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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世纪未20 世纪初
,

美洲广大华侨在孙

中山的宣传教育和热心帮助下
,

支持孙中山

所领导的革命斗争
,

充分表现 出爱国主义精

神
。

孙中山 在腼怀往昔时
,

一再赞扬
: “

华侨

有功革命
。 ”

我 国华侨
,

遍布五 大洲
,

至辛亥革命前

的 1 9 0 7年
,

海外华侨 已达 6
, 忍17 ,

3 8 9人
,

其 中

美洲华侨 2 7 2 , 8 29 人
,

约 古 4
.

万%
。

①他们绝大

多数是来 自鸡片战争后 广东表福建的
“

契约

华工
” 。

华侨 出国后
,

与美洲人氏共同为当地经

济文化的发展和商业的繁荣作 出 了 巨 大 贡

献
。

如古 巴和圭亚那甘蔗园的开发及甘蔗的

种植
; 美 国西 部的开发和中央太平洋铁路的

修建
,

等等
。

美国资产阶级学者莱丹说
:

19

世纪60 年代 以后
, “

加里佛尼亚 的 迅 速 发

展
,

没有中国华工是不 可能的
。 ”

②尽管这

样
,

美洲华侨中占90 肠 以上的劳动人 民却过

着
“

欲饮 无装
,

欲饭无粮
, 一

甭欺雪虐
,

风雨

特 往
”

的苦难生活③
,

特别是华工的遭遇更

为悲惨
。

知在秘音钦查岛上开采 鸟
「

类 的 华

工
,

因气候炎热
,

劳动过度
,

时间 又长
,

每

天都有人昏倒
,

加上监工头子的皮勒抽打
,

很多人葬身于鸟类中
.

从 1 8犯到 1 8 6 0年间
,

该地共运进 华工 4 0 0 0多人
,

但活下来的不过

数百
。

只 有不到 10 %的华侨
,

由劳动人民逐渐

上升为中
、

小资本家
。

他们的境遇虽比华工好

些
,

但在政治上
、

经济上也受帝国主义
、

殖

民主义和垄断资本的压迫和排挤
.

尤其在排

华恶浪袭击下
,

他们不但企业和财产要遭严

重损失
,

甚至连生命也难保
。

极 少数华侨 大

资产 阶级
,

有时也逃脱不 了种族歧视的种种

迫害
。

1 9 0 1年窝美华商司徒芳等五万六千人

联合 电呈 清政府
,

愤怒控告帝 国主 义和殖 民

主 义者虐待华侨的种种暴行
。

电文指出
,

当

地政府
: “

苛例 百 出
,

令人骇绝
” , “

巡差

任意弩人
,

良歹不 分
,

即遭重罚
。

华人 以常

疲致死
; 亦须戳尸

” 。

华侨时有
“

悬梁 自溢
,

投海 自尽
,

失医致 毙之惨者
”

④真是惨不忍

闻! 然而清政府不但置之不理
,

反而衬幸有

机会
“

扶资回国之人
” ,

任意安 上
“

通 盔

者
” 、 “

句结洋匪者
”

等罪名
,

加 以迫害⑤
。

部分回 国兴 办实业的华侨
,

也常遭到国内反

动势力的 阵挠和打击
。

加拿大 华侨叶恩集资

在广西开办振华公司
,

助封为虐的保皇党则

以其
“

未入党 (按
:

指保皇党 ) 不准招股为

例
”

硬行阵止
。

.

