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

張曾梅 
旭 

乾銓廼

黃曾黃 
俊 樹 
蘭瑞德

梁 
挺 
生

I
梁 
.經 
腥

迫 
架 
釜 
利

翁樂 
榮梅 
熾房

每吳李 
五英祥 
亳波南

每李鄭鄭 
二忠煜 
毛衞橋煌 
五
梁曾黃 
朝毓禮 
慎渠初

陳鄭曾每 
郁壹 

榮和權元

厚 謝
惠
列
后孤
子

恕榮 
不家 
憐
呼泣 
血 
稽 
頼

花 
圈

梁 
中 心 
孝 
社

權 
社

黃 
江 
夏 
堂

壯新 
烈編 
劇俠 
王艷

匹

蔣李 
旋
可仟

同徐 
素 
車宜

•莫 
吳
經讎 
綿
蔣 

吳嘉 
勝新

竹錦 籃盒茶宗
邸,

柴
歷馳 
史名 
古諧 
劇豔

吳 
金 
綴

伍李李李 
，捷沛 來 
文偉柱相

每每李李 
力壹有長 
毫元羣欽

梁桂 
少名 
初揚 

學雪 

庸鴻 
小梁 
英少 
英平 
主 
演

林每 
佐貳 
然元 
牧
師廖

簡同 
温
許 

蘇 
奕懷

李 
長 
順

李 
其 
偉

李

鎭

彳d 
明

鄧李李黃簡 
顯容發 

漢求根長年

—"* z|^ —»伴ij^x 磅磅磅磅条 庄庄庄庄尊 糯糯槐槌膜 米米枝枝■ 屈皺乾乾尊

5:茨

•行銀路派奄
Imperial Bank of Canada 

Hastings & Abbott Street 
Vancouver, B.C.

