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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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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國
叶
一
年
三
月
十
六
日

今朝香港滩價每百弍十八元一毛

東备忠義軍民相率起義 

長
春
拾
四
日
電 
東
三
省
各
地
之
忠
義
軍
民
爲 

反
抗B
跋
所
立
之
傀
儡
政
府
計
。
相
繼
起
義
。。 

如
前
日
海
河
城
之
義
兵
因
見
漢
奸
高
懸
新
「滿 

洲
國
一
旗
。遂
起
而
反
抗
。
殺
斃
當
漢
奸
之
軍
官 

拾
名
與
倭
奴
兩
名
。
是
日
與
西
伯
利
亞
爲
鄰
之 

滿
洲
里
乂
有
義
戻
起
義•
一乂
伊
拉
屯
區
已
爲
義 

星
九
白
所
據
云

養

東
京

-Q.

之
、

大
臣
中
橋
氏
。
是
日
辭
職
，其
辭
植
上
原
因
。

高
麗
人
李
奉
昌
，向

爲
關
於
本
力"
月

倭
皇
馬
車
抛   

^
 炸
彈:
圖
刺
倭
皇
案 
致
讀
内 

政
部
大
臣
不
耐
各
方
面
抨
擊
所
致CO
蓋
有
等
倭 

奴
以
內
政
部
大
臣
爲
全
國
警
察
之
首
館
。。此
項 

重
大
案
情
騒
生
。
警
察
先
事
未
能
豫
防
。。故
中 

橋
氏
宜
負
責
也
。中
橋
氏
遂
於
是H
提
出
辭
呈 

。聞
繼
其
任
者
爲
現
任
司
法
部
人
臣
鈴
木
喜
三 

郎
云
•
十六 不允承認日賊 

所
建
，
滿
洲
國-

長
春
拾
九
日
電 
日
賊m
卵
翼
之
新
「滿
洲
國 」 

近
日
竭
力
運
動
外
國
承
認 
。據
是
日
所
知
者
已 

有
拾
六
國
拒
絕
承
認
此
一 
新
獨
立
國
」日
賊
曾
宣 

傳
莫
斯
科
政
府
不
久
承
認
此
一 
新
國
」惟
擁
駐
本
一 

處
蘇
俄
領
事
是
日
宣
例

C

此
說
全
是
東
京
之
倭 

奴
僞
造 
蘇
俄
政
府
絕
未
自
爲
承
認
奉
溥
儀
爲 

首
領
之
僞
政
府
一

■
東■
勇軍破連山

倭
賊
百
五|
名
伏
誅

上
海
十
六
日
電 
據
是
日
由
北
京
傳
至
本
處
之 

華
人
消
息
稱 
距
錦
州
曲
南
端
卅
英
里
之
連
山 

縣
城
已
爲
東
三
省
華
人
義
勇
塚
佔
領;
此
城
未 

被
佔
之
前
，
華
軍
與
倭
賊
血
戦 
賊
軍
被
殲
者 

百
五
十
名
云
。

俄侵東省 

哈
爾
溜
十
四
日
電 
日
賊
利
距
東
二
一
省
之
白
俄 

。。以
侵
佔
我
滿
洲
，。白
俄
亦
希
望
日
賊
能
佔
據 

之
。。白
俄
自
一
九
一
八
年
赤
俄
波
希
維
亞
政
府 

成
立
，。卽
成
無
家
無■
之
民
。四
散
於
世
界
各 

國 
哈
爾
濱
已
成
爲
白
俄
人
之
京
都
一 
彼
等 

思
寿
品
切•
惟
不
肯
接
納
蘇
維
埃
主
義 
中
東 

鉄
路
長
七
月
英
里 
該
鉄
路
貝
雇
用
華
人
及
俄 

人
而
已 
.，白
俄
人
不
得
與
焉 .，日
賊
旣
欲
利
用 

此
輩
白
俄
以
侵
畧
東
三
省 
乃
在
此
間
開
辦
一 

俄
文
日
報 
名
爲
哈
爾
濱
太
晤
士
報 
以
舊
日 

反
對
俄
之
西
伯
和
亞
高
路
德
政
府
之
財
政
部 

長
美
海
洛
爲
該
報
之
主
筆
一
，極
力
爲
日
賊
宣
傅 

。
幷
攻
擊
當
地
華
人
政
府
、。謂
爲
腐
敗
不
堪
： 

希
望
日
賊
勢
力
侵
入
此
間
、。所
有
省
驟
等
政
府 

"
。皆
有
日
賊
爲
顧
間-C
以
淸
除
腐
敗
云"
。

此
事
發
生
後
。，上
海
港
中
各
輪
卸
貨
事
均
暫
告

停
頓;
有
等
船

船

卸
貨"
。以
免
卸
貨
上
岸
之
舉
一
因
駁
盲
船
映
乏 

故
受
阻
延
云"
。

•
國聯盟調查團長直認

盟
會
無
勢
力

上
海
拾
六
日
電•
。盟
會
所
委
之
東
三
省
案
調
查 

團
。。昨 1
抵
滬
、，受
華
人
盛
人
歓
迎 
此
事
經

誌
報
端
：
是
日
議
人
紛
設-

"
席

間
該
調
查
團
長
。
英
國
列
頓
伯
爵 
起
而
演
說

云 
國
際
聯
盟
曾
實
無
勢
力
之
團
一

能

與
暴
力
對
抗 
諸
后
幸
勿
以
盟
曾
爲 
二/
國
」 

:
盟
會
之
會
員
國
中
如
有
違
犯
規
章
者 
盟
會 

實
無
力
懲
戒
之 
如
盟
會
對
某
曾
昌
國
有
所
獻 

議
.•
倘
此
種
獻
議
爲
該
會
員
國
所
拒
認 
盟
曾 

亦
無
法
强
迫■
其
接
納
此
項
獻
議
二
余
對
中
日 

糾
紛
案 
雖
非
具
悲
觀
態
度
。。然
亦
不
敢
謂
過 

於
樂
觀
云
云

•
美新聞家評論盟會議案 

美
京
拾
四H
電
美
國
斯
急
哈
佛
新
聞
社
。"
國 

際
新
聞
選
稿
員
禪
氏
；
是
日
發
出
一
篇
關
係
盟 

會
議
案 Z
 評
論
一 
國
聯
大
會
此
次
通
過
調
解
中 

日
糾
紛
之
决
案 
竟
將
美
外
長
史
点
臣
氏•
。拒 

絕
承
認
壹
切
用
武
力
所
掠
奪
疆
上
之
主
張
。。載 

入
决
案
。
本
京
方
面
。對
此
異
常
重
視
。，認
該 

决
案
極
關
重
要:
三
拾
年
來
：
自
美
國
國
務
卿 

許
氏
，"
提
倡
門
戶
開
放
政
策 
此
爲
第
貳
次
該 

政
策
修
得
列
强
之
承
認
。
若
列
强
果
承
認
門
戶 

開
放
之
政
策"
。則
此
次
日
賊
對
中
國
之
軍
事
侵 

略 
不
特
將
來
亳
無
所
僅 
且
徒
紆
費
如
許
之
金 

錢
與
鮮
血
。。

盟
會
之
議
案:
對
於
擁
護
咕
樂
非
戰
公
約
。
及

九
國
條
約
：
亦
予
以
莫
大
之

L

英
法
二
國
：
對
擁
純
史
点
臣
氏
門
戶
開
放
政
策

。。曾
躊
躇
不 

史
氏
之
主
張

敢
遽
爾
毁
我
宣
言

C

響
應 

次
國
聯
大
會
中
，
卒
因
各

小
國
代
表
强
硬
反
對
日
賊
侵
略
中
國
一
及
世
界 

公
意
之
不
滿H
賊
。故
該 
一
國
乃
长
無
形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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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
變
其
暧
昧
態
度
、。不
得
不
贊
成
史
点
臣
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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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
絶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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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所
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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疆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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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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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
國
聯
大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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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
置
中
日
糾
紛
之
成
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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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交
公
開
及
促
進
世
界
公
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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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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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會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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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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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賊
方
面
對
盟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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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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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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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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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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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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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賊
欲
以
退
出
國
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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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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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
此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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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不
易
窗
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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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
聯
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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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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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會
員
之
擬
退
出
聯
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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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該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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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理
