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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盛
額
•
三
日
合
衆
社
•
若
干A
 

有
籌
謀
奥
盧
浪
東
政
策
者
•
近
在
設
*
 

求
反
共
民
族
首
耍
。 8
溫 

9»8|
遠
東
大
一 

計
其
目
的
爲
試
求
將
自
由
民
族
一
破

3  

動
式
之
基
本
致
策
 

變
爲
比
較
積
極
之
宀 

政
策
。
而
處
中
共
于
被
動
地
位
•
現
在
一 

更
改
此
政
漂
之
最
大
問
星
•
爲
西
歐
国
 

族
之
態
度
 - 
若
干
西
歐
民
族 

恐
防
美
一 

闢
或
胃
險
而
引
起
世
界
大
戰
•
或
图
量
一

消
耗
本
國
軍
力
而
危
害
歐
防
計
劃
•
上
一 

星
期
英
首
相
邱
卓
爾
•
及
英
外
相
艾
登
一 

，
在
英
下
院
所
發
表
之
談
裾
•
均
含
此
. 

意
。 

碱
 

認
爲
蒋
介
石
之
琴
軍
•
五
六
十
萬

8?
『

.
人

'*仍
然
可
以
成
爲
積
極
政
策
中
之
主
一
幽 

動
份
子
者
•
認
爲
假
皎
華
軍
長
駐
台
灣
匹
 

■
而
單
獨
以
保
守
台
灣
爲
使
命
。
則
日
一
噩 

久
不
但
年
老
身
衰
•
無
載
鬥
能
力
，
抑
漁!

 

且
在
鬥
志
•
組
織
及
訓
練
各
力
面
、
亦
一
洒 

逐
漸
腐
敗
。
而
對
於
反
共
勢
力
•
毫
無
一
凝 

助
益
， 

，   

*
 

賛
成
更
改
射
台
政
策
者
•
謂
此
舉
遍
 

雖
然
未
必
要
美
國
立
 

161
精 ®
 祥
助
蔣
介
一
出 

石
•
準
備
反
攻
大
陸
•
但
豊
定
要
廢
除 

禁
用
，
軍
之
政
策
•
以
令
中
共
對
於
華
忘
 

軍
•
亦
有
所
顧
慮
。
而
牽
制
其
軍
力
后S

採
積
極
行
動

=====^^

 

士
兵
拾
餘
名
•
其
餘
均
爲
南
韓
軍：

|7

 

又
悉
•
去
年
四
月
與
五
月
間
；
图
 

共
曾
將
聯
軍
俘
魔
 
一 
千
五
百
名
之
多
.1

一 

送
至
中
國
咨
域
展
覽
•
以
宣
示
其
勝 »
 

