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KWONG MAN SANG CO. 
236 Pender St. E. Phone Sey. 5671 

Vancouver.

A

4t

‘物

«

W

日三月一卜年六十二國/觀公旗（頁二） 期星

詹十一月十一日爲駐墨京全墨洪 

門第吉屆懇親大會舉行揭幕典禮 

之期謹具蔬筵 
恭請

洲洪門各机關，

公堂黨暨

叔父屆時
臨增光指示禮儀俾利進行曷勝

福鎖駐京全墨致公總堂同人謹訂

是
年
水
仙 

花
歉
收
不 

特
價
錢
飛 

漲
來
貨
亦 

少
况
在
大 

洪
出
貨
之 

時
沿
海
被 

日
賊
封
鎖 

來
途
梗
阻 

是
年
水
仙 

花
必
然
求 

過
於
供
惠 

顧
君
子
祈 

爲
捷
足
毋 

致
向
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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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將校千二百名升級 

東
京 
一 
日(
美
聯
社)
讚 
。日
皇
裕
仁
已
批
唯
將 

日
軍
官
千
二
百
名
升
級
。據
日
車
界
人
稱
。̂
 

仁
叶
舉
實
行
强
化
侵
筆
之
日
期
司
令
部
，
但
駐 

中
國H
軍
之
最
高
級
司
令
厂
不
受
此
晉
級
之
影 

響
、
每
年
十
一
月
時
必
有
一
批
日
軍
官
升
級
云 

■
敵機炸擊歸德

A
並
向
魯
省
泰
安
與
兗
州
間
鐵
路
投
彈 

東
京
二
日
電
茲
間
旅
順
消
息
：
日
昨
倭
海
軍 

飛
機
塚
炸
擊
中
國
隴
海
鉄
路
亂
之
河
南
省
歸
億 

飛
打a
 
及
津
浦
綫
之
山
東
省
泰
安
與
竟
州
間 

鉄
路
軍
用
貨
車
据
倭
飛
機
跋
員
報
吿-
比
來 

沿
隴
海
線
華
軍
防
禦
炮
火
頗
総 
一厶、 

•
法兵將據南市說

上
海
三
日(
統
一 
毗)
電
。，是
日
傳
聞
法
國 

軍
曾
將
据
南
市
。
因
日
賊
進
行
將
上
海
完
全
包 

固
。
欲
迫
大
却
草
軍
沿
滬
杭
鉄
路
線
向
西
南
方 

撤
退
。

法
常
局
欲
於
日
宼
在
法
租
界
鄰
近
之
地
。未
報 

勝
利
以
前
、
佔
管
法
租
界
四
週
之
维
云

■
日
寇 侵佔華疆六十餘萬方里 

上
海
三H
電
，。向
受
南
京
中
央
政
府
統
治
之
中 

國
土
艳
。有
四
百
四
十
八
萬
零
九
百
九
十
貳
英 

方
里
之
廣
。

至
是
日
止
截:
日
寇
已
侵
佔
廣
約
六
卜
賣
萬
四 

千
七
百
廿
方
英
方
里
之
中
國
領
土
已
«- 
豈
星 

期
，。日
侵
華
。，又
佔
了
中
國
領
土
千
七
百
廿
五 

英
方
里
。。

上
月
日
寇
增
佔
華
疆
約
萬
英
方
里
二
一
年
內
日 

寇
增
佔
華
疆
約
五
拾
風
英
方
里
云
； 

■
顧薔警吿列強 

▲
謂
日
寇
侵
華
必
惹
起
世
界
大
戰 

布
魯
些
路
三
日
美
聯
社
電
。。出
席
九
國
會
議
之 

中
國
代
表
團
長
顧
維
鈞
博
士
、
是
日
宣
官
云
二 

日
本
在
遠
東
之
侵
畧
行
動 
若
不
加
以
制
止 
而 

世
人
對
國
際
條
約
之
信
任
又
不
囘
復
一
。則
