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
擊
潰
日
本■
其
計
是
以
海
空
犬
軍"

一 面
轟
擊
日
本。

一  
面
使
倭
佔
據
之. 

荷
屬
東
印
度
成
孤
立
。或
先
克
復
之
。
致
日
本
失
去
其
最
倚
E5

麻
島
嶼
原
料 

'e 
美
國
士
下
皆
深
信
荷
印
到
底
必
被
克
復
。
發
此
言
論
者
。
是
麥
卡
度
將
軍

:
大 
宗 

唐
山
春
菜
；

片
菜
絲
；

苏川.涿

宀̂'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11̂
.

廖

永

年

黎

社

・

叫 

宣
傳 
陳
囊
耀 
宋
甘
泉
，
爲
放
山
-
#
#
®

一̂

!

 

幹
事
， 
鄭
松
煦 
陳
偉
忠
，
周
少
川
、黃
炳
輝
，周
相 

二

:

逑

確

飞

稼

歸

業
部
；

;

」

 

書
記 
蔣
安
翹 
謝
态
如

!

皇
后
盧
害
鴻
榮
譽
首
本!

 

桂
名
揚 
譚
秉
庸- 
主
力
助
演
碑
 

文
武
全
材
豔
旦
泰
斗
梅
蘭
香
首
本
机 

)
賣票處一 
同
裕
安 

PA，1628

叫
i

裳

W
H

合 
C
 

^
 亜

1

時

‘
 

負

营

之
總
參
謀
長 $
都
偏
貯
。一
，

，△
今
搜
接
用
毒
素
證
據:

丁. 

△
重
慶

—
中
國
軍
事
代
言
人
曾
少
將.
昨
日
答
記
者
問
，
據
云
倭
寇
在
洞
庭
湖 

居
放
用
毒
氣
。
我   

*
未
呢
得
充
分
注
據
。
故
未
有
正
式
通
知
英
美
當
局
。
現 

在
已
通
令
前
方
指
揮
。
击
意
搜
集
毒
氣
盒
，，
或
與
施
放
毒
氣
有
關
器
具
件
：

Sim

 E
 0

:
：△
上
海
俊
僑
信
念
變
移 

㊀
恐
聯
軍
攻
入
倭
僑
將
財
產
交
中
立
國
人
管
理

-

0
航
運
停
頓
商
業 一  
蹶
不
起

△
紐
約
1

方
由
上
海
歸
來
者
，
言
及
滬
上
情
形■
指
出
此
東
亞
大
都
市
倭
國
僑 

義
民
。
名
數
認
識
此
塲
戦
爭
・.到
底
日
本
必
敗
。所
以
屡
商
人
已
開
始
將
其
產 

Kyi.?

業
。轉
移
與
中
立
國
人•
若
中
立
國
人
肯
代
爲
接
受
保
管
，間
亦
有
將
財
產 

電
h

;--.-
實
業
交
與
中
國
人
者
・
其
不
將
事
業
轉
移
商
賈
・
則
增
聘
華
人
爲
經
紀
爲
經 

-•-.=

「
理
。
藉
此
一̂
圖
冒
騙
顧
客
。
使
誤
認
爲
華
人
商
店■
及
將
來
聯
軍
攻
入
上
海 

一̂

'

，時
・
、尚
產
業
可
免
受
充
公
，
上
海
倭
僑
不
再
理
會
載
事
之
久
暫
。
有
等
欲
與 

Ix
hl一

美
僑
商
时
戦
事
。
惟
美
國
人
久
厭
倭
賊
之
奸
猾
。
每
不
置
答
・
倭
僑
至
是
輒 

參
寸
」
贊
美
兵
之
善
戰
。或
譽
美
軍
在
瑣
羅
門
之
進
行
順
遂
，
數
月
前
・
倭
商
民
預 

聲
二
 

料
上
海
商
務
將
因
戰
事
而
蓬
勃.
・租
定
華
麗
住
所■
準
備
其
家
人
之
由
日
*1

呼 
咸
菜
酸
笋 
花
裁
絲
箱

—
購■
峰
枠
岐
酔
随
機
， 

力  

,

睥
藝 

、
土
製
鹹
魚
、
土
製
抽
油
。

冲
菜
梅
菜
；
荒
豉
麻
豉  

家貨
.SANG 

店
启

三

以
証
實
敵
方
罪
惡
云
」 

、
一

△
俄
方
實
布

—
失
守:

△
倫
敦|
英
國
播
音
稱
。
中
國
高
級
指
揮
部
宣
布
。
常
德
越
倭
军
攻
入

-■.<»;
痛
過

|;

-
星
期
猛
烈
巷
戰"
已
爲
倭
幫
所
佔
領
。

■
..:̂
4

',<',，
.：

議

宀

彗

上
驾t
m

^

^

^

^

^

^

r

际★
僑
聲
劇
團

I

 
◎
是!

