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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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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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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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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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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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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
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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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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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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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欽
來
謝
啓

先
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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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
不
幸
辭
tit於
貳
月
五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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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
境
暗
市
党
棺
肆
朗
甕 

扶
柩
歸
七
荷
篆 
宗
親
戚
友
暨
西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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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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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
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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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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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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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
數
言
藉
发
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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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
惠
列
后 
忽
小
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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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來
哲 
李
來
哲
夫
人
仝
軌
聊
誅
文
花
圏
素
車

至
卓
來 
李
蘊
來 
李
長
陞 

李
滋
來 
李
艮
華 
学
長
圆

山
聯
誅
攵
花
圏
貳
素
車
貳

甄
顯
煥 
甄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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甄
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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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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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
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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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
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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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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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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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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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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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
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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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
望
開
夫
人 
李
棠 
李
棠
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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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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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
金
榮
夫
人 
曾
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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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
雲
峯
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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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
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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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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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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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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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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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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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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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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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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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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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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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
明
海
味 

域
魚
與
及
切H
用
常
品

tfll 有
盡
自
如
泉
is*
 

矯
胞
諸
君 
惠
顧
足
必
批
價
從
廉
貨
色
腐
擇
鮮 

美
仰
祈
留 ®
是
幸

廣
萬
生
司
理
雷
普
歇
一

用
湖
飯
店
理
，

@
駐〃全坎李氏總公所廿七年職員表 

執"
委
員
鶴
儔 
日
如 
梓
良 
照
初
其
罐 
漢
明

給
珉 
盛
， 

聖
系

卓
務
委
員
籍
儔

席 
關
定
育 
副
謝
葛
民

督 
王
鐵
漢 
副
学
雲
較 

書
黃
盛
副
關
 
芳 

財 
馬
炎
致 
副
高
全
英 

際 
黄
德
活 
副
楊
棨
壽 

事 
黄
瑤
义 
爲
曾
才 
曾
少
華 
陳
孟
夔 
阮
煥
墀 

8
 德
常 
媽
明
泮 
馮
灼
偉

。 
無險 可
守

。。至
十
一
日
晚 
由
湯
陰 

向
南
撤
退
。。右
翼
向
貫

0

攻
。。曾
一
度
克
復
淸
豐

陷
。。敵
髭

一/,濮陽一 
我
軍
仍
將
該
處
賊

烈
。。左 

游
與
敵

卒
包
圍
3

翼
我
軍
在
脣 

劇
戰
C
O

饗
墓
忌
彎
遒
95
咅 

套噫昌簿昱注番覆2扌…寸寸:必之.；？；.

犠
然
鑾

▲
傑
埠
勸
募
救 »
公
債
委
員
會
職
員

▲
承
受
猫
圈
廣
吿

\.'
^
-

h
 ef *6*̂

p
t
 t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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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八
路
軍
又
擊
敵
獲
勝 

▲
保
定
以
南 
in 英
里
艮
路
軌
被
我
拆
毁 

上
海
拾
四
日(
統
宣
社
，電
。，中
國
最
勇
敢
善
戰 

之
軍
分
。。即
第
八
路
軍
。其
軍
長
爲
朱
德
將
軍 

。、朱
氏
之
部
珍
昨
突
然
在
河
北
省
西
部
襲
擊
日 

賊
獲
勝
。。菁
第
八
路
軍
突
由
太
行
山
降
下
循 

平
漢
路線襲擊倭寇、將
平
漢
鏡
路
之
倭
守
備 

珍
屠
戮
。昆
日
由
奉
北
遞
來
之
中•外
人
消
息
。 

及
難
氏
報
吿
。
咸
謂
平
漢
路
線
内
有
敷
城
已
爲 
一 

第
八35

軍
克
復
：
保
定
南
方
有
叁
怡
英
里
長
之 

M

路
軌
道
被
第
入
筋
單
拆
毀;
倭
防
軍
數
隊
已 

靈
被
第
八
踹
軍
掃
減
云 
丿

我
游
擊
隊
收
復
新
樂 

▲
從
後
跆
牽
制
犯
隴
海
跨
之
倭
寇 

上
海
十
四
日
電
。。比
來
第
八
路
之
遊
擊
隊
突
然 

襲
擊
河
北
省
西
部
之
倭
寇
。其
目
的
爲
牽
制
進 

犯
隴
海
鐵 M
之
倭
兵
。
因
該
遊
擊
獴
從
後
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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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敵
人"
。使
敵
感
受
困
援
〉。不
容
易
進
侵
犯
隴 

