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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公朗大
.（二） 六期星： 號七月元年二抬弍國民

無
山
海
關
情
形
無
甚
變
動
說 

上
海
六
日(
統 
一 通
訊
社)
電
。。據
是
日
訊
稱
。。 

山
海
關
自
爲
倭
賊
佔
領
後
：
該
處
大
局
情
形
靜 

謐
，、無
岳
變
動
。。但
屯
駐
山
海
關
鄰
近
各
地
之 

華
軍 
。均
對
倭
宼
有
踴
躍
欲
跋
意
云

•
蔣
空
言
促
張
學
良
抗
倭

上
海
六
日 
統
一
速
社
訊
，電
一
本
處
頃
接
天
津 

訊
云•
。蔣
介?5
^

^

攣
良
繼
續
抗
拒
日
宼" 

蒋
謂
日
賊
g

V

^

用*
 肉
地:
須
努
力
抵
抗 

•
黨
府
外
交
部
B

%

/

三

.-

發
布
日
賊
侵
楡
關
案
長
文 

上
海
六
日
電
。。南
京
外
交
部
是
日
午
後
發
佈
長 

文
：
此
長
文
將
關
於
日
賊
攻
佔
山
海
關
案
之
中 

國
軍
官
報
吿
書
列
入
。一
此
長
文
表
明
山
海
關
戰

事
全
由
日
賊
負
責
。。當
時
日
賊
先
向
華
軍
挑
釁 

。。因
日
賊
先
向
山
海
關
之
華
軍
抛
擲
炸
彈
。。旋 

用
步
家
攻
擊
山
海
關
也
。。

又
南
京
外
交
部
業
后
前
倭
賊
政
府
抗
議
賊
軍
侵 

佔
山
海
關
事
，。並
聲
明
山
海
關
華A
所
受
損
失

。。將
來
須
由
倭
宼
負
責
賠
償
云
。。

•
倭
賊
又
擬
借
題
敌
釁• 

秦
皇
島
之
賊
帥
謂
倭
奴
住
宅
被
刼
， 

上
海
六
日
電
。，秦
皇
島
之
賊
軍
司
令
頃
向
中
國

星
六
晚
七
点
開
演

6  C
・ 

合

C
B

武
艷 

香
俠 

占
劇

〔大) 
〔羅
〕 

〔天
〕 

〔班
〕

孫
頰
文 
首
本

華 

埠

日
發
票
在
活
生
菓
行 
晚
六
點
在
戲
院

恩
平
同
福
總
堂
卄
二
年
職
員
表 

常
務
委
員
何
登
任

執
行
委
員 
鄭
振
秀 
梁
敢
洽 
徐
如
悅 
何
登
任 
鄭
振
衡 

吳
經
楫 
鄭
漢
持 
候
補
吳
在
約 
黎
俠
民 

監
察
委
員 
鄭
松
安 
馮
道
灼 
鄭
厚
沾 
候
補
馮
道
灼 

總
務
主
任 
陳
平
章 

幹
事 
鄭
宇
廷 

會
計
主
任 
鄭
慶
煜 

幹
事 
鄭
維
垢 

交
際
主
任 
吳
季
論 

幹
事 
岑
嘉
旺 

宣
傳
主
任 
黎
俠
民 

銘
事 
唐
君
洵 

庶
務
七
仟 
馮
萬
源 

幹
事 
唐
奕
敏

^
^
n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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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he 
T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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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8

軍
事
領
袖
抗
議
。一
謂
該
處
倭
奴
住
宅
曾
爲
華
人 

刼
掠
云
。赞
官
吏
料
此
乃
倭
賊
之
挑
釁
題
目 

。。大
約
倭̂
一*
^
擬
藉
此
題
目
侵
畧
萬
里
長
城

月
七
號
一

雲

高

mf.

