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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
南
護
國
起
義
與
憲
政
發
展

護
國
起
義
九
十
五
周
年
獻
詞

今
天
是
雲
南
護
國
起
義
九
十
五
週
年
紀
念
日
，
也
是
中
華
民
國
行
憲
紀
念
日
，
在
中
華
民
國
慶
祝
辛
亥
建
國
百
年
前
夕
來

紀
念
雲
南
護
國
起
義
，
尤
具
深
遠
意
義
。
為
表
對
節
日
內
涵
的
崇
敬
，
謹
從
護
國
及
行
憲
等
面
向
表
述
一
些
看
法
，
期
能
從
節

日
中
獲
得
些
許
啟
示
。

雲
南
護
國
起
義
延
續
民
國
的
再
生
與
發
展
：
辛
亥
革
命
成
功
，
為
了
早
日
促
使
滿
清
政
府
退
位
及
展
開
國
家
建
設
，
國
父

孫
中
山
先
生
將
民
國
領
導
權
交
予
袁
世
凱
，
伏
下
民
國
挫
敗
的
因
素
。
當
宋
教
仁
先
生
因
推
動
民
主
憲
政
而
遇
害
後
，
國
父
即

積
極
推
動
二
次
革
命
及
佈
署
，
不
幸
在
江
西
、
南
京
、
安
徽
等
軍
事
活
動
失
敗
後
，
二
次
革
命
也
告
一
段
落
。
袁
世
凱
稱
二
次

革
命
為
「
內
亂
蔓
延
」
，
是
國
民
黨
與
國
民
黨
議
員
的
「
潛
相
構
煽
」
所
致
，
下
令
解
散
國
民
黨
及
武
力
鎮
壓
國
民
黨
，
導
致

中
國
境
內
的
國
民
黨
組
織
基
本
瓦
解
。
在
這
艱
危
的
環
境
中
，
國
父
積
極
領
導
及
因
應
，
將
國
民
黨
改
組
為
中
華
革
命
黨
；
在

武
裝
討
袁
方
面
，
籌
組
中
華
革
命
軍
東
南
軍
、
西
南
軍
、
東
北
軍
、
西
北
軍
等
準
備
工
作
，
這
對
日
後
雲
南
護
國
起
義
，
促
使

各
省
紛
紛
響
應
方
面
，
起
了
重
大
的
作
用
。
另
一
方
面
，
袁
世
凱
自
認
已
掌
控
全
局
，
於
民
國
三
年
一
月
十
日
解
散
國
會
、
二

月
二
十
八
日
解
散
各
省
議
會
、
五
月
一
日
宣
佈
取
消
孫
中
山
先
生
制
定
的
中
華
民
國
約
法
，
代
之
以
袁
世
凱
的
中
華
民
國
約

法
，
袁
記
約
法
規
定
大
總
統
總
攬
統
治
權
、
立
法
院
會
議
由
總
統
召
集
、
大
總
統
有
權
解
散
立
法
院
、
軍
隊
由
大
總
統
統
率
，

總
統
任
期
十
年
，
且
大
總
統
的
繼
任
人
選
由
現
任
大
總
統
推
荐
三
人
候
選
等
荒
唐
的
規
定
。
然
這
些
仍
滿
足
不
了
袁
的
皇
帝
夢

而
積
極
從
事
帝
制
復
辟
，
並
預
備
於
民
國
五
年
元
旦
登
基
，
改
元
洪
憲
元
年
。
這
時
中
華
民
國
已
到
了
最
危
險
的
關
頭
！
正
是

平
地
一
聲
雷
，
雲
南
省
在
唐
繼
堯
、
蔡
鍔
等
諸
先
進
領
導
下
，
於
民
國
四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五
日
宣
佈
獨
立
，
繼
之
以
軍
事
行
動
，

在
全
國
各
省
市
紛
紛
響
應
下
，
袁
世
凱
終
病
死
於
北
京
，
結
束
帝
制
的
鬧
劇
，
民
國
國
體
得
以
繼
續
維
繫
、
運
作
。
是
以
，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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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國
自
共
和
成
立
以
後
，
政
局
飄
搖
，
屢
經
變

動
，
而
其
中
於
國
體
政
體
最
有
關
係
者
，
則
有
三
次
：

其
一
，
為
袁
世
凱
之
帝
制
自
為
。
其
二
，
為
督
軍
團

之
圍
攻
北
京
演
成
張
勛
復
辟
。
其
三
，
則
此
次
直
系

之
驅
逐
黃
陂
、
賄
選
總
統
是
也
。
第
三
次
現
方
開
演
，

將
來
結
果
如
何
尚
難
預
料
，
吾
人
可
以
不
談
。
至
第

一
、
第
二
兩
次
，
則
仗
義
興
師
擁
護
共
和
皆
自
雲
南

始
，
此
天
下
所
共
知
。
其
成
績
如
何
，
世
間
自
有
公

論
，
本
無
待
吾
人
之
表
襮
。
惟
近
觀
各
書
報
之
紀
述

及
時
賢
之
演
說
，
則
多
與
事
實
不
符
。
甚
至
如
梁
啟

超
輩
在
南
京
所
演
說
，
竟
將
雲
南
事
功
一
筆
抹
煞
。

滇
人
夙
重
實
際
，
不
尚
虛
聲
。
然
護
國
以
來
，
死
傷

至
數
萬
人
，
用
費
至
數
千
萬
，
而
結
果
則
某
某
諸
人

乃
囂
囂
然
號
於
眾
曰
：
「
護
國
之
役
，
吾
所
指
使
也
。

雲
南
何
有
焉
。
」
此
則
雲
南
人
所
不
能
不
憤
慨
者
。
吾

今
欲
談
此
役
之
歷
史
，
並
非
欲
效
諸
人
之
自
行
誇
耀
，

亦
非
欲
為
雲
南
人
自
鳴
不
平
。
但
以
鄙
人
自
辛
亥
革

命
，
即
在
蔡
松
坡
先
生
幕
府
為
祕
書
長
，
旋
至
京
在

經
界
局
，
前
後
相
從
已
四
年
有
餘
。
民
國
六
年
春
間
，

入
川
在
羅
熔
軒
先
生
幕
府
。
秋
間
回
滇
，
又
在
唐
帥

幕
府
為
祕
書
長
，
迄
今
又
復
六
年
。
護
國
護
法
兩
役
，

皆
予
身
所
親
歷
。
其
間
函
電
紛
馳
，
多
出
自
由
夔
舉
先

生
及
余
二
人
之
手
，
經
過
事
實
未
能
淹
沒
。
予
在
蔡
、

羅
、
唐
諸
公
幕
府
日
久
，
護
國
事
實
亦
多
所
與
聞
，

故
僅
就
一
身
所
親
歷
者
言
之
，
想
亦
今
日
與
會
諸
君

所
樂
聞
也
。

就
梁
啟
超
所
發
表
，
則
蔡
公
松
坡
之
來
滇
，
全

為
梁
所
指
使
，
而
雲
南
之
首
義
，
又
全
為
蔡
公
所
主

張
，
是
蔡
公
不
過
為
梁
之
傀
儡
，
而
雲
南
又
不
過
為
蔡

公
之
傀
儡
也
。
平
心
論
之
，
梁
所
著
《
異
哉
所
謂
國

體
問
題
者
》
一
篇
，
亦
何
嘗
無
價
值
。
但
當
時
報
紙

攻
擊
袁
世
凱
者
亦
不
少
，
於
帝
制
並
未
有
絲
毫
動
搖
。

使
非
有
雲
南
之
不
顧
利
害
，
仗
義
興
師
，
則
梁
氏
之
文

章
，
不
過
與
報
紙
所
言
同
一
價
值
。
至
帝
制
成
功
後
，

	

雲
南
護
國
首
義
之
歷
史
談

周
鍾
嶽
遺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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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當
蔡
、
李
兩
公
未
到
之
先
，
袁
世
凱
迭
電

