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煌
仔
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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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
壊 

且
隹
成 ̂

靖
俨 

较
传a
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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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
城
絲
苗 

新
花
萱
粘 

各
種
水
貨 

合
時
生
菓 

菜
米
瓜
仁 

化
粧
香
品 

發
行
零
沽

井
僑
胞
光
顧

拔
毒
生V

膏
每
合
一
元
五

此
膏
治
損
傷
凡
有
損
口
未
埋
者
貼
之 

即
能
全
愈

一
跌
打
止
痛
葯
水
瞥
元
二
五 

此
水
散
瘀
止
痛
凡
跌
打
搽
之
即
能
散 

瘀
止
痛
消
腫

一
皮
膚
温
毒
葯
膏 
每
合
一
元
五 

專
治
皮
膚
痕
癢
或
皮
膚
起
粒
出
水
掾 

之 卽
能
全
愈

萬
一

脚
葯
散 
每
鱒
弍
元

專
治
久
年
爛
脚
無
論
新
舊
爛
脚
摻
之 

定
然
全
愈

一 花
段
疳
葯
膏
 
每
合
一
元
五 

此

膏

專

白

疳

凡

染

鹹

疳

書

之

即

愈

一 花
柳
白
濁
丸 
每
盒 
一
元
五 

此
丸
魯
新
久
白
濁
或
小
便
刺
痛
食 

此
丸
壹
点
饉
其
痛
卽
止 "

一 花
柳
拔
毒
丹 
每寸壹元 T

經
8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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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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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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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博
士
銜
現
設
醫
館
於
本
埠
加
蘭
護
街 

醫
館
時
間
朝
九
點 

門
牌
八
壹
七
號
貳
拾
至
卄
一 
號
房
極
樂
， 

至
下
午
五
點
半 

與
華
友
交
易
價
錢
相
宜
手
術
精
巧
偷
蒙 

電話千汝地一四豐 

賜
顧
無
任
歡
迎

J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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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
科
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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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
老
克
氏
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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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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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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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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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耳
環
花
旗
參
發
行
 

一
自
製
新
機
器
用
電
力
研
藥
兼
整
藥
丸
快

w_

捷
妥
當
如
有
僑
胞
暨
丸
者
仰
留
意
焉

箱
理
一
一 

滿
地
可 
二

都朗宀

十
一

溫
汝
辟

卡
技
利

雷
振
打

汝
利
愼

雲
高
華

城
多
利 
一 

列
必
治 
一

歌
麻
多
年
 

客
题
獨
-

金
山
大
埠 

紐
約 

羅
省
技
利 

屋
崙 

檀
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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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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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招
代
理
利
權
優
給

味

甘

香

腦

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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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星
算
命

•
算
命
價
格

小
批
八
字
一
元 

中
批
星
盤
力
元 

加
批
八
字
二
元 

大
批
星
盤
拾
7L 

筆
金
先
惠 

空
函
不
答 

•
寓
址
雲
埠
瑞
英
昌

Sui  Ying  C
hong  C

o,

553  C
arrall  St,  

Vancouver  B
・ C

◎
皮 
草 
平 
沽

本
店
向
做
大
奮
生
皮
及
皮
褸
零
沽
生
意
・
・
現
鑒
於
世
情
冷
淡
：
且
租
價
高
昂•
・
爲
謀
收
縮
盤
費
起
見: 

特
將
各
皮
草
减
價
淸
盤
出
售
、俟
賣
淸
後
：
便
不
做
零
沽
生
意
・■ 

御
犧
牲
値
六
萬
元
之
貨
物
：
如
上
靚
皮
褸
、及
搭
頸
毛
領
屋
皮
等
、

原
價
每
元
現
只
收
四
毛
五
仙

各
貨
要
將
之
淸
沽
：
欲
定
買
者••
可
先
交
定
銀
若
干
・•
留
候
遲
數
星
期
取
褸
亦
可•
・ 

數
種
特
別
貨
物
平
活
列
后 

乞
愼
海
狗
皮
褸■
：
■
壹
等
者
毎
件
特
別
價
九
十
四
元
五
毛 

香
鼠

M
uskram

皮
褸
：•■■
：■

金
黃
色
頂
靚
者
每
件
常
價
壹
百
壹
十
五
元

現
活
五
十
四
元
半 

香
鼠
脊
毛
皮
褸■
：■•
：■
真
實
靚
貨
：
裝
式
均
極
趨
時
・
・
每
件
常
價
貳
百
元
：

現
怙
七
十
四
元
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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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
病
人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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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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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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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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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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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公
司
爲
雲
埠
之
最
大
者
所
用
之
車
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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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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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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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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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濟
深
之
行
止 

