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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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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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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
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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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
宗
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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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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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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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秋
 
鄭
緝
熙 
籍
澤
 
梁
煥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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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
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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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
光
度 
吳
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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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
少
英 
廖 
裕 
林
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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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滉
 

馮
朝
彬
周
休 
*
器
華
宋
深
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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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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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
漢
傳 
僚
宜
肌 
羅
洪
恩 
何
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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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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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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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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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
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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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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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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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
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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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
連
，何
簡
能 
邸
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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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光
炎
岑
豪
翠
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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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 

李
番
 
黃
敦
禮 
曾
仁
永 
薛
興
岑
休
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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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 
梁
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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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
學
潤 
周
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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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
車
梨
役
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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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 
黄
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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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
雲
滉 
黃
均
德 
黄
增
兼 
高 
辰

靑
島 
兩
地 
視
樂
勞
動
狀
態
後 
於一 

日
前
來
滬 
現
擬
調
停
上
海
日
商
紗
廠
工 

潮 
昨
語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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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總
工
會
方
面
之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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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
非
無
理 
現
在
中
國
工
人
提
出
較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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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求 
亦
甚
相
宜 
其
實
此
時
所
謂
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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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會
皆
事 
已
不
成
問
題 
因
工
會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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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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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 
又
俄
國
援
助
中
國
之
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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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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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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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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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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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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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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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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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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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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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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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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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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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一
已
近
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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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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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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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外
交
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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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
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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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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