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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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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
門
不
幸
殃
及
長
男
諱
錫
華
字
研
槐
 

痛
于
民
國
三
十
八
専
四
月
廿
一 
日
午
時 

•
病
終
于
雲
高
學
埠
華
人
聖
約
瑟
醫
院
積
 

閏
享
壽
六
十
有
人
鄕
居
聞
耗
即
命
不
孝
 

孫
偉
俊
遵
禮
成
服
不
孝
孫
偉
强
惠
民
毓
 

民
隨
侍
在
側
親
視
含
殮
擇
于
四
月
二
十
 

七
日
(
星
期
三
)
下
午
三
時
在
丹
利
維
 

歯
暗
市
當
長
生
店
舉
行
出
殯
禮
安
葬
于
 

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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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fisl9JK*

孫
男 

文
祺

孫
女 

麗
芳

女
美
玉
(
適
伍
門
)
錦
鳳
(
適
葉
門
) 

媳
岑
氏 

黃
氏

俺 

新
旺
。

侄
婦 

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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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

告

 

侄
孫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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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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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堵 

位
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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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
榮
旋

伍.

伍
偉*

外
孫
女 

伍
瑞
淸
， 

司
書
堂
弟
 

神
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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喪
居
片
打
街
東
卄
三
號
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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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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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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拭
淚
頓
首

大
帮
花
菇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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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
等
無
蒂
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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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蒂
花
菇
 

北
江
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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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磅
六
元
五 

每
磅
五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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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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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元

如
買
十
磅
已
上
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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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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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軍
佔
領
全
中
國
大
陸
之
後
•
香
港 

又
將
如
之
何
？
」
卽
使
香
港
政
府
- 

亦
不
、知
答
案 S
何
•
在
過
去
數
星
期 

。
香
港
安
全
局
已
般
法
組
織
中
外
義
 

勇
軍
♦
增
强
當
地
防
務
，
香
港
居
民 

認
此
事
不
過
是
政
府
一
種
表
示
。
説 

明
無
論
如
何
。
英
人
决
計
保
持
香
港
 

。
究
竟
將
來
共
產
黨
完
全
征
服
中

§1 

後
。
是
否
反
對
英
國
統
洽
香
港
.，有 

研
究
者
意
見
不
一
。
有
等
相
信
共
領
 

毛
澤
東
不
致
與
外
國
發
生
决
裂
- 
尤 

其
是
希
望
外
國
承
認
共
產
政
府
之
際
 

，
但
有
等
指
出
共
軍
数
次
在
揚
子
江
 

轟
擊
英
艦
。
英
人
欲
保
留
香
港
必
須
 

經
過
一
戰
。
共
黨
屢
責
國
民
政
府
與
 

西
方
國
家
簽
立
賣
國
條
約
・
對
於
香 

港
問
腹
。
必
無
放
過
之
理
，
但
香
港 

二
百
萬
居
民
。
不
懼
共
軍
來
攻
•
最 

怕
共
黨
封
鎖
。
封
鎖
最
能
影
響
香
港
 

人
民
。
共
黨
僅
將
香
港
與
大
陸
交
通
 

線
數
條
截
止
。
第
足
以
制
香
港
死
命

爾
輩
男
子
精
神
不
足
乎 

覺
得
年
老
衰
弱
乎
 

， 

凡
人
精
肿
不
足
覺
得
老
弱
胆
怯
無
氣
似
 

半
生
死
者
勿
常
歸
咎
于
年
老
而
體
力
衰
 

弱
請
服
麥
菌
油
丸
使
整
個
臟
腑
重
新
有
 

生
機
所
有
未
老
先
衰
之
男
女
服
之
見
效
 

麥
菌
油
是
天
然
的
身
體
精
再
造
品
勿
任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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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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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十
里
至
杭
州
之
國
軍
三
萬
・
已
被 

