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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
漢
是
長
江
中
游 

X

的
重
鎮
，
也
是
著
名
旅 

*

遊
勝
地
。
而
在
武
漢
衆 

多
的
名
勝
古
蹟
中
，
又 

以
黃
鶴
樓
最
有
名
，
這 

r

l

L

與
唐
代
詩
人
崔
顯
的
名 

作

「黃
鶴
樓
」
有
很
大
關
係
，
詩
云
： 

「
昔
人
已
乘
黃
鶴
去
，
此
地
空
餘
黃
鶴 

樓J

。
可
是
，早
年
因
建
長
江
大
橋
， 

黃
鶴
樓
已
被
拆
去
。
不
過
，
最
近
有
消 

息
說
，
這
座
名
樓
將
會
在
原
址
直
建
， 

供
人
遊
覽
憑
弔
。•

黃
鶴
樓
是
中
國
三
大
名
樓
之
一
， 

位
於
長
江
南
岸
武
昌
市
的
蛇
山
上
，
遠 

在
三
國
時
代
就
已
經
有
了
，
據
說
是
吳 

黃
武
二
年
(
公
元
二
二
三
年
)
，
蛇
山 

築
城
時
一
併
興
建
的
一
，
六
朝
史
書
裏
便 

有
關
於
它
的
記
戴
。
樓
用
黃
鶴
命
名
有 

兩
種
說
法
，
一 
是
黃
鶴
可
以
鎭
住
一
蛇
山 

，
不
讓
它
走
過
長
江
去
和 1
山
接
合
。 

另
一 
說
法
，
謂
從
前
有
個
名
叫
費
禕
的
人
，t'
在 

蛇
山
修
道
成
仙
，
後
來
騎
鶴
飛
升
而
去
，
崔
顥
的 

詩
就
是
採
用
一
通
一 
傳
說
。
由
於
歷
代
騷
人
墨
客
登 

樓
賦
詩
作
畫
，
遂
使
黃
鶴
樓
名
聞
天
下
。
一 

崔
顥
是
盛
唐
的
詩
人
，
成
就
本
來
很
平
凡
， 

但
自
從
寫
了r

黃
鶴
樓j
詩
後
，
即
一 
鳴
驚
人
。 

據
說
李
白
曾
到
黃
鶴
樓
遊
玩
，
本
欲
題
詩
壁
上
， 

及
見
此
詩
，
自
嘆
不
能
再
寫
，
打
消
題
詩
之
念
， 

前
人
因
此
戲
曰
：
「
李
白
來
到
黃
鶴
樓
，
生
平
豪 

一-氣
一 
時
收
，
眼
前
有
景
道
不
得
，
崔
顥
題
詩
在
上 

頭
。
」黃

鶴
樓
原
來
屹
立
在
長
江
邊
，
附
近
有
蛇
山 

、
鸚
鶴
洲
等
勝
景
，
樓
前
有
蒼
勁
的
漢
陽
樹
，
登 

樓
眺
望
，
但
見
江
水
滔
滔
西
來
，
滾
滾
東
去
，
烟 

一波
浩
瀚
，
氣
勢
雄
壯
。
波
平
時
，
水
面
如
鏡
；
浪 

一
起
時
，
洶
湧
澎
湃
。
入
夜
後
，
萬
家
燈
火
倒
映
水 

中
，
好
像
無
數
金
銀
珠
寶
浮
動
江
中
•
，晴
明
時
， 

一則
遠
處
江
面
船
舶
出
沒
，
兩
岸
沃
野
千
里
，
均
盡 

收
眼
底
。

根
據
宋
人
和
明
人
的
描
畫
，
黃
鶴
樓
的
外
貌 

雄
偉
而
壯
麗
，
奮
古
書
說
它
「樓
凡
三
層
，
外 

圓
內
方
」
，
有
的
說
它
「直
立
十
有
八
丈
，
其
形 

正
方
，
四
望
如
一
」
。
可
惜
，
由
於
明
淸■

兵 

火
的
蹂85

，
樓
的
內
外
觀
已
面
目
全
非
， &
國
初 

.年
時
再
遭
火
劫
，
更
加
不
成
樣
子
，
後
雖
重
建
， 

但
形
式
却
又
不
中
不
西
。
一
九
五
五
年
，
因
建
造 

武
漢
長
江
大
橋
的
需
要
而
被
拆
除
。
當
時
曾
說
遷 

移
别
地
，
但
一
直
無
下
文
