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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改组革命团体的一次尝试

一一从兴中会到 中华革命军

黄 彦

一九一四年
,

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
,

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
。

但在辛亥革

命前
,

孙 中山曾试图改组兴中会为
“
中华革命军

” 、

改组中国同盟会为
“
中华革命党

” ,

则甚少为一般学者所论及
,

或 虽论及而语焉不详
。

笔者认为
,

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前进行

改组革命团体的这两次尝试、 反映了他领导 的革命力量在反清革命时期所遇到的困难
、

阻力和矛盾
,

以及为克服这些消极因素所作出的努力
;
同时

,

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

初期民主革命运动的曲折发展过程
。

因此
,

这个问题理应引起孙 中山和辛亥革命史研究

者的重视
。

本文拟先就其中的第二次尝试
,

即孙 中山改组兴中会为中华革命军的思想 动

机
、

基本事实过程及其有关背景
,

作初步的论述
。

孙 中山所创建的兴中会
,

以中国第一个民主革命团体而着称于后世
, 由它领导的广

州起义和惠州起义
,

也作为近代中国民主革命运动的先导而在历史上占居重要地位
。

但

就兴 中会的组织发展状况而言
,

从一八九四年在植香山建立到一九O 三年孙中山赴檀香

山改组为中华革命军之前的整整九年中
,

并未有多大起 色
。

据早期兴中会员之一冯 自由的估计
.

前后加入兴中会的会员总数不满 50 0 人 了
。

又

据笔者综合若千文献资料统计女一九 O 三年孙中山赴檀香山前有名籍 可稽 的 会 员 总共

28 6人
,

其中包括
: 就入会地区论

,

檀香山 1 28 人
,

香港 31 人
,

广州 68 人
,

惠州 14 人
,

台

湾 3 人
,

日本 22 人
,

越南 8 人
,

南非拐人
, 就入会年份论

,

一八九四一一一八九五年为

1 92 人
,

一八九六一一一八九九年为 21 人
,

一九 0 0 年为 64 人
,

一九O 一
-一一一九O 三

年为 g 人
一

。

这些数字说明了如下事实
:

绝大多数会员是在 筹 备 与 发 动 起 义 的时间

( 一八九四一一一八九五年和一九 0 0 年 ) 和地点 ( 主要为檀香山
、

香 港
、

广 州和惠

州 ) 加入的
。

而这一事实又表明
:

在当时孙中山的心目中
,

兴中会纯然是反清武装起义

史内容
,

并对其 中的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

析
。

仅从抽象的概念出发去研 究
“ 新 观

念
” ,

很难达到原先设想的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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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个工具
。

他赋予兴中会的任务主要是联络起义武装
、

筹措军费和购买军火
,

一旦起

义结束
,

便极少再通过兴中会来开展革命活动
,

也不积极为兴中会扩充 组 织 孔l 发 ~
;

会

员
。

在非起义时期
,

固然杨简云在南非
、

陈少白在台湾以及孙中山本人在越南也 曾成立

兴中会分会
,

但这仅可占作是这些兴中会骨干与入会者 ( 反清革命的支持者或同情衬 )

之间所建立的一种政治思想联系
,

实际
_

L这些分会并未开展过任何有影响的组织活动
,

特别是当杨
、

陈
、

孙离开这些地方以后
,

兴中会分会也就无形中解体了
。

对于革命团体的职能和作用认识不充分
、

全面
,

忽略了为要实现推翻清朝的 日标还

必须使兴 中会花非起义时期厂
一

泛地联系和教育群众
、

开展多种形式的政治斗争等等
,

从

而也忽视了兴 巾会的组织建设工作
:

从一定意义上说
,

孙中山的这种思想局限性在民主

革命运动的发韧阶段是难 以避免的
。

除了孙中山在主观认识上的局限外
,

当时 也确实存在着不少妨碍兴中会发展佑万观

困难
。

从 J
、 ’

州起义失败到惠州起义
一

发动前的五年间
,

按照孙中山的说法
,

、

是
“
革命 j业行最

艰难困苦之时代 ” 。

得风气之先的维新思潮虽风靡一时
,

而具有民主革命觉悟的人却极

少
。

一般海外 华侨深受忠君爱国观念所束缚
, “ 闻革命而生畏 ” ,

对于兴中会主张推翻

清朝皇帝和
“ 创立合众政府

” 的政治宗旨更难 以接受
。

因此
,

孙 中山在创立兴中会的当

时便不得不对很大一部分夕
、
会者 隐瞒这个宗 旨

,

另一些了解这个宗旨的华侨入会时也颇

为勉弧
,

故他们后来转为接受
“
尊皇

、

变法
、

救中国
、

救黄种人
” 的宗 旨 而 加 入保皇

会
,

便是不难理解的
。

又据孙中山忆述
,

当时 “
内地之人

,

其闻革命排满之言而不以为

怪者
,

只有会党中人耳
” 。

一般会党分子虽主排满却也同样缺乏民主共 和 观 念
,

兼 以

“ 知识薄弱
,

团休散漫
” ,

只能充当武装起义的
“ 响应 ”

