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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

汪
精
衛
現
已
離
法
囘

本
公
司
在
緬
街
壹
六
貳
九
號

上
等
煤
炭
定
價
毎
順
拾
元
、、若 

「
主
象
」
將
此
段
吿
白
剪
出
、、持
來
本
公 

」
司
交
易
、則
可
得 
扣
折
九
毫
、 

即
每
噸
收
銀
九
元
半

本
公
司
所
造
之
速" 

車
、、最
爲
經
久
更

E  

用
、且
費
用
甚
少/
 

若
在
本
工
塲
修
整
令

6
廣
州
珠
江
鉄
橋:
現
已
竣 

工
。。定
十
五
日
舉
行
開
橋
禮 

重
 
栗

電

柄

•
僞
外
交
次
長

上 模 是 金 公 斤 用

炭

煤

電
話

—千
汝
地
五
貳
宣 

幷
招
華
人
經
紀
、代
理
售
媒

B 
29

貨
車
、、可
節
省
駅
一 

候
及
銀
両
：
華
瓦 

光
顧
、極
表
歡
迎
「 

〔地
點
〕貳
街
西
貳
九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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歆
迎
來
參
觀
本
店
新
菜
種
價
廉 

物
美

長
春
十
三
日
電
。。本
處
僞
外
交
部
次
長
日
奴
大 

橋
忠
一
。，是
H

宣
言
云
，。盟
會
會
員
或
別
國
专 

不
承
認
滿
洲
國
。
僞
政
府
将
不
惜
與
之
斷
絕
商 

業
關
係
云

•

倭B
內
交
易
所
均
吿
閉
門 

股
票
價
暴
跌
市
情
混
亂 

東
京
拾
五
日(
統 
一 通
訊
社)
電
。。是
日
午
后
一 

点
鐘
日
本
國
內
各
堆
股
票
交
易
所
：
皆
隨
本
京 

交
易
所
之
後
塵
。
閉
門
停
止
營
業
一。本
H

午
間 

東
京
股
票
交
易
所
內
各
項
新
股
票
價
錢
暴
跌
一。 

致
市
情
混
亂
。。結
果
核
交
易
所
遂
閉
門
停
止
營 

業
。。聞
明
日
亦
不
開
門
復
業
。

地 止
 

接 近 詩 晏

連
亠 

『尼 
(
種) 

(
子) 

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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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 喜 士 貨

小
广
，I
；
，(

紅
卡
律 

生
菜
米 

丕
益
米

每
磅
一
元
一
毫 

每
磅
壹
元
七
五 

每
磅
壹
毫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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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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鎌

紅
蘿
白
仔 
每
磅
七
毫

波
菜
米 

葱
頤
米 

紅
必
米 

椰
菜
米 

黃
瓜
米 

番
茄
米

每
磅
三
毫
五 

每
磅
壹
元
六 

每
磅
六
毫
力 

每
磅
三
元 

每
磅 
一
元
貳
五 

每
磅
叁
元

車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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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
務
委
員 

