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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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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大比九牛二虎 效速似風瞰電掣

A
參茸雖好

未
必
人
人
可
服 
未
必
時
時
可
服 

惟
華
夏
添
精
丸/

處
方
巧
妙
：
煉
製
得
宜
：
用
法
簡
便
： 

• 
• 
• 
• 

• 
• 
• 
• 

人人可服 
時時可服 

• 
• 
• 
• 

• 
•
•
•
 

不亢不燥 .八粒見功

香
港
發
行
所 

H
w

a

 H
sia  D

rug

 C
o,  

皇
后
大
道
中319  Q

ueen   
*

 R
oad"  

C
"  

三
百
十
勿
號 

H
ong  Kong

”  C
hina  

◎
加屬各埠代理處 

(
域
埠)
德
隆
號 
(
雲
埠)
元
發
號 
金
利
源 
合
生
號 

T

斗

，
中
原
興 
廣
濟
堂 

(
滿
埠)
泗
盛
號 
(
都
城)
福
源
公
司 

：

，，热

而
鍵
協
合
之
機
能
。。個
人
得
自
由
之
發
展 
。幷 

■
對
外
取
得
平
等
地
位
。。改
善
國
際
關
係
。"
期 

公 
達
永
久
平
和
」。

㊁
基
於(
甲
〕確
定
平
等
基
礎L

乙)
保
持
個
性
自 

由(
丙
)
力
求
効
能
增
進
三
點
。。建
立
關
於
政 

治
經
濟
教
育
之
整
個
計
畫
一
。

B

政
治

原 
則

㊂
以
民
主
政
治
爲
根
本
原
則
。。依
國
情
充
量
實 

現
之
。)

