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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日
本 
一 戰
。。

前
任
事
府
財
政
部
長
宋
子
文
。。近
曾
發
表
言
論 

1

謂
日
賊
侵
華
之
行
動
。。接
二
連
三
而
發
生
。。 

中
國
各
界
之
容
忍
，，現
已
達
其
最
高
之
限
度
。。 

H
武
人
如
繼
續
執
迷
不
悟
。中
國
人
民
實
忍
無 

可
忍
，。國
時
全
國
人
民
將
聯
合
一
致
齊
起
抗
日 

。)
但
蒋
介
石 
-£來
鑒
表
之
言
論
。。尙
力
命
華
人 

繼
續
容
忍H
賊
之
侵
畧:
並
謂
中
國
作
最
後
犧 

牲
，
現
尙
非
其
時
。。滬
間
各
界
多
未
能
明
悉
蒋

議 
於
日
本
無
利
益 
、祇
利
英
美
兩
國
。   

1L此一 

項
建
議
絶
未
提
及
各
國
須
增
加
軍
艦
。及
節
省 

海
軍
費
用
云:

倭
代
表
發
言
後
海
軍
會
遂
吿
延
會
？
俟
至
星
期 

五
日
再
開
會
，。責
英
法
意
三
國
代
我
均
建
犠
各 

國
宜
交
換
建
造
軍
艦
程
序
。"
即
關
於
建
艦
桂
序 

彼
此
預
早
互
相
通
知 
此
議
爲
日
本
所
反
對
一
厶

▲
紀
念
代
柬

啓者本總會舘謹擇陽歷元月十九日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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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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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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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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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六年當任職員

■
英法艦隊將集中地中海 

介
石
之
用
意
士 
部
份
人
士
之
推
測
。。則
謂
蔣 /
裳
 

§2臬
談

|5 集
心
誌
匕
一
 

氏
受
宋
美
齡
之
動
吿
。。特
意
耽
延
時
日
。。將
空"
炉
驟
轴

”
||̂

^

|5 伽一 

軍
之
力
量
速
行
加
增
。C

乂
希
望
在
此
時
間
內
。0

‘海
將
有*
極
行
動•
向
時"
國
人"
戰
艦
九
一

母
母

一-H

一
隻
將
遊
弋
地
屮
海
中
央
水
面
云3

日
俄
兩
國
能
因
外
蒙
問
歸
而
發
生
衝
突
，。聞
蒋B

，1 
艮
 

氏
現
欲
將
客
府
之
戰
鬥
飛
機
。。由
三
百
架
增
至■
^
^
^

軍#

it

廉價發行

財 
政 
鄭
振
旺 

監
督
 
鄭
鉅
光 

管
房
員 
鄭
家
滄

五
百
架:
達
到
目
的
後
。。即
允
與
日
本
作
戰
。一 

▲
克
復
坦
比
仁
一
區 

日
本
現
有
之
戰
鬥
機
雖
多
於
五
百
架
。。但
中
日
一
押
地
士
亞
巴
巴
八
日
電
二
星H

總 
埋 
廖
宏
燕 

屮
書
記 
鄭
寧
家 

四
書
記 
鄭
發
軍

狩
訪
員

彳

一訊。。亞
國
官
塲
中. 

復
瑪
卡
爾
城
四
端 

向
後
竄
退
云
。。

戰
事
技
生
後
。。日
本
必
不
敢
盡
將
其
飛
機
調
至 

中
國
。
因
海
參
威
與
東
京
相
距
貝
六
百
英
里
。。 

日
本
不
能
不
防
範
蘇
価
飛
機
之
侵
畧
云
・
。 

英美接納寧府購銀計劃 

倫
敦
八
日
電
：
是
日
白
銀
市
情
穩
定
。C
曾
入
賣 

出
者
均
無
多I
一 般
經
紀
人
是
日
吿
歆
件♦
。因 

彼
等
接
有
上
海
訊I
謂   

W
 府
允
向
外
國
銀
行
購 

買
白
銀
，。蜜
當
局
向
外
國
銀
行
建
議
。未
來
兩 

年
間
中
國
政
府
用
紙
幣
向
外
國
銀
行
購
入
白
銀 

。，外
國
銀
行
須
將
所
存 
銀
三
分
之
二
按
照
時 

價
售
歸
中
國
政
府
：政
府
並
由
每
百
元
支
給
溢 

利
五 

7T於
賣
家•e
英
美
兩
國
已
允
納
此
議
云"
。 

中國參加奧連碧運動會 
▲

a:

教
育
部
允
撥
欵
爲
派
代
表
費 

南
京
八
日
電
。，奥
連
碧
体
育
運
動
自
將
於
本
年 

夏
間
任
伯
林
開
會
。中
國
允
派
代
表
参
加
一
。此 

間
教
育
部
允
撥
現
欵
十
七
萬
二
千
元
。(
美
金
五 

萬
匸)
爲
派
遣
該
代
表
費
用
。此
項
代
表
将
取
道 

西
伯
利
亞
赴
伯
林
。
返
國
時
則
取
道
蘇
夷
上
運 

河一公:英軍官爲埃及人鎗擊 

▲
埃
及
党
徒
抗
議
英
軍
官
橫
仃 

埃
及
首
都
敗
羅
八
日
電:
昨
日
有
英
軍
官
一
名 

。。偕
妻
同
乘
汽
車
白
此
間
遊
覽:
忽
爲
不
知
姓 

名
之
埃
及
人
放
艙
射
擊
。一雖
未
中
的"
然
該
軍 

官
已
吃
驚
不
少
矣
。。警
察
四
出
搜
捕
該
放
険
者 

•
一
尚
未
能
將
之
弋
獲
。。

刻
下
埃
及
之
或
民
党
徒
。、集
會
抗
議
昨
日
英
軍 

官
鳍
傷
埃
及
人
淸
道
伕
事1
據
該
軍
官
稱•
。艙 

不
過
誤
毁:
並
非
出
自
有
意
云
。。 

意相之婿須剖治耳鼻

路
亞
軍
昨
日
完
金
克 

仁
區
；
核
地
意
軍
已
議
員
 
鄭
慶
沛 
黄
子
維 
陳
彥
達 
鄭
宏
舜 
鄒
炎
 

郎
家
華

敗
者
本
公
司
昨
經
開
股
東
會
議
淸
算
數
目
選
舉
緻
員
富
境
議
次 

自
一
兀
月
一
號
起
執
竹
分
派
一
九
三
五
年
利
息
凡
各
股
東
須
要
携 

息
播
到
來
本
公
司
書
記
財
政
處
頷
息
爲
盼

西 
一 九   

-
五
年
拾
二
月
甘
七
號 

占
尾
利
市
埠
合
益
公
司
敢

*/.

-
雲埠南平別墅 S
並年職員表

.主
席 
鄭
振
衡 
副
岑•兀
敏 

議
長 
黎
宗
煊 
副
郎
茂
灼 

理
財 
鄭
振
秀 
副
岑
嘉
旺 

核
數 
郎
家
賀 
副
唐
奕
朗 

調
查
部 
鄭
持
來 
李
松
掌 
鄭

書
記 
何
蔭
庭 
副
鄭
腐
一 

外
交 
馮
玉
山 
副
馮
載 ®
 ( 

監
督 
梁
持
莊 
副8^

•
意軍總司令向政府請援 

▲
哆
素 

DI6 尼
增
調
新
兵
九
萬
赴
前
線 

羅
馬
八
日
電
二
是
一
夕
據
訊
。。比
來
此
間
首
相
喽 

素
腱
尼
“，已
增
調
新
兵
五
萬
赴
亞
國
前
線•
。此

幹
事 
許
奕
祥
副 

11,

一
森

吳
仁
春

注意.••
注意••• 

行善爲人生最快樂之事1
: 

行善有意想不到之効果- 

人生兩大願望爲行善與發財。購域 

埠中華會舘獎券則兩者均備1
自助 

與
互
助
爲
人
生
之
兩
大
本
能
。購域埠

舉
乃
應
駐
東
井
洲
意
軍 

請
求
。。

意
官
界
人
亦
認
謂
巴
鐸
利
俄
氏
已
向
政
府
請
援 

。。因
前
線
兵
力
不
敷
：
雖
以
應
付
昭
車
之
攻
擊

總
用
令
官
巴
鐸
利
俄

*
;

