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另学藝，

家公旗
，姿（頁二） 日九月二年八I二國民四期星

▲
蔑
市
間
那
路
埠
華
僑
拒
日
救
國
會
部 

公
啟
者
茂
市
間
那
路
境
委
利
市
母
百
架
委
路
琼
象
各
倫
胞
購
買 

第
三
期
第
四
期
公
債
與 

11 驛
機
款
經
於
去
年
叫
月
廿
一 
號
六
月 

十
號
與
十
二
月
十
四
號
付
去
中
國
銀
行
妥
收3
將
各
進
支
列
后 

仰
各
僑
胞
靈
察
焉

進
第
一
一
期
公
價
存F
銀
六
拾
三
元
八 
進
第
三
期
公
債
大
洋
銀 

五
千
一
百
二
一
拾
九
圓(
卷一 
五
算)
英
幣
銀
賣
千
六
百
宜
十
八
元 

A 
進
捐
廣
東
人
民
購
機
英
幣
銀
四
百
六r
八
元 
進
第
厘
期 

購
美
金
公
債
銀
曹
干
六
百
人
卜
五
元 
進
第
四
崩
美
金
公
債
補 

水
幟
貳
卜
八
兄 
進
第
四
期
美
金
公
債
餘
欺
銀
九
兀
五 

六
柱
共
進
得
銀
三
千
八
百
匕
拾
二
一
元
覺
毛 

戊
四
月
廿
一
號
付
第
二
期 
支
奴
約
中
國
銀
行
購
大
洋
公
債
銀 

五
千
专
百
三
卜
九
元(
貳
九
六
算)
英
幣
銀
賣
千
五
百
计
一
元
貳 

支
酒
費
銀r
三
元
二•
毛
九

戊
六
月
拾
壹
號
付 
支
香
港
中
國
銀
行
轉
交
人
民
購
機
會
港
報 

e
千
四
百
六1
元(
三
一
七
一 
一算)
英
銀
四
百
六
十
三
元 
一
毛
七 

支
購
機
飛
郵
銀
三
元
八

戊
十
二
月
十
四
號
付
第
四
期 
支
奴
約
中
國
銀
行
購
美
金
公
债 

管
干
六
百
八
拾
五
元 
支
美
金
公
償
補
水
連
市
胆
廿
二
元
。
六 

支
奴
約
中
國
銀
行
購
債
餘
欺

@
5

入
救
濟
難
民
銀
九
元 

11 

支
還
大
漢
公
報
吿
白
費
銀
贰
元   

C
六 
支
收
舊
衣
裳
約 
一 屯
付 

交
西
友
會
付
返
中
國
車
費
貳
元 
支
補
氏
紙
佣
六
毛
五 

支
九
月
九
號
偏
第
二
期
債
票
費
佣
三
元
九
支
九
月
什
號
領
第 

二
期
償
票
曹
佣 
一 拾
元
。
六
毛
四 
支
新
民
國
報
印
收
據
部
专 

單
五
元
九
支
紀
念
章
一 
單
十
内
元
二 
支
市
胆
貳
元
六
毛
二 

支
是
日
寄
交
大
漢
報
吿
白
費
拾
五
元 
支
寄
宣
傳
部
分
發
西
友 

一
百
本
銀
六
元 
支
電
中
國
銀
行
電
費
銀
二
元0
五 

•r
八
柱
共
支
得
銀
三
千
七
百
八4 -
狂
元 
一
毛
四 

除
支
之
外
尙
存
得
銀
八f
七
元
九
毛
六 
®
人
下
次
計

茂
市
問
那
路
第
華
僑
拒
日
敷
國
會
佈

會
長
陳
宜
耀
理
財
： 

▲
第
三
期
公
債
姓
名
列▼
•

周
宗
煦
四
百
元 
陳
鴻
鬱
貳
白
元 

黃«
 檜
貳
百
元 
黄
穂
業
百

11 
十
元 
李
雲
協<
