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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慶
肪
員
蜜

)
安
徽
以
南
，
我
軍
進
攻
東
流
•
在
東
流
以
后

軍
隊
。
爲
菲
鳥
復
仇
。
今
厥
志
更
堅
云
。

▲
又 
一 
小
島
被
倭
佔
據

△
東
京
(
日
本
廣
播
)

。
日
軍
統
帥
部
。
謂
日
軍
於
三
月

itt
一
日
■
斐
佔
據
印
 

度
洋
爪
哇
以
南
二
百
什
五
里
之
克
里
密
斯
岛
。(
按
)
克
里
密
斯
島
英
屬
。 

面
績
六
十
方
里
居
民
多
爲
華
僑
與
馬
來
人
。
其
重
要
處
。
在
於
其
能
控
制
澳
 

大
利
亞
與
印
度
之
航
路
。

△
英
京

—
美
國
參
課
部
長
媽
梳
大
將
。
是
日
突
奉
英
國
參
謀
部
柬
召
。
卽
赴
總 

部
開
會
。
聞
美
總
統
羅
斯
福
，
近
主
張
卽
時
設
法
反
攻
軸
心
。 

△

克

里

甫

任

務

失

敗

訊
 

△
新
德
里
-
印
度
國
民
党
與
囘
教
党
。
均
先
後
拒
絶
克
里
甫
之
印
度
自
治
計
劃
 

。
克
里
甫
是
晨
對
印
度
人
民
廣
播
演
講
。
謂
英
政
府
已
收
囘
成
命
。
彼
亦
擬 

卽
返
國
。
據
言
。
此
次
失
却
良
机
。
深
爲
惋
惜
。
吾
人
對
於
達
到
自
由
之
方
 

法
。
雖
意
見
不
同
。
但
應
知
印
度
之
自
由
。
决
不
能
因
日
本
佔
據
印
度
。
所 

能
達
到
也
。

據
克
里
甫
之
意
見
。
彼
是
次
任
務
失
敗
。
全
由
於
印
度
方
面
所
抱
之
態
度
。 

過
於
深
刻
。
吹
毛
求
疵
。
而
不
事
建
設
。
但
無
論
如
何
。
印
度
被
迫
上
前
線
 

之
時
期
已
到
。
印
度
國
民
。
現
唯
有0
心
寰
德
。
與
同
盟
國
人
民
合
作
。
再 

造
將
來
之
世
界
。

擊
退
倭
賊
■
倭
賊
後
增
援
 - 
取
反
攻
勢
-
但
我
 

軍
堅
持
抵
抗
■
殺
賊
百
餘
隻
•

江
西
南
昌
東
北
之
獅
子
口
部
我
軍
•
與
賊
劇
戰
 

•
俘
虜
日
賊
頗
衆
・
並
俘
獲
戰
利
品
甚
多
• 

漢
口
以
南
■
我
方
游
擊
隊
甚
活
動
 - 

一
中
國
軍
事
委
員
會
委
員
熊
式
輝
 - 
商
震
等
■
於
 

昨
九
日
安
抵
美
洲
•

河
南
之
我
軍
•
進
攻
平
漢
路
長
台
關
•
冒
倭
賊
 

之
砲
火
，
入
長
台
覘
岡
•
殺
賊
甚
多
・
並
俘
獲
 

大
批
戰
利
品
-

△
新
德
里

—
印
度
交
涉
失
敗
。
尼
赫

色
。
蓋
不
意
徒
因
阈
防
權
限
壹

里

慶

播

音

消

息

録

問
題
。
而
遂
令
交
涉
失
敗
也
。

聞
印
度
諸
首
領
中
。
以
尼
赫
魯
最
望
獨
立
。
曾
一 
度
胆
敢
反
抗
甘
地
。
與
英 

人
繼
續
談
判
。

▲
國
民
黨
謂
印
度
政
府
無
能
幹

錄

陰
國
囘
教
總
會
會
長
白
崇
祯
。
最
近
在
該
會
代
表
大
會
。
曾
有
提
議
多
項
。 

5^561

意
發
展
囘
民
教
育
。
敢
迪
民
智
。
及
敕
濟
貧
困
等
問
題
。
據
表
示 

。
回
民 
一 
致
擁
譏
中
央
。
但
