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迎四

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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嬌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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奸督

匹m正暇）正正 
核司中捐四局 
敢庫文總攵
書0書 

衞廖記 記關 
翼一方第 

漢朋雷 暢温南
鳴民金 

副副夏 捐副
副 

黃趙副陳副爲 
殖展正樣 樞 
義编民宗林俊

光
交 

際
*「 

1

唯掬 人夜辱動胥旣人昌海直者忍以 
吾雙知競故食沉抽即摩交於猶痛神 
僑憤身競有力牛稅始禀通蹴以固明； 
群氯同時事俯，飓准鬱賢五踏虐已銀 
趣相整處僑仰*來管5洲箱玄備胄 

▲共吿中小鼠無酷而电自互竊曲嘗破▲
作勉游沬例愧待又導一一"一一本本▲

局局簡 作勉游逮例愧待又華造市事毒A待緣 
以定 是勵魚擘局自難施人貴移後未類同 
抗名章頼出非副之由堪以來賤民加辣永髏起 
爭爲 幷力急雖組雖猶蹴叉妄貿以提上蟻 
坎駐 列出抽賴織失思踏可分易屛出之牛 
國云 簡財薪傑同血反：也就何金敝况馬 
會新 章運則才人氣抗鞭胡讓國璽十味蹴 
現化占如用湯扛猥口何健乂坎獨受條嘆踏 
時号《后域沸塀承舌况：徵人，it逐移叩鞭 
提僑工民而尤各尙堂驅抽自自殘民天建 
出駁順 外身憑界存堂逐我賢外酷4 闇悉 
之例审 交被衆委桎華：人自同陰苛而任 
中局售 保煎力託梏冑賢頭貴是狠例無肆 
刷邑國熱所分橫遵明稅不趾務使徑意 
移 體抱望責加禮安准曆方求該矣咅
民 圖危吾任寧守在我交顱:雀例乃人
苛.自心僑事死法公q通圓極成施負 
例 活而人夙不辛理此華同洋立之辱

街海上演開班安民祝華叱

報公儀大
二） 第 働

董
事
昌

本院由唐山聘到全班名角 

五
月t
九
號(
即
禮
拜
六
晩)
七
點
開
演 

艶情 
湖申得 ̂ 

隹劇丹鳳求凰

•風情杞 公正廉 蛇仔宇 

蛇王蘇 黃碧月 
首本 

全班落力神

曹
輔
基 
方
守
祥
与
立
集
：■
鴻
文l
聲
様
田
 

曹
麗
培 
矚
大
諄 
善
城
章 
睦
故
学
磐
一
珠
， 

關
紹
曾 
吳
光
照 
茵
樹
柏
：
襄
實
:
鼻
恒
一 

林
太
谷 
黄
洪
輝 

11 觀
時 
*-
畫
?
菱
公
一
 

楊
仲
海 
陳
洪
添 
黄
胸■

1lw
r

1B 果36,

8
 一

珠 
愈

爲
宗
旨

(
三)
继
點
本
局
附
設

(
四)
籌
跌 
由
本
局
設
策
向
全
體
華
謳
籌

CMM
L
二 I
H
E
皆 

(
五 
職
員 
本
局
殷
正
副
同
。
各
一
人
中
文
書
記
二
人
用
文
書 

記
二
人
司
届
貳
人
會
計
一
人
核
數
二
人
交
際
一
人
勸
捐
總
隊 

Oii
一

X-
器
筋
干7!

