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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拿
大店〕

雲
高
華

社
長
 

何
春
霖
 

副
蔡
壽
生
 

書
記
 

曹
鳳
顔
 

副
張
榮
有

議
長
 

梁
翰
屛
 

核
數
 

梁
世
藩
 

催
收
 

劉
乙
佑

評
犠
員

優 

潤
之寬

◎
雲埠愛蓮總公所紀念鳴謝 

啟
者
本
總
公
所
經
於
月
之
十
四
日
紀
念
 

週
年
慶
典
蒙
各
埠
諸
 

昆
仲
呪
以
隆
儀
祝
詞
祝
電
等
拜
賜
之
餘
良
深
銘
沏
茲
登
報
章
聊
 

伸
謝
忱
 

愛
蓮
總
公
所
謹
敗
 

幷
將
諸
昆
仲
所
惠
贈
之
隆
儀
如
左
〔恕
不
稱
呼
〕 

云
埠
領
事
熙
岐
建
業
家
先
生
宗
兄
照
光
橫
屛
宣
文
日
同
氣
連
枝
 

云
埠
沙
浦
房
宗
兄
傑
普
英
秋
英
煦
祝
詞
賀
金
五
元
 

云
埠
宗
兄
連
記
積
重
賀
金
三
元
 

云
埠
宗
兄
經
楫
賀
金
貳
元
 

云
埠
至
德
堂
祝
詞
賀
金
二
元
 

云
坤
仲
添
房
昆
仲
賀
金
五
元
 

云
毋
愛
蓮
房
昆
仲
祝
詞
直
金
二
元
 

云
埠
萬
翹
令
闘
賀
金
一
亠
元 

云
埠
周
金
美
女
士
賀
金
貳
元
 

域
埠
愛
蓮
公
所
祝
詞
賀
金
玉
元
 

域
埠
成
鉅
賀
金
五
•
兀
二 

域
埠
義
和
賀
金
二
元
 

域
埠
金
培
賀
金
貳
元
 

域
埠
金
水
賀
金
一 
一
兀 

舊
紅
毛
堤
偈
晃
振
在
民
炳
浩
炳
才
日
明
遵
簡
榮
木
經
樓
祝
詞
賀
 

金
八
元

新
紅
毛
現
偈
諸
昆
仲
祝
詞
賀
金
七
元
 

片
市
阻
珠
至
大
堂
祝
詞
 

沙
利
近
力
板
偈
諸
昆
仲
祝
詞
賀
金
立
元
 

舞
市
阻
齊
初
祝
電
 

片
市
阻
珠
漢
醒
達
淦
祝
詞
 

片
市
阻
珠
瑞
仰
賀
金
二
元
 

卡
忌
利
諸
昆
仲
祝
詞
賀
金
四
元
五
 

錦
碌
家
操
賀
金
二
北
 

党
近
成
檢
維
趙
業
泰
成
汝
維
胤
憲
煜
祝
詞
賀
金
四
元
 

笠
巴
比
諸
昆
仲
祝
詞
賀
金
五
元
 

III
步
崙
煥
家
等
祝
詞
賀
金
三
元
 

把
利
佛
開
順
傑
一
祝
詞
 

聘
市
路
別
維
閏
維
森
賀
金
五
元
 

亞
板
汝
家
珠
瑞
績
賀
金
三
元
 

沙
市
加
寸
杏
林
賀
金
貳
元
 

耶
路
件
鉄
賀
金
五
元
 

平
衞
二
元
 

憲
烈
二
元
 

家
藏
 

世
振
 

玉
珠
 

家
蔡
 

憲
煉
 

朝
準
 

豪
理
 

各
壹
元
 

打
市
卡
笠
永
和
隆
永
昌
泰
廣
裕
祥
子
廷
開
璇
賀
金
五
元
 

^
^
M
y
^
^
^
^
^
^
^
f
f
 

±L
百
五
元
 

廿
九
年
弗
扣
北
四
百
五
十
元
卄
八
年
暑
乎
李
挫
三
百
卄
五
元
 

廿
六
年
慨
市
三
百
三
十
九
元
廿
八
年
維
撥
扣
北
三
百
九
五
元
 

廿
七
年
嘔
巴
蘭
扣
治
一
百
六
五
元
卄
六
年
扳
地
厚5
^
一一耳兀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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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諷經寶名歹

占
益
館
二
元
 

永
勝
館
貳
元
 

伍
時
逢
一
元
五
 

廣
進
館
一 
元 

廣
順
隆
   

V
兀 

廖
羣
壹
元
 

黃
鉅
五
毛
 

±. 

