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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士群体与新加坡早期文化空间的初创 *

王　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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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论文从早期中国驻新加坡领事左秉隆、黄遵宪对新加坡文教事业的贡献，流寓文人邱

菽园主导的文学活动以及卫铸生、丘逢甲、康有为等过境文人的积极参与三个方面，论证了一批华人

“类士群体”是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建构新加坡本地文化空间、提高新加坡华人社群文化素养的中坚

力量。这个类士群体的形成离不开两任驻新领事官所创办的文学社团的辛勤培育，离不开寓居星洲的

文化名人邱菽园的强力推动，也离不开过境文人的积极参与。这三方面的力量各有优势，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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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examines how a group of pseudo-scholars  formed cultural space  in Singapore 

during the end of 19th century and early 20th century, and therefore improved Chinese immigrants’ literacy, 
through a case study of a group of people. For example, Chinese Consuls in Singapore—Zuo Binglong and 

Huang Zunxian, successively founded literary societies to promote literacy. Khoo Seok Wan, who was one 

of Singapore’s literary pioneers, used his own newspaper and strong financial sources to establish literary 
societies and organize various activities. Meanwhile, Wei Zhusheng, Qiu Fengjia and Kang Youwei, who 

travelled to Southeast Asia,  involved in  the  formation of cultural space to some extent. Therefore,  their 

various activities shaped the cultural space in early Singapore.

传统士人阶层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士属于贵族下层，可以接受教育，拥

有知识技能和具体的职事。作为一种人格特质，士有志于道，有理想抱负和精神追求。一般认为，

士在产生发展的过程中就形成了自身以知识、道德和智慧为角色定位的社会特点，他们是社会的精

神生产者，控制着社会生活中的理论话语权。但与此同时，他们曾经受到的知识训练与将来承担的

社会职务之间很难达致平衡。美国学者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就曾以明清士人为例指出：“在

政务中，他们是业余爱好者，因为他们修习的是艺术；而对艺术的爱好也是业余式的，因为他们的

职务是政务”。［1］而一旦这些具备双重“业余”特点的人群迁移至大清帝国以外的地方，“学而优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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仕”的情形便不复存在，反而更能够凸显其在文艺方面的卓越才能。正是这种灵活多变的角色定位，

使得在 19 世纪 70 年代以后的早期新加坡华人社群中出现了一定数量的“文化人”。他们绝大多数是

来自中国的新客，也有少部分的土生华人，但毫无例外都是受传统教育长大的。因此，其生活特征、

思想形态和性格皆与传统的中国文人和书生相似，有专门以教学及文字为业的，也有分散在不同行

业的，如工、商、医、艺、出版印刷及其他文化行业等。

在分析新加坡早期华人移民的阶级结构时，多数学者并未充分注意到这批“文化人”的存在。

如著名学者王赓武曾将海外华人移民笼统地分为“华商”、“华工”、“华侨”和“华裔”四大类，而

将 19 世纪的海外华人社会主要分成“华商”和“华工”两大阶层。［2］其后，澳洲华裔学者颜清湟对

王赓武的分类法进行了修正，将 1800 年至 1911 年的华人社会分为“商”、“士”、“工”三类。其中，

“商”概指资本家和普通商人；“工”包括手工艺者、店员、园丘工人、矿工和人力车夫等；而“士”

则包括外国公司的文员、政府初级官员、通译员、教师和专业人士，其社会地位介于“商”和“工”

之间。［3］尽管颜清湟的分类中出现了“士”这一阶层，不过从其组成成员来看，还是不够周延。从

事新加坡城隍信仰研究的徐李颖认为，新加坡早期的“士”还应包括中国南来的文人和通晓文墨的

宗教人士，如邱菽园、释瑞于等。［4］仅饶宗颐所编《清季来往新加坡人物表》，就罗列了 1866 年至

1911年这四五十年间往返星洲的一时俊彦共59人。［5］而据叶钟铃统计的新加坡文学社团——图南社、

会贤社与会吟社的课榜名单显示，当时粗通诗文之“文化人”的数量更多，［6］只是饶氏与叶氏并未将

这些人上升至“士”阶层。香港学者梁元生则直接称之为士人阶层，并考察了这一阶层的起源、演

化以及在新加坡儒学复兴中的作用。［7］但是，他们毕竟不等同于中国传统的士人阶层。因为身处新

加坡的士人可以以文艺为生，可以追求思想与心灵的自由，可以和传统的中国士人一样过着高雅脱

俗的生活，但唯独缺少了通往科举功名的进路以及“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

万世开太平”的伟大志向。有鉴于此，笔者将早期新加坡的这些旧式文士称为“类士群体”，并主要

探讨他们在新加坡早期文化空间构建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这个人群的数量显然取决于当时民众的文化普及率。根据罗斯基（Evelyn S. Rawski）的统计，在

