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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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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 

国 

藩

曾
国
藩
（
一
八
一
一-

一
八
七
二
年
）
，
原
名
子
城
，
字
伯
函
，
号
涤
生
，
谥
文
正
，
是
晚
清
重
臣
，
湘
军
的
创
立
者
和
统
帅
者
。

清
朝
军
事
家
、
理
学
家
、
政
治
家
、
书
法
家
，
文
学
家
，
晚
清
散
文
『
湘
乡
派
』
创
立
人
。
官
至
两
江
总
督
、
直
隶
总
督
、
武
英
殿
大
学
士
，

封
一
等
毅
勇
侯
，
是
中
国
近
代
史
上
最
为
引
人
注
目
的
人
物
之
一
。

一公
元
一
八
一
一
年
（
嘉
庆
十
六
年
）
曾
国
藩
出
生
于
湖
南
长
沙
府
湘
乡
荷
叶
塘
白
杨
坪
（
今
湖
南
省
娄
底
市
双
峰
县
荷
叶
镇
天
坪
村
）

的
一
个
普
通
耕
读
家
庭
，
祖
辈
以
务
农
为
主
，
生
活
较
为
宽
裕
。
祖
父
曾
玉
屏
虽
少
文
化
，
但
阅
历
丰
富
；
父
亲
曾
麟
书
身
为
塾
师
秀
才
，

作
为
长
子
长
孙
的
曾
国
藩
，
自
然
得
到
了
二
位
先
辈
的
家
世
传
承
。
他
六
岁
时
入
塾
读
书
，
童
年
时
曾
被
人
称
为
『
笨
小
孩
』
，
不
过
，

他
意
志
坚
定
、
勤
奋
好
学
，
道
光
十
二
年
（
一
八
三
二
年
）
考
取
了
秀
才
，
在
二
考
进
士
落
榜
后
，
在
虚
岁
二
十
八
岁
时
终
于
得
中
进
士
。

从
此
，
他
开
始
踏
上
了
真
正
意
义
上
的
仕
宦
之
路
，
并
成
为
军
机
大
臣
穆
彰
阿
的
得
意
门
生
。
期
间
，
他
十
年
七
迁
，
连
跃
十
级
，
先
后

任
翰
林
院
庶
吉
士
，
侍
读
、
侍
讲
学
士
，
文
渊
阁
值
阁
事
，
内
阁
学
士
，
稽
察
中
书
科
事
务
，
礼
部
侍
郎
及
署
兵
部
、
工
部
、
刑
部
、
吏

部
侍
郎
等
职
。 　
　

咸
丰
二
年
（
一
八
五
二
年
）
，
曾
国
藩
因
母
丧
在
家
。
这
时
，
太
平
天
国
起
义
发
展
迅
猛
，
在
时
局
的
裹
挟
下
，
他
的
人
生
出
现
一
大
转
折
，

二



由
文
臣
走
上
了
武
将
的
道
路
。
咸
丰
三
年
（
一
八
五
三
年
）
，
他
在
家
乡
湖
南
一
带
，
依
靠
师
徒
、
亲
戚
、
好
友
等
复
杂
的
人
际
关
系
，

开
始
创
建
中
国
近
代
史
上
第
一
支
独
树
一
帜
的
军
队—

—

湘
军
。

征
讨
太
平
天
国
之
初
，
曾
国
藩
率
领
的
湘
军
一
再
败
绩
，
曾
有
『
屡
败
屡
战
』
之
说
。
但
他
并
没
有
灰
心
，
而
是
重
整
军
务
，
坚
持

与
太
平
军
血
战
，
终
于
于
同
治
三
年
六
月
十
六
日
（
一
八
六
四
年
七
月
十
九
日
）
攻
陷
南
京
。
湘
军
攻
下
南
京
后
，
朝
野
上
下
在
对
曾
国

藩
刮
目
相
看
的
同
时
，
也
对
他
的
一
举
一
动
密
切
注
视
。
为
此
，
曾
国
藩
采
取
了
一
系
列
韬
光
养
晦
的
策
略
。
首
先
，
向
朝
廷
上
疏
辞
让

