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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与中国致公党建立的渊源
□王起鹍

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得到了海外洪门志士和广大侨胞的

支持，孙中山称誉“华侨乃革命之母”。

因此，旧金山洪门致公总堂为了继续弘扬辛亥革命精神，以

10 月 10 日（双十节）作起点，于 1923 年 10 月 10 日（纪念辛亥革命

12 周年）在旧金山召开第三次洪门恳亲大会，着手筹备建立华侨政

党的工作。经过 2 年的筹备，1925 年 10 月 10 日纪念辛亥革命 14

周年之时，旧金山洪门致公总堂正式在旧金山建立中国致公党总

部，陈炯明出任总理、唐继尧任副总理。

1931 年 10 月 10 日，在纪念辛亥革命 20 周年之际，陈炯明在

香港主持召开了中国致公党全党第二次代表大会。

辛亥革命与海外洪门

致公党建立与双十节的渊源

10 月 10 日，孙中山领导的

辛亥革命推翻了在中国存在了

2000 多年的封建帝制。许多海

外洪门志士和侨胞为辛亥革命

作出了巨大贡献，并以此做永

远的纪念。

黄三德、赵昱、朱逸庭、黄任

贤、陈浩孙等五洲致公总堂的

洪门志士，为了弘扬辛亥革命

精神，他们积极推进组建华侨

政党的工作，继续参与孙中山

尚未完成的革命事业，继续参

政救国而努力。

1923 年 10 月 10 日 (辛亥

“双十节”12 周年)，第三次洪

门恳亲大会在旧金山举行，这

次会议是中国致公党的一次

筹备大会。黄三德、赵昱、朱仲

缉、罗越、谭宣三等二十余人

正式提出了《洪门组党章程》

议案（共六条），推动组建“侨

党”。

此次恳亲大会最后议决通

过了“组党案”，各代表推举赵

昱、黄凤华博士、谭宣三等起草

党纲(草案)。为顺利地进行“改

堂组党”，1924 年 5 月赵昱、黄

三德等致公总堂的大佬们以

“建先烈祠、组织政党、统一机

关”之名分赴美国、加拿大、澳

洲、墨西哥、古巴等国先行宣

传、演说、劝捐，各地洪门人士

与侨胞听者踊跃，争先恐后义

捐。

1925 年 8 月，中国致公党

筹备委员会总会成立，并就有

关建党的事项，发出《通告全体

洪门人士书》。1925 年 9 月 1

日，以旧金山中国致公党总部

名义公开发表了“敬告广东父

老昆仲书”，号召全粤父老昆

仲支持陈炯明的革命举动。

1925 年 9 月 10 日举行代表会

议，陈炯明委派陈应权代表参

加，会议结束后，即由中国致

公党中央总部朱逸庭、陈浩

孙、林荣石、朱仲缉等签名给

陈炯明、唐继尧两人发出正式

推选证书。

1925 年 10 月 10 日 (辛亥

“双十节”14 周年) 中国致公党

总部在旧金山正式成立，并推

举陈炯明为总理，唐继尧为副

总理。中国致公党总部根据陈

炯明总理制定的“国是主张”，

同时发表了《致公党同人救国

主张》草案，经过大会通过后成

了中国致公党“一大”纲领。此

次大会共有来自各国的 20 多

位代表参加。

中国致公党“二大”
1931 年 9 月，国内外致公

党、致公堂组织代表聚集香港

参加“五洲致公团体恳亲大会”

