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上 海麦通大李岭
,

容风犯套堂

中国第一位留美大学毕业生
、

爱国华侨学者容阂逝世以后
,

国内外纪念容阂的活动
,

接连不

断
「

在美 国
,

耶鲁大学于 1 9 5 4 年为容阂在该校毕业 1 0 0 周年举行 了隆重集会
,

接着
,

容阂小学
、

容阂纪念碑等纪念性组织与建筑也先后建立
。

在国内
,

纪念容阂较大的建筑物
.

则是上 海交通大

学容阂纪念堂

上海交通大学是闻名国内外的一所高等院校
,

至今已有 9 0 多年的历史
。

校内用人名命名的建

筑物有两座
;

一座是文治堂
,

由学校毕业生自行捐款修建
,

为纪念曾任校长的唐文治
,

现称小礼

堂
。

另一座则是容阂堂
,

是由当时的国民党政府铁道部拨款筹建
。

1 9 3 2 年动工
,

1 9 3 3 年竣工
,

前

后花去款项 l 。 万 元
。

现在是学校党委
、

教学行政办公所在地
。

容阂堂是一座三 层混凝土结构的楼房
,

建筑面积 1 4 0 0 0 平方米
。

它作为 1 9 3 3 年 4 月 8 日校庆

功 周年献礼的礼品
,

于 3 月 3 0 日正式交付使用
。

大楼落成那天
,

学校举行了盛大的落成典礼
,

国

民党铁道部及上 海党政要人均来参加
。

交通大学 《校刊 》 配合容阂堂的落成
,

刊登了容阂的生平
。

斗月 8 日校庆之际
,

又用更大篇幅刊登了容阂传略
。

名人徐佩馄为容阂堂题词
: “

蔚成学府
” 。

大楼

的 正门
,

篆体字写着
“

容阂堂
” ,

是书法家的手笔
。

解放前
,

容阂堂一道被列为学校的第一校产
,

落成后一直作为学校教学行政中心
,

又称
“

总

办公厅
” ,

以后历届校庆招待会
,

都在里 面举行
。

解放后
,

一座座新的教学
、

图书大楼平地而起
,

容阂堂建筑规模虽相形见细
,

但它的
“

总办公厅
”

地位仍然没有变
。

在容阂堂落成的同时
,

交通大学还为容阂树立了一座铜像
,

在校庆四十周年这天举行了揭幕

仪式
。

可惜这尊铜像在日本人占据学校后被毁掉了
。

( 白桑摘 自 《珠海文史 》 第二辑唐仁进文 )

}J 报 》
。

i亥报侧重宣传孙中山的 革命思想和学说
,

继续

批判保皇
,

成为南洋革命党 人反对改 良派和宣传革命

的 另
一

个主要阵地
。

可惜 注报出版不足两年便被入侵

缅 甸的英国殖 民当局查封
。

为发动广州起义
.

1 9 1。 年孙中山亲赴南洋向华侨

簿款 为配合宣传发动工作
.

同年 12 月 公光华 日报 》 在

马 来西亚的槟城复刊
,

作为当地同盟会机关报
。

在它的

宣传鼓动下 激 发了革命党人的斗志
。

孙中山在该报馆

内曾亲自主待过
“

黄花岗起 义
”

的秘密军事会议
。

迄今

杭城著名侨报 亥光华 日报 矛 仍沿 用原来的名称
。

孙中 ! L!除 亲自创办这些侨报外
,

对各地华侨社 团

办的侨报 也很重视
,

给予扶持
,

加以改造
,

使之成为兴

中会 同盟会的革命喉 舌 1 9 0 3 年
,

他将檀香山华侨

办的 《隆记报 》 改组 为 《擅香山新报 》
,

使之成为兴中

会的机关报
; 1叨 l 年在美国旧 金山改组 《大同报 》 ; 19 (〕6

年他在加 节大温哥华加入
“

洪门致公堂
”

后
,

即把该堂

的喉舌 《华美 日报 》 改组 为 亥大汉公报 》 ; 1 9功 年他再

3 4

度赴美国筹募军响时
,

将 《少年周刊 》 改组为同盟 会机

关报
,

并易名 《少年中国晨报 》
。

另外
,

1 9 0 7 年泰国华

侨创办的 《华逞新报 》
、

1 9 10 年加拿大华侨创办的 《新

民国报 》
、

1 9 11 年马尼拉侨团创办的 《公理报 沙等
,

都

曾经得到孙中山的关怀和支持
。

孙中山在海外各地创办
、

改组和 支持的侨报
,

向海

外各界人士广泛传播了他的爱国思想和革命主张
,

并

通过与保皇派一连串的激烈论战
,

从而加强了 民主革

命派对远近各华侨居地的影响
,

对发动组织华侨参加

和支持辛亥革命运动起了重大的作用
,

在 中国华侨史

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

据资料记载
,

回国参加辛亥广州

起 义的华侨
,

仅以新加坡
、

槟城等地 回来的不 下 5 00

人
,

他们英勇 无畏
。

这是孙中山的伟大功绩之 一
,

也是

海外华侨的光荣和骄傲
。

孙中山创办
、

扶持与改造侨报

的事迹
,

不但当时推动了广大华侨对辛亥革命作出巨

大的贡献
,

同时
,

使孙中 山的革命思想和学说对推动东

南亚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