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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念祖智救孫中山不是“傳說”

黃柏軍*　李海燕**

  * 黃柏軍，廣東新會人，江門市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員、江門市華僑歷史學會理事。

* *李海燕，廣東新會人，江門市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員、江門市華僑歷史學會理事。

在廣東省江門市新會區崖門鎮，近百

年來流傳着一個“鍾念祖智救孫中山”的

民間傳說。由於這個民間傳說缺乏有力依

據，主人公鍾念祖在海外掩護孫中山的事

蹟長期被忽視和湮沒，無法寫進當地僑史

和志書。本文作者長期以來進行個案專題

研究，通過艱苦的追尋，終於找到一批可

靠的文獻資料，證明“鍾念祖智救孫中

山”這個傳說不是故事，而是有真實的原

型事實基礎，是真實的歷史，是感人的史

實，更是值得載入史冊的革命佳話。

    

廣東省江門市新會區崖門鎮，位於珠江三角

洲西陲，處於南海之濱，背靠巍巍古兜山，面臨

滔滔銀洲湖，是一馬平川鍾靈毓秀、人傑地靈的

一方寶地。崖門鎮也是著名華僑之鄉，當地常住

人口四萬多，旅居世界各國的華僑華人和港澳臺

同胞也有四萬多人，有“國內一個崖門，國外一

個崖門”的美譽。

崖門鎮人旅外出洋有一百多年歷史，近代以

來也湧現了許許多多僑界傑出人士，例如曾經積

極支援孫中山海外革命、民國初年曾擔任廣東省

政府財政廳長、廣東省禁煙督辦、內政部次長等

職務的楊西巖先生，就是崖門鎮仙洞村洞前里

人。楊西巖原是香港著名富商，受到孫中山革命

廣東新會籍越南華僑鍾念祖和孫中山的生死情誼

激情的感召投身革命洪流，是名垂史冊的著名革

命志士。與此鮮明對比，在清末民初時期，在越

南大力支持過孫中山進行革命活動、多次掩護救

孫中山身着中山裝照片 (1912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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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過孫中山先生，並得到過孫中山親筆簽署旌義

狀的另一位崖門籍華僑鍾念祖，卻默默無聞，其

事蹟長期以來遭到埋沒，甚至他在旅居越南期間

跟隨孫中山進行反清革命、冒着殺頭危險捨命照

顧掩護孫中山先生起居出行的故事，也被當地史

志研究部門當成查無實據的“傳說”處理，無法

寫進史志。我們認為，鍾念祖事蹟的失傳是對海

外華僑革命志士的不公，更是對歷史研究的不尊

重，作為華僑史工作者，應該設法為其正名。

筆者多年來通過查找有關史料，最近終於證

實以下史實：旅居越南華僑鍾念祖，與孫中山先

生交情深厚，多次在越南海防地區掩護和救助孫

中山，令他免遭法國殖民員警的捉拿和逮捕，其

人其事頗為感人，值得大書一筆。

值此辛亥革命一百週年到來之際，筆者感

覺，我們作為後來者，弘揚海外華僑的革命事蹟

責無旁貸，彰顯海外赤子的愛國主義精神在今天

顯得特別有意義。故此撰寫考證論文，期望可以

把鍾念祖智救孫中山的事蹟還原出來，為地方華

僑史志補遺缺漏。

在此，筆者想鄭重說明的是：鍾念祖智救孫

中山的事蹟是真實史料，不是傳說，希望先僑事

蹟，在適當時候以適當方式重新譜寫存世，好讓

其人其事永垂史冊，光照後世。

流傳在崖門地區的傳說故事

“鍾念祖智救孫中山”

