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黃司鄭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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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陳鄺何馮吳關 
于 天四 
滋耀樹竟亮齊炘

張黃黃余 
炳世作揚 
進振師和

黄朱陳譚議 
昌溥光員 

開柏業賢

凌連陳劉
啟 景 

結光篤堯

陳余李馮
蘭 進
茂潮德亮

陳

强
湯

I氏林朱 
善碩 
予源存

顏 
敬 
初

白

昆

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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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
會
長
雷
華
漢 
油
庚
琳

正
議
長
袁
振
芳

正
文
牘
梁
經
翼 
副
劉
惠
如 

正
理
財
郎
尙
衍 
副
梁
樹
邦

正
外
交
鄭
漢
民 

正
監
督
鄭
家
箴

催
收
員
鄭
保
盛 
鄭
九
四 
馬
恒
友

核
數
昌
郎
慶
煥 
.
關
國
順

庶
務
員
胡 
渠

通
訊
處
陣
文
埠 
溫
用
寬 
馬
藥
燊 

哆
卡
夫 
溫
振
高 
陳 
梓

議
員

張
乾
錦 
曾
毓
參 
張
智
琳 
鄭
持
仕 
梁
邦
幹 

梁
茂
慮
韶
何
培
梁
明
立
關
國
鑾
 

溫
世
祥 
蕭
德
堯 
馬
龍
章 
馬
河
忠
，
周
順
 

梁
應
樂 
溫
植
庭 
梁
元
灼 
鄭
奕
忠 
唐
裕
松 

林
遠
進
盧
枝
袁
奕
近
 
梁M

li  
溫
勝
保 

馬
榮
熹 
慮
世
慈 
温
根
松
薛
近
林
爲

余
月
潮 

李 
棠 

譚
金
銓 

胡 
彩 

李
錦
羣 

李
西
旺

李
奕
球 

譚
慕
漁

副
郎
厚
家 

龍
關
崇
輝
一 

题
陳
天
枝

3  

副
梁
炳
煜
八

溫
超
俊

5

黄
禮
初 
- 

張
天
成• 

鄒 
灼   

••:.... 

，溫
伯
朋
：(

證
儒
捷
二 

輝
裔
齢

譚 
利 
, 

譚
廣
枝. 

余
國
基. 

譚
華
九

譚
常
盛. 

