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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有
清
一
代
，
湘
人
辈
出
。
将
晚
清
中
兴
四
大
名
臣
曾
国
藩
、
左
宗
棠
、
彭
玉
麟
、
胡
林
翼
的
书
信
手
稿
结
集
出
版
，
既
是
研
究
和
欣

赏
他
们
为
人
为
臣
为
武
为
文
丰
富
人
生
的
一
个
尝
试
，
也
是
展
示
和
研
究
厚
重
久
远
湖
湘
文
化
的
一
个
角
度
，
在
努
力
实
现
中
华
民
族
伟

大
复
兴
的
宏
大
背
景
下
，
抑
或
是
有
些
价
值
的
。

这
个
集
子
不
是
他
们
书
信
手
稿
的
全
部
。
时
代
久
远
、
资
料
散
落
，
编
者
竭
尽
全
力
而
不
能
得
其
全
，
显
然
是
留
下
遗
憾
了
。
呈
现

在
大
家
面
前
的
手
稿
，
多
数
完
整
清
晰
。
部
分
或
残
破
或
污
损
的
，
在
保
持
原
汁
原
味
的
前
提
下
，
做
了
一
些
整
修
。

为
了
更
好
地
了
解
『
四
大
名
臣
』
，
编
者
写
了
四
篇
小
传
，
分
列
各
册
之
首
。
在
依
例
陈
述
生
平
事
迹
之
外
，
就
其
书
法
造
诣
还
有

些
许
着
墨
。
读
者
诸
君
若
能
在
人
、
文
、
字
的
三
维
空
间
获
得
一
些
清
晰
的
影
像
，
编
者
的
努
力
就
有
价
值
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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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 

宗 

棠

左
宗
棠
（
一
八
一
二
年-

一
八
八
五
年
）
，
字
季
高
，
一
字
朴
存
，
号
湘
上
农
人
，
出
生
于
湖
南
省
湘
阴
县
。
著
名
湘
军
代
表
人
物
，

晚
清
重
臣
，
军
事
家
、
政
治
家
，
洋
务
派
首
领
。
美
国
《
新
闻
周
刊
》
二○

○
○

年
《
千
禧
年
一
句
话
》
栏
目
共
评
选
出
近
一○

○
○

年

全
世
界
的
四
十
位
智
慧
名
人
。
这
其
中
，
中
国
有
三
位
：
毛
泽
东
、
成
吉
思
汗
、
左
宗
棠
。
其
影
响
力
于
此
可
见
一
斑
。

一左
宗
棠
五
岁
时
随
父
到
省
城
长
沙
读
书
。
一
八
二
七
年
（
道
光
七
年
）
应
长
沙
府
试
，
中
第
二
名
。
一
八
三○

年
，
左
宗
棠
入
长
沙
城

南
书
院
读
书
，
次
年
又
入
湖
南
巡
抚
吴
荣
光
在
长
沙
设
立
的
湘
水
校
经
堂
。
在
这
年
的
考
试
中
，
他
七
次
名
列
第
一
。
一
八
三
二
年
，
参

加
在
省
城
长
沙
举
行
的
乡
试
，
因
『
搜
遗
』
中
第
，
但
此
后
的
六
年
中
，
三
次
赴
京
会
试
，
均
不
及
第
。
于
是
便
放
弃
举
业
，
从
师
于
贺

熙
龄
、
贺
长
龄
兄
弟
，
后
又
入
两
江
总
督
陶
澍
家
教
授
其
子
，
纵
览
了
陶
澍
家
藏
的
经
世
典
籍
。
名
满
天
下
的
林
则
徐
对
左
宗
棠
十
分
器
重
，

两
人
曾
在
长
沙
彻
夜
长
谈
，
对
治
理
国
家
的
根
本
大
计
，
特
别
是
关
于
西
北
军
政
的
见
解
不
谋
而
合
。
林
则
徐
认
定
将
来
『
西
定
新
疆
』
，

舍
左
君
莫
属
，
特
地
将
自
己
在
新
疆
整
理
的
宝
贵
资
料
全
部
交
付
给
左
宗
棠
。
后
来
，
林
则
徐
还
多
次
与
人
谈
起
这
次
会
见
，
极
口
称
赞