■
若
干
聯
俘
須
服
勞
役
•
或
入
思
想
备

中
受
訓
。

si

軍
政
府
部
長
希
特
報
吿
，
謂
英
國
現
一 

已
師
其
陸
軍
戰
鬥
力
增
加
軍
隊
七
營
• 

按
照
英
陸
軍
之
偏
製
 
一 毎
營
軍
隊
人
數 

•
平
時
約 
一 
千
云
，

日
相
徵
吿
日
本 

不
能
與
蘇
俄
親
善 

東
京
貳
日
合
衆
社
*
•
日
首
相
吉 

田
茂
•
昨
對
上
議
院
再
吿
、
謂
現
有
數 

大
間
題
•
妨
礙
日
本
與
蘇
俄
成
立
友
誼
 

關
係
，•
彼
能
此
斂
大
間
題
，
其
中
壹
部 

爲e
蘇
俄
殻
萬
界
第
二
次
大
戰
末
期
所
 

虜
去
之
日
本
車
俘
、
項
尙
有
三

1T1 餘
离 

未
放
囘0
魏
俄
與
中
共
所
訂
軍
事
同
盟

代
衷
馬
力
，
本
日
在
聯
合
國
社
會
政
治
 

經
濟
委
員
會
報
吿 

指
控
美
機
談
元
月 

九
日 

在
韓
用
毒
氣
作
戰
，
馬
力
謂
彼 

接
高
麗
中
央
電
訊
社
元
月
三
拾
 
一 
日
之 

報
吿
。
稱
美
梅
向
韓
共
宜
村
落
掃
射
• 

常
機
關
槍
子
彈
爆
軽
時
。放
出
一 
種
毒 

氣
，
使
中
毒
者
流
鼻
血
不
止
云 

聯
合
國
現
暫
擱
延 

討
論
韓
國
政
治
問
題 

法
京
巴
黎
四
日
合
衆
社 «
 
■
合 

國
社
會
及
政
治
經
濟
委
員
會
。
昨
星
期 

六
以
五
十 
一 
票
対
五
票
•
(
此
外
有
兩

北

平

推

行

一

貫

汚

反

浪

費

反

官

借

主

義

運

動

中
比

"6
*•■

部
被
指
爲®
汚

■
香
港
四
日
合
衆
肚
宣
，
本
港
頃
接
中
共
官
方
主
辦
之
北
平
人
民
日
報
•
正 

月
*
，七
日
之
報
紙
刊
載
消
息
♦
用
中
共
特
務
警
察
首
長
•
自
控
其
本
部
官
員
。 

- 
逾
白
分
之
八
十
貪
汚
受
賄
•H
報 

III 
中
共
公
安
部
(
底
稱
爲
特
務
警
察
)

，
於 

一
正
月
十
六
日
•
舉
行
懺
悔
及
民
衆
指
控
大
會
，
參
加B
會
之
公
安
部
官
員
■ 

」
竟
建
六
千
人
之
衆
•
彼
等
自
悔
舞
弊
貪
汚
•

，

一 

又
據
同
日
出
版
之
天
津
報
紙
稱
 

15

中
共
其
他
各16

•
亦
有
類
似
公
安
部
 

- 
之
大
集
會 

金
加
開
會
之
人
員
連
三
萬
衆
- 
天
津
各
大
無
籍
誼
臺
，
於
骸
日
詳 

一.
細
廣
播
•
大
集
會
情
况
- »
稚
各
部
有
官
員
三
萬
四
千
八
百
四
十
多
名
•
被
指

一
國
放
棄
投
票)

通
過
西
方
對
韓
間
題 

約
，
直
指
日
本
爲
彼
等
之
敵
㊂
蘇
俄
一
之
提
案 

卽
議
决
聯
合
國
於
韓
國5
 事

佔
奪
壹
距
離
日
本
本
部
僅
約
四
拾
英
里
 

之
小
島
•
迄
今
仍
未
交
還
與
日
本
 

目
下
日
本
外
交
部
，
並
宣
示
其
决 

意
與 8
 方
締
訂
和
約
♦ 
預
料
將
於
三
月 

中
旬
•
便
可
船
始
叫
判
云
■

英
法^5^6
處
置 

意
見
一
致

法
京
巴
黎
四
日
國
際
社
電
。
據
報

未
停
載
前 

决
不
射
輪
韓
國
政
治
問
題 

■
查
蘇
項
代
表
馬
力
、
曾
極
力
反
對
西 

方
提
案
。
認
爲
援
肋
和
談
進
行
。
乃
聯 

合3
之
責
缶
"
彼
謂 ®
合
國
現
時
應
卽 

肘
論
韓
國
政
治
問
擋
•
但
英
•
英
•
法 

三
一
强
， 

811 認
定
聯
合
國
現
時
时
論
韓
國
 

政
治
問
題
，
將
令
現
時
在
板
門
店
所
進
 

行
之
停
火
談
判 

陷
於
决
裂
-
主
張
待 

一
韓
國
軍
事
正
式
停
戰
後-
遇
必
要
之
時

一S
貪
汚
•

△
三
名
官
員
被
指
控 

扒
美
金
四
萬
五
千 

中
共
公
安
部
•
被
指
爲
貪
汚
之
人 

數
。
雖
較
其
他
各
部
爲
少
•
但
其
重 $
 

性
則
較
顕 

據
北
平
人
民
日
報
稱
•
公 

一
安
部
貪
汚
箱
重
者
•
爲
宋
德
秀
，
劉
裕 

濟 

漫
邵
順
和
三
名
・
(
以
上
人
名
俱 

一
譚
音)

