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劇

同 
時 
賊

全 
逃 
去

‘力«

套

'：自'J月三年'若干:m^（頁二） 四期星

- 
門
：
瞽
村
i
w
^
 

一 •
其
後
，敵
步
兵
數
百
由
北 

二
墟
門
突
台
兒
養
。。在
城

舌
內
與
我
軍
巷
戰
。

一*#
尤
日
津
浦
路
綫
我
軍
又

一 機
又
轟
炸
台
兒
莊
及
北
墟

向
雯
攻 
。我
軍
各
司
令

。
犯
臨
沂
之
敵
曾
被
我
擊
退 

,
旋
又
與
我
肉
搏G
雙
方

一 
士
番
亡
頗
衆
現
目
臨 

二
沂
情
形
緊
急
。C
我
軍
以
全 

「
力
抗
敵 
繼
續
與
敵
苦
戰
。 

而
我
在
台
兒
莊
之
北
將
日
寇

皆
奮
不
顧
身
，。親
臨
前
綫 

督
戰
。而
劉
家
湖
之
敵
已 

向
後
退
却<

:
五
千
包
圍
、此
帮
日
寇
不 

"
久
全
敷
被
殲
。1

6
港
衣
隊
暗
行
抵
達
山
東 

滋
陽
。破
壊
敵
機
三
架
。c 

0
山
東
省
北
方
我
軍
遊
擊
隊 

一 
突
起
襲
日
宼
。。收
復
平
原 

縣
。-
而
駐
濟
寧
之
日
宼

一 
是
驚
懼
。.、

一0
卄
九
晩
愛
國
志
士
六
人
。

( 
在
北
平
圖
刺
僞
政
府
主
席 

王
克敏
一
。當
時
王
逆
乘
汽

車
出
外
。。與
之
同
乘
者
爲 

倭
奴
山
本
榮
次
。。剌
客
由

車
兩
旁
以
手
鎗
向
之
射
擊

均
負
傷
一
一傳
聞
王
逆
亦
受 

輕?

但
刺
客
六
名
皆
安

。
中
央
政
府
曾
判
定
張
自
忠 

有
失
陷
天
津
之
罪
。「茲
取 

消
此
項
判
詞 
因
張
氏
近 

日
率
兵
擊
敵
迭
獲
勝
利C 

6
卅
日
獸
机
卅
六
架
分
數
隊

侵
襲
粤
省
。。向
順
德
永
安

•
,;:3

'1
产

.
-?...，^

^

齢

三.

〔城
與
濟
寧
；旋
在
此
兩
地

4
1

21

i^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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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J 

