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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
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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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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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
運
動
帝
制
。，下

通
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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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晨
八
点
鐘
接
上
海
訪
員
專
電 

0

宋
哲
元
軍
。。已
抵
熱
河
必 

會
承
德
府
。。預
備
拒
賊
。。 

。
現
目
駐
防
熱
河
省
之
中
國 

正
式
軍
隊
與
義
勇
軍
合
計 

。。達
十
八
萬
之
衆?
除
此 

而
外
。。尙
有
蒙
古
調
來
之

先
鋒
隊

「
。

日
宼
進
攻
開
魯
、凌
南
、已 

與
該
處
義
勇
軍
接
觸
。。

寧
黨
府
行
政
院
。。 

組
寧
夏
政
府

改

5
王
法
勤
奉
寧
黨
府
命
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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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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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王
樹 
。。由
張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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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京
。。王
樹
國
將
赴
南
京 

。。携
有
馮
之
提
議
十
二
條 

。。馮
要
求
黨
府
先
具
决
心 

抗
日
CO
並
議
定
切
實
計
劃 

。。方
允
南
下
到
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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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本
用
和
平
機
關
以
解
决
東
三
省
案
之
機
會 

固
多
。C

而
同
時
盟
會
規
章
第
拾
覚
條
規
定
。。 

凡
會
員
跟
遇
有
國
際
糾
紛
宜
用
和
平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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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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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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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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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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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不
用
和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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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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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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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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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
梶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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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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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
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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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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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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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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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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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九
叁
壹
年
九
月
十
八
日
起 
。日
本
已
在 

東
三
省
實
施
政
治
計
劃
。。此
種
計
副
即
在
東 

三
省
度
內
建
立
「滿
洲
國
」，
但
此
「滿
洲
國
」 

絕
未
得
東
三
省
民
衆
贊
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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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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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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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
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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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
。。本
京
外
交
部
大
臣
内
田
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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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晨
赴
興
津
謁
見
元
老
西
園
寺
：
求
西
園
寺 

准
政
府
召
囘
出
席
盟
會
之
屡
阈
代
表
，。以
示
日 

本
决
心
脫
離
盟
會
意C
蓋
倭
政
府
對
盟
曾
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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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
也
。昨
日
內
田
氏
入
宮
拜
謁
倭
皇
。。向
之
陳 

奏
盟
會
對
倭
之
態
度
。。旋
獲
倭
皇
批
准
倭
政
府 

所
擬
倭
國
脫
離
盟
會
之
計
副
矣
。C

蓋
倭
皇
與
西 

園
寺
兩
人
爲
賊
國
最
高
級
之
政
治
顧
問
。。此
項

重
大
計
劃
。。須
得
伊
兩
人
管 

之
實
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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勸
倭
無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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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府
方
克
將

東
京
卅
一
日
電
。C

英
政
府
曾
令
駐
本
京
之
英
大 

使
連
理
氏
。於
上
星
期
六
日
晋
謁
內
田
康
哉
。。 

向
內
田
聲
言
當
此
危
急
之
際.)
英
政
府
爲
願
倭 

政
府
囘
心
轉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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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東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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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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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前
所
擬
之
調
和
辦
法
云
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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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內
田
氏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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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閣
員
態
度
强
硬
。。决
意
拒
絶
接
納
英
國
此
種 