目0
九
元 

周
宗
煦
夫
人 
周#
禄 
陳
顯
名 
曾
百
流 
黃
葉
蘭 
謝
雙 

周
庚
添 
李
煥
章 
以
上
各
壹
百
元 
文
經
武
六
拾
元 

陳
顧
輝 
陳
顕
輝
夫
人 
周
瑞
秀 
周一英瑞 
黄
選
疗
周
在
祝 

陳
顯
瑞 
周
洪
醒 
周
色
榮 
陳
明
富 
周
道
飢 
廖
崇
球 

吳
布
車 
吳
克
香
周
伸
璇 
陳
國
利 
陳
欽
明 
周
在
翕 

周
湘
榮 
朱
義
照 
梁
碧
柱 
鄭
佩
初 
伍
福
祥 
周
住
利 

林
松
記 
廖
尊
崇 
伍
俊
畑 
鄭
薰
草
致
廿
健
，
林
立
珠 

林
傳
賢 
彭
応
强 
黄
遠
信 
黄
球
興 
黄
洪
錦 
江
相
松 

謝
燮
基 
李
炎
亨 
江
鑑
第 
何
運
培 
黃
樹
鏞 
葉
君
堯 

周
漢
强 
林
德
濃 
黄
基
棟 
劉
錦
標 
黃
遠
常 
黃
稽
業 

黃
遠
殖 
黄.遠
宏 
黃
文
波 
黃
錦
淸 
黄
英
偉 
林
普
舉 

謝
齊
長 
各
五
拾
元 
周
悅
盛 
伍
福
荣 
黄
世
達 
黄
憲
證 

各
111元 
陳
寶
華 
陳
進
賢 
各
什
五
元 
周
庚
添
夫
人 

周
贊
朝 
周
笑
顏
女
士 
黄
棨
潤 
文
壽
年 
黄
廣
治 
曾
應
仁 

林
榮
佩 
劉
任
信 
制
行-
工 
黄
永
傳 
養
燕
傅 
各
廿
元 

黃
世
達
第
二
期
拾
元 
周
高
祥 
陳
整
 
黄
彩
謀
黃 «
 氏 

李
黄
氏
中 
各
持
元
一
，

九
十
三
柱
共.公
債
大
洋
銀
五
千
賣
百
三
十
九
元 

▲
第
四
期
美
金
公
債
姓
名
列▼

周
宗
煦
壹
百
貳
拾
元 

黃«
檜 
陳
鴻
發 
各
六
卜
元 
周
宗
煦
夫
人 
陳
宜
耀 

曾
目
流 
彭.民
强 
李
雲
儡
鍾
，
明
，各
卅
元 
李
煥
章 

#
穗
業 
各
什
元 
，周
瑞
秀 
陳
顕
瑞
周#
祿 
陳
顕
輝 

陳
題
輝
夫
人 
周
伸
璇 
周
在
棨 
周
漢
醒 
陳
明
富 
黄
彩
謀 

黃
金
源 
伍
福
榮
陳 

®.名 
陳
寶
華 
陳
進
賢 
廖
崇
球 

周
瑞
英 
陳
永
發 
葉
渠
潤 
梁
碧
柱 
陳
國
利 
黃
柒
値 

林
松
記 
•曾
應
寅 
费
稽
業 
黃
遠
道
，黃
文
波 
黄
信
溢 

黃
廣
治 
黃
肺
達 
黃
憲
禮 
謝
齊
長 
.黃
遠
常 
林
立
球 

黃
洪
錦 
黃
遠
宏
、黃
英
偉 

56

任
信
翻
行
三
謝
雙
 

別
錦
镇 
黃
基
棟
林
普
舉 
黃
錦
淸
吳
電
車 
黃
新15  

周
庚
添 
鄭
佩
初 
一 江
鑑
棠 
黃
求
興 
吳
克
香 
黄
遠
信 

-
李
炎
亨 
黄
振
達•
黃
樹
鏞 
梁
年
優 
關
崇
芳 
江
杞
松

周
道
凯
廖
尊
崇
伍
福
祥
矍
基 /
l
i
i
w

ii 

伍
俊
畑 
周
道 1
 
胡
家
安 
文
經
武 
林
薬
偏
岁*

晃 @
 

梁
演
尚 
許
壽
 
陳
南
添 
周
湘
滎 
周
永
源 
何
；城
M
 

莆
選
秀 
林
悅
進 
周
高
柏
黄
基
偉 
周
在
利
：
各
推

«-一» 

