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9

從粤中名門望族末世走出的一代英才

――黄世仲的家世和早歳生活

顔 廷 亮

黄世仲是資産階級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功勳卓著的革命家、宣傳家和小説家。然而

關於黄世仲的家世和早歳生活，由於相關資料奇缺，一向很不清楚。建國前后，雖有

人進行過深入研究，但研究者並不多。據現在所知，内地建國以前，僅有馮自由和楊

世驥二位先生做過這一工作。早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之交，馮自由先生就在《 洪〈

秀全演義〉作者黄世仲》一文 中寫道：*1

番禺黄世仲，字小配，別號禺山世次郎。少穎悟好學，讀書過目成誦。

之后，楊世驥先生則在《黄世仲》一文 中寫道：*2

按，當他的祖若父均以理學著稱，本爲粤中望族。年十六，從南海朱次崎（

受學……。甲午、乙未 間，他的家道中落了，就只身前爲朱次琦） （1894 1895）-

往南洋謀業。

二位先生的記述雖甚簡略，却十分珍貴。此后的許多年中，再未見到過相關記述，包

括筆者本人在内的研究者們一般均是從二位先生之説而已。直到1999年9月香港夏菲

爾國際出版公司出版的方志強著《黄世仲大傳》中，才有如下較詳的記述：

黄世仲……祖父名仕華，生有四子一女，長子有忠，次子有財，三子有騰

（世仲之父 （甘）） 孻，四子有滔，女名 姑。曾高祖名號已失傳。高祖原籍順徳金

竹勒流，后分枝番禺，曾在鶴洞設塾館教書。遡其先祖淵源，據嘉慶二十五年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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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垂憲堂族譜） （至冬十六傳孫歩聖 謹志世系圖 載： 始祖（曾與方獻夫有詩唱和） “

）黄元甫，字道宏，號郎峰，妣施氏。郎峰太祖先自江夏遷五粤之雄州，治三年

世次邈哉，弗可紀矣。公生於保昌珠璣里，宋季始遷順徳甘竹樓，卜居右灘羅香

坊，是爲我族之始祖。始祖升遐之后，有婿千戸牛氏點穴與妣施氏合葬新會曲蓈

園 。”

道光咸豐同治年間，戰爭頻繁，高祖遷居番禺大橋，家道漸中落。至世仲父

輩，已窮至連鍋鏟都無一把，且已目不識丁。世仲父親只好挑菜往佛山等地出售，

以維生計。其往來佛山途中，常將瓜菜寄放佛山一紙廠老板店中。老板見其忠厚

勤懇，便收留在廠打工，且爲之取 妻。后來又將紙廠交給世仲父親打理。（娶）

另外，方志強先生在其大著中還設有專節以記述黄世仲早歳生活情況。據知，方志強

先生的所有記述，是在參閲一些文字記載，並在從黄世仲后人如外孫陳基、陳堅和姪

兒黄鑑泉等先生處獲得的回憶性文字或口述材料、特別是黄世仲的女兒黄福蓮所遺留

下來的有關回憶材料的基礎上做出的，因而不僅較詳，而且相當可貴。

不過，在内地，有關的記述不僅只此而已，而且大約由於受客觀條件限制，方志

強先生和楊世驥先生的記述相比，不僅互有不同，而且抛開其是否確當一層不説、但

就詳略度一層而言，方志強先生的記述已嫌簡括，馮自由和楊世驥二位先生的記述就

更是如此，因而也就仍使人們對黄世仲的家世和少年時代若明若暗、所知無多。

令人深感高興的是，很早以前，香港就有專家學者對黄世仲的家世和早歳生活進

行過長期的、内地專家學者一向不知的研究。據最近幾年間馬楚堅先生所著《黄世仲

與〈南漢演義 》 《宣傳辛亥革命之文字功臣：黄世仲行實考》 等文宣示，在楊〉 、* *3 4

世驥先生之后、方志強先生之前，身在香港的羅香林先生不僅在上世紀三十年代就對

5黄世仲的家世和少年時代進行過考察，並在之后將其考察所得在所撰《乙堂箚記》*

等著作中予以記述，而且由於他的考察更爲周密，因而他的記述也就更爲詳細、更爲

可信。另外，最近幾年間，關國煊先生《黄世仲 傳略》 也有相關記述，（1872 1912）- *6

而馬楚堅先生更在羅香林先生記述的基礎上進一歩對黄世仲的家世及其少年時代進行

了辨析梳理，從而使黄世仲的家世及其少年時代更是豁然大白。因而，筆者也就擬以

羅香林、關國煊、馬楚堅等三先生的記述爲基礎，對黄世仲的家世和少年時代加以記

述。

當然，學術研究的規律決定：即使是羅香林、關國煊、馬楚堅三位先生，其記述

也還是會有若干可以再行商榷之處，再加上其記述與其前專家學者的記述間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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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筆者在記述的過程中還將進行若干辨析。如有不當之處，尚望批評指正。

（一）

黄世仲名謨，字世仲，又字小配，號棣蓀、禺山次郎，以世仲行；筆名黄帝嫡裔、

禺山世次郎，別署棣、隷、棠、配工、棣蓀、轅孫、騰瀾、駕蕭、亞尭、老棣、笑評、

拾言、黄棣蓀、世次郎、嵎山次郎、世次郎小配、世界一個人等。生於廣東番禺茭塘

司崇文二十四郷大橋，即今廣東省廣州市芳村區東漖街西 大橋。秒

黄世仲當生於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初。其具體究竟是哪一年？這是黄世仲研究中首

先碰到的問題之一。一直到現在，關於這個問題，研究界的回答不一，主要有：

1871年説。見李育中先生《 洪秀全演義〉作者黄小配》 、張解民先生〈 *7

《黄小配》 、司徒彤先生《辛亥革命宣傳家黄小配》 、陳澤泓先生《小説亦* *8 9

作革命言――清末小説家黄世仲》 。*10

1873年説。北京大學中文系《中國小説史稿》 、黄鈞先生等主編《中國*11

文學史》 、苻實先生《晩清小説家黄小配生平》 、鍾賢培先生主編《中國* *12 13

文學知識寶鑑 》 、羊阜先生廣東人民出版社本《洪秀全演義》之（近代巻） *14

《前言》 等均主此説。*15

1874年説。見姚福申先生《黄世仲疑案新探》 。*16

不詳説 《中國新聞年鑑 之《新聞界名人介紹 、秦亢宗先生主。 》 》（1983）*17

編《中國小説辭典》 之《黄世仲》條等均主此説。*18

光緒初年説。冼玉清先生《廣東文獻叢説》 謂黄世仲“生於光緒初年 。*19 ”

