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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洪 门致公堂曾经与孙中山关系密切 ,对 孙中山的革命事业贡献 良多。但是 ,在 孙中山当上临时大总统

后 ,致 公堂因在国内立案事与孙中山渐生矛盾 ,关 系愈趋愈远 ,与 孙中山在政治上的死敌陈炯明则 日趋接近。1925

年 10月 ,中 国致公党成立 ,陈 炯明出任致公党总理 ,直 至 1933年 去世 ,其 间对致公党多有谋划。陈炯明对致公党

的影响,在 其生前死后都显而易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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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致公党 (致公党 )由 洪门致公堂改组而来。辛亥革

命时期 ,洪 门致公堂与孙中山关系密切 ,曾 封孙中山为
“
洪

棍
”
,并为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出钱出力 ,贡 献 良多。但是 ,

191z年 中华民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暨孙中山当上临时大总

统后 ,双方因致公堂立案事渐生龃龉 ,关 系愈趋愈远。1925

年 10月 ,中 国致公党在美国旧金山成立 ,推举孙中山的政治

死敌——陈炯明为致公党总理 ,个 中原因甚为复杂。陈炯明

出任致公党总理 ,直 至 1933年 去世 ,其 间对致公党多有谋

划。陈炯明对致公党的影响 ,在其生前死后都显而易见。由

于众所周知的原因 ,前人在论著中经常有意无意地忽略或贬

低陈炯明与致公党的密切关系。本文试对陈炯明与致公党

的关系作一粗浅的疏理、分析 ,不 当之处 ,敬请方家指正。

- 美洲致公堂与孙中山反目为仇

洪门,又称天地会、三点会、三合会 ,原是明末清初抗清

秘密组织 ,以
“
反清复明

”
为宗旨。满清政权逐渐巩固后 ,一

些洪门人士为躲避镇压 ,纷纷移居南洋、美洲、澳洲等地。太

平天国失败后 ,逃 到南洋和美洲的洪门人士大量增加。洪门

组织
“
固结团体 ,则 以博爱施之 ,使彼此手足相顾 ,患难相挟 ,

此最合夫江湖旅客、无家游子之需要
”
[1](231-232页 ),出

现南洋华侨
“
蜂拥从之

”
,美洲华侨参加者达

“
十之八九

”
的

局面[2](“8-469页 )。 海外洪门组织迅速发展 ,洪 门致公

堂是其中最大的一个组织 ,其成员主要散布于美洲和东南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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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美洲洪门致公堂在当时规模最大、力量最为雄厚 ,设

在美洲华侨最大聚居地美国旧金山(三 藩 )的致公堂被称为

五洲洪门致公总堂。辛亥革命时期 ,美洲洪门致公堂与孙中

山关系密切 ,为革命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孙 中山高度称赞

华侨
“
为革命之母

”
。

1894年 11月 ,孙 中山在檀香山创立兴中会 ,提 出革命

排满的主张。次年到旧金山进行革命活动 ,但
“
洪门之人初

亦不明吾旨
”
[1](232页 ),反应冷淡 ,“ 且以孙中山为谋反大

逆 ,视同蛇蝎 ,其 肯与往返者 ,仅 耶苏教徒数人而已
”
[3]

(sb-37页 )。 而保皇会在洪门中影响巨大 ,梁启超加人洪门

后竟能
“
调动檀香山彼会之全体 ,使 皆听号令

”
[4](215页 )。

为了发动洪门加入革命大业 ,孙 中山接受洪门大佬、三藩致

公堂盟长黄三德的建议和策划 ,于 1904年 1月 在檀香山国

安会馆加人洪门
Φ

,“ 由三德先写介绍函,寄到檀香山正埠国

安会馆各昆仲 ,许其加盟。孙文亲在五祖像前发三十六誓 ,

愿遵守洪门二十一条例 ,十条禁。于是洪门封以洪棍之职 ,

孙文欣然受之
”
[5](2-3页 )。

孙中山加人洪门后 ,洪 门人士热情地称其为
“
革命大

哥
”
、
“
洪门大哥

”
,他 的革命事业得到了洪门的大力赞襄。

孙中山在美洲活动的衣食住行、人身安全 ,概 由洪门人±承

担和保障。洪门大佬、安良堂总理司徒美堂还亲自下厨为孙

中山做饭 ,畅 谈国家大势 [6](9页 )。 孙中山在辛亥覃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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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共领导发动了 10次 武装起义 ,所需经费绝大部分由洪门

人士和广大华侨提供。美洲洪门甚至将加拿大温哥华、多伦

多、维多利亚三地的四所致公堂大楼典押出去 ,凑 足急需的

经费[6](9-10页 )。 许多洪门人士还回国效命 ,参 加起义 ,

不少人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孙中山又利用洪门阵地宣

传革命 ,印 发革命宣传品,改变洪门报刊如旧金山的《大同日

报》、温哥华的《英华日报》、澳洲的《民国报》等的宣传宗旨 ,

鼓吹革命理论 ,争取广大海外侨胞支持革命事业。

孙中山还有计划地对洪门进行改造。孙中山加人洪门

前 ,美洲各地致公堂林立 ,但
“
各分堂对于总堂之关系 ,大都

阳奉阴违 ,有名无实
”
,各 团体之间经常互相排斥 ,甚至斗殴、

残杀 ,洪 门会众大多
“
泥守旧习 ,毫无远大理想

”
。孙中山建

议整顿洪门,对 美洲洪门 10余万会员进行重新登记注册 ,

“
不独足以巩固团体回复威信 ,且 可借此收集巨款 ,为公堂基

金及协助国内同志起义之需
”
[△ (113-114页 )。 他亲自起

草了总注册章程 ,又在黄三德等人的陪同下前往美洲各埠宣

传总注册章程和他的革命主张 ,使广大洪门人士
“
始如大梦

初醒 ,因知中国前途 ,吾党实有其责
”
。同时 ,孙 中山着手进

行致公堂堂务改革 ,手订《致公堂重订新章要义》,规定洪门

致公堂的三大义务 ;制定致公堂新章 gO条 [8](“ 0-27o页 )

