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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次
世
界
大
戰
原
為
歐
亞
兩
洲
各
自
發
展
的
不
同
戰
爭
。
亞
洲
方
面
，
日
本
從
1931
年
發
動
﹁
九
一
八
事
變
﹂
起
，
中

日
兩
國
已
經
進
入
劍
拔
弩
張
的
狀
態
，
1937
年
，
日
軍
發
動
﹁
盧
溝
橋
事
變
﹂
，
我
國
宣
布
對
日
抗
戰
，
大
戰
於
焉
爆
發
。
歐

洲
方
面
，
德
國
納
粹
政
權
在
1936
年
派
軍
進
入
萊
茵
非
武
裝
區
，
破
壞
︽
羅
加
諾
公
約
︾
起
，
一
步
一
步
走
向
擴
張
道
路
，
1938

年
3
月
合
併
奧
地
利
，
1939
年
3
月
入
侵
捷
克
。
1939
年
8
月
，
德
國
和
蘇
聯
簽
署
︽
德
蘇
互
不
侵
犯
條
約
︾
，
隨
即
於
9
月
1

日
進
攻
波
蘭
，
英
、
法
乃
對
德
宣
戰
。

歐
洲
戰
爭
初
起
之
時
，
英
、
法
未
能
及
時
武
裝
，
節
節
敗
退
，
才
有
1940
年
6
月
的
敦
克
爾
克
之
敗
，
法
國
宣
布
投
降
，

英
國
則
岌
岌
可
危
，
根
本
無
暇
兼
顧
其
在
各
地
的
殖
民
地
。
1940
年
10
月
起
，
英
國
開
放
滇
緬
公
路
，
希
望
藉
著
中
國
，
抵
抗

蠢
蠢
欲
動
的
日
本
。

1941
年
春
，
英
國
政
府
表
達
願
意
在
軍
事
上
與
中
國
合
作
，
並
邀
請
中
國
政
府
派
遣
軍
事
考
察
團
，
赴
印
、
緬
及
東
南
亞

地
區
考
察
。
雙
方
幾
經
協
商
，
決
定
成
立
中
英
軍
事
同
盟
，
此
時
又
爆
發
﹁
珍
珠
港
事
變
﹂
，
日
軍
於
當
地
時
間
12
月
7
日

發
動
對
美
國
駐
夏
威
夷
珍
珠
港
海
軍
基
地
大
規
模
轟
炸
，
美
、
英
兩
國
對
日
宣
戰
，
中
國
也
接
著
向
日
、
德
、
義
三
國
正
式

宣
戰
。
中
、
英
兩
國
於
12
月
23
日
簽
訂
︽
中
英
共
同
防
禦
滇
緬
路
協
定
︾
，﹁
中
國
遠
征
軍
﹂
即
是
根
據
這
個
同
盟
組
建
。

日
本
自
太
平
洋
戰
爭
爆
發
之
後
，
積
極
掠
奪
東
南
亞
天
然
資
源
如
礦
砂
與
石
油
氣
資
源
，
並
企
圖
切
斷
滇
緬
公
路
，

孤
立
中
國
。
1941
年
12
月
8
日
，
日
軍
攻
擊
馬
來
亞
，
12
月
24
日
占
領
香
港
，
馬
來
亞
的
英
軍
無
力
抵
抗
，
55
天
後
撤
往
新
加

坡
，
日
軍
隨
即
北
上
，
先
於
1941
年
12
月
8
日
登
陸
泰
國
，
與
泰
國
政
府
簽
署
同
盟
，
泰
國
同
意
日
軍
越
境
，
進
攻
緬
甸
。
1942

年
1
月
4
日
，
日
軍
以
不
足
2
個
師
團
兵
力
，
發
動
對
緬
甸
的
軍
事
行
動
。
首
先
直
撲
孟
邦
首
府
毛
淡
棉
︵M

aw
lam

yin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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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31
日
，
攻
下
毛
淡
棉
後
繼
續
西
進
仰
光
︵R

angoon

︶。

此
時
，
英
國
自
忖
不
敵
，
不
斷
向
中
國
求
助
，
中
國
才
以
10
萬
兵
力
，
組
建
遠
征
軍
入
緬
協
力
英
軍
作
戰
，
原
以
衛
立

