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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B

◎
恭頌良醫 

改
者
弟
患
痔
疾
不
時
發
作
苦 

迭
投
迄
無
效
果
後
見
報
章
始 

門
求
治
蒙
先
生
展
其
所
學
施

小
堪
言
狀
屢
延
醫
療
治
雖
藥
石 

李
門
順
先
生
擅
醫
此
症
遂
登 

神
方
妙
藥
果
然
名
不
虚
傳
不
旋 

于
此
足
見
先
生
於
醫
學
具
有
心

踵
而
厥
疾
頓
宀 

得
與
經
驗
非
一

如
今

肚
者
可
比
弟
感
激
之
餘
無
以
爲
報
特
撰
數

頌
謝 
僑
界
如
有
同

良
醫
者
尙
希
留
意
焉

季
門
順
先
生
現
寓
緬
街
九
五
八
號
漢
興
公
司 

通
信
處
活
生
藥
行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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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 
文 

一 

不
孝
男
研
槃
等
侍
奉
無
狀
痛
遭

家
嚴
雲
晃
黄
公
府
君
不
幸
干
本
年
四
月
廿
七
日
以
病
終
于
醫
院 

享
壽
九
拾
六
歲
研
燊
等
親
視
含
殮
遵
禮
成
服
謹
擇
五
月
廿
七 

日
即
一
星
期
六
〕午
后
貳
時
假
座
績
利
維
夾
片
打
街
角
協
和
教 

會
舉
行
喪
禮
扶
柩
歸
土
忝
屬

親鄕
誼
哀
此
計

戚友

未
亡
人
馬
氏
陳
氏
區
氏
等
拭
淚
硬
袖 

孤
子
研
燊
禮
扶
百
就
百
鴻
百
彩
百
鵬
等
泣
血
稽
順 

女
月
好
月
蘭
月
梅
等
拭
淚 

媳
楊
氏
徐
氏
等
拭
淚 

期
服
孫
蘇
棣 
女
孫
櫻
桃
等
拭
淚

功
服
堂
兄
第
科
拭
淚 

功
服
堂
弟
雲
亭
雲
慶
炳
新
致
光
炳
垣
等
拭
淚 

堂
沸
婦
鄭
氏
譚
氏
譚
氏
林
氏
等
拭
淚 

功
服
堂
姪
初
昆
天
宗
秋
禮
秋
賞
秋
明
等
拭
淚

聞

堂
姪
婦
鄧
氏
鄭
氏
等
拭
淚 

總
服
堂
姪
孫
亞
昆
拭
淚 

^
^

服
堂
姪IS

錦
拭
淚

/鳴 
謝， 

一 

啟
者
本
支
社
於
月
之
拾
四
號
舉
行
第
九
週
年
紀
念
典
禮
荷
蒙
洪
一 

門
總
辦
事
處
各
機
關
致
公
總
分
堂
達
權
總
支
社
各
昆
仲
惠
來
祝 

詞
祝
電
賀
金
等
同
人
拜
領
之
餘
不
勝
銘
感
謹
將
惠
名
錄
列
聊
伸 

謝«
 

滿
城
達
權
支
社
同
人
鞠
躬 

雲
城
總
辦
事
處
麻
詞 
沙
城
致
公
堂
達
權
社
祝
詞 

維
城
致
公
總
堂
祝
詞 
m
巴
崙
致
公
堂
達
罐
社
祝
詞 

維
域
達
權
總
社
賀
金
五
元
祝
詞 
企
倫
打
致
公
堂
達
權
社
祝
詞 

滿
城
致
公
堂
祝
詞 
穩
地
辟
致
公
堂
達
權
社
祝
電 

滿
城
洪I:

體
育
會
祝
詞 
雲
城
劉
孔
正
馬
德
洽
林
善
同
祝
詞 

片
市
魯
別
鄺
春
田
陳
宜
偉
黃
平
司
徒
文
任
祝
詞 

経
約
美
東
司
徒
美
堂
祝
詞 
滿
城
美
和
校
賀
金
二
元
祝
詞 

等
城
張
椿
杰
林
翰 
兀
祝
詞 
滿
城
憲
政
党
祝
詞 

網
城
鄧
雲
章
鄧
錫
文
劉
希
祝
岑
永
和
黃
子
華
阮
杰
祝
詞 

滿
域
陳
應
創
賀
金
二
元 
滿
城
譚
俊
琰
祝
詞 
滿
城
黃
金
灼
祝
詞 

云.寧
暗
市
党
致
公
堂
達
權
社
祝
詞 
夏
路
福
市
致
公
堂
祝
詞 

柯
地
和
致
公
堂
憲
政
党
祝
詞 
卡
技
利
致
公
堂
達
權

JIH:
祝
詞 

雲
毋
達
權
社
賀
金
貳
元
祝
詞 
雲
埠
致
公
堂
祝
詞 

蘭
頓
致
公
堂
祝
詞 
錦
碌
致
公
堂
達
權
社
祝
詞 

坎
問
頓
致
公
堂
達
權
社
祝
詞 
列
必
珠
致
公
堂
達
權
社
祝
詞 

都
城
達
權
社
祝
詞 
都
城
洪
門
體
育
會
祝
詞 

^^^^^_^^^^^^^^
▲
銀礦股票 

償
錢
日
日
增
漲
早
日
投
資
可
遭
厚
利
欲
知
其
詳
細
消
息
者 

請
詢
小
號

電
話Seym

our  8624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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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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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納。。中
倭
停
戰
會
後 

半夜會議。。議兩句鐘久 

。。未
能
解
决
。各請政府

- • • • • • • • • • • • • • ♦ 

一具純金粹玉之質有旋乾轉坤之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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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大比九牛二虎 效速做風馳電掣" 

A

參

茸

雖

好

」 

未
必
人
人
可
服 
未
必
時
時
可
服

惟華夏添精丸

處
方
巧
妙
：
煉
製
得
宜
：
用
法
簡
便
：

今
晨
七
点
鐘
上
海
訪
員
專
電
云 

、 

0
北京賊使館之秘書、、參、 

贊、及軍事隨員。機
七( 

•
時見黃郛、何應飢、將停 

•戰條件正式献迫黃、何、
6̂
緒

1
黔̂

^

密

一 

昨
晨
七
點
鐘
接
香
港
訪
生
來
一

e
黃郛、何應欽、爲停戰事 

::
通夜。。英、法、公使

於夜半見黃。。出任斡

。。献中、倭、議和辦法。。 

. 
黃遂於卄三晨與英公使 

"
藍森

—
代表等。。在北 

"
二京歌再會。一議决停戰 

e
‘
w
w
r

。華軍撤至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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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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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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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
^
量撤兵 

场
ii核
3

畲w
srt  

)
現
蒲
危
爲
零
。「
， 

.一zSS  

-  •白SM

警我*"
二

O
 D
5
^

敵
至

^
^
^
腫 

产電西南。。謂進.：，
，
， 

3 •部下誤會。。傳聞何實受 

/
蔣介石密令C
O

阻止十九

路軍北上。，

論 
T7
反亠

立
憲
政
治
常
軌
的
說
一

武
力
主
高
橋
豊
旦
辭
職
一
齋
藤
內
閣
就
應
該
瓦 

解
。但
何
以
到
現
在
。。並
不
曾
發
動
倒
閣
運
動 

e
 
。其
原 

S.
。
第
一 
。。是
政
友
會
內
部
意
見
不 

. 4
致
。
久
原
派
床
次
派
的
對
立
不
能
消
除
，。鈴 

沐
幾
乎
不
能
統
率
：
假
使
正
式
细
閣"
。則
政
友 

會
本
身
。
就
不
免
分
裂
。
第
二
。。是
對
軍
部
和 

元
老
方
面
。。都
不
能
求
得
充
分
的
諒
解
。c

何
天 

瞬
謂
政
黨
政
治
。。自
從
九- 
八
事
變
之
後 
。卽 

e
壽
終
正
寢
。。至
於
國
民
同
盟
。一
雖
號
爲
法
西 

唾
的
代
表
團
寵
。。與
軍
部
和
平
沼
等
都
有
相
當 

衝
切
關
磨
奇
是
議
院
實
力
很
小
；
事
實
上
不 

B
悬
翳

<'
的
尾
巴
。。自
已
決
沒
有
實
力
一
所
以 

一一

得
吵
吵
丿 
幷
不
發
生
上
層
的
政
治
影
等
和
下 

展
的
羣
衆
影
響
。。 

〔未
完 
一

^
^
^
^
^
^
^
^
^
^
^
.

@
@

調

^

^

^

4

文品 
益
氣
養
血 
健
腎
補
腦 

/
方
厶
冃 
培
元
固
本 
廣
嗣
延
年 

、■
•
、^6"^-"5^^~^^

小
便 

A
主治 
夢
洩
遺
精 
腰
膝
痛
軟 
耳
鳴
眼
花 

一- 

精
神
不
足 
陽
事
不
舉 

香
港
發
行
所H

w
a  H

sia  D
rug  C

o  

皇
后
大
道
中319  Q

ueers  R
oad・

、C. 