1872年説。此説出現較早。姜亮夫先生在上世紀三十年代所撰《歴代人物年

里碑傳綜表》 中，就已以1872年爲黄世仲生年。*20

鑑於諸説紛陳，還是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筆者就曾據黄世仲本人的一個説法撰

寫《黄世仲〈 辨康有爲政見書〕弁言 》一文 贊同1872年説。此后，筆者雖然於〔 〉 *21

此並不動搖，但大約是由於人微言輕吧，研究者們雖然持此説者越來越多，而直到不

久之前，持不同説法者依然存在。馬楚堅先生在上掲《黄世仲與〈南漢演義 》中就〉

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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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氏生年，冼玉清氏稱爲光緒初年，然據黄撰《辨康有爲政見書・弁言》自

稱年三十二，而稿自署癸卯年，即清光緒二十九年、西元一九Ｏ三年，以此上推，

當生於清同治十五年 ，足證冼氏之誤。陳（一八七一 （按 “十五年”當爲十一年） ， ）

堅氏則作一八七二年，大抵依顔廷亮先生等説，以陳爲黄外孫或承自母氏，世有

從之者。

在上掲《宣傳辛亥革命的文字功臣：黄世仲行實考》中，馬楚堅先生的説法大致相同，

惟一的不同是將末句“世有從之者”改爲“從之 。顯然，馬楚堅先生雖正確地指出”

光緒初年説不正確，但他自己却是主張1871年説的；所謂“世有從之者”表明他其實

並不同意1872年説；改“世有從之者”爲“從之 ，似乎同意了1872年説，但並非由”

於據其考辨出之，而僅是由於陳堅氏持1872年説、而“陳爲黄外孫或承自母氏 ，其”

所具勉強之情似仍有之。

然而，馬楚堅先生的説法是値得商榷的。馬先生主張1871年説的根據，是黄世仲

在“癸卯年冬月”即1903年冬所寫《辨康有爲政見書・弁言》 中的如下一語：*22

余生三十二年，無一事可以告國民者。

其實，筆者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撰文贊同1872年説時，也是以黄世仲此語爲據的。另

外，黄世仲與此相同的説法還見於其更早一些時間發表於1903年3月12日《天南新

報》上的《保壽命説》 ，其中説：*23

余嘗告人曰，今年虚度三十二矣……

可見黄世仲確實是以1903年爲自己年32歳之年、研究者也是確實可以據以推算黄世仲

的生年。問題是，既然根據相同，那麼在黄世仲生年問題上爲什麼馬楚堅先生會主張

1871年説，而筆者則迄今仍要堅持1872年説呢？原來，馬楚堅先生是以現今的年齡計

算法推算黄世仲的生年，而筆者是按照中國傳統的年齡計算法推算黄世仲生年的。按

照現今的年齡算法，所謂多少歳乃是實歳，即到出生之第二年才計爲一歳；推算下來，

黄世仲自然出生於1871年。按照中國傳統的年齡計算法，所謂多少歳乃是虚歳，即出

生當年就已計爲一歳；推算下來，黄世仲就應生於1872年。而在上世紀初，年齡乃是

取中國傳統的計算法的。因而，筆者仍然認爲黄世仲的生年乃是1872年，而不是馬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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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先生以及別的一些先生所主張的1871年或某些先生所主張的1873年、1874年、光緒

初年，當然也並非《中國新聞年鑑 等所説的“不詳 。》 ”（1983）

（二）

關於出生於其中的黄世仲的家世，楊世驥先生在上掲《黄世仲》一文中説是其祖

和父均以理學著稱，本爲粤中望族，至甲午、乙未 間家道中落；方志強（1894 1895）-

先生在上掲《黄世仲大傳》中則據嘉慶二十五年 仲冬黄氏撰《黄垂憲堂族（1820年）

譜》等資料，歴敘其太祖自江夏遷至粤之雄州、宋至治三年 出生之始祖黄（1056年）

元甫於宋末又遷至順徳甘竹樓 “原籍順徳金 竹勒流”之高祖“道光咸豐同治、 （甘）

年間”再分枝番禺而“家道漸中落”乃至黄世仲祖輩和父輩的大致情況，以爲黄世仲

先代雖爲粤中望族，而從高祖輩起家道已漸中落，至父輩已窮困非常且已目不識丁，

已難説是以理學著稱、粤中望族。顯然，楊世驥和方志強二位先生的記述互有不同。

那麼，黄世仲家世如何？其祖與父是否以理學著稱？其家族是否本爲粤中望族？

馬楚堅先生在上掲《宣傳辛亥革命的文字功臣：黄世仲行實考》中，據上掲羅香

林先生《乙堂剳記》所收《革命宣傳家小説名家黄世仲家世訪記》及其所引録之清嘉

慶黄氏撰《黄垂憲堂族譜 、清郭汝誠撰《順徳縣志》 之《黄民准傳》及《黄士俊》 *24

傳》等資料，對黄世仲的家世進行的詳細而可信的考析和勾勒，實際上已對這個問題

做出了很好的回答。

馬楚堅先生先是徴引《黄垂憲堂族譜》中的如下文字：

吾先爲粤中望族，以理學見著於世。傳至十六世邦直，師事湛子甘泉，以貢

仕訓令、教諭，愛民造士，有令譽於地方；歩聖，好學，不重名利金帛，教讀毓

秀爲樂，尤與方獻夫友善，時相酬唱，嘗志世系圖曰： 始祖元甫，字道宏，號“

郎峰，生於至和三年，妣施氏。郎峰太祖先自江夏遷五粤之雄州，世次邈哉，弗

可紀矣。公生於保昌珠璣里，宋季始遷順徳甘竹堡，卜居右灘羅香坊，是爲我族

之始祖。始祖升遐之后，有婿千戸牛氏點穴與妣施氏合葬新會曲萌園 。邦子珠”

江，領嘉靖戊午郷薦，令武昌，歴官兵備副使，祀郷賢。聖曾孫亮垣，萬歴丁未

科状元及第，歴官文淵閣大學士，加太子太保。

然后參考《順徳縣志》之有關記載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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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是可知黄世仲先世黄元甫出世 於江夏保昌珠璣里，時宋仁宗至和三（生）

