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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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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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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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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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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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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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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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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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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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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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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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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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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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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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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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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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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礎
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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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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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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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
乃
因
當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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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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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共
產
黨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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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國
民
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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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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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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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三
民
主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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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
漢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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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
憤
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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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以
肅
淸
之
。。因 

知
土
耳
其
國
民
黨
初
曾
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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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產
黨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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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
卒
將
此
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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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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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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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
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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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
將
于
離
國
時
有 
二
一
一
民
主
義
之
理
論
基
礎

尙
未
完
成
吾
將
赴
土
耳
其
以
求
之
二
一
語

C

正
與
蔣
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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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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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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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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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
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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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赴
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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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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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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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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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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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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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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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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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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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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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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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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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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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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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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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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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義
之
內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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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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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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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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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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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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蠢
記
者
。予
茲
訓
汝 
汝
諦
聽
。

㊀
汝
謂
，一
一
民
主
義
是
因
襲
儒
家
思
想
而
成
。
我 

姑
且
不
批
評 
就
使
如
汝
之
言
；
三
民
主
義 

是
因
襲
儒.，
思
想
而
成 
但
我
今
問
汝 

(
甲)
儒
家
之
領
袖
爲
孔
夫
子
。
汝
旣
謂
二
一
民 

主
義
是
因
襲
儒
家
思
想
而
成
、，則
無
孔
子 

必
無
三
民
主
義
可
知
：
汝
貴
黨
旣
受
孔
子 

之
喝
應
知
感
德
。。何
以
又
偏
要
提
倡
廢
孔 

及
收
沒
孔
氏
遺
產
乎
。此
豈
貴
黨
報
德
之 

道
乎
。汝
貴
黨 
.
井
謂
今
日
-
不
宜
有
封 

建
的
遺
蹟
留
存 - 
故
應
收
沒
孔
氏
遺
產
乎 

，。孔
氏
之
遺
產
就
爲
封
建
之
遺
蹟
。
孔
子 

暨
儒
家
之
思
想
，又
豈
非
封
建
時
代
所
遺 

下
之
思
想
乎 
。旣
收
沒
封
建
之
遺
蹟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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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
崇
因
襲
封
建
時
代
遺
下
之
思
想
而
成
之 

三
民
主
義
，。不
亦
謬
乎 
。汝
引
之
「君
子 

之
道
造
端
乎
夫
婦 
瓦
「老
吾
老
以
及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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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
幼
吾
幼
以
及
人
之
幼
」
此
儒
家
思
想
也 

。
汝
亦
認
定
之
爲
三
民
主
義
之
理
論
基
礎 

之
一 
部
份
也
；
孫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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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倡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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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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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
蔣
中
正
爲
實
打
三
民
主
義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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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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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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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君
子
之
道
造
端
乎
夫
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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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
老
以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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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
幼
吾
幼
以
及
人
之
幼
」 

之
道
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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棄
糟
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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娶
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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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青
年
提
倡
共
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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靑
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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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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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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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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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之
道
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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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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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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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豈
行
「老
吾
老
以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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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老
幼
吾
幼
以
及
人
之
幼
」之
道
乎 
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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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棄
糟
糠
之
妻
而
娶
宋
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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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靑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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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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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
而
後
復
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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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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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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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
夫
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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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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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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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
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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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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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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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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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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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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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
思
想
而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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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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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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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
蹈
土
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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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
俄
患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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轍
，貴
黨
之
愚
可
想
見
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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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
民
不
赴
土
耳
其
于
淸
黨
之
前
。。而
赴
十
一 

