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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
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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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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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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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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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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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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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
翼
耀

河堂卄 一 年職員表

議
長
 

監
督 

西
文

强
立
 

副
偃
德
 

雨
時
 

副
善
彬
 

植
勤
 

副
國
輝

科
員
 

黃
炳
棠
 

科

耳

林

權
 

副
，
蘇

振
 

副
， 

方
步
其
 

副

鄭

洪
 

科
員
 
®
 昆
利

鄺
載
 

徐

棠
 

梁
任
農

秘
書
處
長
 

交
際0
任 

理
財0
任 

中
文
書
記
 

西
文
書
記
 

幹
事0
任

西
外
交
 

阮
宗
豪
 

參
事
員

紹
廣
 

耀
壯
 

範
一 

舉
惇
 

德
琛
 

社
盛
 

定
有 

穢
秋

英
章
 

滿
庭
 

縊
德
 

賢
晃
 

植
瑞
 

嗅
舉
 

時
艷 

耀
强

吳
廷
查
 

梅 

學

何
簡
能
 

林
普
慶

林
杏
舉
 

陳
宜
談

堂
長
 

財
政
 

中
文
 

外
交 

幹
事
科

調
查
科

◎
中華瓜菜商會卄 一 

常
務
委
員
 

林
藻
波

執

行

委

員

龐

堂

趙
 

祥

殷
 

開

◎
全加致公堂總辦事處卄壹年/

職員表 
梁
煥
南

林
尊
兀

陳
宜
顯

正
總
理
 

總
務
科
 

正
理
財

副
總
理
 

副
"
務 

副
理
財

張
椿
傑
 

馬
德
洽
 

鄭
振
秀

加
東
外
交
張
琛

加
中
外
交
 

王 

益

核
數
員
 

紹
慶
 

林
卓
 

榮
啟
 

福
寧
 

庶
務
員
 

兆
光

評
議
員

◎
二毫半子能賃自由車

本
夭
寅
賃
車
公
司
設
在
雲
琼
哥
林
比
亞
及
喜
士
定
街
角
奄
 

派
旅
館
館
門
口
本
公
司
爲
務
求
搭
客
滿
意
起
見
故
由
本
站
 

起
計
第
一 
咪
路
貳
亳
五
以
後
路
程
每
生
咪
路
壹
毫
每
点
鐘
 

壹
元
五
毫
埠
外
另
有
特
別
平
價
 

電
話Sey，757

，

年職iili  
-一 
w

不 

棒

佳

林

阜

舒
 

(
以
下0
代
主
〕二

調
查
。
任 

制
生
利

宣
傳
主
任
 

葉
 

盛

候
補
參
事

黎
雙
滋
 

陳
延
光
 

薛
聖
接
 

羅
彭
年
 

盧
敗
振
 

馬
放
山
 

蔣
安
翹
 

李
希
寰
 

郎
松
安

善
同
副
立
寬
 

德
芳
 

德
堯
 

義
女
 

舉
滋
 

評
議
員

月
嵩
 

敏
笛
 

善
聰

舉
仟
 

滉
德
 

信
舉
 

英
捷
 

俠
德
 

汝
榮
 

志
輝
惠
結
林
宋
 

舉
寬
 

嘉
隆
 

榮
坤

雲埠林西河總堂   

*
年職員表

堂
長
 

煥
廷
 

副
德
調
 

中
書
記
 

普
慶
 

副
翰
元

財
政
 

弼
臣
 

副
善
炎
 

西
書
記
 

舉
澤
 

副
時
根

首一 數

德
豪
 

副
惠
莊
 

惠
繁
 

德
葉
 

舉
度
 

杏
舉

德
業
 

念
佳
 

敢
派
 

燕
波
 

舉
耀
 

舉
念
 

德
瑤
 

林
錦
 

榮
裕
 

光
耀
 

長
庚
 

達
榮
 

善
銘
 

舉
順
 

立
瑞

統
理
男
女
老
幼
內
外
 

全
科
花
柳
奇
難
頑
症
 

在
別
埠
將
病
原
詳
細
 

函
吿
可
能
對
症
發
藥
 

一 寓
黃
大
衙
醫
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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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砂龍岡公所卄 一 年職員表 

