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豆唐

聲幽 
(MJ! 
菜遡:

翻 

酔6^1孤 

is

每 
包

百 
磅

價 
錢. 
相 
宜

大大

埠埠

蝦生

醬

鮮大 

紅』

蝦腐

81

大

宗

虎二玉

含./、市：：丁変" 
C放一, 

働 澤Q

A

灌 「周

鲤翌选测旭資安及财典朗都

二峰SBB^B^ 

,13『E.Pender Vancouver, BC

lM*BWWWW 
lux Eeatre 
*限戲廝樂*

P.O. Box No. 1 Phone 121J

THE VICTORY CO.
DIXIE, ONTARIO CANADA

店肉生民新
SUN MIN SANG CO.

122 E. Pender St. Vancouver, B.C.
MA. 1545Phone.

畑么嘆夫

H

1-1

废 

•賢

nr

唐
山
零
粉" 

烏
豆
紅
豆 

土一產减B

興

國

信

有

限

公

司

嘗

兼
映
詼■

事
竇
片
二

W.y
蕊
息
正

■?.-;

周愛權 
II專家"蟹 

8̂
1

— 

愛權第一 家嘗 

藝術击配精 

戴起上■
大一 

現代化.。上胃

88忠
F
I
 

L

TO
naa
避 

K-
0p.
  
Bti遭心 

©
 0
加  

»,.懸

不妨普吓：
可二 

轉賣童唔係假。 

秋毫明察總無差, 

,胡俊傑介紹 1

看 ，登市 
口甜爽口菜片 

H

香嫩 B
冲茶

有『美味原豉醬 

圧
滴
珠
油 

)
庄老身黑豆

遠
近
惠
顧 
無
任
歡
迎 

公司謹白

本公司自家肥猪。宰選

上等肉料

等材

-
料
。配製冬式臘味。味一

-
美適口，絶本市衛生局

-
。認爲適色衛生。給予 

一 准照。批發零沽。、價錢

一相宜。僑胞光顧。請認

»

一招牌牌爲記。

一 

原

由

曲

島

 

- 
A
刘

疆

脈

腸

- 
五花臘肉 
鴨肝腸

一 
臘猪咀 
川商
代
理 
利
權
從
優 

- 

司
理
人
丘
験
多
議
敢

一
力
缺
乏
願
將
生
意
連 

價
銀
特
別
相
宜
僑
胞 

商
筠
可

y^E

一的
市
势

^̂
各種膏丹.

一38^^^

^

^

Q
^
^
^
^
^
^
p

慌

臂

第

遛

鳳

■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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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總堂于干月十日
JL 行第二十三週札紀亂 

一 並慶祝一
國慶大典敬請

各埠就館能諸丸叔昆仲屆時蒞臨叙慶 

並指示一切曷勝榮幸；

△
代
柬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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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總公所詹十月七日正午舉行第十四遍年紀三 

念典禮並設茶會同日下午五摩半假新書酒 

樓舉行祝捷議會晩間人時在禮堂設遊藝會助 

慶預期敬請 

- 
二」

各埠李氏 r
勲伯叔昆 

#_墉姆姊妹賁臨敗慶指 

示禮儀曷勝榮幸

麻李氏總公隊謹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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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舉
是
欲
麟
免
懲
罰•
彼
甚
懼
聯
軍
喲 

