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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前后孙中山与华侨关系探析

耿 明

安徽师范大学 历史与社会学院
,

安徽 芜湖

【摘 要 」孙中山曾言
“

华侨是革命之母
。 ”

长期 以来
,

在孙中山研究领域
,

孙 中山 与华侨关系的研究
,

尤其是辛亥革命前

后的华侨关 系
,

取得了很大成就
,

但也存在着许多值得深入探讨的地方
。

事实上
,

孙中山在整个革命阶段都与华侨保持着较为

密切的联系
,

而且
,

以辛亥革命为分界
,

其前后的侧重点有着明显的不 同 前一个阶段主要是向华侨寻求军费支持
,

以利于革命

事业的顺利开展 后一个阶段主要是向华侨传播民主共和思想
,

使其对新生的民国充 满信心并予以支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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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
,

孙中山先生为 要扎根于这一地区
,

首先要获得这一地区的人们
,

推翻帝制
、

建立民国作出了毕生的努力
。

而在历来 尤其是华侨华人的支持 —唤起他们的爱国之心
,

的学术界探讨中
,

关于孙中山的研究也一直是热点 使之倾向并支持革命
,

成为了当务之急
。

这一时

问题之一
。

年恰逢辛亥革命爆发 周年之 期
,

孙中山与南洋华侨之间 的联系
,

主要是通过信

际
,

以此为契机
,

史学研究领域也再一次掀起了孙 件和部分会议记录的方式保存下来
,

多见于 《孙中

中山热
。

如同李文海所言
“

孙中山的思想
、

学说和 山全集 》第一
、

二卷
。

他的伟大实践
,

是一个研究很久
、

为大家广泛关注
、

比如
,

年 月 日
,

在当时的英属 马来邦

已经有了很多高水平的学术成果的老课题
。

很多 森美兰州首府芙蓉
,

又译塞伦班
,

孙中山

问题已经讨论过了
,

很多问题也已经研究得相当深 与爱国华侨朱赤霓
、

黄心持
、

李梦生 ③等人谈及革命

人了
。

也就是说
,

在这个领域
,

学术起点已经很高 大势时说
“

近一
、

二年来
,

内外赞成革命者大不乏

了
。 ” ① 人

,

大有一 日千里之势 … …满虏乃始下诏维新 … …

然而
,

在纷繁复杂的学术成果中
,

侧重点都集 继则公然宣布立宪预备九年之开国会
,

为笼络人心

中于三民主义学说及其发展
、

孙中山的社会变革思 之手段
。

实假立宪之美名
,

以实行中央集权
” 。

勘

想
、

孙中山的比较研究等方面 ②而对于孙中山与华 伟人之所以伟大
,

就在于他超乎常人的预见

侨关系
,

特别是辛亥革命前后的华侨关系这一问题 性
。

后来的历史进程证实了孙中山的准确判断
。

上
,

则观点不一
。

事实上
,

孙中山一直与世界各地
,

在这次会议上
,

对于华侨关心的
“

中国革命军起事
,

尤其是南洋地区的的华人华侨保持着密切联系
,

通 外国有无干涉
”

