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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賊犯蘇州欲要我求和 

上
海
拾
六
日
統
一
社
，電
•
是H
H
賊
之
摩
托 

車
支
陵
已
向
較
廣
前
線
推
進
:
以
便
侵
犯
上
海 

西
端
準
軍
之
興
典
卜
防
線
・
。日
賊
叶
舉
爲
進
攻 

斜
州 
"
賊 $
以
爲
彼
等
陷
蘇
州
後
：
當
可
向
中 

國
提
出
議
和
條
件
；

日
賊
謂
to蘇
州
陷
俊
、一
中
國
仍
不
言
和<
則
日 

賊
必
進
犯
南
京
广

•
戰局發展形勢三項 

上
海
|
二
日 
統
一 
社
)
電
)
中
日
戦
爭
自
蘆
溝
 

橋
事
件
發
輙
 

即
七
月
七
日
開
始
以
來
;
迄
今 

已
歷
白
四
卜
日
。。現
目
戰
局
情
形
有
三
項
如
左
 

㈠
山
西
省
會
太
原
城
陷
後
"
。中
國
西
北
部
微
全 

受
日
賊
控
制

㊁
賊
車
自
河
北
省
沿
津
浦
路
線
南
下
向
山
東
省
 

會
濟
南
城
推
進
。日
賊
希
望
佔
僅
冀
/
察 
晋
。 

綏 
魯
h
 
省

。此
五
省
中
有
四
省
之
省
會
"
陷
. 

