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佳奇 
劇妙

多行咪數 

免除脫滑 个
^1

輪面紋厚於別輪百分之圭 

行路穩健。

輪面紋新式美觀，

保護力大・可 防止爆裂・

輪身厚而堅靱•

此等膠輪由密治膠輪有限 

公司發賣。

密治膠輪有限公司

Mutch Tire Co. Ltd, 
1275 Granville St. 
Vancouver, B C.
電話Sey. 4628

絲烟頓惡

FINE CUT
^^^s^s^^

葛列治Goodrich公司所製之西利 

華棠Silvertown樹膠車輪、配製 

惚宜、爲膠輪中之最安穩者

保誣安全：慣目列下：
30x3扌 

4,40x21
4.50-21
4.75x19
4.75x20

四元貳毛 
五斤八毛 
六元虱五 
七元七毛 
七元九毛

報公洪大

號五月十年一抬弍國民三期星（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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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丫‘

催
花
驚
蝶
夢 

蟬
宫
女 
首
本

十
月
五
號
卽
星
期
三
晚
七
點
開
演

附
耕
一 
嬴
得
靑
樓
薄
倖
名

靚
華
亨 
主
任

拾
月
六
號
即
星
期
四
晚
七
点
開
演

日
發
票
在
活
生
藥
行 
晚
六
點
在
戲
院

最
合 捲 烟
仔
之
用

惡
頓
公
司
之
幼 ®
煙
絲
。。全
用
特
選
之
威
爾
振
尼
亞
煙
葉
。。配
製
適
當
。
使 

極
易
捲
成
淸
甜
之
香
煙
。"

統
理
男
女
老
幼
內
外 

全
科
花
柳
奇
難
頑
症 

在
別
埠
將
病
原
詳
細 

函
吿
可
能
對
症
發
藥 

〔寓
中
興
旅
館
〕

-乎

YaL  Ping  W
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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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ncouver-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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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
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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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景

憲

醫

畫

息

鶯

叔

劇

刃

萬
圓
之
大
帮
毛
皮
褸
賤
賣
、低
减
不
止
半
價1

T

店
。
所
售
之
毛
皮
褸•
・
其
價
大
减
特
减
：
足
駭
人
聽
聞
：
而
顧
客
購
貨
・
・
乂
可
藉
此
大
廉
節
：
下
列
毛
褸
貝
少
數
：
蓋
貨
物 

大
『"
・
祥
能
盡
錄
：
各
褸
均
選
匕
等
毛
皮
裁
製
：
工
作
精
巧
：
欵
式
又
極
時
髦
・
・
爲
謀
淸
盤
此
項
大
帮
皮
裘
計
・
・
特
不
惜
犧
牲 

••
將7
賤
價
出
售■
・
先
到
先
予
接
洽
。・
機
會
勿
失
・•
請
速
來

、1
， 

欲
定
買
各
物
請
交
適
當
定
銀
當
將
貨
留
住
待
宜
用
時
然
後
交
與 

拾

Fit
浴
各
等
短
褸
原
價
每
件
卅
五
兀
現
沽
壹
拾
四
元
九
五
拾
件
拉
市
近
羊
皮
褸
原
價
每
件
九+
五
元
現
沽W
九
元
七
五 

四
件
柱
色
濶
尾
褸
原
價
毎
件
言
亘
十
五
元 
現
沽
四
十
五
元 

三
件
大
然
色
香
鼠
褸
原
價
每
件
一
導
五
元 
現
活 

士
一
件
深
黃
色
香
鼠
褸
原
價
每
件
一1
±
兀 
沽
現
六
十
九
元£

十
五
件
波
羅
的
海
狗
皮
褸
原
價
每
一1
士
兀 
現
沽 

1

-
飾
邊
料
樣
同
用J

•

|

±. 件
香
鼠
背
毛
褸:

：

1|,
二=
丿1
=
一
彳
一
 

拾
二
件
壹
等
乞
愼
海
狗
褸
每
件
三
百
元 
現
沽
壹
百
二+
杂
半 

五
十
五
件
特
選
乞
愼
海
狗
褸 

十
二
件
濶
尾
毛
硬
以
西
伯
利
松
鼠
毛
飾
邊
每
貳
百
廿.玉
元 
現
活
九
十
九
元

W
九
元
七
五 

四
十
九
元   

£
 

七
十
九
元
半

每
貳
百
廿
五
元 
現
沽
九
十   

6.
元 

拾
件
卷
书
小
山
羊
褸
每
件
二
百
五
拾
元 
現
活
九
十
九
元 

現
沽
壹
百
五+
五
元

圍
頸
毛
皮

卄
丸
條
深
黃
鼠
一
旁
由
，鼠
毛
迎
卅
五
元 
現
沽
九
元
九
毛
半 

什
五
條
亞
拉
新
加
藍
狐
毛
每
六
十
五
元 
現
沽
壹
十
九
元
七 &
 

卄h
條
加
大
棕
色
狐
毛
每
七
十
五
元 
現
沽 
拾
九
元
七
五 

拾
月
份
修
整
及
改
作
毛
皮
均
收
半
價 

(
店
址
加
蘭
護
街
八
力0
號

f

喊
線
〕詩
麼
三
八
壹
叁

Pappas

 Fur

 Store

十
五
條
超
等
紅
孤
毛
每
條
卅
五
元 

現
沽
壹
十
貳
元
九
五 

甘
條
天
然
銀
狐
狸
毛
毎
七
十
五
元 

現
活
豊
十
九
元
七
五 

卄
五
對
天
然
乞
愼
比
貂
皮
每
八+
五
元 
現
沽
二
拾
九
元
七
五 

即
在
柯
芬
及
急
必
多
戲
院
之
間

巴
波
時
皮
草
店
啟
”

^̂̂

▲
欲
影
平
相
、一 毫
便
可 

影
五
只
、 

請
卽
來
霍
士
影
相
館
、、喜
士
定
街 
三
十
七
號 

、、時
機
幸
勿
錯
過
、、

Fox

 Photo

 Stud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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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
通
吿
事
照
得
洪
鐘
時
報
乃
全
加
洪
人
之
喉
舌 

