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枝
廣
萬
生
啟
事(
一
) 

敬
敬
者
小
號
前R
聘
得
司
徒
國
字
章
謀
先
生
充 

當
司
賬
職
昌
經
已
解
僱
於
民
國
廿
七
年
正
月
宥 

日
脫
離
關
係
如
童
謀
先
生
有
揭
借
曾
項
及
其- 

切
行
動
槪
小
小
號
無
涉
特
姫
奉
吿

啟
事(
二)

再
啟
者
小
號
殽
什
雲
埠
，已
歷
卅
有
餘
年
。 ®
 

營
祖
殴
貨
物
。。以
應
僑
胞
所
需
。
特
派
經
驗
專

省.港
滬 
捜
羅
各
胞
産
品
。
源
源
運 

鮮
明 
價
錢
克
己
。。服
務
週
到•
。遠

員 到1ZL 
諸
君
成
知 
如
象 
惠
顧 
極
表
欣
迎
，。近 

有
無

耻
之
徒
。登
載
報
章
啟
事
。 

據
云
仍
享
受
小
韓
股
東
傕
益 
一
淆
亂
僑 

86 觀
聰 

，乃
係
籍 
孤
爲
脚
招 
腐
屬
無
稽
之
燄
。  

»6
恐
間 

有
僑
胞
未
明
個
中
真
相
。特
登
敬
事
奉
聞
：
免 

致
發
生
誤
曾
明
煙 
諸
君
。尙
祈
留
意
是
幸
。。 

新
到
貨
品
二 
律
平
沽
。行
情
印
便
，函
菊
卽
奉
。 

16®廣
萬
生
司
理
雷
健
謹
啟
一

陳
頴
川
總
堂
紀
念
鳴
謝 

敢
者
本
總
堂
于
昨
一
百
什
日
午
后
守
時
舉
口
第
拾
貳
週
年
紀
念 

典
冠
荷
蒙 
各
埠
嘉
賓
代
发
籠
臨
助
慶
患
賜
賀
儀
祝
詞
厚
證
隆 

情
殊
深
感
激
小
勝
柒
幸
議
誌
數
言
聊
申
謝
意
並
將
名
列
如
下 

域
毋
頴
川
報
社
賀
金
h.
疋
祝
詞
册
吆
頴
川
堂
賀
金
貳
元
祝
詞 

車
城
分
堂
象
昶
賀
金
二
一
元
祝
詞
祝
电
啡
羅
毋
連
江
賀
金
五
元 

懐
春
女
士
賀
金
三
兀 
»
 拿
明
杰
賀
金
官
兀 
銳
明
賀
金
費
元 

胡
卓
安
房
賀
金
三
元
祝
詞 
«
拿
賢
煥 
翼
敢 
各
賀
金
貳
元 

宜
顯 
景
山 
飛
燕
女
士 
各
賀
金
貳
元 

滿
城
全
至
堂 

81 川
公
所
各
祝
詞
， 

，. 

片
市
嚕
別
分
堂 
$
巴
崙
分
堂 
贰
埠
分
堂 
各
祝
詞
，
，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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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
族
味
鳳
屛
于
月
之
拾
有
號
晨4
缶
碌
毋
小
宰
被
車
碰
傷
界
人 

S
院
瞒
理
橐
石
無
靈
至
十
貳
辦
晨
八
時
介
院
去
世
經
拾
五
號
午 

后
点
半
鐘
扶
柩
歸
士
叨
象
各
界
固
体
宗
戚
友
値
忘
贈
岬
儀
生 

花
幷
親
臨
執
続
索
串
隨h
直
送
金
放
場
安
鑿
品
義
隆
情
殁
存
均

伍
寸 63$
敗

感
謹
登
敝
官
以
伸
謝

1S

茲
将
厚
贈
芳
名
列
后
恕
不
稱
呼
 

伍
于
賞
聘
儀f
五
元 
S
 存
聰
儀

41
元 
梁
影
聰
儀
貳
兀 

仪 

伍
發
位
于
金
仝
花
舉 

頑
民
党
花
車4
宜 
鄭
棟
覇
寅
仝
花
劇 

致
公
堂
達 »
 社
車
宣 
葉
欽
園
花
車
豈 
林
肥
料
顯
仝
花
車 

•
偽
拒H
會
，価
胥
山
掌 
那
松 
周
愛
蓮
堂 
屠
金
紫
堂 

昭
倫
掌 
梁
廣 
謝
永
煜 
馬
堯 
農
業
曾 
以
上
各
車
登
， 

甄
添 
黄
昂
奎 
黄
賀 
黄
義
德 
吳
有
夫
人 
謝
子
良
夫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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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
者
水/
济
林
比
亞
街
四
宜
四
號
之
綱
斷
尼
特
旅
舘
原
日
保
雲 

