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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亚战前领袖的形成;
李孝式为例

The Formation of the Pre-war Leaders ofMalaya:
H.S. Lee as a Case Study

陈妙恩
(TAN Miau Ing)

摘要

从二战前的中国国民党的支持者，雪兰義抗日救亡运动的发起人，到战后
参与本止政治建立马华公会，争取马来亚独立，进入内阁担任建国后的第一任
财政部长，李孝式的一生可W说是马来亚华人社会身份认同转折的历史缩影。
这篇论文主要研究这位在1920年代中才落户马来亚的剑桥毕业生如何在短短十
年内迅速砸起I从一位管理家族生意的企业家，挤身海外华人领袖（侨领），
W此解释他在战后时期仍然保持其领袖的地位，甚至在独立后，吸纳进入马来
亚政府内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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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a Kuomintang supporter and a leader of Selangor anti-Japanese movement
before Pacific War; to one of the founding members of Malayan (later Malaysian)
Chinese Association (MCA), representative of the Malayan independent deleg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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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London to negotiate for the country’s independence and first Finance Minister of
Malaya, the life of H.S. Lee could say as a microcosm of the identity changes of the
Malayan Chinese. This paper will focus on the formative years ofH.S. Lee in Malaya，
from a Cambridge graduate, arrived in Malaya in the mid-1920s to manage family
business, rapidly rise in just a decade as one of the Chinese community leaders in
Selangor, in order to explain the restoration ofLee’s position as a leader in the postwar
period and even served as first finance minister after independence.

Keywords: Lee Hau Shik，Overseas Chinese Leader, Malayan Chinese,
Selangor

一、前吕

二战前的马来亚，领袖的出身主要可分为有两类。其一是接受英文教

育，成为专业人±如医生、律师等职，进而被殖民地政府吸纳成为非官方

委员，例如来自棋城的王宗镜医生，马六甲的陈被禄W及新加坡的林文庆

等。他们大多数是海峡殖民地的侨生，主要的代表姐织是英籍海峡华人协/
会(Straits Chinese British Association, SCBA)。其二是受华文教育者，

通过累积财富，并积极参与华人社团，取得主要社团的重要职位，例如中

华总商会的领导权，而成为公认领袖。他们大多数来自中国，是马来亚

的第一代移民，如露需的刘伯群和新加坡的陈嘉庚。李孝式是介于这两

者之间，既是第一代移民1，积极参与华人社团，又有英文教育背景，与

家族企业和锡矿所累积的财富。因此他既被当时的雪兰栽华人社会推举为

领袖，又被英殖民地政府所吸纳，进入地方行政管理的体系内。二战结束

后，他仍然成为华社的领袖，受英殖民地政府重用，甚至在马来亚独立后

受委入阁，成为第一任财政部长。

李孝式在华人社会、国家的个人成就并不是瞬间的事，而是在兰十多

年的时间内逐渐从剑桥毕业生转变成管理家族生意的企业家，再挤身海外

华人领袖（侨领）行列，成为殖民地行政管理的一员，最后成为马来亚的

开国元励之一。这篇论文主要研究华人精英分子一一李孝式如何在二战前

幡起，W此解释他在战后仍然保持领袖地位的原因。研究时期将从他1924

年抵达马来亚开始，直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这一段期间为止。本文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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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重探讨他的家族企业一一锦绝泰和建立其关键财富的锡矿业。家族企业

为他提供资金，商业上的往来为他提供人脉，通过领导锡矿业的业缘团

体一一雪兰義锡矿总局，李孝式得W进入其他跨帮群的华人社团组织如雪

兰義中华总商会与中华大会堂等的领袖阶层。资金、人脉、地位俱全，不

仅让李孝式成为华人社会的重要领导人，而且还被英殖民地政府视为当时

华社的代言人。本文的主要参考资料包括李孝式所领导姐织的挡案资料，

个人来往书信文件，当时的报刊与相关人±的采访。

李孝式本人在接受一份英文杂志的访问中指出，他在1924年首次抵达

马来亚之前从没看过锡矿场。但在抵马后第一天，即有地产经纪向他兜售

矿场。亲自参观后，他决定W兰万元买下它，留在马来亚经营矿场（Ng
Poh Tip 1%0; 5)。但他在访问中却没有提到己在马来亚经营泰有锡矿场
的父亲李季嫌。作为马来亚的第一代移民，李孝式与很多人的起跑点不一

