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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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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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寢
十
五
號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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吆
埠
整
近
棺
肆
載
囘
華
區
致
公
堂
門
前
開
祭
然
後
遵
禮
出
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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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
世
友
誼
暨
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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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
埠
總
機
關
車
壹
誅
文
壹 
致
公
堂
達
權
社
車.壹
蛛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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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
城
總
堂
總
社
車
壹
花
圏 
一 院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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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
近
鄭
忠
梅
曾
準
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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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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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
車
貳
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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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朝香港滙冬百弍十五元三毛

張學良之妻。C 携

什物赴天津。一傳聞內所 

有者皆爲北京故宮珍寶

今
晨
接
駐
上
海
訪
員
來
電
云 

漢奸鄭孝胥。"與僞國執 

政溥儀及漢奸一班。到

長春車站。。迎接由海陽 

到長春之賊大使武藤。。丹.

忽被一韓人俠士。。擲以

炸彈。。漢奸鄭孝胥。。肚 

裂腸流。•當時斃命。。溥 

儀在旁。。大驚失色。。惜 

未受傷。。韓俠士逃去無 

踪。。此事發生已多日。。

惟被僞國嚴密检查。。故

遲至今乃得其消息 

顏惠慶、顧維鈞、致電黨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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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國聯調解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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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已無辦法"。將
C

博

條之第四節草作報吿書 

。。作爲暫結朿。。

石河一帶防線。。張軍已 

佈置妥當。。現安靖無事擲

門寨大雪。。

炸彈。。多陷雪中C。大失 

爆炸效力。一是以倭賊現

進攻石門寨意 

玉祥在察哈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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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學良令各將領固守熟河 

何
柱
國
在
秦
皇
島
設
司
令
部 

北
京
十
九
日(
統 
一 通
訊
社)
電
。。張
學
良
是
夕 

通
令
前
線
各
將
領
竭
力
抵
抗
日
賊
；
以
便
保
存 

熱
河:

又
何
柱
國
刻
下
在
秦
皇
島
建
立
野
戰
司
令
部
。。 

以
備
抵
抗
日
寇
進
攻
云

賊延期進侵熱河說 

因
天
氣
嚴
寒
及
山
嶺
過
多 

華»
頓
十
八
日
〔統
一 
通
訊
社
」電
。本
京
中
國 

使
館
是
夕
發
佈
。。謂
南
京
政
府
外
交
部
曾
接
可 

靠
訊
C
0
謂
倭
宼
决
將
進
攻
熱
河
期
延
至
三
月
上 

旬
。。其
理
由
爲
天
氣
嚴
寒
及
熟
河
山
崗
過
多
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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絡華人擬抵制英貨說 

日
内
瓦
拾
七
日(
紐
約
泰
晤
士
報
訪
員)
電
。。昨 

日
盟
會
對
倭
態
度
畧
超
强
硬
之
理
由
。。固
由
美 

國
再
肆
聲
言
不
承
認
日
賊
以
武
力
搶
來
土
城
之 

政
策
所
致
。。其
外
尙
有
一
理
由
。。即
英
國
懼
華 

人
抵
制
英
貨
是
也
。
因
英
政
府
近
日
接
報
謂
自 

日
賊
侵
佔
楡
關
後
。英
國
在
中
國
之
威
信
漸
墮 

。。華
人
以
英
爲
袒
日

C

有
起
而
抵
制
英
貨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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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時
英
國
伯
爵
列
頓
氏
二
即
國
聯
東
三
省
案
調 

查
團
長)
、與
前
任
英
外
相
參
巴
連
氏
。。亦
設
法 

壓
迫
英
政
府
。。使
英
政
府
對
日
態
度
畧
趨
硬
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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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遠
東
情
形
危
急 