年 ，及長，初移廣雄州，至晩年逢金人侵宋之際，再遷順徳，遂爲順（一五Ｏ六）

徳黄氏始祖。邦直，名民準，以字行，號愼齋，嘉靖元年 歳貢，任（一五二二）

福建政和司訓令；九年 秩滿遷廣西平樂府訓導，調富川教諭，以丁（一五三Ｏ）

繼憂不出。爲人潔己愛民，虚懷造士。好學能文，八十猶手不釋巻，著有《心性

解 。子應龍，字珠江，承父訓，弱冠領嘉靖戊午 郷薦，》 （三十七年，一五五八）

令武昌，肅清弊政，擢戸部主事、敘馬瀘兵備副使，平奢酋、靖女夷。父子所至

皆有政績。歩聖諱斌 《順徳縣志》稱：，

斌，教讀隣縣，撤帳歸，遇失金投水者，盡所攜脩脯，與以救之，不以語

人。諸從鬩主釀命，被累及，自投谷謂己貲尚可苟延待白，諸從貧難任訟也。

《譜》稱斌又與名臣方獻夫相唱和交遊，合準民 父子觀之，則甘水黄氏（民準）

非有家學傳承，弗能以徳以學、以政績鳴於一方，則其家世自屬耕讀傳承者流也。

斌子廷璣，捐産於兄瑾、廷珣，白父累横逆不校，好吟詠爲師隣里，稱祭酒，著

有《淑里集 《倫誼編 。机 子鎬，博學能文，不求聞達，能以文驗人修》、 》 （璣）

短，嘗以田宅讓兄弟，筑石圍捍水，人稱黄公堤，輒賑貧者，卒祀郷賢。此種家

風，其影響子孫自深。

馬楚堅先生接着又徴引《順徳縣志》而對黄歩聖之曾孫黄亮垣加以記述：黄士俊即亮

垣，號玉崙；七歳能文詞，萬歴丁未第進士，廷對第一，補國史修撰，崇禎二年己巳，

官至禮部尚書，后乞歸；崇禎九年丙子，復被召授光祿加太子少保、戸部尚書，后因

與權相意見相左而以病二次乞歸；南明桂王永暦三年，再次被召入輔臺；有子昌禎、

昌祺、昌禧，昌祺與弟昌禧皆早卒，但昌祺有子承珣。然后，又以黄東先生等編《河

源雙江黄氏族譜》 所附《明萬暦進士、状元及第、文淵閣大學士士俊於天啓三年*25

修譜序》等爲據而進行考證並寫道：

據之，則黄元甫遷至順徳，傳家自有義方，至黄士俊，家世最爲興盛，官至

宮保。士俊，以明亡，奮起參與抗清運動，方志避諱略之，余於《明末何吾騶相

國之生平與志節》一文 ，考釋黄士俊與何吾騶僞降，遊説清將李成棟反正，*26

使陷於清手之廣東，不費吹灰之力，重回南明懷抱中，於改變永暦態勢，與有功

焉。據黄士俊著述，黄元甫，爲久康之后，久康爲黄化之后，化爲黄峭山之支，

峭山則源出戰國春申君也。黄士俊既參與抗清復明運動，清順治七年 末（一六五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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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永暦兵敗遠走廣西、而云貴，己老不能隨南明軍轉移，孑然退隱山林，數年足

不下樓，至八十五歳去世后，子孫承其忠孝之身教，不忘先人忠烈精神，及民族

氣節，故凡裔終清世皆無仕者，蓋以耕讀自勵也。據羅香林教授《乙堂剳記》云：

嘗訪知士俊孫承珣慟祖母潘氏而亡，其子姪傅善等皆隱而不仕，對外人

絶口不渉祖事，士俊著述亦密藏，致爲文網漏魚。善子棣兆，生文蓀。道光

間，文蓀，遷家番禺茭塘大橋村，遂爲番禺黄氏分枝之宗焉。文蓀卜居后，

置塾於鶴洞課徒，教授里人子弟。蓀子仕華，華生子：有忠、有材、有騰、

有滔。有騰，好學，師事九江先生。仕華逝，衆以食指繁而分爨，各得十餘

畝田以自立，自之家道中落矣。惟此甘水分枝，未聞有支譜，惜哉。

據此所云，可知黄世仲系出黄士俊之后，殆清宣宗在位時，其高曾祖棣兆、曾祖

父文蓀徙禺，自爲新枝奕叶之宗支。然則爲何而遷家，此當一八四一年中英鴉片

戰爭起后，避地所然。惜數傳分家，致家道中落，影響黄世仲至鉅。

此下，馬楚堅先生又引出羅香林先生《乙堂箚記》中如下一段記述，以明番禺黄氏

“有”字輩以及包括黄世仲在内的再下一輩的情況：

有忠生迪洪，有材生大郎，有騰生伯耀、世仲、小燦，有滔生燕章、燕金…

…。先是，於仲十歳時，祖父遭匪劫勒索金，家道爲之衰落。祖回，未幾病逝，

諸父分爨。仲父忍貧訓子篤於學行，仲及冠，嘗欲赴郷試，父以祖仇滿扶南明之

風節，誨之再三，志遂不伸而有所拓焉。既長，昆仲亦嘗執教鞭以協家用。仲年

十九，娶麥氏爲室。

以上馬楚堅先生的考析和勾勒，實際上把黄世仲從遠祖以迄父輩的家世展示了出

來。根據他的考析和勾勒，筆者試將黄世仲世系表列如下：

（？） （遷粤之雄州）
楚春申君黄歇…→黄元甫太祖…→黄峭山―→黄化―→久康―→

（順徳黄氏始祖） （黄元甫十六世）
―→黄元甫………→黄邦直―→珠江

→黄 瑾

……→黄歩聖 →黄廷珣

→黄廷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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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昌禎

