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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短評

④
。長沙失陷後的廣州關係

孤風

•
昨
天
國
軍
承
認
長
沙
失
陷
■
其
實
早
上
十
幾
天
已
失
掉
了
，
同
日
。
共
軍 

十
萬
•
分
五
路
.向
江
西
進
攻
•
那
甘
肅
共
軍
又
已
攻
破
平
凉
。
已
進
抵II

州
之 

東
約
八
十
里
。
•

- 

尤
其
是
共
蜜
攫
传
長
沙
。
把
握
主
動
■
奄
有
株
萍
湘
赣
粤
漢
鐵
道
交
通
綫
 

點
■
牠
的
車
圖
箭
頤
揖
向
廣
州
"
很
是
顯
明
，
已
無
疑
義
・ 

據
廣
州
方
面
沖
息
稱
• 
旧
本
軍
隊
來
華
協
助
國
府
作
戰
的
首
批
日
軍
三
萬
 

M
•
已
經
関
抵
廣
州
触
近
・
現
駐
屯
於
黃
埔
。

駐
穗
英
剣
領
事
泰
端
爾
■
刻
下
通
知
所
轄
領
館
區
域
・
飭
令
居
留
季
南
各
 

地
蜘
英
僑
。
預
早
撤
駅
・

、 

，
，

.奥
國 總
領
事
亦
 

如
沒
有
離
羣
。
到
了
一 

英
*

，我
們
看
上
数
條
一 

■
國
府
對
於
廣
州
防
亠

湘
粤
閩
各
省
美
偽
離
華
•
幷
說
•
假

,
・

一
迫
近
。
交
覇
阻
塞
•
會
斷
了
歸
路
•
不
容
易
返

，
廣
東
情
勢
緊
張
異
常
•
危
在
旦
夕
•
可
在
想
像
中
 

題
.■

有
些
人
主
眼
死
守
■
有
些
人
主
張
遷
都
重
慶
・

有
些
人
又
主
張
把
台
灣
作
陪
都
。

一 

我
們
體
驗
迭
次
國
共
戰
事
的
爭
仗
，
國
軍
很
少
堅
守
大
城
巨
鎭
■
不
是
投

降
一
•
就
是
一
 

外

， 
^
^
.
,

子
數
一

。
假
如
照
辦
煮
飯
。
廣
州
也
不
會
在
例

一
據
廣
州
方
面
消
息■
有
頤
批
日
軍
三
薦
在
廣
州
助
戰
•
好
像
這
樣
 

對
•
或
許
會
困
獣
猶
鬥
嗎
？
總
之
人
心
已
失
。
大
勢
已
去
■
縱
然

是
有
堅
甲
利
民
；
金
城
湯
池
。
也
無
敕
於
傾
亡
罷
。 

瞧
一
瞧

美國白皮書，

，
•
我
們
看
了
報
載
美
國
務
卿
昨
日
發
表
的
白
皮
書
。
「
殖
星
節
譯
的
」
•
他 

有
切
實
的
指
控
■
着
力
的
怨
恨
■
能
道
。
蔣
介
石
氏
主
持
的
國
府
。
是
無
希
望

，貪
汚
: 

葯
的 

我
們
一

的
政
府
•
不
柵
愚
蠢
•
反
動
•
無
能
•
而
且
懦
弱
.
.
.
綁
認
爲
無
可
救
 

政
府
•
同
時
•
他
警
告
中
共
・
弗
要
侵
略
鄰
邦
.
.
.
看
完
以
後
。
令
到 

老
百
姓
・
也
會
抱
慚
無
维
。

他
們
指
責
國
府
。
只
是
單
方
有
罪
惡
•
還
是
雙
方
都
有
罪
悪
？
我
們
暫
撇
 

談
・ 
但
是
暴
露
國
府
的
罪
惡
•
可
以
帮
助
中
央
大
大
打
氣
•
則
爲
事
實
。

一
開
不

纜
卷
白
皮
書
的
. 

