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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
埠
總
代
理
處
：
梁
定
邦
報
局.

計吿 
不
孝
仲
呂
仲
尹
罪
孽
深
重
禍
延 

先
考
諱
邦
彥
號
英
三
字
昌
晏
朱
公
府
君 

兩
廣
優
級
師
範
學
校
畢
業
生
歷
任
台 

山
縣
立
師
範
學
校
教
習
兼&
理
校
長 

開
平
中
學
校
教
習
紫
陽
月
刊
正
編
輯 

鳥
埠
僑
立
公
校
雲
埠
僑
立
公
校
三
藩 

市
聖
媽
利
學
校
等
教
習
本 e
 雲
林
學 

校
校
長
不
幸
五
月
六
日
病
祐
於
儀 

• 
瑟
醫
院
積
閏
享
霹
七
十
有 
一 
歳
阴
 

等
遠
居
祖
國
未
能
親
視
含
殮
祗
遵
禮 

成
服
定
於
五
月
廿
三
日
下
午
二
時
在 

贊
李
威
街
門
牌
三0
四
號
暗
市
黨
殯 

儀
舘
舉
喪
禮
奠
扶
柩
歸
土 
一 忝
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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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西線已点定將領 

▲
羅
米
爾
非
最
高
司
令 

倫
敦
十
九
日
電
。
德
海
外
社
播
音
。
德 

國
委
定
溫
倫
斯
絕
元
帥
爲
西
歐
防
綫
之 

最
高
總
司
令
。
他
沈
默
寡
叶
。
曾
經
波 

蘭
法
俄
等
綫
之
戰
，
羅
米
爾
元
帥
在
其 

下
指
揮
陸
軍
。
布
拉
斯
高
域
斯
元
帥
主 

海
岸
防
綫• 
斯
巴
爾
元
帥
主
空
軍
兼
副 

總
司
令
•
英
方
測
羅
米
爾
之
視
察
定
西 

洋
長
城
是
在
於
機
械
上
之
佈
置
。
照
其 

地
位
計
・
將
來
又
必
與
孟
敢
麼
梨
將
决 

雌
雄X
。

(
譯
者
)
譯
者
早
於
北
非
戰
事
未
决
時 

。
已
逆
料
羅
孟
兩
人
將
重
在
歐
陸
作
對 

0
事
已
逾
年
。
羅
氏
賑
歸
歐
陸
佈
防
。 

由
意
而
西
。'全
盤
籌
劃
。
聯
軍
曾
報
其 

任
西
歐
最
高
總
司
令
。
今
德
方
宣
佈
羅 

氏
僅
居
溫
元
帥
之
下
指
揮
陸
軍
。
是
正 

與
孟
將
軍
在
愛
總
帥
下
之
職
務
相
當
。 

兩
人
之
職
位
。
雖
經
礪
轉
變
幻
。亦
卒 

至
相
對
沙
塲
。
以
將
材
論
。
羅
氏
固
不 

一
弱
。
獨
惜
其
處
于
終
敗
之
地
位
耳
。然 

一
其
將
來
作
戰
之
環
境•
較
於
在
北
非
時 

一。
孟
氏
當
不
能
輕
視
之
也
。

@
俄前線僅有小接觸 

莫
斯
科
十
九
日
電
。
紅
軍
在
里
胡
以
南 

取
得
主
動
地
位
。
奇
襲
斯
丹
尼
斯
拉
胡 

之
東
南
。
佔
一 
極
重
要
高
岡
。殲
敵
數 

目
。
地
尼
斯
特
河
下
游
西
岸
之
德
兵
反 

攻
不
逞
•
白
俄
以
北
德
步
三
隊
圖
偷
襲 

■
俄
軍
俟
其
行
近•
然
後
開
火
。
敵
急 

遁
去
•
波
羅
的
海
俄
機
沉
三
千
噸
敵
船 

-
艘
。
擊
落
德
機
九
架
云
。

产

戒

化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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鑼
军
十

各..日積月聚，則於柳致防r
，不能丕萩
:0:欲有安全布輦麦断痴M
 

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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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陽仍在我軍手中