蔣
會
可
四
毛
 

高
文
朗
 

唐 

年 

黃
 

養 

楊
 

興 

立 

和 

鄭
・
榮
 

.
■
照
豪
 

蔡
 

生 

黄
 

炯 

譚
松
元
 

美
南
樓
 

阮 

傑 

何
貽
亮
 

李
柱
記
 

陳
百
旺
 

黃
增
榮
 

黄
煒
雲
 

司
徒
于
堯
 

李
來
百
 

林

勝

江
 

灶

丘
 

養 

林
文
合
 

朱
帝
溢
 

吳
錦
昌
 

蔡
盛
仁
 

鄭
厚
滋
 

馬
任
本
 

每
五
毛
 

黎
 

登 

葉
崇
義
 

梁 

煜 

蔣
安
翹
 

胡 

浮 

譚
世
廣
 

廖
敗
烈
黄
 

享

宋

昭

海

余

毓

運

廖
 

想
宋
華
達
 

譚 

生 

李
仲
明
 

李
業
鴻
 

李
經
珠
 

羅
傳
孫
 

陳
派
業
 

李
焯
偉
 

李

瑞
 

李
昌
$
 

李
來
仟
 

余
穠
和
 

羅
彭
年
 

唐 

樂 

宋
昭
 8
 
黄
 

南 

劉
用
賢
 

雷
維
碩
 

葉
達
泮
 

何
吉
祥
 

廖
 

炳
余
約
和
 

張
培
滉
 

黃
禮
富
吳
泉
栢
 

每
貳
毛
   

-h.

^

^

逐

景

憲

醫

曇

0
息

蟒

甦

幾

副
林
 

三 

副
林
顯
燧
 

彭
艷
南
 

劇

華
 

阮
泮
南

S

均

本
店
現
直
接
由
製
造
廠
辦
到
大
帮
夏
大
各
欵
式
 

線
仔
絨
取
價
格
外
相
宜
如
蒙
光
顧
不
論
做
成
套
一
 

衣
服
抑
做
散
褲
均
皆
歡
迎

上等天靑線仔絨每套卅一一元 

褲每條六元五

僑胞有舊衣洗熨請留意 

添菱衣服機器 
有轉舊 

返新之能
衣服整潔。不但爲增觀瞻。。 

社會之分上下階級。。。莫不 

以衣服裝飾爲定C
雖文豪鉅 

子。若衣衫藍縷。。遇未相識 

者必作下流觀。可知衣裝儀 

表之緊要也 
所以本主人有 

見及此。故特置熨衣機器。。 

專洗熨男女衣服皮裘絲髮 

一等。能轉舊返新。且又快捷。

:

；
通知。。 

當即派伴登門収送。依時無

僑胞光顧小可由喊線通知

◎
外埠僑胞注意 

本
店
整
備
布
辦
及
印
有
模
形
指
道
如
何
度
身
雖
 

在
外
埠
做
起
即
如
親
來
本
舖
度
身
一
 
樣
若
欲
做
 

衣
服
請
來
函
取
布
辦
當
卽
寄
上

司理黃公禮謹啓

◎
宛地辟達權社卄年職員表

◎
車厘役致公堂卄年職員表 

黃
彩
求
 

陳
象
昶

黃
世
槐
 

劉
德
超

黃
增
業
 

蒋
會
森

譚
錦
銓
 

黃
丙
輝

陳
良
晃
 

黄
禮
裴

李
奕
微
 

鄺
廼
焯

李
潤
吾
 

馬
本
伉

伍
于
贊
 

許
長
德
 

黃
傳
璋

李
傑
臣
 

黃
鉗
文
 

李
雲
淸

伍
岑
勳
 

黃
趣
芹

黃
增
業
 

黃
世
槐
 

李
雲
銳
 

陳
良
晃
 

評
議
員

曾
長 

議
長
 

司
庫
 

西
書
記
 

中
書
記
 

監
督
 

核
數
 

調
查
 

幹
事
 

庶
務
 

董
事
部

吳
景
宸
 

安 

利 

罐
光
焯
 

陳
乾
記
 

蒋
昌
添
 

鄺
光
祝
 

譚 

寕
 

蒋
瑞
祥
.
胡
 

業
周
在
旋
 

楊
緖
蘭
 

梁
贊
福
 

黃
丙
舜
 

黃
丙
昌
 

伍
介
眉
 

劉
維
珠
 

馮
壽
祥
 

鍾
羣
宏
 

譚
世
楫
 

廣
源
隆
，
甄
英
煥
 

伍
耀
相
 

袁
奕
榮
 

許 

好 

譚

勝

胡

勝

隆
 

黃

傳

秩

鄧

權

陳

錦

馮

續

煥
 

張
炳
基
 

黃
桂
燕
 

廣
益
泰
 

李
雲
銳

振拿兒麽打公司之 

貨車乃加拿大之出 

產品請爲留意焉*『

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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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一
匪
軍
 