高
華
旅
舘
現
由
本
主
人
承
買
轉
改
今
名
本
主
人
係
白
人
將
各
房 

像
私
床
禅
換
置
一 
新
共
分
單
房
雙
房
兩
補
雙
房
装
有
爐
具
途
含 

家
眷
居
住
各
房
煖
氣
管
及
冷
热
水
喉q
備
地
方
雅
潔
光
線
充
足 

價
錢
克
己
華
友
光
噸
極
我
欣
迎 

緬
斯
尼
特
旅
舘
主
人 8
 敗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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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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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
商
塲

■E異
軍
突
起 

保
證
卜
足
新
貨

取
價
額
外
廉
平

僑
胞
宜
取
國
貨

國
信
去

業 
碎參

第一 
期
國
貨
目
錄
出 

版一內容豐富

,國一貨品目甚多封 

面 
王
大
使
題
字 

研
究
國
貨
者
不
可 

，不
看

雙
方
士
兵
死
傷
甚
衆
。 

■M
B

鉄
路
北
段
我
軍
左
翼 

駐
金
鄕
與
鉅
野
縣
者
。
已 

渡
越
運
河
。.進
攻
濟
寧
之 

日
宼
。,

0
津
浦
鉄
路
北
段
我
軍
右
翼 

在
臨
沂
暨
湯
頭
鎭
之
北

C
 •

•
與
敵
繼
續
苦
戰
。，而
河
南 

省
北
部
之
敵
恒
欲
偷
渡
黃 

河
。，以
便
藩
開
封.
但 

爲
我
軍
猛
烈
反
攻
。一 迫
敵 

撤
退

$
據
鄭
州
與
開
封
我
軍
報
吿 

。，我軍一 
支
隊
曾
渡
黃
河 

:
卄
三
日
朝
反
攻
宼
軍
。c 

進
抵
孟
縣
城
郊
外
。。宼
雖 

敗M
 
。但
仍
圖
頑
抗
云
： 

0
津
浦
鐵
路
北
段
敵
軍
曾
分 

三
路
南
下
。。以
備
進
犯
徐 

州
二
經
我
軍
猛
烈
痛
擊
後 

二
敵
兵
死
傷
逾
萬 •此
爲 

中
日
自
開
戰
以
來
匕
敵
兵 

死
傷
之
最
多
數
。敵
因
犯 

徐
州
之
計
劃
已
大
失
敗
。.、 

故
又
更
改
戰
畧
。。再
分
兵 

三路南犯一。第
一
路
循
津 

浦
鐵
路
南
下
再
圖
犯
徐
州 

。一
而
卄
四
日
敵
之
增
援
隊 

已
由
天
津
抵
達
前
綫
。，協 

助
此
路
賊
兵
犯
我
陣
地
。。 

第
二
路
之
敵
；擬
遣
一
大 

支
隊
渡
黃
河
進
陷
開
封
。 

以
備
截
斷
隴
海
鐵
路
。。第 

三
路
敵
，則
遣
一
大
支
隊 

進
犯
江
蘇
省
南
通
縣
。。然 

後
向
西
北
推
進
。， 

0

津
浦
鐵
路
我
軍
一 
支
駅
攻 

敵
獲
勝
另
一
支
隊
抵
達 

滋
陽
及
嘉
祥
郊
外
。。

0

我
敵
兩
軍
在
津
浦
鐵
路
血 

戰
。。兵
士
每
日
戰
傷
者
逾 

、千: 
後
方
各
匾
醫
院
均
充 

滿
傷
兵
。c

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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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陳飛一

敢#
•
・综
昨
蒙
僑
胞
多
名••
惠
贈
錦
標
金
面•♦
顏
日
，
飛
燕

*8 

梁
一•
幷
介
錢
仔
鑑
成
對
・•
鮮
花
花
籃
等
物
，・
厚 M
卜
頒
：
寵 «
 

增
光
・•
隆
情
科
意
・
銘
感
無
量
・•
浦
綴
片
宫
，用
伸
謝
臘
・
・
順
祝.

