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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封僑批鉤沉一簾風雨
——記「福建事變」中的許友超

洪國泰

近日，筆者讀到1935年元月曾任廈門特
別市首任市長許友超（1900-1963）給在家鄉
檀林閒居的宗叔許經撇（1887—1955）寫的一
封僑批，信件的內容特殊，引起筆者的注意。

  經撇宗叔大鑒：別後甚念比經。
履祉吉祥為祝！侄此次被垊黨部誣拙，

事經教育會（即菲律賓華僑教育會，李清泉發
起組建，作者注，下同）、善舉公所（原小呂
宋華僑善舉閩粵總會，1934年更名為菲律賓華
僑善舉公所，在菲律賓華社享有盛譽），廣東
會館薛敏老、鄭漢祺等出為調停，結果條件
（一）由公親團名義在報上發表此事糾紛過失
在於黨部（二）領事與總支部（中國國民黨駐
菲律賓總支部）呈請南京當局取消通緝，至對
於黨部方面，我等以後不再攻擊王泉笙（時任
中國國民黨駐菲律賓總支部執行委員）等。侄
各方面同意並已於前禮拜，稱由報紙發表矣。
此事侄本不欲與之妥協，無如諸社會領袖屢勸
侄息事，侄亦以華僑大局計，周而勉強應允。
知承注念，順此布聞伴函四元，請即笑收是本
敬請。台安！

宗侄許友超
廿四年元月初一日

信中的當事人許友超，在菲律賓他先後
出任中華木商會會長，中華總商會副主席，岷
里拉中華商會主席等職，是名菲律賓華商翹
楚。而許經撇亦是菲律賓華商，泉州南門外瑤
林許氏族彥，1926年作為著名僑鄉檀林鄉市政
會會長，領導建設後來名噪一時的繁華集市檀
林通安街。1933年從菲律賓回鄉，在剛落成的
番仔樓「端園」裡小住，返菲出任第60、61屆
菲律賓華僑善舉公所董事長（1937年元月）。
兩人皆在菲律賓商界風生水起，因許友超和許
經撇都來自檀林村同宗，前者比後者輩分低，
虛齡少了13歲，便稱許經撇為宗叔。

此時許友超在菲律賓身陷囹圄，給在檀
林老家閒居的許經撇寫了這封僑批。在這一封
飛躍重洋的家書並非家長裡短，提及人物：薛
敏老、鄭漢祺、王泉笙，在菲華歷史無不鼎鼎
大名。瞭解到其時代背景，我們可以意識到，
這份薄薄一封僑批，無論是作為檀林鄉的家書
或就菲華文獻史料的歷史，乃就中國近代史，
都是一份十分重要的實物見證。這封僑批觸及
中國近代歷史的重大事件——「福建事變」。

一
 信中「侄此次被垊黨部誣拙」，是中國

國民黨駐菲律賓總支部指控在「福建事變」中
許友超領導福建叛亂和在華僑中煽動顛覆活
動，南京國民政府通過岷里拉（今馬尼拉，本
文按民國稱謂，下同）中國領事館要求菲當局
把許友超遣返中國。「事經教育會、善舉公
所，廣東會館薛敏老、鄭漢祺等出為調停」
（時薛敏老、鄭漢祺皆為菲律賓僑社領袖），
是1934年9月菲律賓宿務、怡朗、達沃和碧瑤
的中華商會通過決議，並經岷里拉僑商領袖同
意，將決議提交南京國民政府，抗議迫害許友
超，否認許友超從事顛覆活動，聲稱「在岷里
拉，他是所有華僑、菲律賓人和外僑最喜愛的
商人之一」。

「此事侄本不欲與之妥協」，面對中國
國民黨，許友超何來的底氣？一來許友超是被
十九路軍邀約和南京國民政府首肯作為菲華代
表參與福建政務；二則其岷里拉中華商會背
景。

岷里拉中華商會自1904年成立以來，至
菲律賓商總在1954年成立之前，實際上在全菲
僑社發揮著最高領導機構的作用。其間許友超
擔任岷里拉中華商會要職，由於岷里拉中華商
會在僑社和菲律賓社會的實力地位和影響力，
以致它有條件可以不受本地的國民黨勢力（即
中國國民黨駐菲律賓總支部）支配和影響，從
而不但同國民黨產生矛盾，甚至成了它欲控制
僑社的障礙。

