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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共
現
擬
改
變
方
針
、 

謀
逐
漸
赤
化
民
兵
防
其
作
反 

香
港
式
日
合
衆
社■
•
據
本
港
中
立
派
之
華
字 «
「第
僑
日
報
」•
接
獲
報 

告
• 
稱
中
共
前
希
学
用
以
負
責
督
促
實
行
田
地
改
革
及
微
收
稅
務
之
民
兵
，
中 

共
現
對
彼
等
管
理•
頗
成 
一 
重
要
間
障
■
査
本
月
間
•
廣
西
曾
有
二
萬
此
等
民 

兵
•
舉
行
武
裝
背
叛•
據
中
共
大
陸
傳
来
消
息•IE

有
甚
多
所
謂
共
党
之
田
地. 

改
革
者
及
管
理
農
人
活
動
之
中
共
官
員•
已
爲
民
兵
槍
决•
桂
林
•
南
寧
及
桂 

縣
等
地
之
民
兵•
曾
相
繼
有
反
叛
之
事
蒙
生•
而

—

之
作
反
•
其
規
模
雖
不 

大
， 
但
亦
足
以
警
醍
各
共
產
當
局•
使
彼
等
不
得
安
寢
無
憂
・ 

該
報
乂
謂
一
共
方
管
理
民
兵•
壹
向
採
取
小
組
企
化
政
策
・
極
力
避
免
民 

兵
集
中
•
將
民
兵
分
成
小
隊•
由
正
規
軍
加
以
控
制
管
轄•
防
止
民
兵
作
大
模

規
之
背
叛
■ 

惟
自
科 e
 戰
事
爆*
*
•
中
洪
受 

N
I

優
良
訓
繰
之
正
規
寧•
多
已86

赴
韓 

■

tts
 •
故
令
國
內
筑
乏
精
銳
正
規
軍 

監
視
民
兵
-
現
中
共
爲
避
免
民
乓
作
反 

•
擬
對
民
兵
加
强
政
治
帙
育•
在
桂
林 

及
南
寧
兩
地•
開
较
政
治
學
校
計
副
分 

批
胸
民
兵
・
施
以
政
治
訓
練
云
・ 

莫
斯^^65

國 

淸
算
「非
親
蘇
派
」 

法
京
巴
菜
壹
日■
•
自
保
加
利
亞 

共
產
政
府
•
我
凭
有
「反
叛
份
子
」•
謀 

將
其
共
產
政
權
推
翻
後 - 
保
國
已
有
四 

名
內
閣
部
長
及
四
名
高
級
將
傾
神
捕
清 

算
•
現
從
名
方
觀
察•
均 

te實
蘇
俄
現 

確
已
嚴
密
監
督
其
東
歐
祐
附
庸■

・舉 

行
大
淸
算
•

在
過
去
數
週
中
育
羅
為
尼
亞
首
相 

古
努
沙
博
士 
强
加
利
亞
首
相
沙
葬
 

哥
夫
兩
人
，
彼
等
之
實
權
•
已
爲
共
產 

禽
局
大
爲
削
滅
。
並
受
禽
局
監
視
其
行 

動
；
最
近
蘇
俄
副
總
裁
莫
洛
托
夫•
與

員
•
被
指
控
爲
「
英
美
帝
国
主
義
」
斶 

情
份
子
云
。

據 
IW 蘇
俄
現
爲
加
緊
控
制
其
附
庸 

■
•
 
防
其
有
反
蘇
異
動■
巳 «
清
算
「 

狄
圖
派
」
「叛■
份
子
」及
『破.壊
份
子 

禽
名
•
令
其
附
庸   

■
積
極II

清
「
非
殻 

蘇
派
」
之
共
黨
云
•

中
共
軍
需
品 

經
澳
門
轉
入 

香
港
二
日
合
索
社■

・  

«

從
葡■
 

澳
門
抵
此
之
遊
客
稱
。16

自
香
港
禁
運 

軍
需
品
往
中
共
後•
澳
門 »
已
變
爲
・ 

連
军
需
品
往
中
共
之
中
心
地•
葡
萄
牙 

政
府
•
對
ft雖
如
以
否
認
•
但
澳
門
之 

遊
客
•
則
稱
煤
油
桶
•
汽
車
車
胎
及
其 

他
軍
事
用
品•
在
澳
屯
積
如
山•
準
備 

運
入
中
共
事
云■

南
韓
反
對
開
城
和
談 

所
訂
劃
綫
爲
永
久
界 

高
量
釜
山
一
日
路
透
社*
■
南
韓 

外
交
部
長
，
對
國
會
稱
•
错
南
韓
將
决

■
在
軍
事
方81

•
■
絡
土
耳
其
及
希A
 

㊁
・
國11

事
生
直
日
增
・
而
不
久" 