―→黄鎬―→黄士俊 →黄昌祺―→黄承珣―→黄傅善―→

→黄昌禧

（黄仕華逝后分爨）
→黄有忠

（番禺黄氏分枝之宗）
―→黄棣兆―→黄文蓀―→黄仕華 →黄有材

→黄伯耀

→黄有騰 →黄世仲

→黄小燦

→黄有滔

該世系表容有不盡准確之處，但當大致無誤。結合羅香林、馬楚堅二位先生的記述，

可以看出：

（１）黄世仲先代疑可遠遡至戰國楚春申君黄歇；至黄元甫之太祖，南遷至粤之

（今廣東省南雄縣 （1056年） （今廣雄州 ；至宋至和三年 出生之黄元甫，再南遷至順徳）

東省順徳市 （1821 1850），是爲黄氏順徳始祖；至黄世仲之曾祖黄文蓀，於清道光年間 -

遷至廣東番禺茭塘司崇文二十四郷大橋 ，年） （今廣東省廣州市芳村區東漖街西 大橋秒 ）

是爲黄氏番禺分枝之宗；黄文蓀生黄仕華，黄仕華生黄有忠、黄有材、黄有騰、黄有

孻滔四子 ，另外還生有一女名黄 姑 ；黄仕華四子中黄有騰生黄伯耀、黄世仲、* *27 28

黄小燦。由此可知，黄文蓀乃黄世仲之曾祖，黄仕華乃黄世仲之祖，黄有騰乃黄世仲

之父。經羅香林、馬楚堅二位先生的考析和勾勒，黄世仲之家世，已大致清楚。

（２）清嘉慶黄氏撰《黄垂憲堂族譜》既謂“吾先爲粤中望族，以理學見著於

世 ，又歴敘順徳黄氏始祖黄元甫十六世，包括著有《心性解》之黄邦直和本人與明”

弘治至嘉靖間名臣方獻夫 相唱和交遊、其子黄廷璣著有《淑里集》和（1484 1544年）-

《倫誼編》之黄歩聖的徳、政、學行，而馬楚堅先生據茲謂至明嘉靖前后黄世仲十二

世祖即黄歩聖一代 “甘水黄氏非有家學傳承，弗能以徳以學、以政績鳴於一方，則，

其家世自屬耕讀傳承者流也 。又，清郭汝誠《順徳縣志 《河源雙江黄氏族譜》所” 》、

附《明萬歴進士、状元及第、文淵閣大學士士俊於天啓三年修譜序》等既載生活於明

末清初之黄歩聖曾孫黄士俊官至宮保等事，而馬楚堅先生更從中掲示出黄士俊曾僞降

清將李成棟以遊説李成棟反正歸南明等情。如此看來，謂黄世仲祖上以理學著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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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粤中望族，當無不妥。

（３）馬楚堅先生既謂黄士俊子孫“凡裔終清世皆無仕者，蓋以耕讀自勵也 ，”

又徴引出羅香林先生《乙堂箚記》中所記如下諸事：道光年間 黄世仲（1821 1850年）-

曾祖黄文蓀遷番禺后，置塾於鶴洞課徒；光緒七年 黄世仲年十歳時，其祖（1881年）

黄仕華遭匪劫勒索金，家道爲之衰落；黄仕華於歸后未幾，大約在次年 前（1882年）

”，后即逝，黄世仲父輩乃以食指繁而分爨；黄世仲父黄有騰本“好學，師事九江先生

分爨后又“忍貧訓子篤於學行 。由此可見，黄世仲家道之中落，既不是在楊世驥先”

生所説的甲午、乙未 間，也不是在方志強先生所説的道光、咸豐、同治（1894 1895）-

年間 ；楊世驥先生謂黄世仲之祖和父均以理學著稱，雖未免有點言過（1821 1874年- ）

其實，却還是事出有因，而方志強先生所謂黄世仲父輩已窮困非常且已目不識丁，則

與實情未符；楊世驥先生謂黄世仲家族直至黄世仲幼時仍爲粤中望族，完全符合實際，

而方志強先生所謂黄氏家族從黄世仲高祖輩起家道已漸衰落、至黄世仲出生時已難稱

粤中望族，也難以稱爲的論。説到底，黄世仲出生及童稚時期，其家庭仍屬於處於末

世的粤中名門望族，只是在其十歳以后才成爲普通的貧窮之家；李育中先生謂黄世仲

“是舊式所謂‘讀壞書’人物，出身破落地主家庭，少年時已陷於窮困” ，倒是*29

較爲符合實際。

（三）

關於黄世仲的早歳生活，即黄世仲從出生到弱冠后遠走南洋以前二十來年間幼、

童、青年時期的郷居生活，如前所述，馮自由、楊世驥、方志強和羅香林、馬楚堅等

先生均有過詳略不一的記述。然而，馮自由、楊世驥、方志強三位先生的記述，互相

間本有不一致之處，與羅香林、馬楚堅二位先生的記述相比也互有不同。筆者以爲，

馮自由、楊世驥、方志強三位先生的記述雖各有可取之處，而羅香林、馬楚堅二位先

生的記述却既更詳細、又更可靠一些。按照羅香林和馬楚堅二位先生的記述，黄世仲

這二十來年間的郷居生活，大致可以分爲三個小的階段，即從1872年出生起到1881年

家道衰落前的第一階段、從1881年家道衰落起到1888年止的第二階段、從1889年往來

粤澳間中止讀書起到1893年赴南洋前止的第三階段。

第一階段可以稱曰童稚階段。當黄世仲出生的時候，其曾祖父黄文蓀已擧家遷居

番禺且置塾鶴洞課徒。當時，其高祖黄棣兆尚健在，其祖父黄仕華也還未遭匪劫勒，

其家道雖然比不上先代最興盛的時期即黄士俊時期，却當還是比較好的五世同堂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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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家。因而，黄世仲也就有接受良好的童蒙教育的家庭條件。事實上，黄世仲也確實

接受了良好的童蒙教育。馮自由先生上掲《 洪秀全演義〉作者黄世仲》云：〈

少穎悟好學，讀書過目成誦。（黄世仲）

馬楚堅先生所引羅香林先生《乙堂箚記》之文字中更有如下記述：

諸孫中，以伯耀、世仲賦能讀書，尤以仲聰敏過人，過目不忘，（黄仕華）

志異於同齡，而爲其高祖所鍾愛，躬爲二人開蒙……。仲至九歳已能閲《通鑑綱

目 《通鑑紀事本末 ，十歳則讀《史 《漢》而《通鑑 ，十二歳則蕭《選 、》、 》 》、 》 》

《唐宋八家文》皆能誦。

其高祖既爲之開蒙，黄世仲當已年五、六歳，時在1876―1877年左右。至1879年九歳

時，已讀《通鑑綱目 《通鑑紀事本末 ；至1880年十歳時，已讀《史記 《漢書》》、 》 》、

乃至《通鑑 ；至1882年十二歳時，則更進一歩，已能誦讀蕭統《文選》和唐宋八大》

家古文。由此看來，馮自由先生謂其“少穎悟好學，讀書過目成誦 、羅香林先生謂”

其與兄黄伯耀皆“賦能讀書”而“尤以仲聰敏過人，過目不忘，志異於同齡 ，乃非”