的问题
,

孙中山认为
,

外国干涉
,

中

过各种方式
,

为革命事业铺平道路
。

以笔者愚见
,

国被瓜分的危险
,

根源在于中国不能自立
。

若中国

孙中山与华侨的关系以辛亥革命为界
,

前后的 目 能够 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

则一切困难都将会迎刃

的
、

方式与方法皆有着明显区别
。

前一阶段
,

孙中 而解
。

⑤

山主要是以互通信件的方式
,

向华侨寻求军费支 中国之崛起而屹立于世界之东方
,

这样的宏图

持
,

以利于革命事业的顺利进行 后一个阶段
,

主要 不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第一个提出来的
,

但历史使命

是通过演说和电报的方式
,

向广大华人华侨传播民 却在当时落到了他们的肩上
。

中国要 自立
,

就必须

主共和思想
,

使其解除对于革命的疑惑
,

对新生 的 推翻满清 要推翻满清
,

革命是唯一的出路 而在当

中华民国充满信心
。

时
,

革命浪潮已经在中华大地掀起波澜的形势下
,

一
、

革命前的当务之急—军费支持 用以购买军火的军费就显得尤为重要
。

孙中山先

众所周知
,

孙中山先生于 年在檀香山成立 生并非出自显赫之家
,

军费由他个人承担显然是不

兴中会后
,

数次谋求起义未果
,

而后又于伦敦蒙难
,

现实的
。

所以
,

像上文那样单纯地传播革命思想
,

经康德黎等人设法营救脱险
。

经过这几次挫折后
,

在辛亥革命之前孙中山与华侨的联络中
,

是并不多

孙中山改变 了革命策略
,

开始脱离遥远的欧美地 见的
。

更多的时候
,

寻求军费支持才是重中之重
。

区
,

转而向毗邻中国南方边境的南洋地区经营
。

而 如 年 月 日
,

孙中山在致爱国华侨苏汉忠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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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函中说
“

