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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幸 地理環境與歷史演進

蘇
聯
是
一
個
幅
員
遼
闊
的
國
家
。
它
地
跨
歐
、
亞
二
洲
，
面
積
達
三
千
二
百
四
十
萬
平
方
公
里
，
約

占
世
界
陸
地
面
積
的
六
分
之
一
，
也
幾
是
美
國
領
土
的
三
倍
，
是
世
界
上
面
積
最
大
的
國
家
。
東
、
西
長

達
九
千
餘
公
里
，
南
、
北
寬
約
四
千
五
百
公
里
。
在
這
片
寬
大
的
土
地
上
計
有
十
一
個
時
區
，
當
西
岸
落

日
時
，
東
岸
才
旭
日
初
升
，
「
日
不
落
國
」
當
之
無
愧
。

就
地
理
位
置
而
吾
-
7

蘇
聯
北
臨
北
冰
洋
(
北
極
海
)
，
西
接
波
羅
的
海
，
南
界
黑
海
，
東
瀕
太
平
洋
，

海
岸
線
共
長
四
萬
三
千
公
里
。
由
於
領
土
的
遼
闊
，
蘇
聯
計
與
十
三
個
國
家
接
壤
，
而
以
與
中
國
的
七
干

三
百
餘
公
里
的
國
界
線
為
最
長

﹒
，

其
餘
為
挪
威
、
芬
蘭
、
波
蘭
、
捷
克
、
匈
牙
利
、
羅
馬
尼
亞
、
土
耳
其
、

3 

伊
朗
、
阿
富
汗
、
巴
基
斯
坦
、
外
蒙
古
、
北
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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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H地
形
與
地
理
區

新蘇聯

蘇
聯
的
地
形
以
平
原
為
主
，
約
占
總
面
積
的
百
分
之
六
十
，
高
原
與
山
脈
各
占
百
分
之
二
十
。
東
、

南
兩
側
較
高
，
西
、
北
兩
側
較
低
，
中
央
則
是
起
伏
平
緩
的
丘
陵
與
平
原

。

歐
俄
部
分
除
南
邊
高
加
索
山

地
外
，
幾
乎
全
是
平
野
。
中
亞
除
阿
爾
泰
山
與
帕
米
爾
高
原
外
，
也
多
屬
平
原

。

西
伯
利
亞
則
以
葉
尼
塞

河
分
為
東
、
西
二
部
，
西
部
極
為
低
平
，
東
部
多
是
平
地

。

烏
拉
爾
山
脈
縱
貫
南
北
，

形
成
歐
、
亞
的
自

然
地
界
，
然
其
山
勢
平
緩
，
盡
在
海
拔
四

l

五
百
公
尺
間

。

蘇
聯
全
國
約
可
分
為
六
大
地
理
區
﹒
.

l

俄
羅
斯
平
原

•• 

受
大
西
洋
氣
流
影
響
，
為
溫
和
的
大
陸
性
氣
候
。
礦
產
豐
富
，
舉
凡
煤
、
鐵
、
石

油
、
天
然
氣
皆
有
豐
富
蘊
藏

。

主
要
河
流
有
伏
爾
加
河
、
得
聶
伯
河
、
頓
河

。

最
大
湖
泊
為
拉
多
加
湖
與

奧
涅
加
湖

。

在
南
加
索

.. 

位
於
溫
帶
與
亞
熱
帶

交
接
處
，
又
可
分
為
大
高
加
索
、
北
高
加
索
、
南
高
加
索

三
區
。

礦
產
以
石
油
最
為
著
稱
。
主
要
河
流
為
庫
班
河
、
庫
拉
河

。

最
大
湖
泊
為
謝
方
湖

。

q
ψ中
亞
與
哈
薩
克

.. 

為
大
陸
性
氣
候

。

哈
薩
克
有
豐
富
的
鐵
礦
，
也
發
現
了
蘇
聯
最
大
的
銅
礦

。

另

外
，
卡
拉
干
達
煤
田
與
襄
海
沿
岸
的
油
田
亦
頗
著
稱

。

主
要
河
流
為
阿
姆
河
、
錫
爾
河

。

最
大
湖
泊
為
巴

爾
喀
什
湖

。

4

西
西
伯
利
亞

.. 

阿
爾
泰
山
脈
蘊
藏
有
鐵
礦
、
金
礦

。

北
脈
以
北
有
豐
富
的
煤
礦
，
著
名
的
庫
茲
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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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
煤
田
即
在
其
中

。

主
要
河
流
為
那
畢
河

。

最
大
湖
泊
為
恰
內
湖

。

5
.
求
西
伯
利
亞
.. 

蘊
藏
有
豐
富
礦
產
，
舉
凡
煤
、
鐵
、
有
色
金
屬
、
稀
有
金
屬
皆
可
在
此
區
發
現

。

主
要
河
流
有
葉
尼
塞
河
、
勒
那
河

。

最
大
湖
泊
為
員
加
爾
湖

。

6

遠
東
地
區
:
這
個
地
區
礦
藏
豐
富

主
要
河
流
為
阿
穆
爾
河
(
即
黑
龍
江
)

。

煤
、
鐵
、
鉛
、
錚
、
金
皆
有
。

庫
頁
島
上
藏
有
大
量
石
油

。

伺
湖
泊
、
河
流

蘇
聯
境
內
超
過
二
十
平
方
公
里
大
的
湖
泊
超
過
五
百
個

，

其
中
最
大
者
為
襄
海
，
這
也
是
世
界
最
大

淡
水
湖
。

而
世
界
上
最
深
的
湖
泊
也
在
蘇
聯

|
|

貝
加
爾
湖
，
深
一
千
六
百
廿
公
尺

。

約
有
十
萬
條
河
流
奔
流
於
蘇
聯
境
內

。

在
歐
俄
部
分
，
目
前
長
的
河
流
為
伏
爾
加
河
，
亦
是
歐
洲
最
長

的
河
流
，
向
南
注
入
襄
海

。

全
蘇
最
長
的
河
流

勒
那
河
，
則
位
於
西
伯
利
亞
，
向
北
流
入
北
極
海

。

回
天
然
資
源

蘇
聯
不
僅
地
大
，
物
產
亦
博

。

其
礦
產
種
類
繁
多
，
產
量
與
蘊
藏
量
均
極
為
可
觀

。

鐵
礦
、
蜢
礦
、

石
綿
的
已
知
蘊
藏
量
與
產
量
均
為
卅
一
界
第
一

。

石
油
與
餌
鹽
的
產
量
亦
為
世
界
第
一

。

天
然
氣
、
煤
的
產

量
居
世
界
第
一
一
。
黃
金
的
蘊
藏
量
居
世
界
第
二
位
，
而
產
量
亦
僅
次
於
南
非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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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人
口
與
行
政
區
劃

