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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前 ， 回 看 大
型 历 史 人 文 纪 录 片 《
下 南 洋 》 ， 我 仿 佛 穿
越 了 百 年 时 光 ， 被 影
片 中 一 位 传 奇 式 的 历
史 人 物 丰 富 多 彩 的 一
生 所 深 深 吸 引 ， 他 就
是 著 名 侨 领 黄 乃 裳 女
婿 、 防 疫 专 家 伍 连
德 “ 连 襟 ” 、 著 名 钢
琴 家 殷 承 宗 姑 父 、 在
我 国 辛 亥 革 命 史 和 新
加 坡 华 人 史 上 都 颇 有
声 望 的 林 文 庆 先 生 。
因 为 时 代 的 原 因 ， 林
文 庆 消 失 在 中 国 人 的
视 野 里 。 近 年 来 ， 关
于 他 的 研 究 不 断 深
入 ， 他 不 平 凡 的 一
生 ， 渐 渐 为 人 们 所 熟
知。

传 奇 而 丰 富 的 一
生

林 文 庆 祖 籍 福 建
省 海 澄 县 ， 是 福 建 移
民 到 新 马 的 第 三 代 。
他 1 8 6 9 年 出 生 于 马 来
亚 槟 城 ， 当 他 还 小
时 ， 便 搬 到 新 加 坡 ，
孩 童 时 期 父 母 双 亡 ，
由 祖 父 抚 养 成 人 。 在
英 国 求 学 期 间 因 成 绩
优 异 ， 获 英 女 皇 奖 学
金 ， 是 获 得 该 项 奖 学
金 的 首 位 华 人 。 他 除
行 医 救 人 外 ， 也 经 商

投 资 实 业 ， 并 积 极 参
与 社 会 活 动 ， 凭 借 自
己 的 聪 颖 与 努 力 ， 集
名 医 、 实 业 家 、 改 革
家 、 社 会 活 动 家 、 教
育 家 于 一 身 ， 成 为 新
马 家 喻 户 晓 的 杰 出 先
贤 。 在 当 时 英 属 马 来
亚 ， 他 与 辜 鸿 铭 、 李
光 耀 合 称 “ 英 属 三
圣 ” 。 如 今 的 新 加
坡 ， 不 止 历 史 教 科 书
中 有 林 文 庆 的 记 载 ，
还 有 以 他 名 字 命 名 的
街道和车站。

他 是 一 代 名 医 。
曾 就 读 于 英 国 爱 丁 堡
大 学 医 学 院 ， 而 后 在
剑 桥 大 学 潜 心 研 究 病

理 学 。 1 8 9 3
年 ， 他 回 到
新 加 坡 挂 牌
行 医 ， 以 高
超 的 医 术 和
对 穷 苦 患 者
的 关 照 ， 赢
得 良 好 的 社
会 声 誉 。 他
曾 治 愈 清 朝
驻 新 加 坡 总
领 事 、 诗
人 黄 遵 宪 的
肺 病 ， 为
表 彰 他 医 术
高 明 ， 黄
遵 宪 特 制 匾
额 相 赠 ，
上 书 “ 功

追 元 化 ” （ 华 佗 字 元
化 ） 四 字 ， 一 时 传 为
佳 话 。 1 8 9 5 年 以 后 ，
他 兼 任 新 加 坡 政 府 医
官。1904年创办英皇爱
得 华 医 学 院 。 他 发 明
了 治 疗 “ 香 港 脚 ” 的
药水“A·U”。1911
年 ， 他 回 国 任 清 政 府
内 务 部 医 务 顾 问 ， 兼
任北京西医院监督。

他 是 一 位 实 业
家 。 1 8 9 6 年 ， 他 尝 试
将 巴 西 的 橡 胶 引 入 ，
在 新 加 坡 开 办 了 第 一
家 橡 胶 种 植 园 ， 并 取
得 极 大 成 功 ， 继 而 在
马 来 西 亚 地 区 推 广 ，
陈 嘉 庚 就 是 在 他 影 响
下 经 营 橡 胶 园 的 ， 他
被 陈 嘉 庚 誉 为 “ 南 洋
橡 胶 之 父 ” 。 他 还 是
新 加 坡 银 行 保 险 业 先
驱，1912年至1920年，
他 先 后 与 人 合 资 创 办
华 商 银 行 、 和 丰 银
行 、 华 侨 银 行 ， 后 来
力 促 这 三 家 银 行 合 并
为 新 的 华 侨 银 行 （ 是
如 今 新 加 坡 三 大 银 行
之 一 ） ； 后 又 与 人 合