三
百
十
九
號 

H
ong  Kony  C

hina  

◎
加屬各埠代理處

E(

城
埠)
德
隆
號
(
雲
埠)
元
發
號 
金
利
源•
合
生
號 

~ 

中
原
興 
廣
濟
堂 

(
(
滿
埠)
泗
盛
號
(
都
城
二
幅
源
公
司
，

・前綫賊卒仍砲擊我軍 

▲
休
戰
協
定
尙
未
成
立
說 

瀋
陽
廿
五
日(
統 
一 通
訊
社
一
電
：
以
今
日
情
形 

言
。前
線
日
寇
仍
發
大
砲
射
擊
華
軍
防
線-
可 

知
近
頃
所
傳
駐
北
京
之H
寇
代
表
已
與
中
國
當 

道
妥
訂
休
戰
條
件
説
。一
乃
是
傳
聞
之
誤
。- 

■
逆
軍
佔
寧
河
之
賊
訊" 

瀋
陽
廿
五
日L

統
一
通
訊
社
一
電
。。今
日
據
日
宼 

訊
稱
。
僞
滿
洲
國
旗
已
高
扯
大
津
東
北
端
之
警 

河
縣
城
。，該
旗
書
有
「救
國
軍
」二
一
字•
。 

•
停戰與續戰傳說不一 

八
倭
賊
限
我
方
於
二
一
日
內
接
納
條
件
說 

北
京
卄
四
日.•
聯
合
通
訊
社)
電
。
自
昨
日
兩
軍 

休
戰
說
傳
播
後
一
。是
日
本
處
地
方
情
形
已
畧
吿 

弛
緩
。據
華
人
報
吿
；
日
賊
曾
限
令
中
國
軍
事 

當
軸
於
三
日
內
接
納
賊
方
所
提
秘
而
不
宣
之
和 

平
條
件
。。然
無
論
如
何
。。中
倭
兩
方
尙
未
訂
有 

何
合
約
。。關
於
休
载
合
約
說
。，據
華
人
報
章
所 

載
亦
有
異
同
。有 
一 部
份
報
章
載
謂 
前
線
各
軍 

已
休
戰J
。。另 
一 部
份
報
章
則
載
謂
『戰
事
刻
仍 

繼
續
進
行
。。日
賊
軍
隊
已
侵
近
北
京
」云
。 

有
人
信
得
華
軍
須
向
後
退
却
乃
休
戰
條
件 
。筆 

軍
之
新
防
線
將
由
蘆
台
。。卽
由
距
天
津
卅
英
里 

地
點
起
至
渤
海
岸
止
。、另
一 
部
份
華
軍
將
退
至 

通
州
。
其
防
線
將
旋
繞
北
京
之
東
北
兩
端
。。兩 

端
距
離
約
二
十
英
里
云
。。

•
長城以南設獨立區域說 

▲
韓
複
渠
與
黃
郛
將
管
治
獨
立
區
域 

北
京
廿
四
日 
聯
合
通
訊
社
〕電
。。昨
據
天
津
方 

面
華
人
訊
稱
。中
倭
兩
軍
停
戰
說
乃
以
〔另
設
獨 

立
區
域 
爲
根
據
、此(
獨
立
區
域
」由
長
城
以
南 

起
，。將
由
山
東
省
府
主
席
韓
複
渠
暨
寧
时
八
表 

黃
郛
兩
人
統
治
云

•
休戰協定將調印於密雲 

東
京
也
四
日
，聯
合
通
飢
社
、電
、。是
日
據
本
京 

外
務
省
宣
布)
。謂
中
倭
休
戰
協
定
將
於
明
日
在 

檀
雲
由
雙
方
代
表
調
印
。一
密
雲
縣
在
距
北
京
以 

北
加
英
里
。。

，

•
懷柔全被賊佔說 

僞
都
長
春
廿
四
日
電V
賊
酋
西
義-
氏
所
部
之 

兵
於
昨
日
正
午
完
全
佔
領
懷
柔
縣
云
。。 

■
通
州
華
兵
十
名
陣
亡• 

毛
京
廿
四
日..聯
合
通
訊
社)
電
。。是
日
據
駐
通 

州
美
傳
教
士
訊
稱
。。昨
夕
中
倭
兩
軍
又
在
通
州 

東
郊
交
鋒
、
華
軍
雖
奉
令
撤
離
通
州
二
但
仍
駐 

守
東
郊
之
防
線
。。賊
軍
攻
之
。。華
兵
拾
名
陣
亡 

。一
通
州
城
內
針
有
美
國
籍
學
童
七
八
十
名
』。刻 

下
華
軍
救
援
兵
紛
舐
通
州 
。故
該
處
將
繼