18 和 19 世纪的大清帝国，“基础文化在男性居民和女性居民中分布不平衡，30% ～ 45% 的男性居民具

备某种读写能力，而具备这种读写能力的女性居民只有 2% ～ 10%”。［8］而从计数写信所需要的基本知

识到文人学士们所具备的熟知经典、能诗善文的高等文化，据学者对 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文化普及率

的估计，“大概有 5% ～ 10% 的男性居民具备后一水平的文化”。［9］以此比率来估算，当时下南洋人群

中的“文化人”，应该是一个较为小众的群体。但是这个类士群体却成为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建构新加

坡本地文化空间的中坚力量。他们一方面创办了旨在进行文学教化的诗文社团，另一方面与过境文人

诗文唱酬，拓展文化空间。自此南洋小岛文教振兴，传统文化日益昌隆。兹从三个方面分而论之。

一、早期驻新领事开创的文教事业

晚清帝国在新加坡设置领事官，实始于 1877 年。当年 10 月 5 日，新加坡政府公报承认华社领

袖胡璇泽为中国领事。1880 年，胡氏病故，大清驻英公使曾纪泽委派其翻译官左秉隆担任驻新领事，

于是左秉隆（1850—1924）成为第一位由大清帝国本土派来的正式领事，任期自 1881 年 9 月开始，

直至 1891 年 5 月，长达十年之久。A 左秉隆，字子兴，1850 年出生于广州，15 岁入广州同文馆学

习英语及各种西学课程，18 岁进京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当翻译官。后来受到曾纪泽的赏识和推荐，

走上了专业外交官的仕途。需要说明的是，左秉隆虽然自幼学习西学，貌似不是一个传统的文人士

大夫，但是其旧学功底不容小觑，尤好吟诗，著有《勤勉堂诗钞》。岭南著名诗人曾希颖评其诗“辞

A左秉隆在离开新加坡16年后，即1907年，再度来新加坡任总领事官，兼辖海峡殖民地，到1910年（宣

统二年）9 月辞官退隐，但仍留寓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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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滞意，意能吸新，深入浅出，集元、白、苏、陆诸家，冶为一炉”。［10］晚清翰林商衍瀛也有题诗

称许：“风月收诗卷，壶觞入雅怀”。［11］可见，左秉隆实际上是一位学贯中西的新型士大夫。

大清在海外设置领事，主要目的在于保护海外侨民的生命安全与正当权益，争取他们对于大清

朝廷的效忠。左秉隆认为，保侨之道莫过于振兴文教。陈育崧曾将左秉隆在振兴文教方面的贡献概

括为三点：一是义塾的倡设；二是文会的开办；三是英语雄辩会的主催。［12］而这三件事皆与当地类

士群体的形成有密切的关联。首先，新加坡公益性的私塾（义塾）的接连创办，培养了一大批接受

传统华文文化教育的可塑之才。在左秉隆到新加坡之前，当地只有一所义塾——萃英书院，创立于

1854 年。左氏入星洲之后，积极推动兴学运动，前后开设了培兰书室、毓兰书室、乐英书室、养正

书屋等，弦诵之声，相闻于道。《叻报》曾有记载：“叻中书塾，除自请儒师以及自设讲帐者外，其余

义塾，多至不可胜言”。［13］因为有钱人才能请得起私塾老师，而义塾的学童来自于绝大多数的普通

家庭，所以让大多数华侨子弟接受教育是形成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类士群体的重要途径。更有甚者，

