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預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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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 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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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敗 
塗 
地

因 
彼 
等

以

H202

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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擊 
潰

僞 
車 
刻 
下 
分 
股

散

避

幀f亙高 
戴介出 
裘零水 
帽度平 
以線 

足卜鎌 
踏 崎

店商發批品禮貨國生萬廣

Kwong Man Sang Co・ 
236 Pender St. E,

Phone Sey. 5671Vancouver. H. C.

右

局

入

职公撰大

日五十月二十年五卜二國民二期星（頁二）

}

91

/

國
内
消
息
紛

諸
一

謠
傳
與
南
盲
混
雜 
令

瞠
傅
作
義
之 
h1令
部

着
门
蒋
被
沫
軟
禁
後 

小
報
但
老
强
人
其
詞

亡
約
達
四h
白
人
，
被
俘 
一
白
人

C

而
綏
軍
死 

傷
則
不
及
守
白
人
。
乂
聞
綏
軍
今
日
採
取
淸 

111

向
僞
軍
各
地
小
维
進
攻

人
黑
口
無
宜
判
別♦
因
之
民
情
惶
慷 -

不
知
所 

措
：
市
面
情
形
紊
亂
、，厥
狀
非
佳
，

張
培
祿 
雷
俊

各
宜
元
五

龔
才

張
培
植 
雷
館
 
謝

擊
退
滿
穀
僞
軍
五
千
一

近
已
無
力
再
攻
白
靈
廟
一

▲
族
之
地
位
轉
趣
困
雛

南
京
拾 
iL日
美
聯
社
電
。
謂
後
上
海
消
息
：
張 

學
良
寿
謀
失
策
靡
特
撞
小
到
別
方
上
響
應
0■ 

卽
其
小
腹
部
卜
對
張
現
亦
有
離
心
離
德
者
，张 

氏
之
地
位
，現
品
困
難 
厶

—

■
寧
當局接
端諾報吿

▲
取
締
小
例
造
謠

南
京
拾h
H
(
美
聊
就)
電:
南
京
政
府
顧
問
端 

諾
氏
，
是H
致
電
南
京
官
界
一 
謂
彼
已
親
一
晤
蒋 

介
{1於
曲
安
：
察
其
身
體
康
健
，
精
神
舒
爽
一 

査1
述
端
氏
之
報
吿
，
乃
爲
南
京
政
府
门
用
期
一 

六N
以
來 
首
次
接
利
四
安
，
消
息

右一

一
絲
巾
之

骨0

局
以
諸
小
報
造
謠
惑
衆
：
有
碍
治
安"
業
飭

周
台
鉄
四
元 

馬
貽
晩 
周
業
泰 

鱷
炳
均 
趙 
寬 

張
俊
修

送
禮
國
貨

應
有
盡
有

貨樣之多

定價之廉

無
出
其
右

^a

印
有價目

一
函
索
書

紐
約
論
壇
報
四
號
歸
綏
電
；

自
靈
廟

黄
门
靈
廟
位
於
北
部
高
原. 