过
重
的
权
力
；
其
次
，
自
剪
羽
翼
，
大
裁
湘
军
；
再
次
，
撤
消
厘
金
局
，
安
抚
地
方
民
众
；
最
后
，
在
南
京
修
贡
院
，
开
江
南
乡
试
，
以

收
两
江
士
子
之
心
。
这
些
策
略
的
实
施
，
终
于
消
弭
了
朝
野
众
人
的
猜
疑
，
同
时
也
对
恢
复
当
地
的
经
济
和
文
化
起
了
一
定
的
作
用
。

太
平
天
国
失
败
后
，
太
平
军
在
江
北
的
余
部
与
捻
军
汇
合
，
声
势
威
猛
。
清
政
府
又
一
次
重
用
曾
国
藩
，
命
其
督
办
直
隶
、
山
东
、

河
南
三
省
军
务
。
但
由
于
旷
日
持
久
的
『
剿
捻
』
无
功
，
曾
国
藩
最
后
于
同
治
六
年
回
任
两
江
总
督
。
回
任
两
江
之
后
，
他
积
极
支
持
上

海
铁
厂
等
洋
务
企
业
的
运
作
，
把
兴
办
洋
务
当
作
首
要
任
务
，
成
为
中
国
近
代
洋
务
运
动
的
著
名
代
表
。

正
当
曾
国
藩
洋
务
活
动
办
得
有
声
有
色
时
，
清
政
府
出
于
对
直
隶
防
务
和
吏
治
整
顿
等
问
题
的
考
虑
，
于
同
治
九
年
（
一
八
七○

）
八

月
下
旬
，
将
其
调
补
为
直
隶
总
督
。
但
曾
国
藩
还
未
来
得
及
全
面
整
顿
，
就
遇
上
了
令
人
棘
手
的
『
天
津
教
案
』
。
在
处
理
『
教
案
』
过
程
中
，

曾
国
藩
因
接
受
法
人
无
理
要
求
，
杀
『
滋
事
人
犯
』
二
十
人
，
充
军
二
十
五
人
，
赔
款
二
十
万
两
，
抚
恤
二
十
八
万
两
，
大
遭
舆
论
谴
责
，

连
他
的
湖
南
同
乡
也
把
他
在
湖
广
会
馆
夸
耀
其
功
名
的
匾
额
砸
烂
焚
毁
。
他
自
己
也
感
到
『
外
惭
清
议
，
内
疚
神
明
』
，
便
申
请
调
离
直
隶
，

仍
回
两
江
总
督
原
任
。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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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第
三
次
担
任
两
江
总
督
期
间
，
曾
国
藩
对
辖
区
的
洋
务
活
动
仍
一
如
既
往
地
支
持
，
对
地
方
上
的
兵
事
、
吏
治
、
河
道
、
盐
政
等

事
务
极
为
关
注
，
并
着
力
解
决
其
弊
端
。
他
还
不
顾
自
己
体
弱
多
病
，
加
紧
时
间
进
行
学
习
，
孜
孜
不
倦
，
但
这
更
加
速
了
他
病
情
的
恶
化
。

同
治
十
一
年
（
一
八
七
二
年
）
二
月
初
四
，
曾
国
藩
在
督
署
西
花
园
散
步
时
，
便
『
连
呼
足
麻
』
，
被
家
人
扶
回
书
房
后
，『
端
坐
三
刻
乃
薨
』
，

享
年
六
十
二
岁
。

二曾
国
藩
一
生
的
成
败
得
失
，
几
乎
都
和
他
对
理
想
人
生
的
理
解
和
追
求
息
息
相
关
。
作
为
儒
家
传
统
文
化
的
维
护
者
，
曾
国
藩
对
『
修
身
、

齐
家
、
治
国
、
平
天
下
』
这
一
人
生
设
计
的
追
求
是
坚
定
不
移
的
。
他
有
着
『
以
天
下
为
己
任
』
的
强
烈
社
会
责
任
感
，
有
着
『
澄
清
天
下
』

