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鑑擎 全忠
徐徐
光儒
鄭黄 其炯 生能

鍾麥 廣 厚照
雷馬 維能 否正

中黄連李 華子樵子 醫華山平
任汝祝華 璋齡挹
龔李周李 邦家學 耀根超明
徐黄雷 科錦卓宜 員折凡己

黃養李力

艷愛配 劇情景
1途閨;
:抱留
:情學
牽国；

溫謝黄 光汝。 祥璋挹

明
蘇李 毓 秋幹
周黄

馬

周

个、

、

:［班天羅大: 婁 

高

I

- I»

JJ

警

3

服公読

號七月四年一拾弍国民+四期星八二）

府 四以 選
II出便舉

人
爲
議
員
云

■
吳孚佩通電抗日 

紐
約
西
報
載

—
海
電
吳
佩
孚
數
日
前
分
北
京 

發
表
通
電
請
召
集
全
國
軍
歌
；
以
驅
逐H
賊 

出
中
國
領
上
，，乂
稱
；
滿
洲
傀
儡
政
府
？
不
過 

日
賊
併
呑
滿
洲
之
一
種
步
麻
而
已
云

德國政
容

政
府
拒
還
歐
戦
賠
款

黨
人
籌
備
内
戦
計
割 

伯
林
五
日
電
。德
政
府
刻
學
訂
不
還
戰
債
之 
一 

九
三
貳
至
豈
九
三:
年
預
算
发
。g
萧
照
該
預
算 

表
所
列
，
並
無
淸
還
歐
戰
賠
欵
及
戰
債
數
目

c

此
消
息
傳
出
後:

一
常
注.意
"
。

同
時4
京
當
軸
乂
佈
露
德
國
國
權
党
人
謀
起
內 

戦
之
文
件
-
此
種
文
件
乃
由
曾
差
向
該
黨
之
總 

機
關
捜
僅
者
，
其
內
容
指
明
國
權
黨
人
像
備
於

本
月
拾
三H
選
舉
獲
勝
時

"
攘
奪
政
權

。攪
誕
一
內
戰

因
該
黨
人
已
截
彼
政
府
中

人
互
相
來
往
之
誼
訊-
詳
悉
政
府
所
有
愉
械
暨
一 

飛
機
。
與
鐵
甲
車
。
，及
他
種
武
器
正
確
數
目) 

此
項
文
件
乂
載
有
國
權

Ji
那
令
文
。
規
定
該
黨 

人
於
選
舉
勝
仙
時
二
須
按
照
歩
驟
用
武
力S
 據一 

國
內
公
用
物
機
關
如
電
話
與
電
報
局
：
及
無
線
一 

電
播
昔
站
・
其
時
德
意
志
全
國
各
地
如
同
軍
隊 

营
幕
育
般
云"
。

•
英哀兩邦交涉 

哀
窗
蘭
獨
立
間
題 

倫
敦
六H
電
C
H
前
哀
爾
蘭
政
府
曾
致
牒
英
政 

府
，。中
有
哀
爾
蘭
將
完
全
離
英
獨
立
。英
哀
兩 

國
條
約
規
定
哀
政
也
每
歲
應
繳
納
年
金
二
白
萬 

儿
於
英)
及
哀
政
府
職
員
須
向
英
士
宣
誓
兩
條 

汴
。
須
槪
行
取
消
等
語
，。本
京
自
治
殖
民
部
已 

覆
文
於
哀
政
府)
聲
言
英
政
府
斷
不
允
哀
爾
蘭 

獨
立
云
二

哀
政
府
自
接
此
覆
文
後:
是
日
乂
致
牒
於
英
； 

此
牒
文
內
容
刻
未
公
佈
：

■
日本調査全國靑年思想 

以
滿
洲
上
海
事
件
爲
中
心 

東
京
九
日
訊"
本
京
時
事
新
報
云
。
文
部
省
因
一 

自
滿
洲
上
海
事
變
發
生
以
來 
國
家
處
於
重
大 

•
難
局
關
於
全
國
男
女
靑
中
團
舆
年
輕
人
之
思

想
的
傾
向
究
竟

得
不
有
切.實
之
調
一

查
業
已
令
社
會
教
會
官
實
行
總
動
員:
其
調
一 

查
之
中
心
題
目
；
爲
對
於
滿
洲
上
海
事
變
各
靑
一 

年
之
態
度
及
思
想
趨
向
之
歸
宿
以
及
靑
年
對
於 

選
舉
所
抱
力
一
意
見
，。

東
京
朝
日
新
聞 

舆
極
右
分
手 

端
反
軍
國
土
義
一 

等
連
動:
嚴
密 

整
備
費
項
下
，.

