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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洲三傑：從左向右依

次為陳楚楠、林義順、張

永福。

■紀念館外的孫中山像。

選 擇在半山之處的孫中山紀念館舉辦「孫中山與他
的新加坡同志」文物史料展，是經過深思熟慮

的。這裡不僅僅留下過孫中山的足跡，同時也是香港聯
結新加坡與中國內地的歷史見證。在中上環文化存留的
印跡中，尋覓華僑中的革命家，成為一種懷古和反思。

歷史的背景回溯
陳列室中的一幅幅照片，講述了南洋華僑與辛亥革命

的關係。為了整合全部反滿共和革命力量，也為了在與
以康有為、梁啟超為首的君主立憲黨的博弈中取得關鍵
性的勝利與突破，孫中山、黃興等人正式將興中會、華
興會以及光復會這三大反滿共和派組織整合為中國同盟
會。同盟會成為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具有現代政黨雛形
的革命政黨，並在1905年的夏天，於日本東京舉行了同
盟會成立大會，選舉孫中山為同盟會總理，以《民報》
為黨的機關報，並正式確立了「驅逐靼辱、恢復中華、
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的革命綱領。中國革命從此面貌
煥然一新。

依據當時的時代背景，由於中國國內的政治環境極為
封閉，參加中國同盟會的骨幹力量，主要由兩大類人群
構成。一是留學生，他們主要進行武裝起義以及革命宣
傳的具體實施；另一部分，就是已經移居海外的華僑。
而這些華僑中，又以居住於東南亞的華僑數量最多。華
僑主要的作用和貢獻，便是用自己的資金來幫助共和革
命人士訓練士兵、購買武器以及提供各式各樣的幫助。
因此，可以毫不猶豫地說，華僑群體，直接把握㠥革命
黨人的經濟命脈。如何調動華僑參與革命的積極性，成
為了一個重要課題。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1906年，孫中山正式在新加坡
成立了同盟會分會，以主要負責在南洋的革命策劃以及
組織活動。這其中，最為有名的一處地址，便是位於新
加坡的晚晴園。這裡成為了革命黨人在東南亞地區的一
處重要集會地點。未來共和國旗幟的設計、一次次武裝
起義的謀劃，都是在晚晴園這個建築中完成的。而今次
在香港舉行的展覽，也是由晚晴園——孫中山南洋紀念
館與本港的孫中山紀念館合作舉辦的。

鮮為人知的「星洲三傑」
所謂「星洲三傑」，是指在共和革命中作出巨

大貢獻的張永福、陳楚楠以及林義順三人。他們
三人以及手下的革命同志，全心全意支持孫中山
的革命志業，不但成立了同盟會在南洋的分會，
還自辦報紙、宣傳革命，在資金以及物質上大力
協助中國的武裝起義，為辛亥革命的成功作出了
不可磨滅的功勳。不僅如此，每當遭逢起義失敗
或國內的共和派義士遭到清政府的通緝，出面營
救革命戰友的，也是「星洲三傑」，從而為將來
的共和體制留下了寶貴的人才和守護力量。張永
福出身於新加坡的富商家庭。1906年同盟會在新

加坡成立分會時，他擔任副會長。陳楚楠則是新加坡土
生土長的華人，也同樣來自於一個富裕的商業家庭。而
林義順則是張永福的姨甥。

是次展覽陳列了「星洲三傑」的各類珍貴照片、名人
書法、文史資料以及其它實物等展品。比較引人注目
的，是當時在新加坡進行的傳媒業務拓展與革命宣傳。
晚晴時期新加坡的《圖南日報》也陳列於展覽室中。從
展品提供的信息顯示，早在1904年，陳楚楠就與張永福
合辦了《圖南日報》，成為了宣傳共和理念、對抗專制
體制以及立憲派輿論的重要利器。這也是南洋第一份公
開宣揚革命理論的傳媒。在辦報初期，由於報紙銷量不
好，負責報紙發行的張永福決定採取市場模式，向每一
份報紙購買者贈送日曆，以此來提高報紙的銷量。孫中
山先生就是在看到張永福隨報贈送的日曆之後，了解到