一 
隊
。
强

匪
多
名
；
中
有
百
名
爲
女
匪
 

一

理
逝
世
。
迭
乘
時
變
 

竊
奪
軍
權
一
進
而
盤
踞
一 

中
樞
 
把
持
國
柄
 

潛
植
羽
翼
，
威
脅
同
志
，。

△
晨
接
駐
香
港
訪
員
來
電
云

6
陳濟棠陳章甫等覆何應 
一•黨府勦共之虛学 

日
言
副
共
 

成
効
毫
無
心

諸
老
成
仰
髓
 

愛
其
才
勇
、。

危
難
。。 

。
，不
知
 

犖
犖
數

之
遺
志
、。急一 

相
從
。
乃
頻

欽電。。謂蔣介石利用中 

央。。實行獨裁。。罪應討 

伐

一

 

。聞唐生智十九晚由香港

抵廣州

6
張發奎宣布。。石友三孫 

殿英預備起兵。。聯南討 

蔣。。
。新寧鐵路公司昨與美商 

簽訂合約。，建築公益埠 

i

o

。彭怡樂 
ft)由香港赴恩平 漢

口
廿
日
電
。本
處
行
營
主
任
頃
接
南
京
電
云
 

「政
府
决
先
剿
平
共
匪
 

消
弭
匪
禍
後
始
圖
 

解
决
南
方
桂
粤
兩
省J
一變
故
」。

・僞民會乃一班應聲蟲 

被
武
力
包
圍
 

皆
唯
唯
諾
諾
 

上
海
廿
日
電

C
%

 老
介
欲
利
用
國
氏
會
議
。。以 

增
加
其
勢
力
』，鞏
固
其
地
位
；
故
於
代
表
之
選
 

出
。
悉
由
蔣
示
意
各
省
圈
定
候
選
人
名
：
然
後
 

投
票
選
舉
:
凡
非
蔣
系
者
：
均
不
得
入
選
；
而 

開
會
之
各
議
案
 
。亦
早
由
黨
府
中
人
商
定
 
、會 

議
塲
內
。。又
由
蔣
派
兵
警
。 
名
爲
保
護
 
。實
則
 

武
力
包
圍
：
，故
此
次
各
代
表
：
皆
是
被
動
的
。。 

對
於
各
議
案
，、絕
無
自
動
提
議
新
案
。。或
駁
論
 

提
案
者
、不
過
 
一
班
唯
唯
諾
諾
之
應
聲
蟲
而
已
 

，
。故
會
内
非
常
平
靜
，
各
案
皆
循
行
故
事
而
舉
 

手
通
過
。。

•
蔣政普好奉系 

張
景
惠
做
軍
事
業
議
院
長
 

南
京
廿
日
電
 

張
景
惠
業
由
東
三
省
抵
本
京
，。 

昨
在
客
府
大
禮
堂
宣
誓
就
軍
事
參
犠
院
長
職
。。 

到
塲
監
誓
與
致
訓
詞
人
 
爲
蒋
办
石
與
于
右
任
 

■
鄂共匪攻佔敎囊 

殺
斃
三
教
士
 

擄
去
五
名
 

北
京
廿
日
電
 

湖
北
省
老
河
口
鎭
附
近
有
地
名
 

寨
園
溝
者
。。有
外
國
天
主
敎
堂
在
焉
。
刻
該
地
 

爲
共
匪
攻
佔
 

將
華
人
敎
士
三
名
殺
斃
 

另
擄
 

去
外
國
教
士
五
名
勒
贖
。
中
有
一 
名
爲
意
國
大
 

僧
正
力
忌
氏
。

•
黨府擬開白銀會議 

將
請
各
國
派
代
泰
 

南
京
：b

日
電
，本
京
當
軸
以
日
前
坎
拿
大
商
務
. 