鍾念祖是崖門鎮南合村人，清末民初隨父親

旅居越南，家業殷實，為人仗義豪爽，富有愛國

心，是當地富有名望的富商和僑領。

一直以來，在鍾的家鄉，流傳着一個傳說故

事，故事具體內容如下：

鍾念祖，旅居越南華僑，他的相貌和孫中山

長的很相像。鍾念祖的父親早年在越南海防經商

致富，家業龐大，是當地著名華人領袖、開明士

紳。鍾念祖在父親指點下經營米舖雜貨店。

清朝末年，孫中山多次秘密來到越南海防等

地籌款，在廣大華僑中宣傳革命道理。鍾念祖聽

過孫中山講演，很佩服孫中山，並因此結識孫中

山。鍾念祖尊敬和同情孫中山，常留他在自己的

住所居住，並且常常給予款項資助。

有一次，清朝政府通過統治越南的法國殖民

者員警要捉拿孫中山。海防地區的法國殖民員警

把交通要道全部封鎖，又在華人聚居的鬧市街區

大肆搜捕，形勢非常危急。

鍾念祖為了營救孫中山，他看自己和孫中山長

的很相像，便大義凜然捨生忘死地做出一個決定：

他首先把孫中山藏在自己的家裡，然後穿起孫中山

平日穿的衣服，偽裝成孫中山先生的模樣，在海防

鬧市街頭轉來轉去，吸引那些追捕員警的注意，故

意被法國殖民員警抓去，並且當場承認：自己就是

孫中山。法國殖民員警大喜過望，馬上把“假”的

孫中山押解回大牢，原本封鎖的交通要道也宣佈解

除封鎖，海防居民恢復自由通行。

孫中山趁此機會，拿着鍾念祖本人的通行證，

冒充越南華僑鍾念祖，順利脫險離開越南。

當法國殖民員警再次提審大牢裡的假“孫中

山”時，鍾念祖估計孫中山已經順利脫險，於是

不再裝癲扮傻，回復本來面目，大呼冤枉，稱

自己是越南華僑鍾念祖，不是亂黨孫中山，聲

稱：“你們員警抓錯人了！”

此時，鍾念祖父親也聞知消息，馬上來牢獄

探望和尋求保釋，鍾父一邊辯解自己的兒子鍾念

祖自小就精神失常，常常語無倫次，冒認孫中山

純屬病態，請求長官原諒；一邊塞錢行賄，終於

把鍾念祖保釋出來。

孫中山後來革命成功，建立中華民國，專門

寫信邀請鍾念祖回國擔任兩廣海關總長，鍾婉言

謝絕，沒有赴任。鍾念祖後來一直居住在越南，

直至到抗戰時期才離開越南，返回家鄉病故。

傳說無據，鍾念祖事蹟無法寫進地方史志

從時間上來看，以上所記錄的這則民間傳說

故事“鍾念祖智救孫中山”的事蹟應該發生在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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亥革命和民國成立以前，具體說大約是在1907-

