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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
敦
拾
五
日
合
衆
社
电

芝
城
日
報
香
港
電
・0
自
共
區
抵 

旅
客

Nil•
西
南
各
省
之
匪
焰
日
熾

■
騒
擾
四
鄕
・
與
共
軍
传
戰
。

西
南
各
省
晨
民
•
因
不
堆
中
共
之 

車
稅
：・
及
種
種
鰻

1E

困
離
，
再
加
中
共 

以
硬
銀
換
紙
幣
之
命
令
•
遂
大
感
失
望 

•
紛
紛
挺
而
走
險
•

間
昨
接
中
备
基
督
教
會
報
吿
・
謂
該
教 

會
駐
雲
南
省
之
財
政
秘
書
主
任
巴
梨
氏 

•
於
上
星
期
六
在
昆
明
彼
之
辦
公
室
內

■
被
中
共
軍
隊
進
內
， 
開
槍II

斃
• 
查

盜
匪
勢
力
日
張

逾
二
十
・
於
夜
間
謀
向
海
南
登
陵
■ 
爲 

H
軍
被
酷
■
全
部
解
决
云
•

▲
四
川
匪
焰■
熾 

盜
匪
勢
力
最
大

- 
之
备
富
爲
四
川
•
成
(

一
曲
旅
已
無

台
北
拾
五
日
合
衆 

«:«
•
■
方
海
車
富
局
昨
晚
宣
布
•
制
在
華
南
海
面
遊 

國
方
軍 

IS•
近
日
常
遭
油
英
您
徽
扱
之
飛
^
低
飛
偵
察
，■
方
海III

現
時

一 
正
在
侦
查
此
等
飛 e
是
否
眞
屬
英
■
者 

一•
抑
爲
中
共
假
冒
者
・
據
香
港
英
空
軍 

ai

言
人
稱 
一 
此
等
飛■
决
非
吾
人
所
有 

一 者
• 
香
港
之
英•
• 
雖
常
作
訓
練
飛
打

巴
梨
氏 S 
英
人
■
■
年
大
拾
■
• 
在
■
 

爲
敦
會
服
移
！8

久
云
・

俄
國
呑
併
新
疆
 

台
北
廣
播
凯
-
據
可
靠
方
面
透
露 

•
蘇
俄
帝■
主
義
者
吞
併
新
疆
陰
謀
・
一 

正
在
逐
步
按   

*1 
所
定
計

111 實
施
•
除
其 

却
取
之 #
 
源
礦
產
開
採
權
外
・
現
復
進 

行
各 «
 侵
略
■

一
•
綱
派
俄
"
兩
旅
分
駐
哈
密
• 

迪
化
•
等
重
要
都
市
擔
任
警
備
工
作
■ 

・
二
•
遣
送
蘇
聯
人
民
到
新
疆
 
從
・ 

開
發
工
作
•
預
定
在
本
年
六
月
底
以
前 

遣
送
拾
為
人
•
三
•
訓
練
新
疆
人
民
• 

並
組
纖
所
鎖
外
蒙
新
疆
聯
軍
•
擔
任
未 

來
俄
爭
餐
生
時
後
方
防
衡
任
務
•
由
此 

可
見
蘇
俄
帝
國
主
義
者
之
侵
略
行
爲
■ 

有
更
進 
一 
步
之
暴
露
云
•

均
在
香
港
界
綫
假
海
內
・
按!8

方 

12

•
•
近 5
油
英
■
徼
骄
飛 «
 
