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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南洋及美洲华侨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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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孙中山领导的反清革命 , 得到了华侨的大力

支持 , 其中南洋及美洲华侨贡献尤大。本文分析了华侨的文化背景 , 对于传统文化与近代

文化的各自特征与华侨中的民族主义的关系作了一个概括性的描述。全文共分四部分。第

一、二部分就传统文化及变化中的近代文化与华侨的关系等问题 , 探讨了华侨民族主义感

情的内在原因。同时 , 对于孙中山等人以中国传统文化的形式和近代化的理想来宣传华侨 ,

发动华侨也作了分析 , 第三部分是分析华侨文化背景中的西方性因素与其接受近代化理想

的关系。第四部分是基本结论。

〔关键词〕　南洋华侨 　美洲华侨 　传统文化 　近代中国文化 　西方文化 　民族主

义

关于华侨与辛亥革命的关系 , 国内外史学界已有相当精深的研究〔1〕, 各种研究的

成果 , 均可支持孙中山“华侨是革命之母”这一深刻的论断〔2〕。在孙中山前期推翻清

政府的革命生涯中 , 他有大部分时间在海外奔走 , 而在这些奔走过程中 , 他的主要接触

者和跟随者均以海外华人为主体〔3〕。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 , 没有海外华侨的支持 , 就

没有孙中山推翻清王朝的事业 , 尤其是在革命经费的筹措方面 , 华侨的支持几乎是辛亥

革命所有的经济来源〔4〕。海外华人对孙中山反清革命的支持 , 一般来说 , 直接的原因

来自于民族主义的情感 , 但是 , 华侨的处境和身份使他们在这一场革命的过程中扮演的

角色具有一些独特的特征 , 特别是考虑到他们的文化背景的时候 , 我们可以发现 , 对于

西方的双重挑战 , 他们具有特别直接的感受〔5〕。南洋华侨与美洲华侨是海外华人支持

孙中山革命的最大两支力量 , 通过对他们在辛亥革命中思想与行为的文化背景的分析 ,

我们可以了解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一些特别方面以及变迁中的近代中国文化在特定的时

空中仍然保持的强大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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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辛亥革命以前 , 世界各地华侨大约有五、六百万人 , 其中绝大多数在南洋一带 , 其

次是美洲〔6〕。辛亥革命的发生过程 , 在时间上看起来很巧合地与上述地区华人社会形

成的过程基本一致〔7〕。时至近代 , 世界各地的华侨 , 其迁徙的历史 , 分布的状况与居

住地经济文化的关系均各有特征〔8〕。从文化背景来考虑 , 每一个华侨均受以下因素的

制约而呈现其特征 : 其一是本土文化的一般性背景 ; 其二是个人的教育经验 ; 其三是侨

居地文化构成对他的影响。从华侨对孙中山革命的支持来看 , 其文化方面的动机 , 首先

来自于对中国的认同 , 即民族主义的感情。这种“海外民族主义”一方面与华侨的身

世、际遇有莫大的关系 ; 另一方面 , 也是中国本土文化变迁的一种影响的结果〔9〕。

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十多年后谓其民族主义“特就先民所遗留者 , 发挥而光大之 ,