鶴
儔

執
行
委 U
 

鶴
儔 
H

如 
其
耀 
漢
明 
照
初 
萼
生
給
珉

2

一1

倭
國
尙
未
脫
離
盟
會

◎
點
問
頓
華
僑
公
所
廿
二
年
職
員
表 

執
行
委
員 
黃
敗
僑 
.
劉
佛
朗 
馬
積
三 
馬
愼
初 
黃
煥
敢 

鄺
炎
山 
馬
光
珠 
爲
發
强

常
務
委
員 
朱
德
煊

候
補
執
委 
余
省
民 
余
能
和 
馬
啟
瑞 
鄧 
耀 
黃
惠
政 

監
察
委
員 
胡
養
民 
馬
國
倫 
趙
龍
顧 
余
林
慶 
余
祝
平

馬
本
廷 
黃
定
國

候
補
委
員 
馬
伍
俊 
朱
開
敏 
朱
昌
柱 
黃
禮
文 
崔 
嵩 

中
文
主
任 
黃
惠
政 

0

員 
鄺
吉
敬 
馬
漢
南 
麦
炳
煥 

西
文
主
任 
黃
安
仔 

0

員 
朱
武
蔚 
余
榮
潤 

交
際
主
任 
盤
照
昌 

0

員
朱
饋
棠
，陳
如
樂 
雋
梅
俊 

理
財
王
任 
馬
述
倫 

0

員
黃
仲
 
馬
椒
俊 

宣
傳
主
任 
黃
崇
椿 

，0

員 
黃
龍
柱 
司
徒
俊 
.朱
沃
生 

查
調
主
任 
馬
錦
慶 

0

員 
馬
昌
富 
黃
仲
儒 
李 
鏡 

~ 

恁
啟
瑞 
黃
天
習 
馬
植
二 
一 

收
經
費
主
任
馬
遠
想 

0

員
黃
英
梁
東
海
 
馬
發
强

黃
崇
胤 
烏
啟
瑞 

工
人
職
業
科
主
任
梁
宇 0

員 
梁
賢
振 
馬
廣
田 
黄
炳
光 

核
數
主
任 
馬
本
廷 

0

員 
馬
蟾
俊 
黃
恭
暢 
黃
窗
禮 

庶
務
主
任 
馬
昌
富 

。
員 
黃
秋
禮 
馬
恒
沛 
李
富
潤

梁
慶
獲 
(
以
上
0

代
科
〕

東
京
拾
五
日(
聯
合
通
訊
社)
電
。。倭
國
是
日
通 

知
盟
會
。，謂
倭
代
表
决
不
與
盟
會
協
商
東
三
省 

案
云
云
。。但
倭
國
脫
離
盟
曾
期
。，須
於
一 
个
月 

內
方
能
實
現
。自
盟
會
主
張
抗
倭
消
息
傳
播
後 

。
倭
國
大
阪
與
名
古
屋
等
處
股
票
交
易
市
塲
。。 

均
於
是
日
午
間
閉
門
。

■
賊
開
元
老
會
議

討
論
脫
離
盟
會
事

東
京
拾
一
五
日(
聯
合
通
訊
社)
電
。本
京
當
軸
刻 

以
脫
離
盟
會
。。事
体
重
大
。。蓋
將
爲
日
賊
歷
史 

之
轉
点
一
。故 
一 時
未
敢
毅
然
下
命
、須
先
行
商 

諸
元
老
院
中
人
。。以
待
元
老
取
決
。。此
等
元
老 

多
爲
往
日
曾
任
首.相
職
者"
。元
老
院
爲
日
賊
國 

內
一 
種
最
重
要
機
關
。。遇
有
大
事 
。倭
皇
及
政 

府
當
局
必
須
取
决
於
元
老
也
。。

以
理
論
上
言 
。國
聯
用
調
和
方
法
處
理
東
三
省 

案
之
舉
。•
仍
未
絕
望
、
但
刻
下
倭
外
務
省
富
局 

決
意
維
持
僞(
滿
洲
國
」
。卽
决
意
拒
絕
將
東
三 

省
之
主
權
交
還
中
國
。
致
倭
國
與
盟
會
無
商
量 

餘
地
耳
，。

•
松
岡
於
二
月
卄
八
日
返
國 

內
田
康
哉
之
訓
令

東
十
五
日(
統
一 
通
訊
社)
電
。。本
京
外
交
部
大 

臣
內
田
康
哉
。。是
日
致
電
國
聯
倭
代
表
團
長
松 

岡
洋
佑
着
其
本
月
末
。。卽
月
之
廿
八
日
左
右
由 

日
內
瓦
返
國
？
松
岡
此
次
若
退
出
日
內
瓦)
是 

爲
日
賊
脫
離
盟
會
之
第
一
步
。C
聞
松
岡
與
倭
代 

表
團
中
人
此
次
擬
取
道
美
國
返
倭
國
、一
伊
在
美 

登
岸
後
。，將
赴
美
京
一 
行
。"
故
有
等
人
料
日
賊 

正
式
脫
離
盟
會
之
舉
。。非
俟
至
四
月
下
旬
不
能 

實
現
云
。。

•
十
九
國
委
員
會

候
補
執
行
委
員
梓
良 
李
芳 
雲
剛 

一 

監
察
七
席 

世
瑞 

、 

監
察
委
員
世
 3
 
銘
南 
冑
針
“一磁 

候
補
崔
察
委
員
希
寰 
森
學 

一  

s

 

科
員 
奶
煒
宗
卓
 
崇
暢 
常
雅 
』
龜
 

科
員 
矩
悅 
奕
濤 
長
謙 
暢
林 

相
員 
其
团 
國
容 
覺
世 
松
降

科
員 
金
應
來
  

 

@! 

