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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
號 
陽一

日
本
皇
后
五
月
二
十
日 

亞
洲
皇
后
六
月
三
日 

坎
拿
大
六
月
十
七
日 

俄
國
皇
后
七
月 
一 
日 

日
本
皇
后
七
月
十
五
日 

亞
洲
皇
后
七
月
廿
九
日

新
船
期
紙
印
便
函
索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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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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檯
艙
 

位
位
 

七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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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五
 

元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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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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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

以
上
各
號
由
雲
埠
開
往
遠
東
特
開
往
上
海
停
泊
數
天
 

以
供
搭
客
遊
覽

殊
洋
客
務
總
司
理
司
徒
旄
佈

行
期
快
捷 

船
量
巨
大

福
食
生
鮮 

艙
位
通
爽

雲
埠
代
理 

葉
生
公
司

加

倍

效

力

…
…

®

爲
人
之
於
家
庭
其
第
壹
責
任
是
謀
家
人
之
安
全
在
銀
行
開
壹
貯
蓄
矗
 

即
能
適
應
此
項
需
求
而
發
生
加
倍
的
籥
 

其
利
益
蓋
有
貳
 8
 ㊀
以
其
是
現
欵
貯
躍

可
供
用
而
其
僵
値
又
常
拾
足
㊁

此
是
設

>».易

•
驚

的
投
資
可
常
得
回
週
息
三
釐

- 
本
行
特
別
注
意
於
華
僑
生
意
已
多
歷
轟
 

一 

故
任
滿
地
可
雲
高
華
及
域
多
利
等
埠
暮
 

開
有
華
人
支
部
 
凡
欲
從
事
於
銀
業
之
濠
 

諸
君
不
論
在
何
支
部
交
易
均
得
有
優
田
 

待
遇
且
應
接
敏
捷
週
致
無
停
滯
之
弊
』

◎
蜂
哥
崙
布
松
柴
公
司
廣
告 

本
公
司
常
有
生
晒
油
松
柴
發
客
取
價
特
別
相
一
 

宜
僑
胞
光
顧
睛
由
電
話
通
知
定
必
從
速
專
車
 

奉
上 

本
公
司
地
址
 
且
罅
街
門
牌
七
京
卅
號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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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od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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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公
司
通
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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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
東
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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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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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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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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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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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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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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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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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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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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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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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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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資
；
已
超
過T
五
億
倭
金
。。然
東
北
仍
不
失
其
一 

豐
富
。。保
持
其
特
殊
的
優
越
地
位
。
今
旣
淪
沒
 

，。何
時
收
囘
。一
杳
渺
無
期-
。在
未
收
囘
之
前
。。 

吾
國
經
濟
上
之
損
失
。一
較
諸
政
權
之
失
墜
尤
其 

。。而
華
北
各
省
、如
河
北
、如
山
東
、如
山
西
、陝 

西
等
省
:
莫
不
民
窮
財
困
，亟
待
來
蘇
、。欲
以 

之
作
收
囘
東
北
之
前
衞
。固
屬
難
能
。。   

en-
以
之 

供
給
餉
需
。
源
源
接
濟
。
亦
井
易
事
。。蓋

Sa
ts 

民
作
戰
。，古
者
所
忌
。。况
近
世
民
智
漸
開
。。民 

國
之
民
。。更
不
同
於
專
制
時
代
也
。。是
故
對
於
 

一 
般
人
民
之
生
計
。
不
能
不
急
切
加
以
深
刻
緻
 

密
之
注
意
。。縱
不
克
一
一
擔
負
其
生
活
"
。亦
應
 

爲
之
開
闢
生
活
出
跆
。。令
其
自
然
發
榮
滋
長
。 

然
後
國
家
乃
得
而
富
。國
力
乃
得
而
漸
充
也
。 

故
爲
今
日
中
國
計
。。爲
收
復
失
地
計
。。尤
應
 

特
別
注
意
於
西
北
)
。而
以
新
疆
爲
根
據
。。以
河
 

套
所
屬
爲
般
倉
。
，則
糧
餉
有
資
源
：
開
發
得
善
 

地
矣
。。五
原
之
開
拓
』。本
屬
順
水
行
舟
，。無
大 

困
難
。。只
須
慢
選
地
方
長
官
。勉
爲
良
吏
。。使 

一
般
社
會
。。漸
就
秩
序
：
則
集
經
農
塲
之
經
營
 

可
於
最
近
時
期中*'

收
獲
最
大
成
果
。。 

一 

新
疆
在
開
發
之
前
•
。猶
有
壹
先
决
之
問
題
。。 

一
卽
從
前
之
稗
政
。必
須
改
革
、而
民
間
隔
膜
。 

亦
應
除
去
。。否
則
不
能
相
安
。。何
從
求
進
步
耶

一

◎
◎
◎
◎
◎
◎
 

徵
收
春
季
報
費 

逕
啟
者
本
報
現
援
例
徵
收
春
季
報
費
單
到
 

時
仰
 

閱
者
諸
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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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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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
用
資
挹
注
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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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船
期
更
改