許友超寫此信的背後，菲律賓僑社領袖
極力對其在「福建事變」的作為辯解，「亦以
華僑大局計」進行多方周旋，最後在當時美國
駐菲總督墨菲（Murphy）的出面干預，岷里拉
中華商會與中國國民黨駐菲律賓總支部矛盾緩
解，南京國民政府要求菲當局驅逐許友超的企
圖終未得逞。

因曾被南京國民政府列入政治犯通緝，
許友超從此沒有踏回福建老家的路。

二
華社正道是滄桑。岷里拉中華商會為何

介入「福建事變」，在很大程度上是出於作為
對僑鄉福建政局混亂，民生倒懸的關心。

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世界經濟陷於經濟
危機，菲律賓先後發生排華風波、「西文簿記
法案」等。菲律賓華僑不得不考慮自己在旅居
國的前途和命運，菲律賓華僑不得不考慮自己
在旅居國的前途和命運，謀劃退路。上世紀
二三十年代在僑社享有崇高威望的僑領李清泉
就考慮：一旦菲島不能立足，就撤僑回國。菲
律賓華僑發起「閩僑救鄉運動」，這不管是從
長遠來看，關心家鄉局勢，謀求發展家鄉、維
護鄉親的福祉，為自己在家鄉投資發展創造條
件，還是從短期來說作為萬不得已時的退路，
故使菲律賓閩僑將目光投向故鄉福建，特別是
閩南，因而提出「建設新福建」的口號，加快
救鄉運動的步子。

然而民國肇始，國內因軍閥割據，福建
治安不寧，「乃因治閩之李厚基，無地方治安
之能，致使閩南一帶，土匪起，擾亂地方，民
不堪其苦」，福建由於地理條件所形成的地域
孤立性，社會經濟原本就相對落後，尤其閩南
方面，因僑胞海外打拼之後饋贈家鄉，逐漸富
庶，繼而成為盜匪的目標，致使有志於投資建
設家鄉、振興福建經濟的華僑富商大賈顧慮重
重。

三
「建設新福建」成為海外福建人共同殷

切的心聲。1924年6月，南洋閩僑救鄉會在馬
尼拉宣佈成立，公舉李清泉為大會總理，薛敏
老為副總理。制定救鄉宗旨和計劃，「與南
洋群島通聲氣，以合力救鄉，實行自治為宗
旨」。並制定了五項救鄉宗旨：採用正當方
法，恢復地方秩序；實行根本建設，維持永久
安定；發展生產事業，改善人民生活；聯絡真
正團體，協謀地方幸福；養成高尚人格，鼓勵
犧牲精神。本著救鄉宗旨，大會先後創辦了
《救鄉週刊》《新閩日報》《南洋閩僑救鄉會
刊》等刊物積極宣傳，激發華僑關心、建設家
鄉的熱情。1926年3月15日至30日，南洋閩僑
救鄉會代表大會在鼓浪嶼召開，會議討論通
過了籌辦漳龍路礦、設立華僑模範村、自動
清鄉、禁種煙草、辦理各區鄉保衛團等11個提
案，並成立了籌辦討論委員會。在救鄉計劃
中，把發展交通，振興事業作為救鄉運動的重
點，救鄉及建設新福建運動持續了10餘年，取
得了一些成效。

然而閩南一帶，集兵匪於一身的「民
軍」陳國輝、高為國部匪荼毒桑梓，南洋華僑
「走千萬里風波卒，數十年心力無非為事父兄
貽子孫計，豈知皆入盜囊」，家鄉陷於深重災
難之中，「大憝不去，鄉難未已」。

總結歷時多年救鄉運動的經驗，閩僑意
識到沒有一支嚴明而有力的軍隊駐閩，福建就

沒有安定的希望。因此，早在1932年5月，岷
里拉中華商會便與菲律賓華僑國難後援會，聯
名電請國民政府派十九路軍入閩。

《蔡挺鍇自傳》曾有記述：「......記者問:
聞共軍已佔福建閩南漳、泉,外間說貴軍不久
調閩,未知確否?

