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周劉付胡朱林羅

均維傅tit作貫小核正正 
鴻成彬疑增霖通白酸監財 

員督政 
李溫楊 馬黄曹李鍾黄黄
光 心条普振英煥柴

根祥源 民鶴昇僕錦沾蘭

梁 
七 
毎

陳林高梁 
羣灼文 
振如朗歡

科 事

岑吳林陳林林 
家英舉雲紹鉄 
振存暢煖廣郞

質翻蘇馬胡 
周岑李第祝振心世 
朝永卓鎏沛如燃民增 
鐫和岐章

副副副副 
劉馬蘇湯呂胡徐鄭
孟立振惠 家
斌綏燃予就海洛滋

會周林 
在 

員遐炯

整I何鄭鄭鄭駱陳曹郎毎鄭 
聲签金慶振仲彥進四厚

雜/聲7兀:，滋

2詣忘售;:麻修三产"感喘牛幾奮 員段懇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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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相濃 
鄭家翰

記
$龔 

永 
廖宏燕 

鄭尙溢 
陳振華

唐文普

李
德
維

吳運基 
岑嘉贊 

黃子維 
鄭傳藻 

壹元五 
岑榮貫 

唐文照 
鄭業琳 

譚澤民工

每三元 
郎厚基 

鄒文煒 
劉和樂 

林 
壬 

鄭厚棠 
岑相潔 

鄭振進 
黃 
宗

催
收
員
 

典
定
槃
 

陳
安
祥
 

張
有
信
 

沙
利
近
瀝
幹
事
 

陳
才
源
 

曾
紀
瑞
 

楊
東
賢
 

占
市
埃
崙
幹
事
 

崔 

璇
 

劉
平
安
 

評
議
員
 

周
順
榮
 

楊 

社 

盧

、
鏈 

呂
瑞
卿
 

趙
奕
南
 

阮 

晉 

周
開
軾
 

胡
富
和

每
拾
弍
大
元
 

鄭
重
精
拾
元

郎忠潤 
鄭勤忠 
鄭業源

副胃 
副開I
 
虚礴 

黄雅疊 
展遇
* 
施 1 
黄宽慶 

部錫文豢 
萤競榮 e 

陳文處 
劉!1

郎
漫
悅
 

每
五
元

郎
尙
 

吳
潤
. 

