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關馬張林梁 
毓享祝 
瓊光鐸生 

郎
馬陳陳蝦梁 
國

璧韶來林煥 
安

馬馬馬梁 
良馬龍 

吉奕修松福

迅速効醫

財書社

,)1，

、

/

筑公缝支 號七月三年二拾式國國A
一一） 二期 星

敖
德 

馬
吉 
巧
利
餐
館 

黃
仲 

關
祥 

伍
松 

馬
培 

梁
奉
奕 

梁
文
龍 

梁
樂 

梁
根 

梁
托

李
祖

灼
俊 

梁
德
光 
李
奕
享 

李
奕
沾

關
朝
植 
黃
深 

曾
雨
佳 
葉
想 

溫
垣 

李
倫 

陳
神
進 

李
伯
達 

伍
健
志 

馬
惠
成 

梁
應
命 

梁
毓
應 

梁
德
遇 

梁
應
柱 

梁
習
經 

何 

寬 

梁
連
梁
任
想
梁
活
朱
箕
趙
 

陳
梓

李
奕
衡
壹
元
半

葉
源
進 

每
名
貳
一

李
朗
 

曾
貴
子
郎
 
富 
敖
奕
椒 

余
惠
和 

周
維
祺 

梁
俊
三 

敖
漢
一 

黃
世
湘 
盧
一
亞 

李
奕
樓 
胡
金
銘
夫
人 

黃
益
，
李
世
亨 

梁
棠 

梁
姓
邦 

梁
衡
德 

梁
衡
遷 

何 
沛 
黃
種
强

◎
維城 

111
遮廿二年職員表

長

林
兆
光

副

林
炳
禮

記

黄
卓
凡

李
雁
朋

副

曾
毓
揚 

梁

18經 

周
家
彬 

陳
伯
平 

梁
錫
南 

梁
財
邦 

區
元
鐸 

葉
啟
源 

鄭
錫
橋 

黃
逸
文 

梁
德
銘 

李
欽
奕 

林 

烈 

梁
惟
芳
夫 

梁
洪
基 

陳
初
 

陳
國
南

政

周
道
緝

副

鄧 
賢

花柳入骨 
風1
骨痛

久年白濁 
橫眩惡核 

疳疔痔篇 
遠年爛脚 

婦科!
 