的
大
抱
负
，
更
有
着
『
不
为
圣
贤
，
便
为
禽
兽
』
的
执
着
。
他
一
生
都
在
朝
着
这
个
方
向
努
力
、
坚
定
地
行
进
。

曾
国
藩
在
同
辈
士
大
夫
中
自
认
才
智
『
属
中
等
』
，
但
他
志
向
远
大
、
性
格
倔
强
、
意
志
超
强
，
勤
学
好
问
，
非
常
人
所
能
及
。
他

从
少
年
起
，
就
『
困
知
勉
行
，
立
志
自
拨
于
流
俗
』
，
天
天
写
日
记
反
省
自
己
，
一
生
中
没
有
一
天
不
监
视
自
己
、
教
训
自
己
。
他
待
上
、

待
下
、
待
同
事
谦
恕
自
抑
，
豁
达
大
度
，
一
生
朋
友
很
多
，
很
受
人
尊
重
；
他
『
拙
诚
』
、
埋
头
苦
干
，
不
论
遭
受
多
大
打
击
，
都
不
灰

心
丧
气
，
能
再
接
再
厉
，
坚
持
到
底
。

他
是
最
好
的
儿
子
，能
使
父
母
宽
心
；
是
最
好
的
哥
哥
，教
导
和
照
顾
弟
妹
，体
贴
入
微
，是
仁
慈
的
父
亲
，是
儿
女
的
好
榜
样
。他
的《
家

书
》
讲
求
人
生
理
想
、
精
神
境
界
和
道
德
修
养
，
在
骨
肉
亲
情
日
渐
淡
漠
、
邻
里
亲
戚
形
同
陌
路
的
现
代
社
会
里
，
确
实
有
劝
世
化
俗
的
价
值
，

四



值
得
每
个
人
一
读
。
大
多
数
官
宦
之
家
，
盛
不
过
三
代
，
而
曾
氏
家
族
却
代
代
有
英
才
，
出
现
了
像
曾
纪
泽
、
曾
广
均
、
曾
约
农
、
曾
宝
荪
、

曾
宪
植
、
曾
昭
抡
等
一
批
著
名
的
外
交
家
、
诗
人
、
教
育
家
、
科
学
家
和
高
级
干
部
。 　

他
打
败
太
平
天
国
，
保
住
了
大
清
江
山
，
是
清
朝
的
『
救
命
恩
人
』
；
他
『
匡
救
时
弊
』
、
整
肃
政
风
、
学
习
西
方
文
化
，
使
晚
清
出
现
了
『
同

治
中
兴
』
；
他
克
己
唯
严
，
崇
尚
气
节
，
标
榜
道
德
，
身
体
力
行
，
获
得
上
下
一
至
的
拥
戴
；
他
的
学
问
文
章
兼
收
并
蓄
，
博
大
精
深
，

是
近
代
儒
家
宗
师
，
『
其
著
作
为
任
何
政
治
家
所
必
读
』
，
不
愧
为
『
中
华
千
古
第
一
完
人
』
。

他
升
官
最
快
、
做
官
最
好
、
保
官
最
稳
。
自
近
代
以
来
曾
国
藩
就
被
政
界
人
物
奉
为
『
官
场
楷
模
』
。
这
是
因
为
，
第
一
，
他
升
官
最
快
，

三
十
七
岁
官
至
二
品
，
在
清
朝
独
一
无
二
；
第
二
，
做
官
最
好
，
政
声
卓
著
，
治
民
有
言
；
第
三
，
保
官
最
稳
，
历
尽
宦
海
风
波
而
安
然
无
恙
，

荣
宠
不
衰
。
他
熟
读
中
国
历
史
，
对
官
场
之
道
参
深
悟
透
，
积
淀
一
整
套
官
场
绝
学
，
用
之
于
中
国
官
场
，
攻
无
不
克
，
战
无
不
胜
。