郎
鉄
 

鄭
慶
.來

每貳元 
關 
翰 

姉慶遇 
鄭柱家 

鄭慶秀

鄭
滅
寧
 

郎
慶
慈
 

黃
啟
周
 

曹
如
集
 

姉
業
强
 

李

沾
 

郎
尚
照
 

李
愛
明
 

鄭
就
財
 

鄭
厚
慰
 

廖
學
精

幻 ◎
占
尾
利
市
拒
日
敕
國
會
 

籌欵慰勞駐華美
軍名列 
」

◎
西致公總堂三十二年職員一5

◎
穩竈埠抗日救國會職員表

北
非
聯
軍
總
部
廿
三
日
電
。、孟
敢
麽
梨
 

將
軍
所
部
第
八
軍
於
其
開
始
攻
勢
中
。 

已
攻
破
羅
米
爾
之
媽
素
線
六
英
里
長
。 

經
過
深
地
雷
區
及
羅
米
爾
久
經
戰
陣
部
 

隊
之
劇
烈
抵
抗
。
距
西
七
十
英
里
必
頓
 

中
將
所
部
之
美
軍
兩
路
長
驅
直
進
。
俘
 

敵
壹
千
四
百
名
。
已
達
地
中
海
岸
五
十
 

英
里
內
。
羅
米
爾
對
美
軍
之
斷
其
後
路 @

英機昨襲敵得全勝 

倫
敦
卄
三
日
電
。
英
機
昨
日
襲
荷
蘭
首
 

都
鹿
特
丹
附
近
之
馬
路
易
斯
。
另一

隊 

飛
機
炸
法
北
之
鉄
路
目
標
。
輕
轟
炸
機
 

巡
比
斯
開
灣
擊
落
德
掌
加
八
八
式
機
兩
 

架

。
英
機
俱
安
全
而
返
。

©
俄國追贈兩女英雄 

莫
斯
科
卄
二
日
電
。
俄
女
學
生
納
他
利
 

亞
與
馬
利
亞
人
壯
烈
報
國
得
追
贈
俄
國
 

最
高
英
雄
獎
章
。
彼
二
人
於
一
九
二
 

年
十
月
莫
斯
科
臨
危
時
同
投
筆
從
戎
上
 

前
綫
作
冷
槍
手
。
開
首
六
日
內
已
殺
敵
 

三
十
六
人
。
至
其
數
達
三
百
時
得
紅
星
 

勳
章
，
在
一
劇
烈
爭
鬥
中
其
隊
與
德
軍
 

支
持
甚
久
。
最
後
祗
餘
他
兩
人
與
壹
男
 

子
埃
溫
俱
受
傷
及
子
彈
吿
罄
。
德
軍
乃
 

衝
鋒
。
彼
等
用
手
溜
彈
將
敵
迫
退
。
後 

德
軍
屢
進1

手
溜
彈
亦
絕
。
遂
同
歸
於
 

盡

。
德
軍
遺
埃
溫
任
其
自
死
。
俄
軍
尋
 

得
將
之
送
醫
院
。
俄
國
歷
史
上
祇
有
七
 

名
女
子
得
英
雄
獎
章
。
現
僅
有
委
林
天

取

近

收

劄

淤

 

