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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
亥
革
命
前
後
，
風
雲
人
物
輩
出
，
湖
北
北
部
的
棗

陽
，
竟
也
湧
現
一
批
革
命
志
士
，
追
隨
偉
大
的
革
命
先
行
者

孫
中
山
先
生
，
或
參
加
同
盟
會
組
織
，
或
投
身
於
武
昌
首

義
，
或
奔
走
海
內
外
，
或
就
地
揭
竿
而
起
，
為
推
翻
滿
清
帝

制
，
創
立
民
主
共
和
，
一
度
成
為
鄂
北
有
影
響
的
風
雲
人

物
，
有
的
被
載
入
光
輝
史
冊
。

據
湖
北
省
圖
書
館
所
藏
資
料
統
計
，
早
在
辛
亥
前
的

一
九○

五
年
至
一
九○

七
年
，
湖
北
籍
參
加
同
盟
會
的
計

一
百
二
十
三
人
︵
平
均
每
縣
不
到
二
人
︶
，
而
其
中
棗
陽
籍

就
有
七
人
，
他
們
是
：
馬
伯
援
、
姜
維
藩
、
姜
飛
龍
、
張
光

榮
、
邱
晦
奇
、
王
利
用
、
駱
繼
漢
︵
又
名
駱
孝
達
︶
。

一
九○

八
年
以
後
，
正
值
首
義
蘊
釀
和
爆
發
時
期
，
又

一
批
棗
陽
籍
熱
血
青
年
加
入
同
盟
或
革
命
黨
組
織
，
如
高
仲

和
、
馬
瑞
堂
、
邱
奇
華
、
李
錦
榮
、
張
伯
玉
、
耿
學
融
︵
又

名
墨
庸
︶
等
。

同
時
，
在
武
昌
首
義
前
後
，
還
有
一
批
棗
陽
籍
青
年
或

舊
軍
人
，
雖
未
加
入
革
命
團
體
組
織
，
但
也
以
不
同
形
式
致

力
於
反
對
帝
制
，
建
立
共
和
的
革
命
鬥
爭
，
如
王
安
國
、
謝

楚
珩
、
陳
重
民
、
謝
經
德
、
童
紹
基
、
耿
世
全
、
胡
金
山
、

衛
巨
卿
、
陳
紹
森
、
吳
漢
臣
等
。

因
資
料
不
全
，
篇
幅
有
限
，
對
以
上
棗
陽
籍
辛
亥
革
命

人
物
事
跡
，
不
能
一
一
陳
述
，
僅
簡
要
列
舉
如
下
幾
人
。

馬 

伯 

援

馬
伯
援
︵
一
八
八
四─

一
九
三
九
︶
原
名
發
祥
，
鹿
頭

鎮
人
，
父
東
周
，
清
咸
豐
年
間
秀
才
。

馬
八
歲
從
名
師
郭
正
青
讀
書
。
一
九○

五
年
到
武
昌
考

入
新
軍
左
旗
學
習
軍
事
。
不
久
，
郭
正
青
自
日
本
函
召
，
遂

東
渡
日
本
留
學
，
一
九
一○

年
畢
業
於
東
京
旱
稻
田
大
學
師

範
科
。
在
日
本
留
學
期
間
加
入
同
盟
會
。

辛
亥
武
昌
起
義
，
馬
由
上
海
親
率
紅
十
字
會
成
員
，

暗
自
護
送
黃
克
強
︵
即
黃
興
，
因
被
清
廷
通
緝
，
化
裝
醫

棗
陽
辛
亥
志
士

趙
萬
爽 

收
集
整
理



19

棗
陽
辛
亥
志
士

生
︶
、
宋
教
仁
等
到
武
昌
，
並
參
加
漢
陽
戰
役
。
後
任
黎
元

洪
顧
問
。

一
九
一
一
年
十
二
月
十
九
日
，
馬
為
湖
北
代
表
赴
南
京

國
會
選
舉
孫
中
山
為
中
華
民
國
臨
時
大
總
統
。
一
九
一
二
年

元
旦
，
參
加
孫
中
山
就
任
大
總
統
隆
重
儀
式
。
內
閣
組
成
，

馬
任
總
統
財
務
部
會
計
主
任
兼
馬
警
總
隊
隊
長
。
不
久
，
袁

世
凱
篡
權
，
孫
中
山
下
野
，
馬
亦
離
職
。

一
九
一
三
年
二
月
十
一
日
，
馬
隨
同
孫
中
山
、
黃
克
強

等
東
渡
日
本
。
八
月
，
馬
赴
美
國
芝
加
哥
西
北
大
學
留
學
。

次
年
初
夏
，
黎
元
洪
中
斷
其
在
美
留
學
的
一
切
經
費
，
馬
被

迫
輟
學
返
國
。

自
孫
中
山
辭
去
總
統
後
，
馬
即
立
志
﹁
做
大
事
不
做

大
官
﹂
。
一
九
一
五
年
四
月
，
馬
由
日
本
回
國
返
鄉
，
決
心

在
家
鄉
辦
好
教
育
，
發
展
實
業
。
這
一
想
法
得
到
沈
玉
珊
、

隗
成
祜
、
馬
玉
甫
、
侯
金
城
等
人
的
支
持
。
十
月
開
始
籌
辦

﹁
求
實
小
學
﹂
和
﹁
蠶
桑
公
司
﹂
以
地
作
股
，
由
連
賓
門
出

旱
地
十
四
畝
，
馬
仲
援
十
四
畝
，
馬
伯
援
十
二
畝
，
共
四
十

畝
，
折
合
錢
一
千
二
百
串
，
另
同
隗
純
祜
及
馬
伯
援
等
負
責

勸
募
一
千
八
百
串
入
股
，
作
為
買
桑
、
種
桑
及
其
他
經
費
。

後
派
人
到
武
昌
南
湖
購
回
湖
桑
六
千
株
，
栽
於
小
西
門
外
。

袁
世
凱
稱
帝
後
，
地
方
的
拍
馬
屁
者
，
在
新
年
捷
報
條

上
大
書
﹁
中
華
帝
國
洪
賓
元
年
﹂
，
而
馬
寫
的
﹁
捷
報
條
﹂

仍
是
﹁
中
華
民
國
五
年
﹂
。
是
年
冬
，
王
安
瀾
在
大
阜
山
豎

旗
招
兵
，
組
成
﹁
湖
北
靖
國
軍
﹂
。
馬
協
助
籌
辦
軍
餉
，
同

襄
陽
鎮
守
使
黎
天
才
商
討
將
王
安
瀾
部
編
為
﹁
護
法
軍
﹂
，

共
同
護
法
。

一
九
一
八
年
十
月
二
日
到
上
海
，
﹁
十
二
日
訪
中
山

先
生
於
莫
里
哀
路
﹂
，
與
孫
暢
談
革
命
和
創
辦
實
業
學
校
。

在
滬
期
間
，
馬
受
余
日
章
聘
請
，
於
十
二
月
十
六
日
又
赴
日

本
東
京
﹁
中
華
留
日
基
督
教
學
生
青
年
會
﹂
工
作
。
對
留

日
學
生
的
食
宿
及
經
費
很
關
心
，
設
法
資
助
二
百
多
人
。

一
九
一
九
年
﹁
五‧

四
﹂
運
動
的
消
息
傳
到
日
本
，
中
國
留

日
學
生
在
東
京
抗
議
﹁
二
十
一
條
﹂
不
平
等
條
約
，
被
日
警

抓
去
數
十
人
，
馬
多
方
交
涉
，
二
十
三
人
獲
釋
。

一
九
二
二
年
初
，
馬
受
孫
中
山
之
命
回
國
，
到
西
北

軍
作
宣
傳
工
作
，
三
月
十
八
日
到
達
西
安
，
偕
同
張
亞
雄
以

傳
教
為
名
，
秘
密
會
晤
了
馮
玉
祥
。
四
月
十
四
日
又
同
張
亞

雄
在
三
原
會
見
胡
景
翼
。
嗣
後
，
馮
玉
祥
和
胡
景
翼
率
部
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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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
洛
陽
，
牽
制
北
洋
軍
閥
南
下
，
以
利
廣
東
軍
出
師
北
伐
。