耳
其
於
旣
淸
黨
之
後
、故
胡
之
赴
土
耳
其 

主
旨 
非
爲
淸
共
可
知 
。使
爲
憤
共
黨
而 

去
，則
應
赴
土
于
淸
黨
之
前
也 
譬
如
胡 

家
有
賊
焉 
胡
應
赴
其
鄰
而
求
對
賊
之
方 

、
及
賊
旣
被
逐
而
後
始
赴
鄰
家
以
求
逐
賊

士

■
寄
信
南
美
郵
費
减
低

阿
京
卄
四
日
電
、
郵
政
部
長
宣
布
。C

由
本
月
卄 

立
號
開
始 
。凡
付
往
南
美
阿
根
廷 

巴
西 
.，玻 

利
非
亞
一
智
利 
哥
倫
比
亞
，厄
瓜
多
英
法
荷
屬 

之
圭
阿
那 
巴
拉
圭 
秘
魯 
烏
拉
乖 
及
委
內
瑞 

現
各
國
之
書
信 
其
郵
費
祇
需 
一仙 
據
稱
此 

次
減
郵e

：  
將
於
加
屬
大
有
利
益 
養
南
美
天 

然
物
産
極
盛 
。而
减
少
郵
費 
必
增
進
商
業
之 

交
通
。

■
反
對
瓜
菓
指
導
委
員
會

温
寧
埠
廿
四
日
電
。
本
區
最
大
菓
園
之 
一 
之
司 

理
人
起
技
氏 
今
日
致
函
本
省
生
菓
種
植
家
聯 

會
主
席 
極
力
反
對
省
指
導
委
昌
會 
謂
該
會
不 

依
其
所
定
章
程
行
事 
。於
種
植
家
不
獨
並
無
利 

箴
而
且
有
害 
、若
不
改
良 
爲
種
植
家
謀
利
益 

一
計
，，將
加
入
反
對
派
：
不
依
委
員
會
之
指
導
。 

而
随
意
消
售
其
苹
菓
：

之
方
：
不
亦
晚
乎
。

未
完

▲
励誤 
本
日
有
所
不
爲
齋
隨
筆
第
六
拾 
二
行 

如
何
挑
撥 
句
脫
去
離
間
兩
字
。 
第
壹
百
抑
三 

行 
要
將
我
鍵
除).
，我
字
誤
排
過
字
。。

▼
◎

4

分
息
布
吿 

啟
者
叫
吆
埠
永
發
公
司
茲
値
分
息
周
期
定
由 
一 

九
三
十
年
元
月
一
號
起
凡
屬
永
發
公
司
股
東
者 

懇
將
息
摺
携
來
本
公
司
領
息
可
也
特
此
布
吿

叫
吆
永
發
公
司
敢 

^

^

^

^

^

^

.

 

斃
佈
吿
全
加
昆
仲
枝 

公
啟
者
本
公
所
昆
仲
趙
惠
向
以
販
賣
瓜
菜
爲
生 

其
人
安
份
守
己
對
於
各
種
義
務
均
能
盡
足
忽
於 

十
一 
月
八
日
在
北
雲
髙
華
塊
方
慘
被
西
匪
截

411 

用
鐵
水
管
猛
擊
頭
部
翌
晨
因
傷
斃
命
經
由
地
方 

警
差
拿
獲
兇
徒
貳
名
捜
出
血
衣
各
種
証
據
經
於 

該
月
拾
八
號
在
北
雲
高
華
警
衙
審
訊
原
吿
証
人 

口
供
但
被
吿
方
面
將
案
移
上
大
衙
待
來
春
然
後 

開
審
我
方
經
聘
有
大
律
師
協
助
公
家
律
師
嚴
密 

追
兇
但
被
吿
方
面
亦
聘
有
大
律
師
三
名
爲
他
辯 

護
希
圖
狡
脫
此
宗
案
情
重
大
需
款
孔
多
仰
各
埠 

溢
大
解
慳
囊
捐
助
義
欵
爲
死
者
伸
寃
雪
恨
是 

民STlb

十
一-
月
廿
H

 

駐
雲
龍
岡
公
所
護
佈

專

載

潔
繁 
你
聽 
李
微
塵 
然 

是
公
然
與
叛
國
之
國
民 

黨̂

^
(
續) 

李
微
塵 

一 

(
丁 
汝
謂
「但
他
總
不
敢
跑
囘
祖
國 
恃
他
長 

留
海
外 
想
把
他
懲
戒 
也
沒
有
辦
法
的

w  

云
云
』此
數
語
不
啻
謂
國
民
黨
决
欲-
鏈
除 

」(
懲
戒
一
雷
塵
 
可
匱

ZE 海
外 
受
外 

國
法
律
保
護
。，無
法
一
懲
戒
一
之"
潔
繫
。 

汝
貫
党
欲
「懲
戒
我
乎
」
。我
料
汝
輩
祇
有 

兩
方
法 
一
方
是
呈
報
党
府
。謂
李
微
塵
公 

然
反
對
党
府
肆
意
反
動
。，此
着
似
不
必
勞 

汝
貴
党
部
貴
報
諸
忠
實
同
志
雕
肝
嘔
肺
作 

呈
文
矣"
。呈
報
書
塵
肆
意
反
動
、文
書

▼
◎

▲
!?

