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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畫
國
廿
九
年
八
月
九
號

(
星
期
五
) 

新
聞
紙
第
二
卷
第
七
卜
四
號

暑
天
衣
裳
 

貨
價
均
靚
 

如
蒙
賜
顧
 

咸
謝
無
量
 

31,15  H
arvey  W

ood

超
等
人
适
絲
短
袖 

袒
連
長
神 
每
套
一
二
兀
壹
毛
五 

35二4

 
仝
上 

笠
巴
神
碩
人
造
絲
短
內
神

毎
條
七
毛
五 

35,21  
仝
上 

人
造
絲
無
袖
背
心
内
衫

每
件
七
毫
五 

13,15  
人
造
絲
無
袖
背
心
內
柜

(
短
內
神
同
價
)
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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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
件
三
毛
五 

B120

竹
紗
西
裝
短
內
神
 

毎
條
三
毛
五 

W
L

16

最
靚
絲
扣
羊
毛G

abardine

說
衫 

毎
件
四
元
九
毛
五 

三
件
十
三
元
玉 

L43s

陰
柳
紡
説
初 

毎
件
三
元
九
毛
五 

有
雪
白 

淺
藍 

杏
黄
 
等
色 

L22s  
雪
白
文
明
紡
說
初 
每
件
三
元
二
毛
五 

C
8112  

適
行
耐
用
絲
犠 

毎
對
五
毛

有
深
黃
深
灰
黑
等
色 

62H

花
樣
棉
線
植
 

每
對
壹
毛
七 

特
等
頂
覩
羊
毛
情
 
每
對
五
毛

啞
聯
活
公
司
啓

êê
llR̂

e* •〃彼幻救<|̂

救世人<
宗旧船1̂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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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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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船飽帝象 

»1 決能探丘野&̂
5̂
愈白1î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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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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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
業
部
啓
事
 

- 

- 
本報兼接理各種印件，如傳單・貨單・名片•
人魚紙仔■
信
封~ 

i

，信
箋
，券
嫉
，徵信錄■
指
冊
。及音籍緯■
名目人繁・恕末枚 
一 

- 
舉 
・均1
作精美・印刷玲嚙，乂接造笠乃圖章，計僧特别相宜- 

一・仰祈留心賜顧是何，

讐
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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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ns^.^^^  

龍凌翕理由̂̂
『激翻 

:外中須改？
财 S
S

多序重l̂
^̂

塞甚抱周髭一，. 

法禽85^7

垢   

<.破守股心

■
多名重厂

J
J4青針驚黑卦子底闻卷巾師、■虫 

戰表 ̂
喘4理理次用比柳勺照幼&
一 口科.

雲
高

本埠派到毎川收鈑.

七宅五仙 

"
若派不到者郵感寄上毎個"
收銀"
關 

: 
英胆及美國毎年收英金九

IH1 七蔻一五仙

-★ 一★ «
^
.
l
»
m
A

1
R

—̂

W
O

^^

乩 A
^
M
£
t
:
w
 

伎
麻
售
9

盅
笫̂
^
^
爲t^&\吉1^

爲
 

工W
^m

渡
盅
紀
飘
羅̂
^
沖
溢
盘̂
^
/
 
倉
 

，、歪"M
^

盒
須N

^m
EN

^

憂
计
 
毎*

鹏

卉
旭

『
半年五回三個八二
lnl七矗
?/£皆月 
YT

■

及外國毎宣•年收英金宜拾义大

几期H
外皆也H
R
閱無論取閱久 

報钱均要先杀空函定閱恕不奉呈

2^7

竺
馨"iM

t

金
険
女
摩
離-
^
^
^
济^
^
^
^
®
^

孔
子
二
千
四
百
九
拾
一
年

夏
暦
歲
次
庚
辰
年
七
月
初
六
日

瘪̂
*:^^^^^

要
求
海
員
隨
意
在
安 

定
每
次 
斤
名
"

