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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
汉
太
尉·

杨
震



东
汉
大
尉
杨
震
：(

公
元49

年
一124

年)

字
伯
起
，
少
好
学
，
师
从
太
常
桓
郁
，
习
《
欧
阳
尚
书
》
明

经
博
览
无
不
穷
究
，
时
称
关
西
孔
子
，
杨
震
居
家
讲
学20

余
年
，
后
客
居
湖
城(

今
灵
宝
县
豫
灵
镇),

建
造
“
校

书
堂
”,
校
书
授
徒
，
不
受
州
、
郡
长
官
所
聘
。
后
来
大
将
军
邓
骘
久
闻
杨
震
贤
明
，
推
举
他
为
茂
才
，
任
城

令(

今
湖
北
荆
州)

时
年50

岁
。后
升
任
东
莱(

今
山
东
掖
县)

郡
太
守
。
上
任
途
中
经
昌
邑(

今
山
东
金
乡
县
所
辖)

遇
昌
邑
县
令
王
密
，(
寅
夜
拒
金
，
见
典
故106

页),

故
杨
氏
堂
号
大
多
都
称
“
四
知
堂
”
。
经
《
中
华
杨
氏
通

谱
》
编
委
会
提
议
《
湖
南
杨
氏
通
谱
》
统
一
认
定
震
公
为
中
华
杨
氏
通
谱
通
辈
一
世
形
象
祖
。





庐
陵
瓜
瓞·

杨
辂

杨
辂
：
字
殷
驾
，
号
朴
斋
。
进
士
及
第
，
唐
末
为
吉
州(

治
所
在
庐
陵
，
即
今
江
西
吉
安
市)

刺
史
，
杨

行
密
克
扬
州
。
据
江
西
，
唐
昭
宗
下
诏
拜
行
密
弘
农
郡
王
，
后
复
诏
拜
行
密
东
面
诸
道
行
营
都
统
、
检
校
太

师
、
中
书
令
、
封
吴
王
。
杨
辂
仕
杨
吴
，
为
虞
部
侍
郎
。
辂
因
爱
庐
陵
山
水
之
美
，
与
其
诸
子
遂
居
家
庐
陵
，

为
庐
陵
杨
氏
始
祖
。
卒
于
庐
陵
县
衙
内
，
葬
吉
水
县
六
十
三
都(

五
里
为
邑
，
十
邑
为
都)

鹧
鸪
西
湖
。
明
嘉

靖
辛
卯
年(

1
54

7
)

建
祠
于
庐
陵
城
南
，
郡
守
杨
奕
撰
祠
堂
记
，
每
年
仲
冬
朔
日
祭
祀
。
娶
郑
氏
，
生
二
子
：

锐(

字
云
峦)

、
铤(

字
云
嶙)
。
继
娶
郭
氏
，
生
三
子
：
锋(

字
云
岩)

、
钊(

字
云
嵋)

、
耸(

字
云
岫)

;

再
娶
郭

氏
，
生
四
子
；
职(

字
云
拔)

、
聪(
字
云
宽
、
栋(

字
云
柏)

、
棵(

字
云
定)

。
其
裔
孙
支
派
繁
衍
遍
布
各
地
。

现
根
据
中
华
杨
氏
通
谱
编
辑
部
查
证
，
湘
赣
两
省
的
宜
春
、
萍
乡
、
浏
阳
、
醴
陵
、
攸
县
、
邵
阳
、
娄

底
、
连
源
、
衡
阳
、
常
宁
、
耒
阳
、
祁
阳
等
地
大
部
分
杨
氏
均
系
辂
公
后
裔
。

编
者
按
：
杨
辂
的
上
世
祖
源
有
多
种
说
法
，
有
些
谱
载
杨
辂
系
归
厚
子
，
有
些
则
载
文
友
子
，
而
史
书
记
载

有
两
个
文
友
同
名
，
经
湖
南
杨
氏
通
谱
编
委
会
查
证
，
一
致
决
定
以
上
海
杨
年
健
编
《
杨
氏
命
脉
溯
源
》
一

书
为
基
准
，
将
杨
辂
接
于
文
友
之
后
较
为
合
理
，
详
见
本
谱
第
五
编
第
十
一
章(

9
6

页)