彼
等
被
指
爲
將
滿
洲
之
木
材
 

) 

售
與
北
平
及
天
津
三
間
木
板
公
司
， 

在
該
次
交
易
中
•
彼
等
扒
權
釣
四
風
五 

千
美
元

一 
△
共
特
百
分
八
十
以
下 

一 

沾
染
貪
汚
作

據
中
共
之
特
務
頭
(
卽
公
安
長
) 

一 
羅
瑞
卿
報
露
，
「
公
安
部
人
員
，
因
縱 

一
容
及
與
奸
商
作
弊
■
剝
奪
了
國
家
巨
大
 

資
產
」 

彼
謂
公
安
部
有
白
分
之
八
拾
 

以
上
人
段
*
受
到
資
產
階
級
糖
面
子
彈
 

一
之
引
誘
•
已
失
去
其
抵
抗
力 

而
沽
染 

一 
貪
汚
作
風
•
■

一
年
拾
二
月
九
日BE

始
・
因
客
時
中
其
節 

約
檢
查
委
員 
t.
，
披h
露
中
共
廿
七
»
 

國
家
政
府
机
關
，
有
- 
千
六
百
七
拾
餘 

宗
貪
汚
案
件
♦

IE

後
申la

共
產
黨
本
身 

■
名
高
級
政
府
机
關
，
以
至
各
省
縣
市 

鄕
村 

隨
如
展
開
反
貪
汚
運
動
・8|
中 

共
節
約
檢
會
委
員
會
 r
・
如 e
此 

561 貪 

汚
行
爲
不
澈
底
病
淸
・
則
共
黨
政
府
■ 

以
至
杠
軍
-
及
全 
II
之
經
濟
• 
文
化
， 

將
斎
重
之
成
脅
云
 

%
^
^

— 

又
面
臨
新
危
機 

英
京
偷
敦
四
日
合
衆
社
■
世
電
■ 

據
福
英
國
宣
部
工
黨
議
員
，
現
又
要
求 

其
首 «
 阿
待   

6
。 
待
本
星
期
四
■ 
下
繕
一 

院
附
的
英
國
外
交
政
策
時
，
再
謀
將
邱 

卓
爾
之
保
守
黨
政
府
推
倒
■
査
工
黨
於 

前
數
日
•
因
保
守 »
政
府
宣
佈
新
節
約
一 

計
副
•
曾
提
出
由
國
會
投
票
是
否
信
任
一 

保
守
黨
政
府
■
謀
將
邱
卓i6

政
權
推
倒 

・
但
國
會
於
上
星
期
四
表
决
該
案
"
以 

三
百
零
九
票
封
二
百
七
十
八
票
-
通
過 

信
任
保
守
黨
政
府
・
並
以
三
百
零
六
票
 

對
二
百
七
拾
五
票
・*
過
政
府
之
節
約 

肝
創
・
•
使
保
守
黨
政
府
・
不
致
倒
塌 

・
因
如
若S3

日81

會
衷
决
不
信
任
政
府 

■
則
邱
卓
爾
首
相
，
將
要
馬
上
辭
職
・ 

英
國
須
再
舉
行
人
選
云
・

英
法
兩 B
 
・
自
經
英
外
相
艾
登
與
法
外
；
聯
合
國
可
召
集
特
別
曹
議
•
以
肘
論 

伶
蘇
蔓
，
於
上
週
在
此
間
會
晤
後
。
該 
韓
國
政
洽
問
理
云

一
兩
國
現
對 

8:
界
各
大
問
専
之
處
理
•
均 

壹
致
表
示
同
宥
意
見
，
官
方
雷
文
登
已 

保
証
英Si

决
盡
量
與
歐
洲
聯
防
检
構
・
一 

作
密
切
之
合
作
、
杳
艾
登
僚
於
上
星
期
一 

五
，
從
倫
敦
飛
抵
此
間
，
與
法 g
髙
級
一 

當
局
會
議
者
云
• 

一

埃
首
相
以
嚴
辣
手
段 

對
付
埃
及
作
亂
份
子 

埃
及
首
都
開
羅
二
日
路
透
社
電
・ 

馬
哈
首
相
。
現
爲
暴
動
份
子
恢
復
常
態
 

起
見
，
頒
佈
新
令
一
謂
凡
者
擾
亂
治
蜜
 

之
人
民 

包
括
携
帶
有
武
裝
攻
擊
•
或 

謀
攻
擊
公
務
人
員
，
或
維
持
治
安
之
人 

員
•
有
企
圖
擾
亂
教
育
機
關
者
•
將 
一 

律
受
軍
事
法
庭
審
判
。
爲
哈
首
相
又
謂 

在
開
羅
元
月
廿K

日
大
暴
動
以
前
• 
縱 

火
破
壞
政
府
物
業
及
搶
刼
等
之
犯
罪
份
 

子
、
亦
將
受
軍
事
法
庭
裁
判
云 

留05^~^

 

