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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抵制美货這动与
新马华人社会^

黄贤强

190日年6月下旬新马两地有两场不寻常的集会。6月20日下午二时，一

百多名新加坡华人齐集于华影衔（Wayang Street)的同济医院，在华社领袖

林文庆等人的领导下，正式展开新加坡开璋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抵制美货运

动。一星期后，也就是目月27日下午三时，横城华人绅商在林克全的召集

下，在平章会馆举行类似新加坡的反美集会。本文主要是探讨这场被人忽略

的社会是动的形成背景，W及在新马各地发展的情形和特点，进而分析二十

世纪初期新马华人的社会和政治状况。

抵制美货运动的起因与美国的排华政策有密切的关系。19世纪中期开

始，大量的中国东南沿海居民远渡重洋到美國淘金和修建钦路。但是美国自

黄贤强博去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讲巧。

*本文初稿曾于1996年7月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主办的学术讨论会上报告，得

到系主任陈荣照副教授、王慷鼎博壬、凌荣添博击、容世诚博壬、刘寅博击、李

志贤先生和陈美玲女i等同仁的指正，特化致谢。同时也感谢匿名审稿人贵的

意见。虽然，文中任何错误，值由作者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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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2年后陆续制定了许多排华法律，逐步禁止华工入境。@同时，美国海关人

员也对合法入境的华人采取种种的歧视待遇，如非法拘留，长期盘问，和藉

故遣返等。当一项为期十年的中美华工条约于1904年届满时，满清政府决定

不再续旧约，而主张商议新约，W期解除或改善华工赴美的限制。然而美方

为贯彻其排华政策，向中國施压，要求继续旧工约，或者换汤不换药，重新

签订与旧约类似的新约。当美国新任驻华公使兼谈判代表柔克义（William
W. Rockhill)抵达中国前夕，上海绅商便于5月10日假上海商业总会召开

反对华工条约会议，俗称拒约大会。会中决定电函北京政府，促其不要签订

新约。同时，也决定给美国两个月的时间来改善排华法律。如巧在期限届滿

时美國仍未改善对待华工的政策，上海商人将号召全国各界抵制美货。可

是，美国政府并未认真的理会上海商总的威胁，因此中国各地便陆续展开反

美运动上海商总不只号召中国各地商会的支持，也电函海外华侨聚居的商

璋，如新加坡和旧金山等地，请求声援抵制苛约。新加坡华人也就是在这种

情况下，聚众研商抵制美货。

6月20日新加坡同济医院的集会，并不会令本地华人感到太过意外，因

为自从上海总商会号召海内外各璋支持之后，新加坡的主要华文报章〈〈口力

0)有关1882年排华法案的制定原因和过程，见吴剑雄，〈美国排华运动与排华法案

文成立（18日0至1882年）>，《食货月甲j》14期（1984年7月），巧50 - 67。

③对190日年抵制美货运动在中國各地的发展有比较全面的叙述和分析的著作有：

(1)张存武，《光绪兰十一年中美工约风潮》（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丈巧究所专刊

(13), 1982年再版）；(2) Wong Sin Kiong, "The Genesis of Popular Movements

in Modern China: A Study of the Anti — American Boycott of 1905 - 06，，’ un¬

published Ph -D. dissertation, Indiana University,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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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即对在中國进行的抵制活动作过多次的报导和评论。®例如5月27日题