日
本 

取
隊
必
軼
出
中
國
邊
界
外
。，將
使
全
世
界
大
戰 

。一
屆
時
。將
無
一
國
能
守
中
立
。C

作
自
了
漢
」云 

上海擬設中立地帶說 

上
海
叁
日
電
、。是R
据
日
方
代
言
人
稱
。有
一 

中
立
國
代
表
已
向
日
當
局
建
議
。。將
密
爾
租
界 

之
地
改
爲
中
立
地
帶
。
以
免
租
界
之
外
實
及
中 

國
平
民
受
戰
禍
之
危
險
云
： 

九國會議開幕

▲
不
主
張
裁
制
日
寇 

▲
意
代
表
主
張
中
日
直
接
交
涉 

布
嚕
些
路
一
百(
坎
拿
大
社)
電
。。九
國
會
議
之 

首
日
會
議
將
吿
散
會
時
：
意
大
利
之
代
表
。-
阿 

爾
甫
羅
番
加
馬
里
斯
哥
提
氏
發
論
云
「吾
人
今 

出
席
斯
會
一
祇
有
使
中
日
兩
國
代
我
共
聚
壹
堂 

:
以
便
該
兩
國
色
接
交
涉
耳
。・
彼
兩
國
能
直
接 

交
渉?
吾
人
即
無
庸
在
此
」云
云 
意
代
表
此
言 

一
對
九
國
會
議
無
異
下-
炸
彈
〉。

以
現
目
情
形
言
一
各
國
絕
無
制
裁
日
宼
意
。。英 

美
法
等
國
代
表
祇
主
張
和
平
解
决
中
日
戰
爭
。， 

比
利
時
外
相
被
舉
爲
九
國
會
議
之
主
席,，。是
日 

出
席
此
會
有
英
代
表
艾
典
：
美
代
表
戴
維
氏
。。 

法
代
表
即
法
外
交
長
爹
波
氏
。。蘇
俄
代
表
卽
俄 

外
長
烈
蘊
那
夫
等
云
。

▲
華僑捐
軍

巧
木
偏m
巴
崙
華
僑
拒
日
救
國
會
籌
捐
第
貳
期8
精
叨
收
捐
欺 

連
匕
第
灣
期
續
收
存
金
銀
貳
百
餘
元
現
概
卽
電

11 返
南
京
政
府 

財
政
椒
嫌
斷
幣
五
千
四
百
大
元
以
助
軍
用
也

茲
將
第
貳
期
捐
欵
芳
名
列
后

馬
心
微
黄
理
連
 
周
煥
家
至
此
美
 
朱
焜
裘 
馬
洪
輝

縫
雲
以
上
每
大
洋
看
百
元

馬
立
緻
馬
輔
政
 
黄
裕
文 

余
其
大
洋
六
拾
元

顏 
祥 
朱
煥
裘 
福
爲
韶 

曾
乾
幌 
馬
爲
芳 
•
鳥
興
仁

郎
慶
祝 
胡
特
鉅 
曾
覗
光 

陳
明
進 
梁
修
南
馬
 

Hf
信

陳
明

■;! 
黄
錦
鏡 
李
聖
假 
梁
奕
義 
陳
如
侑 
梁

思
爲
堯
大
洋
四
拾
』

爲
認
假

毎
大
洋
五
拾
元

陳
攵
保 
黃
華
淸
周
瑞
來
胡
連
富
黃
恭
祭
馬
榮
緯
 

陳
月
嬌 
黄
傅
簪 
為
觀
邇 
馬
光
揚 
馬
綿
賀 
馬
振
芳 

梁
春
堯 
梁
兆
初 
梁
煥
忠 
馬
彦
存 
徐
長
齡 
毎
大
洋
卅
元 

陳
廣
超 
林
立
彩 
陳
恆
嚴 
馬
祥
盛 
毎
大
洋
廿
五
元 

馬
宗
湖 
黄
其
泮 
屬
心
源 
馬
綿
愛
梁

lit
衍 
陳
明
法 

曹
潤
成 
黃
彩
運
烏
錦
銘
 
黄
威
傳 
黃
杰
賢 
6
綿
級 

周
永
熾 
梁
錫
爲
立
綏
 
黄
郁
森 
黃
傳
洽 
黃
傅
阜

恩 
余
中
潤 
陳
彭
福
熊
福
就

黃
軒
昂 
梁
榮
源

馬
大
養 
思
大
專
、馬
宗
業 
馬
照
政 

Si

爲
韶
夫
人 

以
匕
毎
大
洋
卄
元 
黄
基
彪
金
銀
六
元

苟
李
益
 
陳
松
均 
黄
創
禮

黄
華
振 
謝
盆
新

林
德
穠 
以
上
每
金
銀
五
元

周
揚
修 
