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孙中山和檀香山兴中会的成立

黄 彦

清朝末年
,

在中国出现了一个崭新的
、

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运动
,

这就是孙中山

所领导的资产阶级 民主革命运动
。

然而
,

标志着这个运动开端的历史事件— 中国第一

个民主革命团体兴 中会的创建
,

却是在远离中国本土之外
,

在位于太平洋中央的檀香山

发生的
。

这个有趣的历史现象曾经引起了研究者们的关注
,

并就孙中山在檀香山建立兴

中会的有关事实及其意义发表过不少评论
。

笔者不揣浅陋
,

也来参加议论
。

( 一 )

众所周知
,

孙中山是在上书李鸿章碰壁
、

又受中日甲午战争的刺激而决意走向革命

的
。

他企图集结力量
、

筹措经费以发动反清起义
,

那末
,

为什么选择了檀香山这块地方

来推行他的第一步计划呢 ?

本来作为起义发动地点的广州和毗邻广州的香港
,

孙中山都已与一批政治上志同道

合的爱国知识分子取得联络
。

在香港
,

他与成立于 1 8 9 2年的爱国小 团体辅仁文社的主要

成员杨衡云等有过密切交往
。

在广州
,

1 8 9 3年曾与他的挚友陆皓东
、

郑士良
、

尤列等一

道酝酿过成立兴中会
。

孙中山显然是重视这些不满现实的知识分子力量的
,

但当时他们

的人数很少
,

并也尚未实现从爱国到革命的思想飞跃
;
而要依靠他们来募集大笔资金

,

更是毫无把握
。

至于广州绅商和香港资产阶级
,

却未表现出反满的政治热情
。

于是
,

他

把眼光移向海外
, “

欲纠合海外华侨以收臂助
”

①
。

在此之前
,

檀香山是孙中山在国外唯一居留过的地方
。

檀香山群岛
,

是当时华侨对

夏威夷群岛的习惯叫法
,

它由八个大岛和许多小岛组成
,

那时候还是一个君 主 立 宪 国

家
。

孙中山曾经两次到过檀香山
:

第一次自1 8 7 8年 6 月至 1 8 8 3年 7 月
,

在那里整整呆了

五年
,

大部份时间用于求学
;
第二次自1 8 8 4年 11 月至 1 8 8 5年 4 月

,

在他哥哥孙眉开设的

商店当了近半年的店员
。

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以前
,

檀香山总人口还不及十万
,

华侨人

曰 约占五分之一②
。

华侨之中大都来自广东
,

尤以香山县人居多
。

孙中山在檀香山有着

广泛的社会联系和群众基础
,

不仅有自己的亲属和亲戚
,

而且认识不少大 小 同 乡
、

朋

友
、

同学
、

师长和教友
。

象他哥哥孙眉在华侨社会颇有地位
,

在茂宜 岛经营大牧场和开

设商店
,

饶有资产
,

有
“

茂宜王
”

之称③
。

十分明显
,

在孙中山心 目中
,

这些都是他开

展革命活动的有利条件
。

孙中山对檀香山华侨的政治思想觉悟给予了充分的估 量
。

他常对陈少白说
:

美国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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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山的华侨
“

对于政治方面很少接触
” , “

而在檀香山的就不然
,

大埠 ( 按指火奴鲁鲁
,

华侨俗称为檀香山正埠或大埠— 笔者 ) 就是京城
,

天天所见所闻
,

都是关于政治方面

的事
,

所以中国侨民差不多个个有些政治
J

思想
。 ”

④这当然也是组织政治 团体所必须考

虑到的
。

中国人移居檀香山
,
始于十八世纪末叶

。

而大量移殖则是十九世
~

纪 中期以后
,

作为

契约华工招募而来的
。 `

他们大都 是广东沿海
、

的破产农民
, :

