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科科 
員員員

成逸廣 
巧經和

廣 

和

籍 
駕 
駛 

員

被 
扣

人 

釋 

厶

0

秦々:■ 火二期星 寒九月元年三十二國民

二
一
人
时
奉
中
明
航
空
公
司
命

文
書
主
任 

在
璋 

交
際
主
任 

廣
雄 

理
財
主
任 

廣
雄 

宣
傳
主
任 

博
家

◎
片市魯別致公堂廿三年職員表 
一

正
會
長 

馬
心
耀 

陳
如
栢 

正
盟
長 

馬
心
廣 

Bi

心
耀 

正
理
財 
郎
春
田 

爲
國
奕 

正
西
文 

陳
官
煒 
熊
天
生 

^n

計
員 

馬
國
奕 

陳
宗
餘 

調
查
員 

胎 
昌
黃
 
熾 

催
收
員
陳
翼
翹
 

爲 

俊

正
書
記 

陳
齊
富 

黃
焯
樂
一

正
犠
長 

司
徒
文
任 

如
祿
一

正
監
督 

周
漢
權 
方
直
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宣
傳
員
黃
平
華
保
一
 

轉岡州總會縫念預吿 

核
數
員 
陳
恩
齊
葉
君
棟
?

$

。
^

^

^

7

:8|̂

/
^
^
 

庶
務
員 
羅
惠
彬 

雷
昌
一

啓者本總會館訂定元月十四日舉行 

第九週年紀念慶典 
統請

評
議
員 

周
維
貞 

熊
天
命 

周
潤
振 
馮
宙
雲 

陳
文
職 

周
家
柿 

周
維
閏 
黃
宗
銓 

黃
暖
爲 

馬
仔
凡 

黃
辰
琰 

陳
錦
湖 

李
湖 
李
松 

陳
忠 
唐
照

国
車
岡
州
會
館
支
部
暨
籍
■

办

鈑
9
月
穴

一  
必
 

，—
—̂
^
^
^
^
^
^

一
常
務
委
員 

甄
焯
光

一
執
行
委
員 

甄
志
慶 
黃
家
鼐 
甄
焯
光 
顏
灝
禮 

衙
昌
世 
蘇
其
桂 

陳
機
嵩 

候
補
執
行
委
員 

甄
發
明 
鄭
帝
曉 

甄
其
明 

甄
光
炘 

監
察
委
員 

伍
時
逢

候
補
監
察
委
員 

李
偉
祝 

李
棣
衍

▲
藻香吟舘第八塲對題求 

女
文
酒
風
流
時
來
北
美

总占鹿盧 

李
藻
香
雅
集
日
往
南
華
方

左刺嘲

每
比
收
美
銀
一 
一
毛
五
仙 

(
敢誇藻妙堪隨雅)
單聯

每
比
美
銀
二
毛 

准
于
民
國
廿
三
年
正
月
廿
五
號
截
卷 

彙
送
金
山
大
埠
世
界
日
報
總
編
輯 

伍憲子先生評閱

總收卷處疆並南華公司 

各
埠
文
友
如
欲
取
閱
謝
教
章
程
函
索
卽
寄 

Joe  H
eong  Yum  G

oon  South  C
hina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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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甄
良
滋