作
舟 
來
炬

勾松
版

理
財
主
任 
番
南 

文
書
主
任 
仁
澤 

交
際
主
任 
給
珉 

宣
傳
主
任 
萼
生 

調
查
主
任 
維
迪 

庶
務
主
任 
聖
唐

科
員 
聖
唐 
永
楠 
學
瑤 
敏
心 

科
員 
社
仟 
雅
奕

◎
幹
岡
州
總
會
館
卄
二
年
職
員
表

監
督 
李
鶴
儔

正
西
文
鄭 
康 
副
廖
柏
良 

交
際 
薛
仕
志

正
總
理
高 
練
副
曾
 
瑞 

正
理
財
蔣
容
可 
副
廖
烈
鼐 

正
中
文
譚
聘
時 
副
黃
夢
蓮 

宣
傳 
趙 
恩

正
核
數
鍾
啟
然 
副
趙
盈
祥 

記
錄 
林
普
慶 

胡
英
三

正
調
查
李
聖
唐 
副
高 
郁
弓■
 

正
議
長
胡
世
定 
副
陳
便
諜
W

龜 

正
庶
務
宋
昭
倫 
副
廖
偉
桐=
  

8

評
議
員 

李
照̂
 
容
月
池
吳
連
宋
華
積
林
弼
臣
余
祖

薛
濟
陳
燦
吳
澤
光
 
趙
邦
立 
林
善
同 
高
明
德 

聶
惠
 
李
祐
濂 
梁
統
輝 
»
 
信
聴
國
多
 
鄧
裔
垣 

高
詠
勤 
蔣
緖
統 
葉
球
 
趙
惠
南 
高 
耀 
曾
傅
宇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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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會
長
朱
熙
修 
副
馬 
堯 

