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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有
日
數
萬
人•
京
津
鉄
路
列
車
；
人
蜂
簇
無
才
隙 
色：̂15

- 

「桶
•
囊
如
猿
我
■
淸
親
备
'
而
哭
，或
託
庇
於
外
人
宇F
 

二
，翼
延
磁
喘
，
民
軍
之
勢
日
蘭
・
而
淸
運
日
整m.
遂
不
苗
日
而 

摧
倒
清
廷
。成
立
中
華
民
翼.
鱗
針
孫
中
山
般
三
月
廿
九
。黄 

花
崗
烈
士
之
事
略
所
云
「是
役
也
・
碧
血
橫
我
汗
浩
氣
四
塞9 

草
本
爲
之
含
悲.•
風
雲
爲
之
變
备.
圣
國
船
露
寒5
-
乃
爲 

興
奮
，怨
憤
所
積•
如
怒
廊W
壑
。布
可
遏
瓶■
不
牛
翳
而
武
一 

昌
之
大
革
命
以
成
」
。又
家
一
一
埠
公
堂
函
云r

足
見A
心
思 

、漢
.
天
意
亡
覇
」
‘■?-•r
則
蒙
如
是
之@
躍
款
烈
。而
亦
我
洪 

門
人
士■
長
期
鲁
鬥.
積
壘
之
所
致
也.

E

， 

又
武
昌
起
義■
孫
因
黃
賞
，
由
湘
到
武
昌.■
先
與
洪
門
各 

派
及
軍
隊
聯
合5

未
赦
義
之
前•
得
孫
中
山
乱
美
洲
滙
到
銀
三 

十
五
萬
元■
暗
中
擺
布
一
切
一
。迨
風
聲
洩
漏
。̂
 捕
數
人
。大 

事
幾
敗
。黃
興
嘆
日
・粤
事
一
如
此
。而
鄂
事
又
如
此
。天
乎. 

何
不
佑
漢
耶
・然
伪
强
自
運W
。適
張
彪
恐
慌
，立
調
協
統
黎 

元
洪
商
議
・黎
日
。軍
變
呈
・
急
之
則
卽
反
。宜
鑫
天
・乃 

可
出
其
不
意
。而
繳
囘
槍
炮r

。張
彪
信
之..
遂
緩
數
日
。至 

是
而
大
事
謀
定
・到
十
九
夜
，
轄
重
工
程
各
營
。聞
張
彪
下
令 

■
毎
營
要
殺
隊
長
及
殺
不
肯
戚
械
之
兵
。此
時
壁
兀
洪
・
卽
將. 

