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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次的黃花後人尋訪中，記者多次探訪廣州
3．29起義犧牲烈士長眠的黃花崗，冀望有所

收穫。但見翠柏森然，修竹肅立。閒談時，黃花崗
一位工作人員告訴記者，清明時節，曾有一位海外
遊客在七十二烈士墓前祭拜，並朗聲背誦犧牲者林
覺民的絕壁名篇《與妻書》：「吾作此書時，尚是
世中一人；汝看此書時，吾已成為陰間一鬼⋯⋯吾
至愛汝，即此愛汝一念，使吾勇於就死也。吾自遇
汝以來，常願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屬；然遍地腥雲，

滿街狼犬，稱心快意，幾家能夠？⋯⋯汝幸而
偶我，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國！吾幸而得
汝，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國⋯⋯」

斯人逝百年 精神永留存
眼見這位海外遊客，背㠥背㠥便嚎啕大

哭，聞㠥無不為之感傷。若非痛失至親，
何至傷心至此？

杜鳳書的名字，鐫刻在黃花崗七十二烈士紀念碑
第一排右起第六個。這位犧牲時不過28歲的年輕
人，本來一直在香港和新加坡做工。因為接受了孫
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而加入同盟會。在記者所採訪過
的眾多烈士後人裡，杜鳳書的後人令人印象極深。
杜鳳書的侄子杜橋隆退休後從事義務講解工作已

有多年，談起伯父英勇往事，雙手仍不住顫抖，難
掩激動。為了這次採訪，杜橋隆一家特地把杜鳳書
年輕時的黑白照片翻洗了一張贈給記者。只見照片
上的年輕人頭戴Cap帽，西裝筆挺，清秀俊俏。
老人一邊摩挲㠥先輩照片，一邊告訴記者，至今

家中還放㠥杜鳳書當年用過的米缸、秤和書桌。
「一百年了，我們每一代人都不捨得扔，他用過

的米缸如今還裝㠥米，他用過的秤斷了一條線也不
敢去駁，擔心破壞了遺物的完整性。在此前媒體報
道、對外公開的歷史史料中，只是記錄了杜鳳書是
烈士之一，並無更多細節。今年是一百周年，我們

才讓這些細節浮上水面！」

自建兩學校 延唱祖輩歌
為了紀念這個早逝的南洋華僑，解放初，杜鳳書

祖籍南海裡水村專為紀念杜鳳書成立了「鳳書紀念
學校」和「第二鳳書學校」，杜橋隆和杜鳳書的侄孫
杜標高都曾在那裡讀書。鳳書學校流傳至今的校歌
歌詞也是歌頌杜鳳書的：「看黃花崗上，民族的先
鋒，把生命灑向革命的血中。正春光明媚，楊柳依
依，誰忍永別父母與妻兒，爭全民族的自由解放，
誓把忠骨葬埋黃花崗。黃花開，黃花落，斯人一去
不復回，但願四萬萬五千萬同胞齊起來，踏㠥我們
先烈奮鬥犧牲的血路，保衛中華，復興中華，大中
華永生」。
杜橋隆說：「這首歌不知道最初是何人所作，但