可
恢
復
韓■
前
之
情
形
・
依
期
交
費
：" 

②
愛
善
考■
*
»
 
・
穂
在«
 于
大
一 

西
洋
協
約■
西
欧■
  

»

之 «
施
•
比

<,

兩
月
前
第
観• 
香
當
時
彼
禽
統
一 «
!
6

糾
紛
•
大 *
失
望
•

。
截
至
明
年
爲
止•
駐
欧S

«I" 

81

四
十
萬
人
之
消
息
正
確■
但
不
出*

3  

六
師
之
原
定
計
制■
多
検
兵
額
■
値■
」

補
助
及"
備
部
隊
而
已
■

善
至
于
世
界
和
平
方
面
，5
h
!
 

認S
俄■
仍
未
放
棄
其
擾
亂*
*
*

之
本
来
計 

1!|・ 心嘲1舞,
美
聯
合
參
謀
部*H
^
^
^
j
 

抵
加
京
之
行̂
^
 

臭
太
瓦
•
八
月
二
日
加
拿
大一#

 

昨
抵
臭
太
瓦
之
美■
聯
合B
  

IIltlHi  

es 

布
辣
利
祷
班
•
能
紀
者16

•
以
・
塞

 

位
觀
之
•
若
西
班
牙■
西
方
民
豪■
融供

■ 
則
等
于
增
加
摘 *
三
四
十 «
大
臬 

反
共
勢
力
■

布
辣
利 *
■
#
!

見
記
者
之
桂
・
总
 

卽
防
問
加
拿
大
・
防
部
長
卡
勒 *
■
.
 

大
慨 W
M
M
于
英 

11 步
命 «
 
一 
糾
駅
齢

間

I

布
辣
利
將
寧
• 
擬
在
加
事
大
逗

81

四
日• m
今
日
預 6
會
見
加
拿
大
！Msi  

iil 

空11

，
謀
及
內
閣■
及
•
而
明
日lee!*  

釣
魚
• 

二 

布
辣
利 *
 
軍
・
又
貝
衷
・  

68 如
尾
 

<D

渠
欲
與
加
拿
大
參
謀
首
及

•..商
■
 

»
關
于
大
西
洋
協
定
之
某■
!

問■
宀i

△
本
報
價
目
表 
(
零
沾
每
份
六
仙)

毎円 

雲域派到 
一.兀二五 

本毋郵寄一元五毫 

加屬美事二元四五 

中*
各国一无五毛

辩季三元七五 

四元 五毫 

四
元
零
五♦ 

四元玉毛

半年七兀五蔓 

人
元
 

七元 九五 

九
元

全年 
壹十五元 

壹十八元 

十五元六 

一十八元

除
星
期
日
外
，
皆
按
日
呈
問
，
無
綸
取
閱
久
暫
， 

M
報
費
均
要
先
息
，
空
函
定
閱
，
恕
不
奉
呈
•

司
理
事
畋
一

美
軍
參
韓
戰
之
損
失   

I** 

達
八
萬
餘
人
』 

■
盛
頓
八
月一

B
統
-
社 
1

月 
11

據
美 

88 防
部
報
吿
•
栽
至
上
星
期
五
昼 

止
•
韓
戰
美■
損
失
已
逢
八
萬
。
七
施
 

九
人
•
比
校
上
星
期
之
燈
數
多
三
百
爲 

十
六
人
• 

：憂 

總
數
包
括
陸
・
陣
亡
者-
萬
一
岳
 

- 
百
三
拾
六
人 /
受
傷
者
四
萬
三
千
金 

二
拾
七
人■
仍
然
失
踪
者
九
千
八
百
為 

拾
一
人
•
被
俘
者
一
百
五
拾
六
人
・必3 

前
失
踪
而
藥
已
尋
腹
囘
伍
者
一 
千
二
爲
 

九
十
二
人
・
海
・
陣
亡
者
一
百
五
十
入j  

人
•
受
傷
者
六
百
九
拾
三
人•
仍
然
朱

2  

踪
者
七
十
三
人
•
以
前
失
踪
而
業
尊鑫

七
 

X 
仍
一

囘
限
者

31

人
•
海
軍
陸 «
隊
陣
亡
者 

千
九
百0
九
人
•
受
傷
者 
一 萬
。
七
百 

九
十
二
人
•
仍
然
失
踪
看
弍
百
六
拾
工*

 