您的爱 国热忱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

印象 … …满族已处在衰落和死亡之中
,

我们事业重

大
,

但并非难以完成… …我们若不趁此 良机
,

则将

沦为外国人的奴隶 … …
” “

希冀你在爪哇唤醒华人

的爱国心
,

这是一项伟大的工作
。

目前至关重要的

是军费
,

一旦得此
,

便可随时发动驱除篡夺者的战

争
。

然而军费唯有在爪哇等富庶地区始能筹集
。

你的工作是高尚的
,

而我 国命运则取决于此工作的

成败
。

请坚决进行
,

切勿迟疑
。 ” ④溯至于后来苏汉

忠是否将军费汇于孙中山处
,

在其著作中并没有交

代
,

但从不久之后钦州起义的顺利发动来看
,

孙中

山筹集军费的计划还是顺利实现了
。

钦州起义是辛亥革命之前
,

同盟会组织的重要

起义之一
。

年 月
,

经孙中山等人领导
,

革命军

已经攻破桂南重镇防城
,

而后向钦州进发
。

在得到

华侨的军费支持后
,

革命军趁势连破横州
、

永淳两

县 南宁府属
,

军威大振
。

但革命军毕竟势单力

薄
,

钱粮匿乏
,

防城等地虽重
,

但不足以作为长久的

根据地
。

当时
,

孙中山的计划是北上夺取广西中心

城市南宁
,

用以巩固革命基础
。

在当年 月 日致

爱国华侨邓泽如的信函中
,

孙中山指出
“

防城
、

钦

州等地已下 全军进取南宁府城 … …得南宁则北取

桂林以出湖南
,

东取梧州以出广东
,

革命之基础可

固
。

现今革命军好义有勇
,

人心坚定
,

固可 以进取

无前 惟必需接济军需
,

使其军械足用
,

军铜不缺
,

然后声威大振
,

势力增加
,

此为目前最要之事
。

披

坚执锐血战千里者
,

内地同志之贵也 合力筹款以

济革命者
,

海外同志之任也
。

今内地同志既为国民

出死力以求 自由
,

切望同志诸兄慷慨仗心
,

筹款接

济
,

以冲拓革命军之实力
,

使得一战破敌
,

斯则同志

诸兄之责任
,

而国民之属望者也 … …望我同志诸兄

接此信后
,

照弟前函所言
,

由同志中举出妥员专任

运动筹款之事
。 ”
斯

邓泽如与孙中山关系甚密
,

有兄弟之义
。

在此

信中
,

孙中山提出了自己的军费需求
,

同时
,

对于筹

集军费的困难性也作了充分地估计
。

他提出在南

宁城破后建立军政府
,

对于捐资助款者
,

必定以厚

利偿还的计划
。

且不论此计划的可行性如何
,

单是

攻破南宁建立军政府一事
,

对于当时的革命军来

说
,

就近乎于天方夜谭
。

革命军队虽挟胜利之师
,

但也毕竟是有所损失
,

且长期征战的疲惫之师
。

南

宁更是广西省中心
,

清政府当时已集全省之力来

救
,

革命军的结果如何
,

可想而知
。

但这次起义对于孙中山有多重要
,

从他两个月

后写给邓泽如的另一封信中即可得知
“

今者义军

崛起已阅五月
,

根据坚定
,

屡破清兵
,

满洲政府倾两

省重兵聚于一隅
,

而皆不能与义军敌
,

则革命军之

势力可知矣
。

弟谋事十余年
,

以为如此机会
,

实不

易再得
。

今革命军尽心戮力
,

已足以对国民
,

所望

者各省之响应与海外之接济耳 … …
' ,

斯

好一句
“

谋事十余年
,

以为如此机会
,

实不易再

得
”

从檀香山起事到断发改装
,

从伦敦蒙难到钦

州扬名
,

孙中山为中国革命呕心沥血
,

令人起敬
。

至于邓泽如后来是否将军费汇至
,

孙中山在后来两

人往来的信件中也有所交代
“

去腊新加坡同志汇

来兄所捐军费一千元
,

已收 … …倘能得款三十万或

十余万
,

则大事之成已在把握中矣
。

… …
' ,

斯

尽管一千元对于庞大的军费开支来说
,

无异于

杯水车薪
,

但这毕竟体现了以邓泽如为代表的华侨

们的拳拳爱国之心
,

也稍解了革命军的燃眉之急
。

但
“

倘能得款二十万或十余万
”

的要求
,

对他们而

言
,

未免有些不切实际
。

钦州起义的失败
,

归根结

底还是革命的基础不够牢固
,

时机尚不成熟
,

与军

费的多寡关系不大
。

前文已经交代过
,

邓泽如在任挂罗庇劳埠同盟

分会会长之后
,

与孙 中山往来密切
。

由于年长于

孙
,

故于信中
,

孙中山尊称其为
“

吾兄
” 。

据笔者不

完全统计
,

从 年底到 年 月武昌起义爆

发
,

这 四年的时间内
,

二人往来信件竟然高达

封 须知彼时孙中山在世界范围内奔走呼号
,

革命

大势让他欢欣鼓舞
,

但革命事业同样足以让他焦头

烂额
。

能在如此清形之下与邓泽如保持这样的联

系
,

足见孙中山对于华侨关系的重视程度
。

二人往

来信件的内容
,

据 《孙中山全集 》所载
,

除讨论当时

的革命大势
,

如
“

虏家子母相继死亡
,

人心必大动
,

时局可为… …
” ,

④郡 还多次提出 了筹集军费的请

求
。

斯

尽管在今天看来
,

孙中山屡次索求军费似乎有

失常理
,

但在当时的革命情形下
,

也实属无奈之举

而据往来信件反映
,

以邓泽如为代表的爱国华侨

们
,

对于孙中山的请求也没有表现出过多的反感
,

总是力所能及地提供帮助
。

这在当时的情况下
,

对

于许多并不宽裕的爱国华侨来说
,

委实难能可贵
。

二
、

革命后的伟大使命 —走向共和

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袁丁曾表示
“

从购买枪

支弹药
、

提供办报经费
、

资助革命党人海外活动经

费到照顾孙中山的家用
,

海外华人一直给予孙中山

革命事业源源不断地支持
。

否则像孙中山这样毫

无收人来源的职业革命家
,

根本无法展开活动
。 ”

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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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估算
,