冉

e
(
*
w
v

中
華
 
民
6
國 
三
十
二
年

執行委員 
李發良 
黃國材 
李常緖 
林佐然 
何春初 

;
吳瑞端 
陳 
英 
呂 
樂 
沈敬鉅 
吴肇田 

劉炳煒 
劉希超 
黃照傳

常 
務 
林佐然

文事科 
黃國材 
李發良 
劉孔滋 
鍾葆恒 
陳 
禧 

交 際 科 
李發彬 
吳啟榮 
岑祺德 
鄧 
齊 

理財科 
何春初吳肇田

監 察 科 
麥 
保 
陳 
禧 
馬 
大 
董 
合 
伍學琴 

宣傳 科 
陳翅嵩 
鄧鉅普 
黃蘭韻 
劉孟燊

△
俄倭開戰不可避免

△
重
慶
|
前
任
駐
俄
大
使
邵
九
子
。
是
日
在
大
公
報
發
表
論
文
。
謂
日
俄
開
戦
 

爲
不
可
避
免
之
事
實
。
據
言
日
本
軍
閥
。
已
認
定
一
九
0
四
年
日
俄
之
戰
。 

爲
日
本
平
服
亞
洲
之
初
步
■
現
在
戦
事
。
則
爲
次
段
。
而
與
蘇
俄
開
戦
。
當

民

未
有
堅
强
之
抵
抗
。
不
知
其
另
有
機

謀

國
- 

爲
隨
而
發
生
之
事
實
云

第
八
軍
不
暇

。

據
邵
氏
稱
•
東
京
近
來
所
發
刊
之
官
用
輿
圖
。
均
以
西
伯
利
亞
包
含
在
「
大
 

東
亞
共
榮
圏
」
內
。
刊
寧
亦
曾
預
言
。
謂
「
帝
國
主
義
者
之
由
東
西
兩
方
襲
 

擊
俄
國
。
爲
歷
吏
上
必
然
之
事
實
。
而
俄
國
常
局
。
對
於
日
本
進
攻
西
伯
利
 

亞
之
野
心
。
亦
待
常
提
防
云
」

△
倭寇又復佔華容訊

△
我
軍
巷
戦
後
退
出

△
盧
慶
1
富
局
是
晚
宣
布
。
倭
軍
業
將
華
軍
前
鋒
。
逐
出
湖
南
省
華
容
。
幷
將
 

長
江
與
洞
庭
湖
之
堤
埔
先
後
破
毀
。
致
令
湘
南
禾
田
現
多
被
淹
沒
。
農
民
損
 

失
極
大
。

據
中
央
社
稱
。
華
軍
於
上
星
期
復
佔
華
容
。
但
倭
寇
於
上
星
期
五
與
星
期
六
 

兩
日
。
猛
烈
反
攻
。
至
星
期
六
日
下
午
。
已
强
迫
華
軍
撤
退
。 

又
倭
軍
 
一 
隊
。
現
向
公
安
推
進
(
距
沙
市
西
南
价
 
一 
里
)
公
安
以
北
之
密
棗

十 二 年 -三 冃

華容戰事最近消息

庶務科麥保劉炳焯 

調查科梁明滄劉卷

述 
吳炳照 
淸 
羅華俊

(

重
慶
卄
 
一 
日
電
。
軍
委
會
代
言
人
稱
。 

華
軍
上
週
攻
入
華
容
。
與
倭
寇
巷
戰
。 

殲
敵
百
餘
然
後
退
出
。
倭
寇
反
攻
。
第 

一 
次
亦
大
敗
。
死
傷
極
重
。
第
二
次
以
 

飛
機
助
戰
。
然
後
在
藕
池
口
區
。
攻
到 

譚
家
灣
城
邊
云
。

■
俄軍克復五十餘埠 

莫
斯
科
廿
三
日
電
。
俄
中
線
斯
摩
陵
斯
 

克
東
北
之
比
梨
區
大
戰
。
德
軍
集
中
坦

勸捐員簡年吳瑞端李發彬呂就榮陳
球 明滄

吳肇田鄧齊 

核數員羅敗明 
黄樹森

學琴 
黃照傳 
梁 

孔滋陳禧

C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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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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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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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
.  B

ox  1331  

V
ernon"  B.C. C

anada

卄 三 號

、

◎
哀
謝

不
孝
兆
禎
等
侍
奉
無
璇
禍
延

先
考
諱
五
煥
字
福
聖
麥
：̂
府
君
痛
於
民
國
三
十
二
年
三
月
十
三
 

日
病
終
于
遠
東
醫
院
積
閏
享
壽
五
十
有
四
歲
不
孝
等
遠
居
祖
 

國
不
能
親
視
含
殮
祇
遵
禮
成
服
蒙
 

煖
聖
伯
台
主
持
喪
事
經
 

于
三
月
十
七
日
在
家
庭
殯
儀
店
舉
行
出
殖
 

叨
蒙
宗
親
戚
友
 

鄕
誼
躬
臨
執
締
惠
贈
轉
儀
生
花
素
車
隨
行
摩
禮
隆
情
仆
歿
均
 

感
哀
此
鳴
謝

口
。
現
由
華
軍
反
攻
。
至
湘
鄂
 
一 
帶
。
戰
局
現
無
大
變
動

克
車
•
半
埋
土
 
中
作
炮
壘
。
爲
俄
軍
抄
 
那
一 
名
生
存
。
她
以
飛
行
有
功
一
而
得
此

。

目
前
洞
庭
湖
北
岸
至
長
江
南
岸
一
帶
。
現
形
成
巨
大
戰
塲
。
凡
水
路
交
滙
要

擊
崩
潰
。
俄
軍
克
復
五
十
餘
坤
。
盛
敵
 

五
千
五
百
人
•
南
線
頓
匿
斯
區
載
事
無
 

大
變
。
兩
軍
仍
劇
戰
於
貝
爾
高
津
附
近
 

。
餃
線
之
軍
事
活
動
•
將
爲
春
季
氣
候
 

阻
止
，
(
德
播
音
謂
俄
之
冬
季
反
攻
已
 

成
過
去
云
)