諸
君
萬
福
・
・

▲
司
徒
國
再
次
聲
明 

茲
閱
報
載
有
廣
萬
生
啟
事
貳
則
內
載 - 
近一 

章
啟
事
據
云
仍
享
受
小
號
股
東
權
益
淆
亂
一

之
徒
登
載
報 

聽
乃
係
籍
此

爲
號
招
一 
等
語
雖
未
指
實
何
人
査
報
章
有
此
敢
事
惟
國
曾
有
刊 

戴
是
直
指
國
而
無
疑
國
前
云
享
受
股
東
權
益
者
係
於
壹
九
三 

一  

年
承
買
司
徒
銓
文
原
有
之
股
份
持
有
香
港
勝
利
昌
正
式
股
份
票 

及
息
摺
給
存
家
中
國
已
經
去
函
囘
家
取
出
股
票
息
摺
前
來
呈
舆 

先
生
壹
覽
便
知
其
底
蘊
豈
得
謂
爲
無
恥
之
使
無
稽
之
談
乎
頭
今
合 

資
所
創
之
生
意
係
別
開
名
目
招
股
及
推
銷
朗
貨
香
港
爲
友
信
出 

入
口
船
 

SI 雲
毋
爲
國
信
有
限
公
司
並
非
躇
有
別
字
號
連
帶
爲
號 

招
乃
係
象
僑
胞
過
愛
及
信
託
而
成
在
國
本
人
實
不
欲
將
事
情
宣 

露
於
報
章
不
過
見 
先
生
敗
事
有 
脫
離
關
僚 
之
句
若
不
予
以
聲 

明
刖g
股
東
權
益
從
此
終
了
實
遇
出
此
耳
計 
先
生
受
職
廣
萬
毕 

餘
年
但
未
知 
先
生
曾
知
到
公
司
組
織
內
容
否
如
有
未
明
耳
中
真 

相
待
國
一 
一•詳
述
俾 
先
生
知
之
及
僚
胞
共
知
之
上
日
廣
萬
里
曾 

經
一 
度
，
失
敗
由
香
港
勝
利
昌
出
資
收
買
原
日
各
股
東
外
股
改 

爲
廣
萬
生
利
記
由
勝
利
昌
供
給
貨
物
結
算
生
厳
數
目
向
例
雖

18  

分
開
核
齢
但
其
權
利
統
歸
香
港
勝
利
昌
所
得
至
民
國
拾
六
年
間 

方
由
勝
利
昌4
貨
項
下
撥
出
港
銀
三
萬
元
爲
資
本
廣
萬
生
篇
香 

港
勝
利
昌
之
枝
店
可
無
疑
義
貴
啟
事
又
云
一
特
派
經
験
專
員
常
駐 

省
港
滬 
試
問 
先
牛
所
派
何
人
特
派
勝
利
昌
公
司
總
店
總
經
理 

雷
蔭
蓀
有
乎
抑
雷
惠
舟
君
乎
可
知 
先
生
未
明
否
用
之
系
統
與
槽 

責
所
在
祇
。
妄
登
啟
事
於
報
章
真
淆
僑
胞
之
觀
聽
作
無
稽
之
談
矣

民
國
廿
七
年
三
月
廿
四
日

司
徒
國
舗
敬

▲
駐
雲
埠
麻
恩
僑
實
業
公
司
啟
事 

敢
者
本
公
司
爲
維
持
同
福
總
堂
實
業
前
經
釐
訂
草
章
推
定
招
股 

員
出
蘋
招
股
限
期
叁
月 

110:
以
前
止
截
茲
計
期
限
已
滿
仰 

各
招
股
員
即
日
收
齊
股
銀
繳
交
本
公
司
臨
時
財
政
永
興
寶
職
馮 

卓
明
百
手
收
以
利
進
行
至
木
認
股
者
尤
盼
迅
速
繡@
認
股
爲
盼 

中
華
民
國
什
七
年
三
月
拾
七
日

Â
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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遡