单是在辛亥这一年中
,

南洋华侨的捐款就

有五六百万元
,

这对于孙中山开展革命运动无疑是

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

经过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

派多年的努力
,

革命的基础已经初步具备
,

四川保

路运动更是为革命提供 了契机
。

年 月

日
,

革命的火焰首先在武昌爆发
,

而后迅速蔓延至

整个南中国
,

清政府的统治土崩瓦解
。

年元

旦
,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
,

一个月后
,

清帝宣布退位
,

统治中国 年的清王朝与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

度一起覆灭
,

革命的第一目标已经实现
。

孙中山多年为革命而奋斗终于有了回报
,

而他

与华侨的关系
,

也进人了一个新的时期
。

革命大业

已初成
,

筹集军费显然已经不再是与华侨往来的第

一要务
。

而今
,

面对两千年来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

治下的中国
,

人们的封建思想根深蒂固
,

广泛传播

民主共和思想
,

使广大华侨华人对新生的中华民国

充满信心并予以积极支持
,

成为了伟大先驱的伟大

使命
。

在武昌起义之后的两个多月里
,

孙中山与邓泽

如多次以电报
、

信件的方式往来
,

谈及革命的前途

问题
。

这与之前信件的内容大相径庭
。

在当年

月 日致横滨华侨的电报中
,

孙中山指出了此次革

命的 目标
“

论及南北谈判 … …吾党之希望虽素

不在蜻和
,

而亦并非全不欲和
,

战亦非吾 目的也
。

吾党素志之共和政体
,

近由议和谈判之结果
,

可见

其成立矣
。

更望诸君大表同情
,

注视其成行
。 ” ④剧

言下之意即是
,

根据谈判的情况
,

共和政体已经呼

之欲出
。

孙中山希望以此鼓舞广大华侨同胞
,

对新

生的共和政体予以理解和支持
,

以利于革命大业
。

年以后
,

或许是由于工作方式和革命任务

都发生了变化
,

孙中山与华侨往来的方式
,

除了信

件以外
,

更多是以电报和现场演说为主
。

在 年

月致南洋侨胞的信函中
,

孙中山谈到
“

自武汉义

旗一举
,

汉室光复
,

海内外同胞莫不共庆昭苏
,

重睹

天 日
。

目下共和政府成立于南京 … …共和前途
,

实

嘉赖之 海外侨胞的贺电与支持
”
肠

此外
,

孙中山在信中还提出了为中国电戏影画

筹备善后补助会提供帮助的请求
。

虽然貌似是小

事一桩
,

但足以体现孙中山与华侨的往来重心
,

已

经转移到对新生 的共和国建设上来了
。

孙中山在

后来的演说中
,

更是多次提到了筹办银行等与民生

息息相关的事务
“

拟联合多数银行
、

法国资本合资

创一极大银行 其利无穷
,

如次第推之于矿产
、

铁

路
、

机厂
,

则吾国富强可与美国相抗衡矣
。 ”
肠

对于当时华侨华人关心的袁世凯是否能够胜

任大总统一职的问题
,

以及其是否忠于革命一事
,

孙中山也给出了自己的解释
“

仆满清而建民国
,

今

目的已达
。

至于行政之服务团
,

当其才者则选矣
。

袁君功罪
,

心迹 自显
。

前 日之袁君
,

为世界之一人

今 日之袁君
,

为民国之分子
。

总统既非酬庸之具
,

袁君即为任劳之人
。

诸君观其从容敷施
,

行国民之

意
,

使民国之根基
,

由临时尽力维持而完国焉
。 ”