“
贤
达
论
祖
”
第
八

节
“
吉
水
杨
氏
祖
考
论
”
。





云
岫
公
简
介

杨
氏
梅
州
开
基
始
祖
云
岫
公

讳
耸
，
公
元8

8
1-

9
63

年
，
是
全
国
始
祖
杨
杼
公
第6

4

世
孙
。

公
赐
进
士
，
历
官
都
御
史
，
朝
议
大
夫
。
曾
出
任
潮
阳
郡(

今
潮
安)

刺
史(

太
守)

。

云
岫
公
生
平
为
人
谦
慎
，
厚
重
简
默
、
才
德
兼
优
，
存
心
仁
爱
，
孝
行
惇
笃
，
仗
仁
疏
才
，
乐
善
好
施
，
人

称
贤
吏
。

他
祖
籍
江
西
庐
陵(
吉
水)

,

公
元9
44

年
潮
州
刺
史
任
满
后
告
老
还
乡
。
途
经
敬
州(

今
梅
州)

时
，
见
此

山
川
秀
丽
，
意
欲
在
此
宠
居
。
公
元9

4
6

年
便
迁
至
梅
州
，
于
水
南
里
筑
室
开
基(

即
今
梅
江
区
江
南
酶
新
路

白
马
六
巷)

。
故
古
有
文
章
记
载
“
未
有
梅
州
，
先
有
杨
姓
”
。
杨
姓
在
梅
州
开
基
早
于
梅
州
建
制2

5

年
。

云
岫
公
配
欧
阳
氏
，
敕
封
积
庆
夫
人(
公
元8

8
2-

9
74

年)
,

享
年9

3

岁
。
副
配
王
氏
。
生
三
子
；
思
孝
、
思

恭
、
思
聪
。
后
裔
极
其
昌
盛
，
遍
布
粤
、
赣
、
闽
、
桂
、
云
、
川
、
黔
、
湘
、
浙
及
港
澳
台
、
南
洋
等
地
，

约
八
百
多
万
人
，
后
代
人
才
辈
出
，
古
代
有
状
元2

名
、
进
士1

0
0

多
名
；
近
代
有
中
科
院
院
士3

名
、
将

军1
00

多
名
。



吴
王
立
国·

杨
行
密

吴
武
帝
杨
行
密(

85
1

—9
05

年)
,

字
华
源
，(

资
治
通
鉴
又
称
杨
行
衍
，
字
化
源)

安
徽
合
肥
人
，
自
幼
家

境
贫
寒
，
但
他
力
大
无
比
，
可
将
一
百
多
斤
重
的
东
西
举
起
，
行
走
如
飞
，
能
日
行
三
百
里
。
唐
末
响
应
黄

巢
起
义
。
编
为
队
长
。
后
被
官
军
所
获
，
因
爱
其
才
，
释
后
自
统
兵
升
至
庐
州
制
史
，
景
福
元
年(

8
92

年)

拜
淮
南
节
度
使
。
他
骁
勇
善
战
。
以
自
己
的
才
能
和
魄
力
很
快
应
足
扬
州(

今
属
江
苏)

唐
天
复
元
年(

9
01

年)

受
封
吴
王
，
建
立
吴
国
。
由
于
久
经
战
乱
，
扬
州
到
处
荒
芜
，
民
不
聊
生
。
他
接
任
后
注
重
安
抚
百
姓
，
发

展
生
产
，
奖
励
耕
作
，
轻
徭
薄
赋
，
厉
行
节
俭
。
使
吴
国
很
快
恢
复
一
片
繁
荣
景
象
，
人
民
生
活
富
裕
，
社

会
稳
定
和
谐
。
唐
哀
宗
天
佑
二
年(

9
05

年)

杨
行
密
逝
。
长
子
杨
渥
继
位
称
帝(

曰
景
帝)

)
,

尊
杨
行
密
为
吴
武

帝
。
后
次
子
杨
隆
演(

宣
帝)

,

四
子
杨
溥
睿
宗
先
后
继
位
。
吴
立
国
二
朝
四
帝
历3

6

年(
8
92

—9
3
7

年)