演!

鴻
蜚
聲
粵
劇
大
受
僑
界
歡
迎
的
：

胃拜二晚演麝豔 1
 

三
慶
佳
期

⑥
占
尾
利
市
拒
日
救
國
會
籌
款
救
動 

粵
災!

名
列 
:
」 

• 

鄭
忠
潤
壹
百
五
拾
元 
吳
運
基
賣
百
元
拾
元«
 慶
慈
麻
潑期 

白
油
腸 
命
六
毛
五
、、

♦

，
；
：
啜 

神六毛五一

銀
潤 
空
八
毛
五
、 

1

猪i

四
毫
 

L

期
內
定
貨 
利
權
同
享 

招
商
代
理 
利
權
優
給

▲
德
大
軍
訓
赴
土
邊
境.

前
来
居
住
。
豈
知
事
與
願
違
，
上
海
商
務
未
見
繁
榮■
而
由
日
本
傳
來
之
消 

息
。
則
稱
其
家
眷
俱
已
死
亡
。緣
因
英
潛
艇
在
雷
海
大
肆
活
動
・轟
沉
倭 

船
・
日
有
增
加
。
日
人 
2.渡
海
往
中
國
者•
溺
死
不
知
凡
幾
。
上
海
是1

大 

通
商
口
岸■
如
犍
約
，商
業
之
繁
隘
，
全
靠
船
隻
來
往
・
但
航
連
現
在
完
全 

停
頓
，
船
隻
沉■
旣
多
。
中
國
海
面
乂
是
危
險
萬
分■
商
務
不
特
無
起
色
，■ 

反
墮
落
較
珍
珠
港
事
變
時
更
甚
， 

， 

據
歸
來
者
言•
上
海
尙
有
德
人
弍
千
餘♦
設
等
億
僑
已
承
殷
德
國
戰
事
已
失 

敗
■
日
本
亦
將
相
繼
淪
亡
，
或
遲
或
早•
彼
輩
深
恐
不
免
亦
爲
倭
賊
所
囚
禁 

■
或
者
被
押
禁
於
現
囚
英
美
僑
民
之
集
中
營
・
亦
是
1
 料
中
之
事
耳■ 

雖
然
上
海
倭
僑
。漸
覺
悲
觀 
戶
惟
彼
輩
意
見
，
不
能
代
表
日
本
國
內
偻
普
通 

民
情
•
滬
上
倭
僑
對
世
界
事
勢
，
每
每
覺
悟
，
較
快
於
倭
風
丸
之
倭
民
。
日 

本
現
時
方
開
始
反
攻
聯
盟
國
之
進
迫
。
如
若
殖
要
，
倭
政
府
足
以
强
制
人
民 

•
使
繼
續
再
戰
五
年•

上
海
地
位
可
稱
特
殊
。
因
H

本
與
蘇
俄
非
是
交
専
8

■

故
須
任
由
蘇
俄
通
訊 

社
及
俄
國
報
紙
繼
續
營
業♦
兩
咨
對
職
國
在
駄
洲
敗
退
僅
據
事
實
報
吿•
不一 

事
張
揚
，
許
多
短
波
收
音
機
，
在
上
海
伪
然
依
舊
收
聽
世
界
播
音
，
甚
至
偻 

•
僑
有
等
也
偷
聽
美
國
哥
林
比
亞
联
台
及
英
B

電
合
播
音■

•△
美
機
十
一
月
份
戰
績

△
重
慶
1

美
第
十
四
写
軍
司
令
部
報
吿
。
英
晩
炸
機
除
與
衝
炸
機
隊-
在
十
壹

—i
n
 

62^

偷
敦
七
日
幫
。
羅
總
錄
邱
首
相
及
土
總
統
愛
諾
紐
三
人
現
在
會
議
中
e

其 *
耍宀

本
社
謹
訂
十
二
月̂
^

正
齢
雑
法 

機
關
叔
父
昆
仲
撥
曾
臨
助
慶
推
i

 

