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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
星
期
日
外
，
皆
按
日
呈
閱
，，
無
論
取
閱
久
財
， 

報
晋
均
要
先
惠
，
空
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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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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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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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
加
洪
門
總
幹
部
通
吿
(

一
)
 

爲
通
吿
事
。
照
得
十
月
三
日
翅
全
加
洪
門
在
都
城
開
第
十
一
 
居
懇
親
大
會
之
良
 

辰
，
仰
所
屬
各
埠
洪
門
團
体
於
鼓R
高
懸
我
洪
門
會
旗
慶
祝
■
十
日
酒
我
洪
門
 

三
十
二
年
前
舉
義
武
昌
。
顛
覆
專
制
。
建
立
民
主
共
和
國
家
紀
念
之
期
。
凡
我 

洪
門
人
士
，
應
赴
其
所
屬
之
洪
門
偶
体
参
加
紀
念
會
・
同
時
須
知
專
制
餘
毒
未
 

除
，
洪
人
猶
須
奮
鬥
。
民
治
精
神
不
顯
■
洪
人
仔
肩
仍
誼
。
紀
念
革
命
先
烈
之
 

起
義
。
貴
能
繼
其
遺
志
。
當
此
正
道
萎
靡
。
權
奸
用
事
之
秋
-
尤
宜
防
假
借
革
 

命
之
美
名
■
實
行
專
制
自
私
者
之
利
誘
。
甚
望
羣
策
羣
力
。
萬
衆
一
心
・
堅
持
 

我
洪
門
二
百
餘
年
敕
國
敕
民
之
旨
- 
驅
除
倭
賊
■
肅
淸
奸
僞
•
實
現
五
族
共
和
 

之
民
主
政
治
。
使
以
民
得
享
眞
正
之
自
由
幸
福
而
後
已
，
此
吿
•

◎
全
加
洪
門
總
幹
部
通
吿(
二)

爲
通
吿
事
■
照
得
本
部
前
發
出
加
東
蘭
頓
致
公
堂
置
樓
業
之
捐
款
部
・
原
限
于
 

十
一
月
一
日
以
前
繳
部
・
現
接
譏
堂
報
吿
。
業
主
催
促
提
前
交
易
。
需
款
孔
亟
 

-
仰
各
埠
堂
社
得
悉
通
吿
後
。
卽
速
進
行
籌
募
。
將
部
繳
交
本
部
彙
寄
。
俾
早 

淸
手
續
以
利
進
行
是
荷
・

■
巨 ̂
 革
軍
繼
續
勝
利 

▲
希
游
擊
陳
戰
布
軍
 

倫
敦
卄
八
日
/

5

巨
哥
在
亡
政
府
報
吿
 

■
革
軍
拾
八
萬e
固
有
巨
济
土
地
三
分
 

之1

。
戰
事
繼
動
劇
烈
。
且
蔓
延
漸
廣
 

，
德
軍
急
增
援
激
戰
。
有
等
地
方
得
失
 

數
次
。
革
軍
首
針
密
海
洛
城
治
與
克
魯

有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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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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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
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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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
映
飘
僧
騒
事
畫
片

@
即
宜
人
往
溫
羣
島
一

西
亞
人
民
解
放
軍
領
細
太
都
將
軍
 

頭
作
戰
。
各
有
洒
展
。
昨
又
克
復
 

及
八
個
埠
・
自
由
法
國
播
音
。
在一

。
分

做
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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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
板
偈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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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
名
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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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六
歲
至 

八
歲
在
機
器
房
工
作

資

路

讃

行
 

〔六
〕支
行
飴
六
百

之
意
軍
五
六
義
一•
携
唐
克
車
及
各
種
軍
 

器
"
與
游
擊
軍
載
合
。

英
國
播
音
稱
。
盤
方
宣
傳
。
謂
巴
爾
幹
 

之
游
擊
隊
得
由
衡
上
接
濟
粮
食
及
軍
械

家
銀
行
事
業
。一恒 

以
其
利
便
夢
之 

能
力
衡
其
催
大 
0-;一 

本
行
駐
加
導
大
之. 

支
部
共
六
百
餘
家 

。駐
外
國
者
亦
融

■
另
壹
消
息
。
布
軍
佔
領
. 

