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少

5目1】& 隊
EM与

處信通旄徒司

SETO MORE 
Pacific Passenger Agent

Canadian Pacific Rly
Vancouver, B. C.

国ho ^ititst 国htte五
Wednesday Januarv 24 1934

址郵 The Chinese Times 報本 
443-445 Carrall Street

P.O. Box 260 Phone Sey. 7092 
Vancouver, B. C.

Tai H“n Kong Bo Ltd, Publishers 
Entered A£ Vancouver Post Office

As Second Class Matter

中
孽
民
國
貳
十
三
年
元
月
廿
四
號

星
IA三

雲
埠
華
區
最
大 

-
最
好
之
酒
楼
是

^
一(1$

eral
ntc

 

e 
e 
• 

汨
g
B
 

}e A
 
9

拾

雲
埠
開
行
日
期
表

至
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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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猪 

期
快
捷
山
鷄

船
號 
陽
曆
日
期

每
日
午
后

時

皇 后 船 之 四 大 特 色

正

開
至
晨
早
三
時

R

天

坎
拿
大
二
月
十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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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
交
報
費

褐
日
月
小
居
歳
聿
云
暮
本
報
荷
蒙 
諸
君
購
曲
 

轄
閱
歷
久
不
逾
曷
勝
銘
感
惟
專
電
郵
費
人
工
雨 

O
 
紙
墨
逐
日
需
用
浩
繁
全
恃
報
費
以
爲
週
轉
價 

舱 
茲
謹
援
年
終
結
賬
之
例
列
單
呈
上
萬
冊
照 

醒
單
賜
交
藉
資
挹
注
是
所
切
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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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漢
公
報
司
理
部
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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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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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價目本塩派到每月收銀七毛五 
綵 

若派不到者郵票寄上毎月収銀一 元 
皖 

英屬及美國毎年收英金九元 七毛五 
涼 

半年五元三個月二元七五一月一元 
憾 

中國及外國毎年収英金十五元 

郁 

除星期日外皆按日呈閱無論取閲久暫報費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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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

—̂

護
家

船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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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

貯

俄
國
皇
后
二
月
卄
四
日

如
華
僑
欲
在
銀
行
開
貯
戶
却 

有
兩
問
蹟(
专)
貯
欵
于
銀
行 

是
否
安
穩(
二)
如
欲
積
資
返 

中
國
或
寄
欵
囘
家
以
養
家k
 

當
以
他
者
爲
便
利

貯
欵
於
資
路
銀
行
其
穩
固
無 

可
疑
義
因
有
通
信
處
及
支
行 

遍
佈
於
各
處
故
本
行
能
在
各 

處
照
極
平
滙
價
而
發 
is單
因 

本
行
經
理
大
宗
滙
兌
生
意
故 

能
列
最
相
宜
之 

Z1價
也 

在
滿
地
可
雲
高
華
域
子
利
等 

境
之
本
行
俱
雇
有
華
員
以
接 

待
華
顧
客
幹
練
熟
手
應
接
週 

到
凡
顧
客
有
未
明
者
當
樂
爲 

指
力
無
論
環
境
如
何
應
在
本 

行
貯
款
爲
爾
投
資
之
初
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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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在
本
行
任
何
分
行
貯
款
均 

能
享
受
實
效
與
有
禮
的
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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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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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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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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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急
急
趁
風
轉
舵 
拚
命
巴
結
大
日 

本
帝
國
，任
意
簽
訂
漱
滬
協
定
，華
北
協
定
，一靠 

大
日
本
兵
力
保
護
國
民
黨
江
山
。坐
視
東
北
四 

省
。
相
繼
淪
亡
：
其
與
日
本
民
族
粘
結
力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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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此
。。故
現
在
國
民
黨
之
民
族
主
義
：
就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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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
將
「中
國
民
族
隸
屬
於
日
本
民
族
一
之
民
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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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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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
羅
斯
而
力
轉
、轉
至
大
東
洋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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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民
主
義
之
嘗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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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
國
要
人
胡
漢
民
先
生
。早
年
著
成
一
篇
「三 

民
主
義
之
連
環
性
」壹
書
。久
已
風
行
全
國
。。近 

年
復
編
印
「三
民
主
義
月
刊
」：
將
三
民
主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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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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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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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
轉
性
之
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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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
人
失
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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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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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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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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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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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
发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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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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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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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三
民
主
義
有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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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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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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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亦
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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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
之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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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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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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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
撥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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撥
之
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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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
轉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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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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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試
說
明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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雑
輕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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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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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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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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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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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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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
初
説
氏
族
主
義
：
是
借
來
排
斥
滿
族 
會
」
變
成
国
人
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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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我
開
車
閥
會
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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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黨
專
制
政
体
矣 

皆
知
一 
後
來
則
流
轉
了:
將
民
族
主
義
變
成
聯̂

彗
^

禮

議

、I?

