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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孙中山在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过程中 ,在美国华侨中作了大量的革命工作 ;而美国华

侨也从多方面支持革命 ,为推翻清王朝 ,创立中华民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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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侨对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作出过

重大贡献 ,在中国革命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对此 ,孙

中山曾给予高度评价—— “华侨是革命之母”。 对于

这个评价 ,应当说美国华侨更是当之无愧。纵观孙中

山革命思想的形成及革命活动的开展 ,都无不与美

国华侨有着紧密的联系。 孙中山的革命活动最早就

是从美国华侨中开始的 ,而且自始至终得到了美国

华侨的鼎力支持。在漫长的革命斗争中 ,他们之间不

仅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而且关系至为密切、深远。 本

文拟从孙中山在美国华侨中的革命活动及美国华侨

的革命功绩二个方面 ,简要分析孙中山与美国华侨

之间的关系 ,并祈指正。

一

1894年上书李鸿章失败后 ,孙中山认识到: “清政

府积弊重重 ,无可救药 ,非彻底改造 ,决不足于救亡。”①

“若欲救国救人 ,非锄去恶劣政府不可。”②自此以后 ,孙

中山便坚定地走上了推翻清王朝的革命之路。 孙中山

的革命活动首先是在美国华侨中开始的。 上书李鸿章

失败后 ,孙中山决定赴夏威夷建立革命团体。 因为“在

这里 ,他可以依靠他的哥哥的影响和财富 ;在这里 ,他

会找到一个广东人的—— 更具体地说 ,香山人的社会 ,

对他来说 ,这个社会是不需要介绍的。”③

辛亥革命前 ,孙中山在美国华侨中进行的革命

活动大致如下:

1、成立兴中会。

1894年秋 ,孙中山从上海赴夏威夷。他首先到茂

宜岛力劝其兄孙眉支持革命。在孙中山的影响下 ,孙

眉赞同革命 ,自愿拨出自己财产的一部分来帮助孙

中山从事革命活动 ,并致书檀香山市各亲友为孙中

山作介绍。经过孙中山数月的艰苦努力 ,中国资产阶

级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 ,于 1894年 11月在檀香

山正式成立。 兴中会以“振兴中华 ,挽救危局”为宗

旨 ,得到了广大爱国华侨的热烈响应和支持。兴中会

组织发展很快 ,参加者络绎不绝 ,有商人、公务员、农

业家、工人、教师、记者等各方面人士。 兴中会成立

后 ,为发动更多的美国华侨投身革命 ,壮大革命组

织 ,孙中山数次前往美国开展革命活动。 1895年 12

月 ,再往檀香山。 1896年 6月 ,他第一次赴美国本土 ,

到达旧金山、纽约等地 ,“沿途所过多处 ,或留数日 ,

或十数日 ,所至皆说以国家危亡 ,清政腐败 ,非从民

族根本改革 ,无以救亡 ,而改革之任 ,人人有责。”由

于当时美国华侨尤其是华侨上层人士中尚未摆脱封

建传统观念束缚 ,加上清廷驻美使馆及领事官员的

拉拢、欺骗和严密控制 ,孙中山此行收效甚微。 但是

孙中山并未气馁 ,以后又多次赴美宣传革命。

2、揭露保皇派。

揭露保皇派 ,宣传革命主张 ,是孙中山在美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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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中间开展革命活动的主要内容。 从 1903年起 ,孙

