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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 》 ， 大 力 宣 传 革
命，抨击腐朽。

不久后，他的报
纸被强制停刊。

但他并未妥协。
他会见孙中山，加入
同盟会，继续投身革
命运动。

他参与领导了潮
州黄冈起义，1911年
辛亥革命爆发后，又
带头组织学生编成“
炸弹队”，配合福州
地区的武装斗争。

福州光复后，黄
乃裳出任福建政务院
副 院 长 兼 交 通 司 司
长，大力发展实业、
兴 修 水 利 、 振 兴 教
育。

当时福建地方财
政困难，诗巫的华人
们得知情况后，纷纷
伸 出 援 手 ， 寄 来 捐
款，为家乡的建设增
砖添瓦。

05
正 所 谓 大 器 晚

成，兜兜转转半生，
黄 乃 裳 终 于 踏 入 仕
途 ， 有 机 会 一 展 抱
负。

然而就在这时，
袁世凯窃国，开始大
肆迫害同盟会会员。

黄 乃 裳 被 捕 入
狱，以莫须有的罪名
被判处无期徒刑。

这位年过花甲的
老人，在监狱中关押
了数月，在海内外多
方营救下，才最终被
解救出来。

之后，孙中山在
广州重组军政府，聘

请黄乃裳为元帅府高
等顾问。

但此时的黄乃裳
身体已大不如前，仅
仅就任半年，便因身
体原因请辞，回乡休
养。

1924年9月22日，
黄乃裳因肝病复发，
病逝于故乡闽清，享
年75岁。

一代传奇，就此
落下帷幕，留给世人
无尽的悲叹与感慨。

为了纪念这位伟
大的爱国者，闽清各
界举行公葬，于闽清
县坂东湖头设立黄乃

裳纪念馆。黄乃裳铜
像静立门前，守护着
这片他一生热爱的土
地。

今时今刻，在几
千里外的马来西亚诗
巫，黄乃裳的名字亦
随处可见。

繁华热闹的黄乃
裳路，风景秀丽的黄
乃裳公园，庄重肃穆
的黄乃裳纪念碑，以
及培养了众多优秀学
子 的 黄 乃 裳 中 学 等
等。

走在诗巫的街道
上 ， 随 处 可 见 黄 皮
肤、黑眼睛的华人面

孔，到处都是熟悉的
福州乡音，令人倍感
亲切。

来 此 经 商 、 做
工、旅游的中国人，
不需要会英语，也不
需要会马来语，只要
会 福 州 话 或 者 普 通
话，就能畅通无阻。

诗巫境内建有几
十所华文学校，常常
组织学生来中国“寻
根”。

他们来到黄乃裳
的故乡，来到与他们
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
闽 清 ， 缅 怀 先 生 事
迹，了解祖国的风土

人情和传统文化，让
年轻一代更深刻地感
受 到 ， 虽 然 置 身 海
外，但根在中国，体
内流淌的永远是赤诚
的中国血脉。

一海之隔，两方
热 土 ， 黄 乃 裳 的 名
字，是两座城市的共
同记忆，也是华人心
中永远的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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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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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