资 创 建 华 侨 保 险 有 限
公司。

他 是 一 位 改 革
家。1898年他出任“华
人 改 革 党 ” 领 导 人 ，
力 排 众 议 ， 发 起 “ 剪
辫 子 运 动 ” 、 “ 反 赌
博 场 ” 运 动 。 他 反 对
妇 女 裹 足 ， 反 对 吸 鸦
片 ， 破 除 旧 习 ， 复 兴
儒 教 ， 积 极 推 动 南 洋
华 侨 社 会 习 俗 改 革 ；
他 还 提 倡 女 子 教 育 ，
开 社 会 风 气 之 先 ， 与
宋 鸿 祥 、 阮 添 筹 合 称
为 新 加 坡 “ 维 新 三
杰 ” ； 与 伍 连 德 、 宋
旺 相 并 称 为 “ 海 峡 华
人三杰”。

他 是 一 位 社 会
活 动 家 。 他 曾 任 新 加
坡 立 法 院 华 人 议 员 、
市 政 府 委 员 、 内 务 部
顾 问 。 1 8 9 7 年 ， 他 与
伍 连 德 、 宋 旺 相 合 办
《 海 峡 华 人 杂 志 》 ，
引 导 华 人 关 注 中 国 形
势；与邱菽园成立 “
华 人 好 学 会 ” ， 向 海
外 华 侨 传 播 中 华 传 统
文化；1906年2月，孙
中 山 到 新 加 坡 组 织 同
盟 会 分 会 ， 他 成 为 同
盟 会 新 加 坡 分 会 的 领
袖 。 他 曾 作 为 中 国 代
表 ， 先 后 出 席 了 在 伦
敦 召 开 的 世 界 人 种 第
一 次 代 表 大 会 和 在 德
国 德 累 斯 顿 召 开 的 卫
生 会 议 。 在 清 末 民 初
的 中 国 ， 他 也 极 具 影
响力。1912年初，应邀
到 南 京 担 任 孙 中 山 的
私 人 秘 书 兼 医 官 ， 后
任内务部卫生司司长(
实为总长)。1916年出
任 外 交 部 顾 问 。 由 于
他 精 通 英 文 ， 孙 中 山
当 年 致 各 国 政 要 的 电
文 多 出 自 他 的 手 笔 。

孙 中 山 辞 去 临 时 大 总
统 ， 政 府 北 迁 时 ， 他
返 回 新 加 坡 ， 继 续 从
事 医 务 和 教 育 等 方 面
的 活 动 。 他 那 有 “ 共
和 胡 子 ” 之 谓 的 长
鬓 ， 就 是 那 段 革 命 岁
月留下的痕迹。

陈 嘉 庚 认 为 ： “
南 洋 数 百 万 华 侨 中 ，
而 能 通 西 洋 物 质 之 科
学 ， 兼 具 中 国 文 化 之
精 神 者 ， 当 首 推 林 文
庆博士。”

郁 达 夫 慨 叹 ： “
林 博 士 是 真 正 的 儒
者 ， 是 我 们 所 尊 敬 的
通 才 硕 士 ， 有 学 问 而
兼有道德的典型。”

南 洋 史 学 泰 斗 陈
育 崧 评 价 道 ： “ 如 果
将 林 文 庆 一 生 行 止 写
成 传 记 ， 便 是 一 部 东
南亚华人现代史。”

弃仕途接掌厦大
1 9 2 1 年 4 月 ， 陈

嘉 庚 在 厦 门 岛 荒 凉 的
一 角 ， 创 办 了 厦 门 大
学 。 第 一 任 校 长 邓 萃
英 因 在 北 洋 政 府 教 育
部 任 职 ， 无 暇 顾 及 厦
大 工 作 ， 一 个 多 月 后
便 提 出 辞 职 ， 所 以 ，
陈 嘉 庚 邀 请 林 文 庆 出
任 厦 大 校 长 。 当 时 恰
巧 孙 中 山 邀 请 他 到 广
州 政 府 出 任 外 交 部
长 ， 经 过 慎 重 选 择 ，
林 文 庆 决 定 接 受 陈 嘉
庚 的 聘 请 ， 于 当 年 ６
月 辞 掉 一 切 职 务 ， 到
厦 大 担 任 校 长 。 这 一
干 就 是 1 6 年 。 所 以 人
们 一 致 公 认 ， 他 才 是
厦 大 实 际 意 义 上 的 创
校 校 长 。 陈 嘉 庚 当 年
曾 不 无 感 慨 地 说 ： “
林 文 庆 在 南 洋 之 事
业 ， 如 数 十 万 元 之 家

                 林文庆：不平凡的一生         上

陈嘉庚（左一）、林义顺（左三）
林文庆（右一）等视察初建的厦门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