於
賊
手
"
。所
餘
者
僅
魯
省
會
濟
南
耳
。 

㈢
滬B
賊
西
進
先
圖
侵
佔
蘇
州
。。但
其
最
重
要 

目
的
爲
侵
佔
南
京
。
賊
軍
侵
南
京
欲
迫
中
國 

接
納
其
議
和
條
件
云

■
中央政府遷都漢口 

▲
交
通
部
職
員
先
行
赴
漢
 

南
京
拾
六
日
美
聯
社
電
:
是
夕
此
間
當
軸
決
議 

遷
都
漢
口
。此
地
存
距
南
京
西
方
約
三
百
英
里
 

:
中
國
當
道
因
見
日
賊
自
滬
向
西
推
進
。。有
威 

脅
南
京
之
象
、故
爾
遷
都
•
。

交
通
部
職
員
先
行
遷
往
漢
口
。C

該
部
所
有
重
要 

公
文
皆
由
汽
船
載
往
漢
口
。。國
聯
之
技
術
專
家 

亦
隨
之
而
往
。。爲 
求
安
全
及
自
由
行
動
起
見
： 

中
央
政
府
各
部
文
官
已
分
居
三
四
城
鎭
云
。 

•
倭欲消滅我之抵抗力 

上
海
拾
六
日
統
一 
社
電
。。日
寇
刻
在
山
東
與
上 

海
也
方
一
帶
作
戰
：
其
目
的
爲
將
中
國
中
央
政 

府
之
抵
抗
日
寇
力
消
滅
。以
便
任
華
北
組
織
「自 

治
」政
府
云
。
，

•
我决守南京

▲
决
不
與
敵
妥
協

南
京
拾
六
日
(
美
聯
社
)
電
。一
整
據
此
間
政
府
高 

官
某
氏
稱
』。此
次
文
官
雖
遷
離 
。但
政
府
非
放 

棄
南
京
；
軍
事
委
員
會
長
蒋
介
石
：
仍
率
兵
防 

衙
南
京
。。至
最
後
爲
止 

賊
軍
倘
衝
破
我
防
線
 

。
我
軍
雖
退 

但
仍
繼
續
與
敵
戰
。，我
政
府
决 

不
與
敵
妥
協
或
對
敏
屈
服
云

現
目
華
人
頗
關
心H
寇
向
「興
典
卜
防
線
一
推
進 

。。核
防
線
乃
在
距
南
京
東
南
方
百
廿
立
英
里
云
 

•
法工界抵制倭貨 

巴
黎
卜
五
(
美
聯
社
~
電
。。昨
據
法
國
勞
工
總
會 

宣
布
。，謂
該
會
員
五
百
萬
名
 
多
次
爲
「防
衞
和 

一
平
而
示
威
」
故
皆
抵
制
日
貨
云
，。

•
美艦隊出海演習 

加
里
寬
尼
亞
省
汕
匹
度
路
埠
拾

-hR.
電
二
是
日 

美
海
盛
總
艦
隊
之
載
魅
名
隻
。由
三
藩
市 
汕 

匹
度
路
；
及
汕
槌
町
港
出
海
演
曾
•
、此
塲
演
習 

以
四
日
爲
期 

此
爲
筋
曜
陳
改
組
恨
之
第
一 
囘 

演
習 
。所
謂
改
粗
者
：
乃
将
長
途
飛
行
機
替
代
 

驅
源
艦
作
值
察
敵
情
用
、而 ®
逐
鑑
則
爲 W
放 

烟
幕
以
禦
潛
艇
用
，厶

。
賊
機以五百餘磅重彈炸蘇州 

上
海1
六
日
(
統
一
社
，一
電
。昆
山
縣
原
爲
上
海 

與
蘇
州
間
擊
康
防
線
之
最
堅
固
陣
地
 

今
陷
於 

倭
寇
之
手
。
倭
車
通
過
昆
山
後
。。即
排
成
扇
形 

陣
;
向
前
方
推
進
。。倭
寇
矗
炸
機
炸
擊
蘇
州
一
。 

賊
備
所
投
之
炸
彈
。多
爲
五
百h
r
磅
者
云
-
一 

•
敵
軍
控
制

長江三角洲區域 

卜
海t
六H
電
。
敵
司
令
松
井
所
部
之
賊
兵
已
 

控
制
長
江
三
角
洲
區
域
。
此
區
城
之
成
形
如
箭
 

頭

，長
約
自
英
里
。、廣
約
百
五f
英
里
:
由
長 

江
起
至
杭
州
灣
止
云
県 

■
我澈底抗戰 

南
京
十
六H
「美
聯
社
)
電
。。日
炉
一
日
据
此
間
政
府 

之
代
育
人
稱
。
中
國
之
自
敕
方
法•
爲
在
抗
戟
。。 

就
使
我
軍
被
迫
退
至
也
方
邊
界
山
嶺
•
即
西
藏
) 