样。其实在李孝式抵达马来亚之前，他的父亲己为他打好了经济基础，而
李孝式是继承家族事业的第二代。

李孝式原籍广东省信宜县镇隆镇大路街。李孝式的父亲，李季嫌
(1877-19%)曾受中国当时清朝政府诘授贤政大夫官衔。2由于时局动

乱，他后来辞职从商。在19世纪的80年代，煤油开始取代植物油成为灯

的主要燃料，而广州在1882年也开始设厂生产廉价的煤油灯(Sherman
Cochran 2000: 18)，所W李季嫌在家族成员的帮助下，开始在镇隆镇售

卖香油火水，也就是煤油的生意。3他后来又发现本地生产的丝纲质量低

劣，所W决定从苏州和杭州大量采购丝纲面料在镇隆出售，并将商行取名
为锦绝泰。虽然到目前为止锦绝泰的创办年份仍不可考，但锦绝泰的诞生

为李氏家族带来巨大的财富。其业务从镇隆扩展至信宜、化州、电白、广

州湾（今湛江），并在1899年于香港开设分店。李季谦将第二任妻子甘固
真从家乡接到香港，并在两年后，也就是1901年1月9日在香港诞下长男，
取名为孝式。4李季嫌得知南洋一带对布匹的需求甚殷，在1903年来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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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的马来亚，并在吉隆坡、新加坡、芙蓉与怡保几个华人居住的主要城

市，开设布庄分行（请参阅表一）。

表一：战前锦绝泰分行列表

店名 所在地区 地址

锦绝泰巧 吉隆坡（马来亚） 谐街（High Street) 189号
锦绝泰找 芙替（马来亚） 美芝路（Birch Road) 9号

锦绝泰旅店 怡保（马来亚） 客巧街(Hale Street) 24号

锦绝泰 石功（新加坡） 丹绒己葛（TanjongPagar) 91号
锦绝泰 香港

锦绝泰 广州湾（中国）

春寿堂 高州（中国）

锦绝泰记 镇隆（中国）

锦绝泰红冠益有公司 东镇（中国）

资料来源：杨智文，年份不详。

除了经营布匹买卖，在当地一名客户的穿针引线地介绍下，锦给泰也

开始涉及锡矿的开采，并将锡矿公司命名为"泰有锡矿"，意为"锦绝泰

所拥有"（Victor Zheng ef a/. 2004: 6)。当时马来亚锡矿与橡胶业正处于
蓬勃发展时期，却面对劳工短缺的问题。为此英国政府鼓励引进中国华人

与印度籍劳工在各锡矿与橡胶园工作。而李季嫌的锡矿公司也面对相同的

问题。但他认为与其通过由中介引进劳工，不如自己返回中国的家乡进行

招募，这不仅能解决自己矿场的劳工问题，也可帮助乡亲们制造更多的就

业机会。在李季嫌的献议下，广州湾（今湛江）的法租界行政总公使署取

消了当地的出入境限制，发展交通口岸，大大方便居民的进出（信宜县地

方志编纂委员会编1990; 53)。他又与船务公司联系，取得廉价船票，带

领当地乡亲前往东南亚一带国家的胶园和锡矿场当劳工。由于在中国清末

时期天灾连年，造成失业率非常严重，所W在短时间内就从信宜高州各县
招募到首批的中国华工并在1905年初运载出国。第一次的成功让李季嫌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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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将事业转向华工招募，并将信宜至香港与马来亚沿途各华璋所开办的锦

给泰布匹纲锻庄，开始兼办旅社与汇兑的行业，后来完全W旅馆和汇兑的

生意为主，给华工们在海外的住宿和汇钱方面带来了许多方便。汇兑业为

李季嫌提供了灵活的经商资金。他也利用当时的侨汇送管道从香港采购花

布、棉纱、丝纲回来中国销售。仅1926年，经各地锦绝泰旅店牵引出去的

乡亲，就达两万余人（广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1996: %9)。

至于李季嫌的另一项生意一-泰有锡矿则没有早期的商业记录。一

直到1928年出版的《马来亚指南》中列出泰有公司拥有兰个锡矿场，分

别是在富都、甲洞和沙助秀，各占19、92与82英亩，共雇佣614名矿工。

、（Directory of Malaya 1%8; 156-D)从所雇佣的人数和使用的机械，如砂
石累、蒸汽与汽油引擎等来看，泰有公司的矿场应是典型的露天采矿场。

指南中也提到泰有公司的垫资者(advancer)为李季嫌，而李孝式是常驻
经理（Resident Manager)。1924年至1928年是矿业起飞的年代。汽车与
制造业的蓬勃发展使世界对锡的需求节节上升，再加上泰有锡矿蕴藏丰富

的锡苗，这让李氏家族累积了一定的财富。然而接下来1929年的经济大萧

条，却深深地打击了李孝式的家族生意。

首先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让华工失业者比比皆是。再加上1928年《限

制移民法令》（Immigrant Restriction Ordinance) 5与1933年《外籍人民法
令》（Aliens Ordinance) 6的实施，使华工入境人数锐减(Saw Swee Hock