及“五洲致公团体各区代表联

合会”，并表决通过了《五洲致

公团体各区代表联合会议决组

党存堂公约》的重要文件。1931

年 9月 16 日成立“中国致公党

中央党部临时办事处”，筹备组

党事宜，10 月 1 日成立全党代

表大会筹备处。

在辛亥元勋陈炯明的主持

下，1931 年 10 月 10 日(辛亥“双

十节”20 周年)召开“中国致公党

全党代表大会”，并在香港正式

成立“中国致公党中央党部”。

“二大”是一次致公党从会

党向政党成功转型的大会，也

是中国致公党的重组，中国致

公党全党投入“勉励侨胞，捐资

输将，并鼓励沪上党员投身行

伍，以贯彻捍卫国土保护主权

之本旨”，用生命与热血发出气

贯长虹的民族吼声。

1947 年 5 月 1 日召开中国

致公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不仅

是致公党历史上的一次转折，

也是中国致公党的重建。

中国致公党的重建得到中

共的支持和帮助，并积极响应

中共“五一”口号，接受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三大”是中国致

公党从旧民主主义走向新民主

主义革命的里程碑。

今天的中国致公党作为参

政党，继续秉承和学习孙中山

先生“天下为公、心系民众”的

博大情怀，以不忘多党合作之

初心，践行“致力为公,侨海报

国”宗旨，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

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继承和发扬同中国共产党亲密

合作的优良传统，为实现祖国

和平统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作出新贡献。

1911 年，广州三月二十九日

之役不幸失败，殉难烈士慷慨捐

躯，感动全国，革命浪潮日益汹涌

澎湃，海外华侨捐输亦更加积极。

孙中山看到三月二十九日之

役失败，牺牲同志甚众，乃奋起赴

各地宣传。孙中山始终坚信：“我不

管革命失败了有多少次，但是我总

要希望中国的革命成功，所以不能

不总是这样奋斗”。同年夏天他重

赴旧金山，在洪门致公总堂的支持

下，于丽婵戏院召开演讲会，竭力

宣传革命，并亲自奔赴美西葛仑、

士得顿等各埠华侨农场，向侨胞演

讲革命。当时由同盟会会员赵昱、

刘鞠可陪同前往，晚间他们同宿于

农场木屋中，赵、刘睡在孙中山床

边之地板上，以作护卫。孙中山赤

心为国，至诚动人，洪门人士、广大

侨胞大为感奋，纷纷加入同盟会。

当时，由于孙中山看到同盟会

与致公堂双方意见不甚融洽，认为

对筹饷大有障碍，因此提议致公堂

与同盟会合作。致公堂方面要求同

盟会会员一律加入洪门，孙中山便

介绍黄芸苏、赵昱、张霭蕴、李是男、

黄伯耀、刘鞠可等与所有在美国的

同盟会会员都加入致公堂。双方合

作后，革命事业推进甚速。

5 月 22 日，在孙中山的推动

下，致公堂与同盟会共商筹饷之

事，组织洪门筹饷局，对外称为国

民救济局，设于旧金山五洲致公

总堂内，黄三德为监督，朱三进为

总办，唐琼昌、黄伯耀为西文书

记，黄任贤、刘鞠可为中文书记，

李是男为会计。发行金公债，券面

有 10元、100 元两种，由中华革命

党总理孙文及中华革命军筹饷局

会计李公侠（即李是男）签名盖章，

并规定凡捐款 5元以上者，给以两

倍币值债券，即以 10元券给之。

6月 26日，洪门筹饷局公推孙

中山、黄芸苏、赵昱、张霭蕴四同志

为游埠筹饷专员，孙、黄担任北路，

赵、张担任南路。七月初二出发，沿

途演讲，到处劝捐，成绩斐然。

孙中山抵达盐湖城时，接到黄

兴由香港发来的密电。电文大意是

向孙中山报告武昌即将起义。孙中

山接电后彻夜不眠，研究形势，考

虑再三，拟翌晨复电黄兴，待筹集

巨款，各方配合后再大举事。然而

次日阅读西报时，得知武昌已举义。

孙中山便由赵昱和张霭蕴速筹旅费，

并由朱卓文陪同经欧洲回国。

孙中山于 11 月 13 日（即中华

民国元年 1 月 1 日）由沪赴南京，

就临时大总统职。

武汉首义，海外人心大为振

奋。虽筹饷局已告结束，但各处洪

门弟兄及同盟会会员仍努力捐

输，影响各界华侨亦纷纷输将。有

的一人捐几百元者，也有人捐几

千元者，甚至一人捐几万元者。所

捐款项有汇至南京总统府者，有

汇至上海军政府者，亦有汇至福

建军政府者，有汇广东军政府者。

当时海外各地华侨，万众一心，争

相捐输，空前踊跃。

孙中山倡导革命之初，筚路

蓝缕，艰苦备尝，即一饭一宿，亦

常见拒于人。当时困难之际，海外

洪门人士及华侨中毁家纾难、投

笔从戎者，大有人在。革命军兴，

华侨捐输，靡役不与；每次举义失

败，不为之气馁，反益增国难家仇

之感，捐输益形积极。故孙中山缅

怀往昔，不禁感慨系之，喟然叹

曰：“华侨乃革命之母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