告

礙
具
體
方
案
一
目
卜
對
於
極

連
動
一
與
中
國
間 

防
範 
"
現
已
覘
苏

日
抗
爭 

桀
N1
設

算
百
•••

—
九
萬 
兀

倭賊殺自衛軍五.门

賊
軍
進
迫
伊■ 

潘
陽
六
日
電
。"
是
日
： 

附
近
本
處

nil帶
内
。2

胃

結
巣"
断
車
h
白
各
破
倭
寇
戕
殺 
H
r
 

一
名
被
倭
擊
傷 
、叶
加
倭 

爲
/
門
帥
发
所
証
各

多
門
所
部
宼 

攻
，
據
倭
官
勇.

株 

刻 

伊
蘭
進

，
宼
車
擬

攻
駐

間
島
華
人
自
衞
軍f

。

w

揚
琴
。
五
演
國
技 
六
陳
利
餐
館
報
知
音
樂
演 

—=*  
• 
・一™̂ • >cim

.  ̂̂
 
一t ■ • 
• 

_L.w

、心 

1̂
^  '

rnttv  ̂/ Ie*  .

阮
仁
贊 
周
福
深 
林
有 
董
波 
每一

馬

位

爲

繫
 
黄
工

謝一

馬
南 
.西
人

葉
枝

沈
南
舉 
曹一 
作 
馬 

星 
李
就
 

邮
道
振
曾
長
 
徐
伯
舟 
周
澤
標 

楊
仕
勝
李
 
金
鄧
世
源
 
胡
聰

李
煜
漢 

周

曹
庚
有 

李
吉
慶

一曹 
皆
水 

馬
洽
本 

企
錦
華 

謝
繰
彥 

一
伞
祥
南
企
佑
保
 

曹
町
扑
馬
宣
本
 

一
岑
秉
均
七
毛
五 

黄
銓
h
毛
.h

周
成 

一
馬
恒
健 

馬
才
大 

黄
裕
林 

馬
念
真 巨 

馬
穩
俊 
蘇
麗
潘

集
子
棠

毎
二
元 
馬
準
俊 
馬
津
俊 
每
貳
元
五

黄
樹
昇 
黃
昂
煖 

馬
理
叙 
黃
德
玉 

兀
周
路
丁
壹
元
五
 

黄
經
福
曹
垣
 

譚

榜

林

相
 

曹
廣
鎭 
李
洪
 

王
華
慶 
李
輝
南 

葉
耀
生 
曹 
燒 

領
璧
關
仁
瑞
 

葉
潤
庚 
黄
以
漢 

黄
德
持 
每
實
元 

徐
桐 
李
元 
黄
操

毎
五
毛

◎
宙卜碌埠華證日救國會捐 

罄
名

公
敢
者
本
埠
成
立
拒
日
敕
國
會
當
衆
推
舉
募
捐
專
員
出
發

18 捐 

幸
各
僑
胞
飘
心
愛
國
努
力
輸
將
不
敷*

集
鉅
欺
大
有
成
效
此 

款
經
前
月®
向
交
十
九
路
軍
今
將
第
賣
期
捐
款
劳
名
登.報
表M
 

茲
錄
於
后 
李
超
南
君
特
別
報
効
自
由
車
往
各
埠
仔
勖
捐 

11 生
財
大
洋
三
百
元 
趙
清
朝
大
洋

11 拾
兀 

李
超
南
爲
 

Ht 源 
國
民
黨 
以
上
每
大
洋
貳
百
元 

達
權
社 
李
榮
普 
馬
撰
借 
致
公
堂 
周
栢
連 
每
大
僵
百
元
 

〔以
下
俱
金
銀)
»

