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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先生
的华侨情

2025年 3月 12日，是孙中山先生逝世 100周年纪
念日。

在近代中国波澜壮阔的革命历程中，孙中山与广
大华侨携手并肩，共同书写了一段不朽的传奇。

谈及华侨时孙中山曾说：“我海外同志昔与文艰苦
相共，或输财以充军费，或奋袂而杀国贼，去对国民之
奋斗。历十年如一日，故革命史上，无不有‘华侨’二字
以长流国人之脑海。”

华侨，始终怀揣着对祖国的深情厚谊和振兴中华
的崇高理想。他们不仅在经济上给予孙中山革命事业
巨大的支持，更在思想上、行动上成为革命的坚定追随
者和英勇斗士。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与实践在华侨中产
生了深远的影响。他曾说过：“华侨的思想开通较早，
明白本党的主义在先，所以他们革命也在先。”

从兴中会的成立到同盟会的组建，华侨始终是孙
中山革命组织的中坚力量。1894年，孙中山在美国夏
威夷檀香山成立了兴中会，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资产
阶级革命团体，而追随他点燃革命火炬的25人全部是
广东籍华侨。

此后，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华侨们纷纷在海外各
地创建兴中会分会和同盟会通讯处，形成了“凡有华侨
所到之地，几莫不有同盟会会员之足迹”的局面。

在经济上，华侨为孙中山革命事业提供了源源不
断的经费支持。

从兴中会到同盟会，每一次起义、每一次革命活动
的背后，都凝聚着华侨们的辛勤汗水和慷慨解囊。他
们不仅捐出积蓄，甚至不惜倾家荡产来支持革命事业。

相关数据显示，从兴中会成立到1912年南京临时
政府成立，仅华侨的捐款就达 700万至 800万港元，孙
中山先生也由衷的感叹：“慷慨助饷，多为华侨”。

这些资金不仅用于购买武器、组织起义，还用于创
办革命报纸、宣传革命思想，为革命的成功奠定了坚实
的物质基础。

在思想上，华侨也是革命思想的积极传播者和宣
传者。他们通过创办报刊、杂志等媒介，向海内外广泛
传播革命思想，为革命的成功作了重要的思想和舆论
准备。

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在海外创办了中国同盟会

的机关报《民报》，其后在东南亚、美国等地，革命报刊
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这些报刊不仅成为革命者交
流思想、传播理念的重要平台，也极大地激发了海内外
民众的革命热情。

在行动上，华侨更是革命起义的英勇献身者。他
们追随孙中山奔走革命，多次参加武装起义，不惜为国
捐躯。

从 1907年 5月至 1908年 4月，在孙中山直接领导
下，同盟会在华南沿海和沿边地区连续发动 6次武装
起义，华侨成为起义的重要骨干。特别是在黄花岗起
义中，31位华侨烈士的英勇牺牲更是震撼了国人，他
们的精神永载史册。

孙中山与华侨之间的深厚情谊不仅体现在革命时
期，更在革命胜利后得到了延续。孙中山深知华侨在
革命中的巨大贡献和牺牲，他始终关心华侨的生存和

发展问题，积极为华侨争取权益和福利。
1923年，孙中山在广州重组革命政权时，曾在政

府内政部设立侨务局，并制定了《保护回国华侨事项》
《提倡奖励华侨回国兴办实业事项》等章程，充分体现
了他对华侨的关心、爱护和对鼓励华侨回国投资实业
的重视。

孙中山高度赞誉“华侨为革命之母”，这一评价不
仅是对华侨在辛亥革命中历史地位的高度概括，更是
对他们无私奉献精神的深情赞誉。

在海外，华侨以深厚情感将孙中山精神铭刻于唐
人街、中国城。

手捧书卷、身穿长袍的孙中山铜像庄严矗立，中式
牌坊上“天下为公”四字赫然醒目。今日侨胞仍以之为
精神纽带，凝聚建设统一富强现代化中国的赤子之心。

（据中国侨网、广东省侨联）

大型原创音乐话剧《中山先生》全新升级即将上演
今年是孙中山先生逝世 100周年，中山将精心策

划系列活动。记者从中山市委宣传部获悉，中山大型
原创音乐话剧《中山先生》经全新升级，3月 12日和 13
日20：00将一连两晚在中山市文化艺术中心大剧场进
行公益演出。

据悉，大型原创音乐话剧《中山先生》由中共广东
省委台湾工作办公室指导，中共中山市委宣传部、中共
中山市委统战部、中共中山市委台湾工作办公室、中山
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出品，中山火炬歌舞团有限公司创
作及演出。该剧自去年 11月首演以来备受观众好

评。为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100周年，经过文史、戏剧
专家及各方意见采纳，《中山先生》现已完成剧本升级
重构，再次打磨提升，震撼回归。

在剧情上，《中山先生》聚焦于1922年孙中山在永
丰舰避难的经历，通过现实与闪回交织的叙事手法和
富有诗意的舞台呈现，勾勒其从少年立志、海外看世
界，再到投身革命、拯救国难、振兴中华的成长轨迹。
剧中展现了孙中山在风雨磨难与生死考验中始终坚守
信仰，凸显了他坚韧不拔、鞠躬尽瘁的爱国精神与百折
不挠的品格，以及对未来中国的美好憧憬与坚定信念。

在舞台呈现上，《中山先生》以极简主义舞台构
建多维时空。其中，钢铁舰体与山河交相辉映，硝烟
战火间穿插岭南风物，还有现代多媒体技术打造沉
浸式观演体验。该剧在虚实相生的诗意表达中，既
有金戈铁马的壮阔史诗，亦见革命者内心世界的细
腻描摹。

本次公益演出还得到了中山市台商投资企业协会
的大力支持。根据安排，主办方将邀请台胞台属、台企
代表、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和社会各界共赴艺术盛宴。

（据广东省侨联、羊城派）

马来西亚槟城州华社纪念孙中山逝世一百周年
12日一早，马来西亚槟城州乔治市阅书报社大院

内的孙中山像前，已经摆放上众多花圈。来自槟城各
华社团体的代表陆续汇集于此，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
一百周年。

纪念大会上，中国驻槟城总领事周游斌、槟城州华
人大会堂主席陈坤海、槟城阅书报社署理社长程福隆
等致辞缅怀孙中山，号召槟城华社继续传承孙中山精
神。随后，出席纪念大会的各界人士向孙中山像献花

致意、肃立表达哀思。与会各界民众还参观了设立于
阅书报社内的孙中山纪念馆，缅怀其事迹。

阅书报社社长兼孙中山纪念馆馆长庄耿康受访时
介绍，孙中山在1905年到1911年间多次到访槟城，募集
资金，筹划反清起义；另一方面，槟城华社也有众多先贤
积极追随孙中山投身革命，吴世荣、黄金庆就是在孙中
山指示下创立阅书报社等文化团体，传播革命思想。

陈坤海表示，海外华侨华人作为中华文化传播者

和中华民族复兴见证者，更应继承孙中山精神，让华人
精神薪火相传，中华文化生生不息。

近日来，马来西亚各地还有不少华社团体举办纪
念活动。位于槟城州乔治市打铜仔街的孙中山槟城基
地纪念馆 9日举办活动，出席活动的当地民众向馆内
孙中山肖像献花致意。12日于吉隆坡陈氏书院举行
的纪念活动也吸引当地政、商、文、教各界人士出席，共
同缅怀孙中山先生。 （据中国新闻网、中国侨网）

孙中山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