为〈华商爱国〉的报导中，相当详细地记载了上海绅商在商业总会的开会情

形，W及粤帮和闽帮领袖分别在他们的会馆的商议情形。®新加坡反美集会的

目的在6月17日的《咕报> 头版公告中写得很清楚：

姜人限制华工禁约，经沪港專垣各内地商会开杖，力筹抵制。化事

关切我国大局，凡我华商宝表同情。兹本坡华商私于本月十八曰

(阳巧六月二十日）两打点假座同济医院集众商议，vV、保国体，而

社将来。

从这段公告的文字中已经可tU看出为何新马华人会卷入这个原本只是中

美两国之间的纠纷。第一个原因是南洋华人虽然身处异乡，但仍然屯、系家乡

和祖国。而且，绝大部份受美国排华政策所影响的华工，也和新马华人一

样，来自东南沿海的广东和福建两省。一份对同乡的感情和关私促使他们积

极参与这个"关切我国大局"的事件。其次、保障华工权益也与国家及民族

的自尊相提并论。自从鸦片战争（1839-1842) 来，中国与外国交战，屡战

屡败，割地赔款己成惯例。外國人在中国境内又拥有治外法权和租借地，使

中国人的自尊必受到严重的伤害。当政府无力维护國家尊严时，人民只好自

力。此刻商民争取拒续苛约，正是要挽回民族的自尊心，也是"保国体"的

具体行动。新马华人参与的第三个原因是他们担私万一美国的排华政策得到

顺利的执行，新马的殖民地主人——大英帝國——W后也会效仿而采取排

华政策。果真如此，下一个受害者就是新马的华人了。因此，公告中所提到

的"杜将来"，便是指要杜绝将来对新马华人的祸害。简言之，华人参与此运

动，具有三方面的意义：声援同胞，维护国体，及最重要的是保障自已将

来的命运。

③根据统计，从日月19日到6月19日之间，至少有韦则相关的报导和评论，分别

如下： 5月19日（电请拒约〉； 5月27日（华商爱国〉及〈粤垣会议化制华工

事〉； 6月13日〈汇录上海中美官商会商禁约事〉； 6月15曰〈力争禁约〉； 6月

17曰〈请华商筹抵美事〉； 6月19日〈同筹拒约〉。

④《巧报》，1905年5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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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反美大会的髙潮是曾兆南、吴兴季子、林文庆等人的演说，他们

分别讲演美国华工条约的苛刻，呼吁帶众支持上海等地的号召，"使美知众志

成城，亦众怒难犯，则祸可中止。根据«巧报> 的报导，这些听众来参加

之前，已略知大会召开的目的，也略闻美国苛待华工的事实，所W前来之时

已是"义愤之必形于词色。"®听了林文庆等人慷慨激昂的演讲后，更是人屯、

沸腾，全场騷动。随即大家决定组成一个委员会统筹抵制美货事宜。林文庆

被选为总理，本地的四大帮派各推举一名襄理，分别是闽帮的吴荣甲，粤帮

的简仁石，潮帮的曾兆南和客帮的张浪溪。®他们首先执行的一件事，就是联
名致电北京政府及中國驻美公使梁诚，W及美国驻北京公使柔克义，表达反

对续约的立场和抵制美货的决私。英文稿由受英文教育的林文庆亲拟，中文

稿则由《巧报> 前主笔叶季允所撰。全文如下：

(农巧）五月十八日新加坡众华商集议，力助上海华人商会抵制姜约

之举，并拟化后不与美国人交易，不买美货及其制造各物，必待其

将禁止华人入口之条切实废去而后已，为化电禀。®

新加坡是南洋地区的交通枢纽，从中国南来的劳工通常先到新加坡，再

转往马来半岛和荷属东印度群岛各地。同样地，很多有关华人的讯息也是从

新加坡传播出去。例如，林文庆在新加坡的集会结束后，便马上致函橫城华

商，请求共襄盛举，于是祇制美货运动的浪潮很快地传到模城。6月27日，

当地绅商在平章会馆召开大会。临时议长林克全首先"宣明会议宗旨，为

宜与上海、新加坡等处协同办理。"@另一:f立筹办人辜禍善随后"将新加坡华

人大医生林君文庆致本蜗华商之函宣读，大都劝勉吾人同私合德，Ui、抵制美

©《巧报》，190日年6月21曰。

©同上。

®同上。

⑧同上。

⑨《擦城新报》，1905年6月29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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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而争園体之说。"@接着发言的是伍连德医生，他呼吁当地各界人±要团结
一致，才能迫使美国知难而退，放弃重订苛约的计划。而且，伍也知道与其