低 

察
之
♦
後
豈
次
■
是
於
星
期
四
日

一•
其
地
在
珠
口
江
距
香
港
甚
近

一 

香
港
拾
五
日
路
透
社
■

・  

«

從
海 

一 
南
首
府
海
口
抵
本
港
之
就
客
稱
• 

ik(
軍 

一
三
千
餘
業
已
在
海
南
島
登
陸
，
佔
秘
壹
， 

一 立
足
地
点
云
・

一 

此
等
传
客
中
。
內
有
前
曾
充
任
蔣 

一 
軍
之■
官
者
■
彼
等15

海
南
島
國
軍
之 

一 軍
事
情
勢
危
殆•

！1

方
之
軍
事
及
行
政 

( 
總
指
揮
部
・
已
遷
往
島
南
之
榆
林
港
• 

雑
稱
中
共
將
能
林
彪
之
*
隊
一
上 

週
末
任
海：：

以
南
拾
五
英
里
海
岸
登
陸 

一
・
與
國
軍
大
戰
兩
日
後•
經
在H
摊
估 

得
宣
立
足
地
點
•
共III

又
一
隊
、人
數

南
各
省

後

， 任
命
李
氏
爲
其
駐 *
之
特
使
•
與
美

広 第
，■
民
政
府
現
爲
加
强
行 

府
各
部
之
官
員
，
純
裁 

81 者

香
港
十
五
日
合
衆
社
■
•
力
接
台
北
消 

政
効
率
及"减
少
財
政
支
領
起
見
•
已
大
量
裁 

達
八
汀
二
拾
人
人
之
衆
•
政
府
並
裁
撤
無
數

金
員
會 
以
免
糜
科
公
幣

政
代
現
乂
訓
令
現
時
無
官
方
任 

»-而
留
戀
质
海
外
之
官
員
•
須
迅
速
囘
介
灣

否
則
將
受
撤
一g

處
闻
•
政
府
限
期
住
香
港
，
澳
門
• 
無
官
方
任
務
之
官
員
・
兩 

個
星
期
內
囘
台
，
在
其
他
各
地
者
， 
限
期
兩
個
月
內
囘
台 

但
現
時
留
紐
約
之 

88 代
埋
總
統
李
宗
仁
将
軍
•
則
小
在
此
限
• 

#
介
石
自
三
月
宣H
復
任
總
統

海

南

島

攻

守

大

戰

形

勢

圖
 

一 

燃
近
來
通
哉
■
海
南
攻
守
大
戰
- 
事
實
上
已
在
蜜
漸
展
開
・
共
車
偷
渡
之 
一 

試
探
性
•
在
通
去
兩
週
間
•
經
有
三
次
•
每
次
出
動
之
兵
力
•
亦
不
過
數
千
之
~ 

衆
•
但
對
於
軍
事
上
殊
爲
重
要 

因
無
空II

掩
鰻
•
均
爲
守
军
海
陣
空
三
*
房
一 

擊
退
。
共
享
之
偷
渡
載
探
性
與
謀
在
海
灘
般
基
地
，
现
已
完
全
«
失
敗
-
惟
中 

共
野
戦
«
猛
將
林
彪
•
已
奉
令
爲
進
攻
海
剛
島
主
帥
一
宣
爲
共
*
大
舉
通
攻
之 

先
聲
•
而
國
軍
由
二
灣
已
調
到
大
隊
生
力
軍
加
强
防
務
•
將
來
海
南
之
攻
守
大 

*
•
亦
爲
海
南
防
衡
«
 司
令
薛
岳
将
才
之
考
■
•
惟
共
，
馮
白
駒
部
之
游
撃
»