也有一些是周 参加太平天国或

广东天地会起义失败而被迫流亡的
。

他们初至檀时
,

大多数在蔗园或糖场做工
,

合约满期

后
,

有的向当地政府批耕 园地而成为独立劳动者
,

有的改做小商贩或开设小商店
,

有的

从事 自由职业
,

也有的逐渐上升为工商业资本家 (主要是 中小资本家
,

大资本家极少 )
。

工人在檀香山华侨中占居大多数
,

同时在十九世纪后期也已形成了一个华侨资产阶级 以

及从事自由职业沈知识分子阶层⑤
。

华侨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是孙中山初期民主革命

活动的主要依靠对象
,

他们 同国内封建主义 的联系比较少
,

又接触了西方资本 主 义 文
、

化
,

并受到外国人的歧视
,

对清政府无力保护他们的正 当权益深感不满
,

故容易产生革

命情绪
。

当孙中山第三次来檀时
,

华侨中间
,

特别在华侨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中间
,

有三个政治现实因素对他鼓吹革命是很有利 的
:

第一
,

美国加紧侵略夏威夷和华侨参加夏威夷人民的反美斗争
。

自从美国的传教士于 1 8 1 9年进入夏威
一

夷后
,

商人和冒险家接踵而来
,

与英法两国殖

民者展开激烈的竞争
。

七十年代以后
,

美国势力已逐渐取得优势
,

二方面掌握 了这个岛

国的经济命脉
,

对土著居民进行残酷的掠夺和剥削
; 一方面粗暴干涉夏威夷的内政

,

插

手王位之争
,

操纵立法会议
,

强订不平等条约
,

在珍珠港建立海军基地
,

并 策划着吞并

夏威夷的阴谋
。

夏威夷国王架刺鸡不甘心于充当美 国的傀儡
,

提出了
“

夏威夷是夏威夷

人的
”

口 号
。 18 8 8年 7 月

,

夏威夷土著居民在威里确时的领导下
,

为恢复架刺鸿的权力

而发动反美武装起义
,

华侨知识分子何宽
、

李六
、

黄桂等参加 了战斗的行列 ( 他们后来

都加入兴中会 )
,

但这次起义在 当天便遭到了亲美势力的镇压
。

架刺鸿于 1 8 9 0年病死
,

其妹利利奥固兰尼继王位
,

仍然坚持
“

夏威夷是夏威夷人的
”

这一口 号
,

并于 1 8 9 3年初

颁布新宪法
,

限制立法会议的权力和外国人的特权
。

在登陆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武力支

持下
,

一批美裔居 民发动政变
,

胁迫女王退位
,

宣布废止君丰制和成立临时共和政府
。

1 8 9 4年
,

也即孙中山来檀组织兴中会 的这一年
,

许多华侨情绪激昂
,

和土著居 民站在一

起秘密谋求恢复女王的权力
,

坚决反对美国吞并夏威夷的计划 ( 环 98 年美西 战 争 爆 发

后
,

美国正式吞并夏威夷 )
。

华 侨亲历了这一系列的政治事变
,

使他们意识到祖国的衰

弱将会导致亡国危机
;
又因夏威夷君主制的被废除

,

而领悟到祖国的政体也并非不可移

易的
。

这种认识加深了他们 的爱国观念
,

同时也有助于他们接受反清思 想
。

例 如 孙 眉
“

往 日思想顽固
,

侧重保守
,

至 是耳濡 目染
,

心理为之一变
,

每闻乡人 自祖国来
,

报告

总理时作歌颂太平天国及反清复国言论
,

咸不以为异
。

戚族中有恫 以抄灭家族等辞
,

促

其劝阻总理行动者
一

,

概一笑置之
。 ”

⑥

第二
,

反对典国排华的撰行
。

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起
,

美国资产阶级开始掀起残暴的排华浪潮
,

一

八十年代以后排

华暴行更是愈演愈烈
。

这股浪潮从美国大陆蔓延到了夏威夷群岛
,

各地陆续比现了驱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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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 人的惨剧
。

