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俄 擬 在 滿 :州 
收
大 

摄 

|丿

iI 也 啲
由 

四.

去 年 已 輸 
人

，也

。
C 或 "「 解

糧 食 問 題
小 
III 
TC 英 江 洒 軍 卜" 鎖
0

暇刈降加 

图飾峡褊

4潔龜秃司公鸞

齡 

拘 

林

十 

一、▲

一
名

之仃山 
11 致 总 出 的 流 到'

⑥ •公量* 日八卄方十年人卄國良

▲

•'rD

仆
1||
1<小
、封
銖

一 柏
林
小
六H
在
徳
.
方
消
，|..'.:

;.:,11
1!: 卄
滿
洲
大

■.'1':-

一
伯
利
亞
鉄
路
連
赴
德
國•二

：：

徳
人
素
币
大
位U
。

晤
角 
駄
入
太
平
洋
。
以
備
龍
英
船
舶
一
查
該

戰
艦
排
水
量
一 

五
零1
分
九
 

萬
六
干
八
百
匹

有
十
一
寸

：：：
徑
砲
六
門
C 

砲
入
門 
汽
機
馬
力
約
九 

時
能
行
十
六
海
里
Z;』

0
湖
北
展
開
大
戰:
居
民
獻
身 

爲
義
勇
者
甚
衆1
誠
爲
我
國 

有
史
以
來
之
光
榮
戰
史C

*^

山
西
敵
軍 - 
股
侵
犯
吉
縣
。

曰
抨
擊
英
政
策 

未
許
印
度
完
全
门
治

六
號
在
馬
家
河
與
我
接
觸 

不
支 
現
向
南
退
却♦ 

軍
用
汽 
lli 
—卜
五
號
由
上

C (

議
會
。姑
H
抽
過

印
度
孟
,L1M

七H

,.b: 

孟
■,,' 

d

决
議
文
•
抨
擊
月
之
卜
1-

度
總
督
宣
一
佈 

此
决
議
文
各

-6
寇

之
英
阈
對
印
度
政
策 
各
議
員
贊 

九

一名 
反
封
片"

—
八
名*

赴
長
安

離
站

六
里
許 
觸
着
地
宙
。小
頭 

與
車1
二
輛
。被
炸
粉
碎

倫
敦
川
H
E

一
是H
英
政
仟
行
，

11]步
在
下
義

-■•比C
 

政
府
所
持
之
卬
度
政
策
塩
護 
内
反
封
政
府
之.1 

旗
親E
l
?
#
峨
洗
夂
聚
，育
立C
l
 
無
義 i
m
H
災
舟 

.？
？.\L 1
扌
圏
；" U
 

彳'
、
3
:
0
 11

— "
次
W
 

比
欠
议
曰
糸
岳
七
厶"
一
上
後
仙
龙U
"
攵
什
6
 

U

，L
胃
彳
伊
7
1
.
力一一一身M
m

力 

件
以
N

治
七
義
市
，y
  

rll度 
卽
仆
許
印
度
门
治

部
寇
軍
陸
續
退
却
我
緊
一 

躡
其
後
。復
據
要
隘
數
處
。

6
上
海
郵
員
要
求
增
薪
、
未
獲 

如
願3
擬
一
致
能
工
以
威
脅 

局
長
。。
•

0
岳
陽
敵
軍
昨
退
却
時;
携
去 

傷
兵
五
千 
同
時
亦
移
運
糧 

食
甚
多
落
戰
艦;

