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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美
一

本
與
法
弱
安
南
之
關
係
」

日
本
亦
不
必
與
美
國
或

國
干
涉

知
外
琼
必
要
函
詢
現
域
坤
華
人
代
理
經
 

已
結
束
只
雲
坤
爲
福
崇
代
理
而
已
如
有
 
一 

南
詢
船
期
者
卽
日
囘
覆
以
便
早
日
預
備

1

第
三
方
面
磋
商
日
本
事
務
公
.

總
批
發
處 

祖 

维
高他金然衣毛

15̂
 一一口 
口
口 

司
理
人
李
仍
啓5

★
 

★

★

本
公
司
輪
船
照
常
由
.雲
埠
開
往
遠
東
因 

奉
加
政
府
禁 
令
不
准
將
船
期
刊
登
吿
白 

凡
我
僑
胞
欲
知
船
期
者
在
本
埠
*
問
便 

一

▲
駐
華
美
兵
决
不
調
動

美
京
電 

駐
華
北
及
上
海
之
英
軍
 

雖
政
府
與
日
本
，可
江
新
商
一 

貨
品
交
換
其
出
產
物

A
安
南
情
勢H
急

則
以
一

乂
上
海
盾 

倭
軍
代
言
人
卜
二
日
招
 

待
報
界
記
者 

報
吿
時
事 
或
問
日
軍
一

假
道
安
南
進
攻

該
代
言
人
一

不
置
可
否 

但
已
不
如
前
之
古
認
日
軍 

有
進
侵
安
南
意
(

岷
尼
罅
制
公
。
聯
合
通
訊
社
記
者
成
路
 

臣
一 
適
從
安
南
行
抵
岷
尼
罅
 
據
威
氏 

稱

C

日
軍
向
安
南
提
出
要
求
三
項 
㊀

日
本
可
用
滇
越
鉄
路
運
乓 
O
n

軍
在 

安
南
設
置
軍
用
無
綫

H1
台 
㊂
安
南
當 

局
實
行
排
華 
凡
華
人
在
安
南
未
滿
卜 

年
以
上
者 

一
律
驅
逐
出
境
， 

紐
約
太
晤
上
報
登
大
號
香
港

4K 
訊 

日 

人
在
安
南
之
勢
力 

日
漸
增
加 

日
本 

軍
政
一
經
清
專
家
门
餘
人 

名
爲
楡
査 

員 
藉
檢
查
中
趣
父
通
爲
名
實
 

1111 值

探
金
切 

並
以
經
濟
一

支
配
安
南

:
機
儿
能
随
.就
在
安
南
機
塲
升
降
。 

中
當
局
自
知
力
薄 

不
能
與H
方
一

能
採 

一
定
之

戰
一
而
亦
不
仔
渦
於
退
讓 

取
延
擱
辦
法 

希
喧
法
國
政
. 

H

足
以
阳
止H
本
野
心
。 

•
倭
向
安
南
提
出) 

