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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南洋华侨对黄花岗起义的经济援助 
◆刘小苑 

（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重庆  400700） 

 
摘要：近代中国的革命活动 早是从海外华侨中开展的，而南洋地区则

由于距离中国 近、拥有华侨众多的优势，使得南洋华侨与近代中国的

革命活动之间产生了密切的联系。从兴中会的诞生到 “二次革命”，南

洋华侨都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南洋华侨出于自身的爱国情感以及对

时局考虑，在黄花岗起义前后，积极捐款捐资、赞襄革命。他们的经济

援助成为了这次起义的主要经济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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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南洋华侨经济援助黄花岗起义的原因 
晚清时期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家的一系列活动， 初就是从

广大海外华侨里面发轫，革命机构的 初成员和第一批赞助者也
是华侨。《兴中会章程》中分析了“强邻环列，虎视鹰瞵…蚕食
鲸吞，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为了“亟拯斯民于水火，切
扶大厦之将倾”，他们决定“联络中外华人，创兴中会，以申民
志而扶国宗。”孙中山先生在回忆武装起义的情形时也说：众海
外华侨“捐助军饷者，络绎不绝，共和前途，实嘉赖之。” 

在为黄花岗起义筹款之时，南洋的海外华侨源源不断地输资
助饷，从中显示出可贵的赤子之心。南洋华侨的捐款热情，一是
出于他们对清王朝的痛恨和厌恶情绪，积极支持反清革命运动；
二是广大侨胞看到清廷统治的岌岌可危且必将灭亡的趋势，国内
革命形势一触即发；三是民主革命思想在南洋的广泛宣传与深
入，并且革命党人也在积极准备新的革命活动。 

二、南洋华侨经济援助黄花岗起义的表现 
南洋华侨之于黄花岗起义的意义不言而喻，特别是南洋华侨

在给予革命党人发动黄花岗起义的经济援助上所做的突出贡献，
成为了此次革命运动的主要经济来源。 

（一）筹款接济革命 
发动反清武装斗争，如果没有资金，什么活动都无法开展。

而当时的革命党人开展革命活动的经费，主要就是来自海外爱国
华侨的倾心捐献。黄花岗起义，其经费的一大半就是来自南洋各
地。能否拥有足够经费，是起义能否开展的关键。槟榔屿会议上
计划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筹款三万，南洋其他各地各筹款五万。
为了使经费来源有可靠支撑，庇能会议期间，还分别安排了南洋
各地的筹款负责人，专门担任各地筹款事宜负责人的有李燮和、
郑螺生、李梦生、黄心持等。 

南洋筹款之事由胡汉民、邓泽如等人负责。在刚开始筹款之
时，十分艰难，就连黄兴也深感“事势已迫，若英属之地不能筹
足预定款项，则全局将瓦解。余亦不必返港，唯有施个人主义(指
暗杀)，步精卫之后尘矣。”好在南洋华侨热心捐助，革命党人筹
措到大批款项，不致让革命事业因此瓦解。 

华侨为这次起义共捐输了十八万七千六百三十六元的巨款，
其中南洋华侨捐了十一万零六百三十六元( 印尼华侨捐款三万
二千五百五十元，马来西亚(新加坡华侨捐款四万七千六百六十
三元，暹罗、安南等地华侨捐款三万余元)，美洲华侨捐了七万
七千元。 

（二）协助购运军械粮饷 
古语有云：“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无法提供充足的弹药粮

饷，即使革命党人不怕牺牲、不惧生死，也实难以全力以赴。众
所周知，购运军械粮饷意义重大。除直接捐输资金给革命党人准
备黄花岗起义之外，南洋华侨还协助购买运输武器粮饷，承担起
义中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在清政府和殖民地当局的双重压迫之
下，购运武器和粮饷要冒很大风险，常常只能秘密进行。但是为
了促使革命活动的顺利开展，广大华侨还是绞尽脑汁的想办法，
积极匡助购买和运输。如 1908 年 3 月，“黄克强率众从越边攻击
钦州所需的弹药，是由冯自由购买办理，交由彭俊生黎量余二人
秘密运输到海防，交给刘岐山接手。岐山同志招待往来志士，十
分周到，时人冠之以小孟尝称。” 

（三）安置抚恤善后工作 
许多起义的幸存人士由于参加了反清武装斗争，遭到清政府

的通缉，在国内无法生存，只能来到南洋地区暂居，他们无依无
靠，对周围环境也不熟悉，安置好他们，对于革命事业的继续具
有重大意义。在起义筹划阶段，众多同盟会成员来到南洋地区准
备起义，其接待工作主要由南洋各地的华侨来负责。照顾来往内
地和南洋的同志，费钱费力。如 1907 年钦廉防城起义失败之后，
流亡到越南境内者达六百多人。有四十多人被解往河内，被安排
到山中去开拓山林、修建铁路，他们不得不充当苦工。越南同盟
会同志多次前往慰问。“是时对于革命军将士之给养问题极形困
难，总理楚楠乃介绍于吡叻、吉隆坡、槟榔屿、文岛各埠农场、
矿场、工厂，使各安其生业。”广州“三•二九”起义，此役之后
对于牺牲的华侨亲属的抚恤工作，也主要由南洋华侨负责。主要
是对家庭困难的家庭发放抚恤金，为其亲属提供工作岗位，安置
逃亡回去的兵民。 

三、南洋华侨对辛亥革命的贡献 
据记载，庚子惠州起之役就曾由于军械粮饷跟不上而不得不

取消，使起义归于凋零；兴中会成立以后革命人士回国发动的几
次西南地区边境起义的终局也已失败完结，除了准备不足和反动
势力强大以外，没有强有力的财政依靠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所以，
在起义经费的筹集上，南洋华侨对黄花岗起义所作出的贡献是毋
庸置疑的。 

海外广大爱国华侨除了上文提到的在经济上全力资助革命
事业和支持创立革命组织以外，他们还积极参与到历次反清武装
起义的斗争过程中，为了能促使革命事业成功，他们不怕流血，
不怕牺牲，在 1910 年 10 月 10 日以前，孙中山领导发动了多次
西南边境武装起义，从历次运动的具体组织过程、启动以及参与
到战斗中的人员来看，几乎每一次都有华侨在其中起到重要作
用。在 1911 年黄花岗起义中，一共有八十六名革命烈士为起义
英勇献身，其中华侨就占三分之一。从这些华侨为革命事业奋不
顾身，前赴后继的事迹中，他们都表现出为了中国能够建立资产
阶级共和国的理想不怕牺牲，奋勇向前的英雄气慨和崇高的革命
理想。 

结语 
近代中国的革命活动中，南洋华侨的贡献无疑是巨大的。在

与南洋华侨的交往过程中，不仅为革命活动开辟了广泛的财路，
而且为革命武装斗争找到了新的策源地。 

列宁说“任何一种社会制度，只有在一定阶级的经济支持下
才能产生。”资金对于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来说极为重要，
甚至起着关键作用。南洋华侨通过经济援助这种方式，不仅为黄
花岗起义提供物质条件，推动起义进程，解除了革命人士的部分
后顾之忧，他们的一言一行更是直接激励着革命党人为达成革命
事业的目标而奋勇前进。除经济援助以为外，在中国资产阶级革
命的历程中，海外华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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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华侨对辛亥革命在其他方面的
贡献也十分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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