且改良其缺点 , 对于满洲 , 不以复仇为事 , 而务与之平等共处于中国之内 , 此为以民族

主义对国内之诸民族也。对于世界诸民族 , 务保持吾民族之独立地位 , 发扬固有之文

化 , 且吸收世界之文化而光大之 , 以期与诸民族并驱于世界 , 以致于大同 , 此为以民族

主义对世界之诸民族也”〔10〕。这种革命家的理性原则 , 无疑是清末以来中国民族主义情

绪的一种升华。但是 , 对于最初支持孙中山开始反清革命的海外华侨来说 , 民族主义的

感情却另有其特殊性。概言之 , 华侨在清末的民族主义感情 , 一方面来自于对中国文化

认同的加强 ; 另一方面 , 对满清政府历史上对华侨的歧视与当时的腐败导致他们在海外

的地位的不满 , 由此而直接引导他们在思想行为上倾向革命。

从孙中山开始反清革命到辛亥革命爆发期间 , 海外华人社会大致有以下几方面文化

特征 : 其一 , 中下层华侨以会党、宗亲会、会馆等活动为中心 , 在其观念形态、生活方

式方面基本保持他们在中国本土的状态 ; 其二 , 华侨中的富裕阶层 , 在理性上积极认同

中国文化 , 并与国内开始的新文化运动保持相当一致性 ; 其三 , 由于南洋、美洲华侨多

来自于南方沿海地区 , 因此 , 近代以来的边缘文化特征与他们到海外后的文化环境互相

强化 , 他们与西方文化的关系比国内一般人要密切。我们以下将首先分析这种文化背景

下的近代海外民族主义情感 , 以及这种民族主义与孙中山反清革命的相契合处。

南洋和美洲是华侨最大聚集地 , 华侨多来自粤闽二省〔11〕。清末以来 , 反清人士失

败后有逃匿南洋者 , 但至近代 , 华侨出洋多为发财谋生。粤闽一带 , 贫苦农民及中下层

城市市民因国内生活条件限制而出洋者 , 构成了南洋及美洲华侨的主体。在南洋“新加

坡、马来西亚的中国人 , 绝大多数都是来自农村的破产农民”〔12〕, 他们在国内属于社会

下层 , 基本没受过完整的传统文化教育 , 正如巴素指出的那样 , “大多数移民在出国之

前 , 殊少受到教育 , 或根本未受教育。一般移民都未必是有教养的人 , 充其量在移来之

前 , 受了一点不大充分的教育 , 这一点是相当可以断言的”〔13〕。“近代中国移入越南之

邦移民的性质 , 也已决定了华人势力的素质 , ⋯⋯移民中的主干并非来自官吏或知识分

子阶级”〔14〕。在美国的中国移民 , 也大多数是“没有足够的耕地来维持生计”的广东农

民。〔15〕这些下层的华侨 , 到了海外 , 一般所能从事的工作 , 亦是社会中艰苦的开采、种

植及小工商业等等。因此 , 这些原本在国内就远离传统精英文化的人 , 在到了海外以

后 , 其身上的中国文化色彩 , 基本上还是通过来自于乡土社会的一些生活方式或伦理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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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及宗教习惯得以显现。特别是到了海外以后 , 由于原来的生活空间已经改变 , 为了适

