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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题目：《槟城新报》中清末华人对于“奢侈”的论述 (1895-1911) 

学生姓名：陈贤敬 

指导教授：陈爱梅 博士 

校院系：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 

 

摘要 

 

 本研究对《槟城新报》（1895-1911）中与“奢侈”相关的政论文章进行了

详细的统计和分析论述，得知了当时移民华人对于奢侈议题的关注程度。通过

对社会类文章内容的分析，发现“鸦片类”和“政治类”是最受关注的议题，

这反映了华人移民对于国家政治和民族认同依旧是以“中国为倾向的”。思想

类文章几乎都呼应了“黜奢从俭”的观念，反映了移民华人对于中国传统价值

观的忠实。《槟城新报》刊登此类文章具有一定的警示作用，故亦反映了移民华

人对当时社会风气的态度。研究结果表明，当时的新马地区确实存在着奢侈风

气现象，这与当时的社会阶级观、环境因素等密切相关。研究结果也指出了南

洋华人与中国本土华人在民族意识上有逐渐区分的现象。此外，本研究还探讨

了《槟城新报》在政治立场上的演变以及与保皇派与革命派的斗争与《槟城新

报》的关系。整体而言，本研究对于 19世纪末至 20世纪初期新马地区移民华

人社会的深入理解有着深刻的帮助，亦对于了解当时的政治、社会和价值观念

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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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刻，好在完成，感恩自己，感恩父母，感恩导师，感恩朋友，感恩世界。 

 亦没有想到毕业论文完成的那一刻的感觉是这样的，本以为在完成的那一

刻会是很松懈的，圆满的。但实际上似乎不是这种感觉，更多的是一种空虚感。

距离提交论文的前几周，几乎每日与朋友到图书馆下的自习室报道，那种匆忙

的感觉习惯久了就真的是习惯了，暂时无所事事反而比较的不习惯。这里特别

感恩每日 SC之合作伙伴——珮德隆不吃芹菜，没有他们的“在旁假装扮演努力

角色”，或许自己也没有那个动力去完成。没有毕业论文，我就不会长期待在

SC，也就不能实现在学校钓鱼的愿望，结果不敢相信还真的钓到了（可惜不能

在附录附上战利品，不然我肯定狠狠的附上），所以在此感恩学校设置了毕业论

文给我们。 

 虽然每次会有一点对不起我的指导老师，我总是拖拖拉拉到最后一刻才交

给她批改，但她还是很“不嫌弃”的接受了我，给了我很多的建议去修改。感

恩父母对我的精神与经济支柱，让我的大学时光过得还算不错。最终感恩自己，

你撑下来了，很高兴你的身体还抗住，活着就好。最后，引世界著名文学家兼

思想家兼行为艺术大师肯尼·潭的人生座右铭作结尾：“慢慢来，比较快，望世

界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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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动机 

 

《海国公余辑录》载：“新闻络绎缀成篇，石印分明玉版笺，中外流行无间

阻，看须一日一回钱”，张氏案亦曰：“新闻纸流行中外，屿中阅视者多人”。1 

《槟城新报》作为马来亚最“元老”级别的华文报章之一，在当时的社会具有

一定的影响力且拥有不少的读者。报章作为政治宣传的一定手段，其编入的文

章或多或少带有一定的政治意义，这点在该时期更为明显，《槟城新报》也不例

外。 

“奢侈”议题是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常见的讨论议题。而《槟城新报》在

此阶段内也编入了很多篇关于讨论“奢侈风气”的文章（以 1895年至 1911年为

例就有至少 85 篇，如：“《崇俭篇》《论妇女盛饰之害》《中西奢侈辩》《奢侈说》

《论国势贫弱皆由俗尚之奢》《奢侈说》《论奢侈为国家末运之佐证》《由奢而俭》

等等。” 

选择 1895 年至 1911 年为本次研究的界限是因为这段时期涉及了几个比较大

的事件，一为保皇派与革命派的斗争、二为儒教复兴运动。保皇派与革命派早

                                                
1 江剑聪，〈五四以前的马华报刊文学现象——以《槟城新报》为中心〉，《台北大学中文学报》2021 年第

29 期，页 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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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在新马的斗争，促进了马新报业的发展，《槟城新报》亦是在这种背景下诞生

的，故报社所刊登（选择）的内容中具有一定的政治倾向。而新马的儒教复兴

运动，也促进了当时刊登了很多关于“儒家思想”的文章。 

除了中国社会以外，纵观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的新马社会而论，社会上也

弥漫着“奢侈风气”，人们的心态也开始有了转变，这点具体体现在服饰、葬仪

文化、结婚习俗、奴婢交易、谢神活动、捐款活动、饮食、赌博、嫖娼、毒品

等等。报章作为反映某时期的人对于社会的看法，也能反映部分的社会情况，

故研究《槟城新报》中与“奢侈”有关的政论文有助于让我们了解当时的社会

情况。 

综上所述，了解当时《槟城新报》所纳入的晚晴清人对于“奢侈风气”的

看法，有助于让学者探讨当时社会对于奢侈风气的看法以及态度，并且发现当

时的这种舆论对于马来亚的奢侈风气有没有带来一定的影响。简而言之，其报

社报道的文章反映出海外华人对于祖国政治的看法以及态度，对于了解 19 世纪

末至 20 世纪初华人社会（包含中国人以及海外华人）的文化价值观、消费价值

观有着很大的帮助。 

除此之外，通过其中对于“奢侈风气”的报导，亦可以观测出其中的政治

立场，并提供另一层的证据来证明《槟城新报》是倾向保皇派的。报章能在一

定程度上反映当时的社会状况，故也能从此研究中发现“奢侈风气”在当时是

呈什么样的形态以及其构建过程，有助于更全面的了解当时的社会风气。研究

《槟城新报》（1895-1911）中与奢侈有关之政论文，亦能从数据中反映出当时

新马移民的族群意识以及身份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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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文献回顾 

 

纵观以马新视角的角度探讨华人奢侈风气的研究，直接谈论《槟城新报》

中有关于奢侈方面的讨论不多。可是围绕着“谈奢侈”内核（如：“当时的经济

活动、政治背景、《槟城新报》背景、民族主义运动、社会风气等等”）背后的

相关研究就不少，故学者会结合这些前人的研究成果去配合说明解释本学者前

文已提到的问题意识。 

先论与晚清华人对于奢华风气的态度的相关研究。赵炎才曾针对晚清奢俭

消费思想提出了一篇名为《晚清奢俭消费思想的历史演变》，其主要述说了晚清

奢侈观的演变，文章以各种例子介绍了当时的奢靡现象，证明了当时的晚晴是

呈“奢华风气”的。总体而论，文章告诉了我们晚清的消费思想相较起传统消

费思想已开始有明显的改变倾向，故此还出现了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等人

融合近代经济思想而重建的“奢俭”论，这些人对于“奢俭”观的讨论都可视

为当时爱国人士关注国家未来所作出的表现。2此论文有助于让学者了解晚晴人

的奢侈观，对于研究报刊的与“奢侈”相关之文有很大的意义，因为《槟城新

报》中的文章很多都与晚清的“奢俭观”挂钩。 

爱国人士都有谈论“奢侈”风气，但性质有别，据激进程度分为不同的派

系，既为肯定论派、否定论派以及综合论派。而赵炎才的《清末时期“奢俭”

观的学理透视》对于肯定派、否定派、综合派分别对于“奢俭”观念的论述有

                                                
2 赵炎才，〈晚清奢俭消费思想的历史演化〉，《天津社会科学》2008年第 5期，页 142-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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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于本报告对于分析不同的报章时可对其进行更细致的性质划分，3也可让我们

观出清末人谈论“奢俭”背后的内核以及带来的影响。 

汪鲸《适彼乐土：历史人类学视野下的新加坡华人族群》对于新加坡的华

人社会奢侈风气有着许多个案的研究如：“婚姻、娼妓、葬仪文化等等。”4对于

可用于研究新马社会的奢侈风气现象，其书中的<新加坡华人的丧葬形式>、<新

加坡华人社会问题>、<新加坡华人族群的婚姻、家庭与宗亲>中的内容都有对于

新马“奢侈”风气进行例子上的论述，故能让学者了解新加坡的丧葬文化、娼

妓问题、赌博问题、婚嫁问题等等。5 

此外，陈达的《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中也针对了华人的衣食住行有着很

多个案分析，如华侨的服饰、华侨家庭的食品、房屋的装饰等等，这些方面的

资料都可选用于解释当时的奢华风气。6 

范若兰《性别与移民社会：新马华人妇女研究》中对于主妇的划分（既上

层人士妻妾、中产人士妻妾和工人妻）以及概述让我们以妇女的角度窥探当时

的社会风气面貌，由其是上层人士妻妾的日常生活，更能显示出当时的奢华消

费活动（女性装饰、吃穿、享乐等等活动）。7余小慧的个案研究——《十九世

纪末槟城华人社会之花会赌博现象》亦也为我们提供了 19 世纪末的槟城华人社

会赌博风气，8因其也与奢侈风气有着一定的关系，故也可借以利用。 

                                                
3 赵炎才，〈清末时期 “奢俭 ”观的学理透视〉，《学术研究》2006年第 10期，页 105-111。 

4 汪鲸，《适彼乐土：历史人类学视野下的新加坡华人族群》（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页 90-

132。 

5 汪鲸，《适彼乐土：历史人类学视野下的新加坡华人族群》，页 90-132。 

6 陈达《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北京：商务印书局，2011），页 106-128。 

7 范若兰《性别与移民社会：新马华人妇女研究（1929-1941）》（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9），页 176-

177。 

8 余小慧，〈十九世纪末槟城华人社会之花会赌博现象〉，《南方大学学报》2013年第 1期，页 8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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奢侈消费与经济息息相关，颜煌清所论的〈华人历史变革（1403-1941）〉

