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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暇漢变
號九拾月五年一十三國民期 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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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毅
祕
致
公
總
堂
華
僑
拒
日

洪
門
協
進
會
佈
吿
 

敗
者
本
會
同
人
憫   

.1111
國
數
千
萬
之
傷
難
同
胞
流
離
失
所
英
勇
勞 

苦
之
將
士
浴
血
疆
塲
後
方
民
衆
應
負
濟
艱
扶
危
之
責
於
是
定
於 

月
之
卄
四
號
上
午
十
一 
時
舉
行
瑞
獅
大
巡
遊
同
晚
七
時
在
皇
家 

街
「
約
」
戲
院
開
演
「
慈
母
淚
」
白
話
劇
並
勸
銷
有
獎
義
捐
券
一 

籌
款
敕
濟
祖
國
傷
難
及
慰
勞
前
方
將
士
故
敢
效
蓋
苗
之
大
呼
將 

伯
應
步
武
王
薈
之
不
讓
仁
人
錢
徽
之
省
飮
宴
黔
敖
之
設
糜
粥
慈 

懷
足
式
古
義
可
風
所
望
男
女
僑
胞
大
解
金
囊
踴
躍
輸
將
旣
盡
分
一 

災
患
之
心
復
有
中
彩
娛
目
之
樂
是
誠
一
舉
而
數
善
備
更
望
僑
界 

男
女
老
幼
洪
門
昆
仲
於
該
日
上
午
十
時
到
致
公
總
堂
參
加
巡
遊 

工
作
不
但
本
會
感
德
靡
旣
祖
國
傷
難
同
胞
實
深
拜
賜
嘉
惠
焉 

此
佈

大
中
華
民
國
三
十
一
年 

五
月
十
號 

並
將
各
界
僑
胞
熱
心
報
效
之
・
貴
重
獎
品
開
列
於
后 

第 
一 獎 
收
音
機
寮
座 
五
拾
五
元

張
有
信
吳
英
存
 
朱
作
霖 
吳
興
儷 
李
碧 
報
效

第
二
獎 
箱
式
笈
袋
壹
個 
四
拾
元

達
權
總
社
報
效

第
三
獎 
男
庄
手
鏢
一
只
三
十
七
元
五 

司
徒
樹
渠
報
效 

第
四
獎 
水
鴨
毛
褥
仔
一
張 
弍
十
四
元
七
毫
五

林
灼
如 
黃
榮
蘭 
報
效 

第
五
獎 
琴
座
鐘
一
座 
弍
十
三
元 
林
紹
廣 
鄧
雲
章
報
效

第
六
獎 
皮
笈
袋
一
個 
二
十
二
元 

第
七
獎 
鴛
爲
羊
毛
毡
一
張 

二
十
一
元 

第
八
獎 
同
玻
璃
罩
鐘
一
座 
二
十
元

周
順
榮
報
效 

李
根
報
效 

鄧
旺
報
效

第
九
獎 
煙
架
全
副 
壹
十
六
元
五 
雷 
華 
鍾
美
錦
報
效 

第
十
獎 
金
墨
水
筆
一
副
十
二
元
二
毫
五 
周
和 
胡
海
報
效

第
十
一
獎 
窩
夫
電
爐 
拾
元 

第
十
二
獎 
烟
仔
盒
火
柴
偈
全
副
丸
元

林
穠
秋
報
效 

關
祝
漢
報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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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
高
華
理
書
和
已
如
 

上

海

街

理

備

團

用

★
今
晚
選
演
梅
蘭
香
。扮
男
裝
。唱
生
喉
。馳
名
首
本 

星
期
二
(
雎

隹
k

F

， 
梅
蘭
香
学
本 

晚
開
演 

X

可

成

为

子
) 

扮
男
裝
首
本 

桂
名
揚 
陳
少
泉 
文
華
妹 
譚
秉
庸 
主
力
助
演
一

暨
全
班
名
伶
落
力
拍
演

星
朗
三
、金
户
式
牛
缶
口
J 

晚
開
演(
咎
子
■

灌
更
)

