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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碧如一
二十世纪巧期

模城华人社会的领袖

黄贤强

梁碧如（ 1857-1912)，字廷芳，又名梁辉，广东省嘉应州梅县的客家
人。1876年由中国南来検城谋生，半年后移居马来半岛的化执州怡保。他

曾担任过书记，不久后开设广嘉兴号，种植咖啡。梁碧如后来采矿致富，
并W "咖啡山锡矿家"名闻南洋一带。1895年受英国殖民地政府委任为化
咕州议政局议员。1900年亲赴欧洲游历，考察矿务，并顺道购置新式采矿

机。不久，受委任为中国满清政府驻榜城第四任副领事（但习惯上简称领
事，是中国政府驻模城惟一的外交官），负责照顾模城侨民。梁碧如于领事
任期内向中国政府上《矿务自言》，引论办理矿务之道，并巧述"中国大患

莫于贫，救贫之道莫于办矿"。&朝廷深加赏识，下旨将他的奏文刊登于商
务官报，广为宣传，供官民参考。除了关私国家政经大事外，梁碧如也

黄贤强博±美国印地安那大学历史学博壬，现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助理
教授皆助理主任。

①巧御帕客属公会四十周年纪念刊编委会编，《换城客属公会四十周年纪念刊》（擦
城：换梅崎客属公会，1979)，页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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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教育事业。他曾出资在家乡创办蒙养学校，让儿童免费上学。梁对侨
居模城的教育慈善事业也不遗余力，先后捐助祟华学堂（时中学校的前身)
和中华学校等巨款。◎ 1912年4月梁逝世于榜城私邸。其子禍为发扬父志，
创办了璧如女校，®作为记念。

有关梁碧如的生平事迹，至今只知上述事略而已。其实，梁碧如是一
个非常值得进一步研究的人物。从他担任副领事时的作为可看出当时中
国政府与榜城华人的关系。而且，从他在官方任务[外的表现，也可了
解榜城副领事对华人社会，尤其是华文教育和慈善事业方面的贡献。

由于直接材料的缺乏，本文只能依靠当时和当地报章的零星报导为主，
爬梳史料，重新建构梁碧如与模城华人社会的这段历史。但要分析梁碧如
在外交官任内的表现时，先要澄清他的任期和职衔。

外交官梁碧如：任期和职衔问题

梁碧如受满清政府委任为中国驻榜城的外交官是一件不争的事实。但
一些材料和论著对他的任期和真正的职衔却有不同的说法。至今专家学者

对梁碧如就职的年份有云种看法，即；1901年、1902年和1903年。对梁
碧如的卸任时间则多认为是在1906年底或1907年初。而有关梁碧如的官

衔也出现两种不同的称法，即副领事（或简称领事）或代理副领事。

研究新加坡和榜城领事制度的John Chan Cheung认为梁的任期是1901
至1907年。@研究検城人文历史专家巧国祥认为梁碧如于"光绪二十走年

八月，出任模柳帕领事。"®光绪27年即1902年。研究南洋史著名学者许

② 巧永美，〈先贤董事〉，巧城客属公会金借i己念特刊编委会编，《榜州客属公会金檀
纪念暨时中学校八十校庆特刊》（榜城：换州客属公会，1990).页197-8。

③梁碧如又称梁璧如，所li(校名为璧如女校。

④ John Chan Cheung,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hinese Consulates in Singapore and
Penang, 1877-1911," Sema/Seja/a/i, 9 (1970-71), p. 40n.

⑤巧国祥，《巧城散记》（新加坡：世界书局，1958),页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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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樵也认为梁碧如继任领事的时间是1902年，至1907年辞职返回祖国调

查矿务。⑥《清季中外使领年表》则注明梁碧如的任期是1903年1月到
1906年12月，而职衔是"代副"，即代理副领事。®

上的说法都有不正确之处。由于没有发现梁碧如受委出任官职的公

文档案，所tJt只能从其它资料来考证梁碧如的任期和职称。^^下兰则《榜
城新报》的报道可(提供我们笞案：

顷闻护理本坡中国领事梁若已接到前途来电言，实授本缺领

事谢太守荣光定来月初互（即阳历12月13日）行旋，可返按城
去去。(1901年12月9日，〈本坡近事〉）

本坡中国领事谢梦化（即谢荣光）都转，于八月间乞假回
籍，特为其封翁九秩开一寿辰舞彩棘觸。现都转已于初四日行抵
本山与回任视事矣。（1901年12月I7日，〈近闻汇记〉）