里就有较为全面的记录中国人漂洋过海来到马来亚以及新加坡后累计财富的过

程，既通过了转口贸易、商品化的农业、采锡工业等等，华人在其中都扮演着

很重要的角色，加之华人的经商本事，造就了当时很多的华商累积了很多的财

富。9而林水檺也有大致的说明华人的社会结构以及经济发展，在其〈新马华人

社会的阶级结构与社会地位（1800-1910）〉中就指出了华人从十九世纪至二十

世纪初的华人社会阶级结构可分为士、工、商三大阶层，并论述了华人追求商

阶级是因为要追求财富，也述说了一些富人的奢侈消费行为。10作者也从传统儒

家思想对中国人造成的影响进行切入，对华人追求社会地位的行为做出分析。11

骆静山的〈大马半岛华人经济发展〉则是对新马华人累积财富的过程有着更详

细与全面的记录（基本也涵盖上述两人所提的内容），且还使用很多的数据图来

支撑其理论。12 

《槟城新报》刊载关于奢华风气的文章与中国的改革运动、海外华人的民

族主义运动、社会改革主义有关，故也需要借用这方面的前人研究成果。颜煌

清的《华人历史变革（1403-1941）》之＜中国政治的影响＞有作关于海外华人

民族主义的起源、华人改良主义者与革命者的活动以及影响方面的研究，13故我

们可见后来反映在《槟城新报》的现象即为有明显的偏儒教思想倾向。 

                                                
9 颜煌清〈华人历史变革（1403-1941）〉，《马来西亚华人史新编（第一册）》（吉隆坡：马来西亚中华大会

堂总会，1998），页 10-28。 

10 林水檺〈新马华人社会的阶级结构与社会地位（1800-1910）〉，《马来西亚华人史》（吉隆坡：马来西亚

留台校友会，1984），页 201-218。 

11 林水檺〈新马华人社会的阶级结构与社会地位（1800-1910）〉，页 201-218。 

12 骆静山〈大马半岛华人经济发展〉，《马来西亚华人史》（吉隆坡：马来西亚留台校友会，1984），页

231-273。 

13
 颜煌清〈华人历史变革（1403-1941）〉，页 1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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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此篇记载的保皇派以及革命派斗争的展开也有助于此研究的参考，

因为报社就是两派斗争的媒介之一，虽《槟城新报》并不是两派之间最早进行

公开论战的媒介（最先是在《日南日报》和《天南新报》之间进行的14），但后

来的报业几乎都有“站边”的情况，这点在谢诗坚《槟城华人两百年》就有记

载：“孙中山和康有为的斗争，不但带动华校林立，也使华文报业从中茁壮成长。

如支持保皇派的叻报、星报、天南新报等；如支持革命的、光华日报、南洋商

报、槟城新报、现代日报及星槟日报等。”15（虽然学者认为作者的对于槟城新

报是站革命派的说法有误，因据当时的政论来看，槟城新报的政治倾向是偏保

皇派，本人只是借引来说明两派的斗争时报业是有明显的“站边”现象） 

林远辉、张应龙《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侨史》的＜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侨与

辛亥革命＞有对革命派与保皇派在新马的论战进行记载，其中就有说明了《槟

城新报》的倾保皇派现象以及对社会改革运动的贡献（批评奢华风气也属于其

中的一环）。16林开忠《构建中的“华人文化”：族群属性、国家与华教运动》亦

对东南亚华人的族群属性做出了解析，结合当时的新马华人历史有助于了解其

族群意识。17 

 

  

                                                
14 林远辉、张应龙，《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侨史》（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页 291。 

15 谢诗坚，《槟城华人两百年》（槟城：韩江华人文化馆，2012），页 93。 

16 林远辉、张应龙，《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侨史》，页 281-289。 

17 林开忠，《建构中的“华人文化”：族群属性、国家与华教运动》（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页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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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研究方法 

 

为了解决前文所述的问题意识，本人将会以历史文献为基础研究此课题。

由于这是一项研究报章的研究，故档案分析法将会是必要的，学者主要会以新

加坡国立大学图书馆所整理的《槟城新报》电子档进行原文分析（即为文献分

析法的一种）。除了使用原文以外，学者还会配合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搜集、整

理以及论述（亦为文献分析法的一种）。至于数据收集方面，学者主要依靠的就

是为一手资料的《槟城新报》。 

由于奢华风气以及谈论奢华风气与当时的历史背景、文化、经济、政治等

等息息相关，故也会运用到研究社会科学的社会历史研究方法，通过研究马新、

中国清代的社会、文化、经济和政治历史背景等等探讨“群体”对于本课题的

涉及以及影响。《槟城新报》（1895-1911）所刊登的文章很多，故本人利用“数

据统计法”并结合王慷鼎《槟城新报政治编目索引》把与奢侈议题相关的政论

作统计。此外，为了通过南洋华人刊登“报章”的行为对其族群意识作出解析，

本人还会运用社会学中的“定性分析法 18”，并结合前人留下的资料进行内容分

析、解读等等。政论文性质并不属于历史书那般严谨，仅是个人之言论，并无

考证之必要，为了了解《槟城新报》政论所论述的内容是否符合史实，故本来

还会利用“文史对证”的方式对其作出历史的考究，而避免读者出现：把报章

内容当做是真实史实的情况。简而言之，本研究的研究步骤即为：“文献搜集-

资料整理-数据统计-档案分析-文史对证-总结。” 

                                                
18 一种通过分析者通过自己的主观直觉和经验判断，并加以证据进行分析的一种方法，主要目的是通过对

非数值数据的收集、整理和分析来理解社会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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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研究难题 

 

不可否认的是，本研究也存在着研究限制以及局限性，因为现存的《槟城

新报》存在着大量缺失，且有些篇幅因扫描问题或者是原档出现损坏等原因导

致部分原文模糊不清，模糊不清的现存文章也可能导致本人会错原文之意，故

亦不能采纳，故本论文定不能得到真正的数据（只有资料齐全才能做到）。加之

研究的对象——报章所刊登文章具有很大的主观性，故本学者能做的仅仅只是

根据这些主观性历史记录作出较为客观性的论述，并不能保证最终的研究成果

即为客观事实，而仅是属于本学者对于本课题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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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槟城新报》的概况 

 

 

据王慷鼎对于马来亚华文报刊的发展而论，其共可分为 4 个时期，既：“草

创期（1889-1919）、发展期（1920-1941）、黑暗期（1942-1945）、复兴期

（1945-1957）。”1919世纪末至 20世纪初的《槟城新报》正是隶属于草创期之下

的产物。《槟城新报》中所刊登的文章，与报业本身的政治立场、移民华人的族

群意识有关，故本章会为其设节讨论。而《槟城新报》的创立，最大因素是因

为保皇党与革命党的斗争，故也不能绕开两派之前的斗争历史，故也会结合

《槟城新报》之历史进行论述。 

 

第一节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槟城新报》的侨民意识 

 

纵观这个时期的报刊而论，其中所编入的文章基本上都是以中国所发生的

事物为报导以及发挥舆论的主要对象。20这点倾向是很明显的，以 1896 年 8 月

10 日起至 12 月 31 日截止的《槟城新报》政论部分为例，其所比编入的政论文

章共有 60 篇，其中以中国所发生的事物或以其为舆论对象的文章共占 58 篇，

仅存在 3 篇（同年 9 月 10 日《槟俗说》、同年 9 月 26 日《劝南洋富商踊跃承办

                                                
19 林水檺、何国忠、何启良、赖观福合编，《马来西亚华人史新编（第三册）》（吉隆坡：马来西亚中华大

会堂总会出版，1998），页 100。 

20 林水檺、何国忠、何启良、赖观福合编，《马来西亚华人史新编（第三册）》，页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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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说》、同年 12 月 24 日《论保护洋客事》）是以南洋本土为主要舆论对象。

除此之外，其所编入的文章大多也不是由该报社自拟的，其中转引中国报章的

文章也不在少数。而以上的报刊内容特点都可以反映出 19 世纪末《槟城新报》

所呈现出侨民意识依然是以“心系祖国”为主的。 

其中一个造成以上特点的原因是因为当时的华人移民的身份意识认同大部

分还是以自己是“中国人”为主（后文会有专章论述）。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报

社本身的人事与组织结构。民办报业并不是一项简单的工作，前期所需要的开

创资金是非常的庞大的，而当时马来亚华人报业基本上靠的都是当地的知名人

士、商人、民众等等的捐募才能成立的。报社成立后，其中又涉及到了编辑、

发行、校对、广告等等部门。问题就是，由于当时马来亚华人社会的文化教育

基础还很薄弱，华侨及华侨子弟鲜少有具备编采文字的能力，故报纸的编采等

文字工作，基本上都是依靠由中国请来的人才来担任。21 

纵观马来亚华文报刊草创期的阶段，其中所刊登的文章特征很大部分受到

了中国的政治与社会运动影响。当时的文章从内容来看，不管是新闻或言论，

都是“面向中国”的，中国情怀与侨民心态特别浓烈，政治色彩鲜明。
22
本论文

所采纳的范围中（1895-1911），《槟城新报》所呈现出的政治色彩是有两段时期

的区别的（后文会论述），这与中国的政治、文化浪潮有关，例如：“辛亥革命、

儒教复兴运动、维新运动等等。”加之前文所述的“报社人事与组织结构”，只

要报社人事与组织结构的立场一旦产生变化，报章上所刊登的文章在特征上都

会带有立场上的区分，但基本都是脱离不了“心系中国”之特点。 

                                                
21 林水檺、何国忠、何启良、赖观福合编，《马来西亚华人史新编（第三册）》，页 103。 

22 林水檺、何国忠、何启良、赖观福合编，《马来西亚华人史新编（第三册）》，页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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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从保皇党与革命党之斗争论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槟城新

报》的政治立场 

 

政治斗争，是以国家权力为中心而实行的斗争。但为权利而行的斗争，不

是目的，只是建设新经济秩序，新劳动条件，及新生产方法的手段。23十九世纪

末至二十世纪的诸种文化和社会运动基本上都以中国的政治局势息息相关。24把

《槟城新报》刊登与“奢侈”相关之政论的行为放大化后，其就不仅仅是单纯

的批评类课题，放大延伸后，其还是一场政治斗争，可视为其所选择的政治立

场。而《槟城新报》所刊登的这类内容，与保皇派和革命派的争斗有关，也涉

及了儒教复兴运动。 

自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便逃亡至海外。在海外生活

时，梁康等人自然依旧没有放弃想要“救国”的意愿。他们打着“保皇救国、

忠君爱国”等名号，在各国成立保皇会，以等等形式持续着政治活动，并积极

的推广他们的改良思想。经中日甲午战争的战败，孙中山认为单纯的变法已经

无法拯救国家，而是需要靠革命，便打着“振兴中华，挽救危局”的名号创立

了兴中会（革命派）。同样的，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也是以海外华侨居住地为首

要战场，其多次的在海外进行革命宣传运动，希望海外华侨能够觉醒，并参加

革命。由于两派在争夺华侨、政治改革思想等等上产生矛盾与冲突，自然开展

了一系列的斗争，而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政治斗争。这些政治斗争通常是以刊物

（报业、杂志等等）、宣传演讲、戏剧表演、扩大社团等为主要活动。 

                                                
23 李达，《社会学大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页 399。 

24 林水檺、何国忠、何启良、赖观福合编，《马来西亚华人史新编（第三册）》，页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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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往往是行动的先导。25在保皇派与革命派的斗争当中，各种的社团林立，