自
此
，
馬
經
常
來
往
馮
部
，
與
馮
、
胡
關
係
甚
為
密
切
，
成

為
馮
的
名
譽
顧
問
。
一
九
二
四
年
四
月
，
馮
玉
祥
組
織
國
民

軍
、
發
動
北
京
政
變
、
趕
走
溥
儀
︵
清
末
代
皇
帝
︶
、
電
請

孫
中
山
北
上
，
並
派
馬
伯
援
前
往
迎
接
。

一
九
二
四
年
冬
，
馬
由
日
回
國
，
十
二
月
二
十
日
，

在
天
津
迭
晤
孫
中
山
先
生
，
報
告
會
見
馮
玉
祥
經
過
情
形
。

一
九
二
五
年
元
月
，
馬
回
家
探
親
。
七
月
，
到
馮
玉
祥
部
調

和
馮
軍
與
國
民
黨
的
關
係
。

一
九
二
七
年
五
月
，
馬
再
由
日
返
國
，
六
月
十
日
在

武
漢
訪
問
了
孫
夫
人
宋
慶
齡
，
孫
夫
人
說
：
﹁
已

款
三
萬

元
到
上
海
購
買
藥
品
，
你
到
鄭
州
找
馮
總
司
令
︵
馮
玉
祥
︶

轉
達
鄙
意
，
倘
西
北
軍
需
此
藥
品
，
我
先
將
此
項
藥
品
付

給
西
北
﹂
。
六
月
十
五
日
，
馬
到
鄭
州
馮
玉
祥
總
司
令
部
轉

告
了
孫
夫
人
的
意
見
，
馮
深
表
感
激
。
馬
以
後
還
以
馮
的
名

譽
顧
問
身
份
，
到
南
陽
、
鄧
縣
、
襄
樊
等
地
，
與
方
振
武
、

孫
連
仲
等
軍
政
要
人
分
別
會
晤
，
並
向
他
們
宣
傳
﹁
宗
教
革

命
﹂
。為

了
試
行
孫
中
山
的
實
業
救
國
主
張
，
一
九
三
二
年

九
月
，
馬
要
求
回
家
鄉
任
棗
陽
縣
長
。
簡
吏
制
、
興
學
校
、

辦
實
業
，
得
到
馮
玉
祥
的
支
持
，
稱
讚
他
放
棄
高
官
厚
祿
赴

基
層
任
職
的
精
神
，
書
聯
以
贈
：
﹁
能
刻
苦
方
為
志
士
，
肯

吃
虧
不
是
痴
人
﹂
。
並
派
兵
護
送
上
任
，
上
任
後
大
刀
闊
斧

進
行
改
革
。
一
、
撤
換
縣
、
區
、
鄉
三
級
政
權
中
的
豪
紳
官

員
。
二
、
取
消
縣
內
大
小
錢
莊
。
三
、
縣
府
頒
布
禁

︵
鴉

片
︶
、
禁
賭
通
告
。
四
、
改
編
團
防
局
為
保
安
隊
，
實
行
編

制
、
糧
晌
、
訓
練
﹁
三
統
一
﹂
，
精
簡
團
丁
二
千
餘
人
，
減

輕
了
群
眾
負
擔
。
五
、
創
辦
產
業
合
作
社
。
請
省
撥
專
款
，

在
鹿
頭
街
蓋
兩
層
樓
房
二
棟
。
經
營
人
民
生
活
、
生
產
必

需
品
︵
糧
、
布
、
雜
貨
、
圓
木
等
︶
、
公
平
交
易
、
平
抑
物

價
。
六
、
興
辦
實
業
教
育
。
以
鹿
頭
為
試
點
，
開
辦
﹁
實
業

中
學
﹂
︵
兩
班
︶
，
將
鹿
頭
小
學
改
名
為
﹁
實
業
小
學
﹂
。

並
在
塔
灣
和
鹿
頭
附
近
辦
有
三
個
農
場
，
作
為
麥
、
棉
良
種

試
驗
基
地
。
同
時
還
辦
有
織
布
廠
、
肥
皂
廠
供
學
生
進
行

實
驗
。
為
了
擴
建
學
校
，
馬
勸
其
嬸
母
邱
瑤
潔
捐
資
興
建
了

十
五
間
磚
木
結
構
的
新
校
舍
。
同
時
，
倡
議
縣
城
各
界
人
士

捐
資
興
學
，
恢
復
了
一
所
私
立
﹁
復
興
中
學
﹂
，
校
址
設
在

箭
廳
︵
今
二
招
院
內
︶
，
學
生
兩
班
共
九
十
名
。
七
、
宣
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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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思
想
。
提
倡
婦
女
剪
髮
、
放
足
、
婚
姻
自
由
、
文
明
結
婚