一 英
里 
刻.卜
氣
候
極
冷 

該
處
綏
車
須
穿
皮
裏
人
蟹

▲
汝利愼致公堂鳴謝廿羣香油

圖
別
貨
繡
花
絲
巾
上
一
一

於
北
部
山
中
云

一
紛
紛
星
散
，不
堪
再
戰
二

毡
鞋 
始
足
禦
寒

聞
昨"
進
攻
门
遂
府
上
僞
車
九
卜
人
』
原
係
由 

熟
河
開a
7,
援
車
，思
欲
協
助
該
處
僞
軍
佈
防 

偵
门
靈
廟
已
於
拾
月
什
四H
被
終
軍
克
復
矣 

據
報
綏
無
前
線
今H
頗
爲
沉
靜 
雑
歸
綏
城
内 

之
事
事
活
動
仍
極
忙
迫 
，一
省
府
當
同
現
1k 徵
募 

靑
年
。
從
事
戻
役
一
一
個
月 
以
供
地
方
佈
防
之

帶
一、
一
旦
晤
氏
遇
害
，則
此
等
軍
厥
必
看
手%
 

擊
曲
安
也
，
現
目
所
知
一
特
雖
被
禁
錮 
唐
未 

受
何
損
害
厂
昆
受
優
待
云"
。

■
英
報
論
蔣
介
石
被
擄
事 

▲
如
寓
府
無
能
起
掳
則
其
黨
得
勢
說 

倫
敦|
四
日 
坎
享
大
社)
電
。。是H
英
國
報
竜 

論
张
學
良
拘
捕
特
介
行
事
云
一
除#
南
京
能
設 

比
將
蒋
介
石
起
捕
耳
。。否
則
中
國
其
産
党
軍
隊 

必
白
激
烈
排
日
之
舉
」X
-

倫
敦
泰
唔
上
報
著
論
一
厶
三
米
學
良
城
为
激
烈
行 

動
；
因
果
學
良
部
下
軍
隊
俺
端
仇
視H
本
也 

泰
晤
上
報
乂
謂
倘
果
學
良
覺
有
抗
日
之
必
要 

而
南
京
富
道
乂
無
能
從
速
將
四
安
局
面
清
算 

則
共
産
黨
必
乘
機
出
而
抗
倭
一
因
中
國"
一
紅
軍 

雖
爲
非
法.，
軍
缴
但
張
學
良
部
旣
加
人
紅
車 

、於
是
紅
軍
人
敬
增
加•
一
使
守
也
北
各
省"
但 

此
等
省
份
人
民
困
窮
。上
地
磽
确
。。出
產
無<
 

一，而
嚴
不
乂
居
欣
等
被
迫
不
過:
将
挺
而
走 

陰
。。

！5
介
公
旣
爲
張
學
良
所
擄
禁 
紅
車
與
仇 

部
結
合
一 
紅
車
聲
勢
大
振
二
中
國
各
派
或
與
上 

聯
合
抗
倭 
)

乂
英L
黨
機
關
靴
路
報
：
接
駐
北
平
訪
員
訊
注 

，。h
前
蔣
介
石
與
共
産
意
頭
目
毛
澤
東
協
商 

目
的A
組
織
一
共
同
抗
日
前
線
，
蒋
氏
今
被
擄 

禁
。
势
力
已
失
，。中
國
各
派
聯
同
抗
日
将
開
始 

，而
遠
東
歷
史
將
新
開
一
頁
五
。

•
講
數
中
人
由
洛
飛
陝 

北
平|
  

ilH
電
；
代
真
府
赴
西
安
講
數
一
中
人 

英
人 
端
諾 
偕
同
陸
軍
上
梭
黃
某
由
洛
陽
乘
飛 

機
飛
往
西
安
一
。該
飛
機
乃
張
學
良
个
人
所
用
機 

，張
特
派
此
能
赴
洛
接
載
端
諾
氏
至
曲
安
云
一 

■
張致電宋哲元

▲
謂
舞
氏
現
行
安
全

北
平
拾h
r
(
統 
一 就)
電
♦
冀
察
省
府
于
席
宋
一 

哲
丁
 
己
接
張
學
良
个
人
來
飢

—謂
蔣
介
石★
 

四
安
安
全
「張
乂
唯
蒋
氏
致
電
南
京
。通
知
其 

妻
宋
美
齢 
謂
伊 4
 
四
安
慶
安
全
云
。 

南
京
拾"
H
電
。
是
日
據
此
間
當
道
宣
佈 
張 

學
良
用
無
線
電
通
知
宋
哲
元
，謂
伊
擔
保
何
介 

介
石
性
命
安
全
：
蕾
宋
氏
曾
以
个
人
名
義
致
電 

辰
人1
間
訊 M
氏
近
狀
故
張
有
此
答
也
。

張學良擄蒋失策

▲
謝 
啓

敢
者
姪
振
芳
因
病
入
公
醫
院
調
治
藥
到
罔
効
厥
疾
弗
瘪
不
幸
終 

於
公
醫
院
享
壽
五r

一 歳
於
拾
一 
日
出
殯
歸
土
蒙
各
界
團
体
親 

友
惠
以
膊
儀
花
圈
素
車
随
行
執
続
送
殖
厚
義
隆
情
存
歿
均
感
鐘

波
南
堂
袁
動
能
哀
謝

以
片
言
致
謝

曾
仕«
 儀
廿
元 
致
公
堂
膊
儀
拾
兀 
袁
勤
能®
儀
1L元 
袁 

傳
惠
膊
儀
宣
元 
致
公
堂
達
俄
社
花
圈
誅
詞
素
単
四
架 
建
生 

花
圈
素
車 
胡
經
贊
生
花 
汝
南
堂
花
圈
素
車 
黃
樹
舉
花
圏 

8
； 自

强
陳
文
素
車 
梁
裕
昌*1

琴
章
索
車 
贊
和
堂
素
車

需
二
件
此
所
見
之
天
七
：
似
配
備
頗
爲
齊
整

介
紹
華
人 

醫
龔
邦
耀

敗
者
：
襲
邦
耀
先
生
曾
畢
業
杜
朗
都
醫
科
大
學
領
有 

醫
博
七
學
位
，・
仆
城
多
利
懸
壺
八
載•
・
施
返
國
受
番 

禺
江
村
普
惠
醫
院
・
・
督
廣
州
市
博
清
醫
院
與
香
港
養 

和
醫
院
之
聘
・
・
今
囘
本
市
，•
設
醫
舘
於
希
士
定
街
東 

一
九
一.
號(
卽
藏
書
樓
對
面
二
二
匸
八
及
「X)