囘
教
人
民
文
盲
甚
多
。
識
字
者
僅
佔
百
分
之
 
一 

。
因
此
希
梁
教
育
部
在
西
北
方
西
南
各
省
。
多
設
學
校
。
教
育
囘
民
。
現
在 

0
 
教
部
已
毁
立
邊
彊
學
校
訓
練
師
資
。
將
來
當
分
派
通
達
回
漢
文
之
畢
業
生
。 

充
任
此
種
特
種
學
校
之
校
長
。
同
時
關
於
敕
貧
辦
法
。
决
由
全
國
經
濟
建
設
 

協
會
。
在
各
地
開
辦
小
工
業
。
俾
囘
民
得
有
工
作
。
以
解
决
其
生
活
。 

△
孔
部
長
祥
熙
。
昨
晨
在
紀
念
週
報
吿
。
謂
注
重
財
政
統
一
。
征
收
以
物
代
田
 

賦
稅
。
物
價
統
制
進
步
。
及
政
府
統
制
銀
行
交
易
等
事
務
。

△
中
央
社
訊
。
新
闢
灌
漑
河
渠
。
足
以
灌
漑
農
田
三
十
萬
畝
者
。
業
已
完
竣
。 

由
中
央
銀
行
貸
與
各
省
實
業
計
劃
者
。
共
達
四
千
萬
元
。

△
全
國
慰
勞
團
團
長
居
正
。
返
渝
後
對
人
談
話
。
謂
此
次
到
各
處
視
察
結
果
。 

所
得
印
象
良
佳
。
各
戰
區
部
隊
- 
土
氣
旺
盛
。
民
衆
意
志
堅
强
。
尤
其
是
軍 

民
合
作
精
神
。
最
爲
顯
著
。
各
地
社
會
狀
况
亦
多
有
進
步
。
主
教
于
城
任
慰
 

勞
團
第
四
分
團
團
長
此
次
曾
與
居
總
團
長
偕
行
。
據
于
氏
表
示
。
所
見
各
部 

隊
。
有
一 
極
好
現
象
。
就
是
軍
官
士
兵
。
十
分
融
洽
。
彼
此
視
同
兄
弟
手
足

在
之
政
府
。
顕
然
缺
乏
能
幹
。
未

△
印
度
國
民
黨
昨
發
表
之
宣
言
。
謂
(

能
負
担
印
度
防
務
。
此
種
責
任
。
唯
印
度
人
民
之
代
表
能
負
之
。

△

倭

寇

竟

進

犯

曼

德
,
勒

▲

被

我

迎

頭

痛

擊
 

一

△
重
慶

—
華
方
軍
報
。
日
軍
現
進
犯
曼
德
勒
公
路
華
軍
。
被
華
軍
迎
頭
痛
擊
。 

死
傷
甚
衆
。

又
據
報
。
星
期 

日
葉
達
錫
西
北
地
方
。
戰
事
劇
烈
。
結
果
。
日
軍
死
傷
二 

干
餘
人
。
同
日
銅
鼓
曼
德
勒
鐵
路
。
以
柬
沿
西
當
河
一 
帶
。
亦
發
現
日
軍
。 

又
訊
。
聞
日
軍 
一 
隊
。
由
泰
國
西
進
。
現
圖
佔
茅
持
。

△
新
德
里1
英
軍
在
伊
拉
瓦
底
一
帶
。
又
略
有
撤
退
。
日
軍
昨
大
炸
中
英
防
線
 

。
被
聯
軍
機
隊
擊
落
七
架
。

銅
鼓
方
面
。
日
軍
昨
曾
以
大
炮
轟
擊
華
軍
。
但
步
軍
未
有
出
動
。 

△

又

炸

毁

倭

機

十

五

架
 

△
孟
買

—
中
國
空
軍
之
美
志
願
隊
兩
名
。
昨
晨
突
襲
緬
旬
蕪
緬
日
軍
機
場
。
在 

地
上
擊
毀
敵
爆
炸
機
十
五
架
。
據
言
日
機
當
時
排
列
成
行
。
陣
容
甚
盛
。
似 

在
準
備
出
發
中
。
適
美
機
在
此
經
過
。
遂
低
飛
至
四
门
尺
。
用
機
槍
將
其
掃

營
中
如
同
處
在
家
庭
一 
般
。
各
軍
官
均
具
有
能
幹
。
且
多
數
爲
中
學
或

。大
學
之
畢
業
生
。

△
路
透
社
隨
軍
記
者
來
訊
。
該
記
者
於
月
夜
乘
坐
華
軍
戰
車
到
葉