左
宗
棠
是
『
非
凡
之
才
』
、
『
绝
世
奇
才
』
，
临
终
前
还
命
次
子
代
写
遗
书
，
一
再
推
荐
左
宗
棠
人
才
难
得
。

第
二
次
鸦
片
战
争
时
，左
宗
棠
对
投
降
派
屈
辱
求
和
深
恶
痛
绝
，力
主『
非
严
主
和
顽
寇
之
诛
，诘
纵
兵
失
律
之
罪
，
则
人
心
未
由
震
动
。』

二



要
求
将
卖
国
者
『
斩
首
军
前
，
数
其
输
国
之
罪
，
布
告
中
外
，
庶
有
以
壮
三
军
之
气
，
而
寒
彼
族
之
胆
』
，
当
一
八
五
二
年
太
平
军
进
入

湖
南
的
时
候
，
他
在
好
友
胡
林
翼
推
荐
下
即
出
山
担
负
『
时
艰
』
。
一
八
六○

年
在
曾
国
藩
推
荐
下
，
率
湘
军
五
千
赴
江
西
、
安
微
与
太

平
军
作
战
。
一
八
六
二
年
任
浙
江
巡
抚
，
率
湘
军
攻
陷
太
平
军
占
领
的
金
华
、
绍
兴
、
杭
州
等
地
。
后
来
他
又
相
继
镇
压
了
北
京
的
捻
军

和
西
北
的
回
民
起
义
。

正
当
左
宗
棠
准
备
进
军
新
疆
镇
压
阿
古
柏
叛
乱
的
时
候
，
日
本
借
口
侵
略
台
湾
，
顿
使
东
南
沿
海
防
务
紧
张
起
来
，
遂
在
清
政
府
内

部
引
起
一
场
关
于
海
防
与
塞
防
的
争
论
。
左
宗
棠
不
顾
『
六
十
有
五
』
的
高
龄
，
蒙
受
好
大
、
喜
功
、
邀
赏
的
攻
击
，
慷
慨
陈
词
，
力
主

海
防
和
塞
防
并
重
而
当
务
之
急
是
进
军
新
疆
，
终
于
获
得
朝
野
仁
人
志
士
支
持
。
在
收
复
南
疆
、
北
疆
之
后
，
又
迅
速
调
集
各
路
兵
马
向

伊
犁
运
动
。
沙
俄
得
知
左
已
作
好
武
力
收
回
伊
犁
准
备
后
，
被
迫
与
在
彼
得
堡
谈
判
的
曾
纪
泽
重
新
签
订
新
约
《
中
俄
伊
犁
条
约
》
，
归

还
了
已
经
吞
下
的
部
分
领
土
。
中
法
战
争
爆
发
，
他
亲
赴
福
建
前
线
主
持
东
南
防
务
，
支
持
台
湾
军
民
的
抗
法
斗
争
，
并
派
老
部
将
王
德

榜
等
率
领
『
格
靖
军
』
入
越
抗
法
。
后
来
他
告
老
居
家
，
终
至
去
世
，
也
念
念
不
忘
收
回
被
沙
俄
侵
占
的
黑
龙
江
以
北
、
乌
苏
里
江
以
东

的
一
百
多
万
平
方
公
里
的
失
地
。

在
他
人
生
尽
头
仅
一
个
月
前
，
左
宗
棠
以
豪
迈
的
气
质
作
诗
回
顾
了
他
出
关
持
节
和
坐
镇
东
南
的
历
历
征
程
。
诗
中
『
提
戎
敌
忾
效

前
驱
，
马
蹄
蹴
破
天
山
雪
』
一
句
，
再
现
了
西
征
大
军
随
他
收
复
新
疆
的
壮
观
场
景
；
『
海
防
善
后
事
孔
急
，
将
士
还
须
猛
着
鞭
』
一
句
，

则
展
示
了
他
对
海
防
的
关
切
之
情
和
奋
斗
不
息
的
拼
搏
精
神
。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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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左
宗
棠
二
十
三
岁
结
婚
时
，
就
在
新
房
自
写
对
联
：
『
身
无
半
亩
，
心
忧
天
下
；
读
破
万
卷
，
神
交
古
人
』
。
这
是
对
自
己
的
勉
励
，