中山集中精力和改良派展开了尖锐的斗争。 1903年

10月 ,孙中山又一次来到檀香山。当时保皇派在檀香

山影响很大 ,兴中会的阵地几乎完全为保皇党所占

领 ,原来的骨干分子已经成为保皇党的“得力之人” ,

连孙中山的胞兄也当了保皇分会的总理。④面对兴中

会遭到梁启超等保皇派严重破坏的现实 ,孙中山决

心铲除保皇派的影响 ,“尽力扫除此毒 ,以一民心。”⑤

为了打击保皇派的气焰 ,恢复革命派在檀香山的阵

地 ,孙中山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亲往其耕寮 ,邀集侨

农 ,竭力开导 ,往来跋涉 ,不敢告劳。”⑥接着在夏威夷

各地不遗余力发表演说 ,批驳保皇谬论 ,义正辞严地

指出: “革命为唯一法门 ,可以拯救中国出于国际交

涉之现时危惨地位。”“我们要倾覆满州政府 ,建立民

国。 革命成功之日 ,效法美国 ,选举总统 ,废除专制 ,

实行共和。”⑦孙中山的演说受到华侨热烈欢迎。

与此同时 ,孙中山改组《隆记报》 ,亲自执笔撰文

同保皇派展开笔战。孙中山先后发表了《敬告同乡书》

和《驳保皇报》等文章。 特别是《敬告同乡书》 ,从根本

上划清了革命与改良的界限 ,在辛亥革命史上有着划

时代意义。 他在这篇文章中指出: “革命与保皇 ,理不

相容 ,势分两立 ,……决分两途 ,如黑白之不能混淆 ,

东西之不能易位。 革命者 ,志在扑满而兴汉 ,保皇者 ,

志在扶满而臣清 ,事理相反 ,背道而驰 ,互相冲突 ,互

相水火。”号召广大华侨“划清界限 ,不使混淆。吾人革

命 ,不说保皇 ,彼辈保皇 ,何必偏称革命?”⑧这篇文章

犹如一颗重型炸弹 ,给保皇派打击极大。

孙中山除带头与改良派开展舌战、笔战外 ,还写

信给在日本的同志 ,要求他们“遥作声援” ,“竭力打击

保皇毒焰于各地。”经过孙中山的宣传教育 ,革命派力

量在檀香山很快就压倒了保皇派 ,夏威夷又成了革命

派在海外的一个重要据点。然而孙中山并没有就此罢

休。当时 ,保皇派势力在美洲大陆仍然很大 ,为扭转这

种局势 ,孙中山又风尘仆仆再次赴美宣传革命。

这次 ,孙中山在美国大陆华侨中主要开展了四个

方面的工作: 一是广为印发邹容《革命军》 ;二是利用

自己基督教徒身份邀请教友举行救国会议 ;三是着手

改组致公堂 ;四是发表演说与留美青年学生讨论革命

问题等。 此外 ,还用英文撰写了《中国问题之真正解

决》一书 ,在纽约出版 ,印行万册 ,分赠各国人士 ,向他

们解释中国革命的必要性、正义性及其国际意义。

1904年 12月 24日 ,孙中山结束了第二次美国之行。

这次赴美 ,从 1903年 10月到达檀香山起总共历

时 16个月 ,取得了显著成绩。在夏威夷夺回了被保皇

派占领的阵地 ,扩大了革命队伍 ,使之重新成为革命