唐
公
謂
蔡
鍔
、
戴
戡
偕
同
亂
黨
入
滇
，
準	

以
全
權
便

宜
處
置
。
如
唐
公
先
未
決
心
起
義
，
則
何
肯
歡
迎
蔡
、

李
諸
人
。
且
帝
制
發
生
後
，
袁
氏
屢
以
重
利
餌
唐
公
，

並
封
以
王
爵
。
乃
唐
公
一
切
視
如
敝
屣
，
毅
然
決
然
，

聲
討
國
賊
。
其
光
明
磊
落
之
態
，
非
夙
定
於
中
者
而

能
此
耶
！
蔡
、
李
諸
公
到
滇
後
，
會
商
以
唐
公
留
守
，

蔡
公
督
師
出
川
，
崎
嶇
轉
戰
，
卒
摧
方
張
之
寇
，
而

褫
袁
氏
之
魄
。
袁
氏
憤
恚
以
死
。
帝
制	

告
終
，
共

和
復
活
。
雲
南
邊
瘠
之
省
，
卒
能
舉
此
大
功
，
此
中

外
所
同
震
驚
而
稱
道
者
也
。
當
前
方
軍
事
緊
急
之
時
，

而
龍
氏
又
奉
袁
命
入
寇
迤
南
。
唐
公
仍
從
容
指
揮
，

一
面
告
於
眾
曰
：
「
袁
氏
盜
國
，
決
無
成
理
。
萬
一

我
軍
失
利
，
吾
以
一
身
當
之
，
決
不
貽
累
人
民
。
」

蓋
早
已
置
生
死
利
害
於
度
外
，
惟
知
有
擁
護
國
家
而

已
。
蔡
公
功
在
國
家
，
不
容
淹
沒
。
然
謂
雲
南
首
義
，

全
由
蔡
公
主
動
，
與
事
實
不
相
符
。
雖
中
國
史
書
，

半
多
失
實
。
然
以
最
近
目
所
共
睹
之
事
，
而
猶
如
此

淆
亂
是
非
，
此
則
足
為
世
道
人
心
之
憂
，
非
僅
文
人

無
行
而
已
。

大
凡
事
變
以
起
也
，
人
人
皆
瞠
目
而
不
敢
攖
其

鋒
，
及
事
功
之
成
也
，
則
人
人
皆
攘
臂
而
自
以
為
己

力
；
甚
至
捏
造
黑
白
，
淆
亂
是
非
，
詆
毀
當
日
首
事
之

人
，
必
欲
破
其
成
名
而
後
已
。
然
事
實
俱
在
，
終
難

淹
沒
。
予
之
所
以
述
此
故
事
也
，
並
非
為
唐
公
一
人

爭
名
。
誠
以
護
國
之
役
，
吾
滇
軍
政
各
界
及
全
省
人

民
皆
與
有
力
。
使
非
吾
滇
人
之
慷
慨
好
義
，
則
唐
公

一
人
亦
不
能
成
功
。
吾
滇
人
民
因
此
役
而
犧
牲
甚
大
，

然
共
和
得
以
恢
復
，
民
國
不
至
動
搖
，
則
吾
滇
民
亦

絲
毫
無
所
悔
；
仍
當
竭
力
捍
衛
國
家
，
使
國
基
益
得

以
鞏
固
。
此
則
吾
滇
人
共
同
之
心
理
。
亦
願
為
國
人

正
告
者
也
。

編
者
註
：

周
鍾
嶽
，
先
後
留
學
於
日
本
東
京
弘
文
學
院
師

範
學
校
和
早
稻
田
大
學
法
政
學
校
。
雲
南
光
復
後
，

一
九
一
二
年
任
都
督
府
祕
書
長
，
次
年
任
滇
中
觀
察
使
。

隨
後
應
經
界
局
總
辦
蔡
鍔
邀
請
到
北
京
任
祕
書
長
和
評

議
委
員
會
主
任
。
護
國
運
動
結
束
後
任
四
川
督
軍
署
祕

書
長
。
以
後
兩
度
代
理
雲
南
省
長
，
曾
任
國
民
政
府
內

政
部
長
、
考
試
院
副
院
長
。
解
放
後
任
全
國
政
協
委
員

和
雲
南
省
文
史
研
究
館
研
究
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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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
抗
戰
將
領
以
作
戰
之
意
見
。
同
時
進
行
著
醫
治
傷

兵
、
拯
救
難
民
、
宣
揚
抗
戰
、
組
織
民
眾
等
等
工
作
，

一
點
也
感
不
到
疲
勞
，
幾
乎
使
我
忘
記
是
一
個
老
頭

子
一
般
，
自
己
覺
得
比
年
輕
的
人
還
要
年
輕
些
。
首

都
撤
退
以
後
，
我
又
遠
去
新
疆
，
加
緊
地
方
與
中
央

的
聯
系
，
一
致
團
結
御
侮
。
後
來
因
為
患
心
臟
病
，

才
回
來
雲
南
休
養
。
現
在
，
身
體
己
經
復
元
了
，
更

使
我
天
天
想
著
要
為
抗
戰
建
國
盡
一
分
力
。
我
敢
向

諸
位
說
，
我
為
著
挽
救
吾
人
共
同
的
中
華
民
國
，
就

是
犧
牲
了
我
這
條
老
命
，
也
是
在
所
不
惜
的
。
惟
一

的
希
望
便
是
希
望
我
全
雲
南
的
同
胞
，
能
夠
在
最
高

國
策
之
下
，
依
著
民
族
至
上
、
國
家
至
上
、
軍
事
第

一
、
勝
利
第
一
，
的
大
原
則
，
鞏
固
統
一
，
加
強
團

結
，
竭
誠
的
擁
護
著
我
們
的
抗
戰
政
府
，
希
冀
獲
得

最
後
的
勝
利
，
使
我
們
的
民
族
自
由
解
放
，
我
們
的

國
家
獨
立
生
存
。

最
後
，
我
不
能
不
對
諸
位
說
一
句
。
最
近
，
敵

寇
又
在
大
放
其
空
氣
，
進
行
其
所
謂
「
和
平
攻
勢
」

了
。
街
頭
巷
尾
，
和
平
空
氣
又
濃
厚
起
來
了
。
當
然
，

兩
國
之
間
，
有
戰
必
有
和
，
可
是
我
們
這
回
抗
戰
建

國
，
卻
與
普
通
情
形
不
同
。
敵
寇
一
天
不
停
止
其
侵

略
行
動
，
一
天
不
撤
回
他
的
兵
，
恢
復
我
們
領
土
的

完
整
，
我
們
便
無
和
之
可
言
。
所
以
我
今
天
要
再
三

叮
囑
諸
位
，
就
是
要
大
家
切
實
的
誓
以
忠
誠
團
結
擁

護
我
們
的
抗
戰
國
策
。
必
須
如
此
，
我
們
神
聖
的
抗

戰
，
才
能
獲
得
最
後
勝
利
，
必
須
如
此
，
我
們
建
國

的
大
業
，
才
能
圓
滿
到
達
。

	