1908年間。根據史料記載，1907-1908年間，孫

中山曾四次深入越南海防地區，向越南華僑華人

宣傳革命，發動中越邊境的反清武裝起義，孫與

鍾的密切聯繫正是從此時開始的。

如此算來，那麼這則民間傳說在鍾念祖家鄉

新會崖門地區廣泛流傳也有近百年的歷史了。但

是我們都知道，由於民間傳說和歷史編寫是兩種

截然不同的記載，前者可以虛構，後者一定要真

實，兩者絕對不能劃上等號。民間故事不必過於

強調真實。想要證明這則民間故事就是歷史事

實？請拿出有力證據！

作為民間傳說的革命故事，鍾念祖智救孫中

山的事蹟深入民心，流傳久遠。但是這個故事近

百年來卻沒能作為嚴謹的革命事蹟被記錄下來，

載入當地志書史冊。個中原因很簡單，因為鍾念

祖在越南支持過孫中山的革命活動，除了這個地

區百姓間流傳的民間傳說故事以外，江門、新會

地區地方史志研究部門迄今沒有收集到更多直

接、有力的佐證，包括當事人的記憶、當事人

親屬的回憶、參與者的證言、有關事蹟的文字記

載、官方認可的檔案記錄等等，故此，鍾念祖智

救孫中山的民間傳說近百年來依然停留在民間傳

說的程度，不能上昇為嚴謹的歷史記錄，當然也

就無法認定和鑒別這個感人的民間傳說到底是不

是真有其事。

1988年，鍾念祖先生的家鄉崖西鎮首次編輯

出版《崖西志》，書中雖然白紙黑字記錄了這個

感人的民間傳說，但是該書作者鍾顯宗先生把它

放在“傳說”專欄中。傳說者，民間流傳的事情

也。在沒有確鑿根據的情況下，編輯者這樣的處

理應該說是正確的和嚴謹的。

1995年，新會市縣誌辦公室出版《新會縣

誌》(新編本) (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由於當時

關於鍾念祖和孫中山的交往依然找不到有力佐

證，單憑一個民間傳說當然沒有辦法寫入嚴肅和

嚴格的縣誌史冊。所以鍾念祖這個名字沒有辦法

寫進地方歷史。

《新會縣誌》(新編本) 出版後我們發現了鍾

念祖事蹟缺席的問題，特意向新會市史志辦公室

助理研究員、《新會縣誌》編輯陳占標老師反映

了這個情況，同時提交了為鍾念祖立傳的建議。

陳占標老師感歎地表示：“大家都知道崖門地區

有個鍾念祖智救孫中山的傳說，但是傳說不等於

歷史，歷史需要扎實的材料來支撐和證明，可惜

鍾念祖的事蹟發生在越南，山長水遠，我們暫時

沒有能力、沒有條件到越南去調查採訪，不能證

實這段傳說是否真實，這個遺憾祇能有待以後的

研究成果來證明和彌補了。”

三年之後的1998年，作為《新會縣誌》(新編

本) 查漏補遺而編寫的《新會縣誌續編》一書由廣

東人民出版社出版發行。一些在辛亥革命以前於

海外捐款捐物支持孫中山反清革命的新會籍華僑

的事蹟得到補充，而鍾念祖的名字依舊沒有機會

名列其中，這不能不說是一個極大的遺憾。

2001年，五邑大學梅偉強、張國雄等主編的

專著《五邑華人華僑史》出版，鍾念祖義助孫中山

的事蹟依然得不到證實和正名，無法寫進該書。

我們知道，海外華僑有愛祖國愛家鄉的光榮

傳統，他們當年支持孫中山革命主要出於樸素的

革命理想，希望藉此改變祖國積弱的落後面貌，

並不奢求日後自己能夠榮華富貴或者名垂史冊，

所以能否載入史冊，對於胸懷廣闊、志向高遠的

華僑志士來說，或者並不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但是，我們作為一名史學工作者也應該信守

一個基本原則：我們編修的華僑歷史應該是公平

公正的，倘若一件當年確實是風格高尚的革命史

跡，卻被後人誤會是穿鑿附會無中生有的民間傳

說，試問當年為革命嘔心瀝血的華僑先輩在九泉

之下怎麼能夠安心瞑目？國父孫中山先生泉下有

知，也一定會指示“調查清楚，去蕪存精，保留

信史，激勵後人”。

鍾念祖家鄉崖門地區的父老鄉親也對地方史

學工作者寄予厚望，希望我們終有一天查清有關

事蹟，使鍾念祖當年傾囊捨命支持孫中山革命事

蹟得到確認和弘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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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前《人民日報》曾刊登