r 

i
r

工

吕L

尺

晶

•
孟
縣
西
方
之
敵
被
我
擊
退
， 

▲
敵
貝
四
百
被
載

上
海n
五
日(
美
聯
祉
電
。是
日
单
軍
將
黃
河 

北
岸
"
即
筆
中
前
線
西
北
方
之R
寇
"
晗
兵
逐 

退
。

日
寇
富
局
因
中
日
軍
在
徐
州
北
方
相
持
不
下
一 

致
圖
犯
徐
州
之
日
軍
無
法
進
展
。故
由
黄
河
北 

岸
抽
調
兵
七
前
往
徐
州
北
方"
以
便
協
肋
皎
處 

日
軍
進
犯
徐
州 
第
當
道
遂
將
此
机
會
遣
矣
兩 

團
渡
黄
河
，將
駐
距
孟
郷
西
方
七
英
里
之
日
軍 

映
退 
。后
役
日
兵
四
百
破
鹹
区 

口
宼
無
能
抵
達
隴
海
的 

▲
因
我
軍
之
守
禦
力
堅
强 

上
海
廿 &
日
統
一
社
電 
是
日R
寇
乂
轟
炸
河 

南
省
會
開
封 
並
圖
渡
黄
河 
以
便
抵
達
開
封 

後
。。截
斷
隴
海
鏡
路 
，但
華
車
循
四
百
英
里
長 

之
隴
海
錬
路
佈
防 
準
軍
之
守
禦
力
非
常
强
固 

。。致
日
寇
無
法
抵
连 ̂
 鏡
跆
， 

■ 

•
日
宼
之
誇
詞
不
能
實
現 

上
海
廿
九h
統 
社
電 
R
寇
曾
簿
稱
寇
兵
今 

日
可
陷
除
州 
但
以
现
目
情
形
論 
寇
方
叶
種 

誇
大
之
詞
、。已
不
能
實
現
，
著
日
寇
迭
次
受
挫 

，頃
在
運
河
北
岸
殊
無
進
展
五
、。

■
林
森
之
焉
難

上
海
廿
四
日
電
，
漢
口
昨
日
消
息
，國
府
主
席 

林
森
上
餐
子
占
七
林
。
前
曾
仟
美
國
都 «
度
省 

册
林
布
士
埠
、
娶
卜
五
仙
商
店
賣
手
布
朗
女
士 

爲
妻
。現
占
士
林
在
前
線
與
倭
軍
血
戰
殉
離
云 

•
河
北
只
有
二
縣
能
舞

▲
漢
奸
齊
燮
元
之
官

上
海
什
五
日
統
一 
社
電
，華
北
傀
儡
政
府
之
公 

安
部
長
齊
燮
元
。由
近
召
集
河
北
省
各
縣
長
會 

犠
:
並
吿
之
云
。，河
北
省
各 

18 秩
序
仍
未
恢
復 

。。全
省
百 

111 宣
蛛
中
僅
有
賊
蛛
能
維
持
秩
序 

是
以
此
貳
麟
農
民
能
於
春
間
插
秧
種
麥
云V
。 

英
首
相
宣
佈
對
外
政
策 

▲
英
不
擔
保
捷
克
之
安
全 

倫
敦
什
四
日
電

C

此
間
首
相
。參
伯
連 
是R
在 

下
議
院
宣
布
英
國
對
外
政
策)
。其
大
旨
有
五
如 

左
。。

㊀
法
蘭
西
與
比
利
時
兩
國
實
旦
無
故
爲
敵
國
侵 

嚳 

C

英
政
府
當
出
兵
協
助
此
兩
國
拒
禦
外
侮 

。 
但
捷
克
若
爲
敵
侵
畧 
英
政
府
不
能
出
兵. 