，張
彪
殺
人
之
令
。大
對
各
營
宣
布
。於
是
各
營
齊
變
。擁
黎
爲 

統
領
。破
圍
殺
出•
與
民
軍
貢
應
外
合
。武
反
遂
失
，是
時
民 

軍
旗
幟
。所
向
無
敞
。破
漢
関
。據
漢
口
。出
示
安
民
。保
護, 

外
僑•
得
勢
之
沸
速
・天
下
昔
今■
無
有
倫
比
一 
豈
非
黃
帝
五 

祖
在
天
之
靈
。有
以
眷
佑
之
乎
。是
以
中
學
民
國
於
元
年
元
月 

元
旦
。在
南
京
成
立
後
，。黃N
爲
南
京
留
守
。"歪
海
外
洪
門
人 

士
。籌
餉
起
叢
之
功
。大
漢
薫
鼓
吹
之
力
。親
乎
瀉
贈
美
洲
各 

埠
洪
門
橫
額
・
顔
日
「光
復
漢
室
」又
書
贈
大
漢•
者
一
則
日
「振 

大
漢
之
天
聲
」
"
處
處
與
在
度
昌
起
義
時
之
文
寄
相
應
，字
字 

與
運
動
革
命
之
事
實
相
符
。而
典
故
更
爲
吻
合▼
蓋
洪
門一  
向 

以
反
淸
復
明
爲
號
召
。而
南
一
京
金
陵
。乃
明
太
頰
建
都
之
地
。 

滿
淸
遷
於
北
平
。今
民
國
成
立
・還
都
南
京.
直
用
諸
葛
武
侯 

出
師
表
之
言
「光
復
漢
室:
富
於
舊
都
」
也
〜至
漢
朝
戰
勝
異 

族
。勒
碑
燕
然
山
上
。班
固
一
所
撰
之
燕
然
山
銘
其
中
佳
句
有
云 

「振
大
漢
之
天
聲
」
焉
。茲
存
影
出
製
模
。.實
此
刊
中
，不
特 

銀
鈎
鉄
畫
。典
字
俱
妙■
且
又
爲
漢
族
英
雄
。開
國
元
勳
之
手 

澤
。相
得
益
彰
。允
爲
國

..I.-，

由
是
觀
之
。
海
外
洪

A.。對
於
「雙
十
節
」
之
運
動
，固 

已̂

最
大
之
義
務
。
卽
國
內
袂
人
。組
織
民
軍
。
紛
紛
起
事
。 

衝
鋒
陷
陣
。效
命
疆
場
，更
爲
得
力
・是
則
「雙
十
節
」
■
简 

一 
直
可
稱
爲
洪
門
大
革
命
運
動
之
成
功
。况
孫
文
・黃
興
。黎
元 

洪
等
。霊
皆
我
洪
門
之
會
员
乎
，

一 

雖
自
武
昌
起
義•
民
國
成
立
。洪
人
多
數
功
成
身
退
。解 

_
_
_
一
甲
歸
田
。致
被
桀
點
者
流•
資
功
龍
斷
。竊
位
居
奇
。分
派
爭 

軍
先f
 A
城
。而
廣
西
則
爲
沈
乗
興;
貴
州
楊
書
賊
。四
川
成
都
一 
1
•
自
伐
召
侮
。然
而
抗
虬
軍
興•
洪
人
不
念
舊
惡
，全
体
動
， 

尹
昌
衡
，重
慶
争
培
僧•
皆
先
後
被
民
軍
舉
爲
都
督
。揭
獨
立 
一 
員
。擁
誰
政
府"
帮
助
抗
倭
。遂
以
愈
戰
愈
湧
，愈
鬥
愈
强. 

之̂

・
以
應
武
昌•
山
東
最
遲
，至
九
月
廿
三
日
獨
立
。都
督
得
道
多
助
。件
賊
敗
亡
，還
我
山
河
。獲
大
勝
利
。 

爲
孫
寶
琦
・至
所 

19獨
立
云
者
。乃
脫
離
淸
廷
而
獨
立♦
其
行 

茲
者
洪
門
，已
於
今
年
做
黨
修
章
。以
擴
大
救
國
連
動
。 

動
皆
與
武
昌-
致
，前
後
不
過
三
十
日
。民
軍
已
三
分
天
下
有 
一 
並
定
今
日
懸
新
匾
額
。以
聲
「黨
務
進
行
。適
逢
勝
利
之
來
臨 

其
二
。淸
廷
之
督
撫
，轉
而
爲
民
車
之
都
督
者
，則
有
江
蘇
巡 

・定
卜
前
途
之
軽
達
，必
秧
民
主
之̂

^

决
要
懲
政
之
完
成 

撫
程
德
全
。廣
西
巡
撫
沈
秉
堃
。山
東
巡
撫
孫
寶
琦
。旣
宣
市 

・
內
外
融
和•
上
下
合
作•̂
^
矢̂

^

義
必
忠•
况
値
否 

獨
立
。被
推
爲
民
軍
都
督•
而
復
逸
去
者
。則
有
安
徽
巡
撫
朱 

極
泰
來
。剝
盡
復
興
，敵
至
皆
如
乙
字
。賊
酋
拡
遭
酉
刑
，應 

家
寶
。廣
東
巡
撫
張
鳴
岐•
伏
誅
者
，則
有
四
川
總
督
趙
爾
豐 

大
羅
仙
之
預
言
。償
萬
元
帥
之
宿
願
。仇
復
九
世•
喜
翻
重
陽 

。舞
仆
•
不
過
山
西
巡
撫
陸
鍾
琦
。江
西
巡
撫
馮
汝
験•
閩
：

凶
鵬
哀
鴻
・
俱
飛
倭
島
。一
吉
羊
福
鹿
。盡
奔
神
州"
從
此
六 

TW
透
壽
三
人
而
已•
餘
皆
逃
匿
。是
時
淸
廷•
僅
擁
有
直 
一 
氣
調
勻
。九
流
仰
鏡
。掃
fl 槍
而
永
靖
。瑤
編
增
肆
伐
之
模
。 

警
绰
骁
驗
託
建
省
總
督
!

