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加坡国家文物局属下的文物机构晚晴园－孙中山南洋纪念馆，

20世纪初曾是孙中山在南洋的重要革命基地。中国同盟会新加坡

分会在晚晴园成立后，孙中山、胡汉民（1879 – 1936年）、

汪精卫（1883 – 1944年）、黄兴（1874 – 1916年）、居正

（1876 – 1951年）等人和南洋革命志士在此聚会。孙中山于此处

策划了三次起义，并曾将新加坡提升为同盟会南洋支部总机关。

本馆的四个常设展厅分别为：“初会晚晴，星洲三杰"、“星洲同盟

南洋支部”、“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及“共和之后，南洋回响”。

常设展览内容重新探讨新加坡华社在孙中山的革命运动中所扮演

的角色、对中国政治和社会改革的反应，以及辛亥革命在南洋

华人社会中留下的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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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晴园原是一栋私人别墅，1905年由本地华商张永福与其

弟张华丹共同购置，供年迈母亲颐养天年，取名“晚晴园”，

意取唐朝（618 – 907年）诗人李商隐的诗句：“天意怜幽草，

人间重晚晴”。

清朝（1644 – 1912年）末年，中国深受内忧外患困扰，而远

在南洋的华人忧心中国的发展并期盼自身民族的强盛。晚晴园

这栋建筑见证了张永福、陈楚楠（1884 – 1971年）、林义顺

（1879 – 1936年）以及其他本地先贤从维新（1898年）到革

命的心路历程，以及他们如何透过尢列（1865 – 1936年）

认识了孙中山，并投身其革命事业。

张永福（1872 – 1959年）

晚晴园主人张永福在家人眼中是一位值得尊敬的长辈。

他不仅重视以孝道及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价值观，而且

思想先进，主张女性也应该接受教育。他的女儿张舜琴

（1904 – 1978年）在英国完成学业后，成为新加坡首位女

律师。张永福认为：“我的子女可以散尽家财，但绝不能够

失去教育。”

张永福摄于

私人别墅放鹅水

（195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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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义顺肖像

（年份不详）

新加坡国家档案馆特许复制

陈楚楠肖像

（年份不详）

刘开祥先生特许复制 

林义顺（1879 – 1936年） 

同盟会新加坡分会创会成员林义顺是张永福的外甥。虽然他

接受英文教育，但他深受张永福的影响而积极参与革命。

1903年，林义顺翻印邹容所著之《革命军》数千册并前往中

国潮汕各地散发，后亦参与《图南日报》及《中兴日报》的

创办，且在孙中山停留本地期间负责其对外联络事项。民国

成立后，林义顺持续关心中国事务，并计划撰写其致力革命

30余年的过程，但此书随着他的病逝而未能完成付梓。

陈楚楠（1884 – 1971年） 

同盟会新加坡分会创会会长陈楚楠（本名陈连才）自小与邻

居张永福相识。他为了参与革命而使用别名陈楚楠，20岁时

便已在报章撰文抨击清廷的腐败，可谓英雄出少年。同盟会

新加坡分会成立后，他协助孙中山在南洋各地建立同盟会分

会及书报社等组织宣传革命。除了与张永福共同分担孙中山

在新加坡停留的费用之外，他还负责安置避居新加坡的革命

志士。他终生服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

思想，实践以教育及实业救国救民的主张。



孙中山题赠张明远“博爱”横幅（年份不详）

此为孙中山题赠张华丹长子（即张永福侄子）张明远之“博爱”

横幅，显示孙中山与张氏家族友谊深厚。孙中山讲述民族主义

理念时强调，所谓“博爱”，就是要“救世、救人、救国”。

张志贤先生特许复制

《图南日报》日历牌（1905年）

这份在1905年印制的日历牌，是张永福和陈楚楠等人与

孙中山认识之介绍物。1904年张永福、陈楚楠及林义顺

为提倡革命而创办《图南日报》。张永福亲自设计日历牌

并随报附送。日历牌中间印有自由钟和独立旗的图案，

上面还印有“忍令上国衣冠沦于涂炭，相率中原豪杰还我

河山”等字眼。远在檀香山的孙中山发现这份宣传反清革

命的日历牌而感到欣喜，特地联系当时在新加坡的尢列，

表示希望与张陈等人见面。

资料来源：《南洋与创立民国》（193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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