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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價 

男
人
好
黑
皮
靴|
厚
靴
底

N
|

膠
牙

每
對
三
元
九
毛.五 

男
人
精
細
構
造
時
欺
皮
靴 
每
對
五
元
五
专
五 

木
店Z
男
人
靴
爲
如
西
最
齊
備
者
着
名
字
睡
之
靴 

如
「花M
用
「
亞
市
朶
利
亞)
及(
華
市
磨
一
均
備 

各
種
做
匸
靴
非
常
平
賣
・
請
留
心
光
顧
。

C
orne-t  Bros  

Led  

33  H
astings  St,  Ease  

(
市
政
廳
對
面
〕 

爵
匿
公
司
敢

…
；
，二
‘八
y
为
会
釘

善
播
曝
之
用

扌

悪
頓
公
司
之
幼
徽
煙
線
。。金
用
特
選
之
威
爾
振
尼 $
第

。。配
動
適
虐
農
能 

極
易
捲
成
清
甜
之
香
煙.
。 

X

'

俟
至
明
年
元
月
十
六
日
再
開
會
討
論
辦
法
。。
宀 

盟
會
之
秘
書
長
英
人
杜
廩
文
爵
士
。C

頃
協
同
决 

議
文
起
草
委
員
五
人
。。繼
續
奔
走
於
中
倭
兩
國 

代
表
間
。翼
中
倭
兩
方
互
相
讓
歩 
以
便
尋
得 
一 

種
調
和
之
根
據
，。

以
是
日
情
形
論
。C

中
倭
兩
方
似
育
互
相■

意 

。、故
奔
走
其
間
者
。對
於
協
商
事

C

或
有
成
功 

之
希
望
〉

■
東京附近村落大火 

屋
字
被
焚
級
者
五
百
間 

無
家
可
歸
者
二
干
五
百 

東
京
廿I

日.，聯
合
通
訊
社
電
，
本
京
附
近
是 

日有一一 
鄕
堆
方
爲
祝
融
氏
光
顧
，
致
民
房

11
百 

一
間
盡
付
壹
炬
。人
民
無
家
可
歸
者
貳
干
五
百
名 

一)
、郵
政
局
一
所
。鉄
路
卡
車
房
數
間
。
銀
行
數 

間
，。均
被
燉
爲
平
地
一 
但
據
現
目
所
知
。未
有 

人
遭
焚
斃
或
燒
傷
云
，"