。

•
希特勒令德軍死戰 

馬
得
烈
廿
三
日
電
。
希
特
勒
昨
下
令
突

金
譽
。

， 

・

■
英損失 
一 大驅逐艦 

倫
敦
卄
二
日
窗
・
海
軍
部
宣
布
•
英
驅
 

逐
艦
閃
電
號
。
爲
英
最
大
驅
法
一
艦
之
豈 

。
已
經
沉
沒
。
該
傩
爲
 
一 
千
九
   

H
二
洽

点

。
均
爲
兩
車
爭
奪
之
據
点
云

♦

一一 

△
倭賊在鄂曾用毒氣

△
重
慶
|

中
國
軍
委
會
是
H
發
表
。
倭
軍
在
湖
北
省
南
部
之
戰
。
曾
用
毒
氣
。 

倭
軍
之
目
的
。
似
在
保
證
其
宜
昌
之
接
濟
線
。
一
次
華
軍
猛
烈
反
攻
後
。
倭 

寇
爲
圖
報
復
。
曾
用
毒
氣
傷
華
方
官
兵
在
餘
名
 
一厶。

△
有機千架便可滅倭

△
華
俊
頓
|
前
中
國
空
軍
司
令
毛
邦
初
。
昨
對
若
記
談
話
。
謂
中
國
如
有
轟
炸
 

機
寰
千
架
。
便
可
以
毀
滅
H
本
全
部
工
業
。
據
言
關
於
鼓
隊
飛
機
之
供
應
。 

滇
緬
公
路
收
復
與
否
不
成
問
醇
。
但
聯
軍
如
能
操
縱
緬
旬
。
當
然
對
於
供
應
 

。
有
不
少
裨
補
•

又
據
言
。
苟
有
三
噸
式
之
運
輸
飛
機
皆
架
。
由
印
度
飛
連
餉
械
入
華
三
次
。 

一 

足
供
一
四
輪
轟
炸
機
一
架
爆
炸
東
京
豈
次
。
查
由
印
度
至
昆
明
。
飛
機
航
運
 

- 

他
需
時
七
点
。
故
連
輸
時
間
。
苟
有
相
當
數
最
運
輸
飛
機
。.實
不
成
巨
大
問
 

一 

题
。
至
運
輸
餉
械
汽
任
與
炸
弹
之
供
應
。
則
可
由
中
國
门
責
。

訪
者
以
中
國
需
要
若
干
運
輸
機
爲
間
。
毛
將
軍
答
織
「
此
是
全
算
吾
人
何
時
 

一 

乃
欲
禮
勝
。
田
富
然
愈
名
爲
妙
」
。

據
毛
將
軍
之
意
見
。
時
間
爲
日
人
之
友
。
吾
人
A
空
中
一
一
泊
一
逐
倭
機
。
何 

一 

若
爆
炸
飛
機
到
造
廠
。
集
屮
消
滅
。
使
其
根
本
不
能
上
空
・
■

孤
子
兆
値
兆
錦
泣
血
稽
類
 

恕
不
制
呼

器
譜
六
元
 

惠
聖
 

躯
昌
惠
 

罐
寄

大 溪 %

髭
冬
摩
惠
列
下
 

緩
聖
拾
元
 

蘋
聖
 <
 
兀 

以
上
毎
五
元
 

焉
才
義
 

以
上
每
三
元
 

黃
託
光
 

箕
后
 

箕
碩
 

每
鼠
元

噸
。
其
如
何
損
失
及
死
傷
艦
員
多
少
 

海
部
不
發
表
。
與
閃
霊
同
等
級
之
^

・

黄
俊
紀
 

恭
厳
 

飾
篇 

立
聖
徐
秀
噩
蹦
短
 

馬
染
康
皆
-
元 

為
昌
敏

中
*
衣
飾
 

夾
記
衣
籍
 

爲
号
驢
 

紫e
二

0

多
於
一 
九
三
八
年
完
成
於
一
九
四
(/
年 

者
。
艦
身
三
门
五
十
也
尺
•
配
四
寸
七
 

大
砲
六
門
。
卄 
一 
寸
鱼
雷
管
八
枝
。
毎

西
亞
之
德
軍
作
戰
到
死
。
勿
懼
失
敗
 

以
史
丹
林
格
列
之
德
第
六
軍
爲
模
範

Q

甄 

寛
花
圏
 

中
國
衣
舘
花
圏
 

囉
増
衣
短
花
圏
 

@1 岑
錦

—麟謝
啓

。

小
時
速
度
世
六
"

。

•
法軍一 
萬加入聯軍 

紐
約
廿
二
日
電
。
據
美
政
府
接
连
卡
之
 

無
線
電
播
音
報
吿
■
謂
法
屬
西
非
洲
已
 

派
出
法
軍
一 
萬
人
。
加
入
北
非
聯
軍
對
 

敵
作
戦
。
幷
謂
於
最
短
期
間
。
將
再
?
 