彼
爲
戰
事
罪
犯
之1

。
星
期
六
日
特
遣 

新
外
相
吉
田
茂
晉
謁
聯
軍
最
高
指
揮
麥 

卡
度
將
軍
。
談
商
退
位
事
宜
。
幷
徵
求 

麥
將
軍
意
見
與
佈
須
辦
法 -  

根
據
東
京
廿
一
日
工
訊
。
美
传
雙
方
已 

開
始
談
判
倭
皇
退
位
事■
以
免
倭
皇
將 

來
被
指
爲
戰
事
罪
犯■
在
日
本
方
面
■ 

意
見
未
得i

致
・
惟
日
本
官
方
大
部
份 

推
測
倭
皇
退
位
後
。
以
倭
太
子
繼
位
。 

東
京
廿
二
日
電■
日
本
首
相
東
久
邇
宮 

0
是
日
對
美
軍
事
當
局
宣
稱
。
謂
重
慶 

播
音
謠
傳
倭
皇
退
位
。
此
事
完
全
無
根 

據
。
麥
卡
度
將
軍
助
手
化
勞
旅
長
亦
謂 

未
接
有
倭
皇
退
位
消
息
。
若
此
事
屬
實 

。
倭
政
府
必
正•式
通
知
麥
卡
度
將
軍
云 

■
限日政府呈報財政 

▲
美
總
統
顧
問
到
東
京 

東
京
廿
二
日
電
。
聯
軍
最
高
指
揮
麥
卡 

度
將
軍
。
爲
加
童
統
制
日
本
金
融
工
業 

。
是
日
要
求
日
本"政
府
將
財
政
會
計
作 

正
確
之
呈
報
。
在
两
星
期
內
須
將
政
府 

財
政
規
章
。
財
政
部
實
况
。
皇
室
-
銀 

行
。
保
險
公
司
。
及
其
他
金
融
機
關
之 

規
章
及
現
狀
報
吿
。

， 

莫
總
統
杜
盧
民
派
遣
駐
東
京
之
政
治
顧 

間
阿
持
臣
氏
。
二
拾
二
日
乘
飛
機
到
達 

東
京
。
其
主
賣
爲
溝
通
麥
卡
度
將
軍
與 

國
務
卿
間
之
關
於
治
理
日
本 
一 
切
政
策 

與
辦
法
云
。

■
日本風災損失奇重 

東
京
廿
二
日
電
。
日
本
同
盟
社
消
息
稱 

•
十
七
日
。
本
州
西
部
飓
風
大
雨
爲
災 

■
塌
屋
六
千
餘
間
•
水
浸
住
宅
五
萬
間 

■
居
民
無
家
可
歸
者
十
萬
名
。
死
平
民 

二
千
七
百
人
。
受
災
最
慘
者
爲
廣
島
一 

地
・
鼓
處
死
市
民
八
百
七
十
人
。
重
傷 

一
千
人
。
失
踪
一 
千
人
。
汽
艇
被
大
風 

吹
沉
者
五
百
艘
，

、
， 

8
 英艦隊司令到重慶 

重
慶
廿
四
日
電
。
英
國
太
平
洋
艦
隊
用 

令
夫
李
沙
將
軍
。
星
期
日
由
香
港
飛
抵 

重
慶
。當
晚
國
府
主
席
蔣
介
石
殷
宴
款 

待
。
幷
邀
加
军
大
駐
舉
大
使
握
林
少
將 

作
陪
。
據
夫
李
沙
將 8 
稱
， 
在
日
本
未 

投
降
以
前
三
星
期
。
有
英
國
小
型
潛
水 

艇
三
艘
。
每
艘
乘
二
人
♦
白
畫
硕
入
星 

架
坡
港
內
。 ®
毀
日
本
輕
巡
洋
艦
一 
岐 

•
切
斷
星
架
坡
通
香
港
海
底
電
綫
。然 

後
安
全
撤
退
.

•
河南倭軍不久投降 

韻
慶
廿
四H
誼
。
胡
宗
南
將
軍
與
行
營 

一
邊
部
職
員•
拾
八
日
開
抵
河
南
鄭
州
。 

一
絳
備
一
止
式
接
收
被
區
倭
軍
投
降■ 

-
日
本
駐
厦
門
領
事
。
十
七
日
到
漳
州
。 

一
與
率
軍
談
判
投
降•
將
厦
門
政
權
•
交 

囘
中
國 ®
 
事
富
局
署
理
。

證
学

^
■
B
B
B
B
B
I
B

-1-%
障
圏
学
.