部
大
臣
史
提
梵
氏
曾
倡
挽
救
白
銀
跌
價
法
，
業 

得
美
國
贊
同
：
而
英
日
等
國
亦
礙
設
法
將
銀
價
 

升
高
。「故
刻
擬
由
中
國
政
府
出
名
催
請
各
國
派
 

代
表
開
壹
國
際
白
銀
會
議
以
圖
解
决
之
方
。此 

議
行
將
發
表
：

■
德國權黨之勢力 

柏
林
卄
日
電
。。德
國
國
權
黨
首
領
歇
罅
氏
?
遮
 

夕
在
德
國
玻
把
拉
斯
脫
演
說
一。聽
衆
約
萬
年
 

名
。
據
其
言
稱
，。國
權
黨
現
有
註
册
黨
暮
拾
 

萬
。
全
德
選
民
中
，。有
八
百
萬
至
，
萬
看
^
^
 

成
該
黨
主
義
者
。。

•
羅馬尼亞起黨爭 

堡
格
拉
斯
脫
京
廿
日
電
，
羅
馬
尼
亞
大
選
期
伊
 

邇
』
各
政
黨
人
紛
紛
出
而
運
動
選
舉
，昨
夕
羅
 

國
脫
蘭
爾
翻
尼
亞
省
矢
克
羅
埠
與
添
布
魯
委
架
 

省
施
古
■

尼
埠
之
農
民
黨
。。與
自
由
黨
徒
。。因 

爭
選
舉
而
起
衝
突
。死
人
兩
名
。。傷
者
昆
衆
 

■
瑞典共黨與警察鬥 

瑞
典
首
都
史
篤
咸
廿
日
電
共
產
黨
昨
夕
在
本
 

京
與
警
差
関
鬥
，
致
負
傷
者
数
十
人1
因
共
黨
 

產
徒
宣
隊
。
偕
同
別
黨
人
多
名
:
圖
舉
行
示
威
 

運
動
。。以
便
抗
議
瑞
典
亞
達
蘭
匾
一
材
木
工
人
罷
 

業
時
殺
斃
，
命
事
。

歛
抑
。
肆
虐
愈
深
。
爲
禍
滋
珀
。。

端
。
以
待
公
判
:
總
理
因
深
維
吾
黨
所
負
責
任
 

之
重
大
。、故
於
民
國
拾
三
年
改
組
。。以
党
的
責
 

任
。，分
諸
党
員
。。亦
即
以
党
的
權
力
。。公
諸
全
 

體
)
。未
嘗
有
絲
毫
自
私
之
心
、C
在
第
一 
次
全
國
 

代
表
大
會
演
詞
，言
之
秦
詳
且
盡
。2

氏
演
 

説
談
話
。。每
謂
總
理
以
國
民
党
相
委
託
。
壹
若

君
主
專
制
時
代
。。
一 
君一

。則
爲
大
臣
者
。。 

《
用
心
，已
儼
然

得
以
顧
命
一 

以
繼
任
的
一 

党
爲
其
私
.