我說:共軍占閩確有此事,謂調本軍往閩,
現無所聞,大約系閩華僑向當局請願,也未可
知......」

由於種種原因，菲律賓閩僑對十九路軍
入閩的請求很快實現。

 1932年6月28日十九路軍奉調入閩，給海
內外福建人救鄉運動帶來希望。岷里拉中華商
會派許友超和安海桂華山赴香港，會見十九路
軍長蔡廷鍇，商討福建治安、剿匪和建設等問
題，並表示努力動員菲律賓華僑為桑梓服務。
蔡廷鍇深為感動，答應盡力而為。雙方洽談
後，蔡廷鍇邀請許友超回國服務，許友超欣然
答應。7月14日，蔡廷鍇與許友超從香港同乘
「芝莎丹尼號」輪到廈門。在旅途中，蔡廷鍇
為表彰許友超的愛國熱忱，揮筆題下「為國義
務」四字以贈。11月7日，十九路軍將領翁照
垣抵菲，號召「航空救國」。許友超等立即響
應，組織中國航空建設協會馬尼拉分會，由菲
律賓僑領李清泉任主席，許友超任副主席。至
1933年1月，菲律賓各地華僑共組織航空建設
分會35處，捐款300萬元，購買飛機15架，命
名「菲律賓華僑飛機隊」，送給十九路軍。

十九路軍入閩後，提出一系列安定秩
序、建設福建的主張，並明確提出肅清匪盜，
禁絕煙賭，保護僑胞，恢復經濟等口號。這與
閩僑十年來開展救鄉運動的目標相吻合，十九
路軍主政福建後採取行動符合海內外福建人願
望。受其鼓舞，1932年7月7日，來自菲律賓、
東印度、印度支那海峽殖民地和泰國的100名
閩僑代表，在香港舉行會議，通過一系列決
議，主要如要求解散半土匪性質的地方軍隊，
徹底改組省政府，禁止鴉片銷售和罌粟種植，
廢除苛捐雜稅，實現地方自治，以及處決匪首
等。關於地方自治問題，南洋閩僑代表還另致
函南京國民政府，要求將閩南劃為特別區。

1932年9月27日，十九路軍逮捕陳國輝，
12月23日將其正法於福州，為閩南僑鄉人民除
一大害，同時另一匪首陳清奇也被消滅。12月
7日，南京國民政府宣佈改組福建省政府，任
命蔣光鼐、范其務、鄭貞文、孫希文、李章
達、高芝艇、林金淵、陸文瀾和李清泉九人為
省委委員，由蔣光鼐任省主席，蔡廷鍇任綏靖
主任。

(本會指菲律賓岷里拉中華商會）
12月27日，省府議決設廈門市政籌備

處，並委任許友超（時任第廿九屆岷里拉中華
商會主席、國民政府駐馬尼拉總領事館顧問和
福建省政府顧問）為籌備處處長，其著手建市
及市政建設。李清泉和許友超同時被邀約作為
菲華代表直接參與福建政務，兩人積極奔走策
劃，希望通過努力以實現菲閩僑長期企望的救
鄉目標。十九路軍入閩僅半年，在福建人民和
閩僑各方面的支持下，局面煥然一新。

1933年6月1日，即《塘沽協定》簽字的第
二天，蔣光鼐、蔡廷鍇在福州通電反對蔣介石
對日妥協、出賣華北。接著，在中國共產黨抗
日主張影響下和「剿赤」軍事失敗刺激下，他
們放棄抗日與「剿赤」並行的方針，10月26日
十九路軍代表徐名鴻在江西瑞金與中國工農紅
軍代表潘漢年簽署《反日反蔣初步協定》。11
月20日，李濟深、陳銘樞和蔣光鼐、蔡廷鍇等
在福州召開中國人民臨時代表大會，發表《人
民權利宣言》，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簡
稱福建人民政府）宣告成立，史稱：福建事
變。