茲
由
全
加
洪
門
第
吉
屆
懇
親
大
會
代
表
團
議
决 

特
派
陳
典
鎭
先
生
爲
洪
鐘
報
遊
毋
催
收
欠
該
報 

款
項
及
招
報
股
專
員
出
發
在
卽
凡
我
各
埠
致
公 

堂
執
事
與
昆
仲
如
見
陳
先
生
到
時
請
妥
予
接
洽 

協
助
催
收
欠
欵
鼓
吹
各
人
附
股
是
所
厚
望 

民
國
卄
一
年
十
月
壹
日 
全
加
洪
門
總
辦
事
處
敢

雲

高

6. 
(
天一 

〔班一 

\-7

八

華

ie

星
期
日
盟
會
乂
刊
發
國
聯
調
查
團
報
吿
書
。"
該 

報
吿
書
極
力
抨
擊
日
賊
在
東
三
省
之
軍
事
行
釣 

。同
時
美
國
海
軍
艦
隊
乂
繼
續
集
中
太
平
洋
； 

此
三
事
似
爲
各
國
已
串
謀
反
抗
日
本
之
證
僚
云 

•
倭
府
决
不
更
變
對
滿
政
策 

不
理
會
國
聯
報
吿
書

務
使
東
三
省
作
日
賊
之
傀
儡
國 

東
京
四
日
電1
是
日
本
京
閣
員
開
會
討
論
國
聯 

調
查
團
之
報
吿
書
畢

—各
員
旋
决
議
不
變
更
日 

賊
對
付
東
二
省
之
政
策:
其
政
策
爲
何
。
卽
使 

東
二
一
省
離
中
國
而
獨
立
。
變
爲
日
賊
之
傀
儡
國 

是
也 
•
閣
員
：M

該
報
吿
書
時 
一
陸
軍
部
大
臣 

荒
木
貞
夫
首
先
、
批
評
該
報
吿
書
之
不
合
一
後 

育
數 閣 員
起
而
附 和
之
。。

荒
木
謂
，
該
報
吿
書
僅
爲
國
聯
調
查
委
員
旅
行 

東
三
省
兩
星
期
之
日
記
耳I
彼
委
員
實
不
能
了 

解
東
三
省
之
根
本
情
形:
故
日
本
無
庸
費
重
大 

精
神
注
意
該
報
吿
書•
云

•
倭
賊
軍
報

謂
李
海
淸
部
千
五
百
陣
亡
。 

齊
齊
哈
爾
四
日
電
一
是
日
本
處
倭
軍
司
令
部
發 

出
消
息
一
。謂
李
海
淸
部
義
勇
車
。。在
本
處
東
南 

與
倭
賊
激
戰
。
爲
倭
賊
軍
徐
擊
敗
。。是
役
李
部 

千
五
百
人
陣
亡
。。李
海
淸
個
人
生
死
未
明
云
； 

•
學
者
驟
變
爲
番
人

妻
與
家
人
避
之
若
魂

杭
州
五
日
電
、，中
國
「學
者
」王
天
武-
課
音
一
頃 

返
自
德
國
，，極
力
祟
信
歐
洲
之
裸
體
主
義
。，鄰 

人
聞
之
，。不
勝
駭
異
。伊
已
著
有
豐
書
極
力
闡 

揚
此
主
義
。。同
時
伊
在
家
中
出
入
均
卸
去
衣
服 

赤
條
條
壹
絲
不
掛

C

伊
妻
與
家
人
睹
狀
、
惶
駭 

異
常
。均
遷
居
出
外
以
避
之
，。

•
蘇
俄
間
諜
入
滿
說 

赤
俄
飛
行
家
六
名
窺
察
倭
軍
飛
機
塲 

北
京
四
日
電
；
據
僞
滿
洲
國
訊
稱
。。近
有
蘇
俄 

政
府
飛
機
師
六
名
。、喬
扮
中
東
鐵
路
工
人)C

至 

東
二
一
省
馬
寨
口
之
日
賊
飛
機
塲
和
察
？
以
便
值 

探
日
賊
軍
情
；
彼
六
人
至
該
飛
機
塲
測
量 
。弁 

值
察
袋
機
塲
附
近
地
形

•
湖
北
共
匪
又
據 
一 城 

平
民
遭
黨
軍
飛
機
炸
斃 

漢
口
五
日
電
：
據
是
日
華
人
訊
稱
一 
有
共
匪
萬 

名
攻
佔
距
本
處
東
北
端
五
拾
英
里
之
信
州
城
。 

共
匪
入
城
後
大
掠
並
破
壊
民
房
多
間
。
漢
口
防 

軍
已
派
飛
機
壹
隊
至
信
州
投
慰
炸
彈 
。以
伊
將 

共
舞
擊
散 
但
同
時
城
中
無
辜
良
民
遭
炸 

者 

亦
不
少
云
。

•
中
國
各
界
反
對
國
聯
報
吿
書 

謂
其
主
張
各
國
共
管
東
三
省 

上
海
五
日
電
。，是
日
中
國
有
商
人.。學
生 
及
社 

會
事
業
家
與
男
女
市
民
多
名
聯
同
致
電
客
府
三 

反
對
國
聯 W
查
團
報
吿
書
所
列
解
决
東
三
省
案 

辦
法
，
據
謂
該
報
吿
書
之
主
張
不
過
使
東
三
省 

歸
各
國
共
管
。
該
電
促
客
府
取
獨
立
行
動
以
便 

恢
復
東
三
省
爲
中
國
之
領
土
。。此
電
又
指
斥
辑 

府
、謂
其
無
賣
定
外
交
政
策 
政
府
宜
與
蘇
俄
及 

英
美
兩
國
結
好
云

•
倭
府 擬

發
二
千
四
百
兆
元
之
債
票 

華
盛
頓
三
日
電
。。駐
東
京
美
大
使
館
商
務
隨
員

宼 
卒
將
昂 
邛
溪
克
復 

6
馬 丿李 
兩
將
軍
佔
領
昂
昂 

溪
後:
盡
將
日
賊
各
處
交 

通
斷
絕
。。多
門
生
死
不
明 

倭
賊
皆
心
驚
胆
裂

6
山
東
掖
縣
居
民
三
萬
餘
； 

於
九
月
二
十
四
日
起
。被

院
:
呈
遞
第
二
特
區
地
方
法
一

炳
坤

公
函
一
謂
公
共
租
界
新
閘
路
永
昌
煤
段
及
山
西 

路
棉
布
公
所
。、於
七
月
二
十
七
一
一
上
八
，兩
日 

所
接
之
恐
嚇
信
與
手
溜
彈
一
皆
係
憚
蕙
芳
所
爲 

。
要
求
引
渡-
一
該
院
遂
將
憚
交
中
西
探
長
提
囘 

捕
房5
詰
問
豈
過
：
當
往
派
克
路
貳
零
七
號
門 

牌
憚
蔡
兩
人
寓
內
搜
查
。。經
捜
出
手
溜
彈
一 

枚
、，惟
蔡
則
於
憚
被
捕
後
，已
避
往
他
處 

▲
旁
聽
人
士
甚
搪
擠 
是
晨
。
捕
房
傳
集
證
人 

。，將
憚
解
送
第
宣
特
區
地
方
法
院)
。由
馮
世
德 

庭
長 
汪
祖
澤
首
席
檢
察
官
升
座
第
日
刑
庭
審 

理
：
搞
房
起
訴
律
師
汝
葆
彝 
被
吿
擁
護
律
師 

李
祖
虞
：
沈
鈞
儒
趙
琛
 
均
相
繼
出
席
。到
庭 

旁
聽
人
士
、
領
見
搏
擁)
。凡
有
以
目
覩
向
永
昌 

煤
號
擲
炸
彈
者
：
實
係
他
人 

而
非
憚
蕙
芳
一
。 

特
恐
憚
受
寃

C

自
動
到
案
。一
願
爲
見
證
者
一 
憚 

雖
年
輕
、陳
述
時
尙
能
從
容
不
迫
一
，無
倉
皇
之 

狀
。
惟
患
口
吃 
致
訥 
ft
不
能
出
諸
口
：
故
語 

久
似
甚
費
力
耳 

(
未
完
〕

館

特

電

 