達
錫
前
線
視
 

察
。.見
該
地
祗
有
稀
疏
之
小
樹
掩
護
房
產
。
多
數
已
被
緬
句
奸
細
縱
火
燒
禮
 

前
線
華
軍
。
已
在
短
期
內
做
成
極
堅
固
工
事
。

射
。
時
諸
机
均
滿
載
炸 

機
出
炸
他
人
。

。
遂
先
後
爆
發
。
日
人
忙
於
淸
塲
。
是
日
幷
無
遣

■

△

美

海

游

擊

隊

威

脅

倭
 

▲

倭

寇

在

西

布

登

陸

△
我
陸
軍
部
長
一

。
是
晨
極
端
稱
譽
菲
島
巴
坦
美
菲
軍
隊
之
英
勇
。
謂
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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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錦
湖 

伍
時
窗 

鄭
新
炳
 

鄭
國
松
 

鄭
正
業 

鄭
春
益
， 

楊
澤
均 

余
文
忠 
趙
秩
桌
 
黃
德
訓
 

每
嚙
元 

報
普
高
弍
元
 

林
漢
華
叁
元
 

林
啟
甜
 

鄧
良
李
培
忠
 

葉
耀 

每
貳
元 

周
瑞
廸
 

黃

昌

周

明
 

林
滔 

沈
杜 

鄭
惠 

林
庚
衍
 

梁
以
謙 
.
宋
麟
標 

陳
關
意 

黃

恩

蘇

洽

林

關

水
 

盧
金
引 

張
引
慶
 

余
暢
章
 

姉

福
 

李
帝
樣 

王
孟
 

林
金
進 

雷
疊
開
 

楊
標 

王
六 

劉
基 

蘇
文
禮
 
徐

沛
 

黃
汝
良 

曹
昇
南 

蕭

勝
 

董
耀
堤
 

徐
德
基 

曹
灼
垣 

葉
耀
夫
人
 

林
漢
華
夫
人
 

每
壹
元 

天
補
阮
金
鏗
•
謝
添 

趙
受
廷 

每
五
元 

雷 

健 
方
福
田
 

鄭
倫
品 

鄭
福
儀 

黃
翹
世 

鄭
茂
益 

李
仲
南 

姉
銓
聲
，蘇
振
金 

鄭
成
就 

馮
景
子 

鄭
燕
忠 

鄭
厚
鈿 

姉
•
棟 

黎

球

m1
池
福 

鄭
家
鉄
 

每
弍
元 

蘇
潮
矩
 

那
尙
銳 

郎
雅
聲 

蘇 

水 

郎
秀
鉅 

陳
壽
如 

郎
績
燕 

姉
煖
聲 

鍾
百
銳 

鄭
尙
淸 

陳
繼
芽
 

鄭
振
聲 

周

廣
 

侯
俊
悅
 

鄭
珠
濃 

梁
松
樂

男

■1

 • 

:
♦
•a 

if

■

/
/

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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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 

▲
星
期
六
晚
演
・・・・・ 

1

 

处
★
是
晚
禮
拜
六
特
選
 
一 
套
商
末
周
興
的
 
一 
段
悲
壯
史
劇
钻
 

碑 

商
末
周
興
一
、
近
俺
駅
一
灭r
圆

，
頤
舗
 

轄
段
悲
壯
史
劇
名
要

升

戌

反

于

本
冊
 

矮
盧
雪
鴻
 
梁
少
初
 
梁
少
平 
小
英
英 
劉
劍
郞
葉
弗
愚
主
演
理
 

%

是
晚
盧
雪
鴻
跳
樓
殉
節
枉
死
城
會
夫
子
二
塲
與
梁
少
平
稽
 

柵
 

梁
少
^

^

^

英
项
劉
剣
.