謝
砒
球 

朱 
葉 

譚
遠
 

朱
昌
柏 

李
理
期

周
家
婚 

余
揚
和 

葉
遠
美 

黃
同
大 

黄
作
師 

朱
昌
享 

黃
鴻

◎
滿城致公堂卄 一 年職員表 
一 

會
長 
劉
昌
陳
西
簿
 

監
督 
李

贊
•
羅
文
星 

議
長 
李
昌
成 
蔡
穩
 

書
記 
謝
維
奕 

16

文
譽一 

核
數
員
鄺
植
三
， 
岑
福
星 

IS

嵩 
梁
恩

財
政 
葉
達
遇 
陳
崇
瑤

盟
長 
李
逆
德

交
際 
鄺
楊
文
，關 
强 
鄺
活
光 
葉
炳
華

麻
務 
譚
一
定

宣
傳 
李
澤
劉
就
黃
炎
譚
文
林
 
衞
星
光 

黃 
錫 
譚
仕
昂
李
祺
 
黃
昌
明
余
快
 

評
議
員 

,

調
査
部
陳
 

耀
 

吳
天
齊
 

譚
 

利
 

古
迫
毋
幹
事
員
 

司
徒
鵬
 

夏
城
幹
事
實

0

滿地可達權社卄一年職員表， 

社
長
 

陳
典
鎭
 

陳
崇
瑞
 

中
書
記
譚
文
譽
 

關
旭
初
 

財
政
 

譚
仕
昂
 

趙
儒
捷
 

議
長
 

李
昌
成
 

蔡

穩
 

交
際
 

鄺

相
 

鄺
植
三
 

鄺
磬
石
關
 

强
 

督
監
 

羅
文
星
 

李
祝
南
 

宣
傳
部
余
修
基
 

譚
廣
順
 

催
收
員
余
譚
裔
仍
 

李
研
旺
 

核
數
員
余
暢
慶
 

黃

炎

◎
列妳珠埠致公堂上年職員名

◎
管口山寧陽會館廿一年職員表《 

翻
孔
正
 

副
陳
宜
顯

林
立
寬
 

副
黃
昭
立

主
席
, 

理
財

書
記 
葉
建
槐 
副
雷
卓
至

西
交
際
黃
文
甫 
副
阮
宗
豪" 

棲
數 
朱
浚
裘 

林
杏
曇

監
督 
黃
家
鼐 

陳
宜
耀 

庶
務
員
余
玉
中

.>7.

-
 

統
理
男
女
老
幼
内
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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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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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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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別
埠
將
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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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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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函
吿
可
能
對
髭
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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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