，
直
至
最
近
才
正
式
宣 

佈
重
建
。
據
說
，
新
的
黃
鶴
樓
將
不
拘
朝
代
特
黙 

，
而
是
繼
承
舊
樓
的
優
熟
，
結
合
現
代
建
築
藝
術 

，
重
新
設
註
。
能
否
重
現
漢
唐
時
代
的
壯
觀
，
不 

妨
拭
目
以
待
。

通
判
塊
泉
陳
公 8
配
安
人
慈
順
馬
氏
墓
志
弟 

」.
一
文
中
，列
載
陳
三
的
祖
宗
世
系
如
下
：

、 

「
其
先
京
兆
府
萬
年
縣
，始
祖
邕
，擧 

唐
進
士
，
歷
官
太
傅
，
與
李
林
甫
不
協
，被 

諭
入
閩
，徙
居
泉
，遂
爲
泉
人
。
歷
數
十
傳 

並
有
願
人
，
至
運
使
公
梓
，始
創
田
園
於
朋 

山38

玉
泉
郷
爲
僵
息
所
，
而
朋
山
之
陳
防
此 

。
明
興
，有
司
理
君
觀
龍
，義
日
溫
，
日 

華
琰
，
曰
祚
，
並
以
鄕
進
士
起
家
，
至
公
之 

祖
陽
山
公
，猶
襲
朋
山
遗
址
，稱
玉
泉
里
人
。」 

由
此
可
見
陳
三
之
兄
運
使
公
確
實
是
朋 

山
懺
人
，
姓
名
是
陳
梓
。
但
這
裏
沒
有
提
到" 

陳
伯
卿
，
因
爲
陳
三
不
是
墓
主
，

泉
的
直
。 

系
祖
先
。
運
使
即
有
其
人
，
與
上
述
陳
三
墓 

志
相
印
證
，
可
知
歷
史
上
泉
州
是
有
陳
三
這 

個
人
的
。

梨
園
戲
演
出
陳
三
、.
五
娘
的
愛
情
故
事 

，
已
有
數
百
年
的
歷
史
，泉
州
)
厦
門
一
帶 

經
常
演
出
而
外
，似
乎
也
在
台
湾
流
傳
。
清 

康
熙
中
，浙
人
郁
永
河
的
「
台
灣
竹
枝
詞
」 

有
一
首
云
「
肩
披
餐
髮
耳
穿
璿
，
粉
面
朱 

唇
似
女
郞
，媽
祖
宮
前
靈
鼓
鬧
，珠
僧
唱
出 

下
南
腔
。
」自
注
云
「
閩
以
漳
泉
爲
下
南
。 

」這
正
是
清
時
泉
州
「
七
子
班
」
以
男
童
扮 

演
女
角
的
實
况
。連
雅
堂
氏
在
「
台
灣
通
史 

」
的
「
風
俗
志
」裏
也
說
「
七
子
班
，則
古 

梨
園
之
制
，唱
詞
道
白
，皆
用
泉
音
，
而
所 

演
者
則
男
女
悲
歡
離
合
也(
」
「
陳
三
五
娘 

」
是
梨
園
戲
中
演
男
女
悲
歡
離
合
的
傑
構
， 

清
初
台
湾
也
有
梨
園
戲
演
出
「
陳
三
五
娘
」 

是
完
全
可
能
的
。

心
并
從
古
有
 
总
醍
 

字
，見荀子「，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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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會跋c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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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矣，不 ̂
畳為之博見也。•
」萄rb*

鼻
以
蔓 

人
，可見r
企J

字用法甚古。

外省人用「草
一
字
眼
， e
府人用2
」看 

■
見唐時：
「M
3
S
，III 疑照事色•
」5
 

歌••
「金屋*
成■
侍夜一■

外省人說「美■
」，廣
府
人
曼
「5

。其 
*. 