續
發 

生
戰
事
。。

又
通
州
城
內
各
教
堂
藏
有
難 
氏
萬
名
。。 

•
石井圖■

美國 

，
▲
謂
日
宼
決
不
入
據
京
津 

華
盛
頓
廿
三
日
〔統
一
通
訊
社
〕電
。C

是
日
倭
政 

府
之
代
表
石
井
菊
次
郞
。C

向
美
國
各
報
宣
言
。。 

謂H
寇
决
不
侵
進
北
京
與
天
津
兩
城
云
。。石
井 

氏
未
發
此
言
之
前
。駐
北
京
之
美
國
官
塲
觀
察 

家
曾
報
吿
美
政
府
，。謂
日
宼
將
於
兩
日
內
入
據 

*
 凉 
!0}

訓令。

9

擊
於
二
十
三
二
佔
懷
柔 

時。。在義順與我方軍隊 

混戰極烈。肉搏數十次 

雙方傷亡甚衆。。

0
獸卒隔河砲轟通州南站 

。附近各地屋宇多被毀 一 

0
卄四日晨九時。。有獸機

架飛過北京偵察
C

又據 
一 消
息
。我方軍事 

當局。。已允賊要求。。退 

出京津路以 
。。中倭停

條件。。於卄四日簽字

我軍退出京津綫)
。獸卒 

仍駐現目所佔地。。

•
我軍仍在通州與賊戰 

▲
傅
徐
兩
將
軍
部
隊
力
抗
倭
賊 

北
京
廿
三
日
〔統 
通
訊
社
一
電 
據
最
近
訊
稱 

。。日
賊
砲
火
雖
猛
攻
通
州
之
華
軍
防
線
。。但
華 

兵
仍
在
通
州
與
賊
相
持 

C

該
地
華
軍
防
線
約
距 

弥
京
十
至
十
二
英
里
。。

本
日
午
后
美
國
統
一
一
通
飢
社
之
訪
員
某
氏
至
距 

北
京
北
端
甘
英
里
之
華
軍
防
線
視
察
。。該
防
線 

地
点
乃
倭
賊
重
砲
火
光
所
射
及
者:
蓋
賊
尊
由 

北
方
南
下
。。卽
向
此
防
線
內
之
華
軍
攻
擊
也
。。 

守
此
防
線
者
爲
傅
作
義
將
軍
所
統
之
第
七
十
三 

師
"
。聲
徐
庭
瑤
將
軍
所
部
之
第
十
七
師
。一
劇
徐 

麻
人
所
部
之
師
在
此
處
力
拒
賊
軍
前
進
云
。 

(
一馬將軍請美败華抗倭 

伯
林
廿
二
日(
統
-
通
訊
社
、電
。。著
名
之
中
國 

馬
占
山
將
軍"
。近
由
西
伯
利
亜
抵
本
京
一。以
便 

取
道
返
勲
。。馬
將
軍
在
本
京
曾
發
論
主
張
睛
美 

國
協
助
曲
國
抗
拒
倭
寇
云
。

■
何
赚
欽
下
金
兵

▲
北
京
軍
備
一
空

北
平
廿
四
日
，(統
一 
通
訊
社)
電
。.
是E

本
處 

之
事
府
軍
政
部
長
何
應
欽
氏
：
下
令
所
部
軍
奪 

卽
時
撤
離
北
京
。。蔵
遺
警
察
在
城
中
維
持
地
方 

治
安
。。何
氏
此
舉)
。發
於
日
賊
將
抵
北
京
城
門 

時
。。於
是
北
京
軍
備 
一 空
。、幾
成 
一 種
中
立
地 

帶
云
。。

•
我方救援隊紛抵通州 

▲
北
京
城
情
形
不
如
前
之
緊
張 

北
京
卄
四
日(
聯
合
通
就
社)
電
。。近
頃
雖
紛
傳 

前
線
之
中
倭
軍
珍
休
戰
。。但
是
日
華
軍
救
援
處 

數
枝
抵
通
州
。。此
地
距
北
京
東
端
十
三
英
里
。。 

故
中
倭
鼠
隊
在
筋
處
將
卽
時
繼
續
交
鋒
。。北
京 

一
隅
之
地
表
面
上
已
覺
平
靖
。e
茲
華
人
遷
離
北 

京
鞍
前
爲
緩
。、因
步
人
覺
得
中
倭
軍
隊
將
不
以 

本
處
爲
戰
塲
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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