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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图
本 

館 

言
—
論

英美華俄應大聯合㈢*一
强
國 

惟
有
美 
俄
未
正

今
者
戰
雲
瀰
漫
世
界 

殺
氣
充
盈
宇
一

入
旋
渦
耳
。誠
可
稱
爲
「
極
樂
國
」
哉

然

lfll
德
意
籌
備
大
舉
攻
英
。。 

幸
血
得
手
。
雄
覇
歐
洲 

因
獵
生
心
。則
臥
榻
之
側 

固
不
能
容
他
人
之

衝
突
"
自
不
能
免 

倭
賊
世
仇 "
。怨
恨

鼾
睡 

况
俄
與
德 
意 
根
本
主
義 
極
端
一 

至
時
蘇
俄
。又
豈
能
安
枕
無
憂
耶 

而一

猶
未
息 

而
亦
勢
不
能
兩
立
者
也
"

至
於
倭
賊
在
東
亞 

跳
梁
跋
扈 
無
惡
不
作
一
威
脅
安
南 

封
鎖
香
港
。 

辱
美
僑 - 
禁
壓
美
商 
種
種
事
件 
不 
一 
而
足 
而
昨 
一 
日
所
謂
近
衛
政
府
者 

宣
佈
其
基
本
國
策 

瞥
謂
對
內
將
確
立
阈
防
之
新
體
制 

對
外
將
厲
行
外
交

獨
立
政 

同
盟

股
新
東
亞
秩
序 

以
日
本
。中
國 
滿
洲
爲
重
心 

組
織
元
位
大 

洋
法
屬
安
南 

荷
屬
東
印
度
等
國 
又
至
一
一
日 

倭
外
省
代
言

人
須
磨
解
釋
日
本
所
謂
「
大
東
亞
」
政
策 
謂
南
洋
不
祗
荷
屬
東
印
度

II. 

有
其
他
地
方 

但
有
問
該
政
策
祖
含
菲
律
濱
否 

須
磨
則
置
若
因
聞 

又
據
日

.本
國
策
宣
言
，
列
舉
日
政
府
成
立
大
東
亞
新
.

II 
以
前
貝
稱
東
亜

上
一
「
大
」
字
則
其
用
意
如
何
。•
及
對
美
国
菲
律
濱
如
何 
。不
間
可

知 

是
倭
賊
亦
直
接
侵
及
美
國
矣
。

夫
倭
賊
今
爲
我
中
國
抗
拒
三
年
一
乓
端
械
乏r

財
盡
國
弱
猶
敢
如
此
囂
 

眼 

若
美
亦
抱
苟
安
之
態
及 

姑
息
以
養
奸 

雖
被
侵
奪
非
律
濱
而
亦
不
之
理 

則
倭
賊
得
南
洋
羣
島
富
源
之
後 
攫
取
煤
汕
鉄
料
滿
足
之
時
。
貪
心
又
起
一。 

妄
念
又
生 

難
保
不
直
往
侵
美
以

IU1 其
征
服
世
界
之
迷
夢 

且
倭
賊
祕
密
大 

造
戰
艦 

其
處
心
積
盧 
爲
對
待
美
國
可
知
。

易H

「
安
不
忘
厄
"

不
忘
亡
治
不
忘
亂
」
爲
美
俄
計
 
常
早
爲
之 

所 

勿
謂
「
任
從
天
下
亂
張
孔
永
無
憂
」
應
與
華
英
大
聯
合 

同
心
協
力 

西
制
德
意 

東
制
倭
賊 
若
其
知
過
悔
禍 

卽
須
撤
離
各
地
之
兵 

還
歸
本
位 

以
待
裁
判 

否
則
以
美
國
之
資
財 

以
蘇
俄
之
器
械
以
華
英
之
人
力
 

聯

合
作 

草
薙
禽
彌 
一
盡
絕
根
株 

澄
淸
宇
內 

掃
除-

結 
一 
致 

匹
夫
匹

爲

爲
無
卑
歸
民
雪
寃 

定

之
太
平 

絕
人
類
無
窮
之

大
害 

豈
不
髄
哉 

督
不
快
战
。
兵
法
右
心
先
發
制
人
 

後
發
爲

。

而
不
致
於
人 

大
之
事 

否

禍

又
曰 

明

將

空
人
先
見
之

機
不
復
至 

一 
失
足 

便
成 

(
未
完
)

恨

矣 

深
願
美 
俄 
當
局 

急
起
而
圖
之
焉

一重要電
V

■lr
「 

号K■

△
倭拒絕答覆美國 

△
不
願
表
白
對
安
南
態
度 

東
京
八R
电 

此
間
各
報
稱
:
上
星
期
三H
。
美
大
使
古
勞
要
求R
本
也

不
受
歐
戰

1*̂

N
C

111?  •
■ m

e

IN
.  