虚語。

然而，黄世仲在童稚階段並非只是接受正統儒家教育，而是還接受普通社會流行

之歴史傳説和戲劇小説的民間通俗教育。羅香林先生在上掲《乙堂箚記》中謂黄世仲

----

……幼嗜説部，致野史、小説無不寢饋。並好談論太平天國事、戲劇所演於

長輩，毎得必筆而録之，高曾父老莫不以龍象視焉。

其實，黄世仲自己后來也曾經説過：

孩童隨父兄入於演劇之塲，見夫傀儡登臺，忠姦賢佞，神形畢肖，爲之心往

神怡，遇忠者愛慕之，姦者怒嫉之。演至富貴榮華，而心爲之炫；唱至生離死別，

而神爲之酸。若見夫貪官汚吏、土豪惡棍魚肉郷民，忽不覺悲咽之何所；一經報

30應不爽，則又以爲天眼昭昭，而心爲之大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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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提隨父兄入於劇塲，伶人之做手如何，腔口如何，本不甚能分辨。然其裝

面具、飾須眉，一擧一動，觀者當塲無不眉飛色舞。及觀劇既畢隨父兄回寓，猶

津津焉談道弗衰。較夫授以詩書，使口通心維，其過耳目而不忘者，誠不及觀劇

31感情之萬一也。*

32童時與高曾父老譚論洪朝，毎有所聞，輒筆記之。*

可見羅香林先生所説誠爲確鑿不二之論。如果説其高祖爲之開蒙的正統儒學教育對黄

世仲后來文史兼通是一個良好的開端的話，那麼這種民間通俗教育對黄世仲后來長於

並喜愛小説以及其他形式的文藝創作當是甚有影響的。

第二階段可以稱曰校讀階段。1881年黄世仲十歳時，家道發生重大變化。這一年，

（1882黄世仲的祖父黄仕華遭土匪綁票，成爲人質；被贖還家后未幾，也許就在次年

逝世，黄世仲之高、曾祖想亦在此前后魂歸道山。事態的這一發展，對番禺黄氏年）

分枝來説，無疑是一個極大的打撃，家道從此開始驟然衰落；未久，黄世仲父輩也以

食指繁而分家，黄世仲父黄有騰以子女最多而自然成爲兄弟四人中負擔最重者。這樣

一來，黄世仲自然也就失去了其在童稚階段所曾有過的接受童蒙教育時的那種良好的

家庭條件。然而，兄弟分爨后的黄世仲父親黄有騰本“好學，師事九江先生 ，是位”

讀書人，對子女教育自然也是重視的。其時家境雖然不好，但方志強先生自己就説黄

有騰遺有田地十多畝 ，所以恐怕也還未貧困到像方志強先生所説的“連鍋鏟都無*33

夠一把”的地歩。故也就能“忍貧訓子篤於學行 ，從而也就使黄世仲能 在因家境清”

貧而不得不力所能及地幇助其父維持家庭生計的同時，不僅能繼續接受家庭和普通社

會之通俗教育，而且還能接受正規的學校教育。

關於黄世仲早歳生活的這個階段，馮自由先生未記什麼，楊世驥先生僅記了一句

“年十六，從南海朱次崎 受學 。方志強先生則所記稍多：（按，當爲朱次琦） ”

世仲自十二、三歳起便與兄長在佛山紙廠商店執筆爲父收帳記帳，處理業務，

父親甚感欣慰，並贊曰： 我養兩個仔如此能干，很安樂，不枉費心机！”“

（1885年 （名光緒十一年乙酉 ，黄世仲十四歳，曾入讀佛山書院，與陳千秋）

“同研兩載 。冕，號禮吉，康有爲的高足弟子） ”

羅香林先生《乙堂箚記》也有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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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歳則蕭《選 《唐宋八家文》皆能誦。……稍長，送佛山書（黄世仲） 》、

院隨朱九江先生門下深造。

黄世仲自己后來也曾分別在《辨康有爲政見書.結論》 和《論張之洞之禁〈新民叢*34

報 》 二文中分別説過：〉 *35

陳氏原名冕，號禮吉，向寓佛山。其未受業於康氏以前，與僕同研兩載。

某與《新民叢報》記者，向同受業於陳坪梅先生之門，自后天各一方，我在

西時他已北，我到南時他又東，以故十餘年來未曾一談，未通一問。雖所謀各異，

志向亦殊，然而文字神通，猶得於報紙中觀其言論宗旨。

從上述這些記述以及本文開始時所引方志強先生關於黄世仲之父先是“挑菜往佛山等

” ，地出售 、后被佛山一紙廠老板收留打工、再后又將紙廠商店交其打理等情形的記述

可以理出有關黄世仲校讀階段生活道路的一個綫索，即：自家道衰落、父輩分爨以后，

黄世仲在繼續接受家庭教育以及普通社會通俗教育，且在十二歳時 已能誦（1883年）

讀蕭統《文選》以及《唐宋八家文》的同時，先是與其兄黄伯耀一起在已由其父打理

的佛山紙廠商店幇助父親收帳記帳、處理業務，后又被送入佛山書院讀書且曾與梁啓

超、陳千秋爲同窗。不過，諸家對一些具體情況的記述並不一致或尚待確認，故需略

加辨析。

首先是關於黄世仲與兄黄伯耀在佛山紙廠商店執筆爲父收帳記帳問題。方志強先

生當是根據在黄世仲后人處的得到的傳聞予以記述的。問題是，這一記述可信嗎？看

來當是可信的。按，方志強先生謂此系黄世仲 “自十二、三歳起 、即自1883年或18”

84年開始之事。而黄世仲之祖父黄仕華大約逝世於黄世仲十一歳時的1882年，黄世仲

父輩分家大約也在這一年，那麼黄世仲之父黄有騰也就當在這一年或次年即1883年開

始在耕種分家時所得田地的同時，又挑菜到佛山等地出售，未久即又爲佛山一紙廠老

板所賞識且終於被委打理紙廠商店。如此看來，黄世仲與其兄到紙廠商店助父收帳記

帳、處理業務，也就是可能的了。不過，方志強先生關於佛山紙廠老板曾爲黄有騰娶

妻的記述却令人懷疑。因爲，考慮到黄世仲生於1872年、黄世仲之兄黄伯耀生於1863

，年 ，如果黄有騰若因得佛山紙廠老板幇助而成家，那麼黄有騰之到佛山等地賣莱*36

就當在家道尚未衰落以前約二十來年，而當時黄氏家道既未衰落，兄弟更未分爨，黄

有騰恐怕既不一定要挑菜到佛山等地出售，也未必在娶妻一事上要靠佛山紙廠老板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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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幇助。看來，方志強先生關於佛山紙廠老板爲黄有騰娶妻一事的記述實系取自傳聞，