黃紅白帶 
甜尿等症

專
癬

蜃

喉一眼科 
內；扯氣 

荔U
M

毒 
身體痛癢

醫

李

江

南

李

耀

張

澤
 
黃
森
蘭 

葉
明
均 

黃
禮
初 

關
國
鑾 

南
京
褸 

關
禮
堂 

歐
洲
餐
館 

陳
安 

黃
先
德 

國 

文 

曾
毓
森 

竹
傳
照 

曾
傅
慶 
曾
傳
托 
曾
社
禎 

曾
榮
盛 

季
昌
炯 

鄭
慶
滿 

鄭
仕
 

温
芹
洲 

盧
奕
燃 

曾
傳
楫
梁
輝
梁
潤
煜
梁
逵
慮
萬
瑗
 

李
社
儒 

梁
廷
富 

黄
炳
華 

張
祺 

張
友 

李
勝
培 

關
操 
關
祥 

盧
萬
耀 
許 
達
梁
福
 
敖
若
生 

關
榮
湛 
朱
仁
甫 

黃
禮
亨 
謝
甘
泉 

李
池 
雷
一
鳴 

梁
應
和 

每
名
壹
元 

馬
政
庭 

馬
爲
臻 
黄
添
彩 
鄒
月
池 
黃
樹
德 
黃
昂
拔 

黃
俊
蘭 

黄
芬 

梁
棟 

關
祟
煖 
傳
鎮 

伍
干
春 

岑
栢
里 

覺
興 

鄭
文
政 

鄭
松
茂 
鄭
東
成 

梁
象
朝 
每
名
五
毛 

梁
經
奕 

梁
懦
夫 

馮
廣 

温
强 

每
名
貳
毛
五 

進
第
三
次
共
籌
得
銀
四
百
四
十
六
元

進
華
强
公
司
影
畫
報
効
銀
七
拾
元
零
九
毛

貳
共
進
得
銀
五
百
壹
拾
六
元
九
毛 

支
紙
筆
墨
信
皮
郵
票
共
貳
元
七
五 

支
大
漢
公
報
吿
白
費
四
元 

支
新
民
國
報
吿
白
費
四
元

支
滙
大
洋
壹
千
八
百
元
〔大
六
二
寸
一
伸
坎
銀
四
百
七
拾 
一
元
六 

支
往
小
埠 

16 捐
用
加
市
粦
銀
壹
拾
九
元
三
毛
五

五
柱
共
支
銀
五
百
零
一
元
七
亳 

除
支
之
外
尙
存
銀
豈
拾
五
元
貳
毛 

Jam
es  Brand

 8

 