也
是
他
一
生
的
写
照
。
三
十
年
后
的
同
治
五
年
三
月
，
左
宗
棠
在
福
州
寓
所
为
儿
女
写
家
训
时
，
也
写
的
是
这
副
联
语
。

善
于
洞
悉
社
会
环
境
，
能
够
跟
上
时
代
步
伐
的
历
史
人
物
往
往
在
其
共
识
方
面
表
现
出
颇
为
惊
人
的
相
似
之
处
。
鸦
片
战
争
爆
发
前
后
，

左
宗
棠
不
过
是
个
湖
南
的
乡
曲
布
衣
，
而
他
却
能
以
超
前
意
识
在
道
光
十
九
年
（
一
八
三
九 

年
）
即
主
张
『
更
造
炮
船
、
火
船
之
式
』
，

『
以
之
制
敌
』
。
可
贵
的
是
，
左
宗
棠
不
仅
自
诩
为
林
则
徐
、
魏
源
思
想
的
继
承
者
，
而
且
他
的
行
动
也
表
明
其
为
林
、
魏
主
张
的
实
践
者
。

他
对
林
则
徐
被
道
光
皇
帝
罢
免
一
事
深
为
痛
惜
，
认
为
『
目
前
人
望
无
如
此
公
者
』
。
他
与
林
则
徐
在
长
沙
湘
江
木
舟
上
的
会
面
晤
谈
，

更
是
受
益
匪
浅
。
同
治
五
年
（
一
八
六
六 

年
）
，
他
在
林
则
徐
的
『
桑
梓
之
邦
』
创
办
了
福
州
船
政
局
，
实
现
了
林
氏
仿
造
外
国
船
舰
的

愿
望
。
他
于
光
绪
十
一
年
（
一
八
八
五 

年
）
赴
福
州
组
织
抗
击
法
国
侵
略
之
际
，
在
为
《
林
文
忠
公
政
书
》
作
《
叙
》
时
写
道
：
『
军
书

旁
午
，
心
绪
茫
然
，
刁
斗
更
严
，
枕
戈
不
寐
，
展
卷
数
行
，
犹
仿
佛
湘
江
夜
话
时
也
』
。
左
宗
棠
实
乃
林
则
徐
事
业
的
后
继
者
。
左
宗
棠

对
魏
源
的
《
海
国
图
志
》
推
崇
备
至
，
赞
为
发
愤
之
作
，
并
称
『
同
、
光
间
福
建
设
局
造
轮
船
，
陇
中
用
华
匠
制
枪
炮
』
，
『
此
魏
子
所

谓
师
其
长
以
制
之
也
』
。
左
宗
棠
确
实
汲
取
了
魏
氏
『
师
夷
长
技
以
制
夷
』
的
思
想
精
髓
，
在
此
基
础
上
尤
为
注
重
洋
务
活
动
，
并
以
倡

导
者
和
推
行
者
的
身
份
在
其
中
发
挥
了
重
要
作
用
。

『
制
夷
』
，
即
抵
制
外
国
资
本
主
义
的
侵
略
，
这
是
时
代
的
主
旋
律
。
一
个
颇
应
引
起
重
视
的
史
实
是
，
在
以
求
强
为
主
要
内
容
的

洋
务
运
动
兴
起
后
的
十
几
年
至
二
十
几
年
内
，
曾
发
生
有
日
本
侵
台
、
阿
古
柏
匪
帮
（
左
宗
棠
称
之
为
安
集
延
夷
人
）
和
俄
国
侵
略
新
疆
、

四



法
国
侵
华
等
事
件
，
经
实
践
检
验
，
『
师
夷
长
技
』
带
来
的
成
果
改
变
了
中
国
在
对
外
战
争
中
完
全
失
败
的
记
录
。
日
本
侵
台
事
件
刚
发
生
，