協
助
之
。

㊁
政
府
承
認 

ift
有
振
興
本
國
軍
備
爲
維
持
國
際 

和
平
之
原
則
。。

与
政
府
誓
守
不
干
涉
西
班
牙
內
戰
之
原
則
。 

⑤
政
府
願
遵
守
國
際
聯
盟
曾
之
規
章
。 

国
政
府
希
望
早
日
完
成
英
。意 
親
交
協
定
" 

■
我
否
認
日
宼
陷
臨
沂 

上
海±:

五
日(
統
一
社
電
是
日
撮
漢
口
年
政
 

部
宣
布
：
日
賊
報
吿
』
謂
賊
兵
佔
領
魯
省

68 沂 

驟
;
此
說
不
確
。
但
我
與
敵
仍
在
臨
沂
劇
戰
云 

•
倭
表
示
廢
棄
九
國
約 

東
京
廿
九
日
統
一 

lit
一電 
是
日
據
此
間
外
務 

省
之
代
官
人
稱
倭
政
府
於
必
要
時
。將
宣
布 

廢
棄
九
國
約
云
。
查
修
約
於
壹
九
貳
二
年
在
華 

盛
頓
成
立 
內
容
規
定
中 
英 
美
。法 
意 
葡 

荷
比
倭
?
九
國
須
担
保
冲
國
之
行
政
權
，及 

領
土
完
整
云
。。

0
日
宼
擬
於
一
月
內
在
華
中 

設
玄
傀
儡
政
府
。
現 

日
寇
欲
尋
覓
往
日
我
國
政 

客
一
名
。。出
而
任
此
傀
儡

堯
已
抵
南
京
。、日
宼
欲
收 

買
溫
氏
。。使
之
接
任
傀
儡 

政
府
主
席
職
。。

0
粤
政
誉
局
着
各
縣
及
各 

鄕
。。將
宗
祠
昨
金■

政

府
。。爲
購 

防
用
。。

橋
尾
村
衛
安

U

珍
寶
達
數
千
元
、。縣
政
府 

已
査
辨
此
案
。。

日
昨
在
山
東
藤
縣 
，浴
血 

奮
戰
。e殲
賊
萬
隻
之
我
軍

全
是
由
四
川
省
調
來

C

役
我
軍
殉
難
者
。。
‘有師

長
王
銘
章
四
川
人 
。參
謀

長
鄒
墓
陶"
趙
象
賢
、團
長 

王
智
仁
等
？重
慶
各
界
聞 

訊
；
即
開
盛
大
追
悼
會
。。

重

要

置

牝
 

•
我
軍
仍
堅
齧
沂

▲
敵
陷
肚
水
屯

上
海

tt 
北
日(
統
一 %
)

電
。H
寇
是
日
完
全
侵 

佔
山
東
省
。並
向
西
推
進 
圖
衝
破
隴
海
鉄
路
之 

華
軍
防
線、III

軍4
隴
海
鉄
路
佈
防
：
乃
爲
保 

窗
漢
口
起
見
。日
賊
步
兵
今
日
圍
攻
臨
沂
域
， 

賊
兵
已
陷
肚
水
屯"
。此
地
距
臨
沂
東
北
英
里 

現
目
華
軍 
一 支
货
仍
堅
守
臨
沂:
但
日
賊
希
望 

賊
軍
今
日
將
此
支
强
舉
單
逐
退
云

•
我
軍
循
津
浦
路
向
賊
反
攻 

▲
山
東
省
寧
陽
已
被
我
收
復 

上
海
廿
五
日-
美
聯
社)
電
。。是
日
據
華
方
消
息 

。。曾
受
德
國
軍
事
訓
練
之
準
軍
：
中
有
机
械
化 

部
隊
。。是
日
循
長
百
英
里J
津
浦
鉄
路
線
反
攻 

日
寇
。

*
軍
今
日
在
山
東
反
攻
日
宼!J

報
睡
利
一。山
柬 

省
寧
陽
縣
已
被
收
復
，
寧
陽
距H
宼
圖
渡
運
河 

之
境
點
北
方
百
英
里
。

此
次
李
宗
仁
將
軍
親
率
先
鋒
溢
出
日
宼Z
不
意 

。-
乘
霧
進
攻
賊
軍
。。

自
茲
以
前 
華
軍
突
至
兗
州
，即
滋
陽)
郊
外
。。 

攻
整
賊
兵
；
幷
由
破
地
附
近
進
攻
濟
寕
云

O

).

A.;

包
不
快
哉"
是
爲
引
：

； 

0
振
琴
聲
劇
社
演
好
戲
預
聞

。
西
人
使
徽
妻
爲
娼
九
月
監 

西
人
麥
舉
力
氏
。鹿
其
年
齢
拾
七
歲
之
徽
妻
爲

發批材藥貨雜米油生萬廣

KWoNG MAN SANG C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