C
O，

》  

873  G
ranville  Street"  

布蘭公司̂
^
^
貨眞價平種 

植家宜留意光顧

茲
將
數
種
價
錢
列
下

▲
早
水
卡
辣
米
每
磅
宣
元
豈

▲
典
巴
葱
米
每
磅 
皆
元h

▲
紅
蘿
蔔
仔
米
每
磅
七
毛
五

▲
鳥
約
生
菜
米
每
磅
貳
元

▲
白
李
市
品
葱
米
每
磅
盛
元
六

▲
丕
竟
種
每
磅
銀 

貳
毛

◎
廣超氏專醫花柳奇難雜症

◎
列必珠華僑拒日後援會第三 

期捐款芳名佈吿 

此
天
籌
餉
環
境
A
埠
經
理
勸
捐
箕
因
事
離
埠
部
中
捐
欵
貝
記
人 

名
忘
註
埠
名
無
從
甄
別
祈
爲
見
諒
當
此
經
濟
恐
慌
時
期
僑
胞
皆 

盡
力
輸
捐
勸
捐
員
宣
稱
深
蒙
各
坤
僑
胞
優
待
謹
綴
數
言
以
发
熟 

忱

• 

胃
推
文
笑 
黃
秀
典 
李
鴻
來
夫
人 
關
勳
暢
温
振
沾
每
名
十
元
 

梁
銘
恩 

黄
金
淋 
葉
敗
扶 
温
振
贊 
梁
錦 

何
培 

胡
金
明 

曾
傳
柏 

梁
樹
邦 

周
我
漢 

朱
學
衡 

黃
道
政 

黃
立
晃 

丘
週
亮 

關
勳
暢
夫
人 

關
榮
桂 

曾
毓
鳌 

林
爵 

馮
壽
南 

魏
廣
寬 

梁
茂
邦 

那
文
根 

郎
振
銳 

梁
惟
芳 

每
名
五
元 

李
榮
衍 

梁 

欽 

每
名
四
元

李
枇
炤 

周
毅
生 
勝
記
號
關
榮
桂
夫
人
 
«
 朝
鏡 
葉
康 

黃
明
灼 

李
永
賢 

梁
邦
禱 
盧
萬
灼 

梁
洽
經 

溫
瑞
初 

葉
君
賢 
蔡
炳
豪 
黄
傳
鈞 
余
兆
賢 
每
名
三
元 
周
家®
二
元
半

達
七
拾
七
艘
。、重
量
共
達"
萬
四
千
六
百
一
春
七
一

交

際

羅
鑄
鼎

呂
兆
麟

副

演
說
科
長 

科
員

羅
小
白

副
阮
秀
夫

岑
錦
麟 

劉
耀
歡 

王
權
鶴 
魏
來
順 

陳
伯
維 

梁
煜
集 

鄧
子
才 
曹
達
堂

通
信
處
雲
境
上
海
街
叙
勝
房
門
牌
五
百
五0
半 

(
喊
線
矢
麼
九
三
三K

Juy  Sing  

550

忒 Shanghai  St,  

V
ancouver  B

・ G
・

正
總
理
高
練
副
曾
瑞
 

正
理
財
蔣
容
可 

副
廖
烈
鼐 

正
中
文
譚
聘
時 

副
黄
夢
蓮 

宣
傳 

趙 

恩

正
核
數
鍾
敗
然 

副
趙
盈
祥 

記
錄 

林
普
慶 

胡
英
三

監
督 

李
鶴
儔

正
西
文
鄭 
康
 
副
廖
柏
良 

交
際 
薛
仕
杰

正
調
查
李
聖
唐 
副
高 
郁 

正
議
長
胡
世
定 

副
陳
便
課 

正
席
務
宋
昭
偷 

副
廖
偉
桐

評
犠
員

李
照
溺
容
月
池
吳
連
宋
華
積
 
林
弼
臣
余
祖
 

薛

濟

陳

燦

吳

澤

光
 

趙
邦
立 

林
善
同 
高
明
德 

聶
惠
 

李
祐
濂 

梁
統
輝 
他
信
蔣
國
多
 
鄧
裔
垣 

高
詠
勤 
蒋
緖
絵
葉
球
趙
惠
南
高
耀
 

曾
傳
宇 

馮
煜
均 
彭
祥
翼 

高
啟
元 

趙
仲
德 

張 

烈

◎
陳頴川總堂卄弍年職員表

堂
長 

正
董 

議
長 

中
文 

財
政 

西
文 

監
督 

交
際 

催
收 

調
査 

核
數 

庶
務

宜

)|! 