伽
' `

应当说
,

孙中山的评价基本上是符合史实的
。

袁世凯的能力 自然毋庸置疑
,

事实上
,

如果没有袁

世凯
,

革命党人推翻满清的大业可能还要持续相当

长的时间
。

至于后来袁世凯的各种兴风作浪
,

则远

远超出孙中山的预期
。

此外
,

孙中山还在演说中对

中日关系的发展方向指出了道路
。

⑧蒯他希望以此

能够消除人们对于袁世凯封建军阀身份的误解
,

同

时改变甲午中 日战争以来中国对于 日本的敌视态

度
,

对新生 的中华民国充满信心
。

但后来历史发展

的走向
,

无论是对于袁世凯还是中日之间的关系
,

同样耐人寻味
。

由于君主专制制度在中国社会扎根已久
,

新生

的中华民国遭遇的 困难体现在诸多方面 —
民主

政治前途的不明朗
,

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缓慢
,

封

建文化复古逆流等等
。

而广大华人华侨对于共和

政体的前景
,

同样也多持怀疑和观望态度
。

为了向

全球华人华侨阐明共和之路的前景
,

描绘民国的伟

大蓝图
,

孙中山在 年 月 日于神户华侨欢迎

会上发表了重要演说
“

汉族光复
,

我四万万同胞之地位深易之
。

今

日之国家
,

为我 四万万五族公共之国家
,

我四万万

人成了中华民国之主人
,

且将来子子孙孙永享主人

幸福
。

但中华民国成立
,

不过第二年
,

改革虽已成功
,

惟建设尚在幼稚
。

旧屋既倒
,

然新屋未成
,

我同胞

仍是在困苦之中
,

必侯建设完全
,

方能安享幸福
。

以新生男儿之事类之 … …今 日我中华民国成立
,

本

来最欢喜之事
,

但欢喜之中
,

切不可忘了我等现尚

在艰难困苦之地位
。

但是
,

现今状况幸福未至
,

共和政体似不及专

制政体
。

独不见美洲之黑奴乎 今 日艰难之建设
,

为最高之代价
,

可 以买将来之安乐
。

所望我同胞同

心协力
,

共谋民国巩固
,

以图异日之幸福
。

现今我 国外交非常之危险
,

财政所拮据者
,

不

过两万五千万元
。

以中国四万万每人负担一元
,

即

得 四万万元
。

一言 以蔽之
,

今 日与从前之地位不

同
,

我 国之能否富强
,

实系乎我同胞之能否负国民

之责任耳
。 , ,

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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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篇演说词为笔者最推崇之作
。

