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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华侨与祖国革命

热埕祖目是广大侨胞的光荣传统． 。振兴中华。这个响亮的口

号，就是孙flf山在海外华侨中首先提出来的。在民主革命时期，许多

福建毕侨踊跃参加了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抗【j战争和解

放战争．他们有的舍生忘死．抛头颅．洒热血、气贯长虹：有的慷慨

两：词．激扬文字．唤起民众，有的出钱出力．支持革命，赈济同胞．

他们为祖旧的往立、自由、民主前仆后继，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许

多可歌可泣的篇章!

第一节，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是孙中山领导的反对清朝封建统治的资产阶级民主革

命，
、

?

福建华侨长期遭受当地殖民主义j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歧视。

排挤和迫害．清朝政府长期以来把华侨视为。背弃祖宗庐墓的化外

之民’，不仅不保护海外华侨的正当权利和利益，反而对归国华侨和

侨眷敲榨勒索。l 9世纪末．随着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步步深入j．

清王朝日益衰弱腐败，广大海外华侨对滑政府的封建统治强系}不满和

憎限，迫切要求改变祖国的现状。希望有一个强大的祖国作靠山．改

变寄人篱下的处境．著名同盟会员．沙捞越华侨黄乃裳(闽清人)在

谈到参加同盟会前的思想认识时说； 。回想自卅七岁至四十七岁十余

年中见夫外力之侵追．国势之孱弱．民治之腐败，社会之颓落．妄



希效力予罔家。”①缅甸同盟会分会会长庄银安(同安人)谈到fj己

参加革命的动仉}{寺说： “年十八渡缅甸，耳目所及，始恶外人之所放

我修我者，齿戎同势7：振膏以致之。余因是革命思想曲然『百生，盖非

革命不足以强同；摊革命豕足以唤醒傍民。一@!正悬由子上述原踊，
广大华侨迫切希望推翻清政府，把袒陶建成一个民主．弛立．繁荣、

富强的国家．孙中tlJ的政治主张和革命活动．正符合福建华侨的愿

望，因此博得广大华侨的热烈响应和积极拥护．在辛亥革命中‘，，弘墓

华侨作出了重大贡献。 ，． ．

。一， !：- ．．

。

“。}·‘．

．．》，；p{ 。‘ ¨ ．

：；⋯
一： 二．积极参加和支持革命组织一’。

’。

!’f894年，孙中Ljj在檀香山华侨：f1建立了中圜第一个资产阶绁革命

团体—二-兴中会，之后又先后在香港．E{本的横槟。越南的河内“车地

成立了兴中会的分会。 ．

1905年．孙中山领导建立了全国性统一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

同盟会。J人1906年起，孙中!‘lJ以及也所委i暖搴勺卷命党人先后到南}尊各

地建立同盟会组织：‘’气午乡福建华侨踊跃参加}战为南洋各地同盟会组

织的骨二}二和中坚．侨居新加坡的华侨陈楚楠(厦门人)是南洋同盟’会

的创建人之节≯担{王过南洋菸荷两属(；殖民地)同盟会会长，’嫂{：}为

“南洋革命党第一人”，孙中山在南洋开展錾命工作时，曾委；I受他到

南津各地癍立同盟≤K、到1905年。仅南洋英萄两融的殖民地藏有F≈盟

白的分会和通讯处l如多d．-．；◎新加坡年侨械：镜秋(·厦门人)，也是

较早加入同盟会朝套员之o．．嘲破韵：强南净同盟锅书记，以蠢疋扎，壬

过同盟会中的福建邦书毛。一9埃椰：!Ijj 7#辑是世荣i；(海沧县人)曾改勾弗

：可—————●工。—————·二—_一，， ．。‘
1，j ：，j．．’· !!J

① 《簧缎丞赶生七十自序》单行长，弟4页．

②．《庶银安先生七十晋三寿言．主3序》． t

。③ 坞自留；《革命逸史》第3集，第1137页，’1947年ti丹商务

印书馆出i乞’·‘’ ‘
。

‘

．④新加坡：<、南洋年鉴>，195l卑版，幕100孙：

2 ．’



为当地q盟分套去长。陈嘉庆和赞乃裳也有阮：此时加入同盟会鲵织，

成，匀燕南洋的早；：lij∞j司盟会员．侨居缅甸的华侨庄银安，徐赞用(‘厦

门人)。‘÷二人，．在缅甸华侨中道立同盟会组织起过重要作用。190晦建
立缅幻jj同一立会后，仅二年多a亍问就在20多个城镇建立了分会缉织：’

t908—191 1年，缅甸华侨参加pd盟会组织的达到2，343入o；其中许

多’王t要遵，芦侨。庄银安被推举为同盟会缅甸分会会长。t．’

