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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年4月，孙中山在檀香山与大哥孙眉一家合影

文/ 何 玲

孙中山背后的支持者
—— 华侨资本家孙眉事略

孙中山何以能从一个平凡的乡村少

年，成长为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何以

能引进西方的民主共和思想，彻底结束

中国绵延数千年的封建帝制？这一切都

要追溯到他的早期经历。孙中山早年比

较系统地接受过西方的近代教育，对欧

美社会进行过长期的实地考察，而在背

后以巨大的财力默默支撑他完成这一切

的，是他的长兄、华侨资本家孙眉。

长兄如父

孙眉，名德彰，字寿屏，1854年（清

咸丰四年）出生于广东省中山县翠亨村。

1871年，年仅17岁的孙眉远赴南太平洋群

岛的火奴鲁鲁“捞生活”。当地盛产檀香

木，因此被华人称为檀香山。孙眉起初在

檀香山的农牧场当雇工，后来向当地政府

申请开垦荒地，开办畜牧场。经过多年的

艰苦打拼，逐渐成为有名的华侨资本家。

1879年9月，孙眉把13岁的弟弟孙中山

接到檀香山，送进英国基督教公理会主

办的意奥拉尼男子中学读书，学习政治、

经济、法律、社会和自然科学等课目，接

受正规的西方现代教育。孙眉自己没有

受过多少教育，一心想把弟弟培养成才，

对于意奥拉尼男子中学高昂的学费，他

毫不吝惜。

1882年9月，孙中山在意奥拉尼男子

中学毕业，孙眉又将他送进檀香山最高

学府—— 美国基督教公理会设立的欧瓦

胡学院大学预科班，拟在此短暂学习后，

再前往美国大学深造。

一个未曾料及的情况改变了孙眉的

计划。年轻的孙中山对基督教产生了浓

厚的兴趣，孙眉多次劝止无效。孙眉虽

然在海外生活多年，骨子里仍是一个传

统的中国人，深恐弟弟接受“异教”，灵

魂被洋人攫去而遭双亲斥责，于是决定

忍痛中止孙中山在檀香山的学业，责令

他回国。

在檀香山生活、学习了四年的孙中

山，回到家乡后一时很不适应。1883年

11月，孙中山考入香港基督教圣公会主

办的拔萃书院，继续读书，并取号“逸

仙”，英文意为“自由神”。这年年底，

孙中山与好友一起接受洗礼，加入了基

督教。孙眉闻讯后，认为弟弟性格过于

叛逆，需要放在自己身边严加管束，决定

再召孙中山前往檀香山。

1884年12月，孙中山二赴檀香山。

孙眉将弟弟安排在自己的商铺里帮助料

理生意，可是孙中山对做生意丝毫不感

兴趣，没过多久就要求回国，兄弟俩为

此发生了一场激烈的冲突。孙眉坚持不

让弟弟回国，不给他回国的路费。后来，

孙中山央求欧华胡学院的老师资助其回

国，老师爽快地答应了他的请求，临行前

还赠给他《华盛顿传》和《林肯演说集》

两本书，以示鼓励。

孙中山回国后，孙眉放心不下，寄了

一笔款给父亲，供弟弟继续求学之用。

1887年9月，孙中山考入香港西医书院，

学习了五年，学费全部由孙眉负担。在香

港求学期间，孙中山的思想发生了剧烈

的变化，他已经不满足于只做一名医生，

而是志在医国，从此逐步走上了反清革

命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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毁家纾难

1894年10月，阔别十年后，孙中山第

三次前往檀香山。他向大哥详细介绍了

国内的情况，痛斥满清王朝的腐朽统治，

宣传推翻满清王朝的革命主张。此时，檀

香山也发生了一场变革，当地的土王退

位了，成立了夏威夷共和国，民主革命的

思潮在华侨中产生冲击，孙眉的思想观

念也随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孙眉看着眼前的弟弟，倔强、叛逆

的性格仍旧，可言谈举止不再是十年前

那般年轻稚嫩的模样，已经长大成人了。

他嘉勉弟弟言大志高，力表赞成。

1894年11月24日，孙中山在檀香山

约集二十余名华侨，成立中国近代第一

个民主革命团体—— 兴中会。孙中山亲

自起草了《兴中会章程》,以极其悲愤的

文字阐述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抨击西

方列强对中国的瓜分掠夺，痛斥清朝政

府的腐朽统治，令人振聋发聩：

“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

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

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有

心者不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

扶大厦之将倾！”