。孙中山一方面保留了致公堂某些传统礼仪以适应众多洪

门人士的习惯和心态 ,同时对洪门的组织、人事、财务等制度

进行了重大的改造和整顿 ,使洪门具有更多民主化、革命化

色彩。更为重要的是 ,孙 中山把 日后成立的中国同盟会 16

字纲领作为致公堂的政纲 ,规定致公堂
“
以协力助成祖国同

志施行宗旨为目的
”
,使致公堂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融为

一体 ,纳人民主革命的主流之中。这
“
不独开辟古今革命党

人之新生面 ,且 足奠定三民主义之基础
”

,“ 意义高深
”
[△

(1I4页 ),实际上也为洪门改组成为近代政党奠定了基础。

1911年 4月 黄花岗起义失败后 ,孙 中山重抵美国旧金

山,发现同盟会美洲支部与致公堂之间时有摩擦 ,有碍革命

大业 ,遂决定将
“
同盟会员一律加人致公堂 ,而致公堂则开特

别会 ,删 除繁文缛礼 ,以优待同盟会员之加人
”
。经协商同意

后 ,双方联合刊登广告 ,谓
“
孙文大哥痛祖国之沉沦 ,抱革命

真理
”
。同盟会加人致公堂后 ,“ 结大团体 ,匡 护革命事业

”
,

“
尽释从前门户之分别 ,冀赞将来光复之伟业 ,扫虏廷专制恶

毒 ,复汉家自由幸福
”
[叫 (1“-1s,页 ),两 大团体紧密地结

合在了一起。又根据孙中山的提议 ,在 旧金山成立了洪门筹

饷局(又称中华革命军筹饷局 ,对 外称国民救济局 )。 该局

自辛亥六月开办至十二月结束 ,公 布进款总数为美金 14万

多元[10](84页 ),贡献良多。

1911年 10月 武昌起义爆发 ,孙 中山急于回国 ,但 囊中

空空。司徒美堂、黄三德等捐资成行 ,又竭力筹款 ,仅 10月

份经黄手汇给武昌革命军 2万元 ,汇香港 8万 元 ,他人苴汇

香港者
“
亦不下数万元

”
[11](sO—5I页 )。 芝加哥致公堂、同

盟会还捐购飞机 6架 ,支援孙中山革命派 [12](81页 )。 孙

中山归国后 ,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选举在即 ,司 徒美堂、黄三

德、唐昌琼等为了张大孙中山的声势 ,“ 连 日筹划发电报 ,用

各埠致公堂名义 ,各华侨团体名义 ,一 日而发三数十封 ,电 报

之费逾千⋯⋯谓临时总统非孙君莫属
”
[5](22页 )。 孙中山

当选总统后 ,各地致公堂又纷纷电贺孙中山当选。

孙中山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中央政府大总统后 ,致公堂

对其寄予厚望 ,但双方却因致公堂立案事渐生龃龉 ,关系愈

趋愈远 ,终 于反目为仇。

民国綮建 ,政党政治成为一时风潮。
“
洪门人士之有识

者 ,亦知在民国时代 ,政治公开 ,宜将秘密会社之行动 ,光正

磊落组织为政党 ,方足以收罗人才 ,应 付国变
”
[5](37页 ),

以提高广大华侨的政治地位和维护他们的根本利益。这本

是一种与时俱进的正当愿望 ,但孙中山、胡汉民等对此反应

冷漠 ,使致公堂大失所望。

1912年 1月 9日 ,加拿大维多利亚致公总堂电贺孙中山

就任大总统 ,同 时提出派代表回国
“
组织一完全政党 ,故望大

总统回念当日花亭之事 ,须要协力扶持完全政党之事
”
。zg

日,再函孙中山,告 以已派代表回国办理政党事宜。
“
望大哥

念花亭之秘密 ,高 溪歃血之盟 ,况且大总统是洪门首领 ,正 宜

成政党以慰陈近南、郑成功之灵 ,慰 同人仰望之心
”
[11]

(431J37页 )。 孙中山均没有予以回应。

3月 ,黄 三德亲自回国,向 南京临时政府呈报洪门筹饷

局大小文件及数目捐册 ,同 时向已辞去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

提出洪门在国内立案活动的要求。孙中山要黄三德回广州

后再议 ,并令其子孙科陪同黄回广州。但黄抵广州后 ,孙 中

山
“
对此事太过冷淡

”
,表 面上满口应承 ,却要黄向广东都督

胡汉民具呈。胡汉民
“
更轻视洪门

”
,“ 过河拉板

”
,“ 竞置此

事于脑后
”
,对黄三德的呈文不理不睬 ,时 过一月 ,仍

“
渺无

声息
”
。黄三德一再催促 ,孙 中山因

“
逼得太紧 ,反为发怒

”
。

虽答应由他专函胡汉民,并要黄携另函到粤海关监督署与陈

少白、史古愚商办此事。但胡汉民托词拒见黄三德。黄三德

因而认定孙、胡对洪门立案事
“
孙推归胡 ,胡 叉推归孙 ,两人

扯猫尾 ,有意压迫洪门 ,不准其正式立案。盖为其 自己组织

政党起见 ,欲消灭洪门而吸收之 ,不 愿意洪门再成势力也。

此种心事 ,真是对不起洪门
”
[到 (24-25页

)。 揆诸当时情

势 ,黄 三德谓孙中山欲消灭洪门或许过于言重 ,但孙在辛亥

革命胜利后确有改造会党之意。他曾在一次演讲中说 :f洪

门所以设会之故 ,系 复国仇 ,倡 于二百年前 ,实革命之导线 ,

惟现下汉族已复 ,则 当改其立会之方针 ,将 仇视鞑虏政府之

心 ,化而为助民国政府之力⋯⋯人贵自重 ,须知国无法则不

立 ,如其犯法 ,则政府不得不以法惩治之。惟 自纳于范围之

中 ,自 免此祸 ,此 相安之理由也。人要知取舍 ,胥 如附船舣

岸 ,既 由此达彼 ,即 当急于登岸 ,以 出迷津。如仍在船中,便

犯水险。
”
[8](358-359页 )并对会党露轻视之意 ,说会党

“
彼

众皆知识薄弱 ,团体散漫 ,凭借全无 ,只 能望之为响应 ,而不

能用为原动力也
”
[1](233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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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革命失败后 ,孙 中山再次流亡海外。1910年 7月
,

