善
，
更
具
現
實
性
、
迫
切
性
。
中
共
領
袖
毛
澤
東
比
較
重

視
新
三
民
主
義
，
而
較
為
忽
視
舊
三
民
主
義
，
卻
不
知
道
舊

三
民
主
義
更
具
有
普
世
的
、
永
恒
的
價
值
，
更
具
理
論
形

態
。
中
共
執
政
六
十
多
年
了
，
還
在
領
導
人
民
為
民
族
獨

立
、
國
家
富
強
、
民
權
︵
即
民
主
政
治
︶

和
民
生
幸
福
而
努
力
奮
鬥
。
孫
中
山
三
民

主
義
的
實
現
，
依
然
任
重
而
道
遠
。
國
民

黨
政
權
雖
敗
退
臺
灣
，
中
共
建
立
的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
仍
繼
承
了
孫
中
山
民
主
共

和
的
理
想
與
國
體
。
新
舊
兩
個
三
民
主
義

是
互
相
聯
繫
、
瓦
為
補
充
的
整
體
，
不
能

說
哪
個
好
，
哪
個
不
好
。
甚
至
我
認
為
，

新
舊
三
民
主
義
這
種
劃
分
法
就
是
有
問
題

的
。

四
、
怎
樣
評
價
孫
中
山
的
共
和
思

想
？
我
認
為
可
以
從
如
下
幾
個
方
面
來

看
：
(1)
民
族
共
和
。
辛
亥
革
命
成
功
不

久
，
一
九
一
二
年
九
月
三
日
，
孫
中
山
在

辛亥革命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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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平
五
族
共
和
會
與
西
北
協
進
會
上
發
表
演
說
，
指
出
辛
亥