为了筹措革命经费，兴中会章程规

定会员需缴纳入会底银五元，另设银会，

集股举办革命事业。孙眉带头缴纳入

会底银，并捐献股份银二百元。由于兴

中会成立初期会员人数有限，所收取的

会员底银及股份银较少，孙中山又急于

回国发动武装起义，孙眉决定以低价出

售一批牧场的奶牛，迅速得款以充义

饷。孙眉的慷慨之举带动了不少当地

的华侨，华侨资本家、兴中会值理（干

事）邓荫南决定变卖自己的农场，所得款

项悉数捐出。

1895年1月，孙中山由檀香山抵达香

港，筹划在广州发动反清武装起义。孙

中山在香港、广州两地设立据点，购运

军械，联络各地革命同志，以及会党、绿

林、游勇、防营、水师等各方反清力量。

谁知事机不密，运载军械不慎，被清政

府察觉，广州清军大举出动，封闭革命机

关，搜捕起义人员，孙中山领导的第一次

武装起义未及发动就流产了。清政府悬

赏白银一千两缉拿孙中山，孙中山被迫

亡命日本。

1896年1月，孙中山第四次赴檀香

山，向孙眉谈及广州起义失败经过，觉得

心中对大哥有愧。孙眉劝慰弟弟不必气

馁，他向孙中山建议：“在檀同志新遭失

败，人怀懊丧，筹款宜徐图机会，此时就

先向他处发展，乃易为力。”孙中山听从

哥哥的建议，即从檀香山奔赴美国旧金

山，不久即建立兴中会旧金山分会，宣传

反清革命，并向华侨筹款。此后，孙中山

花了大量时间，在欧美各国详细考察经

济、政治状况，研究多种流派的政治学

说，寻求中国革命的出路。

1903年10月5日，孙中山第五次到

檀香山，发起创立中华革命军，发行军

需债券，募集革命经费。当时，美国政

府已经宣布将夏威夷并入美国，美国管

辖下的夏威夷政府对各岛农牧租地条

例采取种种限制，孙眉的收入已大不如

前，但他仍然带头变卖一千多头牲畜认

购军需债券。

1904年，夏威夷政府颁布新的租地

条例，改订侨民租地新法律，增加了许多

限制性条款，严重损害了旧租地者的利

益。孙眉等旧租地者聘请律师与夏威夷

政府打官司，持续三年，终以败诉告终。

孙眉的部分资产折抵了诉讼费，农牧场

也被夏威夷政府收回，一家老小稳定的

收入来源从此断绝了。

1907年秋，孙眉举家迁往香港九龙

牛池湾，一时生计无着，只能租屋寄居，

亲自耕种，种植果菜，饲养家禽，生活十

广东各界举荐孙眉出任广东都督致临时大总统府电（1912年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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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拮据。

孙眉为捐助反清革命而倾家荡产，

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光复会攻击孙中

山“借革命骗钱”，发起“倒孙风潮”。

孙中山有口难辩。后来，孙中山在致吴

稚晖的信函中，对长兄孙眉的仗义疏财

之举略有申述，言语中多有愧对大哥之

意。吴稚晖有感于孙中山心中的苦闷，

将这封信在《新世纪报》公开发表。信

中写道：

“当日图广州之革命以资财资助者，

固无几人也。所得助者，香港一二人出资

数千，檀香山人出资数千，合共不过万余

耳。而数年之经营，数省之联络，及于羊城

失事时所发现之实迹，已非万余金所能办

者也，则人人皆知也。其余之财何自来乎?