是未必可信的。

其次是關於黄世仲進佛山書院讀書的時間問題。黄世仲入佛山書院讀書的時間，

楊世驥先生説是在1887年黄世仲十六歳時，方志強先生説是在光緒十一年即1885年，

羅香林先生僅説是“稍長，送佛山書院……深造”而未明具體年份，黄世仲本人也未

明確説是哪一年。但黄世仲本人説陳千秋“未受業於康氏以前，與僕同研兩載 ，又”

説自己“與《新民叢報》記者”即梁啓超“向同受業於陳坪梅先生之門 ，却爲弄清”

其入佛山書院讀書的時間問題提供了綫索。按，陳千秋、梁啓超受業於康有爲，都是

在1890年。但梁啓超之入佛山書院，是在1886年，第二年即已進廣州學海堂讀書。既

然如此，那麼黄世仲也就至遲應在1886年入佛山書院讀書，因爲只有如此才有可能與

梁啓超“同受業於陳梅坪先生之門 ；考慮到黄世仲年長梁啓超一歳，那麼其早於梁”

啓超一年即在1885年入佛山書院當是可能的。又，陳千秋生於1869年，至1885年已十

七歳，其入佛山書院至遲也當在這一年，從而也就可以與黄世仲“同研兩載 。這就”

是説，黄世仲入佛山書院讀書的時間，當以方志強先生所主之1885年爲近是，而楊世

驥先生所説的1887年，看來是有點遲了的。

再次是關於黄世仲入佛山書院受業於誰的問題。楊世驥先生很早前就不僅説黄世

仲“年十六，從南海朱次崎 受學 ，而且説黄世仲“和康有爲既屬（按，當爲朱次琦） ”

通家，又有同門之雅，而兩人性情皆極詭誕，常因細故發生斗毆，日后彼此政見更復

不同，以致勢如水火” 。后來，鄭逸梅先生也説“撰《洪秀全演義》之黄小配，*37

曾師事朱次琦” 。錢仲聯先生主編之《中國文學大辭典》 《黄世仲》條也説黄* *38 39

世仲“少從名學者朱次琦學 。但還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李育中先生就已指出：”

（按，指黄世仲） （按，他 小於康有爲十多歳，有人説地和康有爲同師朱九江

，有私怨，向積不相容，論年紀完全沒有這種可能。他之反對康梁，即朱次琦）

40全然是政治立塲關系。*

后來，關志昌先生也説：

所記未盡可信，縁朱次琦生於一八Ｏ七年，卒於一八八二年，終（楊世驥）

年七十六歳，時黄世仲年十一，康有爲 年二十五，黄世仲十（長素，1858 1927）-

41六歳之時，朱次琦墓木已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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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近幾年，馬楚堅先生在上掲《宣傳辛亥革命之文字功臣：黄世仲行實考》中於徴

引羅香林先生的有關記述后更指出：

……楊世驥所以稱其“祖若父均以理學著稱，本爲粤中望族。年十六，從南

海朱次琦受學”之説，非空穴之談，前者是，后者受學則屬耳食待榷之隨筆所書。

其實，從朱次琦受學者乃黄世仲之父而非黄世仲。馬楚堅先生在同文中於考辨佛山書

院之歴史發展過程之后説：

……九江先生有門人嘗振鐸於此，世仲父有騰，嘗受業於九江禮山草堂，今

仲則繼受學於朱門之徒。世仲承若祖若父之教，踵武受學於斯脈，則當師事朱門

高弟若朱通儒者流，楊世驥則隨筆所聞將其父子混爲一，疏於以年歳推之也，此

關志昌氏亦有詳論其非，及世仲與康有爲同門之謬，所言甚篤也。

不過，李育中、關志昌、羅香林、馬楚堅等先生雖然不認爲黄世仲在佛山書院受

業於朱次琦，而李育中、關志昌二位先生却均未指明黄世仲究竟受業於何人，羅香林、

馬楚堅二位先生也只是分別説黄世仲是“隨朱九江先生門下深造 “受學於朱門之”、

徒 。倒是黄世仲本人對這里的問題做出了回答，其所説“某與《新民叢報》記者，”

向同受業於陳坪梅先生之門”一語 ，明確地告訴人們他在佛山書院是受業於陳坪*42

梅的。可惜的是，在很長很長的時間中，研究者未見黄世仲此語所從出之文，致既有

不確之論長期流行，又有辨而未明之説多時存在，令人不能不相信眞理之探索實在不

易也。

第三階段可以稱之曰謀生階段。黄世仲在佛山書院讀書，已難確知其究竟終止於

何時。郭天祥先生《黄世仲年譜長編》 1887年下載“先生 繼續在*43 （按，指黄世仲）

，佛山書院讀書 ，1888年下以上掲方志強先生《黄世仲大傳》所説爲據載“先生” （按

繼續讀書 ，1889年下載“是年前后先生 開始一邊讀書，指黄世仲） （按，指黄世仲）”

一邊爲生計奔波，往來於粤港澳之間 。其謂黄世仲1887年讀書時，説是“繼續在佛”

山書院 ；謂黄世仲1888年讀書時，却只是説“繼續讀書”而未明是否是仍在佛山書”

院，但看來似乎仍是視黄世仲在佛山書院讀書的；到講黄世仲1889年前后情況時，則

説是“開始一邊讀書，一邊爲生計奔波，往來於粤港澳之間 ，也就是説黄世仲之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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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已不是在佛山書院而是自學，因爲如果仍在佛山書院讀書的話，恐怕就很難“爲

