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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
行
委
員
 

趙
屛
珊
 

制

奕
 

制
煥
堯
 

關
崇
穎
 

劉
孟
義

張
炳
堅 

關
耀
南 

張
椿
杰 

張
餘
慶 

常
務
委
員
 

趙
屛
珊

候
補
執
行
委
員
趙
邦
立
 
關
崇
爵
 
張
華
勳 

監
察
委
員
 

趙
盈
祥
 

趙 

祥 

關
耀
崇 

候
補
監
察
委
員
趙
邦
立

中
文
主
任
 

關
若
愚
 

助
理 

友
餘
慶

劉
孟
義
 

趙
盈
祥

一
希

關
勳 
和 

張
培
遇 

張 
BB

理 理 理 理 理
助
理

趙
榮
燦 

張 

作 

趙 

祥 

張
椿
杰 

關
勳
厚

關
崇
菊

西
文
主
任
 

理
財
主
任
 

宣
傳
主
任
 

交
際
主
任
 

調
查
主
任

庶
務
主
任

帽黃江夏總堂竺年職員表

◎
雲均中華會館通吿 

爲
通
吿
事
照
得
本
會
館
上
任
職
員
于
去
年
貳
月
間
舉
行
籌
#

十 

九
路
軍
軍
餉
曾
經
結
束
前
已
寄
發
徵
怙
錄
分
交
仔
地
社
團
及
僑
 

胞
鑒
閱
惟
恐
間
或
未
有
週
及
第
因
無
從
郵
遞
偷
若
有
僑
胞
未
領
 

到
徵
信
錄
者
及
有
看
閱
.後
對
於
前
捐
欵
言
未
相
符
或
未
列
尊
 

名
務
請
將
收
條
寄
來
以
憑
稽
核
爲
此
合
而
通
吿
仰
一
 
寵
知
照
此

更
嚙
辘
皆
辘
，M

珊
>
#
m
 

C
hinese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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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ncouver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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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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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廿
貳
年
 
一 
月
拾
七
日

厂

普路哥〕橙菓批發

兼辨土產生菓書瓜養 

美國出產發行貨鮮便廉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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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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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奕 