◎
歸
國
僑
胞
注
意 

企
李
崙
總
統 
五
月
廿
七
開

美邑串
他
 
輔
總
統 
六月十號開 

郵 
者
化
臣
總
統 
六
月
甚
開 

船 
企
書
總
統
 
七
月
十
五
開 

:

戻 
慎
總
統 
七
月
廿
九
開 

大 
者
化
臣
總
統 
八
月
十
二
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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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等
位
收
脚
銀
八
拾
貳
元
半
 

小
房
位
收
脚
銀
八
拾
七
元
半
 

轉
船
票
及
搬
行
李
往
域
多
利
均
 

免
收
脚
費

〔每
次
船
於
上
午
拾
点
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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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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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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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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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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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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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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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圖三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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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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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北
阪
應
注
意

「
明
」

新
疆
囘
漢
之
爭
。。已
由
哈
密
縣
局
部
關
係
蔓
 

延
至
於
該
省
東
西
南
各
縣
。。新
疆
省
府
且
已
遷
 

避
。
其
事
態
嚴
重
爲
國
人
所
公
認
。。據
官
方
消
 

息
。。謂
事
變
之
起
因
。C
一
由
於
新
疆
省
政
府
招
 

募
白
俄
爲
兵
。、而
軍
紀
廢
弛
。•
致
惹
回
民
反
感
 

。。再
則
因
軟
禁
回
族
八
王
。。遂
使
民
族
離
心
。。 

綜
此
貳
因
，。雖
不
免
過
於
抽
象
。。第
吾
儕
試
一 

回
憶
張
宗
昌
招
募
俄
兵
時
代
。，。其
軍
士
固
甚
勇
 

敢
善
戰
。。惟
紀
律
甚
壊
。。致
豊
般
人
民S
 聲
載
 

道
，。煽
回
回
民
族
之
爭
鬥
精
脚
特
强
。。豈
肯
久
 

受
暴
力
之
励
迫
而
不
反
抗
者
。。益
以
官
吏
之
貪
 

墨
•
。較
之
楊
增
新
時
代
。。並
未
稍
滅
。。欲
圖
新
 

疆
政
治
之
安
定
。。回
民
與
官
府
之
修
睦
。。焉
可 

得
乎
。。 

麻 

新
疆
面
積
五
百
三
十
六
萬
方
里
；
全
省
人
口
 

二
總
計
不
過
三
百
萬
(
遠
道
推
溯
。。幾
視
爲
荒
 

漠
之
區
。。蓋
大
戈
壁
橫
亘
東
西
。。而
交
通
阻
滞
 

。
近
年
兵
匪
縱
橫
二
人
更
以
此
爲
畏
途
矣
。。然 

新
疆
蘊
藏
豐
富A
除
玉
石
金
礦
等
珍
貴
礦
產
之
 

外

00 
煤
炭
及
鐵
礦
。，亦
隨
處
有
之
。。天
山
南
北
 

。皆
富
礦
藏
。。而
煤
油
礦
之
富
。。在
吾
國
境
內
 

。，實
爲
第
一0C
至
於
農
產
物
品
。。則
沿
塔
里
木
 

河
流
域
。。類
皆
可
耕
之
地
。。其
未
能
發
達
者
。。 

一
以
人
口
稀
少
。。
一 
般
人
民
。，且
不
習
於
耕
作
故
 

也
。。是
以
貨
棄
於
地
。
而
安
於
簡
單
生
活
 
。有 

元
始
時
代
之
風
氣
"
。然
該
省
界
乎
英
俄
兩
大
國
 

之
間V
。設
使
交
通
便
利
。
幾
何
其
不
爲
東
北
三
 

省
之
續
耶
二
試
以
疏
勒
一
 
城
論
"
。卽
可
見
外
人
 

之
積
極
注
意
。。而
日
伺
窺
其
側
。，正
在
計
算
如
 

何
下
手
之
方
法
也
。C

頃
者
東
北
三
省
淪
陷
，。熟
河
以
部
近
東
北
。， 

雖
交
通
不
便
。。亦
已
爲
强
敵
擅
取
以
去
；
及
至 

最
近
。。長
城
沿
邊
險
隘
。C
且
入
於
敵
人
之
手
。 

濼
東
五
縣
人
民
。，亦
呻
降
於
鐵
蹄
之
下
。其
影 

響
於
華
北
固
爲
重
大
。
於
整
個
中
國
之
財
政
經
 

濟
。
“更
受
莫
大
之
打
擊
。。蓋
我
國
對
外
貿
易
。。 

腹
地
各
省
以
迄
於
津
滬
廣
州
。、類
皆
輸
入
超
過
 

輪
出
。
換
言
之
。。卽
貿
易
上
收
支
。。我
國
實
處
一 

於
劣
敗
地
位
 

惟
東
三
省
則
屬
例
外
。一
歷
年
皆 

輸
出
超
過
輪
入
。。雖
倭
國
在
彼
金
融
及
產
業
投
一

中

華

民

國

貳

十

貳

年

五

月

三

拾

號

一
星
期
貳
一

3
孔

子

貳

千

四

百

八

拾

四

年

夏
曆
歲
次
癸
酉
年
五
月
初
七

室隨用隨日每鷄豬養豢上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