楊
緖
焜 
馬
綿
珠 
每
大
洋
覺
拾
五
元 

馬
統
政 
林
立
荘 
朱
開
柏 
馬
才
傑 
黃
煥
樞 
司
徒
溥
文 

黄
恭
偉 
邱
百
開 
鄧
煒
慶 
制
學
動 
黄
基
玲 
司
徒
錫
文 

黄
龍
德 
黃
社
週 
陳
炎
楊
木
材
 
許
恢
遠 
黃
燁
文 

梁
慧
堀 
梁
慧
一
一 
鄧
煥
 
馬
光
日 
馬
立
華 
黃
溫
修 

周
立
庶 
黃
義
掌 
馬
源
政 
屬
立
志 
爲
大
逢 
咼
荐
政 

黃
福
松 
馬
望
修 
黄
紀
林 
馬
佩
政 
馬
觀
安 
馬
綿
則 

關
國
饗
鄺
棠
修
 
馬
世
安 
李 
榮 
曹
福
春 
曹
福
興 

梁
修
富 
李
和
衍 
m
枇
任 
伍 
旺 
龔 
岬 
馬
林
星 

陳
續
勝 
黃
世
燧 
劇
重
賢 
劉
重
康 
劉
重
富 
楊
紀
華

徐
鉅
培 
林
仕
聴 
黃
樂
 
陳
百
長 
梁

楊
健
能

鄭
新
炳 
黄
傅
燦 
馬
樞
本 
馬
經
學 
爲
宗
洽 
黄
其
光 

馬
榮
學 
吳
進 
屬
澤
修
夫
人 
梁
奕
義
夫
人 
每
大
洋
拾
元 

爲
爲
强
金
銀
貳
元
四
毛

曾
子
連
周
才
馬
維
謙
 
郎
連
 
馬
博
政 
曹 
杜 

甄
炳 
黄
本
章 
每
金
銀
貳
元

陳 
忠 
楊
接
財 
楊
錦
湖 
陳
長
惠 
林
永
章 
鄭
舜
旺 

馬
叙
藉 
李 
春 
馬
綿
宗 
關
國
勝 
張
文
澤 
馬
長
順 

馬
炳
騰 
馬
光
祿 
黃
達
 
黄
光
宜 
馬
叙
潔 
陳
偉
文 

爲
洪
金 
林 
橋 
楊
庸
夫 
馮
續
猷 
馬
榮
長 
爲
福
連 

馬
根
旺 
黃
錫
焯 
吳
文
朋 
鄭
根
女 
陳
章
文 
黃
道
源 

余
和
淸 
朱
裘
普 
馬
允
政 
陳
利
明 
余
和
求 
馬
周
祥 

梁
名
護 
李
聖
硯 
許
宰
遠 
曹
期
來
夫
人 
周
煥
家
夫
人 

制
學
動
夫
人
、
馬
允
政
夫
人 
馬
劍
靑
女
士 
黄 
槐
夫
人 

曹
榴
好
女
士 
馬
秀
娟
女
士 
以
上
每
大
洋
五
元

-
黃
保
禮 
楊
成
祖 
黃
廣
英 
馬
望
忠 
許
懷
遠 
關
連
潤 

馬
昌
準 
每
金
銀
壹
元 

黃
傳
瑞 
黃
美
邦 
每
金
銀
五
毛

加 拿 大胃新 生辘 雜金 鶴芳 際水 
•
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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丿

溫 船 華

一今朝一

▲
湯
龍
認
啟
事 

.1上一 

龍 駆 未學不識應世技術此次任爲域 

埠華僑拒日會勸捐總隊長以職責所 

在迭向多年力主抗戰朋膏其不可

輸自知開罪數句前有所謂風

重

龍胭 與日人購買菜花事風傳做原 

吿一 再宣諸報章經拒日會通吿全僑

調查兼旬了無証據將案批銷事情大

白迭承親友殷殷垂詢至深戚激合併 

致謝—
民 
卄六年十月卄六日

▲
本報代理

滿地可埠中51 醫院 

雲高華埠中■
會舘畫義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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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要
电
秋
 

•
我軍已收|
子關

▲
倭
宣
傅
太
原
將
吿
陷

天
津
二•□::