0

國
家
政
事
重
在
効
率
。貴
乎
敏
活
切
實
二
社 

會
文
化
欲
其
發
展
。C

富
任
其
自
由
歧
異
。，.以 

. 
此
爲
集
中
與
開
放
之
分
界

8

政
治
制
度
中
使
專
門
家
占
有
地
位
一。以
减
少 

.
黨
派
操
縱
押
闔
之
作
用
。。

制
度
要
點

®
國
民
代
表
會
議
行
使
國
家
主
權
。。由
全
體
公 

民
每
若
干
萬
選
出
代
表 
一 名
組
触
之
。。其
職 

一
僮
爲
〔甲)
選
舉
憲
法
起
草
委
員
與
修
正
案
起 

再
草
委
員
。。〔乙
)
表
决
憲
法
與
憲
法
修
正
案
。。

••
(
丙
一
表
次
政
府
所
提
各
種
定
期
建
設
計
畫
大 

綱
如
經
濟
建
殽
等

⑧

中
央
議
會
爲
「院
制
。。其
選
舉
法
爲
直
選
選 

一
舉
。
其
職
權
爲
，甲
〕立
法)
。〔乙)
議
决
預
算 

，决
算

2。

(⑥
中
央
行
政
院
由
中
央
議
會
選
出
行
政
委
員
若 

丁
干
名
観
織
之
。
其
任
期
與
中
央
議
會
議
員
相 

:
同
一
互
選
委
員
長
一
人
。
對
外
代
表
國
家
。對 

( 
內
公
布
法
令
。餘
分
任
各
部
政
務
。

館

特

♦，

今
晨
接
駐
上
海
訪
員
來
電 

❸
日賊仍圖察哈爾甚急。。 

「
"
置

，鐵甲車、馬隊、、均 

「加
動)。協助漢奸張海鵬

憂
張
家
口
，。預定十五 

$1

岩領。。聿
祥
急
調

:••

京

一

T
轰
生
力
軍
趨
往
張
北
： 

1
麝
或
家

一：：、

三綫防守 

。彊扣已發生劇戰。 

9
漢妇劉桂堂、崔興五、等 

: 
率領僞軍由康保前進。， 

八日晨在■

北三十里 

與同 
軍張礪生、、鄧文 

部接戰。。又由沽源南下 

之僞軍。C在獨石口與方

上海華夏藥房創製

振武部接戰。。

。鴻玉祥已到張北。。佈置 

軍務。。

0
蔣軍在居庸關佈防二欲

*

■7-

度

蓋
賊
阴
志
圖
分
裂
中
國
：
希
望
華
北
將
領
率 

兵
各
自
獨
立) 
南
京
黨
府
巧
於
分
佈
山
西
邊
境 

之
軍
獴
一。卽
調
忠
於
黨
府
之
軍
隊
屯
駐
晋
省
邊 

陲
；
南
京
党
府
遂
能
强
迫
閣
錫
山
趨
於
鎭
靜
。 

修
玉
祥
孤
立
、 I
馮
曾
希
望
閥
與
之
聯
合
反 

蔣
。並
望
閻
以
餉
械
接
濟
之
也'
。

•
入藏失踪之探險家無恙 

北
京
八
日
電
。二
九
二
七
年
中
國
與
瑞
典
科
學 

家
合
組
之
西
藏
北
部
探
險
隊
入
藏
後
。
育
隊
員 

名
庵
波
特
者
。忽
吿
失
踪
。延
至
是
日 
駐
本
京 

之
瑞
典
探
險
家
海
典
氏
接
報
一。謂
庵
氏
現
目
留 

寓
於
新
疆
省
之
廓
丹
城
云
。。

■
英欲再行孤立 

倫
敦
九
日
電"
、是
日
關
於
四
國
協
約
事
。、本
京 

政
府
外
交
部
所
發
施
之
白
皮
書
。，內
容
有
謂
英 

政
府
有
恢
復
往
日
孤
立
政
策
不
干
涉
歐
洲
大
陸 

政
局
意
。。

•
英、美、法三強之减軍約 

巴
黎
八
日
電
』。關
於
减
軍
計
副
英
，美
。法
三
强 

擬
聯
同
簽
訂 
一 約
)
。以
免
今
囘
國
際
减
軍
大
會 

歸
於
失
敗
：
蓋
以
現
目
减
軍
大
會
情
形
而
論
C

。 

出
席
各
國 
1\表
對
减
軍
計
劃
。。各
屈
意
見
，。有 

相
持
不
下
之
態
度
。。尤
其
是
法
國
方
面
。、蓋
法 

代
表 
一 
味
要
求
各
國
須
先
行
保
證
法
之
安
全
。。 

法
當
軸
方
允
裁
减
軍
備
。。但
刻
下
法
國
朝
野
覺 

得
保
證
其
國
安
全
。。菡
難
辦
到
。。故
又
轉
變
方 

針
。擬
先
由
英
。美
法
三
國
自
行
簽
訂 
一 减
軍 

約
。。此
約
成
立
後
。。則
减
軍
大
會
之
障
碍
可
以 

排
除
。。使
此
次
减
軍
大
會
有
所
成
就
云-
。 

•
英倭將發生商戰說 

東
京
九
日(
聯
合
通
訊
社)
電
;
今
日
據
本
京
外 

務
省
宣
稱
。C

政
府
刻
已
考
慮
制
止
英
帝
國
重
徵 

日
貨
入
口
稅
之
方
法
，
蓋
英
國
政
府
近
對
倭
貨 

品
取
攻
勢
。
專
意
抽
重
日
貨
入
口
稅
；
故
日
本 

爲
報
復
計
。。不
得
不
設
法
以
禦
，
云
。。據
此
英 

倭
兩
帝
國
將
發
生
商
戰
。、居
時
坎
拿
大
或
被
牽 

入
施
渦
中
也

2

。'