襄
政

四
十
七
年
。

编
者
按
：
吴
国
是
后
唐
五
代
十
国
之
一
的
政
权
，
然
而
史
书
称
吴
国
为
伪
吴
，
是
否
公
正
，
历
朝
多
有

别
论
，
吴
亡
后
，
他
的
子
孙
分
别
涉
迁
海
陵(

今
江
苏
泰
州)

,

润
州(

今
镇
江)

等
地
生
息
繁
衍
至
今
四
十
余
代
。



开
皇
英
主·

杨
坚

隋
文
帝
杨
坚(541

—604

年)

弘
农
华
阴
人
，
幼
名
那
罗
延
，
北
周
时
因
父
勋
赐
姓
普
六
茹(

如)

氏
，
又
名

普
六
如
坚
。
在
北
周
大
定
元
年(581

年)

废
周
静
帝
自
立
，
建
立
隋
朝
，
改
元
开
皇
，
在
位24

年(581

—604

年)

称
隋
文
帝
，
结
束
了
中
国
自
东
汉
末
年
以
后
至
南
陈
后
主
，
近
三
百
六
十
余
年
的
分
裂
割
据
局
面
，
统
一

了
中
国
。
改
革
各
种
制
度
，
创
科
举
、
均
田
地
、
减
赋
税
、
厉
行
节
俭
、
使
社
会
安
定
。
百
姓
富
裕
，
极
尽

辉
煌
。
成
为
中
国
历
史
上
为
数
不
多
的
几
位
开
国
英
主
之
一
。

（
隋
文
帝
杨
坚
像
）

编
者
按
：
美
国
有
爱
尔
克·

哈
特
所
著
的
世
界
历
史
上
最
有
影
响
的100

位
皇
帝
，
其
中
隋
文
帝
名
列
第
八
十

二
位
。
他
在
文
中
写
道
：
隋
朝
创
立
的
科
举
制
度
为
中
国
历
朝
选
拔
和
培
养
了
众
多
德
才
兼
备
的
精
英
人
才

进
入
朝
庭
，
西
方
各
国
大
都
仿
校
，
这
一
制
度
一
直
延
续
一
千
多
年
，
直
到
清
朝
末
年
才
结
束
，
为
中
国
和

世
界
社
会
发
展
起
到
了
积
极
推
动
作
用
。





文
治
武
功·

杨
广

隋
炀
帝
杨
广(569

—618

年)

隋
文
帝
次
子
，
名
英
，
仁
寿
四
年(604

年)

即
位
，
称
隋
炀
帝
，
改
元
大
业
。

在
位
期
间
，
文
治
武
功
、
修
运
河
、
复
长
城
、
兴
科
举
、
强
集
权
、
去
豪
强
、
威
四
夷
、
征
西
域
、
汇
通
天

下
。
纵
观
中
国
历
史
是
没
有
几
个
皇
帝
能
够
做
得
到
的
，
确
实
有
功
于
社
稷
。
为
李
唐
氏
几
百
年
的
天
下
搭

下
了
稳
固
的
基
础
，
但
是
由
于
长
期
滥
发
民
力
，
无
休
无
止
，
官
怨
民
疲
，
而
引
发
民
乱
，
导
致
了
隋
朝
迅

速
瓦
解
，
成
为
一
个
短
命
朝
代
。
因
此
，
在
历
史
上
也
留
下
了
一
些
负
面
影
响
。
唐
朝
所
撰
修
的
《
隋
书
》

其
日
的
是
为
了
吸
取
隋
亡
的
教
训
，
巩
固
李
唐
政
权
。
自
然
把
隋
炀
帝
说
得
一
无
是
处
、
历
史
上
都
是
如
此
，

每
个
新
生
政
权
总
是
将
前
一
个
朝
代
最
后
一
个
皇
帝
尽
量
贬
低
，
以
彰
新
朝
的
宽
宏
大
德
，
顺
应
民
心
。(

如

武
王
伐
纣
，
三
国
时
蜀
后
主
刘
禅
…
…)
因
此
后
世
人
承
袭
《
隋
书
》
之
说
，
加
以
小
说
、
评
书
、
戏
剧
的
渲