·j{=律宾奎勺同盟皇组织成立于1911年春．在同盟会成立之前，福造

箱‘#侨筛汉淇，杨囊侣等人?均日}常向矫众抨击清政，不遗余力，t阍

粤简胞多为感化。”⑦因此，当孙中山派入来菲律宾发展同盟会组

织耐，癖汉淇等人马上响应，防助革命党人迅速建立了同盟会务会组

缸j b ；，

： ， 、

Ⅳ、●

’花!南洋的福违华侨除了在海外侨居地积极参加和支持圈盟会外．

也十分关心家乡的革命组织．荷属东印度泗水同盟会员王振邦(南安

人)于1910年回到厦门，以挂着外籍招牌的万成客栈作为秘密据点．建

立同盟会组织．王振邦还设法通过关系．“联合厦门水口．禾里山．盘

石各炮台以及营盘防勇．”③在驻厦清军中开展策反，扩大革命力

餐．新加坡华侨黄蕴珊回厦门发展革命组织时，甚至到警察中开展活

动，发展总巡官及各分局迩长为同盟会员．④ -一 ，

，：
‘； ，

’

‘

’
’

。

，

=．宜传革命思想，传播革命舆论一。
‘一

， ．’ ，一。
一j

·1993年以前，以康有为，粱台超为首的维新派在海外华侨中大肄

活动。为了启发华侨的革命思想，陈楚楠等人臼筹资金，印刷宣传革

?① 冯自由j《华侨革命开国史》第100页．：． ． ，、 ．·

(0 j三，自由：《华侨革命开国史》第118页。
。

·

’‘⑤ 王j二祁：《光复厦111淬泉永纪略》，转；I自．《泉弼丈史》第

5弛，弟87页．

④厦门老人林万山的回忆(1 956年调查)，．转引自‘《厦门戈学学

报》(杜料版)，1 981年第4期，弟7页．
～

‘S



命的报纸于U物。他ffJ将邹客写的著名著作《革命军》改名《图存篇》，翻印

1万册．，孜发南洋各地，并带I·n瞄内广为宣传。1904年．陈楚楠、张

永福出资5万元在新0Ⅱ坡创办《图南门报》。成为南洋各地进行革命

‘宣传的第一个育论阵地。j该报行销南洋英荷两属各埠，销数达≥ooo

份．①1905年，华侨冯夏威为抗议荧圜禁止华工入境、排斥华=1：阿罪

行，于上海峡圆领事N驴凸杀。二《因南『1报》发起了追悼冯夏威的大

、会，到所加坡仁济医院参加追悼会的华侨达数二F人．这次集会推动r

南洋各地华侨抵制荚货运动。捉：；j了华侨：受f：{：_E义觉悟。1905年《图

幽11报》1=0印J，童{誓提硼清廷，预。；：誊命必H‘L-的r1份牌，很受侨胞欢

迎，孙I矗山也便欣赏，特E：；寄20美元构共20份11；为纪念。’《图南日

报》因经费困难’争原凶停刊后，陈楚椭等人又二『二1 907年作祈加坡创办

f矮中兴日报》，?与繁，桀等维新尿人所控制的报纸侵开论战。孙中山

也常用I南洋夺：}生”的笔辐撰文柜i射陵发表，驳睬攻击革命的种种

t谬论。《球*日报》慑：画销壤达醐4，000多份，。在寤发华侨革命觉悟方

!硇起ia／,oi,昀n：，玎。 7 ．． ．，j r一 7、。 ￡÷

。i 旅√÷缅伺的T曷建‘每侨庄银安、徐赞。?d等人’j二1908年在仰光饲办了

‘宣降革命日4《光。芦报》，’lQlo年清政府勾结芡弼殖民政府迫害：《光华

。报》，J￡银安到一j朱哦酶椰ij避难，．组I：d盟全会员，华侨陈新政(厦

门人)等人支持下重组《光华报》。该报枷槟啷屿继续出版发行后，

岜啦为!涵}颁裔穆诵t向旗命舆!仑阵地∥， 粤 ：

往南洋各地的镉遵锯侨扦拇书报社传播革命思想，1902年孔：新刀Ⅱ

坡的牧师若；5坶厦(軎艾人)创办星洲书锻让，以“开通民镏，¨传主

道?。书报社灼7t受I{l育陈丝№、张永}矗等¨隅会会员。设柏：汜，；堂

楼上的书报社内陈列各种书诣，报刊，任人浏览，促使许多华侨觉

·醒。l 905年孙lp山乳；=i19U坡，亲临书破；匕参观，对郑’发师的井rlq之举

火力嘉许。I 9l 2年3‘a 1 rj孙中f⋯?I临时火总统名义料j生j 77甲j1“弘报

社颁发优垮旌义状。上侉；。星洲书报干土fI扫华民阳。r舀之皓0￡扬灰

① ：马自由：《华侨革命开国史》第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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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不遗余力。特给予优等旌义状，奕化后民，永多厥义，此旌。“一