—lil6̂
lfî
i

—

•
南
京
新
僞
政
府
首
領
名
單 

卜
海"
九
日
電C0R
宼
在
南
京
組
織
新
傀
儡
政 

府
事
一
經
学
報
端 
茲
査
參
加
叶
僞
政
府
之
漢 

奸
姓

><,左
列
。一

行
政
院
良
梁
鴻
志 
外
交
部
長
陳 
@
 

內
務
部
長
陳 
羣
財
政
部
長
陳
錦
濤 

教
育
部
長
陳
則
民 
綏
靖
都
長(
代
理
，任
援
道 

法
制
院
長
溫
宗
竟 
交
通
部
長(
兼
任 
梁
鴻
志 

實
業
部
長
王
子
惠 
司
法
院
長(
未
定)
章
卜
釗 

1-1 宼
由
南
方
進
窺
隴
海
路 

▲
敵
由
南 e 前
進
八
怡
餘
英
里 

卜
海 

tffR
美
聯
社
電 
最
近
日
寇
有
由
南
方 

進
犯
隴
海
鏡
路
地
帶
之
象
盖
日
宼
由
汀
蘇
省 

北
部
進
窺
筋
路
地
帶

據
外
國
軍
事
觀
察
家
稱H
寇
守
支
珍
由
南
通 

州
前
進
人
拾
餘
英
里
，以
便
進
犯
柳
莊 
此
地 

4 
距
隴
海
鏡
踰
南
方
百
英
里
。

日
宼
此
舉
爲
圖
衝
破
運
河
岸
之
華
誼
防
線
云 

■
宼
前
進
隊
距
交
通
綫
過
遠 

▲
敵
之
左
右
翼
恒
曼
我
遊
撃$
攻
擊 

上
海
卅
一 R
美
聊
社
電
』
最
近
據
北
半
説
。
日 

寇
刻
趕
調
增
援
败
至
前
線 
此
前
綫
之
位
置
乃 

循
津
浦
鏡
踰
。。及
在
隴
海
鏡
踏
附
近
云 

一 般
軍
事
觀
察
家 

61 信
串
方
報
吿
是
確
實
一
著 

華
軍
謂
日
寇
之
前
進
隊
離
其
交
通
線
過
遠 
致 

H
宼
之
兩
翼
恒
受
我
方
遊
擊
隊
襲
擊C
一 

除
斯
而
外
。
沿
各
前
線
各
株
各
村
之
日
寇
守
備 

依
人
敝
過
少
。一
因
日
寇
誤
料
華
軍
不
敢
與
其
前 

進
隊
鬥
爭
、
見R

es

前
進
。、必 
向
西
南
退
却" 

豈
知
學
軍
見
敵
到 "
卽
奮
力
迎
擊 
致H
宼
迭 

遭
敢 

to 云
。。

翁
口
宼
亦
東
施
效
颦• 

餐
聲
官
與
列
强
競
爭
海
軍 

東
京 

111
一
日
統
一
It)
電
。。*
日
據
倭
海
軍
省 

指
導
同I

田
氏
稱
。。日
本
准
備
與
列
强
競
爭 

海
軍
。因
列
强
增
遣
軍8!、

實
威
脅H
本
之
安 

全
。，而
世
海
軍
能
遠
洋
作
戰
，故
日
本
之
安
全 

較
丽
减
少
云

•
美
參16

院 

批
准
五
百
餘
兆
元
海
軍
案 

華
盛
頓
卅 
一 日
電
、。日
昨
此
間
國
會
卜
議
院
議 

員
名
數
贊
成
撥 

11
百
五
拾
兆
元
爲
增
擴
海
軍
用 

e

此
案
通
過
後
。
美
外
交
長
赫
魯
即
正
式
宣
佈 

謂
美
已
抛
棄 
九
三
六
纣
之
倫
敦
限
制
海
軍 

約
云
、G

國
貨
商
塲 

異
軍
突
起 

保
證T
足
新
貨 

取
價
額
外
廉
平

丈

氤
傳■

郁
攵
兩
人
合
做
茲
因#
、周.
兩
君
志«
 融
番
塞
一 

一
盤
牛
看
偈".
什
物
出
頂
與IB

廣e
常
備

11
承
受
电
株
蜃
熊li
il 

壹
就

—午
怡
壹
点
鐘
仆
我
衣
舘
交
易
用
育
中
由
人t
勲獻一̂
8

國

國

 

貨

 

商

 

塲

膚
自
自
敝
目
轉
|8 木
淸
骨
懇
預
早M
 冷
埠
片
抒
南
京
彼
丸̂
6
噌 

牌1
售
K
寶
帥
報
散
以
備
淸
，結
荀
血
朗
个
例
弥
無
敢M
e
 
需

僑
胞
宜
取
國
貨

聲
明
以
免
後
論

3

九

 

一 

八

年

二

•
月

廿

九

號

•

、

.
胃

 

S
8
l
^

請
到
「國
信
去

業
務
 

第
一
期
國
貨
冃
錄
出
-
敢
者
雲
高
筆
毋
跑   

M 街
門
牌
叁A
貳
號
統
南
京
酒
樓
用
意
原
国 

係
李
其
椅
爭
紆
振
华
矩
端*
常
扶
中
矩
濟
李
常
慰
余
璽
金
腹 

解
營
現
李
常
慰
君
志
圖
別
業
自
愿
前
其
名
下
所
佔
，三股
份
退
区

版
內
容
豐
富 

一
貨
品
目
甚
学
封
面 

天
使
国
字
研
究
國 

一
者
不
可
不
看

司

 

雲

髙

華

，與 新
南
京
酒
樓
公
盆
承
受/
«
四
月
四H F
午E 時
件
新
南

-1 . 