部 
Of 二

人
部
昌
若
干
人
董
事I
 

千
人
以
上
各
職
自
均
富
義
務
不
承
薪
水

(
六)
權
實 
(
二
正
局
。 
指
揮
本
局
尸
切
通
行
述
飞g
卜
再 

(
二)
副
局0

襄
肋
正
局0
如
正
局0
有
事
缺
席 

由
副
局0
代
行
職
權

二
二)
中
文
書
記 
掌
理
一 
切
來
在
中
文
文
一 

(
四)
西
文
書
記 
掌
理
，切
西
收
々
件 

〔五)
司 
庫 
掌
理
本
局
財
政
支
出
凡
提 

槪
由
銀
行
出
赤
由
正
勘
局O

nl
庫
曾 

之=
一
人
簽
名
方
能
建
生
効
力 

(
六)
會 
計 
掌
理 
一 切
出
人
妆
支
數
目 

(
七)
核 
數 
查
核 
一 
切
収
支
敬
目 

(
八
一
交 
際 
掌
等
外
交
事
項 

扌 

(
几
丿
勸
捐
總
。

掌
现
勤
捐
事
愕
毎H
捐 

*
勧
捐
總0
與
局0
會
計
同
件
存
貯 

(
十)
宣
傳
部0
 
專
任
語
言
文
字
宣
偶

XII欺
行

(
十
一

1

董
事
部 
凡
董
事
均
有
監
督
與
羅
事
權 

(
十
二)
凡
提
支
欺
項
過 
口
十
元
以
上
須
得
職
員
會 

議
通
過
方
能
提
支

lh
宣
傳
部
。

曾
石
泉 
副 
湯
一
白
顧

宣
博
那
員 
黄
伯
猷 
黃
班
史 
黄
孔
昭 
伍
嵩
 
®
8
発
一 

吳
自
立 
曹
茂
森 
<
柱
堂 
林
翰
元 

- 
蕊

蔣
元
理 
蔡
春
柏 
焉

奕

量

石

，,
自 
1

一 
則
平* 

李
者
三 
蔡
錦
棠 
高
利
 
»
 
明 
出
楫
如. 

一
豊
 

馬
存
陳
甄
 

民 
丘
海
疇 
梁 
晚
• $

^

一
二
寄
生(3 

蘇 
郁 
廖
烈
績 
朱
金
裘 
伍
善
于 
那
飯
圏
一
洵
 #
 

李
聖
世 
廖
柏
良 
陳
卓
元 
林
若
愚 
少

麟 

一
心
喜 

黃
紀
杰 
趙
柒
燦 
朱
俊
裘 
高
練
   

89 昶
初 

駐
字
隊
。
譚
幹 
护
胃
伍
義
干
吳
連
黃
覇
堯
黄
照
立
学I
 二一 

莪
字
隊
。
陳
穩
宗 
隊
員
朱
去
非
李
世
靖
林
根
棠
林
佐
然
李
盛 

毋
字
隊
。
郎
維
謙 
際
員
誉
楫
李
册
河
蘇
板
湯
百
覇
黄
伯
猷 

華
字
隊0
陳
述
南 
隊
昌•
方
暢
民
吳
自
立
衞
漢
證
屛
珊
黃
伯
験 

僑
字
隊C
黄
昂
湛 
隊
員
李
梓
良
葉
求
欽
蒋
逸
琴
關
崇
頴
吳
謙 

駁
字
隊 
曾
石
长
隊
員W

fflsi
弟
光
松
平
光5656

曾SW
*  

例
字
隊
。
為
樞
俊 
隊
員
葉
劍
胆
孚
碧
鄺
修   

@
林
立
渓
浩
限
 

局
字
隊
。
朱 
昌
険
 a
蘇
郁
林
若
愚
曾
桂
芳
曹
輔
基%

塔
」 

(一

)
准
於
下
星
明
黄
日
「即
十
四
號
」下
午
壹
点
鐘
翼
 »
集
合 

中
華
會
舘
酌
量
分
途
出
發
募
捐 

一 

二
一)
依
塞
案
每
華
僑
額
捐
費
元
以
上
傷
舖
戶
額
捐
二
元
以
上 

一 

〔指
尋
僑
無
論
何
種
營
業
存
市
廳
取
為
横
善
透(
引
此
^
^
全
一 

加
各
毋
尊
僑
團
体
業
已
施
行
非
本
局
粋
創
也I 

中
華
沃
國
十
弍
年
五
月
十
日
駐
霉
境
簪
僑
験
例®

賣票處萬勝 

. 

片
打
街
東
门
牌
九
十
二
股 
喊
線
詩
麼 
一 四
三 
一

"
二1

〔四
〕各
部
辦
事
細
則
由
各
讓
都
另
訂
之

〔五
〕凡
曹
議
一
居
所
預
定
時
間
即
行
開
會  

»

經■
 

對
於
前
已
表
决11

案
作
爲
默 

18
号
   

盗
 

，六
〕本
規
則
如
內
未
妥
密
池
須
得
十
人
以
吉
通 

交
本
局
全
體
職
黄
會
*-表
决
修

1E
垄
二
圓
 

〔七
〕本
規
則
自
公
布
日
實
行 

：
二
装
 

▲
本
局
職
員

.0▲
駐雲埠莘僑■
局通吿

議
云
。。

•
祖國要聞之糞信 

(
上
海
特
釣
通
飘
窗
四
月"
五
日
快
信) 