.¥『
麻
用
今
?
弋
？
，■

一里珍 
■
屮

數
日
。。關
於
東
三
省
案
不
允
繼
續
與
日
政
府
直
 

接
交
涉
。
。將
前
提
出
條
件
收
囘
」云
云
、此
說
全
 

是
僞
造
。
。余
並
無
與
日
直
接
交
涉
云
。
• 

•
倭賊強顏無恥之言論 

倫
敦
.十
五
日
電
。。駐
本
京
倭
公
使
松
平
氏
。
，曾
 

晉
謁
本
京
外
交
部
大
臣
西
們
一
，聲
言
日
本
並
無
 

侵
佔
東
三
省
土
地
之
野
心
云
;
此
乃
本
京
外
交
 

部
是
日
所
發
佈
者
。。

■
日賊答覆美國之照會

拒賊護國主張。。昨己乘 

勢反攻擊敗日賊
‘收復 

黑龍江省城齊齊哈爾。。 

5

倭宼調集 入帮軍隊。。向 

打虎山。錦西 之義勇軍 

反攻。。戰事烈劇。。雙方 

傷亡甚衆。。

*
日賊在新邱開掘鑛產。。 

被義勇軍偵悉；獄勇襲 

擊；斃賊甚多。現猶在 

劇戰相持中。) 
今
晨
接
駐
香
港
訪
員
來
電
 

6

于右任到香港見胡漢民 

。粤黨府亦派鄧澤如往 

港迎于CO並到妙高台胡 

宅見胡一。胡决不赴南京 

0。如蔣介石、、汪精衛合 

作。C 則决意鼓動西南獨 

立。。以抗南京。。

0

岐、澳公路一即右往澳門 

之公路)現已建築完成。 

於十七日可以通車。。

■

/
南女接力   

<
造

以
開
放
東
省
門
戶
 

ffi媚
 

東
京
六
卜
日
電
)
。本
京
外
交
部
大
臣
芳
澤
氏
； 

是
日
答
般
美
國
國
務
卿
史
点
臣
之
照
會
云
：
日 

本
决
在
東
三
省
維
特
開
放
門
戶
政
策
云
，。 

•
世界可震駭之大事 

尤
以
野
心
日
寇
侵
畧
滿
洲
 

九
國
協
約
竟
同
無
效
爲
最
 

華
盛
頓
十
四
日
電
。
。外
國
新
聞
記
者
腓
立
沈
士
 

言
•
。
世
界
從
此
多
事
矣
。。據
最
近
數
日
間
。。再
 

三
令
人
震
駭
。
其
足
爲
和
平
障
碍
之
消
息
相
繼
 

而
來
。

第
一 
震
駭
者
。。德
國
內
閣
總
寧
浦
魯
寕
。。正
式
 

警
吿
協
約
國
。
。謂
德
國
過
付
外
債
之
責
任
已
 

完
一
。

•

第
二
震
駭
者
。。法
國
因
德
國
過
期
無
賠
款
過
付
 

怒
形
於
色
。。同
時
並
接
納
最
和
平
之
外
長
蒲
 

禮
寅
辭
職
：
是
將
逞
國
民
主
義
之
鐵
拳
。。萊
 

因
河
 e
城
有
嚴
重
情
形
發
生
。。 

第
三
震
駭
者
。
美
方
感
覺
外
國
欠
美
國
國
民
- 

萬
貳
千
兆
之
債
，將
來
每
元
或
僅
得
面
數
仙
。 

第
四
震
駭
者A
英
國
態
度
似
贊
成
日
宼
滿
洲
。。 

以
東
京
所
言
分
肥
之
機
會
爲
可
信
一
。而
不
注
 

重
九
國
協
約
。。

第
五
震
駭
者
。。國
際
减
軍
大
曾
。定
明
日
開
始
 

。
二
連
三

IB

拜
在
日
內
瓦
開
會
 

而
竟
有
上
 

開
不
祥
之
情
形
發
現
：
除
非
居
時
真
有
奇
蹟
 

。。不
然

—
可
以
預
决
其
等
於
曇
花
宣
現
。。 

德
總
理
浦
魯
寕
。
謂
今
日
及
許
久
以
前
。
過
付
 

外
債
之
責
任
已
完
)"
乃
福
斯
地
黨
首
領
歇
罅
由
 

一
鄕
間
僕
僕
到
柏
林
之
結
果
、
聞
歇
罅
定
意
推
翻
 

一
浦
魯
寧
內
閣
。。九
十
日
內
歇
罅
操
德
國
政
權
： 

屆
時
則
自
動
的
宣
布
廢
維
塞
爾
和
約
，拒
絕
還
 

債
，一
收
復
已
失
之
邊
地
。。據
中
立
家
消
息
"
歇
 

罅
得
有
多
數
國
民
爲
後
盾1
其
他
各
政
黨
亦
多
 

擁
護
其
國
民
主
義
。

法
外
長
蒲
禮
寅
辭
職
、。適
値
减
軍
會
開
會
之
時
 

期
。
同
時
信
得
德
國
必
運
動
將
維
塞
爾
和
約
廢
 

消
。、但
法
國
不
獨
反
對
德
國
終
止
賠
欵
。。亦
反
 

對
德
國
拒
絕
减
學
：
此
聋
件
以
足
使
减
誼
會
失
 

敗
。。

畝定管1

切價目 

痴沐従康惦牌 

光爾乐盗成花散

W
 

5外埠僑胞光顧布辨整備函索即寄 

.司理黃公禮謹啓

◎
雲高華李氏分所廿年職員表 

梓
良

梓
良
 

鶴
儔
 

日
如
 

漢
明
 

錫
莖
 

照
！§

 

曇續

18  
希
寰
 

森
學

世
礒
 

仁
澤
 

公
偉

候
補
監
委
 

冑
針
 

常
雅
 

〔以
■

代
科0
代
主
) 

文

書

任

 

錫
莖
 
■

員
 

金
應
 

奕
濤
 

矩
悅
 

其
耀
 

理
財■
0
任
 

照

初
•

員
 

益
南
 

研
燃
 

宗
卓
 

祝
來
 

交
際■
0
仔
 

給
珉
 
■

員
 

松
降
 

其
成
 

國
容
 

燮
韶
 

調
查■
0
任
 

銘

南

，
員
 

雲
剛
 

來
炬
 

作
舟
 

維
迪
 

宣
傳■
0
任

， 
暢
林
 
■

員
 

聖
普
 

矩
耀
 

長

實

祟

66' 

