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耳 
元 
五 
五

Y

①

號

好 
废 
Kip

Fashion Shoe 
亜

1■11

4 ju^ ̂ ^^js^y 
Cornet, BROW. Ltd., 
33 Hastings Sl E. Vancouver, B.C.

McKinnon bales & Service Ltd.
1308 Granville St.
Trinity 4033

取分慈

六期星 日六十月五年五十二国民4（頁二）

做工靴三
元
九
五

天
一
味
母 

質
助
靚 

批
價
最
平 

舉
不
信 

試
購
一
瓶

爲
國
貨m

R

的
： 

廣

萬

生

雜

貨

藥

材

商

店
" 

新
到
國
貨
。包
腹
有 

新
定
價
目
。壓
到
最
平 

.。« .J/AIW
O
U
BA  

In9g  E
ds  D

aoud  

.M  .3〃  M
Pa9d  9€2  .。。B

aPS  5
N
 
或UO

M
M

上
海
天
一
吐
 
一 

童

出

晶

一

Ĥ
BII

一

代
賣
「化
蘿
閃
」
「亞
市
多
利
亞
」「市
利
打 
一「華 

市
磨
一
及
各
種
靚
靴

謹

祝

摩
登
西
菜
館
新
張

營
業
進
步滿

地
可
麵
包
公
司
觸
躬

M
ontreal  Bakery

矢

L

 

-LIZ
：

調
味
核
品

顔
色
：匂 

鮮
手
强

44 
■
，

8 

';■■
‘<
‘『
遂
点F
毋1
^

▲
李
潤
庭
廣
吿

啟
者
小
號̂

—

—
^
s
s
s
l
^
i
s
s
 

特
購■

器
出
料
工
精
價
良
及«
 締
埋
裝
水8!8^£

面
看
伊 

一 概
大
小
接
造
包
罐
取
價
又
廉
務
使
貴
客
滿■

蒙
賜
顧
可
附 

訂
銀
期
以
利
僑
商
生
計
抑
或
現
欺
套
易-
僅89

領
饕
選
上) 

等
材
料
現
在
餐
館
之 新
例
莫
論
木
磚
弟
度
隨■
精
發
給
准
照 

無
妨
有
阻
止
之
理

▲
工
撤
喜
市
定
街
東
門
牌
五
十
四
號
樂
給
賓
餐
館
穗
下

一 ▲
電
話
日
矢
豊
七
貳
八
 

/
冒注 
61 
夜 
得
曇
市
五
貳
五
三Y

恭
祝
華
區 

摩
登
西
菜
館 

開
張
前
途

—

本
公
司
代 

該
西
菜
館 

裝
置
冰
霜 

櫃
一
切
妥 

當

麥
很
年
有
限
公
司
啟 

設
在
加
蘭
胡
街
壹
三0
八
號 

(
電
話)
千
汝
地
四
。
三
三

計 
吿 

立
偉
等
侍
奉
郷
狀
痛
遭

先
考
敗
洽
梁
公
府
君
慟
干
民
國
什
五
年
四
月
廿
九
日
下 

午
三
時
十
五
分
修
以
病
終
于
公
醫
院
距
生
干
淸*
緒 

四
窗
曆
拾
貳
月
怡
八
日
享
壽
精
閏
六
卜
有
貳
歲
立 

•偉
等
費
含
殮
卽
日
成
服
定
于
五
月
十
九
日
下
午
貳 

時
在
喜
市
定
會
囊
羅
槍
肆
設
奠
另
期
扶
柩
篇
國
安

—

葬
赛
屬 

親世
値
哀
此 
1b 

戚聞

孤
子
立
偉 a
銳 a
佐
泣
血
槽 M 

齊
衰
期
服
孫
植
和 
泣
譽
 

功
馭
孫
植
明 
拭
淚
頓
首 

■js  

il
樹
拭
淚
頓
首 

總ayw

大
興
拭
涙
頓
首 

功
服
外
孫
黄
國
安
難
拭
涙
頓
首 

功
服
甥
吳
朝
琛 
朝
壁 
拭
淚
頓
首 

總
服
弟
遠
笑 
拭
淚
頓
首 

總
服
姪
立
煖
麟
拭
淚
頓
首 

司
書
功
服
弟
緝
光
拭
淚
頓
首

▲
訪尋譚光鋪 啟事

改
者
弟
有
一 
位
親
戚
名
來
裕
字
光
鏞
年
方
九
十
一 
歳
係
台
山
白 

水
堡
新
村
租
人
向
操
楂
牛
乳
工
前
幾
年
尙
有
書
信
寄
歸
至
今
音 

信
渺
然
未
知
其
落
在
何
方
故
特
登
報
尋
訪
偷
四
方
親
朋
兄
弟
有 

知
其
人
住
何
埠
操
工
者
煩
惠
函
前
來
報
吿
其
住
址
俾
得
通
信
若 

光
编
見
此
吿
白
仰
即
囘
音
免
望
則
不
勝
感
激
之
至 

▲
通
飢
處 
雲
高
華
埠
片
打
街
東
貳
三
八
號

同
益
公
司
交
陳
任
便
知 

H
ong  Yick  C

o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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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
美
大
毋
弟
黃
炘
華
敗