共
軍
捉
獲
共
   

<
電
八E

廣
播
•
渡
江 

共
軍
兵
力
-
百
萬
人
•
其
中
四
十
万 

負
責
佔
領
域
市
。
其
他
六
十
萬
負
責
 

跟
踪
追
擊
逃
匿
國
軍
截
至
昨
晚
止
 

，
共
軍
開
進
南
京
城
者
。
已
有
二
萬 

人
•
共
軍
原
定
昨
日
下
午
在
南
京
城
 

內
舉
行
勝
利
大
巡
遊
。
惟
至
夜
深
。 

上
海
尙
未
接
有
大
巡
遊
消
息
，
共
軍 

大
隊
不
斷
望
上
海
 

杭
州
方
面
進
來
 

。
察
苴
用
意
・
擬
用
佔
據
杭
州
。
將 

上
海
包
抄
 
然
後
逐
漸
作
肅
淸
工
作
 

■
各
綫
國
軍
徴
全
不
抵
抗
。
上
海
毫 

無
戰
門
精
神
•
惟
有
聽
候
共
軍
入
市
 

。
但
國
軍
將
領
。
則
仍
然
誇
張
聲
勢
 

。
宣
言
保
衞
上
海
•
退
隱
之
總
練
蔣 

介
石
■
昨
日
已
乘
戰
艦
雌
上
海
赴
厦
 

門
。
代
理
總
統
李
宗
仁
，
亦
早
已
飛
 

返
廣
西
桂
林
。 
計
劇
不
久
轉
赴
廣
州
 

•
行
政
院
長
何
應
欽
■
昨
日
先
抵
廣
 

州
。
在
粤
繼
續
主
持
國
政
，
聞
京
滬 

司
令
湯
恩
伯
將
軍
。
現
有
兵
力
六
禹
 

人
。
守
衞
上
海
■
四
車
分
散
於
滬
西 

•
三
軍
向
南
京
西
南
撤
退
。
五
軍
向 

南
京
東
南
撤
退
。
總
共
人
數
三
拾
萬
 

名
•
據
中
立
專
家
推
測
。
湯
將
軍
僅 

能
保
留
上
海
附
近
之
重
隊
•
其
他
將 

完
全
被
擊
潰
云
，

一•

中
共
廣
播
稱 

中
國
六
個
月
可
統 

美
聯
社
三
藩
市
訊
。
中
共
電
台
昨
廣
播
 

中
共
要
員
任
弼
時
演
說
稱
。
中
國
必 

要
建
立
重
工
業
基
礎
。
提
高
國
民
經
 

濟
.•
鞏
固
國
防
。
先
走
向
現
代
化
之
 

途
♦
任
弼
時
向
中
國
新
民
主
義
靑
年
 

團
第 
一 
次
大
會
演
說
， 
稱
彼
相
信
中 

國
經
濟
建
殷
。
當
較
蘇
聯
更
快
，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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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於
共
軍
過
江
與
南
京
之
觀
威 