文
書
主
任

幹
事 

容
安
民 

顏
灝
禮 
衞
昌
世 
蘇
光
乾

交
際
主
任

黃
家
鼐

幹
事 
蘇
世
康 

陳
晟
光 
甄
餘
光 
鄭
琰
文

會
計
主
任

鄭
彰
奇

幹
事
 

朱
佐
裘
 

鄭
福
滋
 

鄭
炳
華
 

馬
洪
恩

宣
傳
主
任

鄭
文
生

幹
事
 

甄
常
光
 

雷
錦
鏞
 

甄
標
慶
 

張
其
祿

靑
年
主
任

趙
培
湘

幹
事 
趙
培
洽 
趙
善
銘 

甄
廷
傑 
甄
福
光 
朱
結
聯 

甄
明
新 

甄
廷
耀 

張
其
富

蘇
其
桂

庶
務
主
任

幹
事 
陳
沛
中 

李
沛
偉 
黃
德
衍 

陳 
錦 

蘇
觀
法 

馬
祟
廣 
陳
立
配 

陳
專
順

名
爲
美
人
。C

因
彼
等
所
1
 飛
機 

，擅
打
，下
降
於
安
南
道
坑
城
也
。

名一

旋
爲
法
富
道
釋
放
：

士
愼
氏

◎
域埠愛蓮公所卄三年職員表 

執
行
委
員 

金
水 

道
緝 
成
鉅 

在
民 
廣
雄 

常
務
委
員 

金
水

一 候
補
軌
行
委
員 

成
額 
健
良

監
察
委
員 

瑞
疇 
傳
穗

候
補
監
察
委
員 

成
額 

在
常

解
機
飛
至
雲
南
河
岸
.一帶
探
險
：
中
途
因
大
氣 

惡
劣
。不
得
已
向
安
南
道
坑
城
降.卜
广 

C

該
美

理
安
南
法
政
府
當
局
交
涉
：
求
將

准
其
.

科
員 

瑞
東 

兆
鵬 

瑞
禎 

家
糾 
燦
興 

調
查
主
任 

兆
鵬 

科
員 

湘
球 

福
賜 

幹
事
主
任 

華
杞 

科
員 

在
遐 

日
照 

舊
娓
偈
幹
事 
柏
樂 

炳
才 

沙
利
近
瀝
幹
事 

汶
深

棨
沐
 

湘
球
 

巨
才

太平洋冶金公司啓 

Pacif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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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
買
舊
金 
一 

本公司出最高價收買各種舊金華客 

向將各舊金來估價光顧與否極表歡 

一迎華人顧客祈爲留意

本
公
司
僱
有
中
國
女 

子
以
招
侍
華
客
光
顧

@

III巴崙致公堂鳴謝香油

西
人
楂
李
貳
元
半 

馬
梧
俊 
周
煥
家 

馬
長
宗
以
上
各
貳
元 

鄭
松
昌
二
兀
貳
毛
五 

楊
木
材 
部
平
資 
馬
經
學 

陳
如
信 

陳
廣
超 
周
永
熾 

吳
祺 

梁
庚 

以
上
各 
一 
元 

梁
逸
邦
五
毛
半 

馬
立
綏 

馬
心
民 

馬
鏡
明 

鄭
厚
寧 

朱
裘
晋 

馬
世
任 

馬
世
逵 

馬
世
信
董
杞
才
以
上
各
五
毛

雛蔣軍向福州推進

▲
有
一 
支
隊
僅
距
福
州
卅
英
里 

上
海
八
日
〔聯
合
通
訊
社
一
電
。C

南
京
黨
府
軍
隊

南
下
一
。已
有
一 
支
隊
僅
距
福
州
東
北 

!

，。另
有
一 
支
隊
僅
距
福
州
卅
英
里

已
向
福 

四
拾 
五

◎
廣豐園出賃吿白

啟者本園向來獲利現因園主志切旋 

唐愿將全盤出批取租從廉愿我偽胞 

之業耕者勿失時机速來云埠企化街 

二五七號廣豐園相商爲荷

◎
靚園口出賃

有
四
個
的
架
之
園
在(Kiogsw

ay)

適
合
出
產
應
市
之
瓜
菜 

請
華
友
之
業
耕
種
者
勿
失
机
會
快
來(911

 Vancouver  

block)
接
洽
以
配
捷
足
先
得(
喊
線，ey,60)