關於鍾念祖支持孫中山革命的事蹟

2011年2月，我們的考證研究工作在浩瀚的

史料查找中初見光明。事情的轉機來源於1956年

11月14日《人民日報》。

當天的《人民日報》以〈國外紀念孫中山誕

辰九十週年的活動〉為題，發表了人民日報駐外

記者採寫的世界十多個國家包括印度、緬甸、蒙

古、越南、日本、英國、蘇聯等舉行孫中山誕辰

九十週年活動的系列報導。

其中，關於越南僑界召開座談會紀念孫中山

的新聞報導稿這樣寫道：

新華社河內13日電：由越中友好協會會長

裴紀擔任主席的籌備委員會宣佈，河內和海防

將要分別在11月16日和17日舉行孫中山先生誕

辰九十週年紀念會。

河內報紙今天和昨天兩天都發表了文章，

紀念孫中山先生誕辰九十週年。

越南《人民報》在一篇題為“中國的偉大

民主革命家孫中山”的文章中說，孫中山先生

的一生是為民族解放和在中國實現民主的志願

而鞠躬盡瘁的一生。今天，全中國人民懷念孫

中山先生的功勞，正是因為他樹立了為實現這

個目標而忠誠、果敢戰鬥到底的榜樣。

越南著名歷史學家、越中友好協會副會

長陳輝燎在《新越華報》發表文章，叙述了

孫中山對越南革命的影響和中、越兩國革

命者之間的互相幫助和支援。越南曾經是孫

中山革命活動的據點之一。1907年到1908

年間，孫中山到過越南，在河內設立了革命

指揮機關，並且親自領導了對當時的鎮南關

的軍事進攻。在這期間，孫中山先生同越南

的“東遊運動”和“東京義塾運動”中的一

些越南愛國人士有過聯繫，並且得到他們的

同情和支持。越南革命志士黃花探應孫中山

先生的請求，曾經在1907年間在他領導起義

的北江省安世地方掩護了三千名從中國撤出

的革命軍達兩個多月之久。越南革命領袖潘

佩珠1905年到日本的時候，由犬養毅介紹第

一個遇見的人就是孫中山先生。

孫中山在1908年到海防宣傳革命的時候，

被法國殖民者通緝，由於當地華僑的幫助，才

多次脫險。

今天的《新越華報》報導了已故的海防

華僑鍾念祖秘密掩護孫中山先生革命活動的

情形，並且刊登了孫中山在鍾家住過的閣樓

和孫中山在閣樓上用的保存到現在的掛鏡、

墨硯的照片。

《新越華報》還登載了五十年前參加孫中

山革命活動的前同盟會會員華僑多人所寫的文

章和回憶。

哦，找到了，找到了，終於找到了！！終於

找到了鍾念祖在那個年代參與革命活動支持和掩

護孫中山先生的文字依據了！這是鍾念祖作為一

名革命支持者的形象首次得到權威證實和最早的

文字記載。

從以上《人民日報》的這段短短的文字中，

我們可以獲知以下關鍵資料：

1956年，孫中山誕辰九十週年的時候，愛國

僑領鍾念祖老人已經去世多年了；這一年，越南

華文報紙《新越華報》報導了鍾念祖掩護孫中山

的詳細事蹟。雖然目前我們還沒有找到這個報導

的原件，但是鍾念祖支援孫中山革命的事蹟基本

可以得到確認，這個事蹟在越南海防當地可以說

是家喻戶曉，所以流傳在他家鄉的故事就不再是

一個簡單的、沒有事實依據的民間傳說了。

還有一個，從這個報導看，1956年的時候，

居住在越南的鍾念祖的親人和親屬手頭上還保留

了孫中山住在鍾念祖家時使用過的物件 (文物)，

而且在孫中山誕辰九十週年之際，接受華文報紙

記者採訪，提供給記者拍成新聞圖片在華文報紙

上刊登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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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材料和分析生動、形象、扎實地證明了  