他
是
中
国
近
代
现
代
化
建
设
的
开
拓
者
。
在
他
的
指
导
下
，
中
国
第
一
艘
轮
船
得
到
建
造
，
第
一
所
兵
工
学
堂
得
以
建
立
，
第
一
批

赴
美
留
学
生
得
以
功
成
，
其
中
民
国
第
一
任
总
理
唐
绍
仪
，
中
国
『
铁
路
之
父
』
詹
天
佑
、
清
末
外
交
部
尚
书
（
部
长
）
梁
敦
彦
等
就
是

其
中
的
杰
出
代
表
。 　
　

他
是
网
罗
、
培
育
、
推
荐
和
使
用
人
才
的
第
一
高
手
。
他
的
幕
府
是
中
国
历
史
上
规
模
和
作
用
最
大
的
幕
府
，
几
乎
聚
集
了
全
国
的

人
才
精
华
。
他
一
生
推
荐
过
的
下
属
有
千
人
之
多
，
官
至
总
督
巡
抚
者
就
有
四
十
多
人
。
他
们
既
有
李
鸿
章
、
左
宗
棠
、
郭
嵩
焘
、
彭
玉
麟
、

李
瀚
章
这
样
的
谋
略
、
作
战
、
军
需
人
才
，
也
有
像
俞
樾
、
李
善
兰
、
华
蘅
芳
、
徐
寿
这
样
的
一
流
学
者
和
科
学
家
。 　
　

他
是
中
国
封
建
社
会
的
最
后
一
尊
精
神
偶
像
。
曾
国
藩
一
生
勤
奋
读
书
，
推
崇
儒
家
学
说
，
讲
求
经
世
致
用
的
实
用
主
义
，
成
为
继
孔
子
、

五



孟
子
、
朱
熹
之
后
又
一
个
『
儒
学
大
师
』
；
他
革
新
新
桐
城
派
的
文
章
学
理
论
，
其
诗
歌
散
文
主
持
了
道
（
光
）
、
咸
（
丰
）
、
同
（
治
）

三
朝
的
文
坛
，
可
谓
『
道
德
文
章
冠
冕
一
代
』
。

从
历
史
的
角
度
讲
，
曾
国
藩
处
于
满
清
王
朝
由
乾
嘉
盛
世
转
而
没
落
、
衰
败
的
年
代
，
处
于
内
忧
外
患
接
踵
而
至
的
动
荡
年
代
，
但

他
却
在
一
无
家
学
、
二
无
家
族
背
景
的
根
基
下
，
以
学
问
在
恶
劣
的
政
治
环
境
中
反
复
磨
砺
，
历
尽
宦
海
风
波
；
他
又
以
一
介
儒
生
、
无

权
的
在
籍
侍
郎
身
份
，
依
靠
独
特
的
治
术
崛
起
于
湘
楚
与
东
南
半
壁
江
山
之
间
，
获
得
了
巨
大
的
成
功
，
被
称
为
『
中
兴
第
一
名
臣
』
、
『
旷

代
圣
相
』
、
『
古
今
第
一
完
人
』
。
《
清
史
稿
·
曾
国
藩
传
》
称
『
汉
之
诸
葛
亮
、
唐
之
裴
度
、
明
之
王
守
仁
，
殆
无
以
过
，
何
其
盛
欤
！
…
…

呜
呼
！
中
兴
以
来
，
一
人
而
已
』
。
中
国
现
代
史
上
两
位
著
名
人
物
毛
泽
东
和
蒋
介
石
都
高
度
评
价
过
曾
国
藩
。
毛
泽
东
青
年
时
期
，
潜

心
研
究
曾
氏
文
集
，
得
出
了
『
愚
于
近
人
，
独
服
曾
文
正
公
』
的
结
论
。
即
使
是
在
毛
泽
东
晚
年
，
他
也
说
曾
国
藩
是
地
主
阶
级
最
厉
害