、

一
科
一 

安
南
自
主
問
題
一 

朱
今
石

安
南
本
爲
我
國
東
南
之
屛
藩
。
法
帝
國
主
義
者
于
同
治
八
年(
卽
西
曆 
一 
八
八 

二
年)
遣
兵
侵
犯
之
。
佔
安
南
之
東
京
。
越
年
我
國
派
彭
玉
麟
，
馮
子
材
・
劉 

永
福
等
將
軍
應
援
。
法
于
陸
重
不
得
利■
同
洽
十
一 
年
轉
用
海
軍
侵
福
建
及
台 

灣
•
我
不
敵
而
與
之
議
和
。
訂
咼
江
條
約
・
從
此
安
南
歸
法
專
制
至
今
已
六4-一  

寒
暑
， 

"

一 

是
次
大
戰
之
初
。
法
國
不
旋
踵
而
敗
亡
，
安
南.轉
淪
於
日
本
■
今
日
本
投 

降
•
根
據
大
西
洋
憲
章
。
戰
後
各
民
族
有
自
主
之
權
。
故
安
南
人
組
織
自
主
政 

府
於
西
貢
■
實
屬
合
理
之
極
。

今
朝
宣
報
稱
酸
政
府
爲
三
百
法
國
得
解
放
之
俘
虜
推
倒■
殊
屬
怪
事
・
安 

南
人
因
乏
武
器•
然
歷
觀
各
國
在
東
亞
之
俘
虜
，
於
解
放
後
・
莫
不
形
瘦
骨
立 

■
多
不
能
行
動
■
何
獨
不
足
言
戰
之
法
兵
・
於
出
俘
魔
營
後
。
便
如
許
英
勇
耶 

電
報
是
由
偷
敦
發
出
。
其
中
聲
明
英
倭
防
軍
無
加
干
涉
・
換
言
之
，
卽
有 

欲
自
潔
其
身
之
意
，
但
英
國
爲
四
强
之
一
。
大
西
洋
憲
章
中
之
主
要
簽
名
者
。 

爲
履
行
該
憲
章
以
維
持
世
界
未
來
之
和
平
計
。
實
負
有
重
大
職
責
。
對
法
俘
虜 

之
暴
行
。
應
加
制
止
•
安
南
自
主
政
府
之
應
否
存
在
。
將
來
交
由
世
界
聯
會
公 

决
・
方
不
失
正
大
光
明
之
態
度
，也
，

倫
敦
卄
四
日
電•
安
南
前
被
俘
禁
之
法
兵
三
百
。
用
手
機
關
槍
・
手
溜
彈
及
布 

蘭槍等
武
器
■
於
昨
朝
三
点
鐘
攻
西
貢
自
號
獨
立
之
政
府
。
双
方
互
戰
建
旦
。 

獨
立
政
府
之
部
長
及
人
員
斂
百
被
捕
。
佔
據
市
廳
。
法
海
空
軍
增
援
，
將
擁
戴 

鼓
政
府
者
肅
淸
。
安
南
人
許
多
受
傷
但
無
死
者
。
英
倭
防
軍
旁
觀
。
幷
無
干
涉 

一安南人民抵制法國

西 

--X 廿
四
日
電
。
安
南
南
部
土
人•
爲
反
對
法
國
恢
復
安
南
政
權•
是
日
宣
布 

普
遍
抵
制
法
人•
英
法
官
方
預
料
五
日
內
局
勢
可
歸
和
緩
。
但
據
法
國
僑
民
意 

見
,
則
謂
排
法
空
氣
日
見
嚴
重•

一蔣廷献談施賑工作 

▲
十
一
月
有
施
賑
船
分
別
到
上
海
廣
州
靑
島

，-重
慶
卄
二
日 

I: •
聯
盟
國
敕
濟
復
興
會
我
國
代
表
蔣
廷
斂
博
士
。
昨
十
九
日
向 

,

民
參
政
會
發
表
報
吿
・
謂
我
國
政
府
向
大
會
要
求
分
椎
賑
款
美
金
九
億 
千 

五
百
萬
元
，
大
會
最
後
一 
次
會
議
•
將
我
國
要
求
數
目
略
加
更
改
。
但
我
國
政 

府
鑑
於
載
災
區
城
廣
濶
，
難
民
衆
多
・
已
再
呈
聯
盟
國
敕
濟
大
會•
請
勿
將
賑 

款
减
低
■
以
歐
洲
方
面
賑
濟
情
形
而
論
。
意
國
人
民
每
人
得
到
賑#
拾
一
兀
。
捷 

一
克
與
波
蘭
人
民
每
人
亦
得
到
賑
款
十
元
以
上•
以
中
國