一
酒
樓
舖
內
當
衆
交
易
倘
李
常
闕
科
有
與
中
西
親
友
掲
倩
數
眉
亂
一 
一会 

，甬
等
涉
域
統
股
份
轉
*|木
淸
者
睛
預
早
到
來
理
要
加
至
腐
不M
K
 

看
綁
交
易4
後
不
關
承
受
人
之
事
自
俊
斗
意
盈
虧
办
慨
9|
»,,
矇
量

▲
駐
雲
埠
禺 

正
局
長 
周
寶
山 
副

禺
名
本
職
員
表

人
無
涉
先
此
聲
明 
免
後
論 

中
學
民
國
廿
七
年-
二
月
什
九
日 

"
"
^
^
^
^
^

仲

雲
埠
新
南
京
酒
樓
歓
震k

正
書
記 
剧
伯
顕
副
宋
良
弼 

正
交
際 
徐
錦
癖 
副 
陳
日
進 

正
理
財 
沈
兩
亭 
副 
陳
日
進 

正
犠
長 
朱 
昌
副
周
享
華

耿
者
：
妹
以
第
材
：
託
足
此
間
献
技
：
已
有
日
矣
：
乃5
*
=

監 
督 
蘇
庚
灶 
曹 
勝 

核
敷
周
振
河
 
梁
博
明 

庶 
務 
曹
錦
泉 

議
員
蘇
沃
榻
順

探
棠
君
：
惠
贈
錦
標
伞
面
：
顏
日 
星
能
不
恤
具
緯
者E:r
款
一

,.瞰
儀
厚
誼
，.
瘾
一

國
公
價
貳
百
元■
生
花
兩
盆.
另
珍
飾
賀
金
等.

劎
靡
旣
・
・
謹
詰
片
言
：
用
価
謝
臆
：
尙
希
筋
照
小
宣2

楊
秀
通 
那
浩
泉 
陳
炳

80 
接 
顏
潤
林 
董

徐
宗
智 
徐
干
樂

▲
旅
舘
易
主
廣
吿

敢
者
本
埠
哥
林
比
亞
街
四
壹
四
號
之
緬
斯
尼
特
旅
舘
原
目
係
書
二 

高
華
旅
舘
現
由
本
主
人
承
買
轉
改
令
名
本
主
人
係
白
人
將
各
隆 
一 

像
私
床
禅
換
置 
一 新
共
分
單
房
雙 9
 兩
種
雙
爲
裝
有®
具
靖
金 

5  

家
眷
居
住
各
房
援
氣
管
及
冷
熟
水
喉
均
備
地
方
雅
源
光
線
売 1
5
 

價
鐘
克
己
學
友
光
思
表
的 

«)斯
尼
特
旅
舘
圣
人
謹
魄■
 

M
am

zenita  R
pom

Sy
414  C

olum
bia  A

ve;  

yanguver*  B
, 9

 

—̂̂
^
^
^
^
^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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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瑞
門 
黄
鏡
鳳 
各

五

元

一

 

黃
金
灼 
譚
昌
期 
福
光
安 
李
仁
林 
余
府
南 
那
雲
章 .. 

林
翰
元 
呂
瑞
卿 
彭
棨
傳 
曹
風
顏 
馬 
珍 
各
貳
元
「 

蔡
連
吉 
林 
長 
陳
哲
生 
林 
安
一 

各
壹
元 

(

楊 
德 
曹
惠
庭 
茹
寶
清 
越 

謝
德
成 
江
贊
倫 
蘇 
壽 
候

燦
黄
澤
 

那 
葉
廣
疇 

雄 
周
以
太

廖
翼
鵬 
李

曹
松
芬

▲
駐
雲
始
禺
山
昌
後
堂
曇
点
職
員 

正
堂
長 
陳
日
進 
副
蘇
沃

正
理
財 
沈
雨
亭 
副 
蘇
庚
灶

正
書
記 
劇
伯
顯 
副 
朱
少
英

正
交
際 
徐
錦
濤 
副
宋
良
弼 

正
議
長 
曹
仲
雅 
副 
廖
翼
鵬 

監 
督 
周
寶
山 
籬
庚
灶

核 
數 
周
振
河 
郎
浩
泉 

麻
務
 
曹
錦
泉

議 
員
朱
 
昌 
曹
松
芳

葉
廣
疇

戴
雄
 
蘇
壽
 
江
贊
偷 
謝
德
成

腾
廣
萬
生
啟
事(
一) 

敬
敗
者
小
號
前R
聘
得
司
徒
國
字
章
謀
先
生*
 

當
乱
眼
職
昌
經
已
解
僱
於
民
國
片
七
年
正
月<
 

日
脫
離
關
係
如
章
謀
先
生
有S®

曾
項
及
其 
一「 

切
行
動
槪
與
小
號
無
涉
特
此
奉
吿

啟
事(
二)