上
海
卜
四H
电 

聞H
本
政

星

期
間 

曾
向
駐
里
只
法
太
使
顯
利
氏
一
一 

提
出
對
安
南
各
軍
事
經
濟
要
求
 

措
詞 

等
於
哀
的
美
敦
書
)
該
書
現
經
遽
交
威

代
表
直
接
交
涉

持
政
府▲

傳
安
南
接
納
日
軍
要
求
 

倫
敦
庵 
。倫
敦
毎
日

,.11 報
社
香
港
消
息

總
督 

决
宀 

在
安
南
設
一

命
。。 

准
日

軍
利
用
滇
越
鐵
將
連
乓 
.實
行H
本
安

奉
令
退
出 
但
美
兵
仍
舊
駐
原
防 

决 

不
移
動 

美
國
宣
布
禁
止
汽
汕 
鋼
鐵

運
出
外
國
 
亦
必

期
間
。。

R
本
政
府 

雖
致
文
美
政
府
抗
議
禁
運 

昨
星
期
六
日 

已
由
外
部
次
長
威
路 •

安
南
總
卷
書
備
對
倭 

法
國
威
持1
四
號
森
、
安
南
總
督
地
高
一 

大
將 
柴
篇
備 
一 
切 
應
付
邊
界H
軍

。 

▲
倭
寇
急
欲
奪
佔
安
南 

東
京
電 

日
本
急
欲
侵
佔
安
南
及
荷
場 

東
印
度 

圖
奪
取
安
南
後 

卽
由
此
進 

乓
侵
犯
上
南
一 
迫
令
中
國
求
和
。
料
本

星

必
經
速

前
任
外 

朿
印
度

相
有
田
。
正
往
遊
菲
一

過
一
月
時
間 

復
囘
東
京 

表
示

意
見
。
主
張
日
本
投
重
資
一 

發
展
商
務 

並
希
里
東
印
一

一
處: 

南
兩

鰭
大
商
店
均
有
發
售 
補 

上̂̂
^̂
^̂
^̂
^̂
^̂
^̂
^̂
:
二

上
海r
小
日
關
。H
本
駐
華
中
艦
隊
司 

令
部
布
吿
。。五
月
以
來 

日
本
駐
華
海 

陸
軍
飛
機 
合
炸
中
國
內
地 

迄
本
月

卜
四
日
止 

共
歷
三
个
一

卜
施
行

爆
擊
三
十
八
次 
參
加
機
數
三F
三
仃 

架 
投
下
炸
彈
約
弍
千
五
门
噸
 
(
重 

慶
二
千
噸
)

。共
擊
下
華
機
六
拾
五
架 

炸
燉
地
上
飛
機
五1
七
架
。。

▲
重
慶
炸
後
狀
况

上
海
|
四
日
竈 

同
盟
社
訊 

日
海
陸 

機
隊
連
日
爆
擊
重
慶 

重
慶
市
面
除
水 

道
鐵
管
與
出
綫
等
物
被
炸
斷
外
 
市
內 

輕
油
工
塲 

國
華
藥
工
塲
。
豫
豐
紡
織 

工
塲 

中
央
日
報
工
塲 
均
遭
毀
滅
云 

•
倭不許美干涉安南

倭賊布吿炸我次數

土 

答
覆
駐
美
日
本
大
使
堀
內
 
其
覆 

文
大
意 

謂
美
國
對
於
禁
運
政
策
一
决 

無
改
變
，威
氏
復
對
報
界
宣
稱
。
英
軍

退
出
華
北
及

與
美
國
無
一

國
駐
華
海
軍 

約
有
一
千
六
门
人 

多 

敬
駐
在
上
海 

保
護
美
僑
生
命
財
產 

自
中
國
拳
匪
亂
後
一
向
有
外
兵
駐
在
中
 

國 
，日
本
屢
要
求
各
國
駐
華
軍
隊
退
出

， 
藉
口
現
在
歐

恐
外
兵
發
生

衝
突 

但
無
論
日
本
如
何
恐
嚇 

美
國 

决
置
之
不
理

e 德機亂
炸
英
國
平
民

英
京
十
四
日
电
一
英
國
密
蘭
太
匸
藝
區 

鄕
間
。是
日
連
續
驗
現
降
落
傘I
L
件 

當
局
因
即
封
鎖
該
區
。軍
民
合
作
。。 

值
騎
阳
出 

搜
查
降
落
傘
部
隊 

聞
英 

國
另 
一 
區
域 

與
蘇
格
蘭
境
內 
亦
發 

現
降
落
傘 
惟
其
橘
造 

與
昔
日
在
波 

一
蘭
法
國
發
現
者
不
同
。
是H
英
國
各
處

仅

^

^

笈

盅

④^^^^^^2*

一起W
^

报-t:̂

乩乱工曾：圣
盘 

声m
梆

； 

5
用̂̂
^
或忠鎰侬幾̂̂
计篇盘 

，、歪̂
^
九嬢僵^^^w

%
日亠

庁
沙

一̂̂
*
裏

^
^

富

銓

纷

槃

無

8:
—̂

:̂

盅依常

費

奮

育

演

繁

^

^

^

陳
迷
陛
瓶
接 

聲愈驚§̂
§ 

^
^
1
1
1

落

二N:

帝仆 “婚

8
^
£
我

嚼

二
歪

队
此
自

毎
仃
二1
五
元C
五 

每
门
六
元
五
韦
五

本
號
兼
做
蘇
杭
車
衣
專
辦
各
國
名
廠
布
料
精
工
製
造
中
西
蒙
 

服
裝
牀
布
驟
布
衫
神
羊
毛
線
用
等
俱
全
平
賣
司
理
李
潍
强
應

Lee

 H
ock

 C
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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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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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
旗
參 

金
耳
環
。
茵
陳
跌
打
 

正
神
胆

总.
场

慶
中
醫
學
堂
 

堂
寫
君2

卜
万
氏
 

盅

高

塞

霎
 

優
等
畢
業
生
李
細
儔
內
夕
方
脈
 

藥
材
發
行
藤B
一雯

本 

館 

言 

論

倭

賊

决

南

進

㈤

洪

安
南
現
爲
我
西
南
刖
衞 
▲
我
國
必
要
出
兵
協
助
之

欲
知
安
南
對
我
國
抗
戰
關
係
之
利
害
？ 

理
之
如
何 

而
後
能
有
對
付
之
策
略
也

知
其
與
我
國
歷
史
之
淵
源 

查
安
南 

C

原
與
我
國
發
生

關
係
甚
古
。依
中
越
史
乘
載
：
中
古
唐
竟
時
代
"
。曾
南
撫
南
交 

尙
書
亮
典 

有
「
申
命
羲
叔
宅
南
交
」
句 
一 所
謂
南
交 

卽
是
指
交
趾
。。卽
是
指
越
南 
- 
亦

卽
是
安
南
矣 

大
傳 
一 
句
記
載
「
堯
南
撫
亠

可
以
證
明 

而
我
國
自

古
亦
有
多
人
。
闡
述
與
考
證 
墨
一
于
師
川
篇 

及
韓
非
子
十
過
篇 
都
明
述
堯 

治
天
下
。
南
撫
南
交
。。其
後
王
引
之
之
經
義
述
明 

孫
星
衍
之
尙
書
今
古
文
注
 

疏 

都
伸
此
說 

以
證
明
堯
典
中
「
宅
南
交
」
就
是
安
南
交
趾
一 

其
次 

則
根
據
越
南
人
所
編
之
「
越
南
鲁
史
」
，
其
中
述
及
越
南
建
國
經 

過
如
下
「
神
農
二
一
世
孫
日
帝
明 

南
巡
五
嶺 

娶
哉
倦
生
陸
稍 
居
我
國 
是 

爲
運
陽
王 

涅
生
龍
貉
君 

南
配
嫗
姬 
生
百
男 
散
居
山
海
爲
一
白
号
血 

推

其
長
者 

以
主
國
事 
是
爲
雄
王 

號
雄
龐
一 

國
中
爲
|
五
部 
相

：！：

貉
侯
。。將H
貉
將
。(

國
口
又
郞 

都
峯
州
，
分 

蒲
正 

王
子H
官
郞
)
王

女
昆
娘
 
以
父
傳
子 

父.道 
傳
|
八
世
皆
竈
王
。
堯
叢
神
龜
 
周
成

王
時
献
白
雉
」
云 

此
雖
有
一 
部
屬
於
神
話

一
能
指
出
堯
時
籍
龟
周

時
献
白
雉 

此
事
則
與
我
國
史
料
若
合
符
節 
依
綱
目
前
編
載
「
堯
二
年
置
潤 

德
以
三
斤
六
旬
成
歲
置
諫
鼓
。
立
謗
木
-
五
年
越
裳
氏
來
朝
」

所
謂
越

裳
氏
，就
是
現
在
越
南
依
中
越
兩
方
史
料
而
觀
一
 

暦
紀
元
前
二
干
餘
年
以
前
已
開
始
發
生
矣
 

至
中
國
與
安
南
政
治
上
之
關
係 
彼
此
講
通
. 

