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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大
比
九
牛
二
虎 
效
速
似
風
馳
電
掣 

A 參
茸
雖
好

未
必
人
人
可
服
、未
必
時
時
可
服 

惟
華
夏
添
精
丸

5

處
方
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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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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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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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
本

靠

，・:

^3

尻

母

JR

三

a0

邑

『數
實
驗
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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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敢
下
此
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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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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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
房
創
製

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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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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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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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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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
坤
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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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
者 
本
堂
前
因
建
築
樓
字
及
修
葺
樓
宇 
屢
蒙
邑
僑
熟 
心
襄
助 

自
週
飞
樂
買
公
債
數
次 
此
項
公
債 
滿
擬
將
遞
什
餘
馅.乙
欵
。。 

陸
續
淸
還
， 

15
料
自
宜
九
二0
年
以
來
。C
因
工
情
奇
淡:
所
批 

樓
租 
逐L

低
跌
，况
出
口
票
捐
』又
多
不
繳
納 
是
以
本
堂
收
人 

一̂

^

减 
前
揭
父
子
銀
行
壹
干
元
債
項
。及
積
欠
兩
年
赤
士 

>
壹
槪
無
法
應
付
。於
是
四
月
廿
六
日
。召
集
全
體
職
員
會
議
。以 

資
解
决
均
稱
外
債
急
於
內
債
赤
士
及
揭
欵
。、應
先
打
淸
還
。。 

5
能
保
持
本
堂
之
存
在 
至
於
公
債
宜
項 
雖
屬
重
要
。"lij

僑 

擔
任
邑
務
本
院
責
任
所
在
。猶
可
略
緩)
且
當
日
邑
僑
之
買
公 

債
時 
雖
定
有
利
息
奉
囘
。以
酬
美
意
。但
此
區
區
利
息
、亦
端
無 

曜
決
也
一
此
次
議
决
案
如
下;
自
民
國
廿
貳
年
六
月
壹
日
起
夢 

卄
三
年
丛
月
壹
日
止 
在
此
一
年
內 
停
止
償
還
公
債
殳
停
止
是 

■
瞬
缢̂
^
.
，至
滿
期
後:
然
後
繼
續
進
行
〕
10:'
種
辦
法
。。實
屬 

維
持
危
急
現
狀
起
見
。想
我
邑
僑
。定
能
諒
解
也 
此
啟J 

^
^
民
國
卄
二
年
五
月 
w-
日

公
敢
者
本
分
堂
現
因
經
濟
恐
慌
之
秋
前
日
之
樓
租
過
重
實
難
維 

持
不
得
已
棄
重
就
輕
遷
往
同
街
之
門
牌10

與103

如
各
級
洪 

門
機
關
及
各
報
館
偷
有
文
件
報
紙
等
類
往
來
請
照
下
列
門
牌
惠 

賜
俾
得
收
無
誤
特
此
佈
吿

C
hinese  Free  M

ason  

10
—10   

^

 G
rafton  Sr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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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國
廿
二
年
五
月
五
日 

