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孙 眉 与 辛 亥 革 命

马 东 玉

在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 民 主 革命

中
,

华侨的作用显得十分突出
。

孙中山将

华侨誉为
“
革命之母

” ,

冯自由在 《华侨

革命开国史 》 序言中说
: “

中华民国之肇

建
,

从海外华侨协助之力为最巨
。

自孙中

山先生甲午年首创兴中会于檀香山
,

以迄

革命成功
,

几无一役不倚赖华侨之资助
。

近人有警语云
,

无华侨即无革命
,

诚确论

也
。 ” ①

孙中山的哥哥
、

檀香山华侨资本家孙

眉
,

为革命捐助资金
,
以至于倾家荡产 ,

又亲自投身革命
,

直至生命之最后一息
。

实为辛亥革命时华侨中首当纪念的人物之

孙眉 ( 1 8 5 4
-

—
1 9 1 5 ) 又名德彰

,

字

寿屏
。

自幼因家境贫寒
,

十五岁就给邻乡

南筋村地主扛活
。

十七岁便背井离乡
,

到

海外植香 山谋生
, “

开始在一家菜园里当

工人
,

不久转到一家农牧场作雇工
。

后开

圣荒地
,

经营畜牧业
,

逐渐发展为一个华

侨资本家
。 ” ②

关于孙眉的资产情况
: “

租得茂宜岛

荒地千数百亩
,

广事畜牧垦植
,

又在茄荷

蕾设一商肆
,

为销售农牧生产品
。 ” ③其

农场规模之大
,

一八九九年梁启超去植香

山
,

孙眉
“
导启超乘马遍游牧场

,

经 日始

毕
。 ”

还
“
畜牛约在二千以上

。 ”
檀香 山

之茂宜 岛人誉之为
“ 茂宜岛王

。 ” ④

初
,

孙眉
“
思想顽固

,

侧重保守
” ,

对孙中山反封建的初期革命活 动 是 反对

的
。

一八七八年十三岁的孙中山随母至搜

香山就食于孙眉
,

先后人檀香山英
、

美教

会学校读书
。

年轻的孙中山
,

儿年来呼吸

了西方资本主义的新鲜空气
, “

有慕西学

之心
,

穷天地之想
。 ” ⑤逐渐滋长了民族

和民主主义意识
,

要求加入教会
, “

毅然

欲受洗礼
” 。

孙中山的这种行动本身并非

进步
,

然而却表明他同封建传统观念的决

裂
。

孙眉坚决反对孙中山人教的要求
,

但

孙中山不听劝阻
,

被孙眉打了一顿
,

并勒

令其退出教会学校
。

一八八三年七月孙中

山自檀岛归国
。

如陈少白所言
,

孙眉反对

孙中山入教
“
并不是有什么理由

,

不过他

以为只有中国的教化最好
,

除了中国教化

以外
,

无论什么教
,

都是不正派
,

都要反

对的
。 ” ⑥这正说明孙眉 当时 的 思 想保

守
。

孙中山回乡后在村民中宣 传 政 治改

革
,

抨击中国政治的腐败和社会风俗的不

良
。

不久又因与陆皓东毁坏村庙北极殿中

的偶像
,

为豪绅地主和封建势力所不容
,

被

迫离乡赴香港
。

在香港与陆皓东一起加人

基督教
。

一 / \ /、四年孙眉 函招之再赴恤香

山
,

在茄荷蕾埠商店当店员
。

但当他得知

孙中山在广州毁坏神偶和在香 港 入 教之

后
,

大发雷霆
,

令孙中山
“
退还所给财产



以示惩戒
。 ” ⑦孙中山第二次离开檀香山

回国
。

当时孙眉的思想保守
,

同他所处的地

位和环境是一致的
。

此时檀香山
“
尚系独

立国
” ,

统治者对华侨的政策是鼓励其发

展生产
, “

夏威夷政府以德彰经营农牧
,

成效卓著
,

特许以多招华人来檀
,

大兴垦

务之权利
。 ” ⑧一八七七年孙眉 “

于回粤

取妇之便
” ,

一次就招华工
“
数百人

”
来

檀香山
,

到一八 /又五年前后其雇工已
“
逾

千
” 。

一个华侨资本家
,

当殖民主义的鞭子

尚未落到他的身上
,

在其
“
所 业 日 进

”