人
•
以
前
失
踪
而
業
已
尋
獲
EI 伍
者4^

 

人
，
及
空
草
陣
亡
者
二
百
。
四
人 :8®

傷
者
廿
九
人
■
仍
然
失
踪
者
四 ̂

零

人
•
被
俘
者
三
人
，
以
前
洗
農
通 

5
^
^
^
^
6
.

不
接
納
現
時
在IE

驗
和
談
•
所
訂
之
界 

純
•
爲
韓
國
永
久
之
邊
界•
彼
並
謂
開 

域
之
和
談
，實
無
法
可
以
解
决
韓
國
事 

件
•
彼
呼
籲
全
力
對
共
產
作
戰
云 

美
日
安
全
協
訂 

將
在
三
藩
市
簽
字 

-
東
京
二
日
路
透
社 «
•
日
本
外
交

瑣
果
夫
及
洛
高
蘇
斯
基
兩
元
帥
・
會
集 

於
波
京
華
沙
•
警
告
波
蘭
勿
得
傾
向
「 

狄
圖
主
義
」
•
及
認
淸
蘇
俄
陸
軍•
是 

彼
等
唯 
一 
之
力
量
•
查
本
年
五
月
畤• 

蘇
俄
曾
予
捷
克
類
似
之
警
吿•
俊
卽
有 

四
名
捷
克
誼
事
将
領■
因
受
「
叛

8g

嫌 

疑
」
被
捕
・
至
昨
星
期
二• 
在
波
京■
 

沙 
一 又
为
九
名
波■
共
產
政
府
高
阪
官

I

_
4
 

\
 

=~-̂
3̂

•
，，，,,^0!^^,2£

f,:;;..;
2
:

R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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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lev*."-ew
tâ

-lv

新
聞
紙
第
拾
三
卷
第
七
十
九
號

中■
民
國
四
十
年
八
月
二
號 
(
星
期
四)

K

△

A:
fl' 

