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專家嘆交
四期星，-、

又
東
京
廣
播
。
日
皇
裕
仁
•
是
日
在 

鳳
凰
宮
接
見
首
任
保
加
利
亞
公
使
， 

時
東
條
首
相
冰
在
旁
觀
禮
・ 

△
重
慶
|
據
權
威
方
面
稱
。
日
俄
將
來 

■
開
戰
抑
否
。
全
靠
史
丹
林
格
勒
戰 

事
之
結
束
如
何
。
假
若
皎
城
失
守
- 

則
日
軍
或
卽
進
攻
西
伯
利
亞e 

據
中
國
官
方
所
查
悉
。
緬
句
日
軍
。 

尙
有
六
師
。
將
來
或
用
以
牽
制
中
國 

。
印
度
暫
時
必
無•
禍
云
■

△
重
慶
|
軍
部
消
息
。
湖
北
省
倭
寇
■ 

欲
沿
長
江
南
下
。
在
觀
音
附
近
。
被 

我
擊
退
。

△

倭
賊
干
涉
印
度
內
政
 

△
偷
敦

—
英
相
邱
卓
爾
•
是
日
在
國
會 

宣
布
•
謂
日
本
間
諜
•
現
充
斥
于
印 

度
。
全
印
國
民
党
之
獨
立
運
動
。
或 

以
日
人
爲
背
景
。
但
印
度
局
面
。
現 

有
轉
變
。
差
堪
吿
慰
。

據
邱
卓
爾
之
意
見
。
印
度 

民
黨
之 

勢
力
不
大
。
因
旣
已
放
棄
甘
地
之
不 

暴
動
原
則
。
復
由
囘
教
之
千
萬
教
徒 

反
對
云

△

印
度
人
又
發
生
暴
動
 

△
孟
買
|
印
度
人
數
百
。
爲
紀
念
甘
地 

。
於
月
前
被
拘
事
件
。
是
日
在
孟
買 

.通
衢
。
忽
坐
忽
眠
。
其
狀
不
一
-
巡 

警
以
其
阻
碍
交
通
。
以
淚
彈
驅
逐
彼 

等
・
彼
等
又
由
高
樓
射
下
淸
水
。
以 

敕
被
毒
民
衆
-
警
員
遂
迫
得
開
槍
， 

結
果
。
共
拘
捕
學
生
一
百
二
拾
餘
名 

■
疑
爲
事
主
，

△
孟
買
|
印
度
暴
動
。
現
忽
成
惡
潮
。 

孟
買
富
局
。
共
拘
捕
暴
民
三
百
五
拾 

名
•
華
打
亦
拘
捕
五
十
養
名
。 

△
澳
洲
聯
軍
司
令
部

—
倭
寇
以
包
抄
戰 

術
。
越
過
新
幾
內
亞
之
史
丹
利
山
。 

現
距
摩
士
比
港
。
空
程
僅
四
十
四
里 

。
路
程
亦
僅
五
怡
里
。.
澳
軍
奮
勇
抵 

抗
。
情
形
非
常
困
苦
。

e
 德
國
人
力
極
爲
缺
乏
 

一
統
賣
社
十
日
通
訊
。
納
粹
最
近
之
困
難 

决
爲
缺
乏
人
力
。
德
爲
謀
補
敕
。
乃
向 

佔
領
區
强
徵
。
此
策
已
遭
那
威
。
荷

IM 

■
盧
森
堡
及
法
國
人
之
反
對
。
除
人
力

七
日
・
男
工
毎4

做
六
拾
小
時
。
女
 

工
每
星
期
做
五
拾
六
小
時
。
希
特
勒
對 

歐
民
之
宣
傳
。
謂
德
國
爲
全
歐
反
對
共 

產
及
猶
太
人
・
故
歐
人
須
協
助
他
云
。 

•

東
鄕
辭
職

我
方
評
論
倭
新
國
策
 

▲
大
東
亞
省
之
鼓
置
原
來
是
打 

擊
外
務
省
, 

重
慶
九
日
電
。
日
本
問
題
農
專
岌
宣
 

稱
•
日
本
政
府
之
成
立
大
東
亞