「■-
字早見质古代文献，並非俚総字眼。宋微 

宗
「#
山亭」16:

「新樣18

妆
， *
溢香&
。」 

III 州人有「1!晤*

」-,8,

其實來源N
I 古

，李 

白
「與一

： 荆州書」••r  

6

願-*
鼻剂州一♦ 

及州人有「不如」字眼，史 EIS
原
列
傳rut  

，虎211
，不可僧，不如 *
行I
」 

慶州人用S
M
J

、「聞敢」字樣・「  

■

」字 

用**la   
e

古
，唐
養  

»

雑時：
「8
^

11 皮 

，*
年不 *
兵I
J
唐時：
「忽関海上

—
山
二

陳

三

五

娘

眞

有

其

人

嗎

槳
園
戲
「
陳
三
、 

每
脫
一
草
、
即
謄
清
，發
刻
、印
刷
、
成
書
• 

五
娘
」在
閩
南
民
間
是 

，
天
未
曉
。
以
詞
藻
風
流
，文
情
曲
折
，
流 

家
喩
戶#
的
一
齢
名
劇 

傳
即
久
，劇
本
均
據
此
編
演
。

J

3

，福
建
旅
外
僑
胞
也
都

如
此
說
來
，
「荔
鏡
記
」竟
然
是
李
卓

非
常
熟
悉
這
一
俳
側

181  

吾
爲
了
要
給
自
己
的
議
言
造
僞
證
，連
夜
趕

乙

寫
出
來
的
急
就
篇
了
。
泉
州
老
詩
人
蘇
大
山 

是
支
持
此
說
的 

e,他
的
「
紅 «
館
詩
鈔
」有 

一
首
云
：
「
奇
文
一
卷
卓
吾
血
，
别
寫
閑
情

綿
的
愛
情
故
事
。

■ 

然
而
，
陳
三
、
五
娘
在
歷
史
上
是
否
眞 

有
其
人
呢
？
這
齣
戲
的
傳
奇
劇
本
是
什
麼
時

期
、什
麼
人
編
寫
出
來
的
呢
？
這
是
不
能
從 

寄
嶺
南
，
顧
取
何
人
絵
解
說
？
沿
村
負
鼓
唱

史
籍
上
找
到
答
案
的
問
題
。
但
是
憑
種
種
考 

據
，可
以
確
知
的
是
，最
遅
在
十
六
世
紀
這 

齣
戲
的
傳
奇
劇
本
便
已
在
福
建 
一 再
刊
行
了
。 

這
齣
戲
原
名
「荔
枝
記
」
，
又
叫
「荔 

鏡
記
」
，
「
陳
三
、
五
娘
」
是
民
間
的
俗
稱 

，流
傳
日
久
，原
名
反
而
爲
大
多
数
人
所
遺 

忘
。
在
明
朝
嘉
靖
丙
寅
年(
公
元
一
五
六
六 

年
)
以
前
的
戲
劇
刻
本
，名
爲
「荔
枝
記
」

陳
三
。
」
专
吾
是
中
國
明
代
著
名
的
思
想 

家
，這46

戲
主
題
思
想
是
抨
撃
封
建
婚
姻
， 

與
李
氏
的
頌
揚
卓
文
君
，
主
張
婚
姻
自
由
的 

思
想
，確
有
其
相
通
之
處
，
可
是
李
卓
吾
出 

生
在
嘉
靖
六
年
，
而
「
荔
鏡
記
」
早
在
嘉
靖 

以
前
就
已
流
傳
了
，時
間
不
對
頭
。
從
下
文 

論
述
，陳
三
眞
有
其
人
，是
道
地
的
泉
人
，. 