▲
特
平
價

男
人
好
黑
皮
靴|
厚 

1ft1底|
 

每
封
二
一

男
人
精
細
構
造
時
欺
皮
靴 
每
對
五
元
五
毛
五

皮
裏|
牌 

元
九
毛
五

牙

木
店
之
男
人
靴
爲
加
西
最
齊
備
者
著
名
字
號
之
靴 

如(
花
羅
筋h
亞
市
朶
利
亞
〕及(
華
市
磨 
一
均
備 

各
種
做
工
靴
非
常
平
賣
，請
留
心
光
顧
・ 

C
orneft  Bros.  Led

、
33  H

astings  St.  East  

(
市
政
廳
對
面
〕 

哥
匿
公
司
啟
" 

一

•
盧
斯
福
將
與
史
点
臣
晤
談 

華
盛
頓
五
日
電
。C

據
是
日
白
宮
消
息
稱)
。新
選 

美
國
大
總
統
盧
斯
福
。。雖
延
至
本
年
三
月
四
日 

方
行
登
任
。2
刻
以
外
交
情
形
日
益
緊
張
。，故
擬 

於
未
上
任
之
前
與
現
任
外
交
部
長
史
点
臣
作
一 

度
之
談
商
。
盧
氏.業
已
咨
照
現
任
總
統
賀
華
。。 

請
其
脇
此
意
轉
達
史
氏•
。賀
華
氏
已
允
所
請
。。 

着
史
氏
定
期
與
盧
氏
會
晤
。。惟
所
定
之
期
須
以 

，便
於
盧
氏
者
爲
合
云
。。

•
山
海
關
案
將
歸
妥
協
耶

◎
注
意
良
機
勿
失

啟
者
本
餐
館
向
來
生
意
暢
旺
今
因
各
伴
志
圖
別
業
願
將
生
意
仝 

盤
出
賣
取
價
從
廉
如
有
梓
里
欲
營
斯
業
者
請
早
到
來
面
商
或

1g  

達
槪
由
尊
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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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科
花
柳
奇
難
頑
症 

■
 ^3*

►
在
別
埠
將
病
原
詳
細 

■
 

函
吿
可
能
對
症
發
藥 

Q

/

(
寓
中
興
旅
館
〕

b

壹
九
三
貳
年
十
二
月
廿
七
號

YaC  Ping  W
ong  

176  Pender  St.  E
・ 

Vancouver  B
・ C

,  
電
話

Sey・  

5831

保
市
頓
餐
館
啟

本
公
司
現
代
理
美
國
加
省 
〔 

普
路
哥
〕
橙
菓
批
發 

兼
辦
土
產
生
菓
薯
仔
瓜
菜
及 

美
國
出
產
發
行
貨
鮮
價
廉
僑 

胞
光
顧
無
論
遠
近
特
別
歡
迎 

〔電
話
〕千
地
利
三
弍
三
壹

李
奕 

司
理
人
黃
策
同
啓

李
成

中
倭
軍
事
當
軸
已
協
商

一 
美
公
使
之
報
吿

華
盛
用
日
電
。，美
國
駐
華
公
使
詹
森
氏
。
是 

，日
電
報
本
京
國
務
部
。，謂
伊
接
駐
秦
皇
島
之
美 

一國 軍
官
報
吿
云
。。中
倭
兩.國
軍
事
當
袖
已
允
協 

商
以
便
調
解
日
賊
攻
佔
山
海
關
案
云)
。

，■
英
法
兩
國

◎
皮
草
平
沽

本
店
向
做
大
帮
生
皮
及
皮
褸
零
活
生
1'・•
現
鑒
於
世
情
冷
淡
・•
且
租
價
高
昂
：
爲
謀
收
縮
盤
費
起
見
： 

特
將
各
皮
草
减價淸盤出售
、俟
賣
淸
後■
・
便
不
做
零
沽
生
意
・・

前
犧
牲
値
六
萬
元
之
貨
物
：
如
上
靚皮褸、及
搭
頸
毛 
、生
皮
等
、

原
價
每
元
現
只
收
四
毛
五
仙

各
貨
要
將
之
淸
活
・•
欲
定
買
者■•
可
先
交
定
銀
若
干
：
餘
待
隨
後
交
淸
取
貨
。・ 

數
種
特
別
貨
物
平
活
列
后 

乞
愼
海
狗
皮
褸
：
：
1

者
每
件
特
別
價
九
十
四
元
五
毛 

香
鼠M

uskrat 麽
褸
：■■
：■■

亠

金
黃
色
頂
靚
者
每
件
常
價
壹
百
壹
十
五
元

現
沽
五
十
四
元
半 

香 
脊
毛
皮
褸•••••••
•
真
實
靚
貨
・
・
裝
式
均
極
趨
時■•
每
件
常
價
貳
百
元
・・ 

一

•.
現
活
七
十
四
元
半

允
不
干
涉
日
宼
侵
東
省
案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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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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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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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挥翼心楼吕 

我
住
金
魅
崎0
. 