的
人
物
。
蒋
介
石
对
曾
氏
更
是
顶
礼
膜
拜
，
认
为
曾
国
藩
为
人
之
道
，
『
足
为
吾
人
之
师
资
』
。
他
把
《
曾
胡
治
兵
语
录
》
当
作
教
导
高

级
将
领
的
教
科
书
，
自
己
又
将
《
曾
文
正
公
全
集
》
常
置
案
旁
，
终
生
拜
读
不
辍
。
据
说
，
他
点
名
的
方
式
，
静
坐
养
生
的
方
法
，
都
一

板
一
眼
模
仿
曾
国
藩
。
曾
氏
的
个
人
魅
力
，
由
此
可
见
一
斑
。

三曾
国
藩
思
想
孕
育
、
形
成
和
发
展
的
过
程
，
就
是
他
沿
着
修
齐
治
平
的
公
式
去
修
炼
自
我
、
拯
救
时
事
的
过
程
。
他
的
思
想
是
丰
富
的
，

涉
及
政
治
、
经
济
、
军
事
、
文
化
、
教
育
、
道
德
等
诸
多
方
面
，
代
表
了
晚
清
的
潮
流
，
在
当
时
和
以
后
都
产
生
了
很
大
影
响
，
足
可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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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世
取
法
。

他
总
结
了
修
身
十
二
款
：
敬
、
静
坐
、
早
起
、
读
书
不
二
、
读
史
、
谨
言
、
养
气
、
保
身
、
日
知
所
亡
、
月
无
亡
不
能
、
作
字
、
夜
不
出
门
。

他
认
为
古
人
修
身
有
四
端
可
效
：
『
慎
独
则
心
泰
，
主
敬
则
身
强
，
求
仁
则
人
悦
，
思
诚
则
神
钦
』
。
曾
国
藩
不
信
医
药
，
不
信
僧
巫
，

不
信
地
仙
，
守
笃
诚
，
戒
机
巧
，
抱
道
守
真
，
不
慕
富
贵
，
『
人
生
有
穷
达
，
知
命
而
无
忧
。
』
他
认
为
：
『
养
生
之
法
约
有
五
事
：
一

曰
眠
食
有
恒
，
二
曰
惩
岔
，
三
曰
节
欲
，
四
曰
每
夜
临
睡
前
洗
脚
，
五
曰
每
日
两
饭
后
各
行
三
千
步
。
』
养
生
之
道
，
『
视
』
、
『
息
』
、

『
眠
』
、
『
食
』
四
字 

最
为
要
紧
，
养
病
须
知
调
卫
之
道
。

曾
国
藩
的
家
教
思
想
博
大
精
深
，
其
理
论
以
八
本
为
经
，
以
八
宝
为
纬
，
以
四
字
要
诀
、
三
致
祥
、
三
不
信
穿
插
其
中
。
这
套
理
论

不
同
于
中
国
传
统
的
关
于
教
育
后
代
的
核
心
理
念
，
它
反
对
孔
孟
朱
子
颜
氏
等
著
名
家
训
所
一
贯
坚
持
的
学
而
优
则
仕
的
学
说
，
明
确
指

出
家
教
要
有
利
于
小
孩
养
成
遵
守
纪
律
的
良
好
习
惯
；
其
理
论
以
『
寒
素
、
勤
勉
、
笃
学
』
为
核
心
，
认
为
应
将
『
勤
、
孝
、
俭
、
仁
、
恒
、

谦
』
六
项
内
容
，
通
过
训
教
、
信
教
、
言
教
、
身
教
、
事
教
、
师
教
等
六
种
方
法
，
传
授
到
子
女
身
上
。

他
对
交
友
之
道
颇
有
见
地
，
认
为
交
友
贵
雅
量
，
要
『
推
诚
守
正
，
委
曲
含
宏
，
而
无
私
意
猜
疑
之
弊
』
。
『
凡
事
不
可
占
人
半
点
便
宜
。

不
可
轻
取
人
财
』
。
要
集
思
广
益
，
兼
听
而
不
失
聪
。
『
观
人
之
法
，
以
有
操
守
而
无
官
气
、
多
条
理
而
少
大
言
为
主
』
。
处
世
方
面
，