新!t聯

叫
人
口蘇

聯
人
口
僅
次
於
中
國
和
印
度
，
居
世
界
第
三
位
。
截
至
一
九
八
九
年
一
月
，
全
蘇
人
口
為
二
億
八

干
六
百
七
十
一
萬
七
千
人
。
人
口
密
度
極
低
，
每
平
方
公
里
僅
十
二
﹒
三
人
。
人
口
分
布
很
不
均
衡
，
歐

俄
地
區
人
口
桐
密
，
占
全
蘇
人
口
的
百
分
之
七
十
二
﹒
九
。
以
城
市
人
口
而
言
，
莫
斯
科
市
人
口
八
百
一

十
三
萬
七
千
人
(
一
九
八
九
年
)
為
最
多
.
，
居
第
二
位
的
是
列
寧
格
勒
市
，
人
口
五
百
零
二
萬
人
。
全
蘇

人
口
超
過
百
萬
人
的
城
市
計
有
廿
三
個
。

十
年
來
蘇
聯
人
口
的
發
展
趨
勢
有
兩
個
特
點
﹒

-
1

俄
羅
斯
人
的
人
口
成
長
率
仍
低
於
其
他
民
族
，
使

得
它
的
人
口
優
勢
將
逐
漸
降
低
。

Z

城
市
人
口
持
續
增
加
，
鄉
村
人
口
持
續
減
少
。
因
鄉
村
人
口
外
流
，

易
使
農
村
的
生
產
力
不
足
。
而
外
流
至
城
市
的
人
口
，
亦
易
因
謀
生
技
能
不
足
，
而
在
城
市
襄
造
成
種
種

社
會
問
題
。

何
行
政
區
劃

蘇
聯
的
行
政
區
劃
可
分
為
兩
大
類
。
第
一
類
的
行
政
區
除
了
行
政
功
能
外
，
尚
有
政
治
地
位
。
其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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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央
政
權
機
關
有
直
選
的
代
表
，
如
蘇
聯
人
代
會
設
有
民
族
選
區
的
代
表
名
額
，
最
高
蘇
維
埃
的
民
族
院

都
是
。
屬
於
這
一
額
的
行
政
區
是

.. 

蘇
維
埃
社
會
主
義
共
和
國
(
十
五
個
)

.• 
蘇
維
埃
社
會
主
義
自
治
共
和

國
(
廿
個
)

.

，
自
治
省
(
八
個
)
.• 

自
治
區
(
十
個
)
。

第
二
類
的
行
政
區
則
祇
有
行
政
功
能
，
計
有
省
(
一
百
廿
一
個
)
與
邊
區
(
六
個
)
的
劃
分
。
在
省

與
邊
區
之
下
則
是
更
小
的
行
政
單
位

.

，
如
地
區
、
村
、
鎮
等
。

這
些
行
政
區
的
隸
屬
關
係
請
參
考
附
圖
一

.. 

一
蘇
聯
的
行
政
區
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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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得
一
提
的
是
，
除
了
蘇
聯
有
權
制
定
憲
法
外
，
加
盟
共
和
國
與
自
治
共
和
國
亦
都
擁
有
自
己
的
憲

8 

法
。三

、
自
然
環
境
的
影
響
力

• 

仆
鬥
氣
候
的
影
響

由
於
蘇
聯
所
在
的
緯
度
極
北
(
北
緯
卅
五
度
零
八
至
八
十
一
度
四
十
九
之
間

。
加
拿
大
在
艾
蒙
頓
市

以
北
，
即
北
緯
五
十
四
度
以
北
的
地
方
就
再
沒
有
大
的
城
市
，
然
蘇
聯
在
北
緯
五
十
四
度
以
北
卻
有
五
十

多
個
城
市
，
包
括
莫
斯
科
、
列
寧
格
勒
在
內
)
，
其
氣
候
上
的
特
徵
為
冬
季
漫
長
、
寒
冷
，
夏
季
短
促
、
溫

暖
，
春
秋
兩
季
很
短
。
冬
季
最
冷
可
到
達
攝
氏
零
下
六
十
八
度
(
維
科
揚
斯
克
與
奧
伊
米
亞
康
地
區
)

.• 

夏

季
在
中
亞
南
部
可
達
攝
氏
三
十
度
以
上
。

因
為
這
種
氣
候
上
的
特
徵
'
對
蘇
聯
產
生
了
幾
個
重
大
的
影
響
﹒

-

l

自
然
區
域
的
形
成

.. 

因
土
壤
、
植
物
生
長
情
形
的
不
同
，
整
個
蘇
聯
由
北
而
南
約
可
分
為
苔
原
區

2
5

野
心
)
、
森
林
區
(
吋
且
它
)
、
草
原
區
、
沙
漠
與
半
沙
漠
區
。

Z

不
利
於
土
地
的
利
用

.. 

因
生
長
期
太
短
或
雨
水
太
少
，
境
內
約
有
五
分
之
一
的
土
地
無
法
利
用
。

農
業
的
發
展
亦
深
受
氣
候
影
響
，
而
走
上
區
域
農
業
專
業
化
的
道
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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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不
利
於
運
輸
系
統
的
運
作

.. 

因
受
氣
候
影
響

，

大
多
河
流
及
海
面
在
冬
季
均
遭
長
期
冰
封

，

船
隻

無
法

經
年
通
航

。

鐵
、

公
路
亦
因
氣
候
限
制

，

在
建
築
與
保
養
上
倍
增
困
難

。

空
運
方
面
亦
同
樣
受
到
風

雪
的
威
脅

。

H
W地
形
的
影
響

•. 

地
形
對
俄
羅
斯
歷
史
的
發
展
極
具
影
響
力

。

這
種
影
響
表
現
在
幾
方
面

﹒
.