《圖南日報》反滿共和的主張，遂決定親自拜會這些南
洋革命家，並最終在1906年相見。

而林義順在當時的工作則顯得「前線」味十足。在同
盟會新加坡分會成立後，他的主要工作是聯絡革命同志
以及為中國的武裝起義與革命活動提供武器、各種物資
以及資金。這要冒相當大的風險。為了能夠讓各種革命
活動順利展開，他專門整理了合計二百五十人的新加坡
同盟會成員名單。1929年，他重新編制了《新嘉坡前中
國同盟會諸同志姓名表》，贈送於政府，永作存證。這
一名錄，也是此次展覽的展品之一，讓參觀者在心中去
默念這一個個神聖的名字。為了表彰林義順出生入死的

壯舉，孫中山在擔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時，代表中華
民國政府親自向林義順頒發了《旌義狀》，作為表率，
永世垂範。這份非常珍貴的《旌義狀》，此次也與公眾
見面。從中，能夠感受到當時的政府對於榮典頒授是多
麼看重。

謙遜美德的印證
共和革命與改朝換代的最大區別在於：共和革命的目

標是人人平等；改朝換代則是製造了一批新的特權階
級。正是革命目標的崇高，新加坡這些積極參加過晚晴
共和革命的華僑，才會有「俏也不爭春」的美德，而陳
列的展品，也從一個側面印證了這一點。

無論是革命前還是革命後，林義順一直都堅定地支持
孫中山的事業。在革命後回國效力的歲月中，他都是擔
任技術和具體業務方面的諮詢工作。周遭的人士回憶起
這個來自南洋的華僑，都稱頌他沒有官威、為人謙和。
展覽資料介紹，1936年病逝的他，被政府以隆重的國葬
安息於中山陵旁，繼續與曾經追隨的領袖同在。

在有關陳楚楠的展品中，他的私人印章，尤為引人注
目。這一私人刻章，並非以陳楚楠的名號為內容，而是
刻上了「結愛國緣」四個字，令人感佩而動容。他親自
負責過鎮南關、惠州、防城港等大型武裝起義的物資接
應，一次次穿梭於戰場的硝煙與炮火之中。但是，在
1911年中華民國建國後，他從未居功自傲，反而聽聞福
建因為財政緊張、政府難以為繼時，依舊組織海外的華
僑支援祖國的復興，因此獲頒政府嘉獎。這些貢獻，絕
非用金錢可以衡量。上世紀三十年代，陳楚楠就返回新
加坡繼續經商，做回了一個普通的商人。即使在辛亥革
命後任職於政府的歲月裡，和林義順一樣，他也主動禮
讓，只是擔任參議、顧問之類的職務，貢獻自己的才
智，而不求取回報。

從展品的介紹中可以明悉，「結愛國緣」被解讀為
「祖國之愛引領於己」。華僑們覺得奉獻共和革命是一種
光榮。展覽傳遞的信息很明確：如果沒有華僑們的慷慨
解囊，便不會有後來辛亥革命的成功；而這些革命的功
臣，也確實是在追求一個自由平等的國家——因為他們
有㠥俏也不爭春的謙遜美德。

華僑乃革命之母，這是孫中山先生總結辛亥革命歷
程時發出的由衷慨嘆。漫步於廣州的黃花崗七十二烈
士墓，在林覺民《與妻訣別書》的字泣聲中，走到自
由女神雕像前，仰望象徵民權與自由的聖火，則往來
路人，均被矗立於自由火炬後方的一排排致贈匾額所
吸引。而這些匾額，幾乎盡為海外華僑及其團體所贈
送，足見華僑在革命中的地位。

孫中山先生早年到香港修讀西醫課程時，眼見社會
風尚純良、秩序井然、官民一體、奉公守法之景象，
便深刻反思：為何在滿清政府的統治下，祖國卻是山
河破碎、民生凋敝、貪腐橫行、世風日下？這些，構
成了孫中山比較中西方文化與社會形態的開端，更是
他啟蒙共和思潮的開端。