Me

▲
二
檯
位
：
八
十
五
元 

▲
大
艙
位
：
六
十
五
元

本
報
司
理
部
謹
敗

兩
廣
中
醫
學梅
摩
李
線
儔
内
外
方
脈

優
等
畢

^̂

:̂̂
::
披忍救̂.̂
^
匿人圣不值由兩圏-̂
-̂
*̂̂
*̂
冬 

削
^888318^

爲必泡信
»1素̂
^
^
^
^
慌̂
^
^
^
麟 

多比重L
4&
来/
風
抱
噂̂
^
^
^
^
^
 

帶 

表畤空嘲■
后用疋柳哥阿轴庇一 N
科卜 

雋 

"̂
*.
后b
行小单速船虻馱者可 

».? 決能停丘":18^^^

愈书对學学寺意鰻險各羅$^.

-:'

&

鴻4
艮 
i-i 所
由&
总
*

爲
像
3
显
蚊
乱jf

聽
雄

重。中历法4̂
5

弔治̂:̂
备妬̂
才̂
宀

■
推
梆w

^^:^

乩
孟
灰
百
必
臣t:w

^

一̂

^

w
i  

圣
府
抑̂

^

笈
盅
笫
x
'
s
j
x
^
^
^
t
^
g
d
  

s-l
^
 

爲
 

5
侖̂

^w
^

盅
纪
飢I^N

^

汁
祈
盘
^
^

什 
^
^

广
重'iN

^

丸

绛

现

1
 

一̂̂

缴
暮
金
切
女̂
^
^
^
鑫*ds^^^

瀆
心 

L
,

愛M
擊
由
鑫^^m

 
酒
爲 

®
^
^
§
$
^
仇
萼
瘪̂
^
^
^
^
:
^
鳍 

義̂
^
執
酱
商
池
鳌̂
^
^
飙

^

^

签

玩

噜f^

 

^

^

资

^

^

^

^

為 事也

本
號
兼
做
蘇
杭
車
衣
專
辦
各
國
名
麻
布
料
精
工
製
造
中
.西
時
款 

服
裝
牀
布
驟
布
色
神
羊
毛
線
仔
懐
等
俱
全
平
賣
司
理
李
翥
敗
 

Lee

 H
ock

 C
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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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ne

 Trinity

 3523L,  

花
旗
參 
，金
耳
環
0
苗
陳
跌
打
 

正
神
胆

△
 
本 
報

^
^
^
笠- 

接
舉
整

七̂6,

樹

▲
請
惠
夏
季
報
費 

與
吿
白
費

本
報
向
承
各
界
力
關
照
：
無
任
感
人 

激
：
竊
思
 m
 墨
生
涯
■ 
費
用
至
爲
舅
一
 

・
頼
以
維
持
者.
端
在
報
費
與
吿
白
費
星
一 

:
4

援
例
列
單
往
收
夏
季
聲
與
辘
3 

白
費
・•
切
里
單
到
時
：
愛
顧
本
報 
屈

杳
路
銀
行
今
朝
滙
價
、 

(
港
幣)
每   

1rl
二|
五
元
二
毛
， 

(
以

解
) 
毎
"

六
元
八
毛

-J

★

本
公
司
輪
船
照
常
由
.雲
境
開
往
遠
東
因 

奉
加
政
府
禁
令
不
准
將
船
期
刊
登
吿
白
 

凡
我
僑
胞
欲
知
期
者
在
本
埠
壹
問
便
 
一 

知
外
埠
必
要
雨
詢
現
域
坤
華
人
代
理
經
 
. 

1

結
束
只
雲
埠
馬
福
崇
代
理
而
已
如
有
 
一 

.函
詢
船
期
者
卽H
囘
覆
以
便
早：：：

預
備

翌
弟
馬
福
崇
開
敢

此
佈

雲
高

略
大
商
店
均
有
發
售

含

酒

春

总

 