应新的生活空间 , 他们必须最大限度地在新的环境里找到更多的文化认同来使他们新的

生活与旧生活相衔接。近代华侨的中国文化生活圈 , 如唐人街就是以这一批人的文化需

要为基础而形成的。正如有关专家研究美洲华侨时的结论所言 : “抵达新大陆的华人移

民 , 立即就发现他们自己融合在一向熟悉的家庭、宗族、同乡、方言、同行和会馆的各

种关系中。这些熟悉的环境和文化传统 , 对华人移民来说 , 是非常重要的。”〔16〕这一部

分华侨 , 在海外以乡缘、宗亲、同业等因缘聚合在一起 , 同时 , 也因为海外会党在形式

上与中国内陆会党的一致性 , 使他们自然而然地依照他们在家乡的习惯加入会党〔17〕。

这些组织形式是他们的文化需要 , 在这些社会关系中 , 下层华侨保持了对中国文化认

同 , 这种“对中国文化本能的依恋”,〔18〕正是他们民族主义情感得以产生的基本原因。

华侨来自于本土文化的一般观念 , 在他们对乡土的怀恋 , 同宗的认同等等方面中可

以得到重现。与此同时 , 中国传统社会的忠孝观亦为华侨带到海外 , 有时成为他们与近

代社会理念相契合的内在阻力 , 这在南洋革命与保皇分合演变史中可以得证〔19〕。

孙中山的反清革命 , 其在海外基本上是以中下层华侨为群众基础的。孙中山也正是

在这些以同乡、会馆、会党的组织形式为文化寄托的华侨中找到了最基本的共鸣 , 并将

其民族主义情感引向实现中国近代化的理性目标。

孙中山在海外的革命活动 , 最早始于 1894 年在檀香山建立兴中会 , 兴中会明确提

出了“驱除鞑虏 , 恢复中华 , 创立合众政府”的主张 , 檀香山成立的兴中会 , 基本上是

一个商人和小资产者的组织 , 在美国一般华侨中影响并不大〔20〕。孙中山真正得到美国

华侨全面的支持是在 1904 年再次到美国加入洪门之后。在美国华侨社会中 , 洪门是一

个基本的社会组织 , 虽然它仍沿用秘密社会的形式 , 但在美国因“居于平等自由之域 ,

共和民主之邦 , 结会联盟 , 皆无所禁”〔21〕, 所以洪门势力极大 , 据 1907 年统计 , 美洲

华侨有 272829 人〔22〕, 而“华侨名列会籍者占十之八九〔23〕。这股强大的华侨势力 , 是

辛亥革命在美洲的重要后援。孙中山所加入的洪门 , 也是一个以中国传统观念为基本核

心来进行组织的 , 它的民间性使它能吸收大部分出身于中下层的华侨参与 , 同时它的历

史渊源又很容易使它与孙中山反清革命的首要目标 (即驱除鞑虏 , 恢复中华) 相一致。

我们在美洲洪门的各种文件中 , 就可以看到“洪门为中国提倡排满革命之元祖”, 洪门

的目的在于“扫虏庭专制恶毒 , 复汉家自由幸福”〔24〕等文句 , 孙中山把洪门最初的“反

清复明”宗旨加以重新阐释和改造 , 一方面通过加入洪门组织 , 利用洪门形式来使他的

革命理想寄寓于华侨中下层的文化理念之中 ; 另一方面 , 他以一个在海外受过高深中西

教育的革命家的身份 , 通过宗亲组织、会党组织中的凝聚力来实现他与华侨民间社会的

沟通。一个曾参与孙中山在美洲中下层华侨中开展革命活动的老人曾有这样的回忆 :

“为了便于同盟会的工作 , ⋯⋯只用香山同乡出头 , 带动华侨去迎接 , 并用华侨的名义

请孙先生演讲。在檀香山的华侨 , 香山籍的最多 , 香山人一出动 , 华侨就去了六成以

上。”〔25〕

孙中山在华侨中得到的广泛拥护 , 一方面在于他个人人格的魅力和主义的合理性 ,

另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 也在于他对中下层华侨文化背景的理解。通过理解及实际行动

(利用同乡组织 , 参与秘密会社等) 来调动起华侨民族主义的最初情感 ———认同中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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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心中国的命运。胡汉民对此有很深切的体会 : “华侨最迷信 , 常有大规模的迎神赛会

的举行 , 我们到了南洋看见这种形式也只好说他好。因为华侨在那里本来没有团体 , 没

有集会 , 正好借此种迎神赛会作为联络 , 从迷信上说 , 这种迎神赛会是不好的。南洋华

侨的会馆特别来得多 , 我们也不能说他不好 , 不能抵毁他是部落主义 , 因为他们远离祖

国所能够发出故乡的祖国的观念 , 这实在是难能可贵了。”〔26〕

在新加坡 , 孙中山的同道尤列组织了中和堂 , 此与孙中山参与洪门亦异曲同工。尤

列以行医为手段 , 以会党形式广结下层华侨 , 并在牛车水地区讲授四书 , 在怡保设教育

会 , 宏扬儒家的微言大义及灌输革命意识 , 中和堂本身亦成为南洋华侨革命的重要组成

部分。〔27〕

孙中山及其同志通过有意识的参与到中下层华侨的组织中去找到了与他们沟通的文

化语言 , 并藉此调动了他们的爱国热情。但是 , 华侨民族主义感情被引导到反清革命中

去 , 却与华侨自身的历史际遇有极大关系。华侨中有一部分是反清人士或其后代 , 他们

具有反清思想自不待言 , 而清政府对华侨长期的歧视以及近代以来政府积弱而导致华侨

在海外地位低下 , 亦是华侨支持孙中山反抗清政府的重要原因。清朝早就视华侨为背弃

祖宗庐墓的“天朝莠民”, 是“自弃王化”, 采取严禁人民出国的措施 , 如因贸易而外出

异域者 , 也要限期归来 , 逾期不回的就永不准回来。〔28〕这种歧视 , 一方面出于政治的自

守 , 另一方面 , 则以华夏中心主义自居 , 将华侨完全排斥于中华文化之外 , 因此 , 清政

府对华侨在海外的命运 , 在废除限制出洋的法律之前 , 基本是不闻不问的 , 最典型的事

例是爪哇华人惨遭杀害的“红溪惨案”发生后 , 清政府没有表示任何同情 , 反而认为华

侨“咎自由取”,〔29〕这样 , 华侨对清政府潜在的反感也是不言而喻的了。此外 , 近代以

来 , 由于清政府积弱不振 , 华侨在海外一直没有很高的社会地位 , 在美洲 , 华人曾被列

为与印地安人同一等级的民族 , 不能与白种人平等 , 在荷属东印度 (印度尼西亚) , 华

侨被限制住在特定区域 , 基本没有旅行自由 , 而且始终被列为最低等居民 , 以至于连穿

西装也被禁止。〔30〕因此 , 华侨“迫切希望有一个强有力的本国政府来保护他们”〔31〕清政

府显然不能胜任这样的责任 , 而孙中山恰恰是面对华侨这样的一种要求 , 而提出“驱除

鞑虏 , 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主张 , 因此 , 华侨的爱国感情被引导向这样一个方