革
命
﹁
是
種
族
革
命
，
亦
是
政
治
革
命
﹂
，
確
認
了
辛
亥
革

命
的
民
族
革
命
性
質
。
(2)
各
政
黨
共
和
。
聯
俄
︵
共
︶
、
聯

︵
中
︶
共
，
帶
有
政
黨
之
間
共
和
的
性
質
。
(3)
革
命
各
團
體

的
共
和
。
一
九
三
八
年
十
月
十
日
，
周
恩
來
發
表
︽
辛
亥
、

北
伐
與
抗
戰
︾
一
文
，
指
出
﹁
辛
亥
革
命
前
，
孫
中
山
先
生

聯
合
了
當
時
革
命
團
體
，
如
興
中
會
、
華
興
會
、
光
復
會
等

組
成
了
同
盟
會
，
並
聯
絡
會
黨
，
聯
合
當
時
咨
詢
局
立
憲
派

中
革
命
份
子
，
於
是
有
辛
亥
革
命
的
成
功
。
這
是
中
國
統
一

戰
線
之
最
初
形
式
。
﹂
因
此
，
孫
中
山
是
統
一
戰
線
的
政
治

發
明
家
，
是
最
早
的
。
(4)
階
級
共
和
。
國
共
合
作
是
各
階
級

的
合
作
形
式
，
孫
中
山
提
出
的
﹁
平
均
地
權
﹂
、
﹁
扶
助
農

工
﹂
、
﹁
節
制
資
本
﹂
，
都
帶
有
階
級
共
和
的
性
質
。

五
、
孫
中
山
和
國
民
黨
的
舊
三
民
主
義
是
否
包
含
「
反

帝
反
封
建
」
的
內
容
？
在
毛
澤
東
的
著
作
中
，
把
﹁
反
帝
反

封
建
﹂
視
為
中
共
的
發
明
權
，
幾
乎
認
為
孫
中
山
和
國
民
黨

的
三
民
主
義
︵
民
族
、
民
權
、
民
生
︶
中
缺
了
﹁
反
帝
反
封

建
﹂
這
一
義
項
，
以
此
來
證
明
中
共
的
先
進
性
。
我
認
為
，

﹁
反
帝
反
封
建
﹂
的
政
治
口
號
是
中
共
創
造
的
，
也
講
的
最

多
，
這
是
事
實
。
但
不
能
因
此
而
否
認
三
民
主
義
沒
有
反
帝

反
封
建
的
政
治
立
場
。
三
民
主
義
之
民
族
主
義
，
主
旨
是

民
族
獨
立
，
自
然
是
針
對
帝
國
主
義
對
華
侵
略
的
。
孫
中

山
四
赴
臺
灣
為
了
什
麼
？
為
主
權
完
整
。
國
民
黨
堅
持
八

年
抗
戰
直
到
勝
利
，
是
為
了
趕
走
日
本
帝
國
主
義
。
蔣
介
石

敗
退
臺
灣
後
，
仍
堅
持
一
個
中
國
，
不
上
美
國
某
總
統
挑
撥

的
當
，
不
賣
國
。
辛
亥
革
命
推
翻
了
清
朝
統
治
，
說
國
民
黨

不
反
帝
反
封
建
，
恐
怕
說
不
通
。
不
能
忘
記
，
在
孫
中
山
於

一
九
二
四
年
去
北
方
和
談
之
前
，
就
提
出
﹁
打
倒
軍
閥
賴
以

生
存
的
帝
國
主
義
﹂
。
一
九
二
五
年
二
月
，
他
在
給
國
民
黨

人
的
政
治
遺
囑
中
寫
道
：
﹁
最
近
主
張
開
國
民
會
議
及
廢
除

不
平
等
條
約
，
尤
須
於
最
短
期
間
促
其
實
現
。
﹂
由
此
可
看

出
中
山
先
生
反
帝
的
迫
切
性
。
孫
中
山
在
給
蘇
聯
的
︽
致
蘇

聯
遺
書
︾
，
把
反
帝
作
為
︽
遺
書
︾
的
主
題
：
﹁
此
自
由
的

共
和
國
大
聯
會
，
是
不
朽
的
列
寧
遺
產
與
被
壓
迫
民
族
的
世

界
之
真
正
遺
產
。
帝
國
主
義
下
的
難
民
，
將
藉
此
以
保
衛
其

自
由
。
﹂
﹁
我
希
望
國
民
黨
在
完
成
其
由
帝
國
主
義
制
度
解

放
中
國
及
其
他
被
侵
略
國
之
歷
史
的
工
作
中
，
與
你
們
合
力

共
作
。⋯

⋯

我
已
囑
咐
國
民
黨
進
行
民
族
革
命
運
動
之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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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
俾
中
國
可
免
除
帝
國
主
義
加
諸
中
國
的
半
殖
民
地
狀
況