■
倭擬重徵英貨入 
稅 

東
京
八
日
電"
。是
日
據
可
靠
訊
稱
。，倭
國
政
府 

將
重
懲
英
貨
入
口
稅
5

以
備
報
復
英
國
與
印
度 

政
府
排
斥
日
本
商
業
之
舉
：

•
倭擬抵制印棉 

▲
因
印
度
重
徵
倭
布
入
口
稅 

東
京
九
日
電
。
日
本
紡
織
商
會
刻
擬
抵
制
印
度 

所
產
棉
花
。。因
印
度
政
府
近
日
頒
令
增
抽
倭
製 

棉
布
入
口
稅
。。每
元
增
五
毫
云
。。

•
希臘首都戒嚴 

希
臘
首
都
雅
典
八
日
電"
。本
京
當
道
恐
黨
人
圖 

起
革
命
一
致
政
局
發
生
大
變
。是
日
頒
布
戒
嚴
。。 

軍
警
在
本
京
嚴
密
布
防
。。以
備
萬
一
云."
。 

•
德實行停還外債 

伯
林
八
日
電:
本
京
政
府
今
夕
實
行
開
始
停
還 

外
債}
所
有
到
期
外
債
暂
時
停
止
淸
還
。。 

•
西班牙內閣解散 

西
班
牙
京
馬
得
烈
八
H

電
。。是
日
本
京
總
揆
亞 

汕
拿
氏
之
政
府
。。昆
日
辭
職"
。因
國
會
近
日
訂 

立
各
種
法
律
排
斥
天
主
敎 
致
政
府
辦
事
手
續 

更
吿
困
難
。按
照
新
律
。。天
主
敎
會
財
產
均
歸 

國
有
。。天
主 &
 徒
非
常
怨
憤
云
。
，

.
獎義

■
捐舞

0
 0

矗

興

中

障

玉
黨府 口。。

本
會
館
創
殽
于
民
國
紀
元
前
亂
卜
九
年
歷
時
已
及
五
十
餘
載
爲 

用
拿
大
華
僑
慈
善
團
體
之
先
河
其
後
次
第
附
設
華
僑
公
立
學
校 

以
培
養
華
僑
子
弟
及
舉
辦
中
華
醫
院
以
利
疾
病
僑
胞
無
一
而
非 

以
謀
僑
衆
之
福
利
爲
依
歸
故
深
得
各
地
僑
胞
之
贊
助
茲
因
醫
院 

經
費
短
細
呑
樓
業
稅
積
欠
棊
重
無
法
支
持
需
財
孔
亟
特
召
集
華 

僑
各
界
組
織
委
員
會
發
行
有
獎
義
措
券
藉
籌
義
欵
以
資
挹
注
査 

該
項
義
捐
券
本
會
館
前
經
舉
辦
貳
次
辦
理
非
常
完
善
爲
僑
衆
共 

悉
行
善
事
而
有
中
彩
希
望
實
爲
公
私
兩
益
之
舉
深
望
各
界
善
士 

躍
踴
購
券
本
會
館
有
厚
望
焉
茲
將
簡
章
及
委
員
會
各
職
員
列
后

寧府合作，。

廣州民衆開會歡迎東北 

義勇軍首領王德林。。甚 

爲熟烈。。情形危險。、季 

破產。。
李榮熙；爲

▲
中華會館有獎義捐券簡章 
. 