庶
務■
0
任
 

聖
唐
 
■

員
 

永
南
 

初
洽
 

6

常
務
委
員 

執
行
委
員

候
補
執
委
 

a

•
日賊主張滿蒙獨立訊 

謂
新
國
將
於
來
月
拾
一
日
成
立
 

上
海
十
五
日
電
県
本
處
是
日
接
倭
宼
方
面
訊
稱
 

C
「
滿
蒙
獨
立
國
之
組
織
現
在
潘
陽
進
行
品
速
。
。 

俟
至
下
月
拾
一
日
此
新
興
國
 ̂
 
之
組
織
可
以
完
 

成
。
、其
旗
幟
爲
赤
靑
黃
三
色
、因
此
新
興
國
 

爲
滿
蒙
。高
麗
三
民
族
組
織
而
成
也
 

此
新
國
 

將
爲
共
和
國
)
其
元
首
爲
總
統
二
其
領
土
爲
遼
 

篝
：
吉
林

c

黑
龍
江
熟
河
；
及
蒙
古
自
治
區
一
。 

合
共
五
省
此
新
國
將
歸
日
本
保
護
一。

•
漢 附近兵匪聯同起事 

黄
陂
 

聶
口
 

考
感
相
繼
失
陷
 

漢
口
拾
六
日
電
，
本
處
附
近
之
外
國
僑
民
因
懼
 

亂
事
發
生
>
昨
紛
逃
集
於
本
處
。經
誌
昨
報
" 