司理人震同啓

寧黨府電覆廣州西南執 

行委員會p
。謂已籌備抗 

倭計劃。。亚勸胡漢民與

李濟琛來寧
。
。

0
黃签偕李宗仁)。由香 

港赴廣州晤陳濟棠：請 

陳合作拒日，。

。段祺瑞由天津抵南京。 

將往上海與蔣介石談商 

拒日計劃
重
妻
电
帆 

■
倭調今年新徵之兵赴華 

東
京9

電 
。本
京
軍
政
部
决
議
•
。飴
時
調
遣
， 

一 
九
三
三
年
新
徵
之
兵
豈
大
部
份
至
東
三
省
。 

歸
僕
陸
軍
大
將
武
藤
信
義
指
揮
。。以
備
與
華
軍
 

作
戰
了
此
等
新
兵
是
日
均
向
倭
國
境
內
各
處
兵
 

站W
名
。，聽
令
出
發
。。而
同
時
一
九
三
一 
年
历
 

徵
之
兵
與
國
內
退
伍
兵
士
。。均
須
逗
留
營
內
。。 

不
准
其
藉
詞
在
軍
中
服
役
兩
年
期
滿
。。卽
行
退
 

伍
歸
家
。q

此.乃
本
京
軍
政
部
代
言
人
所
宣
怖
者
 

，。據
可
靠
軍
事
家
評
稱
。。倭
軍
政
部
斯
種
舉
動
 

之
宗
旨
禺
增
擴
東
三
省
之
日
賊
兵
力
五
成
。
蓋 

東
三
省
日
賊
隊
數
雖
不
見
增
加
二
而
其
人
數
則
 

須
增
加
也
。。

有K
謂
此
等
新
徵
之
兵
開
赴
東
三
省
後
。，祇
駐 

防
安
謐
之
區
。、而
將
嫻
於
戰
陣
之
兵
調
赴
前
線
 

。。使
之
與
華
軍
對
壘
、。

刻
下
倭
宼
總
司
令
武
藤
信
義
。"
在
東
三
省
所
統
 

之
日
賊
約
四
萬
之
衆
云
。。

。
寇
軍
 擬於本年夏季前陷熱河 

東
京
二
十
日
電
。。焼
倭
寇
訊
稱
。。熱
河
省
邊
境
 

東
南
部
之
華
人
義
勇
軍
是
日
彼
倭
賊
逐
散
:
分 

三
路
入
犯
熟
河
之
賊
軍
已
會
於
一
 
處
。。此
三 

路
賊
軍
會
合
後
。。即
進
而
侵
犯
熟
河
。。 

是
日
本
京
軍
政
部
之
代
言
人
宣
佈
。。謂
倭
軍
次
 

於
本
年
夏
之
前
佔
領
熱
河
。。蓋
熟
河
省
爲
北
京
 

之
門
戶
。賊
軍
.佔
領
熟
河
後
。則
可
控
扼
北
京
也
 

•
海盜十五名刼掠華輪

失
脏
甚
鉅

上
海
二
拾
日
「聯
合
通
訊
社
」電
。"
本
處
華
字
報
 

是
日
刊
載
寧
波
訊
云
一
。來
往
中
國
海
岸
之
華
人
 

輪
船
大
和
號
。。是
星
期
二
晚
遭
海
盜
十
五
名
截
 

刻
。。船
中
華
人
搭
客
四
百
人
之
銀
物
均
爲
盜
捜
 

刻
凈
盡
。。該
輪
之
夾
萬
貯
有
墨
洋
二
拾
萬
元
。
。 

办
被
匪
奪
去
。
其
後
匪
强
迫
船
主
將
船
駛
往
寧
 

波
附
近
之
小
島
)
始
行
登
岸
逸
去
)
。鼓
輪
旋
駛
 

返
寧
波
。
船
中
未
置
有
無
綫
電
機
)
。匪
此
次
行
 

一
却
該
輪
未
放
宣
槍
彈
云
。。

•
天津日賊

— 

謂
張
學
良
命
監
犯
組
織
暗
殺
團
 

天
津
廿
日
「統 W
通
訊
社
一
電
。。本
處
倭
僑
是
日

發
出
消
息
。。謂
張
學
良
近
日
由
北
京
監
獄
中
釋
 

出
犯
人
三
拾
名
。「但
張
氏
限
令
彼
等
出
獄
後
： 

須
組
織
暗
殺
團
，、。專
意
謀
殺
倭
方
有
名
人
士
云
 

•
鄭孝胥與武藤被炸訊一 

北
京
廿
一
日
(
統
一
通
訊
社
)
電
。一
頃
據
中
國
官 

塲
通
訊
機
關
。。國
民
通
訊
社
發
佈
。。謂
是
日
傳
 

聞
東
三
省
僞
國
國
務
總
理
鄭
孝
胥
一
，與
日
賊
總
 

司
令
武
藤
信
義
於
元
月
拾
二
田
在
盛
京
車
站
被
 

人
炸
傷
。。

上
海
同
日
(
聯
合
通
訊
社
)
電
。丫
本
處
是
日
謠
言 

品
盛
。
謂
鄭
孝
胥
與
武
藤
信
羲
兩
賊
在
長
春
車
 

站
被
人
抛
擲
炸
彈
。、鄭
當
塲
難
命
一
。而
武
藤
則
 

負
重
傷
云
。■
此
種
消
息
品
難
卽
時
證
實
，。因
倭
 

宼
検
查
新
聞
頗
嚴
也

•
德國械彈運滬之倭訊 

上
海
二
十
日
(
聯
分
通
訊
社
)
電
。
據
天
津
倭
賊
 

訊
稱
。。南
京
政
府
向
德
國
所
購
之
軍
械
彈
藥
一
。 

其
第
 
一 
批
已
運
抵
上
海
 
。第
二
批
亦
將
於
下
月
 

中
旬
抵
滬
一 
又
孔
祥
熙
在
美
國
已
與
美
公
司
訂
 

購
値
美
金
二
千
五
百
萬
元
之
軍
火
云
"
。

■
饕又炸擊開魯

通
遼
卄
 
一 
日
電
。。是
日
倭
蜂
飛