那些富裕华商还会出资遣送子弟回国参加科举考试，如恒春号邱正忠送其子邱菽园回籍受教应考、

谦源公司黄福送其子黄景商返国读书中举。

其次，左秉隆到达新加坡的第二年（1882），就创设了会贤社。每月由左秉隆定出题目，称为月

课。这是中国传统书院的习例，类似现代的征文比赛。继而当地文人学者按题发挥，作文交卷，并

由领事本人或指定学者评定等次，分别给予奖励。优秀作品会在《叻报》上刊载。据学者梁元生的

统计，仅从1887年8月至1891年6月，会贤社月课得奖人名单共有514人，去掉重复者，尚有219人。

而若加上已呈交课卷但未得奖者，总数可能在千人之上。［14］显然，这一批识文断字、舞文弄墨者在

当时工商阶层占据主体的新加坡社会，承担着倡导风雅、以行教化的文化启蒙任务。

会吟社创设的具体时间难以确考，但它的创立受到毓兰书室征联活动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

1889 年 3 月，毓兰书室主持人王道宗以“毓兰”二字公开征联，“要将毓兰两字冠首，每联限以七字

至十二字，并须贴切培养人才之意，方为合式，总以典雅、清新、自然为妙”。［15］这次征联活动获

得当地士人的热烈响应，共收到 186 联，邀请左秉隆评判前 20 名，左氏还亲撰 6 副联句送给毓兰书

室。左秉隆通过此次征联活动的成功，看到了当地士人在吟联赋诗、唱酬切磋方面的需求，于是会

吟社顺势设立。会吟社仿效会贤社的规例，每月以二字为题征联，左秉隆亲自负责出题和评阅，所

有优胜诗联和得奖者名单都刊登在《叻报》上。其第一期联榜名录刊登时间为 1889 年 5 月 31 日，由

此可以推算，会吟社的创立时间很可能在 1889 年的四五月间。左秉隆担任领事期间，会吟社至少举

办了 14 期征联活动。A 据叶钟铃统计，这 14 期共有 226 人次获奖，去除重复者，实际获奖者尚有

92 人。［16］以此推算，参与者的数量则要乘以数倍。

再次，左领事利用自身的双语优势创办了以英语为媒介的雄辩会，旨在拉拢与教化受英文教育的

海外侨生。此辩论会自 1882 年创立，直至 1890 年才终止，且由左秉隆亲任主席。会务活动热烈而有

序，众多峇峇（海峡土生华人）每两星期在领事馆集会一次，就政治、社会和文化等议题进行公开辩

论。虽然这一部分土生华人已经不谙华文，身份认同也趋向多元，但通过积极争取，还是能够获得他

们对于晚清帝国的认同。1889 年新加坡举行光绪帝大婚庆祝会，雄辩会全体成员献上如下颂辞：“新加

坡蕞尔小邦，华人居此者数十万众，无非阁下之子民也。若辈勤劳终日，为糊口计。大皇帝选贤与能，

得人如公，领事是邦，于是民知忠君爱国之道，如今日之所表见者矣。民等忝为雄辩会之一员，受公

之惠，实深且巨，砥励以道德，灌输以知识，民等爰趁此机会，特于大众之前，致其衷心之谢悃，惟

公察之。”［17］这段颂辞凸显了左秉隆在归化土生华人认同感方面所发挥的卓越贡献，也从另一个侧面

A 学者梁元生和叶钟铃统计左秉隆任职期间的会吟社联榜皆至 1889 年 12 月 20 日停止。然是日联榜还

附有下一期的征联启事：“兹将下期联题附录：对目〇〇〇分〇〇〇  〇〇〇折〇〇〇限至十二月初三日截止。”

（《叻报》1899 年 12 月 20 日）这说明会吟社的征联活动应该持续到 1890 年，然获奖名单为何不见于《叻报》，

原因待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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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实当时的类士群体不仅指华文教育背景的侨民，也包括部分英文教育背景的土生华人。