L

向
外
擴
張
以
尋
求
天
然
屏
障

。

由
於
俄
羅
斯
平
原
平
坦
而
無
天
然
屏
障

，

使
俄
羅
斯
人
立
國
以
來

，

時
受
外
來
游
牧
民
族
的
侵
襲

。

為
求
自
保

，

這
個
民
族
不
斷
與
外
力

搏
鬥
'

並
藉
一
切
機
會
向
外
擴
展
領

土
。

2

對
不
凍
港
的
憧
憬

。

由
於
地
勢
使
然

，

西
伯
利
亞
三
大
河

.. 

葉
尼
塞
河

、

那
畢
河
、

勒
那
河
皆
向

北
注
入
北
極
海

，

河
水
冰
凍
期
特
長

。

歐
俄
地
區
最
重
要
的
河
流

|
|

窩
瓦
河
注
入
襄
海

，

是
一
個
隔
絕

的
內
陸

湖
﹒
'頓
河

、
聶
伯
河
注
入
黑
海

，

而
黑
海
出
地
中
海
之
口
受
制
於
土
耳
其

。

加
上
氣
候
的
影

響
，

僅
有
西
北
角
巴
倫
支
海
的
莫
曼

斯
克
港

(
早
已E
E

m
r
)稱
得
上
是
終
年
不
凍
港
(
在
特
別
寒
冷
的
天
候
時

，

它
亦
會
有
幾
個
月
的
冰
封
期
)

。

因
此
，

對
不
凍
港
及
向
外
活
動
自
如
的
港
口
的
追
尋

，

是
自
彼
得
大
帝

一
以

降
，

俄
羅
斯
人
始
終
不
懈
的
努
力
目
標

。

旦
河
流
在
開
發
上
的
貢

獻
。

在
俄
國
史
上

，

無
論
是
西
部
的
發
展
或
東
部
的
開
發

，

河
流
都
古
著
重

要
地
位

。

歷
史
上
著
名
的
商
業
、
政
治
、
以
及
文
化
中
心

，

亦
多
在
河
流
兩
岸
產
生
。
基
輔
位
於
聶
伯
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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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
莫
斯
科
則
與
窩
瓦
河
水
系
相
連
，
列
寧
格
勒
(
古
為
聖
彼
得
堡
)
亦
在
尼
瓦
河
水
系
中

o

西
伯
利
亞

的
大
河
雖
向
北
流
入
北
極
海
，
從
而
減
少
了
它
們
在
經
濟
與
戰
略
上
的
價
值
，
但
它
們
依
然
是
探
險
開
發

或
移
民
墾
殖
的
交
通
大
道
﹒
，
而
且
這
些
河
流
漁
產
豐
富
，
是
沿
河
土
著
人
民
的
主
要
食
物
來
源
。

10 

4
.
廣
闊
地
勢
對
民
族
性
烙
下
無
法
磨
滅
的
特
質

。

歐
俄
平
原
的
寬
廣
無
邊
，
使
居
於
其
上
的
居
民
產

生
兩
種
心
理
特
性
。
一
方
面
以
身
為
此
一
平
原
上
的
人
民
為
傲
，
而
有
一
種
驕
傲
、
偉
大
的
民
族
觀
。
男

一
方
面
，
身
處
於
此
一
浩
瀚
大
地
間
，
自
然
令
人
產
生
一
種
自
感
渺
小
的
心
情
。
而
平
原
的
廣
大
無
邊
，

也
易
使
人
有
一
種
迷
惘
的
孤
寂
心
情
，
即
是
對
俄
國
人
的
所
謂
憂
鬱
心
情
的
合
理
註
腳

。

貳
、
歷
史
演
進

一

、
俄
羅
斯
國
家
的
形
成
與
發
展

在
俄
國
史
上
有
兩
個
主
要
的
王
朝
，
一
為
盧
力
克
王
朝
，
一
為
羅
曼
諾
夫
王
朝
。
前
者
自
西
元
八
六

二
年
盧
力
克
建
都
諾
夫
哥
羅
得

(
Z
O〈m
o
g
已
)
開
始
，
而
終
於
一
五
九
八
年
費
爾
多
一
世
去
世

。

後
者
始
於

二
川
一
三
年
米
哈
亦
爾

﹒

羅
曼
諾
夫
被
推
選
為
沙
皇
，
而
於
一
九
一
七
年
尼
古
拉
二
世
宣
布
退
位
時
結
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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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
基
輔
公
園

西
元
九
世
紀
中
葉
，
冒
險
家
盧
力
克
率
領
一
隊
瓦
利
亞
基
(
當
時
斯
拉
夫
人
對
斯
堪
地
那
維
亞
人
的

稱
呼
)
武
士
南
下
征
服
了
位
於
伊
爾
門
湖
的
諾
夫
哥
羅
得
，
自
封
為
該
公
國
的
大
公

。

盧
力
克
去
世
後
(
八

七
九
年
)
，
其
弟
奧
列
格
攝
政
行
事
，
統
一
了
德
聶
伯
河
流
域
及
伊
爾
門
河
沿
岸
的
各
斯
拉
夫
部
落
，
並
遷

都
基
輔
，
史
稱
基
輔
公
園

。

基
輔
公
園
於
十
三
世
紀
上
半
期
為
入
侵
的
蒙
古
人
所
摧
毀
，
蒙
古
拔
都
於
一

二
四
二
年
在
伏
爾
加
河
下
游
建
立
金
帳
汗
國
(
欽
察
汗
國
)