梅
蘭
香
 

紮
脚
首
本

總
發
票
處
 
片
打
街
 
同
裕
安
號
 

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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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XXKXXXXXXXS

8
8
8
3
8
8
^
8
8

戰

電

訊

3

Inixw
exxxvxM

xaw
cfxxYXXIEM

XXXX

  

xx

本

 

報

 

抗

 

nasonce<XXK4^W
8XXXW

6Y,

▲
重
慶
防
員
電

)
浙
江
省
倭
賊
三
千
由
杭
縣
趨
金
華
•
被
我
軍
截
 

擊
 - 
死
傷
慘
重
・
但
奉
化
以
南
之
敵
避
我
主
力
 

♦
以
機
械
化
隊
衝
破
我
防
線
 
一 
處
• 

"
瓊
島
西
賓
橋
之
倭
寇
•
强
迫
我
¥

民
代
之
築
橋
 

造
路
■

D

曲
江
波
之
倭
賊
 - 
被
我
軍
襲
擊
•
劇
戰
牛
時
許
 

•
倭
寇
敗
逃
•

D

我
政
府
發
言
人
稱
 - 
倭
寇
準
備
大
舉
進
攻
重
慶
 

■
我
需
要
友
邦
援
助
甚
版
•
如
不
援
助
則
友
邦
 

將
來
須
遭
數
倍
之
損
失
•
現
我
所
最
急
者
・
是
 

轟
炸
與
追
逐
機
•
此
爲
我
官
方
首
次
承
認
由
 

區
危
險
者
-

D

華
東
倭
寇
大
增
•
-
星
期
前
•
浙
江
之
敵
僅
三
 

萬

・
現
已
大
增
•
且
援
軍
不
斷
開
到
• 

D

倭
新
援
軍
抵
緬
東
・
欲
掃
除
我
留
後
之
軍
隊
 - 

D

雲
南
省
我
軍
渡
薩
爾
溫
河
•
克
復
要
点
數
處
• 

現
反
攻
離
龍
西
北
四
十
英
里
之
騰
越
 -
故
永
昌
 

與
保
山
・
已
脫
除
威
脅
•

D
ig

甸
東
部
我
軍
•
仍
在
湄
江
與
薩
爾
溫
河
流
域
 

與
敵
苦
纏
•
同
時
成
立
新
游
擊
隊
于
緬
北
- 
牽
 

， 
制
敵
軍
進
攻
印
度
及
雲
南
之
企
圖
■

△

重

慶

播

音

消

急

打

錄

俊
南
省
主
席
龍
雲
。昨
召
集
昆
明
各
高
級
官
員
及
富
商
名
流
等
。舉
行
會
議 

J

討
論
推
動
購
債
運
動
。
席
間
龍
雲
親
購
美
金
儲
蓄
公
債
卜
萬
元
。其
餘
各 

认
認
購
達
 
一 
百
萬
金
元
。現
昆
明
舉
行
購
債
比
賽
運
動
。

△
日
本
報
吿
。
有
聯
軍
潛
艇 
一
艘
。
在
南
洋
海
面
。炸
沉
日
本
商
船
一
艘
。
日 

方
捐
失
頗
重
。現
日
本
因
船
隻
缺
乏
。無
能
運
載
戰
品
。
赴
前
線
接
濟
軍
用 

。
查
日
本
初
有
輪
船
一 
千
三
百
餘
艘
。
每
艘
重
量
約
一 
千
噸
。
近
因
多
被
聯 

軍
擊
沉
。現
所
能
用
者
。祇
有
半
數
。

△
印
度
英
軍
大
將
威
孚
統
帥
。
視
察
阿
薩
密
省
邊
界
前
線
。
返
新
德
里
之
後
。 

接
見
每
日
電
文
報
記
者
稱
。
日
軍
入
緬
句
之
軍
隊
。共
有
五
個
師
團