価
傍
摩
湧
心
鑒
弟
等
於
本
月
卄
三
日
致
雲
高
華
毋
華
僑
拒
日
救 

國
會
辭
職
壹
函
文
日
「逕
啟
者
弟
等
前
蒙
僑
胞
諸
君
不
以W

te 

見
棄
選
爲
雲
高
華
埠
華
爺
拒
日
敕
國
會
職
員
本
應
蝎
我
棉
加
爲 

國
18
馳
無
如
任
重
事
繁
就
職
以
來
毫
無
建
白
實
無
以
副
我
僑
胞 

肥̂

3
每
預
僧
踊
輒
增
慚
愧
與
其
濫
竽
充
數
曷
若
退
職
讓
賢
且 

酔
誇
強̂

年 H
綱
逐
實
難
兼
顧
故
特
向
貴
會
提
出
辭
去
本
兼
各 

職
請
另
委
幹
員
接
充
以
重
公
務
爲
荷
此
致
雲
高
華
毋
華
僑
柜
日 

救
國
會
執
行
委
員
會
」
等
語
以
後
該
會
所
有
一 
切
事
務
漑
與
弟 

等
無
涉
特
此
卻
明
俾
衆
週
知 

身 

降
馆
諫
適
蔭
渦
 
李
照
研 

李
仍 
朱
參 
張
炳
堅 
關
崇
爵 

欝

譚

矯

注

壊

遍
 
黃
均
强 
趙
邦
立 
葉
求
錦 

進 
林
福
田 
羅
景
鎏 
馬
啟
瑞 
馬
福
崇 
馬
小
喜 

議

』 
嚐
惑
 
曾
雲
峯 
李
南 
東
莞
李
福 
賣
與
溢 

廖 
M6

良

關

長

關

琛
 
陳
宜
顯 
蔡
英
煦 

隆

ns 
隣
隔
藤 
宋
良
弼 
林
翰
元 
梁
煥
南 
黃
樹
収 

騒
頓/

湧
謳
珊
趙
里
鵬
高
明
德
葉
求
欽
趙
榮
燦
 

謳 

黃
生
元 
胡
峯
卓 
蔣
安
緊 
蘇 
泳 

謳
海
亞 
季
覺
枇 
林
逸
如 

葉
求
茂 
葉
求
鐸 
朱
廣
煒 

朱
長
成 
葉
求
鈞 
林
方
棠 
林
西
屛 

吳
季
謙 

李
萼 

中
華
民
國
卄
二
年
四
月
廿
六
日 

寻
芟4

統
理
男
女
老
幼
內
外 

全
科
花
柳
奇
難
頑
症 

在
別
毋
將
病
原
詳
細 

函
吿
可
能
對
症
發
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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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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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
頌
良
醫

啟
者
弟
患
痔
疾
不
時
發
作
苦
悶
小
堪
言
狀
屢
延
醫
療
治
雖
藥
石 

迭
投
迄
無
效
果
後
見
報
章
始
悉 
李
門
順
先
生
擅
醫
此
症
遂
登 

切
求
国
蒙
先
生
展
其
所
學
施
用
神
方
妙
藥
果
然
名
不
虛
傳
不
旋 

朋
arfn

厥
疾
頓
瘪
動
作
一
如
平
時
于
此
足
見
先
生
於
醫
學
具
有
心 

經
驗#
街
術
欺
世
者
可
比
弟
感
激
之
餘
無
以
爲
報
特
撰
數 

行
頌
謝 
僑
界
如
有
同
病
而
欲
求
良
醫
者
尙
希
留
怠
焉 

李
門
順
先
生
現
寓
緬
街
九
五
八
號
漢
興
公
司

通
信
處
活
生
藥
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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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他
在
東
北
出
死
力
瘙
看
南
滿
路
多̂

^

 