11月22日上午，「人民革命政府」舉行
成立典禮。22日下午，「人民革命政府」召
開第一次中央政府委員會議(以下簡稱「中委
會」)，議決「任命何公敢為福建省省長」，
思明市政籌備處隸屬該省管轄。25日，第四次
「中委會」議決通過人民革命軍第一方面軍總
司令兼十九路軍總指揮蔡廷鍇提交的《思明市
改為廈門市，恢復思明縣縣長，由廈門市長兼

任，並任許友超為廈門市市長兼思明縣縣長
案》

關於廈門設市籌備相關報道
22日，時任廈門市籌備處處長的許友超

（時改任第三十屆岷里拉中華商會董事會執
委，菲律賓中華總商會於1931年改名為菲律賓
岷里拉中華商會）往福州參加人民革命政府成
立典禮。23日，他一面向居住在廈門的黃奕住
（印尼前首富及糖王）解釋人民政府的施政方
針，一面向海外華僑及僑領宣傳人民政府的政
策，以爭取華僑支持。 

12月1日上午8時，廈門市政府、思明縣
政府成立暨廈門市市長兼思明縣縣長許友超
宣誓就職典禮在思明縣政府內舉行。12月13
日，人民政府將福建劃分為四個省，許友超升
任新成立的「龍汀省省長」（1934年1月1日就
職）。廈門市市長由黃強接任，但很快，許友
超力辭省長一職，稱「鄙人原系商人、政治毫
無經驗，前者任市長之職，不外以廈門為桑梓
之邦，較為熟悉，不得不勉強盡綿力，救鄉救
國。......今龍汀省地處閩西，風土人情，非鄙
人所熟悉，且省長職責任重大、誠恐有隕，故
避讓賢者」，儘管李濟深，蔡廷鍇等人再三慰
留，他還是堅辭龍汀省長之職。

當然以蔣介石為首的南京國民政府不可
能容忍福建人民政府的存在。12月下旬，抽調
部隊由贛東、浙南分兩路進攻福建。

1934年1月13日，福建人民政府停止辦

公，李濟深、陳銘樞等主要領導人飛往香港避
險。十九路軍各師團被蔣系親信控制後，十九
路軍番號隨之被取消，1月21日，泉州、漳州
相繼失守，「福建事變」宣告失敗。令人痛心
的是以李清泉、許友超為首的廣大閩僑振興福
建的一番心血，在南京政府鎮壓「福建人民政
府」的炮聲中化為烏有。

1月10日，眼見「福建事變」失敗在即，
振興家鄉的希望被扼殺，許友超只能掛冠遠
引，於1月13日搭「芝沙路亞」輪離廈門赴香
港轉回菲律賓。菲律賓華社豎起「歡迎許友超
返岷」的標語，並邀其繼續在岷里拉中華商會
董事會繼續擔任要職（第三十一屆候補監委，
第三十二屆任監委），無疑給驚弓之鳥的許友
超安服一顆定心丸。許友超雖然只當了半個月
的廈門市市長，但是他畢竟見證了那段歷史，
是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執政期間，唯一回國參政
的華僑。

四
「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在信中

許友超向「知承注念」宗叔許經撇為代表的檀
林鄉親介紹與中國國民黨駐菲律賓總支部鬥爭
的大致經過和之間交換條件，也算是給家鄉捎
來平安的消息。

歷史是一簾滄桑風雨，這一張薄薄信紙
幾十字裡行間，浸潤著海外華僑愛國愛鄉的沉
重記憶。閩僑救鄉運動中，閩僑代表許友超扮
演重要的角色，特別是廈門開始市建制，奠定
現代城市的基礎，載入史冊。但因「福建事
變」，閩僑救鄉運動陷入尷尬局面，直至1937
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民族危急關頭，許友超
再一次挺身而出，出任菲律賓華僑救國會主
席，全身心投入抗日救國事業。遠在他鄉的閩
僑秉承「血溶於水」的國家大義，用實際行動
將「救鄉」昇華為「救國」熱潮。

百年歲月悠悠過往，幾代閩僑先輩遠涉
重洋，並無忘卻「烏籃血跡」，一直以來他們
以不同形式參與改變家鄉面貌、振興唐山故
土，其愛國愛鄉的精神，千秋功業一直被世人
讚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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