者
,

而不能倚为兴中会所为之

奋斗的革命事业的
“
原动力

”
一

。

同时
,

广州
、

香港两地的兴中会组织在起义失败后巡

到极大的摧残
,

兴 中会骨千星散流落各地
,

彼此联系不便
,

原有的领导 核 心 已 不复存

在
,

各人从事政治活动又受到海外居留地当局的诸多限制
。

在这种情况下
,

兴中会本身

是很难有所发展的
。

正因如此
,

孙中山在一 /又九九年夏秋之交
,

曾一度想使兴中会与戍

戌政变失败后流亡 日本的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联合组织新 团体
,

甚至已推定了联介

章程的起草人
; 但这种努力未能成功

。

到了惠州起义失败后
,

发展革命的客观条件大为改善
,

诚如孙中山所说的
, “
国人之

迷梦已有渐醒之兆
” , “

有志之士多起救国之思
” ,

而进入
“
革命风潮初盛时代

” 。

可是
,

兴中会因两次起义失败而一再被破坏的基础并未得到恢复
,

会员的离心倾 向以及

组织涣散
、

各自为政的现象仍很严重
。

如一九 O 三年初由一部分兴中会员取合会党力最

以及个别太平天闰前将领和维新人士所策动的
“
大明顺天国

”
起义

,

孙中山和兴 中会的

大多数骨干却毫不知情
。

尤其令孙中山感到痛心的是
,

由他亲手创立的檀香山兴 中会和

他旅 日时的常驻地横滨的兴中会分会
,

竟都因波保皇势力所篡夺而变质
。

这样
,

在孙中

山看来
,

兴中会已失去了它的号召力
,

已经难 以胜任革命斗争的任务和适应形势发展的

需要
。

故 当有人提出要在留 日学生中扩大兴 中会组织时
,

他并未接受这一建议
· 。

但有种种迹象表明
,

这时孙中山已在考虑戍酝酿建立一个名称和宗 旨都与兴中会有

所不同的新团什
。

大约 在 九 O
二

一

年夏秋间
,

艺
一

lJJ 归山曾嘱托留 日学生廖仲恺等注意
“
物



识有志学生
,

结为团体
,

以任国事衫
i

; 同时在东京秘密创办了一个军事训练班
,

孙 中

山要求 参加学 习的十四名留学生宣誓接受包括有
“
创立民国

”
等新提法的政治主张

_ 。

同年底孙中山从檀香山寄往 日本 ( 或寄注上海
,
待考 ) 的一位同志信 中提及

,

他 “
在檀

香山已将 向时
`

党
’

字改为
`
军

’

字 ” ( 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
,

并要求收信人通过宣誓
.

的形式将有志于革命者
“ 收为吾党

” 。

据笔者判断
: “

党
”
字当指

“
革命党

” , 在他

离日赴植香山之前
,

或则已将兴中会改 称为
“
革命党

” ,

或则已开始着手组织一个泛称

为
“ 革命党

”
但仍未正式命名的新团 体

。

还可设想为他在 日本 时已存在一个
“
中华革命

党
” 的组织

,

但这种可能性不大
。

保皇势力的迅速 膨胀及其对民主革命的猖狂挑战
,

对孙中山决心改组兴 中会而建立

新团体是一个重大的促进
。

自一八九九年康有为在加拿大创建保皇会以后的短短数年间
,

它的组织遍布于亚
、

美
、

澳三洲
,

至一九O 三年仅在美洲各埠就设立了十一个总部和一

百零三个支会
,

会员总数达几百万人之多
。

保皇会的政治主张较能适应 当时一般华侨的

觉悟程 度
,

一

义非常注意舆论宣传
,

还帮助过一些地方的华侨兴办实业
、

开矿筑路
、

创设

学校
、

发行书报等等
,

故会务发展神速
,

并筹集到 巨额的会费
。

梁启超在檀香山一地为

自立军之役募得捐款八
、

九万美元
,

而孙 中山仅为广 州起义募得六千余元
。

这一切都令

孙 中山感到相形见细
。

而且
,

保皇党人越来越肆无忌惮地通过舆论工具抨击民主革命思

想
,

在华侨中竭力打击革命力量和侵占兴 中会的地盘
,

更给孙 中山革命事业造成了严 重

的威胁
。

最使孙中山无法忍受的是
,

原为兴中会发源地的檀香山
,

经梁启超的煽惑后
,

绝大多数 华侨 包括近百分之九十的兴中会员竟然相率加入了保皇会
。

兴 中会员中
,

如钟

木贤
、

张福如还担任檀香山保皇会副粤理
,

连孙中山之兄孙眉也出任茂宜岛分会总理
。

正如梁启超给康有为的报告中所说
: “

此间保皇会得力之人
,

大半皆行者 ( 按
:

指孙 中

山 ) 旧党
。 ”

檀香山兴 中会遂因保皇党的破坏而宣告瓦解
。

于是
,

当一九 6 三年夏户州兴中会员
、

基督教牧师毛文 明应聘赴檀香山任教职时
,

孙中山便 向他布置了
.

“
一

、

扫除保皇邪说
;
二

,

规复革命机关
” 的任务

。

毛文 明抵檀

香山后
,

在该地第二太埠
、

夏威夷岛的希炉 ( 华侨俗称为二埠 ) 组织了一个
“

演说会
” ,

作为团结革命同志
、

批判保皇思想的据点
。

随后不久
,
孙中山

一

也于十月五日亲自来到了

檀香山
。

孙中山最初住在檀香山首府
、

柯湖岛的火奴鲁鲁
, 、 (当时华侨俗称为正埠或天埠 )

。

因 该埠的保皇党气焰很盛
,

昔时兴中会同志中仍能保持革命信仰的寥寥无几
,

一时难 以

开展革命宣传活动
。

他 “ 居留颇久
,

未见进展
”

.

: ,

便约于十一月间前往希炉
_

, 他在

毛文明和农场主黎协的帮助下
,

对十多名希炉的华侨商人
、

农牧场主和工人进行思想发

动
,

在此纂础土建立了名为
“ 中华草命军

” 的秘密革命团休
。

’

他 注意通过当地有势力

的洪门组织来联系群众
,

又深砰 lj耕寮发动侨农
; 还不顾保皇分子的阻挠和捣乱

,

先后

在 日本戏 院和联兴会馆发表公开演说
,

阐述革命主张和批判保皇思想 ( 到 日本戏院听孙

响力演说的
_

华侨达千余人
,

这在希炉历史上是空前的
,

而这 又是孙 中山第一次在大规模

集会上向华侨公开鼓吹革命 )
。

这样
,

陆续有一些华侨加入 中华革命军
。

希炉原来并末

设立兴中会的分支机构
,

这次加入中华革命军的华侨都不是兴中会员
,

故就希炉本身而
言

,

中华革
一

命荤乃是
一 个新建的革命组织

。

但这个组织的发起领导者孙 中 ,。是兴中会领



袖
,

主要组织者毛文明是兴中会员
,

它的政治宗 旨又是直接从兴中会发展而来 , 而且
,

孙中山的整个着眼点是要对檀香山兴 中会进行组织整顿
,

以 “ 规复革命机关
” ,

而不仅

限于希炉一地
:

故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
,

希炉中华革命军又可说是以兴 中会为基础建立

起来的
。

希炉中华革命军的建立
,

对火奴鲁鲁也产生了利于革命方面的政治影响
。

据毛文明

忆述
:

火奴鲁鲁华侨
“
闻希炉人心踊跃

,

影响所及
,

热度顿增
” 二 。

十二月上中旬 i、 ,

孙中山偕毛文明从希炉秉又 回到火奴鲁鲁
。

在兴 中会员李昌
、

何宽
、

黄旭升 ( 牧师 ) 等

的帮助和组织下
,

从
一

卜二月
一

卜三日起
,

连续三天在荷梯厘街戏院和利利霞街戏院公开举

行大会
,

请孙中山发表革命演说
,

每次听众都超过一千人
。

孙 中 l
_

LJ在演说 中一再指出君主

立宪的谬误
,

阐释了革命后中国所要建立的民主共和制度
。

孙 中山
、

毛文明等还采取在

希炉发动群众的经验
,

到火奴鲁鲁城郊对侨农进行革命鼓动
。

孙中山又以他从日本带来

的一批 邹容所著的 《革命军》 作为革命宣传品
,

这对当地华侨政治态度的迅速转变起了

很大作用
。

他在通讯中谈 到这 一
点时写道

: “ 此书感动皆捷
,

其功效真不
一

可胜量
。

近者

求索纷纷
,

而行筐巳罄
。

欢迎如此
,

旅檀之人心可知
。

即昔 日无国家种界观 念者
,

亦因

之而激动历史上民族之感慨 矣
。 ” 这样

,

孙中山便也在火奴鲁鲁建立了中华革命军
,

联络机关设立在温逸街三楼
。

参加者除原有的一部分兴中会员外
,

还有一些以前未加入

兴 中会的华侨
。

火奴鲁鲁的情况与希炉有所不同
,

中华革命军乃是对兴中会进行改组而

建立起来的
。

后来
,

有一些兴 中会员仍称中华革命军为兴中会
。

檀香山中华革命军所达到的组织规模究竟有多大
,

是一个不易作出 准 确 判 断的问

题
。

据陆文灿 《孙公中山在檀事略犷一文所说
,

在火奴鲁鲁参加中华革命军的
“
约有千 人

之众 ” 。

与 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

除极个别的著作 ( 如李新主编的 《中华民国史 》 第一

编 ) 外
,

一般研究学者大都对此持慎重态度
,

不愿援引这一数字
。 :

冯自由则采取 比较含

糊的说法
,

只称在火奴鲁鲁
、

希炉两地
,

新参加 中华革命军
“ 最得 力 者

”
各有

“
数十

人 ” L
。

又据孙中山自己在当时的通讯 中说
:

他正在檀香山与保皇党人
“
作战

” , “ 四

岛已肃清二岛
,

其余二岛不 日亦当收服
” :

·

。

所云前二 岛
,

即指希炉所在的夏威夷岛和

火奴鲁鲁所在的柯湖岛
。

鉴于孙中山所到之处
,

是把清除保皇势力 白勺影响与重建革命
`

基

地的努力一并迸行的
,

那么
,

既能在这两岛达到将保皇势力
“
肃 清

” 的地步
,

中华革命

军的组织发展工作想必也取得了相当可观 的成绩
。

不过
,

笔者认为孙中山的上述估 i 卜未

免过于乐观
,

且不说他写这封信时在火奴鲁鲁报章上与保皇党的论战尚未展开
,

即使数

月后他离檀他往时
,

当地的保皇势力也远未被
“ 肃清

” , 此后数年间
,

檀香山保皇会仍

保持着它的强大影响
,

两派论战持续不止 , 甚至在中华民国成立后飞 也还有保皇会的更

改名称的组织存在
。

至于檀香山的另外两个主要岛屿即茂宜岛和道
_

威岛
,

是否有中华革

命军的组织
,

是否也彼孙中山所
“ 收服 ” ,

则未见诸任何记载
。

笔者认为
,

植香山中华

革命军是绝不
一

可能达到千人规模的 , 果真如此
,

檀香山华侨对民主革命的贡献
,

就决不只

是象往后数年所表现出来的那样了
。

要对这个问题下科学的论断
,

尚有待于新史料的发

现
。

据孙中 山本人解释
,

他之所 以将在檀香 山建立的革命团体取名为巾华革命军
,

1

是为

了 “ 记邹容之功也
” @

。

笔者认为
,

除此之外
,

孙中山采用这一名称可能还与如下的思



想考虑有关
:
第一

,

孙中山不愿再使用
“ 兴中会 ” 的名称

,

除了如上文所 指出的它在实

际斗争中已失却号召力外
,

还因在字义上
, “ 兴中 ”

二字所包含的
“
振兴中华

”

的内涵
,

并不能鲜 明地反映出孙中山关于武装推翻
、

清朝的革命指导思想
。

因此
,

有必要用更适当

的名称来代替它
。

第二
,

从 当时孙中山的许多文字言论来看
,

他对 “ 革命 ” 二字是格外

偏爱的L
。

而孙中山所须 臾不能忘怀 的是武装起义
,

随着当时海内外群众革命觉悟 日渐

提高
、

革命风潮 日益发展
,

已把再次发动起义 的任务提上了议事 日程
。

在他看来
, 用 “

革

命军
”