爲
。
若
兩
週
前 
據
汕
匹
度
港
港
務
局
之
船
舶
總 

管
斯
基
路
氏 
與
該
港
務
局
之
載
重
車
之
管
車
員 

。
哩
斯
副
氏
報
吿 
謂
當
日
一 
彼
兩
人
行
近
日
本 

海
軍
運
油
船
伊
羅
號
。。該
船
之
持
械
哨
兵
"
恆
尾 

隨
彼
等
之
後
云
一
厂
、。
伊
路
杜
烈
氏
謂
伊
已
與
汕
匹 

度
之
日
本
領
牛
交
涉
此
事
工
一。

•
德
戰
艦
一
艘
在
太
平
洋

▲
噂
備
襲
擊
英
船
說

倫
敦
什
日
瓶 
一
是
日
據
英
海
軍
當
局
報
吿 
謂
德 

國
袖
珍
式
戰
鬥
艦 
施
爾
提
督
號 
或
已
通
過
韓

美
中
立
修
改
約
在
卜
院
通
過

華
盛
頓
卄
八
日
在
。。

- 
共
3
 
攵 勺 
|.
」

蘭
人
。C

凡
有
憑
證
照
之
德
種
一
應
享
有
各
項
優
先 

權
云 6

•
法
每
日
戰
費
十
萬
萬
佛
郎 

巴
黎 
tr 
七
日
庵 
財
政
長
里
腦
氏
核
算
法
國
变
九 

四 

年
戰
時
代
用
•
每
日
消
代
卜
萬
萬
佛
郞(
伸 

算
每
日
美
幣
二
千
三
门
萬
元):
厶一。

•
倭
表
而
上
與
美
親
善
一 

華
盛
頓
卄
六H
電 
美
國
統
在
社
記
者
評
稱)
日

表
面
上
對
美
持
較
爲
善
友2
態
度

本
数
星.

， 
但
本
京
當
局
。
未
相
信
日
人
中
有
轉
變
。" 

日
人
表
面
上
親
善
形
式 

有
下
列
三
事
二 
鼓
浪 

嶼
事
件
一 
和
平
解
决- 
美
日
軍
隊
。一
同
時
撤
退
。。 

二 

在
華
日
軍
凌
辱
美
僑
行
動
：
較
爲
少
見
、。三 

JC
傳
有
親
美
傾
之
阿
部.
。膺
首
任
揆
一
。

然
在
表
面
之
外
一
仍
有
下
列
三
事 
一 
日
本
未
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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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一
十
。。下
星
期
一
百
卽
提
交
下
議
院
討
論
一
？

水
城
附
近
。。與
敵
連
日
交
綏

•
歇
罅
欲
教
訓
英
國

瑞
上
穌
列
治
出
七h
电
是
日
據
消
息
靈
通
方
面
 

人
報
吿

C

上
星
期
末
"
德
之
元
首
歇
罅"
仲
與
國 

社
黨
各
要
人
會
議 
一
疗
論
排
英 
計
劃 
當
日 
歇 

罅
氏
曾
語
出
席
各
人
公(
「
德
今
決
定
排
斥
英
國 

因
德
使
英
獲 
一 
太
教
訓
之
時
期
已
屆
」
广
。 

•
美
之
國
債 
萬
一
千
兆 

華
盛
頓
卄
七
日
电

C

是
日
據
本
京
財
政
部
公
佈
。 

謂
現
目
美
政
府
所
欠
內
債 
共
四
萬 
一 干
兆
云
。。 

•
倭
哨
兵
在
美
之
不
法
行
爲 

美
國
汕
匹
度
廿
六
日
点
」一
是
日
據
羅
汕
技
利
港
務 

處
之
總
辦 
伊
路
杜
烈
氏
宣
佈 
謂
嗣
後
日
本
軍 

艦
駛
進
該
港
時 
其
艦
長
須
注
意
艦
內
哨
兵
之
行

二
殺
賊
甚
衆
。

一 

9
江
西
北
部
戰
局
仍
吃
緊:
賊 

勢
力
漸
薄
弱̂
地
無
堅
壘: 

一 

逐
漸
引
退:
武
寧
城
西
部 
一。 

現
由
我
克
復:

e
湖
南
我
軍
圍
攻
岳
陽
：
雙
方 

死
傷
甚
衆 
、賊
防
線
動
搖
。、 

一 

不
久
須
要
撤
退)
。

6
 
山
西
我
反
攻
奏
捷 
鄕
寧
吉 

城
…
相
繼
克
復
；

變
建
設
所
謂
東
亞
新
秩
方7
野
心 
二
。去
年
卜
二 

月
ilf
一
日 
。美
國
杭
議
日
軍
侵
犯
在
華
第
三
國
權 

盆
之
通
牒 
至
今
未
覆 

三n
本
自
覺
對
俄
停
戰 

、無
後
顧
之
憂)
再
度
積
極
作
话
華
軍
行
動)
。 

美
大
使
固
魯
在
東
京
演
說 
-
其
用
意
實
爲
勸
日
人 

及
今
改
善
美
日
關
係 
勿
令
其
漸
趨
惡
化 
並
以 

忠
吿
日
本
商
約
正
式
吿
廢
之
期
誓
)
美
國
國
會 

。屆
時
自
由
禁
售
原
料
與
日
本 
，而
日
本
苟,不
俊 

悔 
美
國
國
會
"
大
有
採
取
此
着Z
可
能 
日
人 

自
知
美
國
海
軍 
距
日
本
漸
近 
歐
洲
正
在
作
戰 

-
H
本
之
依
賴
美
國
亦
更
切
，
倘
美
國
竟
予
制
裁. 