在檀香山华侨资产阶级的发起和领导之下
,

侨胞们于 1 8 8 7年相 继 成 立 了
“

保安局
” 、 “

联卫会
”

等自卫组织
,

以
“

杜外侮
、

御灾难
”

为宗旨
,

与美国殖 民者展开积极

的斗争
。

18 蛤年初
,

刚 刚成立的夏威夷临时共和政府制订排华的
“

禁例
” ,

宣布禁止华

人经营新的工商业
。

2 月 14 日
,

檀岛商店除饭馆外全体罢市
,

华侨约三千人在火奴鲁鲁

的 中国戏院集会提出抗议
。

1 8 9 4年秋
,

也即孙中山抵檀前夕
,

夏威夷 当局借口防疫
,

将

华侨数千人拘禁并施以残暑
,

当晚又放火焚烧唐人街
,

使之成为一片瓦砾焦土
。

华 侨身

受美国排华之害
,

对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更为痛恨
,

并在斗争中增强了民族观念和革命意

识
。

参加反对美国排华斗争的积极分子如刘祥
、

何宽
、

李六
、

郑金
、

刘寿
、

程蔚南
、

黄

华恢
、

林槛泉等
,

都成了最早一批的兴中会员
。

又如商人夏百子
, “

感受外人 苛 待
,

时

怀反抗之心
” ,

当孙中山
“

倡起革命
,

复我中华
,

说到满人苛政
,

夏君即恨不能生吞胡

虏
,

由是以身许国
,

且变产输诚
,

追随先总理左右
。 ”

⑦西餐馆老板宋居仁
, “

感 觉 得

各国西人对于我华人非常苛待
,

故此革命之心 日炽
” ,

听人说孙中山
“

极力宣传革命
,

斯时颇为心动
。

未几果见 其来餐店
,

对居仁说明实行革命
。

居仁闻知立即将西餐馆生意

收盘
,

挺身随他行革命
。 ”

⑧

第三
,

受中日 甲午战争的刺激
。

战争中
,

清政府在海陆两路接连打败仗
,

消息传至檀香山
,

英文各 报极尽讥讽之能

事
,

使华 侨愤恨不已
。

例如工商业家兼农场主
、

后来成为兴中会发动武装起义的骨干分

子邓荫南
, “

中 日中东战起
,

感祖国之危亡
,

慨然有澄清之志
。 ”

⑨

因此之故
,

孙中山终于能以不长的时间
,

在檀香山较顺利地实现了他组建兴中会的

任务
。

( 二 )

孙中山在檀香山建立兴中会的事 实经过
,

由于保存下来的第一手材料不多
,

有一些

还不是很清楚的
。

不少被认为已有
“

定论
”

的问题
,

其实仍值得提出来继续研究
。

根据有关记载
,

孙中山大约是在 18 94年 1 0月或 1 1月间抵达檀香山的L
。

他在火奴鲁

鲁有一个经商的亲戚叫程蔚南
,

是全檀第一家中文报纸 《 隆记报 》 的老板
。

前一年
,

由

该 报记者何宽 ( 兼任卑涉银行经理 )
,

译员李昌 ( 兼任政府机关译员 )
、

陆灿 ( 孙中山

同村人 ) 和海关译员郑金 ( 孙中山在意奥兰尼学校念书时的同学 ) 等发起
,

在报馆内组

织 了一个学术性团体
“

中西扩论会
” ,

吸收不少优秀的华侨青年知识分子参加
。

孙中山

筹建兴中会的工作
,

便是通过 《 隆记报 》 和
“

中西扩论会
”