福
州
船
政
大
臣
沈
葆
桢
即
被
任
命
为
台
防
大
臣
，
率
福
州
船
政
局
制
成
的 

十
五 

艘
轮
船
加
紧
布
防
，
使
日
军
感
到
『
抵
台
南
之
船
均
非
中

国
新
船
之
敌
』
，
未
敢
轻
举
妄
动
。
左
宗
棠
创
办
福
州
船
政
局
可
谓
深
谋
远
虑
。
在
收
复
新
疆
的
过
程
中
，
左
宗
棠
创
办
的
兰
州
机
器
局

就
加
紧
赶
制
军
火
，
以
供
应
西
征
大
军
，
保
证
了
进
取
北
疆
、
底
定
南
疆
的
顺
利
实
现
。
中
法
战
争
期
间
，
左
宗
棠
派
其
部
将
王
德
榜
组

织
『
恪
靖
定
远
军
』
，
并
负
责
转
运
由
江
南
制
造
总
局
、
金
陵
机
器
局
制
造
的
武
器
装
备
增
援
两
广
前
线
。
他
督
办
福
建
军
务
，
挫
败
了

法
军
侵
占
台
湾
和
进
一
步
染
指
东
南
沿
海
的
阴
谋
。
因
此
，
史
学
界
在
为
中
法
战
争
结
局
定
性
时
所
称
的
『
中
国
不
败
而
败
』
中
的
『
不

败
』
，
正
是
张
之
洞
、
左
宗
棠
与
爱
国
官
兵
的
努
力
使
然
；
『
而
败
』
则
是
清
政
府
的
妥
协
退
让
政
策
所
致
。
另
外
，
同
治
五
年
（
一
八
六
六

年
）
底
福
州
船
政
学
堂
的
设
立
，
恰
开
近
代
军
事
工
业
兴
办
新
式
学
堂
风
气
之
先
，
并
与
此
前
设
立
的
专
门
培
养
外
语
人
才
的
京
师
同
文
馆
、

上
海
广
方
言
馆
遥
相
对
应
，
则
代
表
了
近
代
以
创
办
新
式
学
堂
来
引
进
西
方
『
长
技
』
的
进
步
趋
向
。

『
师
夷
长
技
』
，
即
向
西
方
先
进
的
资
本
主
义
国
家
学
习
。
怎
样
学
习
，
有
无
必
要
学
习
，
是
晚
清
社
会
颇
有
歧
异
的
难
题
。
左
宗
棠

把
中
学
视
为
『
本
』
，
将
西
学
看
成
『
末
』
，
正
与
中
国
近
代
化
初
始
时
期
『
中
体
西
用
』
的
理
论
息
息
相
通
。
这
虽
然
限
制
了
学
西
的
内
容
，

但
又
给
西
学
的
引
入
加
上
了
『
正
当
学
问
』
的
标
签
，
为
封
闭
型
的
封
建
文
化
模
式
向
开
放
型
的
近
代
文
化
结
构
转
型
提
供
了
理
论
依
据
。

因
此
，
左
宗
棠
在
对
待
『
请
觐
』
礼
仪
这
一
久
争
未
决
的
问
题
时
，
便
表
现
得
开
明
多
了
。
他
认
为
『
泰
西
各
国
与
中
国
远
隔
重
洋
，
本

非
属
国
』
，
清
朝
自
然
就
不
再
应
以
『
天
朝
上
国
』
自
居
，
把
西
洋
各
国
来
使
以
『
贡
使
』
相
待
。
况
且
『
今
既
不
能
阻
其
入
觐
，
而
必

令
其
使
臣
行
拜
跪
礼
，
』
显
然
，
左
宗
棠
的
这
种
认
识
不
仅
同
国
际
交
往
中
的
礼
节
习
惯
相
接
轨
，
更
重
要
的
是
他
摆
正
了
中
国
在
世
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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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格
局
中
的
地
位
，
摆
脱
了
闭
关
心
理
的
制
约
。 

所
以
说
，
时
代
造
就
了
左
宗
棠
，
而
左
宗
棠
也
没
有
负
于
他
所
处
的
时
代
。

三左
宗
棠
是
一
个
关
心
政
务
、
洞
察
时
局
、
忧
国
忧
民
、
善
于
以
天
下
为
己
任
的
人
物
。
他
在
人
生
之
旅
中
的
建
功
立
业
，
正
是
其
思