2007： 15-20)。当雇佣与招募的工人减少后，住宿的需求也跟着减低。

出境者的增加直接让汇兑业也深受威胁及打击。这让W中国华工为主要客

户的锦绝泰面对相当大的困境。

此外，经济大萧条的风潮也引起了锡米的价格节节败退，在1931年

间跌至最低价每担仅值50.37元，相较于1927年的最高价159元每担，

跌幅超过60%。（马来亚华人矿务总会编2002: 59)为了制止锡价的跌

幅，世界主要产锡国决定组织锡生产者协会（Tin Producers Association)

W实施锡出口限制。锡矿公司也被要求自动减产。从1930年2月开始，泰

有矿场的工作时间从每天24小时减至18小时，7但该措施却无法提高锡

价。为控制全球锡产量，第一次的国际锡协合约在1931年签署，W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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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产并实施出口限制。当时马来亚的允许生产及出口额仅分配到1929年

总生产量的40%。再加上锡产固打（quota)是根据矿地的拥有权配给，
所1^租赁矿地的采矿者是无法获得任何配额的，泰有公司当时是向安邦

锡公司（Ampang Tin Co. Ltd)租赁矿地，固打制使其公司陷入困境。s尽
管锡价下跌加上产量减少，然而矿地的租金和工人的薪金等固定开支仍

无法避免。为减少开支，泰有公司先后在1930年与1931年关闭旗下的两

个矿场，至1932年仅剩两个矿场继续开采（Directory of Malaya 1930；
72-P-73-P； 1931： 62-P-63-P； 1%2: 57-0-58-0)。为此，李季嫌决定将

事业的重也移回中国。他与中国国民党的官员合作创办利物和广泰公司在

广西开发朱砂矿（中国国情化书编辑部编1992; 26)。

1935年冬，李季嫌在视察广西矿场回程的途中遇到车祸，此后一病不

起（信宜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1990: 54)。李季嫌出席了第二个儿子，

孝威与马来亚富商陈永女儿的婚礼后，在1936年7月3日在香港逝世，享年

60岁。李季嫌去世后，身为长子的李孝式顺理成章地接手父亲的事业。

经过几年在父亲身边学习，并亲自管理家族的业务，李孝式对家族生意早

已驾轻就熟。再加上他父亲在世时所聘用的员工，不论在中国、香港及马

来亚都保持不变。1934年后经济逐渐复苏，生意慢慢上了轨道，所W他所

需要做的就是守业。李孝式将事业的重也放在马来亚的锡矿业上。二战期

间世界对锡的需求量大增，随着新矿地的开发，泰有锡矿的产量也逐步增

加。由于英国政府限制中国劳工的输入，李孝式唯有采用机器W代替人

力。从1940年起泰有四号矿场已经开始启用挖泥机，装置轨道运输车等新

的机械。而泰有一号矿场的劳工的数目则逐渐下降（350人(1931) , 300

人（1%2-1933)，250人（1%4-1937)，200人（19%-1941) )。9

在1930年代后期，为监管中国的银行和金融体系，各种新金融政策渐

渐出台，其中包括发行新钞（法币改革）并将汇兑业务集中在几间主要的

银行上。这导致中国对外的汇率大幅度波动（George L. Hicks 1993： 281-

283)。此外英属马来亚政府也限制个人汇款到中国的数额(Stephanie Po-
Yin Chung 2002： 610)。这严重地打击汇款代理，锦给泰也无法幸免。但
1937年中日战争的爆发，华侨纷纷捐款支持抗日救亡活动，而将汇款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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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向了新高(Stephen Leong Mun Yoon 1976： 324-329)。同时期，客巧仅
仅是辅助业务，而布庄仅在中国营业。广西的矿区则在1937年夏，被中国

国民党军第五路军总部收归公营（中国国情化书编辑部编1W2: 26)。在

众多锦绝泰分行里，李孝式选择将马来亚的苏丹街14号分行成为跨国家族
生意的总部。10

从W上的讨论中，我们可;^看到一个企业生存深受外在与内在因素的

影响。外在力量如世界经济，国家政策等，企业大多数无法左右。为了
分散或降低这些风险，李季嫌在管理他的生意时使用了垂直整合（vertical

integration),也就是"一条龙"式的策略。他从中国招募劳工，沿途
为他们提供客运、住宿、汇兑与就业机会。此外，李季滤也让业务多元

化（贸易及采矿业）、进行技术输送（将马来亚的砂冢采矿技术带回中
国）、利用他的政治网络（与中国国民党要员合作在广西取得采矿权）

和人脉（高州的乡亲，他的次子也与当时吉隆坡的首富陈永的女儿结婚）

为他的家族企业奠定根基。身为李季嫌事业的继承人，不仅仅守业，李孝

式也积极寻求对策来面对难W掌控的外在因素。凭借在英国与香港的生活
经验，李孝式认为要让殖民地政府听到人民的声音，就必须进入压力集团

(pressure group),也就是同业公会。

兰、成为社团领袖

在1929年的世界经济衰退期间，李孝式加入了雪兰義锡矿总局

(Selangor Miners Association),并在 1930年选入董事会"，接着在 1933
年当选总理。剑桥圣约翰书院经济系毕业(Fiona Colbert 2004： 264-265)