面 : 即通过推翻腐败专制的清政府 , 建立一个新的国家 , 从而使华侨在海外可以因为国

家的强大而得到经济与政治利益的保障 , 同时 , 他们在祖国的亲人也可以改变其境遇。

正如我们前文所述 , 中下层华侨在他们的社会组织中保存了中华文化 , 由于中华文化的

强大凝聚力 , 使华侨始终保持了对祖国的关注和热爱 , 这种华侨文化的特性 , 与孙中山

的革命纲领相契合处 , 便在于孙中山承诺可以建立一个更强大的中国。

华侨虽然大多数在海外属于低文化者 , 但他们到了海外 , 仍然按照中国的传统来向

下一代传播中国文化。在南洋 , 在辛亥革命以前 , 华侨很少可以享受殖民政府的社会教

育 , 但是 , 他们经常通过举办形式与内容均与中国一致的私塾来实现教育的目的 , 巴素

对此曾有一个相当概括的描述 :

“直到二十世纪 , 关于暹罗华侨社会对于青年教育资料的贫乏或阙如 , 并无碍于我们推

断每一至少有一个识字的人的家庭中 , 存在着一种教育 , 而且具有与中国本土或南洋各国

差不多完全相同的方式和性质。这个推断是源于一种认识 , 就是若干世纪以来 , 在中国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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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教育方面并没有什么急剧的变化 , 假使有学校的话 , 那也几乎一定是在一个角落中 , 供

奉着‘万世师表’孔夫子和造字的仓颉等人的牌位。在神牌前面烧着线香。学童们进屋时 ,

要向孔夫子的牌位鞠躬 , 向教师敬礼 , 然后就座。学校的课程在第一个阶段包括背诵经书

和习写无数形式繁杂的字体 , 作为一种心智练习。在第二阶段 , 学生便要把那些经书译成

口语 ⋯⋯可能还有作文的课程。到了第三个阶段 , 便有纯文学的训练和撰写论文。学生要

高声朗读背向教师将课文背诵给教师听。他们没有毕业班 ; 事实上 , 它们所有的班数跟学

生的数目一样多。所念的书无非是三字经 ⋯⋯然后是千字文 ⋯⋯为儿童所写的歌词 , 以及

孝经等等 , 这是从宋朝开始的 , 其中包括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32〕。”

私塾教育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南洋华侨青年一代的主要启蒙教育形式之一 ,

正是通过这种基本的中国文化教育 , 使年青一代华侨在接触到中国社会的社会改革后 ,

很容易理解祖国的历史与文化 , 并且有可能自觉地投身到民族主义的运动中去。1903～

1912 年新马出生的几位家资丰厚的革命派领袖 , 几乎都有在南洋受私塾教育的经

验〔33〕。

中国文化在海外华人中的强大影响力 , 还可以在海峡侨生的身上体现出来。在中世

纪的南洋 , 与大批在中国出生而新移入的华侨相对 , 存在着另一个华侨群体 , 一般称之

为“海峡侨生”或“海峡华人”, 当地人亦称之为“眫眫” (Baba) 。他们是华侨与当地

土著通婚的后代 , 从文化而言 , 是中国文化被土著文化涵化的一种结果 ,〔34〕在 1887 年

新加坡的海峡侨生有 9527 人 , 在华侨人口中 , 仅次于福建人、潮州人、广府人 , 居第

四 , 约占华侨人口的 11 %。这一年 , 新加坡、槟榔屿、马六甲三地的华侨共有 173861

人 , 其中海峡侨生 25268 人 , 占 31145 %〔35〕。无疑 , 他们由于土生于南洋 , 通晓马来

语 , 部分还受过良好的英文教育 , 有相当的商业成就和社会成就 , 但是 , 他们仍然保持

着中国人的文化、风俗和语言 ,〔36〕其服饰、生活礼仪、宗教拜祭 , 均按中国传统方式。

他们中的部分优异者发起和组织了南洋的中国文化复兴运动 , 而且其中的一些领袖人物

如林文庆、陈楚楠、张永福、林义顺等成为孙中山革命的坚定支持者和南洋革命运动的

中坚。

南洋的华侨社会基本上是一个缺乏士绅阶级与贵族的社会 , 正如颜清湟指出的那

样 ,“闽、粤两省的缙绅士大夫阶级是不会移民的”〔37〕。这种社会结构的特征 , 一方面

使国内那些来自于中上层的革命宣传者不易受到在中国传统社会通常受到的那种阻力 ,

另外一方面 , 士大夫的理念影响于华侨社会并不至太深 , 这样 , 接受革命理论中的民族

主义宣传 , 反而不受传统文化中封建性教条的过多束缚。

二

近代中国文化的变迁 , 是在面对西方双重挑战的背景下开始的。中国本土的文化 ,

在鸦片战争后开始了一个五千年未有的变局 , 到了康有为、梁启超时代开始了近代新文

化运动。在孙中山海外的革命历程中 , 他用了很多精力与康有为、梁启超斗争以争取华

侨的支持 , 但从近代文化史的角度来看 , 康有为、梁启超对传统文化的变革与革命党的

变革目标并无根本性冲突 , 他们所争论者在政治过程而已。因此 , 我们在考虑华侨近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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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背景时 , 我们可以发现 , 华侨的近代文化背景一样带有本土近代文化的特征 , 特别