来命名以武力反清为行动方针的有组织的革命队伍
,

是再恰 当不过的了
。

第三
,

当

时的梁启超等人以
“
名为保皇

,

实则革命
” 相标榜

,

在华侨 中具有很大的欺骗性
。

为了

清除保皇 势力在华侨 中的恶劣影响
,

明确划清革命与保皇的界限
,

就必须堂堂正正地亮

出革命党或革命军的旗号
,

使之与
“
保皇会

”
的名称形成鲜明的对照

。

不论是在希炉或火奴鲁鲁
,

凡参加中华革命军的人
,

都必须在孙 中山的主持下举行

宣誓仪式
。

几

发誓者面对施誓者而立
,

仰首朝天
,

举起右手
,

当众宣读如下誓词 ( 如发誓

者不识字
,

则由施誓者领读 )
: “ 驱除靴虏

,

恢复中华
,

建立民国
,

平均地权
。

如有反

悔
, 任众处罚

。 ” L誓词中的前句共十六个字 , 即为中华革命军的政治纲领
; 这个纲领

用于一个具有政党色彩的革命团体
,

在中国革命史上还是第一次 ( 东京 军事训练班的性

质不属于这样的团休 )
。

若以之与兴中会的纲领相比较
,

则可 明显地看 出前者是后者的

继承和发展
。

孙中山所提出的十六字纲领
,

是他 当时业 已基本形成的三民主义思想的撮

要
,

而兴中会纲领则尚未就民生主义的内容作出概括
。

而且
,

以 “
建立民国

” 的提法来

代替兴中会纲领中的
“
创立合众政府

” ,

也是民权主义思想的更为明 确的 表 述
。

这说

明
,

孙中山在用以指导中国民主革命的理论建设方面是前进了一大步的
。

一年多以后
,

这十六字纲领又原封不动地被正式确定为同盟会的政治纲领
,

成为广大革命者和革命群

众从事民主革命斗争的共伺旗帜
。

孙中山还在檀香山秘密发行有他本人签 名的
“ 军需债券

” ,

分一元 和 十 元 两种票

面 , 规定
“
本军

” ( 即中华革命军 ) 推翻清朝
“
成功之 日

” ,

以十倍价值偿还本息@
。

这就更加证明孙中山建立中华革命军的 目的
,

是为了发 动反清武装起义
。

至于发行债券

的成效如何
,

笔者尚未亲见文献上有具体记载
。

有的著作说孙 中山当时共募集到二千余

元
,

但未注明资料来源L
。

孙中山在檀香山鼓吹革命和建立 中华革命军的活动
,

引起了保皇派 的恐慌和敌视
。

他们通过其在火奴鲁鲁的喉舌
’

帐新中国报 》 对孙中山和革命派进行诽谤攻击卜旧金山保

皇会所办的 《文兴日报》
_

也遥相呼应
,

载文抨击孙 中山
。

孙 中山充分认识到了保皇主义

对革命事业的严重危害性
,

认为
“ 非将此毒铲除

,

断不能做事
” L

。

因此
,

将他的一 位

亲戚所办的商业报纸 《檀 山新
_

报》 仁又名 《隆记报 》 ) 改造成为一块革命舆论阵地
,

先

后亲撰 《敬告同乡书 》 和 《驳保皇报书》 两文
,

予以回击L
。

这是两篇颇为出色的论战

文章
,

针对性很强
,

能牢牢抓住保皇派借以蒙蔽 华侨的一些主要论点和手法
,

进行抽丝

剥蚕式的批驳和强有力的揭露
。

据记找
,

当时有不少受骗的华侨读了他 的文章后
,

纷纷

登报声明退出保皇会
。

这场批判保皇派的斗争
,

无疑是利于 中华革命军扩大组织的
。

孙中山为了与保皇派争夺群众
,

争取华侨更广泛的支持
,

还于一九 O 四年一月十一

日在火奴鲁鲁拜盟加入洪门
,

被封为
“
洪棍

” 之职
。

两个多月后
,

他于三月三十一 日动



身前往美国大陆
,

继续谋求华侨支持民主革命的努少
。

以
_
_

L便是孙巾山在植香山建立 中华革命军的基木事实和前后经过
。

我们对此应该怎

样评价呢 ?