的李孝式因通晓英语，所W也代表雪兰義州出席四州府总矿会（Federated

Malay States Chamber of Mines), —个当时W西方矿家为主导的锡矿协
会（雪森彭矿务公会编2006: 157)。尽管在加入雪兰薪锡矿总局时年纪

尚轻，他却勇于发言。他曾反对马来亚联邦政府在1930年对每担锡征收五

分的税收n;建议在第一届国际锡协合约（1931年3月1日至1933年12月31

日）配额制度下所发出的锡产固本纸可W通过矿物部鬥转移其所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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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马来邮报上对伯恩斯计划（Byrnes Scheme)提出修正
伯恩斯在其方案中提出马来亚的所有锡矿场应该在1932年6及7月停产

两个月，并在接下来的10个月将锡协所分配到的44%生产额进一步削减至
33%。李孝式大力反对这个计划(William Tai Yuen 2013： 116-121)。因

为在停产的这两个月内，华人矿家所承担的亏损将比因所预期的价格回升
所获得的效益更大。此外，五万矿工的生计在这停产两个月内也是一个问

题，送还不包括其他依赖锡矿业为生的周边行业工友。所W李孝式建议与
其停止生产，华人矿场每个月继续生产32%生产额，而其锡苗由政府[^每
吨130英镑收购。根据伯恩斯的预测，当锡价提高至每吨200英镑，马来亚

的产量就可提高至40%。在那时候华人矿商还是继续出产％%的配额W
便政府可W出售那两个月内所围积的锡苗。所获得的收益可让矿家和政
府均分。如果发生亏损，华人矿家将支付2%的税W填补损失。这一建议
得到了华人矿家普遍支持。面对华人矿家反对的压力下，政府修订了伯恩
斯计划。那些停产两个月的矿场允许在未来10个月内生产30%的配额。而
那些选择在未来12个月内继续运作的矿家，允许每个月25%的配额。华人
小型矿场则有27.5%的配额。这政策与李孝式的建议有不少相似之处。虽
然配额不如李孝式建议的一样，但华人矿家却有比其他矿家多2.5%的配
额。"这或许显示李孝式代表华人矿家所表达的意见己被政府考虑在内。

因为李孝式的努力，有关当局在1932同意提早至农历新年的两个星
期前，让华人矿家售卖他们固巧内的锡苗。这对新年前需要现金的小型
锡矿商，对李孝式的帮助无疑十分感激。送些事不仅提高了李孝式作
为华人矿家领导人的知名度与地位，也使他代替英籍矿商花露斗（A.H.
Flowerdew)成为1933年雪兰蕾锡矿总局的总理。李孝式更大的贡献是在

1939年连同其他华侨锡业团体的代表向殖民地政府总矿务司提呈备忘录，
提出从新分配锡固本纸。最后殖民地政府同意将锡固本纸的拥有权归于采

矿矿主。因此二战W后，所有锡产限制所发出的固本都分配给真正的采矿

者（马来亚华人矿务总会编2002: 115)。

李孝式接下来通过参与锡矿业的业缘团体，进入雪兰義中华大会堂与
中华总商会。这两个团体是雪兰蒸最重要的跨帮群华人社团组织。李孝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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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参加会务，在筹建雪兰栽中华大会堂的过程中，李孝式曾担任大会堂

章程草拟小组组员"及书法评判委员会主任yX选出书法字【中华大会堂】

刻于大会堂上（雪兰義中华大会堂五十四周年纪念特刊编辑委员会编
1977： 143, 199)。他也曾在1937年初成功说服城市规划委员会将原本路
经大会堂正口前的路段改道至距离大会堂20英尺的地段。这举动使李孝式

赢得大会堂委员们的一致拥护，并当选为第兰届大会堂的副总理。"

