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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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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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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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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產
。。情
勢
現
已
安
穩
。。 

一◎
安
徽
魯
軍
現
在
固
鎭
佈
防 

一
。。惟
士
氣
沮
喪
。。徐
州
動 

q

⑥
華
北
外
魯
向
天
津
避
亂 

一.
。。日/

調
兵
二
千
駐
津 

⑥
英
、美
、日
、法
、四
國 
。以 

「
奉
軍
失
敗
。。北
京
危
險
。。 

- 
商
議
各
調
兵
一
旅
。。保
守 

一 
京
津
路
區
域
。。英
軍
司
令 

一 
允
調
齎
隊
協
助
巡
防
)
。 

▲
昨
晚

—時
半
接
駐
香
港
訪
員
來
電
云 

⑥
廣
州
政
治
分
會
。。决
定
收 

一 
囘
香
罄
報
局
管
理
，。己 

一 
通
知
港
政
府
。。新
電
局
交

漢
路
前
進
。

礙
。。雖
粤
黨
左
右
派
內
訂

。。惟
其
合
力
抗
拒
北
軍
南
征
N

兩
派
軍
隊
因
此 

均
獲 s
 利
。。

張
作
霖
不
認
完
全
失
敗
。。祇
認
自
上
星
期
宣
吿 

攻
擊
黨
軍
後
。。軍
情
忽
爾
改
變
。。又
奉
張
之
优 

表
某
：
力
言
撤
退
係
屬
于
熟
慮
之
作
戰
計
畫
、一。 

吾
人
未
視
此
爲
失
敗
。。因
確
未
失
敗
也
。。將
繼 

續
作
戰
討
赤
。。張
作
霖
欲
將
安
國
軍
總
司
令
部 

遷
往
天
津
。。使
與
其
滿
洲
根
據
地
較
密
近
之
說 

。。全
屬
子
虛
。，奉
張
决
留
于
北
京
接
續
指
揮
軍

事
。。幷一

.務
。，北
方
戰
事
。。不
久
便
縮

短
戰
線
。。以
保
護
黄
河
線
與
魯
省
南
邊
；察
看 

情
第
如
何
。。然
後
决.斷
是
否
舉
行
反
攻
。。 

北
京
卅
一
日
電
。。在
河
南
省
劇
戦
後
。，奉
軍
北 

退
。。聞
漢
口
軍
受
傷
者
五
千
名
。。料
北
軍
將
抛 

棄
北
京"
。英
n

及
別
外
國
預
備
加
嚴
保
衞
其
僑 

民
：
以
拒
侵
進
之
黨
軍
暴
亂
。。

北
京
仝
日
電
。
北
方
當
局
公
布
將
其
前
線
軍
隊 

一 律
撤
退
。，豫
戰
或
爲
現
時
戰
爭
之
最
慘
烈
者 

。。黨
軍
死
者
達
萬
名
。。約
有
九
干
傷
兵
在
漢
口 

醫
院
調
治
。。傷
兵
現
仍
陸
續
運
往
漢
口
，。 

©
 外
兵
紛
調
赴
華
北

厶
美
日
法
英
均
調
兵
北
上 

北
京
卅
壹
日
電
。美
使
麥
馬
利
氏C

今
晚
請
美
國 

海
軍
提
督
威
廉
氏
。 
調
遣
美
水
兵
赴
華
北
。。保 

護
北
京
使
館

先
是
接
到
上
海
報
吿
。•
謂
强
作
霖
之
軍
隊
。。被 

南
軍
猛
擊
大
敗
1

奉
張
現
籌
畫
退
囘
奉
天 

上
海
卅
壹
日
電
，C

本
處
外
人
軍
事
專
家
。C

以
爲 

北
軍
或
傾
塌
；

會
議
後
决
定
增
兵
防
護
在
天
津 

北
京
之
外
僑
生
命
財
産

東
京
卅
壹
日
電
上•
日
本
外
務
省
今
日
宣
吿
。。中 

國
南
軍
佔
領
蚌
埠
後
。C

恐
發
生
刻
掠
及
暴
擾
事 

。。天
津
北
京
形
勢
亦
危
急
。。故
日
本
擬
設
各
法 

預
防

上
海
仝
日
電
。。據
今
日
半
官
式
消
息
。
北
京
或 

失
守
。。而
爲
南
軍
所
得
。。英
美
法
及
H

本
當
道 

，。已
允
各
遣
兵
壹
旅
巡
邏
京
津
路
綫
一 
帶
。。勘 

國幷遣一 
飛
機
隊
赴
該
處

東
京
乂
電
。，今
日
深
信
日
本
軍
將
加
增
J
C

集
中 

于
中
國
。。駐
靑
島
之
日
本
總
領
事
報
吿
。。戰
潮 

驟
變
。。日
本
應
要
保
護
其
在
山
東
之
僑
民 

已
有
日
兵
貳
千
抽
調
赴
靑
島
，。不
久
另
遣
兵
貳 

千

往

天

津

， 

北
京
又
電
C
C

列
强
恐
再
有
如
南
京
漢
口
、之
亂
事 

發
現
。C

茲
特
固
防
其
在
天
津
之
租
界"
。已
令
其 

僑
民
離
北
京
及
內
地
往
天
津
謀
安
全
。。已
有
英 

軍
兩
大
蔭
由
滬
北
上
。C
H

本
派
兵
數
隊
。、美
圆 

亦
增
兵
防
京
津
鐵
路

e
 馮
玉
祥
佔
鞏
縣

▲
北
京
現
戒
嚴
狀
况

一 
還
華
人
管
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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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
增
宣
傳
工
作

一莫斯科卅 
一 日
電
。。第
三
國
際
執
行
委
員
會
。。 

(今
日
决
定
更
積
極
進
行
帝
助
華
人
革
命
。。請
世 

一
界
工
人
于
來
次
不
已
得
之
戦
爭
時
。。助
蘇
俄
抵 

一抗別阈。。該
委.員
會
宣
吿
。。本
會 
一 部
份
能
力 

一有限。   

0•

不
足
以
助
華
人
革
命
、"是
故
提
議
隨
後 

一持强毅方策。。也
報 ̂
上
加
增
宣
傳
。。   

:n團
愈 

一加活
動
做
工
夫
。。及
在
各
殖
民
地
與
途
次
赴
華 

~之
兵
士
中
廣
事
宣
傳
。e

■
奉
張
下
總
退
却
令

▲
縮
短
戰
綫
保
守
河
北

一一北京#
一 日
電
。。北
軍
抵
禦
黨
軍
向
北
京
前
進 
上
海
卅 
一 日
電
。。據
確
實
消
息
。。南
軍
在
河
南 

。。現
已
失
敗
。。料
北
京
之
失
陷
已
迫
于
眉
睫.
。
北
進
。。現
大
勝
利
。當
南
軍
北
上
之
際
，大
宗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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