Ht•炯
批
元 
林
開 
馬
恒
豐 
李
有
女 

徐
利
貞 

每
捐
廿
元

馬
恒
濃 
馬
熠
硬 
馬
本
亨 
李
學
平 
季
肚
儒 
曹
校
培 

李
進
福 
李
洪
大 

季
振
 
黃
錦
領 
胡
忠
諒 
李
偉
康 

黄
錦
荃 

每
捐
十
元 

李
昌
南
拾
石
元 

馬
協
昌
，
黄
贊
規 
謝
永
育 
江 
流 
曹
桂
洪 
謝 
寧 

李
月
廼 
馬
叙
秋 
馬
本
協 
同
昌
號 
伍
耀
康 
馬
才
牵 

黃
敦
桂 
李
嵩
南 
李
芳
南 
馬
恒
煖 
馬
本
風 
周
榮
光

#
 
培 
楊
淸
良 
李
洪
大
夫
人 

李
洽
四
元 
周
若
川 
元

李
進
福
夫
人 
每
捐
五
元

馬
本
才
三
毛 

馬
恒
滚 

馬
領
修 

朱
勝 

每
貳
毛
五

梁
緝
光
一
 

鄭
悅
精
 

周
廣
雄
 

鄭
悅
精

華
僑
公
立
學
校
校
長
關
元
恩

監 

督 
値
理

馬
呈
瑞

理
財 
關
祝
華

廖
秀
芳 

儂
非
鳳 
主
任 

黃
麗
蘇

◎
發中華會館卄1

年w
w

 

IH
總
理 
李
子
平 
副
黄
華
挹

議
長 

方
社
燦 

會
計 
黃
邦
達 

正
交
際 
周
廣
雄 
副
李
週
 

，
書
記 
李
學
明

値
埋

四 
月
七
號
卽
星
期
四
晚
七
點
開
演

全
班
落 

四
月
八
號
即
星
期   

fL
晚
七
點
開 

廖
秀
芳 
儂一 

部
丿■

實
庶
別
陳
村
種
 
陶一

拍
演

詼
諧 

艷
劇

首
本

日
發
票
住
活
生
藥
行 
晚
六
點
在
戲
院

◎
哀 
謝 

哀
故
者
家
嚴
立
賢
府
君
，

于
中
央
醫
院
于
上
月
三r
日

出
殖
歸t
荷
蒙
諸
戚
友
暨
各
伯
叔
兄
弟
贈
以
花
圈
親
臨
執
続
素 

車
隨
打
隆
情
厚
誼
存
歿
均
盛
爰
費
報
端
謹
日
謝
忱

孤
子
黃
續
瑞
萌
妙
等
哀
謝

◎
旅館招批廣吿

敢
者
本
會
實
業
部
置
有
旅
館
壹
所
坐
落
雲
小
片
打
街
東
門
牌
貳 

百
九
拾
八
號
〔卽
現4
資
來
旅
館
」樓
髙
三
解
：
有
雙
單
房
間
共 

壹
百
贰
拾
九
個
房
內
備
有
冷
熟
水
喉
煖
氣
嚨
公
共
沐
浴
室
厠
所 

俱
備
且
住
唐
人
街
中
心
點
華
僑
出
入
之
孔
道
商
旅
往
來
之
要
津 

誠
旅
館
中
不
可
多
得Z
 佳
址
也
茲
因
前®
枇
滿
現
在
召
人
批
賃 

取
價
從
廉
如
有
僑
胞
欲
營
斯
業
者
請
移.玉
步
至F
列
地
址
面
詳 

或
函
商
均
可

H
ong  

K
ong  C

o,  

149  Pender  St.  E
,  

V
ancouver,  B

-
1
 

雲
高
華
埠
鐵
城
崇
義
會
實
業
服
圏
也

總
理
叠
廷
笛
眼

◎
代 
柬 

本公所謹擇於四月十日舉行成立典 

禮並蒙警世鐘社演劇助慶屆時統請 

各團體各界僑胞駕臨指示曷勝榮幸

The  C
hinese  A

ssociation,  

9645ll01，A，A
ve・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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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ron-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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敗
者
本
堂
舉
行
第
拾
週
年
紀
念
叨
蒙
洪
門
總
機
關
致
公
堂
達
權
一 