。
於
H
本
禍
学
頗
大
云

“。

C
全
加
洪
門
懇
親
消
息 

全
加
洪
叫
懇
親
大
會 
將
於 
fyj午
敢
幕 
各
埠
代 

表
到
各 
計
有
工
城
馬
由
綏 
汝
利
愼
張
培
祿
、 

穩
略
黃
阈
材
何
作
初 
企
連
呼
鈍
伙
恆
。
滿
地
可 

贵
金
灼 
城
埠
継
超
然 
李
中
岐
。田
瑞
卿
。。何
京 

蚀
醒 -

乃
磨
郎
錦
帆 
第
.力
區
李
世
儒
、
梁
掌 

朝
弟
右
。餘
如
祁
城
司
徒
俊
格 
劉
永
福 
城
坤 

總
社
军
永
和
二
松
雖,
會
艮
令
常
緒 
車
型
役
譚
壽 

屏
然
近
周
影
煜
二
一
，埠
林
文
仆
李
來
仃
。總
幹 

部
鄧
士
公
个
滿
地"
譚
文
瓚
等
人
聞
亦
將
相
繼

H
木.四•

•.;■:"
L
"
^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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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儿
战
，/*
阈
傅
教1
， 

=:以

來 
即
爲 ：：：

本
警
察

打
招 

1c. 
算
片
爲
「

1.< 放
"
 

V: 文
。

妝 
謡

英
國
都
化
港"
七
H
在
即
英
國
很
脫
国
海
岸
〃 

英
信
有
地
名
曲
 
y-s
l'l|̂
 
1kl-
,
小
：Z

有
契
人
安
门
水 

家
壹
隊 
在
該
處
海*
潜
水
、、欲
搜
公
：被
英
海
軍 

破
壊
之
德
人
潜
水̂

‘
"
^

是
h
據
訊
該
潜
水
 

i

家
已
在
被
沉
之
潛
水
艇
内
再
批
屍
toh
六
抬

11-一公 

一■
俄
代
徳
國
解
决
朴
食
問
題

A
Z
£
滿
洲
大
货 
V'

賣
茶
籌
款
進
支
數
列 

举
読
備
處
通
吿 

啟
者
本
會
於
月
之
七
八
兩
天
賣
茶
籌
款
救
濟
祖
國
傷
兵
難
民
深

蒙
洪
門
昆
仲
各
界
男
女
僑
胞
捐
助
物
品
及
協
力
上
作
出
財
出
力 
爲
逋
吿
事
一
血
得
全
力
洪
門
于
居
懇
親
大
會 
於
本
月
開
於 