煌
︵1897-1960

︶
為
司
令
長
官
，
遲
未
到
任
，
後
以
羅
卓
英
︵1896-1961

︶
繼
之
，
輔
以
軍
事
委
員
會
參
謀
團
團
長
林
蔚

︵1889-1955
︶。
遠
征
軍
轄
杜
聿
明
︵1904-1981

︶
的
第
5
軍
、
甘
麗
初
︵1901-1950

︶
的
第
6
軍
、
張
軫
︵1894-1981

︶

的
第
66
軍
，
並
有
工
兵
團
、
裝
甲
兵
團
、
炮
兵
團
、
汽
車
兵
團
、
騎
兵
團
、
輜
重
兵
團
等
部
隊
，
開
赴
緬
甸
前
線
，
這
也
是

近
代
中
國
軍
隊
第
一
次
境
外
作
戰
。

1942
年
2
月
中
，
第
5
軍
奉
命
入
緬
，
第
200
師
率
先
出
發
，
於
3
月
7
日
抵
達
同
古
︵Taungoo

︶
，
8
日
，
緬
甸
首
都
仰

光
陷
落
。
日
軍
繼
續
北
上
向
曼
德
勒
︵M

andalay

︶
發
動
攻
勢
，
除
圖
謀
油
田
及
切
斷
滇
緬
公
路
外
，
亦
有
從
西
南
方
向
威

脅
重
慶
國
民
政
府
，
以
策
應
中
國
主
戰
場
之
用
。

3
月
19
日
，
第
200
師
在
同
古
與
日
本
陸
軍
第
55
師
正
面
對
決
。
此
時
日
軍
不
斷
轟
炸
緬
甸
交
通
線
，
遠
征
軍
第
5
軍
其

餘
部
隊
無
法
及
時
集
結
，
新
22
師
在
抵
達
同
古
前
即
遭
日
軍
阻
擊
，
難
以
支
援
同
古
城
中
的
第
200
師
。
但
第
200
師
仍
有
效
抵

擋
日
軍
攻
勢
，
血
戰
11
天
後
，
日
軍
攻
勢
頓
挫
；
敵
我
均
受
重
大
損
失
。
29
日
，
日
軍
第
56
師
團
投
入
作
戰
。
第
200
師
缺
糧

缺
彈
，
又
無
外
援
，
杜
聿
明
乃
下
令
突
圍
。
次
日
，
日
軍
進
入
同
古
。

4
月
1
日
，
日
軍
第
33
師
團
奉
命
沿
伊
洛
瓦
底
江
，
前
進
仁
安
羌
︵Y

enangyaung

︶
，
準
備
奪
取
油
源
。
駐
守
伊
洛
瓦

底
江
以
西
的
英
緬
第
1
師
面
對
日
軍
來
勢
洶
洶
，
毫
無
鬥
志
，
節
節
敗
退
，
危
在
旦
夕
。
4
月
14
日
，
中
國
遠
征
軍
司
令
長

官
部
接
英
國
在
緬
軍
事
總
司
令
亞
歷
山
大
︵H

arold A
lexander, 1891-1969

︶
求
援
急
電
，
司
令
長
官
羅
卓
英
隨
即
以
劉
放

吾
︵1899-1994

︶
所
部
新
編
第
38
師
第
113
團
兼
程
支
援
。
16
日
下
午
，
劉
放
吾
率
部
抵
達
喬
克
巴
唐
︵K

yaukpadaung

︶。

當
天
深
夜
，
英
緬
第
1
師
在
賓
河
︵Pinchaung R

iver

︶
南
岸
的
仁
安
羌
地
區
被
日
軍
第
214
聯
隊
截
斷
退
路
，
糧
彈
飲
水
斷

絕
，
陷
入
困
境
。
17
日
上
午
，
英
軍
軍
長
斯
利
姆
︵W

illiam
 J. Slim

, 1891-1970
︶
獲
知
劉
放
吾
團
到
達
，
立
即
驅
車
前
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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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
克
巴
唐
會
見
劉
放
吾
，
並
當
面
下
令
，
命
其
前
往
賓
河
地
區
解
英
軍
之
圍
。
斯
利
姆
除
給
予
作
戰
指
示
外
，
並
指
示
英
軍

