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齢滬租界孩童五千患麻疹 

1
海

"■•.H

iti
在
此
曲
租
界
避
其
祭2
辘
民
中

有
小
孩
.力
千
染
麻
加
 
結
果
有
白
五
+
四
名
喪
命

/;

❷
德大使與蔣晤談

南
京
一一H
于
聯
叶
電
：
近
傳
德
人
出
而
調
停
屮 

H
戦
爭
說 

发
日
似
有
围
證
。
因
德
大
使
陶
爾
 

曼 

足
日
仆
南
京
與
行
政
院
長
縛
介
石
談
話
云
 

•
美請倭兵勿在租界巡遊 

雄
盛
頓
三H
電

。頃
據
此
間
國
務
院
艮
赫
魯
宣
 

稱

，美
國
駐

—
海
及
京
京
大
使
與
館
中
，
請H
 

寇
政
府
曾
軍
事
常
局
 

下
令
日
寇
軍
堤
勿4
租 

界
内
示
威
巡
避
，

海 

日
美
聯
社
府
，
頃
掠
倭
軍
當
同
宣
布
"

推
進
"
並
成
脅
鎭
江 

杳
鎭
江
位

瀆 
住

南
京
東
方
四
卜
英
里

■
敵機又炸擊粤漢鐵路 

A
英
代
再
之
列
車
未
受
損
害
 

香
港
四
日
美
聯
社
電
3
是
日
据
華
人
消
息 

謂
日
賊
飛
機
乂
炸
擊
粤
漢
鉄
時
英
駐
華
大
使
 

館
之
代
辦
考
氏
。
是
日
滴
由
香
港
出
鹿
 

乘
粤 

漢
鉄
路
列
电
赴
漢
口
，
賊
機
雖
向
該
鉄
路
投
彈
 

但
未
聞
考
氏
所
乘
之
列
車
受
何
損
害
云
 

•
靑島敵財產避遭破壞

上
海
四
日
美
聯
社
憲
，
頃
据
由
天
津
遞
來
消
息

c
m
華
軍
已
將
山
策
靑
島
之
倭
人
財
産
盡
數
破

壊 
因
倭
飛
机
深
入
中
國
內
地
破
壞
華
人
財
產
 

杳
靑
島
敵
財
産
約
値
三
百
兆
云

•
丹陽失守之日訊

▲
我
軍
住
南
京
佈
防

張
明
益 

簡
國
安 

陳
也
有 

胡
德
潤

上
海
四
日
美
聯
社
電
，是
日
中
國
軍
事
當
局
認

®?