是現在村裡過了80歲的人都會唱，這是老一輩鄉親
不可磨滅的記憶。」

黃花後人今 ?安在

據杜橋隆講述，杜鳳書有兩個母親。大媽是爺

爺的原配，不能生養，後經大媽同意，爺爺才娶

了第二房太太（二媽），先後生下了伯父杜鳳書和

父親杜鐺興。大媽原係越南華僑，是個沒裹腳的

「大腳板」女人，能幹、健壯。由於杜家家境貧

寒，無米下鍋，大媽不得不帶㠥杜鳳書和杜鐺興

去碼頭上船幫人搬運貨物，期間受盡外國人和有

錢人的歧視和欺凌。

母親言傳身教 自小培養俠義心
儘管赤貧如洗，大媽卻是個「即使自己只剩一

碗飯，都會分給窮人吃半碗」的慷慨之人。在母

親的言傳身教下，杜鳳書也成長為心存仁厚而富

有正義感的人。他只在私塾念過三四年書，先後

在廣州和新加坡做過機器工人。而後在新加坡認

識了到當地參加宣傳革命的孫中山，後來和工友

黃鶴鳴一起參加同盟會。「伯父在南洋參加同盟

會，追隨孫中山搞革命，將夫人的嫁妝和自己的

工資都捐獻給革命組織。為挽救祖國而不惜棄小

家，以死的決心去參加武裝起義，推翻清王朝的

統治。」

來不及說再見 妻兒痛苦隨夫逝
1911年年初起義前夕，從新加坡經香港回廣州

時，杜鳳書曾到香港探望杜橋隆的父親杜鐺興，

贈予他一套新衣服，並托他照顧家庭，照顧母

親，但並未說明回廣州的目的。「在最後一次拜

望大媽的時候，

杜鳳書曾褪下一

個長年佩戴金戒

指給她，眼含熱

淚地說『由於工

作繁忙，恐怕以

後很難常常相見

了。今後見此戒

指猶見吾面。』

後來，直到烈士

撫恤金送到大媽

的手中，她才知

道兒子為革命犧

牲了。」

由於時間緊

迫，他甚至沒有

和在鄉下的妻子

道別一句。杜鳳

書犧牲時，她已

懷有遺腹子。可惜因得知丈夫犧牲的噩耗，她一

直心情沉重，遺腹子出生後因先天不足而夭折。

喪夫喪子的雙重打擊，讓她更是悲傷過度，最後

抑鬱而終。」

在南海甘蕉村，杜鳳書是個永遠不會湮滅的名

字。據說，即使隨意攔住一個穿開襠褲在鄉間玩

耍的孩子，也能講上一兩件關於杜鳳書的軼事，

耄耋老者就更不消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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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僑為革命之母」——中山先生的一句肺腑

名言，中肯評價了海外僑胞於辛亥革命的重

要作用。記者在尋訪黃花崗烈士後人時發

現，廣州三．二九起義不僅得到各國華僑慷慨解

囊鼎力支援，且殉難的86位烈士中，經考證有31人

為華僑，超過三分之一，可見中山先生所言，絕非

溢美之辭。

翻閱泛黃史書，當年僑胞上至富商巨賈，下至普通

華工，或傾囊相授助餉革命，或以筆代槍

驚醒民眾，或親赴敵前衝鋒陷陣。其

情其志，盡顯炎黃子孫愛家重國之本

色。而以辛亥革命為起點，此後百

年，中華民族的每一個進步和轉折，背後

都能看到海外遊子的身影；民族尊嚴、國

家獨立和社會發展，也始終得到了海外

僑胞的最大關切。　

■香港文匯報記者 趙鵬飛、李叢書、顧一丹

郭月虹是黃花崗一役中犧牲的19歲烈士郭繼枚的親
侄女，祖籍廣州增城，在馬來西亞霹靂務邊埠出生，
幼年時期就隨家人遷居廣州，如今已經55歲，在姊妹
六人中排行最小。退休前在華僑糖廠從事管理工作，
現任同盟會遺屬聯誼會的秘書長。

文革期間遭受雙重折磨
郭月虹讀小學二、三年級的時候，十年文革才剛剛

開始，家裡人對郭繼枚的事跡三緘其口，一來他是民
國烈士，二來因為郭家有海外關係。
「當時，我們在政治上受盡歧視，不能參加政治活

動，每次開大會或者是聽廣播的時候，我們就被安排
到一間小房子裡關禁閉，等會議或廣播結束後才能
『放』出來。」
精神上的歧視，一家人可以相互慰藉，但是物質生活
上的極度匱乏，卻讓曾經優渥的郭月虹一家如墜冰
窖。「新中國成立之後，以前一年大約600大洋的烈士
遺屬撫恤金終止了，家裡甚至無隔夜之糧，在海外從
未受過苦的爸爸餓到渾身水腫」。

所幸還有南洋親戚的秘
密接濟，郭家每隔一段時
日總能成打地收到糖塊、
阿華田、牛奶、煉奶⋯⋯
食物的缺乏暫時得到了緩
解，但卻仍難掩內心恐懼
——「裝食品的包裝上都
有英文，為免被人抓住
『裡通外國』的把柄，我們
還得用油漆把它們塗掉。」

未言婚嫁決意終身獨居
郭月虹在母親去世後，開始了迄今長達16年的獨居

生活。平時不處理會務的時候，她用電腦瀏覽信息、
查校資料，有空為自己沖泡一杯咖啡獨自品味。「在
理應談情的時候，媽咪中風病倒了，我貼身不離地照
顧她，一不留神就錯過了最適合婚嫁的年紀。而現
在，這一切我已經看淡，是否有人陪伴都無所謂。我
一個人也能過好一輩子。」

出錢出力 華僑乃革命之母

特殊年代 歸僑生活跌谷底

孫中山致力於國民革命四十年，約有一半時間奔走
於海外，「故革命史上，無不有華僑二字」。從革命組
織的建立，革命輿論的傳播，到對革命的經濟支援以
及參與武裝起義，海外華僑都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
用。
暨南大學華僑華人研究院副院長張應龍研究指出，

