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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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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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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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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乂正式承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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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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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友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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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及華友一 
名出險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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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伊聞其華友之縫尙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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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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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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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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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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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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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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衙
戍
ff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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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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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
密
保
證
駐
本
京
外
僑 
倭
賊
軍
艦 

已
駛
往
長
江
上
游;
而
中
國
戰
艦
亦
灣
泊
於
上 

游
與
賊
艦
相
隔
對
面
：
彼
此
相
距
約
八
英
里 

一
而
英
美
兩
國
戦
艦
則
間
於
其
中
，自
戒
嚴
令 

頒
佈
後
、
本
京
地
方
情
形
已
不
如
前
之
緊
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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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美
增
調
海
陸
軍
赴
滬 

一
羅
即
貳
日
電

C

意
大
利
政
府
已
調
巡
洋
艦
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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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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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
疑
直
艘
前
赴1.
海 "
協
同
別
阚
海
軍 

一
防
守
滬
租
界
、
此
乃
本
京
政
府
是
夕
所
宣
佈
； 

査
意
國6
中
國
之
利
權
較
諸
別
國
僅
居
第
四
位 

:
但
意
政
府
已
派
有
軍
隊6
上
海
保
護
。..惫
當 

軸
嫌
軍
力
單
簿 
或
令
囘
特
遣
戰
艦
前
往
增
防 

巴
黎
二
日
電
。有
法
國
防
軍
壹
大
隊
：
中
包
含 

法
國
步
兵
兩
屮
隊
暨
安
南
兵
兩
屮
眼
：是
日
乘 

法
國
巡
洋
艦
嘩
敵
克
鲁
斯
號
由
安
南
海
防
動
程 

赴
滬
云
，

華
盛
頓
貳
白
电
美
國 
虫
艦
隊
總
司
令
梯
罅 

氏
頃
匕
首 8
 赴
滬 
同
時
伊
乂
報
吿
奉
京
海
軍

白
鵝
潭
之
賊
艦
。架
起
大 
一 一 砲

台
之
血
已
擊
沉
倭
魚
雷i

管
艘
』。於
黃
浦
一 

◎
列
必
珠
華
僑
拒
日
後
援.M

^

事 

一
江
內
。 
該
華
軍
政
部
中
人
乂
謂
敵
艦
砲
擊
吳
淞 
公
啟
者
・
本
會
爲
籌
欵
福
實1
占
山
將
軍
殺
賊
事
：
公̂
^
秋
， 

一 口
破
台"
。•實
爲
掩
證
敵
兵
壁
岸
起
見 
此
項
計
一 
孚
德
，李
隆
・
卓
凡
。溫
軒
。佑
啟
，丘
嘉
等
君
，・爲̂
^
員
。除
本 

副
施
吿
失
敗
：
整
巴
爲
砲
台
之
炮
火
擊
退
；
埠
募
捐
外
，・
又
向

®.近
埠
仔♦
計
所
到
者
・
如
占
姊
羅
，始
巴
・
李 

茲
鎮
砲
台
仍
歸
我
軍
據
守
，敵
方
軍
艦
名
艘
雖 
一 文
參
卡
婦•
卡
書
，麥
巧
學
僅
近
。蓼
邊
・m
文
相.
板
市
，那 

一
頻
向
砲
台
射
擊
。
寶
方
防
單
仍
竭
力
據
守
砲 
歩
伙
・
故
連
林
・
加
季eB^W

*^

 粒
巴
・
企6$

等
鳩
，茲
將
捐 

一 台
不
退
云 

一
款
芳
名
列
后
・・

梁
秋
君
報
効
自.由
車 

李
德
君
報
効
自
由
車 

厅
械
篇 

胡
銘
君
報
：^3

車

投
炸
彈 
。向
華
軍
進
攻
；

劇
戰
六
点
鐘
久
；
華
蓍

死
力
拒 
。固1

地
C
C

倭 

賊
卒
不
能
侵
入
。。

日^w

界
內
橫
行
。。無 

悪
不
作
、
美
領
事
再
向
日

雙
万
應
允
体

一
李
鴻
來 
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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