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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起义后华侨对广东光复和

反 袁 斗 争 的 贡 献

黄庆云

乙

����年��月�� 日
，
孙中山先生从美国报纸上得悉

“
武昌为革命党占领

” 的消息后
，

认为他当时的任务主要是争取列强的支持
，
于是把美洲的筹款工作

，
交由张蔼蕴

、

赵显

等负责
，
自己转赴英国进行外交活动

，
分函伦敦

、

纽约
、

旧金山
、

新加坡
、

西贡和马来

亚等地华侨
，
呼吁给予中国革命以财政上的支持

。

并指示黄兴负责领导湖北革命军对清

作战
，
胡汉民

、

朱执信等相机争取广东反正
。

说明他当时并没有放弃领导中国人民推翻

帝制
，
建立共和国的总任务

。

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
，
争取

“
世界列强赞成中国

革命
” ，

这完全是一种幻想
。

武昌起义后
，
爱国华侨继续积极支持革命

、

参加革命� 对各 省 光 复
、 “ 二 次 革

命
” 、

讨袁和护法之役
，
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
这是海外华侨爱国

、

革命精神的继续发

扬
，
也是孙中山先生多年华侨工作结出的花果

。

武昌起义后
，
孙中山先生为了保卫革命成果

，
保卫民主共和制度

，
对北洋军阀

、

西

南军阀
，
发动多次武装斗争， 而发动的基地

，
主要是在广东

。

本文只在华侨对广东光复

和反袁斗争中的贡献
，
进行初步的探索， 试图说明当时爱国华侨怎样有功于广东地区革

命运动
，
说明孙中山先生领导华侨进行革命的功勋

。

武昌起义消息传到海外
， “ 华侨奔走相告

” ，
纷纷集会庆祝

，
游行示威

，
扯下清朝

龙旗
，
挂上革命旗帜

。

美洲各地华侨听到各省起义连续胜利的消息
， “ 人人手舞足蹈

，

企望革命军成事
，
且特排列队伍游行中国街衙

，
以表庆祝之忱

。 ” ①爱国热悄高潮的海
外华侨

，
还积极捐款

，
支持革命

。

当时
，
在美洲筹款的张蔼蕴

、

赵笠等
， “ 为筹款事辗转各埠

，
候车仅七时之久

，
即

① 《 神洲日报 》 ����年��月��日



已集有巨坎
� 该埠之华侨仅六人而已

。

及抵巴士杰埠
，
全埠华人

，
咸表欢迎

，
有不辞百

余里之远而至者
。

十九 日晚
，
公泛

、

赵演说
，
当场劝捐

，
得良数千元

。

更由众议决
，
将该

处所存公款
，
尽数拨充军铜

。

该埠华人
，
亦仅数十人而已

。

其尤奇者
，
有七岁童子

，
倾

囊得五元五毫
，
尽助军铜

。 ” ①武昌起义后 ，
美洲华侨筹捐美金四十万元

，
大力支持

。 ②
据英国驻南美秘鲁公使密呈英外交部称

� “ 近来中国革命消息
，
引起此处华

，

侨非常

之注意
，
传布赞成革命党之事甚多

。
如本署所用之华仆

，
已将两月薪资捐助革命军

。 …

…阅此处华侨所捐之实数，
在利玛伊奎瓜及瓜基亚基三处数百人

，
已捐一百万镑

，
交革

命军财政处备用
。 ” ③

庇能东南亚同盟会总部收到��月� 日从武昌
、

上海打来的电报
，
要求财政上支援

，

即汇二万元 �新加坡币�到上海
，
应付紧急的需要

。 ④西贡兴仁社， �
、
�月间

，
已筹

得十万元，
一

武昌起义后
， “ 再筹得二十万元

，
悉数汇回祖国

，
以裕军需

。 ” ⑤苏门答腊
棉兰大资本家张榕轩

、

张耀轩兄弟
，
捐巨款给孙中山

。 ⑥仰光同盟会汇港币一万元 �缅

币��万元�至香港 《中国 日报》 转交孙中山先生
。 ⑦��月中旬

，
缅甸同盟会发出告全缅

同胞书
，
指出

�
临阵诸君

，
舍身救国

，
吾济是黄帝子孙

，
筹纳接济

，
断难放弃责任

。 ”

华侨响应
，
踊跃捐输

，
共捐得四十万元 �缅币�⑧

武昌起义后四个月时间
，
海外同盟会汇返华侨捐款共有二百三十八万元港币

。

在这

个总数中
，
东南亚华侨筹募的共有八十七万八百十六元港币

， 其中汇到香港的廿三万多

元
，
汇返广东政府的廿五万元

，
汇交孙中山先生的五万元

。

其余汇到福建和上海
。 ⑨又

一个统计
，
辛亥一岁中

，
南洋华侨所输于革命之资

，
可达五

、

六百万元
。

晒

侨居 日本横滨等地爱国华侨
“ 叱祖国风云 日急

，
愤激异常

”
组织

“
决死 队

”
归 国

参加革命战争
。

南洋各岛
， “

侨胞闻风兴起
，
不少人自动返国

，
参加实际行 动

。 ”
�

新加坡华侨
“
自备川资回国从戎护的

， “
前后相望于道

” 。 ⑩缅甸同盟会分 会 号 召 盟
员组织两队

“ 义勇军 ” ，
分别返福建

、

广东参加革命
。

武昌起义后
，
约一个 月 内

，
马

来亚华侨约有二千人回国参加革贰 ⑩美洲同盟会总部 ，
组织华 侨 革 命 飞 机 团

，
回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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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参加革命 ，
并以

“
美洲三藩市飞行器公司

”
名义

，
筹募经费

，
征集飞行

、

助理人员
。

①各地华侨陆续到香港集合 ，
成立华侨炸弹队

、

敢死队
，
准备配 合 广 东 民 军 进 攻 广

州
。 ·

武昌起义后
，
南方革命党人

“ 旦夕筹谋进攻�‘ 州
” ，

心����盟会在香港的南 方 筹 备

部
， “

急遣各同志潜赴广东各属迅速发难响应
。 ” ③ “

米执信
、

胡汉民等计 划 广 州 起

义 ” ，
陈炯明

、

苏慎初
、

姚雨平和张酿村等
，
分别在东江

、

北江
、

西江和潮梅地区筹划

起义④
香港同盟会总机关

、

决定先在香山 �今中山县�发难
，
由林君复

、

郑彼岸等主持
。

起义费用
，
得到海外华侨的源源接济

，
枪械弹药

，
从香港

、

澳门运入石岐等地
，
供应民

军
。
起义的民军不少华侨参加� 特别是参加石岐起义的豁角乡民军 中

，
不 少 是华 侨

，

且由华侨刘卓棠统率的
。

�月 � 日
，
石岐光复� � 日改编民军为香军

，
任鹤年为司令

，

由林君复
，
郑彼岸率香军一部支援广东光复⑤

雅加达华侨吴伟康募捐二万多盾
，
回港参加革命⑥张酿村在潮汕发 动 民 军 起义

，

就是得到吴伟康带回的华侨捐款支持
。 ⑦逼罗华侨陈涌波 ， “

回潮组织 武 力
，
被任为

标统
。 ”