⑧ 因此
,

广大 华侨不但对帝

国主义
、

殖民主义者和 国内反动势力怀着烈

骨仇恨
,

而且深恨清政府的腐败无能
。

他似

切身感到华侨之存亡
,

随祖 国强弱而 定
。

他

们热切地希望能有一个独立富强 的祖国来保

护华侨在外的正 当权益
,

因而 爱国主义 思想

特别强 烈
。

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后
,

孙中山倍觉国家

衰亡
,

岌岌危殆
, “
和平方法

,

无 可复施
” ⑦

,

唯有革命
,

才能救亡
。

1 8 9 4年 9 月
,

他怀着

革命的远大抱负再渡檀香山
,

宣传革命
,

筹

划经费
,

集结力量
,

准备起义
。

当时
, “

华侨风气尚极闭塞
,

闻总理有

作乱谋反言论
,

咸谓足 以破家灭族
,

虽亲戚



脚泊
,

亦多掩耳惊走
。 ”

⑧但 经孙中山奔走

透月
,

到处宣传
气

革命道理
,

终于得到 了华侨

工人
、

小商和爱国华侨资本家共 20 多人的协

助
,

于 同年n 月 24 日在檀香山创立 了中国最
.

早的资产阶级革命 团休
一

兴 中会
。

这是孙

中山在华侨中建立革命组织的开始
。

兴 中会议定章程九条
,

以
“

振兴 中华
,

枕救危局
”

为 宗旨
。

在吸收会 员的誓词 中提

出 了
“

驱除鞋虏一恢复中华
,

创立合众政府
”

的革命主张
。

⑨孙 中山封处宣传
、

组织
,

很

快增加到 1 20 多个会 员
。

1 8 96 年春
,

孙 中山为发展兴 中会组织而

再度赴美活动
。

我 国华侨在海外有洪 门团体 (原名天地

会 )
,

通称洪顺堂或义兴堂
,

在美洲别称致

公堂
,

始创于康熙年间
,

它 以
“

反清复明
”

为宗旨
,

又 以
“

联卫共济
,

手足互助
,

患难

相顾
“

为常规
,

是一种封建性的秘密组织
,

总部设在旧金 山
,

分堂遍于 纽约等城市
。 “

这

些 堂口 都属于华侨劳动人民
、

小商小贩的帮

会组织
,

有别于华侨中上层所组织的商会
、

会馆和会所
。 ” L 它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劳动

人民的利益
,

具有一定潜在力量
。

但致公堂
“

因距离中土甚远
,

清廷残虐腐败
,

仅凭耳

闻
,

无 由目睹
,

且 故老遗臣
,

相 继祖 落
,

洪

门之微言大 义
,

亦渐沉晦
。 ”

0 又当时清廷

爪才大肆进行反革命宣传
,

使得一些觉悟校

低的华侨受到迷惑而未能觉醒
。

因此
,

孙中

山这次到美洲 宣传活动
,

并未得到 多少人的

支持
。

由于这种情况
,

保皇党就乘机在华侨 中

发展势力
,

至 1 90 3年已达极盛
。

这时
,

孙中

山由 日本再赴檀岛
,

深感若不联 合 会 党 组

织
,

革命工作将是一事无 成
。

因为华侨中十

之八
、

九都参加 了洪 门会党
,

会党衬华侨下

层颇有影响和 号召零力
。 “

致公堂 一 反 衬 筹

怕
,

则虽热心者也不敢前
。 ”

L他母舅杨文

纳也认为
:

孙中山 18 96 年游美
,

成绩不佳
,

乃是由于洪 门人士 以他未列籍洪 门之故
。

于

是
“

力劝 总理在檀加入洪 门会党
,

以加强革

命之势力
一

”
洁 。 孙 中山觉得有严

·

因而毅然

请洪 门幢兆养介绍加入致公堂
,

由盟主封他

为
“

洪棍
” 。

结果
,

当他 以此身份遍游美洲

时
, “

凡有华侨之处
,

莫不表示欢迎
,

较之

往昔大不同矣
。 ”

