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埠
達
權
社
鳴
謝
其
年
經
費
 

馬
宗
三
元 
陳
林
壹
元
半 
鳩
膠
偷
五
毛 

^

^

^

^

^

^

輸
元 
各
壹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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卄
七
年
職
員
表
 

正
會
長 
禺
林
大 
副 
朱
福
修 
朱
貞
襄 

正
議
長 
用
理
俊
副
謝
添
森
 
周
家
津 

正
西
文 
馬
兆
鈴 
副 
朱
熙
修 

棲
數
員 
黃
子
精 
周
家
津
、 

正
中
文
黄
滿
副
胡
德
洪
 

催
收
員 
謝
維
遅
謝
 
業 

正

監

督

.<
新
大 
副 
馬
詒
瑞 

調

查

昆

装

浩

周

朝
• 

6klE

員 
全
体
會
員

麻
務
員 
麥
昌
彪

卡
市
碌
埠
協
辦
員
潘
滿
陳
 
*
 

陳

詳

吳

萬

胡

長
 

威«
埠
協
辦
員 
朱
泉
修 
胡
天
成 
胡
天
輔 

__^^j^e

 
司
徒
羡
植 

~^|6^65^~™

 

。兼
理
眼
科
、 

古
云
醫
不h一

世
不
服
其
藥
鹹
以
啓
理
甚
微
若
非 

增
加
閱
歷
繼
續
參
硏
未
可
輕
於
嘗
試
也
本
醫
生 

^
上
世
習
岐
黃
家
傳
學
術
馴
至
先
父
觴
懐
遂
得 

主
持
省
方
便
醫
院
醫
席
數
十
年
成
績
頗
大
善
童 

推
崇
復
以
纂
修
之
法
案
並
所
昼
驗
之
方
針
傅
授 

子
弟
本
醫
書
斯
先
緒
間
世
來
加
向
腐
維
城
多 

年
頗
著
功
效
深
蒙
僑
胞18

許
近
由
祖
國
復
返
轉 

駐
雲
城
特
此
佈
達
俾
欲
消
除
疾
苦IT

究
衡
生
者 

知
所
臨
召
焉

加

屬

各

埠

代

理

畧

列
 

(
雲
埠)
金
利
源 
廣
萬
生 
國
信
公
司 
活
生
行 
元
發 
合
生 

(
城 
一埠)
德 
隆
茂
一
利
 

(
^
^
^
^
^
^
^
^
^
^
^
(

溫
地It)

萬
和
昌
(
滿
地
可)