利h
委
員
 

趙
盈
祥
關
崇
頴
 

張
版
堅
 

關
耀
南
 

劉
煥
嘉
 

趙
邦
立
 

制
•
奕
 

闘
紹
曾
 

張
餘
慶
 

常
務
委
員
 

張
炳
堅

候
補
執
行
委
員
 

劇
孟
義
 

劉
蔵
成
 

張
椿
杰
 

監
察
委
員
 

張
華
勳
 

關
崇
爵
 

劉
孔
正

候
補
監
察
委
員
 

趙
 

祥

中
文
主
任
 

張
餘
慶

幹
事
 

劇
炳
莖
 

翻
孟
義
 

關
若
愚
 

趙
里
鵬
 

西
文
主
任
 

趙
榮
燦

幹
事
 

趙
里
鵬
 

题
紹
曾
 

劉
廷
恂
 

趙 

祥
 

理
財
主
任
 

關
崇
頴

幹

事

張

作

趙

邦

立

交
際
主
任
 

張
椿
杰

幹
事
 

811 孔
正
關
若
愚
 

張
培
遇
、
關
勳
和
 

調
查
主
任
 

趙
 

勝

幹
事
 
劃
蔚
成
 

關
勳
厚
 

關
耀
崇
 

劉
希
經
 

關
國
堯
 

張
培
福

庶
務
主
任
 

關
崇
菊

,

幹
事
 

關
國
瓊
 

關
國
煦
關
炳
文
 

811 
祥
 

張 .
寵
 

趙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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矶勰台山寧陽總會館廿一年職員表 

正
主
席
林
壽
民
 

副
羅
超
然
 

書
記
 
礎
卓
凡
 

副
鄧
雲
章
 

財
政
•
温
光.祥 

副
鄧
錫
文
 

籃
督
 

黃
廷
述
 

副
趙
安
國
 

西
交
際
李
汝
晃
 

副
馬
呈
瑞
 

庶
務
，
黃
才
有

董
事

趙
凱
亭
 

直
華
挹
 

李
溱
明
 

李
徐
奕
 

劉
希
祝
 

陳
玉
山
 

爲
昌
弼
 

黄
溱
爲
 

龔
定
燊
 

陳
宗
鎏
 

袁
金
榮
 

馬
本
根
 

林
舉
惇
 

劉
孔
美
 

李
弭
非
 

李
世
修
 

李
永
錫
 

林
耀
莊
 

黃
禮
瑞
 

林
鐵
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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敗
者
妹
去
年
在
本
埠
市
紐
卡
列
珠
學
校
專
心
研
究
精
美
裁
縫
幷
 