，
俄
羅
斯
境
內
各
公
園
都
成
了
它
的
藩
屬

。

已
莫
斯
科
公
園

在
蒙
古
人
統
治
時
期
，
莫
斯
科
大
公
的
勢
力
於
十
四
世
紀
初
期
逐
漸
擴
張

。

一
四
六
二
年
，
莫
斯
科

第一章 地理環境與歷史演進

大
公
伊
凡
三
世
即
位
，
逐
步
兼
併
了
諾
夫
哥
羅
得
、
特
維
爾
、
梁
贊
等
公
國
，
建
立
了
一
個
中
央
集
權
的

國
家
。

一
四
八
0
年
，
伊
凡
三
世
擊
潰
金
帳
汗
園
，

了
兩
個
多
世
紀
來
蒙
古
的
統
治
，
並
開
始
採
用

「
沙
皇
」
與
「
全
俄
羅
斯
統
治
者
」
的
稱
號
(
一
四
九
三
年
)
。

伊
凡
四
世
(
恐
怖
伊
凡
)
於
一
五
三
三
年
即
位
，
並
於
一
五
四
七
年
正
式
改
用
沙
皇
的
稱
號

。

他
在

位
期
間
對
內
竭
力
加
強
中
央
集
權
，
對
外
則
擴
張
領
土

。

伊
凡
四
世
逝
世
後
傳
位
次
子
費
爾
多
，
後
者
死

於
一
五
九
八
年
，
而
盧
力
克
系
的
朝
代
至
此
告
終
，
莫
斯
科
公
園
也
陷

入
內
戰
時
期

。

直
至
三
八
一

三
年
，

米
哈
亦
爾

﹒

羅
曼
諾
夫
被
推
選
為
沙
皇
，
內
戰
結
束
，
正
式
進
入
羅
曼
諾
夫
王
朝
的
時
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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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俄
羅
斯
帝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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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六
八
二
年
，
彼
得
一
世
(
彼
得
大
帝
)
即
位
，
正
式
定
俄
國
的
國
號
為
「
俄
羅
斯
帝
國
」
'
並
採
用

皇
帝
的
稱
號
(
但
在
國
內
仍
稱
沙
皇
)
。
彼
得
一
世
採
行
歐
化
政
策
，
對
俄
國
的
經
濟
、
政
治
、
軍
事
、
文

化
有
深
遠
的
影
響
，
人
們
對
他
的
評
價
也
褒
貶
各
異
。

彼
得
大
帝
之
後
，
俄
羅
斯
尚
有
幾
位
著
名
的
沙
皇
。
如
凱
撒
琳
大
一
帝
三
七
六
二
年
即
位

，
曾
會
同

普
魯
士
、
奧
地
利
三
次
瓜
分
波
蘭
，
並
與
土
耳
其
進
行
了
二
次
戰
爭
)
.
，
亞
歷
山
大

一
世
(
一
八

O

一
年
即

位
。
擊
敗
拿
破
崙
'
並
與
普
、
奧
結
成
神
聖
同
盟
)
.
，
亞
歷
山
大
二
世
(
一
八
五
五
年
即
位
。
一
八
六
一
年

' 

簽
署
廢
除
農
奴
制
度
的
宣
言
和
法
令
，
一
八
八
一
年
遭
暗
殺
)
。

尼
古
拉
二
世
為

一帝
俄
的
最
後
一
位
沙
皇
。
他
的
即
位
(
一
八
九
四
年
)
並
沒
有
對
已
經
惡
化
的
政
治
、

經
濟
、
社
會
情
勢
帶
來
改
善
。
一
八
九
八
年

，
俄
羅
斯
社
會
民
主
工
黨
在
明
斯
克

(A
7白
俄
羅
斯
加
盟
共

和
國
首
府
)
成
立
，
並
召
開
第
一
次
大
會
.
，
一
九

O
三
年
該
黨
第
二
次
大
會
在
布
魯
塞
爾
召
開
(
後
移
至

倫
敦
)
，
會
中
布
爾
什
維
克
與
孟
什
維
克
正
式
分
裂
。
此
外
，
立
憲
民
主
黨
、
十
月
黨
、
社
會
革
命
黨
在
當

時
的
政
黨
活
動
中
亦
占
有
一
席
之
位
。
一
九

O
四
年
，
日
俄
戰
爭
爆
發
，
俄
國
失
敗
而
於
次
年
簽
下
喪
權

辱
國
的
樸
夜
茅
斯
條
約
。
戰
爭
的
失
敗
更
促
進
國
內
危
機
的
升
高
。
一
九

O
五
年
，
聖
彼
得
堡
(
一
帝
俄
首

都
，
今
之
列
寧
格
勒
)
爆
發
大
規
模
工
人
罷
工

。

罷
工
雖
以
血
腥
收
場
(
史
稱
血
腥
的
星
期
日
)
，
但
卻
迫

使
沙
皇
設
立
了
杜
馬
(
已

C
B
T

國
會
)
，
也
預
告
了
一
九
一
七
年
革
命
的
無
可
避
免

。

其
間
雖
有
史
托
勒



第一章 地理環境與歷史演進13 

萍
(
一
九

O
六
年
任
內

閣
總
理
大
臣
)
的
改
革
計
書
了
然
亦
無
法
挽
救
頹
勢

。

一
九
一
四
年
八
月

，

一帝
俄
捲
入
了
第
一
次
世
界
大
戰
。
次
年

，

沙
皇
尼
古
拉
二
世
親
往
前
線
指
揮
戰

事
，

國
家
的
管
理
委
於
皇
后
亞
歷
珊
得
拉

，

而
她
受
到
僧
侶
拉
斯
埔
欽
的
操
縱

。

皇
室
與
拉

斯
埔
欽
的
關

係
引
起
俄
國
社
會
的
不
滿

，

加
上
俄
軍
在
前
線
上
節
節
潰
退

、

士
氣
澳
散

，

最
後
終
於
發
生
了
革
命

。

二
、
蘇
聯
成
立

一
九
一
七
年
俄
國
發
生
了
兩
次
革
命

。

「
二
月
革
命
」
迫
使
沙
皇
退
位

，

俄
羅
斯

一帝
國
一
變
而
為
俄
羅

斯
民
主
共
和
國

。

「
十
月
革
命
」
更
改

變
了
俄
國
的
整
個
政

、

經
、

社
會
風
貌

，

使
它
成
為
世
界
上
第
一
個

奉
馬
克
斯
思
想
為
圭
臭
的
社
會
主
義
國
家

。

仆鬥
「
+
月
革
命
」

俄
國
於
「
二
月
革
命
」
後
成
立
臨
時
政
府

，

由
克
倫
斯
基

(
P
叮
閃
R
g

m
Z
L
∞
∞--

-
S
】
)領
導
。

另
一
方
面

，

彼
得
格
勒
(
聖
彼
得
堡
)
的
士
兵
與
工
人
代
表
蘇
維
埃
亦
組
織
成
功
，
形
成
了
雙
重
政
權

。

克
倫
斯
基
對
布
爾
什
維
克
的
政
策
搖
擺
不
定

，

亦
無
法
控
制
日
增
的
政
治

、

經
濟
混
亂
狀
態

，

其
僅
有
的

希
望
是
在
十
一
月
廿
五
日
制
憲
大
會
集
會
前
，
使
國
家
仍
保
持
憲
政
形

式
。

布
爾
什
維
克
亦
同
樣
警
覺
到

這
件
事
的
嚴
重
性

，

乃
倉
促
決
定
於
十
一
月
七
日
(
俄
曆
為
十
月
廿
五
日
)
在
彼
得
格
勒
召
開
第
二
次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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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
蘇
維
埃
大
會
.
，
而
在
十
一
月
六
日
晚
，
武
裝
的
布
爾
什
維
克
分
隊
在
托
洛
夜
基
領
導
的
彼
得
格
勒
蘇
維