不
干
涉
日
內
政 

東
京
翌
聯
社
電
，
據
負
責
與
日
本 

談
判
實
行
矍
日
安
全
條
約
詳
情
之
代
表
 

團
團
長
緒
斯
克
稱
。
在
佔
館
軍
結
束
俊 

•
留
駐
日
本
之
桑
軍 

只
能
使
用
容
許 

其
有
效
執
行
任
務
之
區
域
沒
殷
備
■
此

不
明
國
籍
飛
機

向
韓
國
聯
軍
射
炸 

高
麗
中
鰻
四
日
合
衆
社
電
，據
聯 

軍
報
吿
・
謂
有
不
明
國
籍
之
飛
機
六
架
 

-
・
於
昨
星
期
六
向
金
城
以
南
之
聯
軍
轟 

一
炸
，
致
南
韓
軍
三
名
被
炸
傷

至
於
空
戰
方
面
•
英
國
「
阿
夫
八 

拾
六
號
」
軍
刀
式
噴
射
機
十
八
架
•
在 

新
義
州
附
近
。
與
共
方
「
奄
埃
知
」
噴 

射
横
五
拾
架
展
開
空
載
•
結
果
奥
機
擊 

傷
共 8
 
三
架
云
，

在
韓
用
毒
氣
作
戰

△
各
省
縣
市
鄕
村 

一一 

展
開
反
貪
汚
運
動 

- 

査
中
共
於
一
年
前 

恆
自 ®
彼
等 

一
在
中
國
鼓
立
了
廉
潔
忠
實
之
政
府
・
但
 

-
其
今
日
則
高
呼
权
清
除
貪
汚
■
反
對
浪 

一
費
及
消
滅
官
僚
主
義
，
錦
此
種
貪
汚
浪 

費
及
官
僚
作
風
，實
有
威
脅
到
中
大
革
 

.
命
之
成
功
。

按
中
共
之
反
貪
汚
運
動
，
係
于
去

英
陸
軍
實
力
增
加 

喚
京
漫
宣
日
路
透
敢
電
。
據
英
一 

寸̂
^
^
^

用
巴
黎
二
日
合
衆
社
電
。
蘇
俄 

s^***^^

項
計 

111 對
0
^
^
^
^
^
2
^
^
^

+

8̂83̂

3̂̂
^̂
?̂
^

—̂

1
 

^
/

4

試
驗
用
日
光
烹
飪 

印
度
新
德
里
合
衆
就
   

<
•
國
立
物
、 

理
學
實
驗
室
今
日
報
雷
"
刻
正
試
鹼
以
 

日
光
之
力
用
於
家
務
•

目
前
所
戲
驗
者
 

限
於
製
造
 - 
太 

陽
活
動
之
壓
力
烹
飪
器
。
能
用
以
烹
熱
 

茶
賦
咖
啡
・
及
一 
统
熟
水
之
器
具
•
較 

一
早
試
驗■
已
調
查