。
不
信 

日
寇
能
於
目
前
增
派
大
軍
。對
吾
人
作
戰
。
又
謂
。
我
方
之
交
通
。
已
逐
漸 

改
善
。
敵
方
之
山
砲
及
山
地
之
戰
術
。
雖
有
良
好
之
表
現
。
但
吾
人
於
印
度 

邊
界
之
準
備
已
完
備
。足
以
應
付
敵
人
云
。

△
大
公
報
昨
日
短
評
。論
日
本
在
浙
東
蠢
動
之
企
圖
。
東
戰
塲
上
。
敵
人
近
來 

在
浙
江
蕭
山
向
南
進
犯"
被
我
軍
阻
截
於
臨
浦
義
橋
一
帶
•
上
月
十
八
日
東 

京
被
炸
。
日
機
不
迭
向
浙
境
各
地
襲
擾
。
日
寇
以
爲
由
浙
境
空
襲
日
本
者• 

爲
可
能
之
航
線
。
寇
妄
想
以
攻
勢
减
少
威
脅
。其
趨
勢
極
爲
顯
明
。
我
軍
隊 

對
敵
之
冀
圖
。
嚴
陣
以
待
。抵
禦
敵
寇
幷
粉
碎
其
陰
謀
。
滇
邊
之
戰
事
雖
重 

要
。但
東
線
之
戰
事
。
同
樣
重
要
。滇
邊
戰
事
。爲
阻
止
日
寇
之
內
窺
。
東 

線
戰
事
。爲
保
衞
我
前
進
之
根
據
地*
希
望
一
我
軍
英
勇
殺
敵
。援
軍
繼
續
前 

去
。

^
^

戰
局
雖
然
十
分
混
亂
。但
下
列
數
事
。經
已
判
明
。㊀
緬
甸
雖
然
已
吿 

。
但
盟
軍
必
定
會
加
以
收
復
。俾
對
中
國
之
供
給
線
。
重
獲
暢
通㊁
英 

更
轟
炸
機
轟
炸
北
緬
日
本
機
塲
之
目
的
。係
在
防
範
日
方
利
用
各
機
塲
。以

爲

中
印
路
線
作
戰
之
根
據
地㊂
大
家
都
相
信
中
國
之
實
力
・
必
定

能
夠
應
付
現
局
。
中
國
留
在
緬
甸
之
軍
隊
必
定
不
致
被
敵
人
包
圍
。
而
且
適 

可
以
構
成
敵
人
之
重
大
威
脅
。

△
重
慶
近
日
常
有
敵
機
飛
到
窺
察
。
十

一
午
十
二
時
半
。
本
市
曾
發
出
預

防
空
襲
警
備
信
號
。.但
廿
分
鐘
後
・
卽
吿
解
除
。

△
宜
昌
方
面
。
我
軍
連
日
向
宜
昌
附
近
敵
軍
據
点
多
處
襲
擊
。斬
撞
甚
多
。
至 

湘
鄂
邊
界
。
岳
陽
以
北
白
螺
磯
敵
人
。
連
日
來
準
備
悠
忙
。運
到
大
批
軍
火 

及
炸
彈
。
幷
派
兵
四
出
窺
擾
。
企
圖
蠢
動
。
我
軍
乘
敵
準
備
未
週
先
發
制
人

十
一
日
下
午•
派
部
分
向
白
螺
磯
及
附
近
蓑
衣
洲
之
敵
飛
機
塲
襲
擊
。

。我
軍
一 
部
於
十
二
日
晚
夜
兩
時
。
衝
入
白
螺
磯
街
市-
與
敵
軍
發
生
激
烈
巷 

戰
。市
內
地
方
。
有
多
處
起
火
。
另
我
軍
一 
部
同
時
衝
入
敵
飛
機
塲
。
我
某 

排
長
丘
進
之
。
尤
爲
奮
勇
。
親
率
所
部
。直
撲
機
塲
內
之
汽
油
及
炸
藥
庫
。 

以
炸
彈
將
其
庫
房
炸
媛
。當
塲
發
生
大
火
。
至
晚
未
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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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