生計奔波往來於粤港澳之間”了。郭天祥先生的説法，雖然尚非的論，但也並非全然

無據，當是大致可從的。事實上，1889年黄世仲已經十八歳，也到了應當考慮已經陷

入貧窮多年的家庭生計並爲之奔波的年齡，很難繼續再到佛山書院或像梁啓超一樣到

廣州某一書院讀書了。據此，則黄世仲當大約從1889年開始，進入了他的早歳生活的

第三階段。

那麼，黄世仲在其早歳生活的這個階段上的情況如何呢？方志強先生在上掲《黄

世仲大傳》中説：

黄世仲亦曾參加過三次科擧考試，但皆名落孫山。

世仲亦與清朝“八股取士”格格不入，但他迫於生計，曾替人當槍手即槍替，

……考擧人而獲售，新會某氏爲此而送來大米一擔和白銀禮金致謝。

……爲尋求生計和覺世之路，他曾往來於粤港澳之間，后又去番禺麥村，入

其兄黄耀恭開設的私塾中幇助教書。其所取妻室亦麥村人氏。光緒十七年辛卯

，黄世仲二十歳時，其長男黄福蔭生於番禺大橋郷。（1891）

關國煊先生在上掲《黄世仲 傳略》中説：（1872 1912）-

。 。……世仲嘗三次應童子試，不售 十七年 ，子福蔭生於番禺（光緒） （一八九一）

羅香林先生在上掲《乙堂箚記》内有關文字中云；

……仲及冠，嘗欲赴郷試，父以祖仇滿扶南明之風節，誨之再三，志遂不伸而有

所拓焉。既長，昆仲亦嘗執教鞭以協家用。仲年十九，娶麥氏爲室。

這些記述渉及到黄世仲早歳生活第三階段的好幾個問題。其中，關於黄世仲娶妻

和長子出生二事，雖敘及者方志強先生只敘及后者、羅香林先生只敘及前者、關國煊

先生亦只記載黄世仲長子之出生時間，而方志強和羅香林二位先生位先生系據調査而

記、關國煊先生當據方志強先生之説而述，三位先生所記又相互吻合，應是可信的。

就是説，關於黄世仲娶妻成家和長子出生二事，幾位先生的記述是清楚的，即：黄世

仲在年十九歳的光緒十六年 娶妻麥村女子成家，其長子福蔭於此后一年（18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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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於番禺大橋家中。然而，關於黄世仲是否參加科擧考試問題，幾位先（1891年）

生的記述却互有出入，故也需要在此加以辨析。

關於黄世仲是否參加過科擧考試問題。方志強先生説黄世仲“曾參加過三次科擧

” ，考試，但皆名落孫山 ，關國煊先生據方志強先生所述亦謂黄世仲“嘗三次應童子試

不售 ，而羅香林先生却説“仲及冠，嘗欲赴郷試，父以祖仇滿扶南明之風節，誨之”

再三，志遂不伸而有所拓焉 。方志強和羅香林二位先生均是據調査而書的。然而，”

羅香林先生的調査是在上世紀三十年代進行的，當時黄世仲之兄黄伯耀還健在且是羅

香林先生調査時主要調査對象之一，因而其記述較之方志強先生據晩約半個世紀之久

的調査所做的記述來自當更爲可信。就是説，在年二十的時候，黄世仲雖曾想赴郷試，

而因其父“以祖仇滿扶南明之風節”誨之，未預科擧。馬楚堅先生不僅同意羅香林先

生的記述而不取方志強先生的説法，而且於黄世仲不預科擧的原因有所補充。在上掲

《宣傳辛亥革命之文字功臣：黄世仲行實考》中，他寫道：

朱九江之學重力行進徳以修業，明體以達用，五學四行無漢無宋，惟精專一，

旨蘊經國濟世，民族主義，由是黄氏沐熏而學問徳行、文辭經濟、融會庭訓，及

（原注： 有汾江學風宗旨之傳統，別有所得，而異於同儕，然亦因此而不預科擧 “

，致“以論者稱黄世仲嘗三次參加科擧考試及爲人捉刀代考試，語不知何所據，不從”）

居郷不得志 ，不得不另謀出路，而應天下國家之用也。”

馬楚堅先生既從黄世仲所受學校教育之精神方面進行論述，又注意到黄世仲所受之

“庭訓”即羅香林先生所謂“父以祖仇滿扶南明之風節，誨之再三”云云，從而謂黄

世仲“不預科擧 ，這就更是増加了黄世仲並未參加過科擧考試這個結論的説服力。”

至於黄世仲爲尋求生計而往來於粤港澳之間以及之后執在麥村助其兄執教鞭以協

家用的時間問題，上引方志強和羅香林二位先生的記述中雖然敘及，但却都是籠統言

之，缺乏明確的答案；在沒有發現更爲詳細的相關資料的情況下，實在也無法給出一

個明確的答案。不過，以情理論之，黄世仲大約在1890年娶妻成家前后就應當考慮生

計問題。筆者推測，大約從其年十八歳的1889年進入其早歳生活的第三階段起，就應

當先是爲生計奔波來往於粤港澳之間，然后在擬參加科擧考試而不得的情況下到其兄

在離家不遠的麥村開設的私塾中協助教學；考慮到羅香林先生所説“仲及冠，嘗欲赴

郷試”而不得一語，也許其到麥村助兄教學就在其“及冠”之年即1891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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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世仲的家世和早歳生活，自然還有一些細節尚不清楚；即使是上面的諸多辨析

中，有的仍然帶有推測成分，未必都那麼十分確鑿。但限於資料，目前也只能辨析到

這一歩。這里，筆者也只能以上述辨述爲根據，將黄世仲的家世和早歳生活加以概述。

（1872年 （今廣黄世仲出生於清同治十一年 ，廣東番禺茭塘司崇文二十四郷大橋）

人。其家族世系疑可遠遡至戰國楚春申君黄歇，由東省廣州市芳村區東漖街西 大橋）秒

黄歇開始至黄世仲一代之直系血統可表列如下：

（？） （遷雄州）
戰國春申君黄歇……→黄元甫之太祖黄某某……→

（遷順徳）
……→宋至和三年（1056年）出生之黄元甫……→

……→黄元甫十六世黄歩聖――→黄廷璣――→黄鎬――→

（曾參加抗清扶南明活動）
――→明末官至宮保之黄士俊――→黄昌祺 ――→（兄弟共三人）

――→黄承珣――→黄傅善――→黄世仲之高祖黄棣兆――→

（清道光間遷番禺） （遭匪劫勒、家道衰落，時黄世仲十歳）
――→黄世仲之曾祖黄文蓀―――→黄世仲之祖父黄仕華―――→

（以食指繁而兄弟分爨，時黄世仲約十一歳）
――→黄世仲之父黄有騰 ――→（兄弟共四人）

（兄弟共三人，即黄伯耀、黄世仲、黄小燦）――→黄世仲

由此可見，直到黄世仲年十歳前，不僅其家道一直富裕，而且耕讀傳家，完全可

稱粤中望族。黄世仲在童稚時期，既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又接受了普通社會的通俗

教育。1881年十歳時，因其祖父黄仕華遭匪劫勒，黄世仲家道衰落；大約在次年即18

82年，其父輩以食指繁而分爨，然其父仍忍貧訓子篤於學行，黄世仲仍能在不得不力

所能及地以在佛山紙廠商店收帳記帳等方式幇助其父維持家庭生計的情況下受到良好

的家庭教育，到1885年十四歳時還被送入佛山書院從陳坪梅先生接受正規學校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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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一則由於朱氏之學蘊經國濟世和民族主義，二則由於其父以祖仇滿扶南明之風節誨