新加坡类士群体的形成和文教事业的发展并没有因为左秉隆的离任而停滞。1891 年 11 月，晚清

帝国派来一位在文学方面更有造诣的黄遵宪出任新加坡升格之后的首任总领事官。黄遵宪（1848—

1905），字公度，号人境庐主人，广东嘉应州（今梅州市）人。诗歌方面，他是“诗界革命”的主

将，被梁启超评价为：“公度之诗，独辟境界，卓然自立于二十世纪诗界中，群推为大家。”［18］政治

外交方面，他历任使日参赞、旧金山总领事、驻英参赞、新加坡总领事，戊戌变法期间署湖南按察

使，助巡抚陈宝箴推行新政，是晚清出色的政治家和外交家。

黄遵宪就任总领事后，推动当地文教事业发展的举措主要有两件：一是改组会贤社，易名为图

南社。黄遵宪曾在序文中宣称成立之意旨：“愿与诸君子讲道论德，兼及中西之治法，古今之学术。

窃冀数年之后，人才蔚起，有以应天文之象，储国家之用，此则区区之心，朝夕引领而企者矣。”［19］

显然，他希望在他的引领之下，新加坡华侨的类士群体能够逐步扩大，繁荣当地学术文化，建构士

子们对于中华帝国的认同。新加坡本地报纸《星报》亦发表专论，概括图南社创立的三个目的：尊

王、重道和体恤寒士。［20］这样的表述更能确证图南社丕振文风表象的政治意图。

图南社的会务组织和管理模式基本延续前任左秉隆的会贤社，甚至连评阅和奖赏制度都基本相

似，只是在选评标准和奖励形式、金额等方面有所差异而已。不过，二者月课的题目设置却有明显

差别。其一，会贤社的课题内容多取材于四书五经，尤重《论语》，如“学而不思则罔”、“兴于诗”、

“立于礼”、“成于乐”、“志于道”之类；而图南社的课题多关注现实问题。叶钟铃曾做过统计，黄遵

宪主持的 24 期月课题目约可分为两类：一为中国问题，一为南洋问题。前者为 17 题，且涉及侨务有

7 题；后者 22 题，其中礼俗有 8 题。［21］如涉及新加坡本地的议题有：南洋华人子弟的教养，南洋华

社设立商会，禁赌禁娼、南洋风俗优劣考等。涉及侨务的课题有美国限禁华人新例论、拟请派海军

保护出洋华民论等，旨在保护海外华侨的正当权益。其二，会贤社题目形式主要是四书文，而图南

社月课则除了传统的策论之外，还有旧体诗。最初图南社不出四书题，以南岛地方习此无用也。后

来因应诸生之要求，才自 1893 年 1 月起设置此类题型。由此也可以看出，黄遵宪想要培养的不是那

种专习举业的传统士大夫，而是好文辞、懂时务、工论说的新型知识精英。 

黄遵宪的第二项文教功绩就是续办会吟社。他承继了左秉隆的做法，亲自出联题、亲自评判。

优秀者不仅有奖赏，获奖名单及其作品还会刊登在报纸上，以期扩大影响。当然，黄遵宪的诗学造

诣和评阅水平给会吟社的联课活动增色不少，甚至还吸引了东南亚其他国家华侨文学社团的注意。

1893 年 2 月至 7 月间，仰光闲来阁和映碧轩两个诗社先后邮寄数百份联课交由黄遵宪评阅，黄遵宪

在身体有恙的情况下，仍亲自评阅和奖赏，并对仰光同好的联课水平大加赞赏。仰光文社联课的优

胜作品也刊登在《星报》上，这反过来又刺激了新加坡本地士人吟诗作对的兴趣。

至黄遵宪于 1894 年 11 月卸任归国，三年期间图南社总计有 24 期月课，获奖总数达到 938 人次，

去除重复者，获奖者也有 391 人。［22］会吟社联榜共有 10 期（第 9、第 10 两期未公布得奖名单），获

奖至少 345 人次，获奖者至少 146 人。较为特别的是，《星报》在刊登会吟社联榜时，在获奖卷数之

外还注明收到的参赛卷数。就叶钟铃的统计来看，所收到的联课数量平均是获奖数量的5倍左右。［23］

若以此来推算图南社的参与人数，当在 2000 人左右，会吟社的参与人数也达到 700 人上下。即使其

间含有一些诗文兼工者，但 19 世纪末的新加坡华人社会出现一个人数可观的类士人群体，则是个不

争的事实。

二、流寓文人主导的文学活动

在左秉隆、黄遵宪相继离任之后，流寓新加坡的知名文士邱菽园利用一己之财力，于 1896 年

10 月创办了丽泽社，1897 年改为乐群文社。菽园先生本姓丘，晚清时为避孔子圣讳改为邱；名炜

萲，号菽园、啸虹生等。同治十三年（1874）生于福建海澄县。6 岁入学就傅，8 岁初至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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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岁时返原籍，应童子试。21 岁乡试中举，次年会试落第，绝意仕进。23 岁时居香港，闻父病急