電
。一
是
日
据
華
北
日
寇
司
令
部
宣
布 

一
華
軍
在
山
两
省
與
日
寇
戰
鬥
。。結
果 
華
軍 

死
傷
三
萬
。。華
軍
已
向
山
西
省
自
太
原
退
却
。 

太
原
将
吿
陷
一
云

q

查
華
人
中
央
通
飢
社
曾
發
出
消
息"
。謂
華
軍
已 

克
復
娘
子
關
。。此
飢
如
確
。。則
由
東
方
進
犯
太 

原
之
敵
軍
已
被
圍
困
云
：

•
我組戰時最高級政府 

▲
不
名
之
曰
政
府
而
日 
大
本
營
」説 

上
海 
一 
日
電•
茲
旗
倭
方
消
息:
上
海
戰
局
之 

進
展
，南
京
富
局
韻
重
視
之
，。故
國
民
政
府
將 

組
織
曾
戰
時
最
高
級
政
府
。。此
新
組
織
不
名
日 

政
府
一
而
名
日-
大
奉
營J"
在
此
大
本
營
負
最
高

責
任
若
有
九
人
如
左
列 

康
事
作
戰
部
長 

政
治
外
交
部
長 

軍
需
工
業
部
長 

經
濟
財
政
部
艮 

宣
傳
部
艮

防
空
部
長

給
養
兵
站
部
長 

南
生
部
長

張
治
中 

熊
式
睥 

翁
文
灝 

吳
鼎
昌 

黄
顯
光 

陳
立
夫 

俞
鵬
飛 

劇
瑞
恆

大
本
營
總
秘
書
艮 
張 
羣

•
海外華僑已助餉六百萬 

南
京
二
日(
美
聯
社)
電
。。是
日
据
此
間
當
道R
 

布
。。海
外
華
僑
捐
助
単
館
與
政
府
作
抗
日
用
者 

:
已
達
美
金
六
百
萬
元
。
中
有
四
十
萬
是
來
自 

美
國
。。十
八
萬
來
自
坎
拿
大
。、十
五
萬
來
自
南 

美

C

十
二
萬
元
是
來
自
夏
威
夷
島
者
云
。。

軍法如山
▲
臨
陣
退
縮
之
營
長
與
排
長
被
槍
次 

上
海
二R
電C 
第
十
三
軍
長
湯
恩
伯
一
。曾
呈
報 

軍
事
委
員
會
。。据
謂
筋
軍
第
二
師
第
七
團
之
第 

三
營
艮
謝
或
雄
一
。排
長
李
扶
賴
一C
於
保
定
之
戰 

)
違
命
退
却
一C
宜
受
懲
戒
，、軍
事
委
昌
會
將
案 

訊
理
。。朗
悉
此
二
犯
確
有
違
反
命
令
臨
陣
退
縮 

罪•
、即
判
將
之
檜
决
云

•
九國會代表開初級會議 

▲
將
再
邀
請
倭
國
參
加 

比
京
布
嚕
些
路
三
日(
統 
一 社
-
電
。。九
國
會
議 

將
開
會
。。是
日
据
駐
此
間
之
偻
國
大
使
宣
稱
一
。 

日
本
願
與
中
國
直
接
言
和
？
但
必
拒
絕
干
涉
。 

日
寇
對
華
所
提
上
不
易
條
件
有
兩
項
如
左
。。 

㊀
中
國
須
停
止
抗
日
之
宣
傳
。、 

㊁
中
國
須
消
滅
共
産
于
一
義
。

查H
宼
大
使
此
項
宣
言
已
將
參
加
此
九
國
會
議 

之1
九
國
代
表 Z
希
望
打
消
，因
參
加
此
九
阈 

會
之
各
國
代
表
多
数
希
望
日
本
能
接
納
「停
戰
」 

計
副
也
。

昨
夕
參
加
此
九
國
會
之
各
國
代
表
曾
作
初
級
談 

話
一
英
代
发
圍
長
即
英
外
相C
艾
典
抵
此
間
後
： 

曾
發
表
調
停
屮
日
戰
爭
之
普
通
辦
法
。.。並
欲
避 

免
壓
迫
日
本
之
嫌
疑
二
文
典
氏
此
舉
之
結
果
。c 

爲
再
行
致
柬
於
日
本
。。再
請
日
本
於
下
星
期
首 

數
日
派
代
表
參
加
九
國
會
云

■■■■□  

r.

・^
—
—̂

日敵犯小南翔五次。。惟 

每次均受我軍重創。。致 

4 
死傷頗衆。疋役敵千餘 

一 被殲、c

6
月之二日賊机一 
隊又圖 

炸擊南京。。中途被我空 

軍堵截 
。賊机 
是不能 

突入南京防禦地帶； 

6
月之二日平漢線我軍克 

復河北省栢鄕及輿邑： 

6
我軍不久收復河南省商 

邱。。現 
我與賊在該地 

苦戰。。

6
我大軍刻集中於河北省 

安陽，準備沿平漢路線 

向北推進。。不久 
且樂鎭 

附近之賊將盡數被殲。一 

e
津浦路綫我軍已抵達徒 

駭河北岸:
疋我軍已前 

進弍十哩。我與賊刻在 

該處繼續劇烈戰鬥。。 

6
月之弍日我軍收復山西 

省舊關與娘子關.。我軍 

獲勝後。。即盡行集中此 

兩地。。將敵盡數逐出山 

西省：
，華北倭軍秘密趕向僞一 

撤退；料因僞國內亂 

故有此舉。

。
C

，前報第十八師長朱耀華 

因大塲失守.) 
愧無面目 

再見蔣介石。。故自行呑 

槍圖自殺。。茲查朱將軍 

雖負傷 
。尙未殖命一。惟 

傷勢沉重 
恐將不起； 

•
南
京
財
政
部
宣
怖
：
核
部
將
於
本
年
上
貳
月 

一
日
開
始
募
集
戰
債
于
七
百
萬
亓
以
爲
敕
助 

廣
西 省
金
融 
用
・
・
居
時
桂
幣
二
元 可
找
換
中 

央
幣 
一
元
云
・■

•
台
山
縣
限
譚
元
超
・■
已
下
令
各
商
店
即
時
復 

開
門
營
舞
・
・
各
學
生
須
復
打
上
課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