新黨聯

埃
軍
事
革
命
委
員
會
之
命
令
下
，
按
預
先
計
畫
占
領
首
都
的
各
要
點
。
這
可
說
是
個
沒
有
流
血
的
行
動
，

臨
時
政
府
在
幾
乎
沒
有
抵
抗
的
情
形
下
投
降
。
第
二
天
，
布
爾
什
維
克
領
導
的
蘇
維
埃
大
會
通
過
由
列
寧

取
得
政
權
。
克
倫
斯
基
逃
至
國
外
，
俄
羅
斯
民
主
共
和
國
轉
而
成
為
「
工
、
農
、
兵
代
表
的
蘇
維
埃
聯
邦

共
和
國
」
。

口
俄
國
內
戰

列
寧
取
得
政
權
後
，
即
刻
宣
布
退
出
第
一
次
世
界
大
戰
，
並
於
一
九
一
八
年
三
月
與
德
國
簽
訂
布
列

斯
特
﹒
里
托
夫
斯
克
條
約
。
俄
國
在
這
一
條
約
上
雖
吃
虧
不
少
，
但
是
和
約
的
簽
訂
卻
使
布
爾
什
維
克
獲

得
喘
息
機
會
，
並
在
無
後
顧
之
憂
下
全
力
對
付
境
內
的
反
對
勢
力
。

什
維
克
在
「
十
月
革
命
」
後
雖
取
得
了
政
權
，
但
一
時
仍
未
能
享
有
對
全
國
的
控
制
權
。
一
九

一
九
|
二
0
年
間

，
白
軍
(
反
抗
軍
的
總
稱
，
以
有
別
於
托
洛
夜
基
領
導
的
紅
軍
)
計
發
動
了
三
次
大
的

攻
擊
，
然
未
能
推
翻
布
爾
什
維
克
政
權
。
白
軍
的
失
敗
原
因
是
，
他
們
除
了
反
布
爾
什
維
克
主
義
和
復
辟

的
口
號
外
，
沒
有
提
供
足
以
引
起
人
民
熱
誠
的
理
想
，
也
沒
有
對
未
來
提
出
建
設
性
的
政
綱
。

同
成
立
蘇
聯

一
九
一
八
年
一
月
，
在
第
三
次
全
俄
羅
斯
蘇
維
埃
會
議
中
，
建
立
了
「
俄
羅
斯
聯
邦
社
會
主
義
共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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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
。

之
後
，
烏
克
蘭
、
白
俄
羅
斯
、
高
加
索
聯
邦
社
會
主
義
共
和
國
相
繼
宣
告
成
立

。

七
月
十
五
日
，
全

俄
羅
斯
蘇
維
埃
召
開
第
五
次
會
議
，
並
通
過
新
政
府
憲
法
(
俄
羅
斯
社
會
主
義
聯
邦
蘇
維
埃
共
和
國
憲

法
)
。

一
九
二
二
年
底
，
俄
羅
斯
、
烏
克
蘭
、
白
俄
羅
斯
、
高
加
索
聯
邦
組
成
蘇
維
埃
共
同
會
議

，

通
過
蘇

維
埃
社
會
主
義
共
和
國
聯
盟
的
成
立
宣
言
與
條
約

，

蘇
聯
乃
正
式
宣
告
成
立

。

三
、
從
列
寧
到
史
達
林

列
寧
於
一
九
一
七
年
起
開
始
掌
權

，
而
於
一
九
二
四
年
去
世

。

幾
年
間
俄
國
的
經
濟
政
策
由
戰
時
共

產
主
義
走
向
新

經
濟
政
策

。

列
寧
雖
為
蘇
聯
建
國
之
父
，
但
他
對
未
來
蘇
聯
發
展
的
影
響
仍
低
於
繼
他
而

起
的
史
達
林

。

後
者
實
施
的
計
畫

經
濟
、
集
體
化
與
大
整
肅
在
蘇
聯
的
政
治
、
經
濟
層
面
都
烙
下
了
深
刻

痕
跡
。

仆
鬥列
寧
的
新
經
濟
政
策

在
俄
國
內
戰
期
間

，

蘇
維
埃
政
府
為
集
中
一
切
力
量
而
實
施
戰
時
共
產
主
義

。

這
個
經
濟
政
策
的
重

要
內
容
是
各
類
企
業
收
歸
國
有
﹒
，
實
施
餘
糧
徵
收
制
﹒
'
取
消
私
人
貿
易
.
，
糧
食
、
燃
料
等
必
需
品
實
行
統

一
分
配
。

俄
國
人
民
對
這
個
制
度
強
烈
不
滿
，
一
九
二

O
|
一
二
年
間

，

發
生
一
連
串
農
民
、
工
人
的
示

威
暴
動
。

了
九
一
二
年
三
月
，
克
琪
斯
塔
特
發
生
嚴
重
暴
動
，
雖
為
武
力
所
迅
速
制
服

，

但
因
這
個
事

變
，



新蘇聯

增
強
了
列
寧
改
變
經
濟
政
策
路
線
的
決
心
，
並
對
因
「
戰
時
共
產
主
義
」
而
陷
全
國
於
混
亂
的
情
況
找
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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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決
辦
法
。

一
九
一
二
年
三
月
八
日
，
列
寧
在
共
產
黨
第
十
次
黨
代
表
大
會
上
發
表
演
說
指
出

.. 

在
如
此
貧
困
與

工
業
生
產
力
枯
竭
的
情
形
下
，
必
須
放
棄
一
切
，
以
增
加
生
產

。

隨
此
演
說
，
列
寧
開
始
制
定
新
經
濟
政

策
。
新
經
濟
政
策
是
一
種
混
合
式
的
經
濟

.. 