舞恭; 弟教岂夏以
WING WING COMPANY 

458 Hastings St. E. Vancouver, B.C.

勒 卡 衣內女婦

/

整 
登 
暮 
飾

g仁

二

東

、

嗽^儼笑 號貳卄月二十年期 星

「
腫
儀
」
梁
邦
强
四
拾
元
•
梁
經
睚
三
拾
元 

梁
經
聆
三
十
元 

梁
經
遂
廿
元 
卡
城
忠
孝
社
拾
元 

鄭
滎
陽
堂
八
元 

梁
樹
邦 

七
元 

梁
應
和
五
元
五 

黃
江
夏
堂 

曾
三
省
堂 

關
國
鑾 

黃
炳
灼 

曾
棟
生 

梁
就
邦
，.梁
應
槐
 
梁
經
蘭 
梁
應
光 

梁
貴
邦 

梁
珠
邦 
梁
邦
彥
 
梁
經
逸 

梁
朝
繡 
梁
冷
邦 

穩
^
暗
市
黨
公
堂 

每
五
元 

謝
衡
石 

梁
經
佐 

李
隴
西
堂 

雷
華
漢 

梁
明
立
，
梁
應
義 

每
三
元 

龔

才
 

梁
椿
邦 

梁

翟
 

梁
經
协 

梁
邦
憑 
梁
美
棠 

梁
毓
應 
.李
泮
奕

每
貳
元
五
一 
保
安
攤
館 
梁 

高 

郎
持
仕 
周一

黃
貴 

龍

黃
世
一

尙
周 
馬
擢
 

唐
宇
松 
黃
洪

陳

苟

丘

宇

丘

照

丘

就

丘

炳

鄭

仕

球
 

梁
榮
律 

梁
經
侖 
，•梁
邦
開
.
梁
秋
 
梁
厚
德 
梁
炳
煜 

梁
邦
幹 

梁
鴻
順 

每
弍
元 

盧 

韶 

蕭
德
堯 

每
壹
元
五 

薛
近
林
遠
進
 

能
就
姆 

丘

進

梁

舉

何

欣
 

溫 

煥 

黃
崇
迪 

朱
學
衡 

黃
才
 

謝
振
蘭 

林
和
德 

鄭
慶
煥 

黃
擴
照 

溫
植
庭 
萬
宴
樓
 
溫
用
寬 

鄭
尙
衍 

關
崇
拔 

鄭
忠
燊 
曾
毓
偿 

曾
毓
崇 

鄭
庚
林 
•張
智
林
， 

關

炳

鄭

均

周

鉅

陳

芳

梁

靄

利
 
梁
齊
好 

梁
郁
携 

梁
應
元 

梁

和
■
梁
仁
德 
梁
邦
靖 
梁
廷
富

梁
怡
芳 

梁

梁
邦
厚 
陳
孔
灼 

譚

炳

西

•
A
b
e
，-
詩
： 

{
1

交
界
地
方
。
業
將
倭
寇
擊
退
。
時
倭
寇 

方
渡
漫
路
河
•
撤
時
飮
彈
投
溺
者
。
共 

百
餘
人
云
•

•
德軍慘敗死傷數萬 

莫
斯
科
廿
壹
日
電
-
俄
軍
於
史
丹
林
總 

裁
六
拾
三
歲
壽
辰
中
反
攻
•
進
前
約
拾 

八
英
里
•
殲
德
軍
貳
萬
八
千
。
傷
一
萬 

三
千
五
百
人
。
乘
勝
追
擊
殘
敵
至
史
丹 

林
格
列
西
南
九
拾
英
里
之
哥
特
匿
哥
夫 

斯
基
車
路
中
心
点
。
威
脅
全
德
軍
之
南 

綫
。
由
莫
斯
科
至
洛
斯
托
夫
之
鐵
路
已 

爲
俄
軍
隔
絶
■
令
史
城
區
之
敵
不
得
接 

濟
。
俄
軍
是
役
克
復
三
百
村
落
。

•
新島倭賊主帥陣亡 

澳
洲
聯
軍
司
令
部
電
。
聯
軍
現
以
十
三 

噸
式
之
唐
克
車
。
摧
撼
新
幾
內
亞
表
那 

日
寇
之
殘
餘
防
事
。
日
寇
缺
乏
重
兵
似 

無
能
力
抵
抗
•
倭
將
崛
義
陣
亡
。
軍
令 

豈
扎
•
由
美
軍
奪
獲
。

美
軍
在
高
拿   

@
塊
。
俘
得
日
炮
兵
一
人 

。
詢
其
頑
强
死
抗
之
故
。
炮
兵
謂
本
拿 

之
日
本
官
兵
。
曾
接
日
皇
之
手
令
。
務 

須
戰
至 
一 
兵
壹
卒
。
故
高
拿
壹
地
之
日 

兵
。
雖
然
屍
體
狼
藉
。
亦
須
死
戰
。
腐

屍
臭
不 

日
兵
不

。
卽
戴
防
毒
面
具
•
有
等 

舞
者
。
多
剖
腹
自
殺
。

•
羅米爾軍逃出重圍 

倫
敦
卄 
一 
日
電
。
中
東
司
令
部
報
吿
。 

羅
米
爾
之
殘
軍
已
抵
亞
希
拉
以
西 
一 
百 

七
十
五
英
里
之
舍
特
灣
。
英
軍
昨
日
僅 

距
五
英
里
。
照
計
今
日
亦
已
到
達
。
該 

處
有
一
深
涸
之
河
。
可
爲
防
綫
。
但
料 

羅
米
爾
之
意
。