利
用
日
光
以
通
風
使
 

凉
及
產
生
電
力
之
可
能
性
云
• 

M
^
^
^
^
 

紐
約
訊
•
本
省
現
刻
流
行
麻
疹
症
 

.•
頃

5s

市
府 ®
生
局
稱
•
本
市
本
月
內 

迄
廿
五
日
止
・
已
發
現
麻
疹
傳
染
病
二
 

千
七
百
廿
二
宗
•
以
民
鉞
吾
及
布
碌
崙
 

兩
區
最
多
•
六
個
月
以
上
至
十
歲
之
小
 

孩
♦
最
易
被
傳
染
云
。

考
个
亠
龍
餐
剤
吏
礎
堂
这
舉
弋
亠
：

：
■•.•

•■•?*
，

••.'
“■.,
  :.

.■•
'?,
  /

-••.
-■••;

丹
.・

中
學
民
國 
四
十 
一 
年
二
月
四
虢 
(
星
期 
一 ) 

新
聞
紙
第
拾
三
卷
第
二
百
三
十
號

2
 

善

△
夏
歷
歲
次
壬
辰
年
正
月
初
九
日

孔
子
紀
元
二
千
五
百
零
三
年

天

氣

報

年

 

據
天
文
台
報
■
•
整
哥
華
今
明
兩 

日
天
陰
•
而
上
午
有
雨
•
有
微
風
■
今 

日
最
低
及

1®

高
溫
度
，
爲
三
十
八
度
及
 

五
十
度
一
明
日
最
高
温
度
•
爲
四
拾
八

度X
5^

本
報
價 
表
(
雪
沽
每
份
六
仙
)

每
季

三
元 
七
五 

四
元 
五
毒 

四
元 
零
五 

四
元
玉
毛

毎
月 

91 域
派
到 
一 
元
二
五 

本
埠
郵
寄
一
元
五
毫
 

加
屬
美
墨
一
元
四
五
 

中IS

各
国
一
延
五
毛

半
年 

七
元 
五
毫 

九 

元 

七
元
九
五 

九 

元

令
年

壹
十
五
元 

3
十
八
元 

十
五
元
六 

一 
十
八
元

- 

除
星
期
日
外
，
皆
按
日
呈
闕
，
無
論
取
閱
久
暫
， 

報
段
均
要
先
惠
，
空
函
定
閱
，
恕
不
奉
呈
・ 

一

^

^

^

 

鄙 

敗

程
序
■
應
作
*
少
之
千
預
•
以
免
危
害 

日
本
之
自
主
權
•
並
以
美
軍
在
和
約
有 

効
後
・
仍
駐
鼠
日
本
者
•
乃
儼
因
兩
園 

政
府
"
確
欲
保
和
平
及
安
全
云
■ 

洪
7

^

6

^

 