林激真等
“
率队参加光复汕头

。 ” ⑧在光复潮汕的民军中，
不少爱 国 华 侨 参

加
。

发动黄岗起义的华侨许雪秋
、

谢逸桥和归国华侨陈芸生
、

辛子基等也率领民军起义

响应
。

潮汕光复
，
华侨做出贡献

。

陈炯明发动惠州民军起义
，
也得到南洋华侨巨额捐款的支持

。

当时
，
林激真从安南

携回华侨捐助巨款
，
进行发动工作

。 ⑨回国参加革命的华侨王兴中，
接到华侨捐款支持

后
，
在新安官斓牙发动民军起义

，
攻占新安县城

。

妙

唐浦珠发动钦州民军起义
，
也是得到越南华侨人力

、

物力的积极支持
。
叮

‘ 。

华侨李海云
，
于黄花岗起义失败后

，
返家乡台山

，
联络归侨

、

侨属
、

商界
、

学界
、

发展革命组织， 在台山
、

开平
、

新会一带
， “ 计人会者

，
每县在三数百人以上

。 ” ⑩武
昌起义后

，
他担任三县的军事司令

，
负责领导三县的光复工作

。

�月初
，
广东民军四起

，
南海

、

番禺
、

顺德民军
， “
威迫省垣

，
广州一隅势成孤立

。 ”

在广州的革命党人进行 部 署
，
侯机 举义

。

�月 � 日 夜 里
，
黎 普 等 召 集 党人 在 广州

桂香街举行会议
，
密商起义计划

，
用武装力量光复广州

，
决定 � 日发难� 并 派 人 到 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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勺

��、�

山
、

惠州
、

肇庆等地
，
与民军联系

，
会师广州

，
当夜

，
广州革命空气紧张

，
两广总督张

鸣岐
“
微眼遁走

” � 州府大员
，
狼狈逃窜

。
� 日

，
黎普以民军统领名义

，
命令宋永汉所

部监视龙济光部队
，
统率民军

，
攻占水师行台�

并派人分别收缴
，
衙署 枪 枝

，
增 强 实

力
。

他听到部分济军抢劫藩库
，
即率骑兵

，
驰往截击

，
保住藩库， 并在藩署成立民军统

领部
。
� 日晚

，
广州全城光复

，
出示安民①这支光复广州的民军，

也有华侨参加
。

广州光复
，
全省各地革命党人迅速响应

，
全省光复

。

广东光复
，
华侨和全省人民一

道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

广东光复后
，
首先碰到的是财政上的困难

。

这因张鸣岐等席卷库良逃亡
， “

全城官

库
，
仅得万元

。 ” ②加上民军云集广州 ，
军铜政费

，
支出浩大

。
这主要是由香港商人

，

各地华侨和广州商民捐助款项解决
。

�月�� 日
， “ 港商就把募集 到 六 十 余 万 运 到 广

州
。 ” ③广州 “ 九善堂总商会七十二行商皆允竭力筹募

。
土丝行认军铜十万金

，
并有某

殷商担任代募二十万
。 ” ④

新加坡华侨成立粤
、

闽保安筹铜局� 广东籍华侨
“
筹款二十余万元 ” 。 ⑥ 马 来 亚

华侨汇返广东捐款共有二十三万四千元 �新加坡币�
。 ⑥荷印巴达维亚书报 社 ，

两 次

汇返华侨捐款二万六千元
，
交胡汉民都督

。 ⑦缅甸华侨在辛亥革命时期 ， “
捐款共约二十

万元港币
。 ” ⑧遏罗华侨郑智勇， “

复以华逼通商轮船公司自己股份拨出一百万元
，
捐

与广东都督府
。 ” ⑨檀香山华侨 ，

设立
“
广东筹铜局

，
专任筹款

，
以办广东善后

。 ” ⑩
旧金山中华会馆局筹款

，
电汇三次给广东都督胡汉民

，
共十三万元

。

�美洲洪门筹铜局
，

自辛亥年七月至十二月
，
共筹集美金十四万四千一百三十元四毫

，
汇交香 港 《 中国 日

报》 和金利源商店，
支援广东地区革命运动

。

古巴同盟会以革命军筹铜局名义
，
于辛亥

八月发出筹晌紧急公告
，
即发孙先生制定的革命军筹铜局约章

，
号召华侨各界踊跃捐输

，

或购买金币券
，
以助兵铜

。 ⑩据 ���‘ 东财政司收支报告总册》 统计，
从 ����年��月 � 日

至��艺�年 �月�� 日
，
海外华侨为支持广东光复和广东军政府

，
捐款

、

借款共达一百七十

五万八千零九十九元五角四分⑩
广东军政府成立之初

，
为了解决财政上的困难

，
还发行革命债券

，
筹募公债五百万

元
。
据记载

� ����年 �月底以前
，
所筹得公债三百八十多万元中

，
海外华侨认购的达壹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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⑩ 《 广东财政司收入报告总册 �
�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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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五十九万多元
。 ①