勸
吿
。。是
日
本
京
外
務
省
已
致
訓
令
於
盟
會
之 

倭
代
表
。C

着
其
拒
絕
英
方
之
勸
吿
。。 

據
是
日
本
京
外
務
省
中
人
官
稱)
。政
府
已
下
决 

心
。C

决
不
理
會
盟
會
對
東
三
省
案
辦
法
結
果
如 

同
。。但
現
目
政
府
稍
爲
注
意
者
。、即
盟
會
是
否 

實
施
規
章
第
十
五
條
第
四
欵
所
列
之
辦
法
。C  
就 

使
盟
會
不
施
用
此
條
；
而
轉
用
第
拾
五
條
第
三 

欵
以
解
决
東
三
省
案CC
在
道
德
上
言
、。日
本
之 

地
位
已
形
孱
弱
。，蓋
第
拾
五
條
第
三
款
規
定
。。 

凡
遇
有
兩
國
爭
端
。。盟
會
宜
用
和
解
方
法
。。所 

謂
和
解
者
-
乃
指
不
用
武
力
言
。。至
於
第
拾
五 

條
第
四
欵
所
規
定
：
則
日
本
祇
須
不
贊
成
盟
會 

之
辦
法
。，同
時
亦
不
必
施
用
武
力
云
云
。
一

•
倭
財
界
人

憂
慮
盟
會
用
經
濟
封
鎖
法 

東
京
卅
日
電
。。刻
下
本
京
財
政
界
人
憂
慮
盟
會 

將
來
施
用
規
章
第
拾
六
條
肝
列
經
濟
封
鎖
法
以 

泡
製
賊
國
。。

據
賊
國
財
政
界
人
一 

。十
三

C

十
五
條
規
」

如
盟
會
施
用
第
十
二 

决
東
三
省
案
。C

日
本

仍
不
理
會
之
：
則
盟
會
或
實
施
第
十
六
條
所
列

經
濟
封
鎖
法
以
對

2
若
果
施
用
此
條
。。

則
日
本
船
舶
將
無
外
國
人
光
顕
。。而
美
國
亦
將 

不
買
賊
國
生
絲
。"
日
幣
與
公
債
票
價
格
在
歐
美 

市
塲
必
再
吿
低
落
。。

•
大
國
仍
欲
用
和
平
方
法
對
倭 

欲
使
第
十
五
條
第
三
欵
方
法
再
活 

東
京w
日
誼
：
昨
據
盟
會
賊
代
表
。。向
泰
京
政 

府
報
稱
，。十
九
國
委
員
會
雖
放
棄
第
拾
五
條
第 

三
欺
所
列
辦
法
以
解
决
滿
案
：
故
對
第
十
五
條 

第
四
欵
所
列
辦
法
手
續
已
着
着
進
行
、但
大
國 

方
面
仍
欲
留
餘
地
。。使
日
本
有
機
會
接
納
調
和 

方
法
以
解
决
此
案
一
。蓋
大
國
仍
欲
再
施
用
第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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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
民
情
、來
維
邦
本
。至
於
削
張
兵
權

一C

任
段
主 

軍
。。其
中
有
無
陰
謀
。是
否
爲
黨
營
私
。。未
遑 

計
較
』一
但
蔣
能
明
於
處
人 
。而
暗
於
處
已
。。耐 

知
國
人
攻
擊
小
張
。。獨
不
知
國
人
攻
擊
自
己no 

又
知
勸
小
張
暫
行
出
洋
。。以
避
拔
段
老
操
政
。。 

不
知
懲
已
不
抵
抗
之
罪
；
以
謝
滬
、滿
、諸
民
，- 

乂
不
自
奮
圖
救
國 
。亦
未
足
爲
順
嗇
而
維
邦
 

本
也
。C

蓋
張
學
良
屯
兵
廿
萬
、"
任
宼
陷
滿
；
衿 

不
舉
乓
禦
賊
者
。
是
蒋
之
指
使
也
。，東

?;.1 省
被 

陷
經
年
，便
不
籌
備
攻
守
。。致
令
再
陷
楡
關
者 

.;
是
蔣
之
貽
累
也
;
昨
冬
前
日
賊
調
央
三
路C 

進
迫
熱
、楡
.
小
張
電
請
派
兵
對
待
、
蔣
偕
嬌
妻 

囘
奉
省
墓
、
絕
不
介
意
。又
济
關
被
陷
一
何
帥 

請
示
進
行
。C

蔣
亦
-
無
表
決
。。祇
謂
就
漸
固
守 

以
待
和
會
處
分
云
者
。.，舉
國
聞
耗I
各
省
縣
民 

衆
:
莫
不
電
責
蔣
之
隱
忍
縱
賊
一
。蓋
亦
烈
矣C

C  

而
蒋
乂
何
以
爲
訓I
况
富
此
國
難
方
殷
、。貼
危 

禍
迫
：
正
是
需
手
孔
亟
之
候
。
實
不
應
沾
沾
於 

植
党
爭
俺
二
籠
絡
梟
雄
。。以
傾
覆
張
系
的
夙
將 

武
士
。。轉
屬
於
失
時
的
段
老
。C

致
生
携
貳
、
萬 

壹
軍
心
渙
散

C

指
揮
不
靈
。。則
華
北
必
偕
熟
、楡 

、淪
歸
於
於
賊
之
手
。此
中
之
得
手
。。品
不
可
不 

早
爲
思
量
也
一
。至
於
小
張
之
溺
職
就
國
，。罪
有 

應
得
。。而
老
蒋
弄
成
小
張
如
此
溺
職
禍
國
。，罪 

實
同
科
，。若
謂
張
之
聯
北
以
拒
日
。。爲
變
生
肘 

腋

3。

寕
任
親
日
之
段
老
。。以
薑
代
而
圖
共
濟
。。 

究
不
如
因
勢
利
導
假
段
以
重
俺

C

監
督
小
張
。。 

令
其
率
兵
討
賊
、
冀
以
將
功
贖
罪
:
使
其
各
自 

効
忠
槌
國
。
猶
愈
於
詐
用
此
悶
葫
蘆
也
。"
望
當 

局
者
祈
知
所
自
儆
。
■

本

館

特

電

 

今
晨
接
駐
上
海
訪
員
來
電
云 

0

日
賊
各
軍
事
領
袖
。。於
二 

十
八
日
在
大
連
開
軍
事
會 

决
定
進
攻
熟
河
•
並
同
時 

進
攻
秦
皇
島
。。但
賊
卒
不

配
。。决
請
賊
府
調
十 

團
。。及
第
三
艦
隊
守

2
 

一
日2山

海
關
；
以
厚
防
守
力
量 

C

倭
賊
調
赴
滿
洲
之
新
擊
 

已
在
高
麗
之
那 
山
港
登
岸 

。。備
車
運
往
滿
洲
。。

。

昨
卄
九
日
。。已 

昌
。、宣
佈
繼
續 

進
行
剿
匪
工
作
。C

竟
置
國

難
日
宼
於
不
顧
。 

G

江
百
省
南
部
奇
寒
。。貧
者 

被
冷
斃
七
百
餘
人
。c

使
藍
辛
氏
昨
抵
上
海 

賊
使
有
吉
見
藍
氏
。。

4
*

備
極
殷
勤
；
醜
態
百
出
以 

結
好
之
；

V

不志 
惜在 
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