周
而
祥
九
元 
周
龍
輝
五
元 

& 

以
匕
九
卜
四
柱
共
購
美
金
公
債
銀
豈
千
六
百
八
推A
元
( 

▲
捐
廣
東
人
民
購
俄
姓
名
列 
周
泉
煦
tr
五
元 
輩
緒
椅
拾

11
一恥 

周
庚
添
拾
五
元 
陳
鴻
發
拾
力
元 
一
周
件
祿 
曾
百
流
「陳
宜||  

笛
穗
業 
李
煥
章 
黄
稽
業 
各
拾
元 
.彭
民
强
六
元 

廖
祟
球 
陳
願
瑞 
周
瑞
秀 
陳
顯
輝 
輩
選
秀 
周
漢
醍 

陳
明
富 
周4：

繫 
周
伸
璇
周
在
祝 
陳
顧
名 
周
英
理

H- 

文
隆
日 
甄 

tih
健 
李
炎
亨 
周
道
萱 
伍
俊
炯 
廖
尊
崇.力 

黄
遠
信
、
周
湘
棨 
林
傳
賢 
江
鑑
棠 
李
雲
協 
黄
求
興
一. 

李
泮
黃
 ®
溢 
伍
福
祥 
黄
世
達 
黄
洪
錦 
黄
廣
治 

許
福
民
黄
英
偉
黃
遠
宏
謝
齊
長
黄
遠
道
黃
文
波■
 

林 
松
曾
原
仁 
謝
雙
謝
基
劇
信
制
口
三
"
 

林 .，培 "
林
棨
佩 
周
高
柏 

16 
業 
黄
樹
庸 
各
五
元   

梁
優
 
周
在
利 
周
道
凯 
郎
佩
初 
周
漢
强 
周
永

®,.逸

2  

黃
席
禮 
黄
錦
淸 
黄
基
棟
，黃
遠
常
岑
永
晃 
林
立
球■
 

黄
遠
沾 
陳
聯
芳
一 
關
崇
芳 
各
叁
兀 
梁
碧
柱 
周
龍
輝3|  

黃
彩
謀 
伍   

@
柴 
黄
金
源 
關 
强一 
陳
寶
華 
陳
臆
寶
：8  

陳
欽
明 
沈
植
通 
越
庚
利 
周
在
翕 
江
杞
松 
黄
痴
通
狄 

國
民 
一
份
子 
甄
筱
森 
劉
錦
標 
陳
孔
奕 
黄
信 a
,

吳
警
藪 

胡
家
安 
梁
遠
修 
周
庚
添
夫
人 
吳
克
香 
各
貳
九 

5
 

周
朝$
 
黃
永
傳 
黄
燕
傳 
各
登
元
『 

备 

壹
百
柱
共
捐
得
英
幣
銀
四
百
六
拾
叭
元
伸
香
港
播
憂
軌 

壹
千
四
百
六
拾
員 

;
”選

淫
雨
連
綿
。寒
濕
侵
襲
。， 

最
易
傷
風.
。成
嗽
隨
起
。 

常
服
康
華
藥
薑; 

永
遠
防
止
此
病

國屮，配  

-;"  

-- 
濡 

信̂
^|  

S

QMP雷
 

m
il

 

詳
盗
 

藥̂

城 

SU
l

化

 

痰
痰 

痰
痰 

止

主
治
 

傷
風
咳
嗽 

-
夜
咳
不
止 

一
百0
咳嗽 

一
外
軌
傷
風

虚寒久咳 
哮喘痰結 

緒般咳症 

風

M.咳嗽

一,藥

 

薑

后塞帝国，，心痛肚痛

.每
，盒   

-
貳
五
「「1. 

國/
代  

:< ■
糠尊遥妆

a
汝
利
愼
埠
仁
安
堂
啟
事

*i$tlwel<ls 

募
册
宣
本
託
以
谓!