^

^

哀
壯
烈

—
缨
 

哈
！

公
禮
鑫
演
.•  

Hi
Hi:

冰 

铭

(
大
注
意
)
新
編
一
套
絶
頂
包
笑
剌
肚
的

……

 
漆 

*

辭

(

盧

雪

鴻

賣

藕
)

公 

滁 

葉
弗
愚 
盧
雪
鴻
 
梁
少
^

^

咳 

冷

；
*
禮
拜
一
晚
粵
凍
；
|
|
\
侬 

縁 

魔
過
梁
少
初
扮
肓
公1
個
個
都
話
好1

拝 

殺 

僑
胞
命
番
点
|
加
料
落
力
做1
 

期 

舞

新
編
警
肚
-

目A
困

长
J

终 

該
詼
諧
良
劇
厂
卅
目
厶

氏

不
L

纶
周
勝
燊
 

鄭
績
堀

榮 

鄴

鄭
遠
就 

鄧
彪
聲 

鄭
炎
馮
煜
賢

部
成
求 

蔡
傳
楫
 

鄭
厚
家
姉
M

馮
承
創 

鄭
厚
鈿
夫
人 

劉
明 

何
觀
大 

楊
汝
接
 

曹
東
慶
 

蘇 

仕 

鄭
家
華
 

鄭
維
就 

蘇
全
參
 

岑 

鉅 

趙
將
潮 

鄭
秋
盈 

蔡

英

衡

蘇

榮

楊

培
 

楊
坤
庸
 

鄭
尙
深 

每
二
元 

鄧 

茂 

鄭
龍
子 

郎
甲
容 

邮
尙
源 

楊
東
賢
 

馮
開
基 

鄭
仕
良 

鄭
逸
涙 

姉
國
恆 

劉

嵩

武

壬
 

鄭
平
昌 

鄭
附
祿 

武 

添 

鄭
業
才 

娜
慶
创 

鄭
松
興 

鄭
壬
午 

吳
在
濟 

鄭
阈
疇 

鄭 
贊 

陳
財
源 

楊

社
 

吳

棟
 

伍
永
吳
英
狂
 

每
壹
元 

楊
貴
華
五
元 

沈
松
長 

楊
平
均 

周

顯

春

彭

韶

黃

源

徐

鎰

蘇

燦

章
 

黃
樹
超 

楊
宜
興
 

周

堯
 

每
貳
元 

馬
錦
澤 

蘇
超
言 

黃 
秋 

蘇
景
炎
 

蘇
連
昇
 

蘇
時
春 

黃
彬
 

周
焯
池
 

毎
壹
元 

馮
業
沙 

鄭
正
壽 

鄭
華
權
 
陳
壬
盛
 

鄭
秋
華 

鄭
尙
舜 
鄭
正
噗 
毎
貳
元 

岑
相
濃
 
西
人A
，A

bbar

壹
元 

馮
昌
想
 

周
湛
深
 

關
國
寧
 

江
朝
彥
 

謝 

德

馮
 

源 

林
平
德
 

鄭
緩
鎰
 

駱
重
霞 

鄭
遊
國 

馮 

振 

姉
忠
悅 

鄭
厚
堆 

鄭
彰
松 

鄭
創
家 

方
鴻
均 

然
^
球
 

鄭
濂
聲 

郎
基
逃 

鄭
尙
環 

鄭
敬
煒 

伍
時
步 

鄭
澤
鴻
 
鄭
建
國 

鄭
宏
慰
 

鄭
新
鉅 

楊
宗
恕 

張
培
德 

鄭
振
灼 

鄭
峰
光 

周 

安 

鄭
滇
澤 

鄭
如
喜 

戴
劍
星 

鄭
維
楝 

鄭
纜
銘 

鄭
厚
銘 

鄭
蘭
聲 

鄭
運
聲 

梁 

才 

鄭
爵
華 

岑 

五 

每
壹
元 

鄭
尙
旭
拾
元 

鄭
振
進 
鄭
彰
採 
黃
保
就 

每
二
元 

鄭
業
鵬
壹
元
五
 

鄭
尙
焯
 
馬
立
恩 
蘇
吳
海
■
徐
瑞 

何
錫
貽 

馮
昌
謀 

何
濟
安 

黃 

順 

鄭
業
沛 

黃

興
 

馬
光
翌 

李 

祺
' 
盧
金
榮
 

鄭
業
廣 
•
楊 

濂 

鄭
如
東 

孰
榮
懷 

鄭
華
鍊
 

岑
元
珠
 

鄭
厚
接
 

何
燕
植 

周
憲
榮 

鄭
華
信 

鄭
厚
純 

蘇
有
成 

朱
步
然 

鄭
蓉
芬
 

蘇
利
亨
 
葉
容
根
 

徐 

騰 

楊
閏
英
 

每
壹
元 

楊
建
有 

黃 

照 

每
三
元 

朱
金
屛
 

茹

占

蘇
 
#
 

蘇

潘

楊

翕

林

鉗
 

謝

開

鄭

瑞

庭

楊

瓊

楊

培

楊

潛

陽

亮

， 

蘇

漢

蘇

湖

蘇

益

蘇

沃

蘇

謙

黃

傳

捷
 

一
黃
金
照 

吳 

榕
胡
維
宏
 

每
壹
元 
(
①
三
)
徐
有
祺 

蘇
永
添 

蘇
裡
津
 

每
二
元 

徐
世
法 

梁
懷
漢
 

何
能
添 

徐
廉
盛
 

唐

錦
 

徐
世
作 

何
貽
谷 

楊
桂
滔 

馬
發
紹 

蘇
慶
祥 

徐
樑
盛 

馬
碩
修 

馮
景
泉 

馮
林
生 

莫
燿
猷

祭

律
泰
斗
梁
少
固
首
味
 

J$.Ŝ

H
在
中
原
興.