派
法
軍
加
入
聯
軍
.
厶
。

■
駐西徳大使昨逝世 

馬
得
烈
"

三
日  

|1£
。
德
駐
四
班
才
大
使
 

溫
麽
特
慕
現
年
五
卜
八
歲
。
於
三
月
I
 

八
日
受
斤
腸
剖
刈
。
至
昨
H
逝
世
。
他 

於
一
九
一 
叁
年
入
德
外
交
部
。.仆
久
便
 

被
派
往
推
我
。d
九
，
四
年
轉
任
駐
土
 

"
其
副
使
。 

111 
隨
卽
從
車
至
笫
一
次
大

聯軍潛艇沉一 

肥
鬣
訊
■
中
央
社
是II 二倭船

啟
石
。
麟
本
琴
材
•
無
能
救
國
。
惟
恨
軸
心
肆
虐
■
鏡
德
兄
暴
 

。
毒
禍
我
祖
國
。
殘
害
我
友
邦
。
故
偽
起
投
入
空
軍
。
希
学.
學 

業
有
成
。
爲
我
國
家
民
族
。
報
仇
警
於
离
一
。
乃
蒙
所
到
各
境
 

我
洪
門
叔
伯
。
義
車
花
亭
•
愛
護
有
加
。
昨
以
轉
往
別
處
訓
練
 

。
乂
荷
列
必
珠
堂
社
各
叔
父
厚
意
，
鼓
筵
餞
別
•
情
深
潭
水
。 

感
德
難
忘
。
只
以
軍
會
森
嚴
。
行
伍
匆
匆
・
不
能
一
一
 
親
往
拜
 

別
。
特
誌
數
言
。
以
嗚
謝
幅
。

l
占
尾
利
市
埠
拒
日
敕
國
會

文化慰勞將士捐炊芳名列 

黄
敗
周
那
皎
寧
 

都
残
悅
，
郎
厚
滋
 

郎
傳
藻
鄒
慶
慈
 

每
拾
弍
元
 

郎
進
聲
 

吳
運
基
 

每
拾
元
 

曹
結
培
 

郎
格
家

重

。
聯
軍
潛
 

叫
間
)

。 

。
諸
輪
爲

艇
在
東
海
活
動
(
上
海
與
長
 

上
月
乂
擊
沉
H
本
快
輪
三
牌

N
崎
丸
。
神
戶
與
横
濱
丸
"
(
據
簣
德
 

册
部
。
艮
崎
丸
長
三
百
九
拾
方
尺
。
排 

水
;

J:
五
r
二
仃
六

—
八
喉
。
橫
濱
丸
則
 

艮
阳
订
零
六
尺
。
排
水

jlt N
r

一
汀
阳 

十
三
嘲
。
兩
輪
均
由
二
•
斐
公F

建
築
。 

定
主
爲
H
木
姉
船
公
司
)