A
重
慶

—
中
國
最
高
指
揮
部
是
日M
報
。
河
南
省
西
部
。
我
軍
向
倭
賊
機
械
化 

部
隊
反
撲
・
予
敵
重
創
。
倭
軍
以
鉗
形
戰
略
，
謀
圍
困
我
豫
西
大
軍
。
至
此 

慘
受 
一 大
打
擊
・
周
時
洛
陽
守
軍
堅
决
抵
抗
・
倭
軍
前
進
賣
尺•
輒
要
付 
一 

尺
最
高
代
價
。
河
南
天
空
・
中
美
聯
合
機
隊
特
別
活
躍
。廣
炸
省
內
各
路
倭
一 

寇
•
在
洛
陽
之
南
。
伊
陽
區
內
投
彈
最
多
。
倭
兵
棄
轄
重
急
避
。
我
機
再
用 

機
槍
掃
射
・
擊
斃
倭
兵
法
衆
。
倭
軍
機
械
化
部
隊
。
原
係
由
距
洛
陽
西
南
七 

拾
里
處■
向
西
北
推
進•
計
創
與
由
山
西
南
下
之
倭
寇
溝
通
聯
絡
。兩
隊
倭 

軍
相
解
祇
卄
五
里■
我
重
爲
維
持
通
後
方
交
通
。
不
惜
犧
牲
。
以
主
力
進
擊 

，•
倭
寇
軍
械
雖
利
。
惟
我
方
兵
士
鬥
志
堅
强
。
猛
勇
撲
戰
。
卒
能
將
倭
賊
擊 

退
。
洛
陽
南
八
十
里
。
倭
軍
儀
隊
。
由
魯
山
西
進
。
我
軍
堵
截
。
發
生
激
戰 

。
我
軍
毀
敵
装
甲
线
車•
坦
克
車
。.
軍
運
車
共
貳
百
餘
輛■ 

一
又
訊
。
中 
陸
軍
軽
言
人
是
日
宣
稱
。
洛
陽
守
軍
完
全
被
倭
賊
包
圍
。
惟
城 

垣
之
八
九
仍
在
我
軍
手
中
。
守
城
壯
士
决
戰
至
最
後
爲
止
一 
誓
験
古
城
共
存 

亡
■
沿
隴
海
路
西
向
之
敵•
與
山
西
敵
兵
會
合
。
復
西
進
至
陕
踪
離
潼
棚
仍 

有
四
拾
九
里■

△
新島倭賊 一 綱成擒•

△
新
魂
內
亞
聯
軍
總
部
—
倭
賊
數
干
在
新
幾
內
亞
東
北
岸
。
爲
美
澳
聯
軍
展
開 

巨
大
戰
網
。
不
久
將
波
悉
數
成
擒
。
澳
軍
由
成
域
攻
上■
美
軍
在
哀
楫
之
南 

ilt 四
里
間
沿
海
岸
攻
下
・
澳
美
兩
軍
分
東
西
夾
擊
。
戰
事
進
行
已
入
第
六
日 

•
美
軍
攻
下
荷
蘭
打
與
哀
楫•
現
在
囘
師
掠
過
地
帶
如
咸
域
倭
賊
集
中
点
襲 

擊
。
實
行
肅
淸
倭
寇
殘
餘
。
澳
軍
向
威
域
挺
進
。策
應
美
軍
進
行
，
由
馬
登 

開
拔
。
已
進
前
五
十
里
。
美
澳
兩
軍
相
隔
約
貳
百
里■ 

荷
蘭
打
西
北
之
域
地
島■
昨
日
被
美
飛
機
作
第
四
次
之
繼
續
轟
炸
。
二
百
五 

十
里
外
之
舒
頓
島
亦
爲
美
機
連
炸
十
三H
•
倭
賊
軍
事
般
備
受
損
奇
重
。 

△
中外記者視察延安

△
重
慶1
各
外
國
記
者
赴
西
北
延
安
視
察
一
事
。
各
項
準
備
用
續
經
已
完
竣
。 

立
院
法
並
特
派
謝
寶
椎
偕
宣
傳
部
所
派
魏
詹
士
及
杜
佛
蘭
等
屆
時
同
行
。
担 

任
照
料
及
協
助-
切
事
宜
。
現
各
國
記
者
參
加
前
往
者
有
五
名■
爲
耶
教
科 

學
導
報
記
考
西
芸
氏
・
同
盟
國
勞
工
新
聞
記
者
厄
斯
坦
。倫
敦
時
報
記
者
科 

1
 ±
。
都
朗
度
明
星
報
記
者
威
波•
中
國
通
訊
報
主
筆
山
納
罕
等•
泰
晤
士
週 

刊
紐
約
泰
晤
士
報
亦
由
厄
斯
坦
代
表
・
此
外
中
國
新
聞
記
者
參
加
者
約
有
人 

• 
九
人
・

外
記
者
原
始
報
名
時
，
本
有
多
人
。除
數
人
因
赴
滇
西
隨
軍
採
訪
不
能
前
往 

外
・
其
餘
臨
時
决
定
作
罷
。

到』g

孫
性
生
活
之
毒
術
摩
滞
,

着

準册美企五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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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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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
三

由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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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近
代
世
玄
學
文
獻
之
室
。欲知最新潮流之历事礎新花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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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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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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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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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
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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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者 

@
都
城
代
理
處
：
復

興

公

司

•
，
亦
隨
尊
便
，惟
須
另. 

