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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
天
•
此
次
襲
擊
。
美
機
投
下
炸
彈
共
六
十
三
噸
云 

■ 
△
倭
德W
惡
相
濟
到
底

萩
銀
行
住
理##

銀
斤 

非
常
妥
當
，
現
加
改
善

。修
理
僑
酒"
 

滙
價
每
國
幣
壹
百
元
、  

*

 坎
幣
六
元   

•■, 

郵
滙
每
張
滙
票
收
寄
飛
如
費
八
毫
。卦 

央
收
藤
費/
幣
二
元
五
毫
，髪
欲
渡
百
 

款
回
家
者
。
可
向
本
行
學
行
之
域
埠
 

分
行
接
洽
。.如
因
言
停
便
。
請
直
向 

™
合
生
隆
記
司
理
陳
景
山
君
處
詢
問
可
也 

@
雲
埠
零
話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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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
合
社
接
東
京
播
音

—
德
日
兩
國
。
會
同
嚴
重
發
宣
言
•
表
示
繼
續
遵
行
軸 

心
盟
約
•
其
宣
言■
云
「
日
本
帝
國
政
府
與
大
德
國
政
府
聯
同
嚴
重
宣
晉
， 

巴
都
革
里
阿
政
府
老
背
叛
。
不
影
响
德
意
日
三
國
盟
約
。
該
約
無
絲
毫
蹙
更
一 

。
得
繼
續
發
生
効
力0
德
日
兩
國
政
府
。.
决
定
盡
其
力
量
之
所
及
。
完
面
戰 

爭
至
勝
利
結
局
爲
此
」
云

△
美
機
旅
燉
倭
船
三
艘

△
重
慶|
美
駐
華
空
朱
部
報
吿
・
星
期
六
日
美
机
轟
炸
香
港
。
在
三
州
島
什
近 

擊
中
倭
驅
逐
艦
宜
鬟
-
起
火
焚
燒
，
又
在
香
港
海
面
，
炸
中
倭
貨
兩
隻
:
;
 

△
華
海
員
奪
倭
船
受
獎
：

•
二
： 

△
重
慶|
中
央
社
訊
一
華
人
海
員
拾
八
名
。
將
倭
賊
運
輸
船
「
美
亞
」
丸
之
倭 

職
員
殺
靈
。
將
船
及
貨
物
駛
交
中
國
長
官
。、得
官
方
嘉
賞
。
昨
日
被
頒
批
光 

華
章
。

據
中
央
社
稱
♦
美
史
丸
從
前
是
掛
巴
拿
馬
旗
、
太
平
洋
戰
事
暴
發
後
。m
賊 

遂
卽
將
船
收
管
。
搭
人
名
華
人
海
員
。
被
迫
繼
續
在
船
上
工
作
。 

一
二 

△
美
潜
水
艇
一
隻
沉
沒 

」
一 

△
華
盛
頓1
美
海
軍
副
宣
稱
。
倭
轟
炸
機
隊
拾
五
架
。
襲
擊
美
國
在
南
太
利
洋
一 

根
據
地
苏
那
富
蒂
十
損
失
甚
微
・ 

，

—

」 
>'.一 

同
時
海
軍
部
又
宣
舟
，
潛
况
艇
「
溜
彈
手
」
號
在
太
平
洋
沉
沒
♦
該
艇
暑
三. 

年
前
建
造
■
有
海
»-六
拾
五
名
-
其
沉
沒
是
開
戰
以
來W
r

潛
水
艇
損
失
之 

第
十
弍
隻
。

.
匚 

△
倭
又
宣
傳
擊
退
美
機: 

一：
 

△
東
京
播
音-
屡
賊
承
認
聯
軍
已
在
里
伊
之
西
十
五
英
里
建
築
壹
飛
行
塲
生
星 

期 
一 
日
被
倭
機
襲
祐
。
美
机
四
架
及
軍
械
貯
藏
庫
全
數
施
毀
。
聯
軍
無
射
殷 

置
防
禦
工
事
云 

一 

• 

」 

.