他地区华人合作的重要性，他强调："我等必宜与上海、石咕（作者按：即新

加坡）等处互相附和，永不用美国货抵制之，使彼货之销场大窒，知吾爱

国保种之热私。若不翻然改订苛约，吾人亦永弗懈也。"®其他发言支持的商

绅还包括林成辉、温文宜、谢德顺等人。会议结束前与会者达致王点决议：

(1)橫城支持上海商业总会的号召，掀制美货。

(2)拍电报给滿清政府外务部和商务部，及上海商业总会，表达橫

城商民支持撤制美货的决私。

(3)公推领袖十人，负责推动抵制美货活动。闽籍和粤籍绅商各占五

人，分别是林克全、林耀煌、温文旦、吴世荣、辜立亭、梁乐

卿、郑大平、叶寅阶、伍信时和陈炯贵。®

经过新加坡和模城的二场誓师大会后，新马各地的撤制美货活动如火如

茶地展开。在雪兰藉州的吉隆坡、邮顿州的怡保、太平、安顺、金宝和务边

等地先后都有类似的集会。W下将分析送个运动在新马发展的两个特点：

(-)深入社会各阶层

此运动在新马地区的发起人虽然是绅商和华社领袖，但参与者还包括小

商人、劳工、甚至是社会更下层的人物如妓女等。小商人方面，新马各地的

茶馆和餐厅的老板每年年巧都会向广州糕饼制造商订购大批月饼，臥供应农

历八月中秋节的市场需求。自从抵制运动掀开后，很多本地商家都取消订

单，因为他们听说那些月饼是用美国进口的面粉制成的。43很多布疋商也是积

0同上。

⑩同上。

©《擦城新报》，1905年6月29曰：《巧报》，1905年7月3曰；T/w Straits

Times, July 3，1905.

⑩ The Straits Tiines, September 13, 1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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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的支持者，例如橫城一家布疋公司号召同行共同停止进日和买卖美国布

疋，结果同业都同意遵守公约。®尽管送些商人可能会因为参加抵制而遭受经

济上的损失，但大部份商人基于爱国热诚，不惜牺牲私利。顺巧州金宝的一

家泮货布疋公司也是因为参加抵制而使生意锐减，后来送家公司东主想出一

个好的解决方法，即进口中國止布W取代洋布，生意才逐渐好转D®当然，不
是所有商人都愿意牺牲自己的商业利益，其中也有些商家继续买卖美货，例

如在吉隆坡就有一些华商继续销售美货。®但送些商人一旦被发现，都会被公

开谴责，被骂为无人性的冷血动物。模城一家商号就因为被发现向香港进口

三千包美國面粉，结果抵制者在平章会馆开会讨论惩罚办法，决定要求该商

人将原货退回，而且还责备他"无國民团体之屯、，具凉血动物之质。"® —些

代理欧洲产品的商人，为了防止消费者误会他们的商品来源，特别在报章上

刊登广告。例如英国药氷Woods' Great Peppermint Cure的代理商，从八月
中旬起，一连几个月在《橫城新报》上刊登启事声明，又在广告中以、特大号

粗体字注明："此药水并非美国所制。"®另一个生产"韦廉±大医生红色补

丸"（Dr. Williams Pink Pills for All People)的药厂总局甚至刊登辟谣启
事，标题是"造谣必究：声明不是美国之货"。广告中还特别强调补丸是英国

医生所研发生产的。®

劳工阶级方面，码头工人也积极加入抵制行列。当一艘英國船运载海峽

殖民地政府所订购的美國货物到达新加坡避时，码头苦力拒绝起卸货物。华

民护卫司(British Chinese Protectorate)的官员请侨社领袖陈楚楠和张永褐

协助解决罢工行动。膝、张两人原本就支持祗制美货，便W无能为力为藉口

®《撰城新报》，1905年9月12曰。

©《撰城新报》，1905年11月3曰。

⑩《模城新报》，1905年9月22曰。

⑩《横城新报》，1905年10月20曰。

®《榜城新报》，190日年8月12日；同一广告也在《巧报》刊登，见190日年9月

16曰D

®《模城新报》，1905年12月29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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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辞。后经英国官员再云要求和解释，说明这批美国货是当地政府在抵