等
。
八
、
端
正
社
會
風
尚
，
懲
惡
治
邪
。
對
盜
、
匪
、
淫
、

、
賭
、
霸
、
紳
等
社
會
蛀
蟲
，
概
不
容
情
、
重
者
拿
辦
。

一
九
三
三
年
六
月
，
馬
派
人
拿
辦
罪
犯
，
該
犯
躲
到
羅
啟

疆
處
，
並
控
告
馬
伯
援
﹁
抓
人
、
霸
占
祠
產
﹂
。
羅
借
機
報

復
，
馬
被
迫
離
職
，
到
廬
山
避
居
，
後
到
武
漢
，
先
後
擔
任

湖
北
省
合
作
指
導
委
員
會
副
主
任
和
省
議
員
。
不
久
又
東
渡

日
本
。一

九
三
七
年
﹁
七‧

七
﹂
事
變
前
夕
，
馬
伯
援
辭
去
孔

祥
熙
組
織
的
挺
進
中
華
留
日
基
督
教
幹
事
職
務
，
將
鄉
親
汪

金
幫
的
遺
金
二
千
元
帶
回
家
鄉
，
購
買
田
地
二
百
畝
建
合
作

農
場
。
開
辦
﹁
私
立
實
用
初
級
農
科
職
業
中
學
﹂
一
所
。
馬

任
董
事
長
兼
名
譽
校
長
，
聘
請
郭
正
青
為
代
理
校
長
︵
留
日

學
生
︶
，
地
下
黨
員
郭
順
安
為
教
務
主
任
。
培
育
愛
國
學
生

三
十
多
名
，
一
九
三
八
年
奔
赴
延
安
，
走
上
了
革
命
道
路
。

一
九
三
八
年
，
馬
攜
家
帶
眷
至
四
川
成
都
，
後
旅
居

香
港
。
一
九
三
九
年
四
月
十
三
日
，
因
高
血
壓
病
卒
，
終
年

五
十
六
歲
。

馬
生
前
著
有
︽
東
流
信
使
︾
、
︽
為
宰
三
月
記
︾
、
︽
我

所
知
道
的
國
民
革
命
軍
與
國
民
黨
的
合
作
史
︾
、
︽
湖
北
、

河
南
間
底
風
俗
︾
、
︽
棗
陽
縣
鄉
土
志
︾
、
︽
三
十
三
年
話
︾

等
。

王 

安 

瀾

王
安
瀾
︵
一
九
七
六─

一
九
二
四
︶
又
名
正
江
，
號

梓
村
，
家
住
棗
陽
縣
鹿
頭
鎮
王
應
林
村
。
幼
年
家
貧
，
父
早

喪
，
母
以
耕
種
織
布
，
幫
人
做
活
養
兄
妹
四
人
。
安
瀾
進

入
學
齡
，
靠
族
產
供
養
讀
書
。
學
業
優
異
、
書
法
出
眾
。

一
八
九
八
年
春
，
被
任
典
元
聘
為
家
庭
塾
師
，
任
教
數
年
。

一
次
他
帶
學
生
進
城
考
課
，
向
東
家
借
馬
一
騎
，
主
人
說
：

﹁
你
屁
股
上
沒
長
騎
馬
的
毛
，
還
想
騎
馬
？
﹂
他
一
氣
之

下
，
棄
教
投
軍
，
在
黎
元
洪
部
下
馬
隊
當
兵
。
由
於
他
寫
一

筆
好
字
，
先
代
理
文
書
。
後
升
為
執
事
官
，
被
送
入
新
軍
參

謀
班
學
習
。

一
九
一
一
年
十
月
十
日
武
昌
起
義
，
安
瀾
隨
黎
元
洪

進
入
都
督
府
受
黎
信
任
。
漢
陽
戰
事
吃
緊
，
黎
任
命
安
瀾
為

兵
站
司
令
、
總
部
糧
台
，
在
漢
陽
歸
元
寺
設
總
糧
站
，
供
應

軍
需
。
農
曆
九
月
六
日
，
清
軍
逼
近
漢
陽
，
他
組
織
力
量
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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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
搶
運
糧
食
至
武
昌
，
保
證
了
軍
需
。
漢
陽
失
守
後
，
又
積