皆我兄及我所出也。

自此吾一人之财力已尽，而缓急皆赖

家兄之接济，而妻子俯蓄亦家兄任之。是

从事革命十余年以来，所费资财多我兄弟

二人任之。

两年前家兄在檀已报穷破产，其原因

皆以资助革命运动之用。浮钱已尽，则以

恒产作按，借贷到期无偿，为债主拍卖其

业。今迁居香港，寄人篱下，以耕种为活。

而近因租价未定，又将为地主所逐。”

天下为公

迁居香港的孙眉义无反顾地参加了

反清革命。

1909年秋，中国同盟会南方支部成

立，主要任务是策动云南、福建、广东、

广西四省反清起义，孙眉担任同盟会南

方支部的副支部长。当时，孙中山因被清

政府通缉，在国内无法立足，中国同盟会

所颁布的任命状由孙眉代为签发。

1910年10月，孙眉赴马来半岛槟榔

屿，参加孙中山、黄兴等召集的秘密会

议，筹划再次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这

次会议促成了广州黄花岗起义，直接推

动了辛亥革命的爆发。

1911年春，孙眉迁居香港九龙城东

头村24号，以此为革命据点，广事招徕

各方反清力量，落实筹备起义的各项事

宜。不久，孙眉的革命活动被港英当局

侦悉，下令逼其离境。孙眉被迫迁居广州

湾，化名“黄镇东”，人称“黄大哥”，以

广州湾“三泰利”商行作为秘密联络站，

继续从事反清革命活动。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

京成立，孙中山当选了临时大总统。孙眉欣

喜若狂，期盼多年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1912年2月13日，广东地方人士与52个

社团联合署名致电临时大总统府，举荐

孙眉出任广东都督，孙眉心有所动。可

是，孙中山向来主张“天下为公”，并不赞

成由自己的大哥出任广东都督。2月21日，

孙中山复电广东各界人士，以家兄“素不

娴于政治”为由，力加劝阻：

“广东各界团体并送各报馆公鉴：连

接各界议举家兄为粤督之电，文未作答，非

避嫌也。家兄质直过人，而一登舞台，人易

欺以其方。粤督任重，才浅肆应，决非所宜。

若为事择人，则安置民军、办理实业，家兄

当能为之。与其强以所难，将来不免覆 ，

何如慎之于始。知兄者莫若弟，文爱吾粤，

即以爱兄也。谨布。孙文叩。”

孙眉没有责怪弟弟，他以大哥的宽

厚胸怀包容了弟弟的一切。1913年，孙眉

默默移居澳门。1915年2月11日，在澳门

病逝，享年62岁。

1935年4月，鉴于孙眉为创建民国所

做的杰出贡献，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

员会以国币一万元把孙眉遗骸迁葬于广

东中山县翠亨村，并伐石刻辞以表彰他

的革命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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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感悟

俯首兰台二十年，肯定有过迷惘，有过困惑，但是今天，我回味我的兰台人生，心中是充实平和，二十年的兰台人生让我营造了

淡漠红尘俗世，返朴内向，超然物外的境界。人的最高境界莫过于做自己最想做的事，这是我引以为豪的最深感触。我的人生终将

奉献给兰台，在兰台平凡的岗位上默默无闻地干着自己喜欢的事，平凡却从未平庸，平凡也并不妨碍我攀登那光辉的顶峰。回首二十

年来的兰台人生，二十年来的辛苦、学习、工作、追求、执着，往事就像一颗颗珍珠在记忆的长河里，闪烁着光辉。

湖北省蕲春县档案局  胡芳芳

在我人生走过的二十几年里，我最初认识“兰台”一词，是从李商隐的那句“走马兰台类转蓬”开始。一千多年前的那位极具浪

漫的诗人，当他举起酒杯留念“隔座送钩、分曹射覆”之时，却又感慨起自己要走马上任了。从我理解他感叹的心情那一刻开始，我

知道，我与兰台结缘了。而今，我也“走马兰台”了，不同的是，他是无奈，而我则带着希冀而来。

福建省南平市档案局 黄寅音

这是一幅由各类案卷号相互交织成的画卷，我站在画里，看到了站在档案工作战线上各位同仁的倾情奉献，读懂了绚烂的人生

色彩，感悟到了人生的真谛。我站在画外，凝视历史长河中留存在画里闪耀的符号，像是一颗颗璀璨的星星；而画中的女孩儿被星星

背后的故事所感染，背对着繁华,朝着那些星星的方向,迈着坚定的步伐，挥洒不悔的青春！

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州委统战部 郑明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