从李孝式所收藏的会员费收据中得知，早在1918年W前锦绝泰己是雪
兰栽中华总商会的会员。他在1934年进入中华总商会的董事会，成为副总

理。"当李孝式在1938年向中华总商会递上辞职信时，总商会的挽留信中

称李孝式"学贯中西，少年英伟，数年W来，赞助该会，厥功殊伟，当此

国族化危，尤须借重长才...""从中我们看到接受中西教育进而精通双

语是李孝式的另一个优势。M李孝式能够使用粤语与英语流利的发言及书
写，让他时常被推选为大会主席或发言人，W广东话主持华社重要的会

议u，起草书信及重要文件，如发给中国政府的电报，给社会大众的公告
和社团的章程等。22在这些组织里，接受高等教育的李孝式与其身家背
景，再加上他愿意出钱又出力，因此让他轻易的挤身社团领袖的行列。

根据英国宪政的传统，利益团体有权向政府表达他们的意见。所W身
为雪兰義中华总商会和锡矿总局的总理，李孝式也代表雪兰薪商人与矿家
的利益，向殖民地政府提呈建议。精通英语的他被雪兰薪参政司推荐进入
吉隆坡卫生局，成为委员之一。当时的卫生局所扮演的角色类似今天的市
议会，是马来亚最早让非官员参与地方行政管理的机构。

从李孝式所参与的社团所进行的活动中，我们可W看到当时的华侨如
何周旋在英殖民地政府、马来苏丹与中国政府么间。例如在19%年间，雪
兰義中华总商会对外的主要活动有：庆祝英皇登基25周年纪念、欢宴四州
府钦差大臣汤姆斯爵±、筹脈中国水灾与庆祝中国国庆。我们可从中华总
商庆祝英皇登基银喜纪念的文告中的"在此25年来，得英皇清明之治，及
蒙其庇护，十分感激也" 23,看出华商对英国殖民地政府的态度。雪兰義
苏丹Sultan Allaeddin Sulaiman Shah也曾为中华大会堂主持会所落成开幕典
礼（雪华堂八十周年堂庆纪念特刊编委会2004: 43)。当雪州苏丹在1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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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驾崩时，雪兰蕃中华总商会也通告同侨下半旗，停止娱乐宴会W示哀

悼。24

四、领导抗日活动

华侨对于称为祖国的中国又有另外一种不一样的情感。尤其是在1937

年屯尤卢沟桥事变后，中国全面爆发抗日战争。新马华人中国民族主义认

同也在这场波滿壮阔的抗日救亡运动中被推向了高潮。在雪兰義中华总商

会的号召下，雪兰義华侨筹脈祖国难民委员会（雪华筹脈会）应声在1937

年8月22日成立。在5天后的第一次委员会会议中，李孝式复选为雪华筹贩

会主席（请参阅表二）。

表二：1937年雪兰薪华侨筹脈祖国难民委员会委员

会长 李孝式

副会长 洪进聪、黎德禄

财政 张郁才

财政 陈占梅、陈仁噪

设计股正主任 辛厚慈

设计股副主任 刘其武、张昆灵

XX股正主任 曹尧辉

XX股副主任 林世吟

秘书股主任 甄国灿

宣传股主任 陈济谋

宣传股副主任 朱植生

常务委员 李孝式、黎德禄、.张郁才、曹尧辉、洪进聪、辛厚
慈、张昆灵、叶养赛、黄重吉、陈本初、陈仁巧

资料来源：《星洲日报》19%年8月28日。"

其实在抗日救亡运动发起前，雪兰栽华侨早已断断续续向中国捐献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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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募款。如在19%年初蒋介石生日么际，雪兰義华侨在中华总商会的领导