尸

工

多
- 
樱
蜂
金
然
棧
有
限
公
司 

司
理
人
李
仍
啓

重
慶
匚
日
回
中
國
共
產
黨
宣
言
 

勉
黨
員
擁
護
蔣
介
石 

和
喪
共
濟

實路銀行 
(
一)
請
貯
蓄
盈
餘 

欵
旣
貯
：
刖
君 

之
前
途
稽
定
矣
：

欵
過 

始
貯 

低
之

故一蓄
：

貯
蓄
限
額
：
僅
爲 

一
元
：
君
如
願
爲 

本
行
顧
客
：
本
行

司
理
極
表
歡
迎

援
助
前
綫
共
黨
同
志 

據
觀
察
家
稱

此
爲
國
共
繼
續
合
一 

在
抗
戰
以
前 

7/. 一

證
。
查
國
共 

垂T-

餘
年

，
近
又
意
見
紛
歧 

此
宣
言
原
定L
t
 

液
表
。但
因
與
國
民
黨
交
涉
未
妥 

故 

暫
時
擱
置
。
國
共
新
約
規
定 

以
黃
河 

以
北 

與
長
江
卜
流
爲
共
黨
軍
政
勢
力 

範
闡
一(
.
。國

共
兩
黨
之
解
紛
倏
件 

重
慶
電 

共
黨
首
領
周
恩
來 

持
有
解 

决
國
共
爭
執
條
件 

雌
重
慶
而
往
延
安 

、
與
毛
澤
東
及
朱
德
等
會
商 
聞
此
等 

爲
臨
時
條
件
。
乃
由
周
恩
來
與
蔣
介
石

屬
安
南
與
荷
屬
東
印
度
之
態
度
:
日
外
相
松
岡
。。至
今
尙
無
答
覆 
當
時

暑
天
衣
裳 
貨
價
均
靚 

如
蒙
賜
顧 
咸
謝
無
量 

31,15  H
arvey  W

ood

超
等
人
造
絲
短
袖 

袒
連
長
神 

毎
娈
一
一
元
壹
毛
五 

35

二4

 
仝
上 

笠
巴
神
頤
人
造
絲
短
內N

毎
條L
毛
五 

35、21  
仝
上
人
造
絲
無
袖
背
心
內
初

每
件
七
毫
五 

13、15  
人
造
絲
無
袖
背
心
內
彭

(
短
內
神
同
價
)
每
件
四
毛 

以
上
人
造
絲
內
衣
服
有
白
色
粉
紅
色
 

23  
棉
紗
無
袖
背
心
內
衫
 

每
件
三
毛
玉 

B120

竹
紗
西
裝
短
內
神
 

每
條 -<
毛
五 

W
L

 16

最
靚
絲
扣
羊
毛G

abardine

說
衫 

毎
件
四
元
九
毛
五 

三
件
十
三
元
五

件
三
元
九
毛
五

143s

陰
柳
紡
說
影

有
雪
白 

淺
酷 

杏
黄 
等
色 

L22s

雪
，H
文
明
紡
說
初 
每
件
三
元
二
毛
五 

C
8112  

適
不
耐
用
絲
倣 

毎
對
五
毛

有
深
黃
深
依
黑
等
色 

601H

 
花
樣
棉
線
權
 

毎
對
受
毛1
 

特
等
頂
靚
羊
毛
權
 
每
對
五
毛

瑛
聯
活
公
司
啓

月
卜
八H
午
仅
一禁
令
開
始
時
。
運
輸 

汽
車
幾
全
部
越
界 

留
後
者
只
有
較
重 

之
汽
車
數
輛 

現
西
南
通
連
公
司 

仍 

繼
續1
作
載
運
非
禁
品
 

乂
中
國
現
籌
備 

II] 駱
駝
二
十
萬
頓
"
及 

人
力
車
宦
萬
架
.一
以
連
輸
由
俄
國
輸
入 

之
軍
用
品
因
自
山
車
消
耗
汽
汕
太
多
 

一
而
滇
緬
路
乂
破
封
閉 

故
要
利
用
駱 

此
.厶

物
乏
一
斑 

中
作
戰
三
年 
財
政

東
京
八H

vk

及
國
共
兩
黨
之
首
領
所
議
訂
者
以
副
 

定
陕
北
特
別
區
之
邊
界 

該
區
將
由
共 

黨
首
領
選
出
行
政
員 

由
國
民
黨
之
行 

政
院
委
任
之 

須
對
行
政
院
負
責
。
幷

匿

共
T

數
及
其
活
一

云

■
倭
海
軍
艦
行
動
祕
密 

東
京
七
"
電
日
本
海
軍
部
。
是
日
拒 

絕
提
及 
一 
切
戰
艦
行
動 

據
昨
日
消
息

由
滬
赴
港
之
船
上
海
員
一 

戦
艦
乓
船
由
台
灣
南
下C 

▲
英
倭
未
逹
妥
協 

香
港
匚
日
電 

英
倭
邦
交

日
本

改
善

陰
實H
趨
惡
劣 

我
國
各
界
。
以
英
國 

跋
倭
態
度 

日
益
强
硬 

均
表
示
歓
迎 

一 
並 
注
意
倭
方
今
後
之
行
動
•
。以
備
應 

付■
印
民
黨
反
對
停
緬
路 

英
京
八
日 

,.!£。。倫
敦
印
度
聯
會
。昨
接

-
印
度
國
民
黨
电 

反
對
英
阈
停
止
中
緬 

公
路
三
個
月
。
其
电
文
.云 

英
國
封
鎖 

中
緬
公
路 

有
述
印
度
民
意
"
。 
H.
足
以

助
長
侵
略
國
之
暴
行 
/;云

▲
我
國
淸
運
緬
旬
存
貨
 

中
國
呼
聲
重
慶
播
，才
稱 

大
公
報
盅 

中
國
政
府
貯
存
在
緬
句
之
用
品 

已
於 

中
順
公
路
禁
運
期
限
以
後 

幾
全
部
連 

入
中
國
邊
境
一
查
七
月
卜
八
日
爲
開
始

本毋派到毎月收銀………
七
'-6五仙 

若派不到者郵票侪卜毎個"
收鍬V
IM1 

英屬及美國雑年收英金九 
161七电.五仙 

半年近苗•」個〃二 
IttiL
  

/:.':七五實"
〈"  