孙中山在日本组建中华革命党 ,急 欲得到广大洪门华侨的支

持。他致函南洋洪门,望其
“
固结团体 ,振起精神 ,再做革命

工作 ,爱 党爱国 ,洪 门之责任也 ,亦 弟之厚望也
”
[13](lO5

页)。 同年 11月 ,孙 中山致函各埠洪门 ,略谓
“
文忝属洪门一

份子 ,以密切关系所在 ,意 欲各埠洪门团体急起直追 ,共 图革

命事业 ,并全部填写誓约 ,加入中华革命党
”
,原有机关一律

改组为中华革命党支部[13](141页 )。 此函发出后 ,南 洋华

侨在邓泽如等的积极推动下 ,赞 助中华革命党的事业有所进

展。美洲各埠致公堂接获此函后 ,“ 大多数皆不以为然 ,无有

遵函改组者。盖各埠洪门人士对于孙文 ,已失信仰之心。对

孙中山派往加拿大温哥华筹饷的冯 自由
“
尤却弃之

”
,“ 大起

攻击
”
。不仅如此 ,致公堂成员还复函孙文 ,发泄对孙中山当

年不准洪门立案的愤懑 ,“ 洪门求都督胡汉民立案 ,一再批斥

不准 ,先生受洪门待遇之厚 ,胡汉民感谢洪门之手墨未干 ,岂

意忘本食言 ,如是之速。⋯⋯今先生大炮之毁誉 :腾于内外 ,

伟人变作匪人 ,先生利用洪门之伎俩又出,先生衰时则倚庇

于洪门,盛 时则鄙屑洪门 ,避 之若浼。今盛而复衰 ,又欲与洪

门亲密。先生休矣
”
。孙中山在美洲的筹饷活动 ,“ 卒无成

功
”
[到 (32-35页 )。

洪门与孙中山的关系渐趋疏远 ,与孙中山以外的政治势

力则有所接近。1915年 12月 ,护 国战争发动以后 ,中 华讨

袁军大元帅岑春煊、西南护国军总司令唐继尧先后委任黄三

德为欧美筹饷专员 ,致公总堂均予以转达并加委。黄三德为

此奔走筹款 ,“ 成绩尚佳
”
,所 筹款项 ,直 汇云南。袁世凯倒

台后 ,致公总堂再派黄三德回国为洪门立案。总统黎元洪准

许洪门立案 ,广 东省长朱庆澜也予以同意。黄三德又提出在

广东建洪门五祖祠 ,其时西南护法政府
“
各省人士毕集于广

州 ,对于五祖祠之倡建 ,无不赞成。独孙文反对 ,不肯签名
”

[51(38-39页 )。 双方的矛盾进一步扩大。

1919年 10月 ,孙 中山谋划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

民党 ,颁布《中国国民党海外支部通则》,特别规定
“
原有中

华革命党支部及洪门 ,全部党员加人改组者
”
,凡 能每年担任

一千元以上之经费 ,均 可设立海外支部 [14](418页 )。 1921

年 1月 ,孙 中山在一次通信中再次提出
“
致公堂中不良分子

常与吾党同志为难 ,亟 宜设法融合 ,以 免纷扰
”

,“ 如致公堂

同人明达之士愿归附吾党者 ,能 照人党手续 ,可 准其加入吾

党 ,则逐渐归并 ,而该党同人自不能与吾党为敌矣
”
[14](。 s9

页)。 同年 5月 ,孙 中山在广州建立政府 ,自 称中华民国大总

统 ,再一次旧事重提 ,当 面逼黄三德
“
即通函海外致公堂 ,一

律改为中华革命党 ,签哲服从之
”
。黄三德不从 ,孙 中山

“
谓

洪门若不易此名称 ,则 不服从指挥。有人报告 ,谓 加属洪门

每于大放洪门之夜 ,以 纸人做孙文而杀之 ,你 知此事否。

⋯⋯孙文此时勃然变色 ,谓 你为洪门大佬 ,你有命令 ,当 然要

听 ,你不肯发函,就是你反对我 ,不是洪门反对我。三德此时

亦动怒 ,谓 民国时代 ,人人有自由杈 ,三德不能强迫洪门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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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从我 ,此公函我断不发。你现在有权力 ,谓我反对你 ,你想

将我打靶 (按 :粤语枪毙之意)吗
”
。黄三德从此

“
不复与孙

文来往
”
[5](40页 ),双方关系已逞决裂之势。

二 陈炯明与致公堂改堂为党

洪门致公堂与孙中山的关系愈趋愈远 ,与孙中山数度离

合、最终势不两立的陈炯明与致公堂的关系则愈趋愈近 ,终

于因改堂为党之事走到一起。

陈炯明清末时曾任广东谘议局议员 ,因 倡言禁赌而名噪

一时。辛亥广东独立后 ,他 出任军政府副都督 ,掌 握军权。

他枪毙石锦泉 ,镆 压王和顺 ,解 散民军 ,借
“
清乡

”
为名大肆

镇压会党 ,因 而与会党的关系较为紧张。二次革命后 ,致公

堂拒绝加入中华革命党。寓居南洋的陈炯明对此亦持异议 ,

对誓书按指模打手印一事 ,“ 认为有损人格 ,始 终不肯办理
”

[15](99页 ),并且
“
独树一帜

”
,志在总统[16](1s9页 ),与 李

烈钧、李根源等人
“
均倡缓进主义 ,不 善孙中山先生改组中华

革命党所为。欧战起后 ,李根源等设欧事研究会 ,主张停止

革命 ,一致救国,李 、陈等和之
”
[17](s92页 )。 陈炯明还不

点名地批评孙中山
“
以盲进突击为能

”
[18]。 对民初拒绝致

公堂立案之事 ,孙 中山曾于 1915年 2月 致函旧金山中华民

国总公会进行解释 ,把责任诿过于陈炯明 ,“ 是时适陈炯明为

军统 ,握兵权 ,锐 意办匪 ,而彼并嫉会党 ,力 沮其事 ,谓 彼必俟

土匪荡平之后 ,否 则土匪窜人 ,会 党更难收拾
”