想
指
导
的
结
晶
。

左
宗
棠
从
幼
年
起
便
诵
读
《
论
语
》
、
《
孟
子
》
，
兼
读
《
大
学
》
，
青
少
年
时
代
一
面
学
制
艺
，
应
科
举
，
一
面
研
学
经
世
有
用
之
书
，

形
成
了
自
己
的
文
化
观
。
左
宗
棠
说
过
，
他
『
不
为
名
儒
，
即
为
名
将
』
。
左
宗
棠
还
常
常
以
『
一
介
寒
儒
』
自
称
，
也
说
明
他
把
自
己

纳
入
儒
学
的
文
化
人
圈
内
。
他
对
儒
家
学
说
尊
崇
备
至
，
表
示
要
『
纳
轨
躬
儒
行
』
，
强
调
『
儒
术
盛
而
世
教
修
』
。
他
尤
其
重
视
程
朱

理
学
，
决
心
『
格
以
程
朱
为
宗
』
。
他
将
传
统
文
化
中
精
华
部
分
的
『
通
经
致
用
』
之
说
发
扬
光
大
，
反
复
强
调
『
穷
经
将
以
致
用
』
，

大
力
提
倡
实
学
，
主
张
『
实
事
求
是
』
，
并
结
合
西
学
东
渐
的
风
风
雨
雨
阐
发
『
中
不
如
西
，
学
西
可
也
』
的
观
点
，
形
成
了
具
有
开
放

意
识
的
新
型
文
化
观
。

从
左
宗
棠
的
生
平
事
业
来
看
，
他
的
前
半
生
可
谓
以
读
书
、
教
书
为
主
，
其
后
半
生
则
主
要
从
事
于
军
政
活
动
。
左
宗
棠
教
育
思
想

的
内
容
，
恰
同
其
文
化
思
想
的
底
蕴
有
潜
移
默
化
的
相
通
之
处
，
他
一
生
都
尊
崇
儒
学
，
服
膺
程
朱
，
故
极
力
主
张
振
兴
传
统
的
封
建
教
育
；

他
能
够
正
视
西
学
东
渐
的
影
响
并
顺
应
近
代
化
的
潮
流
，
所
以
大
力
强
调
兴
办
近
代
教
育
；
由
于
他
出
身
『
寒
素
』
和
一
贯
奉
行
通
经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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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的
原
因
，
他
在
家
庭
教
育
及
培
养
子
弟
方
面
，
反
复
提
倡
保
持
『
耕
读
家
风
』
，
并
一
再
阐
述
『
读
书
非
为
科
名
计
』
和
读
书
讲
求
『
经

世
之
学
』
的
道
理
。

在
晚
清
风
云
变
幻
、
新
旧
交
替
的
社
会
环
境
中
，
左
宗
棠
心
忧
天
下
，
对
自
己
的
祖
国
怀
抱
着
深
厚
的
感
情
，
早
在
道
光
十
二
年

（
一
八
三
三
年
）
《
燕
台
杂
感
》
里
，
他
就
表
达
对
『
南
海
明
珠
』
广
东
受
到
鸦
片
烟
毒
的
侵
蚀
和
英
国
武
力
威
胁
的
感
慨
，
强
调
『
五

岭
关
防
未
要
疏
』
。
针
对
外
国
侵
略
者
挑
起
的
一
系
列
的
侵
华
活
动
，
他
均
能
坚
定
地
站
在
中
华
民
族
的
立
场
上
，
倡
导
反
击
侵
略
，
『
以

战
促
和
』
，
抵
制
妥
协
投
降
，
力
图
扭
转
中
国
近
代
备
受
列
强
凌
辱
的
局
面
。
诚
如
他
自
己
所
说
：
『
遇
有
寇
警
，
应
亲
临
前
敌
，
督
战
防
所
』
。

他
奉
行
『
为
政
先
求
利
民
』
的
施
政
方
针
，
强
调
『
讲
求
吏
治
』
的
理
政
之
术
，
形
成
了
具
有
时
代
特
色
的
政
治
观
点
和
政
治
主
张
。