宋
甘
泉
 

朱 

亮 

黃
兆
欽 

陳
春
生 

曾
百
新 

周
文
煥

謂
向
南
京
椎
進
之
敵
軍
支
生
巳
抵
達
距
南
京
未
 

及
六
十
英
里
之
地
点
 
而
据
倭
軍
報
吿
，倭
軍
已 

陷
丹
陽
幾
。
此
地
在
距
南
京
東
方
计
九
英
里
； 

刻
下
華
軍
經
速
在
南
京
佈
防
、以
備
對
矮
澈
底

收到捐欵名列

合
益
公
司
捐
大
洋
   

<
百
元 

致
公
堂 

南
平
會
所
:
廖
宏
燕 

周
錦
華 

陳
立
旺
郎
慶
慈
 

各
五
元 

鄭
發
軍
三
元 

鄒
炎
二
元
五 

李
輝 

鄭
慶
溥 

鄭
寕
家 

鄭
維
椿 

郎
正
壽 

陳
彥
達 

李

桃

曹
 

集 

鄭
秋
盈 

鄭
忠
潤
樊
樹
 

吳
來
 

鄭
傳
廉 

郎

銃

光

鄭

女

侯

洪

廖

洪

養
 

廖

進

何

柱

立

陳

森

劇

和

樂

李

華

梁

恩
 

曹 

培 

翻

安

葉

卓
 

榻
緖
渭
 

廖
宏
侶
沈
僭
 

鄭
盛
家 

郎
宏
舜 

郎
珍
聲 

梅

榮
 

郎
連
長
柴
相
濃
 

蘇 

俊 

岑
亦
相
上
龔
飞
、
永

岑

球
 

鄭
動
忠
，
專3
操

照 

郎
進
聲 

喝
均
活 

郎
國
松 

郎
樹
培

岑
嘉
纜
唐

鄭
尙
淦 

鄭
家
華
黄
 

宗

戻

森
 

發
寕
夫
人
 

以
上
各
壹
元 

鄭
厚
煒 

鄭
顯
光
三
毛
 

張
貴
福 
一
毛
五

馬
大
莊 

屬
綿
舉 

鄭 

合 

岑
漢
傳 

楊
子
順 

吳
襯
煜 

吳
文
取 

陳
國
恩 

岑
禮
傳 

曾
旺
 

吳
兆
 

侯

穩
 

李
福
 

廖
平
安

抗
载
云
。

•
敵進犯杭州

▲
杭
州
居
民
多
敬
遷
離
 

上
海
四
日
美
聯
社
電
;
頃
据
浙
江
省
會
杭
州
消
 

息
--
謂
候
兵
已
抵
達
杭
州
廿
英
里
內
範
圍
地
。 

外
國
雖
誚
日
寇
勿
犯
杭
州
，。以
便
保
存
此
古
來
 

文
化
中
心
点
。

英
美
法
三
國
當
局
曾
通
知
倭
軍
富
局
二
謂
杭
 

州
城
天
置
有
軍
備
。、且
册
華
軍
屯
駐
山
內
；
華

軍
亦
未
取
道
該
城
向
後
退
却
。。

-

▲
親致公堂附設救濟難民籌捐處

李

沾

 

鄭

鉅

光

胡

合

陳

長

大
 

黃
子
維
 

李
福
 

RD 
楊
 

旺
 

周
 

證
 

如
衞
聲
 

鄭
慶
秀
 

唐
文
曾
 

鄭
宏
雁
 

黎

槐

 

鄭
齊
巨
 

鄭

福

 

鄭
如
棟

杭
州
居
民
約
五
十
萬
 

現
目
此
五
十
萬
人
中
已
 

有
fi. 
分
之
四
遷
居
別
處
：
蓋
恐
敵
机
炸
擊
杭
州
 

也

、遷
仆
別
處
之
居
大
間
有
遷
返
杭
州
者
:
彼

馬 

子 

鄭
尙
舜 

以
上
各
二
元

吳
滿
壹
元
半

楊
 

安
 

楊
 

枝
 

周

勉

 

第
家
還
 

鄭
釗
聲
 

鄭
柱
家
 

鄭
尙
溢
 

鄭
仕
明
 

鄭
厚
慰
 

昊

寕

 
. 