▲
張
紹
曾
援
引
英
或
法
，•
欲
解
替
會
"
抵
制 

不
信
任
案
。。請
示
黎
元
洪 
黎
謂
不
願
再
禽 

罪
人

▲
閣
議
如
不
信
任
案
我
過
衆
議
院
。C

則
張
紹
曾 

發
通
電 
甯
閥
民
判
疑 
稿
已
擬
就
一 
毒
不
 

信
任
案
約
法 
無
根
據 
兩
院
違
法 
國
民
有 

監
督
朗
會
賣
任 
應
趣
料
正)
政
府
無
鮮
散 

。 
國
會
意 
惟
存
不
環
聽
譜
公
論 

▲
英
使
照
曹 
長
江
上
游
段
廣
東
內
亂 
英
商 

直
接
間
接
損
失 
須
保 8
賠
償
" 

4

曹
琨
以
粤
閩
戰
事
需
械 
决
購
意
觸
存
械

CO 

電
蘇
魯
陝
甘
分
攤
二
十
萬 «
収
買 

A
張
作
霖
主
張 
待
粤
浙
备
藏
致
平
發
動

on 

然
後
派
兵
入
關

▲
段
祺
瑞
對
時
局
暫
不
出
面3
三
角
同
盟
原
！T

 

未
變 
俟
直
系
最
高
問85

莹
反
響
時
始
殷 

▲
傳
熱
河
朝
陽
万
而
直
纜
準
要
奉
一
浩
陽 

主
征
蒙 
係
斷
奉
右
臂 
計
割
量
綏
熱
三
特 

別
區
集
中
喜
峯 
另
甘
肅
肋
悪
兵
科
布
多 

▲
奉
求
作
載
汁 

111 
以
靑
石
山
青
-
防
線 

大
凌
沸
爲
弟
二
防
線 
新
民
屯
骗
第
三
防
線 

均
築
，極
堅
固
要
塞 
安
置.矗
 

▲
吳
佩
孚
電
張
紹
曾 
潢
會
不
制
憲 
不
議
外 

交
重
要
案 
反
提
不
信
任
內
閣 
二
箭
人
民 

豈
能
语
任
阈
會

▲
唐
繼
堯
電
滇
籍
戻
員 
謂
未
與
孫   

<
會
銜
通 

*
 
誼
恒
惕
亦
來
電
否
認
與
搽
文寶通電 

•
中國郵船公司之羣， 

大
鳩
济
期
西
報
十
五
日
載
稱 
中
政
郵
衆
司 

副
經
理
唐
默
思 
今
，一
乘 
路
船
抵
樹
瑛
宣
言

乃
路
船
智
貨
物
起
卸
後 
即
泊
於
南
京 M
丿 

側 
須
俟
公
司
之
財
產
蜜
行
處
分
後 
然
線
再 

学
着
落 
航
策
界
为
於
中
國
郵
船
公
追
之
不B
 

E
振
旗
鼓 
遂
於
焉
証
實 
外
間
傅
說
中
城
聲

(
十
三)
本
局
捐
册
収
條
由
書
記
編
定
號
就
交
一 

總
、丿
収
條
，r
局O

司
庫
動
捐
總
。
及
經一 

簽
名

(
十
四)
麻
局
變
出
捐
册
疑
月
杪
檢
査 -一 次 

(
十A
，進
支
數
旦
毎
月
杪
淸
算
一 
次 

(
十
六)
所
有
捐
欺
人
名
隨
砰
登
報
表
揚 

(
七"
會
議 
〔甲)
常
曹 
每
逢
星
明 
晚
"
點
鐘
開
一
集 

〔乙
〕臨
時
曾 
於
必
要
時
由
局0
嗜
時
召
縛 

〔丙
〕確
僑
全
酶
大
會 
如
行
曾
別
重
大
事
由

隨
時
會
議

〔八
〕收
束 
〔
一)
至
本
局
解
决 
一 
切
事
修
収
束
時
所
存
歌 

召
集
全
體
華
僑
策
决
府
置
之

時
禽
捜
出
煙
上
一
及
罰
欺
太
鉅

么3

無
法
應
付 
故
蜉
歇
姿
成
仆
唐
氏
否
認
箕
說

乃
因
中
窦

據
唐
默
思 
一厶 
歇
斐
之
眞
疋
原

郵
船
公
司
不
能
民
美
國
輪
船
用
競
爭 
太
平
洋
一 

郵
船
公
司
代
美
請
匕
政
局
營
業 
错
隻
快
捷
. 