由于报刊亦为两派宣传舆论的媒介，故马新华文报业也在这个时候发展起来，

如 1896 年创办的《槟城新报》。而当时的华侨作为马来亚华人而言，心理的政

治倾向还有身份认同大多还是属于中国的，故华侨在保皇派与革命派的斗争当

中也贡献出了不少的力量。纵观其主要创办人的政治倾向，亦能发现其报章初

立时的政治倾向，如支持保皇派的《槟城新报》；如支持革命的《中兴日报》、

《南侨日报》。26而本文所针对的研究对象“《槟城新报》中与“奢侈”相关之政

论文（1895-1911）”，多数被用于两派政治斗争之间的斗争工具，故可从其观到

一定的保皇性质/改良性质。 

由此可见，《槟城新报》起初就是由保皇势力所创立的，故前期的《槟城新

报》政治倾向起初是以保皇为主。它们拥清保皇，赞成温和改良，反对激烈革

命，不论政治上思想上都是康梁的支持者。27故观《槟城新报》前期的文章，

不难发现都具有很多的保皇倾向，基本上都是以温和改良为主，主要的都是

“劝诫”性质的文章。1908 年慈禧太后与光绪帝死后，保皇党失去“挟天子之

名”的号召力，而且清廷日益腐化，眼见大势已去，一些上层份子也调转方向，

支持孙中山。28以《槟城新报》刊登的文章来论，虽然并不能准确的界定是哪年

哪月哪日就开始有政治立场转变的情况，但从 1909 年所刊登的《西后私积何其

富也》《革命军报告粤省之同胞》《钦州革命军布告海外同胞》（亦为与“奢侈”

                                                
25 任贵祥，《华侨与中国民族民主革命》（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页 73。 

26  任贵祥，《华侨与中国民族民主革命》，页 74-75。 

27 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页 274。 

28 谢诗坚，《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思潮演变》（槟城：友达企业有限公司，1984），页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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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之文）等文，就已经可以发现富有革命派的思想的政论文，故《槟城新报》

在至少 1909年的时候就已经有从倾保皇转变去倾革命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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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槟城新报》（1985-1911）中与“奢侈有关文章之

统计 

 

 

在谈论总数据之前，先声明下表 1.1（见附录）仅是把目前仍存在的文章作

统计，故实际数量只增而不减。这是因为目前并没有任何一家机构把《槟城新

报》收录得完整，而且亦存在着档案文字模糊之情况。为此列入本统计表的仅

是符合：仍存在实质档案保留、文字清晰，俩条件的版首刊登政论文（或除广

告之外的首部刊登政论文）。29 

据王慷鼎《槟城新报政论编目索引（上篇：1895-1911）》中的序载：“《《槟

城新报》从1895年至1911年首部刊登的文章且是属于政论文共有2434篇。《槟

城新报》在 1895 年 8 月 8 日创刊后第一年是二日刊，逢二、四、六才出版，第

二年开始才改为日刊。”30根据这个说法，照理来说16内年应当出版5910（或左

右），首篇文章也亦是此数目。但据王慷鼎的研究指出，因存在着很多的散佚现

象，现存原报仅有 2871 篇可载录数据。31而上谕、奏摺、禀稿、章程、新闻、

电文等等都不列入政论范畴，故政论文只有 2432 篇（现存）。表 1.1 亦是在此

背景下由然而生。 

                                                
29
 1907年以前，《槟城日报》的首刊登文章（第一版）通常为一篇政论文，直至 1907年后才移至第二

版，第一版则改登广告。 

30 王慷鼎，《槟城新报政论编目索引（上篇：1895-1911）》（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汉学研究中

心），页 2。 

31 王慷鼎，《槟城新报政论编目索引（上篇：1895-1911）》，页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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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槟城新报》1895 年-1911 年各别年份有关“奢”之文之统计 

年份 数量 

1895 2 

1896 18 

1897 11 

1898 2 

1899 8 

1900 2 

1901 4 

1902 4 

1903 1 

1904 5 

1905 3 

1906 4 

1907 6 

1908 3 

1909 6 

1910 0 

1911 6 

 

表 1.1 所表明的摘要仅拟写关于“奢侈”之部分，若存在着其余与“奢

侈”之无相关之篇幅，本表一概不论述。据表1.1所示，1895年至 1911年《槟

城新报》首部刊登且与“奢侈”议题有关的政论文共计 85 篇（后文不再论述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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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是现存可考据的文章数量）。如表 1.2 所示，1895 年共计 2 篇，1896 年共计

18 篇，1897 年共计 11 篇，1898 年共计 2 篇，1899 年共计 8 篇，1900 年共计 2

篇，1901年共计 4篇，1902年共计 4篇，1901年共计 1篇，1904年共计 5篇，

1906年共计 3篇，1906年共计 4篇，1907年共计 6篇，1908年共计 3篇，1909

年共计 6 篇，1910 年无，1911 年共计 6 篇。可见，有关论“奢侈”之议题在当

时是常见的，亦是清末华人关注之议题。 

 

第一节 清人论“奢侈”之文之性质考究 

 

从表示性的角度来看，“谈奢侈”之文主要可分为“直叙”和“侧面表示”。

两者的差异在于前者是作者直接的谈论“奢侈”之议题，后者则是作者拟写其

他现象，但具有“侧面表示当时奢侈之风”的作用之文。 

从内容方面的角度来观，主要谈论的内容亦可分为“社会”和“思想”两

方面。对于前者更入微的分类有：服饰、丧礼、婚礼、贪污、鸦片等等社会方

面的议题。后者谈论的则是中国传统奢俭观下的产物，既对“奢侈风气”之看

法、建议。但亦有一文同时谈社会与思想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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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槟城新报》（1895-1911）与“奢侈”相关之文所表示的内容分

类的数量统计 

文章内容表示性质 数量 

社会 22 

思想 11 

涉及两者 52 

表1.3为《槟城新报》（1895-1911）有关“奢侈”之政论内容分类。本表的

分类的界定标准为：“仅以该文章有关奢侈方面的篇幅为主作为判断。”并根据

“文章表示性质”进行数量上的统计。若其文谈论的主要内容为思想，但都为

非“奢侈”相关篇幅，而文章中与“奢侈”相关篇幅为可表示社会方面之内容，

既把其归纳入“社会”类。若与“奢侈”相关部分的内容都涉及“社会”和

“思想”，则规纳入“涉及两者”类。 

据表 1.3（具体各别篇章属于哪项内容范围在表 1.1 已进行归纳）所示，一

文同时论“思想”与“社会”的文章居多，共计 52 篇，这亦是必然之现象，因

这就是政论文的特点。政论是报刊上所刊载评论时政与其他问题的一切论述文

字。32从报刊的角度来看，由报社内部人士如主笔、主编、编辑、记者甚至报社

老板、社长所拟写的评论时政的一切文字，固然是政论；外来的稿件和文字，

如特约稿、自由投稿、或转载的文字，也都是政论。33只要涉及人之舆论，必然

                                                
32 王慷鼎，《槟城新报政论编目索引（上篇：1895-1911）》，页 1。 

33 王慷鼎，《槟城新报政论编目索引（上篇：1895-1911）》，页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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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出现“举例子”来说明思想之情况，故涉及两类的文章是最多的。而文章表

述性质为社会的文章占 22篇，文章表示性质为思想的文章则占 11篇。 

 

第二节 内容题材分类以及数据分析（社会篇） 

 

表 1.4：《槟城新报》（1895-1911）与“奢侈”相关内容题材分类及统计 

内容题材 数量（篇） 

鸦片 26 

丧礼 4 

饮食 5 

婚礼 6 

衣饰 7 

节日庆典 5 

政治（朝廷相关议题） 21 

奴婢 1 

淫秽行业 7 

赌博 9 

建筑 3 

其他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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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4为内容分类之分析，此表会出现一文但入两种或以上的内容分类，如：

〈论槟俗燕会请客便宜〉一文共涉及丧礼、饮食、婚礼三方面，34故在这统计此

三类时亦会把这一文各别统计至其项目。前文所提到的“同时涉及思想和社会

之文”也会并入此表内。据统计，谈论社会方面的议题共可分为：鸦片、奴婢、

婚礼、丧礼、饮食、服饰、节日庆典、政治腐败（包括贪污等）、淫秽行业、赌

博、其他（多指现象）。 

其中，关于鸦片类的文章是最多的，共计 26 篇。这是因为中国自鸦片战争

失败后，意识到了自己的失败，自此开始对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作出

了极大的反思。可以说，鸦片战争的失败，促进了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以及思

潮，为了摆脱列强的压迫，故民族的意识迅速崛起。由于战败之因与鸦片关系

之深，且其亦确实对中国造成了深刻之影响，故此类文章是最多的。 

政治相关议题共计 21 篇，由此可见其亦为清末华人非常关注之议题。由于

当时的政局风气确实不好，亦有：贪污、贿赂、冗员多等等的情况。上梁不正

下梁歪，由于整个政治结构都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国家自然也不能达到富强之

效。故这个时候就出现了很多的爱国人士关注这些议题，希望通过舆论来为促

使朝廷之改变。 

至于以丧礼为题材的文章共计 4篇，饮食共计5篇，婚礼共计 6篇，衣饰共

计 7 篇，节日庆典共计 5 篇，奴婢共计 1 篇，淫秽行业共计 7 篇，建筑共计 3

篇，其他类则占 13 篇。这些题材的文章在当时虽不少，但比起鸦片类和政治类

而言比例还是来得相对的较少的。造成这现象的原因在于鸦片之害对当时中国

                                                
34 〈论槟俗燕会请客便宜〉，《槟城新报》，1896年 3月 3日，第 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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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造成的影响是这些题材中最大的，政治议题也是当下燃眉之急必须解决的问