祗
顧
逃
往
的
黎
波
里
及 

突
尼
斯
。

開
羅
電
。
德

突
圍
而
去
。
但

砲
三
拾 

。
兵
士 

突
尼
西 

東
岸
敵 

軍
仍
向

各
項
戰
車
被
毀
者
數
百
輛 

五
月
。

軍
克
復
匹
春
埠
。
該
埠
離 

十
英
里
。
甚
爲
重
发
。
該

西
班
牙
消
息
。
德
將 

爲
增
援
非
洲
之
根
據 

五
十
艘
或
爲
調
用
。

用
法
地
中
海
岸 

。
法
商
船
壹
百

■
史丹林今日慶生辰 

莫
斯
科
卄
豐
日
電
。
史
丹
林
總
裁
今
日 

以
延
長
其
工
作
時
間
爲
其
六
十
三
生
辰 

之
慶
祝
。
他
出
身
田
畝
間
，
生
就
如
鉄 

漢
一
様
。
追
隨
列
寧
從
事
俄
國
革
命
。 

平
時
已
非
常
刻
苦
耐
勞
"
與
德
抗
戰
後 

。
更
努
力
工
作
■
甚
少
發
表
意
見
。
祗 

育
少
言
不
做
。
俄
人
首
次
得
見
其
召
開 

軍
事
會
議
之
影
•
于
去
冬
莫
斯
科
防
守 

戰
時
。
他
不
但
高
居
領
袖
之
地
位
■
實 

爲
對
德
抗
戰
策
劃
軍
略
大
家
。
據
各
與 

他
接
洽
之
外
國
要
人
稱
。
史
氏
極
其
和 

藹
近
人
。
雖
剛
毅
但
頗
善
笑
。
且
時
對 

客
作
詼
諧
語
。
昨
俄
軍
在
丹
林
格
列
及 

窩
蘭
尼
斯
西
線
反
攻
大
勝
。
以
當
爲
他 

祝
壽
之
禮
玄
。

1
1
1
I
l
l
i
B
Melee--_ieellĤ
ŵ
m̂
m̂
m̂
m̂

J,  Banerm
an

李
隴
西
堂 

曾
三
省
堂 
卡
城
忠
一

三
德
書
社 
黃
鴻
振 
蔣
毓
携

華
僑
抗
日
協
進
會 

鄭
滎
陽
堂
一
龔
才 

以
上
素
車
各 
一

樂
梅
房
素
車

二
期
三
晩
演

「
花
圈
」 

致
公
堂 

達
權
社 

黃
江
夏
堂 

曾
三
省
堂
・ 

鄭
滎
陽
堂 

雷
華
漢 
卡
城
忠
孝
社 

梁
邦
彥
 
梁
浸
邦
一 

梁
邦
强 

梁
儷
邦 

梁
邦
聘
 
梁
應
命 
梁
應
栢 

「
誅
文
」
域
埠
致
公
總
堂 

達
權
總
社 
雲
埠
總
幹
部 
致
公
堂 

逹
權
社 

大
公
義
學 
卡
城
致
公
堂 

卡
城
達
權
社 

梁
經
聆 

黃
江
夏
堂 

都
滎
陽
堂 

梁
忠
孝
社 

黃
禮
初 
周
家
樵 

梁
樹
邦 

梁
應
和

順
又
荷
蒙
各
界
團
体
與
親
友
諸
君
厚
惠
經
翼
翁
膊
儀
花
圈
等
 

等
多
數
係
經
我
二
人
之
手
惟
弟
等
因
賤
務
紛
繁
難
保
無
錯
漏
 

之
處
倘
有
錯
漏
仰
祈
報
及
爲
荷 

黃
貴 
梁
槐 
謹
啟 

詹元月三日爲本別墅擧行成立第十 

五週年紀念典禮屆時統講

本
埠
同
福
總
堂

各
埠
同
福
支
堂

邑僑駕臨助慶指示禮儀曷 

各
埠
南
平
别
墅 

，

勝榮幸

短飯南平别墅同人

▲
雲埠恩平同福總堂啓事 

啟
者
本
總
堂
定
于
本
月
什
七
日
「
星
期
日
」
下
午
二
時
舉
行
第 

廿
二
週
年
紀
念
同
時
選
舉
本
總
堂
暨
實
業
部
明
年
新
任
職
員
同 

日
下
午
五
時
假
座
新
華
僑
酒
棲
公
宴
仰

各
埠
同
福
支
分
堂
選
派
代
表
暨
各
埠
邑
僑
依
時
踴
躍
到
會
助
慶 

及
選
舉
爲
阶

.
( 
十
二
月
廿
 
一 B

中
華
民
國
卅
一
 
年

î̂..
，

@
新
電
話
。 PAcihe

 5845

■

二
晚
演

蔡
傑
崇 

同
素
車 

蔣
容
可

李
其
郁
， 

李
賢
煥 

李
其
鎏 

許 

係

顧繡檯 
01
男女絲巾-

一
梁
少
初
領
標
首
本 

0
是
晚
梁
少
初
蒙
華
僑
賞
贈
錦
標
金
牌
鶴
毛
絨 

生
花
等
物
特
演
空
前
大
結
構

▲
哀
謝
」

先
考
經
翼
梁
公
府
君
痛
于
國
歷
十
二
月
一
日
在
列
城
公
家
醫
院
 

與
世
長
辭
享
壽
七
十
有
九
已
于
十
日
在
列
城
致
公
堂
禮
堂
舉
 

行
喪
禮
时
殯