之
要
求
九
億 
千
五
百 

一
萬
元
。
分
配
四
雷
五
千
萬
人
口
。
每
人
僅
得
貳
元
餘
。
根
據
行
政
院
戰
後
敕
濟 

委
員
會
之
估
計
。
中
國
施
賑
之
實
際
需
要
。
當
在
三
十
四
億
元
之
間" 

聘
博
士
又
云
。
中
國
領
得
之
敕
濟
復
興
款
項
・
將
以
六
份
之
一 
買
購
粮
食
。
六 

]̂
之 - 
購
冒
衣
着
■
美
金
六
十
萬
元
購
買
藥
材
，
二
萬
萬
元
用
於
恢
復
交
通
之 

利
便
•
壹
萬
萬
元 
用
於
礦
業
工
業
。
二
千
萬
元
用
於
敕
濟
農
村■ 

聯
盟
國
在
中
國
敕
濟
工
作
・
預
計
十
八
個
月
完
成
。
由
本
年
十
月
開
始
。
首
先 

十
五
個
月
計
副
需
款
九
萬
萬
元
，
有
賑
済
船
三
艘
。
將
於
十
一
月
分
別
載
運
賑 

濟
品
至
上
海
廣
州
及
靑
島
，
全
國
將
分
爲
十
五
個
賑
濟
區*
每
區
般
聯
盟
知
救 

濟
分
會
一
所•
照
得
博
十
報
吿
表
示•
施
賑
工
作
遭
遇
到
最
困
難
問
題
爲
交
由 

不
便
。
及
缺
乏
辦
理
賑
濟
人
才
云 

—

數年血戰澳門無恙

1̂ 港
電
。
據
由
澳
門
來
者
報
吿•
東
亞
血
戰
數
載•
各
處
均
受
損
失
。
惟
澳
門 

則
安
全
無
恙
。
除
飛
行
塲 
一 
帶
被
炸 
一 
次
外
。
全
埠
並
無
損
失•
在
過
去
數
戴 

內
期
。
中
國
各
戰
區
難
民
。
羣
擁
進
澳
門
避
雖
。
而
由
廣
州
市
。
香
港
及
九
龍 

逃
往
者
最
多•
弄
至
全
毋
有
人
滿
之
忠•
平
均
而
計
•
每
一 
英
里
住
有
居
民
十 

萬
人
。
及
後
澳
門
前
富
局"
迫
得
禁
止
印
度
及
茵
陳
人
由
香
港
入
澳
門
，
難
民 

旣
擁
入
澳
門♦
全
市
粮
食
缺
乏
。物
價
高
漲
•
難
民
俄
斃
街
上
者
、。
舉
目
皆
昼 

。
爲
狀
極
慘

重慶盛傳倭皇退位

•3

▲
倭
首
相
宣
言
否
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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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
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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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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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西
餐
館
出
賣 

本
餐
館
酸
在
乞
珠
和
毋
生
意
暢
旺
現
因
人 

獲
業
出
資
樓
上
有
房
十
個
各
樣
電
機
齊
備 

有
志
營
斯
業
者
請
速
來
面
亂
勿
失
良
機
丽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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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磯

