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

■元五十五位艙大I

曲：1， 
SM: 
爺自5下:

以迷豢债

加二 
書::

、 
色特大四之船后皇.

港
J

洋 
客:一

徒

言1公卽1齡 ^21^^用口¥用1
亞基詩

/

諸 君
埠
到
;生: 
號器

一挑~ 
"'五■:用: 
拾妳 
壹魅 
號寸短 
"^®^ 善

不取代

II書庄書柳羊白善 ：馳You縫配蘇5軸 标標^^^ 飞丫^嘆色瓦4
神: 

露輪 

Sffi^fal

所

^^^^&

- 魏安均通處代琼域 

QUON ON CO. 
&9Cormorant St.

Phone. Garden 6914 
Victoria B. C.

崇添馬

FRANK MAH
Travelling Agent 

Dodwell & Company ILiinited
Vancouver B G.

安均處理代埠云 
QUON UN CO.

254% Pender St. E.
Phone Sey. 2942 
Vancouver, B. G

[自公生葉理代埠雲. 處信通施徒司
YIP SANG CO. LTD.。MOR? [

…Mver,B.G

理:火理司總務客船輪 
FORSTER： 

Steamship General，： 
Pas■選Agent

行銀路資
THE ROY&L BANK OF CANADA 
Head Office Montreal, Canada

煙藍或福向
The Blue Funnel Line

I

除

開每W匕最雲 
至日上好埠 
晨午尿之華 
早后洒酒區
三 _e 
時一時
五三壹慶矢（話電）

国hr@析蜂射国imp方
Monday July 29 1935

址郭The Chinese Times 報本 
443-445 Carrall Street

P.O. Box 260 Phone Sey. 70蜡 

Vansuver, B. C.

Tai Hon Kong；Bo Ltd, Publishers 
Enter噂At Vancouver_Post Office

As Second Class Matter

厶
e^

一U
■
m
・

『-

=11

以
上
各
號
船 
"$雲
埠
開
往
遠
東
特
開
往
上
海
停
泊
數 

天
以
供
搭
客
遊
覽

由雲開行一 
船
名

到雲域
埠

一
号
益 

臣
七
月
十
五
号 

4

号 
餐
斜
罅
士 
八
月
五
号 

五号 
且
路
帆
七
八
月
卄
六
号 

八
号 
千地利士 
九
月
十
六
号

号
益 

臣
十
月
七
号 

号 
餐
斜
罅
士 
十月卄八號

胎
期
紙
印
便
函
索
即
奉

船
號 
!

日
。
 

二
洲
皇
后
八
月
廿
二
日 

在
饗
拿
大
九
月
七
日. 

f

— 
日
本
皇
后
十
月
五
日
一

小

-1 
r
一

行
期
快
捷 

船
量
巨
大 

福
食
生
鮮

讓if

爽

禅

朗
亜
洲
皇
后
十
月
尧
廿

宀 

拾

ii
LeeM
v
  

pho 

i

『*l®
1l̂
®
w
lw
w
f581vltw

hFlll̂
lllm
Tlllftl!llllllls  

請
搭
總
統
船
同
國 
二 

!

搭
總
統
船
！

。。輔
享
修
完
‘
 

nllil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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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往
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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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
報
費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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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
酎

■
費
。。單
到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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滅
我
國
者
。。此
仇
必
須
報
。。前
之
致
公
堂
。。自 