制运动发起之前就已订购的用品，而且是殖民政府的必需品。陈、张最

后勉强同意在公當上具名，规劝工人取消罢工，才使卸货工作得W恢复。

®新加坡的华人也响应罢乘电车的号召，因为他们误1^>1为那家刚巧入服

务的电车公司是美国人所经营的。@后来这家电车公司的负责人郑重声明

是英國的公司，才结束这场短暂的罢乘风波。处于社会更下层的妓女化

参加撤制美货运动。《南洋总汇报> 曾报导："牛车水群玉楼，有女妓艺

名小桃者，此中之题楚也。前晚于坐灯之际，适有来识之某商人，口含

(美制）吕宋烟，昂然而入。小桃瞥见之下，即将某商口中所含之一

枝，夺而掷诸口外。"并且还教训那位德客。结果，"某商嘉其热心，殊

不生气，连呼唯唯而已。"该报导最后不但夸赞该妓女为娼界中的拒约女

杰，而且还指出新加坡的小桃不是绝无仅有，在澳口和广州等地也同样

有妓女热必参加抵制美货运动。®

各阶层人±支持的程度，也可臥从捐款的名单中看出端倪。9月6

日在观咕州安顺的掀制大会上，出席者共176人，乐捐活动经费总额是

484元8角。◎其中只有11位捐献10元或上，另有19人捐出3元至目

元不等，其他146人捐给2角到2元不等的金额。我们可以、理解大部份

有钱者为了顾忌身份和形象，不会只捐出2元下。由此可知，多数的

捐款者都是来自于中下阶级的老百姓。

@冯自由，《华棘革命开国史》（台北：商务印书馆，19日3)，巧76-77。師清遥则

指出有一艘美国船在港外搁浅，而华工拒绝维修，见YenChingHwang，77h'

Overseas Chinese and the 1911 Revolution: With Special Re fer'ence to

Singapore and Ma laya (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P‘86, nl87.

@ Song Ong Slangy One Hundred Years, History of the Ch 'niese i?i Si?igapo?^e

(London, 1923; repri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375.

@《有所谓报》(香港)，1906年1月7曰。

⑩《模城新报》，1905年9月18曰。



24 巧来西化华人研兜学巧第1期

(二）宣导方式多样化

抵制美货运动得到新马各阶层人±的支持与宣传工具的多样化有密切的

关系。主要的宣传方法包括静态的报章评论和报导，W及动态的方式如歌谣

诵唱，公开演讲和戏剧演出等。

报章的报导扮演著重要的鼓吹功能，其中横城出版的《模城新报〉）和新

加坡发行的《顿报〉〉都对送个反美事件作了详尽的报导和评论。根据初步的

统计，《榜城新报> 自1905年5月下旬至次年4月上旬，至少有248则有关

抵制运动的报导，其中包括在中國上海、广州、履口、切及新马等地举行的

抵制活动的进展及相关的公告。送些新間报导对抵制活动的传播和人心的鼓

舞起了很大作用，使新马的抵削人±觉得德不孤，必有邻。同样重要的是，

在这期间《橫城新报〉〉总共刊登了 44篇头版评论文章，对抵制运动的合理化

和正义性提供了理论基础。这些报章评论往往将抵制活动和爱国行为划上等

号。例如在抵制活动初期，三湖居±刘伯廷在 <论南洋华商宜亟立争美禁约

会〉中，感叹南泮华商仍未尽力参与抵制。与中国境内各省市相比较，当时
南泮各揖的抵制活动显得冷静。作者责问"岂南洋华商而独无爱園合群之心

乎？"刘伯廷最后希望南泮华商积极合作，"谋臥杜绝美货，W为抵制，则为

我国四万万之人种争气也。"@另外，在一篇名为 <代论：敬告大露需新改良
♦

商局绅董书〉的论说文中，作者认为"此事于国家存亡有密切么关系。"而

且，文中提醒读者，抵制美货，人人有责。作者还举出一个例子：一名未满

12岁的小女孩也参加抵制美货，将家里所有的美制玩具和用品抛弃。作者勉
励道："夫女子尚急公愤，况属男子；孩童尚知大义，况在大人。"另外一篇

评论对抵制的起因及抵制手段的合法性作了很好的论述。文中首先提到过去

二十多年来美國种种不人道的苛待华人行为：

@《模贼新报》，1905年6月20曰

®《模城新报》，1905年9月6曰,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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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光緒千年（1884)巧定禁约，一切华工皆不许至。自定约后，行