下W祝寿为名，筹募捐款购买战机。在同年8月，雪兰義募得约两架飞机

的捐款。26当1937年中国发生严重的旱灾，雪兰蕃华侨也举行园游会筹款

脈灾。27虽然送些活动在华社成功的进行，并为接下来的雪华筹脈会铺好

了道路，但筹脈会的成立却面对殖民地政府猜忌。为了防止捐款用在支持

中国政府对日本的战争上，华民护卫司召见了总商会的委员，并提出W下

兰项条件：（1)所有筹得之款项，需用于筹娠难民；(2)筹脈会所举出

之职员，须经当地政府之承认；（3)筹得之款项，需汇交行政院长蒋介

石收。在同意W上条款后，雪华筹脈会才得W开始筹办，并将总部设在中

华大会堂内。28在李孝式的带领下，雪华筹脈会通过举行游艺会，售卖自

由公债，鼓吹月捐，举办脈灾商店，献金运动等筹集捐款并购买医药、雨

衣、胶鞋等军需用品寄往中国。雪华筹脈会在第一年内所筹募的款项达功

币138万8千的7元1角。29其后雪华筹脈会也响应己城侨领庄西言的献议参

加南洋各属筹脈代表大会。李孝式在大会中（1^151票/134票）被选为南侨

总会的委员之一，当时主席为陈嘉庚。南侨总会的成立显示了当时南洋华

侨的空前团结。

李孝式了解报章在民间宣导所扮演的角色，除了战后所办的《中国

报》外，其实在战前他已与露需州的侨领梁藥南w合作，在吉隆坡创办了

《马华日报》。31这份在1937年开始发行的报刊今已佚失。我们仅知道当

时它是唯一一份在中马出版的报章，且被喻为是中国国民党的喉舌，内文

充满反日情绪（FujioKara2013: 53-63)。
广州在1938年10月21日沦陷，来自广东省的走百多位华侨随即在26日

聚集在雪兰蓉中华大会堂，一致赞成成立"雪兰義粤侨救乡会"，W筹募

义款进行救乡运动。当时最德商望重的粤侨侨领为张郁才，公推为主席。

而年仅38岁的李孝式则推举为副主席。随后，为凝聚力量，他们决定将粤

侨救乡会解散，并将所有善款都递交雪华筹脈会。在解散的同时决定在粤

侨救乡会的基础上成立了雪兰蕃广东会馆，并推举李孝式成为首届主席。

当时吉隆坡的华侨大多数来自广东与福建省。广东会馆的成立几乎包含吉

隆坡一半的华侨人口，主席的职位不仅肯定李孝式的领袖地位，也让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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跃成为当时最有影响力的侨领之一。李孝式在雪兰義的影响力让远在中国

的广东省政府也来函邀请他担任省府参议32、粤省脈济会委员33与广东省
缓靖公署名誉参议34。

上送些任命，再加上所办报章的言论，与中国政府官员来往甚密的

李孝式一直被视为中国国民党的忠实支持者。但其实李孝式的名字从没有

出现在当时马来亚国民党分会的名单上。他被如此定型也许和当时的环境

有很大的关系。首先，李孝式的父亲李季嫌在香港曾参与孙中山的同盟

会。民国成立后又担任广东省民政厅秘书、广州市政府顾问、广东省咨议

局议员等职，与中国国民党颇有渊源（信宜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1990:

53)。接着，锦绝泰与领事馆的关系十分密切，人们甚至可W通过锦给泰

申请中国护照。M再加上当时的中国是党大于政府的情况，甚至当时的吉

隆坡领事馆也是党务与侨务兼管。所W当时对中国的国家认同，也包括认

同中国国民党的统治政权。

1939年9月英国对德国宣战。雪兰義侨团大会决议成立援英委员会，

即席认捐义款共达5万余元。36后来，雪兰義援英委员会将名称改为马来

亚民众援英义捐委员会雪兰義分会华人支会（援英委会）。援英委会的主

席为张郁才，副主席为李孝式和其他雪兰義侨领，这包括陆佑夫人、黄重

吉、丘武昂、朱嘉炳与杨旭龄。37在短短一个月内雪兰繁援英委所募得

的马来亚爱国基金己达$112,073.97，其中华侨贡献共$72,725，约占总数
的65%。38李孝式对雪州的贡献深受雪兰薪苏丹的肯定，受委为太平局绅
(Justice ofPeace )巧。

战火也渐渐迫近马来亚，雪兰義参政司在1941年1月委任了佩治（H.J.

Page)上尉为吉隆坡空袭防范部主任。随即而来的是搭建防空壞、灯火管
制演习W、防空及救伤演习等等。总商会也与政府合作负征求防空人员负

责救生、救火、救伤及防空员。"身为总商会的总理，李孝式被委任为吉

隆坡防空部南区主任。"这让他有机会走入人群中，通过广播及演讲教

导民众有关空防问题。"这在当时虽是头一遭，但也让李孝式这名字更为
雪吉義人所熟悉。随着战事的升级，李孝式在12月8日被委任为吉隆坡防

空指导副主任，在11日被升为总主任。他一直担任此职位到次年的1月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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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知

当时许多人都力劝李孝式离开，因放不下在南洋这里过去二十年的事

业，他将家人送往新加坡，自己却选择留下。"1942年1月2日，日军在瓜

拉雪兰费登陆，6日吉隆坡全面戒严。日本人悬赏6万元，要他的人头。吉

隆坡领事馆副领事，孙碧奇也召集了雪兰義的侨领要求他们呼吁当地的华

侨"为避免损失，应加紧疏散，最好都深入山林"。46同时，作为防空主

任李孝式也被令带领一组防空人员撤退至新加坡。鉴于新加坡也有沦陷的

危险，李孝式在1月30日乘船离开新加坡前往印度，直到二战结束才回马
来亚。

五、小结

李孝式从广东、香港、英国到落户马来亚；从一名海外剑桥毕业生、

家族企业继承者，到社团领袖；他的成功的因素主要可归纳为W下四项：

家世、际遇、跨文化的能力与当权者的认可。首先，与其他第一代的华侨

不一样的是李孝式的家族企业已在他父亲李季嫌那一代打好稳固的根基，

而他也顺利继承了父亲的事业、人脉与财富。

其次是际遇。李孝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毕业，那时正值世界经济
起飞，锡价高涨。虽然后来面对世界经济大萧条，但他之前的储备，及业