極
收
聚
散
兵
，
編
成
﹁
奮
勇
軍
﹂
，
誓
守
武
昌
。
並
提
出
：

﹁
驅
逐
大
敵
，
擴
展
國
民
軍
，
推
翻
惡
劣
政
府
，
建
立
共
和

政
體
﹂
鼓
勵
戰
士
與
清
軍
決
一
死
戰
。

一
九
一
二
年
一
月
，
安
瀾
洞
察
時
局
，
識
破
﹁
議
和
﹂

徒
勞
無
益
，
主
張
奮
戰
，
鞏
固
革
命
政
權
。
並
寫
信
給
﹁
議

和
﹂
代
表
伍
廷
芳
，
提
出
了
利
弊
：
﹁
各
省
援
軍
雲
集
鄂

境
，
士
兵
用
命
，
萬
眾
一
心
。
利
一
；
清
軍
人
心
各
異
，
紛

紛
逃
散
，
乘
機
進
攻
，
必
操
勝
算
，
其
二
；
民
國
初
定
，
政

略
未
固
，
利
用
戰
術
，
解
決
政
略
，
外
交
易
於
著
手
，
其

三
；
清
軍
所
到
之
處
，
姦
擄
燒
殺
，
人
民
痛
恨
，
望
我
軍
如

望
雲
霓
，
民
心
已
得
，
何
攻
不
克
，
第
四
；
民
軍
分
段
駐

紮
，
不
便
練
操
，
兵
心
鬆
馳
。
弊
一
；
某
︵
指
袁
世
凱
︶
居

心
狡
詐
，
於
武
昌
不
能
遂
其
初
志
必
另
謀
政
權
，
弊
二
；
某

外
交
敏
捷
，
難
保
不
暗
中
活
動
，
任
其
借
款
既
成
，
再
攻
殊

為
費
力
。
弊
三
。
﹂
安
瀾
一
再
揭
露
﹁
議
和
﹂
騙
局
，
某
明

為
﹁
議
和
﹂
，
暗
自
練
兵
，
圖
謀
篡
奪
大
總
統
之
權
。

同
年
，
黎
元
洪
擴
編
鄂
軍
為
八
個
鎮
，
安
瀾
為
第
六
鎮

統
制
。
一
九
一
三
年
，
湖
北
裁
軍
，
八
鎮
裁
編
為
五
個
師
，

安
瀾
任
新
編
第
三
師
師
長
，
率
部
駐
防
德
安
︵
今
安
陸
︶
，

後
移
防
襄
陽
、
棗
陽
一
帶
。
十
月
，
黎
元
洪
授
於
王
安
瀾
陸

軍
中
將
加
上
將
銜
。
後
因
黎
元
洪
赴
北
京
任
副
總
統
，
段
芝

貴
接
管
湖
北
軍
政
大
權
，
鄂
軍
新
編
第
三
師
被
裁
，
免
去
安

瀾
師
長
職
，
充
任
省
稅
捐
局
局
長
。
此
任
不
久
，
就
到
北
京

閑
居
，
拿
將
軍
府
的
薪
金
過
活
。

一
九
一
六
年
六
月
，
袁
世
凱
病
死
，
黎
元
洪
繼
任
，
國

務
院
調
王
安
瀾
到
廣
西
，
先
後
任
田
南
道
尹
、
桂
林
道
尹
。

不
久
張
勛
復
辟
，
安
瀾
被
解
職
回
家
。

一
九
一
七
年
冬
，
襄
陽
鎮
守
使
黎
天
才
響
應
﹁
護
法
﹂

號
召
，
組
成
﹁
靖
國
軍
﹂
。
安
瀾
回
棗
陽
聯
絡
舊
屬
和
親
友

蘊
釀
起
事
。
十
二
月
五
日
，
在
鹿
頭
大
阜
山
豎
旗
招
兵
，
各

地
農
民
紛
紛
攜
土
槍
、
步
槍
、
刀
矛
前
往
入
伍
。
不
幾
天
，

招
兵
萬
餘
，
自
稱
﹁
鄂
北
靖
國
軍
﹂
。
王
被
舉
為
總
司
令
，

下
編
六
個
支
隊
，
分
別
由
衛
巨
卿
、
林
鵬
飛
、
李
錦
榮
、
劉

退
庵
、
喻
鵬
程
、
高
炳
適
任
支
隊
長
，
賽
德
炳
為
參
謀
長
、

邱
以
謙
任
秘
書
官
。
王
利
用
任
執
法
官
，
縣
城
名
醫
王
榮
安

任
司
令
部
軍
醫
官
，
著
名
武
師
陳
元
友
為
司
令
部
侍
衛
官
。

編
組
後
，
起
義
軍
就
地
整
訓
，
以
﹁
不
燒
殺
、
不
搶
劫
、
不



23

棗
陽
辛
亥
志
士

傷
害
百
姓
﹂
為
軍
紀
，
以
﹁
除
暴
安
良
、
響