社
與
個
人
惠
來
祝
電
祝
詞
同
人
等
不
勝
欣
件
感
激
茲
特
將
各
團
一 

體
及
姓
名
登
報
以
友
謝
忱 

-
恕
不
稱
呼
， 

雲
埠
洪
門
醐
機
關
致
公
堂
仝
祝
詞 
雲
埠
劉
孔
正
祝
電 

雲
嗚
致
公
堂
達
權
社
祝
詞 
域
4
致
公
堂
達
權
社
仝
祝
電 

昧
亞
板
汝
寿
憎
傳
康
祝
電
仍
吆
埠
致
公
堂
達
權
社
仝
祝
詞 

企
再
打
空
達
權
枇
祝
電 

IIJ
巴
崙
致
公
堂
達
僅
戯
仝
祝
電 

二
禅
致
公
堂
達
權
社
仝
祝
電 
金
女
雷
昌
陳
翼
翹
方
直
民
仝
祝
詞 

本
埠
洪
門
商
店
乾
泰
亮
記
廣
生
興
樓
仝
祝
詞 

本
埠
全
體
同
人
慶
祝
不
堂
第
卜
週
紀
念
慶
典
仝
祝
詞 

奉
埠
國
奕
宗
餘 
飢 
祿
儀
倫
北
盛
新
英
傳
學
唐
照
鑑
沛
仝
祝
詞 

春
田
辰
炎
夂
職
义
任
齊
富
如
栢
黄
平
李
湖
宜
煒
仝
祝
詞 

一̂
^
^

際
田■^^^^<^^^^^

R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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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者
宗
兄
鮪
衞
君
不
幸
於
本
月
瓜
日
雄
病
而
逝
身
後
蕭
條
無
資 

殖
殮
幸
号
效
公
總
堂
達
權
總

llil:各
叔
父
昆
仲
及
宗
親
等
捐
助
葬 

費
得
安
奄
人
夕
井
蒙
致
公
總
堂
達
槽 

社
親
友
等
贈0
 儀
花
圏
及 

備
車
前 ̂
 執
続
歿"
均
感
代
誌
敗
言
以
鳴
謝
憫

弟
承
槐
 
鋪
敗
藻 
謝
敗

.**-^
^

◎
洪門總機關通吿

爲通吿事照得陽曆四月卄六號〔即夏 

曆三月卄壹日〕爲我洪門先烈， 

陳近南先師寶誕之辰仰我各埠致公 

堂屆時 一律高懸五色旗幟開會紀念 

共同慶祝以黑功而重大典可也此 

佈中華民國卄一 
年四月四日

今朝香港滙價每百弍十六元八五

A

)

1
8
P
d
i
#
4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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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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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r ..̂

—-11 <ITt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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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舉
因
証
明
有
權
取
魔
陳
照
富
明
有
討
，毂

