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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乃
係 

二
千
萬
元 
而
非
壹
千
萬
元 
此
二
千
萬 

元
之
全
數 
交
由
洛
陽
當
局
支
配 
江
浙 

戦
事 
自
無
需
此
鉅
欵 
聞
餘
數
將
用
爲 

洛
吳
軍
隊
及
直
隸
派
其
他
各
軍
之
軍
餉 

以
備
從
事
於
洛
奉
之
戰 
並
確
聞
江
浙
之 

戦 
不
過 
一 附
屬
戦
事 
其
主
要
的
軍
事 

活
動 
必
須
俟
張
作
霖
肯
試
其
身
手
時 

而
後
開
始 
卽
直
派
之
勝
負 
必
决
之
於 

直
奉
之
戰 
而
非
决
之
於
江
浙
之
戰
也 

■
滬
閩
間
輪
船
减
少

滬
函 
福
建
自
孫
傅
芳
軍
出
發 
海
軍
艦 

開
向
客
波
以
後 
福
州
方
面 
風
聲
亦
極 

緊
急 
連
日
中
閩
中
之
逃
難
人 
紛
向
各 

處
者
用
多 
來
上
海
者
亦
展
不
少 
滬
閩 

間
之
商
業 
業
已
彫
零
已
極 
本
埠
之
福 

州
班
輪 
日
來
開
班
赴
閩 
貨
客
均
少 

而
來
滬
班
旅
客
用
擠 
今
招
商
局
已
將
福 

州
上
海
專
班
輪
海
晏
號 
昨
日
起 
將
滬 

閩
班
停
止 
改
派
爲
行
溫
州
線
矣 

■
倭
商
在
魯
之
經
濟
侵
略 

濟
南
函 
山
東
金
融
恐
慌
已
極 
近
忽
有 

H
本
商
人
林
木
氏
〔前
曾
充
日
本
大
將
〕約 

同
山
東
資
本
家
張
某 
及
官
僚
等 
擬
在 

魯
境
中
設
壹
大
規
模
之
銀
行 
以
濟
南
爲 

總
行 
靑
島
爲
分
行 
宗
旨
以
提
倡
國
際 

商
業
發
展
地
方
事
業 
內
分
拾
大
部 
㊀
 

放
債 
㊁
収
欵 
㊂
滙
兌 
冋
存
欵㊄
 

連
輸 
㊅
航
業 
.田
農
林 
8
鐵
路 
㊈ 

印
刷 
㊉
承
辦
各
大
商
業
事
宜 
該
行
除 

積
極
先
籌
銀
行
營
業
外 
其
輸
連
輪
船
鐵 

路
用
品
等
次
第
趕
寿 
靑
島
大
港
建
欣
後 

行
址
棲
房 
卽
招
工
承
建 
內
部
已
粗 

粗
大
槪 
基
金
聞
爲
四
千
萬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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