今朝香港
ill價每百卅七元九五

乂
據
南
京
訊
稱
1
福
建
党
府
軍
隊
南
下"
。
冋
福
一 

州
推
進
。。有
等
地
方
革
軍
與
之
抗

“戰
事
劇
烈
一 

。，有
等
革 $
倒
戈
而
降
。。

■
福州孤立說

▲
交
通
被
截
斷

上
海
八
日
電
。。是
日
消
息
:
閩
省
會
福
州
與
有 

等
城
鎭
交
通
斷
絶"
。蔣
軋
已
將
此
等
城
鎭
交
通

蔵
斷
。、幾
致
水
洩
不
通"
。蔣
軍
有
兩
路
向
福
州
一 

推
進
。。

■
土國之五年計劃

▲
政
府
撥
鉅
欵
增
建
匸
廠
十
五
間 

土
耳
其
意
斯
丹
浦
城
八
日
電
。。是
日
士
京
閣
議 

贊
成
政
府
所
訂
之
新
五
年
計
割
。。此
項
計
劃
內 

容
爲
求
土
國
農
業
及
實
業
之
發
展
一
。 

按
照
該
計
劃
七
政
府
須
先
撥
美
金
二
千
二
萬
 

元
在
國
內
建
築
政
府
工
廠
t
五
間
。。中
有
三
間 

爲
紡
織
廠
。。每
間
藏
有
紡
織
機
貳
离
五
千
至
四 

萬
五
千
架
云
。

■
倭建中 
勇士之墓

▲
紀
念
長
城
各
口
陣
亡
兵
士 

北
京
人
日
電
。。去
年
春
間
倭
寇
與
華
軍
戰
於
長 

城
各
口
。。雙
方
死
傷
韻
衆
，。倭
軍
事
當
軸
深
慕 

當
日
華
兵
之
勇
敢
。。茲
特
在
古
北
口
附
近
建
築 

當
日
華
方
戰
斃
之
無
名
兵
士
墓

1L所
。。均
樹
有 

墓
碑
。■
其
碑
文
有
「中
國
勇
士
之
墓
一
字
樣
；
以 

爲
紀
念
云
。。

■
倭車站倒扇斃人七十餘

▲
負
傷
數
六
十
六

東
京
八
日
電
。"
頃
據
倭
聯
合
通
訊
社
消
息
稱
。。 

是
日
倭
國
京
都
鐵
路
車
站
臺
倒
塌"
。時
有
羣
衆 

數
干
在
其
間
。e
致
富
塲
殖
命
者
七
拾
七
人
。。負 

傷
者
六
十 A
人
云
。。

中東路俄股出售事無成 

▲
日
賊
擬
從
中
斡
旋 

上
海
八
日
電
。。數
月
前
蘇
俄
、倭
、僞
國
代
表
在 

東
京
開
會
協
商
將
中
東
鐵
路
之
俄
人
股
份
售
與 

僞
國
事
。。俄
僞
代
表
協
商
此
件
三
月
之
久
。。茲 

據
是
日
訊
稱
。。此
項
協
商
已
無
成
。。雙
方
代
表 

似
再
無
會
議
之
望
。惟
倭
國
欲
從
中
斡
旋)
。圖 

使
俄
僞
代
表
再
行
接
洽
云
。。

•
倭停止抵制印棉

▲
印
度
允
減
抽
倭
棉
布
入
口
稅 

東
京
八
日
電
。。上
星
期
六
日
本
京
外
務
省
宣
俺 

倭
印
商
業
協
定
成
立
。。該
協
定
內
容
規
定
倭
紡 

織
家
須
於
本
月
八
日
起
停
止
抵
制
印
度
棉
花

00 

同
時
印
度
須
減
倭
製
棉
布
入
口
稅
。。卽
由
每
元 

七
毫
五
减
至
每
元
五
毫
云
。

C
o

X

攵柬宅
、二

寸八K
用长Q
。 

孫科亦到滬)。

6

航仃四邑與廣州間之渡 

船新號。。六日途次失憧 

着火：焚斃 
一人。。傷數

• 

1

、0

賊
者
助
賊"
亦
非
公
等
之
本.就
也
，
尤
有
爲
公 

等
陳
者
。
蔣
賊
陰
險
成
性
、
豺
虺
爲
心
二
富
其 

權
勢
介
手
。可
漬
人
於
死
地
。而
欲
人
爲
其
利 

用
也
，。則
乂
可
巧
言
飾
非
"C
乂
以
利
相
誘'
，此 

種
悪
劣
手
段
，國
人
皆
知
：
至
希
公
等
能
洞
燭 

其
奸
謀
;
囘
憶
其
歷
年
來./
」種
神
事
實
：
勿
爲 

其
甘
言
攔
語
所
動
。。則 
一 
勞
永
逸
:
興
國
在
此 

一
舉
、。稍
存
因
循
原
諒
之
心
。eSf

不
爲
蔣
賊
所 

利
用
。
南
京
已
成
爲
一 
罪
惡
Z
 淵
藪
。。非
澈
底 

推
翻
)
民
族
無
望
一
也 
左
蔣
而
不
澈
底
。。則
公 

等
年
來
努
力
，"
不
在
付
諸
流
水
乎
，"
弟
等
成
敗 

利
鈍
，一
早
卄
所
計
。。以
公
等
相
愛
之
深
。1
而
仅 

言
之
切
。。冷
陳
真
相
；
懐
疑
冰
釋
:
當
能
本
歷 

來
之
主
供
。
共
爲 $
賊
之
大
美
也
。
謹
此
書
覆

(
电
率 

延平、古 
、 

於
大
江
、連
江
、

■
閩軍

。"
敬
候
明
教-
 館

特

L
 

.111, 
•

■

一
幅
州
八
日
電"
。頃
據
閩
省
革
命
軍
參
謀
部
員
談 

稱
：
閩
省
第

—
九
路
軍
已
撤