募一匸、槌
三/
牛
段
总
本
富 
本
埠
一
同
人
等
蒙
各
昆
仲
不
棄 
舉
爲
籌
備
處
職
員
。屢
辭
不 

工

1

芸
鹏
難
鐘
9

惠
本
會 
獲
施
任
艱
鉅
。
惟
値
此
抗
戰
緊
急
當
中
。洪
門
以
抗
抵
異
旗 

經
於
十
八
日
由
香
港
中
國
銀
行
滙
交
重
慶
中
占
*
:
,
一、

2

』 

貯

.、

匸

w

t

T

H

侵
略
爲
宗
旨
一 
各
埠
叔
父
昆
鱼
：
救
國
固
不
後
人
。
愛
黨
當
然

熱
烈
一
定
必
踴
擢
齊
臨
一
東
屮
智
力~
以
達
救
國
安
民
之
目
的 

•
也
則
居
時
冠
雷
雲
集
車
水
馬
龍
"
大
爲
慶
闊
。〈本
處
責
司 

茲
將
進
支
數"
后

济
籌
備
之
事
一
義
屬
東
道
之
主
.
爲
防
招
待
疏
忽
一。禮
儀
不
週
起 
一 

四
元
貳
毫
五
仙
男
職
員
部
售
見
一
敢
請
各
埠
我
洪
門
堂
社
團
體
：
無
論
派
出
代
表
。
或
有
熱 

茶
券
銀
三
百
直
十
七
元
在
塲 
心
前
來
助
慶
之
叔
父
來
賓)
祈
先
以
公
函
列
名
通
知
：
俾
得
預

可
謂
當
仁
不
讓
見
義
勇
爲
不

同
人
亦
感
一 

央
財
政
部
一 

謝
忱

Q

•
1939

2218

?

十
七
元
八
毫
一
備
迎
接-
以
免
招
待
有
不
妥
協
之
虞 
則
誠
感
甚•
一
專
此
公
係

共
銀

以
上
合
共
進
入
銀
壹
千
四
百
五
一 
希
爲
諒
察.

卜
月 

拾
六
日

零

支
散
數
銀
壹 
中
華
民
國
卄
八 

九
仙
支
滙
港 
1

1

 

伸
坎
幣
壹
干

d

一
百
五
十

婦
女
界 
注
意
： 

巴
黎
美
容
所
。
是
華
人
女
子
經
營
的 

。
特
購
着
最
摩
登
的
像
私
和
電
髮
的 

機
器
。
並
且
對
於
各
種
底
容
及
捲
髮 

術
。
手
工
精
巧
。
現
在
秋
天
到
了
。

*
 卡

♦♦
re 

遍
 

计a
N
M
 
C 

2  
• E

二
百
八
十
壹 

1111
壹
毫
六
仙
以
上

合
」

去
銀
壹
千
四
百
三
拾
二 

五
仙
除
支
之
外
存
銀
貳 

武
毫
正
尙
有
製
戾
電
模

噗

X

ast
nco 

^
 ̂

 
南
新
電
髪
和
捲
髮
出
自
荷
里
活
的
美 

6H
va
::w
  
ttln7
 
陶
款
式
。
任
從
貴
客
揀
擇
。
請
來
一 

1

宀
ing 
rcu
iey
試
。
合
配
顏
容
。
包
你
加
十
倍
的
美

."
|URI
血
，司

及
吿
白
費
些
少
郵
費
俟
支
淸
後 

再
存
若
干
撥
歸
下
次

麗
。
電
髪
價
錢
由
壹
元
七
五
以
上
。
一 

如
蒙
我
華
女
僑
胞
光
顧
。
特
別
招
呼 

與
及
歡
迎
。

宀 
金

塗
 
懿
拒
日
洪
門
協
進
會
同
人
啟

々

* * * * *

斤
喜
士
定
街
東
十
六
號 

★
巴
黎
美
各
所
電
話
詩
麼
七
五
七
四

▲
今
朝
香
港 

1S
價
每
百
二
十
八
元

最

完

備

衣

裳

唐

現
本
店
新
辦
到
大
宗
中
國
靚
絲
髮
如
紡
綢
文
華
綱
文
華
緞
等

平
價
推
銷

五
元
九
毛
五

0
雪
白
加   

111:一
大
紡
綢
說
衫
每
件

每
疋
十
二
元
五

0
雪
白
加
重
大
紡
綢
卜
地
庄

0
雪
白
小
花
文
華
綱
說
衫
每
件 

0
雪
白
小
花
文
華
綱
卜
也
庄

六
元.五
毛 

每
疋
十
四
元
五

0
最
好
文
華
緞
布
每
也 

0
各
色
鷄
皮
綱
球
槌
搭
巾
每
條

一 元
九
毛
五
仙 

一
元•

目
錄
印
便 
函
索
即
奉

^̂
8

0
振
唯
坤
劇
團
演
戲
之
消
总

公
演d
齢
舊
譜
翻
新
。喪
滿 

粘
華
大
傑
構
「
狸
猫
換
太
子

振
唯
聲
劇
團 

全
國 
萬
人

」

斯
劇h
它
照
舊 
譚
師
慢
將
之
編
排
從
新
。 

名
1111 動
聴 
的
確
不 
11.1 凡
副 
陳
求
救
主 
仁
宗

?.,
、常
新
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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