省
。
證 

明
軍
部
操
縱
各
淪
陷
區
之
經
濟
命
脈
。 

搾
取
淪
陷
區
之
資
源
。
所
謂
共
榮
圈
者 

。
卽
日
本
繁
榮
■
各
國
人
民
皆
受
其
奴 

隸
•
不
但
在
經
濟
方
面
如
此
。
人
力
方 

面
亦
在
淪
陷
區
抽
取
。
一
九
四
零
年
。 

有
華
人
一
百
五
十
萬
・
由
華
北
送
往
滿 

主
。
今
年
之
數
目
。
或
將
倍
增
云
• 

又
重
慶
廣
播
。
昨
四
日
重
慶
大
公
報
社 

評
特
別
將
此
次
敵
外
相
東
鄕
之
辭
職
及 

大
東
省
之
般
置
。
關
連
起
來
。
加
以
解 

剖
。
謂
此
次
異
變
。
日
本
外
交
。
將
要 

有
變
。
另
一
方
面
。
東
鄕
。
川
概
。
西 

春
彥
。
會
同
退
職
・
及
發
表
般
立
大
東 

亞
省
事
。
同
時
令
人
記
起
宇
垣
任
外
相

4

姪
壽
辰
開
平
縣
茅
岡
寺
河
駐
冒
旦
也
館

44

口
国
国
口
7
 

/

豊
版
上
洞
禮
義
庄
嘲
另
便
非
體
食
戻
束
佈
吿
 

鄙
人
周
家
銳
因
上
年
倭
奴
侵
犯
四
邑
第
二
次
時
曾
閱
加
美
兩
國
 

華
文
報
章
載
述
本
洞
自
衞
團
團
勇
勇
敢
得
力
自
衞
可
嘉
又
述
及
 

本
洞
粮
食
恐
慌
缺
乏
難
免
餓
殍
之
嘆
有
見
及
此
是
以
卽
將
各
報
 

章
携
到
雲
埠
召
集
本
洞
昆
仲
商
議
一
切
均
皆
同
表
示
贊
成
一
致
 

舉
辦
表
决
以
「
自
由
捐
」
較
勝
過
額
捐
云
云
於
是
卽
發
函
遍
寄
 

各
埠
各
昆
仲
籍
捐
進
行
中
矣
隨
後
始
接
篆
超
君
來
函
説
及
鄕
中
 

函
開
各
等
情
形
消
息
也
此
次
荷
蒙
各
坤
各
昆
仲
胞
以
爲
懷
大
解
 

金
囊
踴
躍
捐
助
造
福
不
淺
矣
其
中
所
有
費
用
如
建
版
登
報
吿
白
 

費
郵
曹
滙
費
等
等
槪
歸
本
人
負
責
報
効
支
消
並
斤
各
情
列
下
以
一 

供
衆
鬼
而
徵
信
焉 

(
倘
有
錯
漏 

仰
爲
指
正
)

鍾

植

生

B
寓
資
來
旅
館
二
十
二
號
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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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一 

先
考
諱
社
文
字
天
立
李
公
府
君
痛
于
民
國
卅
 
一 
年
八
月
廿
九
日 

下
午
十
一 
時
半
以
病
終
于
正
寢
距
生
于
遜
淸
同
治
十
二
年
十

中
華
民
國
卅
一 
年
八
月
十
三
日

發
起
人
周
家
銃
啟

月
廿
七
日
積
閏
享
壽
七
十
有
三
歲
不
孝
漆
昶
等
札
視
含
殮
遵
 

禮
成
服
定
于
九
月
十
號
(
禮
拜
四
)
下
午
二
時
在
暗
市
党
麻
 ̂

 駿

茲
將
捐
款
芳
名
列
左 
(
以
坎
金
計
)
/
 

家
銳
壹
百
元 
一 成
旅 
瑞
亮 
每
拾
五
元 
家
頌 
朝
彪
(
下
洞) 