“鍾念祖智救孫中山”的民間傳說並且空穴來

風，並非穿鑿附會，是有歷史根據的。同時，也

證明了孫中山在越南奔走革命的時候，和鍾念祖

感情深厚，鍾念祖自願、積極支持孫中山先生的

反清革命活動，孫中山先生也極其依靠鍾念祖信

任鍾念祖，甚至吃住和隱藏在鍾念祖家裡，兩

人是親密戰友，是有着同生共死的非一般的革命

情誼。

鍾念祖曾經獲得孫中山簽署的旌義狀

遵循着《人民日報》這樣一則新聞報導研究

線索，我們開始留意新中國成立以後中國史學研

究者關於孫中山與越南華僑的相關研究成果的發

佈。

功夫不負有心人。筆者在武尚清寫的〈孫中

山與越南華僑〉(發表於《民國檔案》雜誌1998

年第三期、總第153期) 一文中再次找到辛亥革

命以前越南華僑鍾念祖捨命傾力支援孫中山革命

的詳細記載。

根據該文作者武尚清 (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研究

所研究員) 關於寫作背景的介紹，1956年，恰逢孫

中山先生誕辰九十週年紀念，越南僑界歷來對孫

中山先生非常尊崇，當年召開一系列紀念孫中山

先生的座談會、研討會，華僑報紙記者採訪了許

多在辛亥革命前後支援孫中山革命的華僑老人和

他們的親屬，寫成新聞報導在報紙上發表；一些

當年參與革命的老華僑寫就回憶錄，為越南華僑

歷史保留了難得的文字材料。而該文作者武尚清

當年剛好在越南工作，許多座談會親歷其境，許

多華僑老人的回憶親耳聆聽，許多文字材料得以

目睹，積累了許多真實感人的素材。這是〈孫中

山與越南華僑〉一文的寫作緣由和基礎。

在〈孫中山與越南華僑〉一文中，作者武尚

清多次提到鍾念祖的革命事蹟，這些材料都是作

者親自採訪或者親聞親見所得，可信程度不言而

喻，為我們找尋鍾念祖與孫中山在越南的革命足

跡提供了珍貴材料。該文有關孫中山和鍾念祖歷

史記載的相關內容和文字段落，我們現在摘錄如

下，提供給讀者參考：

其一，當年曾盡心贊助中山先生革命活動的

已故海防著名老華僑鍾念祖先生的侄兒鍾炳昌同

志回憶說：“孫中山先生大約在1908年到海防來

宣傳革命。當他到海防不久，就被法國殖民者通

緝；在海防華僑的幫助下，孫中山先生曾多次脫

險。”

鍾炳昌那時已十七、八歲，對具體事蹟記憶

清晰。他說：“孫中山曾在我伯父鍾念祖家裡住

過一段時間，法國殖民者曾經派遣士兵到我伯父

家裡搜查，我伯父把孫先生藏在屋頂閣樓上。後

來孫先生為了進行秘密活動，便在這個閣樓上居

住，還在閣樓上擺了檯子工作。吃飯的時候就用

一條繩子綁着一個小籃子，把飯菜吊在籃子裡吊

上去吃，孫先生就是這樣艱苦地工作着。” 

正是中山先生這種徹底革命，一心為民的偉

大精神，對僑胞產生無比的感召力，在他越北活

動的歲月中，留下了很多感人至深的事蹟。

其二，何香凝同志在談到向中山先生學習的

問題時寫道：我們應向他學習甚麼呢？“我認

為，首先是學習他簡樸清廉的生活。孫中山先生

一生清廉，生活簡樸。從我認識他的時候開始，

在相處二十多年的日子裡，雖然他為國家革命做

了那麼多的事，人民付與他那麼高的榮譽和對他

那樣尊敬，他的生活的簡樸都一如往日。他奔走

革命之時，生活十分刻苦 ⋯⋯”愛國僑領鍾念

祖侄子鍾炳昌先生關於孫中山在越南開展革命的

追憶，給何香凝這個論斷做了證實。鍾炳昌又寫

道：“有時孫先生要外出，我伯父便借助衣服及

幫助先生改裝。(⋯⋯) 有一次，孫先生要離開海

防，當時無法得到出境證，後來因為我的伯父鍾

念祖的相貌很像孫先生，於是我伯父便把他自己

的身份證借給孫先生，結果孫先生便取得了出境

證，平安地離開越南海防到了香港。”

其三，1956年時，鍾炳昌曾指引告訴大家

說：“孫先生住過的那個閣樓目前還存在，即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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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防潘佩珠街 (原叫東京街) 巧8號樓上屋頂的

那個閣樓。”