0
此
啓
第- 
版
經
已
售
完
，第
二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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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即
妥
出
版•

,,内
容
與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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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
铝 

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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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爲
利
硬
函«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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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皆
掩
北
普
之
内
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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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
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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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各
界
安
心
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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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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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路
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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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
到
書
後
五
日
，如
讀
過
不
谨
息
-T 跳
湿
域
用
在
我
到 

者
，
語
即
退
自
，若
無
損
壊
，原
銀
奉
囘.

上
付
家
一
口
也
・

A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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沸巡后龍

讐 
十

上.
次.
二
，

孤
子 
仲
呂 
仲
尹 
泣
血
稽
顆. 

未
亡
人 
馬
氏 
掛
淚
歛
袖 

期
服
孫 
金
海
等
拚
淚
稽
首 

媳
婦 
馬
氏 
離
氏 
挞
淚
歛
祇 

司
害
鄕
弟 
昌
念 
挟
淚
鞠
躬 

司
書
昌
念
附
啟 
先
宗
兄
英
一=
子
孫
衆 

多
但
不
盡
悉
其
名
字
故
未
群
報
諒
之 

◎
治
喪
處
通
訊
地
址 
五
洲
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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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水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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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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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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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亨
一
此
水
無
齢
疆
海
毒
疥
癩
瀬遞逮 

:
膏
時
正 i
®
 蕃
限
謡
泳
映
迤
柳
終 

三
 1 無
焦
痛
爛
肉
如
有
清
凉
嶋
適
皆
屬 

，
藥

水

羅

淸

虜

帽

 

根枯痔散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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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
搽
數
日
包
斷
根
全
痔
脫
落
永
無
復
發
七 

e)毒必消藥精.每料三■ 

此
藥
精
無
論
新
舊
血
毒.•
由
騰
蟻
映
一 

「£■
導疼isw

i  

一 I

I

I

•
常

無

逞
 

不
一
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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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3
代
理
處
輔
行
公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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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失

。一本號尙存有正

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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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總
堂
謹
訂
於
五
月
廿
四
號
下
午
一 
時 

舉
行
第
卄
四
週
年
紀
念
典
禮
戚
時
統
請 

各
埠
馬
金
紫
分
堂
暨 

諸
伯
叔
昆
仲
駕
臨
助
慶
指
示 
一一 切
曷
勝 

榮
幸再

者
，
本
總
堂
前
擬
在
此
紀
念
之
日 

同時舉行懇親大會 
以 

資
聯
感
而
利
堂
務
之
進
行
後
因
各
分 

堂
函
復
僉
謂
在
此
工
商
暢
胚
之
時
人 

力
發
生
問
題
環
境
或
有
所
不
許
故
使 

展
期
待
至
他
日
如
何
然
後
報
吿 

皿紅馬金紫總堂AIP1敬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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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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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年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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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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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貨無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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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
宅
山

一»

•
海陸軍部應聯爲一 
一 

美
京
十
八
日
電
•
上
次
大
戰
後
時
之
美
 

海
軍
部
長
丹
尼
埃
爾
。
是
日
在
國
會
之
 

特
別
委
員
會
中
發
表
關
於
軍
事
政
策
之
 

意
見
。
極
力
主
張
海
軍
與
陸
軍
部
應
聯
 

合
爲
 
一
• 
稱
之
爲
國
防
部
。
彼
謂
一
九
 

四
 
一 
年
十
二
月
七
日
珍
珠
港
被
炸
慘
劇
 

。
卽
證
明
海
軍
部
與
陸
軍
部
分
立
之
害
 

。
需
要
一
統
一
 
國
防
部
以
指
揮
軍
事
衣
 

0 土法西斯謀倒政府 

赢
首
領
多
名
已
被
拘
 

倫
敦
十
九
日
电
。
英
情
報
部
接
土
耳
其
 

安
卡
拉
播
行
。
愛
斯
丁
偈
因
防
擁
設
納
 

粹
份
子
異
動
而
戒
嚴
。
自
命
「
爲
烏
拉
 

阿
爾
泰
族
」
之
領
袖
多
人
。
因
圖
謀
推
 

翻
土
耳
其
現
任
政
府
而
被
逮
。
彼
等
祟
 

奉
民
族
拠
法
西
斯
主
義
"
黨
員
用
秘
語
 

及
陰
符
通
傳
。
最
近
計
劃
全
國
大
舉
。 

頭
覆
政
府
•
彼
等
趨
向
德
國
。
但
是
否
 

直
接
受
外
威
勢
力
之
指
使
•
未
有
證
•實 

。
國
防
軍
搜
査
宣
酒
巴
•
獴
倣
黨
文
件
 

一 
宗
云
。

茲
有
六
間
房
新
式
住
宅
出
賣
適
合
華
人
居
住
位
在
加
蘭
護
街
以 

西
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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