九
號
房 

••
弟
與
龔
先
牛
稔
交
学
年••
知
其
秉
性
慈
祥
：
和
藹 

叮
親••
且
其
醫
術
源
深
：
凡
光
顧
之
者
鮮
不
收
藥
到 

囘
春
上
效
・
・
故
特
爲
介
紹
・•
俾
僑
胞
知
所
問
津
焉♦
・

香
港
大
律
師
何盈基披露

▲
舉
操
氏
自
製
花
柳
搜
毒
葯
精
之̂ 

改
者
弟
舉
操
氏
於
民
國
三
年
到
雲
埠
行
醫
後
因
事
雌
埠
歷
廿
年 

之
久
現
再
囘
雲
執
行
醫
業
職
務
曩
看
住
本
琼
片
打
街
懸
壺
時
製 

有
秋
傳
四
代
之
花
柳
捜
毒
丹
其
後
繼
镇
自
行
研
究
七
年
將
煉
丹 

藥
力
改
良
製
爲
花
柳
捜
毒
藥
精
不
用
煉
丹
爲
丸
較
爲
簡
便
而
收 

效
倍
速
凡
患
花
柳
病
而
用
此
藥
精
施
治
者
莫
不
奏
效
如
神
查
該 

捜
毒
丹
南
自
祖
傅
四
代
並
得
家
叔
林
德
照
轉
授
於
予
是
以
得
傳 

授
此
秘
方
其
後
更
從
事
研
究
而
變
通
之
故
有
藥
精
之
軽
明
僑
胞 

有
花
柳
病
之
痛
若
者
精
留
意
焉

▲
舖
仆
本
小
歌
林
比
街
四
一
一
貳
號

★* 
大
羅
仙 ★

★
★
★
★

★
★
★
★
 

小
批
八
字
宣.兀 
加
批
星
格
三
元 

中
批
大
批
另
議 

筆
金
先
惠 
空
函
不
答

.星
算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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唾鄭滎陽總堂紀念預吿

啓
者
本
總
堂
謹
擇
于
明
年 
一月一日大 

午
一
時
舉
行
九
週
年
紀
念
典
禮
統
請 

各
埠
滎
陽
分
堂
諸
伯
叔
昆
季
屆
時
光
臨 

助
慶
指
示
禮
儀
曷
勝
榮
幸

宋
子
文
圖
鎭
定
人
心 

▲
謂
政
府
白
鎮
儲
蓄
足
以
維
持
沙
幣 

南
京|
h
日"
美
聯
祉)
電 
•
財
政
部
代
理
部
長 

宋
子
文 
爲
圖
鎭
定
市
面) 
並
闢
謠
言
起
見 

"
足
日
宣
布
政
府
之
白
銀
儲
蓄
。大
足
以
維
持
中 

國
法
幣"
#
國
際
市
塲
之
地
位
六
個
月
而
有
餘 

•
綏
軍
二
次
擊
潰
僞
蒙
軍 

■
倭
抗
議
平
綴
鐵
路
拒
運
倭
貨 

紐
約
時
報
九
號
北
平
堪"
今
徳
綏
遠
華
方
電
稱 

， 
滿
蒙
僞
軍
乂A
自
靈
廟
被
華
軍
一
一
欠
擊
退 

亳
不
得
逞
，據
稱
僞
軍
昨
住
白
靈
屈
陶
林
及
興 

和
各
處
冉
次
進
攻 
加
以
飛
機
轟
炸;
惟
飛
機 

所
予
之
損
失
極
微 
聞
僞 m
由
熟
河
增
調
炮
兵 

步
兵
用
騎
星 
加
重
進
攻
力
量
，惟
綏
軍
各
處 

防
線
僮
爲
强
固
，
僞
軍
無
注
衝
進
。華 
方
電
訊 

冉
拒
斥H
4
軍
官
頷
中
進
攻
。而H
方
則
謂 

平
綏
鐵
胳
已
定
以
後
拒
運
日
貨
故
日
方
現
正 

準
備
提
出
嚴
重
抗
蠻
广

均
白
艮
愴
或
手
機
編
檜
一
間
有
携
備
手
溜
彈
云

令
所
部♦
嚴 

II取
締-
惟
警
察
査
捜
諸
小
報
地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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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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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W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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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