广东光复
，
爱国华侨不仅在经济上大力支持革命， 不少人还回国参加政权建设

。

美

洲华侨黄芸苏担任广东宣抚使
、

温雄飞等担任广东临时参议会代议士
。 ②退罗华侨陈景

华任广州警察厅长
。

张永福回国任汕头市长等等
。 ③

武昌起义后
，
海外华侨为了推翻清王朝

，
建立民国

，
不少人回国参加广东北伐军

，

立下功勋
。

广东光复后
，
为了支援武汉地区革命军反清斗争

，
广东军政府组织北伐军

，
姚雨平

任北伐军总司令， 他在改编新军的同时
，

号召华侨回国参军
，
华侨热烈响应

。

邓寿南捐

出大部分财产， 荷属东印度爱国青年华侨
， 回广东参加北伐军的

“
不下千人

。 ” ④印尼
巴达维亚华侨书报社

，
多次介绍侨胞

“
回国效力

” ，
请胡都督派入兵工厂做义务工作

。

遏罗华侨三百人
，
回国参军

，
其中有八十多人参加华侨炸弹敢死队

，
随军北伐

。 ⑤南洋
归国华侨百余人

，
在香港组成华侨炸弹队

，
改编为北伐军华侨炸弹队

。
����年��月

，
姚雨

平率新编的北伐军从广州乘船出发
，
经上海到南京

。

广东北伐军的组织成分有
�
同盟会员

、

三点会员
、

厂东新军
、

民军
、

华侨等五大部

份
。

参军的华侨多属受过孙先生的直接宣传和教导的爱国分子
。 ⑥

华侨炸弹队
， “ 北伐作战时

，
立功甚伟

。 ” ⑦广东北伐军开到南京后 ，
华侨炸弹队

就英勇击退 日本帝国主义的挑衅
。

一天夜里
，
日本海军在下关广东北伐经理局和华侨炸

弹队驻地附近
，
大肆骚扰

。

华侨炸弹队忍无可忍
，
痛打肇事的 日兵

。

第二天
，
日舰卸去

炮衣企图掩护 日军登陆， 日本领事离开南京去上海
，
想把事情扩大

，
以便讹诈

。

华侨炸

弹队沿江岸布防
，
准备迎头痛击

。

南京临时政府也表示抗议
。

几天之后
，
日舰悄悄地开

走， 日领事也回南京办公
。

这场斗争
，
狠狠打击 日本帝国主义的威风

。 ⑧
袁世凯为了夺取政权

，
反对孙先生当临时大总统

，
唆使北洋军阀联名通电

，
将死反

对共和
，
并中断南北谈判

。
孙先生对袁世凯的讹诈

，
异常愤慨

。
����年

， �月�� 日
，
孙

先生宣布自任北伐军总指挥
，
并制定了六路进军计划

。

在南京的广东北伐军奉令渡江北

伐
。
�月中旬

，
广东北伐军和江北的北伐军合作

，
在固镇和宿州

，
连 战 皆 捷

。
�月 初

，

再攻下徐州
。

围攻南京的清军头子张勋败走济南
， “

京津震动
” 。 ⑨广东北伐军 ，

声威

大振
。

以上事实
，
充分说明

�
武昌起义后

，
海外华侨爱国

，
革命热情继续高潮

，
积极支持

①邱捷 � 《 广东军政府初期的财政状况 》 ， 《 纪念辛亥革命七 卜周年史料专辑 》 上
，
���页

。

②梅乔林 � 《 开国前美洲华侨革命史略 》 。

③宋哲美 �

�新加坡为革命活动基地之一 �
。

④廖嗣兰 �

�辛亥革命前后荷属东印度华侨情况的回忆 》 ，

《 广东辛亥革命 史料�
，
���页

。

⑤�泰国革命活动 》 。

⑥肖平 � 《 广东北伐军见闻录�， 《 广东辛亥革命史料�
，
���页

。

⑦姚雨平 � 《 武汉起义后广东出师北伐的经过 》
⑧肖文 � 《 广东北伐军见闻录 �， 《 广东辛亥革命史料 》

�

���一���页
。

⑨李西屏 � 《 武昌首义纪事 》 ， 《 辛亥首义回忆录 》 �四�
，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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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国革命
，
参加革命斗争

。

特别在斗争激烈的广东地区
，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

在中外反动派联合的压抑下
，
加上革命派内部右倾势力的增长

，
孙先生被迫让位于

表示 “ 赞成共和 ” 的袁世凯
， “ 冀其自新

” 。

消息传到海外
，
华侨纷纷函电 “ 质疑

” 。

孙先生以大局为重
， ����年 �月�� 日

，
复函海外华侨详加解释

。

说
�
推翻满清

，
建立民

国
，
目的已达

。

总统是国民公仆
， “ 当其才者则选焉

” 。 “
前日

�
袁君为民国之分子

，

量才而选
，
彼独贤劳

。 ” “ 总统既非酬廉之具
，
袁君即为任劳之人

。

宜 敬 观 其 从容敷

施
，
以行国民之意

。 ” ①这 充 分 表现 了 孙 先 生对袁世凯的反动面目认识不足
，
对掌

握革命政权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

认为建立民国
，
就是大功告成， 在中外反动派联台压抑

下
，
把政权让给袁世凯

，
幻想

“
实业救国

” 。

这也反映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

局限性
。

����年 �月 �日
，
孙先生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后

，
想以在野之身

，
从事实业建设

，

使祖国臻于富强之境
。
他认为

“
今 日共和初成

，
兴实业实为救贫之药剂

，
为当今最要之

政策
。 ” ����孙先生在解职后短短的几个时间

，
奔走半个中国

，
为

“
利国福民

”
而奔

走呼号
。
在孙先生的倡导和支持下

，
革命党人组织各种实业团体

，
联合华侨资本

，
开始

掀起一种兴办近代工矿企业的热潮③
在广东地区兴办实业的热潮中

，
爱国

、

爱乡情重的华侨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
做出了

重大的贡献
。

邓泽如借护送眷属回乡之便
，
在广东恩平等地

，
考察矿务

， 筹划吸收华侨

资本
，
投资广东采矿工业

。 ④广东军政府财政司长李煌堂 ， “
洁身而退

” ，
专心从事开

发实业
” ⑥外交司长陈少白也 “

辞谢政治任务
” ， ⑥两人独资或合资开办了多种企业 。

广州河南南箕乡邓风挥
，
在孙先生

“
实业救国

”
的思想影响下

，
动员他 在 越 南

、

新加

坡
、

加拿大的亲友
，
带资金

、

设备和技术回国
，
在河南鳌洲正街开设

“ 广东兄弟创制橡

胶公司中国第一家
” 。

这是我国国内首创的橡胶工业
，
生产胶牙托和胶鞋底

，
产品风行

全省及华南地区
。 ⑦这是爱国华侨在武昌起义后 ，

广东地区发展新兴工业的一个实例，

也说明爱国华侨发展广东地区实业的热情和贡献
。

同时
，
给我们在今天发展广东新式工

业的工作
，
一个很好的启发

。

二

二

正当孙先生鼓吹
“
兴实业

” 的时候
，
宋教仁识极着手改组同盟会

，
幻想通过

“ 新旧

① 《 孙中山致海外华侨书 》 ，
民国元年二月二十口 �影印原件�

。

② 《 民立报 》 ����年 �月��日
。

③章开源等 � 《 从辛亥革命看民族资产阶级的性格 》 ， 《 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 念论文集 》 一