染
将
隋
炀
帝
说
得
是
昏
庸
无
道
、
穷
侈
极
恶
、
这
是
很
不
公
正
的
。

编
者
按
：
当
今
我
国
将
隋
大
运
河
向
世
界
申
遗
也
是
全
世
界
还
隋
炀
帝
一
个
公
道
，
以
期
描
开
这
位
伟
大
的

“
暴
君
”
的
真
实
面
貌
。
我
们
也
期
待
大
运
河
申
遗
的
工
程
早
日
成
功
。





吴
王
立
国·

杨
行
密

吴
武
帝
杨
行
密(851

—905

年),

字
华
源
，(

资
治
通
鉴
又
称
杨
行
衍
，
字
化
源)

安
徽
合
肥
人
，
自
幼
家
境

贫
寒
，
但
他
力
大
无
比
，
可
将
一
百
多
斤
重
的
东
西
举
起
，
行
走
如
飞
，
能
日
行
三
百
里
。
唐
末
响
应
黄
巢

起
义
。
编
为
队
长
。
后
被
官
军
所
获
，
因
爱
其
才
，
释
后
自
统
兵
升
至
庐
州
制
史
，
景
福
元
年(892

年)

拜
淮

南
节
度
使
。
他
骁
勇
善
战
。
以
自
己
的
才
能
和
魄
力
很
快
应
足
扬
州(

今
属
江
苏)

唐
天
复
元
年(901

年)

受
封
吴

王
，
建
立
吴
国
。
由
于
久
经
战
乱
，
扬
州
到
处
荒
芜
，
民
不
聊
生
。
他
接
任
后
注
重
安
抚
百
姓
，
发
展
生
产
，

奖
励
耕
作
，
轻
徭
薄
赋
，
厉
行
节
俭
。
使
吴
国
很
快
恢
复
一
片
繁
荣
景
象
，
人
民
生
活
富
裕
，
社
会
稳
定
和

谐
。
唐
哀
宗
天
佑
二
年(905
年)
杨
行
密
逝
。
长
子
杨
渥
继
位
称
帝(

曰
景
帝)),

尊
杨
行
密
为
吴
武
帝
。
后
次
子

杨
隆
演(

宣
帝),

四
子
杨
溥
睿
宗
先
后
继
位
。
吴
立
国
二
朝
四
帝
历36

年(892

—937

年)

襄
政
四
十
七
年
。

编
者
按
：
吴
国
是
后
唐
五
代
十
国
之
一
的
政
权
，
然
而
史
书
称
吴
国
为
伪
吴
，
是
否
公
正
，
历
朝
多
有
别
论
，

吴
亡
后
，
他
的
子
孙
分
别
涉
迁
海
陵(

今
江
苏
泰
州),
润
州(

今
镇
江)

等
地
生
息
繁
衍
至
今
四
十
余
代
。



初
唐
四
杰·

杨
炯

初
唐
四
杰
，
杨
炯(

65
0

—6
93

年)
,

初
唐
诗
人
，
陕
西
华
阴
人
，
因
排
行
第
七
，
人
称
杨
七
。
出
身
寒
微
，

勤
奋
好
学
，
才
思
敏
捷
。1

0

岁
被
誉
为
神
童
，
唐
上
元
三
年(

6
76

年)

应
举
，
授
校
书
郎
，
累
官
崇
文
馆
大

学
士
，
太
子
詹
事
司
直

因
弟
杨
神
让
参
于
徐
敬
业
起
兵
反
武
则
天

被
贬
梓
州
参
军
，
任
盈
川
令
。
时
与
王

勃
、
卢
照
邻
、
骆
宾
王
，
并
称
为
初
唐
四
杰
。



飞
山
太
公·

再
思

飞
山
太
公
杨
再
思(

8
69

—9
5
7

年)

弘
农
杨
氏
后
裔
，
他
的
父
亲(

杨
居
忠
，
亦
说
居
本)

居
住
在
淮
南
、

授
唐
朝
执
金
吾
大
将
军
，
后
戌
边
叙
州(

今
湖
南
黔
阳
、
会
同
、
靖
州
一
带)

。
杨
再
思
出
生
于
叙
州(

会
同
朗

溪)

