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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旅
館
招
批
廣
吿
，

啟
者
本
會
實
業
部
置
有
旅
館
壹
所
坐
落
雲
埠
片
打
街
東
門
牌
貳 

百
*
拾
八
號
〔卽
現
在
查
來
旅
館 
樓
高
三
層
•
有
雙
單
房
間
共 

壹
百
貳
拾
九
個
房
內
備
有
冷
熟
水
喉
煖
氣
嚨
公
共
沐
浴
室
厠
所 

俱
備
且
在
唐
人
街
中
心
點
華
僑
出
入
之
孔
道
商
旅
往
來
之
要
津 

誠
旅
館
中
不
可
多
得
之
佳
址
也
茲
因
前
居
批
滿
現
在
召
人
批
賃 

取
價
從
廉
如
有
僑
胞
欲
營
斯
業
者
請
移
玉
步
至
下
列
地
址
面
詳 

或
曲
商
均
可

H
ong  K

ong  C
o,  

149  Pender  St,  E
・ 

V
ancouver,  B\ (I  

雲
高
華
埠
鐵
城
崇
義
會
實
業
部
遊
文

總
理
林
煥
廷
曾
融

◎

紀
念
預
吿

公
啓
者
本
社
謹
訂
於
五
月
十
五
號
舉
行
 

八
週
年
紀
念
典
禮
敬
請
各
埠
 

録
麻
總
分
峰
洪
門
大
小
機
關
暨
諸
昆
仲
 

駕
臨
助
慶
指
示
-
切

曷
勝
榮
幸

D
arf  C

oon

 C
lub

P
・ O
・ B

ox  2945  

78  L
agauchetiere  St:.  W

.  

M
ontreal.  P

 

Q
.  

滿
地
可
達
權
社
同
人
敬
啓

•
◎
鳴
 

謝
 

一 

敢
者
弟
久
覊
異
域
鳥
倦
思
還
茲
於
月
之
廿
五
號
乘
藍
煙
通
船
囘 

家
叨
蒙
各
親
友
昆
仲 

B.B
 頻
來
惠
我
隆
情
甘
色
增
光
深
爲
感
謝 

但
船
期
匆
促
木
能
踵
門
握
別
殊
爲
歉
品
惟
希
旅
趾
吉
祥
以
期
於 

後
會
謹
油
粗
言
以
鳴
謝

tffl

弟
梁
年
彩
謝
啟

◎

爲
通
吿
事
 

啟
者
照
得
本
總
會
由
民
國
十
一 
在

立
聯
絡
鄕
僑
感
情
動

辦
鄕
間
公
益
慈
善
事
業
至
民
國
拾
貳
年
產
生
本
鄕
公
安
支
會 

又
至
民
國
拾
九
年
發
起
籌
款
建
築
鄕
中
會
所
基
礎
呈
請
縣
政 

府
立
案
因
政
府
已
有
公
安
局
字
樣
名
稱
與
相
抵
觸
故
經
縣
將 

公
字
政
爲
僑
安
支
會
是
已
遵
照
奉
行
縣
政
府
批
准
立
案
認
爲 

正
式
社
會
頒
發
鈴
記
爲
本
總
會
開
會
表
决
亦
將
公
字
改
爲
僑 

安
總
會
以
內
外
統
壹
名
稱
謹
此
奉
吿
以
釋
羣
疑
此
佈

通
吿
二

照
得
本
總
會
倡
辦
建
築
僑
安
支
會
基
礎
照
章
獎
勵
相
片
繳
來 
者 

固
多
仍
未
繳
來
者
亦
屬
不
力 
仰
我
鄕
僑
前
未
繳
來
祈
早
寄
來

席
。
共
同
磋
商
辦
法
"
。以
應
付
欲
提
出
退
出
一

聯
爲
恐
嚇
手
哥

賊
政
府
:
此
間
各
界
之

全
班
落
力
拍
演 

四
月
廿
八
號
即
星
期 

晚
七
點
開
演 

情 

情
花
之
一
累 

摩
秀
芳 

佳
劇 
痛
婆
尋
仔 

儂
非
鳳 

主
任 

日
發
票
在
活
生
藥
行 

晚
六
點
在
戲
院

之

。
，均
謂
不
論
國
聯
日
後
之
議
决
辦
法
內
容
若
何

。
，其
宗
旨
必
品
淸
楚
二
且
其
施
打
內
容
若
何
一
。

上

海

特

約

通

訊
 

~

;

^

^

^

^

"

^

"

~

 

