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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
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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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
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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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
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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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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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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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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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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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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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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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
了
一
宜
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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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
作
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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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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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
作
霖
是
日
開
始
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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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
鋒
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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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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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
前
進
。。以
侵
入
直
隸
。。其
目
的
乃
欲
佔
北
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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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
幷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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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
。。乂
據
本
京
接
得
消
息
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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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上
海
附
近
之
蘇
浙
兩
軍
戰
爭
。。因
該
處
大
雨
一 

連
棉
。。大
受
阻
碍

▲
馮
玉
祥
虎
齊
說 
上
海
拾
壹
日
電
。。龍
華 

大
本
營
宣
佈
云
。。據
非
確
的
消
息
稱
。。蘇
軍
圖 

佔
上
海
城
。。已
派
婦
人
來
上
海
。。協
助
蘇
軍
作 

宣
傳
等
工
夫
。。又
聞
馮
玉
祥
已
由
南
京
制
兩
師 

或
二
萬
人
。。前
赴
戰
線
。。以
助
蘇
軍
攻
擊
上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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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日
外
國
租
界
警
察
。。以
現
欵
招
募
許
多
苦 

力
。。每
名
應
招
者
則
發
給 
二
兀
二
並
保
証
與
以 

糧
食

▲
外
國
陸
軍
專
家
料
上
海
將
被
攻
陷 
上
海
十 

一
日
電
、。據
浙
軍
龍
華
大
本
營
報
吿
稱
。。中
國 

內
爭
。。不
日
蔓
延
至
北
京
。。由
吳
佩
孚
與
張
作 

霖
對
抗
。。在
上
海
方
面
之
戰
爭
。。於
星
期
三
日 

不
過
爲
小
戰"
。因
星
期
二
日
大
風
雨
。。致
阻
碍 

戰
爭.。。是
以
兩
方
均
休
養

在
上
海
城
邊
之
外
國
海
軍
。。其
領
袖
得
外
國
陸 

軍
專
家
消
息
。，伊
正
查
視
蘇
軍
前
線
返
囘
。。謂 

於
兩
星
期
內
。，上
海
定
爲
蘇
軍
佔
領 

▲
奉
張
洛
吳
之
軍
力 
上
海
十
一
日
電
。。據
日 

人
方
面
消
息
。現
在
滿
洲
總
共
之
軍
力
。內
有
三 

師
卄
壹
混
成
旅
及
騎
兵
四
旅
。。此
軍
親
由
張
作 

霖
指
揮
。。,

佩
孚
則
有
兵
兩
師
拾
一 
混
成
旅 

0» 

內
有
步
兵
三
十
七
營
。。騎
兵
拾
壹
旅
及
炮
兵 

四
營

▲
張
作
霖
攻
山
慈
關 
上
海
拾 
一 日
電
。。蘇
軍 

得
報
吿
。。謂
馮
玉
祥
由
北
京
調
軍
萬
名
。。加
入 

戰
線
以
攻
擊
盧
永
祥
。C

蘇
軍
聞
之
大
喜
。。馮
玉 

祥
爲
善
戰
者
。。亦
爲
吳
佩
孚
副
將
。。蘇
軍
刻
下 

俟
雨
水
乾
涸
後 
。復
行
進
攻
。。滿
洲
張
作
霖
已 

由
奉
天
動
軍
南
下
。以
攻
擊
山
海
關
。此
城
乃
在 

京
奉
鐵
道
。。是
北
京
門
戶
。。

▲
外
人
求
勿
干
涉
中
國
內
亂 
北
京
拾
一
日
電 

00 

北
京
之
重
要
外
人 
-0 

幾
壹
致
贊
成
請
勿
提
議 

由
列
强
干
涉
中
國
內
亂
。。其
料
外
人
之
干
涉

00 

益
足
阻
礙
中
國
之
統
壹

▲
日
本
之
中
國
戰
事
保
險 
東
京
十
一
日
電
。。 

東
京
海
面
保
險
某
公
司
。已
發
出
戰
事
保
險
証
。 

在
中
國
戰
區
保
日
本
輪
船
及
商
品
等
3

共
値
五 

百
萬•兀
。。又
第
二
保
險
公
司
。C

亦
發
出
同
樣
保 

險
証
。。値
貳
百
萬
元

▲
奉
張
欲
借
用
南
滿
鐵
道 
東
京
十
壹
日
電
e

。 

東
京
報
紙
得
奉
天
電
稱
。。滿
洲
張
作
霖
向
吳
佩 

孚
宣
戰
。。而
張
氏
曾
請
奉
天
日
本
總
領
事
。C

准 

其
借
用
南
滿
鐵
道
。。此
事
已
向
遼
東
總
督
討
論 

。。據
東
京
消
息
。。料
不
允
張
氏
所
請 

▲
黃
渡
區
域
大
戰 
上
海
掾
一
日
電
。。今
日
天 

仍
大
雨
。。故
戰
事
不
甚
劇
。。在
鐵
道
之
黃
渡
戰 

線
。。蘇
援
軍
將
浙
軍
逐
囘
三
英
里
。。今
晚
仍
然 

前
進
。。以
欲
佔
領
安
亭
。。此
處
昨
日
已
由
浙
佔 

領
。。但
在
劉
河
區
域
無
戰
事

李捷部繳械後。。梁 

家
0
0

大聿蚤憂

◎
孫文决定沒収商團購入

械
。
北伐。。商

團大憤。。連日籌議對付 

▲
今
早
十
點
三
十
分
鐘 
駐
上
海
訪
員 

來
電
云

◎

取
在
黃
渡
劇
戰

通

得援軍後。。

士氣奮勇？浙軍不支。。 

安亭將失。。惟蘇軍此役 

傷亡者有七八百名。。

本不干涉中國內亂 

東
京
十
壹
日
電
。。報
界
聯
合
訪
員
。C

是
早
查
間

日
本
政
府
對
於
現
目
中
國
內
爭
之
政
策
。。外
務 

大
臣
幣
原
氏
答
復
。。聲
明
日
本
不
干
涉
中
國
內 

情
。。幣
原
之
答
復
。。乃
包
括
質
問
各
問
題
如
日 

本
在
滿
洲
之
地
位
。。及
張
作
霖
與
南
滿
鐵
道
等 

。。日
人
得
奉
天
消
息
。。謂
張
作
霖
調
大
軍
四
混 

成
旅
。。向
直
隸
北
方
前
進
。。據
東
京
當
局
觀
察 

。。謂
據
靈
通
消
息
。。直
隸
與
滿
洲
間
成
爲
大
敵 

。。惟
奉
張
與
直
吳
間
之
最
後
决
雌
雄
。。仍" 
在 

今
日
云
。。至
關
於
新
聞
電
報
。。謂
華
盛
頓
與
倫 

敦
間
。C

對
於
中
國
事
情
之
交
換
意
見
。。日
本
遂 

發
表
公
文
。。表
示
日
本
之
政
策
。。堅
守
中
立
不 

干
涉
的
方
針
。。祇
由
倫
敦
表
示
之
積
極
方
法
曾 

討
論
云

◎
浙
軍陳甯佔領宜興後

。向
常
州
養
。蘇軍左翼 

薄弱 
00
 

滬寧鐵道危。。蘇 

軍後路有被截斷之勢 

星浙軍在宜興太湖壹帶

。。戰事甚一 

D

北京下令戒嚴

◎
吳佩第備精兵六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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