>..•

„

岁
轩
更
金

△
美
視
察
團
行
抵
雪
梨
■

、△
澳
洲
雪
梨1
美
國
上
議
院
戰
區
視
察
團
。
觀
光
中
國
重
慶
後
。
昨
日
行
抵
雪 

梨 - 
在
該
處
作
播
音
演
講
■
據
稱
「
太
平
洋
戰
事
向
被
忽
略
•
至
今
仍
被
視
一 

作
等
閒
。
吾
等
巡
視
此
方
戰
匾
所
得
深
刻
印
象
。
是
吾
人
估
低
敵
人
力
量
。 

日
本
是
一
個
險
議
敵
人
，
但
美
澳
軍
兵
・
以
其
有
限
軍
械
及
物
料:
已
盡
人 

事
之
可
能
。
做
小
顯
赫
可
觀
工
作
」
•

△
英
美
談
商
金
融
大
計

△
倫
敦1
克
京
氏
■
英
國
當
代
經
濟
學
權
威
•
現
在
美
京
華
盛
頓
與
美
國
財
政

:

大

崇
 

壹

L

鑒

国
6

郵滙*蠢票收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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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8 三 十

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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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行
接
洽
。
如
因
言
語

IE

行
何
 

last 

'̂*̂

◎
新
竈
話
「PAdf̂
.5  

s

f

:

心
髭

i

派
雇1

行
啓

二- 

部
商
时
戰
後
通
貨
制
度
。
包
括
加
拿
大
所
提
議
者
。
兼
且
考
慮
國
際
投
資
法

則
、
殷
計
定
奪
全
球
主
要
物
品
價
格
。
如
米
麥
五
金
之
類
、 

克
京
氏
此
行
。
引
起
倫
敦
方
面
發
生
憂
慮
。
盖
恐
其
代
表
英
財
政
部
向
美
方 

讓
步
。
而
接
納
美
方
所
主
張
之
「
白
氏
」
通
貨
方
案
，
但
「
財
政
時
報
」
不 

以
此
觀
解
爲
然
。
因
克
京
氏
在
上
次
歐
戰
吿
終
時
。
在
和
平
會
議
席
上
向
英 

首
相
吿
辭
其
財
政
顧
問
一 
職
・ 

當
時
英
首
相
萊
佐
治
所
採
取
之
金
融
通
貨 

政
策
爲
克
京
氏
極
力
反
對
。
他
並
激
烈
不
贊
成
英
國
當
時
恢
復
金
本
位
制
度 

■
雖
然
多
數
敍
行
經
濟
家
，
是
一 
意
主
張
恢
復
。
其
後
英
國
以
恢
復
金
本
位

年 九 月

1一^

0̂
3.

◎
，哀 
謝:
 

先
考
諱
九
松
字
永
燈
廖
公
漆
卷
痛
於
民
岡
卅
二

1
 I
一>

■•1

年
九■

胃

修
于
聖
侯
績
醬
陆
礼 

Mi-辜
壽
宗
十
亠
八
甚
塵
辱
匿
感
猷
果
一

十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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芸
合
第
注
书
喪
導
颦
行
田
殯
歸
土
安
基
二
叨
蒙
宗
親
诫
友
惠 

贈

II 儀
花
圈
親
臨
執
總
素
車
隨
行
隆
情
厚
誼
如
存
均
感
哀
此

啓
者
本
店
向
在
華
區
營
業

II 

承••
各
界
人
士
特
別
蟹
麗 

激
靡
旣
現
以
地
隘
狹
遷
处 

精
良
價
錢
克
己
如
蒙
賜
顧
爨 

一
任
歡
迎
、

凍
 

《
日

寇

背

後

之

黑

幕

 

揭

露

日

本

的

殘

暴

獸

行

蘇

 