事
宜
蘇
本
堂
牌
由
营
爲
能
物 

捐
助
而
爲
濟
急
計
莫
將
捐
得
之
歎
於
正
月
廿
八
日  

®

歸 #
港派一 

濟
難
貿
會
手
續B
夏
*
捐
助
芳
名
并
善
欺
登
驟
公«
«
薇

|6 

仁
而
昭
信.重
惟
有
等
梓
友
僻
處
內
毋
尙
未
捐
*:<
普

b:
熊■
 

捐
助
共
襄
義
军
以
拯
桦
里
難
民
於
水
火.之
中
典W
得
警
姚
株«
 

來
本
堂
以
值
彙
集
位
跳
敕
濟
難
良
會
實
爲
公
應
此
恥

;11
"1
注a
 

陳
巨
容
册
元 
劉
藜
南
六
十
元 
夂
永
奕
六
十
元 .̂
B̂ 

元
；李
永
勤
什
元 
關
宜
憊
什
元 
黃
旭
平
廿
元

»-察■
«
 

元 
黄
松
滿
拾
元 
黃
煥
球
拾
五
元 
伍
柱
桐
於
兀
「飘®

*! 

五
元 
新
寕
黄 ®
昌
叁
元
：
新
寕
爲
念
超
丸
元
新e
«
棚K
 

壹
元 
新
會
fl天
保
五
毛.
以
上
共
銀
叁
乐
零
九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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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W
W
1
电
袋
疇
琴
：

"

‘

‘.

•

‘

一 路
由
西
南
出
發
。
餘
一 

路
從
河 
出
發
。。已
克
復 

匕 
灶
岡
及
下
勒
岡
。。 

C

粤
省
北
路
我
軍
進
抵
軍
田 

北
方
馬
村
、龍
口
，新
街 

等
匾•
掘
壕
而
守
。。與
敵 

對
峙
；

_6
®
6

河
淸
遍
之
寇
兵
受
挫 

後
。。已
退
返
九
江
。、而
我 

軍
於
八
日
進
抵
河
淸
。。搜 

索
殘
敵
。。以
便
將
該
地
之 

宼
兵
？

。。

0

西
江
下
游
之
敵
兵
分
乘 
橡 

皮
或
樹
膠
艇
：
下
錨
於
水 

;
中
。。揚
言
十
日
內
進
犯
五 

一邑一。大
部
份
居
民 
是
遷 

赴
港
澳
。C

0

粵
省
東
路
我
軍
已
收
復
正 

菓
:.
我
敵
刻
在
增
江
兩
岸 

掘
壕
而
守
：
隔
河
對
峙: 