青
年
时
期
随
父
征
战
，
屡
建
功
勋
，
后
被
江
陵
节
度
使
举
荐
为
叙
州
知
州
、
从
此
成
为
湘
、
黔
、
桂
各
民

族
共
同
拥
戴
的
首
领
。
在
他
统
领
辰
州
、
叙
州
、
靖
州
时
期
政
治
清
明
，
人
民
安
居
乐
业
，
为
国
家
的
统
一

做
出
了
巨
大
贡
献
，
后
人
为
了
纪
念
他
，
在
靖
州
飞
山
寨
宝
鼎
峰
，
建
飞
山
庙
，
又
名
威
远
候
庙
，
宋
神
宗

元
丰
六
年(

1
08

3

年)

奉
旨
重
修
改
建
于
飞
山
主
峰
，
后
多
次
改
建
、
修
葺
。
飞
山
庙
气
势
恢
宏
、
壮
观
，
成

为
西
南
各
民
族
大
团
结
的
象
征
。
他
的
后
裔
遍
布
湘
、
黔
、
桂
各
地
。



闽
学
始
祖·

杨
时

闽
学
始
祖
龟
山
杨
时(

1
05

3

—1
1
35

)
,

福
建
将
乐
人
，
宋
代
理
学
家
，
自
幼
聪
明
好
学
，
宋
神
宗
熙
宁
九

年(
1
07

6
年)

进
士
，
后
师
从
理
学
大
师
程
颢
、
程
颐
兄
弟
学
习
理
学(

详
见
典
故
佚
事1

0
7

页)
,

后
任
工
部
侍

郎
，
国
子
祭
酒(

掌
管
全
国
文
化
、
教
育
、
科
考
等
事
宜)

等
职
，
为
官
清
正
廉
明
，
倍
受
时
人
称
颂
，
是
宋

代
闽
学
的
创
始
人
，
人
称
龟
山
先
生
，
学
识
渊
博
，
著
述
丰
富
。
学
生
满
天
下
。
他
的
后
裔
遍
布
全
国
各
地
，

居
住
在
将
乐
县
的
后
裔
已
传
三
十
六
代
。



无
敌
将
军·

杨
业

杨
业(

9
32

—9
8
6)

“
杨
家
将
”
的
开
创
者
，
初
名
重
贵
，
又
名
继
业
，
保
德
火
山(

今
山
西
河
曲
南)

人
，

世
为
麟
州(

今
陕
西
神
木
北)

地
方
首
领
。
北
汉
亡
后
入
宋
，
任
知
代
州
，
曾
在
雁
门
关
大
破
契
丹
兵
，
人
称

“
杨
无
敌
”
。
北
宋
首
都
东
京
卞
梁
建
有
“
天
波
杨
府
”(

见
胜
景
寻
芳1

0
4

页)

其
事
迹
在
当
时
即
被
广
泛

传
颂
。
后
经
评
话
、
戏
剧
、
小
说
的
渲
染
，
逐
渐
形
成
脍
炙
人
口
的
杨
家
将
故
事
。





诚
斋
诗
人·

万
里

杨
万
里(

11
2
7

—1
2
06

年)

字
廷
秀
，
号
诚
斋
，
江
西
吉
水
人
，
幼
年
家
境
清
贫
，
读
书
特
别
用
功
，
宋

绍
兴
二
十
四
年(

1
15

4

年)

考
中
进
士
，
任
赣
州
参
军
，
不
久
即
任
永
州
零
陵
县
丞
，1

1
70

年
上
书(

上
虑
策)

受
朝
廷
赏
认
，
升
任
太
常
博
士
，
吏
部
侍
郎
，1
1
86

年
任
枢
密
院
检
详
官
兼
太
子
侍
读
，
受
到
太
子
的
尊
重
。

他
还
向
朝
庭
推
荐
了
朱
熹
等
多
位
名
士
，
被
任
命
为
接
伴
金
朝
贺
正
旦
使
，
因
反
对
朝
廷
铸
铁
钱
被
贬
为
赣

州
知
州
，
未
上
任
，
闲
居
在
家
。
他
性
格
刚
毅
，
为
官
直
言
敢
谏
，
受
到
孝
宗
和
光
宗
的
称
赞
。
他
与
陆
游
、