海鐵路一。

第
八
崎
軍
之
遊
擊
珍
襲
擊
正
定
與 
保
定
間
之
鐵 

路
時
。一 有
要
城
名
新
樂
者
已
被
該
軍
收
復
一 

據
河
北
戰
地
離
民
稱"
已
往
三
日
間
第
八
路
軍 

之
游
擊
跋
連
次
襲
敵 
某
晚
核
遊
擊88:

其
中 

上
敬
是
特
精
良
武
器
之
農
民
義
勇
軍)
突
然
襲 

擊
平
漢
鉄
路
線
內
傳
守
備
曾
。
修
守
備
域
措
手 

不
及
。。被
此
等
遊
擊
厥
斬
殺
品
衆
云
。。 

•
倭
機
又
向
廣
州
近
郊
肆
虐 

▲
西
村
受
盅
大
損
害

国
州
上
四
R
(
統 
一 社
電 
階
宼
飛
機
第
日
又

.
遇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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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敵I

小
隊
過
臨
淮
關
及
北 

一 
方
。
：
數
公
里
。我
軍 

一 
奮
抗
。。十
一
夜
仍
相
持
。 

1
雙
方
傷
亡
頗
重
。。

C
我
空
軍
曲
河
岸
繼
續
爆

日
黎
明
投

一 
擊
賊
軍
。卜一

一 
炸
蚌
埠
；敵
損
失
甚
重; 

一。
平
漢
路
敵
從
彰
德
南
犯
，。 

我
軍
在
湯
陰
以
北
極
力
抗 

戰
。。迄
未
稍
停
。。

0
平
漢
南
段
我
軍
。頃
在
黃 

河
南
岸
之
鄭
州
建
築
堅
固 

防
禦
工
事
。。預
備
作
殊
死 

戰
上
數
日
蔣
介
石
曾
親 

臨
此
防
綫
視
察
一
。

攻
蕪
湖
。。其
始
互

C
有
進
退
。。後
我
軍
將
燕
湖 

四
郊
盡
佔
。。敵
在
白
馬
山 

增
兵
反
攻 
雙
方
苦
戰
中
。 

0

十
一
日
賊
在
羅
關
分
乘 

小
艇
渡
河
。用
猛
烈
砲
火 

普
。。圖
侵
我
防
地
。。我 

軍
伏
岸
邀
擊
。。敵
以
是
大 

半
溺
斃
或
中
弾
韻
命
。。 

0

賊
艦
襲
虎
門
三
次
：均
吿 

失
敗
。■ 省
府
决
意
如
現
勢 

不
險
惡
。。則
將
河
道
復
開 

。。便
汽
船
照
常
來
往
。 

6
賊
卒
在
中
山
淇
澳
島
登
陸 

時
。。其
司
令
帶
有
猛
犬
俱 

往
。、彼
等
縱
使
猛
犬
向
我 

平
民
撲
噬
。計
被
咬
死
者 

逾
四
十
人
。

9

汕
頭
當
道
宣
佈
；
十
二
日。。

勵
國
人
黄
守
土
。。

9

最
近
得
接
消
息:
敵
大
隊 

由
內
蒙
向
綏
西
包
頭
前
進 

• 
成
斷
中
俄
間
之
三
千
英 

里
長
公
路
。。使
俄
不
能
運 

械
接
濟
我
國
：

今
展
香
港
電
云

*

漢
綫
之
日
賊
南
犯
。。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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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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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4
5
.

向
腐
州"
郊
徽
角
及
各
村
落
投
炸 

健
单
人
消
息
倭
機
四

—架
分
數
编IB

炸
廣
州 

近
郊
各
地
。

沙
面
釁
居
民
亦
時
聞
炸
彈
聲 
但
倭
機
並
未 

飛
經
沙
面
。此
次
受
損
害
晶
大
者
爲
廣
州
西
北 

方Z
西村一公〉。

■
倭
延
期
犯
粤
之
原 
有
三 

▲
最
要
是
運
動
漢
奸
住
粤
起
亂 

上
海
怡
三
日
一
统
社
電
最
皿
硬
此
間
外
人 

觀
察
家
料
稱
比
來
頻
傅H
賊
将
大
舉
燈
犯* 

南
，
但
此
事 

IS 今
未
見
富
現
花
延
期
犯
粤
， 

原
因
有
二
一
如
左"
。

修
日®
須
俟
陷
徐
州
像
，方
行
補
充
軍
缘 
以 

免
增
加
招
募
新
兵
費
用
。。

㊁
H
賊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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