0

最
近
日
賊
運
兵
船
十
餘
艘 

。。滿
載
宼
兵
。。以
飛
機
三 

架
養
。侵
襲
中
山
縣
海 

心
沙
。我
自
衞
團
奮
勇
抵 

抗
：.與
敵
劇
戰
；
敵
受
挫 

潰
退
。。是
役
。。該
處
有
民 

房
廿
餘
間
遭
破
壊;
另
漁 

船
兩
隻
被
沉
：

0

河
北
省
府
主
席
；
鹿
鐘
麟 

暨
察
哈
爾
省
府
主
席
，。 

石
友
三
兩
人
。。率
領
部
隊 

赴
西
北
部
。。與
第
八
路
軍 

合
作 
。堵
擊
敵
之
後
方
。。 

我
軍
三
萬
餘
刻
电
駐
冀
縣 

。
近
據
考
報
吿
。。滿
洲
鉄 

路
公
司
已
購
備
警
犬
三
百 

頭
：
爲
防
我
游
擊
隊
攻
擊 

僞
國
境
內
鉄
路
用
云
云
； 

*

足
徵
我
游
擊
隊
已
在

該
曲
四
週
開
始
活
動 

▲
今
晨
十

2  
香
港
電

乂
今
囘
我
京
大
本
營
宣
佈 
。倭
陸
軍
佔
踞
复®
 

之
舉
“證
明
賊
王
裕
仁
亦
贊
成
此
事
。
以
吸
際 

眼
光
官
。。倭
佔
瓊
幅
島
；
乃
爲
自
前
年
七
星
七 

日
：
中
日
軍
開
戦
以
來VC

38

嚴
窗
事
件 

有
某
外
交
家
料
網
俄
已
預
先 

16知
德
意
兩
國
。。 

因
此
兩
國
曾
與
日
本
簧
訂
防
共
協
定:
日
本
非 

得
修
兩
國
協
助;
不
能
與
英
美
對
抗
也 

倭
海
軍
亦
有 
一 部
份
人
。。彼
成
倭
矣
侵
佔
慶
崖 

者
彼
等
以
爲
法
佔
曲
沙
羣
島
。
因
此
倭
亦
須 

佔
奪
瓊
崖
、以
與
法
對
抗
云
。

•
法
日
將
起
嚴
重
交
涉
說 

▲
延
佔
澳
崖
法
當
局
縄
動 

上
海
十
日
電
。
頃

！@

巴
黎
消
息
：•
此
間
當
局
接 

日
軍
在
海
南
島
登
陸
之
消
息
後
：
頗
爲
儀
動 

法
國
觀
察
家
預
料
此
事
將
惹
起
法
倭
兩
國
嚴
車 

交
涉
。。

査
海
南
島
面
積
約
達
英18

埃
爾
蘭
島
面
積
之
牛 

:
海
南
島
位
置
在
距
香
港
西
南
方
二
百
六
怡
英 

里
：
海
南
島
以
西
爲
法
国
安
南
。。日
寇
佔
此
島 

後
；
卽
能
控
制29

至
安
南
之
海
道
， 

查
去
年
六
月
英
法
兩
國
曾
警
吿
日
本
。
謂
日
若 

侵
佔
海
南
。。則
脑
兩
國
將
有
一 
致
行
動:
法
人 

恆
謂
海
南
島
爲
安
南
之 
一 部
" 

日
本
對
法
曾
以
制
兵
佔
徳
海
南
爲
恫 e
 
因
法 

准
軍
火
取
道
安
南
運
進
中
國
內
地
：
但
法
已
否 

認
外
國
軍
火
假
道
安
南
入
華
云
。， 

•
敵
在
晋
省
施
方
毒
氣 

窗» 八
日
電*
曲
西 省
之
日
痛
，、迭
次
舉
行
其 

所
寵
一
掃
蕩
載J

・
均
遭
華
軍
痛.擊
而
敗
。r
賊 

無
法
可
施 
乃
復
演
其
残
酷
手
段
。於
上
星
期 

三H
:

件
晋
省
霍
縣
之
東
。
放
毒
氣
進
犯
準
車 

陣
地
。
當
日
華
兵
迫
小
得
已
退
避
。未
幾
一
華 

兵
又
反
攻
敵
人
。一
卒
將
际
失
之
地
收
復
云
。 

•
羅
馬
教
皇
披
歐
氏
逝
世 
： 

敦
皇
城
十
一
日
電
。。現
年
八
十
歳
之
天
主
教
皇 

披
歐
氏
第
十
一
世
：
今
晨
五
時
三

4-

一 分&
患 

心
欧.病
・
崩
於
宮
内
，。全 
lit界
天
主
敎
徒
聞
之 

均
哀
悼
云
，。 

二 

•
斐
獵
濱
境
內
大
火

▲
財
產
損
失
七
十
五
萬
一
兀 

曼
呢
喇
九
日
電
。
本
星
期
四B
斐
詈
羣
島
彭 

徧
架
省
油
科
南
杜
野
大
火 
財
産
因
是
喪
失
達 

美
金
七
十
五
萬
元
：
火
起
原
因
未
詳
云
。。 

・
日
賊
謀
對
襄
江
游
擊
隊 

香
港
九
日
電
。外
籍
航
務
公
司
。。計
割
恢
復
廣 

州
香
港
間
航
運
。。進
行
已
有
端
倪"
四
日
有
輪 

船
一
艘•
。從
廣
州
開
來
香
港-
盤
據
省
垣
之
日 

軍
當
君
。
突
然
下
令
稱;
現
爲
軍
事
緣
因
。
珠 

江
航
務
，。須
暂
停
一
星
期
。。外
國
軍
艦
之
來
往 

省
港
者
。
亦
在
被
禁
之
列
。。揣
測
日
人
因
珠
江 

沿
岸
游
擊 » 
聲
勢
爲
盛CC
故
圖
再
行
設
法
對
什 

云
。一

•
敵
機
一
架
在
鄂
就
俘 

重
度
八
曰
電

C

敞
审
之
轟
辞
機
一
架 c "
湖
北 

省
中
天
門
西
方
六1
公
里
之
沙
洋
空
際)
被
迫 

降
落:
機
中
寇
軍
六
人
；
棄
機
逃
遁
宀
數
日
前 

在
沙
洋
方
之
新
城
。。被
華
軍
全
數
擒
獲
，被
擒 

時
敵
襪
師
曾
開
艙
就
抗
。，被
華
軍
事
傷 
一 人
； 

欲
襪
亦
已
尋
獲
云>
。

。

。
最
近
賊
艦
數
十
艘
出
現
於 

海
南
島(
即
瓊
崖.，先
使
水 

兵
登
陸
。。繼
以
陸
軍
。。彼 

等
旋
向
該
島
內
地
使
犯
。c 

但
駐
防
該
島
我
軍
數
萬
人

。
3

蔻
兵
登
陸
時
；
尙
未 

抵
抗
。，而
法
國
當
局

對
於
此
事
。，亦
未
向
使
提 

出
抗
議

重

要

电

相

 

•
英
美
對
倭
無 
一 致
行
動

▲
有
田
八

BE 
之
言

東
京
九
日
電
。。星
日
外
相
有
田
八
郎
在
下
議
院 

宜
官
云
。
日
本
不
懼
英
。美
。法
三
國
對
倭.在
善 

稱
箱
事
有
同
時
行
動(
因
英
美
兩
國
自
遠
東
利 

權
非
同
等I
故H
本
以
爲$5

兩
國
對
日
萬
不
能 

有
同
横
行
動
。就
使
被
等
對
倭
有
同
横
行
動
。日 

本
亦
不
視
之
爲
重
要
」云
，

•
俄
日
均
簧
僞
邊
軍
力 

▲
倭
謂
俄
軍
攻
撃
日
寇
守
備
兵 

東
京
九
日
電.
今
日
撮
凯I
蘇
俄
與
日
本
刻
在 

僞
國
西
方
邊
界
增
强
守
備
兵
力 •一
因
俄
軍
住
額 

爾
古
納
河
畔
爲
第
二
星
期
之
衝
突
。。 

頃
據
同
日
本
同
盟
社
駐
哈
爾
演

tfi 昌
報
吿
，。謂 

俄
日
軍
存
滿
邊
已
停
止
衝
突
豈
星
期
久
。本
星 

期 
一 二
兩
日
。
俄
軍
又
攻
擊
僞
邊
守
傭
兵
於
孟 

哥
斯
基
里
：
此
地
位
置
距
滿
洲
里
東
北
方
六
拾 

英
里 
僞
國
當
道
爲
此
事
已
向
駐
哈
爾 

81 之
蘇 

俄
總
領
事
提
出
抗
議
云
。。

•
日
寇
在
瓊
崖
登
陸

▲
海
口
失
守 «

東
京
卜
日(
統一 
社
電
、日
寇
是
日
在*
南
海 

岸
最
大
島
懊
之
瓊
崖
島
登
陸
。傳
聞
寇
兵
已
佔 

據
皎
島
之
要
城
海
口
。
該
地
證
虱
對
寇
兵
僅
畧 

行
抵
抗
而
已
，。

東
京
陸
軍
大
本
營:
是
日
報
吿
一 
南
今

6.拂
曉 

時
。
倭
寇
陸
嵐
藉
軍
魅
大
雨
之
掩
證
。。在
瓊
崖 

島
登
陸
云
。c

又
觴
倭
國
同
盟
社
消
息
、今
囘
日
寇
陸
軍
在
瓊 

登
陸
時
。
未
有
何
事
發
生

C

日
賊
陸
軍
已
於
今 

晨
八
牛
點
鐘
開
始
向
餌
島
內
地
推
進
。、寇
兵
乘 

平
底
船
至
瓊
最
登
陸
：
彼
等
所
乘
之
船
。
奥
芸 

年
在
大
亞
灣
登
陸
時
所
用
者
同
。， 

日
寇
佔
礎
崖
匕
舉
、係
直
接
欺
侮
法
國
。C

因
法 

駐
東
京
大
使
。已
於
去
年
警
告
日
政
府
、謂
法 

政
府
當
局•
視
日
軍
佔 «
崖
爲(
嚴
重
事
件
」云 

英
贊
成
法
反
對
日
軍
侵
佔
瓊8b。

因
英
人
心
目 

中
以
爲
瓊
崖
一 
且
彼
倭
佔
踞
：
則
香
港
將
勢
成 

孤
立
，P
軍
不
難
遮
斷
香
港
與
星
架
坡
間
交
通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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