煥
成 

成
柱
一
家
培 

家
則 
家
鑑
瑞
統
 
以
上
八
名
每
拾
元 

福
煦
 

家
點
家
潑
 

家
正 

家
連 

世
炳 

源
家 
瑞
檢 

瑞
科 

如
晃 
瑞
安 

女
來 

炳
怡 
瑞
漢 
瑞
新 
瑞
秩 

續
雄 

連
培 

瑞
振 

開
超 

瑞
炳 
瑞
羣 

家
煌 
修
傑 

家
澄 

以
上
二
十
五
名
每
五
元 
瑞
韶
四
元 

家
律 

家
情 

家
榭 

家
驗 

維
家 
成
日 

瑞
橋 
瑞
生 

連
常 

瑞
聰 

遵
偉
，
成
錫 

遵
柳 

家
彭 

瑞
舜 

成
珍 

(
下
洞
)
瑞
厚 
松
愷 

統
家 
腐
乾
 

光
耀 

維
輝 
瑞
選 

開
存 

以
上
廿
四
名
每
三
元

旺
家 

良
家
一(
下
洞
)
瑞
秩 
憲
戌
(
橫
石
) 

以
上
四
名
每
二
元 

( 
下
洞
)
家
痕
壹
員
五 

成
濯   

<
員

(
下
洞
)
家
緖
壹
元

，
儀
舘
舉
行
喪
禮
籥
然
後
運
囘
祖
國
安
鍛
恭
屬
 

親

•

•

一

」 

照 
詛
哀
此
計

孤
子 

祐
昶 
北
達 
北
逢
北
迎
北
送
 

泣
血
稽
題
 

聞

• 

不
杖
期
女 
春
柳 
春
菊 
春
蘭 

泣
血
歛
雄

.
未
亡
人
(
林
氏 

泣
血
歛
椎
一

• 

媳
再
氏
 

泣
血
歛
逆
一 

齊
衰
期
服
孫 
一
宇
穠 

泣
涙
稽
苗
一 

'
一 

• 

期

盾
 
祐
旭
」
祐
鐘
 
拭
淚
精
直

-
1
姪
女
: 
金
彩 
拭
淚
歛
施
 

大
功
眼
姪
婦 
陳
氏 

胡
氏
一
陳
氏 

髪
歛
卷

i

 
聲

時
。

爲

對■
方
針
。
所
以
憤
而

辭
職
。
此
一
個
例
。
與
及
籌
劃
殷
立
貿 

易
省
・
而
閹
出
外
務
省
風
潮
，
此
一
方

以
上
捐
款
共
六
十
八
名
 

■
該
銀
四
百
廿
二
元
五
薨 

貯
蓄
銀
行
六
個
月
，

利
息
三
元

面
。
更
可
說
是
外
務
省
舊"病
復
發
•
關 

於
日
本
外
交
政
策
之
變
化
。
可
能
及
於 

今
後
戰
局
之
影
響
。

日
本
現
在
辦
理
外
交
，
其
對
象
不
外
係 

蘇
聯
。
現
在
正
是
秋
高
馬
肥
。
殺
氣
正 

盛
旺
之
時
候
。
吾
人
可
以
假
定
。
而
且 

必
須
假
定
。
此 
一 
個
時
機
。
係
便
於
日 

本
之
行
險
•
其
理
由
如
下
。 

第
一
。
配
合
德
國
戰
略
。
使
蘇
聯
腹
背
 

受
敵
。

第
二
。
奪
N
足
爲
威
脅
日
本
之
根
獲
地 

。
以
防
止
盟
國
再
培
植
反
攻
之
力
量
。 

第
三
。 
南
方
戰
局
。
無
大
變
化
。
可
以 

集
中M
用
之
兵
力
。
總
之
東
鄕
之
去
職 

。
已
抛
棄
了
對
蘇
聯
之
和
平
外
交
。
此 

種
抛
棄
。
可
能
的
有
三
個
前
途
。 

第
一
。
對
蘇
施
行
最
後
之
威
脅
使
佐
藤 

(
日
駐
蘇
大
使
)
變
成
來
栖
。
再
開
一
個 

詐
敲
之
談
判
。
，

第
二
。
不
妨
來
一
個
閃
擊
。
進
攻
蘇
聯 

第
三
。
根
本
就
把
東
鄕
事
件
。
怖
成
一 

個
煙
墓
。
在
相
反
方
面
，
用
兵
南
方
。 

企
圖
得
到
勝
利
。
至
於
敵
方
之
鼓
立
所 

謂
大
東
亞
省
。
係
說
明
外
務
省
對
軍
部 

深
刻
之
矛
盾
。
另
壹
方
面
。
白
本
之
外 

交
官
。
從
此
將
要
更
便
卑
賤
。
因
此
。 

可
以
説
大
東
亞
省
。
就
是
殖
民
省
。
對 

殖
民
地
原
無
外
交
可
言
。
關
於
此
點
。 

東
鄕
等
輩
。
如
有
不
平
的
話
・
就
是
不 

能
認
識
日
本
的
侵
略
戰
爭
之
目
的
。
自 

然
更
艱
隨
東
鄕
之
支
配
•
故
東
鄕
辭
職 

壹
事
。
不
算
大
。
亦
不
算
小
。
聯
起
其 

他
之
動
靜
觀
之
。
吾
人
預
料
日
本
軍
事 

之
冒
險
。
不
久
將
會
有
新
的
發
展
。
提

赤紙 
■
 

內 I

 

有 I

 