離
延
平
。。占
田
。。 

水
口
。。向
閩
江
下
流
總
退
却
。C

現
目
該
軍
之
第 

一 道
防
線
設
於
閩
淸
。大
江
。連
江
二
一
處\
第
二 

防
線
則
設
於
福
州
一
一
厶
。，

■
閩革命事業將消散說 

南
京
九
日
電
。，是
日
媒
各
方
面
訊
稱
。C

南
京
党 

府
軍
隊
已
深
入
福
建
省
。。已
達
福
州
五
卜
英
里 

範
圍
地

—
有
人
料
謂
閩
省
革
命
事
業
將
消
散
。。 

自
延
平
吿
陷
後
：
福
建
上
門
戶
已
啟
。。党
軍
沿 

閩
江
推
進
。。深
入
閩
省
革
命
事
業
之
中
心
區
域 

。、閩
方
並
未
否
認
延
平
失
陷
云
： 

■
黨府作炊爲侵閩軍費 

上
海
六
日
電
，。黨
府
財
政
部
長
孔
祥
熙
。以
黨 

府
軍
隊
正
在
侵
畧
閩
香
之
際"
。需
財
孔
亟
。。故 

向
本
處
銀
行
家
借
欵
俾
充
軍
費
。。所
借
數
目
若 

干
未
詳
：
現
目
黨
府
每
月
入
不
敷
支
之
數
爲
墨 

洋
千
萬
元
云
。。

■
張學良抵滬

▲
張
自
言
奉
蔣
命
返
國 

上
海
八
日
電
。。張
學
良
是
日
抵
本
處
。。張
値
國 

內
政
潮
最
緊
急
之
際
。。突
然
由
歐
洲
歸
來
。。或一 

有
重
大
意
義
存
乎
其
間
。。張
由
船
登
岸
時
一。有 

乘
摩
托
車
之
警
差
到
塲
護
衞
。C

警
差
直
護
送
張 

氏
至
本
處
法
租
界
寓
所
方
止;
其
住
宅
亦
有
軍 

警
常
川
護
衞
。。張
語
人
云
。。伊
此
次
歸
國
乃
由 

蒋
介
石
電
召
云
。。

•
外僑已遷離閩省內地 

香
港
八
日
電
。。頃
據
福
建
省
厦
門
訊
稱
。。所
有 

外
僑
均
已
由
閩
省
內
地
遷
居
福
建
海
岸
云
。。 

■
滬當道禁遏乞丐 

上
海
有
乞
兒
三
萬 

上
海
八
日
電
。。本
處
市
政
府
刻
開
始
禁
止
乞
丐 

在
街
行
乞
。
計
上
海
一
隅
有
乞
丐
三
萬
人
云
。。 

•
津浦路列車被匪刼

▲
地
点
在
泰
安
驟
南

上
海
八
日
電
。。天
津
與
浦
口
鐵
路
列
車
是
晨
在 

山
東
泰
安
縣
以
南
遭
盜
却
掠
。。乘
客
財
物
被
搜 

一
空•
。事
後
護
路
軍
警
曾
與
盜
戰:
雙
方
開
槍 

對
射
。。傷
數
人
云
。一
但
匪
乘
黑
夜
時
逸
去
。。

A
今
晨
接
駐
上
海
訪
員
來
電
云 

g

蔣介石前派第六十五師 

劉和鼎部入福建。。駐紮 

建甌、延平間。監視十九 

路軍行動:
閩變事發後 

:
劉部依附閩方。。蔣介 

石以其態度不明。。昨特 

運動十九路軍譚啟秀部 

司徒非旅倒戈。。一時全 

線牽動。。瀏部遂乘勢入 

佔延平。，沈光漢聞訊。。 

急調所部由前綫趕囘古 

田。。與劉部劇戰。。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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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啟秀親赴前線督戰。。 

反攻延平。。

金蔡廷楷蔣光鼐等。。連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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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變更戰畧一

出兵進攻分水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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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現指揮海陸空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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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學良八日由香港乘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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