用护理本坡中国领事梁碧如司马现接家电，惊悉其太夫人仙
逝。司马性孝，哀痛欲绝，乃立将所护理领事印交回谢都转接
任，即拟本月中旬搭英公司轮船奔丧回籍云。（1901年口月17
曰，〈近简汇记〉）

这互则新闻报道己清楚说明领事谢荣光曾于1901年9月（光绪27年
8月）回去中国家乡为父亲祝寿，至1901年口月14日（农历十一月初四）
才返抵検城。谢荣光返国其间，领事一职由梁碧如"护理"，即代理也。因
此可W断定梁碧如曾经在1901年担任代理领事，为期=个月左右。正巧在
谢荣光回到榜城的时候，梁碧如突然接到其母逝世的恶讯，匆忙赶回祖籍
奔丧。没有资料说明梁碧如何时返回换城，但可lil确定的是，从1901年

⑥ 许云樵，〈星马设领始末考〉，《南洋文摘》1卷5期（I960)，页18;《検袍蜗客
属公会四十周年纪念特刊》中有关梁碧如事略部份，也注明梁是光绪二十七年
(1902年）八丹受委出任換城领事，见页736。

⑦故宫博物馆明清档案部和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合编，《清季中外使领年表》（北京:
中华书局，1985),页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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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月1^1后，谢荣光继续担任领事一职直至1903年1月。因为其间有多则有
关模城华人社会的新闻报道，都清楚的指明谢荣光领事参与其事，其中包
括1902年3月设宴款待到访的两广委员吴质钦司马、同年5月协助筹办英
皇加冕庆典、及1902年11月筹贩厦口等地饥灾等活动。⑨

谢荣光于1903年1月卸下领事一职，并推荐曾担任代理领事的梁碧如
继承重任。这祥的安排不只因为梁碧如有经验，而且也因为梁是谢荣光的

女婿。@因此模城各界相信梁上任^^后，必能萧规曹随，继续造福模城华
民。⑩

由上述的讨论可确定梁碧如的任期如下：

1901年9月至1901年口月：代理副领事

1903年1月至1906年12月：副领事

外交官梁碧如：任期内的表现

梁碧如正式接任副领事一职时，受到模城各界的重视和肯定。当中国

政府正式通知英国政府此项任命时，榜城的英国官员"乐为接待"。®而且，
当地报章对梁碧如的评语是："南洋巨商，致富有术，才略亦优。今中国

各正外交需才之时……想梁君必有一番新献，慰人望也。"©由此可见华
人社会对梁碧如的正面评价和期望。

要评估梁碧如任期内的表现，就要看这位榜城副领事有没有达成指定

的外交任务，进而建立个人声望，W及有没有在华人社会中作出贡献。前

⑨《换城新报》，1902年3月3日； 5月16日；11月24日。

⑨谢和梁的另外一层重要关系是两人都是广东梅县的客家人。见黄贤强，〈客籍领事
与换城华人社会〉，《亚洲文化》21 (1997)，页187-188。

⑩《擦城新报》，1903年2月10日。

⑩《棋城新报》，19的年2月10日。

⑩《核城新报》，19的年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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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是官方的职责，后者则是非官方任务。

榜城副领事的第一个官方任务是無顾和保护华商和华民。中国驻英国
公使薛谭成于1890年奏请在模城等地设置副领事时提到："华商因受欺凌
剥削，无不环诉哀求，’揪请各设副领事一员……盖领事一官在彼外洋虽无