是在中上层华侨社会中 , 由于他们有更多的机会接近中国社会文化精英 , 并且经常自觉

地与国内精英文化主流保持一致〔38〕, 所以他们在迎合康梁的过程中 , 客观上也在海外

华侨中传播了近代型中国文化 , 启蒙了华侨社会的思想 , 从而使海外民族主义的产生得

到了另一种文化的基础。

康梁在戊戍维新失败后亡命海外 , 华侨社会成为他们活动的主要基地。他们在海外

继续宣传他们的变革主张 , 并且对华侨进行启蒙 , 冯自由曾这样记载了维新派在日本的

教育对他的影响 :

“丁酉冬 , 大同学校成立 ⋯⋯徐勤 (号君勉) 任校长 , 专以救国勉励学生 , 每演讲时事

时 , 恒慷慨激昂 , 闻者莫不感动。教室上黑板及课本而皆大书标语曰 :“‘国耻未雪 , 民生

多艰 , 每饭不忘’⋯⋯时学生受此兴奋教育之薰陶 , 咸具救国思想。”〔39〕

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 , 康有为的变法维新思想所产生影响的时间 , 早于孙中山革命

派的思想 , 康有为在百日维新失败后流亡海外 , 曾于 1900 年 2 月到达新加坡 , 并在新

加坡、槟榔屿和半岛各地活动了一段时间。而早在康有为到达以前 , 维新思想已在新加

坡和马来亚华侨的知识界和工商界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 1896 年至 1899 年间 , “好

学会”(Chinese Philomatic Society) 等几个主要的华侨团体和《海峡华人杂志》(Straits Chinese

Magazine) 及《槟城新报》、《天南新报》、《日新报》等华文报刊陆续建立和创办。它们

宣传各种变法维新思想 , 鼓励华侨讨论正在中国发生的重要事件 , 鼓励移风易俗 , 如剪

除辨子 , 革除缠足陋习 , 提倡男女平等 , 禁绝赌博 , 吸食鸦片及各种迷信等。康有为还

特别主张在华侨中创办近代型的新式学校并且号召华侨以中国文化的教育作为主项。

1903 年 9 月 , 康有为应爪哇巴城中华会馆的邀请 , 从新加坡到爪哇视学 , 他在游历各

地的过程中 , 反复宣扬“为中国人 , 就必须恢复中国人之优良风俗 , 讲中国之语言 , 识

中国之文字 , 读中国之圣贤遗训 , 然后可成为一个真正之中国之民 ⋯⋯操中国语言 , 谈

中国文学 , 中国人方得谓之中国人 ⋯⋯”。〔40〕

维新派的文化改革主张 , 对唤起华侨的民族意识起了很大的作用。华侨社会中部分

有知识和一定财富者后来成为革命的拥护者 , 但他们都大致有一个赞同维新思想的过

程。这种过程 , 可证我们前文所谓华侨文化背景中富裕阶层在理性上认同中国文化 , 并

与国内新文化运动保持一致的特征。

在南洋 , 由于富商阶层往往在当地华人社会中有广泛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 因此他们

对国内文化变化的适应性及反应 , 对一般民众也是颇有示范作用的 , 比如 , 新加坡同盟

会的会长陈楚楠 , 自谓“我们后来得和邱菽园先生做朋友 , 并由他介绍 , 得阅《清议

报》、《新民丛报》、《开智录》等书报 , 得了些现代的新知识。”〔41〕在南洋 , 象邱菽园、

张弼士、黄乃裳、林文庆等人响应维新派的活动 , 抛开其政治倾向不说 , 基本上与国内

由维新派开始的文化变革相一致。他们所做的努力以及感召力 , 对于使华侨社会在原有

旧文化基础上接受近代新文化的内容与形式是相当重要的。维新派在海外的目标 , 从短

期的实际利益而言固然是要与革命派争夺支持者。但他们长期的目标 , 与他们在国内所

标榜者则几乎相同 , 也在灌输爱国思想 , 增进知识 , 所以《清议报》在其创刊初始 , 即

开宗明义地以“唤起我华人之正义感”为宗旨。维新派对海外华侨的民族主义宣传 , 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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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上具有两重性 : 一方面 , 它宣扬保皇忠君 , 但另一方面也灌输了效忠国家的观念。〔42〕