派占领的重要据点 ,打破了保皇派的一统天下 ,争取

到致公堂旧金山总堂的支持 ,为其制订了革命纲领 ,

把革命组织扩大到以劳动侨胞为基础的洪门致公堂

爱国群众中去 ,使广大华侨迅速摆脱保皇派的影响 ,

转而支持革命。孙中山对此行甚感欣慰 , 1904年 6月

他在一封信中写道: “弟近在苦战之中 ,以图扫灭在美

国之保皇党 ,已到过五六处 ,俱称得手。”⑨

3、筹建美国同盟会组织。

1909年 11月 ,孙中山第三次赴美 ,此行目的主

要是着手在美国建立同盟会组织。同盟会成立后 ,东

京总部曾多次派员去美国建立组织。因美国排华法

的限制 ,革命党人难以进入美国 ,故在较长时间内未

能在美国建立同盟会组织。为了改变这种状况 ,故有

孙中山第三次赴美之行。 这次赴美 ,孙中山每到一

地 ,都受到华侨欢迎 ,正如他自己所说: “美洲华侨前

时多附和保皇 ,今大为醒悟 ,渐有倾向革命之势 ,不

日当可联络成各埠为一大团体 ,以赞助吾党之事业

也。”10在这种形势下 ,孙中山的革命活动成效显著。

12月 25日 ,同盟会纽约分会成立。 1910年 1月 ,芝

加哥成立分会。同年 2月 ,孙中山到达旧金山 ,将《少

年学社》改组为旧金山同盟会 ,并把《少年周刊》扩大

为《少年中国晨报》 ,继而成为美国同盟会的机关报。

此后 ,同盟会在美国许多城市纷纷成立分会 ,会员人

数迅速扩大到几百人 ,旧金山同盟分会也成了美国

同盟会总部。

是年 3月 ,孙中山前往夏威夷群岛 ,受到中华革命

军及华侨的热烈欢迎。 4月 4日 ,孙中山在檀香山市华

人戏院发表演说。 当天晚上 ,将中华革命军改组为同盟

会分会。此后 ,又在茂宜、希炉等地成立同盟会分会 ,广

大华侨踊跃参加 ,有时一晚上就有上百人入会。

4、促进美国同盟会与致公堂联合。

1911年 ,孙中山第四次赴美。这年夏天 ,孙中山

从温哥华来到旧金山。 鉴于同盟会与致公堂不能合

作共事 ,有碍革命事业的发展 ,孙中山建议同盟会员

一律加入致公堂 ,以利于把致公堂改造成革命组织。

这个建议得到同盟会员的拥护及致公堂领导人的同

意 ,于是 ,双方在旧金山致公堂的《大同日报》及同盟

会的《少年中国晨报》登载联合布告 ,从而标志着联

合的实现。联合实现之后 ,孙中山建议成立洪门筹饷

局 ,募集革命经费。 6月 26日 ,洪门筹饷局宣告成立。

此后 ,孙中山等分赴美国各地发动华侨捐款支持革

133



命。 所到之处 ,都受到各界华侨人士热烈欢迎。

由于孙中山数次赴美进行革命活动 ,经过宣传

和组织 ,广大美国华侨爱国革命热情空前高涨 ,纷纷

支持和参加革命 ,为推翻清王朝 ,创立中华民国立下

了不朽功勋。

二

辛亥革命前后 ,美国华侨从多方面支持革命 ,作

出了极大贡献。 他们的历史功绩主要表现在以下几

方面:

1、建立革命组织。

如前所述 ,我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

会 ,就是在檀香山华侨中首先建立的。 最初只有 20

多人 ,后来发展到约 500多人 ,有姓名可查的 286人

中 ,华侨有 176人 ,占 60%以上 ,而侨居夏威夷的就

占 137人。11这足以说明美国华侨对兴中会的建立贡

献最大。

同盟会的建立和发展 ,美国华侨也作出了积极的

贡献。 同盟会成立时 ,就计划建立四个海外支部 ,即欧

洲、南洋、美国、檀香山支部。 同盟会成立后 ,由于客观

原因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 ,未能在美国建立同盟会组

织。然而在孙中山第三次赴美期间 ,经过孙中山宣传发

动 ,同盟会便在美国许多城市纷纷建立 ,正如冯自由所

说: “凡有华侨所到之地 ,几莫不有同盟会会员之足

迹。”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在促使美国同盟会与致公堂

的联合方面 ,美国华侨对孙中山给予了大力支持 ,从而

把致公堂改造成革命组织 ,增强了华侨的革命力量。

同盟会改组成国民党后 ,美国华侨仍一如既往

积极支持发展革命组织。民国初年 ,国民党在美国已

有 49个分部。到 1925年 ,国民党在旧金山市各有一

个总支部 ,分部共有 57个 ,党员人数达 3000多人。12

上述组织的建立 ,对团结美国广大华侨支持和参与

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发挥了相当大的作

用。

2、传播革命思想。

广大华侨素有爱国思想 ,但由于普遍受到保皇

派的影响 ,所以对革命存有戒心。为了使他们从保皇

派转向革命 ,除了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宣传外 ,美国

华侨中的知识分子也做了大量的工作 ,功不可没。

捐款办报 ,印发革命书籍也是华侨在宣传工作

上的主要贡献。 如檀香山的《檀香山新报》等都是华

侨创办的宣传民主革命的报刊。 孙中山在美宣传革

命的活动得到了华侨的大力支持。 如《中西日报》印

发《革命军》 11000册 ,得到伍盘照、黄三德等爱国华

侨的支持 ,伍盘照免收排印费 ,黄三德负责书邮费。

这部书在美洲和南洋华侨中广为散发 ,起到很好的

启蒙作用 ,“全美华侨得此有力宣传品之启导 ,不及

半载 ,知识为之大进 ,此书之力多焉。”

3、捐款筹饷。

美国华侨在财力方面对辛亥革命的贡献较大。

孙中山创办兴中会时 ,经济上完全靠华侨支持。当时

在檀香山 ,孙眉自愿捐出部分资产充当革命活动经

费。后来为筹集起义经费 ,孙眉不惜把他的畜牧场的

牛降价出售 ,每头仅卖六、七元。 此后 20年间 ,孙眉

不断从经济上接济革命 ,据估计辛亥革命前 ,他资助

孙中山进行革命的经费约达 75万美金。13跟随孙中

山回国参加起义的邓荫南 ,把在檀香山的商店、农场

全部变卖 ,充当起义经费。

孙中山发动的一系列起义 ,美国华侨都从财力

上尽力支持。 1909年孙中山第三次赴美时 ,仅在纽

约、波士顿、芝加哥三地筹得港币 8000元汇回香港 ,

后又由旧金山汇回 1000元。1911年革命党人准备发

动广州起义 ,美国华侨捐款 15000元。美国致公堂筹

饷局成立后 ,华侨支持革命热情更加高涨 ,纷纷为革

命捐献 ,尤其是广大华工虽然贫困 ,仍慷慨相助 ,甚

至向亲友借债捐款。孙中山曾回忆道: “有许多人 ,将

他们的全部财产交给我。费城的一个洗衣工人 ,在一

次集会后来到我住的旅馆 ,塞给我一个麻袋 ,一声没

吭就走了 ,袋里装着他二十年的全部积蓄。”14各界华

侨也争相捐款 ,从筹饷局成立到这年底 ,美国华侨捐

款总计达 40余万美元。15据不完全统计 ,辛亥革命前

后 ,美国华侨助饷至少在 700万元以上。16这些捐款

源源不断汇回国内 ,资助革命 ,对推翻清王朝起了巨

大的作用。

4、参加武装起义。

美国华侨不仅从经济上支援革命 ,而且也有不

少人回国参加武装起义 ,流血牺牲。 1895年广州之

役 ,革命党人第一次武装起义 ,有名可查的就有檀香

山华侨邓荫南、宋居仁、陈南、侯艾泉、李杞、陈清、夏

百子等参加筹划。侯 、李还被任命为香山小分队领导

人。17 1900年惠州之役 ,邓荫南、宋居仁、侯艾泉等人

也参加了 ,邓负责接济后方。

此外 ,美国华侨也参与了同盟会组织的暗杀行

动 ,如 1910年 11月 ,旧金山华侨厨工邝佐治谋杀赴

美考察海军的清朝大臣载洵失败 ,被美国警察逮捕入

狱。审问时 ,邝慷慨陈词:我欲救国 ,虽死亦所不辞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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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必将为民主国 ,今我所谋不成 ,但尚有多人如我者