諸 
君  
<<*« 
。

南
京
七
日(
聯
合
通
説
社)
電
。
華
文
報
章
是
日 

用
大
字
題
目
刊
印
由
日
內
瓦
傳
來
之
華
人
消
息 

云
。。•
會
之
中
國
代
表
團
已
得
有
消
息
。。謂
英 

法
兩
國
。
於
去
年
春
間
倭
賊
軍
做
撤
離
上
海
時 

。會
訂
有
密
約
C
O

此
約
規
定
該
兩
國
不
干
涉
日 

賊
侵
佔
東
三
省
案
。。二

口 
冠
宣
傳
張
學
良
集
兵 

北
京
六
日
電
。。天
津
日
賊
司
令
部
屢
傳
出
消
息 

00 

謂
張
學
良
自
，接
南
京
政
府
對
日.
「取
積
極
行 

動
一
。之
考
後
二
卽
向
秦
皇
島
方
面
集
合
軍
陛 

二
惟
張
學
良
所
屬
之
官
吏
已
否
認
此
訊
是
實
。。 

但
據
數
處
可
靠
抓
稱
〉。張
學
良
已
由.大
津
調
兵 

三
千
北
上
。。此
帮
軍
隊
向
源
河
方
面
進
發
。。此 

帮
兵
士
北
上
之
原
因
爲
協
助
大
起
河
畔
之
小
部 

份
東
北
軍
。。此
小
部
份
東
北
車
與
日
賊
隔
大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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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命
令
1