务的多元化让他的家族企业能安然度过难关，甚至有余力回到广西投资矿

业。二战前锡的需求大增，让他的事业重新活跃起来，并成为当时吉隆坡

的大矿家。

1940年中国回教南洋访问团抵达吉隆坡，团长是后来的中国驻露房领

事一一马天英。其《中国回教南洋访问团马来亚访问记》曾记下他们对李
孝式的印象："李君粤人留学剑娇，中外造诣，军纪湛深，作事勇敢负

责，不雅假借，现任商会会长，兼雪兰義邦筹脈会主席，年事尚稱，在隆

璋侨众颇具声威……虽受教处洋，但国学亦颇有根底，公余有暇，雅好吟

咏。"（中国回教南洋访问团1940: 38, 46)从这短短的几句话中，我们

可W看到李孝式的处事作风深受西方教育的影响。这让他可W没有太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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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阔地打入英国人的社交圈子。此外，他也与中国政府保持密切关系。李

孝式塑造了一个殖民地政府可W接受，并且可W沟通的华侨领袖的形象。

在雪兰義华人社会眼中，他与英国人关系密切，作风详派，却保有华人文

化，如语言和国学的知识，也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该使他同时能让当

地的华人社会，尤其是第一代移民所接受。李孝式能横跨两种不同的文

化，并且为双方所接受。

最后，透过当权者所授予的官职或助衔W巩固领袖的形象，如被英国

殖民地政府委任为吉隆坡卫生局委员与吉隆坡防空主任，受雪兰義苏丹赐

封太平局绅，及被中国的广东省政府委任为省府参议、粤省贩济会委员与

广东省缓靖公署名誉参议等。虽然有些赐封或励衔仅是名义上，没有实质

的权利，但在华人社会内部却认同他领袖的地位，使他可W在1938-1941

年间在各社团、组织与机构中担任高职（见表王）。

表=:李孝式在1938-1941年所但任的职位

社团、机构、姐织 担任职位

吉隆坡卫生局 委员

庆祝英皇乔治第五银喜委员会 委员

庆祝英皇乔治第六加晃委员会 委员

吉隆坡华侨矿商俱乐部 部长

雪兰義锡矿总局 总理

马来联邦锡矿总局 委员

国际锡产限制中央委员会 委员

雪兰蕃中华总商会 副会长

雪兰義中华大会堂 委员

雪兰義失业救济会 会长

雪兰義粤侨救乡会 副主席

雪兰蓉广东会馆 主席

雪兰繁业主公会 董事

雪兰费华侨筹脈会 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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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筹脈会 委员

中国自由公债劝募委员会雪兰義区分会 会长

坤成女校 总理

尊孔中学 董事

马华日报 副总经理

雪华救护训练会 会长

华人接生医院 委员

吉隆坡扶轮社 会员

视察监狱 委员

视察联邦麻风院 委员

视察联邦老人院 委员

马来亚民众援英义捐委员会雪兰载分会华人支会 副主席

吉隆坡防空指导 主任

资料来源：《星洲日报》与《南详商报》1938年至1941年。

李孝式的家世、际遇、跨文化的能力与当权者的认可，让他在战后比其他

华侨领袖更快的恢复其领袖的地位。随着马来亚联邦（MalayanUnion)在
1946年成立，行政中也集中在吉隆坡，李孝式的影响力也从雪兰義州扩展

至全马来亚。

注釋

1 第一代移民就是在其他国家出生后，到移民国发展的新移民。
2 李孝式私人书信HSL 51.3/24，多篇李季廉的介绍都说他被谁封知政大夫，授五品

衔委用训导。而族谱的资料则记载季潇被谁投贤政大夫官衔，是国学生。
3 李孝式私人书信HSL51.24/4，信宜李锡芬致李剑桥的来信，日期23/6/1981。
4 李孝式出生的年份有几种不同的说法。根据李孝式就读的圣约翰学院的记录，李

孝式出生于1902年。在李孝式个人的记录里，1900年和1901年都曾经出现。所K
笔者根据李孝式自I960年代W来所提供的简历，选择1901年为出生年份。请参考
李孝式私人书信HSL 9.121 Bio-data - professional, business, and personal interests and
activities, compiled in 1966, 1S)69, 1970, 1977, 1979 and 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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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限制移民法令》虽在1928通过，但直到1930年8月起才正式实施。这法令限制
中国男性入境的人数，但并不限制中国女性与12岁政下的儿壹入境。刚开始毎月
限额为6016人，最后下降至毎月一千人（1932年8月-12月期间）。