新
進
黨
員
大
會
盛
况 

春
光
明
媚
之
中

題
出
洪
門
前
途
大
有
希
望
 

雲
境
洪
門
民
治
黨
支
部
•
於
本
月 

一
一
號*
趁
春
光
明
媚
■
春
色
宜
人
冨
中 

於
春
飾
大
會
之
前
夕
•
舉
行
歡
®
大 

會
•
歓
迎
新
進
黨
員
行
加
盟
禮
"
皎
晚 

八
時
三
拾
分
•
洪
門
叔
父
• 
躡
躍
賁
臨 

觀
證 
濟
濟
一
堂
•
座
無
餘
隙
•
足
見 

黨0
對
黨
有
深
刻
之
認
識
•
精
神
與
力 

量
日
趨 »
結 

黨
務
前
途
。
正
無
限
量 

，
時
至
九
点 

由
周
玉
生
司
儀
・
宣
佈 

開
會
秧
序
、㊀
齊
集
•
合
升
炮
㊂
擂
鼓 

奏
樂
④

全
體
起
立
。
向
國
黨
旗
及 

五 

祖
遺
像
，
行
三
鞠
躬
•
⑤
新
舊
黨
員
■ 

相
向
行
一 
鞠
躬
禮 ®
鶏
復
衆
坐 
(
吉
) 

靖
主
委
司
徒
捷
予
•
宣
佈
開
會
理
由
• 

主
席
將
洪
門
民
族
革
命
經
過
•
及
洪
門 

之
基
本
主
張
•
爲
「
抵
抗
異
族
陰
謀
侵
 

畧
一 
反
對
暴
黨 
一 
黨
專
政
」
•
向
各
新 

進
黨
員
，
宣
述
洪
門
之
起
源
及
民
族
革
 

命
之
光
荣
歷
史
。
並
將
本
党
神
聖
之
任
 

務
、
詳
細
說
明
，
及
勉
励
洪
人
•
團
結 

賣
致
•
取
淸
立
鳩
0
謂
盟
長
李
希
寰 

就
位
■
鶴
述
洪
門
歷
史
，
盟
長
披
黨
徽 

精
神
帶
• 
威
儀 «
表
。
器
宇
昂
昂
• 
述 

明
洪
門
歷
史
一 
及
謂
洪
門
之
宗
旨
• 
是 

天
下
一
家
•
無
遠
近
之
分
，
亦
無
貴
賤 

之
別
•
西
副
盟
長
廖
造
喜
一
領
導
新
進
 

黨
員
"
至 

五
祖 S
前
。
行
加
盟
禮
• 

㊉

新
進
黨
員
宣
誓
，④

新
舊
黨
員
行
八 

拜
之
禮
•
③
強
成
，

上
週
末
侮
辱
女
性
案 

雲
高
華
公
醫
院
。
有
豊
女
看
護
- 

上
星
期
六
•
在
百
路
滙
傍
及
喜
沙
街
角
 

下
嵯
車
• 
行
返
醫
院
•
遇
有
一 
駕
車
暴 

徒
♦
圖
將
渠
拖
上
車
•
但
段
桑
用
雨
敏 

還
擊
及
大
聲
高
呼
而
嚇
走
云
 

又
某
少
婦
。
上
星
期
六
日
間
。
在 

西
拾
六
街 
一 
千
號
步
落
行
街
•
忽
遇
壹 

青
年 - 
由
停
于
道
旁
之
兩
架
汽
車
間
跳
 

出
來
・
攔
住
去
路
•
圖
行
兇
，
女
者
乃 

大
聲 
IEI- 
•
而
暴
徒
被
嚇
走
之 

又
住
伯
里
街
一
九
二
四
號
•
瑪
沙
一 

卡
沙
夫
人
•
年
五
拾
四
儀
一
不
知
何
故 

■
全
身
瘀
傷
。
而
右
臂
微
折
•
情
神
昏 

暈
，
在
跑
路
街
九
百
號
步
落
排
蕩
。
爲 

警
察
所
察
佬
•
將
渠
送
入
公
醫
院
云
• 

兩
主0:5^6®

 