△
發
票
處
(

夜
戲
院
門
口
、

^

^

餐i
依
邊
冬
依
冬
冬̂

^
^
^
^
^

▲

代
 

謝

哀
啟
者
先
弟
諱
朝
度
字
道
錚
痛
於
民
國
世
一
年
四
月
四
號
下
午
 

五
時
在
公
醫
院
毒
終
正
寢
積
閏
享
壽
四
十
一
歲
於
四
月
七
號
 

在
坎
市
常
殯
儀
館
出
殯
歸
土
 

荷
蒙
各
昆
仲
暨
各
親
朋
惠
贈
 

應
儀
花
圈
並
親
臨
執
続
素
車
隨
行
高
誼
隆
情
存
歿
均
感
謹
此
 

哀
謝

周
道
燕
我
淚
頓
首
 

茲
將
厚
惠
芳
名
列
下
 

恕
不
稱
呼
 

在
豪 

在
沾 

在
堅 

道
橋 

在
質 

在
祉 

仝
應
儀
拾
貳
元
 

在
享 

在
堅 

在
高 

郁
憲 

仝
素
車 

花
圏
誅
文
 

在
彪 

在
韶 

仝
岬
儀
五
元
 
素
車 

仲
添
房
仝
人
 

素
車 

花
圈 

國
信
公
司 

素
車
花
圈
 

道
誇
素
車

A
黨
近
抗
日
救
國
會
電
戲
籌
款
芳
名

致
公
堂
三
拾
元
 

繆
少
雨
三
拾
元
 

鄭
忠
椿
拾
五
元
 

鄭
忠
梅 

黃
君
鉅 

每
名
五
元 

蘇
孔
培
四
元 

鄭
郁
鄰 

丕
詩
咖
跳 

趙
錫
沛 
.
黃
禮
定 

每
叁
元 

梁
逸
邦 

岑
廣
鎏
 

鄭
就
光 

鄭
尙
潮 

林
社
見
 

何 

木 

黃
漢
洲 

黃
杏
洲 

黃 

培 

周
新
和 

梁
修
禎
 

繆
弼
謝
其
照
 

梁

集
 

趙
國
錦 

鄭
鈍
初 

黃
傳
運 

黃
鳳
抜
 

黃
君
鉅
夫
人 
余
國
偉 
張
熾
炳 

毎
弍
元 

西
人
五
元 

林
穠
穩
夫
人
 

鄭
潮
慶
 

每
名
三
元

8

燿 

徐
世
堯 

每
壹

何
燕
南 

徐
葉
盛
 

馮
獲
猷

(
旧
六
)
徐
格
盛
二
元
 

何
貽
衞 

陳
應
樂 

馮
昌
文 

曹
元
英 

何
典
立 

徐
世
就
 

每
壹
元 

陳
松
滔 

雷

來
 
.周
炳
瑞 

越
明
光 

陳
灼
芬
 

林 

自

林

惠

滚

方

羣
 

周
拱
星

黃
漢
洲
捐
助
拾
弍
一 

周
潛
陳
樹
文
 

鄭
遠
瓊 

蘇
巨
廉

(扶
禮
 

鄭
尙
柏 

陳
宜
策
 

鄧
榮
開
(
山
打
瀝
)
黃
禮
覲 

楊
足
祥
 
葉
伙
燦
 

馬

李
陵

蘇
燮
坤 

陳
 

鄭
微
慶 

黃一

錦 

鄭
新
有
胡
崔
 

光 

馬
光
燮
 
黎
宗
典 

謙
.
伍
洪
橋 