•
西
班
牙
國
會 

不允將軍備完全廢除 

馬
得
烈
拾
九
日
電
。"
比
來
本
京
國
會
內
有
等
議 

員
倡
議
修
改 

88 法
。。以
便
將
國
內
海
陸
軍
備
完 

全
磨
除
、。是
日
金
體
議
貝
投
票
解
决
此
事
一
。結 

果
贊
成
此
議
者
僅
十
九
票
。。而
反
對
之
者
有
九 

一
十
票
之
多
，。遂
不
能
將
案
通
過
：
蓋
多
數
議
員 

之
意
見
謂
國
家
之
行
動
自
由
權
須
取
决
於
軍
隊 

。
故
軍
備
爲
不
可
少
之
物
、一
萬
不
能
將
之
完
全 

展
除
云
。。

•
美
京
上
繕
院 

批•襄島十二年內獨立 

斐
島
政
界
禎
袖
未
表
示
意
見 

雙
獵
濱
島
曼
呢
喇
埠
拾
八
日
電 
斐
島
境
內
各 

派
政
治
首
領
聞
美
京
上
議
院
通
過
議
案
2

准
斐 

島
於
拾
二
年
內
獨
立
事
。。不
甚
悦
急:
斐
島
幽 

會
上
院
議
長
圭
桑
對
此
頂
消
息
暫
未
表
示
意
見 

■
倭國危机四伏之外訊 

美
國
芝
加
哥
西
報
載
拾
三
日
東
京
電
。
倭
國
政 

府
。目
下
已
呈
出
一 
種
糊
塗
局
面
：
所
有
政
權 

一。。無
論
两
外"
皆
由
軍
閥
所
操
縱 
其
實
倭
國 

之
政
府:
本
屬
根
據
東
西
政
治
原
理
而
組
成
者 

"
。
一 半
重
民
治
。二 
半
重
君
權
。"
自
軍
閥
登
塲 

後
；
則
弄
成 8
局
，。全
國
不
安:
危
機
四
伏
，。 

况
邇
來
齋
藤
內
閣
；   

@
武
窮
兵 
一 
妄
添
軍
政
預
一 

算
、。使
全
国
人
民
。。無
法
滿
足
其
慾
壑
。且
在 

國
聯
方
面
。'
日
賊
又
不
能
自
脫
侵
略
東
北
之
罪 

名
"
。使
倭
僑
處
處
受
人
冷
眼"
。且
倭
國
內
經
濟 

恐
慌
：
人
民
生
活
艱
困
：
政
治
上
党
見
乂
復
紛 

歧
一八雖
自
九
壹
八
事
件
彼
生
之
後
。。軍
閥
組 M
 

。e
欲
行
混
合
內
閣
制
、惟
黨
見
無
從
融
洽
；
常 

有
分
裂
之
虞
，一
倭
國
內
之
人
民
。。已
有
厭
悪
軍 

閥
之
心
理
C
C
但
軍
閥
能
利
用
滿
洲
軍
事
時
期
，。

抵
抗 ̂
 
明
自
國
家
與
我
有
黄
份
子
的
。以 
一 

份
子
能
力
：
去
趕
做 
一 份
子
的
抗
抵
夫
工Y
個 

若
强
暴
者
侵
凌
我
國
家
。。不
似
國
賊
奸
商
一
e
貝 

圖
謀
，一
已
私
利;
飽
滿
貪
囊"
買
置
廣
闊
屋
。 

M
®
左
姫
右
妾•
。日
而
醉
生
夢
死
於
財
色
之
間 

，
亦
不
似 

»;
愉
畏
縮
的
人
們
一
心
以
爲
自
己
壹 

人
無
足
輕
重
；
可
以
企
出
於
範
圍
之
外
：
做
個

數殲滅，。事後其他各處 

倭獸
”
 
探得消息。。派隊 

來援；義軍據險與抗。。

：?

。

兩日來應戰不懈

0
山西省立大學學生。，集 

衆示威。.要1̂
!?

校長 

。。大起風潮一。兵警融到 

彈壓？與學生衝突？、學 

•
生中有二人受傷流血。

之戒嚴。。

旁
観
評
論
者:P
今
日
褒
譽
贊
嘆
手
義
勇
軍

十
九
路
軍
二
血
魂
團"
。除
奸
團
。
明
日
詆
訐
慢 

罵
什
麼
國
賊 
奸
商
，尸
位
素
餐
的
將
領
。。跋
扈 

不
抵
抗
的
軍
閥 

e
是
以
血
魂
團
所
幹
的
工
夫 C 

是
他
們
應
做
自
己
的
責
任-
一
是
他
們
明
白
在
民 

主
國
家
所
處
盡
的
義
務"
。明
白
政
府
中
的
職
員 

做
不
到
出
來
。。也
侍
候
不
來
。。是
以
他
們
自
動 

組
織
團
體
去
幹
。。道
等
團
體:
不
獨
是
中
國
始 

初
腔
輙
的
。寵
八
六
五
年
美
國
內
戰
平
息
之
後 

。
南
邦
受
北
邦
的
人
們
的
壓
迫
剝
奪
、南
的
人 

。。大
家
起
來
組
織
種
種
秘
密
團
體
上
最
出
名
的 

^
 做
力
士
克
侖
一
以
抵
抗
從
北
邦
來
的
貪
鄙
紳 

吏
。
以
雒
持
善
後
秩
序
，
讀
美
國
歷
史
的
人
： 

、不
見
什
麽
善
獨
異
。。固
他
們
明
白
民
主
國
的 

人
：
是 

181 盡
職
道
椿
義
務
的
。
我
們
現
在
也
稱 

.爲
民
主
國
人"
，對
血
魂
團
所
幹
的
事:
還
要
大 

霸
小
怪
，
或
要
睥
睨
他
們
； «
 他
們
牽
制
政
府 

的
外
交)
。或
要
褒
譽
他
們
二
說
他
們
是
矯
然
傑 

一
出
的
好
漢
。。

本

館

特

電

 

今
晨
接
駐
上
海
訪
員
來
電
云

重

要

電

韜

 