孙中山廷立巾华革命军之举
,

是他 自惠州起义失败后
,

经过整整三年的静观
、

摸索

和思虑
,

而决定着手浪组革命队伍的
一

次重 大努力
,

也是他为不断改爸苹命力景的组织

形式的一次 i认验
。

这次努力和试验
,

就孙中山组建革命团体的自身经验积累而言
,

乃是

介乎兴中会和同盟会之间的过渡环节
。

革命纲领的趋 于完善化
,
以及他在建立 中华革命

军过程中对民主共和制度等问题的阐发
,

也为同盟会的成立作了一定的理论准氰 再从

当时整个局势来看
,

中华革命军与差不多同时在国内各地出现的许多革命团体一样
,

都

是民生革命运动日益高涨的产物和表现
。

孙中山在檀香山建立 中华革命军
,

使当地华侨在组织上和思想上受 到 一 次 革命洗

礼
,

使他们获得一次如何选择正确的救国道路的教育
。

对于那些曾经迷失政治方向的兴

巾会员来说
,

更是起了振聋发验的作用
。

中华革命军成立后
,

当地保皇党已失去在华侨

社会巾的思想垄断地位
,

人们可以经常从报章上听到革命派的声音 ( 革命派先后创办有

《民生日报介
、

《自由新报 》 等 )
。

但事实也说明
,

孙中山来檀香山近半年的活动
,

宛如一次旋风式的访问
。

它掀起人

们的革命热情
,

却未能使激情长久地保持
。

孙中山慷慨 激昂的演说
,

毕竞无法完全消除侨

胞对清朝领事威胁要查抄原籍家产的恐惧心理
; 庄严的宣誓仪式

,

也未能使倾向革命的

思想化为实际行动
。

孙巾山曾对檀香山这块革命发源地寄予很大的期望
,

在他主持制定

的 《中国同盟会总章》 中
,

把这块小小的辖属于美国的群岛与美洲
、

欧洲
、

南洋并列
,

作为同盟 会的四个国外支部巾的一个
。

可是
,

在同盟会成立后将近五年中
,

檀香山一直

都没有设立它的分文机构
。

一九O
一

七年孙中山曾派同盟会员卢信到檀香山
,

拟将巾华革

命军改组为同盟会组织
,

却因得不到积极支持而未能实现
。

只是到了一九一 O 年三月孙
, i }山再度访问植香山

,

刁
一

于次月 ,戈立 同盟会分会
。

在这么长的时问里
,

孙中山组织过多

次武装起义
,

在人力和财力上
一

也未得到檀香山华侨的任何支援
。

异然
,

与南洋等地华侨

对 「11国草命的贡献相 比
,

檀香山已成为一个落后地区
。

一九O 三年孙中山到檀 香山之前
,

由于对新兴的知识分子阶层
、 上

`

、
穿三革命中的爪要

作用认识有所不足
,

故在主要依靠什么力量来重组革命队伍 的问题土
,

选择的是处婉团难

的檀香 l
_

{j华侨
,

而不是革命觉悟迅速 提高的留日学生
。

`

选择的失当
,

使他在檀香 山建立

中华革命军的努力收不到预期的效果
。

但孙巾山当时并未意识到这一点
。

只因他离檀香山

后用半年多时间在美国大陆鼓吹革命而收效甚微
,

才使他放弃了继续在华侨 中扩充中华

革命军的念头
。

后来中华革命军之所以也没有得到进一步推广
,

还因为孙 中山在逐渐认清

了知识分子对中国革命的重要性之后
,

就把重组革命队伍的主要希望转移到一大批留 日

学生身上
;
同时

,

国内各地革命团体的纷纷涌现
,

一

也使他认为有必要吧武装起义计划 ( 它

与中华革命军的建立密切相关 ) 暂时搁置起来
,

而将这样一项任务列为优 先 解 决 的课

题
:

把各地革命力量纳入一个新的组织形式之中
。

这就导致了中国同盟会的成立
。

2争



注 释
、

①冯自由
;《 革命逸史 》 ( 中华书局 1 91 8年

版 )第四 集
,

第创页
。

⑦杨刚存
: 《 中匡革命党在檀小史 》 ( 《 檀

山华侨 》 ) , 冯自由
: 《 兴中会 会员人 名事迹

考 》 ( 《 革命逸史 》 竿四集 )
、 《 兴中会初期孙

总理之友好及同志 》
、

《 兴中会 时 期 之革命同
志万( 《 革命逸史 》 第三集 )

、

《 檀香山老兴中

介良及其遗族势
’

( 。 革命逸史 》第六集 ) , 黄大

汉
。

·

《兴冲会各同志革命
一

1二作 史略 》 , 贾道曾

编
: 《 兴巾会史料汇编

·

人物志 》 ( 《 林百举日

记
一

》转抄 ) , 《 兴中会 会 员 人 名 事 迹 补遗 》

( 《 革命文献 》 第三辑 )
。

按
:

东京军事训练班

学员并非兴中会员
,

故未统计在内
。

③④⑥ 《 建国方略之一 孙文学说 》 ,

《 孙

中山选集 》 ( 人民由版 社 1 , 81 年第 2 版 )
,

第

1 9 7
、

1 9 9
、

2 0 0页
。

自吻冯自由
: 《 革命逸史 》 第四集

,

第 19
、

2吞饭
。

勿关于军事训练班誓词的内容
,

有两种不同

说法
。 一

是根据该班学员胡
.