一
核
查
黃
陂
僅
距
漢
口
北

ttt
五
英
里
，
聶
口
距
漢
 

口
熏
十
英
里
一
考
感
距
漢
口
西
北
计h
英
里
 

近
周
日
均
吿
兵
變
。此
等
地
方
之
防
軍
現
與
共
 

匪
合
作
、
聯
同
起
事
将
地
方
收
管
云
一
』 

•
陳友仁否認曾與日直接險 

謂
日
方
所
傳
之
新
聞
是
僞
造
 

南
京
十
五
日
電
，康
友
仁
是
日
宣
言
云JC
東
京
 

所
傳
余
因
接
到
美
國
照
會
後
。
。卽
於
是
星
期
首

龍岡公所卄 一 年職員表 

執
行
委
員
 

趙
盈
祥
 

關
崇
頴
 

張
炳
堅
 

關
燿
南
 

劉
煥
堯
 

趙

邦

立

劉

奕

關

紹

曾
 

張
餘
慶
 

常
務
委
員
 

張
炳
堅

候
補
執
行
委
員
 

劉
孟
義
 

劉
蔚
成
 

張
椿
杰
 

監
察
委
員
 

張
華
勳
 

關
崇
爵
 

劉
孔
正

候
補
監
察
委
員
 

趙
 

祥

中
文
主
任
 

張
餘
慶

幹
事
 

劉
炳
望
制
孟
義
 

關
若
愚
 

趙
里
鵬
 

西
文
主
任
 

超
榮
燦

幹
事
 

趙
里
赠
闕
紹
曾
 

劉
廷
恂
 

趙
 

祥
 

理
財
主
任
 

關
崇
潁

幹

事

張

作

趙

邦

立

交
際
主
.
此 

張
椿
杰

幹
事
 

制
孔
正
 

關
若
愚
 

張
培
遇
 

關
勳
和
 

調
查
主
任
 

趙
 

勝

幹
事
 

劉
蔚
成
 

關
勳
厚
 

關
耀
崇
 

劉
希
經
 

關
國
堯
 

很
培
禧

庶
務
主
任
 

關
崇
菊
 

幹
事
 

關
國
瓊
 

關
國
煦
關
炳
文
 

SIJ 
祥
 

張 

龍
 

—̂sŝ
ffi®̂
^

國
聯
曾
公

協
約

—非
戰
條
約
。
均
同
虛

設
；
不
能
制
止
日
宼
救
中
國Z
危
急
。。令
人
大
 

受
反
響
。亦
减
軍
之
阻
力
也
•
。加
以
英
國
不
肯
 

隨
美
慢
約
而
向
日
方
警
吿
。。致
情
形
更
惡c 

美
國
人
民
操
有
外
國
負
欠
壹
萬
卄
兆
之
債
權
 

惟
英
法
及
其
他
債
務
國
藉
口
，
日
德
不
還
我
亦
 

不
還
 

美
政
府
其
將
取
消
戰
債
歟
■
或
大
减
戰
 

債
歟
 

抑
任
各
債
務
國
自
動
的
片
面
的
宣
佈
終
 

止
債
小
歟
。
是
現
時
重
要
問
題
一
。

•
漢奸感洽率車 

與
吉
林
省
軍
激
戰
 

哈
爾8
十
瓦
日
電
。C

自
日
賊
侵
佔
東
三
省
以
來
 

一
是
日
爲
漢
奸
熙
洽
部
軍
與
中
東
鐵
路
警
備
司
令

,t

、

靈
：
不
是
寄
託
於
偶
像
的
、也
小
是
寄
託
於
虛
 

跨
悠
久
歷
史
的
。
一
更
不
是
寄
託
於
幾
個
党
國
猛
 

人
的
。。寄
託
在
什
麼
一
。就
是
在
羣
衆
裏
面
一
。祇
 

要
羣
衆
都
能
自
然
而
然
捧
出
熟
烈
的
赤
顆
顆
愛
 

國
心
。
時
時
刻
刻
表
現
出
來
一
 
世
界
的
强
暴
； 

才
不
敢
輕
於
向
我
們
嘗
試
'
。読
到
此
壹
句
，吾 

党
尙
可
不
從
速
打
倒
這
殘
害
民
衆
的
惡
党
府
囑

載
特襄處心積畫我滿蒙 

之毒計門
田
中
對
滿
蒙
積
極
政
策
執
奏
之
件
 

拓
殖
省
設
立
之
必
要
• 

又
如
反
對
黨
每
在
滿
蒙
方
面
所
查
知
之
事
：
往 

往
提
出
中
央
県
而
作
反
對
材
料
。。如
上
之
行
動
 

爲
吾
國
外
交
上
最
不
利
益
之
現
象
故
吾
國
之
對
 

滿
豪
""
此
後
必
須
變
更
其
主
義
以
期
勇
往
邁
進
 

。
。是
故
其
施
爲
之
中
心
點
必
須
集
中
於
東
京
。。 

第
 
可
以
保
守
其
秘
密
。
第
貳
可
杜
絶
支
那
政
 

府
採
探
我
國
之
進
行
；
第
三
可
避
事
前
被
各
國
 

疑
視
:
第
四
可
以
收
束
滿
蒙
四
頤
政
治
爲
統
壹
 

。。第
五
可
保
內
閣
與
滿
蒙
關
 s
官
廳
之
接
近
及
 

可
溶
冶
爲
一
 »
:

以
便
全
力
對
待
支
那
。。因
有
 

如
此
種
種
之
利
害
起
見
，
仍
依
伊
藤
及
桂
太
郎
 

合
倂
朝
鮮
之
主
旨
，
設
立
拓
殖
省
以
專
管
田
蒙
 

進
取
之
事
務
。特
以
嘉
膚
及
朝
鮮
樺
太
等
殖
民
 

.地
付
之
管
掌
爲
題
。其
實
務
仍
以
滿
蒙
進
出
爲
 

.
目
的
)•
以
期
混
淆
世
界
聴
明
亦
可
防
遏
國
內
不

統
壹
之
暴
露

〔
未
完
一
 

跟特
士

今
晨
接
駐
滬
訪
員
來
電
云
 

6

國難維持會二電列救國 

十大計劃。。請新黨府執 

行。。以收復東北失地。。 

黨府不能辦。一 請自解散 

。還政國民。。

C

孫科等在南京會議Q

公

正副財政部長均辭職： 

决任陳銘樞爲財政部長 

。。陳銘樞亦决辭行政副 

長。Q 以交通部長李濟深 

補任行政副長。、 

e

吳鉄城到上海二招集各 

銀業家會議 磋商借債 

C

各銀業家以陳銘爲5
 

政部長。，並無理財學識r 

。。大爲反對。

。馬占山將軍：一 意貫澈

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