仁
，

��

页
。

①邓泽如 � 《 中国国民党二十年史迹 》 ，
别页

。

均冯自由
� 《 革命逸史 》 初集 ，

���页
。

⑥邹鲁� 《 中国国民党史稿 �第 �篇
， ����页

。

⑦黄曦晖 �

嘴广州市工商业辛亥范命前后发展实例�
。



合作
” ，

建立第一大党� 进而组织责任内阁
，
以分取袁世凯的政治权力

，
实现资产阶级

�仁和国方案
。

经过几个月的努力
，
联合统一�鱿和党

、

国民共进会
、

�亘民公党
、

共和实进

会等
，

改组为国民党
。
����年 �月�� 口

，
在北京召开成立大会

，
选孙中山为理事长

，
黄

兴
、

宋教仁为理事
。

党员人数众多
，
在临时参议院占有三分之二议席， 并拉拢赵秉衡内

阁的多数阁员加人国民党
。

这样
，
国民党就逐步向一个官僚

、

政客
、

资产阶级小资产阶

级分子
，
以及豪绅

、

土棍的混合体的方向演变
。

它虽然发展很快
，
但与广大革命群众的

距离却越走越远了�

孙先生对同盟会的改组
，
曾有过不同的意见

。

但国民党成立后
，
他对宋教仁的政治

活动是支持的
，
他大力宣传中国应

“
实行

”
内阁制度， 并把袁世凯爪牙的赵秉衡内阁视

为 “
国民党内阁

” ，
号召全党同志

“
全力赞助

” 。 ①他致函南洋，
要求海外同盟分支组

织
，
即 日改称 “ 国民党南洋支部

” ，
以与国内相统一

。 ②同盟会改组，
也得到南洋英殖

民政府公认
，
准予公开注册

， “
于是各埠设立国民党支分部凡百余机关

。 ” ③
����年 �月�� 日

，
袁世凯主使他的爪牙在上海火车站刺杀宋教仁， 接着秘密下动员

令和大借外债
，
决心用武力消灭南方的国民党势力

。

宋案和非法大借款
，
粉碎了孙先生

和平建设
，
实业救国和资产阶级政治家们的 “ 议会政治

” 的幻想
，
使一些真诚的革命者

重新走武装革命的道路
。

孙先生首先主张武力讨袁
，
发动

“
二次革命

” 。
�月�� 日

，
孙先生从 日本返上海

，

在黄兴寓所召开紧急会议
，
力主闽

、

粤
、

袱
、

湘
、

皖五省同时起兵
，
推翻袁世凯反动统

治， 并揭露袁世凯通过借款发动内战的阴谋
，
宣布

“
善后借款

”
违法

，
中国人民绝不承

认
。

国内人民和海外华侨纷纷集会响应
。

但 由于国民党内部意见分歧
，
人心涣散

，
迟迟

不肯举兵
。

袁世凯于 � 日免去李烈钧
、

胡汉民
、

柏文蔚职务
，

并派兵南下
。
�月�� 日

，

南方国民党人仑皇应战， 但彼此之间互不统属
，
涣散无力

，
不到两个月

， “
二次革命

”