赴新加坡，继承百万家产，倡立丽泽、会吟文社，以“星洲寓公”自号，星洲得名自此始。继而办

《天南新报》，鼓吹维新；又与林文庆等创“新加坡华人女校”；与北婆罗洲国王立约，担保黄乃裳

垦辟诗巫。戊戌政变后，迎康有为来星洲，慨捐巨款，助唐才常起义。34 岁时破产。入民国后，

曾承办《振南日报》，历任星洲中华总商会秘书、《星洲日报》编辑等职。57 岁时罹麻风病，1941

年殁，享年 68 岁。一生笔耕不缀，著有《啸虹生诗钞》《菽园诗集》《菽园赘谈》《五百石洞天挥

尘》《赘谈拾遗》等，至少有 1500 多首旧体诗词留世。

邱菽园自幼接受传统私塾教育，青年时期返乡应试，后来虽进士失利，然而也是当时新加坡唯

一之举人，［24］加之财力雄厚，便于兴学办报，因此很快成为本地之文坛领袖。丽泽社的创办宗旨与

会贤社、图南社一样，组织社团“以便讲习”和教化，推行文风，“为后世之志艺文者筚路矣”。形

式方面，课题文体初以诗联、诗唱为主，继而兼有制义、帖括、词章、时务文等；评点工作由邱菽

园亲自主持，优胜者也会有现金或物质奖励，作品和榜单亦会刊登于《叻报》和《星报》上。效果

方面，丽泽社取得了瞩目的成就。不论是流寓南洋的文士还是在地的海峡华人知识分子，都很珍惜

这个用诗文作品化民成俗的机会，故而参与者甚众。“季秋举办初课，一时闻风奔辏，得卷千四百有

奇。揭晓流寓十之九，土著十之一，亦云盛矣。”［25］

丽泽社可以称得上是流寓文人领袖邱菽园主导、新加坡本地文人积极参与的民间文人团体，按

理说应该是一个纯粹的文艺组织。但是至 1897 年冬，邱菽园及其同人将以诗歌为主的丽泽社扩充为

“专重实学”和以文为主的乐群文社。对于此番转变，李庆年认为“其实就是鼓吹维新变法，借文

社组织发挥影响力”。［26］笔者基本同意李庆年的判断。因为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发动的维新变法酝

酿于 1895 年中日甲午战争失败之后，而至 1898 年 6 月到 9 月的百日维新达至高潮。而 1896 年冬至

1897 年 6 月，邱菽园因为扶先父灵柩回乡安葬滞留国内，期间接受维新思想、重视实学亦在情理之

中。只是有一点需要注意，邱菽园最早接触维新思想不是在 1896 年底。实际上在丽泽社创办之前的

1895 年 2 月，他到北京参加会试时就已经参与了康、梁“公车上书”活动了。因此，乐群文社的创

办宗旨与丽泽社明显不同，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虽然乐群文社的“规模视昔为加广矣”，“然无所凭