题。丧礼、饮食、婚礼、衣饰、奴婢、淫秽行业、建筑、节日庆典等其他议题

只是属于“社会风气”之议题，故论政治和鸦片的政论相对而言会比这些“社

会风气”之议题来得多正是因为如此。 

报章刊登的各类新闻亦可视为移民华人对于各类事件的关注。以这个角度

而论，可见新马移民华人最关注的是“鸦片类”的与“奢侈”相关之政论，这

与其政治认同与族群认同为“倾中国”有着很大的关系（后有专章具体论述）。

由于当时的移民华人群体（不少群体甚至是经历过至少一次的鸦片战争，因鸦

片战争与移民时相隔年份不大）多数是深受鸦片战争的影响，深知鸦片对于中

国之害，故才会借批评鸦片之文来促使中国进行改良。对于“政治类”的与

“奢侈”相关之争论数量会排第二的原因亦是因为“倾中国”的政治认同与报

社立场为改良派有关。报社立场为改良（后文会有专章论述），且政治立场偏中

国的情况下，政治确实是当下最应该解决的问题之一，故才会有那么多的“具

改良性质的政治类政论”。以表 1.4 的结果而论，新马华人对于与“奢侈”相关

的社会议题（丧礼、饮食、婚礼、衣饰、奴婢、淫秽行业、节日庆典等等）政

论的关注确实来得比较少。眼下最应该关注的议题下，社会议题至少是劣于政

治议题的，故论社会议题的政论相较起“鸦片类”和“政治类”来得低得多。 

这些题材多是当时讨论得较多的议题，主要都是围绕着当时的“奢靡风气”

为主去展开论述，后续会有专章以“文史对证”对各别内容进行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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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内容题材分类以及数据分析（思想篇） 

 

表 1.5：《槟城新报》（1895-1911）与“奢侈”相关内容题材分类及统计 

内容题材 数量 占（思想类）总数百分比 

黜奢从俭 63 100% 

由于思想类内容题材并没有出现一文纳入两项的情况，故多设“占（思想

类）总数百分比”栏目。如表 1.5 所示，《槟城新报》（1895-1911）中，文章表

示性为思想的文章的内容题材仅有一种，既“对奢侈风气之建议与看法”，共计

63 篇。从“报章刊登的文章一定能反映当地人的思想”的角度而论，可见新马

人对于奢俭观的意识亦仍是以“罢黜从俭”为主的。 

先概述论“罢黜从俭”之政论文的由来。清末报章出现了大量谈论“奢俭

观”的文章，这是因为清末是中国传统文化发生巨变的一个转折点，此时期是

受西方思想影响最大的一段时期。中日甲午战争的战败，促使了中国传统文化

思想发生了改变。其中政治、经济、社会方面的改变自然是当时迫切处理的问

题，故当时出现了很多的“救国文”，而“黜奢从俭”就是当时主流的奢俭观倾

向。35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的新马华人，基本上还是以移民华人为主的。而这些

移民华人与当时中国内的华人相似，既都受“中国传统思想”影响深刻，故我

们可以从中国古代奢俭观去作解释。 

                                                
35 赵炎才，〈晚清奢俭消费思想的历史演化〉，页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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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家俭则兴”，中国人深受古代思想文化的影响，纵观中华民族的思想

约束以及道德规范，我们可发现其基本上都受到儒学、道学、墨学等主流学说

所提到的伦理思想影响（其中儒学影响力最大），这自然也体现到了中国人的消

费观念。在伦理思想与道德规范上，中国古代主流思想基本都是以“黜奢崇俭”

为内核思想。 

中国历代的朝代的文臣，当国家遇上经济上的压力或是需要改革时时，首

先会采取的政策就是“黜奢崇俭”。36在探寻摆脱财政危机之道上,统治阶级自然

而然地视传统《“奢俭《”观为救世良法,于是,《“黜奢崇俭《”之声不绝于耳。37

从以往案例而论，“黜奢崇俭”确实在某些情况下确实是能达到成效的，故当晚

清也遇上这种问题的时候，依旧有不少人选择以保守“黜奢崇俭”的观念来救

国。而此派系的文章多以社会风俗、官员德行等等去展开论述。 

实际上，随着“重俭”思想的发展，社会上也开始出现了《 “重奢”的奢俭

观，“崇奢黜俭”的经济理论也随之产出。可观《槟城新报》（1895-1911）与

“奢侈”相关内容的政论，亦只出现了“黜奢从俭”类的题材，故可得出新马

人对于奢俭观的倾向仍是以“罢黜从俭”为主的。 

从报章有公告性的作用38《（亦可视为警惕性）而论，亦可把《槟城新报》报

社刊登不少的具有“黜奢从俭”思想的政论文的举动理解为“警惕当地社会”

                                                
36 周家荣、王玉敏合拟，〈论中西古代财富分配思想与消费观念〉，《武汉科技大学学报》2009年第 5期，

页 41。 

37 赵炎才，〈清末学理透视〉，页 105。 

38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页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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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种行为。因当时的社会现象确实呈“奢华风气”（后文会具体论述），故

《槟城新报》报社借刊登此类政论文来警示当时的社会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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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南洋议题”政论之数据统计以及分析 

 

表 2.1：《槟城新报》（1985-1911）涉及“南洋”之政论文 

编号 与“南洋”有关之政论文标题 日期 

1 《论槟俗燕会请客便宜》 1896 年 3 月 3日 

2 《论槟城花会难禁》 1896 年 10 月 19 日 

3 《论南洋淫风日盛》 1896 年 11 月 13 日 

4 《论南洋妓院恶趣》 1896 年 12 月 3日 

5 《禁花会文》 1899 年 9 月 14 日 

6 《论举行庆典》 1900 年 2 月 28 日 

7 《戒烟议》 1906 年 10 月 24 日 

8 《论南洋土生妇女俗习之野蛮之可异》 1907 年 7 月 9日 

9 《奉劝华侨勿为无益之费说》 1911 年 2 月 7日 

据该表所示，此期间内供刊登了9篇关于论述南洋“奢侈”议题的文章，即：

“《《论槟俗燕会请客便宜》、《论槟城花会难禁》、《论南洋淫风日盛》、《论南洋妓

院恶趣》、《论南洋妓院恶趣》、《禁花会文》、《论举行庆典》、《戒烟议》、《论南

洋土生妇女俗习之野蛮之可异》以及《奉劝华侨勿为无益之费说》。”以整体数

据而论，南洋议题只占了 85 篇中的 9 篇，实际上是不多的，这其实与当时的华

人身份认同与民族意识有关，故本章将论述“南洋华人”与“奢侈”相关文章

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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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南洋华人族群意识与论“奢侈”之文之间的关系 

 

报社作为华人文化认同的标志之一，从当时华人的报章刊登文章就能看到

很明显的倾向，当时的报章基本上刊登的文章内容主体基本上都是以中国为主

要舆论对象，涉及南洋本土的文章相较起涉及中国的舆论文章是较少的。由此

可见当时的新马移民华人在政治上关注的对象依旧是以“中国”为主，还未把

过多的注意力放在新马地区上。而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与 19 世纪末至 20 世

纪初南洋华人的身份认同与族群意识有关。 

据张应龙的分类：“20 世纪以前的马来西亚华人政治史大致上可分为三个时

期：第一时期是从葡萄牙人占领马六甲到鸦片战争前，第二时期是十九世纪后

半期，第三时期是辛亥革命时期。39若是根据其对于马来西亚华人政治史的分期

而论，本研究所涉及的范围介于其所定义的第二时期与第三时期之间，既十九

世纪后半期与辛亥革命期间。 

冯自由：“南洋各地华侨思想,在甲午中日战役以前,素称闭塞,其子弟生长

本土者,什九不通国文,《绝无祖国观念。及戊戌(民国前十四年)《清室政变,《维

新改革之风潮播动海外,侨胞之稍知爱国者,《始渐从事学校及报馆之组织。”40可

见，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前，南洋华人并无祖国意识观念，这种情况直到了鸦片

战争后才开始改变。 

                                                
39 何国忠，《 百年回眸：马华社会与政治》（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2005），页 1。 

40 段云章，〈戊戌维新的“天南”反响——以新加坡《天南新报》和邱菽园为中心〉，《近代史研究》1998

年第 5期，页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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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从当时新马的华人社会结构，我们就能了解为何会造成这种现象。

19 世纪末期，马新的华人社会结构主要由海峡华人和移民华人组成。前者已无

倾中国趋向，后者则仍有着倾中国倾向，在政治、社会等方面还是可见明显的

倾中国特征。而当时的新马华人社会结构，后者由于诸多因素，如：《南京条约》

的签订、新马本身的拉力因素、中国的推力因素等等促使新马的华人社会结构

大部分以移民华人为主，而这类移民华人在身份认同和民族意识上仍是以“中

国”为主，故这与数据显示的结果有挂钩之关系。 

王庆庚认为：“无论在各个地区，还是在作为互相联系的南洋社会，华人似

乎不是真正的属于东南亚。”41《当时的华人大部分上还是没有“落地生根”的概

念的，整体华人抱着的想法依旧还是想要在南洋赚够了一笔金钱后，再回去与

自己的家人团聚，既“落叶归根”的想法。关于这点，我们可以从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的政治以及社会运动切入。当时的种种社会与政治运动如：儒教复兴

运动、辛亥革命、办校运动等等，皆是以中国的政治与文化关系重重的。 

造成以上特色的原因，与当时华人的思想文化有保守与“内向的倾向性”

之特色。当时的华人的思想观念比较倾向于内部凝集、保守、自我及封闭。
42
这

种表现体现在了各种社会运动以及政治运动下就是依旧具备浓厚的爱国意识。

以中国移民和马新本地社群的角度来看，当时的南洋华人依旧难以融入马新社

群，故关注点依旧还是以中国为主。当然，并不是所有南洋华人都是呈现这一

态度，有少部分的人在身份认同已经产生了一定的改变，政治方面不仅仅只是

关注祖国，其同样也把关注点放在南洋本地。但从华人的“内向倾向性”而论，

                                                
41 王赓武著，《东南亚与华人——王庆庚教授的论文选集》（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6），页 132。 

42 林水檺、何国忠、何启良、赖观福合编，《马来西亚华人史新编（第三册）》，页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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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群体依旧还是视为具备此特色，因为关注点依旧还是以“中华民族”为主