廣州三．二九起義得到海外華僑鼎力支援，起義共花
費224443元，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越南、泰
國、美國、加拿大、古巴等地華僑都捐了款，華僑為
黃花崗起義捐款9.7萬多元。
華僑也是黃花崗起義的主力之一，在犧牲的31位華

僑中，有工人、商人、教師、記者、店員、教徒、最
小的才18歲，最大的52歲，僑居越南的有18人，其次
為星馬等地。華僑對於革命的經濟支援更是數不勝
數，而支持革命的華僑許多人並不是富翁，多數是一
般商人，甚至有不少是普通勞工。但為了革命，很多
人竭力而為，不惜傾家蕩產。馬來西亞華僑商人譚德
棟在為黃花崗之役籌款時便認捐了500元，後來得知籌
款有困難便再捐500元，最後答應把店中的5000元貨物
全部售賣作為捐款。

回國起義前 多留絕筆書
不少黃花崗烈士都抱定必死的決心，留下絕筆書。

新加坡印刷工人李炳輝1911年回國參與革命，母親催
他回家團聚，他給母親覆信，賦詩云：「回頭二十年
前事，此日呱呱墜地時，慚愧劬勞恩未報，只緣報國
誤烏似」，可見其已做赴死準備。馬來西亞華僑郭繼枚
告別新婚妻子說：「我誤你了，此行成敗還不知道，
不要掛念我，倘有不測，希你為我盡孝。」而留日學
生方聲洞、林覺民的《絕命書》、《與妻書》則更是催
人淚下，無人不知。
華僑烈士的「視死如歸赴國難」，更表現在起義中與

就義時。吉隆坡華僑李晚，是一位裁縫，為了回國參
加革命，變賣自己的腳踏車作盤纏，起義時高舉大
旗，血灑戰場。南洋華僑工人杜玉興，隨黃興進攻督
署，踴躍爭先，擊斃清軍防營10餘人，後與兩廣總督
張鳴歧左翼金邦振交戰，金被擊斃，杜身中數彈殉
難。不幸被捕的烈士，在審訊與臨刑時，均表現壯
烈。河內華僑羅聯曾在河內開雜貨店，後來棄業回國
參加革命，在作戰中被捕，他對探監的族弟說：「我
決心捨生取義，希望弟弟們繼承我的遺志。」水師提
督李准審訊他，他始終不屈，在刑場仍然高呼：「中
國非革命不能救亡。」
誠如中國僑聯黨組書記、主席林軍，在紀念辛亥革

命100周年時所言：華僑為民族復興、國家富強所展現
出的大無畏精神和勇於犧牲的獻身精神世代傳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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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士杜鳳書的曾侄孫女展示杜
鳳書使用過的秤。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叢書攝

■南洋歸僑烈士郭繼枚
的侄女郭月虹和孫中山
的扮演者鄧建壯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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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歸僑烈士杜鳳
書在起義前夕拍攝的
西裝照英姿勃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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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士杜鳳書生前曾用過的米
缸，至今仍被使用。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叢書攝

懷必死之心起義
杜鳳書戒指贈母

■南洋歸僑烈士杜鳳
書在起義前夕拍攝的
西裝照英姿勃發。

資料圖片

嚎啕吟念《與妻書》
僑屬返華悼先祖

百
年
辛
亥
家
國
夢

僑
胞
難
捨
桑
梓
情

百
年
辛
亥
家
國
夢

僑
胞
難
捨
桑
梓
情

百
年
辛
亥
家
國
夢

僑
胞
難
捨
桑
梓
情

百
年
辛
亥
家
國
夢

僑
胞
難
捨
桑
梓
情

百
年
辛
亥
家
國
夢

僑
胞
難
捨
桑
梓
情

百
年
辛
亥
家
國
夢

僑
胞
難
捨
桑
梓
情

百
年
辛
亥
家
國
夢

僑
胞
難
捨
桑
梓
情

百
年
辛
亥
家
國
夢

僑
胞
難
捨
桑
梓
情

百
年
辛
亥
家
國
夢

僑
胞
難
捨
桑
梓
情

百
年
辛
亥
家
國
夢

僑
胞
難
捨
桑
梓
情

百
年
辛
亥
家
國
夢

僑
胞
難
捨
桑
梓
情

百
年
辛
亥
家
國
夢

僑
胞
難
捨
桑
梓
情

百
年
辛
亥
家
國
夢

僑
胞
難
捨
桑
梓
情

百
年
辛
亥
家
國
夢

僑
胞
難
捨
桑
梓
情

百
年
辛
亥
家
國
夢

僑
胞
難
捨
桑
梓
情

百
年
辛
亥
家
國
夢

僑
胞
難
捨
桑
梓
情

■杜橋隆和其妻子與杜秀
娟三人合影。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叢書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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