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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河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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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之
經
濟
及
政
治

謂
日
本
民
衆
 

對
於
此
事
，
時■

激 

如
英
國
 

不
歸
恒
從
事
。
事
件
有
攒
大
及
悪
化
之
可
能
上
 

述
件
一 
名
德
桃
海
員
 

乃
於
本
月
六H
 
乘H
輪 

淺
間
丸
。山 

--■.藩
市
開
行
返
國
界
。
據
該
船
搭
客

談
稱 

諸
德
一

可
傀
員

c

乃

由
該
公
司
給
資
返
國
者
。

•

倭
賊
拘
囚
美
新
間
記
者 

東
京
什
三
日
④
 

美
國
際
通
訊
社
記
者
占1
揚

。 

最
近
由
中
國
返
抵
東
京
小
一
H
晨
被
传
警
察
拘
 

留 

迄
今
不
朮
外
人
接
見
 

亦
未
宣
佈
加
押
理
山
 

。
美
大
使
館
書
   

.. ̂官
敦
納
氏
 

是
晨
赴
監
求
見
、 

亦
饗
以
閉
門
羹
 
/;

截
投

⑥香
港
廿
四
日
電
 

英
輪
「
廣
英
」
號 

六
"
八
|
 

-/!..
噸 

昨
在
香
港
水
面
範
闡
内
。被
倭
艦
截
搜
。

旋
俊
釋
放
 

據
倭
艦
艦
艮
人
一
 

一
卷
.厶
，

華
船

■

英
艦
截
捜
嘗
合
阈
際
法 

英
京
小
二H
電
海
軍
界
構
 

英
艦
在
橫
濱
附
近

拘
捕
德
船
員
那
件
 

完
全
符

合
國
際
公
法
 
"
本
欲
圖
挽
囘
「
面
子
」

故
向 

英
提
出
抗
議
耳
人

意
將
擁
護
汪
逆
之
僞
府 

羅
嶋
"

，
一
日
在 

據
法
西
斯
带
黨
總
幹
部
宣
佈
 

汁
精
衞
在
中
阈
殷
"

反
對
其
產
主
義
之
政
府
倘
 

該
政
府
能
得
多
數
中
國
人
擁
護
 

刖
意
政
府
亦
擁
 

護
之
公 
|
海
注
派
亦
謂
.M
外
長
|
晏
奴 

曾
致 

牒
汪
粘
衞
 

盛
稱
注
氏
組
府
反
共
之
舉
-
謂
意
政

之
勢

府
素
芥
仅
共
政
策
 

封
俄
國
在
車
慶
政
府
 

力
增
加 

深
爲
不
滿
云
，

/
汪
逆
賣
國
之
神
種
勾
當儡

上
海
山
叫H
加
章
大
社
宙
。

首
領
昨
在
靑
岛
會
議
 
"
的
在
組
織
中
央
政
府
 

以
汪
精
衞
爲
總
疾
 

會
議
内
容
 

祕
小
宣
布 

會. 

塲
日
軍
成
備
森
嚴
 

如
押
重
犯

▲
注
確
實
賣
國
無
疑

汪
之
賣
國
行
爲
 

經
由
其
黨
羽
高
宗
武
。
陶
希
里

等
証
實

高
宗
武
自
宣
稱
脫
離
汪
逆
關
係
後
。將 

笹
訂
之
賣
國
協
宀
疋
内
容
秘
密 
，盡
行
攝
 

海
逃
至
香
港
)
。"

一
日
大
將
汪
之
賣
國
 

開
皎
表 

另
將
一
份
寄
交
重
慶
當
局
察
 

定
內
容
 

分
別
數
卜
條
 

喪
權
辱
阈
。 

如
准
許
敵
人
陸
軍
駐
守
革
北
 
內
蒙 

.駐
守
長
江
•
海
南
島 
H
寇
在
華
有
經
 

:

及
聘
用
敵
人
爲
顧
問
等
。

影
定

閱
重
要
者 

人
海
軍

濟査
汪
與
倭
寇
所
打
価
定
內
容
計
爲
「
中
日
新
關
係
 

調
整
要
綱
」
一
件
共
六
條
。
「
調
整
中
日
新
關
係
 

之
原
則
」
一
件
共h
條 

「
中
日
新
關
係
調
醛
要

項
」
一 
件
共H- 
一條 

「
屮
日 

附
件
」
-
件
共
"

一
候
。
此
外 

方
之
「
新
政
府
所
急
望
於H
方 

倏 

及
敵
方
答
覆
 
一 
件
共
六
倏

新
關
係
調
整
要
綱
 

尙
有
汪
逆
送
交
敵
 

者
」 
一 
件
共
"

六 

C

各
件
原
文
時
長

極
盡
喪
權
辱
國
之
能
事
"
。

▼
中
外
要
聞
節
錄
 

A
美
日
商
約
之
近
訊

一
盛
頓
：

。 
駐
美
大
使
百
鳥
 

爲
美
日
曲

~
廢
弛
間
題
。昨
向
美
國
務
部
提
出
疑
問
一
一
條

東
京
卄
•
一•
"
電 

日
本
過
激
份
子
因
英
艦
在
横
濱

附
近
截
搜
日
船
 

捕
去
德
海
員
上
一 
名
小 

是
口 

反
黨
也
•
二.C

:

餘
人
。
赴
英
大
使
館
門
前
要
求
英

日
本
領
袖
？
雖
謂H
本
軍
用
用
貯
藏
豐

/:■;

3* 

一_ 

防
廣
萬
生
辦
莊
謹
啓 
一

國
道
歉 

井
釋
放
該
德
海
員
一
名
)
幸
警
察
當
局

爾
。
已
離
總
崩
潰
之
期
不
遠
。
齢
曹
親
赴
我
韻
將
士
。
彼
 

等
對
我
僑
胞
之
關
念
捐
輸
。
成
表
感
倉
。
近
軍
中
需
要
跑
社
。 

齡
已
立
製
五
十
萬
雙
。
以
應
急
需
。
當
空
 

海
外
僑
胞
多
多
宣
一
一 

勞
。
源
源
輸
將
。
以
竟
抗
建
全
功
，
八
勝
幸
岳
。
專
湖
鳴
謝
。
一 

幷
州

美
齡
 

中
華
仗
國H
人
任

灘
安

阳
收
據
乙
紙
六

:•:
號

▲
南
平
別
堂
鳴
謝
經
費

及
—
二
週
年
紀
念
賀
金

占
尾
利
市
南
平

…

7L 
梁
鐵
準
 

飛
区
何
武
元
丁
隽
珍
 

--
/L 

北
京
酒
樓
九
兄
梁
月
珠
•
一
尤

A
「專
•辰
・
一

界
月
-

…
儿 

維

Or
三
元 

上
賀
金

李
聚
二
.
兀
因
新
二
元
郎
紐
聲
：
元

丁

青

:

•.儿
«
 栢
 

V 元 
陳
元 煥
二
元
 

夂
技
酬
元
 

梁
修
富
梁
.
兀 

梁
.雲-

一 

三
元 

郎
慶
歌
二
元
 

鄭
連
長d
元 

列
必
珠
效
公
堂
拾
元
 

郎
厚
金d
元 

馮
如
壽
五
七
 

馮
仕
長
壹
元
 

馮
乾
初
五
书
 

馮
續
康
二
兀
学
生
敦
二
元
五
 

中
國
實

\>:元 

梁
昌
飴
實
元
. 

雅
觀
以
髪
所
二
.
兀 

郎
綴
祥
五E
 
姉
瓊
瑞
五
毛
 
馮
僭
調
宣
元
 
一 

率
傳
喜
菱
元
 

岑
明
裕
 
二
兀 

牛
銃
喋
.
兀 

傥
樂
波
館
壹
元
五
 
一. 