孙中山先生

对于革命的现状都耐心地给予了描述
。

对于华人

华侨关心 的共和 国前景问题
,

以美国为例
,

也指出

了光明的道路
。

同时
,

以外交和财政问题为例
,

对

中华民国的建设方案描绘了整体框架
。

的确
,

革命

不仅是革命党人的事
,

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事 建

设新生的民国
,

也不仅是国民政府的职能
,

更是广

大同胞应负的责任
。

须知望子孙成人
,

必须要先培

养他
,

教育他
,

使他建功立业
,

报答父母
。

现在的民

国
,

也好似刚诞生 的孩子一般
,

必须多加培养
,

打好

基础
,

才能成才
。

所以 中华民国的成立 自然是好

事
,

但欢喜之余
,

千万不能忘记了我 国仍然处于艰

难困苦的地位 —孙中山向华侨
,

也是向全体中国

人民发出这样的告诫和期待
。

当时
,

华侨生活在异国他乡
,

对侨居国经济建

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

然而
,

由于清政府长久以来

对外 的软弱
,

导致他们在生活 中处处遭遇到歧

视
,

这种强烈 的反差
,

促使他们主动接受民主思

想
,

这是他们积极参与辛亥革命的政治基础
。

孙

中山在辛亥革命之后发表的一系列演说
,

增强 了

华侨华人对于新生 的中华 民国 的信心
,

同时
,

也

对革命后的资产阶级民 主政治建设具有重要的

借鉴意义
。

三
、

笔者的几点愚见

孙中山先生为推翻帝制
,

建立民主共和政体孜

孜不倦地奋斗了一生
,

他百折不挠的进取精神令人

钦佩
。

没有孙中山
,

中国或许还要在封建专制制度

下挣扎很长时间 而如果没有广大华侨华人的支

持
,

孙中山的革命道路同样会艰难很多
。

而在辛亥革命以前
,

华侨之所以大力支持孙中

山的革命行为
,

多半是因为他们看到了清政府的腐

败无能
,

同时
,

他们生活在异国他乡
,

经常会受到各

种歧视和不公正待遇
,

没有强大的祖国为后盾
,

因

此迫切希望改变这种局面 辛亥革命之后的各种行

动
,

则更加出于他们的爱国之心
,

也在一定程度上

归功于孙中山及其助手林森
、

赵声等人的宣传作

用
。

年初
,

荷属爪哇岛泅水市的华侨在庆祝中

华民国成立的游行中
,

竟然遭到了荷兰殖民当局的

武力干涉
,

冲突中有 名华侨死亡
,

百余人被捕
,

华

侨创办的书报社被封
。

消息传来
,

举国震动
。

孙中

山当即表示
“

民国初成
,

岂容藐视
。

请严正交涉
,

以尊国权
。 ”

月 日
,

孙中山主持召开内阁会议
,

议

决对荷兰交涉的四项条件 一
、

限三 日内释放被捕

华侨 二
、

赔偿财产损失 三
、

对被害者给予赔偿

四
、

恢复人权
,

华侨与欧侨和 日侨一律对待
。

同时

指出
“

如无满意答复
,

民国自有相当之对待
。 ”

这对

于刚刚成立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来说
,

无疑是外交

上的一次胜利
。

而与软弱的清政府相比
,

新的民国

对待他们的态度
,

也足以告慰多年来支持孙中山革

命的爱国华侨们了吧
。

从早期的以信件方式寻求军费和政治庇护
,

到

辛亥革命后多以演说的方式广泛传播民主共和思

想
,

孙中山在与华侨的各种往来形式之中
,

核心的

思想便是有利于革命
。

而如果以早期多次向华侨

索求军费来贬低孙中山的行为
,

显然有失公允
。

须

知革命 的 出发点决定了整个革命阶段的策略行

为
。

在当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极度不充分
,

民

族资产阶级力量弱小的情形下
,

爱国华侨与华人几

乎是唯一可靠的力量
。

同样
,

民心可用
,

既然爱国

华侨愿意为改变祖国的境遇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

革命派为何不团结这派力量呢

那么
,

爱国华侨在辛亥革命前后对于孙中山的

支持
,

又应当如何定位呢 在护国运动之后
,

孙中

山在写给中华革命党各支分部的信函中说
“

护国

运动 此次推翻帝制
,

各埠华侨既捐巨资
,

以为军

费
,

而回国效命决死
,

以为党军模范者
,

复踵相接
,

其坚忍勇往之忱
,

诚不可多得也
。

计此次回国从军

之华侨
,

一部活动于广东 南洋等地
,

一部于山东

美洲
、

日本等地
。

广东经战斗多
,

华侨中死伤者颇多
,

东北军幸

尚未损伤
,

然华侨之勇气热心
,

益为同志所敬重
,

世

人多惊服矣
。

… …华侨之光荣
,

即吾党之光荣
,

亦即国家之

大幸也
。 , ,

断

这句话应当是对孙中山许多年经营与华侨关

系的真实写照
。

而华侨对于祖国革命的贡献也有

目共睹
,

从提供资金的间接援助
,

到直接出人回国

参战
,

华侨华人的爱国之心
,

可昭 日月
。

应当说
,

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前后
,

与华侨的关

系经营是相当成功的
。

这一方面得益于他正确的

革命策略
,

另一方面需要归功于广大华侨华人的爱

国之心
。

当然
,

这与革命先驱的伟大个人魅力等因

素也有一定的联系
。

至于少数华侨对于孙中山所

持的敌对态度
,

以及孙中山对华侨所阐述的中日关

系是否稳固
,

一些值得反复推敲的问题
,

则不在本

文讨论之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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