体，还没完全的延伸到认同自己已经是“马来亚人”的地步。 

刊登这类政论的行为可以以两层角度去解读，一为“群体性”、二为“地域

性”。若以《槟城新报》编辑的角度出发，并以“群体性”的视角解释，既可把

刊登这类政论的行为视为新马华人本身已经开始关注自身居住地的，在一定程

度上已受到“在地化”的影响，此为移民华人和中国华人两类群体在群体意识

上的不同之处（中国人关注南洋议题和移民华人关注南洋议题在本质上是有区

分的，就算是两者的民族意识都是以“中国”为主）。从 9 篇的数据而论，亦代

表着移民华人已有开始关注南洋之课题的现象，但此时这种现象还不明显。虽

然说当时的移民华人的身份认同以及族族意识依然是以“中国”为主，但已可

视其为一种族群意识上的转移。 

从文章作者的角度出发，《槟城新报》所载的政论文实际上多是特约稿、自

由投稿、或转载的文章，既作者多是非报社内部人士之文，而这些文章的作者

多数是处在中国的清人。在社论43较少的情况下，可在 19 世纪末之 20 世纪初的

《槟城新报》发现一种现象，既其刊登的文章在各报刊（包括中国报刊）也同

样会刊登。以作者的角度出发，不论作者是中国清人与移民华人，亦可视为对

“南洋”（地域）以及“移民华人”（群体）的关注。前者意味着“南洋”与

“移民华人”逐渐走入中国的视野（当然还夹杂多个因素，如：朝廷有意拉近

中国与移民华人的关系等等）。后者即为亦为族群意识上的转移。 

 

                                                
43 社论也属于政论，但两者之间的基本区别在于：社论一定是由报社内部人士执笔，外来稿件或转载的文

字，不是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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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论南洋“奢侈”之文所反映的本地社会风气 

 

据表 2.1 所载的 9 篇政论文，几乎都是批评南洋社会的“奢侈风气”。因政

论文在性质上并不完全属于“新闻”那种“偏向如实描述”的性质，故政论有

“不能在客观意义上反映真实的历史”之限制，但这些文章在一定程度上确实

能反映当时的社会风气。这 9 篇政论文所描述的内容有：“赌博盛靡之风、庆典

庆祝方式过度浪费、鸦片之瘾、南洋淫秽行业、丧礼之过度之铺张、婚嫁之耗

财、南洋妇女的攀富现象（追求贵重衣饰）等等。”而这些现象，在 19 世纪末

至 20世纪初时确实存在，此章将对这些文章进行文史对证。 

南洋的丧礼奢华现象 

《论槟俗燕会请客便宜》记载了当时的移民华人在丧礼上有注重奢华的现

象。丧葬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极度被重视的，对华人来说有着“入土才为安”、

“祖先崇拜”等意义。夫子曰：“有，毋过礼，苟亡矣，剑首足形，送葬，县棺

而封，人岂有非之者哉？”44照孔子的说法，人们理应根据自己家庭本身的经济

能力进行相应规格的丧礼。然而，就算家庭具备很好的经济实力亦不可过分的

在丧礼上进行过奢的消费，因为这是与“礼”之行为相斥的。 

《荀子》：“天子之丧动四海，属诸侯；诸侯之丧动通国，属大夫；大夫之

丧动一国，属修士；修士之丧动一乡，属朋友；庶人之丧合族党，动周里。”45

可见，社会地位、影响力的影响与丧葬仪式的隆重程度是息息相关的。丧葬礼

                                                
44 蔡慧昆，〈从《礼记·檀弓》看孔子心目中理想的丧礼——兼论孔门丧礼传习的认知差异〉，《东海大学

图书馆讯新》年份不详，第 162期，页 32。 

45 蔡慧昆，〈从《礼记·檀弓》看孔子心目中理想的丧礼——兼论孔门丧礼传习的认知差异〉，页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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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是全世界对死者进行分类和确认的仪式过程。46仪式的隆重与否代表了死者与

举办仪式之人的地位以及财富，故当时的很多华人就借着丧葬仪式来宣示自己

的财富与地位，久而久之就成为一种“相互竞争的表演”。《47
 

据《葬仪志略》、《遥申奠悃》、《葬仪纪略》、《生荣四哀》、《殡仪盛志》等

文皆证明，当时上层阶层的丧礼特色是“富丽堂皇”、轰轰烈烈的，但目的并不

单纯只是安葬那么简单。对此，汪鲸认为：“名门豪绅将葬仪举行得如此华丽隆

重，排场非凡，使得丧葬仪式已经远离诸亲友为死者祈祷、敬告、寄托哀思的

意味。”48《至此，举办“丧礼”成为了移民华人展示财力、权利等等的一种手段。 

因丧葬仪式的隆重程度或多或少能决定来宾的档次高低，故奢华的丧葬仪

式亦被利用为是提升社会关系的媒介。当时许多知名人物如：绅商黄金炎（为

母亲操办）、绅商李清渊、绅商吴寿珍等人的丧礼，家人都邀请来了各界的知名

人事，通过丧礼来达到确认家族在社会场域中的位置，使经济资本转化为社会

资本，巩固和加强了其与社会各界的联系。49可见，这种性质上的丧礼实际上更

像是一种“关系联谊会”。而这种社会上层借丧葬仪式办的“夸富宴”风气也影

响了社会各界，许多实力以及关系网较差的华人家族也想借这场“夸富宴”挤

进上层社会。50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达到这类目的，甚至出现了缴费加入会党以

                                                
46 汪鲸，《适彼乐土：历史人类学视野下的新加坡华人族群》，页 74。 

47 “相互竞争的表演”为汪鲸在《新加坡华人丧葬形式》一文中对于传统“丧葬”仪式的意义来到新加坡

后被改变的评价。 

48 汪鲸，《适彼乐土：历史人类学视野下的新加坡华人族群》，页 76。. 

49 汪鲸，《适彼乐土：历史人类学视野下的新加坡华人族群》，页 77。 

50 汪鲸，《适彼乐土：历史人类学视野下的新加坡华人族群》，页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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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能参与葬礼的情况51。整体而言，丧葬仪式已经成为一种上层人士互相攀比的

媒介，甚至可以利用其提升自己的社会关系、声望等。 

南洋的淫秽行业 

《论南洋淫风日盛》说明了南洋的淫秽风气越来越严重，这与当时南洋旅

居者富者多于贫者有关，也反映了当时南洋淫风盛行，娼妓业发达的情况。《论

南洋妓院恶趣》亦说明了南洋娼妓行业之盛行状况，说明了当时有很多的人沉

醉于纸醉金迷、花天酒地、烟酒环绕之生活。 

 娼妓行业，主要涉及的有顾客与娼妓业两者，既需求与供给关系，故谈南

洋淫风盛行脱离不了两者的角色。先论供给本身，据 McNair《1871 年定居新加

坡海峡的人口普查报告》（Report of the census officers for the Straits Settlement of 

Singapore 1871）所示，职业未分类的妇女有1653人，其在脚注补充了这类妇女

大部分都为娼妓。521868 年新加坡有 349 间妓院，其中华人妓女（1644 人）则

占总妓女人数（2061人）的 79.8%。531911年，叻屿甲三州府华民政务司报告显

示，新加坡妓院共有 367 年，其中华人妓女人数为 1991 人。这些数据都说明了

19世纪末的娼妓行业就已经是非常的发达。 

新马的淫风日盛、娼妓业的发达是由种种因素促成的。卖淫业是高利润的

行业，从事这种利润丰厚“行业”的是一些妓女贩子和妓院老板54，妓女本身则

通常不会分到那么丰厚的利润。妓女贩子从香港或中国其他通商口岸提供妇女

和少女，把她们作为“人货”高价出售，而妓院老板则买下这些“人货”并逼

                                                
51 汪鲸，《适彼乐土：历史人类学视野下的新加坡华人族群》，页 77。 

52 范若兰《性别与移民社会：新马华人妇女研究（1929-1941）》，页 135。  

53 范若兰《性别与移民社会：新马华人妇女研究（1929-1941）》，页 135。 

54 颜煌清，《新马华人社会史》，页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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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为娼55，利用她们作为自己的摇钱树。由于南洋娼妓市场庞大且卖淫业确实

是一个高收益之行业，故诱拐卖淫事件层出不穷。 

颜煌清：“卖淫业在新加坡兴盛是当地社会问题的一个表现，其主要原因是

这一时期男女人口比例的严重不平衡。”56《以性别比失衡、男性生理需求的角度

切入的话，男女人口比例严重悬殊会造成生理需求大，但“供给”少之情况，

娼妓行业的发展自然就得到了良好的条件。1920 年以前，妇女被限制出境，故

当时男性移民过来新马时绝大多数是独自一人，其基本上是处于“道德上无人

管制”的状态。加之，父母、妻子等亲人的没有的管制的情况下，他们多数失

去自我控制能力而染上嫖娼之恶习。57加之当时的移民华人经济状况是呈富者多

贫者少，有闲钱的情况下更具参与“奢侈类”之活动的条件。 

19 世纪下半叶，新马华人妇女进入劳动力市场，但当时妇女所能从事的职

业极少。58在这种男性市场极大、男人无人管制、男人经济条件良好、娼妓业的

高收益、女性能选择从事的职业少等等的种种因素下，促成了新马娼妓业的发

达，南洋淫风日益加重。 

南洋的节庆庆祝方式 

19 世纪至 20世纪的移民华人多保留强烈的民族意识，既还仍保留着浓郁的

传统文化意识。对此，颜煌清亦评价：“在新加坡和马来亚，华人社会与其他民

族社会的基本差异是华人的风俗传统。”59 

                                                
55
 颜煌清，《新马华人社会史》，页 231。 

56 颜煌清，《新马华人社会史》，页 231。 

57 颜煌清，《新马华人社会史》，页 231。 

58 范若兰《性别与移民社会：新马华人妇女研究（1929-1941）》，页 135。 

59 颜煌清，《新马华人社会史》，页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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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当时南洋华人举行庆典的的倾向，有着较为奢华的特征。在酬神、节

日、仪式和庆典上，最常见的娱乐活动莫过于戏剧表演60，常见的有京剧、布偶

戏等等。据载，京剧班的布景唯美华丽、器具精美且戏场复经藻饰。611897年，

为庆祝英女皇维多利亚登基 60 周年，新加坡参事局和保良局齐集华民护卫司商

议庆典之事，后来更连续演戏 7 天。62《论举行庆典》论述了南洋一带举行庆典

时偏爱奢华形式，通过庆典来展示自己的权利、财力。63《奉劝华侨勿为无益之

费说》述说了南洋华人在庆祝节日时过于耗财之事，如：宰杀鸡鸭数千只、猪

羊数百头、祭拜神鬼的祭品过多等等。64从此不能看出当时的庆典消费实际上是

由重奢华以及耗费不低的现象。 

而造成以上现象的原因，与当时的移民华人仍旧保持着“中国人”的身份

认同有关。当时的移民华人在地域上已脱离原本的家乡，这些节日庆典可以为

其增强自己与家乡的情感纽带。加之，庆典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称为展示自己财

富与权利的一种手段（性质与前文所述的丧礼相同，故这里不再论述），故当时

的庆典才会有重奢华的现象。 

新马人的攀富心理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新马华人社会奢华现象的形成与当时的社会阶级结构

