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華僑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  

華人移居海外為時甚早,史載秦漢已徙民交趾,初無專門名詞。唐以來有唐人之稱,

清代旅居橫濱華人設華僑學校,華僑一詞自此風行各處。由於古代政府對僑民漠不

關心,全世界僑民處境在歐洲殖民主義時期更為艱難,希望祖國改革強大起來以受

保護,促使僑胞參與國民革命。 

僑胞參加國民革命活動  

辛亥革命前 國父之兄孫眉在茂宜島經營牧場,1894年檀香山興中會的成立是中國

國民革命志士在海外有組織的開始。國父籌集經費返國,1895年籌劃廣州起義未能

成,1905年國父派盧信改組檀香山興中會為檀香山同盟會。 

香港是中國第一塊割與英國的殖民地,亦是中國國民革命搖籃地。國父第一次到香

港時十八歲,入拔萃書院習英文,二十一歲習醫,在港習醫時鼓吹革命與陳少白、尤

少紈、楊鶴齡並稱四大寇 1894港興中會成立,乾亨行為會所,重陽起義陸皓東提議

用青天白日旗,重陽起義失敗,香港方面活動休眠;李煜堂在九龍油蔴地創光漢學

校,以養成革命人才,檀香山鄧蔭南返國於青山經營農場,李紀堂二次廣州起義失

敗後亦然,黃崗及惠州起義失敗後,亡命同志匿居農場。1906同盟會本部於日本東

京成立,兩個月後,港澳同盟會由興中會同志成立 1907陳少白辭馮自由代之。 

南洋 星加坡 1900尤烈赴星,1906國父由歐取道星加坡赴日本,第一次與南洋同志

相敘。國父於東京組同盟會,隨即往星加坡成立同盟會,張永福提供晚晴園以利國

父會見同志。越南 國父自日赴越南改興中會組同盟會,駐節河內就近指揮粵桂滇

三省軍事 馬來亞、荷屬東印度、緬甸、暹羅 均成立同盟會分會。1908同盟會南

洋支部成立,支部長胡漢民。 

美國 1896國父初次遊美,留舊金山月餘後赴紐約,見洪門致公堂力量,於1903在檀

香山加入致公堂。赴美各埠宣傳革命至紐約撰「中國問題之真解決」。1903舊金

山興中會成立,惟購債券支持革命籌餉者眾,入會者少。1910國父由歐抵紐約,紐約

美東同盟會、芝加哥美中同盟會成立。1911國父由紐約至舊金山改少年學社為同



盟會,後改為美洲同盟會總支部。1911為革命軍籌餉,美洲同盟會員一律加入致公

堂,組織洪門籌餉局。 

加拿大 與洪門致公堂合作,1910溫哥華致公堂辦大漢日報聘馮自由為總編輯;  

1911溫哥華洪門籌餉局,馮秘密建立同盟會。 

僑胞對國民革命宣傳之貢獻 
香港中國日報 1899陳少白任社長及總編輯1903 併文裕堂  

不僅為宣傳機構 且為策劃軍事行動之所在 1905 重改組 馮自由任社長  

世界公益報 鄭貫公主編  

廣東日報 有所謂報  

東方日報 少年日報  

星加坡 中和堂 圖南日報 1904  

中興報 1907  

星洲晨報 南僑日報  

仰光莊銀山將仰光新報由保皇改為鼓吹革命 後遭保皇黨奪權  

光華報 進化報 緬甸公報  

南洋地區 吉隆坡橋聲報益群報 檳榔嶼光華日報 荷屬泗水泗檳日報 書報社  

日本 開智錄 國民報  

民報發刊詞由國父執筆 1905首次提出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 

美國 舊金山大同日報 舊金山少年中國晨報國父題匾「華僑為革命之母」 

     檀香山民生日報自由新報  

加拿大 高華華英日報 高華大漢報 

 

僑胞發動的歷次起義 

1894爆發中日甲午戰爭,國父檀香山成立興中會,教同志操兵籌軍餉。 

1895廣州重陽起義 華僑第一次發動對清政府的進攻,由國父與檀香山華僑主動發

起,加上香港華僑與國內志士合作。檀香山孫德彰鄧松盛大力支援軍餉, 香港組乾

亨行為總會所,事敗陸皓東、朱貴全、丘四三人就義。 

1902廣州之役 ,香港興中會李紀堂謝讚(澳洲華僑)策動,以洪全福洪門之勢支持

革命,設和記棧籌劃二次廣州起義。此敗致李紀堂破產,但仍致力革命,洪全福避居

星加坡。 

1907 潮州黃崗之役 主要發動人許雪秋(星加坡華僑)黃乃裳。南洋發起的第一次



革命活動,雖克黃崗但糧餉軍需無以為繼而解散,對日後武昌起義有重大影響。

1907 惠州七女湖之役 主持人僑胞鄧子瑜,本籍惠州,在星港經營旅館。 

1907 防城之役越南河內應欽州代表要求,派黃克強王和順協助,不料接濟武器計

劃被破壞,只得退入十萬大山。 

1907鎮南關之役 防城之役失敗後人心思動,黃克強王和順返河內等待南洋籌款一

面策劃再起義。鎮南關是越南廣西交通孔道,欲取為基地,國父委黃明堂立機關召

同志取之,並率黃克強胡漢民等親上鎮南關指揮,惟砲台不能對清且無彈藥而不

守。 

1908欽廉之役 鎮南關之役敗後清逼法迫國父離開越南,國父轉赴星加坡,令黃克

強胡漢民繼續進行廣州南路起事。黃組軍攻入欽州廉州,威名大震,仍因彈藥告絕,

後援不繼解散。 

1908河口之役 河口是滇越交通門戶有滇越鐵路,為取駐兵四營之河口,越南河內

同志先駐老街以便接應;關仁甫被拘,黃明堂王和順舉兵,清降軍難帶,國父急召黃

興(克強)前往指揮;黃召集歷經患難同志以節制各軍,始返越南欲購槍枝即被驅逐,

糧餉軍需無以為繼,河口遂告不守。 

1911黃花崗之役 廣州新軍起義失敗,國父開庇能會議,南洋各地負責籌款一事被

各國政府知悉皆不准國父入境;國父轉美洲募得七萬餘,南洋各處募得七萬餘。黃

興胡漢民返港籌備起事,惟風聲洩漏與新軍連絡未週,致實力減弱事敗,此役極重

要壯烈,殉國烈士八十五位有三十二位華僑。 

1911武昌起義 此次起義成功無疑是以往不斷起義的匯流,表面上是兩湖革命機關

借四川鐵路風潮起事,但起義的原動力與黃花崗之役相同,乃香港統籌部據南洋庇

能會議決定而規劃僑胞捐獻經費的運用。 
 

 

 

 

 

 

 

 

 



另 為讓下一代感覺中華文化與現今社會相關  

有關中國節慶風俗部份 出題將有一些與在臺現有活動連繫  

如元宵節活動以燈會為主 但「北天燈、南蜂炮、東寒單、西乞龜」 

平溪放天燈；臺南市「鹽水蜂炮」；臺東元宵炸寒單爺及澎湖縣

的乞龜祈福儀式亦富盛名 

 

中國菜也會提到“八大菜系”川、粵、蘇、魯、 閩、浙、湘、徽等

菜系。如麻婆豆腐是川菜 小籠包是蘇浙點心 叉燒火鴨烤乳豬是

粵菜  

三杯雞是臺菜(閩系) 浙菜“西湖醋魚”、“東坡肉”因蘇東坡享盛名 

 

中國特有烏龍茶是半發酵茶 臺灣烏龍茶最有名 福建廣東也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