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38廈門淪陷之前， 
1937陳允洛鼓勵學生 學習民族復興的表現 



陳允洛於厦門鼓浪嶼英華書院之教材 

1938陳允洛於取得厦門英華
書院服務證明書， 

廈門即將遭    佔領。 
 

此時1938陳允洛重返緬甸 
仰光，次年1939到新加坡 

南洋商報當副理 

1938廈門即將遭日軍占據， 
陳允洛鼓勵學生效法民族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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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允洛一生志向於 

革命，教育，新聞 

1938廈門淪陷之前，1937陳允洛鼓勵學生 學習民族復興的表現 



1936英華書院出此服務證明書，
曾參與廈門民鐘報筆政(筆政指报刊
编辑中指撰写重要的评论的工作) 
1916民鐘報是由新加坡的梁冰纮、

陳允洛、李硕果三人， 
决定返厦門接管， 

陳嘉庚為重要贊助者之一 

  
 
 

任英華書院教務長， 
國文主任等職位 

曾在緬甸辦學校與校長職務 
（陳允洛仰光辦平民學校，請胡文虎當董事 
載於陳允洛文集上冊269頁)。 

 
此證明書表示陳允洛可能開始 
準備向英華書院辭職， 

才會向英華書院申請服務證明書  

  

民鐘報 



 

陳允洛書法 
未簽名共九張 

 
 
 
  

紙張均有同一款有水印 

文來自四位不同作者 
 
龔自珍 1792-1841     清朝 
李義山 生於1195-1200 宋朝 
蘇曼殊 1884-1918     清末民初 
李卓吾（李贄） 1527-1602  明朝 

 



龚
自
珍
（1792

年
～1841

年
）
，
字
璱
（se

）
人
，
号
定
盦
（ā n

）
，
后
更

名
易
简
，
字
伯
定
；
又
更
名
巩
祚
，

号
定
庵  

陳
允
洛
民
國58

年5

月 

也
寫
過
龔
定
庵
同
樣
作
品 

陳允洛無簽名書法 

鎰陶潜诗喜说荆轲，想见停云发浩歌。 
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恐无多  

陳允洛簽名書法 

释文 

http://baike.baidu.com/view/709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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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允洛書法 

苏曼殊参加了 

辛亥革命的宣传
鼓动工作。如 

陈独秀、章士钊 
所办的《国民 
日报》、同盟会的
《民报》、刘师培
夫妇所办的《天义
报》等，都曾得到
苏曼殊的赞助。  

陳允洛兩篇書法大同小異 

偷尝天女唇中露，几度临风拭泪痕。
日日思君令人老，孤窗无语正黄昏。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9%BF%E4%B8%9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6%99%E5%B1%B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8F%A0%E6%B5%B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8%85%E6%9C%A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0%91%E5%88%9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AF%97%E4%BA%B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D%9C%E5%AE%B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4%BB%E5%AE%B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F%BB%E8%AF%91%E5%AE%B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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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5月2日，蘇曼殊因胃病逝于 

上海广慈医院， 
年仅三十四岁。死前留下一偈： 
“一切有情，都无挂碍。” 

后孙中山先生捐赠千金， 

葬其于杭州西湖孤山北麓， 
南社诸宗元撰《塔铭》  

五年别去惊初见,一醉殊辜万里来.
春事阴晴到寒食,故人风雨满离杯.
拈花众里吾多负,取钵人间子未回.
自有深深无量意,岂堪清浅说蓬莱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B%A3%E6%85%88%E9%86%AB%E9%99%A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D%99%E4%B8%AD%E5%B1%B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D%AD%E5%B7%9E%E8%A5%BF%E6%B9%9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D%A4%E5%B1%B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D%97%E7%A4%BE


陳允洛文集下冊第18頁其起， 
陳允洛寫文章有關李卓吾 

李贽（1527年十月廿六－1602年三月十六）[1]，明朝福

建省泉州府晉江縣人。初姓林，名载贽，后改姓李，名贽
[2]，字宏甫，号卓吾，又号温陵居士[3]，是明朝颇有影

响力的思想家、史学家和文学家，後被公家迫害， 
乃自殺，死後一度被泉州民眾奉之為神，稱「溫陵先師」 
（溫陵乃泉州舊稱)         維基百科 

底片  

荆軻原不識燕丹，祗爲田光一死難。
慷慨悲歌爲擊筑，蕭蕭易水至今寒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D%81%E6%9C%88%E5%BB%BF%E5%85%A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89%E6%9C%88%E5%8D%81%E5%85%A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D%8E%E8%B4%B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8%8E%E6%9C%9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6%8F%E5%BB%BA%E7%9C%8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6%8F%E5%BB%BA%E7%9C%8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3%89%E5%B7%9E%E5%BA%9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3%89%E5%B7%9E%E5%BA%9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9%89%E6%B1%9F%E7%B8%A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D%8E%E8%B4%B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D%8E%E8%B4%B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8%8E%E6%9C%9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4%BF%E5%BA%9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7%AA%E6%AE%B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3%89%E5%B7%9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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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錦瑟」 
錦瑟無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華年。莊生曉夢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鵑。 
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煙。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 

http://baike.baidu.com/view/9890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31308.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