宣
傳
部 
郎
慶
兆 
馮
瑞
棠 
馮
桂
輔 
鄭
慶
强 

催
收
員 
鄭
再
 
鄭
業
泮 
鄭
進
崇 
陳
有
執 

評
議
部 
鄭
國
活 
鄭
齊
女 
部
崇
培 
鄭
福
吸 
鄭
厚
貯 

鄭
尙
藻 
鄭
正
順 
鄭
金
疇 
鄭
福
衡 
鄭
林
炳 

纬
潮
澤 
鄭
培
忠 
鄭
集
聲 
鄭
重
波 
馮
衡
炳

•
美海軍艦隊易帥

▲
歇
畔
升
任
海
軍
大
將
一 

華
盛
頓
八
日
電
；
是H
據
此
間
海
軍
部
長
史
灣 

臣
宣
布
。。海
軍
中
將
歇
畔
已
被
揀
任
爲
海
軍
艦 

蹶
之
總
司
令
。以
繼
里
夫
提
督
職
，歇
畔
将
升
任 

爲
海
軍
大
将1
但
此
事
須
俟
本
年
六
月
駐
太
平 

洋
海
軍
艦
隊
演
習
完
峻
。<
駛
返
加
省
汕
匹
度
路 

港
後
：
方
能
實
現""
。

至
於
里
夫
提
督
卸
任
總
司
令
職
後
。"
將
改
任
何 

職
刻
尙
未
有
明
文
云
』。

•
意
國
兵
變

▲
泰
勞
省
靑4
拒
赴
前
線

▲
逃
兵
貳F
窗
入
奥
境
說 

維
也
納
九H
電
了
頃
據
未
經
證
實
消
息)
意
國 

兵
變 
。有
意
人
逃
民
約
貳
尸
；
由
意
邊
境 6
 入 

奥
國
。。此
等
逃
兵
均
爲
意
國
泰
勞
省
靑
年:
上 

次
歐
洲
大
戰
以
前
二
一
泰
勞
省
原
屬
奥
國
」
依
照 

凡
爾
賽
條
約
規
定
二
始
改
隸
意
國"
故
此
等
逃 

兵
原
爲
與
國
籍
民:
彼
等
彼
意
政
府
徵
調
赴
亞 

國
前
線 
迨
登
車
向
南
出
皎
時"
，陡
然
變
叛
。。 

殷
聲
辱
罵
意
國
權
相
哆
素
嚏
尼
：並
棄
械
而
逃

梁
華
國 
黎
宗
俊 
黎
宗
燦 
黎
宗
獎 
»
元
順 

馮
續
鏢
崙 «
洪 
林
棟
材 
林
錦
培 
梁
榮
驥 

敢
者
本
社
此
次
舉
行r
一 调
年
紀
念
慶
典
荷
蒙
各
團
体
各
昆
怪 

或
派
代
表
或 ®
祝
詞
賀
儀
生
花
輿
圖
等
等
隆■

禮
拜
領
名 

餘
殊
深
感
激
謹
誌
數
言
藉
鳴
謝
忱

中華會舘一 

僑以互助

。。 
助又兼互助|
華 

著
稱
；域埠中華會舘 

行善之心核。。故行善 

“此歷史之 5
矗
始
』。 

元月十日：開樊期元 

時間無多。。幸勿失此

IS 

黃
江
夏
總
堂
祝
詞
儀
金
三
元 
黄
雲
山
總
公
所
祝
詞
儀
金
五
元『

41

請以装同維持( 

購券止截期 

月十九日。"

駐
雲
埠
民
星
閱
書
報
社
一

恕
不
愕
呼

黃
江
夏
總
堂
實
業
有
限
公
司
祝
詞
儀
金
五
元 

來
記
衣
舘
祝
詞
儀
金
二
元
生
花
二
盆

行善而又發財之机會1

C
.C

B
A

 E
ndow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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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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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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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
者
不
社
現
置
有
新
靚
全
副
戲
服
五
光r
色
悅
目
可
觀
特
於
正 

月
—■
號
卽(
星
期
六) 
晚
七
時
在
遠
東
戲
院
開
演
鑼
鼓
戲
屆
期 

敬
請
男
女
僑
胞
踴
躍
臨
塲
以
新
眼
簾

蘭
玉
如
夫
人
儀
金
三
元 

紀
邦
儀
金
一
元
五
毛 

世
滚
錦
帆
生
花
一
盆

昂
昇
儀
金
一
元 
寬
捷
儀
金
二
元 

樹
鏡
生
花
五
盆 
有
興
儀
金
一  

%

 