製
襟
頭
花
全
課
領
得
畢
業
文
憑
該
校
爲
利
便
我
華
僑
女
曇
見
 

給
予
就
地
教
授
生
徒
畢
業
後
能
領
該
校
文
憑
有
志
向
學
者
盍
興
 

乎
來

再
者
妹
接
縫
中
西
女
服
價
錢
相
宜
倘
蒙
定
取
齢
辦
收
   

!0工
資
五
 

毛
現
由
祖
國
辦
到
最
新
欵
式
大
小
女
服
長
衫
及
大
帮
絲
髮
到
來
 

如
蒙
惠
顧
者
剪
此
吿
白
付
來
照
原
價
九
折
計
算
以
作
優
待

D
ressm

aker
•30  K

eefer  St・  

Phone  H
igh  936R

 Vancouver"  B
・ C  

企
化
街
六
百
三
拾
號
 

電
話
體
倫
九
三
六
亞

令
解
散
。
以
便
舉
行
大
選
；
此
令
于
首
相
犬
養
 

毅
。
外
相
芳
澤
。。及
藏
相
高
橋
是
淸
、在
國
會 

演
說
後
卽
發
表
 
大
選
日
期
 
定
爲
二
月
一 
一
十
日
。 

倭
政
府
正
式
布
吿
二
自
去
年
九
月
十
八
日
東
三
 

省
事
發
生
後
。
倭
軍
在
東
三
省
之
死
傷
人
數
。。 

兵
士
戰
死
者
二
百
七
拾
八
名
。。軍
官
二
十
壹
名
 

。。共
死
二
百
九
f

九
人
:
受
傷
者
軍
士
五
百
六
 

拾
四
名
 
。軍
官
三
十
六
名
。，共
六
百
零
二
人
云
 

。顏惠慶要求盟會

即
時
泡
製
日
賊

日
內
瓦
廿
五
日
電
，
出
席
國
際
聯
盟
會
行
政
院
 

職
員
常
會
之
中
國
代
表
顏
惠
慶
氏
"
是
日
要
求
 

盟
會
即
時
設
法
對
付
日
賊
" 
顏
氏
謂
日
賊
手
段
 

侵
畧
中
國
之
領
土
 

查
歷
史
上
所
載
如
倭
賊
今
 

日
之
蠻
橫
。■
公
然
違
犯
條
約
之
事
件
爲
少
云
 

■
盟會擬警吿日賊 

日
內
瓦
廿
六
日
電
)
盟
會
行
政
院
職
員
頃
秘
密
 

會
商
警
吿
日
賊
事
。。聞
該
行
政
院
擬
警
吿
日
賊
 

勿
向
上
海
方
面
深
入
云
。

■
日賊又增派軍艦

十
三
艘
赴
滬

東
京

：h

六
日
電
 
一
本
京
海
軍
部
今
日
又
增
調
巡
 

洋
艦
一
艘
，魚
雷
 @
逐
艦
拾
貳
艘
至
上
海
一
。各 

一
艦
奉
令
後
。
即
時
由
佐
世
保
出
發
。「據
倭
海
軍
 

部
中
人
稱
。上
海
形
勢
日
吿
緊
張
。
不
得
不
增
 

調
軍
籃
前
往
鎭
壓
云
；

查
上
海
黃
浦
江
已
駐
有
倭
軍
艦
拾
一
艘
，
今
又 

增
拾
三
艘
;
是
.駐
泊
上
海
之
倭
箧
將
達
廿
四
艘
 

矣

。此
新
增
之
拾
三
艦
於
是
星
期
四
可
以
抵
滬
 

J0 

計
載
有
海
軍
陸
戦
隊
七
百
至
九
百
云
，。 

•
日宼將由吉林進侵哈爾演 

倫
敦
廿
六
日
電
。本
京
交
換
電
報
社
是
日
接
駐
 

哈
爾
濱
訪
員
電
云
、
哈
犖
華
人
居
留
區
是
日
又
 

再
有
暴
動
事
發
生
，
警
差
欲
制
止
暴
徒
暴
；8

以 

便
维
持
治
安
。
頗
感
困
難
，
倭
宼
 ®
除
將
由
吉
 

林
城
馳
抵
哈
爾
演
駐
防
云
。

賊又殺華人千名 

東
京
廿
六
日
電
。
本
京
政
府
是
日
宣
佈
謂
视
近

占
山
將
軍
。。專
美
於
前
也
，北
望
旗
麾
 
。揮
淚
 

電
吿
:
務
希
鑒
察
。。江
蘇
省
國
難
救
濟
會
爲
良
 

馮
嘉
錫
。趙
鳳
昌
 
韓
國
鈞
,
黃
以
霖
 
姚
文
楞
。 

玉
淸
穆
 
沈
恩
孚
 
一
唐
文
治 
張
一 
鹿
，下
吝
，
馬 

士
杰
。董
康
 
莊
蘊
寬
 
李
根
源
 
徐
鼎
康
-
秦
錫
 

田
沈
惟
賢
 
黃
慶9!