范
成
大
、
尤
袤
并
称
南
宋
四
大
家
。
长
于
诗
文
，
平
生
写
诗
二
万
多
首
，
他
写
诗
反
对
摹
拟
前
人
，
师
法
自

然
，5

0

岁
以
后
逐
渐
形
成
自
己
的
风
格
，
自
创
一
体
，
被
称
为
“
诚
斋
体
”
善
于
从
日
常
生
活
中
找
题
材
。

现
存
诗
文
集1

3
3

卷4
2
00

余
首
。

编
者
按
：
有
宋
光
宗
皇
帝
御
书
题
诗
二
首
为
赞
：

题
杨
诚
斋
梅
花
诗
二
首

梅
雨
晓
来
初
破
粉
，
枝
头
芍
药
斗
清
新
。
上
林
未
许
群
花
放
，
先
报
阳
和
数
点
春
。

闲
来
庭
院
日
初
长
，
春
着
梅
花
漫
烂
芳
。
雨
洒
繁
荣
浑
似
雪
，
半
随
风
雪
泛
余
香
。



共
和
主
政·

杨
尚
昆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主
席
杨
尚
昆(1907

—1998

年),

四
川
潼
南
人
，1925

年
加
人
中
国
共
产
主
义
青
年
团
，

1926
年
加
入
中
国
共
产
党
。1927

年
一1931

年
在
苏
联
莫
斯
科
中
山
大
学
学
习
。
回
国
后
任
上
海
全
国
总
工

会
宣
传
部
长
，
党
团
书
记
、
中
共
江
苏
省
委
宣
传
部
长
，
中
共
中
央
宣
传
部
长
，
他
是
中
国
共
产
党
最
早
的

新
闻
工
作
者
之
一
，
参
加
长
征
后
，
任
陕
甘
支
队
政
治
部
主
任
，
野
战
军
政
治
部
主
任
，
中
共
中
央
北
方
局

书
记
，1945

年
以
后
长
期
担
任
中
共
中
央
办
公
厅
主
任
。
文
革
期
间
被
错
误
地
撤
销
一
切
职
务
，
长
期
监
禁
。

1978

年
恢
复
名
誉
后
，
任
中
共
广
东
省
委
第
二
书
记
、
副
省
长1980

年
增
选
为
全
国
人
大
常
委
会
副
委
长
兼

秘
书
长
。1981

年
后
任
中
央
军
委
秘
书
长
，
军
委
常
务
副
主
席
。
中
国
共
产
党
十
二
届
一
中
全
会
当
选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主
席
。



（
青
年
时
代
杨
尚
昆
像
）



巾
帼
英
烈·

杨
开
慧

（1920

年
毛
泽
东
与
杨
开
慧
在
长
沙
结
婚
像
）

杨
开
慧(1901

—1930),

女
，
字
云
锦
，
乳
名
霞
，
又
称
霞
姑
，
湖
南
长
沙
县
板
仓
人
，
是
我
国
著
名
教
育

家
杨
昌
济
先
生
的
女
儿
，
自
幼
受
父
熏
陶
，
打
下
了
较
好
的
文
化
基
础
，
形
成
了
坚
毅
刚
强
的
性
格
，1912

年
杨
昌
济
先
生
留
学
归
国
后
在
湖
南
省
第
一
师
范
任
教
。
时
在
一
师
读
书
的
毛
泽
东
等
一
批
进
步
学
生
，
常

来
老
师
家
中
请
教
。
开
慧
常
听
他
们
谈
论
治
学
做
人
和
救
国
救
民
之
道
，
非
常
敬
服
毛
泽
东
的
宏
论
卓
识
，

心
窃
爱
慕
。
后
随
父
赴
北
京
，
时
毛
泽
东
亦
在
北
大
图
书
馆
工
作
，
为
组
织
赴
法
勤
工
俭
学
，
常
到
杨
家
集

会
，
开
慧
又
有
机
会
接
受
毛
泽
东
的
影
响
，
经
常
在
一
起
读
书
讨
论
，
志
同
道
合
，
感
情
日
深
。
一
九
二0

年
，
杨
昌
济
病
逝
。
开
慧
同
家
人
扶
柩
回
乡
。
后
进
入
福
湘
女
中
读
书
，
同
年
冬
与
毛
泽
东
结
婚
，
加
入
中