6 《外籍人民法令》在1933年1月1日颁布L乂代替《限制移民法令》。在新的法令
下，将由刚成立的移民部口（Immigration Department)代替原有的华民护丑司
(Chinese Protectorate Office) (登记和限制新移民的人数。从1933年4月1日起,
中围男性配额入境制重新实施。1938年5月1日，也制定了女性入境的人数。

7 The Straits Times, 27 February 1930.
8 泰有锡矿一号和王号矿场的矿地地主是安邦锡公司（AmpangTinCo. Ltd)。
9 见 1931年至 1941年的Directory ofMa记ya.
10苏丹街12至14号的店铺是在1933年购下的。这原是信宜同乡陈铭盘所开设的高华

客找。之前锦绝恭坐落于谐衙（High Street,也就是现在的JalanTun吐义Lee) 189
号。

11 The Straits Times, 5 April 1930.
12 The Straits Times, 23 December 1930.
13 The Straits Times, 29 August 1931.
14 The Singapore Free Press andMercantileAdvertiser (1884-1942), 20 May 1932.
15 The Straits Times, 1 July 1932.
16其他组员为辛百弁及刘其武。
17《星洲日报》，1937年8月19日。
18 The Straits Times, 12 March 1934.
19《星洲日报》，19%年4月8日。
20李孝式自小就在家乡私塾接受启蒙教育。他十一岁进入岭南附小，两年后升上广

东中学，过后进入香潘皇仁书院及剑桥圣约翰书院。在这当中岭南附小和皇仁书
院是(中英文教学。

21李孝式曾主持欢迎上海厂亩代表大会（《新益群报》，1935年10月24日）；雪兰
義华校运动会上致开幕词（《星洲日报》，1937年6月28日）；代表雪兰获侨民
在欢迎新中国驻马领事呂子勤的大会上致欢迎词（《星洲日报》，1937年7月26
日）。

22李孝式曾草拟1935年8月成立的矿商俱乐部章程（《星洲日报》，1938年5月22
日），起草公告，为广东省筹贩会征求捐款（《星洲日报》，1938年11月18日），
代表雪兰義华侨发送电报给蒋介石W支持其抗日行动（《星洲日报》，1938年10
月26曰）。

23《新益群报》，1936年3月31日。
24《星洲日报》，1938年4月1日。
25 "XX"符号为原义不清楚的字。
26 The Straits Times, 27 August 1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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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星洲日报》，1937年6月23日。
28筹脈会将雪兰載分为9区，除吉隆坡区外皆设立分会。而吉隆坡区各蜂则划分为

43组(方便进行募捐工作。同时又^织妇女部及校联部，捏任筹募工作。
29 《星洲日报》，1938年8月22日。
30梁柴南（1880-1940)祖籍广东梅县。是霖霖州怡保的侨领。主要参与锡矿开

采、橡胶种植和银行业。他也是露霖州国民党的主席，积极参与抗日救亡运动。
他也是露霖州议员、华人顾问委员会委员，霖謗州中华总商会的一员。详情请参
阅 Lee Kam Hing and Chow Mun Seong,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in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Malaysia (Malaysia: Pelanduk Publications, 1997, p.98).
对《马华日报》的详细介绍请参叶钟铃："吉隆坡《马华日报》发展史"《亚洲
文化》no. 7 (1986年4月）。叶氏指出他是根据其他报刊零散的资料写出这份文
章，因为无法找到《马华日报》这份旧报纸。
《星洲日报》，1940年3月9日。其它受广东省政府主席，李汉魂聘请的有张郁
才、张昆灵、陈永、陈占梅、廖荣枝，黄伯才、朱嘉炳和杨溢稱。过后其他州属
的主要娇领也被委任。见《星洲日报》，1940年4月14日。
《星洲日报》，1940年3月9日。
《星洲日报》，1941年9月30日。

马共书记陈平在他，的回忆录里谈到他和莱特的护照都是通过锦绝泰办理的。请参
Chin Peng 2003,吻Side ofHistory. Singapore: Media Masters Pte Ltd, pp.l63,186-187.
《星洲日报》，1939年9月11日。
《星洲日报》，1939年9月14日。
《星洲日报》，1939年10月8日。
《星洲日报》，1941年5月13曰。
《星洲日报》，1941年2月4日。
《星洲日报》，1941年1月15日。
《星洲日报》，1941年1月15日。
《星洲日报》，1941年3月27曰； 《星洲日报》1941年5月14日。

国家樓案局Malayan Union no 10073/1946。
他在1929年4月娶了关小揪（原名关彩莲），建筑师关远之女。他们共育有5
男，2女。
孙碧奇：（沧海浮生记）《传记文学》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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