毅生忆述
: “

其誓词
”
引二丈 日健会者完全无别

。 ”
( 胡毅生文

,

转引

自冯自山
:

《 革命逸史 》 第五集
,

第 36 页 ) 如

此
,
则为

“
马区除挞虏

,

恢复中华
,

创立民国
,

平

均地权
” 。

冯自山也持同一说法
,

井宣称
: “

至

丁
、

癸卯年之始用此四大纲领为誓辞
,

则为余躬与

日睹之平
`

关
。 ” ( 《革命逸史 》第三集

,

第19 9页 )

但冯自山义在另一处写道
: “

平均地权之名辞
· ·

….
之首次发 见

,

则在于同盟会成立前 一 年 甲 辰孙

总理手订 之关洲
1

致公堂新章
。 ” ( 《革命逸史 》

第二集
,

第 133 页 ) 其说法自相矛盾
。

二 是根据

该班另一学员李自重忆
.

述的誓 词 为
: “ _

矢志革

命
,

推邵满脊 建立民国
,

.

服从 革命 领 袖之领

导
,

并须严守秘密
。 ” ( 陈雅整理

: 《 从兴中会

至辛亥革命的忆述一一李自重回亿录 》
,

《广东

辛亥革命史料 》
,

厂
一

东人民出版社 1 9 8 1年版
,

第

2 10页 ) 牛子志此备考
。

⑧心L 《 复某友人函 》 ( 一九O 三年十二月

千
一

七门 )
, 、

《孙中山全集 》 第 一 卷 ( 中 华 书局

1 9 8 1年 J饭 )
,

第 2 2 8一 2 2 9页
。

⑨ 《 我南海夫子大人书 》 ( 光绪二十六年四

月一日 )
, 《 梁启超年谱长编 》 (

_

仁海人民出版

社 z g a 3年版 )
,

第 2 3 3 U工
。

LLL毛文明述
、

邓慕韩记
: 《 纪癸卯总理

重至檀香山事 》
, 《 `护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 》

第一编第十五册 ( 台北正中
一

侈局 1 9 6 5年版 )
,

第

4 8一 49 页
。

@火奴鲁鲁今称柳香山
,

而
, 1
介时的檀香山则

指夏威夷群岛
。

L孙中山赴希炉建立中华革 命 军 的 确切时

问
,

未见于史料记载
。

担据当事者毛文明 《 记癸

卯总理重军檀香山事 》 所 言
,

希炉建立在前
,

·

火

奴鲁兽在后 , 又据孙巾山一九 O 万年十二月十七

日 《 复某友人函 》 中内客判断
,

前此两地中华革

命军均已建立
;

再据当时火奴鲁鲁英文报纸《鸭扶

汰沙 》 的多篇报道
,

十二月中旬孙中山在火奴鲁

鲁活动
。

据此
,

以孙中山于十一月间赴希炉较接

近事实
。

李新主编的 《 中华民国史 》 第一编 ( 中

华书局 1蛇 1年版 ) ,
误以

“
自十一月十三日起

,

孙中山在檀香山正】令
· ·

…演说三天
” ,

故叙述时

将他在希炉
、

火奴鲁鲁的组织活动颠倒过来 ( 见

该书第18 4页 )
。

据 《 鸭扶汰沙 》 所 载
,

孙中山

是自卜二月十三日开始在火奴 鲁鲁公开演说的

( 可参 阅 《 孙 中 山 个 集 》 第 一 卷 第 226 一 227

页 )
。

@可能是因为棺香山兴巾会员陆文灿的 《 孙

公中山在檀事略 》 一文 ( 见檀山华侨编印社1 9 29

年出版的 《 檀山华侨 》 ) 只记叙孙巾山在火奴鲁

鲁建立中华革命军
,

而未提及 希 炉 , 毛 文明的

《 纪癸卯总理重至檀香山事 》 则 说建 立 组织时
“
未署兴中会名义

,

而总理则称为革命党
”
一一

故有的著作对希炉所建立的组织
,

或避而不提及

其名称 (
_

如罗家伦主编
、

黄季陆增订的 《 国父年

谱 》 增订本
,

台北国民党党史会 1 9 6 9年版 )
,

或

谓其名称为
“
革命党

” ( 如章开沉
、

林增平主编

的 《 辛亥革命史 》 上册
,

人民出版社 1 9 8。年版 )
.