馮
雙
德 

涧 

蘇
星
台 

馮
昌
鈿

周
卓
焜
 

何
貽
仕 

袁 

邦
胡
莊
持
 

周
世
椒 

周
瑞
滿

興

關

瀚

劉

祖

潤

鄭
宗
女 

廖 

富
曾
一

曹 

京 

周
顯
裕 
，蘇
燮
扳
 

吳 

鄭
厚
瑛 

陳
象
接
 

曹
餘
登 

鄭

劉 

寬 

周
瑞
常 

盧
悼
世 

每
壹
元 

蘇
佳
雄 

西
入
亞
失
 

馬
恆
南 

周
銳
鎏
 

黃
槐
章
 

江
梓
偉 

周
植
波 

黃 

利 

黄
炳
彝 

楊 

溢 

馮
煜
銓 

林
寶
蟾
女
士 

林
寶
蘭
女
士 

每
五
毛 

鄭
龍
子 
棉
衣 
慰
勞 
共
三
元 

鄭
甲
容 
慰
勞
豐
元 

鄭
尙
祿
棉
衣
二
元
 

陳
自
安
慰
勞
壹
元
 

葉
耀
捐
助
十
三
元
五
 

沈
鴻
泰
 

徐
廷
協 

朱 

洪 

每
壹
元

以
上
總
共
進
入
銀
七
百
二
拾
壹
元
五
 

又
進
本
埠
西
人
捐
助
 

銀
二
百
五
拾
九
元
二
毛
五
 

另
西
報
館
捐
銀
弍
元
 

市
姊
治 

車
公
司
銀
五
元
 

插
襟
章
銀
七
十
八
元
八
毛
 

以
上
五
柱
共
進
入
銀
壹
千
零
六
十
六
元
五
毛
五
仙

周
大
成 

鄭
婥
華 

鄭

生
 

周
維
岸 

周
自
權 

黃
傳
昌
 

沈 

培 

鄭
尙
顕 

黃
渭
廷 

曾
占
歡 

曾
吉
晋
 

鄧 

照 

鄭
欣
光
林
昌
周
日
泰
 

段
均
財 

周
和
興
 

曹
燮
全 

陳
炳
湖
 

周
品
泰
 

唐
奕
鵬
 

黎

生
 

馬
本
渠
 

黃
集
遠 

方
棉
輝
 

楊
日
曉 

周
賜
鴻
周
洽
周
羨
芳
 

周
鏡
深
 

周

泉
 

周
維
趙
 

鄭
養
聲
 
侯

直
 

鄭
庭
植 

鄭
慶
錦 

鄭
翹
聲 
岑
公
偉 

楊
重
生
 

陳
明
沾 

鄭
家
述 

黃
暢
廷

黃
舜
世 

黃
效
文 

黃
光
世
黃
植
 

趙
信
乾
 

陳
明
璋

支
租
大
觀
公
司
畫
片
銀
五
拾
元
 

支
賃
戲
院
銀
拾
元
 

支
電 

戯
放
映
師
工
銀
拾
三
元
壹
 

支
西
人
收
條
信
封
市
胆
三
元
六
 

支
鄭
遠
環
手
買
紙
針
壹
元
 

支
捐
款
部
仔
壹
元
 

支
筆
墨
紙 

料
壹
元
零
五 

支
市
胆
宜
元
五 

八
柱
共
支
銀
八
拾
 
一
元
二 

毛
五 

支
出
尾
梳
銀
行
滙
美
金
九
百
元
連
補
水
共
銀
九
百
九
. 

