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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
土
是
日
在
盟
會
聲
言 

中
國
决
不
將
錦
州
讓
歸
日
賊
佔
據
；
裁
防
 ¥
 

已
奉
有
南
京
訓
令 
如
日
賊
來
攻•:
須
竭
力
禦 

敵;
但
日
賊
如
不
來
攻
、一
該
處
防
軍
亦
不
取
攻 

勢
，
以
免
與
日
賊
敗
釁 
盟
會
各
國
代
表
聆
施 

氏
宣
言
後-
，卽
於
午
后
四
旬
鐘
開
特
別
會
議
，， 

驄
倭
化
表
伸
辯
、倭
代
表
聲
言
關
於
錦
州
設
置 

中
立
地
帶
計
副
；
日
方
須
有
某
種
保
留
儷
。  

8

 

保
留
債
乃
准
日
軍
什
此
項
中
立
地
帶
內
自
由
行
一 

勃
云
，
中
國
代
表
卽
反
駁
此
績
；
謂
日
賊
就
種 

議
論
不
啻
將
毁
會
計
劇
完
全4

一，蓋
鼓
置
中 

立
地
帶
之
主
旨
在
拘
束
兩
方
軍
際
活
動
，
茲
日 

軍
欲
在
中
立
地
帶
內
自
由
活
動
。是
日
賊
欲
破 

毀
中
立
地
帶
計M-kr
。

•
英法兩國軍事觀察家 

揭
破
倭
賊
種
傩
揑
造
宣
傳 

巴
黎
七
日
電)
英
法
兩
國
軍
事
觀
察
家
，是
日 

由
錦
州
電
報
國
聯
行
政
院
云 
二 
駐
潘
陽
倭&
 曾 

謂
華
軍
在
錦
州
鑄
帶
大
肆
活
動
云
云
。，不
知
此 

説
全
出
自
賊
揑
造 
以
余
等
所
見
華
軍
在
錦
州 

絶
無
活
動
情
事
，。

一
萬
里
長
城
以
北
之
鐵
路
線
內
中
國
軍

81 絶
無 

對
日
作
戰
行
動
一
日
方
報
謂
中

81
已
派
有
拾
三 

列
車
之
救
援
隊
至
錦
州:
此
說
亦
未
有
確
實
證 

3英
國
觀
察
家
乂
報
謂
錦
州
情
量
如
常
。
祇
見
有 

航
空
機
住
錦
州
空
際
偵
察
；
此
等
航
空
機
乃
日 

本
之
單
用
機
云
，。

•
顧施兩氏已允留任

之
巴
黎
訊

■

七
日
電
。。本
京
頃
接
南
京
能
謂
顧
維
鈞
與 

施
璇
基
兩
人
上
星
期
聲
言
歸
職
。
彼
等
經
政
府
一 

挽
留
後
已
打
消
辭
意
。。 

(

>

一 
吉
林
至
敦
化
之
間•

之
建
設
現
既
成
功
。 

敦
化
至
會
寕
間
之
鐵 M
尙
未
賽
。 
雖
會
寕
至 

老
頤
满
有
貳
尺
六
寸
之
狭
軌 S
嫌
。。實
不
足
新 

大
陸
及
經
賈
展 Z 用
。。此
改
築
偏
入
百
萬 

一
元
丁
要
化
老
頭
满
之
建
波
費
須
一 
千
萬
元
。。 

一
二
者
共
須
二
千
万
元
巨
欺CC
按
此
鐵
路
如
成
。。 

一
就
是
我
新
大
陸
之
成
。a

從
前
欲
往
歐
洲
之
人
： 

一
須
經
大
連
或
浦
鹽
貳
港
。。今
則
由
清
津
港
經
會 

一
寕
而
入
西
七
利
亞
徽
路
。。可
赴
欧
洲♦
不
啻
東 

一
洋
之
交
通
大
動
脈
。。將
來
不
論
人
與
貨
。
皆
須 

a
•
，新
時
也
一
。我
把
此
备
大
動
脈
之 

值
一 
可
以
無
客
氣
侵
畧
滿
象
二
實
行
明
治
大
帝 

第
三
期
滅
亡
滿
蒙
之
計
曾
也 
加
斯
即
大
和
民 

一
族
征
服
世
界
矣
。。按
明
治
大
帝
之
遣
策
，
第
一 

一
期
征
服
台
灣 
第
二
期
征
服
朝
鮮
等 
皆
旣
實 

一
現
。惟
第
三
期
之
滅
亡
滿 6
以
便
征
服
支
那
全 

一土。。使
異
服
，
南
洋
及
亞
細
亜
洲
全
帶
。，無
不 

一r我
服
我
而
仰
我
鼻
息
云
云
之
大
業
。
尙
未
能 

實
現
一
此
真
臣
等
之
罪
也 
按
吉
林
省
合
奉
天 

及
黑
龍
江   

V 部
份
，
我
古
歷
史
稱
之
爲
「肅
慎
」 

民
族;
卽
今
繁
殖
於
沿
海
。
晶
飽
江
畔
豆
滿
江 

流
城
等
者
是
也
。其
民
族
之
沿
革
古
來
稱
爲
肅 

慎
。 IBS

 
把
婁 
沃
沮 
夫
餘
，契
丹 
勃
海 
女 

.真
等
其
興   

6
多
種
多
樣
、
良 #
不
齊:
我
國
淸 

一
正
公
進
擊
會
寕
及
間
島:
其
愛
新
覺
協
亦
起
於 

一寧安附
近
。
先
平
定
敦
化
間
島
輝
春
地
方
爲
起 

一源。。遂
定
大
淸
天
下
三
百
年
之
基
礎 
吉
林
歷 

一
史
如
此 
按
欲
造
成
我
新
大
陸
以
開
極
東
之
新 

一
面
目
者"
我
如
不
先
造
勢
力
於
吉
林
地
方
。必 

一
不
能
征
服
蒙
滿
一
、從
而
不
能
征
服
世
界
一 
故
以 

一
吉
曹
路
之
完
成
卽
我
昭
曾
政
之
成
一。新
大
陸 

乏
成
即 @
 服
亞
細
亜
全
洲
之
成
功一L不
啻
爲
吾 

一
國
策
上
最
重
大
之
路
線
。是
亦
國
益
產
生
之
重 

一
要
路
線
也 

〔未
完
一 

- 

令
晨接駐滬 

85 員來
電
云 

■
上海各A

學之抗日會。一 

一 聯同致電鹿。甘
直 

接與日賊交涉；及設中 

. 
立區於錦州。。共七項要 

求。。並即8
^

前日捕 

去之北大，中大，各學生 

如無閥淵答覆 
H
  

^

 上 

海市三萬置生。，親往 

南京請願二及通電全國 

各界。聯同罷工、罷市、 

曽
:
以爲對待一。

0

日賊司令本莊氏)
令賊

681 晋F7

夂修斤Ss!̂ | 

PI ■轟口我學夙5̂
35

屈。0

調遼河區飛機十三架： 

向白旗堡，及遼河、大擲

相繫榮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