事实上
,

希炉和火奴鲁鲁所建立的是同一团体
,

其名称是一致的 , 玛自由的许多记述都说孙中山

在此二埠建立中华革命军
,

笔者同意他的意见
。

至于
“
革命党

” ,

是孙巾山对具有民主共和色彩

的反清革命团体的泛称
。

L 《 国父年谱 》 增订木
、

《 辛亥革命史 》 上

册等著作
,

根据陆文灿《孙公 「卜山在檀事略》一文

2侈



的记载
,

都说孙中山于一九 O 四年
一

月在火奴鲁

兽建立中华理端目
了。

其实
,

贝
一

可靠的第一手材料

应是一九 O 三年泣
一

二月
一

卜七日孙中山 《 复某友人

油 》
,

该函明确提到他已在檀香山建立革命军
,

八有加盟者的誓词全文 ( 参见 《 孙 l
一

卜1L1全集 》 竿

一卷
,

第 2 2 5一 2 2 9页 )
。

L 《 檀山华侨 》 “
檀山华 侨

”
部 分

,

第 1 5

了丁
。

如 《 孙中山个集 》 第一卷
,

第 2 28 页
。

枕
:

孙巾 }! 1的 《 复某友人函 》 发表于一九 O 四年四月

二十六日 卜海 《 瞥钟日报 》
,

发表时
“
邹容

”
气

字略头
,

;月其时邹容正被囚子 卜海租界牢中
。

L日后成立同盟会时
,

孙中山仍主张介名应

加 卜
“

革命
”
二字

。

尽管他的建议未被采纳
,

但

在他以总理名义签署的不少文 件 中
,

依 然喜用
“
中国革命同盟会

”
一词

。

L此据陆文灿
: 《 孙公中 山在檀事略 》

,

《檀山华侨 》
“

檀山华侨
”

部分
,

第 1 4页
。

孙中山

《 复某友人函 》 则作
“
驱除建虏

,

恢复中华
,

创

立国民
,

平均地权
” ( 《 孙中山全集 》 第一卷

,

第幻 8页 ) ,

其中
“
国民

”
二字应作

“
民国

” ,

当

是发表时视排所致
。

沙
//
孙巾山全焦 》 第一卷

,

梦 23 8页
。

拐笔

者所见的数张债券影印件
, 一

爪 “ ;’
垃发日期内一九

O 四年一 月
,

但均在第四千 弓日 }几
。

据此厂则也

有可能自一 九O 三年个二月
`

匕扰汗始发行
。

L吴相湘
: 《 孙逸仙先生传 》 ( 合北远东 \1I

书公司 1 98 2年版 )
一

上册
,

第 .10 2页
。

L 《 复黄宗仰函 》 ( 一九O 二年
一

}
一

二月 )
,

《孙中山全象 》 第一卷
,

第 2 29 页
。 -

卿因末能找到当时的 《 植山新报 》
,

欲不了

解发表此两文的确切日期
。

但己知一九Q三年
一

!
-

二月二
一

1九 日 《 新中户衬及》 所载该报副

侃的 《 敬告保皇会同志书 》
,

乃为攻击
祥瞥

仪

《 敬告同

乡书 》 而作
,

而 《 驳保皇报书 》 又为回答陈穷而

作
,

据此
,

贝lj可判断孙中山 的两篇文章分别写于

一九 O 三年十二月和一
:

九O 四年一月
。

父据毛文

明在 《 纪癸卯总理重至檀香山事 》 中的记述
,

两

派论战是在中华革命军建立之后
;
从上述俩文的

大致发表时询来看
,

他的说法是符合当爵实际情

况的
。

于甩有些著作却叙写成先 论 战
、

后健立组

织
,

似属不妥
。

《国父年谱 》 增订本甚鼓将此两

文的发表时间分别订为一九O 三 年 九 建和十二
月

,

则不知何所据
。

一 _
` ·

( 上 4妾第 3魂页 )

史扶邻
: 《 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 》 中译本

,

第 8 3页
。

⑨ 《 孙中山选集 》 1 9 81 年再版本
,

第 19 8 页
。

咖 《 孙中山全集 》 第一卷第19 6页
。

L 《 神州日报 》 1 90 7年 6 月 5 日
。

L 《 神州日报 》 1 9 0 8年 6 月 13 日
。

L 《 孙中山全集 》 第一卷第 4 86 ~ 48 7页
。

@ 《 孙中山选集 》 第 19 3页
。

L 《 孙中山全集 》 第一卷第 18 4页
。

冈帅L@ 均引自李新主编的 《 :
11华民国史 》 第

一编 ( 下 ) 之有关部分
。

⑧@黄兴 “ 复孙件山斗
`

》 “ 。 ` C年砂
` 3

日 )
,

《 黄兴集 》 第 18 页
。

一

丫

L 《 孙中山全集 》 第一 卷第 27 1页
。

L玛白由
: 《 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 》 }一卷第

8 1一 8 2页
。

@ 《 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 》 《 毛 泽 东 选

集 》 合订本第的页
。

L 《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
`

;艺》
《
毛泽东选集

》

合订木第 5 96 页
。

L 《 星星之火
,

可以燎原 》 , 《
毛泽东选集 》

合订木第94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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