甲
寅
起
義
。。雖
不
得
逞
。。次
之
洪
天
王
C0
繼
之 

孫
文
。黎
宋
卿
。黃
克
强
2

聯
絡
諸
革
命
軍
前
仆 

後
繼
。奮
鬥
二
百
七
十
餘
年
。。始
吿
成
功
。。豈

言

論
 

復
國
仇
與
雪
恥㈠ 
断如鬪船 

春
秋
大
復
仇
。"
聖
人
言
雪
恥
。。語
日
。。有
恩 

不
報
。C

非
君
子
。。公
仇
不
報
。。枉
爲
人
。。大
丈 

夫
昂
藏
七
尺
。。頂
天
立
地
。。負
氣
含
生
。。豊
旦 

遭
人
白
眼
。。受
人
奚
落
。。尙
思
奮
忍
圖
强
。。以 

雪
恥
辱
。)
何
况
更
重
更
大
者
乎"
。何
况
事
關
國 

体
民
族
者
乎
：
夫
睚
眦
之
仇
可
不
報
・
。而
祖
宗 

之
仇
不
可
不
報
2

芥
蒂
之
恥
可
不
雪
。。而
國
家 

之
恥
不
可
不
雪
。知
乎
此
。始
足
與
言
復
仇
與
雪 

恥
之
精
義
矣
。。

曠
觀
往
史
。。景
仰
前
徽
。C

如
齊
襄
復
九
世
之 

仇
。。曹
沬
雪
三
敗
之
辱
：
夫
人
而
知
矣
。。彼
齊 

襄
所
復
之
仇
。C

祖
宗
之
仇
也
。C

曹
沫
所
雪
之
恥 

。。國
家
之
恥
也
。。而
春
秋
贊
之
不
已
。。齊
襄
曹 

泳
而
外
。。若
越
王
勾
踐
十
年
生
聚
。。十
年
教
訓 

0C
卒
復
會
稽
之
仇
。"
秦
穆
公
三
帥
放
還
。。三
年 

報
命
二
卒
雪
肴 
旁
山
〕函
之
恥
：
此
亦
彩
彰
載 

於
史
册 
。炳
炳
耀
於
汗
靑
。。而
後
人
稱
羨
不
置 

矣
。。又
如
伍
子
胥
父
兄
見
殺
一
。亡
命
出
關
。。身 

雖
在
吳
。。心
不
忘
郢
。C

卒
能
振
雄
師
。。率
勁
旅 

:
破
楚
入
郢
一鞭
平
玉
之
屍
。。洩
胸
中
之
憤
Ue 

此
亦
能
復
顧
宗
之
仇
。。名
垂
於
百
世
。。又
如
漢 

留
侯
，憤
秦
人
之
滅
韓
；
購
力
士
以
椎
秦
。。後 

以
楚
殺
韓
王:
佐
漢
高
以
滅
楚)
。此
亦
能
雪
國 

之
恥
。。揚
名
於
萬
枇"
秦
漢
而
後
。，若
諸
葛
亮 

之
出
師
伐
魏
。
岳
武
樫
之
出
師
伐
金
。
豈
則
爲 

漢
家
復
仇
。二 
則
爲
中
國
雪
恥
。，雖
然
師
出
無 

功
2

壯
懷
未
遂
？
但
諸
葛

till鞠
躬
盡
粹.
武
穆 

雖
負
屈
含
寃
。而
大
名
垂
宇
宙
。烈
譽
已
震
古
今 

矣
。至
今
讀
諸
葛
出
師
之
表
。。讀
武
穆
討
賊
之 

檄
、
猶
覺
凜
凛
然
而
有
生
氣
也
。近
如
滿
淸
之

非
俱
是
爲
國
雪
恥
也
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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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讀
經
有
利
而
無
弊㈠ 

: 

章
太
炎
先
生
演
講 

居
今
而
言
讀
經
。
鮮
不
遭
淺
人
之
侮
。。然
余
敢 

正
吿
國
人
日
。「于
今
讀
經
。有
千
利
無 
一 弊
也
」 

。茲
分
三
段
論
之
。"

壹
。。論
經
學
之
利
。。 

二
。論
讀
經
無
頑
固
之
弊
30

三
。。論
今
日
一
切
頑
固
之
弊
。。反
賴
讀
經
以 

。。

壹
，所
謂
經
學
之
利
者
。。何
也
。儒
家
之
學
。。不 

外
修
己
。治
人
。。而
經
籍
所
載
。。無
壹
非
修
己
。 

治
人
之
事
。。論
語
「興
于
詩
。立
于
禮
。成
干
樂j  

。，又
「不
學
詩
』無
以
言
。不
學
禮
。無
以
立
」。皆 

修
己
之
道
也
。周
易
爻
象
。。太
半
言
修
己
之
道 

。。故
孔
子
稱
「五
十
以
學
易
。。可
以
無
大
過
」「 

夫
修
己
之
道
。。古
今
無
二
。。經
籍
載
之
。。儒
家 

闡
之
。。時
有
不
同
。。理
無
二
致
。。孔
子
以
後
。。 

儒
分
爲
八
。。論
其
歸
趣
。。不
相
乖
違
？
孟
荀
二 

家
。。論
性
有
別
。。而
祁
融
攸
同
。"
厥
後
漢
儒
重 

行
。。宋
人
尙
理
。。或
實
事
求
是
。。或
旁
參
佛
」。 

老
。要
之
。不
能
不
以
經
爲
本
；
是
故
。無
論
政 

体
如
何
改
易"
。時
代
如
何
不
同
。。而
修
己
之
道
一 

。。則
恆
古
如
斯
。"
治
人
則
稍
異
。。古
今
異
宜
0* 

習
俗
不
同
，。不
得
不
斟
酌
損
益
。。至
於
盡
善
。。 

吾
人
讀
或
十
五
史(
史
記
至
淸
史
稿
〕。
法
其
可 

法
戒
其
可
戒
。。非
語
語
盡
可
取
也
。。尙
書
，周 

禮 
春
秋
。性
質
與
歷
史
爲
近
。。讀
之
亦
當
如
是

加
倍
效
力 

爲
人
之
於
家
庭
其
第
壹
責
任 

是
謀
家
人
之
安
全
存
銀
行
開 

壹
貯
蓄
戶
口
即
能
射
應
此
項 

需
求
而
發
生
加
倍
的
效
力
其 

利
益
蓋
有
貳
焉㊀
以
其
是
現 

欺
貯
蓄
常
可
供
用
疥
其
價
値 

又
常
拾
足㊁
此
是
和
固
的
投 

資
可
常
得
回
週
息
一
一
一
釐 

本
行
特
別
注
意
於
赴
僑
生
意 

已
多
歷
年
所
故
在
海
地
：
" 

高
華
及
域
多
利
等
皐
繼
續
開 

有
華
人
支
部
凡
欲
払
事
於
銀 

業
之
華
僑
諸
君
不
論
在
何
支 

部
交
易
均
得
有
優
昊
的
待
遇 

且
應
接
敏
捷
週
致
無
停
滞
之 

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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