消

息

在
淅
江
發
動

△
 
現
模
爲
開
戰
以
來
最
大

△
重
慶
拾
九
日
電
。
日
本
響
應
德
國
。
在
中
國
發
動
開
戰
以
來
。
最
大
之
攻
勢 

。
重
慶
當
局
。
現
急
電
聯
軍
求
援
。

：

日
軍
新
攻
勢
。約
分
兩
路
。
一 
路
由
緬
旬
鄆
省
入
滇
。
一 路
在
浙
江
發
動
。 

後
一 
路
在
杭
州
以
南
。業
佔
據
諸
暨
，
鄞
縣
，
兩
要
点
。金
華
昨
被
日
机
四 

十
架
爆
炸
。

，

我
獲

C

「
<:、色 

5

尹
榮
圈
」地
圖

△
 
範
圍
包
含
印
度

—
西
伯
利
亜

△
重
慶
拾
九
日
電
。
中
國
政
府
代
言
人
。
謂
政
府
現
獲
到
日
本
官
用
地
圖(
東 

京
出
版)
。
設
明
日
本
之
所
謂
「
共
榮
圈
」
。直
包
括
印
度
與
西
伯
利
亞
。 

據
謂
。
核
地
圖
之
價
値
。
與
田
中
奏
摺
同
等
重
要
。

△

同

盟

國

機

隊

大

活

動

△
新
德
里
十
九
日
電
。
英
機
是
日
又
炸
緬
甸
西
部
日
軍
各
陣
地
。孟
加
拉
曆
之 

雅
琪
鴨
港
。
亦
順
序
被
炸
。

△
澳
洲
米
爾
本
十
九
日
電
。麥
卡
度
將
軍
是
日
稱
。
同
盟
國
飛
機
。在
澳
洲
西

北
三
百
五
十
里
之
提
摩
爾
島
。高

沉
日
運
輸
艦
兩
艘
。

昨
有
敵
機
六
十
七
架
。
合
炸
摩
士
比
港
。
但
被
美
國
戰
鬥
機
截
擊
。祇
有
數 

架
竄
入
城
內
空
際
下
彈
。
故
破
毀
不
大
。
且
有
數
架
被
美
機
擊
落
。

△

我

政

府

謂

前

途

危

險

△
重
慶
拾
九
號
電(
下
午
一 
點
到)
。政
府
代
言
人
。
謂
日
本
現
集
中
實
力
。
似 

圖
一 
舉
擊
敗
中
國
。
中
國
地
位
。現
甚
危
險
。

■

法

破

壞

隊

又

毀

鉄

路
 

委
持
十
九
號
電
。
反
德
之
恐
怖
黨
。昨
夜
毀
去
年
特
斯
至
魯
且
利
間
之
重
要
鉄 

路
一
段
。在
年
特
斯
南
八
拾
英
里
法
東
岸
・
該
埠
位
于
老
梨
河
口
。
離
英
奇
襲

隊
近
來
攻
德
海
軍
站
僅
外
英
里
。
魯一 

灣
云
。

有
人
口
三
萬
八
千
。位
于
卑
斯
基

元
君
等
。協
同
出
發
沿
門
勸
捐
。茲
將 

購
獎
券
者
錄
下
。林
舉
振
六
部 W
元
。 

馬
善
允
五
部
卄
五
元
。
致
公
堂
。
達
權 

社
。
大
漢
公
報
。資
路
旅
龍•
各
四
部 

各
廿
元
。
黃
昭
立
。蔣
安
鳌
。林
伯
壊 

。曾
雲
峰
。各
三
部
。各
十
五
元
。合 

生
隆
記
。
陳
宜
顯
。
活
生
行
。林
顯
燧
一 

。
廣
萬
生
。雷
健
兒
・
黃
增
業
。
郎
振

619
 Fisgard

 Sr.  PO

 Box

 1002

 Victoria.  B・C
.  