的骨干分子 进 行 的
。

过 不

久
,

由李昌
、

何宽等串连 了二十多名进步华侨
,

到何宽寓所集会L
。

在孙中 山 的 主 持

下
,

通过了由他起草的 《 兴中会章程 》 ,

与会者举行入会宣誓仪式
,

并分别 选 出 刘 祥

( 永和泰杂货店司理 )
、

何宽为兴中会正副主席
,

程蔚南
、

许直臣 (教员 )为正副文案
,

黄华恢 ( 永和泰号司帐 ) 为管库
,

李 昌
、

郑金
、

林槛泉 ( 《隆记报》编辑 )
、

李多马 ( 商

人 )
、

李六 ( 商人 )
、

黄亮 ( 商人 )
、

钟宇 ( 工厂主 )
、

邓荫南 ( 农场主 ) 等八人为值

理
。

檀香山兴中会便这样正式宣告成立了
。

檀香山兴中会究竟是在哪一天成立的 ? 据 《 檀山华侨 》 转载由何宽收藏的一份兴中

会会员缴纳会费的花名册
,

可知最早交费的日期是 1 1月 24 日 ( 阴历 10 月 27 日 )
,

交费者

10 9



为何宽
、

李昌两人
。

不少著作便把这一天作为植香山兴中会成立的 日期
。 1 96 4年

,

国民

觅巾央更在台湾明令确定这夫便是兴中会的成立日期
,

主要是根据该党党史会提出的两

条痊宙
。

一是说何宽
、

李昌 `既同为发动组党最热心者
,

而第一次开会义在何家
, 、

则以

何
、 `

李两同志交费之 日
,

即第一次开会之时
,

亦为近情合理之推断
” 。

二是发现 《 张溥

泉先生全集补编 》 有一段札记
,

记载陈少白说这一天
。

在檀岛同志约一百 十 二
、

人
,

在

卑涉银行经理何宽家正式成立兴中会
· ,

从而认为
。

陈少白先生系总理最早期之发动革

命组织之同志
、

兴中会会员
,

当时与总理关系最为密切
,

陈先生所说当属可信
。

至于张

溥泉先生是本党前辈
,

与陈少白先生过从甚密
,

其札记中记载陈少台先生所云
,

当系杀

闻之子陈先生者
” 。

故
“

可证明十一月二十四 日就是兴中会正式成立之日期
,

是日为本

党创党纪念 日
,

当可成为定论
` 。

L

檀香山兴中会的成立 日期是否因此就有了
“

定论
”

呢 ? 那倒不见得
。

先以上述所举

的第一条理由来说
,

既然那夭有二十多人在何宽家里开会
,

如果布置大家缴 交 会 费 的

话
,

交费的肯定不只何
、

李两人
。

入会费每人征收五美元
,

与会者都是些有 身 份 的 人

士
,

还不至于交不起
。

因此
,

更加
“

近情合理之推断
” ,

当是在举行成立会议之后
,

再

安排征收会费这项工作的
。

也即说
,

檀香山兴中会的成立稍早于 11 月 2 4日的可能性会更

大些
。

至于第二条理由
,

张继 ( 溥泉 ) 记载陈少白所说的内容本身就存在错误
,

即何家

不可能举行有 11 2人参加的成立会议
。

事实上
,

陈少 白对檀香山兴中会的创 建时间 和 经

过是不很了解的
,

他在 《 兴中会革命史要 》 中提到这件事时只是笼统地说
, “

大 约 在是

年 ( 甲午 ) 八
、

九月之间
,

就正式成立兴中会
”

L
。

19 31 年 11 月 8 日他就兴中会成立问

题给国民党党史会写了一 封复信
,

也只是肯定 1 8拟年在檀香山创立
,

却未提及具体月 日

仰
。

因此
,

不论陈少白与孙中山
、

张继的关系是如何密切
,

他的话都不足 以作为确定史

实 的证明
。

据笔者所知
,

1 9 4 4年国民党政府曾经伤令中国驻檀香山总领事梅 景 周 调 查

王8 9 4年 1 1月 24 日是否即为兴中会的成立 日期
,

经梅景周 电复
: “

各方探询
,

无法证实
。

钟 宇老同志 ( 按
:

钟宇曾出席兴中会成立会议 ) 亦谓不能记忆
。 ”

L由此可见
,

这是一

个经过长期努力探究而至今犹悬而未决的问题
。

根据孙中山抵檀时间等有关情况来看
,

我们只可肯定兴中会成立于 1上月间
,

稍早于是月 24 日
,

但间隔 的时间不会太 久
。

孙中山制订的 《 兴中会章程 》 ,

过去曾有人怀疑过它的真实性
。

其实
,

它来源于何

宽 收藏的当年兴中会文件 的原本
, 《 檀山华侨 》 根据这个原本全文予以录载 ( 录载时题

作 《兴 中会宣言书》 )
,

因而是无庸置疑的
。

关于这个文件
,

有几点颇值得我们注意L
:

第一
,

这是孙中山第一篇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清朝腐朽统治进行揭露和谴责的著

作
,

其基调与数月前的 《 上李鸿章书 》 有很大的不同
,

这反映了他在政治思想上确已实

现了质的飞跃
。

第二
, `

色带给读者 以一种强烈的危机感
,

用
“

方今强邻环列
,

虎视鹰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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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类

尖锐的词句
,

揭示了民族危机的严重性
。

文中提到
“

近之辱国丧师
,

剪藩压境
,

’

堂堂华

夏不齿于邻邦
,

文物冠裳被轻于异族
” ,

更令人感到正在进行的中日战争给孙中山带来了

何等的愤慨不安
。

这促使他要奋起
,

“

大声疾呼
,

亚拯斯 民于水火
,

切扶大厦之将倾
” 。

他建立兴中会
,

实行反清革命
,

都无一不是为了挽救国家的危亡
,

解除帝国主义对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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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的压迫
。

因此
,

我们对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所提出的
“

排满
”
口 号

,

必须与他们的

爱国主义立场
、

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任务联系起来考察
,

从而给以积极的评价
。

第三
,

基于同样的理由
,

我们也不能贬低孙中山为兴中会所规定的
“

振兴中华
,

维

持国体
”

的宗 旨的积极意义
。 “

振兴中华
”

是一个振奋人心的口号
,

宜熊够激励广大爱
国者为摆脱祖国贫穷落后的面貌

、

实现民族独立而进行共同的斗争
。

而 所 谓
“

维 持 国

体
” ,

便是要维持一个独立国家的体制
,

不使帝国主义灭亡中国
。

在孙中山 看来
,

中国

正是由于遭受帝国主义 的侵略和压迫而使
“

国体抑损
” ; 只要实行兴中会的宗旨

,

中国

人民便可
“

发奋为雄
,

无敌于天下
” . 。

这恰恰表现了孙中山作为一个爱国者和革命先行

者的伟大胸怀
。

第四
,

诚然
,

这个章程并没有明确提出推翻满清的革命主张
,

也没有具体阐明
“

振

兴中华
”

所应采取的革命原则和方法
.

这固然有孙中山主观认识上的局限
,

同时
,

我们也

不 能离开当时的客观现实条件而过份苛求
。

无论如何
,

孙中山是为了准备反清起义才创

建兴中会的
,

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策略的考虑
, “

文中尚不便明言筹晌起兵字样
,

以免

会员有所戒惧
,

盖其时华侨尚多不脱故乡庐墓思想
,

惴惴于满清所派公使
、

领事之借碎

构陷也
。 ”

L

第五
,

章程所规定的一些管理方法和组织原则
,

已与中国传统的秘密会党有很大的

不 同
。

如规定
“

凡会内所议各事
,

当照舍少从多之例而行
” ,

便体现了
“

少 数 服 从 多

数
”