摩
登
西
菜
館 

新
張
宏
發

本
公
司
接
辨
該
西
菜
館
一
切
建
造
工 

程
頃
已
完
成
爱
誌
數
字
祝
之
如
上

振
利
公
司
司
理
李
穩
鞠
躬

但
毎
爲
倭
兵
所
阻
云
云:

til消
息■
通
方
面
人
稱
一
因
大
宗
私
貨
連
入
華 

北
。。致
駐
華
北
之
中
國
海
關
收
入
銳
减
五
： 

中%
煤
礦
業
蓄
日
有 

A
倭
資
本
家
已
統
制
中
國
六
大
煤
公
司 

上
海
拾
山
日
電
。頃
倍
消
息 
倭
人
近
組
有
「新 

中
一
公
司 
該
公
司
之
計
創 
一 旦
實
施
成
功"
。則 

中
國
之
煤
礦
開
採
業
将
靈
歸
日*
所
壟
斷 
。盖 

日
人
之
資
木
已
支
配
中
國
六
大
煤
公
司;
此
六 

公
司
中
有
五
間
是6
河
北
省
餘
一
間
乃
白
山 

東
省
云:

h

康
活
佛
被
共
匪
擄
禁 

▲
欲
運
動
曲
康
土
司
與
鬻
府
合
作 

- 

一
上
海1
四H
，美
聯
社)
电
茲
徳
華
字
報
消
息
一 

-•
。西
康
之
蒙
那
活
佛
爲
共
匪
軍
隊
擄
去
：
該
活

亜
政
府
遷
都
哥
爾

▲
1
 軍
摩
托
車
隊
向
奮
爾
推
亠

特

電

升
洲
英
屬
卡
冬
埠 

亜
國 5
 爾
城
英
領"

駐

電
。是一

▲
今
展
接
駐
香
港
訪
員
來
電
云 

0
倭
賊
於
昨
十
五
日
有
七
千 
一 

六
百
隻
乘
船
抵
天
津
。。調 

- 
小
隊
駐
北
京
，天
津
、北 

京
：英
美
公
使
對
此
極
注 

意
。.認
日
賊
此
舉
係
預
備 . 

用
武
力
侵
佔
華
北
。。 

一 

6
華
北
賊
軍
包
庇
貫
歹
人 

私
運
劣
貨
：且干涉我方 

防
阻
私
運
，。極
爲
蠻
橫
。。 

0
中
美
貨
幣
協
定
談
判
已
竣 

。。候
正
式
簽
字
即
公
佈
。。 

▲
今
展
接
駐
卜
海
訪
員
來
電
云 

。白
崇
禧
，黃
旭
初
、乘飛機 

到
廣
州
祭
胡G
隨
卽
出
席 

大
會
議)
。第
棠
主
席:

健
報
吿
：
亞
政
府

已
遷
都
好
爾
城
。此
地A
距
押
地
士
亜
巴
巴
地 

西
南
約
二
百
五
卜
英
里
。

但
該
報
吿
木
明
言
亞
國
政
府
是
否
股
於
番
爾
城 

內
：
抑
什
該
城
郊
外
山
嶺
中"
因
亞
人
關
於
此 

事
力
守
秘
密;
以
免
爲
駐
押
地
巴
巴
城
之
意
大 

利
空
軍
襲
擊
也
。良
日
據
押
地
士
亞
巴
巴
戚
來 

訊
。，謂
昨
日
意
軍
摩
托
車
缘
已
由
押
地
士
亞
巴 

巴
出
發
，。向
哥
爾
城
出
较
欲
將
此
地
收
歸
其 

摩
握
云
：

•
日
本
又
增
兵
駐
北
京

▲
第一 
支
缘
昨
夕
入
旅

一
佛
適
運
動
西
康
省
土
人
部
落
與
奔
府
合
作
；
爲
北
京
卜
五
日
電
。
一
最
近
日
本
乂
將
本
城
倭
軍
守 

一
共
匪
察
悉
。遂
将
之
拐
擄
一
一
囚
之
於
西
康
省
北
一
備
隊
擴
大
：
第
一
支
除
是
夕
抵
此
間
：
該
支
陛 

境
藏
華
城 
蒙
那
活
佛
毋
年
七
七
有
一
。
被
擄
一
人
敬
爲
百
五
十
。。並
携
有
馬
卅
匹
； 

時
雖
慶
生
存
二
但
華
攵
報
章
謂
其
生
命
将
受
危
一
明
日
倭
軍
乂
将
有
日
本
步
兵
與
騎
兵
入
駐
本
城 

一
險
公: 