•
大隊倭寇全軍卷 

潘
陽
廿
壹R
電
；
上
星
期
六
日
有
倭
寇
兵
一 
大 

鷹
。。由
東
三
省
東
南
端
之
綏
遠
域
出
發
、
以
便 

一
敕
後
與
華
人
義
勇
軍
作
戦
之
倭
賊
軍
欧
。。柜
此 

一
大
険
倭
賊
在
途
間
遇
伏
，"
被
義
勇
軍
之
伏
戻
迎 

值
痛
擊
一
殺
得
落
花
流
水
：
迄
今
此
帮
賊
寇
踪 

跡
沓
然1
痛
軍
大
本
營
巳
派
航
空
機
飛
往
前
線 

捜
尋
此
大
隊
賊
寇
之
踪
影
一。徳
日
本
電
報
通
飢 

社
消
息
稱
一"
賊
宼
司
令
部
中
人
深
信
此
大
說
賊 

吳
已
被
零
人
義
男
軍
全
數
擊M
 云
。。 

一

◎
雲輝岡州總會館啟事一一 

催收年費通吿 

啟
者
本
總
會
館
成
立
經
有
八
年
矣
對
于
各
項
經
曹
頼
我
會
員
維 

持
方
能
育
此
堅
固
團
體
在
也
惟
人
年
之
中
而
繳
足
常
年
經
費 

者
固
多
仍
欠
年
費
未
繳
者
亦
闘
不
少
避
照
第
六
條
章
程
凡
會 

員
所
欠
三
年
經
費
未
繳
納
者
不
得
享
受
本
總
會
館
壹
切
利
權 

爲
此
佈
吿

◎
雲埠岡州總會館啟事二

喬遷亜紀念廣吿 

敗
者
本
總
會
館
議
决
謹
擇
于
元
月
人
號
階
拜
日
午
后
豈
時
舉
行 

第
八
週
年
幷
喬
遷
慶
典
特
殽
茶
會
餉
衆B
時
統
請 

营
儒
暨
各
境
支
部
貢
臨
指
示
曷
勝
榮
幸 _
_
_
_
_

—⑥
海晏都僑西餐館̂
^
任 

職員表

督

一 

統

理

男

"
女

.

內

外

、 

4
1
:
 q
•

_̂

£̂̂
^̂
^̂

2̂5_£̂

L̂̂
Ĵ
_̂
^̂
^̂
_̂
1̂
L̂
  

M

:> 昆
^
^

小Q

牙
科
整 

醫
涌
間
朝
兀
點
 

至
下
午
五
點
半 

電
話
干
曲
维
一
四
昌
一

本
醫
生
學
業
於
芝
加
野 w
i
8
B
  

'l 

科
博
士
皆
現
設
醫
館
於 *
埠
加®
KW
 

門
牌
八
覺
七
魏
而
根
勲
彼
『
職
康
柵B
 一 

與*
法
交
易
黑
相
疸
部
■

晚

«
 

，賜
顧
無
任
飮
迎
人牙

科

博

士

卡

老

克

氏

啟

 

啓者本堂定检十二月卄五日下午一 

時舉行十二週年相念慶啬期i
:
 