國
經
濟
的
發
達
。
特
別
是
交
通
事
業
的
發
達
。 

敬
又
忌
恨
蘇
聯
在
北
滿
有
一
條
中
東
鐵
路
。。如 

果
那
條
路
純
粹
是
資
本
主
義
的
經
營
。。也
已
經 

足
以
威
脅
南
滿
：
足
以
制
服
朝
鮮
一
。何
况
他
帶 

.得
有
很
明
顯
的
社
會
主
義
性
質
。C
蘇
聯
是
向
着 

社
會
主
義
的
前
路
猛
進
。。縱
然
目
前
還
不
足
爲 

害
。
但
是
將
來r

在
西
方
受
難
的
國
家Y
恐
怕 

會
是
德
國
。。在
策
方
恐
怕
就
是
東
三
省
和
朝
鮮 

:
則
日
賊
不
能
夠
不
受
極
嚴
重
的
影
響 
所
以 

他
對
蘇
聯1
懷
極
大
的
恐
懼 
-
對
中
國
也
懷
極 

大
的
恐
懼 
於
是
他
朝
夕
打
算
要
借
口
併
呑 
滿 

洲V
 在
前
年
的
九
月
十
八
夜
間
。。作
成
了
圈
套 

，。用
兵
力
佔
領
了
東
三
省
。幷
且
隨
意
製
造
出
一 

傀
儡
來
聽
從
倭
獸
帝
國
主
義
的
支
配
一 
旣
可
以 

哄
騙
資
本
主
義
各
國
。C

說
是
爲
了
防
止
〔赤
化
〕 

。。又
可
以
對
他
的
人
民c

說
是
開
拓
疆
土
。
打 

破
日
賊
的
經
濟
離
關
、。在
這
些
事
情
當
中
。，，有 

一
件
主
要
事
値
得
我
們
注
意
的
Co
是
品
旣
强
 

佔
了
東
三
省
。。把
所
有
的
鐵
路
都
收
歸
南
滿
鐵 

道
支
配
之
下
。。拿
南
滿
路
來
和
中
東
路
競
爭

00 

但
是
南
滿
路
不
能
吸
收
北
滿
的
貨
物
。。同
時
吉 

林
的
產
品
。
還
多
半
爲
中
東
路
所
吸
收
。。所
以 

他
的
對
策
。、是
趕
快
完
成
吉
會
鐵
路
，
而
吉
會 

的
在
經
濟
上
；
是
橫
亘
吉
林
南
部
；
與
中
東
差 

不
多
成
爲.平
行
線
。假
使
延
吉•
。致
海
林
海
林
 

到
三
姓
。的
鐵
道
成
功
。則
控
制
吉
林
全
省
。。全 

在
這
兩
條
交
叉
的
鐵
路
掌
握
之
中
：
中
東
路
雖 

算
是
先
進
；
但
海
參
威
那
個
口
岸
。。遠
不
及
雄 

基
的
扼
要
。。也
不
及
淸
津
的
優
越
。。所
以
日
賊 

自
從
得
了
東
北
之
後
。。幷
且
發
動
瀋
陽
事
變
的 

時
候:
他
則
同
時
進
攻
吉
林
。"
其
最
顯
明
的
企 

圖
。。就
是
扼
著
吉
敦
躇:
由
敦
化
至
會
寧
一 
線 

。
要
完
全
由
日
賊
獨
霸
一
當
時
爵
中
國
用
什 

麼
方
法
解
决
東
三
省
問
題
：
對
於
吉
會
路
的
權 

利
。。他
總
算
抓
着
了 

〔未
完
〕

館
特.

今
晨
七
点
鐘
上
海
勧
員
專
電
云 

0

昨
夕
中
倭
代
表
始
在
暮 

爲
非
正
式
之
休
戰
協
商
。。 

聞
進
行
順
利
。一
休
戰
聲 

可
於
星
期
四
五
兩
重
备 

0
我
方
代
表
六
名
以
何
柱
國 

、張
羣
、徐
平(
譯
音)
三人 

爲
首
。。倭
方
代
表
昂
村 

爲
首
。'