巽
。亦
於
九
月
二(
!

帝
以
偕
安•
玉
壘
洗
施
兵
之
慶
。春
農
各
事•
秋
戍
長
閒 

匹

SB。建
逢
天
保
安
會
之
會
長
與
諮
議
局
議
長
吳
景
濂
分 
二
體
極
底
平
。鴻
波
永
息.
一
乾
淸
坤
謐•
岳
他
華
，化
洽
寅 

戈
西
向
・
威
逼
淸
廷
立
憲•

•
、

%行
铮
，•
到
處
痛
肉
橫
飛• 8
 讐
茲
恨
未
雪
」
中
心 一  
日
不
離

抗

戰

已

勝

昔
魔
食
吾
之
肉•
吾
今
寢 »
之
皮■
吿
我
纪
老
伯
叔%
同
約
琳
； 

妹
兄
弟
・
皆
富
毅
心
協
力
。恢
復
大
漢
土
号 
凡
爾
投
誠iji

t.-. 

一
・ 尤
宜
恪
守
軍
律
，以
外
紳
商
學
子
，照 

-#--經
瞥
貿
易
。
列
献 

居
留
內
地■
更
應
保
證
嚴
密
。土
匪
流
氓
跳
惑■
從
中
趁
勢
搶 

一刼・或
有
漢
奸
傀
儡■
立
卽
斬
首
不
惜*
自
此
佈
吿
之
後
。各 

一
宜
憶
遂
無
逆•

黃
帝
紀
元
四
千
六
百
零
九
年
八
月
廿
二
日
示 

至
廿
三
。廿
四
日
。陸
續
由
黃
興
領
軍
佔
據
漢
口
漢
陽
及 

兵
工
鐵
工
等
麻■
招
練
新
軍
備
戰•
並
照
會
駐
漢
口
各
國
饋*
 

■
轉
呈
各
國
政
府■
恪
守
局
外
中
立
・文
日
「軍
政
府
自
廣
東
， 

小
挫
後
・乃
轉
而
西
向■
遂
得
志
於
四
川■
在
昔
各
國
未
認
我 

爲
與
國
者
。以
惟
有
人
民
主
權
，而
無
土
加
耳 - 
今
旣
得
四
川 

之
土
地
・
國
家
之
三
要
素
備
矣
，。軍
政
府
镇
祖
國
之
情
切
，憤 

g^

之
無
狀■
復
命
本
都
督
起
兵
武
昌
。   

^-圖
討
賊
。以
期
維 

持
世
界
之
和
平
，增
進
人
類
之
幸
福
。洞
喘
對
於
各
友
邦
。益 

徽
睦
誼
」
云■
其
年
月
亦
皆
用
黃
帝
紀
丸
。蓋
用
覆
族
問
題■ 

以
激
動
軍
民
之
情
感■
且
沿
洪
門
反
淸
之
習
慣
。富
時
軍
政
府 

• 
之
組
織
。分
爲
司
令
部"
軍
務
部
・參
謀
部
。政
事
部
等
。規 

創
旣
定
。乃
行
臨
陣
誓
師
式
日
「惟
黃
帝
紀
元
四
千
六
百
零
九 

年
八
月
某
日
，鄂
軍
都
督
黎
，謹
以
犧
牢
醇
酒
。昭
吿
於
皇
天 

后
土•
而
誓
於
師 
•
，我
祖
黄
帝■
建
邦
於
中+j;
世
世
先
哲 

明
王 - 
償
衍
厥
緖
。爱
迄
有
明
・
不
康
於
政
。遂
喪
厥
宗
土
地
。 

被
滿
奴
辱
我
二
百
餘
年
，先
祖
先
宗
。禮
樂
文
教
。均
汚
以
腥 

，擅
・
欽
爾
有
衆
・克
振
義
軍
・丕
揚
我
大
漢
之
烈
，光
復
土
宇 

・
予
小
子
實
有
慚
德
。辱
在
推
戴
，敢
用
玄
牡
昭
吿
於
皇
天
后 

土■
與
爾
軍
土
庶
民
。同
心
協
力
。殄
此
寇
仇
。建
立
共
和
政 

體•
爾
惟
克
奮
英
烈
。實
乃
無
疆
之
休
。予
亦
報
於
汝
功
。其 

或
不
率■
而
有
後
至.。予
亦