有
援
華
数
項
提
撥
的

旣
然
是
表
示
國
府
已
經
不
堪
再
度
扶
助
•
怎
解
還 

?
可
是
難
索
解
人
•

這
樣
•
白
皮
書
還
不
夠
坦
白
•
再
度
公
開
一
個
「
相
喻
於
天
下
」
道
理
來 

能
使
世
界
大
衆
更
加
明
瞭
，

*****

△

重

看
匕

金•海賊砲轟省港輪船 

香
港
八
日
電5
会
衆
社
消
息
一
省
港
輪
 

船
三
艘
。
叱
日
聯
航
由
廣
州
開
行
。 

行
至
距
廣
洲
之
南
釣
八
里
海
面
•
突 

被
岸
上
海
痴
。
發
砲
轟
擊
；
企
圖
截
 

刼
一
搭
客
.底
擊
斃
一
名
"
三
船
聯
合
 

發
砲
還
擊
『
且
戦
且
走
一
卒
能
脫
險
 

•
依
時
駛
揖
香
港
云
：

、， 

馨上海三工廠遷內地 

上
海
七
日
電
『
合
衆
社
訊
，
共
產
党
喉
 

舌
之
新
聞
日
報
稱
，
三
間
工
廠
不
久
 

將
遷
入
內
曲
■
此
舉
是
實
施
共
産
党
 

之
改
變
經
济
計
劃
。
崎
上
海
工
業
及
 

民
居
之
一
飴
分
散
•
。
以
减
輕
上
海
之
 

倚
靠
帝
働
圭
義
之
對
外
貿
易
云
， 

意國勞資締訂協約 

意
京
羅
馬Y
E
合
衆
社
電
"
意
國
共
產
 

黨
控
制
一
豪
工
聯
會
•
昨
已
與
工
業
 

資
方
締
訂
「
勞
資
協
訂
•
昆
証
在
工
 

業
製
造
廠
方
面
和
平
。
資
方
允
許
予
 

工
人
之
工
資
。
增
加
些
少
：
此
勞
資
 

協
訂
，
可
算
將
意
國
 
一 
年
來
之
工
人
 

罷
工
及
暴
動
吿
一 
段
落
云
； 

尊印度軍倡節制生育 

新
德
里
八
日
 ®
•

路
透
社
訊
。。印
度
陸 

軍
現
在
進
行
非
官
方
節
制
生
育
運
動
 

。
其
目
的
日
疋
用
宣
傳
万
法
，
説
勸
印

度
軍
官
與
比
臾
 

兒
女
兩
口
*

。

制
毎
家
僅
產

e 叛徒期俄擄阻緬軍、 

仰
光
八
日
電
 
卄 
合
衆
社
執
•
緬
甸
政
府
 

控
卡
林
叛
徒
在
仰
光
之
北
九
拾
三
度
 

防
守
尼
晏
里
貿
。
以
俘
擄
爲
遮
掩
。 

抵
禦
政
府
軍
隊
羅
攻
• 
查
卡
林
叛
徒
 

反
叛
政
府
之
目
的
。
是
在
於
設
立
卡
 

林
斯
坦
獨
立
政
府
。
脫
離
緬
甸
云
。.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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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倫1

公所紀念謝啓 

本
公
所
昨
七
月
三
日
舉
行
质
立
第
六
週
 

年
紀
念
慶
典
深
荷
 

領
事
長
官
暨
僑
團
 

代
表
遠
近
昆
仲
姑
端
姊
妹
駕
臨
指
導
或
 

錫
以
鴻
詞
或
厚
饒
賀
金
誼
篤
情
深
感
激
 

無
似
拜
館
嘉
惠
謹
此
申
謝

同
瞳
跳
昭
倫
親
義
公
所
同
人
謹
謝
 

惠
賜
開
列
 

恕
不
稱
呼

昭
倫
公
所
貳
拾
元
祝
詞
 

許
章
德

章
煥

^
^

偉
成 

經一

洛
維
 

永
棠 

家
芝 

盛
年 

湛
泉
 

烈
福

譚
耀
蔡
夫
婦
 

時
麝
 

朝
歡
 

壽
興
 

松
興 

永
植 

汝
創
 

道
維
 

梓
英
 

汝
章 
，棟
彥
 

雑
鈺
 

維
燐 

應
和
 

禮
樵
 

飽
辛
、
植
福

譚
光
華
 

昌
銘
 

許
蔭
打
 

毎
贰

76' 