提
供
車
輛
及
援
助
。
18
日
上
午
，
第
113
團
在
1
個
戰
車
連
，
轄
12
輛
戰
車
、
1
個
砲
兵
連
，
計
3
門
砲
支
援
之
下
，
發
起
攻

擊
。
至
午
時
，
將
賓
河
北
岸
之
敵
擊
潰
，
日
軍
涉
水
逃
至
南
岸
固
守
頑
抗
，
第
113
團
繼
續
攻
擊
受
阻
。
戰
車
為
賓
河
泥
淖
所

陷
難
以
渡
河
，
撤
離
戰
場
不
再
參
加
南
岸
作
戰
，
敵
我
形
成
隔
河
對
峙
狀
態
。
19
日
晨
，
劉
放
吾
團
渡
河
再
興
攻
擊
，
其
間

英
軍
以
後
方
有
敵
來
襲
，
抽
調
戰
車
回
防
以
解
除
威
脅
，
第
113
團
以
步
砲
協
同
與
日
軍
展
開
激
戰
，
至
午
後
3
時
攻
占
敵
軍

陣
地
，
日
軍
敗
走
。
仁
安
羌
一
役
，
不
僅
解
遭
日
軍
圍
困
的
7
千
多
名
英
軍
之
圍
外
，
另
搭
救
日
軍
俘
虜
的
英
軍
官
兵
、
美

國
傳
教
士
、
新
聞
記
者
和
油
田
作
業
相
關
僑
民
等
5
百
多
人
。
消
息
傳
出
，
中
、
英
、
美
三
國
皆
為
之
震
動
，
遠
征
軍
經
此

一
役
，
也
軍
心
大
振
，
名
聲
遠
播
，
故
特
稱
此
役
為
﹁
仁
安
羌
大
捷
﹂。

仁
安
羌
作
戰
後
不
數
日
，
雙
方
戰
鬥
益
加
猛
烈
，
中
日
兩
軍
在
棠
吉
︵Taunggyi

︶
、
雷
列
姆
︵Loilem

︶
等
地
攻
防
，

日
軍
攻
陷
雷
列
姆
後
，
往
北
直
撲
臘
戍
︵Lashio

︶
，
造
成
第
66
軍
傷
亡
慘
重
，
被
迫
退
守
新
維
︵H

seuw
e

︶
，
第
6
軍
則

退
往
薩
爾
溫
江
以
東
地
帶
，
計
畫
中
的
曼
德
勒
會
戰
已
無
可
能
，
如
何
撤
退
反
成
當
前
急
務
。
5
月
8
日
，
日
軍
攻
占
密
支

那
︵M

yitkyina

︶
，
杜
聿
明
乃
依
命
令
，
向
國
內
撤
退
，
但
在
野
人
山
區
受
困
，
造
成
極
大
傷
亡
，
走
出
野
人
山
後
，
預
定

路
線
已
為
日
軍
控
制
，
只
得
改
道
經
印
度
返
國
，
新
38
師
則
逕
自
撤
往
印
度
，
成
了
唯
一
保
存
建
制
的
部
隊
。

第
一
次
遠
征
軍
以
失
敗
告
終
，
滇
緬
公
路
為
日
軍
截
斷
，
10
萬
遠
征
軍
傷
亡
5
萬
6
千
4
百
8
十
人
，
日
軍
僅
傷
亡

4
千
5
百
人
，
英
軍
則
損
失
1
萬
3
千
餘
人
。
此
役
之
後
，
日
本
封
鎖
中
國
運
輸
路
線
，
作
戰
物
資
僅
能
依
賴
駝
峰
航
線
與

中
印
公
路
輸
送
。

仁
安
羌
作
戰
過
程
僅
有
數
日
，
相
關
檔
案
史
料
有
限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人
文
中
心
多
方
蒐
集
，
先
後
在
國
史
館
、
國
家