在
近
代
经
济
成
份
的
变
迁
中
，
工
商
业
的
抬
头
与
崛
起
，
给
中
国
经
济
的
近
代
化
注
入
了
活
力
。
作
为
『
耕
读
之
家
』
出
身
的
左
宗
棠
，

自
然
倾
心
于
农
学
，
致
力
于
农
业
，
同
时
又
能
关
注
于
近
代
工
商
业
问
题
，
表
明
其
确
曾
顺
应
了
近
代
社
会
经
济
的
发
展
趋
向
。
左
宗
棠
『
平

生
以
农
学
为
长
』
的
追
求
、
『
以
农
为
本
』
的
主
张
和
『
纾
商
力
』
、
『
挽
利
权
』
、
『
听
任
商
办
企
业
』
的
呼
声
，
构
成
了
其
经
济
思

想
的
核
心
内
容
。 

左
宗
棠
以
一
『
寒
儒
』
从
戎
，
生
前
由
清
廷
赐
爵
号
『
恪
靖
』
，
身
后
又
被
清
廷
谥
以
『
文
襄
』
。
据
《
钦
定
大
清
会
典
》
称
：
『
辟

地
有
德
曰
襄
，
甲
胄
有
劳
曰
襄
，
因
事
有
功
曰
襄
。
』
咸
丰
三
年
（
一
八
五
三 

年
）
，
『
上
谕
』
更
明
令
大
臣
武
功
未
成
者
不
得
谥
『
襄
』
。

晚
清
重
臣
中
以
『
文
襄
』
谥
者
仅
左
宗
棠
、
张
之
洞
二
人
。
足
见
左
宗
棠
在
晚
清
军
事
史
中
的
重
要
地
位
。
『
兵
之
用
在
精
，
兵
之
精
在
将
』
，

是
左
宗
棠
在
概
括
其
建
军
思
想
时
说
的
一
句
话
。
『
整
军
，
乃
可
经
武
』
，
是
左
宗
棠
治
军
思
想
的
重
要
体
现
。
他
善
于
讲
求
用
兵
之
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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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
调
海
防
与
塞
防
并
重
，
这
些
都
是
他
在
三
十 

多
年
的
军
旅
生
涯
中
，
于
戎
马
倥
偬
之
际
形
成
了
一
套
颇
为
出
色
的
军
事
主
张
。

    

身
为
武
将
的
左
宗
棠
同
样
兼
通
文
墨
，
他
擅
书
法
，
崇
碑
板
，
真
草
隶
篆
兼
擅
。
其
笔
力
雄
强
，
风
格
豪
迈
。
传
世
作
品
多
为
对
联
。

后
人
评
其
书
法
曰
：
『
行
书
出
清
臣
（
颜
真
卿
）
、
诚
悬
（
柳
公
权
）
，
北
碑
亦
时
凑
笔
端
，
故
肃
然
森
立
、
劲
中
见
厚
』
。
可
见
，
『
字

品
通
人
品
』
这
句
话
用
在
左
宗
棠
身
上
是
再
合
适
不
过
的
了
。

晚
清
侍
读
学
士
潘
祖
荫
在
《
奏
保
举
人
左
宗
棠
人
材
可
用
疏
》
中
写
道
『 

国
家
不
可
一
日
无
湖
南
，
即
中
国
不
可
一
日
无
左
宗
棠
也
。
』

左
宗
棠
是
中
国
近
代
历
史
上
一
位
伟
大
的
爱
国
主
义
者
。
从
少
年
立
下
报
国
志
到
暮
年
白
发
临
边
亲
征
，
左
宗
棠
在
倡
导
洋
务
运
动
，
引

进
西
方
科
学
技
术
，
促
进
中
国
社
会
近
代
化
的
活
动
中
；
在
提
倡
『
商
办
』
，
反
对
『 

官
办
』
，
以
发
展
民
营
企
业
中
；
在
以
『
战
』 

促
『 

谈
』
，
抵
御
外
国
侵
略
，
维
护
中
国
领
土
完
整
的
剧
烈
、
惨
淡
斗
争
中
，
他
都
起
到
了
中
流
砥
柱
的
作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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