孤
風 

昨
廿
三
夕
西
報
稱
，
共
軍
大
舉
長
驅
深
入
•
距
籬
上
海
僅
四
十
英
里
。
上 

海
情
形
萧
條
•
惟
此
間
人
士
。
似
悅
意
共
軍
快
些
來
・
至
於
江
南
要
鎭
中
之
江
 

陰
。
貴
池
•
儀
徵
•
及
蕪
湖
至
安
慶
 
一 
帶
之
十
餘
市
纏
•
距
南
京
東
隅
六
十
里 

之
揚
中
。
悉
被
共
軍
佔
據
・
紛
以
浮
橋
過
江
。
有
如
建
甌
破
竹
之
勢
一 
南
京
政 

府
覩
狀
危
急
・
由
何
應
欽
偕
白
崇
禧
往
解
蔣
氏
•
舗
其
再
度
出
而
主
持
軍
政
大
 

經
•
蔣
氏
與.李
宗
仁
聯
同
聲
明
抗
共
。
蜘
勵
國
軍
。
奮
鬥
到
底
•
幷
稱
此
次
爲 

最
後
决
戰
，育
國
家
自
由
而
戰
。

由
是
而
觀
，
共
軍
師
行
所
至
。
如
摧
枯
拉
朽
，
而
首
都
中
樞
•
倉
皇
之
情
一 

態
可
見
。
縱
未
致
草
木
皆
兵
之
懼
。
總
會
有
風
聲
鶴
唳
之
耆
•
又
據
報
。
有
說 

餚
擬
掘
壕
固
守
•
有
説
謂
擬
放
棄
京
滬
■
兩
謊
未
知
孰
是
•
吾
輩
固
持
和
平
論
 

何
者
■
以
內
戦
實
爲
殘
殺
生
靈
。
招
引
外
侮
之
愚
策
■
兵
凶
械
危
。
兩
敗
俱
傷 

•
然
事
實
上
有
不
可
不
爭
也
•
則
爲
王.者
之
時
。
有
征
無
戰
•
聖
人
之
道
•
以 

義
興
師
。
庶
幾
稍
減
少
人
頰
之
荼
毒
•
而
冀
得 
一 
部
分
之
苟
存
 - 

2
 
且
銓
解
南
京
丕
可
守
之
大
槪
理
由
・
以
爲
窮
兵
順
武
者
勸
■ 

戟
形
上 - 
南
京
爲
湖
沼
汉
河
缠
帶
•
本
缺
乏
深
谷
狹
隘
- 
無
險
可
守
，
雖 

有
數
朝
代
。
如
東
晉
齊
及
梁
陳
南
唐
南
宋
明
等
。
以
爲
帝
都
，
不
旋
踵
而
敗
亡 

•
語
日
•
立
國
於
南
■
其
量
百
年
•
卽
有
獅
子
山
幕
阜
山
鐘
山
紫
金
山
等
・
但
 

未
能
有
今H
軍
事
價
値
■
富
淸
軍
進
攻
其
地
也
。
似
甚
着
力
・(
太
评
天
國
建
 

都
南
京
)
•
而
統
帥
曾
領
藩
之
寄
其
子
書
云
，
「
若
長
紮
雨
花
台
•
以
二
三
勁
一 

旅
・
屯
宿
酸
處
。
援
賊
利
來
•
則
緒
圆
淸
閒
。
全
無
一
事
•
援
賊
再
來
・
則
歸
一 

路
全
斷
。
一 
蟻
潰
堤
•
此
最
險
之
着
」
，
辛
亥
之
役
•
徐
紹
禎
以
一 
炮
而
定
雨 

花
台
•
况
今
日
更
爲
人
心
思
變
，
艮
勢
不
穩
之
有
異
乎
。
至
於
南
京
之
®
濟
之 

人
口
之
名
勝
之
市
塲
之
建
築
物
種
種
。
不
爲
首
要
匾
•
亦
富
爲
次
要
匾
• 

况
聞
南
京
 

81 軍
駐
兵
無
多
，
防
務
單
薄
•
如
果
無
可
守
・
則
不
宜
守
■
勿 

爲
蠻
幹
苦
鬥
。
反
是
祗
有
糜
爛
地
方
。
徒
增
萬
民
之
怨
恨
，
而
於
國
車
整
個
軍 

略
之
進
展
無
補
"
同
様
。
共
軍
現
時
・
雖
有
疾
飛
無
敵
•
屢
戰
迅
行
之
象
•
假 

使
消
耗
大
量
精
兵
軍
械
。
而
拔
取
南
京
♦
致
使
廬
宅
爲
墟
。
如
獲
石
田
•
亦
何
. 

益
哉
•
是
故
苟
能
宣
傳
方
略
。
於
可
能
範
圍
縮
減
殺
戮
行
爲
，
未
必
能
如
曹
彬
 

下
江
南
之
莫
事
•
亦
要
爲
新
中
國
建
殷
作
想
。
如
是
•
則
功
德
無
量
矣
，
嘗
讀 

明
史
張
炘
之
參
周
延
儒
疏
有
云
。
惟
工
謀
身
之
私
智
一
罔
念
體
國
之
公
忠
•
精 

淋
慣
用
之
揣
摩
。
伎
倆
總
歸
於
悶
爍
，
一
時
倖
竇
雜
出
・
狐
假
公
行
。
自
誤
以
一 

麒
國
・
嗟
何
及
矣
。
對
於
今
日
之
豪
門
巧
宦
。
可
爲
寫
照
。
鐘
鳴
漏
盡
。
尙
何 

祈
乎 

此
文
將
刊
成
之
際
■
南
京
已
棄
守
矣
・

中
國
四
萬
萬
同
胞
•

儉
著
名

圆

且
有
蘇
聯
之
協
助
•
現A
整
個
中
國
 

。
必
可
能
於
六
個
月
內
統一

。
到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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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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