就完全失败了
。
孙中山

、

黄兴逃亡国外
。

当时
，
在国内的资产阶级对

“ 二次革命
”
是维护民主共国的第一次武装反袁斗争

，

是认识不足， 还醉心
“
振兴实业

”
的美梦

。
因此

，
不少人对

“
二次革命

”
态度是沉默

、

观望
。

广东宣布独立后
， “ 有商人反对

。 ④这种情况 ，
对海外华侨不无影响

。

然而追随

孙先生革命的爱国华侨
，
对孙先生发动的

“ 二次革命
” ，

还是捐款支持的
，
特别是

“
劳

动阶级分子
” 。 ⑤但由于时间短促 ，

未能及时将捐款汇返祖国
，
供应军晌

。

南洋解雳华

侨于南京宣布独立时
，
汇款五千元到

�

��海
， “

交昊世荣转交军前
。

但款到时
，
南京已取

消独立
， “

款留昊君手中
” 。 ⑥

①孙中山 � 《 国民党当以全力赞助政府 》 ，

黄季日�编
� 《 忆么现全集 》 ，

下
�，

旬�致南洋同志书 》 ，

邹仓
� 《 中国国民党史稿 》 第 �谈

，
�，��百 。

勺黄警顽
� 《 南洋解雳华侨革命史绩 》 。

刃《 时报 》 ����年 �月��
、
��日

。

⑤罗翼群 � 《 有关中华革命党活动之回忆 �， 《 广东文史料�第��辑
，

��页
。

⑥孙中山 � 《 致群雳燎同志函 梦，
�影印原件�

。



“ 二次革命
”
失败

，
孙先生毫不气馁

，
劝告党人继续努力

，
函告南洋党人

， “
既不

可因失败而灰心
，
亦不能以困难而缩步

。

精神贯注猛力向前
，
应乎世界进步之潮流

，
合

乎善恶消长之天理
，
则终有最后成功之一 日

。 ” ①南洋华侨对 “ 二次革命
” 的失败

，
观

感虽不尽同， 但在孙先生的感召下
，

仍表示愿继续为革命而奋斗
。

邓泽如
、

郑螺生
、

李

源水等
，
态度最坚决

，
在华侨群众中进行反袁宣传活动最积极

。 ②美国华侨举行 “
二次

革命纪念大会
” ，

宣扬祖国人民反袁斗争
，
侨胞踊跃参加

。 ③美洲国民党支部，
在袁世

凯下令解散国民党之后
，
布通告

�

提议修订美洲支部规约和分部通则
，
奉孙先生为全党

之指挥
，
统一制度

，
一致行动

，
与袁贼对抗

。 ④在革命低潮中，
爱国华侨坚决拥护孙先

生
，
坚持反袁斗争

� “
疾风知劲草

” ，
华侨爱国

、

革命精神
，
使人敬佩�

孙先生鉴于国民党的复杂
、

涣散
，
没有统一意志和战斗力

，
在东京召集革命党人

，

总结经验
，
检讨得失

，
决定重新建党

，
策划

“ 三次革命
” ， 派员分赴各省秘密发动武装

讨袁工作
。

����年 �月
，
孙先生派邓仲元由东京返香港负责军事

，
成立军事指挥机构

，
并担任

中华革命军广东总司令
。

他和朱执信协力策动陆军
、

警卫军和各地民军相机起义
。
仅仅

三个月时间内
，
潮州

、

惠州
、

吴州
、

电白
、

信宜
、

南海
、

番禺
、

三 水
、

顺 德
、

香山等

地
，
纷纷爆发了反袁武装起义

。

但 由于没有统一的行动计划
，
先后给入据广东的龙济光

派 “
济军

”
逐个击破

。 ⑤
����年 �月

，
孙先生致函南洋同志

，
告以组织中华革命党的工作

，
大体就绪， 并指

出
� “ 因鉴于前此之散漫不统一之病

，
此次立党

，
特主服从党魁 命 令

，
并 须 各 具 誓

约
。 ” ⑥并函海外华侨同志 ，

请汇款接济
。

怡保华侨同志
，
即电汇港币一万元到香港

。

⑦李源水 “ 已商允吴世荣君
，
将前汇宁之捐款

，

转汇东京
，
接济各贫苦同志

。 ” ⑧雪梨
国民公会

，
准备将洪门筹铜救济局所存余款汇还

。
�月

，
孙先生再函南 洋 霹 雳 华侨同

志
，
强调 “

此次立党与前此办法颇有不同
，
昔同盟会

、

国民党之组织
，

徒以主义为号召

同志
， ”
一不计品流之纯碎

。

故当时党员虽众
，
声势虽大

，
而内部分子意见纷歧

，
步骤

凌乱 ， 既无团结自治之精神
，

复无奉令承教之美德， 致党魁等于傀 儡
，
党 员 则有类散

沙
。 ” “

此次重组革命党
，
首以服从命令为唯一要件 ， 凡入党各员

，
必须 自问甘愿服从

文一人
，
毫无疑虑而后可

。 ” “
无取浮滥

，
以免良荞不济

。 ” ⑨这说明 孙 先 生 重新组

党
，
是出于坚持革命

， “
以竟辛亥之功

”
的苦心

。

但 由于时代
、

阶级的局限制性
，
他没

①邓泽如编 � 《 孙中山二十年来手扎 》 ，
影印版

，
卷二

。

②罗翼群 � 《 有关中华革命党活动之回忆 �
，

�广东文史资料 》 第��辑
�

⑨陈直夫 � 《 华侨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 �
，

��页
。

④ 《 美洲支部通告 》 。

⑤罗翼群 � 《 有关中华革命党活动之回忆 �
�

《 �“ 东文史资料�第��辑
，

⑥黄警顽 �

南洋华侨革命史绩 �
。

⑦陈直夫 � 《 华侨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 》 ，

洲页
。

⑧孙中山 � 《 致李源水函 �，
民国三年四月十八 ��

。

⑨黄赞顽 � 《 南洋华侨革命史绩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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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认识
“ 二次革命

”
失败的根本原因

，
没有正确总结失败的经验教训

，
却走到以我为核

心
，
个人崇拜的一端

。

然而孙先生和中华革命党人
，
在艰难困苦的岁月里

。

坚持革命斗

争
，
发挥了武装倒袁的先锋作用

，
在近代中国民主革命史上

，
立下功勋

。

����年 �月 � 日
，
中华革命党在东京筑地精养轩正式成立孙先生被选为总理

。
�月

�日
，
发表 《中华革命党宣言》 ，

通告海内外
，
宣布中华革命党成立

，
所有国内外国民

党组织未经解散者
， “ 一律改组为中华革命党

” 。

指出这次组党办法
， “

务 在 正 本清

源 ” ， “
屏斥官僚

” 和淘汰伪革命党
” 。 ①中华革命党坚持武装革命路道 ，

指出
� “

国

事未定
，
则吾人须有不可侮之实力 ， 质言之

，
即是武力

。 ” ②宣布国内各支部专从事组
织武装讨袁

，
海外各支部负责筹款接济� 把一切工作转移 到 反 袁 武装斗争方面

。

派员

到国内各地发动武装起义
，
派朱执信

、

林森等分赴南洋
、

美洲等地
，
向华侨宣传革命

，

发展党务
，
筹集经费

。

又以在南洋殖民政府注册困难问题
，
指示南洋同志

，
充分利用海

外国民党合法地位
， “

毋庸改组
，
以免枝节

。 ” ③这时 ，
美洲有 《民国杂志 》

、

新加坡

有 《国民 日报》 发刊 ， “
使本党之主义得以益明

，
袁世凯之恶得以尽暴

。 ” ④
朱执信和邓泽如到南洋各埠筹款

，
半月筹得四万余元

。

孙先生致函邓泽如
，
使组织

筹铜局
，
统一筹集革命经费

，
然而

，
在南洋

，
熊克武等成立

“ 中华水利促进社 ” ，
到处

筹款
，
名义上为了发展国内水利建设

，
实则与孙先生的中华革命党对抗

，

从事派系分裂

的政治活动
，
在华侨中造成混乱

，
破坏孙先生在南洋华侨中发展党务和筹款计划

。 ⑤当
时侨胞不察

，
以为

“
欲谋国是

，
无论何人

，
皆当尽力赞助

，
无分彼 此

，
以 表 救国之诚

意
。 ” ⑥这留给我们一个经验教训 。

����年 �月
，
袁世凯为了做皇帝

，
投靠 日本帝国主义

，
承认

“
廿一条

” ，
激起全国

人民的反抗
，
游行示威

，
罢工抗议

，
抵制 日货

，
汹涌全国

。

海外爱国华侨迅速响应
。

旧

金山
、

纽约
、

菲律宾和 臼本等地华性和留学生
，
纷纷成立

“
决死团

” 、 “
敢死队 ” ，

救亡团
” ，

明确提出
� “ 袁氏一 日不去

，
中国一 日不安

。

故惟首先除去袁氏
，
而后反对

日本
。 ” ⑦孙先生一面派员在国内发动武装起义 ，

一面派胡汉民往菲律宾
，
邓铿

、

许崇

智往南洋筹款
。

孙先生致函南洋华侨同志说
�

袁世凯承认
“ 廿一条 ” 必然称帝

， “
从此

中华民国名义亦将消灭 ” ，
一定要趁

“
内地不平之声甚烈 ” 的机会

，
发动讨袁起义

。

解

雳华侨迅速响应
， “ 筹募军精已达万金

” 。 ⑧��月�� 日 ，
孙先生复函檀香山 希 炉 华 侨

同志
，
指出

�
袁世凯复辟帝制已

“
真相毕露 ” ， “

民贼之亡
，
当在旦夕

。 ” ⑨希炉筹铜
局长黎协

，
积极筹款

。

于���了

①黄季陆编 � 《 总理全集�中， “
宣言

” ，
��一��页

。

② 《 致邓泽如及南洋同志书�， 《 孙中山先生二十年来手扎 �
，

卷三
。

③黄警顽 � 《 珊洋霹雳华侨革命史迹 》 。

④邹鲁 � 《 中国国民党史稿 》 第二篇 ， ���页
。

⑤罗冀群 � 《 有关中华革命党之回忆 》 ， 《 广东文史资料 》 ��辑 ，
��页

。

⑥ 《 民国十年在槟城书报社巡讲稿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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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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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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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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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孙先生策动反袁武装起义
。
����年��月以后进人高�朝