;“ 此事应追

怨陈炯明 ,其次胡汉民身为都督而不能制陈 ,致受阻挠 ,亦 非

无过
”
[19](笳7-369页 )。 但孙中山的解释显然没有使黄三

德等洪门人士满意 ,黄 三德坚持认为
“
胡汉民之拒绝洪门立

案 ,不 肯批准者 ,确是孙文授葸
”
[5](39页 )。

1918年 8月 ,陈炯明率援闽护法军进驻福建漳州后 ,刷

新政治 ,振兴实业、教育 ,派遣留学生 ,支持爱国运动 ,提倡新

文化 ,宣传社会主义 ,名 声鹊起。他宣称 :“ 世界的进化 ,也是

全人类在里面努力创造的⋯⋯进化的极致 ,也就是使全人类

有均等的幸福。
”
为此 ,要

“
拿一个为全人类努力的心事 ,来

做人生的使命 ,那 么 ,思 想一变就全打破旧生活、旧组织 ,直

向进化线上 ,一齐大努力 ,创造新生活、新组织 ,达 到无国界、

无种界、无人我界⋯⋯的境地
”
[zO](。 O3页 ),多 次盛赞

“
十

月革命
”
,致 函列宁 ,认 为

“
人类所有的灾难都米 自资本主义

的国家制度。只有消灭国界 ,我 们才能制止世界战争 ,只 有

消灭资本主义 ,我 们才能实现人类的平等
”
。相信

“
布尔什

维主义将会给人类带来幸福。我想尽一切力量在世界上推

行这一制度。我的使命不仅是改造中国,而且要改造整个东

亚
”
。他又致函旅俄中国工人 ,希 望他们

“
能重回祖国传播

俄国革命种子 ,则 国人必起而共同奋斗 ,建立一崭新之社会

主义中国
”
[zO](笱6-457、的0页 ),因 而被同时代的人称为

“
社会主义的将军

”
[21](99页 )。 有舆论更称陈炯明

“
不仅

为三民主义之健将 ,且 将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说之先驱 ",

“
中国将来之列宁

”
[zz]。 北京大学学生在参观漳州后赞

叹 :“ 我想共产时代 ,当 亦不过如此⋯⋯漳州是闽南的俄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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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
”
[zs](21页 )。 1920年 10月 ,陈炯明率援闽粤军打回广

州 ,掌控广东军政大权。此时的孙中山对陈炯明信任有加 ,

倚若干城 ,“ 不惜全力以为竞兄之助 ,同 德同心 ,岂 复寻常可

拟?我望竞兄为民国元年前之克强 ,为 民国二年后之英士 ,

我即以当时信托克强、英士者信托之
”
[z0](17-18页 )。 但

陈炯明迅速右转 ,企 图关起门来建设广东模范省 ,在 征桂、北

伐、总统选举等问题上与孙中山分歧严重。陈炯明认为
“
整

个中国统一是不可能的 ,国 民党的纲领是不够的。他认为 ,

必须建立一个新的社会主义政党
”
[zs](⒛-74页 )。 孙、陈

矛盾 日趋激化 ,终 于导致兵戎相见 ,酿 成 1922年 6月 的
“
六

·
一

六
”
兵变 ,陈炯明从此与国民党一刀两断。同年底 ,孙 中

山策动滇桂军推翻了陈炯明在广州的统治 ,陈炯明的残余势

力退据东江—带。在此前后 ,陈炯明在军事上与利害相同的

军阀互通声气 ,谋求联防互保 ,在政治上坚持联省自治 ,并 积

极谋求另组新党。1922年 10月 ,国 会众议员褚辅成南下广

州 ,与陈炯明连 日
“
密议起草党纲

”
[%](589页 )。 陈炯明另

组新党的图谋使其与一直谋求改堂为党的致公堂迅速走到

了一起。

民国初建 ,致公堂有识之士就认识到组织公开政党的必

要性。孙中山拒绝致公堂立案 ,但致公堂并没有放弃改堂为

党的努力。1915年 8月 ,致公总堂任命黄三德为游埠专员 ,

委以
“
统-党政 ,扩 张党势

”
之任。旋因袁世凯称帝 ,护 国运

动起 ,黄三德忙于为护国军筹款 ,组 党之事未能完成。但黄

三德认定
“
洪门终当改组为政党 ,列 出光明正大有条有理之

政纲。⋯⋯此事终必要实行
”
[5](37页 )。 袁世凯败亡后 ,

致公堂再次要求在国内立案和在广州建五祖祠 ,因孙中山反

对而未果。1920年 ,司徒美堂由美国到香港 ,联 络当地洪门

人士 ,计划建立一个统一的华侨政党。但因没能获得香港洪

门人士的支持 ,只得作罢[27](543页 )。

1923年 10月 ,美 洲致公堂在美国旧金山召开五洲洪门

第三次恳亲大会 ,司 徒美堂、黄三德及海外洪门团体代表出

席会议 ,着重讨论了改堂为党成立致公党等事。各地代表认

为 ,辛亥革命 以来中国人民仍处于
“
苦难深渊中,民 不聊

生
”

,“ 国外华侨也依然被歧视被压迫
”
,主张

“
华侨应另立政

党 ,干涉国家政治以保护华侨、侨眷利益
”
[6](1“ 页)。 会

议议决通过了《中国致公党党纲草案》,决定在上海建
“
五祖

纪念祠
”(后于 1925年 9月 在上海建成),成立中国致公党

筹备委员会总会筹划改堂为党 ,分设上海和旧金山两筹备总

机关 ,分别负责国内和海外的致公党发展事务。正在努力谋

求另组新党的陈炯明获知此事后 ,积 极寻求与致公堂的合

作。

1924年 2月 2日 ,陈炯明致函致公堂全体人士 ,攻击孙

中山在粤
“
暴政百出,烟赌遍地 ,捐借横施 ,农场学校 ,公然变

卖 ,寺庙庵观 ,拆售殆尽。又霸奔人民房屋 ,数 至千家 ,强 占

瞽老堂院 ,虐及无告 ,其它如铁路收管宁阳 ,干没华侨血汗 ,

拉夫逼充前敌 ,实 为刍狗劳工
”
。同时 ,陈炯明亲信马育航也

致函黄三德 ,一方面继续攻击孙中山
“
假执行共产之名 ,行其

掠夺搜刮之实。省港商民 ,同深惊骇
”
,同时提出组建政党之

事 ,谓
“
此后救国与建国之责任 ,不 能不仍引以自负。基此意

志 ,乃有运用大党之必要。老兄领袖侨胞 ,主持党事 ,当亦同

具此种热心与宏愿
”
。黄三德认为从陈、马两函

“
可见国内

人士冀望洪门之殷 ,洪 门革命之至诚
”
[5](47页 )。 双方的

合作越来越紧密。

陈炯明与致公堂之所以能够渐趋靠拢 ,一是因为陈炯明

和致公堂都与孙中山存在着较大的矛 J莒 ,共 同的
“
敌人

”
使

他们走到了一起 ;二是陈炯明曾经颇负时誉 ,致公堂改堂为

党需要这样的
“
头面人物

”
,他们选陈炯明为领袖 ,“ 实不足

奇 ,因 为现在中国没有比陈炯明更为华侨所知而尊敬的人
”