應
護
法
﹂
為
戰

鬥
目
標
。
當
時
群
眾
編
了
一
個
順
口
溜
：
﹁
棗
陽
縣
，
出
北

門
、
四
十
五
里
王
應
林
；
王
安
瀾
，
真
大
膽
，
沒
有
快
槍
敢

造
反
、
竹
桿
槍
、
鐵
炮
隊
、
打
匪
霸
，
得
勝
利
﹂
。

十
二
月
二
十
六
日
，
縣
署
派
馮
權
三
帶
領
縣
警
隊
三
十

多
人
，
糾
集
劉
敬
夫
、
羅
典
久
等
國
防
局
武
裝
三
百
餘
，
前

往
鹿
頭
附
近
剿
﹁
靖
國
軍
﹂
。
安
瀾
聞
訊
，
立
即
迎
戰
，
並

在
鹿
頭
附
近
印
子
山
，
設
置
生
鐵
炮
陣
地
，
國
防
武
裝
即
被

擊
潰
。
不
數
日
，
﹁
靖
國
軍
﹂
進
駐
棗
陽
，
一
面
整
編
部

隊
，
一
面
籌
備
糧
餉
。

一
九
一
八
年
春
，
安
瀾
率
軍
進
駐
襄
陽
，
與
黎
天
才

的
﹁
靖
國
軍
﹂
會
師
整
編
，
並
同
荊
州
石
星
川
︵
荊
州
鎮
守

使
︶
所
部
聯
成
一
片
，
當
時
公
推
黎
天
才
為
﹁
湖
北
軍
國

軍
聯
合
總
司
令
﹂
，
並
致
電
廣
州
護
法
軍
政
府
孫
中
山
大
元

帥
，
表
示
響
應
﹁
護
法
﹂
運
動
，
出
師
進
攻
武
漢
。

以
後
三
年
間
因
北
洋
軍
閥
吳
佩
孚
援
鄂
，
襄
陽
危
急
，

黎
天
才
率
部
向
鄂
西
竹
山
、
房
縣
撤
退
，
安
瀾
率
部
挺
進
恩

施
、
利
川
。
在
入
川
途
中
，
遭
川
軍
趙
三
虎
部
阻
擊
，
激
戰

後
，
轉
入
陝
西
的
安
康
、
南
鄭
等
地
，
又
折
轉
四
川
巫
溪
、

巫
山
一
帶
。
在
四
川
城
開
縣
過
春
節
，
因
放
鬆
了
警
惕
，
川

軍
突
然
夾
擊
，
﹁
靖
國
軍
﹂
措
手
不
及
，
潰
不
成
軍
，
安
瀾

率
殘
部
奔
往
恩
施
，
不
料
又
遭
湖
北
省
督
軍
王
占
元
截
擊
，

安
國
敗
軍
被
俘
，
不
久
被
黎
元
洪
救
出
。

一
九
二
一
年
三
月
安
瀾
回
到
武
漢
，
被
王
占
元
奪
其

軍
權
。
從
此
，
於
漢
口
日
租
界
槐
蔭
里
隱
居
，
靠
﹁
將
軍

團
﹂
發
給
的
定
額
俸
維
持
生
活
。
一
九
二
四
年
病
故
，
終
年

四
十
八
歲
。

高 

仲 

和

高
仲
和
字
重
源
︵
一
八
七
六─

一
九
七○

︶
，
熊
集

人
，
一
九○

四
年
入
日
本
早
稻
田
大
學
習
法
科
，
曾
代
表
旅

日
愛
國
學
生
，
執
筆
起
草
﹁
討
伐
滿
清
檄
文
﹂
，
登
載
︽
朝

日
新
聞
︾
。
繼
又
編
寫
愛
國
劇
︽
恢
復
夢
傳
奇
︾
︵
又
名

︽
南
北
洋
操
演
劇
︾
︶
。

一
九
一○

年
學
成
回
國
，
考
授
法
科
舉
人
，
被
派
往

黑
龍
江
陸
軍
學
堂
任
正
習
。
次
年
武
昌
首
義
爆
發
，
高
聞
訊

兼
程
南
下
，
偕
同
李
四
光
經
上
海
奔
赴
武
漢
，
被
授
為
都
督

府
軍
事
參
議
員
。
時
清
軍
攻
占
漢
口
，
漢
陽
戰
事
吃
緊
，
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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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與
棗
陽
同
志
陳
重
民
、
耿
毓
英
、
王
安
瀾
、
馬
伯
援
、
謝