父
毛
將
軍
稱
。
倭一 

造
能
力
。

机
瓜
千
架
。
敗
量
信
低
於
其
製

0

星 二

△
宋子文與記者談話

△
謂中國幷無舘上好心？戰後高麗立全獨立

△
美京|
中國外交部艮宋子文與泓汴記抖談話。謂中國幷無能上野心 

。且希7
公戰後。得見.咼麗成爲文金獨"
之國.家：咼麗因與中國氏 

族.不同。中國幷他兼倂心麗之想"
。對於前會津屬中阈統治下之越 

南。亦抱此種態陵。

乂據中央社匹。及崎與

之

路
。
因
常
遭
成
河
。
近
來
時
常
停
止
云

郎
忠
滿

元 

葉
波
均
 

梁
瑞
恩
 

鄭
銚
光
 

陳
彥
達

毎
七
元
 

李
肺
杰
吳
能
圃
 

李
愛
明
 

周
廷
森
 

楊
敗
賢

慶
遇
 

何 

萇
 

陳
振
華
 

勉
榮
 

曹
結
容
 

關 

瀚

單

瓶

閒

戦
爭
結
束
。
一
九
二
八
年
復

ICI
上
京 

大
使
館
主
小
。
将
奉
令
歸
柏
林
任
外
 

部
川
長
。 
守
九
一 

:"-
一
年
任
波
闊
公
使

螂
以
棠
 

那
振
祺
 

岑
榮
貫
 

唐
文
普
 

曹
如
集
 

郎
勤
忠

。

4

△
禁吉凶事中筵設席

△
重慶1
全國動員委員會。涌令禁止一 
切婚喪吉凶筵生。伍招g
外國 

國賓客之宴會。則在例外，酸委會命令。并.史加 限制酒品消件。
to 至

一
九
三
四
年
升
N
使
。
戦
小
爆
發
時
 

。
112] 柏
林
至
今
年
正
月
方
任
西
川
.才
太 

使
云

■
婦女甚多作船廠丄 

林
倫
•
-

——
瓜
H
  

^

。
據
啟
沙
造
船
公
司
 

昨
夜
報
吿
。
謂
在
破
倫
區
之
三
大
造
船
 

廠

。
僱
有
男
女
工
人
八
厲
五
卜
•
內
女
 

工
約
估
全
數
五
分
之
d

。
有
女
L

一 
萬 

六
千
七
百
八
十
七
人
公
。

吳
潤
參
 

郎
業
源
 

斗
相
濃
 

部
慶
煉
 

都
就
財
 

那
原
基
 

岑
嘉
贊
 

黎
秋
修
 

郎
俏
煦
 

蕤
 

永 

岑
相
潔
 

曹
 

維 

唐
文
照
 

郎
家
瀚
鄭
金
錫
 

郎
厚
慰
 

郎
柱
家
 

郎
振
進
 

娜
俏
溢
 

駱
仲
霞
 

陳
立
旺
 

陳
雲
沛
 

郎
尙
昂
 

譚
澤
民

O
u

U

一千人

據
駐
汇
坤
職
務
選
擇
職
員
宣
布
。
在
卑

詩省一1
作之加中L
人
(
遵
令
囘

一 

菓
餅
餌
之
製
造
。
及
不
准
新
菜
館
開
殷
-

火
農
塲
。
有
等
也
要
工
人
。
或
延
長
彼

郎
業
琳
 

螂
業
强
， 
慶
學
精
 

都
文
煙
 

黄
子
維
 

廖
宏
燕

陳
萇
大
 

伍 

德 

馬 

昌 

廖
洪
進
 

郎
慶
達
 

鄭
慶
溥
 

黄
 

宗 

鄭
慶
秀
 

劉
和
樂

等
之
許
可
照
期
限
。 

111
其
他
 

各
省
者
。
則
須
於
最
短
期
內
 

中
也
。
獲
得
延
•
長
期
限
省
。 

。
亦
要
囘
去
。
由
本
省
已
囘
 

塲
者
約
二
干
人
云

-

川 後 農

" ̂̂

C

部

業

森

林

壬

李
 

陳
彥
逮
 

鄭
尙
淦
 

西
人
喜
市
立
五

且

上
每
名
六
元
 

西
人
姊
尹
氏
拾
元
 

人
亞
李
壹
元
 
"
(
以
上
强
歎
检
M
r

△
美
軍
俘
敵
千
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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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李文俊先生訪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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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
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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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頃接李文俊先生由祖黒來 一 函。着就交其母舅鑫 

謙先生。查李文俊君。乃中山人氏一據稱其母舅黃盡 

君。向在加拿大雲髙華埠謀生。自中山淪陷之後。漆 

來音信不通。親情隔聞，是以着弟代爲訪尋。惟弟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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