雲
埠
西
青
年
二
名
。
一
名
威
廉
考 

里
莫
•
年
甘
一
歲
•
住
拾
街
東
八
豊
五 

號
。
一 
名
威
魯
佛
吉
科
士
。年
拾
九
歳 

•
上
星
期
二
晚
闖
入
頃
盡
活
街
西
八
零
 

五
號
之
山
党
里
斯
基
夫
人
之
住
宅
行
刼
 

被
擒
■
警
察
追
掌
兩
人
時
・
曾
開
槍
云

張
秀
蘭
女
士 

被
市
府
聘
爲
職
員 

住
雲
哥
一
東
跑
路
街
六
八
六
號
華
 

僑
張
其
翁
之
如
公
子
秀
蘭
女
士
。
新
近 

受
聘
爲
市
政
府
執
照
部
職
員
・ 

張
女
士
芳
齡
十
九
歲
。
在
錦
碌
出 

fit •
而 #
年
畢
業
于
雲
埠
頃
益
活
中
學
 

•
彼
原
本
任
職
雲
毋
某
菓
欄
爲
打
字
• 

而
因
爲
自
己
感
覺
任
職
市
政
府
•
前
進 

希
望
較
大
•
所
以
辭
職
•

率
人
任
職
市
政
府
者
・
張
女
士
爲 
一 

第
一
人
•
據
市
政
府
當
局
稱
•
張
女
士 

受
聘
與
其
他
公
務
員
無
區
別
•
而
完
全 

係
根
據
個
人
之
辦
事
能
力
•

IN

然
張
女
士
任
職
市
政
府
對
于
 

僑
胞
育
許
多
利
便
•
例
如
各
種
複
雜
之 

營
業
例
離
題
•
今
後
可
以
有
張
女
士
代
 

華
商
詳
細
解
釋
•
其
實
市
政
府
其
他
各 

部
份
■
亦
需
要
華
員
。
例
如
每
年
大
選
 

時
■
投
票
華
人
姓
名
譯
音
•
有
許
多
音 

同
字
不
同
。
以
致
西
人
極
離
辨
別
投
票
 

者
爲
誰
。
而
今
後
妻
室
旣
能
投
票
•
則 

此
問
題
更
複
雜
。
非
奉
人
莫
能
勝
任
云
 

傳@
555"~.

，  

送
往
中
國
展
覽 

香
港
美ai  

it
e:,
此
間
華
僑
日
報 

載
•
據
廣
州
消
息
 

英
美
及
南
韓
戦
俘
 

一
百
二
拾
名
。
曾
自
胡
鮮
送
至
潢
州
示
 

衆
•
任
人
金
觀 

現
已
送
囘
東
北
，
此 

批
戰
俘
包
括
要
軍
尉
官
三
名
■
英
康
尉 

^

%

。
类
戰
車
駕
薯
一
名
"
英
英

散
會
時
，
時
已
五
時
二
十
分
，
天 
一 

漸
大
明
。
此
次
進
黨
員
十
餘
人
•
皆
爲 

奮
發
有
爲
之
志
士
一
而
春
光
明
媚
■
萬 

物
蓬
勃
當
中
，
可
爲
洪
門
前
途
賀
也
•

華
僑
死
於
房
中

一？住
柬
片
打
带
三
一 
一
號
•
拾
六
號 

房
老
華
偏
超
鈞(
譯
音
)
•
年
七
十
歲
■ 

上
星
期
六
•
不
知
因
何
故
，
死
于
房
中 

■
房
東
疑
有 1
外
•
叫
警
察
拆
門
。
而 

一
較
現
趙
鈞
死
于
地•
警
局
科
學
組
•
乃 

派
自
影
相
及
取
橹
上
食
物
少
許
-
帶
囘 

警
局
化
驗
■

其
于
超
原 

住
市
翅
廠
第 
一 
路
• 

據
彼
告
警
察
稱 

其
父
親
從
來
未
曾
延
 

醫
治
病
云

又
東
片
打
街
 
二
二
九 #
房
東
一
上 

星
期
六
發
現
房
客
陳
昌
記
(
課
音
)
， 

一
年
六
拾
五
歲
。
死
於
房
中
缠
板
，
據
稱 

•
陳
君
在
雲
高
奉
無
觀
戚
。
其
妻
及
宜
一 

孑
.
仍
留

■1,

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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