大
企
業
、
銀
行
、
運
輸
業
、
對
外
質
易
仍
由
國
家
控
制
.
，
較

小
的
生
產
單
位
則
由
私
人

經
營
.• 

以
糧
食
稅
代
替
糧
食
的
徵
收

•• 

在
一
定
範
圍
內
恢
復
私
人
所
有
制
。

由
於
戰
時
共
產
主
義
的
失
敗
，
使
列
寧
改
變
方
針
並
實
施
新
經
濟
政
策
。
為
確
保
此
政
策
的
成
功
，

必
須
暫
時
改
變
其
實
現
世
界
革
命
的
目
標
。
蘇
維
埃
政
府
成
立
後
曾
宣
布
廢
除
一
帝
俄
時
期
與
外
國
簽
訂
的

一
切
條
約
，
不
承
認
任
何
西
方
列
強
的
干
預
。
西
方
國
家
說
無
法
改
變
共
產
主
義
在
俄
國
實
行
的
事
實
，

又
需
要
俄
國
這
個
龐
大
的
市
場
，
而
俄
國
也
迫
切
需
要
西
方
的
資
本
、
技
術
以
發
展
工
業

。

因
此
雙
方
皆

希
望
妥
協
。
一
九
二
一
年
，
英
、
德
、
挪
威
、
奧
地
利
、
義
大
利
分
別
與
蘇
俄
訂
立
商
約
，
但
尚
未
予
以

正
式
的
外
交
承
認

。
一
九
二
二
年
德
、
俄
簽
訂
拉
帕
羅
條
約

，
正
式
承
認
蘇
俄
，
其
後
各
國
相
繼
跟
進

。

美
國
遲
至
一
九
三
三
年
才
正
式
承
認
蘇
聯
，
兩
國
建
立
邦
交

。

H
H列
寧
逝
世
與
史
達
林
奪
權

列
寧
於
一
九
二
四
年
一
月
廿
一
日
逝
世
，
遺
留
下
來
的
權
力
與
職
位
由
季
諾
維
也
夫
(
的
〈

N
-
8
1
2
.
H∞∞ω-
z
ω
皂
、
卡
米
涅
夫
(
「
由
﹒
閃ω
5
2
2
.

戶
∞
∞ω-

z
ω
。
)
、
史
達
林
中
〈
ω
E
E
-
-∞
這

、



門
也
印ω
)三
人
接
掌
。
托
洛
夜
基
早
先
被
認
為
是
最
有
希
望
繼
承
列
寧
的
人
，
但
他
被
拒
於
「
三
人
同
盟

」

之
外
，
而
使
權
力
的
爭
奪
白
熱
化

。

托
洛
夜
基
自
稱
為
列
寧
的
忠
實
信
徒
、
無
瑕
的
共
產
主
義
領
導
者
，

他
公
開
攻
擊

「
三
巨
頭

」
'
並
批
判
黨
機
構
內
的
官
僚
化

。

然
而
托
洛
夜
基
在
這
次
權
力
鬥
爭
中
最
後
落
敗

。

一
九
二
七
年
十
一
月
，
托
洛
夜
基
被
開
除
黨
籍

.
，

十
二
月
，
被
流
放
至
阿
拉
木
圖
(
今
哈
薩
克
加
盟
共
和

國
之
首
府
)
，
而
後
流
亡
墨
西
哥
，
並
於
一
九
四

0
年
在
墨
西
哥
遭
暗
殺

。

隨
著
托
洛
夜
基
的
被
鬥
垮
，
史
達
林
終
於
奪
得
政
權
，
被
奉
為
列
寧
事
業
的
正
統
繼
承
者

。

的
同
史
達
林
的
經
濟
措
施
及
對
異
己
的
整
肅

驅
逐
了
托
洛
夜
基
後
，
史
達
林
即
著
手
其
「
計
畫

經
濟
」
的
推
行

。

一
九
二
八
年
，
第
一
個
五
年

經

濟
計
畫
開
始
實
施
，
改
變
了
蘇
聯
的
經
濟
生
產
活
動

.. 

由
農
業
國
邁
向
工
業
國
，
工
人

生
產
的
主

第一章 地理環境與歷史演進

力
.
，

集
體
農
莊
、
國

營
農
場
的
設
立
，
使
農
民
失
去
其
為
獨
立
生
產
單
位
的
地
位

。

第
一
個
五
年
計
畫
後
，
蘇
聯
的
經
濟
情
況
確
然
己
有
改
善

。

而
以
基
洛
夫

3
.
z
-
-
C
「
2
.
-
∞
∞
∞

-
z
ω
h
)為
首
的
一
批
人
都
希
望
政
府
能
走
向
較
民
主
的
途
徑

。

一
九
三
四
年
十
二
月
，
基
洛
夫
突
遭
暗

殺
。

這
件
謀
殺
案
因
史
達
林
與
反
對
派
的
相
互
指
控
，
而
成

為

一
個
懸
案

。

而
此
一
謀
殺
案
的

發
生
乃

是

一
九
三
六
年
間
開
始
的
大
整
肅
的
先
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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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洛
夫
被
殺
後
，
季
諾
維
也
夫
及
卡
米
涅
夫
立
即
被
捕
，
並
於
一
九
三
六
年
八
月
交
付
公
審
，
同
年

被
槍
決

。

自
一
九
三
七
年
起
，
殘
酷
無
比
的
大
整
肅
開
始

，

遭
到
整
肅
的
不
僅
是
在
黨
內
擔
任
各
項
職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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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黨
員
，
同
樣
亦
波
及
任
職
軍
中
、
政
、
經
機
構
的
黨
員
。

新蘇聯

四
、
二
次
世
界
大
戰
中
的
蘇
聯

一
九
三
六
|
三
八
年
的
大
整
肅
嚴
重
地
摧
毀
了
蘇
聯
的
國
際
聲
譽
，
造
成
莫
斯
科
外
交
上
的
孤
立
。

一
九
三
九
年
八
月
，
史
達
林
與
希
特
勒
簽
訂
「
德
蘇
互
不
侵
犯
條
約
」
。
名
為
互
不
侵
犯
條
約
，
但
其
實
際