宜
顯 

奕
耀 

廷
光 

僮
謀 

應
發 

宜
談 

日
進

副 副 副 副 副 副 副

瑞
登 

官
暢 

應
梅 

品
乾 

品
光 

永
寛 

孔#

明
住 
金
炳 
仁
孫 
德
業

少
楷 

宜
棠 

明
堯

賢
偉 

樣
嵩 

大
喜

副 副 副

C
hin  W

ing  C
hun  Society  

160  Pender  St。

E
・ 

V
ancouver"  B

,  C
,

一。今
囘
馬
蘇
兩
人
偕
同
屬
員
四

—
名
、
将
由
海 

參
威
乘
輪
赴
上
海
云
。

•
倭宼築鉄路直達承德 

東
京
六
日
「統
一
通
訊
；fin:」電
一
據
是
日
消
息
： 

侵
進
熱
河
之
日
賊
爲
鞏
固
其
地
位
計
：
將
趣
築 

一 
鐵
路
穿
過
各
山
隘
直
達
承
德
府
、
另
據
一 
訊 

稱
一
、日
賊
雖
入
據
承
德
僅
四
恰
八
點
鐘
久
，。但 

此
條
鐵
路
已
動
工
興
築
八
；

張學良書出國說

日
賊
傳
張
將
財
物
運
入
人
津
法
界 

北
京
六
日(
國
際
通
飢
社
電
。是
日
本
處
又
紛 

傳
張
學
良
準
備
出
國
:
蓋
張
氏
是
日
忽
然
離
去 

本
處
。，其
行
踪
頗
秘
密
。

近
頃
本
處
戒
嚴 
據
倭
奴
訊
稱
:
張
學
良
秘
密 

將
其
財
物
搬
運
入
大
津
法
國
租
界
。。 

數
星
期
前
僞
都
長
春
發
出
消
息
。
謂 

旦
日
賊 

進
佔
華
北
。。張
氏
將
準
備
逃
往
法
國
云
，。 

•
日賊又陷三間房 

承
德
七
日
，聯
合
通
訊
社
)
電 

日
賊
陸
車
少
將 

河
原
氏
之
賊
卒
。
今
日
午
后
四
点
鐘
與
我
軍
劇
一 

戰
後 
。即
佔
領
三
間
房 

此
地
在
距
承
德
西
南 

端
廿
五
英
里
。一
約
距
古
北
口
北
端
拾
二
英
里
半 

■
熱河省仍有戰事 

華 M
仍
在
承
德
與
赤
峰
間
激
戰 

承
德
七
日
電
。。中
倭
兩
軍
乂
在
本
處
與
赤
峰
間 

劇
戰
。。是
役
倭
軍
被
殲
者
廿
六
名
C
華
軍
三
百 

陣
亡
云

•
喜峰 
失陷說

承
德
六
日
電
。，據
倭
賊
訊
稱
・
賊
將
服
部
氏
之 

部
隊 
。已
於
昨
日
完
全
佔
領
喜
峰
口
。 

❷
華軍七百卷之倭訊 

錦
州
六
日
電
：
是
日
午
后
據
本
處
倭
寇
軍
事
總 

部
訊
稱
。。昨
有
華
兵
七
百
住
熟
河
省
圍
塲"
「此 

地
距
赤
峯
西
南
五
拾
五
英
里
一
附
近
與
倭
賊
軼 

。。結
果
此
隊
華
矣
全
軍
覆
沒
。"
倭
賊
僅
斃
拾
名 

L10 
負
傷
者
廿
九
名
。。

•
糜平失陷之倭訊 

錦
州
力
日
電
:
昨
日
上
午 

to一
点
四
拾
分
鐘
一。 

倭
酋
河
原
氏
之
部
隊
已
佔
漂
平
。
現
向
長
城
方 

面
追
擊
華
軍
云

•
北京湯玉麟之住宅被封 

北
京
六
日(
國
際
通
訊
社
電
、。熱
河
全
省
吿
陷 

後
：
我
國
方
面
軍
事
消
息
順
混
亂
一 
本
處
之
湯 

玉
麟
家
屋
已
被
公
安
局
査
封
。
湯
氏
所
統
殘
餘 

軍
添
在
長
城
以
北
者
逐
漸
撤
退
。
日
賊
極
力
在 

熱
河
鞏
固
其
地
位
云
：

■
界嶺口吿陷之倭訊 

錦
州
六
日
电 

今
晨
向
某
地
出
發
之
日
賊
飛
機 

兩
架
。。報
吿
謂
倭
酋
服
部
氏
之
先
鋒
隊:
已
於 

今
日
午
前
九
点
四1
分
鐘
攻
陷
界
嶺
口
，該
處 

附
近
華
軍
爲H
賊
擊
敗
云
。

■
古北口戰事劇烈 

東
京
七
日(
聯
合
通
訊
社
電
，倭
國
有
等
報
章 

雖
登
載
謂
占
北
口
已
被
H
賊
佔
領
。但
今
日
據 

倭
國
聯
合
通
訊
社
消
息
稱.
。占
北
口
戦
事
昨
晨 

吿
開
始
。中
倭
兩
軍
在
該
處
交
鋒
異
常
劇
烈
』。 

蓋
古
北
口
爲
由
承
應
通
北
京
之
要
隘
。此
地
距 

北
京
北
端
六
拾
英
里
。，此
要
隘
一
旦
吿
失
陷
，。

^
^

"
.
1
》 

-^

有
之
險
境
一
。非
特
一 
時
安
危
之
所
繫
，實
爲
萬

萬餘。。士氣亠■
。不能 

反攻。，

亡
之
一

。、及
今
振
奮
一
。事
尙
可
爲
。、舍

此
不
圖
。.，後