一
地

▲
安
南
已
入
日
本
幹
力
範
圍
 

紐
約
時
報
載
上
海
电
。安
南
現
在
。
實 

際
上
無
異
處
于
日
人
統
治
之
下 

逐H
 

加
緊
壓
迫
用
至
廣
州
灣
亦
爲
日
人
所
 

控
制 

河
內
正
式
公
布
。
日
軍
所
派 

之
監
視
員
抵
廣
州
灣
後 
廣
州
灣
對
華 

運
輸
一 
减
少
"
分
之
八
，

廣
州
灣
僅 

有
法
軍
二
排
。故H
人
敢
公
然
喧
賓
奪

一 

®

 

本
 

館
 

言
 

論
 

~ 

始

*!
如

相

應

太

聯

合

⑻

此

公

 

至
我
中
阈
一
。旣
已
抗
戦
三
年 

人
民
對
於
戰
事
。。已
成
慣
性
一 
所
謂
痛
苦 

亦d
備
嘗

”
 
所
謂
艱
難
。亦
已
盡
歷
) 
雖
續
戰
至
八
年
十
年 

亦
如
是
耳
、。 

後
且
爲
我
軍
勝
利
之
時
期 
。愈
戰
愈
强
之
表
示
一 
惟
尋
求
與
國
。
希
望
友
助

公

qis^^M

盅
找^
s

^

^

^

^

m

^

^

T
 

S

74

乂l
日
安
南
河
內
匿 

日
政
府
要
求
法
一 

當
局
准
日
軍
押
運
軍
用
品
通
過
安
南
。。

N

方
將
提

法
日
談
判
。
潮
感
困
難

本
號
兼
做
蘇
杭
車
衣
專
辦
各
國
名
廠
布
料
精
工
製
造
中
西
襄
一
 

服
装
牀
布
驟
布
初
褲
羊
毛
線
耳
等
俱
 
全
平
賣
词
理
李
華
强
啟
一 

Lee

 H
ock

 C
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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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
旗
參 
金
耳
環9
曲
像
跌
打 

一
正
神
胆 

.•途

2
 

1
^
 V0

更
苛
刻
之
要
求 

法
當
局
已
表
.
小
希
望 

美
國
協
助
：

傳
中
阈
常
局
。
聲
明
倫
安
南
准H
軍
在 

境
內
證
立
根
據
地
，卽
中
國
將
用
武
力 

對
付
公
一"

A
安
南
當
道
仍
助
我
國 

廣
州
电
華
南
倭
軍
參
謀
曾
到
安
南
調
 

查
資
月
而
囘 
謂
彼
等
未
到
安
南
前
。

華
埠

.
公
平
道
德
之
範
留
。未
有
不
感
恩
一

獻
迎
者
也

2

主 

河
內
及
海
防

均
有
大
批
日

至
於
英
國 
亦
同
是
被
侵
略
者
~
亦
未
有
不
歡
迎
他
人
之
友
助 

以
求
快 

速
打
倒
敵A
之
勢
力 

而
早
日
救
人
民
於
水
火
之
中
爲 

况
已
常
向
美
國 
盡 

量
購
買
飛
機
軍
械 

並
圖
再
與
俄
訂
立
商
約
一
則
何
如
英
美
華
俄
大
起
聯
合
战
 

且
昨
八
日 

倭
賊
國
會
下
院
議
員
仃
二
卜
六
名 
直
向
倭
府
提
出
要
求
一
消 

滅
英
國
在
遠
東
之
勢
力 
又
德
意
日
三
國
銀
行 
將
締
結
財
政
合
作
云 

是
則 

倭
賊
不
特
專
侵
我
華 
而
近
日
向
英 
亦
尖
銳
進
犯 
易22

「
同
聲
相
應 
同

雲高
—
备

.
^
^
^

辺
李
鶴
儔
内
外
方
脈

本
海
陸
空
軍
專
員
又
有
代
表
東
京
興
 

亞
院
之
委
員
會
一
組 
積
極
謀
經
濟
侵

藥
材
發
行
鑫
号

略
安
南
) 

傳
日
人
已
向
河
內 

條
件
:

△
 

本
 

報

下

身

 

隹

 

<■■*  

I
n

^B

 