⑧

孙 中山的革命活动得到 了更 多华侨的拥

护 和支持
,

引起 了帝国主义
、

清领事和保皇

党的极端仇视
。

他们紧密地相互 匀结起来
,

并趁革命忽想尚未广泛传播之机
,

千方百计

地利爪致公堂的弱点
,

不择手段地把堂 口逐

步削弱或控制在他们手里⑥
,

使孙中山难于

在致公堂侨胞 中开展革命活动
。

1 9n 4年 3月
,

孙 中山由檀岛再抵旧金山后
,

感到若不重新

整顿致公堂
,

决不能发挥其威力
,

故向洪 门

致公总堂建议
,

举行 全美
“

洪 门致 公堂总注

册
。 ”

这一建议得到 了致公 总堂领袖黄三德和

会 员的赞同和支持
。

孙中山随即为致公堂重

新制 定新章程 80 条
,

以
“

驱逐耘虏
,

恢复中

华
,

创立 民国
,

平均地权
”

为宗旨
。

按着
,

他便在黄三德的陪 同下
,

游遍 全美
,

多方劝

谕各地洪门会住册
。

经过数月
,

由于保皇党

揭力破坏
,

故成绩一奔
。

但改组 后 的 致 公

堂
,

已 由秘密结社 变为带有革命性质的政治

团体
; 并初步

“

把革命组织从一群知识分子

和工商界的 小 圈子扩 大到 以劳动侨胞为基础

的 洪 门致公堂爱国群众 中去
” L

,

这为后来

同盟会的成立和革命派在美洲 的决 定性胜利

莫定了基础
。 ,

1 9 0 5年 8 月2 0 日
,

在革命形势 日益高涨

的推动下
,

孙中山将几个分散的革命团体联

合起来
,

在日 本东京成立 了中国同盟会
。

按

着
,

东京本部便屡派党 员赴美创建分会
,

但

肉受美国移 民律限制
,

不 易领取入境护照而

未成功
。

1 9 0 9年春
,

粤
、

桂
、

滇三省起义相继 失

败
。

孙中山于这年冬再次赴美另辟财源
,

以



谋再举
。

他在红约
、

波士顿和旧金山等地华

侨 中宣传革命
,

劝谕幕捐
,

先后 组织 了15 个同

盟分会
。

次年 3 月
,

为 了加强 美洲革命力量

的统一领导
,

他 又在旧金山正式成立美洲同

盟会 总会
,

并将兴 中会的誓词改为
“

废灭鞋

虏清朝
,

创立中华民国
,

实行三 民主 义
” ,

还把盟书
“

中国同盈会会员
”

改为
“

中华革

命党党员
” L

。

孙 中山在檀香山创建兴中会
,

改组美洲

致公堂
,

尤 其是美洲同盟会的建立
,

不但 为

国内革命运动培养了骨千力量
,

而且也 为在

华侨 中扩 大革命宣传
、

筹款贻械和发 动武装

起义打下基础
。

列宁指出
: “

没 有革命的 理论也就不 可

能有革命的运动
。 ” L 美洲华侨在孙 中山不

辞劳苦的革命宣传和衬改良派的斗争 中
,

深

受启 发教育
,

取得不断进步
,

因而在政 治上

热情宣传
,

尽力支持孙中山
,

促进革命运动

的迅速发展
。

戊戍变法 失败 后
,

康有为
、

梁启超终于

堕落为行将崩塌的封建皇廷的看门狗
。

为了

扩 充势力
,

他们于 1 8 9 9年先后游美
,

在各埠

华侨 中建立保皇组织
,

胡诌
“

外言保皇
,

心

实革命
”

等邓说L
,

以假乱真
,

盔 惑群众
。

康徒欧架甲
、

徐勤等 又利用革命 派 的 软 弱

性
,

窃取兴 中会的地盘和群众
,

出版保皇报

纸
,

宣传保皇谬论
,

使许多华侨深受蒙蔽
,

兴 中会会 员纷纷加入保皇会
,

不少骨干 分子

成 了保皇党的
“

得 力之人
” L

,

甚至连孙 中

山的胞 兄也 当了保皇分会的总理
。

⑨

19 03 年秋
,

孙中山在檀岛各埠 目睹亲手

创立的兴 中会被破坏得面 目全非
,

痛感保皇

党危 害不 浅
,

认为
“

非将此
一

条铲除
,

断不能

成事
” L

,

于是在檀埠和希沪等城市举行大

规模的公开演讲
,

力碎保皇
一

参论
。

他认为
“

欲

唤起 国民不为康
、

梁所惑
,

首须创立宣传机

关
”