之
羈
縛
。
﹂
他
期
望
中
蘇
﹁
兩
國
在
爭
取
世
界
被
壓
迫
民
族

自
由
之
大
戰
中
，
攜
手
並
進
，
以
取
得
勝
利
。
﹂
一
九
四○

年
一
月
，
毛
澤
東
在
他
的
名
著
︽
新
民
主
主
義
論
︾
中
，
批

評
國
民
黨
沒
有
徹
底
的
反
帝
反
封
建
思
想
，
這
恐
怕
是
個
誤

解
。
孫
中
山
著
作
中
，
頻
繁
地
提
到
民
主
、
自
由
、
平
等
、

博
愛
這
些
與
封
建
皇
權
專
制
勢
不
兩
立
的
東
西
。

六
、
如
何
評
價
孫
中
山
的
憲
政
思
想
？
三
民
主
義
之
民

權
主
義
，
是
與
孫
中
山
制
定
的
﹁
五
權
憲
法
﹂
相
匹
配
的
。

一
九○

六
年
孫
中
山
首
提
五
權
憲
法
，
一
九
二
四
年
進
一
步

完
善
，
五
權
既
各
自
獨
立
，
又
互
相
制
衡
，
在
本
質
上
與
三

權
分
立
學
說
相
同
。
所
謂
五
權
憲
法
，
即
把
立
法
、
行
政
、

司
法
、
考
試
、
監
察
等
五
權
分
立
作
為
基
本
內
容
的
憲
法
。

與
此
同
時
，
孫
中
山
還
提
出
﹁
五
院
制
﹂
，
即
五
權
制
度
，

亦
叫
﹁
五
權
分
立
﹂
的
政
府
組
織
制
度
，
對
國
民
大
會
負

責
。
他
把
西
方
的
立
法
、
行
政
、
司
法
與
中
國
的
考
試
權
、

監
察
權
結
合
起
來
了
。
進
入
二
十
一
世
紀
，
孫
中
山
的
憲
政

思
想
仍
有
其
現
實
價
值
，
足
見
這
位
偉
大
民
主
革
命
家
的
政

治
遠
見
。

七
、
對
中
國
發
展
路
徑
的
選
擇
。
孫
中
山
與
中
共
在

中
國
發
展
道
路
的
選
擇
上
，
有
兩
點
極
其
相
同
或
相
似
。
第

一
，
都
選
擇
走
革
命
道
路
，
孫
中
山
和
他
的
國
民
黨
相
繼
發

起
了
辛
亥
革
命
和
北
伐
戰
爭
，
中
共
不
僅
與
國
民
黨
合
作
進

行
了
北
伐
戰
爭
，
還
搞
了
土
地
革
命
和
解
放
戰
爭
。
第
二
、

國
共
兩
黨
都
不
選
擇
走
資
本
主
義
道
路
。
孫
中
山
最
早
說
，

中
國
不
能
重
複
美
國
等
西
方
國
家
的
資
本
主
義
道
路
。
毛

澤
東
和
中
共
中
央
於
一
九
四○

年
提
出
新
民
主
主
義
道
路
，

一
九
五○

年
代
初
期
提
出
走
社
會
主
義
道
路
。
一
九
八○

年

代
，
鄧
小
平
又
提
出
走
中
國
特
色
社
會
主
義
道
路
。
這
幾
位

偉
大
領
袖
人
物
，
在
選
擇
中
國
發
展
路
徑
上
大
同
小
異
，
一

脈
相
承
。

八
、
怎
樣
理
解
孫
中
山
三
民
主
義
之
民
生
主
義
？
民

生
，
︽
辭
海
︾
釋
義
為
﹁
人
民
的
生
計
﹂
。
而
民
生
主
義
，

李
發
強
先
進
寄
我
的
︽
紀
念
辛
亥
革
命
百
年
，
兩
岸
中
山
論

壇
起
跑
︾
一
文
作
了
解
釋
：
﹁
就
是
人
民
的
生
計
和
社
會
發

展
，
通
過
發
展
民
族
經
濟
，
發
展
交
通
，
開
發
中
國
的
富

源
，
建
設
一
個
發
達
的
國
家
，
使
國
家
富
裕
起
來
。
﹂
這
個

解
釋
，
把
民
生
與
富
國
統
一
起
來
，
擴
大
了
民
生
主
義
的
含



15

從
辛
亥
革
命
百
年
紀
念
看
孫
中
山
先
生
的
革
命
理
想

義
。
但
我
認
為
，
民
生
主
義
恐
還
是
重
在
人
民
的
生
計
、
生

活
和
幸
福
度
，
相
當
於
民
有
、
民
享
，
主
要
指
人