發
生
戰
事
。
德
蛇
毀
滅
希
一 

利
斯
能
埠
。
又
籽
拉
利
沙
一 

十
七
名
槍
决"
m
壹
播
一

境
亦
 

之
一
華

(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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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
) 

口
人
「神
聖
使
命
」之
荒
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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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 載

「二
代
支
飯
聊
一 

:1
工
作
養
良
一

「 
，工
作
長
久:

表
，
希

臘
自
由
軍
・
隨
英
軍
佔
土
耳
其
海
之
希
 

臘
屬
島
沙
莫
斯
-
。

⑥
德
機
生
朝
襲
英
東
部 

倫
敦
卄
八
日
鼠
。
德
機
今
朝
襲
英
崙
。 

在
東
英
吉
利
亞
一
分
散 W
 過
猛
烈
之
高
射
 

砲
火
網
。
向
绘
處
投
彈
而
去
。
損
失
如 

何
未
有
報
吿
。一

③

日
人
自
負
日
本
皇
室
係
萬
世
一
系
。
其
尊
貴
爲
世
界
無
此
.
然
細
讀
日
本
 

歷
史
。
則
知
皇
統
未
盡
直
系
不
乏
由
嫡
系
遠
親
繼
承
。
且
有
時
係
非
正
統
。
然 

則
被
日
人
輕
視
之
欧
洲
皇
室
王
室
(
因
不
許
庶
出
微
承
。
大
多
數
係
正
統
世
襲
 

)

。
較
諸H
本
神
聖
皇
統
。
未
見
有
遍
色
也
。
茲
舉
日
本
皇
統
異
例
如
下
。 

一
敏
達
天
皇
(
第
三
十
代
)
崩
後
(
約
西
歷
五
人
七
年
)

。
高
官
物
部
守
 

屋
氏
欲
立
皇
弟
穴
穗
部
都
皇
子
繼
承
，
而
大
臣
蘇
我
馬
子
擅
立
己
姪
於
皇
位
( 

用
明
天
皇1
三
十
一
代
)
■
迨
其
崩
後
。
物
部
復
欲
立
穴
穗
部
皇
子
。
馬
子
乃 

殺
皇
子
•
並
滅
物
部
■
而
立
皇
弟
(
崇
峻
天
皇

—
三
二
代
)

。
嗣
馬
子
竟
弑
核
 

皇•
，
而
擁
立
敏
達
天
皇
之
皇
后
於
皇
位
。
卽
推
古
天
皇
(
三
三
代
)

・
日
本
女 

皇
之
蒿
矢
也
・
，

七
十
家
。故
不
特 

對
於
先
生
在
交
易 

上
之
各
種
需
求   

，- 

樣
樣
能
應
付
裕
如 

.
而
本
行
耿
事9
亦 

樂
爲
予
以
筋
助
也

如
眷
華
友
欲
往
者
而
养
明
自
手

8--
者
睛 

，到
片
打
街
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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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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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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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
宣
傳
部
用
恐
嚇
策

685

斯
鐸
坎
卄
八
上
電
。
德
宣
傳
部
。
已
轉 

用
新
方
針
對
德
一
民
宣
傳
・
力
說
俄
國
地
 

中
海
及
巴
爾
幹
一
鰻
之
不
利
情
形
。
幷
謂 

如
德
國
遭
失
敗
。
則
慘
酷
之
報
將
不
可
 

言
狀
。
其
目
的
一
在
恐
嚇
德
人
擁
護
作
戦 

到
底
■
同
時
鳳
新
內
政
部
長
險
拉
。
積 

極
攝
充
秘
探
隊
一
。
以
最
殘
酷
之
手
段
。 

對
待
失
敗
主
義
一
者
。

.
普
冲
墨
行
啓
事

二
平
安
朝
時
代
(
西
歷
約
八
六

九0
  
0
)