⑧
。

在美洲爱国华侨的支持下
,

孙 中山

着手改组华侨程蔚徽所办的 《 檀山新报 》 ,

次年 4 月 又改组 1 9 0 1年由康徒欧架甲创办的

所谓 美洲致公堂机关报 《 大同 日报 》
,

并以

此两报为兴 中会机关报
, L

亲 自撰文 与保皇派

报纸 《 新 中国报 》 展开论战
。

1 9 0 3年年底
,

他在 《 檀 山新报 》 上发表 了《敬告同 乡书》
,

严厉 驳 斥 了保皇党宣扬的所谓
“

名 为保皇
,

实则革命
”

的骗人鬼话
; 1 9 0 4年 1 月

,

又在

《 檀 山新报 》 上发表 了 《 马乏保皇报 》 一文
,

批 驭保皇派的所谓革命必会招致瓜分惨局等

谬论
; 同年 10 月

,

还在红约发表 了 《 中国问

题之真正解决 》 一 文
,

指 出
“

星星之火
”

必

然造成
“

燎原之势
” ,

清政府的垮台只 是时

间 问题而 已
。

结果
,

一些原受康
、

梁蒙蔽的

华侨逐渐认清 了保皇派的反动 面 目
,

纷纷脱

离同保皇派的关 系
,

汇集在孙中山的革命旗

帜下
。

甚至连康有为的干儿子也倾向革命
。

⑧

这样不仅壮大 了革命派的力量
,

巩固 了革命

派的组织
,

而且为孙中山在美洲进一步开展

革命活动
,

莫定 了雄厚的群众基础
。

辛亥革命前美洲华侨以改组后的 《 檀 山

新报 》 、 《 大 同日报 》 、
《 大汉 日报 》 、

《少

年中国晨报 》 等刊物为阵地
,

为宣传孙中山

的革命思想
,

肃清
“

保皇毒焰
”

衬华侨的毒

害和影响作出 了重大贡献
。

与此 同时
,

在介

绍 和翻印国内革命书刊方面
,

他们也做 了大

量工作
。

例如
,

1 9 0 4年孙 中山在美洲爱国华

侨协助下
,

托旧金 山 《 中西 日报 》 “

印剧邹

容著《 革命军 》 n
, 。00 册

,

分寄美洲及南洋各

地侨胞
,

以 广宣传
。 ”

L结果
, “

邹容 《 革

命军 》 一书传到 外洋
,

争相购 阅
,

一时人心

奋兴
,

典论沸腾
,

华侨有志之士
,

知非追随

孙 中山先生不足以救 国之危亡
,

于是华侨之

革命 思想 日炽
。 ” L接着

,

继 《 檀山新报 》

的 《 自由新报 》 , ’

又编印了 《 自由言论 》
_ 、

《 人道 》 、 《 革命真理 》 、 《 杨州血 泪 》 等
,



四书行世
,

侨众思想
,

愈形开发
。

此外
,

不

少华侨还从海外带回许多宣传民主革命思想

的著作
,

在国内广 为宣传
.