时
,

落后和保守是不足为怪的
。

一八九四年中日战争爆发
,

民族危机

空前严重
,

清王朝的反 动面 目越加暴露
。

孙中山于是年秋冬来在阔别十 年 的 植香

山
,

决计在这里建立一个反 清 的 革 命组

织
。

当孙中山来此宣讲革命道理时
,

这 里

的多数华侨思想仍
“
尚未开通

,

闻总理有

作乱谋反言论
,

咸谓足以破家灭族
,

虽亲

友故 旧亦多奔避不邃
。 ” ⑨但

,

孙眉的转

变却是达到 了一个飞 跃
,

不 仅
“
首 赞成

之
” ,

且
“
愿倾家相助

” L
,

成为孙中山

进行民主革命的第一批拥护者
。

在孙眉等

华侨的支持 F
,

第一个资产阶 级 小 团体
“
兴中会

”
建立起来

。

檀香山也成了资产

阶级民主革命的发祥地
。

山一个思想保守的华侨资本家
,

成为

首先拥护革命的激进者
,

一

与他本身经济地

位和社会环境的变化有着密切关系
。

冯自由在记述孙眉思想变 化 时 说 :

“ 癸已年 (一八九三年) 夏威夷群岛土人
`

大举革命
, ·

“ …德影往 日思想顽固
,

侧重 ;

保守
,

至是耳濡目染
,

心理为之 一变
,

每 之

闻乡人自祖国来
,

报告总理时作歌颂太平

天国及反清覆国言论
,

成不以为异
。

戚族

中有恫以抄灭家族等词
,
促其劝阻总理行

动者
,

概一笑置之
。 ”

@

原来在此期间
,

夏威夷发生 了反对美

国殖民压迫的风暴
。

八十年代以降
,

美国

开始逐步吞并夏威夷
,

殖民主义 者残酷奴

役土著民族
、

排挤华侨工商农牧业者
,

强

占岛上最肥美的土地
。

到一八九三年美国

又派舰队在檀香山登陆
,

颠覆了夏威夷政

权
,

成立殖民政府
。

包括孙眉在内的广大

华侨
,

政治和经济利益受到极大损害
,

因

此同檀香山土著人民一起掀起了反对殖民

侵略和压迫的风潮
。

在反殖风暴中
,

孙眉

的觉悟逐步提高
,

当孙中山来到檀香山对

他再给以直接教育时
,

便很快成为拥护革

命的觉悟者
。

孙中山在组织和发动群众的过程中
,

得到孙眉多方面的帮助
。

在思想上
,

闻孙

中山要推翻清朝的反动统治
, “

嘉其志大

言大
” ,

鼓励孙中山的
“ 企图大举

” 。

在

经济上
, “ 划拨财产一部为助

” ,

帮孙中

山 “
募得义捐数万元

” ,

供回 国 举 义之

资
。

L在组织上
,

以其在檀香山多年之威

望
,

召集亲友故旧
,

说动何宽
、

邓荫南等

数十人
,

于 一八九四年十月成 立 了 兴中

会
。

不出月余
,

会员发展到一 百 三 十多

人
。

L

有了革命组织
,

立即准备发动武装起

义
,

孙中山一面在檀香山进行军事训练
,

一面继续募捐
。

这时国内同志催促孙中山

回国发动起义
,

因时间急迫
,

马上需要许

多资金而一时难以筹集
, “

德彰闻之
,

乃

更以每头六
、

七元之价
,

贱售 其 牛 牲一

部
,

以充义晌
。 ” ⑧ 一八九五年兴中会在

广州发动了第一次武装起义
,

起义经费主

要是檀香山华侨和孙眉捐献的资金 , 植香

山许多华侨如邓荫南
、

宋居仁
、

夏百子
、

陈南
、

李祀
、

侯艾泉等都赶赴大陆参加 了

这次起义
。

第一次武装起义很快就失败 了
,

从此



孙中山漂流海外
,

远 赴 日 本
、

英
、

美各

国
,

继续在华侨中组织群众
、

筹集款项
,

准备再起
。

其间
,

孙中山曾多 次 去 檀香

山
,

每次孙眉都给以大力协助
。 ~

一九 O三

年秋
,

孙中山又一次从 日本赴美
,

途经植

香山
,

他一面宣传群众
,

一面 给 华 侨治

病
。

由于他的医术高明
,

使
“
就诊者莫不

著手回春
” 。

母亲心疼孙中山东奔西跑的

辛苦和发动起义的危险
,

劝阻儿子说
:

革

命的目的在于救人
,

行医也能救人
,

何必

冒险闹什么革命呢? 孙眉见此说
:
行医只

能救少数人
,

革命则能救多数人
,

既革命

就该始终一贯
,

绝不能轻易变更
,

以致前

功尽弃
。

他的一席话使
“
闻者 咸 奉 为至

言
。 ” L

此时
,

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和以康

有为
、

梁启超为首的保皇派
,

正进行着一

场严重的斗争
。

由于
“ 戊戍政变

”
后

,

维

新派同革命派都被清政府视为大敌
,

同时

在大陆难于容身
,

因此这场斗争主要是在

海外华侨中进行的
。

斗争之目标
,

首先表

现在争夺群众上
。

早在一八九八年冬
,

梁启超以
“
矢言

合作到底
”
为保证

,

骗取 了孙中山的介绍

信
,

来到檀香山
。

梁以孙中山的引见和他

特有的宣传才能
,

一度使檀香山兴中会为

之瓦解
,

大部分会员都投入保 皇 会 的怀

抱
,

并捐纳十几万两白银给梁启超
。

一九

O 三年孙中山来到檀香 山时
,

见岛上面目

全非
,

兴中会员所存无几
。

孙中山刚一登

岸就遭到保皇派的进攻
,

保皇报纸
“
新中

国报
”
发表文章

, “
丑低革命党及总理个

人
” L

。

孙中山见此非常气愤
,

奋力展开

同保皇党争夺群众的斗争
。

经孙中山说 明后
,

孙眉首先认识到保

皇党的可恶 ; 于是愤然与其决裂
,

并千方

百计帮助孙中山与保皇党作斗争
。

他主动

资助经费
,

使孙中山筹备大会
、

改组宗旨

不明的
“
檀山新报

” ,

向保皇 党 发 起反

击
。

为方便组织发动华侨群众
,

孙眉建议

孙中山加人了
“
致公堂

” (即洪门
,

为关

洲和搜香山华侨拥有广大群众的天地会组

织 )
,

并成为
“
致公堂

”
大哥

。

孙眉的建

议对 组织和宣传广大华侨起了 极 大 的作

用
。

经过斗争
,

檀香山广大华侨认清了保

皇会的反动咀脸
,

华侨们
“
咸为愤激

” ,

纷纷登报脱离保皇会
。

孙中山的讲演
,

往

往听者逾二
、

三千人
。

保皇党在渔香山各

岛的势力被击溃了
,

使兴中会组织空前扩

大
。

一九 O 四年三月
,

孙中山离檀香山去

美国
,

抵达旧金山又为保皇党勾结美海关

阻其登陆
。

旧金山
“
致公堂

”
闻孙中山是

“
致公堂

”
大哥

,

立即延请律师向海关抗

争
,

使之安然人境
。

孙中山在美国华侨中

仍以
“
致公堂

”
大哥身份宣传革命

,

取得

了前所未有的效果
。

孙眉对于辛亥革命的显著功劳
,

主要

在于不惜倾家荡产
,

以助革命之资
。

然而

孙眉到底捐助革命多少钱
,

那是无法计算

的
。

一九 O 七年
,

章太炎
、

陶 承 章 闹分

裂
,

攻击孙 中 山 “
假 名 革 命

,

摄 取私

利 ” 。

开始孙 中山未予理会
,

后来实在攻

击得不成体统
,

吴稚晖等同盟会同志让孙

中山以事实回击分裂者
,

孙中山才忍痛道

出事实
。

一九 O 九年十月
,

孙中山在给吴

稚晖的信中说
: “

从事革命十余年以来所

费资财
,

多我兄弟二人任之
。 ”