穆
湘
瑚
。陸
規
亮
。朱
紹
 

文
賈
豐
臻
。袁
希
洛
。等
同
叩
。世
、 

㊀

南
京
特
種
外
交
委
員
會
外
交
部
均
鑒
。，改
組 

期
間
。
國
難
加
劇
一
。國
人
忍
淚
一
引
領
新
猷
： 

日
宼
大
舉
進
逼
 
。錦
軍
紛
紛
撤
退
 
。抵
抗
之
實
 

未
見
。應
付
之
計
未
聞
。猶
憶
東
省
初
陷
。、國
人 

對
於
部
長
赴
日
。。羣
滋
疑
盧
。。前
政
府
幷
有
責
 

言
1

曾
經
部
長
兩
度
聲
明
經
過
，。謂
東
游
正
爲
 

圈
救
東
首
，今
新
政
府
代
興
一
自
應
有
挽
救
方
 

針
。
以
杜
口
實
。否
則
甘
自
暴
棄
。政
府
對
於
 

國 
人
：
應
負
重
入
責
任
、，當
此
國
勢
阳
危
)
民 

心
惶
惑
:
究
竟
國
防
如
何
配
備
。
外
交
如
何
抗
 

爭
二
圖
敬
東
省
、。其
道
何
由
一、應
請
確
定
大
計
 

。e
宣
示
國
人
：
以
慰
民
望
。江
蘇
省
國
難
救
濟
 

會
屬
良
：
馮
爲
錫
一
。趙
鳳
昌
、
韓
國
鈞
一 
黃
以 

霖 
- 
姚
文
視
 
王
淸
穆
 
沈
恩
孚
 
唐
文
治
 
張 
一 

鹿
下
吝
)
馬
士
杰
 
童
康
 
莊
蘊
寬
 
李
根
源
 

徐
鼎
康
 
秦
錫
田
 
沈
惟
賢
 
黃
慶
瀾
 
穆
湘
瑚
 

一 

陸
規
亮
一
朱
紹
又 
買
豐
縑
。袁
希
洛
。
等
同
叩
 

世
.-
。

恐震驚，不知所措。。陳 

友仁遂即辭職走避，。黨 

府 
外交無人。。欲請羅 

文幹以代外交部長。。並 

决以蔣作濱爲駐日公使 

上海兵工廠。一由浦東擬. 