维新派呼吁所有中国人当致力于中国的自强 , 而为达此目的 , 首先则要提高国民的知

识 ; 促进国家的团结〔43〕。为提高国民知识 , 他们主张建立新式学校 , 广泛传播科学与

实用的知识。群众高水准的知识是一个国家强大的基础。维新派因此要求海外华人创办

新式学校 , 教育其子弟学习英、华两种文字 , 结合中国的论理与西方科学 , 这样 , 海外

华侨才可能在未来的国家中发挥强大作用〔44〕。他们针对海外华人以地域、方言为结社

根据的传统 , 呼吁侨胞应在不同方言与藉贯的基础上合作团结 , 居住在城市内的华侨应

组织商会 , 规模小的商会则应合成大的商会。〔45〕由于这些思想得到华侨上层社会支持 ,

它在华侨各阶层中产生了极大影响。〔46〕林文庆为增进华人团结发起了一场学习国语的运

动〔47〕。著名的华侨维新派首领张弼士则第一个把现代式中国教育与新马华人社会联系

在一起。1904 年 , 张和一个著名的华商团体一道 , 在槟榔屿创办了中华学堂 , 学堂教

师全部由中国聘来。该学校一方面认可维新派对孔教的态度 , 但另一方面 , 也把维新派

融中西学术于一体的文化理想付诸实践 , 其科目设置上有读经、国文和历史 , 同时也有

外语、地理、数学和物理〔48〕。在中华学堂的带动下 , 南洋社会纷纷创办了新式学堂。

1905 年 5 月 5 日 , 应和会馆在新加坡创办了应新学堂 , 是由该岛上的嘉应客家人筹办

的〔49〕; 不久 , 广府帮于 1906 年 4 月在新加坡创办了养正学校〔50〕; 潮州帮也于同年 9

月创办了端蒙学校〔51〕; 1907 年中 , 福建帮又创办了道南学堂〔52〕。新加坡各帮创办现代

华文学校之风迅速传到了岛外。不久 , 在 1906 年 5 月 , 吉隆坡创办了一所名为“尊孔

学堂”的学校〔53〕; 1907 年在怡保开办了一所华文女校〔54〕; 到 1908 年 , 在怡保和吉隆

坡又分别创办了育才学堂和坤成女校〔55〕。第一所颇为引人注目的宗亲学校是邱氏宗族

学堂 , 由槟榔屿的龙山堂邱公司于 1907 年创办。〔56〕随后 , 在槟榔屿的其他大的宗亲组

织 , 也纷纷开办学堂 , 1908 年 , 九龙堂林公司创办了一所学校 ,〔57〕继之为 1909 年创办

的杨氏学堂〔58〕和 1911 年开办的颖川堂陈公司学堂。〔59〕

这些新式学堂是华侨社会中新文化传播的重要基地 , 它不但保证了华侨在近代文化

变迁过程中文化认同的一贯性 , 同时也为孙中山革命思想的传播打下了良好的知识基

础。因此 , 我们可以看到 , 后来几乎所有支持孙中山革命的中上层华侨及青年都有过受

维新派影响的经历。但在他们的心路历程中 , 并没有维新派文化与革命派文化的冲突 ,

象黄乃裳、林文庆等均是由维新而革命的侨领 , 他们使华侨社会文化背景与国内保持一

致的努力 , 并不因为他们的政治态度而受影响。这些受维新派影响而引导华侨启蒙的华

侨上层 , 因其文化素质较高 , 对西方接触更多而显现出对近代文化发展认识的理性态

度 , 即使是在他们的复兴儒学、孔教的运动中 , 我们所看到的主要也是对国内维新派观

念的响应 ; 另一方面 , 则是为了加强华侨的中国文化意识以取得与西方文化对话的资

格 , 它与中国本土的复古运动不同之处 , 在于它是直接面对西方的民族主义的一种旗

帜。在海峡的孔教复兴运动中 , 林文庆的表现即是一个典型的例证。〔60〕

三

孙中山曾谓“华侨的思想开通较早 , 明白本党的主义在先 , 所以他们革命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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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61〕作为孙中山反清革命的重要支持者 , 华侨之所谓“思想开通”, 主要是指他们远