之有效已廿载，其名为华工者，固无望登美境。其馀即非华工，如

商家、学生、游历、官员等，义过境华人，若到洋无不多方留难。

一上码头则困木屋，上堂传审，甚于巧犯，一言不合，立刻逐回。

幸而上岸，亦别设禁例相待，无端而查册构人，无端而勒令出境。®

文中还提到这些歧视事件只针对华人，而其他落后的亚洲国家如韩国、越

南、印度的人民却没有遭到美国的苛待。如此，更严重地打击中国人的民族

自尊私。作者愤怒地写到："我辈见美禁华工之约苛刻无状，简同胞之惨耗而

不怒发冲冠，急谋撤制者，是之谓非人类。"接着，作者为抵制手段作了合理

的解棒："转念我国衰弱已达板点，又不能向彼政府力争，举国商民乃倡议自

行抵制，不藉政府之力，设立拒约会，切不用美货为宗旨……夫以、不用美货

为抵制办法，可谓最文明。

如果说评论文章和新闻报导对知识水准中上的读者比较容易发生影响，

那么报章中的游戏文章或歌谣则对稍识字的读者更具吸引力。《糕城新报〉〉的

副刊~益智录一包括很多的专栏：小说、旧事谐谈、科学零拾、樂林、歌

谣、丛谈、格致谈、联语、游戏文章、官场现象、传记和世界奇文等。有关
抵制活动的消息，便透过歌谣、游戏文章、联语等通偕文学体裁传播。歌谣

是最常见的，送些叙事歌通常有几个特点：第一，唱出受虐华人的辛酸史，

料博取同情。例如〈抵制美约〉（河南仿李陵碑）中的一段，将夏威夷政府W

檀香山的唐人衙有传染病流行为藉口，放火把整个唐人衙焚毁的事件描述得

很感人：

这十年，彼美人，禁得我，人无栖身，地无化足，真果是泪

洒，捧袍。想当初，在禮香山，把华人虐害。又谁知，施毒计，燒

得我，数万义弟无地可逃；魄得我，家和产，尽化灰杨；燒得我，

⑩《橫城新报》，1905年11月15日。

@同上。



26 马来西亚华人巧兜学刊第1巧

一个个流离失所；燒得我，众同胞，鬼哭，神号。®

另外一首相同歌名的班本，则将华人祝到美園，被关在木屋候审，1^：；、及

种种受虐待的手法如裸体量身和硫横消毒等描述得很清楚：

更可怜，无辜驱入木屋，而藏。常候至，数日，始行，开放。

审问时，又不许旁听，其详。用机蔡，来量身，好比徒犯，模样。

被他们，肆凌辱，奚有，天良。伪除疫，到症房，难言，惨状。用

硫砖，薰浴体苛虐，不甚。®

由于美国不人道地苛待华人，海内外华人才被迫氏制美货抗议，也因

此歌谣的第二个特点是歌颂那些心意坚定的支持者，臥及责骂那些不肯合作

的民族叛徒。而且，为方便传唱，这些歌谣往往粤语等方言填词。例如

〈国民拒约〉（南音）中的一段嗜道：

幸喜得报章传遍佳消息，

都话力谋掀制个个坚。

不銷美货为宗旨，
♦

商人矢誓在神前。

侣话如果违章天地灭，

子莉、从此断香烟。

如此诚'。神共鉴，

结成团体意元相联。@

这段歌谣可W清楚地看出抵制者为达到目的，争取鼓励和威吓双管齐下的手
段。赞扬支持者，是为了鼓舞±气；巧咒那些不肯合作者断子绝孙，是为了
恐吓他们。

@《擦城新报》，1905年8月24日。

®《模城新报》，1905年9月6曰。

®《模城新报》，190日年8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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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首歌谣〈真正要发奋〉，W更浅白的粤柩形式唱出，充份地表现出