 ^S^SQ

叱

請

加

屬

華

僑

團

体

選

舉

小
 

趙
屛
珊
爲
出
席 
民
大
會
華
僑代表 

。 

趙
爵
珊
君
廣
東
中
山
縣
人
現
年
丸

—
歳
赋
性
忠
厚
博
學
能
攵
並
善
詞
令
能
通
國
語
辛
亥
加
入
同
盟
曾
歷
任
中
國
國
民
党X

 

駐
實
分
部
部
扱
書
記
及
國
民
党
附
設2
演
說
團
團
長
中
山
演
說
社
社
長
現
象
劇
社
社
长
乂
雲
埠
中
華
會
舘
執
行
委
員
雲
仪

“
愛
讒
僑
胞
之
真
誠
尤
足
感
佩
惜
因
生
計
問
題
急
於
囘
雲
若
假
以
時
間
定
然
可
收
大
效
我
旅
加
華
僑
慘
受
四
一
苛
例
之
苦"
 

人
|
餘
戴
於
茲
際
茲
選
派
國
民
會
議
代
表
希
望
僑
胞
諸
君
選
派
超
屛
珊
君
充
當
想
趙
君
定
必
本
其
愛
讃
僑
胞
之
初
衷
繼
續
匹 

~

奮
鬥
加
倍
努
力
爲
我
僑
解
除
痛
苦
也 

趙
屛
珊
國
民
大
會
代
表
選
舉
籌
僵
啓
而 

M
 

▲
通
訊
助
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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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
華
僑
駁
例
局
主
席
駐
雲
龍
岡
公
所
連
任
主
席
現
任
中
國
國
民
党
駐
加
拿
大 

總
支
部
執
行
委
員
曾
常
務
委
員
雲
埠
華
僑
公
會
學
校
校
長
及
國
府
備
修
委
員 

會
僑
符
委
員
及
被
聘
任
爲
國
民
經
濟
建
設
運
動
委
員
總
會
會
員
曾
充
出
席
一
一 

全
人
會
之
中
國
國
民
党
駐
/JU拿
大
總
支
部
代
表
其
畤
曾
將
旅
加
華
僑
惨
受
四 

三
苛
例
之
束
縛
及
痛
苦
著
就
一 
爲
旅
加
四
萬
華
僑
請
命
二 
攵
洋
洋
萬
餘
百
遍 

登
滬
京
各
報
如
申
報
新
聞
報
中
央
公
報
等
〔同
時
域
埠
初
民
國
報
亦
肩
登
載) 

另
印
麗
專
張
力
干
張
分
送
京
滬
各
翅
舘
各
机
關
各
團
体
屢
向
王
正
廷
外
交
部 

長
詳
細
陳
述 
fl六
次
及
晋
謁
當
局
要
人
俱
斤
斤
報
吿
請
求
爲
旅
加
華
僑
與
加 

政
府
交
涉
改
善
移
民
條
例
取
消
不
平
等
侍
遇
趙
君
當
此
代
友
洵
幅
而
懒
愧
其

£
5

岁
二
^

一

址
：
品
爲
棘
手
一
因
諸
地V
皆
倒
戴
也
：

■
縛介石已被殺害說

▲
張
學
良
宣
佈

1
海1
六
日 
美
聯
社
一
电
。
是
日
供
學
良
由
無 

線
電
宣
佈
。謂
蔣
介
石
與
隨
蒋
赴
陝
之®
要
将 

領
數
名 
於
兵
變
後
被
殺 
一

跟
謂
蒋
拒
絶E
H
本
宣
戦
，
故
将"
■
斃
七 

前
此
報
吿
•
謂
張
时
致
电
南
京
。通
知
宋
美
齡 

伊
個
人
保
證
蔣
性
命
安
至>
， 

乂
英
人
端
諾
氏
已
飛
仆
也
安
作
中
人
代
国
例
講 

數
茲
撮
靈
國
同
盟
社
駐
上
海
訪
員
訊 
謂
阿
府 

家
人
刻
憂
慮
端
諾
氏
呈
否
安
全 
蕃
彼
等
盼
望 

端
諾
氏 
H1四
安
白
所
報
吿 
但
迄
今
仍
大
見
端 

諾
囘
音
工

寧
軍
兩
師
包
圍
西
安

▲
張
學
良
那
衆
僅 

1
海|
H
H
統
一
社
電 

央
軍
兩
師
；
現
圍
困
曲

府
是
日
宣
布 
中 

距
曲
安
僅t
h
里

。
如
釋
蒋
上
交
涉
失
敗
一
擬
即
進
攻
小
依" 