•
在
未
完
全15

淸
之
前
■
實
予
牽
制
薛
車
甚
大
・
且
共
事
数
次
偷
渡
之
地
區
 

完
全
不
同
・
在
璉
北
•
瓊
西
• IT

東
分 
一 
次
•
足
証
共
軍
存
試
探
守
・
實
力

準
備
擇 
一 
大
處
攻
而
入
■
本
報
特
將
海m
島
形
勢
製
圖
刊iiN

•
•
以
供
闇
者

a  

於
地
理
上
之 K
識
•

一
考
辭
典~

南
島

萬
五
千
方
里
•
與
雷
州
半
島
相
隔 

瓊
山
縣
•
以
漢
層
援
•
宋
蘇
軾
之

瓊
州
海
峽
。
廣
約
三
十
華
里
杵
・

跡
著
名 

其
商
港
爲
海
口
市
•
防
衞
總
司
令
部
皎
燹
此
，
南
部
■
榆
林
港
■ 

水
晶
深 

可
容
巨
麟
•
爲
天
然
避
風
之
良
港
・
清
季
曾
有
於
此
發
軍
港
之
計

日
俄
戰
爭
•
俄 M
之
波
羅
的
海
艦
隊
東
來
-
曾
寄
泊

朗
•
淸
光
緒
三
十
年

於
此
•
今
爲
固
軍
麗
商
港
。
由
台
灣
運
來
之
軍
火
及
粮
食
•
均
在
此
港
起
卸
• 

島
內
之
中
央
有
五
指
山
•
又
名
黎
母
山
。
五
峰
痣
立
如
五
指
，
相
傅
育
蔑
女
星 

曾
降
此 

本
名
就
哉
•
後
譌
爲
整
母m- 
山
卜
爲
黎
人
所
環
居
•
內
爲
生
黎
• 

外
爲
熟
黎 

山
之
嶺
嘗
在
雲
霧
中
•
久
睛
則
攀
尖
浮
於
半
空
。
其
下
猶
洪
濛
不 

辨
也
、
力
指̂
2
^
八£

白
駒
部
之
游
擊
隊
活
動
匾
云
•

法
安
全
通
行

業
■
富
一

之
一
省
。
有
人
口
約
五f
八"
餘
萬
. 