想要激励人心和激发团结精神的私意：

真正要发奋，大炭协力同'G。

你睐叮近来姜国，革禁我地华人。'

我国虽有四万万同胞，究竟无团结个份。

故此外人欺傳，实系为化缘因。

至到诸般凌辱，实系难禁思。

必要合群团结，正可抵制外侮来侵。

箇种问题，莫话无甚要紧，实系关糸大局。

要打醒^精神，今日不用美人货物。®

在《模城新报〉）副刊中最有趣的一篇游戏文章是〈戏拟联合抵制美人禁

约〉。文章中提到在抵制运动热烈地展开之际，曾有某男藉口召开抵制大会，

实质是要组织抵制恶妻大会。原来这位仁兄平时受到河东狮吼百般地凌辱，

敢怒而不敢言。于是利用常有众人出席抵制大会的机会，遍布传单，邀请大

家参加这个变相的祗制大会。会中谈男登台演说：

我们生于专制政体之下，复遇专制中之专制知人。尊间令如帝天，

贱夫男如奴束，种种凌辱眼制，惟身受者知之，诚不思为外人道。

即如早夜诸般禁约，为丈夫者，大失自巧之权。若不趁化时会集同

群，先筹所抵制之法，吾恐丈夫之强权日眷，他日受制苦辱，更
有不堪言者。®

后来有些听众打断该男的演讲，因为他们原W为是抵制美货大会，但所听到

的尽是妇人欺凌丈夫之语。该男马上解捧道："我之所言美人禁约者，非指美

国人限制华工之禁约而言，实指闺口中美人限制丈夫之禁约而言也。"结

果，志同道合者栗然组成一个同盟会，并拟好五条抵制恶妻之计。其中首二

⑩《模城新报》，190日年8月29日。

®《横城新报》，1905年8月29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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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如下：

(1)如妇人辱啟丈夫（如扭耳、鞭授、及役驾之类），当投明会中，

还其所辱待我者反而施之，昭平权。

(2)如妇人禁束文夫远游夜出及饮花的之类，当遵照会中规则不准该

如人1卢宁、踩会、看戏等事，两相限制而保宁自曲权利。

简言之，弱势的丈夫要牙还牙，抵制恶妻的暴行。虽然送可能只是虛构的

游戏文章，但作者用公良苦，W这种大众化，通偕性的故事，来贩引老百姓

对抵制美货运动的注意和关必。

报章的文字记载毕竟是静态的，只对有願读能力和陶读习惯的人产生直
♦

接的影响。抵制者也清楚报章的局限性，因此他们积板举办各种动态的活动

料加强宣传。将报章中刊载的歌谣拿来诵唱是其中一项动态活动。同时也办

理各种演讲会，例如在各抵制大会上邀请专人发表演说。在新加坡和模城两

地的誓师大会上，都有讲员先后料不同语言和方言演讲。在化巧州安顺的抵

制活动中，主办人唐吉圃曾邀请胡采林、林文理、髙廷求等人登台演说。据

报导，听众都非常感动.，而且纷纷立誓不胸美货，并当场合捐四百餘元，汇

寄给广东省拒约总会，臥示支持

书报社所办的定期演讲也同样发挥很大的宣导作用。书报社成立的目

的，原本就是W教育为主，协助不识字的老百姓了解国家大事和伦理道德。

演讲人往往就近取材，将报章的重大新闻摘要讲解。而且为了能照顾到每一

籍贯的华人，不同的演讲者通常都W各自的方言来讲演。例如、在新加坡书
报社的一晚演讲会中，张永福W福建话，陈观圣W粤语，而黄松亭则W潮州

话来演说。®

@同上。

⑩《榜城新报》，1905年9月27曰。

趣）《巧报》，190日年8月22曰。有关书报社在新马社会所扮演的角色，尤其是

1906年L•义后所担任的教育和政治功能，参见Yen Ching Hwang, "Chinese Rev-

olutionary Propaganda Organizations in Singapore and Malaya, 1906 — 1911，"
jourrial of the South Seas Society, 29, 1 and 2 (1974)，pp. 54 -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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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种动态的宣传是遽过戏剧的演出。看大戏是新马各阶层华人最喜