•
拾
五
元
五
毛
六
仙
 
總
共
支
出
銀
壹
千
零
七
拾
六
元
八
，吊jy

葉 

標 

陳
象
慈 

岑
廣
洞 

鄭
乾
本 

鄭
如
柏 

李 

銳 

楊 

禮 

陳
少
珊
女
士 

李
霈
霖 

鄭
國
譽 

李
成
 

譚
國 

李
南
瑞 

鄭
泮
光 

鄭
煒
聲 

周
憲
煜
 

何
兆
深
 

鄭
遠
慶 

黃
怡
光 

林
章
源
 

鄧
長 

黃
杰
文 

黃
世
煜 

西
人
鐘
鏢
店

林
北
兆 

林 

强 

陳
百
安 

周
在
潤 

盧 

榮 

張
炳
鈿

1,

周
自
祺
 

楊
滄
緖
 

胡
維
嵩
 

鄭
慶
養
 

譚
利
安
 

鄭

敗
猶
榮

△
中
印
公
路
。
現
已
在
加
緊
修
築
中
。
全
路
七
百
餘
公
里
。
定
本
年
年
底
完
成
 

。
據
關
係
方
面
人
士
宣
布
。
關
於
中
印
公
路
之
修
築
。
現
正
分
頭
幷
進
。
印 

一
度
境
內
之
一
線
。
已
大
部
完
成
。
當
地
華
僑
激
於
愛
國
熱
誠
。
均
踴
躍
參
加 

築
路
工
作
。

△
美
京
|
軍
報
。
日
軍
壹
一
萬
二
千
餘
人
。
是
晨
在
非
島
之
斯
布
島
登
陸
。 

△
美
京
|
海
軍
代
言
人
稱
。
巴
丹
雖
已
失
守
。
但
非
島
之
美
國
海
軍
遊
擊
隊
。 

仍
繼
續
成
脅
敵
軍
。
所
謂
海
軍
游
擊
隊
者
。
卽
爲
魚
雷
快
艇
。
其
數
目
若
干
 

。
爲
軍
事
祕
密
。
但
其
效
率
殊
高
。
輙
伏
睚
於
菲
岛
四
干
島
嶼
中
。
出
沒
無 

常
。
壹
艇
之
力
。
常
能
擊
沉
主
力
艦
壹
艘
。

期 

一 

六

@

倭

欲

與

德

會

師

中

東
 

英
京
卜
一
日
電
。
自
飛
機
母
艦
欽
斯
號
。
及
巡
洋
艦
干
華
爾
號
。
多
述
西
號
等
 

。
被
日
機
炸
沉
後
。
當
局
代
言
人
。
現
已
承
認
。
日
海
軍
在
印
度
洋
必
然
甚
得
 

意
。
不
特
威
脅
聯
軍
接
濟
線
。
且
更
可
與
德
軍
會
師
於
中
東
。
若
此
聯
軍
將
迫 

必
要
開
新
戰
戰
線
於
歐
洲
大
陸
。
以
阻
德
日
之
會
師
。
及
聯
合
其
侵
佔
所
得
浩
 

大
富
源
。
且
聯
軍
經
埃
注
國
。
唯
*•
援
俄
接
濟
線
。
現
在
被
威
脅
。
因
日
海
軍 

祇
須
經
過
印
度
。
便
可
至
亞
拉
伯
海
。
自
印
度
洋
英
艦
之
損
失
。
聯
軍
反
攻
活 

動
。
現
迫
限
於
陸
地
重
量
轟
炸
機
。
關
於
聯
軍
海
軍
之
反
攻
。
現
雖
未
有
消
息

畲

5

消

息

 

•C»»yl 
—̂

取

近

止

、

本

報

S

△
東
京
(
日
本
廣
播
)
。
日
軍
在
菲
島
之
巴
坦
半
島
。
行
軍
仍
甚
勝
利
。
美
軍 

第
卄
一
。
卄
二
師
長
。
暨
士
卒
數
千
。
被
日
軍
擒
獲
。
又
據
同
盟
社
消
息
。 

日
軍
是
役
。
始
於
四
月
三
日
神
武
天
皇
死
忌
之
後
豊
日
。
至
四
月
八
日
已
將
 

美
軍
防
綫
擊
破
。

么
履
境
|
美
國
陸
軍
部
稱
。
美
魚
雷
艇
在
菲
島
中
部
水
面
■
昨
擊
沈
日
巡
洋
艦

一十月四年1十三國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