恐
無
及 
。此
本
會
所
以 «
 乎
國
脈 

乏
永
絕
 
•
期
欲
糾
合
同
胞
。及
時
自
如
者
三
也
。 

二
、本
會
進
行
之
方
策
，本
會
當
此
航
空
毫
無 

基
礎
之
日
，凡
權
宜
救
急
之
計
。。自
不
敢
忽
。 

而
最
重
之
義
，。則
在
力
求
自
樹
自
立
之
道
。。期 

成
可
大
可
久
之
規;
雖
頭
緖
紛
繁
。急
切
未
能 

一
一
興
辦
。、然
左
列
數
事
。則
當
積
極
籌
建
。。 

期
能
早
觀
厥
成
。。9
設
立
航
空
工
幟
。

—吾
國
以 

前
所
有
之
飛
機
。成
係
購
自
外
邦
。設
廠
自
造 

，。尙
無
此
舉
，。價
旣
高
昂
。 
貨
非
上
品
。此
後 

饋
充
航
空
。-
如
直
恃
購
買
。
費
實
不
貨
。。
一 
有 

戰
事
。。則
來
源
斷
絕
。。舊
機
日
壞
。。新
機
無
增 

。將
坐
受
敵
人
之
轟
擊
。C
而
無
以
爲
應
。。自
應 

設
廠
自
行
製
造
，
則
學
成
歸
國
之
士
。。旣
有
自 

效
之
塲
。。有
志
研
究
之
人
。。可
得
學
習
之
地
。。 

故
應
亟
籌
工
廠
之
設
立
。。用
奠
自
立
之
始
基
。。 

㊁
殽
立
民
用
航
空
學
梭
。
吾
國
至
今
。e
僅
有
軍 

事
航
空
學
校
。、其
造
就
之
人
材
。
不
敷
應
用
。。 

崙
此
區
區
，
而
談
航
空
之
擴
充
。
、即
行
之
百 

年
亦
無
可
觀
。。故
非
謀
多
數
專
家
之
造
就
。。無 

以
應
將
來
之
需
求
。，至
於
借
材
異
地
:
只
宜
於 

創
始
之
時
。一
作
爲
短
期
之
聘
用 

如
不
求
自
立 

。。永
恃
於
客
卿
。不
獨
所
費
過
多
。，而
使
用
亦 

難
盡
如
己
意
。。且
一
遇
戰
事
：
則
國
際
關
係
牽 

舉
。客
卿
恐
難
助
力

—此
籌
設
航
空
學
校
：
以 

期
人
材
之
蔚
然
興
起
。。亦
刻
不
容
緩
之
圖
也
。。

〔未
完
〕 

一
接
駐
香
港
訪
員
來
電
云 

6
熱河失後」。我方前綫各 

軍。。退集摩省熟河邊 

境。。圖謀反攻。C 

0
日賊由平泉、承德、乘勝 

前進一五日晚在喜峰口 

外。。與我軍相遇。。發生
黨府之所謂立法院C

通

扌一 案
，主張與日賊絕 

交。。召公使囘國:

C

惟蔣

母介石不肯照行。。 

今
晨
七
点
鐘
接
上
海
訪
員
專
電 

9

何應欽與張學良會商軍 

事。。决議由何應欽指揮 

〔中央〕軍六師抗拒日賊 

設於保定C 

張學良率第百一十師。。 

百一十七師防善北 

商震與彭賓順(
譯音)
部

守喜峯口
一》C

傅作義部駐守張家口。。 

李福盈(譯音)
之師則守

石家莊。

(
中央)
軍二萬一 

附近。。

京

0
張學良所部士兵多 恨怯 

二畏敵如虎.萬不能戰 

。。故「中央」軍第二師業 

已向通州出發。。以便增 

防華北。

黨府行政院 

革職拿辨 一。
湯玉麟

六日晚蔣介石由南昌抵

漢口•。是夕可抵鄭州

請張學良、閻錫山、馮玉 

祥、到鄭會商軍事。c 

0
李烈鈞已抵太 
。。與閻

晤談；

0
是晨賊軍總攻古北口。。 

我軍在古北口東南與敵

劇戰。古北 
外卄里。。

於六日晨亦開戰二賊用 
、喜峰口、

等
0
熟河失陷後。黨府乃派

。。

何應欽北上

s
p
^
c
。
，

張學良以失守熱河之罪 

。一議之湯玉麟。北京軍 

務分會C
於五日開緊急

重
要
置
秋 

•
馬、蘇、兩將軍往海參威

將
乘
輪
赴
滬

僞
都
長
吞
七
H
(
統
通
訊
社
)
電
。日
賊
多
次 

宣
傅
馬
占
山
將
軍
已
死)
頃
後
最
近
訊
稱
。。馬 

將
軍
現
尙
生
存
。。已
敢
程
赴
海
參
威
矣:
聞
與 

馬
將
軍
同
行
者
为
蘇
炳
文
將
軍
。。自
去
冬
日
宼 

入
佔
滿
洲
里
後
。C

蘇
將
軍
即
奔
避
於
西
伯
利
亜

會議。。通過通緝湯玉麟

。湯玉麟擬逃往察哈境多 

倫 

C

張學良派兵往截緝 

C
張學良援救熟河軍隊、。

在凌源與賊劇戰。。損失

/

則
日
賊
幾
可
長 

S3而
進
佔
北
京
。除
古
北 

而
一
警
委
員
會
委
任
新
市
警
長
案
。。將
受
判
斷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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