歸
土
邦
基
遠
在
祖
國
不
能
親
視
含
殮
荷
蒙
親
友 

團
体
暨
致
公
堂
達
權
社
與
忠
孽
社
兄
弟
厚
惠
膊
儀
花
圏
誌
文
 

及
親
臨
執
続
素
車
隨
行
隆
情
高
誼
歿
存
均
感
誰
此
哀
謝

邦
基
稽•
穎

厚
惠
芳
名
列
后 

恕
不
稱

暨
夫
人
一 

張
靑
珊

翁
芳
如 

翁
榮
熾
素
車 

元 
宋
旺
感
儀
弍
元

哀
謝

先
義
父
諱
義
遜
字
希
炎
李
公
府
君
痛
于
 

民
國 

1lt 
一
年
十
二
月
十
四
日
病
終
於 

穩
寧
埠
公
醫
院
積
閏
享
壽
八
十
有
六 

歲
卜
六
日
出
殯
歸
土 

叨
蒙
宗
、
戚一 

、
友
、
誼
致
送
贈
儀
花
圈
幷
素
車
隨 

行
親
臨
執
總
高
義
難
忘
沒
存
均
感
哀 

此
鳴
謝

義
女
適
盤
門
翠
蓮
拭
淚
歛
祇 

未
亡
人
徐
氏
泣
淚
歛
粧 

治
喪
人
李
影
兆
啟 

茲
將
花
圈
感
儀
素
車
列
后
恕
不
稱
呼
 

李
氏
公
所
素
車 

廣
興
隆
合
家
素
車 

花
圈 

吳
洽
美 
黃
秀
派
素
車 
黃
星
樓 

素
車
花
圈
周
石
 

鄭
香
葉
花
圈 

勝
利
隆
素
車 

劉
孟
燊
合
家
素
車
一
花
圈

吳
洽
美
合
家

黃
秀
派
合
家
花
圈

李
祕
宗
素
車 

李
章
兆 

章
兆
夫
人 

章
傑 

素
車
花
圈 
陳
禮
明
關
氏
花
圈 

盤
國
恩
花
圈
西
人

M
rs,  R

im
er  

素
車
西
人

M
rs

，  M
cfadden

花
圈 

劉
孟
燊
卄
元 

李
月
娥
拾
元 

責
星
樓 

李
發
良 

李
常
緖 

李
初
普 

李
發
彬 

李
章
兆 

李
！8

宗 

李
章
傑 

每
五
元 

黃
爐
蘭 

劉
希
瑤 

每
三
元 

沈
宜
昌 

關 

布 

周 
林 

何 

爵 

黄
釗
傳

5

匡

|£!1

15

▲
哀
謝 

先
考
諱
信
字
輝
潮
翁
人

痛
於
民
國

卅
一 
年
十
二
月
十
五
日
以
病
終
正
寢 

積
閏
享
壽
七
十
有
五
浅
不
孝
柴
家
遠 

在
祖
國
不
克
親
視
含
殮
祗
遂
禮
成
服 

幸
得
堂
兄
榮
熾
主
持
喪
事
經
於
十
九 

日
出
殖
扶
柩
歸
土
安
整 
荷
蒙
各
親続

友
社
團
惠
贈
膊
儀
花
圈a 

素
車
致
送
高
誼
雲
情
歿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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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

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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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

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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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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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

一 

華友欲 8
 鄕者請注 « 

本
行
現
接
到
紐
約
中
國
銀
行
來
電
據 *
 

華
僑
欲
電
滙
款
項
囘
中
國
與
親
友
如 »
 

已
領
得
有
登
記
號
碼
者
現
能
隨
時
向 «
 

行
轉
代
電
酒
矣.電
滙
費
用
收
加
幣
弍
典
 

五
毛
若
未
登
記
者
仍
可
隨
時
到
來
本
秋
 

或
合
生
隆
記
司
理
陳
景
山
君
處
詢
取8!  

