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賢鴻
林梁 
英 
鳳成

賊艦 

五但 

售 L 雙上 

c

在現 

三仍 

洲泊 

墟有

何馮梁袁趙 
耀一惠 

連華根山南

華 
南

黃鄭蔡 
兆華洪 
榮杞炳

評

議
部

趙簡鄭徐林駱趙宋 
時 

槐李石灼春才南添

宋曾鄭馮馬 
浣白帝百叙 
塵寬曉信璧

打力及 
以攻其

鈍陳阮 
光 

認明彬

以梁制 
上 雄 
每念義 
五
毛林李 

佑 
强烱

馬呂鄧制利丘馬鄭蔡宋何馬黃 
大 文發燦齊冠叙貽洪的 
敏念庚莊添多培女英天泰恩莊

岑高周陳吳馮曾黎曾岑馬曾吳 
正定澤 北卿爲錦景 

琪才相想潔煜頴荐解扳勳裘辰

Pappa s Fur 
STORE

850 Granville St.

關黄呂關廖胡梁制梁何 
稚 持煥孔明春▲

栢梧洪祥作源 順 滄初▲ 
陳 穩纟

林黃呂李呂關球黃福羅慮爵 
國成 臻 俊梨

培材有培洪穩昌賢 和卓譯

李何潘 
春

扳初滎秋生淑敖裕 成

黄梁吳 
世應

林罰葆林制林梁黃 李呂
梓翰 廣國 就 
健良恒兀益明材锥榮

以
趙羅李上劉杵李 

毎孔以 奕 
歡恩坤壹順上栢祥 

元 每

雷

法
許剧梁梁雷鍾五司貳馮何 
孔溥 法華徒元.春 

栢順賢財傕龍 尙 炳初 
栢

發批材藥貨雜生萬廣

KWONG MAN SANG CO. 
236 Pender St. E. Phone Sey. 5671

Vancouver. B. C

86
糖荔江綢夏男各 

普在西緞布女既 

量饮花檯檯頸絲 

拳乾瓶宙01巾巾

©

卜

一期星 褒4?漢大 日六月二卜年六1二國民（頁二）

胡
德
潤

掘壕而守。、所有該處居 

民一已遷徙一空 
C

周
文
煥
 

張
明
益
 

簡
國
安
 

陳
社
有

一台山鄕民及軍隊，。乘夜 

襲攻上川島 
。復佔大沙 

塘及石筍。。斃敵頗多： 

賊
因
不
熟
途
徑-，多已囘

馬
大
莊
 

屬
綿
舉
 

鄭
 

合 

岑
漢
傳
 

楊
子
順

宋
甘
泉
 

朱 

亮
 

黃
兆
欽
 

陳
春
生
 

曾
目
新

黃
世
質
 

廖
偉
治
 

@
 
有
其

盧
萬
惨
 

李

圻
 

湯 

佑

吳
襯
煌
 

吳
文
取
 

陳
國
恩
 

岑
禮
傳
 

曾

田
 

吳 

兆 

侯
 

穩 

李
 

福 

廖
平
安

則
荷
風
劇
印
度
羣
島
一
将
受
修
威
脅
云
 

宼將宣布對華政策

H
(
a
坎
大
社
電
星
R
據
此
間
獨
賣

中
國

电新
聞
登
載
華
北
與
華
中
聯
省
自
治
政
府
成
立
後

事
。-經與將介石磋商和 

議
，但被將拒絕。。蔣謂 

我防綫仍甚穩固、。决抗 

戰
到
底
。

■

聞
我
單
退
出
江
陰
・
•
係
因
我
前
方
 

月
受
傷
所
致
•■

•

宜
興
我
車
撤
防
：
退
保
裸
陽
株
•
・ 司

令
翁
照

■

四H
浪
賊
重
籌
副
再
由
外
灘
巡
遊
而
人
南
市
 

目
的
有
所
企
圖
•
・
爲
法
租
界
富
局
聞
悉
：
預 

備
抗
阴
賊
卒
入
比
界
••
也
曰
賊
小
理
會
：
一 

斎
孤
仃
：

6
晋北賊大敗，。值雁門關 

，平
漢
綫
我
軍
報
捷
。先後 

收復臨漳、成
安
、肥鄕、 

廣
平
、武
安
、等縣。。

■

滬
公
共
租
界
一1
部
局
：
順
H
賊
之
請
求
••
將 

華
人
靑
年
百
餘
名
逮
捕
・
•
審
査
關
於
日
寇
巡
 

行
遇
炸
案
：
但
自
握
手
溜
彈
之
華
人
被
険
龍
 

後
：
此
案
冉
無
端
緖
可
尋
，・

•

敵
机
|

六
架
乂
襲
粵
漢
路
••
源
潭
•
銀
盞
切
■ 

重
田
等
站
遭
破
壊
・
•
軍
田
警
署
疗
徴
・
•
傷
巡
 

警 
±.%

:

S
省港當道聯合計畫建築 

省港間公路。一以利交通 

:
現
已
興
工
。

•

賊
什
台
灣
建
殷
砲
台
，・
圖
用
海
陸
空
軍
侵
擾

以
上
每
壹
元

司
徒
庚
一 

司
徒
添
一 

司
徒
昌
一

布
魯
些
路
城
之
九
國
自
議
散
塢
。" 

協
商
後
，
英
深
信
美
國
斷
不
以
兵
- 

爲
各
國
倡
 

並•
信
得
就
便
英
先
- 

付
日
本
。英
亦
不
能
内
美
/
一
切
府
協
助
。 

外
關
於
分
譲
東
以
武
力
抵
抗
日
本
事

他
種

木俄

。
荷
蘭
亦
願
與
英
合
作
。。因
荷
蘭
之
富
源
泰
半
 

來
自
荷
風
 M
 印
用 3
 
島 

荷
蘭
深
自
倘
倭
戦
勝

▲
今
朝
七
点
香
港
訪
員
來
電
云

鄺
瑞
鈿

獸
卒
由
丹
陽
四
犯
句
容
・
進
至
白
兎
鎭
•
樂
市
 

係
•
我
軍
奮
擊
戰
極
烈
•
默
卒
曾
 

度
突
破
句
 

容
東
門
外
之
八
千
崗
陣
地
・
•
後
被
我
逐
退
。・

聖
誕
節
前 

皮
：草
：
大：平：賣 

每件减價由卅五個步 

仙至五十個步仙 

貴客駕臨、請找尋本店 

門前豺狼、

陳
根
源

黃
傳
彩

司
徒
景
雲

▲
雲埠達權社民國廿吉年職員表 

正
社
長
 

林
題
燧
 

副 

趙
錦
田

正
議
長
 

李
灼
南
 

副 

林
普
慶
 

正
書
記
 

謝
志
如
 

副 

蒋
丁
酉
 

正
監
督
 

張
惠
介
 

副 

龔
穿
石
 

鄭
煜
南
 

正
財
政
 

羅
傳
護
 

副 

黄
增
業
 

陳
宜
顕
 

正
外
交
 

阮
宗
豪
 

副
王
華
進
 

蔣
安
翹
 

核
敷
員
 

林
明
心
 

鄭
新
福

庶
務
員
 

伍
勳
賢
 

曾
荔
燕

催
收
員
 

周
文
喜
 

廖

喜

周

一

馬
 

享

幹
事
部
 

趙
秀
榮
 

鄭
松
煦
 

林
賢
康
 

廖
華
帝
 

唐
自
璉

調
查
部
 

王
華
斌
 

李
廷
俊
吳
 

張
煥
章

關
崇
安

宣
傳
部
 

林
道
、一 

林
鐵
郞
 

伍
大
成
 
.瓏
彭
年
 

高
文
朗

中
國
安
密
广
責
任
云

負
保
一

而
此
間
日
日
新
聞
亦
謂
「
倭
政
府
定
月
之

—
四 

H
以
前
。
官
布
B
本
對
中
網
之
政
策C
並
聲
言
 

贊
助
組
織
聯
省
自
治
政
府
之
華
人
首
領
 

兼
保
 

證
此
政
府
能
脫
離
外
人
勢
力
而
獨
立
云
。 

•
蔣率兵卅餘萬守南京 

南
京
六
日
一
統
一
社
電
。
倭
軍
砲
隊
抵
達
南
京
 

城
外
:

而
南
京
名
次
哽
敵
機
炸
擊
。。盈
干
累
萬
 

受
驚
怖
之
書
人
爭
先
恐
後
附
処
離
城
避
兵
袋
 

聞
軍
事
委H
艮
，、蔣
介
石
仍
駐
本
城
，親
自
 

領
兵
卅
餘
禺
在
城
外
陣
地
佈
防
云
:

•
句容失守說

上
海
六
日
 
統
一
社
)
電
。
是H
据
賊
軍
宣
布
 

謂
在
距
南
京
東
南
方
卄
二
英
里
之
句
容
蛛
已
爲
 

賊
車
所
陷
」
預
料
南
京
不
久
孤
立
n 

•
蔣之別墅 
被敵佔說

▲
黨近致公堂有檯位出投

敢
若
本
堂
有
握
停
位
出
投
定
於
本
月
拾
九
號
(
即
禮
拜
日
)
正
午
 

拾
貳
点
鐘
開
投
期
限
由
明
年
正
月
寰
號
起
至
壹
年
爲
止
如
梓
里
 

有
意
管
斯
業
者
請
依
期
到
來
落
闘
投
充
幸
勿
失
此
机
會
爲
盼
 

民
國
廿
六
年
拾
貳
月
六
號
 

党
近
塲
致
公
堂
敗

•

獸
卒
乂
由
鐘
江
向
新
豐
、渣
澤
、進
犯
・
・
我
藉 

老
鴉
山
、等
大
險
・
與
戰
極
烈
・・

■

循
慄
長
公
踏
來
犯
深
水
之
獸
卒
：
迫
匹
上
興
 

步
鎭
，•
經
我
軍
截
擊
：

△
公

注

意

冬

至

禮

物
V
 

花
旗
剪
髪
偈
毎
只
一
元
四
毛
九
・
貳
一
兀
五
・
三
斤
五 

頂
好
紅
毛
剃
刀
每
張
三
元
。三
.
兀
五
・
四
元
一
一
九 

紅
毛
蒯
鬚
鏡
應
貝
七
毛
五
•
八
毛
五
・
賣
元
二
五 

也
利
之
粧
品
加
拿
大
貨
毎
副
豊
兀
・
貳
元
•
貳
元
六

it 

加
拿K
花
露
水
毎
樽
五
毛
五
・
君
元
壹
 

加
拿
大
銀
笈
每
只
宣
元
•
豊
元
七
五
・
貳
元
五
 

紅
毛
銀
笈
每
只
四
元
五
减
至
貳
元
五

B.C
・ B

arber  Supply

 
象

Sundries

 Ltd--  

64  W
esf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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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Vancouver-  B
・ C
・ 

卑
泗
化
粧
品
公
司
佈
 

六
拾
四
號
喜
市
定
街
西

上
海
人
日
電
 
頃
据
倭
飢Ch
 
政
院
長
蔣
介
石
在
 

南
京
城
外
山
岡
所
建
之
別
墅
已
爲
倭
卑
佔
據
 

■

賊
機炸擊英軍艦與商船一隻 

▲
軍
艦
之
駐
長
被
炸
傷
 

上
海
六
日
，統
豈
社
電
-
最
近
賊
機
炸
擊
長
江
 

船
舶
「
瞥
沿
岸
城
鎭
。
華
人
當
局
着
手
計
算
此
 

塲
炸
擊
死
傷
人
敷
若
干
。。英
軍
艦
豈
隻
：
與
商
 

州
兩
隻
亦
遭
賊
機
之
炸
擊
：
昨
星
期
日
賊
機
炸
 

擊
蕪
湖
，此
地
距
南
京
西
南
方

11.
卜
玉
英
里
。。 

賊
機
此
次
投
炸
英
車
艦
俚
哋
卜
號
之
艦
長
一
巴

■
我軍現將鎭江、句
容
、漂 

水
、陣線展開熱烈抗戰

Q
 

連日精銳部隊
C

紛到此 

線集中。。七氣大振。。獸 

軍欲長驅犯南京。。决難

?
得逞

) C

0
0-

廣德復被獸方侵佔。。續

▲
今朝香港潮價每百卅 
一 元三毛五

▲

謝

 

啓

先
友
周
頴
初
君
不
幸
於
拾
宣
月
拾
臥
日
因
病
逝
世
業
於
拾
五
日
 

出
殖
歸
土
查
死
者
身
後
 e
條
荷
象

各
親
友
慈
義
爲
懷
解
囊
樂
助
葬
費
始
克
成
殮
除
開
支
喪
費
外
餘
 

存
之
欺
概

is
歸
撫
恤
其
家
人
痕
思
 

諸
親
友
隆
情
高
誼
歿
存
均
 

感
謎
代
綴
數
言
用
伸
謝
 

ta

中
山
龍
鼠
環
同
 

會
周
順
 

周
甜
 

王
昆
河
司
人
當
 &
 

456  Pender  St.  E •-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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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毋南平別墅通吿