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据王赓武教授所言，在阶级结构上，海外华人社会和传

统社会绝对相异。65《马新当时的华人社会阶级结构主要可以分为三大阶层，既《

                                                
60 汪鲸，《适彼乐土：历史人类学视野下的新加坡华人族群》，页 147。 

61 汪鲸，《适彼乐土：历史人类学视野下的新加坡华人族群》，页 147。 

62 汪鲸，《适彼乐土：历史人类学视野下的新加坡华人族群》，页 148。 

63 〈论举行庆典〉，《槟城新报》，1900年 2月 28日，第 2版。 

64 〈奉劝华侨勿为无益之费说〉，《槟城新报》，1911年 2月 7日，第 2版。 

65 林水檺、骆静山合编，《马来西亚华人史》（吉隆坡：马来西亚留台校友会联合总会，1984），页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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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士”与“工”，前者为其中的最高阶层。海外华人阶级结构的主要特征

是它的流动性。66在早期的华人社会里，“工”是最低的社会阶级，“商”阶层在

马来亚占据较高的地位，前者受人鄙视，后者受人追捧。华人为了追求社会地

位、金钱、权利、尊重等等，就一直努力想要成为“商”阶级。对此，颜煌清

提出其见解： 

“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

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

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

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
67
 

纵观中国古代的阶级制度，会发现其整体的特征就是阶级制度非常的严森，例

如：父亲在家中占最大的地位、男人的地位普遍比女人大、社会阶级歧视明显

等等。中国人的移民，这套思想也逐渐被带入南洋并影响了马新的社会阶级风

气。当时的移民华人积极累积财富的现象，与这套中国传统的社会阶级思想有

很大的关联。颜煌清在其研究道： 

“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

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

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
68

 

可见，当时的移民华人非常崇尚财富、名利以及权位等等。故有人对新加坡华

人崇尚奢华风气进行了批评：“星架坡的铜臭，熏天澈帝，算盘之声响震四郊，

                                                
66 林水檺、骆静山合编，《马来西亚华人史》，页 10。 

67 林水檺、骆静山合编，《马来西亚华人史》，页 203。 

68 林水檺、骆静山合编，《马来西亚华人史》，页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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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人见着面，只讲赚钱，别的话可以不谈，所以没有什么书香的气味。”《这

点不止体现在“赚钱”上，也体现在“开销”上，参见前文已述的新马人的丧

礼仪式、婚嫁、节庆的庆祝方式等就很明显的能看出这种趋势。 

不仅如此，当时的新马妇女也有攀富心理。《论南洋土生妇女俗习之野蛮之

可异》就说明了当时的南洋妇女崇尚奢靡的状况，指出了南洋妇女有把男人当

做从贫层跨入富层的工具的情况，讽刺了当时的南洋妇女在服饰、饮食等方面

的奢靡状况。69从一些侨批资料也可见其攀富现象：吴氏贤荆如面：月前收到你

□□批之回音……近来之时势趋于奢华……若以乡俗论之，贤荆乃洋客之妻，

不得与奢华时势同趋，实哉真大不幸也。70《娘惹回忆录》记载了其去到槟榔屿

富豪妇女的厕所时的感叹：“一切都是豪华的:一套套颜色相配的毛巾、肥皂、

澡盆和其他奇珍异宝。”《娘惹回忆录》里的一段对白亦展示了南洋妇女的奢华

追求：“海外的中国女士（指南洋妇女）也曾追随过这种时尚。她乌黑发亮的头

发在头顶上挽成一个圆发髻，上面插着一排钻石发夹和小钻石花。她把胸针

（kerongsang）固定在她的胸上——一套三枚胸针，第一枚是最大的，有着孔雀

开屏的形状，后面还有两枚较小的圆形胸针别在下面。这是槟榔屿和棉兰的时

髦女士们追随的时尚。”71有学者评价：“质地良好，价格昂贵的服饰，在他们和

一般没法负担得起者之间造成社会距离，并因此而增强他们对本身的自尊心态。”

72
 

                                                
69 〈论南洋土生妇女俗习之野蛮之可异〉，《槟城新报》，1907年 7月 9日，第 2版。 

70 沈慧芬，〈构建东南沿海侨乡女性生活史：侨批资料的价值与利用〉，《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3年第 7期，页 104。 

71 Queeny Chang,Memories of a Nonya(Singapore : Marshall Cavendish Editions,2016),p17. 

72 林水檺、骆静山合编，《马来西亚华人史》，页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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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在婚嫁上也是非常耗财的，故当时会有男性移民回乡娶妻的行为，

因为南洋娶妻花费颇多，而回华娶亲会较为经济73《。对此，《新加坡华人族群的

婚姻、家庭与宗教》也载：“由于南洋风俗俗尚奢华，中等人家每遇婚嫁之事，

均四处向戚友张罗借取金钻首饰等件，以遮人耳目而美一时之观，即是是贫困

人家亦皆如此。”74《可见，当时的妇女社会与新马社会确实存在着明显的“奢侈”

行为，造成妇女社会有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大是因为他们所能从事的行业少，社

会地位也不高，故只能通过丈夫、衣服、装饰等来凸显自己的富裕。 

 

第三节 与“儒家思想”有关之政论文数据统计以及分析 

表 2.2 为《槟城新报》（1985-1911）涉及“儒家思想”之政论文数据表。据

表 2.2 所示，与“儒家思想”有关之政论共有 13 篇。 

表 2.2：《槟城新报》（1985-1911）涉及“儒家思想”之政论文 

编号 与“儒家思想”有关之政论文标题 日期 

1 《论槟俗燕会请客便宜》 1896 年 3 月 3日 

2 《答客问享富久暂》 1896 年 3 月 12 日 

3 《保富篇》 1896 年 8 月 7日 

4 《富贵贫贱说》 1896 年 11 月 27 日 

5 《贪逸自娱说》 1897 年 3 月 13 日 

6 《防淫论》 1897 年 3 月 16 日 

                                                
73汪鲸，《适彼乐土：历史人类学视野下的新加坡华人族群》，页 93。  

74 汪鲸，《适彼乐土：历史人类学视野下的新加坡华人族群》，页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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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释捐》 1898 年 8 月 9日 

8 《保富篇》 1899 年 4 月 5日 

9 《论国势贫弱皆由俗尚之奢》 1899 年 7 月 8日 

10 《论保富之要》 1904 年 10 月 31 日 

11 《论保富之要》 1904 年 11 月 3日 

12 《论中国亟宜振兴商务》 1905 年 1 月 27 日 

13 《论今日官场社会之现状》 1907 年 6 月 29 日 

 

儒教复兴运动与论“奢侈”之文之间的关系 

在<南洋华人与论“奢侈”之文之间的关系>部分已述19世纪初至 20世纪末

时新马华人移民的身份认同与民族意识为“中国”，而这种特征正是新马儒教复

兴运动兴起的条件之一。对此，颜煌清亦认为：“新马华人社区在 19 世纪至 20

世纪时得到扩大，这种移民的涌入自然导致了华人社区更加的倾向中国，而这

种倾中国的优势自然为儒家复兴运动的兴起提供了必要的动力。”75 

颜煌清认为：“在本质上，儒学复兴运动是很复杂的，它既不是宗教亦非政

治活动。”《76《从其种种的活动象象所示，如：报纸宣传儒家文化、建孔庙、祭孔

活动、改变饮食等，其看似的确更像是一种“文化活动”，但放在大环境下又不

得不否认其具有明显的政治性质，故把它当成“具政治性质的文化活动”或

“打着文化复兴名头的政治活动”会更加的合适。儒家复兴运动期间，实际上

                                                
75 林开忠，《构建中的“华人文化”：族群属性、国家与华教运动》，页 118。 

76 林水檺、骆静山合编，《马来西亚华人史》，页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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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属于保皇党与革命党的争论期间，而儒教运动的支持者多数是以其政治立场

相对的，故保皇派多数亦为孔教运动支持者。 

这种情况下，类似于表2.2所载的《槟城新报》中与“儒家思想”有关的政

论文就产生了。这也符合《五四以前的马华报刊现象》中的说法：“《《槟城新报》

早期的版面，主要以论说、新闻、广告为主，儒家道德意识和政治色彩颇为强

烈。”《77可见，论“奢侈”之文与儒教复兴运动有着很大的关系。 

 

 

  

                                                
77 江剑聪，〈五四以前的马华报刊文学现象——以《槟城新报》为中心〉，页 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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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结语 

 

 

 以统计的结果而论，本研究对《槟城新报》（1895-1911）中与“奢侈”相关

的政论文章进行了详尽的统计和分析，这些文章皆展示出了当时的移民华人对

于奢侈议题的关注程度，上升至地域性的层面的话可见当时的华人移民对祖国

亦存在着很关注的现象。通过了对于社会类文章内容的分析，本研究得出了

“鸦片类”和“政治类”是最受到关注的议题，而造成这两者数据为最高的原

因是因为鸦片战争的战败多导致的结果，人们密切的关注当时的“鸦片议题”

以及政坛。这反映了华人社区对于国家政治和民族认同的关注和重视。再者，

通过了对思想类文章的内容进行分析，本研究得出了几乎所有与奢侈有关的文

章皆有着“黜奢从俭”的观念，这反映了当时的移民华人对于中国传统价值观

的忠实。而《槟城新报》报社刊登这类文章的行为，亦可视作对当时的马新社

会风气作出警示作用，因当时确实存在着这种风气。 

据本论文研究结果表明，新马地区在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期间确实是存在

着奢侈风气现象，如：“淫秽活动买卖、赌博、买爵位、服饰奢华等等。” 这与

当时华人的社会阶级观、环境因素等等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经过文史对证

后，《槟城新报》所刊登关于南洋社会奢华议题的文章确实与当地社会符合。

《槟城新报》作为南洋本土创立的报章，在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承载了华侨

移民的政治意识与族群认同。虽然《槟城新报》里在这个期间里面所刊登的报

刊具备很多对“奢侈”的批评文章，但大部分舆论主体并不是以南洋为主，而

是依旧还是以中国为主。但从“有刊登南洋类议题”的文章之行为开始，故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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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当时的移民华人已有开始关注南洋的意识，故已和中国华人这类群体作出区