現
已
變
成
盜
匪 

tfr 
界
•

察
國
方
軍
艦
 

用
遷
楡
林
港

S
 微
號
飛
機
府
 

叫
南
軍
政
機
關

楊
借
燕
女
士
 

被
舉
爲
皇
后

一
抗II

•
指
出
■
擅
背
■
事
世
界
人
類
午 

等
待
遇
之
釣
章
，
並
當
時
促g
會
通#
 

議
决
案 

要
求
加
政
府
立
刻
摘
該
例
之

星
期 E
日
在
安
坤
舉
行
之
靑
年
社
一
閣
令
第
六
九
五
及
復
修
例
之
附
按
「
所 

®
 聊
席
代
表
大
會
■
二
百
十
二
名
代
表

東
亞
裡
族
移
民
不
在
此
例
」
一
款
取
一

■
公
墨
千
人
楊
鸞
燕
女
士
負
青
年
ti 團
消
以
維
世
界
人
類
平
等
之
約
章
•

9|

皇

后
•

將S

st
决
案
分
寄
各
埠
分
會
簽
名
•
呈

查
悉
楊
女
士
年
十
七
歳
•
係
军
人
一
何
京
總
會•
轉
加
內
閣
•
求
刻
卽
將
該
一
一 

靑
年
會
內
靑
年
社
主
席
•
現
肄
業
于
古
一
苛
例
取
消
。
俾
我
僑
胞
妻
子
親
■
*
^
 

■
像
商
業
中
學
•
向
在
片
打
倚
洪
門
民 
能
前
來
此
間
團
叙
•
聞
周
君
之
西
文
演 

治
黨
所
舉
辦
之
大
公 *
學
攻16 •
文
云
一
詞
及
提
案
，
或
將
刊
登
于
新
籍
民
松
云
一

去
年
秋
間 
:
其 V 估
領
四
川
前

■

16

方
政
府
已
向
農 

易
手
後
•
共
車
爲
維

宣
次
• 
但 

及
賑
濟
饑

月
紀
錄
之
第
二
位
•
出
紹
多
建 
一
百
萬 

元 

縱
令
英
磅
國
家
購
實
力
軟
弱
・
日 

本
三
月
份
之
出
口
貨
總
値
♦
仍
建
五
千 

底
目
萬
元
，
校
二
月
份
增
加
百
分
之
二 

拾
三
• 
而
入
口
貨 ®
値
則
有
五
千
」
百 

萬
元
•
校
或
月
份
减
少
一
白
分
之
拾
一
，一
，

下
月
在
倫
敦
舉
行
之
外
長
會
議
• 
將

集
中
时
論F
列
五
項
問

9
西
欧
國
家
主
疆
解
除
冷 

16
中
。

*
西
歐 ®
家
間
之
貿
易
隙
碍
，

自
美
國
將
要
求
西
歐
解
除
對
進
口 

貨
品
之
限
制
。
俾
将
改
善
西
德
之
貿
易 

②
美
縛
促
使
西
欧
與
西
億
台
作
。 

磷
增
强
美
•
英
法
對
德
間
■
 

之
聊
合
陣
綫
•
以
抗
聯
俄
•

.㈤
早H
簽
訂
封
德
和
約
云
・

南
韓
共
黨
游
擊
隊
 

首
領
被
殺

漢
城
十
立
日
統
一
社
电
，
據
南
高 

底
■
防 *
報
吿
• 

811 過
去
兩
年
・
在m
 

高

IS
曾
一 
度
非
常
活
躍
之
共
黨
濃
擊
隊 

首
領
李
何
濟
(
譯
音
)
•
已
於
本
月
几
日 

在
漢
城
以
柬
 - 
百
英
里
之 
一 
處
沿
海
城 

纖
•
爲
政
府
我
所
擊
斃
■
按
季
氏
現
年 

僅
三
拾
三
歲
•
彼
所
統
率
之
游
擊
隊
• 

現
已
被
藏
至
尙
不
足 
一 
百
人
之
敷
■

印
尼
叛
軍
首
領
 

抵
澤
加
他
 

內
戰
眠
河
相
信
可
消
除 

印
度
小
亞
澤
加
他
拾
四
日
國
際
社 

東
印
度
尼
亞
叛
軍
首
領
亞
里
斯
，

電
.

是
日
已
接
衲
政
府
之
口
•
抵
裡
澤
加
他 

亞
里
斯
是
日
抵
澤
如
他
•
相
信
可
將 

印
尼
内
戰
之
威
河
消
除
•
按
印
尼
共
和 

嗣
政
府
，
已
下
令
大
軍
•
進 

111 西
里
伯 

島
之
亞
斯
単
叛
军
云
・

防
部
並
報
會
過
去
兩
星
期
殲
共
 

謂
共
艦
共
黨
游
擊
隊
貳
百
四
卜

期
績

六
人 - 
其 
中
大
部
爲
新
受
訓
練
者 - 
上 

月
廿
六
日
•
估
計
約
有
六
百
共
黨
游
擊
 

隊
•
從
北
髙
麗
潛
入
南
部
■
政
府
車
虜 

其
五
十
一
名
本
■

上
海
俄
人
近
萬
 

紀
律
極
壊

台
北
廣
播
定
海6?

•
據
上
海
龍
華 

機
塲
傳
出
消
息
。
上
月
國
軍
飛
機
轟
炸 

該
機/

時
•
炸
斃
俄
籍
人
員
千
餘
名
■ 

近
日
續
府
俄
人
八
千
抵
滬
，彼
等
缺
乏 

教
育
反
制
練
・
紀
律
極
壞 
・•
中
共
不
敢
一 

干
涉
云
。

又
宙
，
據
悉
三
月
廿
六
日
•
上
海
育
俄 

人
入
駐
某
紗
廠
•

85

廠
附
近
之
女
工
卽
一

女
靑
年
會
出
發
籌
捐
 

華
區
隊
員
昨
晚
會
・

席
上
已 

11 得
七
千
餘
元 

雲
導
女
靑
年
總
會
・  

*

建
新
會
址
一 

•
計

el)
募
捐
七
拾
丑
萬
元
•
幷
擬
撥
飲 

五
萬
元
，
建
築
學
僑
匾
新
會
址
。
俾
修 

養
帝
僑
靑
年
身
心
•
此
舉
大
得
萃
僑
存 

界
賛
同
勸
助
・
日
前
已
組
勘
季
境
勤
捐
 

總
隊
•
由
李
日
如
君
領
導
，
爲
策
動
道

育
被
强
姦
者
■
現
滬
市
人
民
以
俄
人
所 

到
之
處
•
時
南
類
似
此
情
豚
較
虫
• 
龍 

萃
江
湾
附
近
之
婦
女
多
已
挑
避
一 
空
云

一
行
募
捐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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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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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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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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