超
武
、
謝
經
德
、
童
紹
基
等
倡
議
北
伐
，
隨
安
襄
鄖
荊
招
討

史
，
季
雨
霖
率
隊
沿
襄
河
西
進
，
至
沙
洋
已
擴
軍
數
千
人
。

在
沙
陽
稍
加
修
整
，
決
議
兵
分
兩
路
，
季
雨
霖
率
一
隊

西
進
荊
州
、
沙
市
、
高
任
軍
前
頭
等
參
贊
，
率
隊
北
征
，
經

鍾
祥
、
宜
城
，
農
曆
冬
月
初
九
進
抵
襄
陽
，
二
十
二
日
︵
公

曆
一
九
一
二
年
元
月
八
日
︶
光
復
棗
陽
，
清
剿
土
匪
，
編
遣

散
兵
，
棗
陽
秩
序
恢
復
正
常
，
使
棗
陽
人
民
始
擺
脫
滿
清
封

建
統
治
。

高
仲
和
在
棗
陽
、
隨
縣
一
帶
聚
兵
二
百
餘
騎
，
組
成

﹁
漢
東
北
伐
團
﹂
，
致
電
湖
北
都
督
府
，
申
請
繼
續
北
伐
。

後
因
南
北
議
和
停
戰
而
回
到
武
漢
，
曾
寫
︽
北
征
紀
略
︾
一

書
。

一
九
一
二
年
春
，
高
仲
和
在
武
昌
加
入
同
盟
會
。
夏
，

任
湖
北
省
政
府
實
業
科
長
。
冬
，
當
選
為
國
會
議
員
，
赴
京

就
職
。一

九
一
四
年
袁
世
凱
解
散
國
會
，
高
在
北
京
法
政
學
校

任
教
，
擺
脫
袁
世
凱
帝
制
組
閣
，
到
上
海
任
︽
民
意
報
︾
、

︽
民
信
報
︾
主
筆
。

一
九
一
六
年
袁
世
凱
一
命
嗚
呼
，
黎
元
洪
繼
任
總
統
，

恢
復
國
會
，
高
仲
和
回
京
，
任
戰
後
經
濟
調
查
委
員
會
及
顧

問
等
職
。

新
中
國
成
立
後
，
高
仲
和
參
加
湖
北
省
文
史
研
究
工

作
，
曾
任
省
政
府
文
史
研
究
館
館
員
。
直
至
一
九
七○

年
病

故
，
終
年
九
十
五
歲
。

馬 

瑞 

堂

馬
瑞
堂
字
福
祥
︵
一
八
七
五─

一
九
四
七
︶
，
棗
陽

城
關
書
院
街
人
，
一
九○

七
年
入
保
定
將
棄
︵
侍
衛
︶
學
堂

一
九○

九
年
任
滿
清
新
軍
某
混
成
二
標
一
營
見
習
隊
官
，
常

與
哥
老
會
友
串
聯
上
兵
加
入
同
盟
會
，
一
九
一
一
年
十
月
十

日
武
昌
首
義
爆
發
，
馬
離
潼
關
奔
西
安
城
下
，
執
紅
貼
報
請

開
門
入
城
，
求
見
制
台
︵
省
督
︶
，
慷
慨
陳
詞
，
勸
降
成

功
。
是
年
底
起
義
軍
占
領
西
安
，
設
兵
馬
、
糧
餉
、
軍
令
三

都
督
，
馬
任
泰
︵
陜
西
︶
隴
︵
甘
肅
︶
糧
餉
副
都
督
，
後
改

為
軍
政
建
制
，
馬
任
軍
政
部
副
部
長
。
待
陜
西
光
復
後
，
馬

以
為
反
清
起
義
告
成
，
便
辭
軍
棄
政
，
在
北
京
、
武
漢
等
地

避
居
，
抗
戰
時
回
到
棗
陽
，
重
興
江
湖
紅
幫
，
為
吳
店
白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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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
九
龍
山
莊
，
一
九
四
七
年
秋
病
故
︵
下
文
從
略
，
另
有
專