從孫中山的例子能夠看出，當晚清的國人開眼看世

界時，他們好似發現新大陸一般興奮和慨嘆。在海外
尤其是南洋華僑支援祖國革命的人群中，相當一部分
是商人階層。這些有㠥崇高理想的華商，最能夠有感
而發的，便是歐美近代文明下的社會平等體系。中國
的傳統是重農抑商，商業階層沒有地位。即便是到了
晚清，國家主體的經濟仍舊是「官督商辦」。商人見
到官員，仍然是行跪拜禮，商業盈利多數上繳國家，
毫無平等可言，民間自主社會無法形成。而彼時的歐
美及其屬地，商業文明已經大放異彩，商業階層以及
由他們衍伸出來的打工族、城市服務行業，和官員平
起平坐，實現了階層平等。為了
保障各階層的平等地位和財產安
全，必然需要自由、法治與民
權。因此，當時海外與晚清中國
營商環境的重大差異，其實就是
社會形態的一個根本寫照。

不少華僑，自己離開了中國，
但是有㠥濃厚大家族傳統的他
們，無法忘卻故土的親人。他們
不僅要自己享受幸福，也要讓家
族甚至整個國族都能享受到真正

的幸福。清廷治下的祖國與外部世界的比較，讓他們
有了切身的體會。因此，追求平等、求得幸福，成為
華僑們當時積極參加辛亥革命的一個重要動機。平
等，在那時根本不是一個抽象的政治口號，而是代表
㠥打破中國社會千年來的皇權道統。張永福在回憶錄

《南洋與創立民國》一書中曾明確點出華僑們參加共
和革命的目的：「四萬萬同胞得以恢復自由，長享平
等之福。」

所以，華僑要不斷地支援中國的共和革命的動因，
以往的反殖民史觀解讀為「深受列強壓迫，冀望祖國

強大，故而支持革命」。但
歷史的演繹則有另外一種解
釋。其實，彼時的華僑們對
近代文明並不排斥。他們不
能接受的，是「此類文明，
中國人享受不起」的說辭。
因為，在華僑的心目中，有
一個理想國——自由平等之
華夏。這是他們對未來中國
的遙望和期盼。

每一個人的自由，就是中

國的自由。真正的民族解放與獨立，不僅僅是擺脫外
敵入侵，更是要讓每一個中國人不因出身的差別、不
因地位的高低、不因財富的多寡，而能夠平等、尊
嚴、快樂地生活在這片國土上。正是因為有了華僑們
對這種自由的無限追求，中國人才一次次在理想國之
夢的激勵下，能夠在橫逆的環境中激流勇進，堅決不
向保守頑固的舊勢力低頭，揮灑出庶民主義的勝利和
光芒。

無數的華僑，構寫了近代中國史最為動人的場景：
身在恬靜的橡膠園中，卻愁容滿面地思考㠥故國的未
來；法律上，他們移民了；情感上，他們一直留在中
國，並與那些人在中原、心在權位的腐朽集團，作拚
死一搏。華僑們深刻領會「空談誤國、實幹興邦」的
真諦，出錢、出槍、出人，甚至親自衝鋒陷陣、犧牲
疆場。朗朗青天下，白日耀中華，先烈之血滿地鮮
紅。他們為何如此之「愚鈍」——因為他們的心中那
個民治、民享、民有的理想國。正是這個充滿了悲情
和希望的夢想，讓他們從來置身於中國進步的潮流之
外。緊追世界文明，邁入普世大同，這將是中國人在
新時代發揚晚晴華僑奉獻精神的新理想、新動力。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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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中的許多故事是在南洋新加坡書寫的。彼時的華僑們傾注全力、耗盡家財去援助祖國的

共和革命運動。華僑們的默默無聞為他們贏得了「俏也不爭春」的美名。近期開始直至四月中旬結

束的「孫中山與他的新加坡同志」展覽，在康文署下轄的孫中山紀念館與公眾見面。領略這一段歷

史的細節，便能體會到，要建立共和，是多麼的艱辛不易。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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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僑心目中的理想國

■孫中山頒授的旌義狀。

■張永福回憶錄《南洋與創立民國》。

■孫中山與南洋華僑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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