之，黄世仲未預科擧，大約從1889年十八歳時開始，走了一條與曾經同學於佛山書院

的梁啓超不同的生活道路，一邊爲生計而奔波於粤港澳之間，一邊仍然堅持讀書自學

；次年即1890年十九歳時娶妻麥村女子成家；大約從再后一年即1891年開始，又到其

兄在麥村開設的私塾中助兄執教。

1893年，黄世仲與其兄一起，離郷背井、遠赴南洋，從而結束了自己的早歳郷居

生活。一個廣闊的新天地正在等着他。

【注】

１）原載上世紀三十年代末出版之《逸經》某巻某期，未見；后收入《革命逸史》第

二集，商務印書館1943年2月出版；中華書局1981年6月出版。

２）37）見《新中華》復刊第一巻第十二期； 文苑談往》第一集，中華書局1945年4《

月出版。

３）４）見《黄世仲與辛亥革命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第二輯 紀念黄世，（香港）

仲基金會2002年2月出版。

５）羅香林《乙堂箚記 。筆者未見。此處以及下文所引該書中文字，均轉引自上注》

馬楚堅先生《宣傳辛亥革命之文字功臣：黄世仲行實考 。》

６）見《黄世仲與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九十周年紀念曁黄世仲投身革命百周年國際----

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紀念黄世仲基金會2001年8月出版。》，（香港）

７）29）40）見《廣東小説家雜話 《隨筆》第一集，廣東人民出版社1979年6月出》，

版；華南師範大學近代文學研究室編《中國近代文學評林》第一輯，中州古籍出

版社1984年11月出版。

８）見陳永正主編之《嶺南文學史》民主革命時期第五章第二節，廣東高等教育出版

社1993年9月出版。

９）見廣州市白雲區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白雲文史》第七輯，1992年8月印

行。

10）見《廣東歴史名人傳 ，廣東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出版。》

11）見第五編第十八章第六節《陳天華、黄小配的資産階級革命小説 ，人民文學出》

版社1978年11月出版。

12）見《資産階級民主革命小説》節，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89年5月出版。

13）見廣州市芳村區政協《芳村文史》編委會編《芳村文史》第三輯，1991年2月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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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14）見鍾賢培主編《中國文學知識寶鑑 》中之《武昌起義前的槍聲 ，廣東（近代巻） 》

人民出版社1996年9月出版。

15）見《洪秀全演義 ，廣東人民出版社1982年1月出版。》

16）見《復旦學報 1998年第2期； 學海泛舟二十年 語絲出》 《 》，（社會科學版） （香港）

版社2001年3月出版。

17）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10月出版。

18）北京出版社1990年4月出版。

19 中華書局1965年出版。）（香港）

20）商務印書館1937年出版；中華書局1959年出版。

21）見《晩清小説議瑣 《關隴文學論叢》第１集，甘肅人民出版社1982年3（十題）》，

月出版。

22）34）見《辨康有爲政見書 ，顔廷亮《黄世仲與近代中國文學 ，甘肅人民出版》 》

社2000年9月出版。

23）黄世仲： 保壽命説 ，見張克宏編《黄世仲黄伯耀弟兄南洋詩文集 紀《 》 》，（香港）

念黄世仲基金會2001年11月出版

24 順徳聯誼総會己酉年景印清咸豐癸丑年刻本。）（香港）

25 《河源雙江黄氏年譜》編委會1993年印行。）

26）按，馬楚堅先生此文見其所著《明清邊政與治亂 ，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8月出》

版。文引何士俊撰《大明進士、特進光録大夫、左柱國太傅兼太子太師、吏、禮、

兵三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賜勅印尚方劍、便宜行事、省輔象岡何公墓志銘》

中關於何吾騶相國等密謀相机説李成棟反正、李成棟“引公 偕（按，指何吾騶）

余 就議密室 、終成李成棟背清而歸南明的記載，以考釋何（按，系黄士俊自稱） ”

吾騶和黄士俊之僞降李成棟實系遊説李成棟反正之擧。

27）按，黄有忠、黄有材、黄有騰、黄有滔四兄弟之行次排列，在黄世仲之姪黄鑑泉

》 、先生所遺黄氏《族譜 中作黄有滔、黄有忠、黄有材（系稿本，筆者有其復印件）

黄有騰。

28）方志強《黄世仲大傳》一《家世》中云黄世仲之祖父“生有四子一女，……女名

孻姑 《黄世仲大傳 夏菲爾國際出版公司1999年3月出版。”。 》，（香港）

30）黄世仲： 小説種類之區別實足移易社會之靈魂 ，見《中外小説林》丁未年第《 》

十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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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黄世仲： 改良劇本與改良小説關系於社會之重輕 ，見《中外小説林》第二年《 》

第二期。

32）黄世仲： 洪秀全演義〉自序 。《〈 》

”。33）方志強《黄世仲大傳》稱“黄世仲……爲革命，連十多畝祖田都賣掉爲國捐資

（香按，此當系據在黄世仲姪兒黄鑑泉先生等處調査所得而記 《黄世仲大傳。 》，

夏菲爾國際出版公司1999年3月出版。港）

35）42）見張克宏編《黄世仲黄伯耀弟兄南洋詩文集 ， 紀念黄世仲基金會2001》 (香港)

年11月出版。

36 ，見符實《近代革命小説家黄伯耀 《人物春秋》2000年第3期。又 夏） 》， ，（香港）

菲爾國際出版公司2000年4月所出《中外小説林》影印本上册封底勒口介紹黄伯

耀，云其生於1861年，未知所據。但即使所説正確，也不影響此處所論。

38 《藝林散叶》第1714條 《藝林散叶 ，中華書局1982年12月出版。） 。 》

39）上海辭書出版社1997年7月出版。

41）關志昌： 黄世仲 《民國人物小傳》第十五册 傳記文學社1994年印行。《 》， ，（臺北）

后又改寫爲《黄世仲傳略 和《黄世仲 傳》（見香港筆薈第十一期） （1872 1912）-

略 ，内仍均有與此相似文字。》

43）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10月出版。

( )YAN Tinglia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