欲行之事 ,倘我能达到目的 ,坐电椅而死 ,亦瞑目矣。

我此次行刺 ,早已预备 ,别无人知。”18表现了视死如归

的革命英雄气概和对革命充满必胜的信心。

武昌起义爆发后 ,更多的美国华侨回国献身革

命事业。起义前夕 ,当时世界著名的飞机制造师旅美

华侨冯如带着自制飞机回到广州 ,成立了广东飞行

器公司。 武昌起义 ,他参加了广东革命军 ,被任命为

陆军飞机长 ,组织了我国第一支空中侦察队 ,对鼓舞

革命军士气、震慑清廷起了一定作用。

5、保卫共和制。

在孙中山领导的反对北洋军阀反动统治、维护

共和制的革命斗争中美国华侨再接再厉 ,又作出了

新的贡献。

他们一开始就坚定地站在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

派一边。 许多华侨团体在武汉起义之后纷纷致电或

发表声明 ,拥护孙中山为革命领袖和国家领导人。 83

岁高龄的著名爱国学者容闳从美国写信回国给革命

党人 ,号召抵制袁世凯的阴谋 ,信中淋漓尽致地揭露

了袁世凯的反动本质。

当袁世凯复辟帝制时 ,美国华侨立即和全国人

民一道为保卫共和制而奋斗。1913年 ,北京政府驻旧

金山总领事胁迫中华会馆举行庆祝袁世凯诞辰仪

式 ,原籍香山县的爱国华侨杨忠汉冲入会场 ,撕毁袁

像 ,一时会场大乱 ,被胁迫参加仪式的侨领们乘乱离

开 ,使典礼无法进行。 1914年 ,袁世凯派代表到美国

商谈借款 ,因美国华侨奋起抗议 ,纷纷致电美国总

统 ,反对借款 ,结果“美总统终令财政部停止与袁世

凯政府代表陈锦商谈借款事”19 ,遂使袁氏借款计划

流产。 在 1915年讨袁护国战争期间 ,许多美国华侨

青年回国参加讨袁战争。 当时在以孙中山为首的中

华革命党领导的中华革命军东北军中 ,有一支人数

达 500多人的华侨敢死队 ,这支队伍在讨袁战争中

立下了赫赫战功。

6、航空救国再立新功。

航空救国是美国华侨支持国内革命最有效的行

动之一。 早在 1911年 ,著名华侨飞行家冯如带着自

制飞机回国致力于发展航空事业 ,并曾率队参加武

昌起义 ,不幸于 1912年失事遇难。此后 ,美国的国民

党人积极集资组建航空学校及航空社来培训人材 ,

如 1916年旧金山的民强航空学校 ,芝加哥的民智航

空社等。 许多华侨青年学成回国参加孙中山领导下

的政权 ,直接参加打击军阀的斗争 ,如 1920年广东

讨伐军阀莫荣新之役 ,就有美侨杨仙逸、陈庆云等驾

机参战。 杨仙逸是夏威夷华侨 ,祖籍香山 ,他是早期

航空救国运动的杰出代表 ,中国近代航空先驱。杨仙

逸早年加入同盟会 , 1918年孙中山写信号召他回国

效力 ,杨回国着手组建飞行队 ,后又赴海外募款购

机。其父杨著昆出资购机四架 , 1919年援闽粤军飞行

队成立 ,杨仙逸任总队长。在讨伐莫荣新之役及以后

陈炯明的战斗中 ,杨多次率领飞行队参战 ,战功卓

著。孙中山曾高度评价他对中国航空事业的贡献 ,先

后为其题写“天下为公”、“志在冲天”条幅。1923年杨

仙逸不幸牺牲 ,孙中山痛心疾首 ,以大元帅名义追认

他为中将 ,并为他题写墓碑。

辛亥革命之后 ,美国华侨不仅积极投身与支持

国内的革命活动 ,而且在经济上同祖国的联系进一

步加强。1917～ 1919年数年间 ,华侨投资总额超过辛

亥革命前 40年的总和。 20年代至 30年代 ,华侨回国

投资继续增长。 美国华侨人数虽然仅占世界华侨人

数的 2% ,而在全世界华侨投资国内建设资金中 ,美

国华侨投资却占了 14% ,可见美国华侨对祖国建设

尤为关注。 在捐资救灾、兴学等公益事业方面 ,美国

华侨也作出了较大贡献。

以上表明 ,无论是辛亥革命前还是其后 ,美国华

侨对中国革命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功绩卓著 ,无愧于

“华侨是革命之母”的光荣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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