[zg⒈ 三是陈炯明组织新党急需寻求海内外各种力量的支

持 ,尤其是孙中山昔日的同盟者——致公堂的支持 ;四是孙

中山 1924年实行
“
联俄容共

”
和镇压商团事件 ,使华侨心存

疑惑 ,“ 痛恨孙氏焚城 ,且试行共产 ,莫不赞成陈氏出兵救粤 ,

致公堂分子尤为热烈
”
[zg],因 而与陈炯明更加接近。此

外 ,孙 中山的敌对势力极尽挑拨之能事 ,离 间孙中山与致公

堂的关系 ,从 而从侧面促成了致公堂与陈炯明的合作。如
I922年 2月 ,岑春煊致函美洲致公堂 ,攻 击孙中山

“
醉心总

统之梦 ,以讨段者转而联段 ,以护法者自行破法 ,致使军政府

之结果失败 ,此 真可为叹息痛恨者也。孙文重行回粤 ,既 自

命为大总统矣。以非常之国会 ,选正式之总统 ,其名义之滑

稽 ,举动之荒谬 ,姑不具论。¨⋯今试观两粤之情形又如何

者 ,倡言共产 ,以乱社会之秩序 ,主 张公妻 ,以 害风俗之善良 ,

借民治之名 ,行残民之实。日以横征暴敛为事 ,排 除异己为

能 ,其穷凶极恶 ,千 奇百怪 ,不特为前清所未有 ,抑 亦为裒氏

段氏所无。今暴民专制 ,日 甚一日,将来国家地方之祸患 ,何

可胜言。⋯⋯孙文者 ,口 是心非 ,买 空卖空 ,以 革命为生涯 ,

但知破坏 ,不知建设之人。若任其倒行逆施 ,国 家元气必遭

斫丧 ,难 以收拾
”
[5](45页 )。 甚至在孙中山死后也不放过。

1925年底 ,徐溥霖不断致函致公堂 ,谓 :“ 孙大炮之所谓新国

民党 ,现在内讧 ,分 为两派。一派在粤盘踞 ,奉 苏俄为老祖

宗 ,宣传赤化。一派在北京及各省 ,因 争杈夺利 ,互相攻击 ,

表面上虽反赤 ,实 际仍是赤。⋯⋯在国民党仍拚命破坏法

统,欲实行其中山式之国民会议,以 泡制全国j言之可畏,中

华民国其将亡乎?” [5](。 B页 )

1925年 3月 孙中山逝世后 ,洪 门中拥孙派失去重心 ,反

孙派势力抬头。同时 ,广 州革命政府第二次东征彻底击败陈

炯明残部。陈炯明在军事失败的同时 ,与洪门反孙派加紧磋

商 ,改 堂为党之事进入实质性的操作阶段。

孙中山逝世前 ,“ 海外侨胞中 ,不满于孙文者渐多 ,脱离

民党者渐众 ,遂 有新党之组织。而旧日致公党会员多数加

人 ,由 是扩充会员 ,美洲南洋均有分部 ,声势日大。凡反孙之

华侨罔不加人。于是攻击孙文、玫击民党之事发生 日多。海

外华侨遂显然分为二大派。故一出国门 ,即见两派报纸互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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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击 ,不遗余力。然而国民党派有组织有首领 ,新组之党有

组织而无首领 ,故其人数虽比民党多数倍 (即 以美洲而论 ,人

致公党者凡二十万 ),而卒未能巍然而成为一政党 ,以与国民

党抗衡者以此。陈孙分裂事件 ,华侨之有党籍者亦分裂为陈

孙两派。致公堂分子多与反孙派接近 ,颇 有拥陈抗孙之拟

议。及孙文逝世 ,民 党华侨一失重心 ,于是致公堂分子稍具

政治思想者 ,感受欲趁时组成政党
”
。陈炯明被忠于孙中山

的军队赶出广州后 ,洪 门致公堂仍对陈炯明寄予厚望 ,“ 本其

反孙宗旨,群致其希望于陈氏也
”
。陈炯明扬言反攻广州 ,致

公堂中拥陈派积极活动 ,大造声势 ,主张推陈炯明为致公党

总理 ,反对唐绍仪为新的洪门领袖 ,“ 加拿大首都维多利亚致

公堂各华侨 ,因 闻陈炯明出兵救粤 ,并有代表陈应杈、叶少石

二人抵埠联络侨胞。遂于是 日开全埠侨民欢迎大会。到会

者千余人。首由陈等陈说来意 ,次 由华侨各界领袖演说。大

致皆主张结合华侨新团体 ,以应付国事 ,在场者多数赞成 ,乃

即席议决要案五项△。华侨赞成联省 自治 ,⒉ .举 陈炯明为新

党首领 ,3,筹 助粤军饷项 ,4.设 立航空学校 ,5。 选派代表回

国 ,征求陈氏同意
”
[z9]。

1925年 8月 ,中 国致公党筹备委员会发布《通告全体洪

门人士书》,对改堂为党之事作出如下规定。

(一 )设 立中国致公党筹备委员会总会于金门(旧

金山),各 地设分会 ,统 一办理改堂为党工作。(二 )中

国致公党党纲悉依五洲洪门第三次恳亲大会通过的党

纲草案公布。(三 )中 国致公党筹备委员会总分会成立

之后 ,即 为筹捐救国费机关 ,捐 款由驻在备国致公党汇

集,直 接寄给 内地致公党总机关 ,以 进行救国工作。

(四 )1925年 10月 10日 为驻美金门致公堂总部成立开

幕之期,各 地如不能按期派出代表 ,亦 须函电致贺 ,以 表

同庆 ,是 日起 ,各 洪门团体致公堂,均 应悬党旗三 日,以

昭大典。(五 )致公党箸备委员会总会决议推举陈炯明

为中国致公党领袖 ,唐 继尧副之 ,备 地致公堂一律拍电

回国,表 示拥戴之诚。(六 )备 地中国致公堂总分部(如

前 日致公堂所定之七大区及南洋、欧洲、非洲)应 每部派

代表一二人回国协助 ,参 与救国大计。(七 )凡 致公党

党员应领到本党领袖签发之证书为据 ,方 为纯粹真正党

员。(``)1925年 10月 10日 以后,各 地致公堂一律改

称致公党。[30]