發
展
委
員
會
檔
案
管
理
局
、
中
國
第
二
歷
史
檔
案
館
、
日
本
國
立
公
文
書
館
亞
洲
歷
史
資
料
中
心
︵
国
立
公
文
書
館
ア
ジ
ア

歴
史
資
料
セ
ン
タ
｜
︶
、
德
國
聯
邦
檔
案
館
︵D

as B
undesarchiv

︶
蒐
整
近
百
件
檔
案
，
經
授
權
後
輯
錄
而
成
。
劉
放
吾
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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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
後
人
劉
偉
民
先
生
也
提
供
其
個
人
多
年
收
藏
文
物
，
彙
整
成
本
書
，
希
望
還
原
歷
史
現
場
，
讓
讀
者
認
識
當
年
兩
軍
對
陣

情
勢
。這

些
仁
安
羌
作
戰
相
關
檔
案
史
料
，
包
含
事
前
的
軍
事
作
戰
規
劃
與
部
署
、
仁
安
羌
作
戰
相
關
戰
鬥
詳
報
、
事
後
檢
討

報
告
及
行
動
方
針
、
相
關
軍
事
部
署
形
勢
圖
、
相
關
人
員
的
信
函
及
仁
安
羌
現
地
相
關
影
像
照
片
，
以
及
當
時
中
外
報
刊
的

戰
況
報
導
等
。
本
書
編
輯
則
依
時
間
順
序
，
分
為
入
緬
背
景
、
戰
鬥
經
過
、
戰
後
檢
討
、
重
回
戰
場
等
四
大
主
題
，
另
錄
相

關
報
導
，
簡
介
如
次
：

入
緬
背
景
：

此
部
分
的
檔
案
史
料
，
主
要
為
中
國
遠
征
軍
在
1942
年
入
緬
前
後
的
相
關
軍
事
情
勢
以
及
對
於
緬
甸
戰
役
與
仁
安
羌
作
戰

的
概
述
。
如
︿
遠
征
軍
編
制
案
﹀
、︿
在
緬
英
軍
之
兵
力
﹀
、︿
緬
甸
作
戰
要
領
﹀
、︿
緬
甸
戰
役
之
概
述
﹀
、︿
滇
緬
軍
勢
檢
討
﹀
、

︿
軍
政
部
第
一
廳
偵
查
滇
緬
及
景
東
附
近
軍
情
報
告
﹀
、︿
緬
甸
方
面
敵
我
情
況
要
圖
﹀
等
檔
案
文
件
。

戰
鬥
經
過
：

此
部
分
以
仁
安
羌
作
戰
爆
發
前
夕
，
中
國
遠
征
軍
長
官
司
令
部
將
領
與
陪
都
重
慶
往
來
相
關
電
文
、
仁
安
羌
作
戰
詳
細

作
戰
經
過
以
及
仁
安
羌
作
戰
相
關
態
勢
圖
為
主
。
如
︿
斯
利
姆
面
交
劉
放
吾
手
令
﹀
、︿
緬
甸
戰
役
作
戰
經
過
詳
報
﹀
、︿
甘
麗

初
杜
聿
明
部
隊
在
滇
緬
路
作
戰
文
電
﹀
、︿
徐
永
昌
電
熊
式
輝
緬
甸
方
面
戰
情
﹀
、︿
第
一
次
仁
安
羌
戰
鬥
詳
報
﹀
、︿
新
編
第
38

師
仁
安
羌
附
近
敵
我
態
勢
要
圖
﹀
、︿
第
二
次
喬
克
巴
唐
戰
鬥
詳
報
﹀
、︿
第
三
次
色
格
戰
鬥
詳
報
﹀
、︿
第
四
次
溫
托
戰
鬥
詳

報
﹀
、︿
第
五
次
旁
濱
戰
鬥
詳
報
﹀
、︿
第
六
次
卡
薩
戰
鬥
詳
報
﹀
、︿
緬
甸
戰
役
敵
軍
雙
重
鉗
形
攻
勢
要
圖
﹀
等
檔
案
文
件
。