一
九
四
一
年
七
月
七
日

本
文
選
自
李
希
泌
編
《
新
編
曲
石
文
錄
》
，
雲

南
人
民
出
版
社
一
九
八
八
年
版

【
文
本
解
讀
】

李
根
源
參
與
了
中
國
近
現
代
史
上
的
許
多
重
大

歷
史
事
件
，
並
在
其
中
扮
演
著
重
要
角
色
，
發
揮
過

較
大
作
用
。
他
在
這
些
事
件
中
表
現
出
的
卓
異
不
凡

的
品
格
、
膽
略
和
才
智
，
使
他
成
為
名
重
天
下
的
雲

南
人
。
他
的
道
德
、
事
功
、
文
釆
都
堪
稱
近
代
滇

人
翹
楚
。
楚
圖
南
稱
他
為
「
有
為
有
守
切
時
望
，

亦
文
亦
武
勝
匹
儔
」
的
「
鄉
賢
典
範
」
。
繆
云
台
評

價
他
是
「
吾
滇
近
代
鄉
先
賢
中
最
值
得
敬
佩
之
一
人



」
。
他
在
現
代
雲
南
學
術
研
究
和
文
化
建
設
方

面
，
也
作
出
了
突
出
貢
獻
。



-   83  -



-   84  -



-   85  -



-   86  -



-   87  -



-   88  -



-   89  -



-   90  -



-   91  -



-   92  -



-   93  -



-   94  -



-   95  -



-   96  -



-   97  -



-   98  -



-   99  -



-   100  -



-   101  -



-   102  -



-   103  -



-   104  -



-   105  -



-   106  -



-   107  -



-   108  -

尊
敬
的
台
北
雲
南
同
鄉
會
：

百
年
不
遇
的
旱
災
，
導
致
新
街
鄉
馬
店
小
學
水

源
枯
竭
、
師
生
飲
水
困
難
，
嚴
重
影
響
了
全
體
師
生

的
正
常
工
作
和
學
習
。

旱
災
無
情
人
有
情
。
在
大
旱
面
前
，
台
北
雲
南

同
鄉
會
充
分
發
揚
中
華
民
族
「
一
方
有
難
，
八
方
支

援
；
患
難
相
恤
、
守
望
相
助
」
的
中
華
傳
統
美
德
，

伸
出
無
私
援
助
之
手
，
踴
躍
加
入
到
「
抗
旱
救
災
捐

款
捐
物
」
活
動
中
。
儘
管
你
們
也
存
在
困
難
，
但
你

們
憑
著
對
家
鄉
的
無
比
熱
愛
，
帶
著
對
雲
南
人
民
的

深
情
厚
誼
，
奉
獻
出
了
自
己
的
一
份
真
情
和
一
片
愛

心
。
這
既
體
現
了
你
們
團
結
友
愛
、
互
幫
互
助
的
崇

高
精
神
，
也
折
射
出
了
你
們
慷
慨
無
私
、
樂
善
好
施

的
優
秀
品
質
。
你
們
對
馬
店
小
學
捐
贈
的
一
萬
元
善

款
，
對
解
決
受
災
的
馬
店
小
學
正
常
的
生
活
用
水
發

揮
了
重
要
而
關
鍵
的
作
用
。
對
一
個
小
學
校
來
說
真

是
雪
中
送
炭
，
在
你
們
無
私
的
援
助
下
，
在
全
村
人

民
和
各
界
人
士
的
關
心
下
，
我
們
將
發
揚
團
結
一

致
，
眾
志
成
城
的
精
神
度
過
難
關
。
對
此
，
馬
店
小

學
全
校
師
生
衷
心
地
感
謝
你
們
！
馬
店
村
人
民
感
謝

你
們
！
吃
水
不
忘
挖
井
人
，
有
了
你
們
的
救
助
，
馬

店
小
學
全
體
師
生
一
定
會
心
存
一
份
感
激
，
並
滿
懷

無
限
的
希
望
投
入
到
新
的
工
作
和
學
習
中
。
用
優
越

的
成
績
來
回
報
你
們
，
回
報
祖
國
。

	
	

	
	

會
澤
縣
新
街
鄉
馬
店
小
學

	
	

	
	

　
　

二○

一○

年
四
月
二
十
一
日

雲
南
省
會
澤
縣
新
街
馬
店
小
學
感
謝
函

乙
巳
夏
日
偶
成

(

唐
繼
堯
民
國
前
七
年
二
十
二
歲
時
作)

莫
對
青
天
喚
奈
何
，
掃
開
憂
憤
且
狂
歌
。

壯
心
百
鍊
鋤
群
醜
，
寶
劍
雙
飛
碎
眾
魔
。

鑄
造
蒼
生
新
模
範
，
安
排
黃
種
舊
山
河
。

澄
清
事
業
尋
常
舉
，
歐
亞
風
雲
亦
太
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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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
寅
八
月
返
鄉
雲
龍
、
永
安
，
盤
玩
數
日
，
由

建
飛
等
三
位
外
甥
陪
同
，
三
訪
離
永
安
十
五
公
里
的

諾
鄧
，
遊
諾
鄧
如
同
到
安
徽
遊
歙
縣
、
江
西
的
婺

源
，
以
及
浙
江
的
同
里
，
朱
家
角
一
帶
看
明
清
古
建

築
一
樣
。
不
過
，
這
些
地
方
都
以
小
橋
流
水
為
主
；

而
諾
鄧
則
是
完
全
依
山
勢
所
建
築
的
山
鄉
，
高
山
低

谷
，
滿
目
蒼
翠
，
鳶
飛
獸
走
，
鳥
語
鐘
鳴
，
尤
其
白

族
的
古
建
築
，
成
了
另
一
個
世
界
，
另
一
種
風
情
。

諾
鄧
，
外
省
人
沒
聽
過
，
連
雲
南
人
知
道
的
也

很
少
，
但
是
諾
鄧
之
名
，
遠
在
西
漢
元
封
二
年
（
公

元
前
一○

九
年
）
武
帝
即
在
雲
南
諾
鄧
等
產
鹽
地
區

專
設
了
一
個
「
比
蘇
」
縣
（
我
們
白
族
人
把
鹽
喊
成

「
比
」
，
而
「
蘇
」
是
藏
族
吃
鹽
地
方
把
「
人
」
叫

成
「
蘇
」
，
意
思
是
「
鹽
人
」
，
這
說
明
鹽
是
由
「
鹽

馬
古
道
」
送
到
西
藏
、
緬
甸
地
區
的
，
所
以
他
們
把

賣
鹽
的
人
叫
「
鹽
人
」
，
因
比
蘇
之
名
西
漢
把
它
設

為
產
鹽
的
專
縣
）
，
直
到
公
元
八
六
三
年
唐
代
人
樊

綽
寫
了
雲
南
最
早
的
一
本
史
書
「
蠻
書
」
中
，
才
有

了
正
式
的
記
載
「
劍
川
有
細
諾
鄧
井
」
，
因
南
詔
王

朝
把
比
蘇
縣
劃
歸
劍
川
節
度
使
管
轄
，
所
以
有
「
劍

川
有
細
諾
鄧
井
」
之
名
。

細
諾
鄧
井
的
「
細
」
，
從
何
而
來
沒
有
史
書
記

載
，
不
過
我
們
從
小
知
道
雲
龍
縣
有
五
井
最
出
名
，

即
縣
城
的
石
門
中
有
大
井
、
天
耳
井
、
保
豐
井
、
諾

鄧
井
；
而
其
中
以
諾
鄧
井
產
的
鹽
最
細
最
白
，
品
質

最
好
，
產
量
最
多
，
我
想
蠻
書
中
即
以
「
細
諾
鄧
」

名
之
，
不
無
道
理
。

八
月
十
日
上
午
，
三
個
外
甥
先
帶
我
到
往
天
池

山
頂
上
的
觀
景
台
，
觀
看
了
沘
江
在
諾
鄧
山
下
迴
流

成
天
然
太
極
圖
，
真
是
賞
心
悅
目
，
江
水
從
莊
坪
右

側
由
北
向
南
流
，
然
後
再
往
北
流
至
一
窩
羊
，
再
繞

過
我
們
叫
鵝
勃
子
的
山
向
南
流
，
讓
莊
坪
的
金
黃
稻

禾
與
鵝
勃
子
的
山
景
形
成
一
個
陰
陽
太
極
狀
，
這
是

自
然
界
的
一
種
奇
象
，
從
觀
景
台
往
下
看
，
看
不
到

故
鄉
遊─

三
訪
千
年
白
族
古
村
「
諾
鄧
」

楊

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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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零
一
零
年
四
月
二
十
七
日
至
二
十
九
日
在
雲