一
儀
曷
勝
榮
幸'

)

•

、絵
達^w

i##
人
之
参
加
者
。
英
外
和
艾
登
。
土
外
長
美
尼
緬
西
阿
格
魯
及
美
總
統
顧
問
哈
勒
一 

斯
等
，
根
據
丁
九
三
四
年
英
土
協
約
。
請
求
土
耳
其
實
跳
・»
 英
風
在
队*
^
 

.
抗
拒
侵
略
之
戰
。
近
來
由
安
卡
拉
傳
到
之
消
息
。
指
出
主
鳳
蟹
備
參
戰
之
置̂

 

日
高
・最
低
限
度
。亦
作
命
部
之
參
戰
。
且
决
在
聯
軍
方
画
脅
俱
宵
方
飢
号
導 

若
非
土
國
被
侵
犯
時■
不
加
入
戰
命
云
。 

「
」
1

 

斯
鐸
坎
接
布
加
利
亞
奇
都
通
訊
，
德
機
械
化
隊
三
師
。
近
幾
日
內
，
經
過 *
悪
 

亞
向
土
邊
境
進
發
云~

一
，

二 

■
英
皇
一
贈
劎
紀
念
史
城

A

舉
行
爺
重
献
劍
禮

,

;

一
、：，7
：；
，；•
，、.;
，一♦"•
一
一
，，""
，二♦
一♦;
， .；
，
.!，，-一". 二"，，
•".
■.
。；
，
，<:•
，一u
： 

女

太

芋

.禮
拜
三
晚
演 
腕
鏑   

**

開
羅
七
日
電
・
英
皇
优
治
第
六
。特
命
良
工
製
覚
劍
代
表
英
國
人
民
向
史
冴
林
一 

城
居
民
致
敬
。鮫
剣
曲
雄
卓
爾
首
相
於
拾
覚
月
廿
九
日
在
劇
黑
脚
親
献
與
匕
丹

林
・献
劍
禮
非
常
隆
蓄
。
在
俄
大
使
館
之
舞
廳
舉
行
；
英
俄
衞
-M
♦::武
裝
排
兩.
， 

行
・史
丹
林
城
守
將
爺
路
西
洛
夫
元
帥
立
中
央
。邱
氏
先
入
款
候
史
氏
。更
町 

入
廳
中
與
邱
氏
對
立5
羅
總
統
旁
坐
觀
禮
。
旋 一  
英
中
尉
舉
劍
齊
眉
邱
氏

te*
 

誦
英
皇
之
祝
詞
，
大 
t■■- 

是
表
示
英
民
欽
仰
史
城
居
民
之
英
烈
？
特
獻
此
以
紅
命. 隆

R  

〔•
门

C

b

  

s

.

;

  

-:?..

亲

其
鋼
鐵
之
心
。史
氏
步
劍
在
手
，
低
聲
代
俄
民
作
約
二
十
言
之
答
謝
詞
畢.〒
舉
一 

剣
壹
吻
，
窩
路
西
洛
本
元
帥
半
鞠
躬
。
將
劍
橫
加
臂
上
。至
悬
史
耶
兩
人
行
立
一 

於
羅
總
統
側
。禮
成)
俄
高
級
単
官
持
劍
領
隊
而
出
。
史
氏
復
取
劍
遞
與
儲
總
一 

統
鑑
賞
.
羅
氏
看
後
蓊
囘
史
氏
。
弁
筑
美
不
置
云
1

-

：,

二

：女 

•
俄 8
 合
圍
敵
數
十
萬 

•
：

-

，
：
 

莫
斯
科
七
日   

I

。
俄
蛇
渡
過
鳥
克
蘭
之
泥
沖■ 
合
圍
地
尼
巴
河
灣
區
之
敵
蛇
于 

萬
。
德
軍
之
歸
路
及
步
濟
孔
道•
昨
已
被
那♦
僅
有
數
英
里
便
達
仍
在
敵
手
之
『 

鐵
胳
。
克
利
民
澤
西
族
收
復
二
十
贰
處
，
殲
敵
九
百
。奪
獲
唐
克
車
拾 
一
输 ̂
 

自
動
大
砲
五
門
。白
新
區
德
抵
抗
甚
强
。但
俄
軍
包
抄
之
佔
一
村
。殺
敵
干
餘 

。
二
夫
以
西
之
敵
重
囲
反
攻
。
圖
迫
俄
退
囘
地
尼
巴
河"•
但
紅
軍
整
守

(»/
,
;
 