冉
啟
者
小
號
設
什
雲
埠 
已
歷 
lit
有
餘
年
。 

15 

營
祖
國
貨
物
，以
應
倫
胞
所
需
』
特
派
經
験
專
， 

員 
常
駐
省
港
滬 
捜
羅
各
地
產
品
。 
源
源
連 

到 
貨
式
鮮
明 
價
錢
克
己 
服
務
週
到 
.
遠 

IZL 
諸
自
成
知 
如
蒙 
惠
顧
，極
表
歡
迎5
近 

有
無
耻
之
徒
。登
載
報
章
啟
事0 

徳
云
仍
享
受
小
號
股
東
權
益 
淆
亂
僑
胆
観

18 

。乃
係
籍 此
爲
驟
招 
實
屬
無
稽
之
談
。   

$8 旗
間 

-
有
僑
胞
未
明
個
中
真
相
。特
登
敬
事
奉
聞
；

-% 

致
發
生
誤
會
。明
達 
諸
君
。備
新
留
意
是
事€

梁
博
明 
黃
澤
越

茹
寶
淸 
曹
惠
庭

廣

 

萬

。
 

犷

SA 

^
^
N

楊 
德 
徐
子
樂 
徐
宗
智 
董
應
熊 
顏
潤
林 

副
接
陳
炳
周
以
太
 
周
享
華
楊
順
 

啟
者
弟
先
嚴
容
彬
前
經
佔
到
雲
高
華
埠
鐵
城
崇
義
總
會
冒
業 

公
司
股
份
本
銀
壹
自
无
今
因
不
幸 
先
父
棄
世
需
欺
孔
西
飮 

將
先
父
遗
下
該 w
業
股
份
本
銀
提 
以
資
週
轉
奈
因
皎
股
票 

未
知
如
何
失
去
無
處
捜
傳
茲
特
登
報
聲
明
偷
有
親
朋
梓
友
有 

按
押
到
頰
股
票
或
執
得
者
請
於.四
月
叁
號
以
前
副
崇
義
會
實 

業
部
槌
明
如
逾
期 2
笹
所
失
去
之
股
票
作
爲
廢
紙
越
此
聲
明 

!
以
免
横
論
此
佈

塲
情
形
黯
淡

美
京
卅
日
電
：
美
京
商
務
部
報
吿
。中
日
之
役 

起
後 
遠
東
商
務
，頓
形
凋
落:
現
在
尙
無
絲 

毫
起
色
。。日
本
百
物
因
來
源
斷
絶 
一
價
格
高
漲
一 

。。政
府
諸
計
彌
縫
。總
歸
失
散
。商
家
不
特
有 

貨
不
肯
外
售"
且
因
政
府
限
制
入
口
貨
品
、四 

處
收
買
、
此
外
鰭
傅
政
府
準
備
收
管
織
造
業
』。 

亦
係
物
價
騰
漲
之
。
因
。。

日
本
股
票
交
易
所 
一 情
形
黯
淡 
除
用
火
製
造 

公
司
股
票
外
。。其
他
債
券 
幾
無
人
過
間
。
人 

造
絲
及
棉
業
股
票
尤
淡
。。足
見
世
界
各
國
抵
制 

日
貨
品
烈
，。致
日
本
人
造
絲
及
棉
貨
不
易
推
銷 

云
。。

d

中

華

民

國

念

七

年

二

一

月

念

八

日

羅
奀
特

▲
請
惠
春
季
報
費
與
吿
白
費

本
報
向
承
各
界 
僑
胞
關
照
：
無
任
感
激
・
・
竊
思
筆
墨
牛
涯
： 

費
用
至
爲
浩
繁
・
・
賴
以
維
持
者
，・
端
存
報
曾
與
吿
白
費
耳
：
茲 

又
援
例
列
單
往
收
春
季
報
費
與
吿
白
費
・•
切
望
單
到
時
・
・
愛
顧 

本
報 
諸
君
：
不
吝
消
埃
・
・
慨
予
依
敬
擲
下•
・
以
資
週
轉
：
則

新
到
貨
品
二
津
平
沽
。行
情
印
假C

IS

索
卽
聲
一 

SB6

生
司BB^il

不
勝
感@
之
至
：

報
司
理
部
謹
一

埠

wftB .3 
,̂̂̂  

・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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