自
稱
爲
天
之
驕
子
的
無
耻
日
賊
。其
兇
暴
殘
忍
之
手
段
。誠
爲
汝
們
所
秦I

。姦
汚
被
俘
的
良
家
婦
女
。殘5  

以
苦
力
工
作
來
奴i

寒
無
倚
的
幼
童
。造
雑
 

—
…
能
令
觀
衆
痛
憤
切
齒
而
欲
生
亀r
献轉

號 

致
英
國
貨
物
成
本
較
高
。
世
界
市
塲
。
尤
其
是
南
美
洲
市
塲
。
逐
漸
爲
美
國 

所
奪
。
而
世
界
金
融
市
塲•
亦
逐
潮
由
倫
敦
移
至
紐
約
，
英
國
爲
挽
救
前
。 

壹
九
三
二
年
不
得
不
宣
布
放
棄
金
本
位
。
美
國
爲
保
全
國
外
市
塲
及
維
持
國 

， 

內
物
價
■
雖
則
擁
有
全
世
界
黄
金
壹
半
以
上
。
而
亦
跟
着
英
國
由
羅
斯
福
總 

統
宣
布
放
棄
金
本
位
・
自
是
英
人
方
了
解
克
京
氏
在
和
平
會
議
席
上
所
持
主 

見
是
確
實
眞
正
者■
所
以
現
在
克
京
氏
是
不
能
同
意
於
美
國
提
倡
之
通
貨
方 

1. 

案
。
英
國
財
政
專
家
對
該
方
案
早
已
反
對
。
英
國
此
次
是
不
能
再
度
錯M
。 

次
英
國
已
用
盡
其
黃
金
•
其
在
紐
約
短
期
債
務
已
增
長
至
五
十
萬
萬
元
美
金
。

△
倭
賊
不
停
向
我
求
和

南
盛
頓1
中
國
外
交
部
長
宋
子
文
。
昨
日
在
此
間
對
新
聞
記
者
宣
稱•
中
國 

政
府
■
不
停
接
到
日
本
求
和
提
議
。
倭
賊
被
聯
軍
壓
迫H
甚
■
其
求
和
條
件 

越
寬
大
。
日
本
準
備
隨
時
退
出
中
國
本
部(
除
滿
洲
台
灣
外
)
，
若
中
國
肯 

脫
離
聯
盟
國
，
轉
向
日
本
聯
合
。
對
白
人
作
種
族
載
爭
・
當
珍
珠
港
事
變
時 

。
日
本
已
有
此
類
提
議
，
但
中
國
總
未
爲
其
所
愚•
吾
不
見
此
等
提
議
有
何 

解
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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泣
血
稽
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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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啰一」

未
亡
人 
區.氏
官
拭
淚
歛
锥
」 

茲
將
厚
惠
列
后
'
恕
不
稱
呼

'v
jl.

廖
宏
儉
五
元 
崇
國
弍
元 
繼
唐
貳
元 
宏
藻 
宏
合 
宏
舉
一 

三
元
五
限
皆
1

一
春
簿
i

重̂

宏
藻 
宏
合 
宏
舉
髙
花
圈
 
御
 
崇
垣 
同

8
兀

我»< 奪■  
*

一仝拓圈-「宏已從而 

區振鵬力 «"
界稚花圈」二季掌華朽圈上奉

•
•
警
告
酣
睡
頹
唐
人
民:

；
：
；
；
」/
 

三
藩
市
卷
・
隨
着
陸
軍
中
將
刀
屈
之
警
吿
人
民
於
酣
睡
頹
唐
中..
謂
「
危
財
局
一
一 

勢
已
增
加
」
。
第
九
酎
人
民
防
衞
局
下
令
重
整
美
西
人
民
防
禦.
。
刁
屈
中
断
力 

陸
軍
第
四
軍
及
美
西
防
箇
之
指
揮
。
彼
警
吿
謂
工
人
破
壞
機
器
及
爲
敵
值
県
等 

危
害
國
家
安
全
動
作
一
，
已
在
增
長
中
。
敵
人
或
乘
機
會
在
蒐
西
海
岸
實
行W
壞 

。
潛
艇
攻
擊
及
空
襲
俞
路
•
砥
崙
，
三
藩
市
・
洛
斯
安
吉
爾
斯
。
山
地
伊
黄
等
 

城
市
。
並
會
轟
炸
森
術
。
及
派
突
擊
隊
或
降
落
傘
隊
攻
襲
重
要
地
區
。
敵
大
據
 

有
堅
忍
之
性
格
。
競
才
定
敞
會
趁 

18 民
鬆
懈
之
際
而
來
進
攻
。
且
太
平
洋
之
戰 

局
仍
屬
初
期
■
無
疑
我
人
對
敵
所
施
之
軍
亜
壓
力
經
已
增
强
，，
但
美
西
各
聚
區
一 

遭
受
敵
人
報
復
行
動
之
危
險
亦
在
增
加
。
故
民
防
組
織
•
不
待
應
繼
續
警
疲.. 