民
的
衣
食

住
行
用
等
諸
方
面
生
活
水
準
的
提
高
，
也
可
以
包
括
社
會
發

展
、
人
民
的
文
化
生
活
在
內
。
至
於
國
家
的
經
濟
建
設
與
富

強
，
那
是
﹁
實
業
建
國
﹂
的
內
容
。

九
、
怎
樣
系
統
地
理
解
孫
中
山
的
「
強
國
富
民
」
思

想
？
(1)
強
國
主
張
。
一
八
九
四
年
六
月
，
孫
中
山
在
︽
上
李

鴻
章
書
︾
中
，
談
到
他
留
心
各
國
﹁
富
國
強
兵
之
道
，
化
民

成
俗
之
規
﹂
，
從
﹁
人
才
、
地
利
、
物
流
、
物
用
﹂
四
個
方

面
提
出
自
己
的
強
國
主
張
。
(2)
倡
導
市
場
經
濟
。
孫
中
山
強

調
商
者
乃
﹁
一
國
富
強
之
關
也
﹂
，
謀
富
強
者
﹁
當
以
商
務

收
其
效
也
﹂
。
這
一
思
想
，
一
反
幾
千
年
﹁
士
農
工
商
﹂
的

排
序
，
把
商
業
提
高
到
強
國
富
民
的
國
策
上
來
了
。
(3)
︽
實

業
建
國
︾
一
書
，
規
劃
了
中
國
現
代
化
建
設
事
業
的
宏
偉
藍

圖
。
(4)
實
現
﹁
民
有
、
民
治
、
民
享
﹂
。
(5)
他
認
為
，
物
質

建
設
︵
即
經
濟
建
設
︶
是
國
家
富
強
的
根
本
和
基
礎
。
(6)
提

出
了
強
國
的
理
念
。
孫
中
山
認
為
，
強
國
需
要
民
族
團
結
和

國
家
統
一
，
要
發
揚
民
族
精
神
︵
如
自
立
自
強
等
︶
，
全
體

中
國
人
必
須
共
同
奮
鬥
。
他
還
認
為
，
強
國
是
各
種
力
量
綜

合
的
結
果
，
它
包
括
科
學
技
術
先
進
、
經
濟
、
軍
事
以
及
教

育
的
發
達
和
文
化
先
進
等
等
綜
合
國
力
，
這
是
一
個
全
面
系

統
的
強
國
的
思
想
。

十
、
要
分
清
辛
亥
革
命
與
民
主
革
命
兩
個
概
念
的
聯

繫
和
異
同
。
辛
亥
革
命
是
整
個
近
代
民
主
革
命
的
一
個
階

段
，
又
不
能
二
者
等
同
。
這
樣
劃
分
有
什
麼
好
處
？
比
如
，

有
人
說
辛
亥
革
命
失
敗
了
，
有
人
說
辛
亥
革
命
勝
利
了
，
還

有
說
辛
亥
革
命
既
成
功
亦
失
敗
。
為
什
麼
會
出
現
很
大
不
同

的
評
價
？
其
原
因
在
於
沒
有
分
清
辛
亥
革
命
與
民
主
革
命
這

兩
者
的
異
同
。
辛
亥
革
命
作
為
民
族
革
命
的
一
個
偉
大
的
戰

役
，
其
結
果
推
翻
了
清
朝
統
治
，
建
立
了
中
華
民
國
，
這
肯

定
是
一
個
大
勝
利
，
而
不
是
失
敗
。
但
從
革
命
的
全
過
程
來

看
，
整
個
民
主
革
命
的
任
務
遠
未
完
成
，
孫
中
山
在
遺
囑
中

強
調
﹁
革
命
尚
未
成
功
﹂
，
不
是
指
辛
亥
革
命
，
而
是
整
個

民
主
革
命
的
理
想
和
任
務
還
遠
遠
沒
有
完
成
。
幾
十
年
辛
亥

百
年
，
無
論
國
民
黨
還
是
共
產
黨
，
在
某
種
程
度
上
仍
然
在

繼
承
孫
中
山
先
生
的
遺
志
和
思
想
遺
產
，
繼
續
完
成
著
他
未

竟
的
偉
大
事
業
。
著
名
歷
史
學
家
、
原
華
中
師
範
大
學
校
長

章
開
沅
說
，
我
們
任
重
而
道
遠
，
目
前
還
不
能
把
百
年
辛
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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棗
陽
文
獻─