事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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遞 
求
退
出
書
之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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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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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過
二
年
之
期
限
』。始
能
撞
得
准
許
，自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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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退
出
聯
會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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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賊宣傳蘇俄承認

東
省
之
隗
儡
政
府

東
京
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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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
。。日
本
聯
合
通
訊
社
員
頃
由
位 

件
發
來
訊
云
。蘇
俄
政
府
，。已
有#.
止
式
接
納 

東
三
省
僞
首
領
溥
儀
所
套
之
中
東
鐵
路
公
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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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董
事
就
。
慎
附
從
溥
儀
諸
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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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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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

1111 蘇
俄
政
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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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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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
東
一
首
之 

傀
儡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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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輪兩艘沉沒

乘
客
遭
難
若
白
六
卜
名 

倫
敦
拾
六
日
電
本
京
地
刻
靴
路
報
是
日
接
駐

神
戶
訪
員
電.玄
。

郵
船
會
社
之
汽
船

金
綫
。
捐 

住
必
要
之

不
嫌
粗
劣
。。惟有一

助
軍
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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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亦
應

不
可
浪
費.

得
省
便
省
一
於
接
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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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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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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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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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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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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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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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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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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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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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在
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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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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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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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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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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旣
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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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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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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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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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淸
明
理
智
以
支
配
熟
烈
感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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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子 
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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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致
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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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
傳 
。俾
國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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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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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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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
辦
法
一
敬
希
全
國
父
老
兄
弟
諸
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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妹
・
互
行
相
韶 
豈
致
進
打 
以
救
國
難
。。國 

家
幸
善
，
國
民
幸
毎•
江
蘇
省
國
難
救
濟
會
馬 

一良"
唐
文
治 
趙
鳳
昌 
根 
一 鹿 
下
吝
〕。 
沈
恩 

一
孚
莊
蘊
寬 
董
康Q
黃
炎
培 
穆
湘
玥 
李
根
源
一 

一
黄
度
瀾 
徐
鼎
康
。
許
鼎
年 
馬
t
杰 
袁
希
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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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璜 
趙
正
中 
朱
紹
文 
陸
規
亮
一 
賈
豐
臻 
冷 

遹
.
楊
衞
玉 
王
紹
敖 
下
金
一 ®
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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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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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
叔
雍 .張
福
增
江
恒
源
等
一 

(
完一 

今
晨
接
駐
上
海
訪
員
來
電
云 

9

國聯會特派之調査團團 

一 

長列頓爵士。昨接見報 

界記者。。畧言調査團委 

員工作、) 現正開始？信 

得國際聯會。將可解 

一 

决一 切斜紛 至中倭在 

上海惨戰爭端雙方請 

- 
調査團委員參加談判，。 

亦必盡力幹旋云: 

，前綫賊軍有一 部份。一撤 

離黃浦江:
6

在揚子江倭艦。。多避往 

上游欲以掩飾調查團 

員之耳目。。
今
晨
接
駐
香
港
訪
員
來
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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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口日晨三点鐘。。廣州 

公安局火藥庫 。忽然轟 

炸起來)全城大震。損 

失極鉅 間係共產黨人 

所爲
一 

重

要

电

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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