着
着
備
戰
 

並
謀
久
據
 

日
宼
謀
久
複
上
海:
除
連
來
警
察
五
十
。。站 

守
閘
北
。
及
更
改
寶
山
路
等
名
目
外
：
現
乂
有 

貳
事
：■
足
証
明
其
野
心
者
。。

〔甲
)
滬
上
外
國
報
館
共
有
七
間
：
分
英
法
俄 

文
三
種
。。現
有
三
虫
日
人
收
買
；
每
間
月
給
以 

七
千
元
：
又
復
出
資
賄
買
歐
美
各
大
報
之
駐
滬 

通
訊
員
。。以
冀
混
淆
黑
白 

顚
倒
是
非
：
造
成 

不
利
我
國
之
外
論
。。

(
乙
公
共
租
界
工
部
局
選
舉
新
董
事
之
期
將
 

到
：
府
選
舉
權
者
以
日
僑
爲
多
。，日
人
現
極
力 

連
動
競
選
:
而
外
人
中
之
報
名
競
選
者
一
，爲
討 

好
日
僑
起
見
。大
多
發
表
其
贊
成8
滬
許
中
證 

區
之
意
見
:~

及
評
論
由
也
在
時
局
所
發
生
之
其 

他
問
題
一 
日
人
於
此
。。將
得
遂
其
擴
充
租
界
權 

利
之
陰
謀

日
賊
之
野
心
如
此
。。但
國
民
党
府
自
汪
蒋
以 

下
。。現
方
極
力
爲
求
和
之
進
行
二
蓋
小
惜
賈
國 

。，俾
其
小
朝
廷
得
偏
安
江
左
耳
。。然
而
僑
胞
其 

甘
亡
國
否
乎
:
宜
有
所W

示
：
母
任
國
賊
倒
行 

逆
施
也
。。

雄

：

重

要

电

罪

 

•

滬
案
倭
宼
已
允
妥
協

由
英
美
公
谀
訂
就
條
件

日
內
瓦
廿
七U
電
。。是
日
倭
寇
代
表
通
知
盟
會 

。。謂
倭
政
府
關
於
上
海
案
已
願
接
納
駐
華
英
美 

兩
國
公
使
所
訂
之
妥
協
條
件 
該
條
件
如
下
。㊀
 

中
倭
兩
方
軍
绦
須
先
行
完
全
停
戰?
㊁
中
國
軍 

除
不
進
前
，㈢
倭
軍
須
撤
囘
上
海
租
界
內
一㈣
 

由 

2-

合
委
員
會
監
督
倭
獻
矣
事
，⑤

一
經
雙
方 

政
府
調
印
後
。
此
項
條
件
卽
算
有
效
一
宜
即
時 

履
打
云

•
倭
宼
開
始
大
攻
義
勇
軍
 

賊
軍
三
旅
與
義
勇
車
交
鋒 

哈
爾
濱
卄
七
日 

，日
賊
是
日
開
始
調
大
兵
攻 

擊
東
省
義
勇
軍
一"一
此
爲
日
賊
自
去
冬
奪
獲
錦
州 

以
來
？
調
動
兵
士
在
東
省
作
戦
之
最
大
帮
者
〔 

計
日
賊
今
囘
所
調
之
矣
共
有
三
旅
團
之
多
，。此 

三
旅
團
兵
歸
陸
軍
中
將
河
魯
氏
統
率.
。此
帶
倭 

軍
分
乘
鐵
路
列
車
與
船
，。向
東
三
省
北
部
與
東 

部
出
發 
以
備
攻
擊
華
人
義
勇
軍
貳
萬 

賊
軍 

分
佈
壹
一
鉗 
一
陣
：
圖
將
此
二
萬
義
勇
軍
包
圍
一 

以
冀
將
此
二
萬
義
勇
軍
掃
滅
；

■
東
北
日
宼
缺
乏
作
戰
精
神
 

每
戟
皆
北
向
後
潰
退

上
海
廿
五
日
電:
近
頃
本
處
接
到
報
吿 

謂
日 

賊
陸
也
省
已
承
認
協
助
東
北
僞
政
府
之
日
宼
 

。。已
完
全
缺
乏
作
载
精
神
。每
戰
皆
北
一
向
後 

潰
退
一
。且
不
能
管
治
其
防
地
； 

據
該
報
吿
言 

東
北
僞
政
附
之
軍»
:

任
南
滿 

與
北
滿
、曾
與
日
宼
合
作 

但
令
則
對
於
中
國 

義
勇
軍
及
愛
國
軍
完
全
不
加
抗
拒
 

此
次
報
吿
。
並
證
實
僞
政
府
由
熙
洽
所
統
率
之 

軍
隊
。確
已
向
南
退
却
、另
有
壹
部
份
中
東
鐵 

路
：
亦
退
囘
一
面
坡
:

東
北
信
政
府
軍
隊
所
以
屢
敗
者
♦
、其
中
另
有
一 

原
因 

蓋
日
宼
故
意
不
爲
之
援
助
。
藉
以
表
示 

僞
政
府
尙
無
維
持
地
方
和
平
與
秩
序
之
能
力
。。 

使
國
際
調
査
團
見
之
一。而
我
同
情
於
日
寇
在
東 

一
三
省 Z
 行
動
云
。。

•
東
省
義
勇
軍
四
起

通
化
與
通
遼
均
有
戦
事

哈
爾
濱
廿
七
日
電
、
刻
下
東
三
省
北
部
與
東
部 

。，義
勇
軍
非
常
活
動
:
此
等
義
軍
專
意
打
倒
漢 

奸
政
府
及
抗
拒
倭
宼 

沿
中
東
鐵
路
地
帶
及
松 

花
江
流
域
之
義
勇
車
較
諸
在
別
處
者
大
見
活
動 

是
日
日
賊
除
派
大
貝
三
旅
團
向
義
軍
作
總
攻
擊 

外
同
時
派
小
障
乓
至
距
瀋
陽
東
百
廿
五
英
里
之 

通
化
城
與
義
軍
對
壘
：
因
該
城
之
義
軍
亦
熟
烈 

反
抗
日
賊
也
。"

乂
毗
連
內
蒙
邊
境
。。瀋
陽
西
北
端
之
通
遼
城
亦 

有
戰
事
修
生
，。蓋
義
勇
毒
領
袖
族
學
仁
了
昨
夕 

率
取
襲
擊
通
遼
城
之
日
賊
守
備
塚
；
激
戦
卅
分 

鐘
久
。義
兵
雖
退
，。然
通
遼
之
賊
軍
仍
有
被
包 

圍
之
危
險
云
。。

■

顧
維
鈞
將
任
駐
法
公
便
 

南
京
廿
六
日
電
：
本
京
當
軸
刻
有
意
派
顧
維
鈞

館

特

電

・

今
晨
接
駐
上
海
訪
員
來
電
云 

e

顧
維
鈞
在
瀋
陽
？
致
電
駐
 

北
京
國
聯
調
査
辨
事
處
主
 

任
畫
圻
報
吿
。一
謂
調
査 

團
現
已
被
日
賊
軟
化
，。已 

將
入
滿
調
查
事
：
正
式
照
 

會
僞
政
府
:
至
於
能
否
赴
 

吉
林
、及
哈
爾
濱
調
查
。實
 

難
預
定
。。並
謂
我
方
隨
員
 

戈
公
振
等
。
曾
被
僞
府
拘
 

捕
，。後
經
調
查
員
交
涉
。。 

乃
釋
放
云
 
C

。
汪
精
衛
於
二
十
五
日
宴
英
 

公
使
。
交
換
對
於
停
戰
會
 

議
意
見
。
據
外
交
部
長
羅
 

文
幹
之
談
話
 
謂
蔣
介
石
、 

汪
精
衞
。。與
英
使
磋
商
； 

對
於
倭
兵
撤
退
地
點
；
與
 

撤
盡
時
期
 

對
倭
方
面
再
 

有
讓
步
意

6

馮
玉
祥
辭
內
務
部
長
之
職
 

。。黨
府
已
准
。
改
任
黃
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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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墨
京
拒
日
會
之
要
電