第
二
十
九
期

辦
成
一
場
﹁
嘉
年
華
﹂
。
他
以
為
，
目
前
國
家
的
發
展
還
有

不
少
不
理
想
之
處
，
我
們
作
為
中
山
先
生
的
後
代
繼
承
者
做

的
很
不
夠
，
政
治
家
對
偉
大
思
想
的
理
解
和
實
行
有
各
種
因

素
的
制
約
，
中
山
思
想
、
三
民
主
義
和
辛
亥
精
神
遠
未
有
過

時
。
因
此
章
教
授
說
，
紀
念
辛
亥
革
命
還
要
向
今
後
再
看

一
百
年
。
此
話
寓
意
深
長
啊
！

十
一
、
怎
樣
繼
承
孫
中
山
的
自
由
平
等
思
想
和
「
和

平
、
奮
鬥
、
救
中
國
」
的
思
想
？
我
沒
讀
過
︽
孫
中
山
全

集
︾
，
祇
能
從
少
量
資
料
中
了
解
到
孫
中
山
的
﹁
自
由
、
平

等
﹂
思
想
。
一
九
二
五
年
二
月
，
孫
中
山
在
︽
遺
囑
︾
中

說
：
﹁
余
致
力
國
民
革
命
，
凡
四
十
年
，
其
目
的
在
求
中
國

之
自
由
平
等
。
﹂
一
九
三○

年
雙
十
紀
念
日
，
何
應
欽
指

出
：
﹁
革
命
的
目
的⋯
⋯

在
造
成
一
個
三
民
主
義
自
由
平
等

的
新
中
國
﹂
。
民
主
、
自
由
、
平
等
、
博
愛
這
些
具
有
人
類

普
世
價
值
的
寶
貝
，
在
孫
中
山
一
九
二
五
年
去
世
前
的
著
作

和
題
詞
中
都
講
到
了
。
由
此
，
我
們
可
以
看
出
中
山
思
想
的

先
進
和
超
越
性
。
詩
有
詩
魂
，
文
有
文
眼
。
我
讀
馬
、
恩
的

︽
共
產
黨
宣
言
︾
發
現
兩
個
文
眼
，
一
個
是
﹁
自
由
﹂
，
另

一
個
是
﹁
聯
合
﹂
，
共
產
主
義
的
特
徵
是
﹁
自
由
人
的
聯
合

體
﹂
。
這
兩
個
詞
，
在
孫
中
山
著
作
和
遺
囑
中
是
不
難
找
到

的
。
毛
澤
東
在
︽
新
民
主
主
義
論
︾
中
寫
道
：
﹁
一
九
二
四

年
孫
中
山
重
新
解
釋
的
三
民
主
義
中
的
革
命
的
民
族
主
義
、

民
權
主
義
和
民
生
主
義
這
三
個
政
治
原
則
，
同
共
產
主
義
在

中
國
民
主
革
命
階
段
的
政
網
，
基
本
上
是
相
同
的
。
﹂
如
此

看
來
，
國
共
兩
黨
似
乎
沒
有
內
戰
的
理
由
，
實
屬
兄
弟
失
和

或
交
惡
。
國
共
兩
黨
的
領
袖
，
都
自
稱
孫
中
山
的
學
生
，
應

該
以
國
家
民
族
大
義
與
大
局
為
重
，
認
為
總
結
和
吸
取
百
年

來
的
歷
史
的
經
驗
教
訓
，
以
便
更
好
地
面
向
未
來
。
中
共
提

出
的
兩
岸
和
平
統
一
，
是
符
合
孫
中
山
﹁
和
平
、
奮
鬥
、
救

中
國
﹂
的
願
望
和
遺
訓
的
。
臺
灣
方
面
，
對
孫
中
山
的
這
一

思
想
，
也
是
贊
同
和
力
行
的
。
孫
中
山
由
﹁
革
命
鬥
爭
﹂
轉

向
﹁
和
平
奮
鬥
﹂
，
這
是
一
個
重
大
的
思
想
轉
變
。
他
可
能

意
識
到
，
﹁
救
中
國
﹂
，
光
靠
﹁
革
命
﹂
手
段
是
不
行
的
，

﹁
和
平
﹂
更
為
重
要
；
﹁
奮
鬥
﹂
不
同
於
﹁
鬥
爭
﹂
之
義
，

它
含
有
建
設
和
勵
精
圖
治
的
意
思
。

十
二
、
怎
樣
評
價
孫
中
山
的
偉
大
與
不
足
？
我
認
為

孫
中
山
既
有
世
界
眼
光
，
也
能
站
在
中
國
和
世
界
歷
史
的
高

度
看
問
題
，
因
此
他
思
想
高
遠
、
胸
懷
闊
大
、
才
志
超
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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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辛
亥
革
命
百
年
紀
念
看
孫
中
山
先
生
的
革
命
理
想