運藥料囘兵工廠。。不料 

該藥在駁船爆發。。聲震 

天地一駁船沉沒。。溺斃 

人卅餘名 
，全市人民震 

驚:
遂謠傳謂日賊炸燉

式

兵工廠。一後查悉無恙。。 

，蔣光鼐、蔡廷楷、將聯名 

宣言，，决不加入任何派 

系內爭 .誓以全力救國 

。聞張發奎、黃祺祥、將 

繼續發表同樣宣言。。

館

特

電

今
晨
接
駐
滬
訪
員
來
電
云
 

e
黨府諸人。。連日會議。。 

討論對付倭賊辨法二.惟 

議論紛紜。、連議數日。 

竟無結果。蔣介石主張 

壓制排日運動。並照舊 

日辦法。先求國聯調停一 

至不得已時。。乃與日本 

直接交涉。。孫科：陳友 

仁、、知將來交涉必無好 

結果。。遂故意不贊成此 

辨法孫科辭行政院長 

C
〈陳友仁辭外交部長： 

陳並發表宣言，罵蔣介 

石對付日宼軟弱：欲以 

瞞遮前日奉孫科等命往 

求日賊入宼之罪。。 

6
倭滬總領事村井徑與吳 

鉄城交涉。.促吳答覆其 

要求。。倭賊並之言擬佔 

吳淞等要塞。。進攻南京 

黨府中所謂要人。。皆惶

要

电

弦

■
日賊全部覆滅 

瀋
陽
廿
五
日
電
昨
夕
大
隊
華
人
義
勇
兵
將
駐
 

守
大
凌
河
車
站
之
倭
寇
 
一 
小
隊 
包
圍
。。兩
軍
戰
 

至
今
朝
 

倭
寇
全
部
被
擊
斃
。。倭
將
校
陣
亡
者
 

有
中
隊
長
中
村
氏
。、暨
南
次
泣
路
公
司
職
員
練
 

山
準
一
氏
。

■
黨府頭目狗咬狗骨 

孫
科
與
陳
友
仁
罵
蒋
爲
反
動
派
 

上
海
廿
力
日
電
 

孫
科
與
陳
友
仁
辭
戦
事
 

經 

誌
報
端
)
孫
陳
辭
職
時
曾
發
出
宣
言
書
 

痛
罵
 

蔣
介
石
暨
发
同
情
於
蔣
之
武
閥
。。據
孫
陳
兩
氏
 

稱 
蔣
介
石
之
反
動
政
策
』足
以
引
帶
中
國
人
民
 

歸
附
日
本
云
:
，，不
知
往
求
日
本
出
兵
是
何
意
) 

•
華兵擊墜倭機 一 架 

倭
空
軍
將
校
兩
名
下
士
壹
名
殖
，命 

東
京
廿
五
日
電
I

據
本
京
聯
合
通
訊
社
駐
東
三
 

省
溝
邦
子
訪
員
電
稱
、。
有
倭
飛
機
一 
架
、。是
日 

在
溝
邦
子
城
北
空
際
爲
華
人
義
勇
隊
發
槍
擊
墜
 

於
地
•
、機
中
之
倭
航
空
隊
員
   

--名
一
。
一 
爲
空
軍
 

中
尉
花
澤
氏
。。二
爲
空
軍
大
尉
湯
池
氏
、
三
爲 

軍
曹
長
田
中
氏
 

該
機
墜
地
之
由
。。爲
機
關
中
 

敵
彈
.
厶
。。

•

•
羅文幹代理外交 

南
京
廿
六
日
電
 

前
任
北
京
外
交
部
總
長
現
任
 

本
京
司
法
部
總
長
之
羅
文
幹
氏
 

業
已
被
委
爲
 

代
理
本
京
、
交
部
長

C

以
繼
陳
友
仁
之
任
。。 

•
日宼解散國會

東
京
廿
四
日
電
。。本
京
國
會
、
業
已
中
倭
皇
下
一

四
H

:

賊
軍
在
溝
邦
子
一
 
帶
與
「華
匪
」激
戰
 

已
殺
^

一
匪
」千
名
二
刻
地
方
已
吿
肅
淸
*
 

•
日賊硬要解散滬排日團体 

匕
海
廿
六
日
電
、
據
日
本
人
方
面
消
息
稱
。 C

o二

海
當
軸
除
解
散
排
日
團
体
)
條
外
其
餘

12

賊 

各
條
要
求
均
已
允
納
 

但
據
華
人
訊
稱
：
中
國
 

當
軸
頃
對
日
賊
之
要
求
尙
在
考
慮
中
。。 

駐
本
處
之
倭
總
領
事
謂
日
本
將
限
以
時
期
使
中
 

國
當
道
解
散
上
海
境
内
之
排

T：

團
体
"
如
當
道
 

不
允
所
求
一
。則
日
人
將
起
而
代
庖
了
硬
將
此
等
 

排
日
團
体
解
散
云
。。

•
日宼宣傳謂外國

已
允
其
佔
據
滬
租
界

東
京
什
五
日
電
。。本
京
當
軸
是
日
傳
出
消
息
謂
 

上
海
租
界
富
道
已
允
於
必
要
時
准
日
兵
佔
據
公
 

共
租
界
。。因
華
人
排
日
會
之
總
機
關
乃
在
該
租
 

界
內
:
故
日
賊
不
發
動
則
已
；
一
動
則
首
先
佔 

領
租
界
。。別
國
政
府
已
尤
諾
日
賊
照
此
而
行
。。 

又
日
賊
頃
聞
中
國
當
軸
調
央
三
師
至
上
海
。以 

禁
遏
排
日
會
爲
名
。。頗
爲
憂
慮
。。蓋
恐
此
頂
軍
 

抵
滬
時
與
日
賊
作
戰
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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