紐
約
十
八
日(
統 
一 通
訊
社)
電
、。現
任
美
總
統 

賀
華
〉。刻
以
遠
東
一
帶
戰
雲
密
佈
，，情
勢
緊
張 

。故
又
請
新
選
總
統
盧
斯
福
會
商
。、是
日
賀
華 

氏
特
命
國
務
卿
史
点
臣
代
其
邀
請
盧
氏
是
星
期 

五
朝
會
談
此
件
。C

盧
氏
已
允
其
所
請
云
。。 

•
英內閣開議東三省案 

倫
敦
拾
九
日
「統
一
通
訊
社
一
電 
。自
本
年
元
旦 

日
以
來
。。是
日
爲
本
京
內
閣
各
員
首
次
會
議
期 

。。其
所
討
論
者
爲
日
本
侵
東
三
省
案
。因
關
於 

此
案
國
際
聯
盟
會
已
達
至
危
險
時
期
也
一。 

•
盟會致最後决書於倭宼 

日
内
瓦
抬
九
日
電
。、是
夕
國
聯
遠
東
案
十
九
國 

委
員
會
。C
已
致
哀
的
美
敦
書
於
倭
寇
二
限
令
宼 

賊
於
星
期
五
日
答
覆•
。該
哀
的
美
敦
書
聲
言" 