乂
訊 
曲
安
附
近
之
潼
關
、咸
陽
。渭
南
二
要
鎭 

現
皆
爲 W
車
據
守
。
統
計
小
張
部
屬 
僅
宜 

萬
衆
.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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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委
沙
兄
弟
樂
栗
公
司
廣
吿 

小
公
司
備
有
各
項
風
琴
，留
聲
机
・
電
造
霜
檀
・
懷
連
絃
索•
曲 

本
與
乎 
一 切
樂
器
上
列
之
貨
新
偽
皆
有
價
目
相
宜
或
充
銀
期 

利
息
輕
便
與
華
友
交
易
向
稱
妥
當
倘
蒙
光
顧
格
外
歆
迎

i
6
盛傳楊虎城反正一、迎蔣 

至
西
安
城
內
‘尙待
證
實
， 

，寧軍與叛軍在咸陽激戰

二0

又
寧
軍
大
隊
。一由隴海

路向滝關移 
準備攻張 

4
京
、津
、東北同鄕會 
一憤 

張行動 
一紛紛開會通電 

斥
張
救
蔣
。

，國內金融恐慌 
紙幣大 

跌
。。粤
當
局
自
陝
變
後: 

日
夜
討
論
應
付
辨
法
，。又 

恐
桂
起
異
動:
加派軍隊 

駐
粤
、桂
、邊)
桂
李
、白
、 

現
査
得
未
有
表
示
。一廣

紙

。

M
-

•
寧
府
與
張
學
良
磋
商
二
誌 

▲
脹學
良
一
要
索
梭
優
地
盤

▲
取
消
戰
倭
及
收
囘
失
地Z
要
求 

北
平t
h
日(
統
一 
社)
電 
張
學
良
擄
蒋
介
石 

作
肉
票 
聽
候
客
府
出
相
富
償
格
将
蔣
贈
囘
。 

客
府
遂
令
英
人
端
諾
氏
爲
「中
人
一
。赴
陝
也
省 

四
安
與
張
講
数
一 
端
諾
氏
已
乘
飛
機
抵
曲
安
： 

開
始
與
張
談
商 
此
乃
官
界
人
所
發
消
息
。注 

一厶"
蒋
介
石
於
上
星
朗
介
陝
也
省
爲
張
學
良
部 

兵
拘 

61將
喘
禁
於
西
安 
零
府
如
心
接
納
張 

之
要
求
條
件
将
縛
贈
出
一
則
張
将
撕
此
肉
票 

;
所
謂
撕
此
肉
票
者
即
将
持
殺
斃
星
也
。 

張
學
良
所
欲
者
爲
食
客
府
自
較
人
發
言
權"
南 

京
與
北
平
官
界
人
信
得
關
於
此
事*
脚
能
與 

板
學
良
安
協
，現
目
端
諾
與
浓
氏
談
商 
張
封 

留
已
有
所•退
讓
一•
即
将
前
日
所
提
出
之
要
求
收 

囘
，
前
時
要
求
條
件
中
有
一
項
爲
一
客
府
須

911 

時
向
日
人
官
戦
以
便
收
囘
東
三
省
失
地
二
今 

張
氏
已
前
此
條
取
消 
另
提
四
項
要
求m
左
一
。 

3
命
最
優
省
份
與
張
學
良
所
部
作
地
盤 
並
增 

給
負
東
北
軍
月
能
。此
項
餚
銀
由
國
庫
支
撥 

n
張
部
此
次
背
叛
真
府
及
拘
擄
蒋
介
石
之
罪
須 

一
槪
赦
宥
；
即
将
钦
真
府
不
得
因
此
歧
視
之 

日
寓
府
須
即
時
停
止

11/ 期
甘
肅
暨
他
百
女
匪 
。 

e
真
府
須
採
較
强2
抗
日
政
策 

右
列
四
項
要
求
條
件
中
以
第
項
爲
最
重
要
一 

拳
人
信
保 e
氏
弋
審
府
要
人
必
接
柄
、 

蓋
以 

現
口
彤
勢
言 
依
學
艮
己
擄 #
作
肉
票
、
俵
此 

舉 

如
以
愉
指
嚇
蒋
氏/
頭
部 
随
時m
漬
蒋 

及
其
重
笈
将
領
於
死
地 
因
白
人
七
名
最.咼
級 

将
領
亦
與 #
日
時
被
擄
也 

乂
眼
學
良
對
此
等
要
求
將
限
以 
定
時
期 
4
 

此
朗
内
真
當
道
須
接
納
此
等
要
求
並
要
寧
府
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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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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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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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