不
是
潮
人
，
不
須
李
氏
給
他
改
籍
。
故
此
說

。
現
保
存
在
日
本
東
京
圖
書
館
的
嘉
靖
丙
寅 

殊
難
置
信
。

先
說
五
娘
黃
碧 $

。
閩
南
民
間
傳
說
中

福
建
陽
麻
沙
新
安
余
氏
重
刊
本"
則
改
名
爲

•
「荔
枝
記
」
。書
的
全
名
是
「
重
刊
五
色
潮
，
，有
不
少
五
娘
的
遺
迹
，如
詔
安
縣
有
口.
水

州
插
科
增
入
詩
詞
北
曲
勾
事
荔
鏡
記
載
文
全 

集
」
書
的
最
後
一
頁
有
出
版
者
的
一 
段
聲
明 

，
說
：

「
重
刊
「荔
鏡
記J

戲
文
，計
有
一
百 

五
頁
。
因
前
本
「荔
枝
記
」字
多
差
訛
，曲 
一 

文
減
少
，今
將
潮
泉
二
部
增
入
顏
臣
勾
欄
詩 

詞
，校
正
重
刊
，
以
便 3
人
墨
客
閑
中
二
覽 

，名
曰
一
荔
鏡
記
」
。
」

這
段
「
出
版
說
明
」
顯
示
：㊀
此
書
出 

版
以
前
，已
經
有
「荔
枝
記
」
刊
行
，
而
且 

有
泉
州
和
潮
州
本(
或
「
潮
州
插
科
」本
) 