的民主原则
。

这表明
,

兴中会已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了近代政党的色彩
,

这也是一种

历史的进步
。

除章程外
,

檀香山兴中会是否有孙中山起草的秘密誓 词 ( 即入会盟书 ) 的存在
,

也

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

誓词的内容是
: “

驱除鞋虏
,

恢复中国
,

创立合众政府
。

倘有贰
J

合
,

神明鉴察
。 ”

其材料来源主要有两种
:

一是 1 9 2 9年在檀香山出版的 《 檀山华侨 )
,

该 书收有国民党茂宜支部现任执委邓想所撰的 《 中国国民党茂宜支部史略 》 一文
,

记录

了如上誓词的内容
;

还收有当年兴中会员陆灿所撰的 《 孙公中山在檀事 略 》 一文
,

指出

入会时要宣读誓词并介绍宣誓的经过
,

但未列出誓词的内容
。

另一种是冯自 由 所 著 的

《 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续编 》 上卷和 《 华侨革命开国史 》
,

均出版于 1 94 6年
,

对誓词

内容及宣誓方法都有介绍
。

这两种材料来源之中
,

应以前一种的价值较高
。

因为当 《 檀

山华侨 》 编辑出版 之时
,

就地查访资料较易
,

一些老兴中会员也还健在
,

利 于 核 对 事

实
。

而从孙中山当时的思想认识状况 以及他到檀香山所要担负的任务来看
,

提出这样的

誓词不仅是可能的
,

而且也是必需的
。

此外
,

孙中山后来也曾对人谈及在檀香山建立兴

中会时领导会员宣誓这回事L
。

由于缺乏原始的文字记录
,

这个问题现在还很难下最后

的结论
,

但笔者是倾向于相信当时有这个誓词的存在的
。

和孙中山的革命实践相适应
,

他在誓词中明确提出了推翻满清
、

建立共和政府的革命目标
,

这也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

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
。

檀香山兴中会成立以后
,

孙中山和他的同志们主要从事如下三项活动
:

第一
,

扩展兴中会组织
。

分派会员到各埠发动
,

如李昌
、

宋居仁到茄荷蕾
,

建立了

以孙眉为主席的兴中会分会
;
孙眉又到百衣

,

建立了以邓荫南为主席的兴中会分会
。

这

年冬天和次年间
,

陆续有一些华侨入会
,

总数约达 13 0余人
。

在有名籍可稽的 1 28 名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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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

华侨资产阶级 ( 商人
、

农牧场主
、

工厂主
、

银行家等 ) 了,人
,

占61
.

7 帕 ; 自由职业

者 ( 公务员
、

新闻记者
、 一

教员
、

医生
、

技师
、

宣教师等 ) 1 5人
,

占1 1
.

7呱 ;
·

工人 34 人
,

占 26
.

6肠
。
“ 他们都是广东人

,

其中香山县籍 72 人
,

占56 …3呱
。

L

第二
,

纷葬侣义经费
。

根据章程的规定
,

向会员们征收会费
,

当时称为
“

会底银
” 。

至 1 8 9 5年 1 月截止统计
,

共有 5台人交费L
。

另设
“ ’

中国商务公会
”