管辖华民之权，实有保护华民么责。"®但梁碧如在这方面没有太大的空间

可发挥，因为棋城与其他南洋商璋不同，华人社会内部的组织力相当强。
从1800年广福宫创建lit来，广福宫的领导层（主要是由闽、粤两帮的富商

组成).便负起照顾华民和协调华人纠纷的任务。®到了 1881年平章公馆成
立后，华人社会的组织更严密，而且也更分王。基本上广福宫仍有一定的

影响力，尤其是在宗教和慈善事务上，而平章公馆（其组织架构也类似广
福宫，是由闽、粤两帮富商担任总理和协理的职务）的负责人则在日常华

人事务上扮演较重要的角色，.包括协调和解决华人之间的纠纷。© 1890年3

月海峡殖民地巧府成立棋城华人参事局（Chinese Advisory Board)，委任广、
福、客、潮四帮的富商共十走人为委员，®代表华社将民意反映给英国殖民

地政府，争取福利。同巧，华人委员也责责将海峡殖民地政府的政策，传
达给全体华人，使华人与英巧府有直接沟通的管道/1903年6月模城华商

⑩薛福成，〈使支巧福卑奏英属各璋巧添设领事保护华民巧〉. <清季外交史料》（台
北;支海出版社，1963’年巧印本），卷拍，页33-36。

⑩有关广巧宫的创建和其在当地社会的角色，见路剑虹，〈换梅巧广福宫史话〉，广福
宫纪念特刊编委会编,，<换梅巧r福宫庆祝建庙188周年区观音巧萨出游纪念特刊》
(换城：广福宮信理部，1989),页34-36。 ..

...

©有关平章公馆的创津和其在当地社套的角色，见陈剑虹^ 〈平章会馆的历史发展轮
廓，1881-1974〉，巧批华人大会堂巧刊编委会编，<换州华人大会堂庆祝成立一百
间年暨新度巧成开巧纪念特刊》（换城：换州华人大会尝，1983),面135-162。

⑩十古名委员为广帮的路丽琴、周兴扬、陆炳时、梅福屋；客帮的张韶光、谢双玉；
潮帮的许武安、纪来发、陈江福；福帮的李振传、谢増巧、谢有义、邱屯、美、陈锦
庆、陈也和、杨章柳和林巧钻。见 Gencrad Notification No. 187, Straits Settlemen位
Govenment Gazette, 28 March 1890 ;陈卸虹，〈平章会馆的历史发展轮巧，
1881-1974〉，页 138。



6 乌来西化华人巧化带干j

也相当自发地成立榜城华人商务局，协调和解决华商所面对的问题。©因

此，到了二十世纪初期，榜城华人无论在宗教信仰上，日常事务上，与英
国政府的交涉上，(及在商业利益上都有专口的机构负责，榜城领事显得
英雄无用武之地。

梁碧如的第二个官方任务是接待来访的中国官员和过境的皇亲国戚。

在这方面梁碧如表现得非常称职，每次都率同当地富商和侨领，殻勤的招
待访客。在梁碧如代理及正式担任副领事其间，先后接待的访客和贵宾包

括1901年过境的薛亲王，© 1904年来视察中华学校的赖焕文太史，® lit及

1905年来鼓励华商回国投资的张振励太守。® 下举醇亲王的过境为例。

醇亲王于1901年10月由德国返国途中短暂停留榜城。榜城副领事梁碧如

随同专程近来的新加坡总领事罗忠尧隆重接待。根据当地的《模城新报》
的报导："中国莊帕（模城）领事梁，驻执（新加坡）领事罗即偕同均中各绅

商等数十人躬至码头恭迎。先由两领事恭诣船上请王驾登岸。"@可是醉王
因长途跋涉，身体不适，再加上天气欠佳，下着细雨，因此没有上岸。但
他仍下令他的随员登岸，分别在平章公馆和梁领事府接受茶点款待。午后，
随员们返回船上。罗忠尧总领事和梁碧如副领事也登船，亲自随护醇亲王
一行人南下新加坡。报章还指出，虽然醇亲王本人没有亲自上岸，但榜城
市区"各华人商户，无不张灯结彩，并悬挂中英两国旗，沿途锦片滨纷，

甚形热闹。足为我中国人必振兴之象也。"®由此可知醇亲王的过境，是华

©有关换城华人商会成立的背景和发展，见巧永美.〈按州中华总商会战前史料〉，榜
州中华总商会钻樓纪念特刊编辑委员会编，《按州中华总商会钻檀纪念特刊》（検
城.巧州中华总商会，1978),页75-87。

⑩《换城新报》，1901年10月25日。

⑩《榜城新报》，1904年7月6日。

⑩《模城新报》，1905年3月9日。

③《按城新报》，1901年10月25日。

感《巧城新报》，1901年10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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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社会中的一件大事。而领导华商和华民迎接醇亲王的正是驻当地的中国

领事。其实，横城领事不只是要款待中国官员，也要接待英国的贵宾，例

如1907年2月梁碧如也曾率同当地侨领招待来访的英国皇族康乐公爵

(Duke ofConnaught)及其夫人和女儿。@

模城副领事的第三个官方任务是办理与清廷有关的庆典活动。每当清

朝皇帝及太后华诞的时候，梁碧如要负责各种庆祝活动，包括广邀当地富
商和侨领到领事府参加庆典和餐会，并借此机会向当地华人灌输爱国精神
和效忠清廷的思想。习惯上，庆典会场上会摆设龙區一座，作为满清皇权