鄭
滎
陽
總
堂
二
週
年
紀
念
預
吿

者
本
總
堂
擇
于
民
國
十
九
年 
一 月

日
下
午
一
時
舉
行
二
週
年
紀
念
典
禮
統
請 

各
埠
滎
陽
分
堂
諸
昆
季
屆
時
光
臨
助
慶 

曷
勝
榮
幸
，

再
者
本
總
堂
前
日
分
發
之
年
費
部
係
限
于
本
年
十
二
月
卅
日
以 

前
繳
收
現
已
將
部
及
年
費
繳
來
者
固
多
而
未
繳
來
者
亦
屬
不
少 

仰
各
埠
代
理
徵
收
和
費
之
昆
仲
卽
將
部
及
年
費
繳
來
以
資
結
束

而
維
堂
務
可
也
此
佈 

民
國
十̂

^

n

^

r

六
日 

^1^1^6^^

 

職
員
表

/

秋
第
晚
影
到
十
一 
点

▼
◎
▲
請
惠
報
費

閱
報
諸
君
鑒
日
月
不
居
歲
聿
云
暮
本
報
荷
蒙
踴
躍
惠
顧
曷
勝
銘 

感
惟
各
項
支
需
全
恃
報
費
爲
週
轉
現
値
年
關
在
邇
需
財
孔
亟
經 

開
單
呈
上
懇
祈
照
單
賜
交
以
資
挹
注
是
所
切
盼 
司
理
部
啟

;

.■••*;.:;;-1:"■▼
、■:

▼
C
金
躲
科
黃
江
夏
總
堂
佈
吿

啟
事
一

本
總
堂
前
日
開
幕
時
所
議
定
之
堂
規
凡
宗
人
已
交
納
堂
底
銀
者 

由
民
國
卜
二
年
起
每
人
毎
年
額
定
交
納
本
總
堂
經
費
銀
豊
大
元 

現
杳
遵
章
交
來
者
固
多
而
未
交
者
亦
不
少
但
本
總
堂
打
政
經
費 

全
賴
各
宗
人
所
交
納
之 
年
費
以
資
傩
持
均
當
深
明
斯
意
凡
有
尙 

欠
此
經
費
者
務
望
從
速
交
來
以
資
挹
注
萬
勿
再
延

啟
事
二

本
總
堂
額
定
凡
宗
人
于
囘
國
時
每
人
額
收
出
口
慈
善
票
費
銀
三 

大
元
經
任
英
政
府
處
立
案
例
在
必
行
不
能
荷
免
亦
望
各
宗
人
干 

囘
國
時 
一 律■

徽
納
幸
勿
吝
此
匾
區
之
欵

啟
事
三

本
總
堂
昨
第
二
周
全
加
懇
親
大
會
經
代
表
團
諸
公
再
行
修
訂
堂 

規
現
已
附
刊
一 
俟
印
妥
當
即
寄
交
各
埠
昆
仲
收
閱
便
知
詳
細 

茲
將
懇
親
會
代
表
團
諸
公
所
議
决
卷
出
兩
種
重
要
如
下 

一
由
民
國
拾
九
年
貳
月
壹
日
起
自
後
凡
宗
人
交
納
堂
底
銀
者
每 

人
額
定
收
堂
底
銀
怡
大
元
惟
義
捐
則
免
收
之 

一
由
民
國
拾
九
年
貳
月
豊
日
起
自
後
凡
宗
人
若
欠
經
費
過
廿
四 

個
月
以
上
者
不
得
享
受
本
總
堂 
一 切
權
利

民
國
十
人4H

-

一
月
廿
七
日

彳
E

1

T

—4
G
4

舟
身
Z

 H

以
&
用
必
用
;
C
-
 
歡
@
新
進
會
員
|

一
名
L
C
 
李
^
^
^
君
三
盟
一
幷
一 
矮
■̂
大
尊
生
會
 C  C  
定
於
星
期
日
在
中
華
會
館
開

取

4
馴

晋

那

雅

储

窗

百

匹

寸

貳

无

二

玉

>

紐
鶴
國
酒
樓
葉
曉
初
啓

1核 演監!數 說督
科科 
員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