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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一6
有
叶
何
無
一

是
黨
中
福 M
 
。■
外
存
黨
一.
互
爭
政
畳 

■
致
使
黨
軍
才
敵
對
的
軍
事
行
動.，
甚 

至
日
本
戰
敗
前
街
國
投
憐
之
時
、
我國一 

黨
人@
相
出*
收
囘
失
」
。.釀
成
國
人
一 

自
相
忌
殺
的
配
戰.
喚
.L

的
優3 

点
」
悬
這
樣
尸
「共
和
的
幸
一81」

尾
減 

樣
・
又
豈
爲
孫
先
生
等
黨
人
和
全
國
民

▼
匆
學
鄭
人
聚
訟
。蛙
自
深
而
自
去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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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妳
难
仔
遡
空
。  

.,>:「
二
宀
？
 

蛇
吹
房
生
世
間
二
豈
寫
感
昧
之

蠢 - 
另
兒
應
地
・要
自
期
龍
虎
之.，雄
• 

宜
揚
日
月
总
光
耀
，渥
雨
露
之
膏
澤
， 

宏
江
河
之
爵
量■
大
雲
雨
之
經
綸
。窮 

則
獨
善
其
身■
達
則
果
善
天
下
。興
驚

衆
在
中
華
民
國
成
立
的
元
年 
一 月 

時
所
料
到
嗎
，

日

閥 顔

國
丑
黨
諸
公
已
深
知 
一 黨
制
實
，不 

適
用
於
如
華
民
國
。籌
備
結
束
「訓
政 

」
。定
期
于
民
國 
iff
六
年
五
月
五
日
召 

開
國
民
大
會
一
。•
頒
怖
憲
法
。
・
這
是
國 

良
政
府
有
滝
還
政
於
民
的
表
示
。然
則 

今
日
丄
兀
若
一 h
我   

X
 紀
篆
塞
國
一 

鹿
磐
時
寸
货
家
费
第
「
祐
戒
沐
浴
」
一一 同

駒
隙
・
麻
浮
生 
一
霎
；
當
留
豹
皮

■*.,- 

且
身
登
九
興
，不
若
终
世
有
稱
。髮
累

争
金
叠
加
茗
山
藏
業
二
左
朱
照
手
一
一 

一
普
愈■

显
爺
逓$
 嫉
亙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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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民
主
國
或
君
主
.*
、X
 有
爲 

定
曲
紀
念
節
日
・版
的
用
意
。 

紀
念
已
往•
策
勵
將
來
的
。我
們
的 

2 
華
民
國
第
一 
個
紀
念
節
日
是
「
南
京 

的
政
府
成
立
」
日
丄
月
一
日•
我
政
府 

0

人
員
于
是
日
固
舉
行
慶
祝
典
禮
・民間一 

M
的
月
份
牌
也
標
明
一
月
一
日
爲
「
南
京 

實
府
成
立
紀
念
」
日•
本
來
一
月
一
日 

卜
是
南
京
臨
時
政
府
成
立
紀
念
日
・也
是 

中
準
民
國
成
立
紀
念
日■
爲
中
華
民
國 

紀
念
節
日
中
最
隆
重
的
紀
念
節
日
，
我 

萬
萬
五
千
萬
局
胞■
應
該
本
着
擁
護 

.主
的
高
潔
之
心
來
記
念
牠
・.
''-■. 

自
辛
亥
革
命■
武
昌
起
義♦
各
省 

一
繼
獨
立
後
・
首
由
蘇
督
程
德
全
・
浙 

一
楊
壽
潛
。滬
督
陳
其
美
等
分
電
如
雷

口

e
・舉
代
表
赴
滬
。於
九
月
中
五
日
一-
開 

3

第
一
次
會
議
于
滬•
定
名
爲
各
省
都
督

代
表
聯
合
會
・組
織
臨
時
政
府
。原
擬 

般
鄂
・適
淸
軍
南
下•
陽
・
夏
失
守
。 

乃
改
殷
南
京•
舉
黃
興
爲
大
元
帥•
途 

元
洪
爲
副
元
帥
。黄
因
漢
陽
戰
敗
固
辭 

■
以
黎
暫
任
・
十-
月
初
六
日(
陽
曆 

一
九
一
一
年
十
二
月
廿
五
日)
・
减
盟 

會
首
領
孫
文
由
海
外
歸
來
。十
七
省
區 

代
表
于
十
日
舉
爲
臨
時
大
總
統
。定
國 

號
爲
中
華
民
國♦
是
日
改
用
陽
曆."
是 

爲
申
華
民
國
一
考+
月
一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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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舉 

黎
爲
臨
時
副
總
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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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
翌
日
組
織
內
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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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
院•
南
京
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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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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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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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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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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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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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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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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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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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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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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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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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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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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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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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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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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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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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法
行■
以
遂
其
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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