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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论 １

上编: 孙中山与南洋的革命运动

第一章　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南洋革命运动的历史脉络

(１９００—１９２５) ７

　一、革命运动的发端 (１９００—１９０５) ７

　二、革命思潮的源泉 １０

　三、革命运动的高潮 (１９０６—１９１１) １７

　四、政局多变的革命活动 (１９１２—１９２５) ２２

第二章　南洋革命运动的模式与特色:以新加坡和槟城的

革命机关为例 ２７

　一、新加坡的三大革命机关 ２８

　二、槟城的三大革命机关 ３４

　三、革命机关间的互动关系 ３９

第三章　书报社与南洋华人的革命运动策略 ４４

　一、书报社是不是革命派的机构? ４５

　二、书报社是分帮组织还是跨帮群组织? 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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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三、东南亚的 “三合一”革命运动模式 ５４

第四章　孙中山与南洋知识分子的交往与互动 ５９

　一、林文庆与孙中山 ６０

　二、李登辉与孙中山 ６５

　三、孙中山与南洋知识分子的相互影响 ７３

中编: 跨地域人物及其跨领域活动

第五章　跨地域抗日:林谋盛烈士在新加坡、中国、印度和

马来亚 ７９

　一、新加坡的家业与抗日救亡活动 ８０

　二、前往重庆待命及在印度的培训和指挥 ８９

　三、深入虎穴及壮烈牺牲:在马来亚的敌后工作 １００

　四、哪个国家的爱国英雄和烈士? １０７

第六章　革命志士陈武烈在南洋和中国的跨域活动 １１１

　一、星洲华社领导人陈武烈 １１２

　二、孙中山与陈武烈 １１６

　三、陈武烈在中国的事迹 １２２

　四、研究陈武烈的学术史意义 １３１

第七章　中国政治在南洋:厦大校长林文庆在新加坡

遭枪击事件 １３４

　一、历史事件:重构１９２８年的枪击事件 １３５

　二、中国政治在南洋 １４１

　三、被遗忘的枪击事件的历史意义 １５３

第八章　叶亚来:从平凡移民到不平凡领袖 １５６

　一、叶亚来的崛起:从过番客到华人甲必丹 １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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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二、叶亚来的奋斗:安内攘外巩固势力 １６２

　三、叶亚来的建设:从废墟到吉隆重镇 １６７

　四、叶亚来的历史地位:悲剧的政治人物 １７２

下编: 东南亚华人社会的文化图像

第九章　新加坡永定会馆:从会议记录和会刊看会馆的演变 １８３

　一、新加坡永定会馆的发展 １８４

　二、从会馆会议记录看战前的新加坡永定会馆 １８８

　三、从会馆刊物探析战后永定会馆的演变 １９７

第十章　宽柔中学董事会的运作和马来西亚华校的经营

(１９５８—２００７) ２１４

　一、宽柔中学董事会的成立和改组 ２１４

　二、宽柔中学董事会的职责 ２１９

　三、董事长与董事会职责演变的关系 ２２８

　四、宽中董事会的运作模式 ２３１

　五、董事会与华社的联系网络 ２３９

第十一章　书写莲山双林寺:多重意义的空间 ２４６

　一、莲山双林寺及其研究 ２４６

　二、作为宗教场所的双林寺

———江亢虎的 «南游回想记» ２５２

　三、具有帮群特征的活动空间

———郑健庐的 «南洋三月记» ２５６

　四、作为观光地景的双林寺———旅行指南 ２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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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第十二章　二战前新加坡的五四纪念:报章舆论与

华社记忆 ２６５

　一、新加坡的五四运动研究 ２６５

　二、１９１９年５—６月五四运动在新加坡的回响 ２６９

　三、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新加坡的五四纪念 ２７４

　四、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新加坡的五四纪念 ２７７

　五、论新加坡的五四纪念和记忆 ２８３

参考文献 ２８９

后　记 ３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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