，
�二海

、

广东
、
山东斗争最为

激烈
。

在广东
，
讨袁军事由朱执信

、

邓铿 �仲元�负责
。
����年��月下旬

，
中华革命军再

度在惠州
、

博罗
、

佛山等地起事
。

到����年初
，

各地起义进入高潮
。

革命军叠在增城
、

新会
、

香山
、

宝安
、

佛山
、

清远
、

顺德
、

花具
、

肇庆
、

开平
、

鹤山
，

新 兴
、

高 明
、

恩

平
、

博罗
、

英德
、

电白等处
， “
或沟通军队

，
或联络民众

，
此仆彼继

，
再接再厉

。 ” ①
����年 �月

，
孙先生致函邓泽如说

� “
刻下决注全力于 粤省

，

旁及福建
。

闽
、

粤一

下
，
与云

、

贵打成一片
。 ”

并嘱积极筹款
。 ②又另函马尼拉华侨同志 ，

告以闽事由许崇

智负责
。 ‘

����年 �月
，
朱执信率队潜入广州附近之石湖村

，
谋取兵工厂

�
随后又袭击黄埔炮

台及南下的肇和兵舰
。
�月

，
广东钦州

、

廉州驻军宣布独立讨袁
。
�月

，
曾参加袭击肇

和兵舰的华侨敢死队
，
夜袭潮梅镇守使署

，
光复汕头

。

各地武装起义
，
连绵不断

，
使袁

世凯走狗的广东将军龙济光
，
疲于奔命

。
�月 � 日

，
龙济光为了保持他的统治地位

，
宣

布广东
“ 独立 ” 。

孙先生即函邓泽如
，
指出龙济光的 “ 罪恶

，
决不稍轻于袁

，
今为四而

民党
、

革军所迫
，
乃亦宣告独立

，
此较之辛亥时期张鸣岐之独立

，
尤难假借

。 ”
我们仍

须 “ 不避艰巨
” ，

继续努力
。 ③又致函旧金山 《少年中国报》 ，

告以决意�� 日离 日本返

国
，
亲自主持讨袁事宜

。

中华革命党发动讨袁
，

讨龙 �济光� 的武装起义
，
都得到海外华侨积极捐款支持

。

����年��月
，
南洋华侨闻广东革命军发动反龙斗争

，
即

“
由南洋汇款万金至港

” 。 ④
菲 律 宾

、

西 贡 华侨汇返款 项
，
达 四 万 元

。 ⑤ 袁 世凯接受廿一条后
，

孙先生分别致

函海外华侨
，
告以国内风潮激烈

，
人心激愤

，
机 不 可失

，

请为捐 款
， “ 以 助 军 需 ” 。

并函请庇 能 同 盟 会 分 会 将以前捐款购置的房屋二间变卖
， “

以为军用
” 。 ，

当时由

于 “
中华水利促进社

” 和欧事研究会干扰
，
在国外筹款产生种种困难但仍有不少华侨

，

支持孙先生反袁斗争的� 特别是中下层华侨
， “ 他们虽然能力有限

，
但一经宣传

，
皆倾

囊相助
。 ” 菲律宾华侨工人刘谦祥捐全年工资一千元

，
使孙先生深受感动

，
特函致谢

。

⑧檀香山希炉埠华侨汇返 “
日良一千二百八十六元五毫 ” 。 ⑦在中华革命党海外骨干分

子中
，
以霹雳埠镇区慎刚

、

吸桑南二人出钱最多 �每人皆捐十万元以上�
，
又如安南西

贡之李 卓峰
、

曾锡周
、

冯培生
，
安南堤岸之黄景南昏各出资数万

，
亦当时所罕见

。 “
故

中山先生自传件
�， 特表而出之

。 ”
非律宾华侨薛汉 英 汇 返 华 侨 捐 款 日 币 二 千 元

。

①马大中� 《 大中华民国史 》 ， 几” 页
。

均 ���� 《 孙中山先生二十年来手扎 》
�

卷二
‘ 、

⑧孙中山 � 《 致慎刚
、

螺生
、

源水汤 》 。

匆高维 �古应芬�
� 《 致华侨函 》 。

临黄珍吾
� 《 华侨与中国革命 �， ���页

。

⑥孙中山 �

�复檀香山希护同志函 》 ，
民国四年十月十五日

。

叻罗翼群
�

有关中华苹命党之回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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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①在孙先 ’
�

胜函电催促下
，
薛汉英又连续汇返捐款二次

，
合 月一万四千元

。

马六甲
，
麻坡等地

华侨
， “ 已议定墓捐及征抽出产品

、

店伴 止资之办法
” ，

爱国热情
，

闻者感动
。
岁����

年初
，
潮梅起义经费三万元

，
都是华侨捐助

。
�妾七中二万元

，
是华侨李思辕筹集的

。 ③
缅甸华侨成立筹铜局

，
筹集二十万元 �港币�

。 ④在袁世凯撤消帝制的前一天 ，
孙先生

还电三德市 《少年中国报�� ，
请将华侨捐款存款

“
尽买百马力以

�

仁适军 用 之 飞 机十数

台
” ，

迅速运回国内
。

����年��月
，
孙先生为了充实讨袁军费

，
派胡汉民

、

邓仲元等分别到菲律宾
、

南洋

等地筹寡革命公债
。

规定认捐十元以上者
，
发给革命公债券

，
革命成功后

，
政府负责偿

还
。

还规定认捐万
、

千
、

百元者
，
分别给金

、

良
、

铜质奖章
。

这种筹款办法
，
在海外华

侨中起推动作用
。

这次筹集的讨袁
“ 革命公债

” ，
即达一百七十余万元

。

其巾南洋华侨

认捐的达百多万元
。

其他各地华侨捐款
，
不断寄来

，
虽乏统计资料 � 但数目是不少的

。

单就美洲一地
，

汇 日木东京革命党总部的
，
就有一百二十万元 ， 另由林森带问的有十八万元

。

闻孙先价

复电陈其美
，
允汇款二十万元

，

支持江
、

浙革命运动
。

这些事实
，
说明中华革命党在上海

、

广东
、

山东等地发动的武装反袁斗争
，

都得到

爱国华侨大力捐款支持
。

特别在斗争激烈的广东地区
，
爱国华侨在经费上的支持更大 ，

这是爱国华侨爱国
、

爱 乡热情的表现
。

不少爱国华侨还回国参加反袁武装斗争
。 “

此次华侨归国效力者
，

美洲
、

南洋
、

吕

宋
、

安南各地皆有 ” ⑥
归国从军华侨分为两部

�

一部在广东
，

南洋英
、

荷
、

法领地华侨为主
，

美洲
、 「�本等

地华侨也不少 ， 另一部在山东
，
加拿大

、

北美华侨为主
，
南洋

、
日本等地华侨也不少

。

在广东方面
，
罗金兰等领导的华侨决死队

，
参加奖击肇和舰和光复汕头

，
立下功勋

。
�

‘ �

东陆军团长莫擎宇强霸汕头
，
接任潮梅镇守使� 中华革命军不愿因此

“
内战

” ，
退出汕

头
。

华侨决死队多返家 乡纠集兄弟
， “ 以助大军 ” � “

如吴业刚
、

李子 华 等 之 两攻江

门
，
其功尤著

。 ”
袁世凯死后

，
华侨决死队

，
邝分入石龙助邓仲元作战

，
部分归周之贞

的华侨护国军
， “

皆有战绩
” 。

山东的一部
， “

滩县既下 ” ，
编为华侨义勇团丈队

，
由

夏重民
、
黄伯度等率领， 胡汉贤等�余人组织飞行队

，
均参加东北中华革命军

。 “
华侨

之勇心热力
，
益为同志所敬重

，
世人所惊服矣

。 ” ⑦在广东 ， “
海外华侨组成华侨讨龙

军
，
以周之贞任总司令

” ， 缅甸华侨黄 日初
、

赵 ’�荞持
、

邝光熙等二十人
，
参加华侨讨龙

尸

�丫

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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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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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

狡
收死队

， “
一直坚持到袁世凯暴毙和龙济光垮台为止

。 ” ①
中华革命党领导下的武装起义蓬勃兴起

，
增强孙先生的信心

。
����年��月�� 日

，
孙

先生复函菲律宾华侨同志叶独醒
，
认为

“ 陕
、

蜀两军声势 日大
，
南方一动

，
局面即成

。

又指责陈炯明 “ 于本党所为
，
多所抨击

，
此人险诈

，
难与共事

。 ” 这年��月
，
袁世凯悍

然称帝后
，
孙先生发表 《讨袁宣言 》 说 � “ 犁庭揍穴

，
共戮国贼

，
期可指日待焉

。 ”
号

召一切
“
爱国之豪杰共图之

。 ” ③中华革命党员，
在反袁斗争中坚决勇敢

，
服从党魁

，

发动武装斗争
，
成为反袁斗争中最坚决的力量

。

然而这种个人包办革命的做法
，
必然脱

离群众
，
也不能联合一切反袁力量和团结其他革命分子� 结果

，
丧失了反袁斗争的领导

权
。
��月�� 日

，
梁启超

、

蔡铐打出
“
护国

“
旗号

，
策动云南独立， 于是反袁斗争的领导

权
，
落在他们手里

。

在云南
，
孙先生早已派吕志伊等回滇活动

。
����年��月�� 日

，
李烈钧

、

熊克武接受

孙先生委托返云南
，
与唐继尧协议

“
起兵出动计划

” 。 ④南洋华侨汇款七十余万支持 。

��月��日
，
蔡铐到云后

，
联合各派反袁势力

，
组成

“
护国军， ��月�� 日

，
宣布独立

，
提

出 “
护国

” 口号
，
得到国内外人民的拥护

、

支持
。

爱国华侨
“
又电汇一百余万

，
来源仍

络绎不绝
。 ” “

美洲华侨
、

澳洲华侨来电认捐
，
闻数在二百万左右

。 ” ⑤这说明�
护国

军的胜利
，
华侨在财力上的支援

，
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

随着护国战争的进行
，
全国掀起反袁高潮

，
西南各省先后宣布独立

。

袁世凯陷人众

叛亲离的窘境
， �月�� 日

，
无可奈何地撤消帝制

，
但还妄图保持他总统的职位

。

这激起

国外华侨的愤慨
。

国内人民发表宣言
，
进行声讨

。

提出
� “

袁逆不死
，
大祸不

�

止
。 · ” …

愿国人速以决心
，
再接再厉

，
扑杀此撩

，
以绝乱种

。 ” ⑥海外华侨纷纷发出声讨通电，

要求将食世凯
“
执行国法

” 。 ⑦护国军联合滇 、

黔
、

两广反袁势力
，
于 �月 �日

，
成立

两广护国军都司令部
，
举岑春煊为都司令

，
梁启超为都参谋

。
�月 � 日

，
在肇庆成立军

务院， 独立各省军事长官为抚军
，
唐继尧为抚军长

，
粱启超为政务委员

。

宣布
“
指挥全

国军政
” ，

实质就是南方四省政府
，
它在政治上起了和袁世凯政权相对抗的作用

，
但它

完全排斥孙中山先生和中华革命党
。

这说明
�
他们在政治上和孙先生有明显的分歧

，
有

他们的意图和目的
。

����年 �月底
，
孙先生从 日本返上海

，
�月 � 日

，
发表 《第二次讨袁宣言 ‘ 指出

此次斗争
“ 不徒以去袁为毕事

” ，
表示

“
决不肯使谋危民国 者

，
复 生 于国内

。 ” 号 召

“
除恶务尽

” ，
粉碎帝制复辟重建 民 国

。 ⑧在 当 时
，
孙 先 生以

“
南 方 义 军 势 力 尤

①黄馥生 � 《 孙中山与缅甸华侨 》 ， 《 广东文史资料 》 第��辑
，

��页
。

② 《 国父全集�第三朋 ，
���一���页

。

⑨邹鲁 �

�中国国民党史稿第三篇����页
。

旬 《 李烈钓自传 �，
���页

。

吩 《 护国军纪实�，
史学年报 》 第二卷

，

第二期
。

⑥ 《 十九省公民否认袁世凯冒称总统书�， 《 袁氏窃国记 》 下 ，
��页

。

⑦ 《 南洋华侨电 》 ， 《 袁氏窃国记 》 下 ，
��一��页

。

⑧土海�民国日报 》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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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州
‘ ’

薄
， ”