如
寇
賊
不
允
招
請
美
俄
兩
國
派
代
表
參
加
東
三 

省
案
調
和
委
員
會
。。則
宼
賊
須
接
納
去
年
十
二 

月
盟
會
所
訂
之
決
議
文 
。該
决
議
文
規
定
日
賊 

須
承
認
東
三
省
之
中
國
主
播
：
然
後
將
東
三
省 

改
作
自
治
省
。。並
須
撤
退
東
三
省
內
之
日
賊
軍 

隊
：
由
東
三
省
自
治
政
府
所
組
之
保
安
绘
出
而 

維
持
東
三
省
境
內
之
治
安
。。幷
須
抛
棄
中
日
直 

接
交
涉
之
要
求
。
此
條
决
議
文
之
意
旨
爲
不
承 

認
僞
國
政
府
也

據
十
九
國
委
員
會
中
人
稱
。。日
賊
若
不
照
上
述 

所
議
者
而
行
。則
盟
會
將
抛
棄
調
和
方
法
以
解 

决
此
案
。。隨
執
行
規
章
第
十
我
條
第
四
項
以
解 

决
此
案
矣
。。

但
據
最
近
訊
稱
。日
賊
代
表
松
岡
氏
。刻
又
允
接 

納
招
請
美
。俄
一
兩
國
加
入
調
和
委
員
會
之
議
。。 

但
要
十
九
國
委
員
會
抛
棄
不
承
認
僞
國
之
政
策 

一義軍三百餘名凍斃說 

由
日
賊
捜
獲
其
屍
体 

上
海
十
八
日
電
據
華
文
報
章
載
稱:
日
賊
斥 

候
隊
在
大
沽
山
搜
獲
華
人
義
勇
軍
屍
体
三
百
八 

十
具
。。此
等
義
勇
軍
均
手
執
長
槍
。一
身
穿
夏
季 

軍
衣
。，彼
等
因
天
氣
過
寒
故
被
冷
斃
、。此
等
義 

勇
軍
皆
於
去
年
爲
日
賊
困
逐
入
山
。。死
守
該
山 

鷗
星
期
之
久
。、日
賊
曾
進
攻
之
；
均
被
擊
退 

*
華人滿意琳福之宣言 

上
海
拾
八
日
電
。，中
國
方
面
人
士
聞
新
選
美
總 

統
盧
斯
福
昨
日
之
宣
言
殖
爲
滿
意;
因
盧
氏
將 

效
賀
華
氏
所
爲
。。將
不
承
認
日
賊
以
武
力
知
取 

東
三
省
也
。、但
候
國
方
面
對
盧
氏
所
言
力
大
不 

悅
意:
寇
賊
政
府
要
人
謂
日
賊
决
不
因
盧
氏
之 

言
而
更
變
宼
賊
對
東
三
省
之
政
策
云

•
菲島獨立 

日
賊
主
張
將
之
改
作
中
立
她

。。亡
者
亡
一C
上
斷
頤
台
者
有
之
：
被
愴
斃
者
有 

之
Q
C

做
亡
國
奴
者
有
之
。，,

居
別
圖
者
更
有
之 

，一
默
國
皇
党
。
瞻
彼
四
方
。。大
有
蹙
蹙
靡
所
聘 

之
懐
，。兎
死
狐
悲
之
感"
其
感
覺
最
不
快
者
。。.一 

爲
亜
洲
王
國
先
後
之
傾
覆
一
。而
革
命
思
潮
一
。依 

然
如
雨
打
浪
擊
。-
貳
千
五
百
年
壹
系
之
獸
國
。。 

亦
有
被
其
波
及
之
勢
：
獸
國
又
有
其
所
謂
水
火 

不
相
容
之
法
司
西
斯
與
共
產
黨
之
運
動

C

獸
國 

若
不
向
華
積
極
侵
畧)
。使
其
國
民
眼
光
之
向
外 

)
。則
國
內
難
免
革
命
潮
流
之
波
及
，
此
獸
國
不 

顧
壹
切
而
積
極
侵
畧
中
國
之
又
寰
隱
意
也 

加
之
賊
倭
武
閥
久
抱
征
服
亞
洲
之
遺
策
。。故
鼠 

皇
黨
乃
利
用
武
閥
向
華
以
侵
畧
二
引
起
嚴
重
之

5

交
。。以
緩
和
其
國
內
之
政
潮
。果
爾
，，九
壹 

事
變
以
來
。。中
倭
已
成
不
共
戴
天
之
仇)
。美

倭
及
倭
俄
已
有
開
戰
之
可
能
。。日
本
國
民
。一 怵 

於
外
患:
乃
有
全
國 
一 致
政
府
之
組
織
。。甚
而 

報
傳
在
日
之
激
烈
份
子
。一
暫
亦
加
入
軍
閥
一
。向 

外
發
展
。
實
乃
日
寇
將
來
之
隱
憂
〕
默
大
皇
之 

老
弟
秩
父:
爲
日
軍
閥
幕
中
之
主
角
〉。人
多
謂 

滿
洲
事
變
一.。爲
獸
府
約
束
武
閥
不
及
之
所
致
。。 

不
知
日
本
之
海
陸
軍
陸
參
謀
。。與
獸
天
皇
直
接 

。
默
皇
不
加
可
否;
武
閥
決
不
敢
如
此
橫
行
。。 

是
殆
獸
皇
用
武
閥
向
外
發
展
。C

免
求
國
內
政
潮 

或
革
命
之
爆
黄
。，此
其
毒
計
之
二
也 

第
三
利
用
滿
奴
漢
奸
等
。。復
立
溥
儀
。。逐
漸
造 

成
大
淸
狗
帝
國
。。帝
王
總
與
帝
王
相
維
繫 
。故 

扶
亡
淸
麼
帝
。。藉
以
维
持
天
皇
之
臭
威
於
不
墮 

。。併
滿
豪
。。所
以
防
赤
俄
勢
力
之
東
漸
V
。扶
淸 

室
。。正
所
以
滅
華
也
，。總
之
。C

倭
有
征
服
中
國 

之
决
心
。。國
聯
是
騙
局
。C

美
俄
助
我
。。尙
非
其 

時
。。非
我
軍
民
聯
合
自
敕
。。則
史
無
其
他
希
望 

。
發
昏
之
驟
介
石
。。請
問
不
抵
抗 
。要
到
幾
時

〔已_r
一 

館

特

電

丄今
晨
七
点
三
十
分
鐘
接
上
海
訪
員
專
電 

0

東三省之漢奸軍隊已集 

中於錦州與綏中間。。將 

分三路進侵熱河：先由 

開魯出發。。轉赴山海關 

。。已派張景惠爲總司令 

0

我軍在南嶺繼續與倭賊 

接觸。。

9

日賊第八師長弘前氏。。 

赴山海關與該處倭賊首

®
開軍事會議。

。

6

南京政治委員會。。已贊 

成派張羣前往川省。。調

解兩劉之爭 C
 C

6

陳濟棠致電何應欽三促

蔣介石率兵北上抗倭.。
、

江西省共匪由廣東與廣 

兩省担任肅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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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旺舉 强庶監中議圣 
旺啟金 立務督文長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