还说
,

到

急用资金时
“
皆赖家兄之接济

” , “ 浮钱

已尽
,

则以恒产作抵借贷
,

到期无偿
,

为

债主拍卖
” ,

直到所存家产荡 然 无 存为

止
。

其破产
“
皆以资助革命运动之用

” 。

L加之美国在搜香 山大肆推行排斥华侨政

策
,

夺了孙眉的租地
,

迫使孙眉于一九 O

七年携家回到大陆
,

居住九龙
“
自己修了

4 1



草房子在那里耕种
” ,

以养活母亲和妻儿

(包括孙中山的家属在内 )
。

为革命倾家荡产
,

他 不但并未计较
,

相反更加积极地投身到革命洪流中
。

回国

后不久
,

他便与田桐
、

邓子瑜等人到新加

坡华侨中发动群众
。

此时在南洋华侨中革

命派与保皇派的斗争仍相当激烈
,

孙眉等

到后即投人了这场斗争
。

一次
,

保皇会员

徐勤
、

伍宪子等利用华侨中的 一 个 社团

“
武善社

” ,

召开保皇组织
“ 星洲政闻分

社
”
成立会

。

孙眉等率领华侨闻讯赶到会

场
,

当保皇党徒宣扬清廷豫各立宪时
,

孙

眉首先冲上讲合
,

其他华侨和同盟会员也

一涌而上
,

保皇党徒见势不妙
,

一个个抱

头鼠窜
。 “

经此役后
,

保皇会遂不敢再有

公然开会情事
。 ” L

一九O 九年
,

同盟会运动广州新军起

义
,

孙眉也由新加坡返回广州
。

在准备起

义时
,

他担任制造青天 白日之起义旗帜的

工作
。

当时情事危急
,

清政府对新军起义

已有警觉
,

派出军队
、

巡警日夜巡查
,

孙

眉不顾个人安危
,

率领几名同 志 抓 紧制

作
。

隔壁的一位老同盟会员竟害怕警察发

现
,

连累自己
,

孙眉十分生气
,

换个地方

还是完成了制旗的任务
。

一九 一 O 年二

月
,

以倪映典为首的广州新军起义
,

他们

所举之义旗便是孙眉等所制者
。

L

这次起义因故提前举发
,

又告失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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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盟会继续在广州策动新军起义
。

孙眉在

广州赤坎设立了革命机关
,

以联络雷州各

地会党
。

经孙眉等努力
,

使投入革命营垒

之会党
“
踵趾相接

” , “ 从者日众
” 。

一

九一一年
“
三

、

二九 ”
黄花冈起义和武昌

起义
,

孙眉以其所组织之
“
雷 州 之 众应

之 ” ,

在辛亥革命中
,

为广州的光复
,

作

出了一定的贡献
。

L

武昌起义推翻了清政府的反动统治
,

接着民国政府在南京建立
。

一九一二年广

州选举都督
。

广州党人
、

军人和社团公举

孙眉为粤都
。

南京政府相继接到广州军民

请求委任孙眉的 电 文
“
前 后 凡 百 数十

通
” 。

孙中山于二月二十一 日致电孙眉
,

劝其勿任粤督
,

电中说
: “

兄 宜 专 就所

长
,

专任一事
,

如安置民军
、

办理实业之

类
,

而不必当此大任
。 ”

@并复电粤省各

界
,

劝阻勿选孙眉为督
,

事乃止
。

诚然
,

大家选孙眉为都督
,

与他是孙

中山的亲属有关
,
但同时也和他无私地支

持并亲身投入革命
、

组织群众分不开
。

虽

然他的才识不足以胜任都督
,

但大家极力

推戴他
,

也说明了他对革命作出的贡献之

大
。

辛亥革命的成果被袁世凯窃夺了
,

后

讨袁军又告失败
,

孙中山先生亡命 日本
。

孙眉因之
“
倦倦国事

,

郁郁不乐
” ,

于一

九一五年二月十一 日病逝于澳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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