离中国封建社会本土 , 同时较直接地与西方文化有所接触 , 对于孙中山建立民主共和国

的理性目标均较易接受和理解。

南洋、美洲一带华侨多自闽粤来 , 而闽粤传统即为中国与外界交往的口岸地区 , 尤

其到了近代 , 它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边缘地带。因此 , 一般人民的保守性亦较弱 , 对于

异质文化的吸收也较为容易〔62〕。

陈序经对于华侨文化中的西方因素及其对西方文化传播的贡献曾有这样的概述 :

“百数十年来 , 所谓西洋化的运动 , 华侨所占的位置特别重要 , 华侨所给予祖国的贡

献 , 特别繁多 ⋯⋯从物质的西洋化方面来看 , 凡是到过闽粤省的人 , 都能明白福建的泉州 ,

广东的潮汕、广州、四邑以至海南岛 , 无论是城市乡村 , 在物质方面的设施 , 比起华北各

省有天壤之别。但是这些西洋化的物质的设施 , 十九是出自华侨之手。此外又如所谓新经

济的组织 , 而特别是政治革命的运动之得力于这般华侨更是明显 ⋯⋯在教育上 , 厦门大学 ,

集美学校 , 及广东像岭南培正以至许多的公私立学校 , 大多数都直接或间接与这般华侨有

很大的关系。而闽粤一般学子之在学校求学者 , 也很多的直接或间接仰赖于这般华侨的接

济。他如日常生活之西化上也很受华侨的影响。在广东的四邑 , 平常说话 , 且有夹入一二

英语者 , 至于言语之直译音者 , 像士担 (邮票) 燕梳 (保险) 等名词差不多成为妇孺所常

用 , 又如工商业种种的发展上 , 得力于他们者也多。”〔63〕

华侨所受西方文化的影响 , 与他们居住地的文化环境大有关系 , 而且不同教育背景

及阶层所受影响也多有不同 , 这种不同 , 在华侨支持孙中山的反清革命事实中 , 其显现

也常有差异。但一般说来 , 上层华侨中比较能够在理性目标上接受孙中山、支持孙中山

的多有西式教育的背景。这正如吴玉章所云 , “华侨资产阶级有很多是从小商人出身 ,

甚至有的从工人出身的 , 同国内封建统治阶级联系比较少 , 同时因他们接触了西方帝国

主义文化 , 又受到外国人歧视 , 深恨清朝政府腐败无能 , 容易产生革命情绪”〔64〕。

华侨移居海外 , 其所居地基本是西方殖民地或受西方控制的地区 , 这正如陈序经所

云 ,“我们放开眼睛一看 , 百余年来 , 欧洲文化之伸张 , 遍五大洲 , 而华侨所居留的地

方若不是欧洲文化的发祥 , 大都乃是欧洲文化的移植地。”〔65〕华侨是在近代帝国主义世

界市场体系形成后 , 直接参与到这一个体系经济运作中去的人。如果说近代西方的挑战

已构成了中国文化的主要威胁的话 , 那么 , 在某种意义上 , 华侨对西方的感受要比国内

一般人要更具复杂性。首先 , 华侨在海外 , 一般要直接面对西方殖民主义者或作为殖民

者与土著之间的居间商 , 他们对西方的了解非常直接。其次 , 他们在海外不仅感受到西

方文化对土著民族文化的冲击 , 而且还因为他们本身一般都具有浓烈的中国文化意识 ,

他们所受到的威胁是双重的 : 一方面在侨居地 , 他们的地位比土著居民并不高 , 或者更

低 , 他们与当地人民一样面临西方的压力 , 而另一方面 , 西方对中国的冲击 , 也无时不

在压迫着他们 , 这样 , 他们对于西方的感觉是相当复杂的 , 这种复杂性 , 甚至在海峡侨

生那种西化倾向与复兴孔教运动的反复中也可体现出来。〔66〕史扶邻 ( Harold.

ZSchiff rin) 曾这样描写过华侨对西方文化的一种心情 : “通商口岸的中国人和华侨一方

面赞赏欧洲的制度 , 一方面对欧洲人的社会和政治特权感到愤恨 , 他们作为西方海外基

地的居民 , 对西方强权有着深刻的印象 , 似乎它是一种无敌的全球性的势力。这就产生

了一种具有双重意义的民族主义 , 其中混合了对欧洲的羡慕、怨恨和恐惧。〔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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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洋 , 西方传教士曾把它作为向中国传教的基地 , 而与此相关 , 西方文化亦在南