洲
各
國
之
政
治
及
經
濟
問
題 
均
品
注
意
。但
彼 

同
時
更
注
意
於
盟
會
處
理
滿
案
之
辦
法
、
盟
會 

已
决
定
舉
行
特
別
會
議
：
實
行
討
論
滿
案
之
辦 

法
。，盟
會
經
已
與
美
國
政
府
採
取
同
樣
之
態
度 

。 
無
論
如
何
不
肯
承
認
日
賊
以
强
力
向
中
國
奪 

得
之
土
地
及
利
權
，
但
最
近
賊
政
府
有
意
欲
提 

議
退
出
盟
會
之
消
息
。。惟
盟
會
對
于
其
處
理
滿 

案
之
辦
法
。確
己
有
决
定
之
辦
法
。賊
政
府
不
能 

再
施
行
任
何
人
恐
嚇
手
段
。.
賊
政
府
如
不
欲
退 

出
盟
會
。則
必
須
盡
將
駐
滿
之
賊
軍
撤
退
一 
如 

賊
政
府
果
真
欲
退
出
盟
會
-
一，則
須
準
備
應
付
其 

退
出
後
之
種
種
危
險 
一。

故
在
盟
會
之
特
別
會
議
中
、。史
点
臣
氏
必
將
列

◎

片
市
魯
別
致
公
堂
鳴
謝
廣
吿
 

啟
者
本
堂
舉
行
第
拾
週
年
紀
念
叨
蒙
洪
門
總
機
關
致
公
堂
達
權 

社
與
個
人
惠
來
祝
電
祝
詞
同
人
等
不
勝
肤
件
感
激
茲
特
將
各
團 

體
及
姓
名
登
報
以
表
謝
忱 

一
恕
不
稱
呼
〕 

雲
埠
洪
門
總
機
關
致
公
堂
仝
祝
詞 

雲
埠
劉
孔
正
祝
電 

雲
毋
致
公
堂
達
權
社
祝
詞 

域
〜
致
公
堂
達
權
社
仝
祝
電 

昧
亞
板
汝
埠
曾
傳 
II 祝
電 

叫
吆
埠
致
公
堂
達
權
社
仝
祝
詞 

企
粦
打
埠
達
權
社
祝
電 
m
巴
崙
致
公
堂
達
權
社
仝
祝
電 

二
埠
致
公
堂
達
權
社
仝
祝
電 
金
女
雷
昌
陳
翼
翹
方
直
民
仝
祝
詞 

本
埠
洪
門
商
店
乾
泰
亮
記
廣
生
興
樓
仝
祝
詞 

•.本
毋
全
體
同
人
慶
祝
本
堂
第
十
週
紀
念
慶
典
仝
祝
詞 

本
埠
國
奕
宗
餘
如
祿
儀
倫
北
経
新
英
傳
學
唐
照
鑑
沛
仝
祝
詞 

春
田
辰
炎
文
職
文
任
齊
富
如
栢
黃
平
李
湖
宜
摩
仝
祝
詞 

辰
炎
黃
平
文
任
春
田
文
職
齊
富
宜
煒
如
栢
仝
送
靑
葵
壹
盆 

先
兄
阿
旺
新
會
吉
境
吉
林
村
人
氏
字
家
相
鄧
公
府
君
向
居

511 巴 

崙
埠
多
年
昨
貳
月
廿
七
日
不
幸
因
病
逝
世
享
壽
七
抬
歲
經
貳
月 

卅
日
歸
土
惟
身
後
萧
條
殯
費
無
着
幸
得
本
埠
僑
胞
誼
恤
爲
懷
捐 

助
葬
費
俾
得
殖
事
妥
辦
歿
存
均
感
謹
此
哀
謝

億
慶 
錦
遠 
球
華
收
 

德
恩 
德
全 

福
進 

融

黄
！*

 

Yat.  Ping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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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
話