辛亥革命胜利后
,

全美洪 门 华 团 通 电

言卯 多封
,

坚决拥护孙中山就任大 总统
。 “

清

帝退位
,

共和告成
” ,

侨胞得 悉后
, “

纷纷

举行庆祝大会
。 ”

@

当窃国大盔表世凯在帝国主又帮助下墓

夺了胜利果实
,

孙 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失败

后
,

美洲同盟会支部在旧金 山笃顿街西人 大

戏院举行革命纪念会
,

指 出中国二次革命
,

孕育着三次之成功
。

美洲华侨 对 孙 中 山领

导的资产阶级 民主革命
,

无论在政治 宣传方

面
,

或在精神上
、

道义上都予 以极力支持
。

四

孙中山在回忆他所领导的多次武装起义

各价层在财力上甘革命的贡献时说
: “

其慷

帆助怕
,

多为华侨
。 ” L 美洲华侨由于革命

组织 的建立和革命忠想的传播
,

爱国主 义热

情受到极大的激发
,

故对捐资助晌 的贡献
,

在全球各地华侨中占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

1 89 4年冬
,

孙中山到檀香 山发起创立兴

中会时
,

经营畜牡场的华侨资本家孙眉首先

赞同
,

并
“

自愿划拨财产一部为助
。 ”

后 因

孙中山准备回广州发动第一次武装起义
, “

幕

集军资
,

… `二
去所预算需要之数尚远

,

为是

异常派灼
。

德彰 (即孙眉 ) 闻之
,

乃 更 以每

头六七元之价贱售其 牛 牲 一 部
,

以 充 义

伽
。 ” ⑧兴中会会 员邓 荫南

,

为 了跟随孙中

山 回国起义
, “

亦尽变卖其商店及农场
,

表

示一去不返之决心
. ”

L华侨广大中下层劳

工群众
,

在按受孙中山的宣传之后
,

也纷纷

尽其所能
,

捐款支特革命斗争
.

⑧ 在孙中山

离植岛之前
,

综合美洲各地捐资筹款约合香

港银 13
, 0 0 0元

’

广州
“

三
·

二九
”

之役前
,

孙中山从南

洋筹款再渡 美洲
, “

到美之 日
,

遍游各地
,

劝华侨捐资以助革命
,

则多有乐从者矣
。 ” L

其爱国热情之高
、

沟为海 外华侨所未有
。

域
多利埠致公堂 变产业 32

,

00 0元 以
,

急应军需
。

温哥华致公堂
、

满得科
、

旧金山
、

植香山
、

红 约等埠也闻风而起
,

众挚义兴
。

是役据黄

兴
、

胡汉 民海外报告 书统计
,

共支 出 18 7
,

63 6

元
,

而 美洲华侨捐助 77
,

00 0元⑧
,

占全球各

地华侨捐款之第一位
.

@

起义失败后
,

孙中山仍 然决 定 继 续 筹

款
,

准备再举
.

1 9 1 1年春
,

他走遍 了加拿大

和 美洲东部各地
,

5 月又重游旧金 山
,

在丽

禅戏院开演讲会
。

7 月
,

联合美国同盟会和

致公堂在旧金山组织 洪 门会筹怕局 (村外称

国民救济局 )
,

并宣布
“

缘起
”

和章程
。

他

在缘起中指 出
:

最近广州
`

三
·

二九
,

一役

为何失败 ?
“
实财力不足

,

布阵未周也
。

内

地同胞
,

久在苛政之下
,

横征暴效
,

剥皮及

骨
,

遂至民穷财尽
,

固无从厚集资
,

而为万

全之布置也
。

故输财愉
,

以补内地同胞之所
-

不逮
,

实为我海外华侨之责任
,

义 不 能 辞

也
。 ”

希望美洲各地的华侨能
“

揭力向前
,

踊跃捐货
,

以助革命大业
。 ”

L接着
,

孙中

山与筹怕局其他三位成员
,

分途前往 美国南

礼各埠演说
。

于是
,

洪门筹怕局
“

自开始筹

怕之 日至九月 ( 阴历 n 月 ) 广 东光复为止
,

、

共得捐总数为美金 14 4
,

13 0
.