[Ml 

中國及外國毎 
,vr年收英金立拾
/V大
IMI 

除星期H"
皆心：=2
閱無論取閱久 

四報我均要先恵空函定閱恕不奉呈

端
蹶
已
達
極
點
、據
太
平
洋
一

究一

今
春
勒
令H
本
銀 

萬
元 

該
行
至
今
一

• 

只
能
推
銷
二
十
萬
幽
。 
南
滿
鐵
路
， 

爲
日
本
經
濟
侵
略
滿
洲
之
總
機
關
 
今 

春
亦
吿
虧
触
、
其
活
動
資
金 

降
至
二 

干
萬
元 

謀
向
外
間
商
借
-
一
干
萬
元
短

期
借
款
 
無
人
落
 
平
日
二 

不
過
鐵
路
兩
星
期
之
收
入
，該 

售
出
所
佔
昭
和
鋼
鐵
廠
之
股
份 

人
承
買
.
右:

▲
倭
國
日
就
衰
落 

東
京 
七
日
挝
二
二
年
以
前
， 
日 

割
令
年
在
東
京
舉
行
世
界
連
動

萬
元 

旋
謀 

亦
無

曾
削 

^0。 0

世
界
博
覽
會 
發
展
國
內
工
業 

建

及
繁
榮
其
城
市

本
民
衆 
日

形
窘
迫 

痛
苦
不
堪
 
， 日
本
政
府
。C

忙 

於
對
華
戰
爭

C
已
取
消
舉
行

III.- 
界
運
動 

會
及
博
覽
會
一
各
匸
蹶
因
趕
造
軍
火
。， 

無
法
製
造
商
品 

對
外
貿
易
因
而
銳
减 

各
種
改
良
城
市
之
計
副
•
。史
完
全
無

法
實
施

約
紐
太
唔r
報
載
上
海
我
訊 
上
海
有

戰
-<年 
仍
未
少

等
人r
 
、 以

懈 
而
住H
本
方
面
、，，則T
戰
事
早
日

結
束 

欲
迫
重
慶
當
局
一 

H
方
此
種
想
念 

必
雖

居

留
日
軍
管
治
區
之
人
民
。
觀
察
日
本
內 

情 
由
爲
透
悉
.，日
本
此
次
戰
爭
；
罔 

已
用
盡
其
人
力 

因
來
自H
本
補
充
之 

生
力
軍 

多
鳳
未
令
年
齡
之
靑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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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
有
日
軍
五
萬
至
|
萬
子 
調
南
調
北 

。
由
此
可
表 

IV]
其
兵
源
缺
乏 

近
兩
年 

來H
軍
估
領
區 

實
無
能
維
持 

常
遭 

游
擊
隊
襲
擊 

日
方
疲
于
應
付 

查
由

京

一
揚
子
江
至
南
京

及
津
浦
路
一
帶
各
地
人
民
均
不
服
從

一
謂
日
本
「
幷
未
壓
迫
安
南
」 

據
朝H
報
稱 

美
國
此
舉
一 

禾
今
後
唯
有
忍
辱
負
重
 

不
顧
美
國
之
態
度
。
繼
續
施
行
其 

一
轴
則
直
斥
美
國
多
事 

「
干
涉
」
遠
東
事
務

使 

一
禁
運
之
期
。此
後
三
個

。。某

國
一
品
五
種 
中
國
西
南
通
連
公
司
-
已
於 

禁
運
前
一
個
月
-
開
始
經
運
用
品
，•
至 

七
月
卜
八R
下
午 

中
緬
公
路
上 

仍 

有
載
重
汽
車
二
源
源
駛
入
華
界 

至t

查
英
日
交
涉 

現
. 

國
銀
行 

將
締
結
一

唯
H
本
與
德
意
一

削
漸
切
密 

德 
意 
日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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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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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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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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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目K
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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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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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國
共
黨
擁
護
老
蔣 
一

(
星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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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聞
紙
第
二
卷
第
七
卜
三
號

中
華
民
國
廿
九
年
八
月
八
號

夏
暦
歲
次
庚
辰
年
七
月
初
八

II.
日

孔
子
二
千
四
百
九
拾
一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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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