的象征。受邀的华商领袖，按官阶和身分地位的髙低列队，行跪叩大礼。

然后，由官位最高的一人朗读颂文W表效忠之诚。@类似的贺庆活动梁碧如
不敢怠慢，每次的庆典都办得有生有色。

梁碧如的第四个官方任务是劝模城华人捐款救灾，尤其是中国各地发

生了天灾所导致的饥荒时，梁碧如常似身作则，带头乐捐巨款。例如，在

1903年捐脈广西灾饥的活动中，梁碧如捐款五百元，名列榜首。@中国灾区
的政府也常派专员来南洋劝请华侨捐款脈灾。而梁碧如也接待和热助这些

专员，使募款工作得山颐利进行。

综合上所论，梁碧如在四项官方任务中，除了第一项比较少空间可
发挥外，其他云项都表现得很称职。由于梁碧如在接待到访官员、筹办庆
典、和筹款捐脈活动中扮演领导的角色，为他在华人社会中建立了个人声
望。如果说梁碧如的官方任务为他树立了社会地位，他在非官方活动中所
扮演的角色则使他对横城华人社会作出更大的贡献，尤其是对榜城华文教
育和慈善事务上的贡献。

®《换城新报》，1907年2月20日；康乐公爵等人也曾停留新加坡并受到当地华人领
袖的欢迎，见 Song Ong Siangs OneI/undredVears^H/stoiyoft/ie CliJnesein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ofMalaya Press, 1967), pp. 410-412.

@黄建淳，〈晩清新马华侨领袖进阶模式的探讨（二)〉，《国史馆馆刊》，复刊第15
期（1993年口月），页80。

遂）《榜城新报》，1903年7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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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家梁碧如

梁碧如对于模城华文教育的最大贡献，在于他大力推动中华学堂的创

办。中华学堂成立于1904年，是模城第一所新式的华文学校。在1904年

似前，模城的华文教育属于传统的私塾或书塾，由富裕人家请老师在家中
教授自己的孩子，或在宗乡会馆里教导同乡或同宗的子弟。学生所读的是
《兰字经》、《千字文》、《孝经>、《四书》和信札作文等。老师是用方言来
讲课和教学。早在1888年开办的南华义学，即是属于此类传统学塾。®

中华学堂的一个特点是W华语教学，W取代旧私塾和书塾所采用的方

言，如此便能同时接受闽、粤、客、潮、琼等各籍贯的学生子弟，消除华
人社会中因方言所带来的隔闽。用华语教学的背景和好处，在谈学校的章
程中有清楚的说明：

模城闽、尊同居异语。闽则津、泉殊音；專则广、潮、客、
琼不通，言情之难通，多由此故。且分地分音教之，但请教习须
分请津、泉、广、潮、客、琼六音之人，既不胜其繁，且多费数
倍，而学成还国，亦属无用，或见国人无似通语……用官话（华

语）为教授，凡入学堂之人，皆可通语而相亲，还国可通行而有

巧。二十年后全撫少年人人同语，无省府之分，堅不善乎。@

虽然预测二十年后横城人人通用华语是过于乐观，但扣华语教学，的
确可料节省办学费用和有助于促进当地不同籍贯的华人相互沟通和团结。

对那些《后想回去中国发展事业，或回去参加考试切求当官的人，趁早学
习华语更是必要的。

中华学校有别于传统学塾的第二个特点是教学内容更多样化。其中包
括"如何修身、如何体操、如何识字、如何造论、如何习国语、如何习西

透）陈翼经〈滨州百年来的教育〉，《横州华人大会堂庆祝成立一巧周年暨新度落成开幕
纪念特刊》，页399-400。

⑩《换城新报》，1904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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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如何学算、如何学史、如何进而地理、图书、法律、政治"。@因此，