Sey・  8703

亠

統
理
男
女
老
幼
內
外 

全
科
花
柳
奇
難
頑
症 

在
別
埠
將
病
原
詳
細 

函
吿
可
能
對
症
發
藥 

一 寓
黃
大
衙
醫
館
〕

◎

汝
利
愼
致
公
堂
鳴
謝
助
香
油
 

周
在
鉄 

.tL
元 

潘
强
學
五
元 

馬
本
維
叁
元 

徐
水
貳
元
貳
五 

周
在
鉄 
聶
萬
勝 

張

培

禄

吳

昂

麥

官

廖

羣
 

周
憲
烈 

輝
均
 

雷
爵
學
周
準
 

張
培
植 
黃
恭
球 

勞

亮

林

南
 

每
貳
元 

廖
羣
又
貳
元 

伍
柱
桐 
二
兀
五 

馬 
成
壹
元
五 

^

^

^

^

^

^

^

^

 
雷
松 

每
壹
元 

—
—̂
^
^
^

—
—
—1

— 

啟
者
茲
有
不
肖
會
員
司
徒
宗
字
仕
文
係
開
平
赤
坎
人
屢
犯
規
章 

拖
欠
公
欵
陷
害
手
足
據
各
埠
公
堂
函
禀
要
求
革
出
堂
籍
已
於
昨 

日
開
會
通
過
將
司
徒
宗
革
出
堂
籍
以
警
兇
頑
至
司
徒
宗
所
欠
公 

款
及
各
昆
仲
銀
両
仍
要
追
收
特
此
通
吿
俾
衆
咸
知

全
加
致
公
堂
駐
雲
埠
總
辦
事
處
敗 

中
華
民
國
廿
壹
年
四
月
拾
八
日

◎

巴
崙
埠
曾
能
均
鳴
謝
啓
事
 

敢
者
弟
以
久
客
年
老
欲
歸
則
乏
於
川
資
莫
償
所
願
幸
蒙
各
埠
致 

公
堂
達
罐
社
叔
父
昆
仲
及
本
姓
兄
弟
親
友
等
惻
隱
爲
懷
慨
然
捐 

助
舟
費
經
於
月
之
廿
五
號
搭
藍
煙
通
船
歸
國
惜
倚
裝
匆
匆
未
遑 

以
次
踵
門
或
修
函
吿
別
抱
歉
奚
如
然
隆
情
高
誼
感
縫
難
忘
謹
綴 

數
言
於
報
端
藉
伸
謝
忱
知
我
者
尙
希
垂
察
焉

其
宗
旨
必
品
淸
楚
•
。且
其
施
行
之
步
驟1
必
無 

遲
疑
之
表
示
云
?

本
總
會
彙
寄
支
會
以
便
撮
影
懸
掛
禮
堂
留
爲
紀
念
此
佈 

民
國
廿
一 
年
四
月
廿
三
日 

駐
加
拿
大
赛
毋
沙
堆
僑
安
總
會
敗

今
朝
香
港
滙
價
每
百
弍
十
七
元

日
內
瓦
廿
六
日
電
：
美
國
外
交
部
長
史
点
臣
氏 

:
抵
此
間
經
已
約
有
旬
餘
之
久
。，史
氏
對
於
歐

東
防
軍
反
正
 

包

圍

通

化
"

。 

哈
爾
濱
廿
七
日
電
。
日
本
聯
合
通
訊
社
訪
員
訊 

稱
"
。駐
東
三
省
安
東
縣
之
華
人
防
軍C
自
溥
儀 

之
僞
政
府
成
立
後 
"
即
歸
順
僞
政
府
。。謳
是
日 

該
防
軍
倏
爾
吿
變 
出
而
包
圍
通
化 
通
化
有
倭 

傾
事
館
在
焉

■
史
点
臣
與
盟
會
協
商

解
决
東
一
二
省
案

■

日
賊
要
求
華
兵
撤
q

東
 

致
和
會
又
須
延
期 

上
海
廿
七
日
電
。。中
倭
停
戰
協
商
之
條
件
起
草 

委
員
會
曾
於
是
晨
與
是B
午
後
開
會
，c
但
因
日 

賊
要
求
華
兵
退
出
浦
東
之
問
題
發
生
後
一、中
倭 

兩
國
全
體
代
表
又
未
能
卽
時
再
行
開
會
協
商 

大
約
須
候
至
本
星
期
五
六
兩
日
後
。。該
兩
國
全 

體
代
表
始
能
復
行
開
會
協
商
云)
。

查
浦
東
一 
堤
原
未
受
近
日
戰
事
波
及
。。中
國
防 

盧
屯
駐
其
間
。。原
與
日
賊
無
涉 

今
倭
宼
故
意 

要
求
中
國
將
該
地
防
軍
撤
退
；
是
倭
賊
無
誠
意 

議
和
之
證
；

■
僞
政
府
釋
放
顧
維
鈞
之
隨
員 

瀋
陽
廿
六
日
電
一
顧
維
釣
之
隨
員
蔡
公
振
、。昨 

夕
遭
漢
奸
政
府
派
員
拘
留 

謂
蔡
氏
有
擾
亂
東 

三
省
之
陰
謀 
。是
日
該
漢
奸
政
府
乂
將
之
釋
放

任
駐
法
公
使
。
一 
候
顧
氏
偕
裡
聯
調
查
團
赴
東 

三
省
之
任
務
終
結
後
，，即
頒
發
明
令
委
伊
爲
駐 

法
公
使
云
。

•
滬
休
戰
協
商
案
畧
見
曙
光
 

英
使
努
力
調
停
•

、 

上
海 

六
日
電
，
中
倭
兩
國
停
戦
協
商
是
日
畧 

見
曙
光
:
兩
國
代
表
已
於
本
月
九
日
停
止
協
商 

。。因
常
時
中
國
代
表
聲
言
須
候
政
府
訓
令
如
何 

。。方
再
圖
開
會
協
商
.
英
公
使
藍
浦
森
氏
。二
刻 

又
籌
備 
一 
新
方
式
一
。此
項
方
式
提
出
時
或
能
使 

中
日
兩
方
政
府
滿
意
;
藍
浦
森
氏
爲
中
立
國
代 

表
員
之
丁
 
伊
對
調
停
中
倭
兩
國
爭
端
異
常
努 

力
云

。。貴
會
諸
君
、敵
煥
同
仇
。。演
爲
將
伯
；
承
由 

上
海
銀
行
灌
來
慰
勞
美
金
五
百
元
。
謹
照
領
訖

古 香 
劇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