曾
国
藩
认
为
，
『
处
此
乱
世
，
愈
穷
愈
好
』
。
身
居
高
官
，
『
总
以
钱
少
产
薄
为
妙
』
。
『
居
官
以
耐
烦
为
第
一
要
义
』
，
『
德
以
满
而
损
，

福
以
骄
而
减
矣
』
。
为
人
须
在
一
『
淡
』
字
上
着
意
，
『
不
特
富
贵
功
名
及
身
家
之
顺
逆
，
子
姓
之
旺
否
悉
由
天
定
，
即
学
问
德
行
之
成

立
与
否
，
亦
大
半
关
乎
天
事
，
一
概
笑
而
忘
之
』
。
『
功
不
必
自
己
出
，
名
不
必
自
己
成
』
，
『
功
成
身
退
，
愈
急
愈
好
』
。
曾
国
藩
写

七



有
格
言
十
二
首
，
基
本
上
概
括
了
他
的
处
世
交
友
之
道
。

    

曾
国
藩
对
于
『
士
大
夫
习
于
忧
容
苟
安
』
、『
昌
为
一
种
不
白
不
黑
、
不
痛
不
痒
之
风
』
等
现
象
『
痛
恨
次
骨
』
。
他
认
为
，『
吏
治
之
坏
，

由
于
群
幕
，
求
吏
才
以
剔
幕
弊
，
诚
为
探
源
之
论
』
。
基
于
此
，
曾
国
藩
提
出
，『
行
政
之
要
，
首
在
得
人
』
，
危
急
之
时
需
用
德
器
兼
备
之
人
，

要
倡
廉
正
之
风
，
行
礼
治
之
仁
政
，
反
对
暴
政
、
扰
民
，
对
于
那
些
贪
赃
枉
法
、
渔
民
肥
己
的
官
吏
，
一
定
要
予
以
严
惩
。
至
于
关
系
国

运
民
生
的
财
政
经
济
，
曾
国
藩
认
为
，
理
财
之
道
，
全
在
酌
盈
剂
虚
，
脚
踏
实
地
，
洁
己
奉
公
，
『
渐
求
整
顿
，
不
在
于
求
取
速
效
』
。

曾
国
藩
将
农
业
提
到
国
家
经
济
中
基
础
性
的
战
略
地
位
，
他
认
为
，
『
民
生
以
穑
事
为
先
，
国
计
以
丰
年
为
瑞
』
。
他
要
求
『
今
日
之
州
县
，

以
重
农
为
第
一
要
务
』
。

受
两
次
鸦
片
战
争
的
冲
击
，
他
对
中
西
邦
交
有
自
己
的
看
法
，
一
方
面
他
十
分
痛
恨
西
方
人
侵
略
中
国
，
认
为
卧
榻
之
旁
，
岂
容
他

人
鼾
睡
，
并
反
对
借
师
助
剿
，
以
借
助
外
国
为
深
愧
』
；
另
一
方
面
又
不
盲
目
排
外
，
主
张
向
西
方
学
习
其
先
进
的
科
学
技
术
，
如
他
说

过
『
购
买
外
洋
器
物
…
…
访
募
覃
思
之
士
，
智
巧
之
匠
，
始
而
演
习
，
继
而
试
造
，
…
…
可
以
剿
发
捻
，
可
以
勤
远
略
』
。 　
　

曾
国
藩
认
为
，
兵
不
在
多
而
在
于
精
，
『
兵
少
而
国
强
』
，
『
兵
愈
多
，
则
力
愈
弱
；
饷
愈
多
，
则
国
愈
贫
』
，
主
张
军
政
分
理
，

各
负
其
责
。
他
购
买
洋
枪
、
洋
炮
、
洋
船
，
推
进
中
国
军
队
武
器
的
近
代
化
。
他
治
军
以
严
明
军
纪
为
先
，
同
时
着
意
培
养
『
合
气
』
，