集股
,

以孙中山为该

会总理
,

兴中会主席刘祥兼任司库
, `

规定每股 10 。美元
。

结果共有兴中会员 6 人 购 买 9

股 ( 邓荫南 3 股
,

孙眉 2 股
,

古同
、

郑仲
、

容吉兆
、

李多马各 1 股 )
,

当地土著居民购

买 2 股 ( 购买时是否了解其政治用途
,

则不得而知 )
,

总共收入 1 1 0 0元⑧
。

孙中山原希

望从檀香山筹集一笔回国起义的经费
,

但到旧历年底 收入仍不多
,

心中很着急
。

邓荫南
、

孙眉得知后
,

文变卖一部分资产捐助
,

才拼凑了 6千多美元 (折合港币 1 3
,

0 00 元 )带回国去
。

第三
几 ,

实行军事训练
。

经孙中山提议
,

组织 了华侨兵操队
,

有 20 多名兴中会员报名

参加
。

聘请曾到中国充当南洋练兵教习的丹麦人柏担任教官
,

每星期到寻真书室的校外

操 场操练两次
。

后来
,

有一些兴中会员 ( 知其姓名的有 7 人 ) 陆续回国
,

参加了孙中山

领导的广州起义筹备活动
。

尽管檀香山兴中会的力量很薄弱
,

也存在许多不成熟的地方
; 但从它诞生的历史背

景
、

组成情况
、

立会宗旨
、

斗争任务及其实践活动等方面来看
,

都是一个反映了在新条

件下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要求的
、

代表着正在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

民主革命 团体
。

檀香山兴中会的成立
,

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出现和中国资产阶

级 民主革命运动的开始
。

那种认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在二十世纪初才开始出现

的 观点
,

现在看来
,

似乎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
。

注
:

① 《 建国方略之一
;

孙文学说 》
,

《 孙中山选集 》
,

人民出版社 1 0 81 年第 2版
,

第 19 8页
。

②据郑东梦编 《 檀山华侨 》 ( 植香山1 929 年版 ) 统计
:

全植总人口 18 78 年57
,
985 人

,

1 8 8 4年80
,

578 人 ;
、

华侨人口 2 5 5 2年2 5
,
5 0 0人

。
1 5 9 6年

,

全植总人口 10 9
,

22 0人 华侨人口 2 1
,

6 1 6人
。

香山
”

部分第 12 页
, “

植山华侨
”

部分第 2页 )
。

( 参见该 书
“

檀

⑧参见郑照
: 《 孙中山先生逸事 》

,

《 逸经 》 第 4期 ; 冯自由
: 《 革命逸史 》 第 4集

,

商务印书馆 1 9 4 6

年版
,

第2 6一2 7页
.

④陈少白
:
嵘兴中会革命史要 》

,

《 建国月刊 》 第 1卷第2期
。

⑥例如
,

据十九世纪末某年统计
,

华侨中的商贾800 多人
,

自由职业者 600 多人
,

工人和其 他 劳 动者

1 1
,

。00 多人 ( 参见 峪植山华侨 》 “
植山华侨

”

部分第 6页 )
。

⑧冯自由
: 《 革命逸史 》 第 2集

.

商务印书馆1 9 4 5年版
,

第2一3页
。

①黄大汉编
: 《 兴中会各同志革命工作史略 》

,

广州南洋华侨真相剧社 1 9 29年版
,

第 8页
。

⑧宋居仁口述
,

同上书第10 一n 页
.

⑧胡汉民
: 《 邓荫南传 》

,

载邹鲁编
: 亏中国国民党史稿 》

,

商务印书馆 19 4 4年增订版
,

第 4 篇
,

第

1 2 2 5页
。

L一般书籍都认为孙中山于阳历10 月抵植
,

但据参加兴中会成立会议的宋居仁说
.

孙中山是在
“
光绪

二十年十月
”

抵达的
,

则 友为由历十一月 ( 见黄大汉编
: 《 兴中会各同志本命工作史略》

,

第 10 页 )
.

动还有一个说法
;

嗣因场地狭小
,

移至李昌窝所开会 ( 参见王瑛琦等
: 《 关于孙中山的传记和考证 》

,

台北文星书店 19“ 年版
,

第 14 4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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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国民党中央明令确定创党纪念日案 》
,

嵘革命文献 》 第 64 辑
.

台北 1 9 7 3年版
,

第 50
、

54 页
。

恤 《 兴中会革命史要 》
.

《 建国月刊 》 第 1卷第 2期
.

⑧ 《 陈少白为说明兴中会成立时间地点复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函 》
,

《 革命文献 》 第

6 4辑
,

第4 9页
.