分。从此亦可观出，当时的南洋华人整体的身份以及政治认同依旧是以“心系

中国”为主，当时只有较少的华人的身份认同是呈“落地生根”的形式。 

在 1895 年至 1911 年的《槟城新报》中，其政治立场并不是常年不变的，而

是有从由倾向保皇派至倾向革命派的转变。起初创立的前几年，由于创始人、

编辑部等人都是保皇派，故新闻报导呈现出来的是具有保皇派立场。从 1909 年

所刊登带有革命思想的文章开始，加之当时很多的报业都有这种从保皇派转移

到革命派的倾向，故可以得知《槟城新报》至少在 1909 年开始就已经有了政治

倾向上的转变。简而言之，在保皇派与革命派的政治斗争中，《槟城新报》的立

场逐渐演变，初期倾向于保皇立场，支持温和改良，随着时局变迁，转向革命

派，呼应革命思潮。 

1895 年至 1911 年《槟城新报》中所刊登的关于“奢侈”文章，主要与中国

的政治与社会活动息息相关，其中涉及最相关的两个活动就是保皇派与革命派

的斗争以及儒教复兴运动。在两派斗争期间，双方在政治斗争均采用报业为主

要工具之一，故此时的报业在暗面上是一场政治斗争，当时有很多的人就是借

“奢侈”为议题去对政治进行发挥，故“谈奢侈”之文才会在这个时期大量出

现。由于华人对于儒教复兴运动的支持，许多文人也借“谈奢侈”之文作为复

兴儒教的一种手段，故此期间的“谈奢侈”之文有很多的“劝诫”倾向。 

 此研究也反映出了 19 世纪至 20 世纪华人移民进入南洋后，在民族意识上所

发生的转变。从结果而论，当时的华人移民和中国本土华人已经产生明显的族

群意识区分，区别在于前者已经已经开始关注南洋议题，且自身已经处于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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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后者则仍旧还是保持中国本土族群意识。虽然这时候的民族意识转变还

不大，但已经存在着改变的象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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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表 1.1：《槟城新报》（1895-1911）中与“奢华”有关之政论以及“所表示”内

容分类 

 

编号 日期 篇名与摘要（仅取与奢侈相关内容） 

1 1895 年 9 月 28 日 《恤奴婢说》 

批评奴婢现象，侧面体现出了有此现象。 

2 1895 年 11 月 2日 《论兽贪》 

论人性之贪现象。 

3 1896 年 2 月 25 日 《论中国宜除弊政尊商贾而图自强》 

强调商之重要性，方可利民，说明朝廷内有贪

婪之辈。 

4 1896 年 3 月 3日 《论槟俗燕会请客便宜》 

说明海外华人曲解了传统儒教奢俭观，反而注

重奢华，在丧礼、饮食、婚礼等方面。 

5 1896 年 3 月 12 日 《答客问享富久暂》 

批评攀富现象，奸滑致富，卖便宜货、剥削，

以自身利益为主，认同勤俭致富，提孔孟思

想，恤婢仆，靠偷窃家主财物或得宠幸而直接

跨越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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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日期 篇名与摘要（仅取与奢侈相关内容） 

6 1896 年 7 月 9日 《烟害余谈》 

论鸦片之害以及证明有此现象。 

7 1896 年 7 月 27 日 《刺吝篇》 

批评富人奢靡现象，批评富人能一直富之现

象。 

8 1896 年 7 月 31 日 《淫戏不可不禁论》 

批评淫戏、淫书现象，说明了娼妓现象。 

9 1896 年 8 月 3日 《懒足致贫说》 

批评不一定是因懒才致贫现象，富人所掌握的

资源自然能使其富，权位也是。真正使人贫的

是奢靡，勤劳却浪费亦会导致贫，甘愿为奴

隶，既勤劳也不放弃贪懒（奢靡）是导致贫的

原因。 

10 1896 年 8 月 7日 《保富篇》 

提孔子思想，追求财富要安分守己，富人不安

分守己就算财富再多最后也将穷死，不追求不

符合道义之财，有讽刺当时奢靡风气之意。 

11 1896 年 8 月 19 日 《论花会不可不禁》 

批评花会现象，说明有花会现象，甚至带来了

很多的坏影响，甚至借贷款。 

12 1896 年 8 月 26 日 《论汰冗员以增俸禄而后朝无贪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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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日期 篇名与摘要（仅取与奢侈相关内容） 

说明了朝廷的奢靡贪污现象，建议淘汰无用/多

余的官员且增加俸禄，这样就能使得朝廷无贪

臣。 

13 1896 年 9 月 25 日 《修婚礼以端风化说》 

说明当时婚礼日渐奢华铺张，应当舍贵求贱，

去繁而就简。 

14 1896 年 10 月 8日 《崇俭篇》 

说明奢之坏处，应当崇尚俭，说明俭之益处，

国家治国不以俭为本将促使奢靡之风，说明当

今官员贪污、贿赂等现象层出不穷，说明当时

的人以奢侈为荣。 

 

15 1896 年 10 月 19 日 《论槟城花会难禁》 

说明槟城有花会之风，并说明了当时的社会现

象导致槟城花会难禁，也说明了妇女的奢靡现

象，如：追求首饰等。 

16 1896 年 10 月 22 日 《论妇女盛饰之害》 

说明妇女追求洋货（盛饰）的奢靡现象如：互

相攀比，以及其带来的坏处：案例：一天车夫

载送以为妇女，见其身上的饰品便其贪心，把

其拐进林内便对其进行抢劫。案例：槟城有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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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日期 篇名与摘要（仅取与奢侈相关内容） 

女借了首饰不还的案例，说明了奢靡已成风气

的事实。 

17 1896 年 11 月 13 日  《论南洋淫风日盛》 

批评南洋淫风，由于南洋旅居者贫者少而富者

多，安逸则思淫，自然南洋淫风盛行，娼妓业

发达。 

18 1896 年 11 月 27 日 《富贵贫贱说》 

述说了富贵与贫贱之间的差异，说明奢华的祭

神现象，亦提到了提高俸禄能使得官场中的贪

污现象减少。 

19 1896 年 12 月 3日 《论南洋妓院恶趣》 

说明了南洋妓院的恶趣现象，亦说明了珠江两

地与南洋娼妓行业盛行，亦说明了当时有很多

人沉醉于纸醉金迷、花天酒地、烟酒环绕的生

活，批评了南洋的南洋妓院之恶习。 

20 1896 年 12 月 22 日 《中西奢侈辩》 

说明中西奢侈观是有别的，用种种案例如：西

人服饰、建筑等费用对比来反驳“西人为俭”

的说法。 

21 1897 年 2 月 12 日 《论富强当先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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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日期 篇名与摘要（仅取与奢侈相关内容） 

述说国家要富强需从政治、社会、经济等根本

方面入手，提出了种种建议：“钱应当用在正确

的地方、奢靡之风需改进、应当崇尚俭约之风

等等。” 

22 1897 年 3 月 13 日 《贪逸自娱说》 

提到了人应当维持“仁义礼智”而非“好逸、

骄淫矜誇”的道理。 

23 1897 年 3 月 16 日 《防淫论》 

提到了孔子思想，应当维持“礼”之行为，不

应放纵淫欲，说明了中国奢淫风气严重，尤其

是上海。劝诫朝廷不应当只是以一张纸告示

“恐吓”娼妓馆，应设法来改善制止这些败坏

风俗之活动。 

24 1897 年 5 月 4 《禁洋烟当如禁神豆》 

说明了鸦片对中国影响之深，人们被荼毒、烟

馆林立等等，借鸦片之害来说明中国当务之急

应当加强禁烟，同时在文章末尾也说明了当时

若非有圣主明王行禁戒之举，否则中国当时的

状况将会更糟。 

25 1897 年 5 月 11 日 《用财贵得其当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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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应当把财用在对的地方，批评了把财用在媚

神拜佛、淫业等处是不对的。 

26 1897 年 7 月 2 《黄金日少说》 

说明自西人通商以来黄金日益减少，说明了黄

金过度利用的案例：“以黄金造佛像、宫殿以大

量黄金作装饰等等奢靡现象”，指出朝廷应当以

身作则，应节俭不惑，强调黄金之重要性。 

27 1897 年 8 月 10 日 《停捐纳以清仕途论》 

批评了捐纳换官位现象，说明了当时朝廷有很

多的败官，应当修改这种风气方能使得国家好

转起来，这对于真正的人才也有帮助。 

28 1897 年 9 月 13 日 《论洋货不一端》 

举例了洋货如：“烟酒、鱼油、牛乳、香水、金

银表饰品等耗财，就算产品真的有用，依旧会

对国家带来不好的影响，劝诫国人勿追求奢靡

之风，迷上洋货，劝诫国人不消费洋货。 

29 1897 年 9 月 24 日 《论中国宜仿西俗戒烟戒酒等会》 

说明了鸦片对中国带来的坏处，劝诫中国应当

戒酒戒烟等会，建议朝廷有法令来制止这些风

气，说明了中国有染上烟酒现象。 

30 1897 年 10 月 28 日 《理财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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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国家、国人应当理财，勿崇尚奢靡耗财之

事，不应在衣服饮食婚嫁丧礼等方面有过奢的

费用，应当以俭为主。 

31 1897 年 11 月 26 日 《论中土目前财散之由》 

说明了中国目前财散是因与西人不公平的通商

所致，批评了国人爱采购洋货（崇洋媚外）的

现象，劝诫国人勿迷上洋货。 

32 1898 年 8 月 6日 《论宜併官增俸以清贿赂》 

说明了朝廷官员贿赂、奢靡等现象，建议增加

俸禄以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33 1898 年 8 月 9日 《释捐》 

以孔孟思想批评了为了名利靠捐纳换官位的现

象。 

34 1899 年 3 月 16 日 《论富》 

说明了国家有很多财用在不当之处，如无用官

员太多（造成国库损耗），俸禄给得太少（造成

官场有贿赂、奢靡等风气），应当注重工商业方

能使国家致富。 

 

35 1899 年 4 月 5日 《保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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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朝廷应当把关注点放在本土富户上，因其

