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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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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路軍各將頷通電停

毁後。。蔣軍仍不停止軍 

等行動:
派大隊砲步兵

從仙遊、惠安、進迫泉州 

十九路軍由漳州逐漸退 

往龍巖.陳銘樞、李濟琛 

、蔡廷楷、等亦隨軍同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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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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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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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
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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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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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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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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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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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
因
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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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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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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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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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
二
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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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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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
係
弟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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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
業
多
年
生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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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
督 
黄
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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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
燦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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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
网
点
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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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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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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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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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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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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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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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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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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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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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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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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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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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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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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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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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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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銳
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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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
。關
於
軍
隊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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倭
帝
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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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
方
針
二 

余
决
不
變
更:
此
項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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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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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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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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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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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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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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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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炬
也
。

◎
云埠達權支社通吿

閱書報社

一
爲
通
告
事
茲
値
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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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
民
國
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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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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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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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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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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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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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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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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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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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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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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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爲
通
吿
事
照
得
本
堂
前
日
組
織
之
聯
衞
實
業
部
深
象
各
兄
弟
踵 

一
接
認
股
初
爲
有
成
立
之
希
望
不
料
自
招
股
以
來
世
情
日
趨
冷
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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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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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
環
境
小
佳
以
至
終
止
惟
聯
衙
實
業
部
之
股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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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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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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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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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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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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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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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
各
昆
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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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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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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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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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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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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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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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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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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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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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
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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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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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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閣
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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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
。「爲
咽
國
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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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是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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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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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
照
咽
國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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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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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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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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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華人顧客祈爲留意

意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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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權
將
之
否
决
一。總
統
之
命
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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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僱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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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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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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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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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
光
顧

太平洋冶金公司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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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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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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俟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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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
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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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
三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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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
政
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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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
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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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與
德
妥
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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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
乎
完
全
失
望
。現 

目
祇
探
望
英
國
如
何
行
動
耳
。。傳
聞
英
主
張
英 

法
德
意
四
國
代
表
宜
再
在
巴
釘
開
會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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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
者
本
公 
D)是
屆
董
事
局
職
員
任
期
將
滿
遵
章
選
舉
民
國
廿
三 

年
董
事
局
新
任
職
箕
辦
理
公
司
事
務
選
裏
經
分
寄
各
埠
黃
江
夏 

分
堂
通
訊
處
以
便
股
東
諸
君
就
地
于
元
月
廿
三
日
召
集
股
東
投 

票
選
舉
選
妥
請
將
選
票
封 

@. 在
于
元
月
价
日
以
前
寄
囘
本
公
司 

彙
收
以
便
二
月
一
日
在
本
公
司
當
衆
開
票
切
勿
延
懐
爲
禱

雲
埠
黃
江
夏
堂
實
業
有
限
公
司
啟 

中
華
民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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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年
元
月
拾
五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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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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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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亭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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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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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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