0
今
回
休
戰
協
商
中
之
最
重 

問
題
。。爲
萬
里
長
城
以
南 

廣
約
十
英
里
範
圍
地
須
設 

非
武
裝
地
帶:
即
緩
衝
匾 

域 
。及
禁
止
僞
國
便
衣
隊 

在
凝
東
活
動
。雙
方
代
表 

\̂
111̂
0

汪
精
衛
、羅
文
幹
、兩
人
與 

蔣
介
歪.南
昌
會
議
畢
。C 

蔣
於
是
星
期
一
日
往
牯
嶺

商
已
進
行
兩
星
期
之
久
。。延
至
今
晨
始
開
正
式 

會
議
。。

中
國
之
代
表
團
以
參
謀
部
員
徐
安
平
爲
領
袖
： 

倭
方
代
表
團
長
爲
關
東
司
令
部
之
副
參
謀
中
村 

氏
日
寇
抵
北
京
與
天
津
兩
城
之
門
口
是
日
始 

停
止
前
進
。。但
和
平
恐
難
確
立
、。將
來
或
再
有 

戰
事
云
。。

•
休
戰
協
定
調
印
之
倭
訊 

A
延
慶
至
蘆
台
爲
中
立
地
帶 

東
京
价
一 
日(
統
一 
通
訊
社)
電
:
是
日
據
本
京 

陸
軍
部
宣
稱
：
中
倭
代
表
已
正
式
簽
名
於
休
戟 

協
定
：
其
條
件
爲
倭
軍
仍
守
現
有
之
陣
地"
。俟 

華
軍
撤
退
至
北
京
以
北
之
西
端
與
天
津
之
東
端 

後
：
倭
軍
始
行
撤
離 
此
協
定
規
定
延
慶
、昌
平 

、高
里
營
、順
義
、通
州
、香
河
、寶
堵
、連
廷
鎭
、、 

奔
河
、與
蘆
台
等
處
爲
中
立
地
帶
華
軍
不
能
駐 

其
間
。查
通
州
實
爲
北
京
之
東
如 
此
中
立
地
帶 

內
可
由
中
國
警
察
維
持
治
安
云
：
・ 

■
華
北
表
面
上
和
平 

天
津
iff
日
電
；
華
北
人
心
皇
皇
。蓋
恐
中
倭
載 

事
復
開
，c

本
處
賊
軍
當
軸
雖
云
京
奉
鐵
路
數
日 

內
復
行
通
車
。、日
本
賊
軍
防
線
之
最
遠
地
点
。。 

現
距
天
津
北
端
六
拾
五
至
六
拾
英
里
。
現
目
華 

北
僅
表
面
和
平
耳
。。但
情
形
仍
然
危
險
。。中
倭 

戰 事
隨
時
可
以
再h
 爆
發
。在
此
休
戰
期
內
日 

賊
非
献
欣 
。中
國
內
部
將
發
生
裂
痕 
。中
國
境 

內
最
好
戰
者
亦
暗
認
和
平
爲
有
益:
但
不
論
何 

派
人
均
否
認
中
國
與
倭
妥
協
云
。。

•
馮
在
華
北
建
新
國
說 

天
津
卅
日
電
。自
言
率
兵
抗
日
之
馮
玉
祥
。。自 

上
星
期
六
日
起
。。開
始
運
動
國
內
軍
人
與
政
客 

附
和
之
。。但
溯
現
目
所
知
。。响
應
馮
者16

多
。0 

惟
中
倭
兩
方
之
妥
協
家
均
慮
馮
此
次
出
而
率
兵 

抗
日
，。將
令
日
寇
與
南
京
堂
府
再
肆
衝
突
。。致 

.中
日
戰
事
復
行
爆
發1
聞
馮
氏
擬
聯
合
國
內
獨 

立
党
人
在
華
北
另
建
一
帝
國
；
此
新
帝
國
將
奉 

馮
爲
首
領
。

•
日
誣
穌
俄
接
濟
馮
玉
祥 

天
津
卅
日
電
一
。是
日
午
后
本
處
日
賊
守
備
隊
司 

令
中
村
氏
代
言
人
語
報
界
訪
員
云
。，在
張
家
口 

興
師
抗
日
之
馮
玉
祥
實
得
稣
俄
接
濟
一
蓋
穌
俄 

由
庫
偷
運
餉
械
至
張
煩
供
給
馮
氏
也
。該
代
言 

人
又
謂
伊
信
韓
復
渠
不
肯
贊
助
馮
氏
，除
非
中 

國
境
內
有
勢
力
之
份
子
先
出
而
响