小

临
 
大
商
店
均
有
發
售

一
軍
用
品
屬
於
重
慶
政
府
者
一 

於
安
南
各
港
 

幷
謂
現
雖
將 

•
國
之
路
封
閉 
但
法
人
仍
援 

一府 

不
能
阻
止
軍
械
之
運
入

已一 
分一

如
安
滿
雲
南
邊
境
發
現
華
軍 
H
軍 

得
橫
越
安
南
赴
擊
:

氣
相
求
」 

英
美
華
俄 
亦
應
趁
時
及
勢 

疑 

不
必
顧
忌 
卽
須
正
大
光
明
。一
宣
布 

爲
强
有
力
之
扶
持
一
盡
大
量
之
接
濟
使

合
 
攻
守
同
盟 

不
必
遲 

特
開
放
滇
緬
公
路
「應
更

▲
請
惠
夏
季
報
費
 

與
吿
白
費

②

日
本
海
軍
飛
機

河
內
一

政
府
祕
不

欲
食
之 

而
不
得
下
咽
焉

中
國 
法
國
被
德
所
一

产7

収5

 

麻 ̂
^

。

他
安
南
港
口
爲 根
據
地 
一 

㊂
日
本
軍
用
商
用
飛
機 

得
隨
就
飛
行 

安
南
全
境

㊃
安
南
北
部
及
中
部
各
港
來
往
船
售
 

須
完
全
歸
日
人
管
理

国
法
軍
在
安
南
所
修
築
之
防
務
 

須
卽 

行
停
工
。

内
安
南
北
部
及
中
部
之
法
國
當
局 

須 

承
認
日
本
爲
最
友
誼
國
家
-
日
本 - 

切
商
業
發
展
計
劃 
安
南
須
完
全
予 

以
合
作
。

日
本
軍
事
專
家 

已
切
實
查
勘
安
南
至 

.雲
南
間
之
公
路 

名
爲
檢
驗
赴
華
貨
品

夫
避
貿
擊
直 

兵
家
之
法
也 

得
寸
入
尺 

無
修
求
也
 

試
觀
緬
旬
封 

路
之
後 

倭
賊
愈
以
爲
得
意
：
向
英
愈
加
攻
擊
•
一
對
賊
退
硬 
有
何
箴
哉 
今

發
表 

現
安
南
人
尙
未
知
之
公 

A
安
南
要
人
犯
國
防
律
被
匕 

仰
光
瓶 

現
任
首
相
毛
博
上
日
 

犯
國
防
津
被
拘
云 
一

・
倭
拘
禁
英
僑
之
作
 

東
京
八
日
竈 

日
當
局
拘
禁
英

5

妙

 

ri

口
 

匚
口

總
批
發
處

加
牧
大
笹&
菱

2ns

艮

N
Trz?  

実
高
雁
壊
刃
根
奉
旭
豆
一
一
口

司
理
人
李
仍
啓

本
報
向
承
拿
僑 1 裁
：無一̂
 

激
・
血
思
筆
墨
生.涯♦
用
至
爲
浩
超 

.
賴
以
維
持
者.
端
在
報
費
與
吿
白 1
1
 

:
茲
又
黄
列
單
往
收
夏
季
聲
與
骨
凶

"
1

」

ER

融
和
之
於
後
二
何
如
劍
及
履
及
。。.

之
於
前
二
况
華
英
聯
合
。

因

盡
量
由
香
港 
星
架
坡
調
艦
連
械
)
衝
破
其
華
南
封
鎖
線
 
則
不
特
華
南
我
軍 

有
大
量
之
接
濟
。有
實
力
之
援
助 

而
大
起
向
賊
攻
擊 
卽
華
北
華
中
我
軍
聞 

訊
亦
必
四
起
反
攻
 

倭
賊
佔
據
各
線
。
實
屬
過
長
過
弱
首
尾
必
不
能
相
顧
 

) 
前
後
必
不
能
用
應 
其
艦
隊
必
要
分
散
前
往
華
北
華
中
 
援
助
冃
餘
萬
敗
兵 

撤
退 

則
尙
有
何
力
量 

以
消
滅
英
帝
國
在
遠
東
之
勢
/

一
此
兵
法
所
謂
出

百
費
：
切
蜜
單
到
時
，・愛願本報 
，所 

米・不斉涓埃・.
慨予依數擲下・.矗

★
 

★

★

本
公
司
輪
船
照
常
由
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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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毋
*
問
便
一 

知
外
琼
必
要
函
詢
現
域
埠
華
人
代
理
經
一 

已
結
束
貝.史
埠
馬
福
崇
代
理
而
已
如
有
 
- 

南
詢
船
期
者
卽H
囘
覆
以
便
早
日
預
備

其

■si!