南
省
臨
滄
市
召
開
的
世
界
雲
南
同
相
聯
誼
大
會
，
真

是
盛
況
空
前
，
有
來
自
美
國
、
英
國
、
法
國
、
葡
萄

牙
、
義
大
利
、
澳
大
利
亞
、
俄
羅
斯
、
加
拿
大
、
阿

根
廷
、
巴
西
、
泰
國
、
緬
甸
、
菲
律
賓
、
荷
蘭
、
日

本
、
馬
來
西
亞
、
新
加
坡
、
阿
聯
酋
、
香
港
、
澳
門
、

台
灣
等
二
十
一
個
國
家
地
區
的
雲
南
同
鄉
和
海
外
特

邀
代
表
二
百
三
十
餘
位
。
大
會
以
相
聚
臨
滄
佤
鄉
，

攜
手
文
化
交
流
，
經
濟
發
展
為
主
題
。

臨
滄
位
居
瀾
滄
江
畔
因
而
得
名
，
是
個
神
奇
美

麗
的
地
方
，
山
清
水
秀
土
地
肥
沃
、
人
民
敦
厚
誠
實

善
良
好
客
、
極
富
人
情
味
，
市
區
街
道
整
潔
，
大
廈

高
聳
林
立
，
道
路
寬
廣
暢
通
且
兩
旁
花
木
爭
奇
鬥

艷
，
是
個
鳥
語
花
香
充
滿
希
望
的
現
代
化
新
都
市
，

尤
其
電
力
、
水
力
充
沛
，
深
具
經
濟
發
展
潛
力
，
是

一
個
投
資
和
居
住
的
好
地
方
。

臨
滄
世
代
繁
衍
著
傣
族
、
佤
族
、
拉
祜
族
、
布

朗
族
、
德
昂
族
、
彝
族
、
景
頗
族
等
二
十
三
個
少
數

民
族
，
少
數
民
族
佔
全
市
人
口
的
百
分
之
四
十
點

五
，
全
市
國
土
面
積
二
點
四
萬
平
方
公
里
，
轄
臨

翔
，
雲
縣
，
鳳
慶
，
永
德
，
鎮
康
，
耿
馬
，
滄
源
，

雙
江
等
七
縣
一
區
，
總
人
口
兩
百
三
十
九
點
六
萬
。

臨
滄
有
豐
富
的
資
源
，
光
榮
的
歷
史
文
化
，
多

彩
多
姿
的
自
然
風
光
，
尤
其
是
滄
源
「
古
崖
畫
群
」
，

歷
經
三
千
多
年
風
雨
和
時
光
的
打
磨
，
至
今
依
然
燦

爛
，
它
讓
世
人
知
道
人
類
從
起
源
到
發
展
的
全
部
奧

秘
，
被
中
外
史
學
家
譽
為
「
哀
牢
地
新
大
陸
，
滇
西

南
人
文
史
詩
」
；
耿
馬
石
佛
洞
，
文
明
禮
儀
之
幫
鳳

慶
的
「
文
廟
」
群
，
佤
山
滄
源
建
築
宏
偉
的
「
廣
允

緬
寺
」
、

省
農
克
硝
洞
遺
址
、
雲
縣
忙
懷
新
石
器

遺
址
等
人
文
景
觀
，
它
展
現
著
深
厚
的
文
化
氣
質
，

昭
示
著
在
這
塊
土
地
上
有
不
朽
古
代
文
明
，
還
有
風

景
秀
麗
的
永
德
大
雪
山
和
滄
源
的
南
滾
河
是
國
家
自

然
保
護
區
，
為
世
界
珍
貴
動
植
物
的
寶
庫
。

第
六
屆
世
界
雲
南
同
鄉
聯
誼
大
會
紀
要

俸

光

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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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
滄
是
世
界
著
名
的
「
滇
紅
之
鄉
」
是
世
界
種

茶
的
原
生
地
之
一
，
有
五
百
餘
年
的
種
茶
製
茶
歷

史
。
馮
紹
裘
先
生
一
九
三
八
年
創
辦
鳳
慶
滇
紅
茶

廠
，
「
滇
紅
」
茶
曾
一
舉
奪
得
巴
拿
馬
國
際
金
牌
獎
，

成
為
中
國
出
口
名
茶
。
全
市
茶
葉
年
產
量
四
點
八
萬

噸
，
年
銷
售
精
製
茶
二
點
四
五
萬
噸
。

臨
滄
也
是
亞
洲
獨
具
特
色
的
水
電
基
地
。
瀾
滄

江
流
經
臨
滄
境
內
二
百
三
十
二
公
里
，
在
壹
百
二
十

公
里
範
圍
內
先
後
建
有
三
座
百
萬
千
瓦
電
站
，
分
別

為
漫
灣
電
站
裝
機
容
量
一
百
五
十
萬
千
瓦
，
大
朝
山

電
站
裝
機
一
百
三
十
五
萬
千
瓦
，
小
灣
電
站
裝
機

四
百
二
十
萬
千
瓦
，
成
為
雲
南
省
西
電
東
送
，
雲
店

外
送
的
主
要
基
地
。

臨
滄
是
中
國
佤
族
文
化
的
薈
萃
之
地
。
佤
族
人

口
二
十
三
點
八
萬
人
，
佔
全
國
佤
族
總
人
口
的
三
分

之
二
，
滄
源
佤
族
自
治
縣
是
瓦
族
最
集
中
的
地
區
，

有
建
於
清
道
光
年
間
，
集
建
築
、
雕
刻
、
繪
畫
為
一

體
的
雲
南
民
族
特
色
，
南
傳
上
座
部
佛
教
代
表
建
築

的
「
廣
允
佛
寺
」
；
有
保
留
較
完
整
的
從
奴
隸
社
會

直
接
跨
入
現
代
文
明
的
瓦
族
原
始
群
居
村
落
；
有
豐

富
的
瓦
族
民
間
文
學
藝
術
和
獨
特
的
飲
食
文
化
。

臨
滄
也
是
雲
南
最
大
的
蔗
糖
和
酒
業
生
產
基

地
，
甘
蔗
種
植
面
積
一
百
四
十
二
點
七
萬
畝
，
產
量

五
百
三
十
四
萬
噸
，
有
機
製
糖
生
產
線
十
四
條
，
生

產
食
糖
六
十
九
萬
噸
，
滄
瀾
江
啤
酒
企
業
集
團
董
事

長
劉
光
漢
先
生
高
瞻
遠
矚
，
卓
越
領
導
，
日
益
茁

壯
，
創
新
發
展
，
酒
質
優
良
，
暢
銷
海
內
外
，
尤
以

泰
、
緬
、
越
三
國
最
盛
。
茅
糧
白
酒
企
業
集
團
也
正

迅
速
發
展
，
酒
業
在
臨
滄
蓬
勃
興
起
且
發
展
迅
速
。

臨
滄
是
昆
明
通
往
緬
甸
陸
上
最
近
的
通
道
，
全

市
有
滄
源
、
耿
馬
、
鎮
康
三
個
縣
與
緬
甸
接
壤
，
國

境
線
長
二
百
九
十
點
七
九
公
里
，
被
譽
為
南
方
絲
綢

之
路
，
西
南
絲
茶
古
道
。
當
人
民
走
近
瀾
滄
江
這
條

聞
名
於
世
的
河
流
時
便
會
體
味
到
「
東
方
多
瑙
河
」

具
有
的
獨
特
魅
力
，
當
你
跨
入
臨
滄
這
塊
西
南
邊
陲

的
土
地
，
便
會
感
受
到
北
回
歸
線
上
自
然
與
人
類
親

密
無
間
的
交
融
，
更
會
感
受
到
臨
滄
各
族
人
民
的
真

誠
和
熱
情
，
你
會
為

滄
江
的
濤
聲
所
激
動
，
也
會

為
多
姿
多
彩
的
民
族
風
情
所
陶
醉
，
上
述
實
情
境

況
，
絕
非
諂
諛
，
歡
迎
有
識
之
士
不
妨
親
自
一
遊
美

麗
的
臨
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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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
曉
情
勢  

固
守
要
點  

攻
守
無
隙  

基
地
如
失  

那
有
今
日  

軍
如
敗
北  

何
處
言
旋  

決
策
失
誤  

重
蹈
覆
轍  

愴
然
撤
台  

傷
痕
裂
痕  

歷
經
轉
折  

陸
軍
參
大  

實
踐
學
社  

連
續
深
造  

研
究
所
得  
著
述
獲
獎  

歷
任
要
職  

表
現
卓
越  

生
平
勛
績  

立
德
立
功 

智
信
兼
備  

仁
勇
既
全  

退
休
靜
養  

年
邁
多
病  

世
事
無
常  
老
將
辭
營  

訃
告
神
傷  

悲
淚
交
織  
悼
慕
深
切  

三
芝
北
海  

福
座
長
眠  

青
山
永
伴  

星
月
相
隨  

有
盡
言
詞  

不
盡
悽
楚  

明
公
安
息  

衷
心
傷
感

以
上
謹
述
其
生
平
犖
犖
大
者
﹐
藉
申
悼
念
﹐
並

誌
永
慕
﹗

楊  

蓁  

遊
雲
南
詩
作

◎

返
鄉
遇
雨

悶
坐
依
窗
望
，
斜
風
送
雨
來
；

芭
蕉
鳴
舊
韻
，
竹
筍
潤
新
栽
；

滴
滴
天
如
泣
，
瀟
瀟
歲
又
催
；

歸
鄉
時
靡
定
，
恐
待
過
黃
梅
。

遊
香
格
里
拉

◎

登
石
卡
山
遇
雨
還
晴

細
雨
疏
風
上
石
山
，
冷
杉
絕
壑
抱
腰
圜
；

彩
霓
一
撇
奔
雲
腳
，
瑞
雪
初
飄
映
鶴
顏
；

環
望
三
峰
聳
天
際
，
遠
瞻
五
嶺
隔
塵
寰
；

寒
中
佇
足
嬾
歸
去
，
賞
景
餐
嵐
獨
自
閑
。

註
：

一

.