二
種
本
子
並
行
，本
書
是
兩
種
本
子
的
合
刊 

本
。㊁
此
書
是
閱
讀
本
，
是
供
「
験
人
墨
客- 

閑
中
一
覽
」的
，不
是
演
出
本
。㊂
出
版
商 

不
惜
工
夫
，
又
是
彩
印
，
又
是
「
增
入
顏
臣 

.
勾
欄
詩
詞
」
，校
正
差
訛
字
，
予
以
重
刊
， 

說
明
當
時
這
個
劇
本
在
泉
州
潮
州
各
地
已
經 

很
流
行
了
。

這
部
「荔
鏡
記
」的
作
者
是
誰
呢
？
重 

刊
本
上
沒
有
作
者
姓
名
，後
代
衆
說
紛
紜
， 

莫
衷
一
是
。
比
較
多
的
一
說
認
爲
是
泉
州
人 

李
賛
(
號
卓
吾)
所
撰
。
講
得
最
具
體
的
是 

近
代
厦
門
詩
人
李
禧
，在
他
的
「
夢
梅
花
館 

詩
鈔
」中
，
記
述
一
個
書
吾
創
作
「荔
鏡 

記
」
的
動
機
及
過
程
的
傳
說
：

「
相
傳
陳
必
卿
爲
潮
人
，
黃
五
娘
爲
泉 

人
。
李
卓
吾
偶
載
潮
友
，
謬
稱
陳
係
泉
產
， 

黃
係
潮
產
，有
「荔
鏡
傳
」
爲
證
。歸
，燃 

巨
燭
撰
稿
，
堂
上
書
胥
二
，
堂
下
工
匠
十
，

，
井
，鄕
人
傳
爲
當
時
陳
三
五
娘
雙
雙
回
閩
， 

中
途
在
此
井
汲
水
止
渴
，稱
爲
「
五
娘
井
」 

。
龍
海
縣im

華
僑
農
塲
有
塊
平
坦
光
滑
的 

石
樁
，傳
說
是
五
娘
偕
陳
三
過
此
時
，
曾
坐 

在
這
塊
石
上
憩
息
，稱
爲
「
五
娘
石
」
。
陳 

三
在
戲
中
道
白
自
稱
是
泉
州
府
北
門
外
朋
山 

嶺
人
氏
，現
在
泉
州
北
郊
還
有
個
地
名
叫
「 

陳
三
塲
」
。
相
傳
係
陳
三
倡
修
的
陳
三
算
， 

是
泉
州
最
古
老
的
水
塲
，南
宋
時
建
。
朋
山 

嶺
上
有
座
「
運
使
廟
」
，廟
裏
祀
奉
的
男
女 

二
尊
泥
塑
神
像
，相
傳
即
是
當
年
陳
三
送
他 

們
到
廣
南
任
運
使
的
那
個
哥
哥
和
嫂
嫂
。 

更
爲
可
靠
的
物
證
，是
近
代
出
土
的
一 

塊
陳
伯
卿
夫
婦
的
墓
志
。
陳
三
、
五
娘
的
合 

葬
墓
在
朋
山96

上
的
靑
陽
室
附
近
。
五
十
多 

年
前
，泉
州
著
匪
高
爲
國
盤
踞
此
地
時
，有 

個
農
民
掘
地
開
荒
，
得
到
一
塊
黑
石
墓
志
， 

石
頗
高
大
，志
文
也
頗
長
，文
中
載
有
陳
伯 

期
、黃
碧
現
及
五
娘
父
親
黃
九
郞
等
人
名
氏 

•
，唯
獨
不
見
盆
春
之
名
。
陳
三
夫
妻
在
家
相 

敬
如
賓
，感
情
甚
篤
，
凍
三
活
到
六
十
八
歲 

才
病
故
。
此
石
落
入
高
匪
手
中
，適
逢
高
將 

爲
其
新
亡
之
母
營
葬
，竟
將
原
志
文
磨
去
， 

刻
上
其
母
墓
志
，
幸*

時
被
高
匪
脅
從
的 

秘
書
靑
陽
室
僧
人
陳
傳
秘
先
把
原
文
抄
錄
保 

存
。
這
個
抄
件
後
來
遺
失
了
，但
從
陳
爲
人 

背
誦
其
文
中
語
，仍
得
略
知
其
梗
槪
。 

據
明
崇
禎
版
的
泉
州
人
李
光
籍
著
的
「 

景
璧
集
一
卷
十
六
「
明
承
德
郞
廣
西
平
樂
府

俄
国
大
棒
加
紅m
蔔

蘇
聯
進
軍

內外油漆

» 紙 » 畫

1.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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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
製
宮
殿
 

裝
飾
藝
術
 

天
花
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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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横
紡♦*