本
質
則
是
侵
略
渡
蘭
與
併
吞
波
羅
的
海
三
小
國
的
協
定
。

仆
鬥二
次
世
界
大
戰
爆
發

第
二
次
世
界
大
戰
於
一
九
三
九
年
爆
發
，
即
「
德
蘇
互
不
侵
犯
條
約
」
簽
訂
後
不
及
一
個
月
。

一
九
四
一
年
六
月
，
希
特
勒
撕
毀
互
不
侵
犯
條
約
，
舉
軍
入
侵
蘇
聯
。
史
達
林
號
召
各
民
族
陣
線
以

資
對
抗

，

並
組
成
「
國
家
國
防
委
員
會
」
'
作
為
戰
時
內
閣
，
以
史
達
林
為
首
，
指
導
全
國
抗
德
戰
爭
。

德
軍
在
攻
入
蘇
聯
後
，
重
蹈
一
八
一
二
年
拿
破
崙
侵
入
俄
國
失
敗
之
覆
轍
。
俄
國
的
唐
太
幅
員
是
其

本
身
最
偉
大
的
防
禦
工
事
，
加
上
冬
季
的
嚴
寒
氣
候
，
都
易
使
侵
入
者
陷
入
泥
淳
，
慢
慢
耗
盡
其
實
力
，

而
使
入
侵
行
動
歸
於
失
敗
。

美
國
依
照
「
租
借
協
定
」
給
予
蘇
聯
援
助
。
美
國
在
這
期
間
對
蘇
聯
所
提
供
的
各
項
援
助
，
從
坦
克
、

卡
車
、
鞋
子
到
食
物
及
貸
款
，
總
數
將
近
一

-
0
億
美
元
。
而
為
了
解
除
非
共
黨
國
家
的
疑
懼
，
蘇
聯
於



一
九
四
三
年
六
月
宣
布
取
消
第
三
國
際
(
成
立
於
一
九
一
九
年
，
最
後
一
次

於
一
九
三
五
年
召
開
)

。

一
九
四
三
年
冬
，
蘇
軍
大
舉
反
攻
，
迫
使
德
軍
撤
退
至
聶
伯
河
，
繼
而
退
至
波
蘭

。

主
動
權
開
始
轉

入
俄

人
手
中
。
一
九
四
五
年
五
月
，
德
國
無
條
件
投
降
。

一
九
四
五
年
八
月
，
蘇
聯
對
日
宣
戰
，
其
時
日
本
已
接
近
戰
敗
邊
緣
。
六
日
後
，
日
本
投
降
。
蘇
聯

由
此
次
參
戰
獲
得
了
在
中
國
的
利
益
，
包
括
摟
敢
旅
順
、
大
連
港
，
拆
卸
東
北
工
業
設
備
運
往
蘇
聯
，
且

將
日
本
關
東
軍
在
東
北
交
卸
之
武
器
交
付
中
共
，
助
長
其
勢
力
。

H
H蘇
聯
在
二
次
世
界
大
戰
中
獲
得
的
利
益

捲
入
第
二
次
世
界
大
戰
固
然
給
蘇
聯
帶
來
鉅
大
損
失
，
包
括
二
干
萬
人
的
傷
亡

.• 

城
市
、
企
業
遭
到

破
壞
，
損
失
近
六
千
八
百
億
盧
布
，
然
蘇
聯
從
戰
爭
中
所
獲
得
的
利
益
亦
難
以
估
計

。

第一章 地理環境與歷史演進

首
先
是
蘇
聯
領
土
的
擴
張

。

根
據
德
蘇
互
不
侵
犯
條
約
中
的
秘
密
協
定
，
蘇
聯
於
一
九
四

0
年
先
併

吞
了
被
羅
的
海
三
小
圈

。

同
年
又
自
羅
馬
尼
亞
手
中
取
得
比
薩
拉
比
亞
(
後
成
為
摩
爾
達
維
亞
加
盟
共
和

國
的
一
部
分
)
，
芬
蘭
東
部
等
。
在
一
九
四
五
年
召
開
的
雅
爾
達
會
議
與
波
夜
坦
會
議
中
，
又
使
蘇
聯
獲
得

不
少
領
土

。

其
次
是
在
東
歐
製
造
附
庸
國
，
及
其
他
地
方
扶
持
共
黨
政
權
，
增
加
其
戰
後
對
世
界
的
政
治
影
響

。

19 

由
於
蘇
聯
這
種
肆
無
忌
樺
的
勢
力
擴
張
，
引
起
了
美
國
的
警
惕
，
而
後
才
有
美
國
對
蘇
聯
「
圍
堵
政

策
」
的
出
現
，
也
展
開
了
美
、
蘇
間
的
冷
戰
期
。



• 

20 

五
、
戰
後
的
蘇
聯

新量1 月#

戰
爭
對
蘇
聯
經
濟
帶
來
嚴
重
破
壞
二
九
四
六
年
，
蘇
聯
開
始
其
第
四
個
五
年
計
畫

。
計
畫
期
間
農
、

工
業
的
生
產
較
戰
前
改
善
許
多
。

一
九
五
三
年
三
月
五
日

，
史
達
林
逝
世

。
蘇
聯
進
入
新
的
時
期
。

八
鬥
赫
魯
雪
夫
時
期
(
一
九
五
三
|
一
九
六
四
)

史
達
林
死
後
遺
留
下
來
的
權
力
由
馬
林
可
夫
、
貝
里
亞
、
莫
洛
托
夫
、
赫
魯
雪
夫
集
體
掌
有
，
也
從

此
展
開
一
場
黨
、
國
家
、
軍
隊
和
秘
密
警
察
悶
的
權
力
鬥
爭
。

赫
魯
雪
夫
在
這
場
權
力
爭
奪
中
最
後
脫
穎
而
出
，
除
擔
任
蘇
共
中
央
第

一
書
記

，
並
於
一
九
五
八
年

起
兼
任
蘇
聯
部
長
會
議
主
席
，
直
到
一
九
六
四
年
十
月
。

一
九
五
六
年
二
月
，
蘇
共
召
開
第
廿
屆
黨
代
表
大
會
。
赫
魯
雪
夫
在
會
中
發
表
秘
密
演
說
，
大
力
抨

擊
史
達
林
，
譴
責
個
人
崇
拜
。
這
項
演
說
是
造
成
後
來
中
、
蘇
共
分
裂
的
遠
因
之
一
，
並
使
蘇
聯
與
阿
爾

巴
尼
亞
的
關
係
斷
絕

。

在
經
濟
政
策
上
，
赫
魯
雪
夫
對
蘇
聯
的
經
濟
管
理
結
構
作
一
次
大
的
變
革

。

他
取
消
了
部
會
制
度
，

建
立
一
百
零
四
個

「地
區
經
濟
委
員
會
」
。
而
事
實
證
明
這
項
改
革
徒
然
造
成
管
理
上
的
紛
擾

。
被
寄
以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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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
的
七
年
經
濟
建
設
計
畫
三
九
五
九