今
晨
接
駐
上
海
訪
員
來
電 

0
國
聯
調
査
團
報
吿
書
內
容 

。、有
指
責
倭
賊
武
力
侵
畧 

滿
洲
：
誘
脅
設
立
傀
儡
僞 

政
府
等
語
。。疋
以
駐
滿
全 

權
日
賊
大
使
武
藤
‘。對
此 

報
吿
書
曾
發
宣
言
。。指
該 

報
吿
書
少
辨
別
力
；
內
中 

所
言
各
事
。、又
多
誤
會
。。 

駐
兵
滿
洲
，。全
爲
日
賊
自 

衛
之
計
；不
容
第
三
者
干 

&-
〔、。。

韓
復
渠
殘
賊
率
賊
圍
困 

糧
食
缺
乏
？
奄
奄
待
斃

韓
賊
竟
不
之
恤
。
圍
困
益 

密
。。必
欲
貫
澈
害
盡,
山
東 

人
民
：滅
亡
皆
之
主
張 

乃
止
。。

蔣
介
石
代
表
蔣
伯
誠
。。致 

電
黨
府
一
。力
請
以
武
力
解 

决
山
東
韓
劉
兩
殘
賊
。。 

福
建
省
政
局
混
亂
，。省
府 

各
委
員
，。全
體
辭
職
。。蔣 

光
鼐
無
法
應
付
又
各
造 

匪
禍
閩
之
福
建
黨
官
。
竟 

倡
言
十
九
路
軍
入
閩
。。係 

搶
地
盤
「。以
排
擊
蔣
光
鼐 

與
蔡
廷
楷

重

要

電

相

 

@
國
聯
調
査
團
長
已
返
英
京 

倫
敦
四
日
電
：
國
聯
調
查
東
三
省
案
委
員
會
長 

列
頓
爵
士
於
上
月
五
日
由
上
海
附
輪®
國 

C

是 

夕
伊
抵
本
京
語
報
界
訪
員
云 
一 吾
輩
委
員
所
製 

報
吿
書
宗
旨)
。爲
求
和
平
。r

使
中
倭
兩
國
言
歸 

於
好
。
日
本
反
對
余
等
在
該
報
吿
書
所
陳
各
條 

獻
議
--
余
殊
不
覺
爲
奇
異
一
云
一

•
倭
外
部
代
言
人

誣
各
國
串
謀
抗
拒
倭
宼 

東
京
四
日
電
二
是
日
倭
國
報
章
刊
載
本
京
外
交 

部
代
言
人
之
某
氏
最
近
言
論
；
據
云:
美
國
國 

務
卿
史
点
臣
於
上
星
朗
六
夕
在
美
國
費
城
僵 

。。謂
伊
與
總
統
賀
華
已
立
定
决
不
承
認:
凡
用 

武
力
取
來
土
地
之
政
策
。。今
此
項
政
策
將
吿
成 

功
，。又
開
放
門
戶
主
義
爲
維
持
中
國
領
土
完
整 

之
必
要
政
策
云
云
，日
本
政
府
極
小
悅
史
点
臣 

此
種
論
調
：
史
氏
此
項
言
論
實
妨
害
美
倭
兩
國 

之
國
交
關
係
，史
氏
屢
次
發
論
反
對
日
本
含
有 

向
日
本
挑
釁
意
，故
日
本
視
之
爲
重
大
事
件
。 

史
氏
於
上
星
期
六
夕
旣
發
出
此
項
言
論
。一
翌
日

。
僞
滿
國
傀
儡
外
交
部
長
漢

奸
謝
介
石
。"
發
出
激
烈
無 

恥
之
宣
言
。。謂
僞
國
獨
立 

。。係
滿
洲
人
民
公
意
。。指

責
國
聯
報
吿
書
不
當

0
0

吿
。、謂
賊 

軍
反
攻
昂

將
多
門

昂
溪
。，戰
事
極
烈
。。李
海 

靑
將
軍
所
領
之
義
勇
軍
。 

迫
不
得
已
退
出
。
惟
李
軍 

退
出
後
，馬
將
軍
率
領
生

力
軍 
一
及
民
團
趕
到
。、遂

協
同
李
軍
反
攻 
，大
敗

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