三
峰
指
三
聖
山
：
仙
乃
日
、
夏
諾
多
杰
、	

	
	

央
邁
勇
。

二
.

五
嶺
指
：
梅
里
雪
山
、
碧
羅
雪
山
、
白
馬	

	
	

雪
山
、
玉
龍
雪
山
、
哈
巴
雪
山
。

雪
松

(

唐
繼
堯
民
國
前
七
年
二
十
二
歲
在
日
本

加
入
同
盟
會
時
作)

一
夜
東
風
雪
未
消
，
爭
春
桃
李
總
蕭
條
。

平
生
勁
節
超
凡
卉
，
任
是
天
寒
也
後
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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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
田
鳥
書
》
不
卑
不
亢
，
卻
旨
意
鮮
明
、
暗

藏
鋒
芒
。
因
其
字
裡
行
間
洋
溢
著
一
股
不
容
辯
駁
的

浩
然
正
氣
，
並
將
寧
為
玉
碎
的
英
雄
氣
概
表
現
得
酣

暢
淋
漓
，
故
被
世
人
贊
為
「
怒
血
沸
於
中
而
婉
詞
流

於
外
的
當
世
名
檄
」
。
《
答
田
島
書
》
很
快
被
刊
登

於
《
大
公
報
》
、
《
中
央
日
報
》
、
《
掃
蕩
報
》
等

報
紙
，
人
們
竟
相
傳
頌
，
歡
欣
鼓
舞
，
有
力
地
打
擊

了
日
寇
侵
略
與
誘
降
的
氣
焰
。
在
國
運
危
難
之
際
，

張
問
德
置
個
人
生
死
於
不
頑
，
從
容
若
定
，
守
正
不

阿
，
因
此
被
當
時
中
央
政
府
通
令
表
彰
，
稱
其
為

「
全
國
淪
陷
區
五
百
多
縣
縣
長
的
人
傑
楷
模
，
不
愧

富
有
正
氣
的
讀
書
人
」
。

騰
衝
光
復
後
，
張
問
德
不
顧
某
些
貪
贓
枉
法
之

軍
界
要
人
的
說
情
，
將
鍾
鏡
秋
等
漢
奸
就
地
正
法
，

一
時
大
快
人
心
，
然
後
便
毅
然
向
省
府
電
請
辭
去
縣

長
職
務
。
在
《
行
將
離
職
告
父
老
書
》
中
，
他
聲

稱
：
「
壬
年
五
月
十
日
寇
至
城
陷
，
余
受
命
危
難
，

邇
來
二
十
有
八
月
，
城
池
克
服
，
戰
事
告
蕆
，
顧
以

後
一
切
善
後
萬
緒
千
端
，
非
老
朽
所
能
勝
任
；
德
去

負
鄉
，
留
固
誤
鄉
，
與
其
誤
也
寧
負
，
然
以
今
日
之

負
鄉
，
或
可
補
將
來
之
誤
鄉
。
」
因
其
房
舍
毀
於
戰

火
，
卸
職
後
他
無
家
可
歸
，
只
得
借
住
白
果
巷
王
昭

明
家
，
後
又
赴
大
理
謝
客
以
讀
書
寫
作
，
淡
泊
自
苦

以
度
餘
生
。
張
問
德
臨
危
受
命
卻
又
功
成
身
退
，
其

凜
然
正
氣
、
錚
錚
鐵
骨
令
人
嘆
服
。
正
如
龔
自
知
贈

詩
所
云
：

臨
危
受
命
泣
孤
城
，
落
日
蒼
茫
阻
寇
兵
，
贏
得

罵
倭
書
一
紙
，
歸
田
長
輯
老
儒
生
。

經
後
人
刊
刻
而
成
的
張
問
德
《
答
田
島
書
》

碑
，
現
矗
立
於
騰
衝
縣
國
殤
墓
園
內
，
與
之
相
伴
的

是
三
千
三
百
六
十
四
位
抗
戰
陣
亡
將
士
的
英
魂
。		

	

（
楊
曉
勤
撰
）

戊
申
元
旦

(

唐
繼
堯
民
國
前
三
年
二
十
六
歲
時
作)

世
態
炎
涼
恨
未
均
，
蒼
生
多
少
竟
憂
貧
。

雄
心
起
舞
劉
琨
劍
，
誓
代
天
公
削
不
平
。

十
年
心
事
萬
夫
雄
，
聲
滿
雲
霄
氣
吐
虹
。

歲
月
頻
增
天
妒
我
，
勞
勞
戎
馬
又
春
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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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月
餘
，
後
移
至
台
南
東
山
國
小
，
年
底
到
嘉
義
梅

山
崎
頂
營
區
，
正
式
編
入
第
十
二
軍
官
戰
鬥
團
（
所

有
隊
員
都
是
緬
甸
撒
台
孤
軍
）
幼
年
兵
隊
。

結  
語

「
人
生
一
世
間
，
忽
若
風
吹
沙
」
，
個
人
自
少

及
壯
到
老
，
忙
忙
碌
碌
，
充
其
量
也
不
過
數
十
年
寒

暑
，
姑
不
論
是
順
境
還
是
逆
境
，
不
管
是
斜
風
細
雨

抑
或
是
波
譎
雲
詭
，
總
是
不
免
歷
盡
波
折
坎
坷
，
到

頭
來
仍
是
滿
目
秋
霜
蒼
顏
華
髮
而
已
。
一
俗
語
說
；

人
過
留
名
，
雁
過
留
聲
，
這
雖
是
俗
套
，
倒
也
十
分

貼
切
。
余
十
三
歲
被
逼
迫
飄
流
異
鄉
，
經
過
風
霜
雨

打
，
無
窮
試
鍊
，
茁
壯
成
長
，
未
能
淬
練
成
南
山
蒼

松
，
百
鍊
金
鋼
，
也
沒
有
任
何
成
就
或
是
什
麼
顯
赫

功
名
。
有
人
說
：
「
黃
埔
煉
鐵
，
復
興
崗
煉
鋼
。
」

這
兩
所
為
台
灣
培
育
政
、
軍
人
才
的
熔
爐
，
我
都
各

待
了
五
年
的
時
間
，
雖
未
能
鍛
鍊
成
鋼
與
鐵
，
但
畢

生
對
我
的
幫
助
受
益
無
窮
。
現
已
進
入
白
髮
蒼
蒼
，

齒
牙
動
搖
之
年
，
回
想
這
數
十
年
的
種
種
，
有
如
夢

幻
般
的
景
緻
，
始
終
迴
旋
在
心
靈
中
，
服
務
部
隊
任

基
層
連
長
時
，
一
九
七
四
年
民
國
六
十
三
年
秋
榮
膺

全
國
愛
民
模
範
，
九
月
三
日
第
廿
屆
「
九
三
」
軍
人

節
，(

六
三

)

國
防
部
激
泉
字
九
四
九
六
號
函
核
定

本
人
為
愛
民
模
範
，
到
台
北
接
受
全
國
表
揚
大
會
，

並
獲
頒
模
範
獎
金
暨
獎
章
。
軍
中
除
役
後
至
國
立
師

範
大
學
三
研
所
進
修
，
獲
聘
中
壢
南
亞
工
專
講
師
，

擔
任
中
國
近
代
現
代
史
課
程
，
整
天
與
學
生
相
處
在

一
起
，
自
覺
得
對
學
生
付
出
的
愛
比
責
備
多
。
二

○
○

七
年
民
國
九
十
六
年
榮
獲
陸
軍
軍
官
學
校
傑
出

校
友
，
獲
頒
「
親
愛
精
誠
」
獎
。
這
林
林
總
總
的
回

憶
，
加
之
民
國
四
十
二
、
三
年
那
種
呆
頭
呆
腦
的
整

天
高
喊
反
攻
大
雲
南
、
保
衛
大
台
灣
的
口
號
實
為
趣

談
。

永
盛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所
長
李
枝
啟
為
筆
者
二
十

餘
年
培
育
之
侄
兒
，
在
此
特
以
雲
南
鄉
親
互
勉
。

游
韓
感
賦

悲
水
愁
山
幾
斷
腸
，
天
公
何
獨
罪
東
方
。

蒼
生
苦
惱
人
相
食
，
猶
自
笙
歌
祝
虎
狼
。

衣
冠
猶
是
漢
威
儀
，
對
此
如
何
不
淚
垂
。

大
陸
龍
騰
三
萬
里
，
快
分
霖
雨
潤
藩
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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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生
活
、
習
慣
、
藝
文
到
社
群
活
動
，
正
反
映
了
忠