|
一

九
六
五
)
也
在
一
九
六
三
年
被
宣
告
放
棄

，

原
因
是
不
可
能

達
到
預
定
的
生
產
指
標
。

在
對

係
和
政
策
上

，

赫
魯
雪
夫
提
出
了
和
平
共
處
、
和
平
競
賽
、
和
平
過
渡
等
主
張

，

採
散
步

驟
緩
和
與
西
方
國
家
的
緊
張
關
係
'
並
擴
大
蘇
聯
在
開
發
中
國
家
的
影
響
力

。

一
九
六
四
年
十
月
十
六
日

，

真
理
報
刊
出
有
關
赫
魯
雪
夫
去
職
的
官
方
聲
明
，
指
其
因
年
齡
與
健
康

問
題
辭
去
一
切
黨
、
政
職
務

。
赫
魯
雪
夫
顯
然
成
了
男

一
次
權
力
鬥
爭
的
犧
牲
品

。
造
成
他
失
勢
的
主
因

是
其
內
政
、
外
交
上
的
失
敗
。
內
政
上
，

經
濟
政
策
的
錯
誤
導
致
工
業
生
產
力
降
低
、
農
業
蕭
條

，

要
趕

過
美
國
的
豪
語
成
為
空
話

﹒
，

外
交
上

，

古
巴
事
件
的
退
卻
、
柏
林
危
機
的
示
弱
，
及
與
中
共
的
爭
論
分
化

了
共
黨
世
界
。
這
些
形
勢
都
危
及
蘇
聯
的
安
全
。

H
W布
里
茲
涅
夫
時
期
(
一
九
大
四
|
一
九
八
二
)

隨
著
赫
魯
雪
夫
的
下
台

，

蘇
聯
的
權
力
重
新
分
配
如
下

.. 

布
里
茲
涅
夫
任
蘇
共
第
一
書
記
(
一
九
六

六
年
起
改
稱
總
書
記
)

，

柯
錫
金
任
蘇
聯
部
長
會
議
主
席

，

包
戈
尼
任
蘇
聯
最
高
蘇
維
埃
主
席
團
主
席
二

時
似
又
恢
復
了
集
體
領
導
的
三
頭
馬
車
制

，

然
布
里
滋
涅
夫
運
用
種
種
方
法

，
終
將
所
有
權
力
集
於
一
身

。

在
建
設
共
產
主
義
上

，

布
里
茲
涅
夫
提
出
了
蘇
聯
是
「
已
發
達
社
會
主
義
」
的
概
念

，

並
於
一
九
七

七
年
制
定
了
被
稱
為
是
「
布
里
茲
涅
夫
憲
法
」
的
新
憲
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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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經
濟
發
展
上

，

農
業
依
然
是
最
大
的
弱
點

。

在
一
九
七
六
|
八

0
年
的
第
十
個
五
年
計
畫
中
，
農



新 ，歡聯

業
總
產
值
較
預
定
的
指
標
少
了
百
分
之
一
三
了
且
又
開
始
了
連
續
的
穀
物
歉
收
。
一
九
八
二
年
五
月

，

蘇
共

中
央
委
員
會
通
過
「
糧
食
綱
領
」

'

意
圖
在
糧
食
上
達
到
自
給
自
足

，

迄
今
這
個
目
標
仍
未
達
成

。

在
對
外
關
係
上

，

一
九
六
八
年
布
里
茲
涅
夫
針
對
捷
克
事
件

，

發
表
了
「
有
限
主
權
」
的
論
調
(
即

22 

布
里
茲
涅
夫
主
義
)
，
加
緊
對
東
歐
國
家
的
控
制
。
一
九
七
五
年

，

東
、
西
雙
方
在
赫
爾
辛
基
簽
訂
「
歐
洲

安
全
與
合
作
會
議
最
後
文
件

τ

可
說
是
蘇
聯
外
交
上
的
一
大
勝
利
。
在
這
個
文
件
中

，

承
認
二
次
世
界
大

戰
後
歐
洲
邊
界
改
變
的
事
實
，
等
於
是
承
認
了
東
歐
及
蘇
聯
之
勢
力
範
圍
。

同
安
德
洛
波
夫
與
契
爾
年
科
時
期
三
九
八
二

一
九
八
五
)

一
九
八
二
年
十
一
月
布
里
茲
涅
夫
因
病
去
世

，

安
德
洛
波
夫
接
任
蘇
共
中
央
總
書
記
。
但
在
短
短
的

十
五
個
月
後

，

安
德
洛
波
夫
也
因
病
去
世
(
一
九
八
四
年
二
月
)

，

改
由
契
爾
年
科
接
任
總
書
記
的
職
位

。

而
後
者
亦
在
一
九
八
五
年
三
月
去
世
。

安
德
洛
波
夫
、
契
爾
年
科
擔
任
蘇
共
中
央
總
書
記
的
時
間
甚
短
，
在
內
政

、

外
交
政
策
上
難
有
重
大

的
突
破

。
不
過
安
德
洛
波
夫
在
位
期
間
依
然
繼
續
推
動
經
濟
改
革
，
並
提
出
了
蘇
聯
還
處
在
發
達
社
會
主

義
這
個
階
段
的
起
點
的
論
調
，
及
一
系
列
改
革
的
思
想

。

在
三
年
內
更
送
三
位
總
書
記
後
，
蘇
共
中
央
委
員
會
終
於
選
出
一
位
較
年
輕
的
總
書
記

戈
巴
契

夫
，
當
選
時
年
僅
五
十
四
歲

。

在
戈
巴
契
夫
的
領
導
下

，

蘇
聯
開
始
了
一
個
嶄
新
的
紀
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