予
敵
以
大
損
失
云
。
一

，:
丁
：

.-/ 誕

ikisc

礎
H 

^
*
 

^^885.  G
  

3.SI
 

^

d

w

4

月
份
總
共
炸
沉
倭
船
四
萬
九
千
噸
・
擊
毀
倭
機
卅
九
架
，
兩
方
損
失
比
率
爲 

十
二
對
一
。美
方
佔
超
然
優
勢
・
據
陳
諾
將
軍
稱
。
在
中
國
載
區
轟
沉
倭
船 

較
其
他
戰
區
爲
少
、・
但
須
知
第
十
四
空
軍
範
圍
包
括
甚
廣■
而
機
數
則
有
限 

云
。△

金
九
急
欲
高
麗
獨
立

△
重
慶
1

高
麗
臨
時
政
府
主
席
金
九
。
昨
日
批
評
開
羅
宣
言
。謂
三
巨
頤
會
議 

不
保
証
高
麗
在
日
本
崩
潰
之
初
即
得
獨
立♦
而
須
「
經
過
相
當
程
序
」
方
得 

自
由
。
在
中
國
所
有
高
麗
僑
氏
對
「
經
過
相
當
程
序
」
一
句
異
常
忿
怒■
若 

聯
盟
在
此 »
 界
第
二
次
大
戰
終
結
時
。
不
能
給
高
麗
以
無
條
件
自
由
與
獨
立 

高
麗
人
民
將
織
續
其
歷
史
上
爭
鬥■
反
抗
侵
略
者■
不
論
使
略
之
爲
誰
云
。 

△
我
國
紀
念
美
國
參
戰

△
重
慶
1

中
國
是
日
紀
念
美
國
兩
年
前
之
今
日
加
入
戰
爭
・
堅
信
開
羅
與
得
黑

爲 
昌
郎
慶
達
 
鄭
，慶
煉
•
鄭
厚
驰
.

^

^

1

3

 

郎
尙
煦 
部
就
財 
郎
慶
順 
鄭
厚
棠 
龔
，
永
二
吳
滴.盡
 

岑!

岑
嘉
贊 
岑
相
潔 
器
饗
 
唐
文
普 
B

 

曹 
維 
曹
如
集
"
郎
線
溢
二
一
師
業
强
一)
鄭
莱
琳 
然
業
源.，筋 

黎
槐
修 
陳
立
匹 
陳
雲
沛 
陳
笑
 
楊
厚
旌 
1

M

 

鄭
家
瀚 
郎
振
淇 
陳
彥
遴 
李
偉
杰
、 
廖
學
精
：
廖
宏
鑫
 

廖
洪
進
寫
能
圃
 
林
壬
 
李
沾
，
黄
子
維
7

験
滝
鑫
 

郎
振
進 
鄭
業
森 
李
愛
明 
陳
振
華 
黃
敗
周 
黃
.崇
一 

鄭
慶
溥 
劉
和
樂 
鄒
文

0

喊線*布定遂蜜喧

星 期 二

◎
鹭
瞿
權
社
民
國
卅
三
羅
經 

書
記 
鄭
悅
民 
副
李
佑
炯 

讃
 
螺

屮

編

龍
 

外
交 
李
植
民 
雷
宜
顯 
李
圻 
監
督 
李
I

培
，-g^^

 

幹
事 
鍾
瑞
連 

林
强
 

.徵
收 
鍾
、認 

萬
龜
一
 

庶
務

大
聲
明

•
美
軍
水
戰
破
德
陣
地 
:
 

亞
爾
及
爾
總
部
七
日
電
。
美
第
五
軍
步
隊
。爲
紀
念
遠
征
兩
謳
年
，冒
齊
一 

水
向
敵
進
攻
，破
敵
之
陣
地
，
德
元
帥
加
舍
陵
調
重
兵
反
攻"
第
八
第
之
一 

隊
渡
舞
羅
河
與
敵
在
天
霧
中
混
戰
。毀
馬
克
第
四
號
唐
克
車
四
輛■

價
凍
有
限
，■

何
物
如
之 
(
不
用
購
買
券
，

唐

克
(

蘭
會
議■
足
以
促
進
軸
心
之
敢
亡
。
軍
事
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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