泗 
盛 
新
共
和 
永
泰
昌

▲
雲
埠
致
公
堂
收
到
各
昆
仲
年
捐
芳
名
 

什
六
年 
鄭
泗
龍 
鄭
振
瓊
漏
燮
坤
 
褫
萬
源 
吳
襯
煜 

謝 
•
智 
倚 
李 
易
福
平 
用
福
記 
»
 鴻
文 
骆 
莊
， 

鄭
樹
業 
鱼
動
賢 
阮
宗
豪 
陳
根
源 
林 
樹 
越
準
新 

趙

才

黎

8：

岑

卿

扳

岑

江

毕

炎

宋

深
 

梁 
發 
郎
鼎
南 
伍
大
成 
吳 
兆 
王
萃
斌
吳
一
 
海 

關
美
女
女
士 
黄
鳳
珍
女
士

廿
吉
年 
吳
英39  
何
貽
端 
梁
維
城 
梁
鳳
錦 
唐
自
璉 

利
文
添
爲
享
 
屬
寛
森 
曾
錦
裘
黄
來
鄭
台
 

桑
悦
章 

81]
耀
寛 
a
 孔
正
劇
札
 

$■
光
耀 
黄
其
燊 

那
雲
章 
陳
麗
珍 
林
細
元 
陳
社
有 
陳
如
靈 
陳
滾
 

陳
國
恩 
林
三
合 
馬
光
週 

廿
四
、什
五 
梅
翠
紅
女
士 

rft
四 
廿 

11 
廿
六
.郎
林
炳 
梁
鳳
錦 
梁
柴
驥 
張
百
均 

倒
孟
義
郎
坤
 

廿
三 

廿
四 
趙
準
新

—
9

塩 

什h
• 
廿
六 
周
耀
初 
方
文 *
 
爲
兆 «
 
雷
維
意 
雷
扳 

葉
光
靖
廖
玖

陳
國

恩
黄

莊
爲

煦
 

n
六 

廿
吉 
吳
國
萼 
謝
雙
悅 
胡
添
福
牝
昌
平
 
劇
敗 

許
兆
郁 
鄺
瑞
細 
丘
如
山
颤
珍
礁
光
乾
 
蘇
其
舞
 

梁
波
 
彭
盤
光 
陳
宜
顕 
，廖
北
悦 
陳
傕
課
馮
 
*
 

什
三 

廿
四
廿
五
 

廿
六 
一
阮
本
祝 
梁
長
才 
陳
祖
靈

心行選辦祖回各省正.地 

道生熬药材安南玉壮士 

本人正高麗参正升一痛 

茸(渾春<
屋一耙被羅%   

< 

.膏丹丸敞海狗皴范萩參 

一化<
用品狭行零诂 
一 律 

济迎自置電機研猫製丸 

僑肥光衙岬   

 ̂意鸟

一
社
長
吳
春
生 
譚
子 *
 

議
長 
曾
福
元 
麥
兆
民 

書
記 

18

炤
炘 
陳
向
荣 

外
交 
黃
邦
育 
譚
子
富 

監
督 
■
鴻
彰 
張
木
生 
：
一 

財
政 
陳
中 ®
 
李
崇 @
 

16

員
全
体
 

*t
員

評
議
長 
8
 立
煖

幹
事
科 
馬
元
樂 
趙
仕
冊 

調
查
科 
黃
遠
光 
李
福
英 

催
收
員 
曹 
高 
黄
寛
習 

核
數
員 
陳
文
祿 
陳
宗
敢

• 
庶
務
員 
屬
康
政

- ^

初
十 
日
召
展
瞥
散
其
俘
虜
・
・
先
驗
傷 

兵
輕
重■■
处
驗
首
級
：
十
一
日
息
兵
： 

十
二
日
親
入
兵
魔•.
展
看
傷
兵•
・
皆
啟 

手
足
視
之
：

及
報
功
：
請
如
約
：
戴
遂
背
盟
・
・
更
挾 

軍
門
之
威
・
・
頰
有
間
官
・
・
繼
光
喟
然 

•
・
予
所
以
得
士
者•
・
惟
信
耳■•
萬
人
之 

信
：
可
以
小
利
移
哉
・.
客
負
載
君
・•
無 

負
大
信
也••
乃
集
衆
部
卒
如
初
約•
・
以 

七
十
二
級
付
金
垂
渡
張
翼
之
兵
・
・
而
戴 

止
合.三
十
有
九
級
・
・
旣
如
數
畀
之
・•
不 

快
：
不
得
已
・
・
以
百
二
十
級
與
之
：
兩 

道
飲
執
約
不
從
：
因
制
府
故
：
姑
裁
二 

十
級
・•
以
示
意
・
・
戴
由
是
深
怨
繼
光
・
・ 

借
檄
以
歸
・
・

繼
光
追
送
二
十
里
・
・
遇
王
護
軍
拉
之
而 

返
：
其
始
戴
深
重
繼
光
・
・
奉
言
動
如N

i  

範
・
・
讀
新
書
忘
寢
食•
・
比
爲
制
府
中
軍 

■
・
祐
有
寵
・
・
戴
從
中
解
葬
居
多■
・
繼
光 

深
德
之
：
相
與
甚
飲
・
。今
以
公
讓
斷
私 

情■•
戴
遂
不
免
匿
怒
・
・
然
或
亦
繼
光
之
一 

自
信
力
太
强
：
有
以
使
之
然
乎
・・

(
未
完
〕

D
抗
戰
中

睿
睡
畫
院
弟
乎
之
犧
牲
者 

以
忠