41 元
。 ”

⑧
“

中

南美致公堂均有捐款
,

尤 以墨西哥致公堂为

多
。 ”

@ 这笔巨款
, “

于辛亥各省 义师之发

动
,

… ,’’ 至有力焉
。 ”

L

辛 亥革命失败后的讨哀运动
,

美洲
“

国

民维持会所幕集晌
,

至衷世凯死 日为止
,

前

后 共汇 东京本部收者
,

约 日金 12 。万元
,

其

中由子超先生 于民国五年归 国时亲呈 总理者

18 0 ,

00 0元
,

实占是投海外南北各地总支部筹

怕成绩之 第一位
。 ”

L

美洲华侨捐资以助革命何以如此热心 ?

洪门筹怕局发起人之一爱 国华侨 司徒 美 堂
-



说
: “

当时很 多人奇怪华侨会这么热心 … …

我想
,

不奇怪
,

其实是帝国主 义
`

教训
’

的

必然结果
。

我们深知国京不强之可耻 可痛
,

要泄肚就要捐钱
。 ”

L

五

美洲华侨除政治上热情宣传
、

经济上踊

致捐款外
,

还在人力土积极参加孙 中山领导

的革命武装斗争
,

即使流血栖牲
,

也在所不

辞
。

为 了支援国内人 民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

命斗争
,

美洲华侨就在侨居地对清廷钦差和

保皇党的反动行径展开针锋相甘的斗争
,

.

例

如
, “

清廷钦差伍廷芳 1 9 0 8年到波士顿唐人

街
,

几被华侨喝打 ;
康有为的保皇党党徒欧

果甲
、

徐勤混入 《 大同 日报 》
,

被 发觉
,

几

被送掉生命
。 ” ⑥ 1 9 1 0年 10 月初

,

清海军事

务处大臣载询贝勒赴美考察经旧金山时
,

几

被同盟会 员邝佐 治所暗杀
。

华侨革命志士不顾个人安危
,

不怕流血

栖牲
,

用殴打或暗杀的手段进行斗争
,

虽说

不能达到推翻清朝反动统治的 目的
,

更不能

从根本上改 变旧的社会制度
,

但在 当时的历

史条件下
,

这种斗争手段的精神仍是难能可

贵的
。

况且
,

他们也并非单独以此手段展开

斗争
,

而是将它同式装斗争 紧密结合起来
。

1 8 9 4年
,

孙中山 自首创兴中会于檀香山

始
,

就以式装斗争夺取政权竹为革命的首要

任务
,

而 爱国华侨则是他领导的 多次武装起

义的骨干力量之一
。

如 1 8 9 5年孙中山在广州

发动 的第一次武装起义
,

参加者主要是偕同

他一道 回 国的檀香山华侨邓荫南
、

宋居仁
、

夏百子
、

陈南
、

侯艾泉
、

李祀
、

何旱等人
。

宋居仁等负责联络会党工作
。

陈南
、

陈清 (横

滨侨商 ) 在广州东门外咸灯枉张公馆设立机

关
,

配制炸药及制造炸弹等
。

这次起 义因事

不密 而未发难即遭失败
。

尔后
,

邓荫南
、

宋

居仁子继续在两广一带联络会党
,

响应 1 9 0 1

年的惠州起义和 1 9 0 3年的广州起义
。

又和
,

1 9 1 1年 8 月武昌起义爆发的消
.