其四，1956年，有不少華僑慕名前去越南海防

鍾念祖舊居瞻仰，緬懷孫中山先生的往事和豐采，

孫中山在鍾家暫住時使用過的墨硯及掛鐘，仍保存

完好，《新越華報》特為拍攝，刊登了圖版。

其五，孫中山先生在越南的河內、海防等城

市進行革命活動以及得到越南華僑的回應、支持

的事蹟，除僑胞及越南人士的口碑傳述外，在官方

檔案中也部分地有所存留。如鍾念祖先生侄子鍾炳

昌先生曾追述說：“後來，孫先生回國被選為臨時

大總統，曾從國內寄來一張“旌義狀”(獎狀)，上

邊有孫先生的親筆簽名，獎給我伯父鍾念祖。這

張旌義狀，我們後裔一直保留着，最近 (按：指

1956年——引者註) 我已寄往北京。”

越南華僑歷史研究者武尚清在文章結束時候

由衷感歎：幾代人的越南華僑，就這樣，不但踴

躍捐款資助孫中山領導的革命，勇敢地投身參加

孫中山先生指揮的多次邊境起義；又親筆撰寫回

憶錄，貢獻革命文物，從而使孫中山與越南華僑

間這段重要的歷史事蹟得以真切而生動地昌明於

世永載史冊。

這裡說的捐款支持、捨命救助掩護孫中山的

革命志士無疑是指以愛國華僑鍾念祖為代表的一

個辛亥革命以前就參加民主革命、早期在海外跟

隨孫中山推動反清革命的先僑群體；而此後幾十

年悉心保存革命文物、晚年回憶講述先僑事蹟、

積極捐獻珍貴文物的華僑後人，無疑是指以鍾念

祖侄子鍾炳昌為代表的愛國華僑群體。他們兩代

越南華僑的事蹟其實是整個越南華僑華人愛國群

體的縮影，的確是耿耿情懷可昭日月赤子忠心感

人肺腑啊！

在新會崖門南合村

找尋愛國僑領鍾念祖的足跡

我們在史料領域解開了“鍾念祖智救孫中

山”這個百年謎團之後，懷着對一代愛國僑領的

敬仰之情，2011年4月3日，筆者專門來到鍾念祖

的家鄉——廣東省江門市新會區崖門鎮南合村進

行採訪，探望那裡的鄉親，探訪鍾念祖的故居，

尋找關於鍾念祖留給家鄉、留給鄉親的一切足印

和記憶。

這南合村如今有村民九百多人，在崖門鎮屬

於小村莊。巧合的是，南合村與仙洞村是鄰村，

在一百多年前，南合村出了一個愛國僑領鍾念

祖，仙洞村出了一個愛國志士楊西岩，這兩人都

是孫中山的親密朋友，都是支持革命不惜家財得

到過孫中山熱情嘉獎的著名人物。

在南合村村委會辦公室，村幹部鍾華暖等熱

情接待了筆者。

關於鍾念祖，鍾華暖有很多話要說。鍾華暖

和鍾念祖同一個村子同一個裡居——南合村大閘

村，兩家住宅一巷之隔而已。鍾華暖今年四十歲出

頭，是年輕一輩村民，沒有見過鍾念祖。但是“鍾

念祖智救孫中山”這個傳說他從小就聽說過，對這

個本家叔祖的捨身革命的壯舉充滿敬仰。他業餘

也喜歡收集有關鍾念祖的有關史料。南合村一班

村民和老人給筆者找來他們珍藏的三種和鍾念祖

有關的史料書籍：

其一是1989年出版的《崖西志》。書中首次

記錄了一百多年來流傳來新會崖門地區的民間故

事：“鍾念祖智救孫中山”。