1925年 10月 10日 ,五洲洪门第四次恳亲大会暨中国致

公党第一届代表大会在美国旧金山召开 ,侨居美洲各地的洪

门致公堂和香港、澳门、上海等地的洪门代表出席会议。会

议决定以洪门致公堂为基础 ,组织华侨政党 ,名 为中国致公

党。通过《中国致公党党纲》,选举陈炯明为总理 ,唐继尧副

之。会议结束后 ,致公党
“
来电敦就职 ,并 由陈应权携回请任

书
”
,陈炯明于 IO月 zT日 复电表示接受。12月 ,陈 炯明败

走香港 ,“ 从此专心致力于中国致公党党务之发展
”
[31](3s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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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陈炯明为总理造成致公堂内部分裂加深。1923年 10

月五洲洪门第三次恳亲大会议决改堂为党 ,规定
“
公认金山

致公堂总堂为海外组党筹各总机关 ,又公认上海致公堂为海

内组党筹备总机关
”
,一 向海外发展 ,一 向内地发展 ,虽 规定

两机关
“
互相联络

”
,但实际上

“
显然将金山、上海两处 ,划 定

鸿沟
”
,已 有

“
分道扬镳之势

”
。上海派 自恃建五祖祠有功 ,

欲拥戴唐绍仪为总理。
“
金山派决另树一帜 ,于 是拥陈之议

以起。由议论而变为事实 ,居 然正式发表 ,上海派以其未得

本派同意 ,指 为专擅 ,遂益鼓噪 ,直 以文字公开攻击 ,金 山派

亦不饶让 ,又 以文字相辩论
”
,造 成分裂 [32]。 又由于致公

堂有关章程规定 ,有致公堂的地方就有致公党的组织 ,造 成

堂党不分 ,组织涣散 ,成员庞杂。陈炯明当上致公党总理后 ,

大力推进党务 ,对致公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三 陈炯明对致公党的谋划和影响

为了进一步团聚和统一致公党 ,19“ 年 2月 ,陈炯明在

香港筹组成立了香港致公党俱乐部 ,把致公党的活动中心移

至香港。他委任杨达波、钟秀南为俱乐部正副主任 ,徐公整、

陈天球、陈演生、俞华山、陈益廷、曾仲伟、黄伯群等为委员 ,

进一步推进党务。同时 ,陈 炯明还
“
决定主义 ,制 定党纲概

要 ,又 与陈演生等拟定驻港支分部暂行章程 ,从事登记党员。

半年之间 ,陆续登记者十余万人。同时派员往澳门、广州湾、

厦门各设支部 ,南 洋吉隆坡、麻六甲、芙蓉各埠 ,闻 风纷请准

设支部 ,并请派员前往指导工作
”
。致公党在国内外都得到

较大的发展 ,陈炯明晚年的主要活动也是在港指导和督促推

进党务事宜[31](36-38页 )。

陈炯明不仅在组织上推进致公党的发展 ,更重要的是在

思想上影响、指导致公党 ,撰 成《致公党计划书》,以 三肆主

义即联治民主制作为致公党的指导思想。

陈炯明
“
五十以后

°
为致公党党魁 ,致 力于致公党之策

划 ,提 出一种三建主义。一曰建国主义 ,用 以解决中国问题 ,

内容 :一 为民族的 ,主 张中华民族之复兴 ;二 政治的 ,建立联

治民主制 ;三 经济的 ,实行集产制 ;四社会的 ,劳 资平等 ,男 女

同权 ;五武备的,归 到民兵自卫制 ;六外交的,注 重国民外交 ,

以兼爱交利为主。二曰建亚主义 ,内 容 :一黄种主义 ,以 黄种

人大结合成立一大民族 ;二保亚主义 ,由 亚洲人联合 ,共 同保

障和开发为亚洲根据地之亚洲联邦主义 ,由 亚洲联邦建立联

邦政府 ,代表亚洲对外关系 ,并 统一全洲军事外交之杈力及

关于全洲司法之组织 ;三 对于联邦内产业 ,用 全洲共济精神 ,

制定新经济政策。三曰建世主义 ,内 容 :一人种平等 ;二 民族

自决 ;三社会共济 ;四 经济合作 ;五万国联邦 ;六 废除各国军

备 ;七 打破一切阶级。其详见所著《致公党计划书》中,大抵

以社会伦理为中心 ,以 中国固有之文明为基础 ,以 人类生活

完成公平合理为归趋 ,其思想议论在适合于礼运小康之治 ,

进而达于孔子礼运大同春秋三世之旨
”
[33](327-328页 )。

I927年冬 ,陈 炯明在《致公党计划书》的基础上完成《中

国统一刍议》,系统地提出了中国统一的理论、方法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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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书中分析了民国肇建以来纷乱不止的原因 ,断 言北之军