可
忠
議
。
因 

俄
容
共 
以
学
堂
卩
國
民
族
；
而
乞
扶
肋
於

yr之
民
価
一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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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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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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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
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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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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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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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
小
民
族
之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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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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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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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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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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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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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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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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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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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
行 
船
名

到
雲
域

在
求
航
行
穩
固
・
搭
客
快
暢
適
意
・
船

員
厚
禮 

: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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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
處
深 

當
加
緊

待
・
行
程
速
率
・
福 

特
色
歷
求
改
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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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
地
人
七
請
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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賢
以
臻
完
善
關
於

十二月卅一号 
餐
斜
罅
士 
十二月十一号 

元
月
卄
八
号 
千
地
利
士 
元
月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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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月
十
八
号 
布
地
羅
士 
元
月
卄
九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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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位
不
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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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司
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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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理
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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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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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凡
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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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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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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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實
穌
俄
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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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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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不 

推
打
共
產 
孫
文
及
一
股
國
代
黨
人 

羅
斯
金
錢
器
械
之
一
接
濟:
利
用
俄
羅 

出
力
以
攻
打
北
洋
派
，因
此
就
小

此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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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頗
有
地
位:
曾
任
第
一
「
阈
際
候
補
執
委
，
與 

共
度
毛
澤
東
最
莫
逆
馮
十
叶
/!- 
察
哈
爾
任
抗 

日
總
司
令
；
及
吉
鴻
昌
方
振
武
上
進
貝
升
戰
」 

城
、、彭
爲
其
後
台 
鼓
動̂
 
潮
，
造
成
時
勢
之 

主
经
份
子 

與
社
會
黨
及
第
一
一
黨
人
物:
本
無

Ê

ll

產
黨
禍
害
中
國 

不
惜
把
中
國
民
族
裁
屬r
俄 

辘
斯
民
族 
蒋
屮
正
明
白
宣
言
「中
國
革
命
須 

受
第
三
國
際
指
揮
一 
阈
氏
黨
民
族
之
流
轉
性:
 

其
令
人
可
驚
；
至
於
如
是
。，最
近
乂
由
俄
羅
斯 

民
族 
而
流
轉
到
日
本
民
族:
自
九
一
八
之
役 

。蔣
中
正
一 
日
奉
送
東
二
省
，聽
聞
本
莊
之
官

c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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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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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
廣
吿 

本
旅
館
共
有
房
室
九
十
一 
間 

單
房
雙
房
俱
備
日
夜
冷
熱
水 

應
用
大
寒
有
汽
龍
致
煖
且
地 

方
潔
辞
常
有
升
降
機
利
便
上 

落
賃
房
租
特
別
相
宜
筆
友 *
 

顧
備
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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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旅
館
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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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各
界
人
士
旅
寄
者 

街
接
近
內
有
房
百
間

1?  
We

便
有
冷
熟
水
洗
濯
另
有
電
，話
利
用
現
定 

價
每
晚
由
七
毛
五
以
上
每
星
期
由
叁 

起
碼
華
友
光
顧
請
留
意
焉

喊
線 
詩
麼
九

特
別
關
係
：
此
次
參
加

爲
人
民
政
府
秘

以
上
各
號
由
雲
毋
開
往
遠
東
特
開
往
上
海
停
泊
數
天 

以
供
用
各
遊
覽

言 
如
聞
砲
聲
：
爲 
之
失
魂
：
二
一
八
以
後

—書
長<
。

史
惶
恐
热
狀
。
自
知
黨
左
力
量
薄
弱
。
不
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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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
秋
原
湖
北
黄
破
人

壹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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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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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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