香
港
函 
客
府
軍
事
訓
練
總
監
李
濟
深 

南
下
抵
港 
杜
門
養
病 
迄
今
已
逾
兩
月 

在
此
期
中 
李
氏
對
于
今
日
危
急
之
國 

難 
及
國
內
之
政
同 
未
有
若
何
表
示 

及
出
任
艱
巨
之
意 
近
查
李
氏
病
體
已
將 

痊
愈 
第
四
集
團
軍
總
司
令 
及
桂
省
要 

人
雷
殷
馬
君
武
等 
日
昨
聯
袂
來
港 
謁 

李
磋
商
時
局
問
題 
內
政
部
長
黃
紹
雄 

亦
啣
蔣
介
石
之
命 
携
蔣
氏
親
筆
函
來
港 

促
李
返
京 
籌
商
救
國
大
計 
則
李
氏 

行
止 
於
茲
時
局 
關
係
頗
重 
記
者
昨 

日
特
趨
其
私
邸
訪
謁 
叩
詢
其
對
國
難
之 

意
見 
及
有
無
北
上
意 
適
時
李
宗
仁
氏 

亦
到
訪 
會
談
要
事 
乃由其秘書黎任一 

民
接
見 
據
語
記
者
云 
蔣委員長託黃一 

部
長
携
函
南
下
促
李
總
監
北
返 
昨
日
已 

與
黃
部
長
會
面 
晤談一 
切 
蒋
氏
之
函 

辭
極
懇
切 
惟
李
總
監
現
病
籠
雖
畧
痊 

愈 
而
糖
尿
症
尙
須
繼
續
調
治 
以
有
病 

之
身 
未
可
以
出
任
艱
巨 
且
其
本
人
在 

京
職
務 
有
朱
培
德
代
理
一
切 
故
北
上 

，之
期
未
定
也 
至
對
於
現
在
國
難 
日
急

壹
日 
極
覺
痛
心

人
今
離
開
國

内 
計
自
京
赴
滬 
由
滬
來
港 
經
已
數 

月 
現
在
黨
府
對
國
難
之
方
針
如
何 
態 

度
如
何 
未
能
知
悉 
故
自
楡
關
事
發
後 

祇
盡
其
個
人
力
量
修
辦
者 
致電各一 

方
督
促 
力
赴
國
難
而
已 
至
返
桂
原
籍 

則
亦
因
病
尙
未
痊 
囘
鄕
調
治
不
如
港

之
便
利 
行
期
遂
遲
遲
未.