献
通
考 
載
古
南
越
版
圖 
歷
代
沿
革
之
概
况 

巾
都
肅
中
越
關
係
)
在
西

亦
具
有
悠
久
歷
史
 

據
文 

有
「
秦
時
爲
郡
一
一
南
海

桂
林 
象
郡
」 

蓋
安
南
亦
稱
越
南 

上
古
爲
忏
粤
之
増
、
秦
時
收
入
中
國
版

其
地
置
交
趾 

九
真 
日
南 
三
郡 
歷
晉
隋
至
唐 
皆
爲
我
國
領
土 

爲
藩
國 
朝
貢
不
斷 

至
淸
光
緒
卜
年
甲
巾
歲 

卽
西
歷
一
八
八
四 

戰
後 

始
割
讓
於
法
國
耳
；
是
越
南
民
族
。
與
我
國
民
族
已
有
悠
久

圖年

係

，不
特
政
治
一 
並
且
在
文
化
上 

亦
曾
與
我
中
國
打
成
一
片
,

例

如

西
 

服

通

嫁

漢
錫
光
教
感
民
禮
義 

東
漢
王
延
教
越
人
牛 

娶 

晋
慧
度
禁
越
人
流
行
泮
詞
 

興
學
校
。

便
用
鉄
器

-昌
馬
總
等 

興
単
善
政
)
均

極
深
刻
之
良
好
印
象
。遂
締
成
中
越
兩
民
族
之
親
客
關
係 

故
安
南

王
今
日
之
服
裝 
朝
衣
袍
靴 
皆
彷
彿
吾
國
一 

春
秋
一
一
祀
。全
國
高
級
官
吏 
"
必
至
孔
子
廟
.

而
其
政
府 
極
尊
孔
子
。 

盛
服
品
級
朝
服 

禮
儀
異 

(
未
完
)

常
隆
重 

是
誠

幾
乎
同
种
：：

費
路
銀
行
今
朝
溝
價

南
經
濟
令
作

&

^
^
^
^
^
"
竜
破*

故世人
宗湧
由tti.̂
 

如5

為必̂ 僖鹿耳兩̂
^
^
^
^
^
齿 

8
多比*(
诗凡愁̂
^
必将岛丸：̂̂
 

良嗇祈由条到阿̂
^
力內爆正也、"曾
刷
腿A 

豢
麦％
苗理理价2
柳
勺
窺
幼
应V
科卜毋仆" 

;

一
，̂̂

力̂*.
/$&
有仆用處難乱齧若 

决能抜丘 ̂
4
^
^
1
愈#.
同学寸凍覽經驗各也̂
^

*-：5s8̂1̂
病理由 

龜
每
弦¥
晚嘲一

簣
路
銀
行
 

(
二)
爲
社
會
服
務 

本
行
支
部
遍
及 

全
世
界
：
故
其
援

顧
客
之
能
力
特

V大
：
君
如
對
於
酒 

兌
以
及
各
種
銀
業 

問
題
：
如有懐疑

者
：
可
逕
與
本 ^2

執
事
磋
商
：
本行 

當樂爲援助

雲高

請
惠
夏
季
報
費 

與
吿
白
費

本
報
向
承
各
界
 
僑
胞
關
照
：
無
一̂

 

激
：
竊
思
革
墨
生
涯
♦•
費
用
至
爲
浩*8

 