认
为
『
将
军
有
死
之
心
，
士
卒
无
生
之
气
』
。
曾
氏
选
将
有
四
点
要
求
：
『
一
曰
知
人
善
任
，
二
曰
善
觇
敌
情
，
三
曰
临
阵
胆
实
识
，
四

曰
营
务
整
齐
』
。
曾
国
藩
军
事
思
想
中
最
丰
富
的
是
其
战
略
战
术
，
如
『
用
兵
动
如
脱
兔
。
静
如
处
女
』
，
主
客
奇
正
之
术
，
『
扎
硬
寨
，

打
死
仗
』
，
水
师
不
可
顺
风
进
击
，
善
择
营
地
，
『
先
自
治
，
后
制
敌
』
，
深
沟
高
垒
，
地
道
攻
城
之
术
，
水
陆
配
合
，
以
静
制
动
，
『
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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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
根
本
，
后
翦
枝
叶
』
等
等
。 　
　

曾
国
藩
的
人
格
修
身
之
志
、
齐
家
治
国
之
法
和
研
经
治
学
之
道
已
经
成
为
当
今
研
习
热
门
。
不
过
，
晚
明
以
来
理
学
早
已
沦
为
空
疏

之
学
，
为
何
曾
国
藩
却
能
让
它
在
晚
清
的
政
治
实
践
中
重
焕
光
彩
？
曾
国
藩
的
人
格
魅
力
、
深
厚
学
养
和
为
政
之
道
的
内
在
关
联
对
当
代

中
国
产
生
了
什
么
作
用
，
应
该
起
到
什
么
作
用
？
这
些
，
在
曾
国
藩
热
的
文
化
现
象
下
，
也
还
需
要
我
们
继
续
讨
论
和
深
入
学
习
、
研
究
、

借
鉴
。四曾

国
藩
不
仅
是
有
影
响
的
政
治
家
、军
事
、思
想
家
，而
且
还
是
有
成
就
的
文
学
家
、书
法
家
。他
开
创
的『
湘
乡
派
』散
文
，既
讲
求
文
采
，

又
注
重
实
用
，
被
梁
启
超
誉
为
『
桐
城
派
之
大
成
』
。
他
的
书
法
圆
润
秀
劲
，
自
成
一
家
。
他
长
于
撰
联
，
曾
为
金
陵
湖
南
会
馆
题
：
『
地

仍
虎
踞
龙
蟠
，
洗
涤
江
山
，
重
开
宾
馆
；
人
似
澧
兰
沅
芷
，
招
邀
贤
俊
，
同
话
乡
关
』
。
联
语
晓
畅
，
十
分
切
题
。
无
论
在
驰
骋
刀
光
剑

影
的
沙
场
，
还
是
在
窗
明
几
净
的
书
斋
，
他
坚
持
濡
墨
挥
洒
，
从
不
中
辍
。

曾
国
藩
把
习
字
当
成
必
不
可
缺
的
日
课
来
作
，
『
兹
拟
自
今
以
后
，
每
日
早
起
，
习
寸
大
字
一
百
，
又
作
应
酬
字
少
许
』
（
《
日
记
·
道

光
二
十
年
六
月
初
七
日
》
）
，
『
二
月
以
来
，
日
日
习
字
，
时
有
长
进
』
（
《
家
书
：
道
光
二
十
二
年
二
月
二
十
四
日
呈
父
母
》
）
，
『
近

来
每
日
习
字
，
不
多
看
书
』（
《
家
书
：
道
光
二
十
二
年
三
月
十
一
日
呈
父
母
》
）
。
即
使
在
和
太
平
军
作
战
期
间
也
不
曾
间
断
，『
余
在
军
中
，

不
废
学
问
，
读
书
写
字
，
未
甚
间
断
』
（
《
家
书
：
咸
丰
六
年
十
月
初
二
日
谕
纪
泽
》
）
，
『
每
日
笔
不
停
挥
，
除
写
字
及
办
公
事
外
，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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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
习
字
一
张
，
不
甚
间
断
』
（
《
日
记
：
咸
丰
十
一
年
二
月
廿
五
日
》
）
，
持
之
以
恒
的
练
习
对
造
就
一
个
书
法
家
无
疑
是
相
当
关
键
的
。 