岛

传 到海外
,

美洲华侨为 了以实际行动推进革

命的发展
,

1 0 0多人陆续 自动回到香港
,

成立

华侨炸弹队
,

初拟进攻广州
,

后 闻广州反正

而改为北伐华侨炸弹队
。

该队后 又改为营
,

加上 以后相 继回 国加入的华侨青年共 3 00 多

人
,

于 1 9 1 1年冬在下关附近击退 了日本舰 队

的挑畔
,

把 日本侵略军打得大喊救命而逃回

日舰
。

几天后
,

日舰慑于我国民气高涨的形

势
,

终于无声无息地撤走
。

日本领事也悄悄

溜回南京
。

辛 亥革命胜利后
,

由于哀世凯的窃国盆

权
,

孙中山于 1 9 1 3年 7 月发动讨袁的
“

二次

革命
” ,

并号召华侨回 国参加倒哀运动
。

当

他派夏重 民和胡汉贤在美洲从事组 织 工 作

时
,

来自
“
餐馆的服务员

、

农场的工人
、

猎

手
” L和

“

加拿大华侨青年响应 了 这 个 号

召
,

有 3 6 0名青年报名参加革命
,

组织 了华侨

义 勇军敢死队
。

他们先到 日本受军事训练五

个月
,

基本上掌握 了军事知识后
,

才从 日本

回 国
”

·

⑥
,

在山 东滩县周村继续训练
。

当他

们正要出发进攻济南时
,

哀世凯突然死 oT
后 来

, ·

他们奉孙中山 电召
,

开往上海集中侯

令
。

此外
,

辛 亥革命前 夕
,

美洲华侨经孙中

山号召
,

自1 9 1 1年至 1 9 2 1年 9 月
,

共组织 空

军回 国参战五次
.

第一至第四次 因技 术 欠

精
,

或组织 欠善
,

或时间过短
,

均无实效
。

至
“

民九九 月陈炯明自阂师讨莫荣新一投
,

张惠长
、

杨仙逸
、

陈庆云陆续 笃驴 飞机轰炸

莫军
,

立功至伟
” 。

他们在广州德宣街督军

公署投下的炸弹成为
“
广州有史以来之 飞机

炸弹之第一声
。 ”

美洲华侨这种杀身成仁
、

前仆后 继的革命精神
,

震动 了全球
,

惊骇 了

清廷及北洋军阀
。



六

在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

美

洲华侨是做出 了巨大贡献的
。

新 中 国 成 立

后
,

强 大的社会主义祖 国
,

成 了广大海外侨

胞的靠山
。

美洲华侨和 全球各地侨胞一样
,

热爱中国共产党
,

心向伟大祖 国
,

积极支援

和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

并对发展我 国

人民同华侨所在国人 民的友谊
,

加强我 国同

华侨所在 国的友好关系
,

促进 中外经济文化

交流等方面
,

都做 出 了显著的贡献
。

但是
,

林彪
、 “

四人帮
”
出 自阴谋墓党

夺权的反革命 目的
,

竟然肆无
,

总惮地残踏
、

破坏党的侨务政策
。

他们炮制所谓
“

海外关

系
”

是
“

反动的政治 关 系
” ,

有
“

海 外 关

系
”
的人是

“

反动的社会基础
”

等谬论
,

把

广 大华侨
、

归侨和侨眷的正常书信往来说成

是
“

里通外国
” ,

把华侨的聘家 〔̀款说成是
“

特

务经费
” ,

从而将他们 当敌人
,

实行残酷打

击
,

无情迫害
,

致使华侨的爱国主 义热情和

归桥
、

侨眷的建设社会主义积极性受到严重

牲伤
。

粉碎
“

四人帮
”
后

,

广大华侨
、

归侨

和侨眷才重 见天 日
。

当前我们一定要继续肃

清
“

左
”

的错误影响
,

同 时
,

我们也坚信
,

当年

受过孙中山教育和影响的美洲华侨
,

将会更

进一步与海 外其他地 区的侨胞一道
,

积极支

特桥居 国的反殖反霸斗争
,

继承和发扬爱国

主义的尤荣传统
,

与祖 国人民更紧密地团结

起来
,

为加速我 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

献力量
。

福建
、

广东两省华侨人数众 多
,

在社会

主义四化建设中
,

充分发挥华侨 多的长处
,

正确贯彻侨务政策
,

搞活衬外经济活动
,

促

进我省的繁荣富强
,

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
,

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当时能 够 做 到 的

事
,

今天我们无产阶级的革命者也一定能够

做得更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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