藉，无所师承，议论庞杂，弊将有视”，最终不得不“暂辍其役，以并力于经史正课”。［27］显然，乐

群文社鼓吹维新的目的并不理想，终于在 1898 年变法失败后迅即沉寂。

1924 年初春，邱菽园又在陈延谦等商人的资助下创办了檀社。每月拟题赋唱，文友雅集，且选

录三年来社员之优秀诗作结集出版，不仅惠及本地广大读者，还远播东南亚诸国。可见，通过文社

修身养性、教化民众仍然是新加坡早期类士群体所持的基本理念。

此外，邱菽园还发起了其他类型的文学活动。1895 年冬，邱菽园在绝意仕途之后，闲居乡里，

因感于亡妻之题红楼梦旧作，遂信手拈来随意分咏得百余绝句，1898 年经过一番增删欲结集出版，

因而遍征题词，引起海内外诗友酬唱，终于汇刊成《红楼梦分咏绝句》一册。来自晚清帝国不同地

区的文人与过访、寓居新加坡的文人围绕红楼文化相互唱酬，成为世纪之交一个颇为壮观的红学现

象。［28］同年 10 月，邱菽园请潮州画师余涛为他作《风月琴尊图》，邀请各地诗人名士约 50 人题诗，

并汇集成册，其中不乏潘飞声、丘逢甲、王恩翔、林鹤年、康有为等知名文士。

三、过境文人的积极参与

过境文人在新加坡逗留时的诗作，笔者认为不应纳入新加坡旧体诗的范畴，但这并不表示过境

文人对于新加坡的文学、文化没有产生影响。他们与流寓文人、土著文人的诗词唱酬一方面扩大了

文士群体之间的交往，推动了文化各层面的交流，同时也拓展了新加坡的诗文空间，带动更多的在

地文士参与其中，为当时的蛮荒小岛注入了浓厚的文化因子，甚至是思想的变革。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晚清帝国发生了重大的政治变革和社会动荡，那些因公出访之官员、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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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流亡者、避难者往往以漫游的名义暂时离开，以期东山再起或另谋出路。而华人聚居的东南亚诸