也
者
一
，

一
自
命
。，、究
其
行
事
。。亦
復
以
本
 

其
厚
誣
總
理
 
。蔑
視
黨
員
：
莫

此
爲
品
。，此
其
壹
 

C

中
國
共
產
党

51 掠
焚
殺
 
一 

惨
無
天
日
。凡
有
血
氣
莫
不
髪
指
。C
然
其
始
也
 

:
負
固
不
過
一
隅
一聚
衆
不
過
干
百
一
使
早
圖
 

撲
滅
，••
則
壹
師
壹
旅
•
。已
足
芟
夷
 

而
蒋
氏
養
 

兵
自
重
一
遂
使
湘
鄂
赣
閩
。。四
省
人
民
。
肝
腦
 

塗
地
 
廬
舍
爲
墟
。顚
播
流
離
、
不
知
所
彌
 

去 

冬
迄
今
〉。集
二
十
餘
師
之
兵
、。作
長
塹
之
圖
。。 

乃
總
攻
令
猶F
頒
布
。一 邵
力
子
等
，以
共
匪
餘
 

孽

，盤
據
要
津
。。時
以
軍
事
襪
密
資
敵
，C
故
匪
 

得
以
此
圖
倣
。
得
避
實
擊
虚
；
士
卒
疲
於
奔
命
 

。
賊
燄
至
今
品
烈
。此
其
貳
；
黨
內
無
派
)
爲 

吾
黨
共
定
的
紀
律
。
蔣
氏
使
其
宵
小
陳
果
夫
等
 

、遇
籍
中
央
地
位
佔
領
各
省
党
部
。
共
党
首
要
 

丁
惟
汾
等
一
供
其
网
用
。，爲
之
爪
牙
；
在
各
秘
 

密
組
織
。
積
極
活
動
於
是
翼
平
蘇
皖
湘
鄂
諸
 

省
一
。有
所
謂
大
同
盟
者
出
焉
；
其
徒
衆
大
率
暴
 

惑
戾
肆
壓
迫
人
民
。地
方
有
事
 
則
乂
密
圖
蠢
動
 

，。以
爲
敵
應
。。故
每
一
軍
事
結
束
。中
央
監
委
 

會
收
受
控
案
囊一#

一。陳
果
夫
旣
多
方
庇
證
於
前
 

。e
迨
至
移
交
執
委
會
處
分
一
又
復
百
端
爲
之
解
 

脫

。監
委
會
原
案
具
化
可
以
覆
按
 
此
其
卷
一
。

就縣長任 >
。

重
要
电
帆 

•
蔣老介對粤備戰

預
定
調
兵
廿
五
萬

上
海
卄
日
電
。。撮
由
南
京
遞
來
本
處
之
私
家
消
 

息
稱
。
蒋
介
石
刻
下
籌
備
對
付
粤
桂
兩
省
發
生
 

戟
事
 

其
計
創
爲
調
遣
軍
欧
廿
五
萬
 

赴
南
方
 
一 

作
戰
。
此
廿
五
萬
兵
中
有
數
師
爲
曾
受
德
，
訓 

練
之
精
悍
軍
隊
。。

紛
傳
粤
桂
兩
省
亦
集
有
軍
隊
十
萬
左
右-C
擬
分 

兩
路
進
發
 
㊀

取
道
東
江
向
江
西
省
進
攻
蔣
軍
。 

㊁

沿
北
江
一 
帶
攻
進
湖
南
。

•
黨府文派欲與粤和

冀
免
江
西
匪
禍

南
京
廿
日
電
"
一
粤
省
反
寫
情
形
緊
張
。-
結
果
駐
 

赣
省
南
部
剿
辦
共
匪
之
真
府
軍
陵
。"
將
必
退
離
 

防
地
而
圖
粤
；
其
時
共
匪
將
大
活
動
，。匪
燄
復
 

熾
)
。可
拭
目
而
待
：
故
刻
下
南
京
之
文
派
首
領
 

竭
力
與
尊
省
調
和
。
冀
免
戰
事
，。南
方
情
形
旣
 

如
此
嚴
重
、一。料
客
府
不
久
下
令
檢
查
內
地
與
外
 

境
界
訪
員
所
發
之
密
碼
電
。

—
-
 

@
皖鄂人民飽受匪禍

地
方
荒
凉
 

人
變
乞
丐

一 漢
口
廿
日
電
一
昨
報
皖
鄂
兩
省
邊
界
盜
匪
二
萬
 

窥
發
事
，
茲
查
該
地
久
爲
官
匪
兩
軍
之
戦
塲
。。 

民
爲
匪
擾

C

多
已
遷
往
別
處
避
難
。。

刻F
盜
匪
分
三
大
隊
:
侵
擾
該
處
宣
帶
之
邨
落
 

2
此
三
大
隊
有
半
軍
事
之
組
織
自
稱
爲
「赤
衞
 

軍
一
彼
等
携
有
長
鎗
數
干
桿
暨
大
雨
及
野
戟
破
 

數
門
爲
武
器
。本
處
行
營
發
出
消
息
。謂
政
府
 

將
努
力
 

111 匪
。因
盜
匪
披
猖
。致
人
民
盡
化
爲
乞
 

丐
" 
或
人
煙
頓
絶
 

地
方
陡
變
荒
凉
 

刻
己
增
 

調
大
軍
至
遭
匪
蹂
囑
之
區
域
：
官
軍
昨
已
擊
敗

〔未
完
〕 

館

特

電

 

昨
晚
接
駐
滬
訪
員
來
電
云

良

6
南京開對粤軍事會議。。 

决以海軍艦隊進攻廣東 

?
陸軍方面則以何應欽 

爲總指揮；何成濬任右 

翼
。張貞任左翼。。

6
張學良十九日離南京。。 

乘飛機返北京1

。蔣囑張 

首須說服石友三。。擁護 

黨府

0

黨府下令檢査報界電訊 
一 

。報界忿甚。黨府已允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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