譚
裔
棟
 

文
深
 

文
寧
 
謝
益 
許
昌
顒
 

昌
雅
，
毎
壹
元
 

美
國
許
澤
濟
五
元
 

沙
市
加
寸
昭
倫
公
所
壹
拾
元
 

祝
詞 

阮
相
正
五
元
 

謝
遇 

美
河
 

懋
寬 

每
三
元 

阮
石
湖
 

保
榮
逸
 

每
弍
元
 

謝
均
沐
 

能
富 

信
亮
 

濟
振
 

泗
保
 

傑
榮 

彥
葉
 

譚
開
灼
 

每
壹
元 

汝
利
愼
埠
謝
禮
彥
 

家
超 
永
韶 
家
茂
 

汝
愼 

瑛
旺
 

瑛
喜
 

維
裕 

允
財
 

汝
俊
仝
拾
元
 

勞
磨
垣
譚
子
華
 

子
章 

子
富 

每
五
元
 

子
諄 

子
堯 

子
安 

譚 

就 

謝
鑑
泉
 

每
三
元
 

奥
太
瓦
 

譚
俊
賢
 

榮
有 

文
參 

榮
光
仝
五
元
 

早
晨
隙
謝
錫
棉
 

永
表 

維
深 

永
週 

廣
普
 

永
達
仝
拾
八
元
 

謝
濟
禮
三
元
 

卡
技
利
許
貽
禮
 

謝
世
悅
 
錦
麟 
克
銓 

振
蘭 

仝
拾
元
 

尾
地
愼
血
阮
煜
本
 

澄
溪 

謝
美
恩
 

仝
九
元
 

加
連
卜
碌
 

譚
秉
正
 

權
榜
仝
四
元
祝
詞
 

謝
永
温
 

世
海 
腐
聖
 
阮
本
創
 
譚
時
奕
 
每
三
元 

域
维
利
昭
倫
公
所
拾
元
祝
詞
 

中
山
隆 

.
鎭
同
瑯
會
 

鐵
城
崇
義
總
會
 

至
德
總
 

堂 

滿
继
可
譚
光
裕
堂
 

静
高
陽
書
社
 

謝
寶
樹
堂
 

每
五
元
祝
詞
 

新
都
旅
舘
 

謝
紀
先
壹
拾
元
祝
詞
 

楊
厚
静
夫
婦
、 

張
明
益
夫
婦
 

譚
長
國
夫
婦
 

每
拾
元
、 

謝
振
琮
 

英
利 

仝
五
元
 

夏
路
福
市
 

譚
光
裕
堂
、
祝
詞 

夏
城
譚
光
裕
堂
 

許
一
鳴
 

譚
希
畲
 

文
羨 

聲
兆
 

仝 

六
元
祝
詞
 

周
錦
泮
 

余
數
平
仝
六
元
 

譚
冠
三
 

樂
誠
 

仝
五
元
 

徐
子
樂
 

林
修
兀
 

仝
五
元
 

阮
耀
卿
 

錦
宗 

許
恢
遠 

宰
遠
 

懷
遠 

仝
五
元
祝
詞
 

譚
藩 

紀
慈 

子
耀
夫
婦
 

阮
本
祝
 

許
玉
妹
 

德
宇
夫
婦
 

謝
國
參
夫
婦
 

李
肇
欽
夫
婦
 

譚
光
裕
堂
 

謝
瑞
瓊
 

季
廷
俊
 

新
華
僑
酒
樓
毎
 

31 大
元 

黃
權
相
 

謝
能
欽
 

每
四
元
 

雷 

健 

劉
北
球
夫
人
 

譚
金
菊
姑
 

黃
國
英
 

黃
煥
屛
夫
婦
 
馬
國
材
夫
婦
 
謝
啟
煒
姆
 

煥
雜
夫
婦
 

順
聖
 

國
恩 

渭
洲
夫
婦
 

羣
石 

徐
淩
夫
婦
) 
謝
兆
棠
 

許
彥
昌
 

子
昌 
炯
昌
夫
婦
 
秉
信
夫
婦
 

每
三
元 

阮
金
垣 

阮

在

阮

爲

黃

盛

許
達
禮
 

振
大
 
果
俊
 

濟
賽
 

廣
裔
. 

摩
燐 

滋
大
 

松
濟 

盛
光 

世
逢 

紹
濟 

毎
貳
元
 

許
大
彬
二
元
五
毛
 

季
家
驄
夫
婦
五
元
 

謝
金
信
 

國
堯 

許
盛
珍
 

許
澤
彬
 

譚
常
興
 

譚
經
遠 

一
每
寰
元 

- 

一△
另惠賜經豊列下 

與
國
許
澤
濟
 
茂
源
 
謝
維
穩
 

每
拾
元 

譚
廸
聖
五
元
 

本
毋
許
德
宇
壹
拾
元
 

一
重
慶
餐
館
五
元 

譚
藩
、
耀
盆 

時
麝 

1^^^^^^^^^^

聾

1LM

8

沙

遵

 

粘

米

磐

 

澄

麵

熹

香

黑

五

磅

花

生

油

一  
旁1
公$1  

1: 

- 
将力逐直在

一

磅

馬

尾

絲

.