岛是他们较为理想的避风港。丘逢甲、许南英、康有为、郁达夫等皆如此。另外，1887 年上海名士

李钟钰游历新加坡，回国后出版了《新加坡风土记》一书，对新加坡的风土人情、社会面貌都有详

细的记录，也吸引了晚清名士对于新加坡的浓厚兴趣。［29］如 62 岁仍然执意游历南洋的卫铸生就有可

能受到李钟钰这本著作的影响。当然如前文所述，在两任领事官的积极推动和业已寓居新加坡之文

士的共同努力下，19 世纪末的新加坡已经涌现出至少千人以上的知识群体，而此时的南洋小岛也不

再是常人眼中的文化沙漠。

若按照时间的先后，我们首先来看以诗交友的卫铸生。卫氏为晚清书法家和诗人，曾三次东游日

本。1889 年秋，寓居上海的卫铸生经由香港、西贡抵达新加坡，居留四个月。其在新加坡登山、望海、

阅读、垂钓之余，即和当地文士诗词唱酬。卫氏诗句“明知作客谁非偶，却喜论交尚有人”［30］也体

现出他性好游历、善结知音的性格。在新加坡逗留期间，卫铸生与领事官左秉隆曾有多轮文字唱酬，

相互抬举；同时也与寓居本地的不同职业和身份的文人叶季允、黄裳、李清辉、田嵩岳等有文字往

来。由于他们唱酬的作品都刊载在当地的《叻报》上，因此对于本地诗风的发展极具推动作用。用

学者梁元生的话说：“1889 年，卫铸生所带来的诗的旋风，的确促使整个新加坡诗坛活跃起来”。［31］  

再来看兴学传教的丘逢甲。丘逢甲（1864—1912），出生于台湾，1889 年中进士，1895 年秋内

渡广东，先在嘉应和潮州、汕头等地兴办教育，倡导新学，支持康梁维新变法，是晚清非常有影响

的诗人和教育家。1900 年 3 月，丘逢甲被粤东当局派往南洋考察侨情，从潮州出发经由香港、西贡、

高棉抵达新加坡。据史料记载，此行有两个目的：一是“调查侨民，监事联络。历英、法、荷等属，

讲教说义，人心翕然，并筹款在汕头立校教授新学”。［32］二是“联合南洋各埠粤商民��能以财力

上报国家”。［33］概言之，就是文化教化和筹款办学。

丘逢甲逗留新加坡期间，与之诗文互动最为频繁的就是邱菽园。［34］而实际上，二人的交往在此

之前已经开始。邱菽园创办的《天南新报》（1898—1905）在丘逢甲南游之前就已经发表了一百余首

丘逢甲的诗作、文章及对联，同时还将两人往来书函照登，且刊载有丘逢甲拟定的在潮州汕头创设

粤东同文学堂的序文和章程。［35］这是一个奇特的文化现象。人未到文名已响，所以本地名士对于丘

逢甲的星洲之旅非常期待与重视。甫到新加坡，就接见许多侨界人士，并获邀演讲，行程扩大至马

来半岛和印尼。需要注意的是，丘逢甲与邱菽园的诗歌唱酬并未跳出文士相互吹捧的局限，没有触

及到更深层次的议题。不过丘逢甲的两首《自题南洋行教图》却真实再现了在异域华育侨民的情景：

“万人围坐齐倾耳，椰子林中说圣经”，“二千五百余年后，浮海居然道可行”。［36］高嘉谦评价说，“从

保教保种到兴学，当地移民所追求的文化身份安顿与确立，为丘逢甲的教育事业，拓展了意想不到

的文学空间”。［37］笔者倒是认为，不论其政治使命为何，丘逢甲的南洋之行都在新加坡的文化界掀

起了波澜，极大地调动了本地士子参与文教活动的热情。

另外，两人在 1898—1899 年的书信往来，以及丘逢甲在新加坡报章上发表的文章也触及到丘

逢甲来新加坡兴学传教、育人救国的实际意图。据《丘逢甲集》统计，1898 年，二人书信往来 7 次，

1899 年 5 次。其中还提及邱菽园已经受到丘逢甲的影响，在新加坡发起了“设学堂、开学会、祀孔

子、建孔庙”等一连串活动。［38］而 1900 年在邱菽园主办之《天南新报》上发表的文章多与兴学尊孔

有关。由此可见，丘逢甲推广新学的主张获得了南洋华侨的良好反应，更多学堂的设立也为新加坡

培育了更多传承中华文化的人才。

最后看诗作弥漫离散意识的康有为。1898 年，康有为政变失败，随即清廷保守势力就开始追杀

维新派领袖人物。康有为因提前获得光绪帝密诏离京，后搭乘英国商船赴港，从此展开长达 16 年的

政治流亡生涯。据张克宏统计，康有为 1900—1911 年前后进出新马地区多达 7 次，主要居留地是新

加坡和槟榔屿。每次时间长短不一，最久的一次长达一年半以上。［39］康有为的南洋诗主要收录在其

《大庇阁诗集》和《憩园诗集》之中，前者写于 1900 年 2 月至 1901 年 12 月逃亡新加坡、马六甲和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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榔屿期间，凡 147 首；后者写于 1910 年至 1911 年避居新加坡期间，少数写于日本，共 51 首。