刊

fclM
  

-lr
^
^
l
n
l
r
m
F

夏
藤
浚
次
辛
卯
年
六
月
三
十
旬

兩
宗
汽
車
肇
禍
事
一 

二
人
死
兩
人
傷 
一 

本
汝
比
古
令
治
街
四
一.一
壹
八
號
西 

人
士
監
・
•
昨
晚
沿
連
那
公
路
・
準• 

在
連
那
以
東
約
六
英
里-
撞
斷
-
■
健 

柱
•
翻
落
路
邊
溝
栗
，士
監
曜
本
人
微 

傷
。
但
其
同
伴
約
翰
師
步
係
裳
柳
人• 

1
時
被
車
壓
死•
因
當
時■
話
又
不is  

■
故
旁
觀
者
未
能
立
卽 »
知
警
局
及
敦 

生
車 - 
俟
警
察
經
到 

|I»•
旋
卽
拘
留
士 

K
H
I
•
奉
後
•*
!
!
警
長
・0
疆
吿
■ 

811 士
監 
II 已
被
控
誤
穀
人
罪•
而
定4
 

晚
在
連
那
险
屍
官
追
究
錦
步
之
死
因■ 

又
北
上
高II

且IB

打
非
魯
街
壹
二
三
六 

號
之
西
人
摩
利
笠
賓
臣
一
年
廿
壹
事
・ 

昨
曉
乘■
單
車
• 
在
北
雲
高
・
仔
連
街 

及
必
治
文
歯
口•
興
- 
輔
英
國
車
遍
願 

相
撞 
撞
傷
品
重
•
當
車
入
北
裳
高♦
 

公
・
院
・
精
腦
科
醫
生
醫
治■
生
死
難

產
量
• 各

板
麻
所
憂
慮
者•
爲
加
何■
付 

今
季
市
面
・
平
時
冬
板
康
，
敢
積
存
四 

五■
月
木
板
■
以
渡
遇
冬
季
落
，■
期 

■一一

世
界
木
瓦
工
會
估
計•■
在
本
省 

有
壹
萬
至
壹
萬
五
千
人•
因
伐
木
打
不 

能
開
工
而
失
業
，

伐
木
商
•
均
切
望
早
日
開
工•
加 

聚
生
直
•
而
筏
示
願
出 *
工
以
鼓
励
工 

人A
星
期
做
六
七
日
工
云 

美̂^r^

 

亞
洲
政
策 

紐
約
■
一
號
日
含
眾
社•
美
國■
 

高
法
院
特
拉
士
法
官•
日
昨
撰
稿
「  

«

 

望
」
雜
勤.  

81*
 園
人
已
受
II ■
現
在 

之*
*
哲
學
所
迷
惑
•
致
令
亞
洲
或
因 

此
產
生
反
美
運
動•

■
彼St. •
第
二
次
大
戰
之
後
，
美 

!e

倚
靠
掌
人
太
甚
・
但
軍
人
方
面
如
訓 

練
上
之
關
係•
故
小
注
蔵
世
界
政
洽
潮 

流
•
不
明
社
會
及
・
家
經
濟
情
形•
而 

不
能
充
任■
問
-
成
作
政
治
上
之
報
吿 

M
特
拉
士
例
•
亞
洲
現
在
之
琲
局 

係
基
于
下
列
三h
因
索 ■
㊀
久
受
外■
 

勢
力
操
塩
而
重
生
之
激
烈
・
家
思
想
」 

0
久
受
壇
主
剝
削 
而
直
生
打
倒
輝
主 

之
决
心
。
以
及②
 *
 色
人   

«
 -
與
白
人 

宜 
一 
律
平
等
之
熟
烈IE

念
•

彼
云
共

N
6

主■
者
•
所
提
倡
之
改 

春
制
云

以
收
服
民
心
・
始
源
于11  

11-•
非 

俄■
■
而
我
・
不
电
法
改
良
亞
洲
民
族 

之
環
境
-
而
反
肋
亜
洲
恶
势
力•III

定 

時
局
及
保
存
故
有 *
位
•

擅
彼 *
 •
美■
已
將
本 

81 之
军
力 

典
威
名
•
袒
覆
亞
洲■
恶
劣
之
份
子
- 

故
宫11 ■
宣
布
瘫
護
安
南
法
嘗
局• 
全 

東
南
亞
爲
之
驚
動
，N

I

安
南
叛
軍
・
因 

爲
共
產
主
義
者
所
利
用•
但
法■
在
安 

»
所
實
行
之
殖
民*
政
策
■
爲
有
史
以 

来■
殘
暴
者
•
亦
爲*
實
• 

«
彼
稱
• *
■
在
高
麗
•
錯
在
越 

通
三
十
八̂

^

_
_
_
 

^
^
^
1
,
 

謂
高
麗
要
統
一 

芝
加
哥
卅 
一 
日
合
衆
tt•
高
麗
共 

和■
駐
美
大
使
楊
羅
陳(
譚
音)
博
士 - 

日
昨
發
表
談
話•
南
高IK

統
壹
•
爲
全 

高
麗
所
切
望
者
■

鐘
楊
博
士
稱
一 
仍
然
將
高
麗
劃
分 

南
北
之
停
戰
協
定•
絶
對
不
能
滿
足
高 

麗
人
民
・
而
勢
必
繼
績
奮1；

•
裁
至
打 

倒
國
內
共
產
主
事
者•
而
創
立
壹
個
統 

一 
民
主
國
爲
止
，

楊
博
士 

一
高 

11 有
四
千
年
歷
史 

•
但
從
來
未
曾
被
割
分•
分
我
者
應
該 

負
責̂

^

匸
玄-

全
加
癮
君
子
約
四
千 

雲
埠
佔
千
三

雲
毋
市
警 8
麼
利
根
■
昨
日
向
金 

事
松
吿
•
霜
關
质
真
本
人
立
查
本
境
烟 

毒
間 8
之  

«

過•！5

全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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