汝
前
。嗟
爾
有
衆
。尙
欽
念
哉
」
。 

遂
於
卄
七
日
開
始
與
波
淸
軍
戰
鬥
。

書
age

乡
戈 

黄
@

必
成

所
幸
各
省
民
軍•
紛
起
響
應
。湖
南
長
沙
。於
九
月
初 
一

• 
日
獨
立
。以
焦
達
峯
爲
民
軍
都
督
。江
西
九
江
於
九
月
初
二
日

人

獨
立•
以
馬
毓
寶
爲
民
軍
都
督
。南
昌
於
初
十
日
應
之
。以
吳 

介
璋
爲
都
督•
陝
西
西
安
九
月
初
四
日
獨
立
，以
張
I,翩
爲
都 

督
。山
西
太
原
九
月
初
九
獨
立
。以
閻
錫
山
爲
都
督
。雲
南
則 

亦
於
初
九
日
獨
立
。以
蔡
鍔
爲
都
督■
安
徽
院
北
一
帶
，於
九 

月
初
十
日
後
。亦
紛
紛
獨
立
，至
十
八
日
安
慶
亦
獨
立
。蕪
湖 

題
之
。江
蘇
上
海
則
於
九
月
拾
三
日
，推
陳
其
美
爲
都
督
。蘇 

州
於
十
四
日
。誉
全
則
自
銷
其
江
蘇
巡
撫
印•
而
拜
受
民
軍 

之
江
蘇
都
督
。鎭
江
拾
七
日
。淸
江
二
十
三
日
。皆
應
之
。鎭 

推
林
述
慶
。淸
江
則
推
蔣
雁
行
爲
都
督
。浙
江
杭
州
則
於
十 

日
湯
書
潛
爲
都
督
。福
建
拾
八
日
，孫
道
仁
爲
都
督
，廣
東 

月
拾
九
日
獨
立
。推
胡
漢
民
爲
都
督
，李
福
林
率
其
在
野
洪

奪

A
澳

》

赧

套

實

現

民

主

推

行

憲

政

階
。 祥
甄
甲 M
。十
全
垂
裕
。苕
華
丹
篆
之
文
十 
萬
歲
延
洪■

貞
擁
重
浜
於
石
家
莊
。亦
時 

宛
委
銀
繩
之
券
。睛
浮
美
直
三
大
白"
敬
祝
中
颦
億
兆
年>

*
、..•

.均
築
砲
台
。夾
江
對
峙■
險
要
天
彼.
立
于W
作
一
大
曲..或
 

內
多
藪
澤
；
其
大
者
日
梁
子
期.
江
期
吐
納
久
處■
日
樊p
•
 

城
西
市
黃
鶴
樓■
有
名
之
勝
地
。

漢
陽
城
偏
于
工
業•
人
口
拾
五
薦
，地
骆
低
平.
觸
處
看 

藪
澤
・就
中
鼠
遢
湖
最
大.
北
門
外
龜
山
麓
布
煉
鉄
廠
，6：

戦
. 

兵
工
製
造
蔽•
辛
亥
革
畳
軍
之
零
火
。即
取
牛
于
此
，
本
城
蛇. 

唐
時
。始
成
商
業
中
心•
宋
時
域
外
沿
江
有
现
萬
家
。色
在
明: 

代
中
葉■
遭
水
火
之
災■
市
塲
盛
况•
則
移
亚
漢
口
。.

漢
口
市
偏
於
商
業
，人
口
七
十
五
萬
・
淸
咸
豐
八
*.(
一

八
五
八
年)
依
中
英
天
津
條
約
開
埠
。與
上
海
，天
津
。廣
州 

稱
爲
中
國
四
大
商
埠
。西
洋
人
東
來
以
後
。 

<-■- 
口
爲
最
早
商
埠 

之
一
，有
十
里
洋
塢
，五
國
租
界
。其
繁
盛
早
于
上
海
，濱
江 

仍
有
法
日
租
界
。(
英
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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