邑僑賁■
慶無任切盼

雲埠恩平同福總堂敬

8
蔣介石包辦之三中全會 •
賊兵十七名被擊斃

大
石
橋
東
端
戦
事
之
結
果 

潘
陽
廿
壹
日
電 

C

距
本
處
西
南
百
英
里
有
地
名 

大
石
橋
者
一
』此
地
在
南
滿
鐵
路
線
內 
。茲
據
最 

近
訓
稱
-
距
大
石
橋
東
端.
二
拾
英
里
是
日
倭
賊 

軍
陳
與
華
人
義
勇
軍
激
戦)
結
果
。
日
軍
遭
斃 

者
拾
七
名
。
失
踪
者
兩
名
一C
另
四
名
負
重
傷
云 

•
中國擬■
盟會 

- 

因
盟
會
態
度
優
柔
不
斷 

日
內
s

二
十
日(
統 
一 
通
訊 
tt 
電
。
盟
會
欲
持 

和
柔
手
段
以
解
决
東 
一
一
省
糾
紛
間
題•
。將
有
顕 

此
失
彼
之
虞 
。盟
會
十
九
國 委
員
會
是
日
雖
吿 

暂
時
閉
會 
俟
至
明
春
元
月
十
六
日
再
開
，以
圖 

商
討
辦
法
。究
其
實
皎
十
九
國
委
員
會
對
解
决 

東
三
省
案
方
法 
刻
徘
徊
歧
驗
，或
主
和
柔
或
主 

强
硬
以
對
付
倭
宼
者)
。兩
種
意
見
不
同
。，未
知 

何
所
適
從
。蓋
盟
會
有
等
會
員
國
恆
恐
倭
寇
脫 

離
盟
會
：
爲
挽
留
倭
寇
計
。。擬
採
用
和
柔
手
段 

以
處
理
中
倭
間
糾
紛
。。但
刻
下
有
等
會
員
國
又 

恐
中
國
退
出
盟
會
。。而
轉
與
篇
俄
深
相
結
合
。。 

故
現
目
十
九
國
委
員
會
對
解
東
三
省
案
辦
法
。。 

非
常
審
愼 
。盟
會
有
人
意
料
中
國
方
面
關
於
解 

决
東
三
省
案
問
題
；
以
盟
會
持
優
柔
不
斷
之
態 

度
。
對
盟
會
已
生
厭
惡
心
。故
中
國
有
脫
離
盟 

會
之
可
能
性
五
。

連日■
。。昨日議决一 

案。。名爲國民參政會。。. 

其性質與今年所謂之國 

難會略同。。將來亦由國 

民黨 一 手包辦。。滬上輿 

• 
論界對此不甚注意。至 

關於出兵收復滿洲失地 

一 案
—。尙晝出討論。。 

此案或擱置不提作了云C 

0

奉省義勇軍司令鄧鐵梅 

李潤春、於昨十七號 
天 

未曙時。。率義勇軍千餘 

圍襲大石橋附近之朱家 

店、孫家屯、等日賊。。日 

賊隊長長岡。。領隊出而 

頑抗 
被義勇軍衝前殛 

殺。 其餘倭獸 
。覓路逃 

• 
命
。惟義軍奮勇窮追。 

遂將長岡全隊倭獸：盡

正
主
席
黃
家
鼐 
副
欧
志
慶
. 

正
交
際
甄
法
明 
副
甄
餘
光

正
書
記
郎
奉
廷 
副
顏
灝
値 

正
財
政
鄭
彰
奇 
副
朱
佐
裘

正
監
督
李
棣
衍 
副
甄
爆
明 

正 ®
數
颤
標
慶 
副
趙
汝
鋒 

調
查 
趙
善
銘 
甄
輝
明 
朱
佳
裘 
伍
编
耀

麻
務 
陳
浦
中 
联
廷
傑

正
監
督
李
棣
衍 
副
甄
爆
明

◎
雲埠致公堂卄二年戲員表 

會
長 
陳
翼
耀 
眼
椿
杰 

繕
長 
林
杏
擧
三
梁
煥
漱 

書
記 
馬
德
洽 
林
漢
源

交
際 
阮
宗
豪 
林
普
慶 
司
健

理
財 
岑
嘉
旺 
陳
宜
顯

拿 
甄
雨
泉 
薛
賜
毓

幹
事 
郎
松
安 
伍
大
成 
陳一

調
査 
高
紹
埠 
鄭
遠
盛 
何

林
善
同 
鄭

厚
昶

陳
賢

黃
敗

莊
趙

棠
梅

學
 

林
顯
遂 
謝
志
如 
李
和
 
葉
品
三 
李
乙
垣 
曾
荔
燕 

高
文
朗 
黃
文
森 
馬
享
 
黃
僚
傳 
何
貽
亮
鄭
 ®
 敬 

廖
平
安
曾
 
鈴
一
龔
開
順 
鄺
瑞
田 
爲
卓
雲 
趙
保
 

吳
兆
 
宋
甘
泉 
何
貽
泰 
接
，
權 
張
姨
章 
馮
昆
禄

董
事
部

副
孔
正 
林
杏
舉 
鍾
敢
然 
黎
雙
滋 
余
悅
章 
林
翰
元 

趙
錦
田 
馬
大
莊 
黎
宗
煊 
鄭
松
煦 
强
錦
濤 
盧
啟
海 

朱
箕
然 
林
榮
 
陳
宜
成 
劃
様
金
梅
 
學 
吳
英
樓 

周
文
喜 
眼
惠
介 
黄
傳
彩 
蘇
光
乾 
黃
雲
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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