梁
頰
豪
：
一元 

張 

俊
封
兀
娜
家
瓊

:/L
元
鄭
尙
植
党
兀

余
祝
中
二
兀

什

公
啟
各
民
國
.

發
覺
尙
早
 

遣
員
防
守
英
大
便
館
 

祇
許
代
表
數
 

人
入
館
呈
遞
我
求
書
面
•厶
。

林
惠
康

大
广
允
泉

孫
敬
文
 

李
兆
麟

车
藻
林 

率
様
堵 

姉
官
燦

鄭 

强

常
務
金
員
 

執
行
公
員

加
屬
茂
士
叫
華
僑
书
救
國
會
佈
吿

最
.

東
京
在 

軍
用
原

•
乂
爲
日
本

故
美
日
之
商
約
及
禁
運

間
題 

足
以
控
制H
本
之
阈
連
 

如
美
國
禁

II; 原 

料
運
口
四
"
木
之
匸
斐
可
".
刻
停
頓
侍
華
軍

事
亦
必
失
敗
 

運 

非
如
外
間 

須
减
低
生♦
産

方
言
人 

之
嚴
重

國
實
行
桀 

|
業 

或

他
不
致
停
頓
 

軍
事
行
動
方
面

則
更
不
致
一
時
受
若
何
影
响
蓋
日
木
之
軍
川
品
 

貯
藏
頗
豐
 

海
軍
貯
藏
獣
料
 

足
供
戰
艦
飛
機

兩
年
一

」

香
港

蜜
:
倭
軍
稱 

日
軍
在
杭
州
以
南
出

軍
三
干

在
佔
據
喜
波
云

倭
過
激
份
子
闡
困
英
使
館

偽
胞
買
之
第h
期
救
阈
金
 

結
败
錄
后
幸
而
鑒
察
焉

棉
衣
等
款
因
時
歳
晩
茲
將

A
意
大
利
揚
言
協
助
倭
寇
侵
略
我
國
 

羅
爲
山
人 

总
大
利
昨Z::
II:. 式
表
小
將
承
認
汁
精
 

衞
/
僞
府 

意
阈
外
交
部
長
西
安
那
 

昨
致
电
汪
 

粉
衞 

謂
意
國
偿
備
與
汪
府
介
作
 

乂
謂
意
阈
希

望
中n
親
舞   

U1.
成
新
局
面
。■
聞
注
制

致

謝

， 
羅
馬
華
方
消
息

意W

間
事

或
由
此 

國
絶
交
 

査
中
点
兩
國
邦
.

實k
已
斷
絕
?
時 

屮
阈
政
曆
遷
都
後
 

点
國
使
 

館
並
無
陥
政
府
而
遷
人
內
地
 

據
外
國
觀
察
齐
稱

意
阈

!W 買
軍
械
頗
多

中
倭
戰
爭
琳

仅
门
沿
海
失
陷
後
 

中
总
貿
易
停
頓
)
故
料
意

國
此
次
承
認
僞
府
 

係
欲 

據
倭
方
解
釋
 

点
國
承
認

•意
商
務
 

種
意
義
。

㊀
在
中
國
成
"

及
共
陣
線
 
㊁
擁
護
日
本
之
「
東 

亞
新
秋
序
」
計

副
㊂
準
備
承
認
汪
精
衞
政
府
。。 

▲
美
修
商
約
 

1B1 題
乂
訊

^

^

一̂

^
^
^
 

。
卄
三
日
在
寄
島
開
會
；
討 

論
紐
織
僞
中
央
政
府
問
題)
。 

9
 
我
游
擊
隊
轟
燉
山
朿
藤
縣 
一。 

附
近
津
浦
路
之
橋
樑
兩
度
。。

藤
縣
現
交
通
斷
絕 
莒
訊
渺

然
一
。

9

 
我
國
海
口
公
會
通
電
全
國 

虎0
寸E
-c

切
孑4
：！、—

:?