義
、
樂
天
、
博
愛
的
內
涵
，
我
們
相
信
南
投
雲
南
同

鄉
會
在
這
樣
文
化
基
礎
成
立
，
可
以
預
期
將
成
為
一

個
永
續
經
營
的
社
團
、
可
以
成
為
同
鄉
及
社
群
提
供

優
質
服
務
的
社
團
、
並
成
為
中
部
地
區
的
優
質
社
團
。

三
、
薪
火
傳
承
生
生
不
息
：
優
質
文
化
是
滋
養

族
群
成
長
的
要
素
，
相
關
文
化
的
發
揚
與
傳
承
，
也

正
是
相
關
社
團
光
大
的
泉
源
。
剛
剛
在
圖
書
館
中
看

到
滇
邊
國
軍
奮
鬥
生
活
中
的
點
點
滴
滴
，
也
是
黃
埔

精
神
的
發
揚
，
顯
示
了
大
時
代
中
華
兒
女
的
進
行
曲
，

讓
人
崇
敬
！
這
種
忠
義
，
刻
苦
的
奮
戰
精
神
，
反
映

的
是
熱
愛
中
華
文
化
，
愛
護
中
華
民
國
的
高
貴
情
操
，

這
樣
的
典
範
，
成
為
中
華
民
國
當
年
在
大
西
南
、
在

中
南
半
島
、
在
國
際
間
的
光
輝
！
清
境
火
把
節
要
傳

承
的
也
正
是
這
一
典
範
。
南
投
雲
南
同
鄉
會
的
前
輩

們
，
當
年
沐
浴
滇
邊
戰
鬥
文
化
的
洗
禮
！
隨
著
時
代

變
化
，
從
當
年
滇
邊
戰
鬥
英
雄
變
成
建
設
台
灣
的
菁

英
，
在
南
投
這
塊
土
地
上
，
融
入
了
原
住
民
文
化
、

新
移
民
文
化
後
的
清
境
文
化
，
必
能
在
時
代
進
程
中
，

傳
承
薪
火
、
生
生
不
息
。

謝
謝
大
家
。

(

上
接
三
三
七
頁

)

九
十
五
年
頒
參
萬
元
，
獲
獎
學
生
三
人
。

一
、
楊
光
美
女
潞
西
人
，
國
立
台
灣
大
學
機
械
工

程
研
究
所
博
士
班
一
年
級
。

二
、
晏
彩
霞
女
璐
西
人
，
國
立
台
灣
大
學
光
電
研

究
所
二
年
級
。

三
、
尹
榮
凱
男
潞
西
人
，
國
立
台
灣
大
學
電
機
研

究
所
二
年
級
。

九
十
六
年
頒
參
萬
元
，
獲
獎
學
生
三
人
。

一
、
楊
光
美
女
潞
西
人
，
國
立
台
灣
大
學
機
械
工

程
研
究
所
博
士
班
二
年
級
。

二
、
李
麗
珍
女
新
平
人
，
國
立
台
灣
師
範
大
學
圖

文
傳
播
研
究
所
一
年
級
。

三
、
張
君
福
男
騰
衝
人
，
私
立
長
榮
大
學
職
業
安

全
與
衛
生
研
究
所
二
年
級
。

九
十
七
年
頒
壹
萬
元
，
獲
獎
學
生
一
人
。

李
麗
珍
女
新
平
人
，
國
立
台
灣
師
範
大
學
圖
文
傳

播
研
究
所
二
年
級
。 　

以
上
自
八
十
九
年
至
九
十
九
年
共
十
一
年
計
頒
獎

學
金
二
十
一
萬
元
，
獲
獎
公
私
立
大
學
碩
士
班
研
究
生

共
十
九
人
，
博
士
班
研
究
生
兩
人
，
總
計
二
十
一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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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十
七
年
聯
誼
會
成
立
在
台
北
市
召
開
第
一
次
會

議
（
二
八
期　

二
三
六
頁
）

八
十
八
年
聯
誼
會
第
二
次
會
議
在
桃
園
縣
龍
潭
召

開
（
二
九
期　

二○

七
頁
）

八
十
九
年
聯
誼
會
第
三
次
會
議
在
台
東
雲
南
會
館

召
開
（
三○

期　

二
六
七
頁
）

九
十
年
聯
誼
會
第
四
次
會
議
在
花
蓮
縣
伊
江
餐
廳

召
開
（
三
一
期　

二
五
六
頁
）

九
十
一
年
聯
誼
會
第
五
次
會
議
在
高
雄
市
同
濟
堂

召
開
（
三
二
期　

二
三
六
頁
）

九
十
二
年
聯
誼
會
第
六
次
會
議
在
台
南
市
東
亞
樓

大
飯
店
召
開
（
三
三
期　

二
八
二
頁
）

九
十
三
年
聯
誼
會
第
七
次
會
議
在
台
北
市
召
開
修

訂
聯
誼
會
實
施
辦
法
（
三
四
期　

二
三
七
、
二
四
四
頁
）

九
十
四
年
聯
誼
會
第
八
次
會
議
在
桃
園
縣
大
溪
鎮

東
湖
餐
廳
召
開
（
三
五
期　

二
三
八
頁
）

九
十
五
年
聯
誼
會
第
九
次
會
議
在
台
東
市
更
生
路

一
家
餐
廳
召
開
（
三
六
期　

二
五
一
頁
）

九
十
六
年
聯
誼
會
第
十
次
會
議
原
訂
輪
由
花
蓮
縣

同
鄉
會
承
辦
，
然
經
聯
繫
後
得
悉
理
監
事
會
改
選
不
便

辦
理
，
因
而
停
辦
。

台
北
市
雲
南
同
鄉
會

自
中
華
民
國
中
央
政
府
播
遷
台
灣
後
，
滇
籍
在

台
鄉
親
為
抒
解
有
家
歸
不
得
之
苦
惱
，
即
不
定
時
小

聚
閒
話
家
常
，
進
而
看
到
各
省
同
鄉
會
紛
紛
成
立
，

遂
於
民
國
四
十
四
年
組
成
「
雲
南
省
同
鄉
聯
誼
會
」

公
推
蔣
公
亮
鄉
長
為
召
集
人
，
翌
年
改
由
周
爾
新
鄉

長
為
召
集
人
，
迄
五
十
八
年
正
式
發
起
成
立
雲
南
省

同
鄉
會
，
公
舉
楊
家
麟
鄉
長
為
第
一
屆
理
事
長
，
周

爾
新
鄉
長
出
任
總
幹
事
。
定
每
年
之
十
二
月
廿
五
日

雲
南
起
義
護
國
紀
念
日
召
開
會
員
大
會
，
總
幹
事
提

出
一
年
來
之
會
務
報
告
。
五
十
九
年
同
鄉
會
成
立
一

周
年
出
版
「
周
年
紀
念
年
刊
」
一
本
，
六
十
年
「
雲

南
文
獻
」
創
刊
，
會
務
報
告
刊
載
於
每
期
文
獻
中
，

記
錄
下
一
年
來
同
鄉
會
之
會
務
動
態
。
周
爾
新
鄉
長

台
灣
各
縣
市
雲
南
同
鄉

會
歷
年
會
務
報
告
索
引資

料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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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九年同鄉會新年團拜理監事合影

九十九年同鄉會新年團拜，丁資政懋石鄉長致詞
左起：宋常務理事炯，藺理事長斯邦，丁資政，沈常務監事徑瞻，

胡常務理事紹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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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9 月 28 日孔子 2561 周年誕辰騰衝民間祭孔大典
講話者為騰衝第一中學劉前校長振東先生

騰衝孔廟孔子像 祭孔大典男子洞經樂團彈奏

古洞經樂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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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白族古村諾鄧「騰蛟坊兼山門」( 本期有專文介紹 ) 楊蓁攝影