①生星洲书报社影响下，南洋各地书报让如雨西春笋般崛起。在新加坡

攻著名的有同德协报社、公益书报弛、开羽书报社，同文书报社。在

码束亚设立厂近60个书报社。强荷罹东印吱(今印晓尼西亚)剐缅甸也

先后没立了数。}’河书报社。这些书报}上虽然大多数因经济拈扔；而陆续

关闭，{日沟·青发广大侨咆党i署。宣f々民．}÷革命思想，支持辛亥革命起

了不可磨灭的呖史作用。
’

‘往南洋的描j芷籍华侨同盟会会员回到家乡开展革命宣传。黄乃裳

在叠o’：写龄时，不畏清韧攻I{守的查禁，拦5000一二《网存篇》(即邹容的

《革命军》)带丽纠受。’J．碾州阳广’巧i省的湖州等地激爱。②1906年

斫i所nⅡ坡参加同盟会的盛九{日(南：戈人)是彳『名的牙医手¨摄影师。．他

认为：i：革命噎5人家乡开始。于是束装网嗣，以补牙、黝f1为掩护，身
背补牙、照啊l：具，到泉州南¨外的／：小拍E晋f J：奠的安海·，石

狮、d二宁。、：录沪’午乡镇，以?H藐生意为名，挨家串芦宣讲革命道

理。③在夏i j的t{二I侨仿效南洋，#侨创办闽污{料，购买睾彳书刊，向各
界人士灌输々i护巴想。删时还设立“中。乎霉饺睹。，免费为人们剪除

‘殳潍，并散复传单。用这种方式宣传反清思想。矿‘大革命彤响。④

兰、捐赠经费和物资支持革命
’

‘

‘

，

：
、：

一 福建籍1#?乔嚏慨解囊．甚t毁宋纾难，支削、中!iI领导的辛亥革
命。孙中山J人创办兴巾会、打响武建起义第一枪起。从事革命f，I动的

经费jL了^釜邦屯小#侨。1 907年虿1908年，孙中LLI预导的问豫会在广

东，广西，云南等省连；￡22动多次武姨起义．每；欠起义，孙中lll均向
。

‘

① 余思：《星洲书报社受颁旌叉状》，《华声报》1987年3月20日。

② 黄孙星：《黄乃裳与孙中山》。《华侨史话选编》， 第一
辑，《吗建侨9报》编印1 984年1月。

“

③ 《泉州文史资料》第9辑弟1 09页。 ：

④孔立：《厦门史话》第1 23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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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楚楠等筹款接济。④1908年云南河口起义失改昏，犬￡j分起义军将

士迢八越南境内，后又转送罚折加坡，孙；{z出通知陈茫栋设注：2容安

置，安排]：作。陈楚楠：j二是tj蔡借港歹i设f；：兴公jj，并介；互至i摈杯

屿，吉隆坡：Ⅱ比jjJ、文岛各埠工厂矿场农场，安置好返批起义军将±。

陈楚楠长期捅款络革命事业，花费了巨额款攻，以致发生了兄弟之随

分产案件。缅甸的庄银安也不遗杂力地∥、经济上支持各次武装起义．

1908N19“年，同盟会先后多次派人到缅甸华侨f}：筹款，庄锨安等／『、

每次都捐款数干元。②侨居与来亚摈榔屿的华侨爿：玉指(永舂人)1906

年9月参加同盟会挟榔屿分会，踊跃为革命运动筹资献款。1910年影。

中山的眷属到摈榔屿避难，备受郑玉捐多方照预和资助．广州黄花岗

起义的决定性会议在槟榔屿召开时，郑玉指不辞劳苦，奔波于广大华

侨之闻，带头捐款，筹集活动经费。民国政府成立后，娅时大总统

孙中山于中华民国元年(1912年)三月初一日颁发旌义状，表彰和奖

励郑玉指．旌义状上书： 。郑玉指于中华民国之始，宣扬大义，不遗

余力，特绉予优等旌义状．实化署民，永多厥义，此旌．临时大总绕

孙文，中华民国元年三月初一日．“③永春县旅居弓六甲的华侨郑成

快，1905年与沈鸿柏(晋旺／、)等人组织同盟会文会，担任副会长。他努

力会务，辄输巨款，捐助革命经费达五．六万元．民国成立，孙中山

任悔时大总统后，授予二等有功奖章．④ ，．

马来亚恰保著名的维新派领袖，Z二定县华侨胡子春，在武昌起义

胜利后，转变政治立场，参加支持辛亥革命的陈营．191 1年11月2-

日，怡保同盟分会召开群众大会，胡子春被推奄二为会议主席。位礁i大

会上带头捐献功币5000元作为支持革命0j基尘，并带头剪掉瓣子，表

示与清朝政府决裂。同年i1月20日，胡子春侣议建立一个包括褒亡

①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3象，第189页．
’

② 冯自由：《华侨开囡革命史》，第1 c 3页。
’

’③ 《华声托》，l 987导1只1 6日。
。

④林金栈：《却成快事迹》，《华侨史话选编》第一辑。《福

建侨乡报》缡印1984年1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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