0

。
蔣
委
員
長
昨
電
各
友
邦:
聲 

明
汪
逆
與
倭
寇
訂
立
之
賣
國

励
約 
一
爲
中
國
所
不
承
認

。

筋反
足
增
長
國
民
抗
戰
之
决
心 

:
希
望
友
邦
政
府
主
持
正
義 

。一
援
助
中
阈
達
到
最
後
勝
利 

之
目
的
云
。

9

考
城
敵
三
千

— 
以
坦
克
中
卅 

餘
輛
癌
掩
護1
-
路
由
北
郊 

出
發 
T
H
在
服
家
任
近 

被
我
裁
擊 
破
毀
坦
克
巾
卜 

餘
輛 
又
一
路
由
西
郊
出
發

抵
姜
家
河
被
我

殘

寇
倉
皇
敗
退 
另
一
路
甫
抵 

匕
股
店
附
近 
亦
遭
我
襲
擊

〔劇
戰
中
。

、倭
賊
欲
佔
據
潸
波

•

倭
要
英
交
還
德
海
員 

東
京
卄
三
日
電
。
倭
外
相
行

III
一
是H
謂
日
本
定

須
英
國
交
還
德
海
員
"

一
名
二
IU1 時
警
吿
英
國

C

Bloedel"  

Stew
art  

伊
 

W
eR

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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喺
賣
菜
僑
生
會
民
國/
九
年
職
員
表
一

進
接
第
阳
则
公
债
除
滙
存
得
銀
人
卜1
元
九
书
六 

進 第
五
期
.门
架
委
利
埠
金
公
債
鍛
四
.门
儿
拾R

/L 

另
補
來
滙
美
金
滙
水
銀
五
卜
九
元
四
 

進
委
州
市
坤
金
公
債
笫

fL
期
鈑
五
仃l
拾

/1.
无 

另
補
來
滙
美
金
滙
水
銀
六
十
八
元
四
 

進
茂
市
用
第
五
期
金
公
債
鍛
四

rl
九
|
元 

另
補
來
滙
美
金
滙
水
銚h
卜
八
元
八 

進
茂
市
埠

•，：：：

架
委
利
坤
捐
來
棉
衣
銀
   

</ r1 O
d
..儿
五

進
么

1.-1. 傳
哲
銀
:

二
元

進
黄
權
兄
手
交
來
.西
人
捐
難
民
銀
式
尢
、

十4
共
進
一
得
鈑   

V
卜
九
"
五
卜
. 兀
審
零
六
人 

—
 

七
卜
月
•
：
號
付
奴
約
中
國
鍛
行
代
 

1,1
金
公
債
銀d
卜
五
.为
 

|
五
元
另
補
滙

1,1 美
金
滙
水
銀d

rlu
l
:

;L
一E
k
 

支
滙
費
仄
紙
代
銀

-#1, 
元
八
毛
六

支
出
性
徵
仁
錄
車
脚
録
-
一
元l

支1
月

.---:駄.
滙
廣
東
銀
行
交
蔣
人
人
收
棉
衣
港
銀
一-•
门

:fL
r
 

元
伸
銀 
一 
口
元

支
生
巧
華
埠
拒
日
會
宣
傳
費
銀
卜
一 
:■*
兀

玄

支
大
漢
公
報
吿
白
代
鍛

—
五
元

八

tl:
共
支
得
銀
直r
八
门L
 |
七
元
七
七
菱
 

比
對
除
支
外

fz.r
存
銀1
卜
三
元

/-元
正 

撥
入
第
六
期
計
 

民
國
"
八
年

—
..月 
-III-
號 

茂
市
埠
拒n
救
國
會
仝
人
佈
敗
 

茲
將
第
力
期
金
公
債
芳
名
列
后
 

周
宗
煦
立
"
无 

黃
闌
檜h
r
元 

李
家
協
 
彭
完
强

111-
五
元

周
庚
添
毎
購
金
公
債

•|||-元
周
宗
版
夫
人
十
五
元

陳

黃
選
秀
 
陳
顯
名
 
李
煥
卓
 
黄
文
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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