在
长
期
的
书
法
实
践
中
，
曾
国
藩
不
但
书
艺
与
日
俱
进
，
对
书
法
的
领
悟
也
日
益
加
深
。
从
用
笔
结
体
到
临
帖
作
书
，
他
都
有
不
少

独
到
的
见
解
。
在
执
笔
方
法
上
，
古
人
最
常
用
的
是
『
拨
灯
法
』
，
如
钱
载
说
『
拨
灯
之
法
，
谓
如
对
油
灯
之
灯
心
（
芯
）
，
挑
拨
便
起
，

则
此
人
之
手
不
重
不
轻
，
实
指
虚
掌
，
微
微
运
掌
以
起
之
，
以
此
之
手
，
执
笔
运
腕
；
即
可
写
字
耳
』
。
这
种
方
法
历
来
被
习
书
者
视
为
圭
臬
。

但
曾
国
藩
却
能
够
不
为
成
法
所
囿
，
悟
出
『
修
脚
法
』
，
他
说
：
『
偶
思
写
字
之
道
，
如
修
脚
匠
之
修
脚
。
古
人
所
谓
「
拨
灯
法
」
，
较
空
灵
，

余
所
谓
「
修
脚
法
」
，
较
平
稳
。
』
（
《
日
记
·
咸
丰
十
年
十
二
月
十
五
日
》
）

在
执
笔
高
低
上
，
曾
国
藩
也
有
不
同
于
他
人
的
见
解
。
虞
世
南
云
：
『
笔
长
不
过
六
寸
，
提
管
不
过
三
寸
，
真
一
，
行
二
，
草
三
』
。

而
曾
国
藩
却
说
：
『
大
约
握
笔
宜
高
，
能
握
至
管
顶
者
为
上
，
握
至
管
顶
之
下
寸
许
者
次
之
，
握
至
毫
以
上
寸
许
者
，
亦
尚
可
习
。
若
握

近
毫
根
。
则
虽
写
好
字
，
亦
不
久
必
退
，
且
断
不
能
写
好
字
。
吾
验
之
于
己
身
，
验
之
于
朋
友
，
皆
历
历
可
验
。
』
（
《
家
书
·
咸
丰
九

年
正
月
十
一
日
致
诸
弟
》
）
『
尔
所
临
隶
书
《
孔
庙
碑
》
、
笔
太
拘
束
，
不
甚
松
活
，
想
系
执
笔
太
近
毫
之
故
，
以
后
须
执
于
管
顶
。
余

以
执
笔
太
低
，
终
身
吃
亏
，
故
教
尔
趁
早
改
之
。
』
（
《
家
书
：
咸
丰
八
年
十
月
二
十
五
日
谕
纪
泽
》
） 

曾
国
藩
的
书
法
不
逾
规
矩
，
不
假
调
饰
，
不
傍
左
门
，
不
染
俗
尘
，
刚
毅
、
敦
实
之
致
流
露
楮
墨
，
呈
现
出
一
代
名
将
、
大
儒
的
气

派
风
采
，
给
式
微
、
沉
闷
的
清
末
书
坛
带
来
一
股
清
新
之
风
。
以
曾
国
藩
为
代
表
的
洋
务
派
中
坚
，
包
括
李
鸿
章
、
左
宗
棠
、
张
之
洞
等
人
，

所
表
现
出
来
的
书
学
美
感
，
不
仅
活
跃
了
清
末
的
书
法
创
作
，
而
且
开
启
了
民
初
书
坛
的
又
一
次
创
作
繁
荣
、
名
家
辈
出
的
门
扉
，
可
以

说
影
响
深
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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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致
胡
林
翼
信
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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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胡
林
翼
信
札

二



致
胡
林
翼
信
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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