誠
救
國
 

.• .68

i
l

围
磨

I
，

tw
36r

我
國
此
次
對
日
抗
戰•
・
而
可
我
是
全
民 

動
員••
蓋
爲 
民
族
生
存
：
國
家
獨
立
： 

不
得
不
爾
也
・
・
卽
就 #
術
界
中
畫*
而 

論
••
在
吾
粤
方
面
：
爲
此
次
抗
戰
奮
鬥 

而
犧
牲•
，就
吾
人
所
知
者
・
・
已
有
三
人

映
・
・
奮SK

異
常
：
爲
上
級W 事
長
副
 

器
重
・■
最
近
彭
澤
失
陷
・
，讀
軍
突
圍
衝 

出
：
爲
敵
德
瘟
狂
轟
炸
：
損
失
頗
重
： 

記
者
頃
接
漢
口
某
軍
友
人
來
函
：
謂
黃 

君
已
於
是
役
殉
國
・
・
是
說
係
得
諸
黃
之 

同
學
梁
某
者
：
定
非
虚
語
云
・
。查
高
氏 

平
日
・■
對
學
生
中
之
具
愛
國
熟
情
者■•
一 

首
推
黃
浪
萍
：
今
聆
此
耗
：
未
知
有
天 

喪
予
之
感
否
耳•■

爲
老
畫
家
羅
仲
彭•
・
以
淞
滬
失
陷

• •••
真
茹
淪
爲
戰
區
：
彭
爲
敵
所
俘•
・
戟 

指
罵
賊
被
毒
而
死♦
・一 
爲
麥
漢
生
・
・
在 

粵
與
仲
彭
齊
名
：
乃
投
筆
從
戎
・
・
從
葉 

伯
芹
提
師
北
行
：
任
枝
師
某
部
參
謀
，・ 

守
大
虜
之
役
以
殺
敵
建
大
功
・
・
後
移
守 

南
京•■
血
戰
頑
敵
・
・
後
以
雨
花
台
失
陷 

:
葉
部
突
圍
而
出
：
麥
遂
失
踪
：
至
今 

音
耗
杳
然
・
・
據
該
部
傳
官
・
・
謂
麥
已
受 

傷
身
死
：
以
上
兩
人
？
歷
畧
・
・
人
多
有 

知
之
者•
・
至
於
革
命
畫
家
高
創
父
・
・
自 

少
迄
長
至
老
・■
其
革
命
性
未
甞
消
失
・・ 

春
睡
畫
院
中
之
入
室
弟
子
・
・
一
言
一
動 

:
亦
大
有
師
風
：
其
圖
寫
人
物
：
皆
具 

革
命
之
熟
烈
情
緒
・
・
如
黃
浪
萍
・•
方
人 

定
等
是
：
在
抗
戰
之
初
：
兩
人
曾
在
省 

開
一 
抗
戰
畫
展
・
・
頓
負
時
譽
：
而
黃
之 

殺
敵
志
願
・
・
尤
爲
堅
决
・
・
去
冬
參
加
留 

日
歸
國
學
生
集
訓
六
月•
・
畢
業
後
：
派 

赴
的
澤
菓
軍
服
務
・
・
在18

軍
政
訓
處
任

多
盛
稱
吳
發
仔
 

(
芳
菲
) 

中
山
壯
丁
吳
發
仔
夜
襲
三
灶
島
日
兵
管 

■
・
大
受
粤
當
局
嘉
獎
・
・
南
獲
勝
利
品 

之
圖
片
：
遠
至
漢
皐
各
報•
。亦
競
爲
登 

领
・
。且
有
著
論
特
別
稱
揚
者
・
・
亦
柴
事 

矣•
・
最
近
襲
營
之
舉
：
仍
間
行
之
・
・
然 

未
獲
顯
著
之
成
功
：
故
報
章
畧
而
不
詳 

:
考
吳
氏
之
爲
此
・•
實
緣
袁
帶
手
下
所 

激
励
：
緣
吳
氏
前
者
患
貧
：
嘗
皈
運
貨 

物
・•
卜
其
盈
虛
・
・
或
以
其
不
習
・.
勤
之 

止
：
吳
日
：
但
得
錢
・•
當
置
軍
火
殺
賊 

:
後
果
買
械
・
・
糜
資
九
百
餘
金
：
一
發 

而
吿
成
功
。•
袁
因
盛
贊
之
・
・
每
見
人
： 

語
吳
發
仔
：
輒
日
「敢
正
係
英
雄
架
」：

以
義
侠
除
奸
•

川

以
義
氣
團
結
•

平
倭
一J
矣
一
 

故
事
：

撈
一

雄
戚
繼
光
 
園 

(
崑
崙
)

夫
橫
嶼
之
潮
詫
迫
近
大
海
・
・
落
則
不
盡 

:
長
則
易
盈
且
速••
是
日
其
落
也
涸
。。 

其
來
也
緩••
勝
兵
囘
岸
・
・
而
水
始
厭
長 

，•
良
可
異
矣••

除
巢
内
焚1@

:

幷
奔
海
投
溺
者
六
目
餘 

••
舟
師
擅
斬
不
計
。・
富
陣
生
擒
二
十
九 

夷
・
・
斬
首
三
百
四
十
八
級
：
釋
繁
累
男 

婦
八
百
餘
人
，・
比
時
首
功
者
・
・
爲
吳
惟 

忠
等
：
哨
官
陳
文
彪
等
厂
有
三
人
：  

$

 