逕
啟
者
・弟
此
次
爲
崇
義
總
會
紀
念
事
。挈
妻
涉
足
雲
城
。
辱 

蒙
各
親
朋
戚
友
。厚
意
招
待
。實
深
感
激
。茲
因
行
期
匆
匆
。 

未
能 
一一 
踵
門
報
謝•
抱
歉
殊
多■
爰
登
數
言
於
報
端
。藉
鳴 

謝
州
。 

’
 

中
華
民
國
三
十
一
年 
五
月
十
三
日 

弟
盧
金
星
鞠
躬

本
學
欷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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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洪
門
拒
日
會
籌
賑
訊
 

域
多
利
致
公
總
堂
華
僑
拒
日
洪
門
協
進 

會
。定
期
本
月
廿
四
號
舞
獅
大
巡
遊
。 

及
演
劇
幷
發
行
有
獎
義
捐
籌
欵
。爲
賑

i
s
l
s

濟
祖
國
難
同
胞
。
幷
慰
勞
前
方
將
士
。 

該
會
委
派
之
勸
銷
員
林
筱
唐
。
黃
榮
蘭 

。
周
順
榮
夫
人
。岑
永
和
夫
人
。
到
埔 

後
。
本
埠
中
華
會
館
委
派
黃
昭
立
君
。 

致
公
堂
委
派
薛
聖
接
。簡
國
安
。林
翰

秀
。錦
彰
號
。
重
慶
餐
館
。朱
俊
裘
。 

國
信
公
司
。
以
上
各
二
本
各
十
元
。
吳

A

宜

僱

華

童

一

名

-
: - 

4
 

一 改
者
。
本
藥
店
宜
僱
華
靑
年
一
名
。
在
貨
倉
料
理
出
入
貨
。
及 

國
準e
林
善
培
。
鄭
型
培
。司
徒
捷
予 
搬
運
等
工
作
。
如
意
者
請
來
面
議
可
也
。

。
馬
達
朝
。
馬
福
忠
。各
壹
本
。各
五 

元
。
今
日
尙
繼
續
出
發
勸
銷
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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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
訂
五
月
卄
四
號
午
后
一
時
。
爲
本
會
 

舉
行
成
立
慶
典
之
期
。
統

請

• 

各
埠
鄕
詛
。
務
期
 

駕
臨
助
慶
。
幷
指
示
禮
儀
。
曷
勝
気
幸

(
恭
辭
禮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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枠
欹
中
山
隆
鎭
同
鄕
會
同
人
鞠
躬
 

中
華
民
國
卅
一
年
五
月
二
號

▲

中
山
隆
鎭
同
鄕
會
成
立
宣
言
 

我
邑
中
山
。
地
瀕
海
随
。在
昔
海
運
未
通
。，縛
屬
閉
關
時
代 

。
邑
人
已
多
轉
輾
出
外
。刻
苦
經
營
。直
接
在
海
外
發
展
個
人 

偉
大
事
業
。間
接
造
成
邑
中
繁
榮
。裨
益
國
計
民
生
。
殊
非
淺 

鮮
・

•
隆
鎭
鄕
人
。爲
數
甚
衆
。旅
居
加
拿
大
者
。亦
實
繁
有
徒
。.