中华学堂的开办，可说是受到当时中国新式学堂的兴起的影响。@新学堂的

教育目的，不只是希望开启民智，也要激发学生的爱国必。

横城各界对中华学校的创设与促进岛上华人合群和爱国之私，可臥从

一则论说文章中看出。在〈论创设南华学校> 一文中，作者提到南华学校

(即中华学校）虽是少数几个人倡建，但却是成千上万各行各业华人的必

愿，包括农人、工人、小贩；也包括老巧少、男和女、贫和富者。学校的
创设，可说是"文明之起点"。而且，"将来学成可切强国，可臥强种，可

立于优胜劣败之场，无复如牛马奴隶。"®由于中华学校负有如此祟髙的

任务，身为模城副领事的梁碧如当然义不容辞，积飯参与筹办。

1904年4月21日、23日和27日，模城闽、粤绅商数十人在平章公馆

开会云次，分别商讨筹办中华学堂的各项事宜。在第一次会议中，决定了

中华学堂暂借平章公馆上课，等筹足建校经费后，才购地建校舍。@第二次
会议中则推选八十位绅商为筹办学校的总理人。梁碧如名列第立位，仅次

于曾担任横城第一任副领事的张弼±和锡矿业富商胡子春，可见梁碧如在

筹办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在4月27日的第三次会议中，更详细分配80位总理人的筹办工作：
张弼±和林克全（时任横城华人商务局主席）两人为管银钱总理；梁碧如、

林花钻、胡子春和谢德顺为学校干事总理；其它韦十四人则为筹办经费总

理。@此次会议并决定捐款分为两种：创捐和长捐。创捐是指学校开办时所

@《榜城新报》，1904年4月25日。

@有关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期中国新式学堂的兴起，见桑兵，《晚清学堂学生与
社会变迂》（台北：稻禾出版社，1991),页23-42。

⑩《棋城新报》，1904年5月5日。

風《検城新报》，1904年5月10目。

返>《榜城新报》，1904年4月25日。

®《橫城新报》，1904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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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的经费，包括购买桌凳、教学用具、书籍、图书器材，臥及人事费用和

购地建校的基金；长捐则是指每年所需要的经常开支费用。@领导创办的绅
商臥身作则，当场捐献款额如下：®

捐款人 创捐（元） 年捐(元)

张弼± 5,000 500

梁碧如 5,000 500

站子春 5,000 500

谢德顺 1,000 120

林克全 1,000 —

张耀轩 5,000 500

谢荣光 5,000 500

合计 27,000 2,620

由捐款数额可知，梁碧如是中华学校创办初期最慷慨的捐款人之一。

梁碧如与中华学校的密切关系，更具体表现在他受邀出席学校的开课

典庆，并作开学演讲。中华学校于5月15日正式开课。®开学典礼当天，
学校总理数十人ly及社会各界人±都到场观礼，盛况空前。当地记者称之:

"诚开璋ly来吾华人第一美事也。"@由于梁碧如身兼主要的创办人和副领
事，被奉为典庆上的首要贵宾。在演讲中，他特别强调开办中学堂的利益:
"言其大可1^:(救国，言其小可致富，言乎私可臥利已，言乎公可臥达人。"

领《榜城新报》，1904年5月11日。

敬《横城新报》，1904年4月28日。

蠻最早所开的班是速成夜学班，每天晩上六点半到九点上课，为期王个月，第一期学
生有50余人。见《横城新报》，1904年5月17日。

⑩《棱城新报》，1904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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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具体一点，梁认为办新式学堂对国家的好处包括培养爱国的人才。他举

日本为例子："闻日本兴学之初，大都W养成国民为主义。"而且，"此学

堂之设，既能速成人才，又能输文明与祖国。"对中国的进步肯定有帮助。

对个人的好处，包括可W回国考取功名、大富大贵、光宗耀祖。因为横城

副领事有权力推荐海外侨民回国参加考试，及格者则听候封官录用。~可惜
在中华学校开办《前，"此间熟于英文、英例、商法、政治、医学者，颇
不乏人，皆未通华文正音之故，不愿归国。有此学堂则己通西学者，不
数年，必中西兼遽，得科目，得禄位，扬名显亲。"所1^:(，在总结他的演说