意
蘭
生
花
壹
盆 
樹
彭
卷
一 
盆

德
昌
生
花
二
盆
橙
菓
一
盤 
樹
柏
玆
俠
中
華
大
地
圖
一
幅 

坤
尾
耀
埠
參
蘭 
齊
塘
房 
旅
雲
顧
邊
鄕
房 
亮
疇 
幌
崗
用 

>^^

厚
山
郷 
厚
背
鄕 
黃
屋
鄕 
黃
烈
鄕 ̂

^

羅
馬 

諾
〉

。"
此
間
首
相
哆
素 «
尼
之
婿
齊
亜

主
席 
李
兆
个/
譚
金
瑞 

鑽
長 
譚
文
廣
陳
勝
 

監
督
鄭
燦
李
聖
洪
 

財
政 
蘇
杜
儀 
廣
順
隆

中
文
書
記 
宋
昭
懋 
梁
練
石 

西
文
書
記 
陳
人
民 
馬
百
端

上
海
總
領
事 
返
國
後
。。曾
駕
飛

故
有
逃
兵
二
名
被
鎗 

車
云:

擊
亞
國
城
鎭"
。是
夕
伊
在
醫
院
倩
仁
軍
官
譜
鎗1
^lu
,
7
 

耳;
因
伊
平
素
患
耳
疾
。 
自
赴
前 
懒
匕
其
未
逃
者
团
被
押
卜 

其

誕

史

劇

•
英法海軍聯日 

議又成 
僵局 

▲
函國
海
軍
準
備
小 

英
法
。意
二•
國
提
案 

巴
黎
入
日(
統一 
社)
電:

麗
如 

徒
文
源

。■̂■■■̂
■■■■◎ 

頭
夜
困
曹
府 

塲
高
平
取
級

◎■■■■■■■■■l■^■@

名譽交一 

庶
務

阮
景
華
開
面
飾
趙
匡
胤

治.

问意示威

線
一

核
數 
黄
禮
富 
李
爽
仍 

評
議
貝 
陳
耀
壇 
李
天
立 
鄭
集
生 
廣
源
利

文
明
泮
飾
高
行
舟

英 
泰 

羅
星
全 

溫
flifl貴 

昌
禧
 

鄭
沃

羅
子
禎
林
添
江
 

李
發
星
關
灶
林
 

江
漢
池 

Si

富
照 
林 

方
子
聰 
葉
祟
義 
古 

雷
贊
陳
祖
李
一

寸̂
?
"
:
^
"
:
^
;

—̂

飛
燕
燕
飾
王 

一
二
娘
教
子
一
賽
牛
郞
飾
薛

雙
飛
萬
飾
老
薛
保

春
娥

準
備
二

▲倫
敦
八H
電
二
是
夕
出
席
此
間
海
軍
會
議
之
倭
聯
同
向
意
大
利
示
威
着
該
兩
國
艦
隊
本
月
定
一 

塲 

幽
代
表
不
允
討
論
注
意
兩
國
代
表
提
案:
因
下
旬
白
地
中
海
岸
演
習
、一
儿
演
習
地
点
乃
介
法 

倭
代
表
謂
須
俟
倭
力
所
提
之
軍
艦
總
噸
數
。。及 *
西
，葡
萄
牙
西
班
牙
二
由
直
布
羅
佗
港
起
， 

限
制
戦
艦
問
題
解
决
後
“。倭
代
表
始
允
參
加
討
達
法
屬
井
洲
也
岸
，及
地
中
海
東
南
岸

1!-.，。 
一

第卜一 
次鳴謝經費 

芳
名
列
后 

恕
不
稱
呼

石
安 
陳
金
全 

炳 
林
文
合 
.

號 
黄

李

論
注
意
、兩
國
提
案'
。 

一
但
英
國
海
軍
當
局
則
仍
否
認
本
月
下
旬
之
演
習
一
南
中
别
墅
五
元 
蔣
二
妹
二
元 
何
蔭
庭 
陳
宗
芹 
馬
叙
蟹 

據
倭
國
首
席
代
衣
永
野
氏
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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