題
︶
。謝 

楚 
 

謝
楚
珩
︵
一
八
八
五─

一
九
六
五
︶
原
名
超
武
，
王

城
人
。
原
在
湖
北
省
新
軍
第
二
十
九
標
當
兵
，
由
於
好
學
苦

練
，
被
選
入
陸
軍
特
別
學
堂
，
經
同
學
杜
武
庫
介
紹
加
入
反

清
組
織
﹁
共
進
會
﹂
。
他
以
組
織
﹁
柳
營
詩
社
﹂
為
名
聯
絡

同
志
，
進
行
革
命
活
動
。
武
昌
起
義
後
，
謝
任
第
五
協
第
九

標
書
記
官
。
十
月
二
十
四
日
奉
命
渡
江
作
戰
，
因
失
利
退
守

漢
陽
。漢

陽
失
守
後
，
荊
門
人
季
雨
霖
出
任
安
襄
鄖
招
討
使
，

謝
出
任
該
部
參
謀
長
，
進
軍
沙
洋
後
兵
分
兩
路
，
一
路
由
高

仲
和
率
領
繼
續
北
上
，
一
隊
由
季
雨
霖
、
謝
楚
珩
指
揮
進
攻

荊
州
。
使
滿
清
守
軍
聯
魁
出
降
。
繼
又
回
師
沙
洋
、
討
平
安

陸
、
出
兵
襄
陽
，
攻
克
新
野
、
鄧
縣
。
南
北
議
和
回
師
武

昌
，
季
部
改
編
為
第
八
鎮
︵
後
為
八
師
︶
，
謝
均
任
參
謀

長
，
後
因
湖
北
裁
軍
離
職
。

一
九
一
七
年
響
應
孫
中
山
﹁
護
法
﹂
號
召
，
協
助
季
雨

霖
召
集
舊
部
起
事
，
反
對
北
洋
軍
閥
。
不
久
季
雨
霖
被
九
師

師
長
兼
襄
鄖
鎮
守
使
黎
天
才
誘
殺
，
謝
四
處
奔
走
，
討
伐
叛

逆
未
成
，
再
次
退
出
軍
界
。

抗
日
戰
爭
爆
發
後
，
謝
為
武
漢
文
化
界
抗
敵
會
負
責

人
。
建
國
後
在
武
漢
聾
啞
學
校
任
教
，
後
寫
有
︽
第
二
十
九

標
起
義
︾
、
︽
安
襄
鄖
荊
招
討
經
過
︾
、
︽
季
雨
霖
之
死
︾

等
回
憶
錄
，
為
編
寫
辛
亥
革
命
史
提
供
了
不
少
資
料
。

李 

錦 

榮

李
錦
榮
，
棗
北
人
，
武
昌
首
義
後
在
王
安
瀾
部
下
任

職
，
一
九
一
二
年
加
入
同
盟
會
，
後
隨
王
安
瀾
部
駐
防
鄂
北

襄
陽
，
任
旅
長
。
當
時
棗
陽
土
匪
猖
獗
，
民
不
聊
生
，
李
獲

悉
親
回
棗
陽
，
援
助
回
鄉
的
馬
伯
援
，
在
鹿
頭
正
法
三
名
匪

首
，
百
姓
稱
快
，
一
九
一
七
年
冬
，
鑒
於
北
京
政
權
復
辟
帝

制
，
王
安
瀾
回
棗
運
籌
﹁
護
國
軍
﹂
，
李
任
支
隊
長
轉
戰

鄂
、
豫
、
陜
、
川
等
地
，
下
落
不
明
。

王 

利 

用

王
利
用
號
生
伯
，
棗
陽
城
關
人
，
早
年
卒
業
於
日
本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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棗
陽
文
獻─