⑥据 《 林百举日

L以下引文
,

均 户场易颧燕
版

, 一

缄妇易轰户
,

乓
@ 冯自由

: 《 华侨革命开国史 》
,

商务印书馆 19 46 年版
,

第 26 页
.

⑧孙中山曾对陆丹林说
:

宣誓是碑侨冰呆及植香项居炎在法扁葺作证的方式
,

“

借以坚定会员入会的

志向
,

忠诚不亨俞
,

不是马马虎虎的玩意儿
。

加入兴中会对当时专制统治政府说来是大逆不道的造反

行为
,

按清律是要杀头甚至抄家灭族的
,

故不得不设法坚定同志们的信心
。 ”

( 陆丹林
: 《 孙中山

一

计划兵工筑路的回传》 :
二

封l]

⑧据冯自由峪革命逸史 》 第4集

政协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藏 )
。

旖 政协广东省委员会〕
“

兵中会荟员人名事迹考
同志

” 、

冯自函《 檀香山老兴中会员及其遗雳乡( 载 《
…
、

衅黔戴喻
会

砷如: 耘呼
国更馆馆刊 》 第1卷第 3号 )

、

黄大汉咤兴中
会各向志章命工作史裕》

、

贾道曾编 《兵甲会吏料汇编多
“

火物志
”

( 由 、 林百举日记 》转抄 )辱
材料综合分类统计

。

按
:

笔者在 1。65 年打印的 心孙中山年谱新编酬诊初稿 )第 、 分册中济列的绕计

数字及其材料出处 存在着若干差错
.

但却为近年出版的某传记读物所转引
,

为不致以讹传讹
.

特

于此附带说明 :
,

一
_ 「 ·

、

, 、

匆参见 《 檀山华侨 》 “
檀山华侨

”

部分第16 一 17 页
。

1 895 年2黑叩 卜

咖参见上书第 17 页
.

李多马所购买的中国商务等公会股券仍保存室今

礴孙中山全集 》 第 1卷第匆一21 页
。

只有会员 53 人陆续交费卜
,

_
4 ,

, 一

原文为英文
,

寡中译客可岭

(
…

上接第邹 页
。

)

声 @LL 《 后汉书 , 党锢列传 》
.

@另见 嵘赵歧孟子题词 》
.

L本田成之戈中国经学史争第 17 2页

L参考皮锡瑞 《 六艺论疏证扒

陈澄 <东塾读书记
·

诗说 》
.

一

L 《 孟子
.

腾文公》
.

`

@ 《 史记 》 太史公自序
.

@ 《 公羊解沽 》 何休自序
.

@ 七后汉书
·

贾逮传 》 王先谦集解
.

甸另可见徐震碟公羊榷论
·

胡董 李
.

函胡玉婿 嵘许扇学林
·

公羊多随二

创说卜

母王甲维 《 观堂集林
·

书 ` 春秋

公羊传解话 >后 》
.

@ 刘逢禄 《 钱膏育评 》
,

《 续清经解冬术
。

L转引皮锡瑞 嵘经学通论
·

春秋 知盯 :

L梁启袒《 溥春秋界说 )
,

` 饮冰拿文集 ,孰
:

L刘师培咬春秋左氏传时月日古例论微序 》
、

一

⑧荀悦 、 电监
·

时事 》
.

.

.

:

L 《 公羊解话 》 何休自序
.

L皮锡瑞 《 经学通论
·

春秋 》
.

②见 《 公羊解话 、 隐公三牵
、

襄公七年
、 、

嘻公二十七年
。

”L咬公罕解话 》 植公五年
。

⑧嘴公羊解沽 》 成公二年
。

-

L 《 公羊解沽 》 桓公十五年
。

l

L 《 公羊解沽 》 隐公元年
一

「

函嵘公羊解话 》 植公十六年
.

卜
·

介

、 一 ,

1 1 3
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