・
頼
以
維
持
者.
端
在
聲
與
®

一̂

一
聂

:
茲
又
援
例
列
單
往
收
*
H

費
與
督
 8

白
費
・
・
切
望
單
到
時
：
愛
顧
本
報 

諸
眩 

君
・
不
咨
涓
埃
：
慨
予
依
數
擲
下
：
现
2

資
週
轉
；
則
不
勝
感
荷
之
至
： 

本
報
司
理
部
隸
啟

31,15  H
arvey  W

ood

超
等
人
造
絲
短
袖
 

衫
連
長
神 

每
套
一
二
兀
壹
毛
五 

35,34

仝
上 

笠
巴
神
頭
人
造
絲
短
內
犍

每
條
七
毛
五 

35、21  
仝
上 

人
造
絲
無
袖
背
心
內
衫

每
件
七
毫
五 

13,15  
人
造
絲
無
袖
背
心
內
初

(
短
內
神
同
償
)
毎
件
四
毛 

以
上
人
造
絲
內
衣
服
有
白
色
粉
紅
色
 

23  
棉
紗
無
袖
背
心
內
衫
 

毎
件
三
毛
五 

B120

竹
紗
西
裝
短
內
神
 

每
條
三
毛
五 

W
L

 16

最
龍
絲
扣
羊
毛G

abardine

說
衫 

每
件
四
元
九
毛
五 

三
件
十
三
元
五 

143S

 
陰
剛
紡
說
衿 

毎
件
三
元
九
毛
五 

有
雪
白 

强
監 

杏
黄
 
等
色 

122s  
雪
白
文
明
紡
說
彪 
每
件
二
一
元
二
毛
五 

C
8112  

適
乔
耐
用
絲
憤 

毎
對
五
毛

有
深
黄
深
欣
黑
等
色 

601H

 
花
樣
棉
線
機
 

每
對
壹
毛
七 

特
等
頂
靚
羊
毛
植
 
每
對
五
毛

驟聯活公司啓

余漢謀
升
囘
正
司
令
•
粵僞軍領袖將反正 

重
慶
拾
四
日
电
。
廣
州
僞
軍
新
編
獨
立 

旅
旅
長
馬
桂
堂
'
最
近
被
我
游
擊
隊
， 

在
廣
州
近
郊
浦
獲
，
解
往
韶
關
審
訊
:

香

港
 

民
政
一

同
盟
社
訊 

重
慶
國 

日
海
軍
封
鎖
四
題
:

擬
改
組
第
四
戰
區 

包
含
廣
東
福
建
兩

省 

將
前
副
司
官
余
漢
課 

升
任
爲
正
一
據
馮
氏
」厶 

塔
省
一
切
僞
軍 

皆
被
日 

司
令
副
 

01 令
陳
奇
偉
一
參
謀
長
王
俊
，賊
能
監
視
。
如
僞
軍
指
揮
官
略
有
嫌 

香
翰
屛
則
被
委
爲
廣
東
游
擊
隊

111 令
一
疑 
必
爲H
賊
槍
始 

粤
省
全
體
僞
軍 

.
一厶 

一
領
袖 
皆
考
慮
及
工
厶

>8^

- 
本報兼接理各種印件■
如
傅
單
・

—
・名片。人魚紙仔■
信
封- 

- 
•
信
箋•
券
據•
徵
信
錄
・川
冊
。及窗籍等，名目人繁・恕未枚 
一 

-
舉・均匸作精美，印刷玲瓏。乂接造笠巴圖章・計價特别相宜

・仰祈留心賜顧昆荷。
本母派 

若派不

-&
五仙 

.銀 
\7
11|

-3 
英屬及美國毎年收英金九 

101七一童五仙 

K

半年五
iti.y  

lla 月二 ̂
七毫力壹月心 
IM 

4  
中國及外國每 V
年收英金宜拾式大
IHI 

除星期H
外皆做H
星四無論取閱久 

暫報我均要先点空函定閱恕不奉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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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營

業

部

 
改
口
解
事

^̂
^̂
^̂
^̂
^̂
^̂
^̂
^̂
^̂
^̂
^̂
^̂
^̂
^̂
^̂
1̂̂

1̂̂

*̂
*̂

can

中
華
民
國
廿
九
年
八
月
十
五
號

(
星
期
四
)

新
聞
紙
第
二
卷
第
七
卜
九
號

人

%
 等

■
0
•

孔

子

二

千

四

百

九

拾

二

年

夏

曆

歲

次

庚

辰

年

七

月

十

二

日

東 

乐 
十 
四 
日 
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