爱的娱乐节目之一，每当入夜时分，各戏台前常常挤满了人潮。抵制者知道

遮过戏剧的演出，最能影响那些目不识了的老百姓。因此，他们特别排演了

一场有关一位抵制英雄的戏剧。该剧目名为〈冯夏威前烈记>。@冯夏威是广

州府南海县人，曾出洋谋生，在中美洲的墨西哥做过几年苦工。1905年春天

返國，不久抵制美货运动兴起，冯为抗议美国苛待华工及唤起国人支持抵制

的热潮，于是在7月16日在上海美国领事馆前服毒自杀。^该戏剧将冯夏威

化烈牺牲的事迹搬上舞台，科鼓励大家支持抵制。根据《南华早报〉〉的报

导，在新加坡的华影衙，有两家广东戏院分别演出该剧。该报的一名记者亲

自到其中的一个剧场观赏，他发现观众非常踊跃，而且由于该戏是W浅白的

广府话演出，使下层阶级的观众也能了解到冯夏威自杀的原因以、及与抵制运

动的关系。®

冯夏威为华工争取权益而自杀的事迹不只搬上舞台，而且追悼冯夏威的

纪念会也分别在上海、广东各县市、香港、澳口等地举行，成为祗制运动的

另一个高潮。在新加坡和吉隆坡也先后举行追悼大会。新加坡的追悼会是由

《图南日报）负责人陈楚楠发起，于12月3日在同济医院举行。会中儿列等

人登台演说，痛言祗制美货的理由，听众热烈地鼓掌支持事后有一篇报章
评论追述当天的盛况：除了整个会场墙壁挂满数W千计的挽联外，"专诚瞻拜

者万有余人，不得其口而入者万有余人，自有星洲臥来，未睹若是之盛会。"

⑩吉隆坡华人也在12月16日举办一场追悼冯夏威大会，盛况不亚于新加

坡。据报导：

⑩ South Chi71a Morning Post, January 1，1906.

®有关冯貢威生平的考证及詢烈事迹，见黃贤强，〈华侨冯¥威与1905年化制美货

运动〉，《海外华人巧究》3期（199日年12月），巧195-210。

®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January 1, 1906.

⑩冯自由，《华侨革命升-国史》，页76。

⑩《模城新报》，1905年12月16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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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晚追悼会甚为踊跃，借同善医院为开乃、之所。院中悬挂冯公像豐

曾少卿（上海抵制姜货运动的领导人）、马、潘、夏（马达臣、潘信

明、夏重史王人因为参与抵制活动而被广东官府逮捕入辄0四若之

像。口外扭中国龙旗，鼓吹用西洋音乐，大张电打，其余联額□繳

甚多。至来吊者供穿黑衣示哀悼，当时鼓琴者有人，行礼者有

人，宣读诛文者有人，学童歌诗者有人，演说者有人，拍照者有

人，礼毕而散。@

从上述记载可知新马两地的追悼会筹办周全，仪式庄严隆重，而且各项安排

井然有序，参与的个人和团体也很多，对抵制美货运动的宣传一定有很大的

效果。

过去研究二十世纪最初十年的新马华人社会和政治，都偏重于保皇觉和

革命派的活动和影响。保皇觉的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确对唤醒新马华人的爱

國意识作出贡献，革命派的九列和孙中山等人也确曾催生了新马华人的民族

主义。送两派还常为争取华人的支持而互相攻击，并分别違过《南洋总汇

报〉〉和《中兴日报〉〉等文宣工具作为喉舌，批评和打击对方。®但从190目年
祗制美货运动的研究可W看出当时华人的政治立场并非如楚河汉界般地分

明。他们也不能简单地被分为两个敌对的阵营，因为他们会为一个更现实的

利害关系而抛开政治偏见，共同支持祗制美货运动。这个现实的利害关系是

牵涉到他们的工作机会和生存权益。他们参加抵制运动，最主要还是因为担

私如果让美國如愿地禁止华人入境及迫害华人，英國人也会仿效。那么，在

英國殖民地谋生的新马华人也会深受其害，不但他们家乡的亲友将无法来南

⑩《模脯新报》，190日年12月23曰。

⑩ Yen Ching Hwang、The Overseas Chinese and the 1911 Revolutioiu |)p.