爲
通
吿
寧
照
得
本
别
墅
爲
减
 

豈
年
期
限
延
至
兩
年
卽
係
凡
 

欠
之
月
将
若
龍
任
今
年
，/
內 

倘
再
逾
期
無
得
缴
交
否
嗣
废

員
f

民
南
廿
四
年
以
前
所
積
 

若
仍
可
照
毎
元
折
收
豈
成
五
 

墅
所
有
 

切
罐
利
小
苗
享
受

白
兩
用
期
限
乂

査

而
未
薄
繳
者
仍
屬
不
少
茲
特
委

收
昌
陳
有
 

./.
一內
將
月

我
里
員
一
体
週
知
在
此
短
 

免
失
 
一 5

權
利
可
也
特
叶
 

中
華
民
國
 ±:
六
年

— 
一
月

務

促一
吿 

H

▲
承受園 
廣一 

敗
者
大
牛
園
係
"
魯
路
埃
崙
 

兩
人
合
資
營
耕
理
李
曾
幽
人
 

森
堂
備
價
承
受
準
於f
貳
月 

骨0

衆
交
易
淸
楚
⑪
李
旺
曾
穠
 

輻
木
淸
等
情
與
大
牛
園
有
關

奄
丕
跻
米
偈
處
向
由
李
旺
曾
一
 

圖
別
業
願
將
諺
園
全
盤
頂
與

1

床
H

上
午

—
守
点
鐘
什
袋
圜
中
 

兩
人
有
欠
到
中
曲
眼
項
及
華
洋
軽
 

者
請
於
未
交
易
以
前
到
來
報
明
與

彼
兩
人
理
发
倘
逾
期
不
報
乃
是
自
誤
一
經
交
易
饯
所
欠
各
項
槪
 

與
承
受
人
無
涉
特
字
聲
明
以
免
後
論
此
吿

民
國
廿
六
卷
十
貳
月
六
日
 

李
森
堂
披
露

魯
氏
之
左
腰
部
亦
爲
賊
機
炸
彈
碎
片
擊
傷
。 

英
國
太
古
行
之
輪
船
大
同
號
爲
峨
機
蚱
弹
擊
中
 

二
次
，。將
近
沉
沒
時
。一
即
駛
埋
岸
;
致
遭
擱
淺
 

英
船
主
與
其
妻
均
負
傷
。、及
大
伙
英
人
摩
里
 

氏
亦
負
傷
。C

但
傷
勢
非
重
"
。

父
英
國
渣
旬
竹
之
輪
船
德
和
號
。(
三
千
七
百
七
 

十
噸
 
亦
爲
賊
襪
姓
彈
鹰
中
，船
身
登
時
着
火
。。 

信
得
該
船
已
沉
沒
 
。船
障
難
民
敷
百
名
；
非
常
 

程
愉
)
多
有
躍
入
水
中
致
遭
溺
斃
者
云
 

❷
鎭江與南京兩城被焚說 

東
京
四
日
 
坎
拿
大
社
電
。
是
日
据
倭
國
同
盟
 

社
消
息
、謂
据
賊
軍
之
值
察
機
報
吿
。。中
國
軍
 

妝
似
縱
火
焚
熾
鎭
江
及
南
京
城
。一
有
準
備
撤
離 

核
兩
城
之
象
云
"
。

•
英美法海軍向日示威 

▲
美
京
國
務
院
與
海
軍
部
當
局
之
主
張
 

華
盛
頓
四
日
國
際
社
電
：
是
日
据
訊
；
此
間
國
 

務
院
與
海
軍
部
中
人
主
狼
英
 
美
。法
三
國
須
聯
 

同
以
海
軍
向
日
本
示
威

C

使
日
本
知
所
警
惕
。 

不
敢
過
於
强
橫
•
。俟
總
統
盧
斯
福
返
自
富
裸
烈
 

達
省
。。下
次
開
閣
議
時CC
國
務
院
與
海
軍
部
當
 

局
卽
提
出
斯
議
。C
請
總
統
核
奪
云
。。

":}
，金
:.
依
口
展
相
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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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太湖南岸。。我方現反 