爲
止
)
。吾
人
亦
要
與
敵
戰
云
。。

•
坎以製戰品材料供倭 

▲
我
代
表
團
在
比
京
宣
布
 

布
魯
些
路
拾
大
日
電
"
。是
日
據
參
加
九
國
會
之
 

中
國
代
表
團
宣
布
。。日
本
之
作
戰
品
材
料
多
來 

自
外
國
。
一
九
三
六
年
由
外
國
輸
入
日
本
之
鋁 

(
可
爲
製
飛
係
用
)
共
値
美
幣
三
百
四
拾
八
萬
元
 

中
有
百
分
之
七
拾 
一
零
拾
分
之
七"
。是
運
自 

坎
拿
大
。
瑞
士
僅
佔
百
分
之
拾
六
零
拾
分
之
六
 

，那
威
僅
佔
百
分
之
六
零
拾
分
之
六
。(
美
僅
佔 

百
分
之
四
零
拾
分
之
一
。。

又
一
九
三
六
年
由
外
國
輸
入
日
本
之
銅
。共
値 

日
幣
三
千
三
百
萬
元 
。此
數
中
坎
拿
大
佔
百
分
 

之
九
拾
七
零
百
分
之
拾
丁
。同
年
運
進
倭
國
之
 

鋅
計
達
美
幣
一
干
一
百
萬
元
。"
此
數
中
坎
拿
大 

佔
白
分
之   

±. 
云

，

•
我不欲獨L
與日言和

• 

▲
外
國
助
我
須
有
切
實
之
保
證
 

南
京
拾
六
日
電
、一頃
据
中
國
政
府
之
代
言
人
稱
 

，。我
國 

JI
於
使
遠
東
載
爭
停
止
事
：
不
欲
脫
離 

九
國
會
而
有
獨
立
行
動
。。在
此
黑
闇
 
憂
悶
」時 

期
。。苟
得
列
强
出
言
保
証
我
之
領
土
完
整
 

我 

國
上
下
必
感
奮
；
更
肆
努
力
抗
倭
：
吾
人
所
希 

望
者
爲
九
國
會
須
有
迅
速
行
動
。以
最
低
限
度 

言
)
。列
强
雖
表
示
有
扶
助
中
國
抗
倭
意
。。 

列
强
若
欲
直
接
助
我
以
最
低
限
度
言
。則
須
拒 

絕
援
肋
日
宼
、所
謂
拒
絶
援
助
日
宼
者
乃
指
對
 

日
寇
施
用
經
濟
制
裁
言
。。

今
倭
國
已
拒
絕
外
國
之
調
停
。。同
時
日
賊
則
向 

蘇
州
推
進
云

•
蔣之代表與歇罅協商說 

伯
林
拾
六
日
電
、。是
日
据
飢
。。蔣
介
石
之
代
表
 

在
此
間
與
歇
罅
商
量
華
加
入
德
意
日
防
共
典
定

▲

用94

喬
勖
對
文
纟
公
号
第
再
占
丑
貝
佈
 

/

巴
毋
皆
倦
蒿
菱
堀
槌
值
會
二
期
么
催
吿
 

敢
者
本
鲁
勧
銷
隊
員h
前
出
驗
分
作
兩
摩
第
^
 隊
員
關
勳
暢6
 

樹
篤
趙
金
榮
黃
君
樹
篤
報
効
汽
車
取
道
從
東
南
而
出
第
貳
隊
昌
 

債
馥
«
黃
大
林
德
煇
黃
目
馥
蘭
報
効
汽
車
取
道
從
也
北
而
出
所
 

到
之
處
僑
胞
卜
分
飲
迎
縄
躍
輸
捐
乂
蒙
招
待
饗
以
饗
餐
足
見
我
 

僑
胞
隆
情
厚
待
愛
因
雙
羣
殊
堪
嘉
尙

此
次
勤
銷
成
績
極
佳
而
宣
日
之
間
±
八
募
得
公
債
國
幣
式F
七
百 

零
八
一
兀
折
合
坎
金
八
百
卅
九
元
七
毛
力
仙
本
曾
議
定
國
幣*
百 

无
折
收
坎
金
牌
壹
元
将
美
金
折
合
國
幣
之
外
其
餘
盡
撥
歸
賑
濟
 

机
關
爲
救
濟
鲁
兵
離
民
之
用
/
自
裡
理Z
公
債
除
函
王
人
使
之 

外
長
鎳
直 

18
至
鈕
約
中
國
銀
行
收
存
入
駐
美
中
國
使
舘
禦
侮
捐
 

欵
戶
以
應
禦
侮
，/
需
除
兌
換
曹
>)
外 X
餘
各
費
皆
由
本
會
各
人
 

自
由
樂
助
蟄
支

茲
將
第
貳
期
公
債
進
支
數
及
芳
名
列
后
 

進
得
公
債
國
幣
貳
千
七
百
零
八
元
(
卅
宣
寸
)
折
合
坎
金
八
百
卅
 

九
元
七
毛
五
仙

支
is
鈕
約
中
國
銀
行
美
金
券
宣
張
伸
銀
八
百
卅
九
元
六
毛
 

支
兌
換
曹
四
元
宜
毛
五
仙

式
柱
合
共
支
去
銀
八
百
卅
九
一
兀
七
毛 

±.仙

— 

▲
体
李
巴
埠
公
債
名
列

關
勳
暢h
百
元 

黃
樹
篤 
黄
德
恩 
各
豈
百
元 

梅
進
六
拾
元 

黄
馥
蘭 

謝
世
海 