康有为能够避难至新加坡，完全出自邱菽园的鼎力相助。尽管他与邱菽园的关系历经分合，［40］

但在其南洋诗中，诗歌往来最为频密的还是邱菽园。康有为在抵新之前，就有诗答谢邱菽园的邀约：

“飘泊寰瀛九万程，苍茫天地剩余生。��九州横睨呼谁救，只有天南龙啸声”。［41］在新加坡期间，

康有为先后住在邱菽园开设的恒春号店屋楼上的“客云庐”和恒春园南华楼，阅读邱菽园著作《菽

园赘谈》并为之作序，同时还参加了邱菽园举办的题画诗活动，与同时期来访的丘逢甲等名士亦有

诗歌往来。总之，他在政治活动之余，也积极参与了本地的文化活动，并创作了为数不少的南洋诗。

总体而言，不论是唱酬诗，还是自作之诗，康有为的南洋诗具有两大特点：一是主题上具有浓烈的

感伤情绪和离散意识；二是在艺术上具有境界阔大、慷慨激昂的阳刚之美。如其《题邱菽园风月琴

尊图》诗：“天风浩浩引飞舸，海月茫茫照醉歌。别造清凉新世界，遥伤破碎旧山河”。［42］1900 年农

历二月，正值康有为 43 岁生日时，他与同行友人梁铁君、汤觉顿在恒春园置酒话旧，吟唱出“天惜

残躯经万死，生为大事岂前因”的诗句。［43］

康有为作为一个流亡的晚清政治人物，他的离散汉诗创作能给新加坡带来何种冲击和影响，笔

者借用西方汉学家卫德明所言的双重意涵来评价：“一是个人命运的情感隐喻；再者是流亡苦难在强

大的传统处置和对应模式里，康有为仍透过历史与诗学想象，展现了上乘的诗艺，并由此构筑了一

种在诗的本质上持续保有新颖、自我和充满生命力的汉诗模式。”［44］

若撇开康有为的政治身份，其戊戌以后的流亡诗篇中流露出的离散意识恰恰是南来文人名士所

共有的文化体验。对于早期寓居新加坡的文人而言，他们不一定是政治的流亡者，但肯定都是离开

文化母体的离散者。从这个意义来说，康有为南洋汉诗的离散意识可谓早期南来文人的精神内核。

四、结语

综上所述，早期一大批类士群体的形成是构建新加坡诗文空间的基石。而这一类士群体的形成

离不开两任驻新领事官所创办的文学社团的辛勤培育，离不开寓居星洲的文化名人邱菽园的强力推

动，也离不开过境文人的积极参与。这三方面的力量各有优势，缺一不可。

其一，就诗歌创作而言，会吟社和丽泽社的诗课皆为诗联的形式，尽管这是诗歌创作训练中的

重要一环，但还不是完整的诗歌创作。图南社的诗歌部分主要考察社员写作五言八韵的应制诗方面

的能力，显然在抒发真性情方面不及过境文人与在地文人的诗歌唱酬。

其二，就培育文人群体而言，两任领事官左秉隆、黄遵宪和新加坡名人邱菽园都不遗余力，但

在培训性质和范围上仍有些微不同。直至目前，学界仍无法证实领事官在新加坡成立文社是晚清官

方行为，史料中亦不见相关的政府经费支持，这应该是左、黄二人在面对侨民文化现状时个人的一

种自觉行为。但即便如此，囿于他们的驻外领事官的身份以及他们推行圣道教化的目的，不得不让

人猜测他们创立的文学社团具有半官方的性质。与之类比，邱菽园的丽泽社、乐群社也具备文学教

化的功能，但是这些文学社团显然是民间的自发的行为，因此活动组织以及社团宗旨等皆不够稳定

和长远。

其三，就推动本地文风而言，文学社团、文化领袖和过境文人皆有贡献。《新加坡风土记》中有

这样一段记录：“近年领事官倡立文社，制艺外兼课策论，稍稍有文风矣。”［45］而这“文风”就是此

后新加坡华文文学发展的滥觞。文化领袖邱菽园对于丕振本地文风更是厥功至伟。他不仅凭借自身

财力和创办报纸之便利，创设丽泽、乐群、檀社等文学社团，与过境文人的唱酬更是为人称道。其

《挥麈拾遗》有曰：“近四五年中，余所识能诗之士流寓星洲者，先后凡数十辈，固南洋荒服历来未有

之盛也。”邱菽园在文中列举了十一位诗友姓名之后指出，“方其先后小住星洲，余得趋陪雅集，时而

同窗话雨，时而分树看花，赌酒弦诗，兴复不浅。”［46］很难想象，没有文化名人的登高一呼和过境

文人的积极参与，新加坡的文坛会是怎样的黯淡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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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讯·

《缅甸华侨华人史》出版

厦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 南洋研究院副院长范宏伟教授的新著《缅甸华侨华人史》于 2016 年 7

月由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本书系中国华侨历史学会侨史工程系列丛书，是中国侨联重点课题和中

国—东盟区域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专项后期资助的研究成果。

无论是在中国人移民海外的历史上，还是在中缅关系史上，总体来说，缅甸华侨华人一直是个

不太为学术界、媒体和观察家们所充分关注的群体。范宏伟教授克服了资料匮乏带来的研究障碍和

困难，经过十余年的跟踪关注，多次前往缅甸进行田野调查，不断搜集、积累资料，最终完成了这

本《缅甸华侨华人史》，填补了长期以来没有一本专门、全面研究缅甸华侨历史学术著作的空白。

本书主要关注的是 20 世纪以来缅甸华侨华人的历史和发展状况。全书以两次世界大战、缅

甸独立、新中国成立、冷战兴起等一个个影响缅甸华侨华人命运的历史时期为节点，分为七个章

节。各章分别为“独立以前的缅华社会”“反法西斯自由同盟时期的缅甸华侨华人”“奈温军政

府初期的华侨华人”“1967 年‘6·26’仰光排华事件”“奈温时代中后期的缅甸华侨华人（1970-

1988）”“新军政府时期的缅甸华侨华人（1988-2011）”“华印社会比较”。该书除了从纵向维度对缅

华社会的历史进行探讨以外，还从横向的角度对缅甸华人和印度人两个族群进行了比较，分析了两

者的规律性特征。（重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