並
查
李

宗
仁
氏
抵
港
後 
連
日1
訪
李
氏
磋
商
時 

局
及
整
頓
桂
省
各
問
題
云

蔡
廷
楷
展
期 

161 閩 

閩
省
綏
靖
主
任
蔡
廷
楷 
本
擬
動
程
囘
閩 

但 
一 四
集
團
陳
李
兩
總
司
令
及
余
軍
長 

漢
謀
等 
因
籌
商 

IIJ共
種
種
計
劃 
及
組 

一
織
西
南
國
防
委
員
會
等
重
要
間
題 
準
留 

多
住
數
天 
以
便
隨
時
會
商 
尤
其
是
呈 

請
黨
府
關
於
粵
閩
桂
增
矣
入
赣
之
如*
 

濟 
西
南
國
防
經
費
之
如
何
協
助 
須
候 

南
京
電
覆 
故
將
行
期
展
緩 
面
囑
參
謀 

處
長
趙
壹
肩 
副
師
長
張
炎 
先
行
囘
耳 

同
時
並
電
厦
門
沈
參
議
熾
雲
等 
不
必 

候
迎 
致
碍
公
務 
聞
蔡
氏
離
粤
日
期 

•
約
在
月
之
中
旬 
而
六
拾
豊
師 
副
師
長 

兼第一 
三
八
旅
旅
長
張
炎 
昨
接
所
屬
龐 

成
謝
鼎
新
等
電
促
囘
閩 
主
持

SIJ匪
看
事 

原
擬 
一 日
即
偕
趙
參
謀
處
長
鲁
肩
赴
港 

三
日
乘
輪 

IB)厦 
嗣
因
其
家
人
染
病 

致
改
行
期 
昨
二
日
記
者
得
遇
張
副
師
長 

叩
間
囘
闘
確
期 
據
語
記
者
稱 
余
原 

定
一H
赴
港
首
途
返
閩 
嗣
因
家
人
患
病 

故
臨
時
改
期 
定
明
「三
」日
始
赴
港 

趕
乘
四
日
由
港
往
厦
之
某
輪
囘
閩 
記
者 

隨
問
日
昨
閩
北
共
匪
有
圖
犯
邵
武
之
説 

現
在
情
形
如
何
據
答
閩
北
共
匪
圖
犯
邵

武 
自
被
我
軍
探
悉 
早
有 

雖
得
逞 
已
不
敢
嘗
試 
現 

豐
帶 
前
方
用
爲
安
謐
云

匪知 
黎
川

^^^^^^^^8

廣
東
新
聞
一

火
詳
情 

園 
拾
二
號
元
源
棧

■̂
应
置
一

壽

堤
水
店 
鋪
內
堆
積
木
料
陆
匕
現
値
新 

年 
各
伴
休
息 
囘
店
食
宿
者M
衆 
三

下

在
店
晚
膳
後 
竟
不
戒

®
火 
將
烟 
亂
鹰 
旋
出
外
遊
行 
祇 

留
二
三
人
在
店
內
看
守 
不
料
至
是
晚
七 

時
半 
其
火
屑
即
燃
着
店
中
刨
柴
木
料 

良
久
各
伴
尙
不
發
覺 
及
至
火
勢
猛
烈
時 

則
施
救
業
已
無
及 
急
走
出
報
警 
消 

防
験
所
聞
報 
乃
駕
機
到
塲
灌
救 
惟
已 

延
及
附
鄰
各
店 
至
九
時
卅
分
始
將
火
撲 

滅 
隨
由
長
壽
分
局
派
警
將
核
起
火
店
之 

東
主
邵
浩
玲 
傳
至
分
局
説
究 
以
尙
無 

縱
火
嫌
疑 
始
將
其
遣
去 
計
查
是
役
被 

燒
舖
屋
共
有
七
間 
計
三
指
七
號
致
成
住 

宅 
三
拾
八
號
榮
興
首
飾
店 
三
拾
九
號 

中
興
牙
擦
店 
四
拾
號
合
興
璃
瑙
店 
四 

拾一 
號
粤
華
銅
鐵
舖 
四
十
二
號
元
源
梭 

堤
水
店
「起
火
一
四
拾
三
號
仁
和
丸
散
舖 

十
四
號
李
耀
棠
住
宅 
四
拾
五
號
利
益 

水
館 
以
上
均
全
間
燒
去 
損
失
約
萬 

I
元 
團
體
公
司
或
商
號 
須於二拾一 

年
二
月
五
日
前 
到
會
掛
號 
以
便
分
配 

時
間 
⑤
時
裝
表
演
之
評
判 
以
觀
衆
之 

選
舉
爲
依
歸 
經
本
會
參
孜
後 
則
給
予 

獎
狀
或
獎
品 
以
示
鼓
励㊅
本
規
則
經 

籌
備
會
議
議
决
施
行

佛
弟
子
爲

法

佛
教
密
宗
解
行
精
舍
金
鋼
乘
弟
子
趙
士
覲 一 

等 
以
護
國
仁
王
供
養
法 
爲國家祈禱一 

安
寕 
當
此
國
難
日
或 
人
民
應
自
動
動 

修 
以
期
轉
危
爲
安 
查
此
法
向
來
由
國 

王
爲
國
離
修 
H
本
皇
族 
每
年
正
月
初 

一
至
初
八
日
虔
修
此
法 
國
運
得
以
興
隆 

唐
玄
宗
時 
亦
曾
請
一
行
阿
闍
梨
修
此 

法 
得
免
契
丹
騷
擾 
現
趙
等
特
發
起
由 

人
民
自
動
虔
修 
自
唐
朝
以
來 
此
爲
第 

二
次 
其
第
一
次
係
去
年
正
月
曼
殊
法
師 

於
白
雲
山
供
養
此
法 
結
壇
之
日
即
上 

海
簽
和
約
之
時 
故
佛
門
弟
子 
均
起
信 

念 
乃
於
此
次
修
法 
依
照
不
空
三
藏
所 

歸
儀
軌
修
養 
由
舊
歷
元
月
初
七
晚
起 

一連七天 
在
六
榕
寺
設
壇
虔
修
讃
國
仁 

王
法
二
十
堂 
息
容
護
摩
法
上
堂 
諸
神 

供
三
堂 
護
國
法
主
壇
者
爲
趙
士
覲 
王 

一i
 
護
摩
法
主
壇
者
爲
汪
彦
平 
諸
神 

供
主
壇
者
爲
趙
顔
芝 
昨
經
分
函
各
道
侶 

担
任
持
誦
何
項
經
卷
及
真
言 
聞
各
道
侶 

均
踴
躍
赴
會 
報
名
者
達
數
百
人
云 

鄭
口
有
已
遷
出
死
獄 

港
政
府
議
决
赦
鄭
國
有
死
刑 
改
爲
終
身 

監
禁 
此
事
經
載
昨
報 
鄭
被
判
死
刑
後 

即
被
囚
於
一
八
七
號
死
獄
中
以
待
决 

自
故
其
死
刑
後 
由
監
獄
官
正
式
通
知
鄭 

國
有 
記
者
昨
訪
郎
氏
友
人 
據
稱 
監 

獄
官
於
昨
早
六
時 
已
將
鄭
遷
出
死
獄 

改
以
監
犯
待
之 
前
日
其
母
得
襄
死
消 

息
即
入
獄
與
鄭
生
見 
斯
時
餌
態
度
亦 

不
覺
如
何
悲
飮
昨H
則
由
監
獄
官
指
定 

監
中I
作 
俾
鄭
充
當
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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