其二是2006年編輯出版的《新會南合鄉譜

志》。該族譜詳細記載了該村鍾姓村民世系源

流，其中關於鍾念祖，族譜記載他是南合村第

二十六世子孫鍾承倉的兒子，念祖上有哥哥鍾啟

佐，下有弟弟鍾厚逢。然而，鍾念祖家族源流在

族譜中的記載，至鍾念祖三兄弟時候就斷了，他

們的後代情況是一片空白。鍾華暖解釋，族譜出

現這樣的情況，極有可能是，清末民初鍾念祖三

兄弟少年時期隨父親去越南謀生，儘管三兄弟在

越南有後代，但是他們的情況沒有回饋家鄉。而

族譜在兵荒馬亂的年代也沒有辦法續修；等到新

時期續修的時候，鍾念祖已經病故，他的後代和

家鄉失去聯繫，所以才出現了鍾念祖兄弟這一代



117 文 化 雜 誌 2011

特

刊

鍾
念
祖
智
救
孫
中
山
不
是
﹁
傳
說
﹂

廣
東
新
會
籍
越
南
華
僑
鍾
念
祖
和
孫
中
山
的
生
死
情
誼

以下家族成員資料全部出現空白、無法在族譜接

續起來的異常現象。

南合村民對筆者說，他們都有個心願，希望

鍾念祖家族的成員在未來看到有關文章，可以回

家鄉看看，把自己的名字成功接續在鍾念祖的名

字之下，完成先人遺願。

其三是2003年出版的《古岡州鍾氏族譜》。

該族譜在鍾姓名人欄目中簡單書寫了鍾念祖對民

主革命的重大貢獻：“鍾念祖，居南合，養性祖

裔孫，協助孫中山先生國民革命。因為貌似孫中

山，在越南員警圍捕孫中山時候冒認自己是孫中

山，等待孫中山安全出關離開海防後，才恢復本

來身份和名字。”

這幾行短短的文字，透露出南合村村民矛盾

的心情：儘管此前沒有充分證據證明“鍾念祖智

救孫中山”這個傳說是真實的，但是村民們寧可

信其有不願信其無，既然沒有確證就長話短說，

留下幾行文字作為後代子孫破案線索，相信總有

一天這個懸案會水落石出。

如今經過嚴謹的勘查研究，我們已經證明“鍾

念祖智救孫中山”不是傳說，確有其事，那些村民

該是多麼的高興和興奮啊！

鍾念祖如果在世，也和孫中山先生差不多的

年紀，所以村中如今健存老人基本沒有人見過鍾

念祖本人。那麼有人見過鍾念祖的照片嗎？

村幹部幫我找來了村民中見過鍾念祖照片

的鍾育有老人。鍾育有老人今年七十五歲，50

年代初，南合村裡面成立青年農業協作組，由

於鍾念祖故居人去樓空，村裡面徵用其住宅作

青年協作組辦公室，鍾育有等一班青年經常在

鍾念祖故居開會聚會。鍾育有老人回憶說：   

“鍾念祖的一張炭筆繪畫的遺像就懸掛在故

居牆壁上，過去我們小時候聽說過他智救孫中

山的故事，沒有想到他的真人遺照那麼像孫中

山，簡直和如今孫中山流行在世的照片一模一

樣！看到鍾念祖他本人他就像看到孫中山先生

本人，也是臉蛋圓圓，留着八字鬍子，如果你

不留神辨認，簡直以為鍾念祖遺像就是孫中山

本人的照片。所以憑藉這個遺像，我們也相信

鍾念祖救助孫中山的傳說可能是真有其事，不

是空穴來風的。”