治、南之党治均属违反民主共和原则。提出中国统一的纲领

有四 :统一国军、建立联治、解决财政、恢复主权。统一的程

序有二 :第一期为建立事实的中央统一政府 ,第 二期为产生

合法的中央联治政府。主张通过南北妥协、外交赞助、舆论

一致运动等来完成国家的统一。明确主张以
“
三建主义

”
为

国家之目的 :“ 一、建国,完成中华整个民族之国家 ,实行其共

有共治共享之原则 ,不 应再分五族 ,而应完成中华一族 ;二 、

建亚 ,使亚洲成一组织 ,为 世界大组织之柱石 ,中 国应负创造

亚洲新文明之使命 ;三 、建世 ,增进中国文化 ,尽 量贡献世界

协谋国际和平运动 ,以 全人类平等共同生活为 目的 ,废 除各

国军各组织 ,万 国联邦 ,而各国应为其创造者之一员
”
。提出

组织国家的四个主义即自治主义、自给主义、联合主义、分职

主义 ,认为地方自治是达致中国共和的唯一之路 ;大力主张

联治民主制 ,即联乡治区 ,联 区治县 ,联县治省 ,联 省治国 ,全

国政治组织以业治为经 ,域治为纬 ,组成五级政制 ,并 提出了

具体的组织方法[31](37页 )。 实际上欲以
“
三建主义

”
来对

反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 ,用 联治统一来对抗武力统一。对

此 ,章炳麟赞其 :“ 所陈方略 ,多 中肯綮。其最要者 ,有 云南北

妥协 ,当 以遵五色旗 ,取 消军治党治为主 ,非忠于中华民国之

人 ,不能为是言也。
”
[zO](%9-lO50页 )1gz8年 至 I933年

,

陈炯明多次北上京津沪 ,在 天津成立致公党支部 ,与段祺瑞、

章炳麟等共商国是 ,“ 劝其放弃私人武力主义 ,以 实现真共

和 ,因 与订共和大同盟
”
[31](39页 ),企 图组成国共两党之

外的第三势力 ,但应者无多。

1931年 10月 10日 ,中 国致公党在香港召开第二次代表

大会 ,来 自美洲各地和海内外各处的代表数十人出席了会

议。与会代表大部分是各地致公党 (堂 )的 中坚人物 ,司 徒

美堂也亲临大会 ,“ 签字赞同
”
大会决议 [34](18页 )。 会议

决定在香港成立中央本部 (党部 ),“ 各堂口一律改党
”
,党 堂

分开 ,党领导堂[30]。 会议继续推选陈炯明为总理 ,陈演生

为秘书长 ,司 徒美堂为美洲总支部主席。
“
决定以中国社会

主义 (一名人社主义 )为 中国致公党主义。以社会本位 ,伦

理中心 ,共费目的 ,为 中国社会主义之三大特质。先生 (陈炯

明)以 中国社会自有史以来 ,完全是伦理中心之组织。一面

以社会本位 ,改造新社会 ;同 时力谋伦理之复兴 ,令社会主义

到中国发生异彩 ,可称为伦理中心之社会主义。又主张共同

必要之消费 ,由 共同设备 ,共 同供给 ,以 共费 目的 ,逐步扩大

共费组织 ,故 又可称为共费回的之社会主义
”
[31](38页 )。

此后 ,致公党迅速发展 ,从
“
二大

”
到 1933年 陈炯明去世 ,

“
除美洲原有机关外 ,已 成立南洋群岛及国内各总支分部多

起 ,尔 时合计已登记之党员 ,当有四十余万
”
[sO]。

“
九一八

”
事变后 ,陈炯明拒绝 日本人的收买 [35](99

页)。 他领导的致公党 ,顺 应国内日趋高涨的要求抗 日民主

的进步潮流 ,一方面谴责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 ,要求实行抗

日,收 复失地 ,同 时在国内各派政治力量中首次提出停止内

战、共御外侮的政治要求 ,并积极投身到抗 日救国的实际行

动之中。1931年 10月 10日 ,陈炯明致函蔡元培、张继 ,反对

国民党一党专政的训政 ,认 为当今
“
根本救国之图 ,非合五族

四万万人之力量 ,缔造新国 ,铲除任何专政 ,实行民主政治 ,

弗克有济。⋯⋯此次东省事件 ,国 民党当国,应 负完全责任。
⋯⋯一党专政 ,实 与民主政治根本不能相容 ,试验有年 ,和盘

托出 ,对 内则分崩离析 ,对外并丧地失权
”
。提出取消党治 ,

统一国军 ,建立联治 ,解决财政 ,“ 则中国统一之基础得以确

立。然后对外抵抗暴力 ,收 回国权 ;对 内发展经济 ,充 实文

化 ,以 及图强雪耻一切准备 ,乃 有进行之余地
”
。12月 1日

,

陈炯明又发表《敬告国人书》,大声疾呼
“
国事急矣

”
,继 续抨

击国民党一党专政 ,提出
“
当此国难临头 ,果能幡然悔悟 ,尽

反其道而行之 ,取 消党治 ,恢 复民国 ,停止内争 ,共御外侮 ,国

事尚可为也
”
。主张国民自决 ,组 织救国大团体 ,实行全民总

动员 ,“ 即由全国较有组织之职业团体、区域团体、宗教团体、

慈善团体、武装团体、妇女团体及其他—切团体 ,基 于自觉的

决心 ,采取超越党派 ,实 行国民自决主义 ,齐 集救国旗帜之

下 ,共赴国难 ,而 不倚靠党政府之为我救援也
”
[zO](IO59~

1062页 )。 上述两函在上海发表时 ,被编者称为
“
其辞痛切透

辟 ,世论罕有其比
”
[%](9s1-962页 )。

1931年 10月 10日 致公党中央本部成立当日,即 通告各

埠党部 ,准备救国事宜 [31](38页 )。 号召
“
海内外各处党

员 ,一致参加抗战工作 ,出 钱出力 ,以 尽职责
”
[“ ](⒛3页 )。

致公党发动海外华侨积极支持国内的抗 日救亡运动。
“-

·二八
’
十九路军在上海孤军抵抗侵略之役 ,本党即尽力勉

励侨胞 ,捐款输将 ,并鼓励沪上党员投身行伍 ,所贯彻捍卫国

土保护主权之本旨
”
["](z9页 )。 司徒美堂安良堂召开干

事会 ,作 出三项决议 :“ 一、以致公党名义呼吁支持坚守在上

海的十九路军 ;二 、迅速成立洪门筹饷局机构 ,发 动募捐 ;三 、

组织华侨青年航空救国
”
[6](223页 )。 1932年 3月 ,致公党

又联合华侨建立了
“
美洲华侨抗 日救国后援会

”
。11月 ,该

会召开全体职员大会 ,向 东北抗 日义勇军捐款 10万 大洋。

1933年 2月 ,致公党派遣美国华侨救国义勇军团至南京 ,支

援国内抗日斗争[36](204-205页 )。

1933年 9月 ” 日,陈 炯明在香港病逝。致公党中央本

部和海内外各地致公党纷纷举行悼念活动。如致公党驻秘

鲁总部干事会发布公告 ,略谓
“
国仇未复 ,国 耻频添 ,吾党不

幸梁木遽摧 ,哀 痛奚极。兹即通饬各党部由是日上午八时起

下旗三天以志哀痛⋯⋯凡我党员一律禁止娱乐 ,于 志哀期

内,在 利马党员每日下午由三时至五时 ,晚 间由八时至十时 ,

齐到总部
”
[sT]。 《陈公竞存荣哀录》收录的 zO00余 幅挽联

挽章中 ,不乏高度评价陈炯明对致公党的贡献。如称陈炯明

为致公党
“
导师

”
,“ 洪门称健者

”
,“ 总理提携致公党

”
,“ 中

原何 日兴 ,本 党何时兴 ,东 山再起望谢安
”