總
顧
問
胡
忠
遵 

中
書
記
馬
大
作 
黃
寬
溢 
胡
劍
靑

交
際 
馬
林
大 
馬
兆
鈴 
朱
福
修

正
理
財
朱
廣
禮 

朱
述
彭 

正
監
督
黃
新
大 
副
劉 
瑞 

議
長 
關
國
韜 
副
黃
子
精

核
數
員 
劉
軫
維 
周
成
璇 
陳
文
暢

宣
傳
員
朝
韜
齊
德
原
 
儒

評
議
員

馬
能
燦 
謝
炳
銓 
黃
松
滿 
馬
榮
仕 
雷
家
常 
司
徒
文
溫 

雷
家
昂 
鄺
敬
燦 
黃
潮
林 
謝
維
雅 
葉
順 
司
徒
文
榮 

鍾 
均 
朱
榮
普 

ffi 柱
桐 
馬
南
遠 
馬
大
準 
謝
禮
彦 

朱
德
宏 
劉
希
接 
周
瑞
霑 
黃
洪
結 
朱 
活 
周
憲
烈
， 

胡
扶
忠 
朱
裙
榮 
李
浩
 
方
富
炯 
司
徒
宇
凑

@
點
問
頓
埠
華
僑
拒
日
救
國
後
援 

會
卄
二
年
第
二
屆
職
員
表 

執
行
委
員 
馬
愼
初 
鄧
蠻
隆 
馬
光
珠 
胡
養
民 
馬
發
强 

黃 
式 
黃
龍
柱 
朱
武
蔚 
黄
煥
啟

常
務
委
員 
馬
愼
初 

候
補
執
委 
劉
桂
源 
馬

朱
禮
三

監
察
委
員 
馬
國
倫 
朱
德
煊 
馬
述
偷 

候
補
委
員 
黃
星
棠 
馬
梅
俊 

〔以
下
0

代
科
一

文
書
主
任 
黃
日
權

員 
馬
漢
南 
黃
敢
根

西
文
主
任 
黄
仔
 

0

員
余
榮
潤
 
黄
超
 

交
際
主
任 
盤 
燕 

C

員 
朱
續
棠 
陳
如
樂

理
財
主
任 
黃 
仲 

宣
傳
主
任 
余
祝
平

()
員
趙
龍
 
馬
修
廣 

員 
馬
立
進 
馬
祝
三 
司
徒
立
言 

朱
箕
才 
朱
江
昌 
馬
昌
繫 

馬
發
盈 
馬
宗
超 

員 
朱
沃
生 
馬
昌
富 
朱
進
京

-
致
通
過
報
吿
書

半
調
查
主
任 
黃
大
習

內
日
瓦
拾
四
日(
坎
拿
大
通
訊
社)
電
。。國
聯
大 

會
之
遠
東
十
九
國
委
員
會
一C
是
日
一
致
通
過
九 

國
小
委
員
會
所
草
之
處
理
東
三
省
報
吿
書
，及

梁
宇
 

核
數
主
任 
馬
本
廷 

0

員 
馬
積
三 

庶
務
主
任 
馬
遠
想 

0

員
馬
恒
沛

M
 .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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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r

Q

黄
理
男
女
若
切
可
外
一一遼

■
東
北
難
民
救
濟
會
覆
点
城
函
照
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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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白一

r

南
關
日
軍
死
屍
遏

在

攻
熱
河
省:
。

海
砲
臺
及
太
平
池
澡
堂
樓
上
。架
設
小
鋼
砲
、。 

車
站
排
列
大
砲
。"
每
發
一
次
。，即
有
四
拾
餘
砲 

彈
。。城
內
落
有
砲
彈
干
餘
發♦
。田
氏
小
學
。。教 

育
局2

縣
公
署
落
弾
尤
多
。。民
房
被
燃
燒
彈
新 

炸
—南
關
西
關
內
。一已
城
常
片
谁
土
。。日
軍
攻 

入
縣
城)
凡
未
被
砲
轟
擊
眠
据 
0?均
嚴
密
捜
査 

U0 
南
關
大
街
壹
帶:
因
在
印
花
範
圍"C

受
損
失 

岳
少
。一
日
重
三
日
晚
入
城
卜
佔
領
縣
公
署
。。將 

城
內
維
持
治
安
之
警
察
拾
八
名
拘
捕
：
在
大
街 

鎗
殺
。
死
後
將
頤
割
下
、
懸
於
城
門
洞
內
。C

現 

僞
國
派
警
察
百
餘
名
入
城:
通
令
居
民
亠 
律
懸 

掛
日
本
國
旗
。幷
在
門
首
貼
出
厂
歌
迎
大
B

本   

a, 

II〕、

否
則
卽
處
死
刑
，C
因
此
四
日
南
關
一
帶
住 

戶
。
忍
辱
懸
出
倭
旗
。。日
軍
在
楡
關
兵
力
總
數 

已
超
過
五
千
以
上
。C
R
1

旅
團
長
鈴
木
。一
第
五 

聯
缘
長
谷
儀
一
。一
關
東
垂
司
令
部
參
謀
吉
崗
、。。 

四
日
上
午
八
時
由
錦
州
到
槍
關
。。日
軍
持
旗
在 

站
歆
迎 

00 
車
站
房
屋
爲
日
車
防
線
。。未
受
重
大 

損
失

C

楡
關
西
石
河
鐵
橋
，。有
日
軍
三
百
餘
名 

I

鐵
甲
車
壹
列
。。日
飛
機
四
架
。。四
日
飛
往
山 

海
闢
附,

放
傳
單
。。山
海
關
南
日
兵
營
。，已 

建
飛
機
塲 
一。

南
京
賊
宼
代
言
人
。。是

事
有

日延
期
可
能
性
。一 

受
各

壓
迫
故
。c

6
張
學
良
將
任
第 
一 軍
總
指

yeti

張
作
相
任
第
二
軍
總

M
1J
一

正

。。

?
・・■

勇
軍
。。均
歸
此*
一届 

一口

人
節
制
。。以
禦
賊
宼
： 

C
黨
府
財
政
部
長
宋
子
文
。。

行
二
千
萬
元
之
救
國.