可惜，由於鍾念祖故居長期無人管理，後來

其住宅更是轉手賣給多家鄉親居住，鍾念祖的遺

照在這些變遷中不知所蹤，令人歎息。

鍾華暖和鍾育有兩人帶着筆者去參觀鍾念祖

故居。鍾念祖故居是典型的晚清風格，有一百多

年歷史，如今居住在此的鄉親對故居做了一些修

整，但是該房子當年作為顯示華僑風格氣派的洋

房依舊流露滄桑韻味。

聞訊趕來的多個鍾姓鄰居又向筆者介紹了多

條有關鍾念祖後裔的資訊：

大約是上世紀70年代中期，越南排華，無數

中國旅居越南的華僑遭遇劫難家破人亡。以鍾念

祖侄子鍾炳昌為首的鍾家後裔無奈回國避難，被

有關部門按照難僑身份安排在廣東清遠農場。鍾

炳昌等鍾家後裔情牽桑梓心懷故里，在70年代曾

專門組團帶領一班鍾氏親屬回到自己的家鄉新會

崖門南合村，瞻仰鍾念祖故居，看望鄉親們，體

現了尋根問祖的良苦用心。後來隨着國內外僑務

政策的調整，鍾炳昌等一班鍾家後裔先後申請出

國，或者重返越南，或者移民法國，此後數十年

就失去了與家鄉的聯繫了。八十歲的鍾阿婆對那

次鍾家後裔來訪家鄉記憶猶新，她回憶道：“鍾

炳昌先生那次回來南合村時候，已經是白髮蒼蒼

的老人，年紀很大了，身材魁梧，聲音洪亮，他

對家鄉很有感情，對鄉親們反複說一定要回來看

看了卻心願。”

總之，在一代愛國僑領鍾念祖的家鄉南合

村，這裡每個村民都會說“鍾念祖智救孫中山”

的故事，這裡有鍾念祖故居，這裡有記載鍾念祖

名字和事蹟的族譜，這裡有鍾念祖家族成員留下

的深情足印。

關於鍾念祖，南合村人有說不盡的話題，帶

著無法估量的、沉甸甸的鄉土情感和親人情感，

個中濃情催人奮進，叫人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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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束語：沒有徹底完成的歷史追尋

行文至此，一百多年來流傳在廣東新會崖門地

區的民間傳說“鍾念祖智救孫中山”，可以說正式   

“蓋棺定論”得到確認和正名：鍾念祖智救孫中山

這段故事不是傳說，是真實的歷史，是感人的故事，

更是值得載入史冊的革命佳話。

將來我們有機會編寫地區華僑史，請編寫者別忘

記在一百多年前，在越南北部城市海防，有一個忠誠

勇敢的廣東新會籍華僑鍾念祖。他捨生忘死追隨孫中

山先生在海外進行革命活動，不吝惜家財，不害怕殺

頭，得到過孫中山先生的高度評價和熱情嘉獎。

在辛亥革命一百週年來臨之際，作為華僑歷史研

究者、作為鍾念祖老鄉，我們通過一系列艱苦的調查

考證，終於讓鍾念祖恢復華僑革命志士的本來面目，

這真是一件令人欣慰的、富有歷史意義的事情。

末了，我們有一個小提議：根據北京師範大學

歷史研究所研究員武尚清論文提及，1956年，鍾念

祖的侄子鍾炳昌先生把鍾念祖生前保存的、標有孫

中山親筆簽名的革命旌義狀專程郵寄到北京，捐贈

給有關部門。那麼，這張褒揚令到底具體捐贈給哪

個部門？如今還存在否？這些資訊的追尋值得鍾念

祖家鄉、廣東省江門市史志工作者關注。

因為近年來，江門市斥鉅資建成江門五邑華人

華僑歷史博物館，正在大力呼籲海內外鄉親捐獻文

物，本地華僑史研究人員正在尋找、徵集有關僑史

文物，假如這張具有孫中山親筆簽署、民國政府頒

發給鍾念祖的旌義狀還保存完好，不就是一紙最好

的僑史證明和最珍貴的華僑文物嗎？

所以，筆者建議江門五邑華人華僑歷史博物館

的有關研究人員應該抓住鍾念祖智救孫中山史料事

蹟這條線索，馬上開展徵集有關革命史料和革命文

物。倘若有一天，孫中山頒發給鍾念祖的褒揚令能

夠回到當事人、愛國僑領鍾念祖家鄉的華僑華人博

物館展出，那麼“鍾念祖智救孫中山”的民間傳說

必將變得更加傳神更加吸引人，那將是一件多麼有

意義的事情啊！

出任臨時大總統時的孫中山 (1912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