記
格
式
紙
塡
妥
寄
往
中
國
銀
行
領
取
彫

點.問
頓
埠
設
有
支   

^

滙
號
碼
便

@
雲
埠
電
話 M

arine

 2548  
小

⑥
域
埠
電
話G

arden

 1171  

-

奄.派
路
銀
行
普

0
發票處 
片打街 
同裕安號 

電
話
(
丕
矢
役
)
壹K

二
八

交

情

重

兮

 

,
◎

由
叶
二
月
一
號

至
三
十
一
號
止

冬

節

-0 油腸 
®- 
肝腸 

金銀潤 
五花阿

每磅六毛一 

每磅六e

#̂
8 

每■
五vl

招
商
代
理
 
利
權
優
給 

漆 

期
內
塞
貨 
利
權
同
享
. K
 

喊
線
 
喜
市
定 
叁0
四
壹   

S
 

1N
^^

・&

!<'
.::•

雲
域
兩
埠
支
店
均
有
婦
女 

內
衣
絲
襪
發
售
價
錢
相
宜 

B
・M

‘
 C

larke  Lt:d・  

雲
埠

603  W
・ H

astings  St:。  

域
tix 

711  Yaces  Street

^5^5553
K
C
/
)
%
(
/
*
C
J
S
/
v
/
K
/
v
/
K
/
)
s
/
s
#
s
c
/
s
/
s
#
s
(
/
>
k
/
K
(
/
s
/
s
 