本
券
因
含
有
慈
善
性
質
故
定
名
，有
獎
義
捐
券
〕

每
券
定
價
售
坎
幣
壹
元

預
算
籌
欵
貳
萬
元
以
四
成
獎
賞
四
成
充
會
館
慈
善
費
餘
貳
一 

成
爲
代
理
賣
券
人
之
酬
勞
費
及
其
他
費
用

!
1
有
獎 

首名三千元。。二名壹千 

五百元。三名壹千元。 
名 
百元 

—五名三百元
。
六
名
至
拾
名
每
名
六
拾
元
。拾
壹 

名
至
五
拾
名
每
名
貳
拾
五
元
，。五
十
豈
名
至
壹
百
名
每
名 

拾
元
0
0

所
售
義
捐
券
無
論
過
額
或
不
足
至
開
彩
後
壹
律
由
原
額
照 

加
照
减

開
彩
地
點
在
本
會
館
大
禮
堂
居
時
召
集
華
僑
大
會
俾
各
界 

僑
胞
到
塲
監
視

定
本
年
拾
月
壹
日
爲
止
截
期
同
月
拾
五
日
爲
開
彩
期 

義
捐
券
每
六
張
爲
壹
册
代
賣
人
本
會
館
每
册
收
銀
五
元
不 

滿
壹
册
之
零
數
每
張
收
足
壹
元
其
直
接
來
本
會
館
購
買
者 

亦
得
與
代
賣
人
享
同
樣
優
待

歡
迎
各
埠
商
號
團
體
或
僑
胞
代
理
賣
券

賣
券
所
收
入
之
欵
俱
由
有
獎
義
捐
委
員
會
財
政
主
任
馬
呈 

瑞
會
同
正
會
長
關
元
恩
以
委
員
會
名
義
將
欵
存
貯
本
埠
資 

路
銀
行
提
欺
時
則
須
由
正
會
長
關
元
恩
副
會
長
馬
啟
亮
文
一 

書
主
任
李
學
明
財
政
主
任
馬
呈
瑞
四
人
簽
名
方
能
提
取 

由
首
名
至
拾
名
中
彩
者
該
代
理
人
得
向
其
人
每
元
取
扣
佣 

五
仙

▲
中華會館有獎義捐券

Me會委員

一 一

捐軀，。台民建碑紀念。。

日行開幕禮。。 

夏
帆

已
•
寧府權力在華北擴大說 

北
京
九
日
一 
紐
約
時
報
訪
員
〕電
。。日
寇
侵
畧
河 

北
省
後
。。今
竟
發
生
一
種
奇
異
之
結
果
。。該
結 

果
爲
何
。。卽
南
京
党
府
之
權
力
在
北
京
與
天
津 

間
。。較
諸
一
九
二
八
年
以
來
。。更
肆
增
大
。C

倭 

國
高
級
將
領
與
外
交
官
。。於
日
寇
未
侵
長
城
南 

端
區
域
以
前"
。及
進
行
侵
畧
之
時
。一
嘗
云
日
宼 

之
目
的
欲
解
南
京
党
府
在
華
北
之
威
權
。。彼
等 

屢
言
於
必
要
時
。。日
寇
須
繼
續
向
黃
河
岸
推
進 

。。待
至
華
北
寰
帶
建
成
一
獨
立
國
方
止
。此
「獨 

立
國)
政
府
將
表
同
情
於
倭
滿
兩
國
。其
首
都
則 

在
北
京W

on

都
云
云
。。但
日
寇
對
此
件
之
目
的 

迄
今
未
達

“。而
輿
論
多
數
贊
成
中
倭
休
戰
。。 

時
至
今
日:
中
倭
休
戰
協
定
成
立
後
。。不
但
日 

宼
主
張
之
獨
立
政
府
不
能
產
生
於
摯
北
。。而
日 

宼
所
藉
以
爲
再
行
侵
畧
華
北
之
題
目
：
卽
地
方 

秩
序
混
亂
：
如
同
無
政
府
一
般
說
一
。刻
漸
見
銷 

滅
。。卽
地
方
秩
序
漸
恢
復
。地
方
情
形
趨
於
平 

靖
。。南
京
党
府
權
力
逐
漸
伸
張
於
華
北
。。華
北 

之
政
務
分
會
主
席
黃
郛
與
軍
務
分
會
主
席
何
應 

欽
兩
人
今
吿
合
作"
。戳
力
同
心
以
代
南
京
党
府 

統
治
學
北
I

同
時
各
將
領
自
在
華
北
抗
日
。
部 

下
軍
餘
遭
重
大
之
損
失
。
已
受
大
教
訓
、。彼
等 

刻
下
已
認
識
近
代
戰
爭
之
方
法
。。於
是
中
央
政 

權
統
一
之
說
頓
盛
、。此
乃
日
賊
侵
畧
中
國
之
結 

果
矣
。。

•
第十九路軍退囘福建 

▲
粤
省
軍
隊
不
活
動
• 

北
京
九
日(
紐
約
時
報
訪
員
、電
。。世
界
著
名
抗 

日
之
第
十
九
路
軍
今
已
抛
棄
北
上
抗
倭
之
舉
。 

全
軍
刻
已
撤
囘
福
建
省
。。而
同
時
粤
省
軍
障
又 

不
活
動
。。以
無
事
爲
貴
。。可
知
粤
派
內
之
小
部 

份
贊
成
馮
玉
祥
反
抗
南
京
黨
府
者
今
已
失
望
。 

此
派
人
今
决
意
暫
持
靜
謐
守
候
態
度
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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