守爲攻 
。已迫近長興附 

近晝溪及某山市。。將截

獸軍後路。。該處一帶

L^。戰事極烈。C長廣公路

亦激戰未息

C
O

。

6
獸
飛
机
隊
。於昨四日飛

甘肅蘭州轟炸；電報線

被炸毀。一惟隨即修復
、 C

■

3

3

碣
率
 

•
南京守軍準備抗戰

▲
平
民
撤
離
南
京

南
京
四
日
(
統 
一 
社
，電
。、是
夕
本
京
城
門0
閉 

。。因
賊
軍
向
北
推
進
、己
抵
達
由
京
卄
六
英
里
 

範
圍
地
內
某
地
點
;
盈
不
累
萬
受
驚
恐
之
居
民
 

向
外
奔
逃
一C
而
由
長
江
流
域
內
富
裕
區
城
前
來
 

之
農
民
粉
紛
遷
全
南
京
郊
外
各
鄕
二
致
秩
序
更
 

形
混
亂
。、率
洋
協
賑
會
員
刻
趕
連
準
備
賑
清
平
 

民
二t
萬
一
，南
京
之
華
人
防
軍
則
準
備
對
倭
澈
 

底
抗
载
。。

華
人
報
章
著
論
促
政
府
當
局
於
敵
未
犯
南
京
以
 

前
。C
從
速
将
平
民
撤
離
，一軍
陵
仟
南
京
趕
築
新
 

防
障
絶
無
不
戰
而
退
之
意
。

•
我機炸沉敵戰艦長門號 

上
海
六
日
(
美
聯
社
)
電
。
最
近
徳
華
方
消
息
、 

三
萬
二
千
七
百
什
入
順
之
倭
戰
鬥
鮭
長
門
號
。 

在
長
江
下
游
通
州
與
福
山
間
。爲
我
機
炸
彈
擊
 

中
沉
沒
：
但
日
寇
否
認
此
事
云

•
英對倭俟時而動

a
現
因
軍
備
未
充
仍
以
和
柔
政
策
對
倭
 

倫
敦
六
日
統
一
科
電
。
。日
昨
英
軍
艦
隻
•
暨 

商
船
兩
隻
在
長
江
區
城
。雖
受
倭
機
炸
擊
：
但 

英
政
府
要
人
仍
以
爲
以
武
力
對
付
日
本
。。尙
非
 

其
時
:
須
俟
明
年
四
月
或
再
遲
些
英
帝
國
恢
復
 

軍
備
程
序
完
成
後
、。方
能
考
慮
以
武
力
報
復
日
 

本
之
計
劃
。。蓋
其
時
英
海
軍
力
增
强
。
就
使
有
 

一
二
國
之
海
軍
聯
合
對
英
、。英
海
軍
亦
足
以
應
 

付
之
也
。。

現
目
英
-

柔
政
策
對
待
日
本
。以
候
時
機

純
熟
一
刻
下
祇
施
用
各
種
方
法
，。使
日
軍
不
致
 

公
然
攻
擊
香
港
耳
。。

英
政
府
持
此
態
度
。。乃
出
自
海
陸
車
界
領
袖
之
 

獻
議
-
据
英
海
陸
軍
首
腦
部
意
見
。現
時
軍
備
 

未
十
分
充
實
。。故
英
在
遠
東
不
宜
有
武
力
行
動
 

。，因
英
海
陸
軍
除
保
衞
亞
洲
英
人
利
權
外
。同 

時
又
須
保
衞
歐
非
由
洲
之
英
國
利
俄
也
，。 

据
英
官
吏
稱
：
英
在
亞
洲
武
力
行
動
機
運
品
微
 

小
；
此
種
機
會
若
來
。
英
办
不
過
以
助
俄
抗
日
 

爲
限
"
。

英
助
麻
俄
之
計
制
：
爲
以
彈
藥
。一
及
大
砲
與
飛 

機
之
設
計
。
並
金
錢
供
給
蘇
俄
:
同
時
英
空
軍
 

將
存
海
參
威
與
蘇
俄
空
軍
合
作
。。蓋
海
參
威
與
 

東
京
大
阪
。及
日
*
境
內
之
重
要
城
鎭
相
距
非
 

遙
易
於
施
以
蚱
擊
也
。。

陳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