洋颇有传播。〔68〕在近代 , 随着西方殖民主义的入侵 , 西方文化亦随之进入。这种西方文

化对当地社会文化亦有相当大冲击。在新加坡 , 作为东南亚与世界联结的一个重要港

口 , 各种思想与文化在此聚合 , 同时 , 它也是东南亚华侨社会的中心都市 , 是东南亚华

侨商业、政治和知识的中心〔69〕。因此 , 在新加坡 , 即便是一般民众 , 对于革命党人所

宣讲的西方式新政治亦非完全陌生。〔70〕

随着西方对殖民地的进一步渗入 , 殖民地华侨中部分富裕者亦有了受西式教育的机

会 , 如海峡侨生 , 相当部分都有英语教育的经验 , 同时 , 一些知识分子更有了到欧洲学

习的机会 , 如林文庆、宋旺相等华侨领袖。这些人在华侨社会中具有相当的影响力。他

们的价值倾向 , 无疑会影响到一部分民众。可以说 , 新加坡之所以能成为革命活动的中

心与当地西方文化的普遍性是密切相关的。一般说来 , 华侨受西方文化影响越深 , 对孙

中山革命理想也越容易产生共鸣 , 象华侨社会中基督徒对孙中山的支持即是一例。他们

支持孙中山的革命 , 主要的原因恐怕并不是共同的宗教信仰 , 而是由于信仰关系而得以

广泛接触西方文化 , 以至于对孙中山建立西方式共和国有了更深的同情。〔71〕陈序经曾

谓 :“到了西洋各国征服南洋各国而成为殖民地 , 中国人之在马来半岛爪哇以至菲律宾

各处者 , 遂直接的在西洋人统治之下。西洋人之占据这些地方 , 目的是在于经济的侵

略 , 所以一切设施 , 都以此为依据。而对于其文化的各方面的实现和传播上 , 与其在本

国的文化相形见绌 , 多有差异。比方政治上在本国可以施行真正的民治 , 而在殖民地却

是独裁制 , 然大体上总可以说是西洋文化的化身 , 而处处表现出其文化的精华所在。中

国人既统治于这各文化之下 , 则有意或无意中已受过这种文化的薰染 , 而其结果是间接

影响于自己本国。〔72〕”

陈序经曾经说 ,“马来半岛就是华侨的马来半岛 , 要是马来半岛的文化是欧洲文化

的化身 , 那么这种华侨文化就是西化的一部分”〔73〕, 在笔者看来 , 这种概括太过于倾向

性而忽视了中华文化在华侨社会中的强大影响力 , 但是 , 西方文化的影响也是客观存在

的 , 并且正由于有了这种背景 , 孙中山的反清革命目标才在南洋等华侨社会中得以被接

受 , 因为民主政治对于生活在西方影响之下的华侨来说 , 已有直接或间接的体会 , 尽管

这种结果并不是西方殖民者的意图。

四

孙中山本人出身于华侨家庭 , 一般华侨具有的各种主要文化背景他亦一样具备。〔74〕

因此 , 他了解华侨的各种利益和生活方式以及他们的理想 , 在这个意义上 , 孙中山亦是

华侨利益的代表。从华侨支持孙中山推翻清政府革命的文化背景来看 , 我们可以发现 ,

近代革命的开展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强大凝聚力有关。同时 , 中国文化在近代 , 其自身的

变革亦影响了要求中国进步的爱国者 , 在某种意义上 , 我们可以说 , 华侨对孙中山革命

的支持 , 正是中国面对西方双重挑战的一种最好回应。

〔责任编辑 　赵洪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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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ultural Background of the Overseas Chinese That Supported

Dr. Sun Yatsen in His Struggle to Overthrow the Qing Dynasty

Chen S hengli n & Peng Peng

Abstract 　The overseas Chinese played a very important part in supporting Dr. Sun

Yatsenπs revolution. This article t ries to analyze the cultural background of the overseas

Chinese and find out the reason why they supported the revolution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ir cultural identification. This article is composed of four parts : 1. The o2
verseas Chinese and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 2. Modern Chinese culture and Dr. Sun

Yatsenπs revolutionary idea ; 3. The Western knowledge and the overseas Chinese un2
derstanding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 ; 4. Conclusion.

(上接第 59 页)

On the Legal Status of the Trade Association

in Westem Countries

Xie Xiaoyao

Abstract 　The trade association is the product of commodity economy. It is the medi2
um of the market and plays an important part in the development of Western economy.

The trade association is a kind of non2profit corporation , which does not go into busi2
ness and is in nature a mass organization. Its basic functions are : to serve its members ,

carry out self2disciplined administ ration within the association , and strengthen the ex2
changes and cooperation with the government .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 of the trade

association in the Western countries provides thought2provoking example for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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