應
盛
氏
。，韓 

方
尤
隨
其
後
。。

本
處
有
等
具
有
勢
力
之
華
人
是
日
謂
彼
等
希
望 

馮
氏
據
有
察
哈
爾
省
後
：
當
心
滿
意
足
"
不
進 

佔
北
京
與
天
津
云
。。

•
日
賊
請
安
福
派
頭 
會
議 

天
津

111
日
電
。。昨
夕
日
賊
在
本
處
請
親
倭
之
安 

福
派
頭
目
會
謙
：
日
賊
設
筵
品
豐
，
席
間
賓
主 

大
飮
特
飮
。。外
人
睹
狀
。
咸
以
爲
異
一、 

■
我軍死傷廿二萬餘之賊訊 

瀋
陽W
日
電
：
本
日
本
處
日
賊
接
訊
。謂
據
南 

京
當
道
調
查
"
自
九
一 
八
以
還
至
本
月
卄
二
日 

止
；
中
國
軍
依 
死
傷
數
札
廿
二
萬
二
千
名
。 

•
雙
方
代
表
會
議
於
覆 

天
津
卅
日
電
。。近
頃
本
處
與
北
京
兩
城
情
形
雖 

吿
靜
謐
。
但
人
心
仍
不
安1
善
恐
戰
事
復
發
也

。2
疋晨汪、羅
、兩
人
返
寧 

麟
激
與
孫
殿
英
軍
隊
。。

在
京
饕
路
綫
內
之
江
莊 

-
與
鎭
隆
口
兩
地
遙
遙
對
峙 

。。一有開火意；

今
晨
接
駐
上
海
訪
員
來
電 

〕中
、倭
、停
戰
會
議
地
点
在 

塘
沽
。。雙
方
代
表
已
到
。 

定
於
六
月
一
日
開
正
式
會 

議)
討
論
設
立
緩
衝
區
： 

兩
方
不
得
駐
兵
。並
制
止 

排
日
活
動
。。

。傳
聞
中
、日
、兩
軍
。。决
再

。。免
復
生
糾
紛

蔣
介
石
、汪
精
衞
、在
南
昌 

會
議
。。决
定
方
針:
致電 

黃
郛
。。訓
示
机
宜
後
。。汪 

於
卅
日
起
程
囘
寧
。。

天
津
各
團
体
電
黃
郛
。謂 

停
戰
會
議
。。傳
聞
附
有
條 

件
。。尤
爲
將
來
隱
憂
。。要 

無
條
件
方
可
：

佟 麟
閣
被
委
爲
代
理
察
哈

爾
主
席
、前
代
主
席
伍
庸 

售
各
廳
長
已
離
張
家
口

。

赴
北
京
。。

。
馮
玉
祥
派
劉
治
洲
赴
津
。。 

向
各
將
領
說
明
通
電
抗
賊 

理
由
。一
望
各
售
贊
助
。。 

重

票

电

帆

 

■
修
一 
面
言
和 
一 面
備
戰 

▲
大
批
獸
卒
由
瀋
陽
抵
開
平

▲
列
車
十
連
滿
載
獸
卒
與 B
械 

天
津
三
拾
日
電
，
是
日
據
外
人
可
象
訊
稱.。。中 

倭
兩
方
代
表
刻
雖
進
行
協
商
休
戰
。。但
大
帮
倭 

寇
獸
卒
仍
繼
續
由
瀋
陽
前
來
河
北
省'
是
日
有 

鐵
路
列
車t
連
滿
戴
獸
卒
、大
砲
、及
軍
需
品
。。 

由
瀋
陽
駛
抵
開
平
開
平
在
距
大
津
以
東
七
十 

英
里
。
可
知
日
賊
仍
密
行
備
戰
也Co 

正
式
休
戰
會
議
今
晨
開
會 

北
京
卅 
一 日
電
。。中
倭
兩
軍
之
正
式
休
戰
富
議 

、。定
於
今
晨
十
点
鐘
開
會
。。非
正
式
之
休
戰
協

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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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夢諸 
神洩虚 
不遺百 
足精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