戰
後
檢
討
：

有
關
仁
安
羌
作
戰
戰
後
相
關
資
料
，
包
括
︿
林
蔚
電
蔣
中
正
遠
征
軍
在
仁
安
羌
之
戰
績
情
形
﹀
、︿
入
緬
遠
征
軍
於
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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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羌
解
英
緬
軍
之
圍
﹀
、︿
蔣
中
正
電
史
迪
威
等
有
關
第
113
團
克
復
仁
安
羌
望
詳
報
陣
亡
官
兵
以
憑
敘
勳
﹀
及
︿
緬
甸
撤
退
情

況
﹀
等
檔
案
文
件
。

重
回
戰
場
：

包
括
劉
放
吾
所
撰
仁
安
羌
作
戰
相
關
日
記
與
信
函
，
以
及
劉
偉
民
、
張
鑄
勳
、
舒
宏
艦
等
三
位
先
生
提
供
的
現
地
相
關

影
像
照
片
。
如
︿
劉
放
吾
撰
︿﹁
仁
安
羌
﹂
痛
殲
日
寇
記
：
最
光
榮
的
一
團
，
最
後
離
出
戰
場
！
﹀﹀
、︿
劉
放
吾
日
記
追
憶
仁

安
羌
作
戰
內
容
﹀
及
︿
仁
安
羌
地
區
現
地
影
像
﹀
等
相
關
史
料
影
像
。

相
關
報
導
：

集
錄
︽
大
公
報
︾
、︽
中
央
日
報
︾
、︽
朝
日
新
聞
︾
、︽
紐
約
時
報
︾︵The N

ew
 York Tim

es

︶
、︽
戰
爭
畫
報
︾︵The W

ar 

Illustrated

︶
等
中
外
報
刊
，
對
於
仁
安
羌
作
戰
發
生
當
下
與
戰
後
追
蹤
的
相
關
報
導
。
除
直
接
記
錄
戰
事
的
一
手
史
料
之

外
，
另
提
供
側
面
觀
察
視
角
的
戰
況
報
導
，
更
多
元
與
全
面
呈
現
仁
安
羌
作
戰
的
始
末
過
程
。

歷
史
敘
述
往
往
因
摻
雜
個
人
理
解
或
立
場
，
無
法
達
到
闡
幽
抉
微
的
歷
史
功
能
。
讀
者
如
果
緊
隨
敘
述
者
的
思
路
前

進
，
放
棄
思
辨
，
更
證
實
﹁
盡
信
書
不
如
無
書
﹂
之
嘆
。
本
書
特
將
原
始
文
獻
公
開
，
透
過
史
料
與
文
獻
，
請
讀
者
自
行
還

原
歷
史
現
場
，
從
不
同
角
度
，
認
識
當
時
決
策
者
的
壓
力
、
戰
事
的
危
急
，
以
及
將
士
的
忐
忑
心
情
。
讀
者
甚
至
可
以
藉
由

這
些
檔
案
進
入
1942
年
的
仁
安
羌
，
想
像
與
遠
征
軍
將
士
同
處
，
體
會
硝
煙
瀰
漫
、
兵
凶
戰
危
的
時
刻
。
惟
史
料
與
文
獻
的
完

成
亦
屬
人
為
，
疏
失
或
誤
導
在
所
難
免
，
重
要
歷
史
的
探
討
仍
需
多
方
查
考
，
嚴
謹
求
真
。
本
彙
編
所
收
錄
的
︿
第
一
次
仁

安
羌
戰
鬥
詳
報
﹀
爭
論
甚
多
，
本
系
列
叢
書
的
︽
中
國
遠
征
軍
滇
緬
路
之
作
戰
︾
另
有
專
章
提
出
考
證
以
釋
群
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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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
征
軍
編
制
案
︵
1942
年
4
月
︶

︿
遠
征
軍
編
制
案
﹀
，︽
國
防
部
史
政
編
譯
局
︾
，
國
家
發
展
委
員
會
檔
案
管
理
局
藏
，
檔
號
：

B
5018230601/0031/583.1/3430

。



仁
安
羌
作
戰
檔
案
史
料
彙
編

002



1
　
遠
征
軍
編
制
案

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