。
〔
一

昨
日
重
要
豈
報

。
。

奪
據
我
國
黃
河
以
北
一 
帶

則
特
張
兵
力
。一
合
計
而
算
：
當
不
在
七
八
十
萬 

人
之
下
C
C

器
械
雖
遜
於
倭
奴
。。而
一
鼓
作
氣"
。 

當
必
加
日
賊
以
大
懲
創
。。使
之
未
能
據
之
安
枕 

而
睡
也
。。且
吾
國
軍
隊
。。并
非
不
可
用
者
，昨 

歲
覚
二
八
。。十
九
路
軍
淞
滬
殺
賊
之
勇
敢
固
勿 

論

一。即
今
次
守
關
壮
士
。。誓
死
奮
鬥
。。雖
城
破 

而
猶
巷
戰:
安
營
長
更
爲
轟
烈
驚
天
。
竟
全
營 

三
百
人
；
與
賊
拚
命
而
盡
數
殉
國
。
惟 8
殺
倭 

賊
加
倍
至
六
百
焉
。。士
氣
之
盛
。。世
所
罕
聞
。。 

其
缺
憾
乃
在
於
軍
備
不
充
。。後
援
不
繼
。
一 時 

間
一 
部
份
之
衝
動
抗
拒 
不
能
長
久
堅
持
。接
續 

精
進
。。卒
至
失
守
耳

00 

然
何
旅
雖
退.
。尙
堅
守 

石
河
待
援
。。通
電
誓
死
拒
敵
。事
雖
失
敗
。。軍 

心
還
壯
，。使
能
以
數
十
萬
大
兵
、
爲
接
續
不
斷 

之
援
助
。。日
賊
雖
悍
悪
：
器
機
雖
精
利
。一
亦
必 

須
喪
師
數
拾
萬
。。乃
可
得
吾
疆
土
也
。，蔣
介
石 

若
能
利
用
此
時
機
。、趁
日
賊
根
據
未
固
。。乘
我 

軍
怒
氣
猶
雄
。。則
動
員
命
令
壹
下
。。前
敵
將
士 

。。必
勇
氣
萬
倍
。。奮
勵
無
前
。。
一 以
當
干
。.，還 

我
山
河
。。收
復
東
省
。C

亦
意
中
事
耳
。C

如
蔣
非 

迷
夢
於
温
柔
之
鄕
。。當
速
行
此
轟
烈
之
策
。。聘 

而
醒
之
。
乎
日
望
之
。。

尸
已
完- 

广
館
特
電 

今
晨
接
駐
上
海
訪
員
來
電
云 

0

黨
府
對
於
山
海
關
失
陷
事 

。。竟
認
爲
局
部
問
題
。。令 

張
學
良
負
責
解
决
。。張
知 

蔣
介
石
懷
不
好
意
。。仍
將 

責
任
推
歸
黨
府
。。互
相
推 

一 
議
；皆
無
抗
賊
决
心
。。 

一0

現
有
賊
艦
十
三
艘
。。封
鎖 

秦
皇
島
。。並
於
六
日
。。派 

海
軍
陸
戰
隊
數
百
登
岸
。。 

9

山
海
關
至
北
京
鉄
路
，。照 

庚
子
條
約 
。由
各
國
派
兵 

駐
守
。現
有
美
、英
、兵
隊 

。。在
沿
路
之
車
站
守
護
。。 

倭
賊
不
敢
佔
據
此
路
。。以 

爲
運
兵
進
攻
之
用
。。

0

聞
倭
宼
現
祇
開
到
石
河
東 

岸
而
止
。。
何
柱
國
旅
。。 

還
據
石
河
西
岸
而
守
。•兩 

軍
對
岸
相
望 
。發
砲
互
轟 

惟
無
大
戰

。
現
探
得
確
實
消
息
。
日
宼 

擬
於
三
個
月
內
。。以
全
力

。。若
所
預
定
之
計
劃
能
成 

功一 
則建立一 
傀
儡
政
府
。 

號
爲
大
淸
國
。。以
騙
世
界

。。

人
士
之
耳

9

日
賊
攻
山
海
關
時2。

今
查 

悉
民
衆
被
賊
屠
殺
，。多
至 

千
餘
人
。。所
餘
現
已
逃 

走
一
空
。。日
宼
入
城
後
。。 

屠
殺
焚
燒
全
城
變
爲
瓦 

礫
塲
二•火
數
日
不
息 

0
張
學
良
繼
績
調
兵
到
昌
黎 

縣
。似
有
誓
死
抗
賊
决
心
。 

計
有
步
兵
三
旅
。。砲
兵
兩 

團
。一 鐵
甲
車
數
輛
。。飛
機 

十
餘
架
。。惟
候
黨
府
命
令 

然
後
前
進
，一。

0

各
省
民
衆
團
体
；紛
紛
電 

責
黨
府
。。速
即
出
兵
。，收 

復
山
海
關
及
滿
洲
三
省
失 

地
。。詞
極
痛
切
。。

0

山
西
將 
。。預
定
出
兵
抗
‘
 

賊
。。

0
蔣
介
石
昨
由
上
海
乘
飛
機 

囘
南
京
。。惟
對
於
山
海
關
〔 

事
。絕
無
表
示
。。 

。
蔡
廷
楷
將
軍
。e電
詢
曲. 

，。有
無
預
定
拒
日
計
劃
。。 

又
電
問
張
學
良
有
抗
倭
决 

心
否
。。

重
要®
^
 

•
蔡
將
軍
聲
言
願
身
臨
前
敵 

上
海
六
日
一 
聯
合
通
訊
社
」電
。。全
球
著
名
之
中 

國
第
十
九
路
軍
之
軍
長
蔡
廷
楷
將
軍
是
日
聲
言 

伊
願
率
部
至
山
海
關 
一 帶
與
日
賊
壹
决
雌
雄
： 

蔡
將
軍
頃
由
杳
港
致
電
南
京
黨
府
云
「倘
張
學 

良
無
意
抗
倭:
余
願
率
第
拾
九
路
軍
至
北
方
與 

倭
寇
一
戰
云
」C

查
去
年
蔡
所
部
第
十
九
路
軍
在 

滬
力
戰
倭
寇
。。致
蔡
之
威
名
遠
播
；
現
目
讀
第 

十
九
路
軍
則
屯
駐
福
建
省

/ 

YV!,

之秋最子靴男 
用冬合靴童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