时，梁碧如诚恳的"敬告学生，奋勉向学，冀成大器料报国家。切进文明，

W光前烈，模后进。"®可见梁碧如一边推动模城的华文教育，一边培养
报效祖国的人才。正符合他作为教育家和外交官的双重身份。

中华学校开办切后，梁碧如继续关注学校的发展。由于上课地点暂借

用平章会馆，对教学方面相当不方便。梁领事便稱极寻找一地点作为学务

处，作为学校行政中私和老师的交谊中必。此后，各总理可定期（每月初

一和十五）在学务处开会。梁碧如也鼓励各总理将家里珍藏的书籍置放在
学务处，lit便学生和老师参阀。同时，老师可随时到学务处与同事交换教

学私得，改进教法。@可见，梁碧如不只出钱出力，而且尽力改善学校各方
面的设备，使中华学校栽培了不少有识之±，在横城华文教育史上占了重
要的地位。

事实上，梁碧如对教育的贡献并不只限于华文学校。1906年10月在
一次英文义学堂的捐款活动中，共获得43名各种族人± (包括马来人和印

度人）及公司的捐助，总共筹得5,770元正。梁碧如慷慨捐出了 500元正，
与张弼±、胡子春、林妈栽、邱氏公司和谢K公司同列榜首。梁碧如等六

人和公司，便合捐了 3,000元，占总捐款数一半切上，可说是非常热如。⑩

⑩《榜城新报》，1904年5月化日。

⑩《榜城新报》，1904年5月27日； 6月10日。

@《換城新报》，1906年10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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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7月，另一所英校，即圣芳济书院，也因要扩建校舍而募捐。梁碧

如再次慷慨解囊，捐银1,000元，在善±芳名榜中排名第二位

除了创办和重建学校外，梁碧如对贫穷但有志向学的各族子弟也给于

帮助。当新马各界绅商为感谢前任屯州府（包括海峡殖民地兰州和马来联

邦四州）华民政务司奚尔智逝世前对华民的照顾，特别筹设一个切他命名

的奖助学基金，[协助屯州府内各学校中的贫穷学生交学费。梁碧如捐出
200元，比当时新马一些知名的富商和领袖还慷慨。例如张弼±、吴寿珍、
陈若锦巧林克全等仅各捐100元，黄亚福和余连城等也只各捐50元而已。
⑩

当梁磬如卸下领事一职后，仍继续关屯、和支持教育事业。1908年橫城

另外一间华文学校——祟华学校（1912年臥后彼名改为时中学校）创办时，

梁碧如也出钱出力。他捐助100元作为开办经费，仅次于各捐200元的戴

欣然、朗子春、谢荣光和万裕兴号。@更为人称道的是在19口年，由梁碧
如、谢荣光和戴欣然云人各捐一万元购置五间店铺，并将它们出租，所得

租金充作时中学校的常年经费，根本解决了送所学校的财政困境。®

梁碧如对教育的热屯、和贡献，在他逝世后，仍为人所乐道。当梁碧如

于1912年逝世时，遗嘱注明要拨十万元遗产赞助教育慈善事业。©他的子

禍依照遗嘱办理，拨付巨款予中华学校和时中学校。同时，为了发扬父志，
创办一间臥父名为校名的女校，即璧如女校，切弘扬其父生前主张教育不

分男女，应一视同仁的开明思想。璧如女校也是横城最早的女子华文学校

@陆秋泰損银5,000元，名列榜首。除了梁碧如外，另有王人同样各捐1，000元正。他
们是颜五美、林克全和陈江福。见《橫城新报》，1907年7月26日。

袋>《榜城新报》，1906年11月1日。

©《榜城新报.》，1908年5月13日。

强李书城，〈橫城时中学校沿革概略〉，《横城客属公会金檀记念暨时中学校八十校庆
特刊》，页196。

©《梁碧如先生事略》，《検鄉帕客属公会四十周年纪念刊》，页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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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

慈善家梁碧如

梁碧如除了极力支持教育事业外，也参与其他慈善活动，包括对宗教

庙寺、医院和脈灾的筹款活动。早在他担任榜城副领事之前，梁碧如便曾

捐款2,000元，作为修建极乐寺之巧。® 1902年口月梁碧如响应#?加坡总
领事凤仪的号召，捐款500元协助祖国创办北京医局。©梁担任棋城副领事
后，对模城境内的医院也特别照顾，曾捐赠贫病医院100元，作为购置棺