■
蘇聯協助中共成功 

孜
活
系
記
者
范
士
活
夫
廣
州
電
按
中
 

共
之
宣
傅
；
中
共
之
所
以
能
在
中
國
 

成
功
•
實
由
于
蘇
聯
之
賜
，
據
稱
自
 

日
本
戰
敗
後
•
蘇
聯
及
其
東
歐
之
附
 

庸
國 
。
使
英
美
在
歐
洲
疲
于
奔
命
• 

而
國
際
共
產
主
義
•
因
此
方
能
在
亞
 

洲
得
勢
。
西
方
民
主
國
家
之
反
共
份
 

子
> 
早
已
道
及
此
點
。
但
最
近
新
華
 

• 

社
始
發
表
•
中
共
之
領
袖
亦
發
表
此
 

項
談
話
。
據
稱
周
恩
來
及
朱
德
•
在 

北
平
慶
祝
中
蘇
友
好
協
會
週
年
紀
念
 

席
上
。
嘗
發
表
演
說
•
周
氏
謂
目
加
 

中
國
人
民
解
放
筆
之
大
勝
利
•
不
能 

不
歸
功
于
蘇
聯
及
其
僧
國
家
之
同
情
 

與
協
助
。
因
蘇
聯
及
東
歐
之
新
民
主
 

國
家
•
使
西
方
之
帝
國
主
義
者
•
在 

欧
洲
疲
灰
奔
命
。
因
而
削
弱
其
在
東
 

之
力
量
•
因
此
中
國
人
民
。
方
能
獲
 

勝
。

▲
朱
得
亦
謂
•
中
國
人
民
民
主
革
命
之
 

一 
勝
利
，
顯
然
應
歸
功
于
蘇
聯
友
好
之
 

協
助
•
若
無
蘇
聯
•
則
不
至
自
第
貳
 

次
世
界
大
戰
反
法
西
斯
之
勝
利
。
亦 

不
至
有
在
蘇
聯
領
導
下
之
世
界
民
主
 

和
平
陣
營
之
增
長
， 
中
國
革
命
之
成
 

功
一
・
亦
不
至
如
此
其
速•
以
及
獲
得
 

極
大
之
勝
利
•
卽
在
勝
利
之
後
•
亦 

離
望
團
結
一
致
，
全
國
作
家
及
藝
術
 

家
同
盟
。
亦
同
聲
附
和
•
謂
如
非
薪
 

聯
及
東
歐
之
新
民
主
國
。
在
西
方
將
 

英
英
帝
國
主
義
者
之
武
力
困
住
。
當 

不
能
在
東
方
擊
敗
典
帝
國
主
義
及
其
 

走
狗
蔣
介
石
，0

A
而
中
蘇
友
詛
族
會
•
則
致
蜜
史
太
林
 

-
謂
釣
座
之
队
示
，
乃
人
民
手
中
用
 

以
保
護
勝
利
之
果
。
及
實
行
和
平
建
 

國
有
力
之
武
器
・
中
蘇
友
縦
協
曾
。 

由
宋
慶
齡
女
士
任
主
席
•
周
恩
來
任
 

副
主
席
・
該
會
之
目
的
。
據
稱
係
介
 

紹
蘇
聯
建
國
之
經
驗
及
蘇
聯
之
科
學
 

之
技
術
。
並
增
强
幽
國
爲
永
久
和
平
 

-

而
鬥
爭
中
之
友
詛
。
所
謂
永
久
之
和
 

平
，
卽
指
共
產
黨
世
界
革
命
• 

▲
周
恩
來
對
酸
會
之
創
辦
人
稱
•
中
蘇 

條
約
■
與
中
國
人
民
之
革
命
利
益
。 

一 

完
全
調
和
。
並
調
不
擬
與
非
共
黨
之
 

一 

國
家
交
好
，
中
國
人
民
。
必
需
準
備
 

- 

八
年
拾
年
之
封
鎖
云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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毎
份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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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

季

 

-

直

半

国

■

△

每

月

 

雲

域

派

到

一