( 本期有專文介紹 ) 楊蓁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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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極邊第一城騰衝江東銀杏村，有專文介紹喲！

ㄧ棵雄銀杏樹可使方圓數十公
里內數萬株雌樹結果 

樹齡已 500 年之銀杏樹年產白
果數萬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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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後之騰衝文星樓

李根源鄉賢遺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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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宗
黃	

（
周
年
刊	

五
頁
）

袁
世
凱
稱
帝
和
雲
南
護
國
史
話	

	

丁
中
江
（
周
年
刊　

七
頁
）

護
國
與
開
國　

	

申
慶
璧
（
周
年
刊	

一
八
頁
）

雲
南
起
義
基
於
雲
南
士
習
之
弘
毅　

	

張
維
翰
（
第
一
期　

一
三
頁
）

雲
南
起
義
為
國
定
紀
念
日
重
要
文
獻　

	
李
宗
黃
（
第
一
期　

一
五
頁
）

紀
念
雲
南
護
國
起
義
之
認
識
與
啟
示	

	

蔣
公
亮
（
第
一
期　

二
八
頁
）

新
史
學
觀
點
論
中
國
現
代
史
有
關
雲
南
的
兩
個
問
題	

	

林　

（
第
一
期　

三
一
頁
）

護
國
紀
念
詩
篇　

	

張
維
翰
（
第
一
期	
三
二
頁
）

雲
南
起
義
在
歷
史
課
本
上
嚴
重
錯
誤
之
糾
正　

	

李
宗
黃
（
第
二
期	
五
頁
）

行
憲
護
國
與
民
族
復
興　

楊
家
麟
（
第
三
期	

一
頁
）

國
父
中
山
先
生
與
雲
南
起
義　

	

李
宗
黃
（
第
三
期　

二
頁
）

紀
念
雲
南
起
義
獻
詞　

	

簡
爾
康
（
第
四
期	

一
頁
）

雲
南
起
義
與
護
國
三
傑　

	

李
宗
黃
（
第
四
期　

八
頁
）

護
國
前
後　

	

李　

時
（
第
四
期　

一
二
頁
）

雲
南
起
義
六
十
週
年
紀
念
獻
辭

並
賀　

張
鄉
長

老
九
秩
華
誕　

	

簡
爾
康
（
第
五
期　

一
頁
）

護
國
軍
戰
役
實
錄
（
上
）　

	

張
維
翰
（
第
五
期　

三
頁
）

與
臺
大
李
守
孔
教
授
論
雲
南
護
國
起
義　

	

林　

（
第
五
期	

一
七
頁
）

正
視
雲
南
起
義
的
歷
史
價
值	

	

李
嘉
靖
（
第
五
期　

三
五
頁
）

徐
從
先
前
輩
護
國
紀
念
詩	

	

王
文
中
（
第
五
期　

九
六
頁
）

雲
南
起
義
六
十
一
周
年
獻
詞	

	

簡
爾
康
（
第
六
期　

二
頁
）

護
國
軍
戰
役
實
錄
（
下
）	

	

張
維
翰
（
第
六
期　

四
頁
）

雲
南
參
與
護
法
電
文
彙
誌	

	

資
料
室
（
第
六
期
八
六
頁
）

護
國
及
行
憲
紀
念
獻
詞	

簡
爾
康
（
第
七
期　

一
頁
）

雲
南
起
義
護
國
之
史
實	

張
維
翰
（
第
七
期　

九
頁
）

雲
南
首
義
歡
迎　

國
父
回
國
的
兩
篇
重
要
演
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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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
家
麟
（
周
年
刊		

一
頁
）

總
統
為
中
華
民
國
退
出
聯
合
國
決
定
告
海
內
外
全
體	

同
胞
書　

	

（
第
一
期　

一
頁
）

復
興
中
華
文
化
與
雲
南
地
方
文
獻　

	

楊
家
麟
（
第
一
期　

一
一
頁
）

實
業
計
劃
中
的
雲
南
交
通
建
設　

	
申
慶
璧
（
第
一
期　

三
四
頁
）

雲
南
在
反
共
鬥
爭
中
的
地
位　

	

移　

山
（
第
一
期　

四
一
頁
）

發
揮
潛
力
創
新
進
取　

楊
家
麟
（
第
二
期　

一
頁
）

遵　

蔣
總
統
遺
訓
光
大
生
命
意
義　

	

申
慶
璧
（
第
五
期　

三
七
頁
）

天
縱
聖
維　

總
統
蔣
公
頌　

	

張
維
翰
（
第
六
期　

一
頁
）

復
國
首
須
復
邊
芻
議　

	

	

朱
心
一
（
第
六
期　

一	

六
頁
）

上
總
統
電　

	

雲
南
同
鄉
會
（
第
九
期　

三
頁
）

由
雲
南
起
義
談
反
攻
復
國　

	

陶		

鎔
（
第
九
期　

四
頁
）

大
時
代
中
雲
南
人
的
重
大
使
命　

	

陶　

鎔
（
第
十
期　

三
頁
）

為
民
主
自
由
戰
鬥
的
雲
南
人
民　

	

林　

（
第
十
期　

二
九
頁
）

向
中
國
大
陸
救
災
總
會
致
賀
電　

	

（
第
十
二
期　

四
頁
）

負
起
雲
南
人
對
三
民
主
義
統
一
中
國
的
重
大
使
命　

	

	

陶
貫
成
（
第
十
二
期　

五
頁
）

簡
爾
康
應
邀
參
加
玻
國
發
行
紀
念
郵
票
儀
式　

	

黃
敬
質
（
第
十
二
期　

一○
○

頁
）

由
雲
南
起
義
論
光
復
大
陸　

	

陶		

鎔
（
第
十
三
期　

五
頁
）

與
豐
田
合
作
太
健
忘
及
其
他　

	

羅
衡
遺
著
（
第
十
五
期　

一
二
八
頁
）

團
結
一
致
擁
護
政
府
恢
宏
憲
政
功
能　

	

楊
家
麟
（
第
十
七
期　

四
頁
）

當
代
滇
人
對
國
家
應
作
的
努
力　

	

陶		

鎔
（
第
十
七
期　

七
頁
）

同
舟
一
命
，
消
弭
省
籍
情
結　

	

簡
漢
生
（
第
十
七
期　

三
二
頁
）

光
復
大
陸
方
能
解
開
中
國
結
與
台
灣
結　

	

陶		

鎔
（
第
十
七
期　

三
九
頁
）

「
民
主
與
法
治
」
座
談
引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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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
緬
邊
區
紀
行

(

上

)

	

張
枝
鮮
（
第
十
二
期　

二
四
頁
）

泰
北
行
記　

	

安　

溪
（
第
十
二
期　

三
八
頁
）

滇
邊
叢
林
中
的
大
學　

	
			

	

丁　

流
（
第
十
二
期　

五
二
頁
）

滇
軍
血
戰
臺
兒
莊　

	
邱
開
基
（
第
十
二
期　

六
八
頁
）

再
訪
泰
北　
　

申
明
珠
（
第
十
二
期　

一
六
一
頁
）

雲
南
反
共
救
國
軍
第
十
縱
隊
參
戰
薩
拉
渡　

	

李
達
人
（
第
十
三
期　

三
二
頁
）

蒙
自
沙
甸
伊
斯
蘭
教
胞
反
共
抗
暴
始
末　

	

楊
家
浩
（
第
十
三
期　

三
九
頁
）

泰
緬
邊
區
紀
行

(

下

)

	

張
枝
鮮
（
第
十
三
期　

四
四
頁
）

為
何
出
版
雲
南
反
共
大
學
校
史　

	

譚
偉
臣
（
第
十
四
期　

六
三
頁
）

台
北
泰
北
心
連
心　

	

聯
合
報
（
第
十
四
期　

七
四
頁
）

送
炭
到
泰
北
遭
人
眼
紅　

	

陳
春
木
／
周
玉
蔻　

（
第
十
四
期　

七
五
頁
）

透
視
中
共
「
毒
品
戰
略
」
下
的
「
金
三
角
」　

	

朱
心
一
（
第
十
五
期　

六
二
頁
）

血
染
考
可
山　

	

李
崇
文
（
第
十
五
期　

六
六
頁
）

血
染
考
可
山
讀
後　

	