木费用，使贫老病死者有棺木得ly安葬，人±为安。© 1908年，梁碧如的

故乡广东省嘉应州传来恶讯，谓家乡地区鼠疫流行，人春li(来因迭种传染

病而导致死亡者已超过500多人。由于事态严重，急需南洋亲友筹款购买

捕鼠器切及预防和治疗的药物等。梁碧芳与另外21人联名在报纸上公开劝

捐，为善不落人后。@1903年广西因天灾导致饥荒，横城华人基于同情祖国
同胞，发动多次的捐脈活动。在其中的一次捐题中，梁碧如捐款500元，

名列榜首。@1908年广东八邑水灾为患，生命和财产损失惨重，灾后饥荒严
重，棱城各界又一次捐款救济，在其中一次捐款芳名录中，总共有67人题

婚> 検城第一间女校是中华女学校，创办于1908年2月21日。根据当地报章的报导，

"本蜗中华女学校经于前一月教授学生，礼仪于本月二十日（即2月21日）十二点
钟开幕。是日设大茶会，来宾芭会者数百人。"见《検城新报》，1908年2月22日。
因此，郑良树教授认为横城中华女校于1916年创设，应该有误。见郑著〈新马华社
早期的女子教育），《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学刊》，1期（1997)，页53。

婚）陈铁凡和傅吾康合编，《马来西亚华文铭刻萃编》，第二卷（吉隆坡：马来亚大学出
版部，1985)，页652。

敏《助报》，1903年3月7日。

輕《榜城新报》，1904年7月9日。

風《横城新报》，1908年5月22日。

涵《棋城新报》，1903年7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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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梁碧如臥捐银100元，名列榜上第五位。而排在前四名的捐款者都是

商号或社团，他们分别是广货行捐1，000元，广东暨汀州会馆捐800元，罗

茂生捐200元，W及广源号捐120元。®

梁碧如对慈善和公益的热必，常为横城各界人±所赞颂。横城商务学

堂便曾"梁碧如之热屯、公益"作为作文题目，让学生比赛写作，其中一

名得奖者林润芝便料写实且带感性的手法提到：中国各地常发生自然灾害，

"同胞流离失所者，百万有奇矣。"作者继续写道，中国目前的情景，可说

是遍野哀景，遍地哀情，老弱妇孺正在垂死边缘，急需救济。但有许多伪
君子和伪善者敷衍了事，不肯出力捐输脈济。"今何幸而有前檢柳蜗领事

官梁君碧如之热必公益者。梁君何人也，是亦旅外之华侨耳。举笔一挥，

立捐巨万，其勇于为善之私，盖可见然。"@作者之所《得奖，其中的一个
因素是他将梁碧如的善行直接道出，获得评审员的认同。另外一名得奖同
学在文章最后呼吁大家应仿效梁碧如的善行，共襄盛举："本璋殷商不仅

有梁君也，吾同胞之敬之、爱之、仰望之、亦不独一梁君也。岂热私救国、
救种、解荷囊而济灾民者独让梁君专美于前耶。当仁不让，具有大愿力者

想必自有权术矣。吾当拭目俟之。"@

结语

二十世纪初期横城的华人社会比十九世纪更复杂。臥康有为为首的保

皇派和W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都积极的扩张他们在模城的影响力。梁碧如

不负满清政府的付托，在他担任棋城副领事的任期内，尽力完成官方的职
责，可说是一位称职的外交官。梁碧如周详的接待到访或过境的官员和皇
族。在筹办庆典活动时，他也尽力动员侨领和华民参与其盛，同时趁机宣
扬爱国主义和效忠清廷的思想。也正因为如此，在推动脈灾筹款活动时，

©《磅城新报》，1908年11月3日。

@《榜城新报》，1908年7月7日。

@《模城新报>〉，1908年7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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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爱同胞和爱国的横城华人的热烈支持。但梁碧如更为后人所称道的，

是他对横城华文教育的贡献和对慈善事业的热也。梁碧如为中华学校和崇

华学校出钱出力，留名青史。他的遗嘱中注明拨巨款捐助学校，也成为佳

话。每当中国等地发生天灾和饥荒时，梁碧如往往率先捐脈，为善不落人
后。

梁碧如身兼外交官、教育家和慈善家，众望所归，自然成为横城华人
社会的领袖之一。由于橫城华人社会的领导阶层从十九世纪初期来便被

福建和广府两帮所垄断。而梁碧如是客家人，却能成功挤人模城的领导阶

层。因此，了解梁碧如的生平事迹臥及他与模城华人的关系，也有助于我

们重新评论模城华人社会领导阶层的结构和特点。但这个重要且复杂的课

觀，需留待另外的专文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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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泉