装
簧
精
雅
設
 

1;,:
齊
全 
。故
能
招
俠
顧
客
。 

,L 

國
郵
船
公
用
在
在
落
人
後

:*:-. 意
减
色 
資
本
必 

自
虧
折
之
虞
一"
故
不
如
即
早
關
閉
之
爲
得
計 

一
但
奪
來
中
圆
人
猛
醒
由
縄
營
航
攀
時
。太
平
洋 

•
上
。，必
仁
完
全
爲
中
國
所
有
輪
船
往
來 
而
日

須

C

九
〕附
則
〔
一
一
凡
曾
第̂

如
有
彼
言
不
關
本
順
街
右
席
得
隨 

止
之

〔二
〕凡
提
議
案
以
間
半
數
贊
或
霖
渦
執
打
後
不
得 

翻
案

〔三
〕凡
提
案
得
一
人
以
上
附
議
方
能
交
出
討
論

不
獨
可
以
報
復
航
仇 
或
神
於
中
原
險
？

得 
一
對
於
中
國
當
局
與
馬
賊
商
备
放
被
擄
美
人
及 

別
国
人
民
等
。。幷
無
表
示
，
據
柳
務
部
發
出
公

盜
繼
盤
。
足
以
左
右
全
國
〃
而
見
重<8

當
<-
乎 

F
此
奉
跟
所
謂
制
止
武
力
統
一
之   

e
策
者
，
亦 

来
嘗
不
計
及
己
身
之
利!

也 
噫
，，奉
直
雙 

^

1

1

 
1

1

 
»
團
欲
動

“即 

目
前
以
測
將
來
案
直
再
行
交
綏♦
誠
所
不
免 

西
心
屮 

88 所
以

ifcs
於
紛
糾
，
而
莫
可
收
拾
也

文
稱)
五
月
十
三
日
晨"
有
群
人
在
唐
山
欲
行 

劫
某
銀
行
； &
恐
搶
掠
及
鉄
道
產
物
。"
故
派
美 

矣
婿
隊
駐
紮
該
處•
以
防
不
側
。。幸
幷
無
事
情 

發
生
、
又
十
三
日
在
佩
泰
河
附
近 
有
某
村
被 

賊
行
刼
，
將
鹽
餉
局
及
舖
戶
數
間
拾
刼
。。十
六 

日
早
駐
北
京
公
使
團
頓
袖
對
於
臨
城
各
種
報
吿 

orliF
不
得
滿
意
消
息 
是
以
决
定
質
問
北
京
政

<

麗

 

： 

本館一特電 

昨
晚
冊
点   

Eg'
-r'- 
分
鍾
接
駐
香
港
訪
員
來
電
云 

◎
李»
毒擊敗周之 楨軍隊. 

