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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昌譚凌、譚賢余黃 
中享韶乾高開瑞牛

治裔鄧儒張來李賢 

修精恩銓岐有修壽

裔煜百鄺阮昌陳譚 

荷成良樹瑞栢來邦

玉遠譚儒馬常黃黃 

盛美樓捷光盛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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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堡烈首次用俄語演說 

莫
斯
科
廿
九
日
虚
了
是
日
美
大
陆
堡
列
在
本
京

首
 

機

語
演
說
；
有
聲
電
影
界
人
即
用
收
音

影
片
之
窗
部

氏
之
演
詞
，•。並

認
倭
賊
在
偽
戚
境
内
有
自
由
日
動
權
：
而
倭
無

奪
取
僞

份
送
呈
美
總
統
盧
斯
福
云
。。

•
英工會反對法西斯蒂黨 

倫
敦
廿
九
日
電" 
本
京
匸
會
是
日
開
始
運
動
反 

抗
英
國
境
內
之
法
西
斯
蒂
主
義
：
該
匸
曾
中
人 

頗
厭
惡
法
西
斯
蒂
麻
活
動
：
刻
思
設
法
制
止
之

©
德
肤
罅
黨
政
府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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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
林
廿
九
日
電
。
以
是
日
情
形
論
。、本
京
國
社 

黨
政
府
與
天
主
教
會
更
肆
水
火
。。因
最
近
數
日 

已
有
大
主
教
曾
報
社
四
間
被
封
禁
。。是
日
乂
再 

封
禁
豈
間
。。連
前
合
計
共
五
間
矣
。。

•
各國工人準備明日暴動I  

歐
洲
各
國
當
軸
飭
警
察
嚴
防 

巴
黎
廿
九
日
電
。明
日
爲
工
人
五 
一 節 
頃
獰
歐 

洲
各
國
首
都
訊
稱
。一
欧
洲
各
國
政
府
當
局
準
備 

應
付
工
人
於
五 
一 節
期
內
暴
動
。。各
國
當
道
料 

工
人
於
本
年
五 
一 節
內
大
肆
舉
行
示
威
連
動
，。 

此
項
運
動
將
爲
歐
洲
大
戰
停
後
之
最
劇
烈
者
。。 

各
國
當
道
已
飭
警
察
加
意
嚴
防
。。法
國
境
內
之 

共
產
黨
與
社
會
黨
已
暫
時
携
手
。、準
備
明
日
大 

暴
動"
此
爲
最
近
十
年
來
僅
見
之
事
云
。

•
廣田不將對外使談話發佈

上
海
華
夏
藥
房
創
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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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東
京
三
十
日
電
。。本
京
外
相
廣
田)
。是
日
决
意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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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盟會及九國公約簽字 

國。。謂日賊對華新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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壊國際種種條約。。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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馳名志奄泗貨

瞰之出產華友之

用車者經已明認

特優点如左
此
等
車
耐
用
・
省
耗
催 

整
費
・
少
逢
壊
車
之
里 

兼
用
少
加
市
：

▲
振
拿
兒
磨
打
公
司 

之
車
棧
設
于
佐
治 

街
西 
一 千
二
百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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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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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
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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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
一
平
 