或

嫌

蜜

1
憑

•
英兵不得結婚德女 

英
軍
總
部
廿
四
日
電
，
黄
敢
麼
梨
元
帥 

今
日
下
令
禁
止
其
所
屬
芝
兵
與
德
女
結 

婚
。
謂
現
在
雖
取
消
各   

<--禁
止
與
敞
人 

接
洽
之
例
■
但
街
人
須
倍
用
其
普
通
知 

識
。
據
一 
代
言
人
稱
■
加
拿
大
遠
戍
軍 

祖
孟
元
帥
指
揮
下
，亦4
遵
守
該
令
云 

■
宋吊由美返重慶 

重
慶
二
十
四
日
電
。
中
國
行
政
院
長
宋 

子
文
。
昨
二
十
二
晚
乘
飛
機
安
抵
重
慶 

・
到
機
場
迎
迓
者
有
高
敏
中
國
官
員
， 

驟蔣主席接見射大使 

重
慶
卄
二
日
電
。
國
府
主
席
蔣
介
石
。 

昨
廿
日
接
見
法
國
联
華
大
使
壁
高
夫
。 

彼
此
互
談
甚
歡
。
談
論
中
檢
討
中
法
有 

關
諸
重
要
問
題
。
，
，"

能邱氏遊意在 r
國中 

巴
黎
卄
四
日
電
。
邱
卓
龍
曾
放
假
往
意 

大
利
旅
行
。
現
在
返
國
皺
中
。
今
日
抵 

急
地
安
太
伯
■

■
英名作家已 r
逝世 

倫
敦
廿
四
日
電
。
英
著
作
家
卜
基
氏
於 

星
期
末
逝
世
。享
壽
五
十
九
歲
。
卜
氏 

兼
長
冶
金
術
。
生
平
著
有(
灰
屋
之
夜) 

一 
書
行
世
。

■
英空軍死亡數頗重一 

一、紐
約
卄
四
日
電
・
英
國
空
軍
部
長
夏
利 

氏
元
帥
公 
to 
。
英
磐
   

-X
參
加
重
轟
炸 

敵
人
者
拾 
一 
萬
人
。
死
智
將
近
五
萬
人 

■
其
數
與
英
加
陣
軍
由
法
登
陸
至
戰
事
一 

結
束
期
間
陣
亡
之
數
相
蜜
。

@
倭皇將謁見麥卡度 

東
卄
四
日
竈
。
據
倭
方
靈
通
消
息
稱
。 

倭
皇.裕
仁
籌
備
親
到
美
國
大
使
館
會
見 

聯
軍
最
高
指
揮
麥
卡
度
将
軍
。
會
面
日 

期
求
定
。
官
方
雖
無
正
式
証
明
此
事■ 

但
外
間
早
已
預
料
麥
卡
度
將
軍
將
予
倭 

皇
以 
一 
會
面
之
概
會
。
若
此
事
成
爲
事 

實
・
在
日
本
歷
史
上
。
以 - 
倭
皇
睛
示 

-
外
國
戰
勝
者
。
以
此
爲
第一  
次
云
。

e
 土肥原昨日被捕獲 寶

東
京
廿
四
日
電
•
日
本
陸
軍
猛
將
土
肥 

原
。
星
期
日
已
就
捕
。
現
囚
禁
於
横
濱 

監
獄
。
聯
軍
方
面
。
現
在
歸
備
迅
速
審 

訊
。
以
判
定H
軍
戦
犯
之
罪
。
麥
卡
度 

將
軍
爲
削
奪
日
本
戦
事
工
業
。
是
日
日 

本
重
要
硼
瘍
及
製
造
廠
，
一
律
繕
就
財 

政
報
吿
。
呈
上
察
核
云L

0
美駐阿大使昨囘國 

布
諾
艾
勒
斯
卄
三
日
电
。
美
駐
阿
根
廷 

大
使
布
拉
頓
。
是
日
乘
美
軍
用
機
離
布 

諾
艾
勒
斯
囘
華
盛
頓
。
將
任
美
國
助
理 

國
務
卿
。
掌
理
拉
丁
美
洲
事
務
。
彼
於 

離
布
諾
艾
勒
斯
以
前
。
遍
知
阿
國
當
局 

■
謂
美
國
對
阿
國
政
策..

於
阿
國
選
舉 

成
立
代
表
民
意
政
府
以
前
。
將
不
變
更 

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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