資
週
轉
：則
不
勝
感
甘
之
至
： 

本
報
司
理
部
襄

.
—曾
路
一
^

^

^

岡
 

(
港
幣
) 
毎
百
二
-
五
元
二
毛
五 

(
痺
幣
) 
每
百
六
元1
毛
五

結
果

未
敢
預
批
， 
但
其
爲

倭
政
府
對
內
宣
傅
之
一
種
以
備
聯
令
 

德
國
參
戰
，
則
川
効
四
期
。
顧H
本
預 

備
參
戰
抑
否 
未
能
决
定
:
但
法
國
降 

後
一H
本
民
情 

漸
趨
親
德 

而
以
現

其
所
不
意

必
救
者
也
。。

者
美
國
一
由
檀
香
山 

派
艦
一
隊

★

台
灣
一
估
其
根
據
)
斷
其
接

.二
位
  

<

 

:

確

兵
在
華

C

正
如
無
主
孤
魂
』
若
.不
盡
降
一
當
必
盡
沒
"
而
又
蘇
俄
。

濟
0 4

 
9 V

H

出
兵
東
北 

聯
結
高
麗
革
命
黨 

以
攻
其
北 

則
英
國
可
無
東
顧
之
憂 

則
在
西
歐 

自
然

國
不
滅 
。吾
不
信
也
。
如
是 

裕
如 

更
得
蘇
俄
之
助 

直

佈

安
/
馬
福
弟
誰
敢

右
傾"

現
在
政
府

★

煙権Li

野

路

銀

行

 

人
一)
請
咛
蓄
盈
餘

實
欲
調
查
由
此
路
犯
屮
一

軍
小
運
輸
一
本
以
米
內
政
府
「
坐
失
黄
金
時
機
」
爲 

穩
固
之
後
耕
詞
摘
得
國
民
擁
護
 

執
政
後 

竟 

國
軍
事
.

—
矯
枉
過
正
、
傾
向
投
機
主
義 

盼
望
英

搗
德 
意
之
背 
則
地
球
上
東
西
兩
妖 

叮
同
時
殲
滅
'
，而
和
平
之
曙
光 
常
復

安
南
.

情
形

566^

•u

耀
人
寰
也 

至
斯
時
也 

一
國
之
風 

以
. 

也
至
西
歐
.

，卽
可
门
由
進
犯
玄
南

曇一̂
 

—盘

我
中
華
本
黃
帝
堯
舜
禹
湯
文
武 

良
恭
儉
讓
之
德 

惟
恢
復
失
地

人
之
道 
泱
泱

ew

業 

多
在   

"Ji
南
及
四
川
南
部 

該
地
帶 

倘
被H
機   

.W
炸
或
被H
軍
侵
佔 

中
國

國
失
敗 

而
撞
趁
火
一 

A
倭
賊
聖
行
反

& A
 

福K

籠

欵
旣
貯
■
@
則
君
 

之
前
途
穩
定
矣
：
 

故
祈
勿
以
存
欵
過
 

少
而
遂
未
閉
始
貯
 

蓄
：
本
行
最
低
之
 

貯
蓄
限
額
：
僅
爲
 

一
元
■
■
君
如
願
爲

他

河
.

1ST

除
则
滅
德
意
之
外
各
國
版
圖
〉
亦
應
恢
復
戰
前
狀
態

政
府
"
不
得
不
遷
入
西
北 

上
海
日
人
稱 

戰
事
如
此 

不
惡 

屆
時
中
國
只
保
有

E
民
急
進
派
。
現
推
行

一
東
京
瓶

26x1  •

一
而
英
俄
可
以
共
管
德
意 

華
美
可
以
瓜
分
倭
島 
除

•
華

。 

〔
惡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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