■
，

88拱
門•  

W

M1 
・九

86 

R
。花
婚
彫
刻
等■&
竹 « 

美
術y
僞
静
計
工
程■ 

歡
迎
各
地
酒 

一

樓
，飯
店
，■ 

來
两
聯
系
。

電
毎••
《
六031〕  

八
七
三iglc
七
三

Q

。
」
難
道
白
宮
袞
袞
諸
公
至
今
還
看
不 
到
，
美
歯 

這
樣
制
裁
、
卦
鎖
伊
朗
，
不
是
間
接
幫
助 
蘇
聯
加 

速 
南
下
波
斯
灣
嗎
？

目
前
，
美
國
雖
未
對
伊
朗
動
武
，
但
迫
使
盟 

國
聯
合
在
經
濟
外
交
方
面
制
裁
伊
朗
，
西
方
分
歧 

已
經
出
現
。
依
靠
伊
朗
和
中
東
石
油
的
西
歐
和
日 

本
，
其
實
是
很
不
願
意
參
加
對
伊
朗
的
制
裁
行
動 

的
，
只
是
爲
了
對
蘇
聯
顯
示
西
方
團
結
，
才
勉
爲 

其
難
地
作
出
制
裁
姿
態
。
這
種
情
况
暴
露
西
方
集 

團
的
虚
弱
。
蘇
聯
予
以
分
化
利
用
，
有
隙
可
鑽
。 

四
月
廿
三
日
蘇
聯
外
長
趕
往
巴
黎
，
就
是
企
圖
從 

猶
疑
不
定
的
法
國
打
開
缺
口
，
破
壞
西
方
杯
葛
莫 

斯
科
奥
運
會
的
聯
合
行
動
。

伊
朗
可
能
被
迫
投
蘇 

種
種
事
態
表
明
，
蘇
聯
佔
領
阿
富
汗
後
，
對 

伊
朗
又
展
開
攻
勢
，
大
棒
和
紅
蘿
蔔
雙
管
雙
下
。 

如
果
卡
特
熟
視
無
睹
，
依
然
撈
取
選
票
至
上
，
再 

想
動
武
搶
救
人
質
，
那
麼
不
用
多
久
，
伊
朗
將
被 

迫
投
入
蘇
聯
侵
抱
。
雖
然
霍
梅
尼
大
主
敎
再
三
聲 

明
反
對
兩
個
超
級
大
國
，
但
在
美
國
迫
得
無
路
可 

走
時
，
明
知
是
陷
阱
，•
也
要
跳
下
去
。
以
霍
梅
尼 

的
頑
固
性
格
，
他
是
不
大
可
能
向
美
國
屈
服
的
。 

難
怪
美
國
著
名
評
論
家
賴
斯
頓
忍
彳
住
向
白 

宮
開
炮
說
：
卡
特
總
統
對
伊
朗
的
外
交
和
經
濟
制 

裁
，
有
助
於
他
的
聲
望
提
高
，
但
是
却
也
使
蘇
聯 

有
可
堯
之
機
。
卡
特
這
樣
不
計
後
果
，
使
人
對
他 

的
判

»•力
及
對
世
界
局
勢
控
制
的
能
力
，
感
到
懐 

疑
。

鳶
卑
 
阿
富
汗
之
後
， 

+
沫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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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刻M
機
飮
馬 

f
魚
 

宏
波

斯

酬

。
這
個 

^
^
 

^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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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
會
正
在
來
臨

.
提
供
機
會
的 

不
是
它
的
盟
友
或
馬
仔
，一
而
是
它 

的
頭
號
敵
人
，——

美
國
。
因
爲
卡 

特
政
府
强
迫
自
己
的
盟
國
參
加
制 

裁
伊
朗
行
動
，
準
備
封
鎮
伊
朗
海 

港
，
傾
盡
全
力
援
救
五
十
名
人
質 

1
祚

，
之
時
，
蘇
聯
在
阿
富
汗
的
壓
力
大 

爲
減
輕
，
得
以
腾
出
脚
來
，
繼
續 

向
南
推
進
。

麺
 

蘇
軍
集
結
伊
朗
西
北

阿
富
汗
義
軍
領
袖
於 

月
廿 

40^

一
日
對
合
衆
社
記
者
說
：
阿
富
汗 

境
內
八
萬
蘇
軍
正
在
作
出
轉
移
部 

够3

 