要求中华革命党的各地起义军
， “
务求与讨袁各派协同进行

” ，
云

、

贵
、

桂
、

浙
，

已用五色旗
， “

吾党亦宜一律沿用
，
仲不致同一讨账之军而有猜疑

。 ” ①中华革命党人
在广东

、

山东
、

上海发动革命军
，
继续开展反袁斗争

。

但 由于严重脱离群众
，
未能肩负

反袁斗争的领导重任
，
只充当了配角

。

�月 � 日
，
袁世凯在全国人民和海外华侨的唾骂与反抗中死去

，
全 国 局 势迅速转

变 ， 广东龙济光反动政权
，
岌岌不可终 日

。

邓仲元旧部徐连胜策动增城起义
，
邓由港到

石龙就中华革命军东江总司令之职
，
指挥作战

，
与龙济光增援的主力部队

，
苦战月余

。

当时陈炯明在惠阳
、

博罗一带
，
起义 “ 讨龙

” ，
自称 “ 总司令

” ，
一度支援石龙中华革

命军作战
。

�月��日
，‘

孙先生致电黎元洪
，
请逐龙济光以安广东

。
�月初

，
北京黎元洪政府

，

下令调龙济光为琼崖矿务督办
，
以陆荣延为广东督军

，
朱庆澜为省长

。

龙济光率济军赴

海南
。

广东讨龙斗争告一段落
。
�月�� 日

，
孙先生指示中华命革党通告国内外各支部

�

袁贼自毙
，
黎大总统依法就职

” ， “
推翻专制

，
重建民国 ” 目的已达

，
各省革命军停止

②但孙先生仍看到 “
帝制余孽

，
潜伏北方者尚不少

” ， “ 隐忱未息
” ，

通活动
。

函海外

支部
，
试行

“
蓄金办法

” ， “
每党员以六个月为限

，
准备三十元美金

，

存储所居留之地

方外国民行
，
备为救国之用

” 。 “
无临渴掘井之虞

” 。 ③孙先生这种看 法 和 做 法是对
的

，
但他仍然没有注意革命政权的建设

，
近代中国民主革命还要走一段曲折的途程

。

山东讨袁战事结束后
，
参加山东讨袁军的华侨敢死先锋队百多人

，
奉 令 集 中 在上

海
。
�月�� 日

，
孙先生在张园欢宴全体从军华侨

，
发表演说

。

勉励大家说
� “

维持共和

之力
，

本根于心
，
心坚则不畏大敌

。 “
前时帝制之破坏

，
华侨实为最大之力

。 ” “
诸君

万里归来
，
不惜以一切供牺牲

，
为将来的楷模

。 ”
对国内外发生重大的影响

。 “
今北京

存约法
、

复国会
、

共和形式已具� 纵非革命党执政
，
仍不必有所顾虑

。

若反对共和
，

乃当起而锄之耳
。 ”

今后
“ 建设前途

，
尚多艰难危险

， “
将来有赖诸君正多也

。 ” “
不

必手执武器
，
始为效命于国家也

。 ” ④这充分表达了孙先生信赖爱国华侨的心情， 也表

现了孙先生对掌握政权的重要性
，
仍然认识不足的弱点

。

这年��月
，
他与函党人和美洲

中华会馆华侨
，
告以国内形势及当前工作

。

指出当前要扩充党务， 要求偿还华侨债务，

兴办各种实业 ， 计划创办机关报� 在上海建立华侨会馆
。 ⑤

护国运动
，
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

，
得到广大群众与海外华侨的拥护

、

支持
，
取得了

粉碎袁世凯复辟帝制的胜利
。

蔡愕主动发难
，
抱病指挥战斗

，
功不可没

。

梁启超在护国

运动中的积极作用
，
也应给予恰当的评价

。

孙先生坚持反袁武装斗争
，
宣传民主共和

，
在国内外产生币大的影响

，
在反没斗争

① 《 中央党务月刊�，

第 �期
。

② 《 民意报�����年 �月 �日
。

③ 《 通告党员储金章程函 �，
民国五年九月

一

卜日
。

④胡汉贤 � 《 中华革命军讨袁军美洲华侨敢死先锋队组织始末 》 。

⑤ 《 中央党务月刊 �第四期， 《 国父全书����一���页
。



�卜发挥了爪要的作用
。

爱国华侨在人力
、

物力上的积极支持
，
也是反袁斗争胜利的一个

�

氏要因素
。

孙先生当时致各地华侨函中指出
� “ 此次推翻帝制

，
齐埠华侨

，
慨捐巨款

，

而回国效死决死
，
以为党军模范者

，
复踵相接

，

其坚毅见往之忱
，

诚不可多得者也
。 ”

个

护国运动
，
推翻袁世凯的

“
洪宪 ”

帝制
，
使辛亥革命创立的中华民国得以复生

，
具

有进步的历史意义
。

然而
，
护国运动没有消灭以袁世凯代表的封建军阀的社会基础

，
也未

帐从根本上动摇北洋军阀的统治势力
。

袁世凯死后
，
帝国主义又重新扶植新的走狗

。

半殖

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
，
在帝国主义的支持和扶植下

，
出现了军阀割据和混战的局面

，
中

华民国徒有虚名
，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还没有完成

。

但孙先生却认为
“
重建民国 ”

日的已达
，
遣散各地起义军� 置军队

，

政权于不顾
。

甚至对回国从军的华侨说
� “

各同

志尚多欲留军籍
，
学习军事学问

。

但此时情势
，
我党不争政权， 则华侨诸君留习军事

，

学亦无所用
，
故力劝各同志及早回埠

。 ” ②旧国会与民元约法恢复了 ，
孙 先 生 又 认为

“
现在民族

、

民权已达到目的
。 ”

准备着手实施民生主义了
。

这说明孙先生在革命征途

�
一 ，
还要再走一段曲折的途程

。

列宁同志指出
� “ 中国革命民主派

，
虽然它的领袖孙中山有很多缺点 �富于幻想和

不坚决
一

这由于他缺乏无产阶级的支持�
，
却为唤醒人民

， ，

冬取自由
，
争取比较民主

的制度做了很多事情
。 ” ③

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
，
在武昌起义前后

，
领导国内人民和海外华侨

，
推翻

帝制
，

建立共和国的丰功伟绩
，
永远值得我们纪念

、

致敬 �

①孙中山 �

致各地华侨书 》 ，
民国五年十二月十日

。

吻 《 孙中山先生二十年来手扎 》 ，

卷三
。

⑧列宁 �

趁中国党派的斗争 》 ， 《 真理报 》 ����年 �月��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