長　

戈
（
第
十
五
期　

七○

頁
）

協
辦
八
縱
隊
「
緬
北
後
勤
工
作
」
瑣
記　

李
文
朝
口
述
／
何
耀
武
筆
記
（
第
十
五
期　

七
二
頁
）

泰
北
難
胞
急
需
要
經
濟
文
化
和
技
術
繼
續
支
援　

	

譚
家
祿
（
第
十
五
期　

一
二
四
頁
）

震
動
世
界
的
雲
南
反
共
救
國
軍
之
形
成
及
貢
獻

	
	

		

譚
偉
臣
（
第
十
六
期　

四
九
頁
）

「
單
槍
匹
馬
」
訪
泰
北　

	

雨　

盦
（
第
十
六
期　

七
二
頁
）

揭
剔
中
共
「
毒
品
戰
略
」
的
陽
謀　

	

朱
心
一
（
第
十
六
期　

七
四
頁
）

泰
北
美
斯
樂
地
區
種
茶
記　

	

李
先
庚
（
第
十
八
期　

一
二
七
頁
）

為
濟
助
泰
北
難
胞
而
奮
鬥
的
陳
友
旺　

	

譚
偉
臣
（
第
十
八
期　

一
二
八
頁
）

泰
北
四
少
年
一
夜
鄉
心
，
來
台
費
周
章
多
謝
恩
師　

	

	

林
念
平
（
第
十
八
期　

一
三
四
頁
）

老
兵
懷
舊
憶
猛
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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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服
務
團
」
隨
軍
出
征
散
記　

	

胡　

劍
（
第
二
三
期　

五
二
頁
）

雲
南
各
地
文
物
古
蹟
簡
述　

	

陳
開
國
（
第
二
三
期　

一○

四
頁
）

武
定
獅
山
正
續
寺
與
建
文
帝　

	
文　

景
（
第
二
三
期　

一
一○

頁
）

神
奇
靈
秀
石
寶
山　

	

李
建
恩
（
第
二
三
期　

一
一
三
頁
）

玉
池
「
神
水
」─

雲
南
華
夢
象
鼻
溫
泉
紀
游　

	

張　

羽
（
第
二
三
期　

一
一
七
頁
）

翠
湖
今
昔　

	

陳
起
鴻
（
第
二
三
期　

一
一
九
頁
）

走
出
封
閉
後
的
故
鄉─

雲
南　

	

世　

煒
（
第
二
三
期　

一
二
二
頁
）

思
茅─

待
開
發
的
寶
地　

	

鄭
希
賢　

施　

毅
（
第
二
三
期　

一
二
七
頁
）

雲
南
正
建
成
能
源
大
省　

	

雨　

珠
（
第
二
三
期　

一
三
四
頁
）

發
展
中
的
雲
南
交
通　

	

王
瑞
華
（
第
二
三
期　

一
三
八
頁
）

今
日
雲
南　

	

楊
國
粹
（
第
二
三
期　

一
四
四
頁
）

故
鄉
的
茶
與
飲
茶
習
俗　

	

時　

偉
（
第
二
三
期　

一
五
九
頁
）

雲
南
宣
威
火
腿
的
歷
史
，
現
況
和
前
景　

	

楊
集
成
（
第
二
三
期　

一
六
四
頁
）

漫
談
抗
戰
時
期
的
昆
明
小
吃　

	

東　

江
（
第
二
三
期　

一
七
一
頁
）

昆
明
大
觀
樓
長
聯
試
譯　

	

李
道
顯
（
第
二
三
期　

一
七
四
頁
）

黃
山
歸
來
話
黃
山　

	

沈
徑
瞻
（
第
二
三
期　

一
七
六
頁
）

諸
葛
孔
明
南
征
史
實　

	

段
榮
昌
（
第
二
四
期　

二○

頁
）

龍
雲
在
滇
史
蹟　

	

譚
家
祿
（
第
二
四
期　

三
一
頁
）

續
雲
南
航
空
之
最

(

二

)　

	

張　

騫
（
第
二
四
期　

七○

頁
）

六
十
五
年
前
，
昆
明
的
「
火
藥
爆
發
」
事
件　

	

萬
揆
一
（
第
二
四
期　

八
一
頁
）

國
家
級
重
點
保
護
文
物
曲
靖
地
區
的
「
爨
寶
子
碑
」

「
爨
龍
顏
碑
」
和
「
會
盟
碑
」　

	

楊
集
成
（
第
二
四
期　

一○

四
頁
）

整
控
摩
崖
石
刻　



-   392  -



-   393  -



-   394  -



-   395  -



-   396  -



-   397  -



-   398  -



-   399  -



-   400  -



-   401  -



-   402  -



-   403  -



-   404  -



-   405  -



-   406  -



-   407  -

后
希
鎧─

捐
建
銀
蓮
教
學
大
樓
回
饋
家
鄉
西
疇
母
校

　

	

周
爾
新
（
第
二
三
期　

八○

頁
）

還
鄉
赴
鄭
和
研
究
會
記　

	

申
慶
璧
（
第
二
三
期　

八
六
頁
）

觀
摩
北
京
烹
飪
技
術
決
賽
海
峽
兩
岸
餐
敘
文
化
交
流	

	
資
料
室
（
第
二
三
期　

一○

三
頁
）

「
先
庚
古
文
書
館
」
創
建
經
過
與
落
成
記　

	

王
立
志
（
第
二
四
期　

九
一
頁
）

一
九
九
四
雲
南
中
秋
聯
誼
活
動
紀
實　

	

馬
崇
寬
（
第
二
四
期　

九
九
頁
）

海
峽
兩
岸
台
滇
一
年
來
之
交
流
活
動　

	

馬
崇
寬
（
第
二
五
期　

一○

四
頁
）

台
灣
紀
行　

	

喬
易
夫
（
第
二
五
期　

一○

七
頁
）

返
鄉
捐
款
光
蓮
獎
學
金
暨
自
來
水
管
安
裝
紀
實　

	

李
道
顯
（
第
二
五
期　

一
一
二
頁
）

昆
明
美
食
之
旅　

	

馬
崇
寬
（
第
二
六
期　

一
四
二
頁
）

一
九
九
九
年
昆
明
世
界
園
藝
博
覽
會
簡
介　

	

安
珂
／
雲
華
（
第
二
八
期　

一
八
一
頁
）

觀
摩
「
九
九
」
昆
明
世
界
園
藝
博
覽
會　

	

馬
崇
寬
（
第
二
九
期　

一
五
九
頁
）

首
屆
「
世
界
雲
南
同
鄉
聯
誼
大
會
」
暨
昆
交
會
紀
要

　

	

譚
錦
鳳
（
第
二
九
期　

一
七○

頁
）

送
愛
心
回
雲
南─

一
九
八
八
年
十
二
月
雲
南
耿
馬
大

地
震
救
災
記
實

	

丁
中
江
（
第
三
十
期　

一
七
二
頁
）

台
灣
印
刷
高
等
教
育
雲
南
訪
問
團
赴
昆
紀
略　
　

	

李
興
才
（
第
三
十
期　

一
七
九
頁
）

雲
南
旅
港
同
鄉
會
千
禧
春
茗
聯
歡
暨
第
五
屆
董
事
就

職
典
禮
紀
要　

譚
偉
臣
（
第
三
十
期　

一
八
五
頁
）

香
港
之
遊　

	

馬
崇
寬
（
第
三
十
期　

一
八
七
頁
）

天
使
打
勾
勾
．
跨
越
新
世
紀─

雲
南
和
平
小
天
使
飛

揚
寶
島	

程
綠
苓
（
第
三
十
期　

一
九
三
頁
）

還
鄉
吟
（
八
一
感
懷
）　

	

楊
國
粹
（
第
三
十
期　

二
二
七
頁
）

世
界
留
台
校
友
聯
誼
總
會
與
緬
甸
在
台
校
友
聯
誼
會

成
立
誌
感　

	

藺
斯
邦
（
第
三
十
期　

二
二
八
頁
）

出
席
北
京
第
七
屆
世
界
印
刷
大
會
後
之
會
外
會─

《
中
華
印
刷
通
史
》
出
版
座
談
會
紀
要　

	

李
興
才
（
第
三
一
期　

一
二
七
頁
）

第
二
屆
世
界
雲
南
同
鄉
聯
誼
大
會
簡
介　

	

譚
偉
臣
（
第
三
一
期　

一
三
三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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