公
債
票 
。近
頃
與
北
京

天
津
兩
地
銀
行
家
商

事
。。該
銀
行
家
允
納
此
項 

公
債
票
五
百
萬
元
。，但
宋 

則
希
望
其
能
納
七
百
萬
。。 

是
日
錦
州
暨
綏
東
兩
地
之 

日
賊
趕
赴
義
縣
與
通
遼
：

入
安
營
殉
國
最
爲
悲
壯 
駐
楡
第
九
旅
石
團
安 

徹
馨
韓
哲
東
兩
營
。。此
次
奮
勇
抗
禦
日
・
。
悲
D

 

壯
犧
牲
，
全89

傷
亡
逾
半
。。尤
以
安
營
全
部
犧,
 

牲
爲
最
壯
烈
。。營
長
安
德
馨
及
連
長
四
名
。(
亦 

以
身
而
國
、。安
氏
現
牛
二
拾
餘
歲
三
瀋
陽
人
。。 

東
北
講
武
堂
第
六
期
步
兵
科
準
業
生
。。入
伍
多 

年
。e
屡
著
戰
功
。長
官
以
其
可
造
，。於
民
國
拾 

六
年
送
入
東
北
講
武
堂
肄
業
、。出
校
後
。。即
任
0

 

第
九
旅
營
長
。。此
次
楡
關
事
變
。。安
氏
率
全
營 "
 

固
守
東
南
門
。
日
軍
挾
猛
烈
炮
火
進
攻
，。安
奮 
6

 

勇
應
戰
。。竟
以
重
傷
瓏
國
，。曷
勝jg

惜
。韓
營 

損
失
亦
重 
。現
俟
整
理
後
。
仍
赴
前
線
對
日
抗

義
縣
與
通
遼
有
被
義
勇

軍
包
圍
之
象

。
C

是
晨
蔡
廷
格
將
軍
抵
福
州 

十
九
國
委
員
會
献
議
案
。。 

獸
政
府
竟
不
承
認
。。於
昨 

士
二
日
訓
令
獸
代
表
松
岡
答 

覆
國
聯1
聲
明
三
欵
。(
一) 

獸
政
府
已
承
認
僞
滿
國
。。

戰
。
。

(
已
完
) 

館

特

帝

L

。。(
二)
國
聯
共 

治
省
一。獸
政

不一 
管

今
晨
七
点
鐘
接
上
海
訪
員
專
電 

0
是
日
倭
公
使
有
吉
明
晋
謁 

段
祺
瑞
：
與
段
談
及
中
倭 

直
接
交
涉
事CO
段
答
謂
日 

本
宜
先
將
東
三
省
交
還
中 

國
。，同
時
宜
停
止
作
戰
行 

動1
。方
有
直
接
交
涉
之
可 

言
云
。

9
北
京
倭
公
使
館
之
代
言
人 

昨
日
宣
佈
。。謂
日
宼
政
府 

將
致
最
後
通
牒
於
張
學
良 

。，與
南
京
黨
府
。。及
熱
河 

省
政
府
主
席
湯
玉
麟
一- 
要

認
，(
三)
獸
國
不

已
時
。退
出
國
聯.各
事

應
歸
國
聯
負
責
一。 

0

十
九
國
委
員
會
。
於
圭
日

通
過
所
起
草
之
報
吿
書:
。

內
容
最
要
之
点
。。是
不
承 

認
僞
滿
蘭
。。

黨
一議

案
。。認
爲
滿
意
。。於
十
五 

日
電
顏
惠
慶
向
國
聯
致
謝

。

望
國
聯
代
表
大
會
秉

公
執
行
、。 

6
察
哈
爾
特
一

求
將
中
國
軍
隊
撤
離
熱
河

席
宋
：

元
。。電
吿
黨
府
•
謂
將
率 

部
軍
往
熱
河
：
加
入
抗
賊

省
寇
擬
於
本
月
卄
七
日
總

XI 
野

si

聯
不
承
認
東
三
省
僞
組
織
之
螫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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