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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
作为中国第一个

海外租借地，诗巫是
华人走出国门、迈向
世界的重要见证。

9 9 9 年 的 租 期 ，
比清廷与西方列强签
订的任何一个不平等
条约都要长。

消息传回国内，
一时引起轰动。就连
孙中山先生都大加赞
叹：“此为鸦片战争
以 来 ， 中 国 对 外 签
订的第一份平等之条
约！”

找到落脚点后，
黄乃裳返回福州，招
揽 百 姓 前 往 诗 巫 垦
荒。

经过半年多的筹
备，1901年初，第一
批百姓在黄乃裳的带
领下，穿越茫茫南海
抵达诗巫。

接着，又有第二
批、第三批，前前后
后共计1118人。这些
人有男有女、有老有
少 ， 涵 盖 士 、 农 、
工 、 商 、 医 各 行 各

业。
这些在清廷的压

迫 下 走 投 无 路 的 人
们，在遥远的异国他
乡，开启了自己崭新
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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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诗巫，完

全称得上是一片蛮荒
之地。

随处可见热带雨
林，遍地都是低洼沼
泽 ， 还 流 行 着 登 革
热、疟疾等传染病，
对人们的生命安全有
着很大的威胁。

这 群 勤 劳 的 人
们，丝毫没有被危险
与困难吓倒，他们早
起晚归，伐木屯田，
开始了大规模的垦荒
活动。

黄乃裳分给每个
垦农30亩地，并向拉
者借贷了一笔资金，
搭建亚答厝（一种南
洋传统建筑形式），
作为人们的住处。

为了方便民众，
他开设商店，取名“

新福州垦场公司”，
出售米、盐、布、咸
鱼等生活必需品，又
开 设 诊 所 、 创 办 学
校 ， 为 民 众 提 供 医
疗，为孩子们提供教
育。

千余人的生计，
被黄乃裳安排得井井
有条，他们开垦了几
千 亩 良 田 ， 种 植 番
薯、杂粮、蔬菜等作
物，获得了极大的丰
收。

他们在垦区间修
建大路，在河流上架
起桥梁。短短数年，
城市的雏形在这片原
本荒芜的大地上，奇
迹般地搭建而起。

在解决了温饱问
题之后，他们开发了
当 地 丰 富 的 木 材 资
源，引种高经济价值
的橡胶，开工厂、搞
运输，和周边城镇做
起了生意，生意做得
如火如荼。

历史学家沃尔克
在他所著的《徜徉在
南洋野蛮人之间》一

书中，详细地记录下
了这一繁华的景象：

“诗巫这里的河
流非常宽阔，将近一
英里，河岸旁是马来
人的村庄……中国人
在这里大做生意，经
过这条河从达亚人和
其他当地人那里获取
巨大的利润。”

勤劳的中国人，
给诗巫带来了繁华，
也将故乡的文化，在
这 片 大 地 上 播 散 开
来。

他 们 将 诗 巫 称
作 “ 新 福 州 ” ， 保
留着福州的各种传统
习俗，黄乃裳立下规
矩，要求华人及其后
裔永远“勿忘国语，
勿忘福州话”。

他们从未忘记自
己的根在中国。

抗 日 战 争 爆 发
后，他们从老人到孩
子、从商人到农民，
无不省吃俭用存下钱
来，寄回中国支援抗
战。

血浓于水。遥遥

一海之隔，他们以实
际行动，为祖国贡献
着自己的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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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认为，黄

乃 裳 会 一 直 留 在 诗
巫 ， 坐 拥 着 大 笔 财
富，安然度过余生。

但 事 实 并 非 如
此。

他只在诗巫待了
4年，等到同胞们生
活 步 入 正 轨 ， 他 便
将管理工作移交给下
属 ， 只 身 返 回 了 福
州。

他惦记着家乡，
在他看来，移民改变
的仅仅是1000多人的
命运，而遥远的祖国
大陆，还有几万万同
胞正遭受着苦难。

唯有革命，才能
彻底推翻清廷的腐朽
统治。

回国后，他积极
为革命奔走，前往上
海会见宋教仁、蔡元
培等人，又在厦门主
办报纸《福建日日新

黄乃裳与同盟会诸人合影

一个被通缉的福建人，带着1000多人
逃到海外，建了一座中国城(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