署
，
向
動
亂
中
的
伊
朗
邊
境
集
結 

，
「
等
待
機
會
在
伊
朗
渾
水
摸
魚 

r

l

L

」
。
在
此
之
前
，
印
度
通
訊
社
曾 

報
道
說
，
原
駐
守 

-6喀
布
爾
的
蘇
聯
坦
克
，
以
及 

東
部
兩
個
省
份
的
蘇
軍
已
吿
轉
移
。
美
國
總
統
顧 

問
布
熱
津
斯
基
亦
警
吿
說
，
蘇
聯
大
量
軍
隊
正
沿 

泛
高
加
索
軍
區
、
阿
塞
拜
彊
、
亞
美
尼
亞
等
地
集 

伊
朗
西
北
邊
境
，
部
署
情
况
舆
入
侵
阿
富
汗
前 

夕
相
同
。
布
氏
還
表
示
注
意
到
蘇
軍
結
集
於
伊
朗 

a
境 
一 
事
，
跟
伊
拉
克
同
伊
朗
發
生
軍
事
衝
突
， 

可
能
有
微
妙
複
雜
的
關
連
。

伊
拉
克
同
伊
朗
爆
發
邊
境
砲
戰
後
，
蘇
聯
即 

假
惺
惺
表
示
支
持
伊
朗
抗
美
。
兩
伊
衝
突
的
背
景 

還
不
清
楚
，
表
面
原
因
是
伊
斯
蘭
敎
派
之
爭
，
加 

上
對
西
方
油
路
咽
喉

—
霍
爾
木
滋
海
缺
三
個
小
島 

的
爭
執
，
才
演
至
兵
戎
相
見
。
伊
拉
克
近
來
逐
漸 

地
偏
離
蘇
聯
軌
道
，
轉
向
西
方
，
但
對
蘇
聯
仍
然 

藕
斷
絲
連
。
如
果
是
蘇
聯
慫
恿
伊
拉
克
爭
奪
海
峽 

三
島
，
其
陰
謀
就
十
分
險
惡
，
簡
直
一
石
三
鳥
。 

如
果
是
美
國
挑
動
，
配
合
對
伊
朗
制
裁
封
鎖
，
更 

有
把
伊
朗
迫
入
蘇
聯
虎 
口
的
危
險
、 

一 

： 

一：

事
實
上
，
在
傳
出
美
國
準
備
在
伊
朗
海
港
布 

雷
封
鎮
的
消
息
後
，蘇
聯
就
已
多
方
面
向
伊
朗
大 

送
秋
波
。
最
近
出
版
的
英
文
週
報
「
莫
势
科
新
聞 

」
，
有
一 
則
附
有
插
圖
的
全
版
廣
吿
，
指
出
「
經 

過
高
加
索
來
往
遠
東
和
伊
朗
，
是
橫
越
蘇
聯
國
境 

的
一 
條
可
靠
而
有
利
的
陸
上
貨
運
橋
樑
。
」
廣
吿 

還
說
：
在
海
餐
的
「
遠
東
船
務
公
司
」
樂
意
從 

「
日
本
九
個
主
要
港
口
」
把
貨
物
運
往
蘇
聯
太
平 

洋
港
口
沃
斯
杜
尼
，
然
後
用
火
車
把
貨
物
轉
運
位 

於
蘇
聯
與
伊
朗
邊
境
的
杜
爾
港
。
這
不
是
偶
然
的 

巧
合
。
西
方
分
析
家
認
爲
，
此
擧
顧
示
蘇
聯
向
伊 

朗
提
供 
一 
條
越
過
蘇
聯
國
境
的
陸
上
貿
易
通
道
，

艮
育 
*
大步■ 

照
晏
兒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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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六■
月 

與 
大的一段時 

::
日

…
翌
，♦
闩 

一
1:義
*
眼•
因爲 

一71三 
他一:

還沒有 

同時使用兩隻眼*©
6  

能
。円■
眼的人，不曾 

是
兒
工
或
爰
人
，是不 

能IT
時使用兩隻眼11

的 

18

力的。眼科**說，  

人會不會因爲16
得太多 

而使耳朶通势？這樣又 

怎會因3
得太多 *
傷 

害眼一一呢？

在
人
善*
中
，共存 

二十九種不同的化♦
元 

索・

有
意
協
助
伊
朗
應
付
美
國
可
能
向
伊
朗
採
取
的
任 

何
封
鎮
的
行
動
。

與
此
同
時
，
蘇
聯
又
指
使
捷
克
與
伊
朗
談
判 

，
在
四
月
中
旬
簽
署
了
一
個
協
定
，
由
捷
克
供
應 

伊
朗
採
油
設
備
和
消
費
品
。
捷
伊
達
成
協
議
後
， 

德
黑
蘭
的
疊
也
「
强
硬
」
起
來
，
聲
言
將
向
東 

歐
國
家
輸
出
石
油
，
同
時
對
任
何
參
加
美
國
制
裁 

行
動
，
或
不
接
受
伊
朗
新
油
價
的
西
方
國
家
，斷 

絕
石
油
供
應
。

蘇
聯
里
使
捷
克
突
破
伊
朗
的
防
経
後
，
又
自 

己
出
面
向
德
黑
蘭
大
賣
蘿
蔔

——

四
月
十
九
日 

，
伊
朗
最
大
的
伊
斯
法
罕
煉
鋼
廠
宣
佈
接
受
蘇
聯 

的
援
助
，建
立
」
個
新
煉
銅
爐
。
該
廠
負
責
人
對 

塔
斯
社
記
者
說
：
「
蘇
聯
新
煉
錮
爐
對
於
伊
朗
人 

民
反
對
美
帝
的
經
清
封
鎖
和
軍
事
干
涉
的
威
脅
的 

鬥
爭
，
是 
一 
個
重
大
的
貢
獻
。

J

美
國 m»
人
是
誰
？

對
於
這
種
形
勢
，
美
國
有
何
感
想
呢
？
卡
特 

和
布
津
熱
斯
坦
先
後
據
此
情
况
指
出
：
假
如
我
是 

伊
朗
最
高
領
導
人
，
我
會
爲
伊
朗
的
前
途
擔
憂
， 

並
認
識
到
「
美
國
並
非
伊
朗
敵
人
，
蘇
聯
才
是
」 

。
可
是
，
國
際
上
有
些
評
論
家
指
出
，
白
宮
決
策 

者
應
該
說
：
假
如
我
是
美
國
最
高
領
導
人
，
由
此 

將
會
認
識
到
「
伊
朗
就
非
美
國
太
敵
，
蘇
聯
才
是

去
郡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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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値
樹
•
移
樹-  

修
剪
、遷
移
不
要
花 

木
t• 
花
園
清
理
，剪 

草
，防
止
需
苔
及
雜 

草
，
庭
園
美
景 M
 

電
：

八
七
三

—八一 
七
七

樓下正層出租

兩
房 
一
直
設
備
齊
，另
樓
上
一
房
， 

適
合
單
人
住
。請
電
：

二
五
五1
七
五
二0

三
房
一
廳
，多
十
四
街
夾m
芬
素
街 

，下
午
五
畤
后
電
話

四
三
七|
一九一

華盧兩房栢文出租 

三
百
八
十
五
元
月
和
，不
包
水
冷
暖 

氣
，離
學
校
一
街
，
離
京
士
威
， 

百
老
雁
，非
沙
兩
街
口
，另
兩
組 
一 

麻
房
土
庫
出
租
，包
水
電
暖
氣6" 

^_^j_-1894

雅房招租 

兩
房 
一 廳
，
浴
盼
雪
櫃
，車
房
俱
備 

，近49

與
乃
街
，巴
士
直
達
斗
埠 

及
大
學"

三
二
七-
一0
七
二

楼下全層出租 

全
層
一
房
一
廳
，
獨
立
門
戶
，設
備 

齊
，有
地
氈
，合
夫
婦
。

電
話
：
二
五
四

—三
一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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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610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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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靚
加
利
區
抒
屋
，每
邊
兩
睡
房
， 

客■
，飯 

15，位
於
甘
比
街
近
屋
烈 

治•
▲
卅
二
年
屋
，半
個
土
庫
，
兩
睡
房 

士
得
高
屋
，只
取
價
六
萬
五
千
九
。 

請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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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哀 
謝

先
慈
朱
門
伍
氏
太
夫
人
之
喪
經
於
六 

月
九
日
假
座
睹
市
黨
腐
儀
館II

行 

喪
禮
出
殯
對
土
安
葬
於
海
景
墓
園 

叨
蒙

宗
執
威
友
世
誼
惠
賜
轉
儀
花
圈
等 

並
親
臨
執
统
素
車
随
送
為
誼
隆
情 

致
存
均
感
謹
此
哀

謝
孤
哀
女
如
標
这
伍
門 

孫
女
素
蘭

孫
壻
伍
樂
群

孫
女
素
英

孫
壻
余
先
生

外
曾
男
女
課
多
名同

叩 
it 

厚
惠
芳
名 
恕
不ill

列 
新
爲
見
諒

一 

底宗公所通卷 

本
公
所
定
於
六
月
二
十
二
日
星
明
日 

下
午
一
畤
正
，.在
本
公
所
召
開
全
曾 

會
員
大
會
，
共
同
商
討
有■
本
公
所 

今
后
鲁
事
務
，並
有
重
要
事
項
， 

急
須
硏
究
，敬
希
各
會
員 *
»
参
加 

，依
畤
出
席
，仲
各
知
照■

原
宗
公
所
啓

口

■
計吿

先
嚴
諱
社
府
字
照
罐
黃
公
府
君
廣
東 

新
會
慮
古
井
大
朗
坡
亨
人
不
幸
疝 

於
六
月4-

一
日
下
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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