庶
務

評
議
員

譚
一
定

小
將
伊
與
英
美
兩
國
大
使
關
於
各
國
。「對
華
離 

手
策
」之
談
話
公
布
。除
非
外
國
强
迫
之
耳
。。 

■
日賊將建立「蒙古國」

▲
或
惹
起
俄
日
戦
釁

華
盛
頓
卄
九
日
電
。。是
日
據
美
國
外
交
政
策
研 

一
究
會
宣
布 
。謂
中
國
土
地
再
受
割
分
、。盖
日
賊 

不
久
將
由
察
哈
爾
省
侵
進
內
蒙
。。建
立
。- 
蒙
古 

國
」。此
舉
將
惹
起
俄
。英
。美
三
國
之
反
對
。"
俄 

日
戰
事
不
難
因
是
爆
發
云
。。

•
英滿意日方覆文 

A

不
再
向
倭
府
抗
議
， 

倫
敦#
日
電:
本
京
外
交
部
大
臣
西
們
爵
士
。。 

是
日
午
後
在
下
院
宣
言
。"
英
已
滿
意
日
本
關
於 

各
國
「對
華
離
手
策
」之
對
英
覆
文
。。英
將
不
向 

日
本
抗
議
。e
西
們
氏
謂
廣
田
已
允
遵
守
九
國
約 

。。蓋
自
日
外
務
省
之
代
言
人
於
四
月
拾
七
日
。， 

用
非
正
式
的
宣
言
宣
佈
日
本
反
對
各
國
協
助
中 

國
政
策
。。西
們
氏
曾
命
駐
東
京
英
大
使
連
利
爵 

士
質
問
廣
田
解
釋
此
事
。。廣
田
答
言
謂
日
本
雖 

反
對
借
款
與
售
械
於
中
國
，。但
無
意
違
犯
九
國 

約
。。及
干
涉
各
國
對
華
外
交
關
係
云
；

▲
昨
晨
接
駐
上
海
訪
員
來
電
云 

卄七日倭艦二艘。。突駛 

到江蘇省常熟縣高浦江

面。。向岸.

。。
♦
^
/

缪

砲彈十餘斤。、復開機關 

鎗亂射。。約半小時久方

止。。入夜復 

農物殘害不

?
。 置

0
0
弁

罔聞。，並不理會。C晩 

倭艦始動輪遁去。。該 

當局刻正查究此事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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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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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
好
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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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
擇
優
美
 

之
出
版
物
本
處
有
芝
城
書
刊
寄
 

到
其
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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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
富
印
刷
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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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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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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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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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國家鉄路公司 

本
公
司
之
「大
陸
號
」人
客
快
車
・
・
每
日
下
午
兩
点
四 

十
五
分
離
雲
高
華
埠
・
・
於
第
四
日
朝
間
八
点
四
十
五 

分
鐘
抵
滿
地
可
埠■■
途
中
在
企
丕
可
埠
直
接
駁
車
往 

都
朗
度
埠
・■
於
第
四
日
朝
七
点
十
五
分
鐘
抵
步■
・ 

此
「大
陸
號
」人
客
快
車
具
有
二
等
殖
民
客
卡
，・
內
置 

之
坐
椅
晚
間
可
改
變
爲
床
・•
由
搭
客
自
備
床
鋪
・
・
每 

卡
又
有
火
爐
爲
搭
客
贲
餐
之
用
・・ 

諸
君
若
欲
使
在
加
東
之
朋
友
代
交
車
費
・•
則
本
公
司 

歆
迎
代
爲
妥
辦
・
・
不
收
特
別
費
用
：

6
6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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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朝香港滙價每百加六元六五

◎
陳
宜
燿
翁
祝
壽
盛
况

陳
翁
宜
燿
。。秉
性
仁
和
，
熟
心
公
益
：
德
高
望 

重
。"
有
口
皆
碑
。。實
爲
僑
界
中
不
多
觀
者
也
。。 

而
其
教
養
子
女
。要
有
義
方
。。以
致
芝
蘭
玉
樹 

。。滿
植
庭
前
。。個
人
之
積
德
旣
多
。。家
庭
之
幸 

福
更
厚
。。本
月
廿
八
日
。。適
逢
陳
翁
七
秩
開 
一

的
事
；
是
穌
俄
飛
机
常
到
俄
鮮
邊
境
和
沿
鳥
蘇 

里
江 
一
帶
上
空
。。作
車
小
的
考
査
一
最
近
竟
有 

。•架
落
在
密
山
境
内
。「爲
僞
車
所
挨
。"
日
本
飛 

机
如
飛
越
阈
境
。、或
飛
近
國
境
時
。。俄
方
軍
隊 

即
開
動
高
射
机
鎗
射
擊
。在
政
治
上
穌
聯
負
貴

人
員
。，如
斯
太
林
。如
莫
洛 

夫
等
等
。。
一
個
一
個
都
發

A;

个
如
伏
洛
希
洛 

尖
銳
最
有
力
的

對
日
演
說"
。

照
常
理
推
測
二
這
是
H

本
軍
閥
所
不
能
忍
受
的 

。。卽
令
上
層
的
人
。。能
勉
强
按
着
火
氣
。。中
堅

也
是
不
肯
榔

但
是
到
現
在

竟
不
曾
發
生
重
大
的
變
故"
。井
A

有
繼
續
涵

f
心
的
趨
向
。。不
過
涵
忍
究
竟
祇
是 

一
定
限
度
的
。C

過
了
這
一
時
期
。。

。。 一

限
度
。、就
難
保
不
發
生
禍
亂
了
。C

况
日
本
已
在 

積
極
準
備
呢"
。他
已
將
駐
在
中
東
路
沿
綫
的
第 

十
師
腐
：
和
第
1

四
師
團
。
都
調
囘
國
内
；
由 

名
古
屋
第
三
師
團
一。與
京
都
第
卜
六
師

IM 前
往

。、，在
表
面.