機
又
向
熟
河
省
 

開
魯
城
抛
擲
炸
彈
。。此
爲
本
星
期
內
賊
機
矗
炸
 

開
魯
之
第
三
次
;
賊
謂
開
魯
城
集
有
華
兵
甚
衆
 

。故
向
之
轟
炸
 
今
囘
轟
炸
使
開
魯
城
華
人
受
重
 

大
損
害
云
。。

日
賊
謂
集
中
開
魯
之
尊
軍
約
三
萬
三
千
之
衆
。c  

皆
爲
朱
錦
肅
 
譯
音
〕所
部
：
宼
方
飛
機
间
之
炸
 

擊
。。則
可
阻
止
此
三
萬
餘
華
軍
攻
擾
滙
合
於
本
 

處
之
鐵
路
線
二
條
、。而
通
遼
城
可
亦
免
受
華
軍
 

之
攻
擊
。

■
段祺瑞不受日賊煽誘

段
偕
吳
光
新
南
下

天
津
什
'
一
日-
聯
合
通
訊
社
 
電
。
前
任
中
國
執
 

政
段
祺
瑞
，是
日
拒
絕
日
寇
之
煽
誘
 
蓋
寇
賊
命
 

段
在
華
北
另
立
一 
政
府
。。以
與
警
府
對
抗
)
。以 

備
打
通
溥
儀
在
華
北
重
登
帝
位
之
路
-
。今
宼
賊
 

斯
種
陰
謀
吿
失
散
。

蓋
段
氏
與
其
他
反
對
客
府
之
著
名
人
物
；
是
日 

已
往
南
京
。以
便
於
此
危
急
時
期
內
襄
助
客
府
 

拒
禦
外
寇
、C

段
祺
瑞
氏
等
已
偕
同
前
介
石
之
代
 

表
一
名
南
下
。--
蓋
段
等
此
次
南
來
由
蔣
介
石
邀
 

請
也
。，

偕
同
段
氏
南
下
者
。。則
有
前
任
北
京
政
府
陸
軍
 

部
長
兼
河
南
省
督
軍
吳
光
新
及
其
他
平
日
反
對
 

W
 府
之
份
子
；

一
華
人
視
段
等
今
囘
南
下"
。爲
最
重
要
之
事
一
。蓋 

日
賊 >
事
頭
目
曾
誘
段
在
北
京
組
織
一
 
緩
衝
國 

政
府
C
C

今
段
旣
赴W
0

。可
知
賊
之
計
劃
無
成
云
 

•
內田囈語滿口

謂
熟
河
爲
僞
國
之
壹
省

東
京
廿
一
日
電
、。本
京
外
交
部
大
臣
內
田
康
哉
 

。。是
日
在
本
京
國
會
演
説
。。謂
現
目
倭
政
府
對
 

外
政
策
决
不
更
變
 
謂
日
本
將
繼
續
保
護
僞
一
、滿 

洲
國
」。代
該
國
淸
除
內
憂
與
外
患
：
熟
河
原
爲
 

僞
「滿
洲
國
」之
一 
省 

C

今
華
軍
「侵
入
」該
省
一 

故
日
賊
必
須
將
華
軍
逐
出
云
。

■

盟
會將最後决書期延長 一 日 

勒
令
日
寇
依
期
答
覆

4>C
M
!*0.b*hK2iy

殆
爲
意
中
之
事
。。以
中
國
民
族
之
碩
大
。、中
日 

民
族
間
歷
史
關
係
之
惡
劣
 
。國
人
一 
息
尙
存
。。 

决
丕
能
受
任
何
人
之
率
領
。"
以
乞
降
於
敵
人
之
 

前
。6
則
今
後
中
日
間
.
之
鬥
爭
一
。其
將
日
趨
擴
天
 

。，日
趣
激
烈
。殆
爲
理
有
固
然
勢
所
必
至
。 

.
吾
人
於
此
、一。有
須
鄭
重
爲
 
團
人
吿
者
。。則
日 

本
带
國
主
義
對
華
侵
嚳
之
加
緊
。。旣
爲
其
國
內
 

資
本
主
義
發
達
必
然
之
結
果
。。而
幷
非
出
於
一 

貳
政
客
軍
閥
之
野
心
。。倘
猶
欲
望
其
轟
悟
。
冀
 

其
退
讓
。則
貽
誤
於
旣
往
者
。。將
更
貽
戚
於
將
 

來2
吾
人
唯
一 
之
出
路
：
厥
唯
準
備
犧
牲
。。積 

極
奮
鬥
。。而
决
非
任
何
和
平
之
^
^

。 

本

館

特

電

， 

今
晨
接
駐
上
海
訪
員
來
電
云
 

(O

山海關失守後9
。張學良 

7

已數次電催蔣介石北上 

籌
反
劣
一衆貝專卷 

派河應欽北上。現何仍- 

託
詞
森
0此
種
成
可 

以證明蔣有意放棄熱河 

❸
鹿已嗾使僞滿國軍五 

厂
意
熱
。。農張景惠爲 

總司令。鄭國瑞、書
春 

一任•前鋒9
。劇大之鞏人 

動眞人找卦制2®
. 0

？ 

6

北京故宮古物。不久將， 

■
全數運往洛陽與南京p
。

.

保存 

0

大通輪船公司之大和號 

船。。於十七號由上海開 

行往寧波。。幫被匪截 

劫。。次 B
二三十萬元。。 

0

倭整黑龍汪增調救援 

隊兩旅至山海寶城與 

錦州
。鴻占海、李海靑、所部義 

勇軍已包 
通遼。。並克 

復莫里圖。。

6

張學良在其總司令部組 

設空防、。以備倭寇飛机 

來襲。。並派張惠長爲空 

軍總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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