；
，預
料
本
月
內
日
軍
乂
将
大
批
日
軍
移
駐
奉
京 

有
久
駐

81 日首意 

、
日
方
對
增
添
華
北
展
數
。。力
守
秘
密
；
不
允 

▲
山
西
共
强
渡
河
竄
陝

紐
約
時
報
七
號
太
原
电
。。山
西
省
當
局
今H
發■
英
憂
慮
日
增
兵
華
北 

表
消
息
：
謂
共
匪
刻
已
向
人
烟
稀
少
之
山
嶺
匿
一 

▲
謂
此
舉
一
殊
非
佳
球
一 

域
撤
退"
預
料
彼
等
將
不
得
充
足
之
接
清
一
而
須
一
倫
敦1
五
日(
美
聯
社)
電
。英
政
府
自
接
日
本 

遠
蜜
。
故
共
匪
脅
威
晋
省
之
危
机
顯
已
度
過J
通
牒
。
聲
言
日
本
已
增
調
軍
隊
駐
華
北
後
。，即 

此
間
燃
傅
共
匪
大
獴
已
再
渡
黄
河
。
而
重
人
陝
一
抱
悲
觀
態
度
，筋
牒
文
謂
倭
國
增
兵
於
華
北
之 

西
一
，目
前
山
西
當
局
所
急
須
孜
最
者
厥
爲
共
一
理
由
有
叁
如
左:

討
論
南
京
、西南團結事
。

党
已
經
退
出
之
各
縣
善
後
問
題
。
蓋
各
株
遭
難 

極
車
。。粮
食
幾
絕
。而
現
欵
亦
無
：
太
原
刻
下 

仍
有
大
軍
駐
守
。
繼
續
施J:*

嚴一。但
預
料
不 

久
或
可
解
嚴
：
中
央
車
前
此
曾
謂
俟
危
机
度
過 

後
。。卽H
撤
退
一
然
太
原
南
部
目
前
乂
正
自
建 

築
許
多
大
兵
營"
。題
見
中
央
軍
有
久
駐
不
去
之 

意.E
二英須領導各國抗意 

▲
俄
外
長
向
艾
典
陳
說
兩
項
辦
法 

一瓦i
  

iL日
電
：
是
日
闕
國
聯
方
面
消
息: 

一
關
於
制
載
意
國 
蘇
俄
擬
逼
令
英
國
於
兩
途
屮 

:
擇
取 
一 途

"
因
華
北
共
產
主
義
吿
較
達-

㊁
因
華
北
排
倭
宣
傅
吿
增
加
。。

日
因
華
北
倭
僑
人
敬
增
加
：

8
牒
文
未
叙
明
倭
增
兵
萃
北
数
目
若
干c
祇
云 

。。倭
國
增
兵
於
華
北
之
舉
。。非
危
害
中
國
主
博 

"
亦
無
侵
把
他
國
利
權
意 .
僅
欲
维
持
華
北
之 

秩
序
與
治
安
云
一
个
但
英
人
評
謂
倭
國
此
舉
「殊 

非
佳
象
一
广
。"

僕
消
息
靈
通
方
面
飢
一
。日
本
增
兵
華
北
之
舉
與 

日
貨
私
運
情
形
無
關
係
云
：

向
華
要
求
四
項
之
預
料 

上
海:
六
日
電)
。是
夕
此
間
。。因
日
本
增
兵
亜 

洲
大
陸1
空
氣
緊
張
。。人
心
震
動
。。紛
傳
日
本 

將
致
哀
的
美
敦
書
於
辑
府
。並
提
出
四
項
要
求 

如
左
。。

0

新
會
七
堡
鄕
父
老
。極力 

禁
賭
。。定
初
犯
三
月
監
。。 

再
攀ere

重

募

电

牝

 

•
倭
將
向
中
國
提
出
新
要
求 

▲
欲降
中
國
爲
倭
之
保
護
國 

偷
教
十
五
日 
坎
拿
大
社)
電-
一日
本
壓
迫
華
北 

之
手
腕 

C

日
超
日
緊:

是
日
日
奉
正
式
照
倉
英
政
府
。
謂H
本
已
增
調 

軍
曾1y

華
北
二
所
增
兵
数
若
干
未
詳) 

：：：

謂 

增
兵
之
理
由)
爲
中
國
宣
傳
排
日:
且
華
北
日 

本
僑
氏
数
目
噌
加
；
被
處
情
勢
已
變
一
一
故
日
本

蘇
俄
外
交
長:
烈
蘊
那
夫C)
業
已
促
英
外
相
艾 

典
考
慮
下
列
兩
爲
法•
一㊀
取
消
制
裁
意
大
利 

。
將
國
際
聯
盟
曾
改
組
一㊁
英
須
率
領
國
聯
諸 

-
自
員
國
用
新
而
嚴
峻
手
段
懲
意
大
利
。
烈
蘊
那

-
夫
氏
曾
勸
艾
典
氏
於
上
列
吶
項
中
擇
取
其
。一㊀
華
幣
制
須
與
倭
幣
制
聯
絡
。今
後
中
國
須
採 

有
增
民
之
必
要?
 

切
勿
猶
果
决
？
此
爲
日
前
國
聯
行
政
院
會 

一

上

，

議
完
塲
.宣
南
俟
至
六
月

—六H
方
再
開
會
後 

R1日
1$ 睛

日
本
筋
客
造
出
新
酷
餐
/
烈
蘊
那
夫
與
艾
力
談
者>
是
日
篇
氏
已 

求
：
此
種
要
求•
。不
啻
夷
中
國
爲
日
本
之
保
護 
雅
日
一
侖
度
0
月 

國
云

‘
 

軽

I

 

・
英
不
南
日
貫
族
重
學
生 
■
俄 

51 守
備
像
又
被
鎗
擊

B
编
 
，
莫
斯
科
拾
六
日
一 
美
聯
成
電
。是
日
蘇
俄
塔
斯 

倫
敦r
 四
日 
美
聯
応)
電
：
是
日
據
有
威
權
方 

妾
庄
客
巴 

面
訊
。、英
美
兩
國
雖
曾
抗
議
倭
貨
連
入
華
北
事. 
嚮

壮

駐

谴

鴻

譜

電
U
I
S
 

:
但
倭
貸
仍
顧
續
私
連
入
華
北'
，故
英
政
府
當 
境
，•
備
珠
。V
被
人
用k
e
身
擊
。此
等
愴
彈 

局

齡

歸

緒

触

^

rM

 鴻
界
P
 
院

醴

縞
 

日
本
已
答
覆
英
國
， 
謂
倭
貨
私
連
華
北 
口
本i^j

評

频

建
 

政
府
封
之
不
負
責
。

■
舒
京
匪
首
五
名
被
槍
决

用
日
金
圓 
一
爲
華
帖
本
位
“。

㊁
中
國
須
城
認
「滿
洲
國
一

㈢
中
國
須
唯
日
兵
食
中
國
副
辦
共
匪
。 

㈣
中
國
須
切
實
與
日
本
經
濟
合
作
。。

•
美
又
提
九
國
約

▲
仍
守
對
華
傳
統
政
策
說

華
裡
頓1  

A

日(
統
一
社)
電
。。是
日
此
間
國
務 

院
因
日A
增
調
軍/
至
華
北
一
故
乂
提
出
保
存 

中
國
領
土
完
整
之
九
國
約
。據
謂
一。美
仍
遵
守 

該
約
五
、，

是H
僅
國
務
院
次
长
。
斐
力
氏
官
胡
。
現
目
美 

或
對
華
外
交
會
塲
與-
九
三
五
年
丁
二
月
五

易
日
據
有
成
權
方
面
飢
丿
英
當
局
公
月
之
二
日 
押
地
士
亞
巴
巴
城

—A
日
电
丿
是H
此
間
有
亞H
國
務
院
長
。。赫
魯
所
宣
佈
者
無
異
：
當
日
赫 

咨
照
倭
政
府
、
謂H
本
已
實
打
絞
治
華
北
中
國
盜
匪
頭
目h
名
被
槍
次
彼
等
皆
被
意
大
利
魯
氏
曾
厶
「美
國
仍
遵
守
對
華
傳
統
政
策
之
原

國
海
關
員
欲
盡
職
責
：
以
便
制
止
倭
貨
私
連
。。一
軍
事
裁
判
所
判
决
有
罪
者
注:

一
則
一
一
兮

丿

V.

卅東街定市喜在店本 
（面對廊政市在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