国
共
产
主
义
青
年
团
。1922

年
加
入
中
国
共
产
党
。
一
直
跟
随
毛
泽
东
奔
波
于
长
沙
、
上
海
、
韶
山
、
广
州
、

武
汉
等
地
从
事
党
的
秘
密
工
作
，
开
展
工
农
运
动
，
并
劝
其
母
将
父
亲
逝
世
时
亲
友
所
赠
奠
仪
捐
献
作
为
革

命
活
动
经
费
。1927

年
党
的
“
八
七
”
会
议
后
，
毛
泽
东
回
湖
南
组
织
秋
收
起
义
。
她
带
领
三
个
孩
子(

岸
英
、

岸
青
、
岸
龙)

同
回
长
沙
，
继
续
从
事
党
的
工
作
。
不
料
这
次
竟
然
是
她
与
毛
泽
东
的
最
后
一
次
会
面
。1930

年
底
红
军
攻
下
长
沙
，
中
共
党
组
织
由
秘
密
转
向
公
开
，
杨
开
慧
的
身
份
也
随
之
公
开
。
大
革
命
失
败
后
，



在
极
其
严
重
的
白
色
恐
怖
下
，
她
仍
然
坚
持
地
下
斗
争
。
同
年10

月
被
捕
，
在
狱
中
，
不
畏
敌
人
的
严
刑
拷

打
，
威
逼
利
诱
，
表
现
了
一
个
杰
出
的
共
产
党
人
崇
高
气
节
和
舍
生
取
义
的
牺
牲
精
神
。11

月14

日
在
长
沙

英
勇
就
义
，
时
年29

岁
。
后
毛
泽
东
在
井
岗
山
闻
讯
后
，
深
感
悲
恸
，
谓
之
：
“
开
慧
之
逝
，
百
身
莫
赎
。
”

编
者
按
：1957

年
毛
泽
东
填
词
一
首
“
蝶
恋
花·

签
李
淑
一
”(

详
见
本
谱
诗
、
联
、
词
、
赋
第112

页),

充
分
体
现
了
一
代
领
袖
，
对
夫
人
的
深
切
怀
念
和
哀
思
，
以
慰
开
慧
在
天
之
灵
。



百
战
英
豪·

杨
得
志

百
战
英
豪
杨
得
志(1911

—1994

年),

湖
南
醴
陵
人
，1928

年
参
加
工
农
革
命
军
，同
年
加
入
中
国
共
产
党
，

曾
任
红
军
班
长
、
稚
长
、
连
长
、
科
长
、
团
长
、
红
一
军
第
一
师
副
师
长
，
第
二
师
师
长
长
征
途
中
组
织
十

七
勇
士
强
渡
大
渡
河
，
为
红
军
顺
利
北
上
打
开
了
通
道
。
抗
日
战
争
时
期
任
八
路
军
一
一
五
师
团
长
、
旅
长
，

冀
鲁
豫
支
队
司
令
员
，
二
纵
队
司
令
员
兼
冀
鲁
豫
军
区
司
令
员
。
解
放
战
争
时
期
任
一
纵
司
令
员
，
晋
察
冀

野
战
军
司
令
员
，
第
二
兵
团
，
第
十
九
兵
团
司
令
员
、
新
中
国
成
立
后
任
十
九
兵
团
司
令
员
兼
陕
西
省
军
区

司
令
员1951

年
率
部
参
加
抗
美
援
朝
，先
后
任
志
愿
军
第
十
九
兵
团
司
令
员
、志
愿
军
副
司
令
员
、司
今
员
指

挥
著
名
的
上
甘
岭
战
役
。荣
获
朝
鲜
民
主
主
义
共
和
国
一
级
国
旗
勋
章
一
枚
，一
级
自
由
独
立
勋
章
二
枚
。1954