本

報

最

近

收

△

遅

&

△
知有今日 
何妳當初

△
重
慶
|
軍
委
會
代
言
人
是
日
稱
。
根
據
偵
探
情
報
。
「
滿
洲
」
僞
政
府
閣
揆 

張
景
惠
。
迭
遭
倭
寇
壓
迫
。
積
不
可
耐
。
將
其
全
家
毒
斃
。
幷
槍
殺
日
籍
顧 

問
喘
名
。
費
僞
政
府
人
員
五
名
。
後
乃
自
殺
云
。

.△
英機隊猛襲阿恰訊

△
新
布
里•

—廿
二
日
電
。
英
國
皇
家
戰
鬥
機
。
冒
猛
烈
之
高
射
炮
火
■
是
日
擊 

襲
瓦
恰
.
，連
中
該
處
機
場
。
砲
壘
•
與
河
船
豊
艘
。

另
有
其
他
飛
機
•
在
緬
句
西
北
海
岸
擊
落
倭
機
壹
架
。
英
機
兩
架
亦
失
路
。 

△
聯軍攻陷倭•壘甚多

△
澳
洲
聯
軍
司
令
部|
新
幾
內
亞
之
聯
軍
坦
克
車
。
業
攻
陷
倭
寇
連
珠
壁
壘
甚 

多
。
該  

<

戰
壘
由
士
敏
土
與
銅
鉄
製
成
。
下
有
邃
道
。
使
兵
能
往
還
作
戰
。 

同
日
挝
爾
以
北
之
芬
西
雲
港
。
亦
披
聯
軍
猛
烈
爆
炸
云

△
聯軍摧折新島倭賊

△
漢
洲

—
澳
洲
聯
軍
司
令
部
電
。
聯
軍
以
唐
克
車
爲
先
導
。
業
摧
折
新
幾
內
亞 

倭
寇
之
東
南
翼
。
幷
已
打
穿
表
那
倭
寇
之
主
要
防
線
。
佔
據
其
小
機
塲
一 
個 

。
倭
寇
危
急
。
現
在
用
噴
火
機
。
掃
射
聯
軍
唐
克
車
云
。

△

英

軍

仍

在

緬

旬

邁

進

△
倭軍無抵抗1
只炸加爾各答

<1

新
德
里

—
威
孚
爾
之
英
印
軍
隊
。
是
日
沿
孟
加
拉
脅
推
進
。
倭
軍
至
今
仍
未 

有
抵
抗
。
但
突
向
中
國
雲
南
舉
行
攻
勢
。
其
目
的
似
在
保
護
泰
國
。 

英
軍
現
已
越
過
邦
哥
。
浦
芝
當
前
線
。
步
步
由
皇
家
空
重
掩
護
。
其
飛
機
曾 

- 
次
遠
越
二
百
五
十
里
。
東
至
銅
鼓
。
爆
炸
核
處
之
敵
軍
機
塲
(
銅
鼓
爲
緬 

匐
主
要
鉄
路
之
要
点
7

同
日
阿
恰
以
東
壹
百
三
拾
五
里
之
馬
葵
機
塲
。
亦 

被
英
機
襲
擊
。
跑
道
被
彈
中
數
處
。
當
時
日
軍
之
高
射
炮
火
極
烈
•
偻
機
亦 

有
抵
抗
。

印
度
赤
塔
蘭
。
昨
晚
被
倭
機
爆
炸
。
同
夜
印
度
最
大
城
市
之
加
爾
各
答
。
亦 

報
空
警
。
深
信
必
以
爲
入
緬
英
軍
之
供
應
点
。
厥
爲
加
爾
各
答
。
故
先
行
炸 

之
云△

入緬英軍志在蠶食

△
新
德
里

—
英
軍
當
局
宣
布
，
英
軍
是
次
入
緬
。
其
目
的
徒
在
蠶
良
•
非
在
鯨 

吞
。
故
外
人
可
不
必
過
於
奢
望
•
但
其
收
復
緬
旬
之
志
願
。
則
極
爲
堅
决
云 

△
倭寇進犯雲南續訊

△
重
慶
|
倭
軍
雖
不
抵
抗
英
軍
。
但
突
由
緬
旬
建
東
發
動
攻
勢
■
東
北
向
雲
南 

推
進
。
已
渡
南
禮
河
。
其
目
的
似
在
守
衞
中
・
緬
。
越
。
泰
。
四
國
之
毗
連 

地
帶
。
使
聯
盟
國
軍
隊
。
不
能
進
侵
泰
國
。

據
重
慶
評
論
者
稱
。
倭
寇
侵
入
之
地
區
。
瘴
氣
頗
厲
。
又
無
道
路
。

△
泰國近日不能安泰

△
重
慶1
昆
明
消
息
。
泰
國
因
亂
機
伏

。
人
民
不
安
。
倭
寇
當
局
。
現
加
緊

統
制
一
切
。
凡
遇
泰
民
與
倭
人
稍
爭
執
。
卽
以
兵
力
干
涉
。 

泰
國
是
年
因
禾
田
被
浸
。
所
儲
備
之
粮
。
又
被
倭
寇
奪
去
。
現
有
饑
荒
之
患 

△
倭駐安南大使近訊

△
東
京
廣
播1
同
盟
社
西
貢
消
息
。
日
本
駐
安
南
大
使
宣
稱
。
彼
與
粤
督
地
高 

士
將
軍
。
會
商
明
年
新
經
濟
合
作
。
已
達
意
見
相
同
之
地
步
。

△
粵軍襲擊新® 倭賊

△
重
慶
廣
播1
值
兼
方
面
。
據
韶
肌
電
訊
。
專
軍
某
部
。
於
甘
日
晚
上
。
向
新 

街
附
近
爵
做
蟹
擊
-
斬
獲
頗
多
。
幷
奪
獲
敵
軍
之
重
要
文
件
壹
束
云

1.

饮

隆鎭同鄕會啓事 

首
任
職
員
將
屆
滿
期
一
茲
依

逕照
大
會
决
議
定
於
是
月
廿
五
日
(
星
期 

五
日
)
下
午
賣
時
至
八
時
投
票
選
舉
明 

年
職
員
複
選
卄
七
日
午
后
寰
時
至
八
時 

半
揭
曉
仰
我
全
体
會
員
依
時
踴
躍
到
會 

幸
勿
放
棄
爲
盼

中
華
民 

价
壹
年
十
二
月
廿
一
日

豪*

藤
其 
八 
十 
輛 
唐 
克 
車 
中 
損 
失 
貳

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