壹
滤
 

仟 
痿

△

浙

敵

有

意

堅

守
.
金
華

△
頂
慶|
蘭
溪
得
而
復
失
。
此
間
人
士
。
認
爲
意
義
重
大
，

倭
軍
之
力
爭
蘭 

漆
。
卽
證
明
敵
軍
之
有
意
堅
守
金
華
■
同
時
浙
江
敵
軍
之
撤
退
■
已
達
於
最 

大
限
度
、。
聞
金
華
倭
軍
。
用
高
射
砲
向
華
軍
轟
擊
?
全
局
觀
察
。
我
軍
仍
佔 

上
風
。
金
華
蘭
溪
兩
地
倭
賊
。
企
圖
衝
破
華
軍
陣
線
。
被
華
軍
罄
退
。
敵
軍 

死
傷
重
大
。

△

陪

都

籌

備

歡

迎

威

奇
 

△
重
慶|
美
總
統
代
表
威
奇
氏
。
不
日
將
造
訪
重
慶
。
驚
都
官
民
各
界
・
積
極 

籌
備
歌
迎
。
各
團
體
已
組
織
-
歆
迎
威
奇
委
員
會
・
駅
備
關
於
委
氏
留
渝
期 

內
之
歡
迎
及
參
加
集
會
等
日
程
。

△

胡
適
與
美
一
總
統
道
別

△
美
京1
據
聞
中
國
大
使
胡
適
博
士
，
近
到
白
宮
與
美
總
統
道
別
時
・
總
統
曾 

聲
明
將
擬
以
一
親
筆
函
。
託
胡
大
使
於
返
重
慶
時
面
呈
蔣
委
員
長
。 

胡
適
晉
謁
美
總
統
後
。
對
訪
員
宣
稱
。
美
總
統
待
吾
以
厚
禮
。
銘
于
肺
腑
。 

(
中
略
)
吾
向
患
有
心
病
。
此
次
準
備
乘
飛
機
囘
國
・
須
預
先
由
醫
生
細
驗 

吾
心
•
是
否
能
耐
長
途
飛
行
■
是
以
深
信
尙
需
數
星
期
。
方
能
動
程
囘
國
云 

△

張

季

鸞

日

昨

力

歸

土
 

△
重
慶|
西
安
訊
，•
中
國
報
業
聞
人
張
季
鸞
。(
前
大
公
報
編
輯
)
。
去
年
病 

逝
-
業
於
昨
日
在
此
問
歸
土
。
屆
時
陕
西
全
省
下
半
旗
誌
哀
。
喪
禮
由
陕
省 

主
席
熊
斌
將
軍
主
持
。
聞
大
公
報
總
理
胡
琳
。
現
仍
在
西
安
。 

△

華

中

倭

賊

有

新

攻

勢

△
重
慶
廣
播
|
華
軍
發
言
人
表
示
。
華
中
漢
口
壹
帶
之
日
寇
。
有
發
動
新
攻
勢 

之
企
圖
•
或
係
再
謀
進
攻
重
慶
。
據
諜
報
。
華
中
倭
軍
・
近
日
縄
動
較
忙
。 

倭
軍
約
一 
萬
衆
。
由
浙
赣
前
線
調
往
信
陽
・
再
開
至
漢
口
・
時
日
軍
又
由
岳 

陽
調
至
漢
口
。
但
人
數
多
少
未
詳
・

△

倭

欲

使

皇

后

騙

蘇

俄

△
三
藩
市1
此
間
昨
得
接
東
京
廣
播
。
謂
日
本
皇
后
曾
接
見
蘇
俄
大
使
毛
力
氏

小
功
服
姪
孫 
奕
耀 
彬
源 

解
歆
宀 
歡
德 

我
淚
桜$
 

姪
孫
女
 
月
愛 
愛
濃 
•
愛
銀 

錦
寅 
技
淚
相
価

■
f
 
合
共
該
銀

『

四
百
二
十
五
元
五
毫 

-
 
支
滙
中
國
銀
行
滙
單
壹 

爨

*

張
國
幣
七
千
壹
百
大
元 

前
！

J

(
六
算
)
伸
坎
銀
四
百 

ItiHIx

:
 

二
拾
六
元
.

姪
孫
婦
 
一
陳
氏 

技
淚
歛
椎
態
 

姪
孫
 
奕
森 

世
鍊 

世
昌 
技
淚
稽
肯
曇M

一

小

•

船

員 乃 家

總
服
婿 
梁
爲
遂 
葉
肇
鑑 

譚
錦
銓 

技
淚
稽
直
 

總
服
外
孫 

譚
庚
權 

譚
國
榮 
齋
軽
添 

我
淚
稽
宣
 

外
女
孫 
梁
月
美
 
葉
蓮
愛 
技
淚
鞠
躬
一

銳
 
一

曆

礴

除
進
支
過
銀
五
毫 

家
銳
亦
報
効

之

治
喪
處
佐
治
街
二
四
四
號
永
民
號

另
滙
單
壹
張
國
幣
壹
仟 

元
乃
家
銃
特
別
捐
助
賑 

廳
窘
萧
線
濟
本
洞
難
民
之
用

同
時
由
紐
約
中
國
銀
行 

滙
交
開
平
縣
茅
岡
上
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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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
庄
鄕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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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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竭
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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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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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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竄

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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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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斐
斉

△

尙
未
爲
一
遲
▽
 

新
購
有
期
人
壽
保
險
。
由
卅
五
歲
至
五
十
歲
之
 

卅
年
期
限
。
或
由
"
五
歳
以
下
至
六
十
五
歲
乱" 

限
。
所
充
之
保
險
費
。
均
通
在
强
迫
貯
蓄
之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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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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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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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入
月
十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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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
痛
啾
周
家
銃
再
啟

項
扣
除
，
本
辦
事
處
樂
爲
顧
客
塡
寫
應
繳
囘
偏
一

主
之
政
府TD

 