藜
所
傷
品
多
・•
於
是
饮
復
緒85

治
道
路 

通
行
：
南
北
税
謐
・
・

初
：
繼
光
自
福 *
發
兵
辭
二
道 
・•
兵 

過
金
垂
渡
：
一 喜
也
・
・
至
真
德
無
虞
，， 

二
喜
也
・
・
第
三
喜
則
事
舉
矣
・•
於
初
八 

日
進
兵
：
初
九
日
可
報
太
平
：
戴
公
尤 

之
日 
・
公
何
大
官
如
是
耶
：
至
初
八
日 

庚
申
：
果
獲
全
捷•
・
而
捷
書
於
初
九
日 

辰 時

AS

福 
15 州
：^
m
^

电*
德
： 

r""™
"T^^r

箕
傾
倒
之
情
可
見
矣
・
・
袁
氏
負
盛
名
中 

山
閭
里
間
：
椎
埋
屠
狗
之
雄
：
莫
不
聽 

其
號
令••
而
吳
氏
向
未
與
之
投
稔
・
・
今 

若
此
：
乃
真
惺
惺
惜
惺
惺
也
・■
袁
今
任 

中
山
民
衆
抗
倭
統
率
委
員
會
中
山
分
會 

委
員
・.
屢
官
・.
偷
日
軍
壓
境
・•
必
富
亠 

强
身
手
云
・，

孫
唾
麾
下
之
騎
兵
 

(
夢AI)  

在
第
三.期 8
 侮
達
到
最
嚴
重
階
段
之
今 

日
：
我
軍
事
最
高
當
局
・
・
爲
保
簿
大
武 

漢
起
見
：
除
派
陳
敏
將
軍
外•
・
並
指
定 

張
發
奎.
薛
岳
。孫
連
仲
等
三
名
大
將
負 

責6188:

孫
現
年
口
十
五
歲
：
籍
河
北 

雄
鶴
・■
初
款
馮
煥
章
部
：
後
編
二Y
六 

師
：
任
司
令■•
江
西
創
共
之
初
：
以
十 

入
團
入
赣
：
因
山
重
水
複
・•
非
翼
北
健 

兒
所
嫻
，・
師
久
無
功•
・
復
以
館
精
不
鶴 

"
・所
部
零
落
・.
僅
餘
四
團
。•
乃
高
臥
南 

昌
・
・
韜
居
餐
晦
：
其
後
委
座
以
其
才
堪 

大
用
・■
遂
復
編
制
。•
轄
四
旅
凡
三
萬
人 

:
後
又
升
擢
第
二
十
六
路
總
指
揮
：
迨 

^
#

龍
蜂
火
起
後
：
孫
部
駐
保
定 

以
南
：
本
以
作
二
十
九
軍
聲
援••
而
戰

局
久
久
未
開
展
，•
殊
使
孫
有
髀
肉
橫
生
一
海
外
僑
民
所
受
他
國
人
之
氣
者
・
・
已
如

來
：
習
斶
上
刀
術
者
殊
鮮
・•
今
龍
氏
獨 

能
之
・
・
且
能
出
神
入
化
・
・
可
謂
古
調
餘 

音
・
・
至
其
刀
重
約
十
餘
斤
：
慈
者
烽
烟 

逼
及
武
漢•
・
龍
氏
目
事
寇
氛
・.
撫
膺
慷 

慨
・•
誓
殺
日
奴
・
，以
雪
仇
恨
・■
昨
遂
親 

自
前
赴
漢
臬•
・16
纓
殺
賊
・
。相
信
其
將 

來
統
領
貌
琳•
・
揮
刀
殺
賊
・
・
自
必
賊
奴 

辟
易
：®
奏
凱
歌
・•
百
人
覩
其
馬
上
之 

精:一

・
・
迨
亦
可
知
其
必
能
使
敵
受
軍
大 

之
打
擊
矣
・
・

之
感
・.
洎
乎
平
津
之
鬥
爭
：
緒W
爆
發
一 

•
・
孫
率
部
推
進
保
定•.
旋
南
口"
急
： 

衛
立
煌
循
易
水
徂
保
間
・
・
經
紫
荆M
 驄 

援
南
口
・■
以
琉
璃
河
北
：
全
境
陷
沒
・・ 

軍
行
育
側
擊
之
虞•■
孫
部
猛
施
反
攻
： 

以
掩
糧 ®
 部
安
全
・•
策
應
翼
中
事
：
無 

奈
爲 

811 汝
明
所
誤
。•
南
口
張
坷
・
・
相 ®
 

陷
落
・
・
中
經
數
旬
苦
門
・
・
絕
不
云
勞
・， 

横
自
北
線
側
翼
轉
鬥
以
入
晋
東
：
乂
於
一 

太
原
防
守
之
役■
・
與
傅
宜
生
艱
苦
支
持
一 

••
其
功
未
可
湮
沒
也•
・
聞
孫
之
所
部
。■ 

多ig

舊
日
騎
兵
・•
嘗
以
刑
悍
有
名
於
時 

:
故
矍
之
收
復
徐
州
台
兒
荘
：
受
篆
譽 

獎
章
者
：
有
由
來
矣
・•
以
之
負
責
江
北 

:
實
足
以
固
吾
圉
也
。。

此
令
人
難
抵
矣•
・
此
不
過
弱
國
之
僑
民 

耳
：
尙
且
如
此
・
，何
次
亡
國
乎••
總
之 

做
人
：
除
却
捱
受
痛
苦
外
：
實
無
好
處 

而
已
：
然
則
當
如
何
以
應
付
之;
亦
惟 

有
盡
力
捐
金
救
國
：
希
望
最
後
勝
利•■ 

或
者
免
做
亡
國
奴
矣
：

龍
雲
之
馬
上
 
大
刀
技 

九
紋
龍 

滇
主
席
龍
雲(
志
舟)
將
軍
・
・
典
兵
主
政 

於
婁
南
多
年
：
此
次
禦
侮
軍
興•■
滇
中 

子
弟
：
曾
派 
一 部
禦
賊
於
前
線
・
・
功
動 

卓
著
。・
至
於
龍
氏
本
人■
・
最
擅
長
國
術 

及
射
擊
法
：
且
善
取
屬•
・
每
當
公
餘
之 

暇
・•
輒
獨
把
轡
於
滇
郊
・•
超
乘
駿
騎
： 

往
來
馳
騁••
以
此
其
鳩
上
射
擊
法
・
・
最 

爲
準
繩
・■
其
馬
上
刀
術
・
・
亦 ®
超
妙
・・ 

殺
賊
以
還••
益
自
勉
励
：
其
爲
上
刀
法 

:
共
分
八
人
六
十
四
膛
刀•
・
變
化
迅
捷 

••
有
客
曾
赴
其
宴
・•
於
酒
酣
耳
熟
之
餘 

■
・
龍
氏
舞
馬
匕
刀
・
・
以
娛
衆
客
：
當
夫 

一 轡
展
開
：
刀
光
霍
霍••
観
者
神
爲
之 

炫
・•
靡
不
嘆
觀
止■
・
恍
如
目
覩
昔
者
闕 

雲
長
單
刀
過
五 

86 之
威
風■
・
査
民
國
以

詩 

界

預
卜
倭
賊
侵
華
終
失
敗
 

謝
章
雲 

倭
奴
無
道
枉
奥
營 
莫
謂
根
橫
得
意
鳴 

侵
鄭
孟
明
師
覆
沒 
伐
秦
季
子
事
難
成 

孽
由
天
作
猶
能
避 
禍
乃
自
招
不
可
生 

三
島
淪
亡
期
弗
遠 
楚
歌
誰
憫
甚
悲
聲 

其 
貳

宗
邦
抗
敵
豈
無
方 
最
後
定
能
收
善
塲 

連
用
陰
符
羌
呂
望 
誰
憐
塗
地
楚
靈
王 

暴
行
寇
賊
終
須
敗 
安
我
人
心
切
莫
慌 

倭
國
局
搖
將
衆
叛 
消
滔16

水
湧
東
洋

亡
國
滋
味
 

(
啞
子
〕 

一 
生
歷
世
之
滋
味
：
無
論
如
何
艱
苦
備 

嘗••
退 
一
步
想
・
・
尙
不
過
受
自
己
本
國 

人
氣
：
至
於
家
庭■■
則
更
無
問
一
題
：
办 

不
過
受
自
己
骨
肉
親
人
之
氣
耳■■
但
后 

離
捱
受
者
・•
仍
是
受
他
國
人
之
氣
也
・・ 

祖
國 
一 旦
危
亡•
・
則
所
受
他
國
人
氣
・・ 

尤
非
梦
想
所
能
及
：  

»

以
國
未
亡
：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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