第
二
十
九
期

政
大
學
，
並
加
入
同
盟
會
，
一
九
一
二
年
民
國
政
府
成
立
，

王
任
司
法
長
，
後
因
南
北
議
和
，
軍
閥
權
，
王
憤
然
回
到
家

鄉
，
興
辦
棗
陽
女
子
學
校
並
任
校
長
。
一
九
一
六
年
獲
悉
黃

克
強
在
上
海
病
逝
，
萬
分
悲
痛
，
速
找
馬
伯
援
匯
集
黃
的
革

命
事
跡
，
向
師
生
宣
傳
，
又
為
黃
開
追
悼
會
，
並
由
楊
慶
先

生
為
其
輓
聯
：

公
誼
不
妨
私
，
平
生
政
見
分
馳
，
肝
膽
至
今
推
摯
友
；

一
身
能
敵
萬
，
可
惜
羈
才
無
命
，
死
生
從
古
困
英
雄
。

一
九
一
七
年
冬
，
參
加
王
安
瀾
﹁
護
國
軍
﹂
任
執
法

官
。

陳 

紹 

森陳
紹
森
，
吳
店
人
。
滿
清
末
年
，
在
湖
北
新
軍
騎
兵
當

哨
官
︵
連
長
︶
。
一
九
一
一
年
十
月
十
日
，
參
加
武
昌
起
義

後
，
自
願
回
家
組
織
地
方
武
裝
響
應
辛
亥
革
命
。

在
軍
隊
中
，
陳
紹
森
參
加
了
以
反
清
為
宗
旨
的
江
湖
會

︵
紅
邦
︶
，
回
鄉
後
，
他
首
先
串
通
吳
店
江
湖
會
同
黨
劉
寶

庭
和
商
界
頭
面
人
楊
崇
興
等
，
商
定
以
江
湖
會
名
義
，
一
面

向
商
戶
籌
捐
經
費
，
一
面
在
東
門
外
劉
家
祠
堂
招
集
六
十
多

名
青
壯
漢
子
，
在
旁
邊
山
陜
會
館
院
內
，
練
拳
舞
棍
，
耍
刀

刺
矛
，
實
為
聚
兵
練
武
。

接
著
，
陳
紹
森
又
到
琚
灣
、
城
關
等
地
與
江
湖
會
取
得

聯
繫
，
講
述
武
昌
首
義
經
過
和
吳
店
招
兵
集
訓
情
況
。
琚
灣

江
湖
會
琚
體
康
組
織
會
眾
在
回
龍
寺
集
訓
。
駐
棗
湖
北
新
軍

馬
隊
排
長
周
鳴
歧
︵
江
湖
會
首
︶
，
同
陳
紹
林
會
同
面
交
談

後
，
立
即
響
應
，
準
備
串
聯
其
他
駐
棗
新
軍
同
陳
紹
森
新
招

義
兵
聯
合
行
動
，
推
翻
清
政
府
棗
陽
縣
知
事
公
署
。

棗
陽
縣
知
事
瞿
長
齡
︵
江
蘇
人
︶
得
知吴

店
豪
紳
劉
錫

侯
和
天
主
堂
神
父
聯
名
密
告
﹁
吳
店
陳
紹
森
聚
眾
謀
反
﹂
，

急
令
縣
衙
巡
捕
房
班
頭
王
崇
德
︵
外
號
王
拐
子
︶
帶
領
兩
名

差
丁
到
吳
店
山
陜
會
館
傳
呼
陳
紹
森
，
被
義
兵
繳
下
鬼
頭

刀
，
挨
得
鼻
青
臉
腫
跑
回
縣
衙
。

陳
紹
森
見
事
情
已
露
，
決
定
提
前
行
動
，
一
面
派
人
到

琚
灣
、
城
關
通
報
事
態
發
展
情
況
，
計
議
統
一
起
事
時
間
，

並
把
吳
店
義
兵
分
為
兩
隊
，
一
隊
由
黃
崇
興
帶
領
駐
在
西
街

黃
的
房
院
內
，
一
隊
由
陳
紹
森
帶
領
，
仍
駐
在
山
陜
會
館
，

以
防
縣
差
再
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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棗
陽
辛
亥
志
士

事
情
果
如
所
料
。
第
二
天
上
午
，
縣
衙
王
拐
子
身
背
快

槍
︵
即
步
槍
，
首
次
傳
人
棗
陽
，
為
數
極
少
︶
，
帶
領
四
十

多
名
差
丁
，
到吴

店
圍
住
山
陜
會
館
，
陳
紹
森
令
人
緊
閉
大

門
，
登
上
屋
頂
，
敵
人
用
土
銃
、
快
槍
射
擊
，
義
兵
褚
ｘ
ｘ

中
彈
身
亡
，
刀
光
榮
、
楊
吉
升
、
陳
定
警
負
傷
。
西
街
黃
崇

興
聞
警
帶
隊
趕
來
增
援
，
剛
到
東
門
外
，
遭
敵
快
槍
阻
擊
，

無
法
向
前
解
開
。
陳
紹
森
為
保
存
起
義
兄
弟
，
喝
令
打
開
大

門
，
他
頭
戴
金

邊
帽
，
身
穿
軍

官
服
，
掛
上
東

洋
刀
，
站
在
台

階
上
，
理
直
氣

壯
在
說
：
﹁
我

就
是
陳
紹
森
，

此
事
與
弟
兄
們

無
關
！
﹂
說
罷

當
即
被
捕
，
解

住
縣
行
。

審
訊
時
，

知
縣
觀
長
齡
令
他
跪
下
，
他
破
口
大
罵
：
﹁
你
七
品
縣
令
，

我
五
品
軍
功
，
豈
能
跪
你
狗
官
！
﹂
瞿
長
齡
以
﹁
聚
眾
謀

反
﹂
罪
名
判
決
陳
紹
森
極
刑
，
不
敢
在
城
外
行
刑
，
將
陳
關

進
站
籠
，
折
磨
至
死
。

次
日
，
駐
在
北
關
外
的
湖
北
新
軍
馬
隊
周
鳴
歧
聽
說
陳

紹
森
被
捕
，
親
往
知
事
公
堂
保
釋
，
走
到
衙
門
口
，
一
看
牆

上
布
告
，
不
覺
一
陣
心
酸
，
後
悔
自
己
晚
來
一
步
，
口
中
喃

喃
地
罵
道
：
﹁
早
晚
要
跟
這
狗
官
算
帳
！
﹂

作者趙萬爽（左三）與旅台同鄉會秘書 

顏嘉德（右二）探望旅加拿大李光啟在棗
鄉之胞弟李光發等（右三）合影。

    

�
稻　
　

穀
。 

�
小　
　

麥
。

�
有
稃
大
麥
。 

磮
小　
　

米
。

�
落  

花  

生
。 

�
玉
米
︵
玉
蜀
黍
︶
。

�
蓮　
　

藕
。 

㑤
香　
　

蕉
。

�
西　

瓜
。 

�
人  

糞  

尿
。

�
示
。 

暎
範
。

�
精
益
求
精
。 

晫
精
益
求
精
。

䮓
報　
　

紙
。 

昰
時
鐘
︵
手
錶
︶
棋
。

�
雞  

毛  

帶
。 

�
象　
　

棋
。

晣
圍　
　

棋
。 

�
獸　
　

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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