廖
德
煖
 

郎
慶
達
 
- 

鄭
慶
鍊
 

鄭
業
琳
 

廖
先
(
从
行
〕 

鄭

家

滄

各

五

毛

^^^^|

杉袱輝 

M
ELTO

N

長褸

窄腰式黑紋或黃紋任取

宣
拾
六
一
兀
五 

天靑絨短褸一套

質
科
結
一
實
包
不
走
色 

廿
三
元
五 

「干城頓」氈帽每件三元七五 

布洛帽各
欵
各
式
齊
備
每
件
 

五
元 

輪心衣裳店謹啓黃
啟
莊 

馬
洪
恩 

何
貽
泰 

宋
叙
天 

蔡
冠
英 

郎
齊
女 

馬
燦
培 

丘
發
多 

利
文
添 

劉 

莊 

鄧 

庚 

呂 

念 

馬
大
敏

等
希
望
外
人
能
說
服H
宼
丁
使
其
不
犯
杭
州
云

▲
雲埠達權社最至星職員表 

正
社
長 

林
顯
燧
副
 

趙
錦
田 

正
議
長 

李
灼
南
副
 

林
普
慶 

正
書
記 

謝
志
如 

副 

蔣
丁
酉 

正
監
督 

張
惠
介
副
 

II 穿
石 

鄭
煜
南 

正
財
政 
■
傳
證 

副 

黃
增
業 

陳
宜
顯 

正
外
交 

阮
宗
豪 

SIJ 
王
章
進 

蒋
安
翹 

核
數
員 

林
明
心 

鄭
新
福 

庶
務
員 

伍
勳
賢 

曾
荔
燕 

催
收
員 

周
文
喜 

廖
喜
周
潤
槐
 

馬 

享 

幹
事
部 

趙
秀
榮 

鄭
松
煦 

林
賢
康
 

廖
華
帝 

陳
根
源 

唐
自   

@

調
查
部 

王
華
斌 

李
廷
俊
吳
挾
山
 

關
崇
安 

黃
傳
彩 

張
煥
章

宣
傳
部 

林
道
一 

林
鐵
郞 

伍
大
成 

羅
彭
年 

司
徒
景
雲 

，
；

高
文
朗

•
日向美水兵之司令道歉 

上
海
四
日
電 

倭
軍
司
令
官
松
井
石
根
是
日
向
 

斜
上
海
美
海
軍
陸
戰 
绿
之
司
令
保
罔
氏
道
歉
 

因
昨
日
倭
軍 4
租
界
作
一 
戰 
勝
巡
遊
」時
。。被
人 

抛
擲
手
溜
彈
當
時
秩
序
頓
形
混
亂
：
侵
兵
欲 

壓
迫
美
兵
。
在
美
水
兵
防
線
四
週
設
防
障
、美 

水
兵
上
大
尉
普
拉
氏
即
將
日
寇
斥
逐
 

限
其
於 

拾
分
饋
內
撤
去
防
障
、c
H
寇
遵
命
而
行
、"
即
時 

撤
離
美
水
兵
之
防
線
。松
井
氏
爲
此
事
、。恐
開 

罪
美
國
。
故
向
保
罔
氏
道
歉
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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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
直
瞒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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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過冬禮物▽ 

住
本
公
司
處
能
揀
購
得
上
等
禮
物
價
錢
特
平
而
貨
真

叔
實0
卽
！

絲髮 
羊毛布 

絲襪 
毛襪 

衫等貨常備

絲巾 

手袋 

搭頸巾 
女粧長 

注意門牌

<1 △
主
家
当
廷
農
勿̂
7 

花
旗
剪
髮
偈
毎
只
二
兀
四
毛
九
・
瓜
兀

11
・
一
一
斤
五 

頂
好U
毛
剃
刀
毎
去
三
元
・
三•
兀"
・
四
元 
h 

紅
毛
别
鬚
鏡
处
只
七
毛
九
，八
毛
五
・
寰
元
一
一
五 

也
利
之
粧
品
加
拿
大
貨
雑
副
宣

7r■
x
一兀
・
貳
兀
六
九 

加
享
大
花
露
水
毎
樽
九
毛
 

il■d  

7c0
 

加
拿
大
銀
笈
恒
只d
元
・0
.
兀
七
五
・
貳
元
tt 

紅
毛
銀
笈
每
只
四
元
一
力
减
全K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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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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卑
泗
化
耕
：：皿
公
司
佈 

六
拾
四
號
喜
市
定
街
西

▲
今朝香港漂價每百卅一元三毛五

.
^
^
^
^
^

4

被炸傷頗重 
・最近已因 

傷
旗
命
：

，賊兵三千犯安徽廣德。 

中有二千被我擊斃 
、餘

三洲墟:

•
即
準
備
向 2

反
攻
：
已
責
增
援
缴
前
往
該
處
・■ 

C
粤省軍事當局在台山與 

江門設立第一及第二防

一 千在後路被我包圍
。
C

線
。因聞敵軍先圖侵佔

門二

■

沿
金
淑
鉄
路
線
上
敵
與
我
軍
劇
戰
•
・
敵
央E
 

進
犯
丹
陽
：

6
月之二日敵機一大隊往 

南京投炸；中途爲我空 

軍堵截 
並擊落敵機五 

架。
、敵自佔上海後 
異常驕 

矜
，月之三日敵兵數千 

在公共租界排隊遊街 

作示威狀。謳該巡遊隊 

行抵南京路時，有一華 

人靑年向之抛擲手溜彈 

一枚彈即爆發:
致傷警 

察一名：倭奴三名一該華 

人當塲被警察槍斃 
斯 

案發生時在街高呼萬歲 

之号奴 
即轉而高呼救 

命一。租界公路上行人擠 

擁.。秩序混亂，。傳擲該 

手溜彈者乃高麗人而非 

華
人
。

•

租
界
外
人
富
局
因
賊
兵
遊
街
、C
致
發
生
蜉
手 

溜
彈
案
••
已
向
侵3
局
提
出
抗
議
： 

•
宋
子
文
夫
人
：
暨
上
海
著
名
華
人
/
一
眷
屬•■ 

已
由
香
港
乘
飛
機
赴
漢
口•• 

■
月
>
二
一
日
賊
機
乂
炸
解
廣
九
鉄
塔
，•
致
受
微 

、
些
損
害
：
綁
修
復
後
：
即
照
常
通
車
•■ 

■
香
港
與
澳
門
政
府
謀
合
力
在
澳
門
建
築
軍
用
 

飛
行
堵
•
・
小
日
興
匸
：

6
賊水兵在台山上川島登 

陸後 
即佔據沙堤 
鄕 

長與救國義勇軍向賊反 

攻
。但
賊
有
軍
艦
五
艘c 

暨飛机七架到塲襄助其 

水兵登陸。，我與之血戰 

,
。斃賊兵頗夥。。並迫敵 

退
至
高
冠
上
後
。敵旋據

中山、台山

一 然後進犯廣州。，並 

由
廣
州
進
犯
警
各
省 1

dau!  6^  ̂
 ̂
欠 

•
艾
典
與
英
代
辦

會商遠東時局

倫
敦
四H
統
一
社
電
H
昨
英
外
相
艾
典
已
與 

美
人
便
舘
之
代
辨
。
約
輸
生
會
演
。
伊
兩
人
所 

討
論
菅
爲
上
海
公
共
租
界
自H
軍
「戦
勝
巡
遊
- 

後
所
發
生
之
情
形 
慎
官
界
人
同 
艾
典
與
約
輸 

生
討
論
一
近
日
英
法
兩
國
當
軸
所
商
訂
之
歐
洲
和 

平
計
副 
其
宣
彼
兩
人
所
談
者
爲
遠
東
情
形
因
 

現
目
英
政
府
當
局
極
力
注   

M
遠
東
時
局 

英
當 

局
版
欲
詢
問
美
國
是
否
願
見
英
國
將
遠
東
之
英
 

人
大
利
橹
犧
牲
。菁
英
如
將
其
利
權
犧
牲
，則 

美
國4
遠
東
之
利
權
與
威
信
亦
受
影
响
也
" 

最
近
英
外
交
部
富
局
覺
些
安
慰
因
關
於H
兵 

住
滬
租
界
巡
遊
示
威
一
。該
部
是
日
所
接
由
遠
東 

遞
來
？
報
吿
未
云
有
較
嚴
重
事
件
發
生
也
"
。 

現
目
英
政
府
中
人
深
覺
上
海
公
共
租
界
之
英
軍
 

備
過
弱
一
且
覺
得
香
港
之
防
務
亦
未
臻
鞏
固
玄
 

•

英
報斥責日宼在滬巡遊示威 

▲
泰 

BS
匕
報
警
告H
寇

倫
敦
四
日
(
統 

社
)
電
:
此
間
泰
晤
士
報
是H
 

著
論
斥
責
日
本
遣
兵
在
上
海
租
界
巡
遊
示
威
一 

其
官
有
云
「就
使
此
項H
兵
六
千
在
租
界
巡
遊 

，。安
然
無
事
。亦
僅
顧
出
日
人
驕
矜
之
氣
燄
耳
 

;
日
本 4
東
叁
省
與
華
北
所
作
所
爲
。。已
使
該 

兩
地
人
民
發
生
反
對
自
命
爲
亞
洲
敕
主
者
)
之 

感
情
"
日
本
今
愈
作
愈
橫e
致
損
害
外
人
在
華
 

之
利
權
一 
吾
人
恐
日
本
將
有
悔
恨
之
日I"

云 

倫
敦
毎H
快
報
亦
著
論
斥
責
日
兵
并
滬
租
界
示
 

威
巡
遊 

其
言
有
五
一
日
本
有
何
權
能
在
租
界
 

指
揮
外
偽
。日
軍
不
能
自
稱
仟
雄
勝
利 
盖
按
照 

國
際
法
;
日
本
尙
未
向
華
宣
戰
，故
焉
有
一
載
勝 

」
二
字
之
可
言
日
本
有
權
管
理
上
海
。
無
客
稱 

上
爲 
有
權
侵
佔
上
海
耶
，。

■
英
將
由
澳
洲 

增調戰艦赴滬

倫
敦
四
日
統
一
社
電
，是
日
外
交
部
大
臣
艾
典
 

與
美
使
舘
之
代
再
商
量
遠
東
形
勢
。
同
時
英
外 

交
部
，二
下
級
官
吏
則
與
英
陸
軍
部
當
局
討
論
增 

調
軍
隊
赴

—
海
之
可
能
性
：
近
傳
遠
東
英
艦
除 

將
有
對
日
作
示
威
連
動
之
舉
"
但
外
交
部
當
局 

則
否
認
斯
說
是
實
。信
得
英
將
由
澳
洲
調
海
軍
 

增
援
/
至
上
海
。

現
目
英
人
恐
日
本
在
香
港
附
近
有
切
實
軍
事
行
 

動
云
。。

>

軍 
進 

鎭 

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