祗
以
向
乏
聯
絡
。
致
少
互
助
之
義
。處
今
二
十
世
紀
時
代
。
國 

家
組
織
日
嚴
。社
會
機
構
日
繁
。優
者
勝
。
劣
者
敗
。
此
爲
天 

演
之
定
例
。
無
組
織
。
卽
無
團
結•
無
團
結
。
則
人
心
渙
散
。 

試
問
以
人
心
渙
散
之
國
家
。
焉
能
立
足
於
今
日
優
勝
劣
敗
之
世 

界
。國
家
以
社
會
爲
單
位
。
社
會
無
組
織
。卽
國
家
無
組
織
。 

可
不
懼
乎
。

同
人
等
有
鑒
及
此
。悼
國
家
之
危
殆
。悲
人
心
之
渙
散
。
爰 

於
近
日
召
集
有
志
之
士
。商
討
多
次
。僉
謂
非
籌
組
會
所
。
則 

聚
集
無
地
，團
結
無
方
。
不
足
以
維
繫
人
心
。
故
一 
致.議
决
。
， 

籌
設
中
山
隆
鎭
同
鄕
會
於
雲
城
。
現
已
租
定
會
址
。
選
定
職
員 

・
於
五
月
廿
四
日
宣
吿
成
立
。
此
後
當
本
親
愛
精
誠
之
義
。謀 

團
結
互
助
之
實
施
。
凡
有
利
於
信
。利
於
鄕
。
利
於
國
者
。均 

願
努
力
以
赴
之
。

現
在
世
界
。
戰
雲
瀰
漫
。
中
華
民
族
。
在
五
年
來•
由
英
勇
一 

一
抵
抗
之
下
。
表
現
出
偉
大
民
族
之
精
神
。昔
之
蔑
視
我
。
凌
侮
一 

我
者
。今
日
亦
畏
敬
我
。卽
如
與
我
今
日
最
對
頭
之
敵
人
。亦 

無
時
不
畏
我
民
氣
之
激
昂
。
敬
我
民
族
之
勇
敢
。
世
界
各
國
。 

尤
欽
敬
我
國
軍
隊
之
英
勇
善
戰
。我
國
國
家
民
族
地
位
。
已
從 

今
日
抗
戰
中
提
高
。不
難
一 
躍
而
爲
平
等
强
國
之
一
。
惟
是
在. 

戰
事
一
日
未
停
。
國
人
責
任
仍
屬
重
大
。

所
以
在
此
爭
取
最
後
勝
利
關
頭
。
凡
我
國
民
・仍
當
繼
續
加 

倍
努
力
。協
助
抗
戰
。
以
竟
全
功
。
本
會
同
人
。當
本
此
意
旨 

。
集
合
我
鄕
僑
全
體
之
力
量
。
追
隨
各
僑
團
之
後
。擁
護
我
全 

國
軍
事
最
高
領
袖
蔣
委
員
長•
抗
戰
到
底
。共
躋
中
華
民
族
於. 

平
等
地
位
。奠
國
家
於
萬
年
不
拔
之
基
。
至
有
幸
焉
。
謹
此
宣 

言
。▲

本
會
首
任
職
員
一
覽
表
 

執
行
委
員 
劉
觀
亮 
曹
美
定 
方
錦
耀 
李
祖
根 
王
昆
河. 

林
焯
源 
劉
耀
祥 
黃 
興
劉
物
 

常
務
委
員 

111 觀
亮 

候
補 
劉
金
活 
余
啟
幹 
伍
根
廷( 

監
察
委
員 
張
天
奕 
蔡
來
大 
李
香
泉 
王
華
進 
方
祿
一

候
補 
楊 
永 
劉
均
耀 
劉
壽
宇 

副 
王
昆
河 
林
煒
源

副 
林
振
魂 
彭
天
祐

副 
高
成
德 
王
華
進

副 
余
仲
軒 
蔡
來
大

副 
方
社
榮 
劉
家
六

副 
李
香
泉 
張
秋
成

副
方
紀
林
官
潤

常
務
委
員 
張
天
奕 

理
財
主
任 
阮
作
爲 

中
文
主
任 
蕭
楚
樞 

西
文
主
任 
方
錫
球 

，慈
善
主
任 
曹
美
定 

核
數
主
任 
余
萬
和 

調
査
主
任 
高
己
丑 

庶
務
主
任 
周
美
甜

(
本
會
附
錄
敗
事)
公
敢
者
如
有
本
鎭
鄕
僑
未
曾
列
名
加
入( 

本
同
鄕
會
祈
爲
踴
躍
加
入
以
增
進
會
務

再
茲
成
立
之
期
彌
近
鄕
僑
參
加
赴
席
助
慶
者
請
卽
往
和
發
。-

均
榮
。
永
祥
。得
發
。等
號
報
名
是
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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