且
應
視
情
境
之
需
要
・
而
實
行
嚴
密
改
組
之
。 

-

' 

•
教
祖
深
慮
教
皇
受
困 

一一 

伯
爾
尼
拾
四
日
盅
。
強
瑞
意
邊
境
報
吿
。
天
主
教
徒
對
於
教
皇
之
安
全
用
洞
繫 

念
。
有
謂
其
已
爲
德
元
帥
所
困
。
有
謂
其
已
離
羅
馬
。
但
德
軍
仍
魚
重
教
産
。 

不
侵
犯
之
云
。 

一 

丁
二

BE &

一

永
熊
永
賢

永
儀 
仝
我
圈
，H

，
叙
蘭
房
仝
人
素
車 
僑
安
會 

素
車 
區
振
鵬
索
車 

宏
藻
. 
宏
合 
宏
舉

同
巣
車
塞
二

★
★
▲

外
長
召
集
新 

記
者
目
的
。
是
宣
布

後
一 
年
之
內
召
開
國
民

會
議
•
殷
立
新
憲
法
。
繼
續
舉
行
大
選
・
組
織
新
國
會
■
新
政
府
。
以
對
人 

民
負
責
。

想
不
到 1
1

他
自
己
一
一
一
爲
舉 

殺
在
襁
褓
中
的
嬰
兒
上

國
人
數
甚
少
。
吾
預
料

對
于
共
產
問
題
。
宋
外
長
謂
「
眞
正
共
產
份
一

解
决
鼓
問
題
將
專
用
政
治
手
段
。
而
不
必
動
用
X
 
事
」

/:

△
美
議
員
稱
贊
麥
將
軍

△
澳
洲
美
利
柏
恩

—
美
國
上
議
院
議
員
波
老
市
打
。
在
此
處
宣
格
。
「
若
德
國 

今
秋
崩
溃
。
日
本
之
命
運
亦
將
不
久
矣
。
英
國
海
軍
力
最
一
旦
集
中
太
平
洋 

。
吾
以
爲
日
本
必
不
能
久
持•
勝
利
快
要
來
臨
。
麥
卡
度
將
軍
對
澳
洲
軍
士 

之
合
作
。
非
常
感
激
，
澳
軍
在
新
幾
內
亞
建
功
殊
多
」
。

議
員
羅
蘇
又
謂
「
日
本
未
被
粉
碎
以
前
。
75:人
在
南
太
平
洋
應
有
剛
太
海
軍 

。
意
國
已
亡
。
地
中
海
無
需
多
大
海
軍
・
吾
之
人
希
望
不
久
可
達
到
」
。

慘
無
人
道
的
獸
行
。指
不
勝
屈
。

以
免
向
隅
。華
友
光
顧
。極
表
歡
迎
。

之
爲
快"
議
早
醒
塲
寸

M

-
模
氏
宣
佈
僞
府
成
立 

竜

。
模
番
里
尼
宣
言
。
自
任
爲
意
法
西
斷
新
政
府
之
最
高
領
一

反

療

倫

根

時.令

三

但
其
本
人
并
未
在
播   

1F台
液
言
"
模
氏
之
組
織
與
意
皇
室
脫
離
關
係
。
同 

其
黨
徒
查
辦
巴
都
革
一
里
阿
之
擁
護
者 

故
意
北
將
爲
意
人
流
血
之
境" 

®
 基
夫
最
要
門
戶
失
守

「

鑿

上
議
員
列
氏
則
謂
「
麥
卡
度
將
軍
。 

國
軍
政
部
非
常
合
作
」
云

舉
 

一；

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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