,“ 是本党领袖 ,谋

黄族复兴 ,方针趋社会 ,主义长存 ,精神长存
Ⅱ

,“ 为洪门再建

功勋
”

,“ 共仰洪门泰斗 ,深动华侨
”

,“ 功业永留民国,精 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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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洪门
”

,“ 不死精神永作洪门壁垒
”

,“ 党务赖维持
”

,“ 在官

尽职在党竭诚溯逐莫讨龙造福乡邦万代留名功不朽
”

,“ 中

流资砥柱
”
等 [38]。

陈炯明逝世后 ,其对致公党的影响仍然显而易见。

一是在组织上 ,陈死后致公党中央决定暂设中央干事会

主持中央工作 ,由 陈炯明的堂弟陈演生在香港负责与海内外

致公党(堂 )的联系工作。陈炯明生前的文武亲信、左臂右

膀如陈其尤、陈演生、黄鼎臣(陈炯明派追出国留学 )等 出任

致公党重要领导。

二是在致公党党纲及国是主张方面 ,致公党中央干事会

曾经发表
“
致公党组织概况

”
,表示 :“ 本党一向以实行民主

革命 ,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国为标志。主张地方自治以省为

最高自治单位 ,中 央与地方为均杈制。反对一党专政 ,武力

统一与地方割据 ,并反对任何党派私拥军队,并实行军队国

家化 ,尤 主张各党各派及社会贤达以和平方式协商 ,求政治

合理的解决
”
[“ ](9s2页 )。 1947年 5月 ,致公党第三次代

表大会通过的《中国致公党政纲》、《中国致公党第三次全国

代表大会宣言》、《告海外侨胞书》等 ,重 申
“
本党一向反对个

人独裁一党专政 ,而 主张民主政治 /⋯⋯应彻底实行直接平

等的普选 ,中 央与地方采均权制 ,并彻底实行地方自治 ,建立

各级议会行使民权。⋯⋯实行中央地方均权制 ,以县为白治

单位 ,省为最高自治单位 ,各省人民代表大会得自制自治法 ,

但不得与宪法相抵触。省、市、县各首长应实行民选
”
。同

时 ,实行经济民主化 ,教育文化 自由发展 ,军 队国家化 ,财政

公开 ,会计独立 ,划分中央与地方财政 ,实 现国际平等合作 ,

世界和平 ,取 消不平等条约 ,实 行必要的社会保障和救济等

[36](263-270页 )。 与陈炯明在《中国统一刍议》中所表达

的主张一脉相承。另据学者考证 ,致公党三大党纲脱胎于二

大以后成立的中央干事会为三大准备的《中国致公党修订

政纲意见》,而此《意见》由陈炯明在 zO年 代手订。《意见》

与三大党纲
“
除了文字精炼及个别条文作了归并外 ,其根本

内容的表述几乎没有什么两样
”°

[39]。

三是在实际行动方面 ,陈炯明逝世后 ,“ 中国致公党至今

卒能仰体遗志 ,参加推翻独裁反帝反封建之工作⋯⋯直接行

动 ,在国内参加革命
”
[31](sz页 )。 致公党继续发扬爰国革

命传统 ,“ 一本以往之主张 ,凡有裨于国家民族之举 ,莫不率

力以赴
”
[0O]。 1933年 11月 ,陈铭枢、蔡廷揩、孪济深等联

合发动福建事变 ,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政府 ,主 张反蒋抗 日。

致公党美洲总支部和加拿大致公党先后通电热烈拥护 ,表示

愿意为新政权效力 [41]。 正因为致公党在抗 日反蒋上的一

贯正确立场,1935年 8月 1日 中共中央发表的《八一宣言》

(《 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中 ,把致公党列人中国
“
愿意

参加抗 日救国事业的各党派、各团体
”
之中。1936年 1月 ,

美国芝加哥致公党联合华侨社团、留学生团体进行大规模示

威游行 ,抗议日本扩大侵华战争。同年 11月 ,致 公党积极参

加救援遭国民党非法逮捕的
“
七君子

”
,发表《旅美华侨为营

救抗 日救国先生告海外同胞书》,主 张停止内战 ,联合抗 日。
“
七七

”
事变后 ,致公党

“
认为国家复兴 ,民族更生之机会已

经到临 ,尤感兴奋 ,积极策励所有党员 ,直接参加此神圣抗战

工作 ,以致忠于国家民族 ,尤 以海外党员 ,踊 跃回国服务 ,或

倾家输将者 ,实不乏人
”
[00]。 八年抗战期间 ,美 洲华侨的

募捐与公债 ,“ 全数当在美金几亿
”
[6](35页 )。 致公党以各

种形式支援国内的抗日活动 ,其 中包括中国共产党的抗 日救

国事业。中国共产党也视致公党为朋友 ,1941年 1月 “
皖南

事变
”
后 ,毛 泽东曾复电司徒美堂等 ,共 商国是 [36](250

页)。 1948年 6月 ,中 国致公党中央发表《口向应中共中央
“
五

∵
”
号召宣言》,拥 护新政协 ,赞 成召集人民代表大会 ,建立

民主联合政府 ,为新中国的建立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注释 :

①另一说为孙中山接受其舅父杨文纳建议 ,经洪门前辈钟水养介绍加人洪门(冯 自由《革命逸史》第 2集 ,中 华书局 1981年 版 ,笫 101-102

页)。

②陈炯明出生于西历 1878年 1月 13日 ,农历光绪三年(1BT7年 )丁丑十二月十一日,按 中国传统虚岁计 ,1926年 陈sO岁 。

③本文在其他地方也得到陈昌福《辛亥革命时期社会政治思潮与洪门致公堂的
“
改堂为党

”——陈炯明、孙中山与中国致公堂的建立》一文的

某些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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