横城中华学校开课当天领事官梁碧如的讲义全文*

今日中国如此危机，非培植人才，断不足救中国。中国人民除南禅

英属得臥往来自便外，若美国各璋、若坎乃大、若檀香山、若澳大利亚则

己下逐客之令；若古巴、若秘鲁、若夏湾拿各璋则苛例日增；若安南、若
欧罗巴、立宝嫌、澗里华、日里、阿齐各璋，则必纳身税。切中国主地之

大、物产之富、矿地之多、例禁之宽，外国人日夜图谋，趋之如霉者。中

国人反自甘弃置，别父母，离妻子，不远万里，或受雇于洋人，或掷资本
于苛例繁兴之地，一若不知自己有无尽之宝藏，莫大之利源者。岂真舍己

芸人哉，实切无人才之故。不知如何分验、如何制器、如何销售、不能不

弃之如遗，听外人之予取予求，谓与我无相关涉耳。然则欲培植人才，舍
设立学堂其葛？

由乎今日模城中华学堂之设，言其大可lit救国，言其小可料致富，言

乎私可臥利己，言乎公可料达人。谅诸君具有卓识，必己熟筹而洞悉矣。

鄙人所最欣幸为诸公预贺者，厥有数端焉。鄙人不敏，泰任模领。比年切
来，叠奉出使英国大臣，遵旨札查出洋华商子弟在外国学校肆习专口之学

者，咨送回华考试，赏似科目，听候录用。此间熟于英文、英例、商法、

政治、医学者，颇不乏人，皆料未通华文正音之故，不愿归国。有此学堂

则已通西学者，不数年，必中西兼遽，得科目，得禄位，扬名显亲，定操
左券矣，可为欣幸者一。

此间华人数十万，举其多数，动曰闽粤。其实籍隶闽省者有福州、潭

州、泉州、汀州±音乏不同。籍隶粤省者有广州、潮州、惠州、琼州、嘉

应州主音之不同。若江西、广西等省人之居其少数者无论矣。本省人与本
省人不通语，本府人与本府人不通语，虽比邻莫问姓名。遇事故，多赖传

*录自《模城新报》，1904年5月16曰。原文无标点和分段。此处之标点和
分段是作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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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是其情授，其谊疏，精神隔膜，意气不投，议论难融，交臂相失。

虽欲合群，何从而合之。有此学堂，臥教官话，则此后无含意求伸之苦，
无对両不识之人。相亲相爱，相应相求，組賴之事可免，峻域之见无分矣，

可为欣幸者二。

中国各省自奉旨设立学堂之后，所有教法還渐改良。伏查钦定学堂章

程，每日课授修身经史等学外，必臥一时兼习他国文字，询诸曾在学堂肆

业之人，则谓凡习外国文者，独切肆习英文为多。惟学堂设在内地，均不

免有一齐人傅，众楚人嘟之苦耳，是极少精通西文者。今此间肆习英文

已有义学，况置庄狱之间，又得极善教法，但能蹲通中学，即可彼此翻
译，他日书成，定多善本。是此学堂之设，既能速成人才，又能输文明与
祖国也，可为欣幸者兰。

各国商务、矿务、作育人才，虽赖学堂，引其端绪。造夫身经阅历，

叙述所得，往往蔚为箸作，li(资考求，故其书愈出而愈精，其法愈积而愈
善，华人经商开矿恒有独出如裁，可臥传为楷范，有婢公益者，祗[华文
未甚淹通之故。虽父兄之于子弟不能尽接如，传他何论哉！不知者为秘

不欲宣也，窃臥为島田笔不能达耳。此学堂立，吾知将来华人必有博采信
而有徵之言，垂简编臥禍后进于无穷者，可为欣幸者四。

鄙人未经学堂陶冶，不知教育之道，闻日本兴学之初，大都养成国
民为主义。今学堂课程皆[修身居首，厥为此也。此属教习义务，想诸教

习恭酌尽善，必能恪遵定章，纳学生于典，则不仅iiU吾言文字为起点，料
天地、化算、声光、汽电等学为归宿也。敬告诸君，各抒伟论，互为正是，
(求至当。敬告教习，化其见成，广求新法，乐育英材。敬告学生，奋勉

向学，冀成大器臥报国家，臥进文明，臥光前烈，1^(模后进，则学堂有光，
总理有光，凡我华人莫不有光矣。鄙人不文，粗陈梗概，尚望各总理，各
教习，凡有德行道义者，不俾苦口危言，随时演说，孰几收效尤速也。诸
君！诸君！然乎？否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