亦可以为贫民带来益处（就业机会等等），鼓励

朝廷发展工商业，以孔思想述说了保富亦可养

贫。 

36 1899 年 5 月 8日 《禁烟刍论》 

说明了鸦片带来之坏影响，说明了国人被鸦片

荼毒之现象，述说了禁烟方法，并鼓励禁烟。 

37 1899 年 7 月 8日 《论国势贫弱皆由俗尚之奢》 

以孔子思想述说了节俭之美德，批评了奢侈之

行为，述说了国家有贪污、用财不当等现象，

社会则有奢靡风气（丧礼、婚礼、服饰），应当

改掉奢靡之风，因为经济贫弱自然影响国势贫

弱。 

38 1899 年 7 月 10 日 《接论国势贫弱皆由俗尚之奢》 

述说了当时的奢靡风气，如烟酒、娼妓、戏曲

等，述说了奢靡之害，鼓励从俭，因为经济贫

弱自然影响国势贫弱。 

39 1899 年 7 月 25 日 《赌盗原》 

说明粤东赌风弥漫，以很多赌徒案例来说明了

赌博之害，鼓励远离赌博这种奢靡之举。 

40 1899 年 9 月 14 日 《禁花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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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槟城的花会赌之风，并述说了花会赌之

害，劝诫国人不应当接触这种奢靡之风俗，建

议禁止花会。 

 

41 1899 年 12 月 28 日 《奢侈说》 

以当时的婚姻、丧礼等费用说明了当时的奢靡

之风。 

42 1900 年 2 月 28 日 《论举行庆典》 

论南洋一带举行庆典时追求富贵，有透过庆典

来展示自己的权利、财力的情况。 

 

43 1900 年 12 月 17 日 《戒嫖文》 

批评当时的“嫖文”风气，劝诫戒掉嫖文，因

其会为当时本就已经充斥淫风的社会带来更坏

的影响，亦侧面述说了当时淫秽成风、奢靡的

现象。 

 

44 1901 年 3 月 22 日 《停捐纳税》 

批评靠捐纳换取仕途之现象（可视为一种崇尚

虚荣的现象，既奢靡现象），亦建议改科举制

度，不然国家不能招到真正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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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1901 年 5 月 3日 《论财款出入之难易》 

述说了当时朝廷的财务问题，鼓励开源节流

（从俭），对当时的停止捐纳、淘汰冗员等提出

自己的看法，承认这些方法论确实会有一定的

帮助，但对停止捐纳呈否定意见，认为捐纳对

当务之急的财务状况仍是必须的。 

46 1901 年 5 月 13 日 《论官场习气》 

批评当时的官场习气为国之大害，讽刺了当时

官员无作为、奢靡、贪污等官场风气。 

 

47 1901 年 12 月 20 日 《论国家彩票》 

批评了国家议论设立彩票的情况，认为此为助

长赌博风气之举，亦认为此为让人民产生侥幸

心理夺财，阻碍国家之发展。 

48 1902 年 3 月 8日 《论复钞法以利国用》 

提到国家设彩票之举，此亦可视其为一种奢靡

风气。 

49 1902 年 3 月 15 日 《论八面赌之害甚于花会》 



55 
 

编号 日期 篇名与摘要（仅取与奢侈相关内容） 

论八面赌以及花会赌之害，批评以及述说当时

的赌博风气，亦批评当时的人崇尚奢华，妄想

靠赌博一步登天，劝诫人们禁赌。 

50 1902 年 5 月 21 日 《论中国宜改用金磅事》 

通过金指涨落论述中国应改用金磅事，以避免

不必要之浪费。 

51 1902 年 7 月 14 日 《论借债摊捐定非救贫之策》 

批评借债，卖爵换官等策略并非救国之良策。 

 

52 1903 年 10 月 17 日 《赌亦果当禁否》 

述说了赌博之害，批评了当时的赌博（奢靡）

风气，劝诫国家应当禁赌。 

53 1904 年 1 月 18 日 《论贿赂公行》 

说明贿赂对于国家之害，批评了当时官场腐

败、奢靡、贿赂成风的风俗。 

54 1904 年 6 月 4日 《通饬官场戒烟之禁令亟宜推广论》 

说明洋烟（鸦片）之害，劝诫应当加强禁烟运

动，亦有以孔子思想劝诫国人戒烟的篇幅。 

55 1904 年 6 月 6日 《（接论）通饬官场戒烟之禁令亟宜推广论》 

说明洋烟（鸦片）之害，劝诫应当加强禁烟运

动，亦有以孔子思想劝诫国人戒烟的篇幅。 



56 
 

编号 日期 篇名与摘要（仅取与奢侈相关内容） 

56 1904 年 10 月 31 日 《论保富之要》 

以孔子思想鼓励国家注重工商业，应当戒奢从

俭，说明保富之必要。 

57 1904 年 11 月 3日 《论保富之要》 

以孔子思想鼓励国家注重工商业，应当戒奢从

俭，说明保富之必要。 

58 1905 年 1 月 27 日 《论中国亟宜振兴商务》 

说明振兴商业之利，鼓励国家应当振兴商务，

促进经济之发展，劝诫国人改掉奢靡之风。 

59 1905 年 3 月 13 日 《说富强》 

劝诫国家应当停止捐纳换官，并裁掉冗员方能

使国家富强，批评了这种风俗。 

60 1905 年 3 月 15 日 《说富强》 

劝诫国家应当停止捐纳换官，并裁掉冗员方能

使国家富强，批评了这种风俗。 

 

61 1906 年 3 月 6日 《官卖鸦片议》 

述说鸦片之害，批评了官场腐败，有腐败、贿

赂、奢靡现象，亦批评了官卖鸦片之现象。 

62 1906 年 6 月 29 日 《论中国禁烟机会不可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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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鸦片之害，劝诫中国要把握禁烟之机会，

说明了中国被鸦片荼毒的现象。 

 

63 1906 年 10 月 24 日 《戒烟议》 

说明了鸦片对于中国之害，劝诫国人展开戒烟

运动，有提到上海、南洋等地已有戒烟之风。 

64 1906 年 10 月 27 日 《继戒烟议》 

说明了鸦片对于中国之害，劝诫国人展开戒烟

运动。 

65 1907 年 3 月 11 日 《戒烟取保之难论》 

说明了鸦片之害，劝诫在男女老少各阶层都应

当实践戒烟。 

 

66 1907 年 5 月 17 日 《论禁烟实义》 

批评现在的禁烟章程有很多是属于亡羊补牢

的，说明鸦片之害，指出了当时国人迷恋鸦片

的状况。 

 

67 1907 年 5 月 21 日 《（接）论禁烟实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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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现在的禁烟章程有很多是属于亡羊补牢

的，说明鸦片之害，指出了当时国人迷恋鸦片

的状况。 

68 1907 年 6 月 29 日  

说明当时官场贪污腐败之状况，讽刺了当时的

奢靡现象，以孔孟思想指出这些风俗应当被改

善。 

69 1907 年 7 月 9日 《论南洋土生妇女俗习之野蛮之可异》 

提到了当时的南洋妇女多无教育水平，却又崇

尚奢靡的状况，且指出了当时的妇女有把男人

当做从贫层跨入富层的工具之情况，讽刺了当

时的南洋妇女在服饰、饮食等方面的奢靡状

况。 

70 1907 年 9 月 19 日 《清官禁烟仍欲保全烟饷之可怪》 

说明了鸦片之害，提倡禁烟，讽刺了朝廷有很

多无用官之状况。 

71 1908 年 2 月 19 日 《禁烟议》 

说明了鸦片对于中国之害，劝诫国人加强戒烟

运动。 

72 1908 年 2 月 22 日 《禁烟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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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了鸦片对于中国之害，劝诫国人加强戒烟

运动。 

73 1908 年 2 月 26 日 《禁烟议》 

说明了鸦片对于中国之害，劝诫国人加强戒烟

运动。 

74 1909 年 1 月 28 日 《各国元旦风俗考略》 

提到了各国庆祝元旦之差异，提出了中国庆祝

元旦较其他国家而言是来得更加的盛大隆重

的，有讽刺其重奢华之意。 

75 1909 年 2 月 13 日 《论端方之失言及鸦片买卖之害》 

批评国家并没真正的做到真正意义上的禁烟，

述说了鸦片买卖对于中国之害，批评了鸦片买

卖的行为。 

76 1909 年 2 月 17 日 《论端方之失言及鸦片买卖之害》 

批评国家并没真正的做到真正意义上的禁烟，

述说了鸦片买卖对于中国之害，批评了鸦片买

卖的行为。 

77 1909 年 3 月 17 日 《闻香港禁烟有说》 

说明了香港禁烟运动的情况，指出了洋人依旧

在贩卖鸦片给中国，代表了这种势力依旧还无

法被消除，鼓励加强禁烟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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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1909 年 4 月 26 日 《论中国亟宜振兴土货》 

鼓励中国振兴自己的土货，利用了南洋商人的

成功案例来证明这是可行的建议，说明振兴土

货所带来的益处。 

79 1909 年 5 月 29 日 《西后私积何其富也》 

通过批评慈禧太后的私积（九万九千零九十万

两）行为来说明国家为何不能富强。（可视为一

种奢靡风气） 

80 1911 年 2 月 7日 《奉劝华侨勿为无益之费说》 

述说了南洋华人在庆祝节日时过于耗财之事，

如：宰杀鸡鸭数千只、猪羊数百头、祭拜神鬼

的祭品过多等等，既阐述了当时的奢靡风气，

鼓励人们应当从俭，把钱用在有用之处，切勿

有过多的无益之费。 

81 1911 年 2 月 20 日 《再论禁烟》 

述说了鸦片之害，说明了中国人沉迷于鸦片的

状况，认为朝廷应当加强禁烟运动。 

82 1911 年 2 月 25 日 《再论禁烟》 

述说了鸦片之害，说明了中国人沉迷于鸦片的

状况，认为朝廷应当加强禁烟运动。 

83 1911 年 3 月 4日 《清国多冗员又钱债宜设专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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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了朝廷有很多冗员且债务又多之况，亦批

评了当时的官场腐败、奢靡等现象，鼓励应当

设立专官以解决这类问题。 

84 1911 年 3 月 8日 《论粤中盐烟酒之饷及禁毒之前途》 

提到中国烟酒赌之害，对盐、烟、酒三项个别

发表自己的看法及建议，顺带批评了清官私囊

之现象。 

85 1911 年 4 月 5日 《论奢淫为国家末运之佐证》 

提到了节俭未必兴国，但奢靡必将败国之道

理，认为国家当时的风气呈奢靡腐败之现象，

对各种奢靡之风如：婚嫁、衣饰、玩具、赌

博、建筑等等方面进行了批评，劝诫奢靡之

风，淫荡之弊应当被改善，否则将败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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