黃
催
文 

關
勳
暢
夫
人 

各
五
拾
元 

林
侬
德
四
拾
兀 

林
德
煇
 

胡
持
均 

各
卅
元 

關
則
彝 

關
榮
業
關
榮
湛
 

黃
蘭
翰
 

趙
金
榮 

林 

栢 

黄
樹
篤
夫
人 

關
則
彝
夫
人
 

以
上
各
廿
元 

黃
均
优 

趙
瑞
煞
 

溫
道
遇 

敖

瑞
 

黄
邦
銳 

趙
煜
夫
人 

黄
德
奕 

黃
名
常 

周
道
簪
 

黃
英
文 

林
文
燿 

張 

全 

黄
德
煦 

黃
卓
廷 

林
俊
德 

黄
恆
康 

黄
大 

以
上
各
拾
元 

黄
敗
瑞
三
元

▲
布
勒
濟
文
埠
名
列
•

胡
廣
邦
五
拾
元
 

劉
祖
熙
廿
元
 

劉
祖
熙
夫
人
拾
元
 

張
德
祥 

李 

煦 

李
宗
和 

李
宗
乾 

以
上
各
拾
元

▲
油
山
查
路
地
埠
名
列
 

李
和
昌 

李
人
林 

李
沃
珍 

各
什
元

人
力
路
鈕
約
埠
名
列

黃
樹
沾
 

關
崇
界 

各
什
元

▲
嘩
頓
埠
公
債
名
列

梁
邦
强 

區
成
順 

李
奕
樓
各
五
拾
元
 

黃
大
明 

陳
•
桃 

各
卄
元

余
奕
中 

李
世
汲 

鄺
敬
禮
 

各
拾
元

▲
栢
倫
毋
公
債
名
列
 

黃
世
相
置
拾
六
元
 

梁
朝
衞
拾
元

▲
市
豢
扶
里
公
債
名
列
 

梁
捷
經 W
元 

梁
朝
杏
什
元
 

何
蔬
開 

黄
什
管 

各
拾
元

▲
企
李
市
柏
毋
公
債
名
列

黃
傳
的
五
拾
元
 

黃
枇
綾
卄
元
 

黃
傳
綏
五
元 

黄
傳
銘 

林
善
華
梁
高
 

林
寶
賢 

關
勳
傑 

各
十
元 

▲
故
蘭
念
璋
公
債
名
列

林
惠
德 

林
德
廣
 

梁
祝
生 

各
拾
元 

李
生
五
元

A
板
市
算
公
債
名
列

梁
彰
德 

梁
銘
恩 

梁
應
命 

梁
應
金 

梁
美
棠 

梁
毓
應 

以
上
各
什
元 

梁
廣
磐
元

▲
卡
文
巴
埠
公
債
名
列

梁
應
柱
廿
元 

梁
拱 

梁
應
棟 

梁
紹
安 

各
拾
元

▲
參
邊
毋
公
債
名
列
 

梁
遵
三 

梁
朝
煥
一
梁
朝
玉 

各
拾
元 

梁
鐸
女 

市
旦
餐
館
 

各
什
元

A
僅
近
慎
公
債
名
列

曾
傳
瑞 
敖
天
祥
•
各
卅
元

林
德
銘 

馮
壽
南 

敖
 

其 

各
廿
元 

鄧
世
舉 
林
舉
斌 

林
欽
榮 

余
富
和 

黃
昂
敏
 

各
拾
元 

▲
布
勒
忌
境
公
價
名
列
• 

司
徒
德
三
什
元 

朱
文
燦 

周
漢 

各
拾
元

▲
惡
架
錯
毋
公
債
名
列

張
成
茂 

黃
明
茂
 

各
五
一 

梁
朝
德 

梁
德
銘 

各
拾
一

羅

大
一

■

國
貨
目
錄
出
版 

內
容 

J
院長題字

射國貨圖樣百

影印餘幅貨品目千

一匸餘種 十月尾付郵 

無收到賜函索取

。。城內屋宇痛被焚燉 一。 

:
平民因中敵彈喪命。及 

遭火焚斃者甚衆。

£
敵自侵佔淞江石湖蕩後 

即進犯主痛縣 
。我軍 

在朱家角與敵劇戰c 

6
敵 
一 支隊沿蘇 (
州) 
嘉 

(
興)
鐵路進犯我防綫 

我軍從後路將此帮敵兵 

包
圍
。

6
敵艦數艘駛進長江。。砲 

擊海門：南通港岸。。我 

防軍以大砲還擊之。。雙 

方砲戰甚烈。。

6
月之卜五日朝敵之陸、 

空軍犯昆山CC
我軍向之 

反攻 
卒因敵之炸擊猛 

烈 
。我軍遂撤離昆山、 

退守常熟。

•
滬
敵
獲
勝
後
••
非
常
驕
橫
：
竟
遣
員
視
察
我 

郵
政
局
••
並
强
奪
我
海
關
緝
私
船
拾
二
隻
•
・ 

將
之
改
懸
倭
旗
：

•

我
軍
在
蘇
州
：
防
務
鞏
固
・
・
敵
分
三
跆
犯
蘇 

州
••
同
時
敵
机
向
蘇
州
城
投
彈
七
百
枚
：
平 

民
因
是
死
傷
品
衆
：
城
中
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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