1  
格
式
綺
。
如
蒙
關
照 
。.
»
一
蛛

問
題
外
。
原
料
與
運
輸
亦
發
生 

難 

此
三
問
題
雖
不
能
阻
止
其
軍
事
進
行

。 。

▲

生

生

公

司

有

魚

翅

賣
 

啟
者
。
本
公
司
創
般
於
本
埠
。
廿
有
餘
年
•
專
做
牛
肉
瓜
菜
鷄 

鴨
生
意
。
今
擬
擴
張
起
見
。
特
派
伴
前
往
美
國
大
埠
魚
翅
行
磋 

商
。
得
其
允
諾
。
授
與
總
代
理
權
。
經
有
大
希
生
翅
。
繁
肚
。 

龍
養
皮
運
到
此
發
•
生
翅
原
梱
挑
開
有
三
種
。
甲
種
每
磅
二
元 

餘
。
乙
種
壹
元
餘
。
丙
種
不
過
壹
元
。
對
於
欲
取
原
梱
價
目
。 

極
至
相
宜
•
每
梱
約
壹
百
六
十
磅
。
該
價
不
能
宣
佈
。
幸
祈
見 

諒
。
如
欲
光
顱
,O
請
先
函
問
價
。
小
號
定
必
將
價
目
奉
上
。
另 

行
由
C.O.D
♦
交
易
可
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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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
造
家
人
壽
髭
險
公
司
厶
 

華
人
代
理
一 
吳
國
華
寻

但
可
阻
遲
其
動
作
•
人
力
上
就
農
事
一 

項
。
已
缺
乏
六
十
萬
人
。
故
希
特
勒
前 

曾
令
十
歳
以
上
之
小
童
須
做 

工
。
現 

又
下
令
學
校
至
拾
一 
月
復
開
。
使
兒
童 

作
較
長
之
工
作
•
穿
德
軍
服
而
從
事
戰 

爭
者
約 
一 
千
二
百
萬
人
。
另
在
俄
前
線 

死
亡
者
時
加
補
充
。
故
希
特
勒
或
要
製 

造
假
人
以
應
其
需
要
。
但
其
化
學
家
未 

能
達
到
此
目
的
。
德
工
廠
有
外
國
工
人 

與
俘
虜
四
百
萬
名
■
女
工
一
百
萬
。
甚 

至
年
老
者
亦
迫
令
其
代
替
靑
年
工
作
■

▲

耕

園

注

意

敢
者
弟
有
瓜
菜
園
「
十
個
的
架
」
在
抛
爐
利
化
埠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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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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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華
埠
企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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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
牌
TT
国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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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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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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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会

時
俄
國
大
使
館
之
館
員
拾
三
名
，
亦
均
在
塲
。(
按
。
去
年
十
二
月
七
日

0

-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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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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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日
，一
駐
拢
爐
刑
能J*

数
一
急

M
8w

a#illsy3M
M

8

  
rr

i
®
B
f
l
l
l
i
>
i
^
i
^

一MeyvM
"

&

;

i

^

瓦

3

^̂
t

f
 
vt

扌

SIBSIM̂
BBliB̂

®̂®

■

sizse^ES^SSS^^8ssi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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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
慶
肪
員
窜

倭
賊
戰
鬥
機
卄
七
架
 •
由
廣
 

南
部
之
衡
陽
及
零
陵
■
發
生

省

黑
龍
江
省
主
席
馬
占
山
將
簣
吿
•
我
有
游
擊
 

隊
六
萬
在
該
省
活
動
 - 
倘
倭
寇
侵
俄
•
則
當
施

行
第
五
縱
隊
工
作
・ 

湖
北
省
倭
賊
由
安
義
溝
西
犯
黃
岡

軍
堵
 

東
南

擊

，
殲
滅
百
餘
•
我
軍
另

A
t

溪
之
倭
賊
•
現
仍
在
相
持
中

・

我
軍
仍
圍
攻
浙
江
之
金
華
■
倭
賊
憑
險
頑
抗
 

急
切
難
下
•

重
慶
軍
界
消
息
•
西
伯
利
亞
現
大
雨
 - 
倭
寇
之
 

侵
俄
- 
或
要
延
至
十
一
 
月
冰
凍
時
方
能
進
行
， 

莫
斯
拒
絕
倭
賊
要
求
-
幷
聲
言
俄
遠
東
紅
軍
之
 

陸
空
力
充
足
。如
被
攻
時
。可
以
速
予
反
擊
之
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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