。
顯
臣
藤
原
氏
歷
任
攝
政

・
掌
握
大
權
■
常
送
己
女
入
宮
爲
后
。(
按
二
 
國
有
悠
久
之
歷
史
。
自
不
免
事
 

故
♦
是
以
上
舉
二
例
■
未
足
爲
異
。
惟
下
例
。
則
日
本
聖
統
似
有
根
本
搖
動
之
 

嫌
・
、

=.
吾
人
皆
記
憶
中
國
歷
史
曾
有
南
北
朝
對
峙
時
代
。
而
日
人
常
批
評
中
國
 

王
朝
之
興
廢
不
定
•
其
實
日
人
自
負
金
甌
無
缺
之
皇
統
。
亦
曾
有
南
北
朝
分
立
 

時
代
也
・
南
朝
係
天
皇
啜
叛
臣
足
利
將
軍
之
壓
迫
。
出
走
吉
野
者
。
因
保
持
天
 

照
大
神
傳
下
之
三
種
神
器
(
天
皇
之
御
證
)

。
故
爲
正
統
。
北
朝
爲
足
利
所
瘫
 

立
- 
留
京
都
，
爲
日
本
歷
史
家
及
當
時
勤
王
武
將
所
認
爲
非
正
統
者
也
。
試
閱 

日
皇
系
圖
。
不
難
發
見
南
朝
計
四
代
。
其
末
代
(
第
九
九
代
天
皇
)
徇
足
利
氏
 

之
請
。
還
幸
京
都
•
讓
位
於
北
朝
。
以
後
直
至
現
代
裕
仁
天
皇
。
均
像
前
被
認
一 

爲
非
正
統
之
北
朝
之
出
也

筆
者
原
對
日
本
皇
統
，
無
意
吹
毛
求
疵
。
且
現
世
君
主
國
已
漸
不
合
乎
時
 

代
潮
流
■
故
無
須
重
視
。
徒
以
日
人
動
輒
以
萬
世1

系
天
皇
誇
耀
於
全
球
。
而一 

西
人
研
究
日
本
專
家
亦
多
被
蒙
蔽
。
故
特
予
指
摘
。
以
徵
玉
牒
不
易
無
缺
耳
。

(
未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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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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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一
 
十
五
元
另
郵
呈
義
 

勞
老
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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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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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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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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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
歷
壬
午
年
 

六
月
吉
日
 

鄺

卓
 

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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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 

神
農
氏
仁
兄
鑒
 

弟
年
來
因
操
作
過
.勞
四
肢
困
倦
以
至
精
脚
衰
弱
不
遅
思
 

常
憂
矣
故
上
二
星
期
在
仁
兄
處
購
得
參
茸
三
鞭
大
補
丸
-
盒
抄
參
鹿
献
赢
 

丸 - 
盒
依
法
服
之
現
今
身
體
日
强
精
神
勝
舊
茲
付
上
赤
紙
豈
十
元
零
五
否
龍
 

金1

鞭
大
補
丸
抄
參
鹿
尾
巴
補
腎
丸
各
壹
盒
從
速
寄
來
以
際
要
可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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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
月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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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 

李 

手

.白
励
 

神
燧
葯
房
執
事
先
生
鑒
出
殷
者
弟
少
年
損
精
夜
多
小
便
行
動
無
力
腰
痛
耳
鳴
歉5
一 

必
是
氣
血
兩
盧
及
腎
虧
之
甚
幸
蒙
馬I
同
志
介
紹
買
神
農
樂
房
之
抄
套
薄
 

巴
補
腎
丸
二
盒
照
單
而
食
確
係
功
效
如
神
現
付
來
銀
二
十
一
元
郵
費
在
內
建
廳
 

抄
參
鹿
尾
巴
補
腎
丸
四
盒
按
址
寄
來
應
用
是
稚
此
睛
 

大
安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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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丸
制
能
興
陽
固
腎
益
髓
生
精
 
大
補
氣
血
壯
筋
活
胳
醍
腦
提
" 

神
開
胃i

有
轉
弱
爲
强
之
功
 

肅
 

血
氣
兩
虛
 
病
後
失
朗
 

下
部
寒
冷
 

身
體
虚
鶴
 

崗
操
作
!

先
天
不
足
 

行
動
無
力
 

膝
下
反
齡
 

冶
筋
骨
•不
舒 

夜
多
小
便
 

食
物
不
化
 

眼
花
足
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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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
女
合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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