5

俄兇犯破判死刑

9
。合
內
爭
之
力
。。反
攻
日
賊
。
戢
亂
統
一
。
復 

興
中
國
。。亦
在
此
時
。•
久
受
日
賊
壓
迫
之
韓
人 

。。切
望
屮
國
當
局
好
自
圖
之
。。

本

筋

特

電

今
晨
接
破
上
海
訪
員
來
誼
云 

6
上海各團體聯名請求戴一 

戟將軍。。萬勿辭職。。要 
一 ■

。各議員全由黨府召請 

。。約二百人。

汪精衛於四日；由南京 

前往洛陽。 出席國難會 

重

寥

電

拓

韬滬爲中倭議和會我軍 
一・英不承認東省僞政府

代表 
。戴不得已順允所 

外
交
部
副
大
臣
之
宣
言 

請
。有取幫職I
 
C 

编
敦
六
日
電.
本
京
外
交
部
副
大
臣
咽
典
是
日

一
».
國
會
下
議
院
官
佈
云
，英
政
府
並
术
承
認
奉 

一
溥
儀
爲
首
領
之
東
三
省
僞
政
府
，
僞
「滿
洲
國
」

，倭賊增兵二萬於南翔。

力4

方月等 
之
存
在
英
政
府
視
若
無
睹
云 

有L
戰勢？我方面之第 ♦
吳佩孚再出之西訊 

十九路軍知中日停戰會 
-
上
海

H.H
電 
中
國
著
名
軍
人
吳
佩
孚
境
已
再

一
出
。 
欲
協
助
蒋
介
石
抗
拒
日
賊
一
吳
蔣
二
人
舊 

一
爲
勁
敵
。。
九
一
七
中
吳
氏
在
武
昌
爲
篇
氏
所 

一
散
一
，此
海
則
匿
跡
銷
聲
：
近H
突
然
在
北
京
出 

-
現
，
爲
接
學
良
之
上
各

C

極
惹
國
人
之
注
意
； 

吳
氏
近
日
康
健
漸
失
一
或
尙
有
數
月
之
壽
礼"
。 

一
但
彼
復
行
出
。
或
爲
抗
日
運
動
主
角
、
一 

吳
氏
身
長
而
瘦
。善
書
畫
〃
自
少
時
已
好
之
。 

一
及
失
散
後
常
以
此
爲
消
遣
。彼
於
一
八
七
八
年 

一
生
於
山
東
之
蓬
萊
縣 
曾
選
秀
才
其
親
友
勤
 

一
之
習•
事
一
，乃
入
人
津
北
洋
陸
軍
學
校
：二
八
 

九
八
年
畢
業
，
卽
人
淸
軍
，及
民
國
成V

，任 

袁
什
飢
部
一
卜
爲
團
長
二
九
豈 

PM
年
袁
項
城
稱 

一
帝"
。雲
南
起
義 
各
省
响
應 
吳
氏
以
平
亂
有 

切
)
。擢
爲
少
將
，
九
豈
七
年
余
動
復
辟
。
吳 

氏
領
兵
攻
其
右
翼:
米
勳
因
是
失
散 
一，袁
世
凱 

曾
命
吴
氏
阻
保 
2
A
南
方
發
展 
吳
氏
運
用 

外
交
手
腕
一 
卒
使
南
北
停
戦 

“及
項
城
死 
吳 

氏
已
控
有h
省
之
地 
統
轉
从
北
京
陸
軍
第
二
一 

師
。
後
與
張
作
常
開
戰
〉
因
篇
玉
祥
之
反
戈
而 

失
散
：
一
九
三
六
年
吳
氏
則
助
漆
作
霖
而
敢
馮 

氏
。倘
蛆
馮
氏
之
反
戈
吳
氏
或
能
實
打
其
武

議
。妳無和平奮。亦 

已築備壕壘。十分鞏 

嚴陣以待

&
中日現下男調軍甚忙 

。。預料舊發生戰事。一 

必較前更劇烈。

*
賈
上
消
息
。國民黨監 

察委員陳仲甫；甘受日 

賊利用？在上海設閘北 

傀儡機關 
上海市民衆 

:
大爲鼓噪。。謂黨府各 

人。、甘心賣 
。極爲憤 

激。。

6
哈爾濱消息，滿洲華人 

自衛軍C
於五日克復寧 

古塔。距長春三十五里
力
統 
一中
國
之
計
創
云
"

賊擊敗自衛軍̂̂
訊 

石
頤
河
子
屋
宇
二
一
千
il
百
間
被
焚 

日
電
，
據
未
那
證
實
之
消
息
稱
一
。東
三

上省
自
商
重
在
距
長
春
三
卜
英
里
之
農
安
縣
城
與 

日
寇
劇
戦
，結
果H
賊
戕
殺
自
衞
軍
三
干
餘
名 

。
乂
據
駐
哈
爾
凌Z
H
賊
訊
稱
。
中
東
鉄
路
地

C
 -僞安 

情勢「有岌岌

可危之象。

C
佔據農安之義勇軍。

帶
內
有
地
名 

衙
軍
交
鋒 

俄
人

軍
在
農 

軍
向
俊

者
H
賊
在
該
處
與
自 

軍
人
敗 
該
處
約
有
華 

被
焚
上
H
賊
訊
謂
倭 

兩
地
大
掠
，
華
人
自
衞

果
自4

日賊出兵助滿洲傀儡政 

府分三面來攻。迫不 

得已 
遂於.五日退出； 

當時戰爭猛烈̂
死傷重 

大
。

6
黨府召集婿難會。。定於 

四月八日，。在洛陽開會

石
頤時

爲
賊
万
轟
炸
機
追
擊
一
厶 

一府購砲艦

瀋
陽
•
八
日
電 

東
:
省
隗
儡
政
府
刻
向
外
國
購 

貿
池
艦
数
艘 

爲
巡
了
松
化"
用
厶 

•
法總揆開始政戰 

巴
黎 h
H

lb: 

卜
月 

八
由"
爲

//, 
阈
翩 

期 

本
店
內
閣
他
推
人
趕
III英
京
返
阈
， 

加
入
政
戦
而
圖
爭
選 
：目
明
晚
他
椎
氏
將 

演
說
。。連
動
國
内
選
民
投
票
選
舉
現
任
政

= 7¥̂
5
副『

^^""^^r^^™
^^

*- 

IK-C 

n
丿

11

 

一
生
 

戈

 

M
v

 

乡

 

，：5>^

林鄧 銳 艮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