進佔至汾水江附近。7  

一一周軍已退守新會城9。
， 

◎
沈鴻英聯合林俊廷軍隊 

集中於梧州。。將再大 

-
擧從西江宼粤。。， 

一:
世界要聞 

二■
賊劫̂̂
道十二誌 

▲
美
英
俘
虜
将
被
賊
槍
簾 

上B
十
八
日
電 
续
由
賊
釋
出
之
俘
虜
法
人
波 

比
氏r
由
賊
寨
帶
來
最
後
之
哀
的
美
敦
書
稱 
若 

官
，
木
撤
退 
則
陵
賊
于
下
星
期
二
日 
將
英 

美
兩
國
十 
俘
擄 
執
行 *
斃 
又
據
波
比
氏
繕 

60 
爲
賊
於
星
期
三
日
已
將
華
人
俘
虜
血
名
槍
決 

.'*.故
關
於
槍

68! 外
穴
事 
固
無
可
疑
其
不
能
做

問
及
北
京
政
府
如
何

府
商
議
失
敗
之
原1 

辦
理
之
確
訊

▲
馬
賊
或
釋
放
各
俘
虜

華
盛
頓
拾
八
日
電
。
是
日
駐
北
京
美
使
報
吿
國 

務
部
稱
一"
中
國
代
表
與
馬
賊
館
袖
間
一
商
議
釋 

虜
事
極H
進
步
，顧
。。各
俘
虜
或
於
此
弍
三
日
內 

便
可
釋
放
爲̂

▲
盜
賊
槍
决
停
虜
五
名

天
津
十
八R
電 
法
人
波
比
生 
是
件
俘
虜
內 

之
二 
興
賊
口
約
離
寨 
昨
日
已
抵
臨
城
一
據 

稱
於
星
期
三
日
馬
賊
己
將
華
人
俘
虜
五
名
槍
決 

惟
槍
斃
外
人 
事
屬
風
傳
、，
至
摹
人
被
俘
虜 

而
後
被
槍
斃
省 
因
其
違
反
賊
人
命
令 
及
賊 

人
命
令
不
急f
遵
從
故
也 
三
日
中
賊
令
我
等 

步
行
三
十
里
。
問
有
等
俘
盧
。。幷
無
靴
鞋
穿 

着 
步
行
山
徑
。
其
苦
難
堪 
兩
足
忽
軽
紅
腫 

北
京1
八
日
七?
。収
京
接
到
臨
城
報
吿 
各
田 

隊
駐
紮%
属 

有
餘
糧
、，、見
交
付
清
楚 
忽 

起
暴
動 
且
恫
嚇
與
瓷
賊®
合
反
而
攻
擊 
又 

盛
恃
罵
賊
曾
向II

隊
唆
動
此
事
」 

山
東
曹
村
十
八
日
電 
法
人
波
比
氏
被
賊
俘
虜 

與
賊
口
釣 
而
由
賊
窩
譯
放
疝
囘 
星
日
抵 

本
发 
幷
携 
賊
致
總
統
黎k

洪
"
外
國
公
使 

團
文
著
。看
其
親
自
呈
送
據
稱
。
若
非
將
附
近 

宮
军
撤
退 
定
將
英
美
俘
虜
合 
名
槍
斃 
現
目 

情
形
品
險
惡 
除
非
外
人
竭
力
壓
迫
之
耳 
波 

比
氏
於
星 

18 日
可
抵
北
京 
求
公
使
團
設
法
救 

囘
俘
虜
之
生
，W

波
比
氏
幷
帶
有
，三
歳
之
華 

女
子
北
父
母
乃
箭
貴
家
之
人 
亦
任
俘
虜
之 

列 
談
女
子
曾
破
强
迫
嫁
與
賊
首 
但
外
人
俘 

虜
以K
生
太
少 
乃
措
賊
首
釋
放/
 
甩
該
女 

已
囘
上
海

現
目
尙
广
華
人
俘
虜 
拾
名 
但
何
尊
奸
逃
脫 

"
據
波
比
氏
稱 
盜
賊
已
将
俘
虜
九
看
槍
斃 

至
温
高
華
太
陽
殺
通
訊
巧
抛
路   

>< 
及
葱
入
苗 

蘇
氏.•
乃
爲
保
証
波
比
国.
賊
寨.，
質
公 

天
津
十
八
日
電 
本
處
深
信
存
保
沼
溝
賊
巢
中 

。
禁
有
華
人
五
百
名 
該
處
爲
盜
賊
牛
來
之
本 

部
云

"0

昨
日
華
人
代
表
已
離
就
處
前
往
與
馬
賊
館
袖
商

到
云

♦

上
海
又
電 
属
賊
所
擄
去
之
外
人
現
囚
禁G 

保
沼
溝
山
頂
中
之
舊
寺
門
。
各
虜

liftf
兩
"
糧 

食
及
少
許
食
水
『
而
行
李
被
鋪
亦
龄
缺
乏 

■ 
▲
鳥
賊
鼓
吹
革
命

北
京
十
八
日
曜 
是
日
用
臨
城»
來
可
信
的
電 

飘
稱
・爲
賊 »
出
文
吿 
鼓
吹
被
解
散
及
欠
餉 

之
重
隙 
與
其
郸
合
共
舉
革
命 
以
對
付
政
府 

関
慌
賊
對
政
府
宣
佈
、若
政
府
不
履
行
允
賊 

之
耍
求 
或
致
赞
生
極
大
之
戰
事
。
至
盜
賊
捕 

禁
外
人
十
餘
名 
或
爲
中
項
仍
不
能
收
囘
治
外 

法
*
之
代
價 
據
可
雄
的
報
吿 
外
國
公
使
團 

已
起
草
節
客
宣
言
中
國
現
目
如
此
紛
亂.
關 

於
旋
除
治
外
注
權
一
列
强
實
不
能
應
允 
須
俟 

一
中
國
政
治
整
頓 
箕
財
政
郷
濟
及
陸
零
各
事
情 

一 

比
賊
劫
京
滬
快
車
後
之
政
籽
尤
良
善
，
則
列 

强
方
助
中
國
云

一一 

▲
公
使
團
質
間
北
京
政
府
商
毒
失
敗 

「II^

頓
；
七
日
雪:
美
國■
務
部
接
北
京
公
使 

一
館
發
來
各
着
報
吿
。謂
中
國
各
處A
紛
亂 
且

吳周林吳 
寶伯餌 

謙山旋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