年
回
国
，1955

被
授
于
中
国
人
民
解
放
军
上
将
军
衔
。
历
任
济
南
军
区
、
武
汉
军
区
、
昆
明
军
区
司
令
员
。

山
东
省
委
书
记
。
国
防
部
副
部
长
，
解
放
军
总
参
谋
长
，
中
央
军
委
常
委
。1979

年
初
指
挥
了
著
名
的
对
越

自
卫
反
击
战
，
维
护
了
祖
国
的
边
境
安
全
。
他
是
七
、
八
、
九
、
十
、
十
一
、
十
二
届
中
央
委
员
，
十
一
届

中
央
书
记
处
书
记
。
三
、
四
、
五
届
全
国
人
大
代
表
，
中
央
顾
问
委
员
会
委
员
、
常
务
委
员
。1988

年
被
授

于
中
国
人
民
解
放
军
一
级
红
星
荣
誉
勋
章
。
是
久
经
考
验
的
忠
诚
的
共
产
主
义
战
士
、
无
产
阶
级
革
命
家
、

中
国
人
民
解
放
军
十
大
司
令
员
之
一
。



（
百
战
英
豪
杨
得
志
像
）



傲
骨
侠
胆·

杨
勇

傲
骨
侠
胆
杨
勇(1912

—1983

年),

湖
南
浏
阳
人
，
童
年
时
代
就
投
入
湖
南
农
民
运
动
，1927

年
加
入
中
国

共
产
主
义
青
年
团
，1930

年
加
入
中
国
共
产
党
，
同
年
参
加
中
国
工
农
红
军
，
后
参
加
长
征
，
先
后
担
任
过

红
一
军
团
一
师
政
委
，
鲁
西
军
区
司
令
员
，
冀
鲁
豫
军
区
司
令
员
，
野
战
军
第
七
纵
队
司
令
员
，
二
野
战
军

第
五
兵
团
司
令
员
。
参
加
过
淮
海
、
渡
江
等
重
大
战
役
，
新
中
国
成
立
后
曾
先
后
任
贵
州
省
人
民
政
府
主
席
，

兼
贵
州
军
区
司
令
员
，
第
二
步
兵
学
校
校
长
、
志
愿
军
第
二
十
兵
团
司
令
员
，
志
愿
军
司
令
员
，
北
京
军
区

司
令
员
沈
阳
军
区
司
令
员
，
中
国
人
民
解
放
军
副
总
参
谋
长
。
十
、
十
一
、
十
二
届
中
央
委
员
、
书
记
处
书

记
，
第
五
届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常
务
委
员
、
军
委
常
委
、
副
秘
书
长
等
职
。1955

年
被
授
于
上
将
军
衔
。
荣
获

一
级
八
一
勋
章
、
一
级
独
立
自
由
勋
章
、
一
级
解
放
勋
章
。
一
生
为
民
族
解
放
事
业
抗
击
外
来
侵
略
者
和
军

队
建
设
作
出
了
巨
大
青
献
。
是
中
国
人
民
解
放
军
十
大
司
令
员
之
一
。



（
傲
骨
侠
胆
杨
勇
像
）



神
勇
司
令·

杨
成
武

杨
成
武(1914

—2004

年),

福
建
省
长
汀
县
人
，
曾
任
晋
察
冀
军
区
第
一
军
分
区
司
令
员
，
冀
中
军
区
司
令

员
，
晋
察
冀
野
战
军
第
三
纵
队
司
令
员
，
华
北
野
战
军
第
三
兵
团
司
令
员
，
第
二
十
兵
团
司
令
员
，
京
津
卫

戍
区
副
司
令
员
，
志
愿
军
第
二
十
兵
团
司
令
员
，
华
北
军
区
司
令
员
，
北
京
军
区
司
令
员
，
解
放
军
防
空
军

司
令
员
，
副
总
参
谋
长
，
代
总
参
谋
长
，
兼
福
州
军
区
司
令
员
。
是
八
、
九
、
十
、
十
一
、
十
二
届
中
央
委

员
、
书
记
处
书
记
。
是
中
国
人
民
解
放
军
十
大
司
令
员
之
一
。
与
杨
得
志
、
杨
勇
合
享
中
国
人
民
解
放
“
三

杨
”
闹
中
华
之
美
誉
。



（
江
泽
民
主
席
接
见
杨
成
武
将
军
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