種
換
防
。'
別
無

何
等
重
大
關
係
』。然
內
中
包
含
着
極
重
大
的
事 

實
。C

因
爲
名
占
屋
第
三
師
團
I

是
日
本
四
個
大 

師
團
之
一
。、他
除
了
第
四
騎
兵
旅
團
原
在
中
東 

路
綫
上
以
外
。。 

〔未
完)

郎

特

電

van

阪台山縣改區西海市 

&
粤省第一集團軍總部 。。

D

二

否認將第 
一 教導師第一 

團長梁公福免職。。

音
台

9

對倭皇生日守戚 

北
京
廿
九
日
盅
。。南
京
黨
府
之
無
線
電
播
音
台 

是
日
對
倭
皇
裕
仁
卅
三
歲
鼬
辰
事
。。默
不
作
聲 

。
此
爲
現
目
遠
東 2
獨
金
無
一
播
音
台
。。今
對 

倭
皇
生
H

事:
絕
不
放
送
一
祝
賀
語
。。可
知
中 

倭
間
情
勢
緊
張
云
。。

黴日對內蒙政治計劃已消 

▲
因
篇
府
准
許
內
蒙
自
治
說 

北
京
卄
九
日
電
』。頃
據
章
嘉
活
佛
向
南
京
黨
府 

報
吿
。。比
來
黨
府
因
准
許
內
蒙
自
治
：
已
打
消
一 

S
 宼
對
内
蒙
之
政
治
計
劃
云"
。

■
國
際
聯
盟
會 

决刊佈中 
建設報吿書 

日
內
瓦
廿
八
日
電
。。國
聯
派
赴
中
國
之
技
術
合 

作
領
袖
拉
西
曼
博
士
刻
摘
有
中
國
建
設
報
吿
書 

由
華
返
日
內
瓦
。。此
報
吿
書
計
有
三
十
頁
之
多 

。。日
前
外
交
界
傳
說
謂
國
聯
當
道
擬
將
該
報
吿 

書
內
容
删
改
。。但
國
聯
中
人
是
日
否
認
此
說
是 

實
。。决
將
該
報
吿
書
全
文
刊
佈
。此
報
吿
書
內 

容
所
述
者
爲
發
展
中
國
公
路
。。教
育
；
及
公
衆 

一
衞
生
事
宜
云
。

■
中國本部英美倭投資數 

▲
以
英
爲
最
鉅

倫
敦
卄
七
日
電
。，據
最
近
統
計
。。中
國
本
部
之 

英
國
投
資
數
爲
美
金
九
萬
萬
八
千
五
百
萬
元
。。 

日
本
僅
三
萬
萬
七
千
萬
元
。。美
僅 
一 萬
萬
六
千 

萬
元
云
。。

卷美未决定應付倭宀 
一言策 

▲
須
先
研
究
廣
田
覆
文
然
後
斷
定
辦
法 

東
京
廿
八
日
電

C

以
是
夕
情
形
論
。。本
京
國
務 

院
長
赫
魯
業
已
收
接
由
駐
東
京
美
大
使
固
魯
氏 

所
遞
來
之
倭
外
相
廣
田
弘
毅
之
覆
文
。C

此
後
文 

載
肓
本
月
卜
七
日
倭
賊
所
宣
佈
之
對
華
新
政
策 

。、赫
魯
氏
刻
先
將
該
覆
文
內
容
審
愼
研
究
。。然 

後
斷
定
美
政
府
是
否
宜
致
文
倭
當
道
。'
勸
偻
賊 

越
守
九
國
約
。。本
京
人
士
視
廣
田
覆
文
所
載
之 

倭
賊
對
華
策
爲
與
月
之
十
七
日
倭
外
務
省
代
言 

人
之
非
正
式
宣
言
所
載
者
大
同
小
異
。、廣
田
所 

用
詞
語
不
過
畧
爲
和
平
云
。。

■
日賊欲外國承認僞融

厶
廣
田
之
覆
文

東
京
廿
八
日
電
：
據
本
京
日
日
新
聞
載
稱
。。倭 

酋
廣
田
弘
毅
關
於
倭
賊
四
月
十
七
日
非
正
式
宣 

言
事
。。曾
用
書
面
覆
英
美
兩
國
云
，「倭
有
維
持 

遠
東
和
平
之
責
任
。
倭
無
意
侵
犯
中
國
領
土
完 

整
。。及
其
正
當
利
權
、。同
時
倭
願
見
中
國
統
壹 

與
繁
榮
。但
倭
願
見
各
國
承
認(
滿
洲
國
」。及
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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