他
不
僅
創
立
了
民
主
革
命
的
思
想
體
系
，
而
且
提
出
了
﹁
實

業
建
國
﹂
的
規
劃
。
他
不
愧
為
中
國
近
代
偉
大
的
民
主
革
命

家
。
辛
亥
革
命
的
成
功
，
促
成
第
一
次
國
共
合
作
和
北
伐
戰

爭
的
勝
利
，
是
孫
中
山
不
朽
的
歷
史
功
績
。
他
的
民
主
共
和

思
想
，
他
的
民
族
、
民
權
、
民
生
的
三
民
主
義
，
至
今
仍
閃

耀
著
光
輝
。
他
的
聯
俄
︵
國
際
關
係
︶
、
聯
共
︵
黨
際
關

係
︶
、
扶
助
農
工
︵
階
級
關
係
︶
的
三
大
政
策
，
至
今
仍
有

其
現
實
意
義
。
但
是
，
人
無
完
人
，
孫
中
山
先
生
也
有
他
的

不
足
之
處
。
比
如
，
在
他
的
革
命
綱
領
中
提
出
﹁
驅
除
韃

虜
﹂
，
就
不
適
當
，
推
翻
清
朝
統
治
與
滿
族
人
民
是
兩
回

事
，
革
命
搞
成
了
﹁
排
滿
﹂
運
動
，
會
造
成
民
族
之
間
的
不

和
與
分
裂
。
不
能
把
清
朝
統
治
者
的
昏
聵
、
腐
敗
、
保
守
和

醜
惡
的
帳
，
記
在
滿
族
勞
動
人
民
身
上
。
又
如
，
自
一
九
二

○

年
開
始
，
陳
炯
明
在
廣
東
執
政
期
間
，
堅
持
聯
省
自
治
，

反
對
武
力
統
一
中
國
，
而
孫
中
山
認
為
應
打
垮
各
軍
閥
，
建

立
統
一
的
民
國
。
一
九
二
二
年
六
月
，
陳
炯
明
公
開
指
斥
孫

中
山
，
此
前
陳
炯
明
屢
次
險
遭
暗
殺
。
孫
要
北
伐
，
陳
則
反

對
。
於
六
月
十
二
日
孫
中
山
對
報
界
聲
稱
要
消
滅
陳
炯
明
。

六
月
十
六
日
，
陳
炯
明
發
動
兵
變
，
炮
轟
孫
中
山
。
陳
炯
明

以
失
敗
而
告
終
。
此
事
說
明
，
中
國
人
對
一
統
觀
點
根
深
蒂

固
，
為
此
不
惜
以
武
力
排
除
異
己
︵
政
見
︶
，
千
萬
人
為
這

種
內
鬥
付
出
了
生
命
代
價
。
其
實
，
言
論
自
由
是
民
主
黨

派
、
民
主
國
家
得
以
興
旺
發
達
的
不
二
法
門
。
再
如
，
在

日
本
時
，
孫
中
山
與
黃
興
關
係
一
度
陷
於
低
潮
。
孫
中
山
以

﹁
二
次
革
命
﹂
敗
於
黨
員
精
神
渙
散
，
不
聽
號
令
為
由
，
提

議
另
組
中
華
革
命
黨
。
黃
興
表
示
異
議
，
尤
其
對
按
手
模
、

宣
誓
服
從
黨
魁
的
做
法
不
滿
，
拒
絕
加
入
。
他
認
為
，
效
忠

黨
魁
帶
有
封
建
性
。
不
久
，
黃
興
離
開
孫
中
山
。
一
把
手
往

往
不
允
許
有
不
同
意
見
，
這
種
家
長
制
的
遺
風
，
偉
人
有
時

也
在
所
難
免
。
而
不
能
恰
當
地
處
理
好
內
部
紛
爭
，
必
然
削

弱
政
黨
的
凝
聚
力
和
戰
鬥
力
。
就
辛
亥
革
命
本
身
而
言
，
碰

巧
孫
中
山
在
外
國
，
若
他
在
國
內
會
不
允
許
在
武
昌
發
動
起

義
的
，
他
主
張
革
命
從
南
方
向
全
國
推
進
。
僅
舉
幾
例
，
使

我
們
看
到
偉
人
孫
中
山
的
弱
點
，
但
這
並
不
影
響
他
的
偉

大
，
並
且
對
後
來
者
也
有
教
育
、
啟
示
作
用
。

謹
以
此
十
二
提
綱
，
就
教
於
李
老
發
強
先
進
。

寫
於
二○

一
一
年
六
月
二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