100-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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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谋生，甚至己在新马工作和定居的华人也会有被驱逐出境的可能。他们的

担忧也不是没有根据的，因为英国的另一个殖民地——澳大利亚——在十

九世纪末期已采取排外政策，W语言测验等方法来限制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

的移民数量。®在祗制美货期间的一些报章评论中可发现不少显示新马华人隐

忧的证据。在一篇评论中，作者明白地指出，若让美国得逞一次，则后患无

穷："一美为之前，百美继其后。美约不争，各国闽风禮起，五洲虽大，我华

人将无立足之基矣……此时若不联合同胞实行抵制，他日列强效尤，前途何

堪设想？ "@有一首粤柩歌谣更明白地唱出当时华人的恐惧感，歌词中提到若

现在不团结一致，将来便会成为任人宰割的奴隶，而且届时"虽系地球贿

大，问你向边一处昂头"（意即：地球虽大，却无处能立足抬头)。®

由于当时新马华人有送方面的忧患意识，使得他们不分觉派或政治背

景，为共同的利益而团结合作。从各地抵制活动的领导人的背景即可证明，

其中有革命派、保皇派、也有些是没有明显的派别色彩的或对政治漠不关必

的商人，甚至有不少上生上长的华人。主办冯夏威追悼会的陈楚楠和张永福

是革命派支持者。在模城平章会馆的会议中，其中一个华人领袖吴世荣，是

日后最积极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派人物和同盟会横城分会的负责人。在赋咕州

最热心支持抵制活动的富商胡子春，则是保皇觉的中坚份子。当孙中山于

1906年在新加坡成立同盟会新加坡分会后，原本打算继续北上马来半岛各大

城市W组织更多的分会，但孙中山一行人到达怡保后，受到胡子春的威胁恐

吓，只停留一个晚上便匆匆折返新加坡。但胡子春对掀制活动的支持，却与

革命派人±—致，在n此巧州的一次捐款活动中，胡子春是最慷慨的捐款人。@

对政治并不很关私的著名富商余东旋，也多次在各地捐献大笔款项给抵制组

0黄語章，〈白娛政策与华侨华人〉，载暨南大学华你华人研究所编，《华侨华人巧

究》（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第王辑，巧2-3。

©《擦城新报》，1905年9月6曰。

@《擦脯新报》，190日年8月29日。

@《横城新报》，190曰年9月6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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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在顺咕州的金宝和务边的捐款活动中，余都名列榜首。@本地i生上长的

林文庆，在6月20日新加坡举行的反美大会中被选为抵刷活动的领导人。林

从小受英文教育，留学英国习医，回國后还担任过殖民地立法议会议昂。另

一位与林文庆出身背景相似的畜爸是伍连德。伍出生于橫城，同样是受英文

教育且获得英女皇奖学金赴英学医，学成后回到南洋行医，因热心公益而成

为当地社会的领袖。在6月27日平章会馆的集会中，伍还英语发言，呼吁

华人团结一致抵制美货。

不论是保皇派或革命派的支持者，或是无政治色彩的华人，都支持抵制

美货运动。最主要的原因是当时的华人社会对该运动巳形成一种共识。华人

对國家、民族的关怀，已经超趟觉派之争，这一点可以、从参与人物的政治背

景看出。除此，从参与者的社会阶层也可tU看出速是个跨趟阶级的社会运

动。除了所提过的领导人多数是富商和医生等专业人±外，參与者还包括许

多小商人，文化界工作者如《巧报> 的叶季允和«横城新报> 的编辑和主

笔，料及劳工阶级如码头工人，甚至是戏剧演员和妓女也不落人后，可W说

是新马华人最早的群众运动之一。当人民的团体意识被唤醒之后，他们就比

较容易再次受到动员。这个抵制美货运动最重要的影响之一，便是为1905年

W后新马各阶层华人稅极参与推翻满清政府的革命运动垫下稳固的群众基
础。

@《模城新报>，1905年11月13日及12月7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