元

二

五

 

本

毋

郵

寄

一

元

五

毫

 

加

屬

美

墨

一

元

四

五

 

中

國

各

國

 
一

元

五

毫

△

全

年

 

壹

十

五

元

 

壹

十

八

元

 

十

五

元

六

 

*1

十

八

元

三

元

七

五

 

七

一

冗

五

毫
 

四

元
 
五

毫

 

"
九

•

胃

 

四

元
 
零

五

 

一

七

元

九

五
 

四

元
 
五

/

 

九

• 

元

除
星
期
日
外
，
皆
按
日
呈
閱
，
無
論
取
閱
久
暫
， 

報
費
均
要
先
惠
，
空
函
定
閱
?
恕
不
奉
呈
•

司
理
部
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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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黨謂蔣徵用日兵

上
海
八
日
電
•
美
聯
社
 

用
日
兵
十
萬
名
。
繼

。
共
產
黨
之
新
華
新
聞
社
報
稱
•
國
民
政
府
秘
密
徵
 

冋
共
產
軍
作
戰
。
駐
日
本
之
聯
軍
總
司
令
麥
卡
度
將

寓
亦
已
表
示
竭
力
擁
護
該
計
創
・
當
蔣
介
石
將
軍
與
菲
律
賓
總
統
在
北
喬
奧
 

會
商
組
纖
太
平
洋
聯
盟
時
■
曾
提
出
議
案
♦
擬
組 
一
國
際
康
•
包
含
英
。
菲一 

。
高
麗
及
日
本
軍
隊
。
其
主
要
目
的
。
爲
實
行
以
武
力
干
涉
中
國
人
民
之
中

任
行
政
院
長
之
閻
錫
.

國
，

。
最
近
亦
曾
提
倡
組
織
 
一 
感
際
軍
。

兵
力
定
二
十
萬
人
，
包
含
一
部
日
本
士
兵
，
爲
實
行
對
共
產
黨
繼
續
作
戰
。
一 

國
民
政
府
經
已
派
遣
前
任
駐
中
國
之
日
本
遠
征
軍
司
令
罔
村
寧
次
返
回
日
本
 

■
進
行
募
兵
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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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二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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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七
月
十
四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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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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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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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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