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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建立革命组织

清光绪二十年（1894）夏天，孙中山上书李鸿章要求改革被拒绝后，

入秋，他出国前往早年曾求学的檀香山。这时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已有三

个多月，中国的海陆军连遭败绩，日军已侵入中国东北。怀抱“改良祖

国”大志却痛感报国无门的孙中山日益忧愤，遂在华侨中揭露清王朝的

腐朽残暴，倡议集结团体，共谋救国大计。

1894 年 11 月 24 日，20 多个赞同孙中山主张的进步华侨，在檀香

山聚议成立兴中会，通过了孙中山草拟的《兴中会章程》，这标志着兴

中会的成立。入会者填写盟书，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

府”为誓词。兴中会已完全不同于反清的旧式会党，而是一个以在中国

开展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志向的政治集团。

1895 年 1 月下旬，孙中山返国抵达香港，与志趣相投的青年旧友

杨衢云、陈少白、陆皓东、郑士良等积极筹措在香港、广州建立革命组

织。1895 年 2 月 21 日，兴中会总部在香港中环士丹顿街 13 号宣告成立，

用“乾亨行”名义做掩护，通过了修订的《兴中会章程》。《章程》斥

责清王朝昏庸误国，招致严重的民族危机，申述该会以“振兴中华，挽

救中局”为宗旨。这个章程更加猛烈地抨击了清政府的腐朽反动统治，

深刻指出清政府“政治不修，纲维败坏，朝廷则卖官鬻爵，公行贿赂，

官府则剥民刮地，暴过虎狼。盗贼横行，饥馑交集，哀鸿遍野，民不聊

生”的中国社会现状，从而更加明确地把斗争矛头指向清政府，公开揭

示了兴中会的反清宗旨。

1895 年 10 月，兴中会策划的首次起义——广州起义失败后，先后

又经历了多次失败，陆皓东牺牲，杨衢云被杀，郑士良去世，孙中山也

在英国伦敦被清公使馆诱捕，后经英国友人康德黎等营救才脱险。但挫

折并没有影响孙中山的革命斗志，为了扩大力量，1905 年，兴中会与

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合组成中国同盟会，孙中山被推举为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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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系统地提出三民主义思想体系，开启了中国革命的新进程。

20 世纪新旧交替的前后，随着中国国门的打开，一批思想进步、

积极求知的青年看到了外部已经进入近现代文明的世界与仍处于旧封建

统治的旧中国之间的巨大差距，他们以无比的热情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

这一时期，世界上各种社会思潮和派别也广泛地传入了中国。各种思想、

理论和各种社会政治势力中外相结合，于是在国内涌现出了诸如民族解

放、民主共和、君主立宪、地方自治、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国粹主

义、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等各种思潮。在众多热衷于寻找适合中国革命

道路的人士之中，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一众民主革命先行者，是其中一个

主要流派。

而当时积极推动中国改革的阵营中，无政府主义则是另一个较为有

影响的支流。中国早期无政府主义是留日、旅欧的同盟会会员和留学生

传入的。1907 年 6 月，张继、刘师培、何震等在日本东京发起组织无

政府主义团体“社会主义讲习会”和“女子复权会”，创办《天义报》

和《衡报》鼓吹无政府主义。次月，张静江、李石曾、褚民谊、吴稚晖

等在法国巴黎创办《新世纪》周刊介绍和宣传无政府主义。当时在日本

留学的香山青年知识分子刘思复、郑彼岸、林君复等，开始受到日、俄

的无政府党人的影响，于 1905 年孙中山再度赴日本时，接触孙中山并

经常聆听其演讲之后，一同成为同盟会的创建人。虽然他们都是同盟会

会员，但他们的主张重点是宣传俄国虚无党人的暗杀活动。石岐人刘思

复还改名师复，并开始学习制造炸弹的技术，研读幸德秋水的一些无政

府主义著作。

辛亥革命后至五四运动前夕，无政府思潮在香山之所以会出现一时

的发展和短暂的繁荣，是由于中国的历史条件，也与师复等一批信仰无

政府主义的香山籍人士息息相关。早期的无政府主义者中不少是香山人，

如郑彼岸、郑佩刚、黄冷观、毛仲莹、刘石心、林君复及师复的弟妹抱

蜀、天放、世元等，都积极鼓吹无政府主义。

1912 年 5 月，由师复等发起，在广州创建了中国国内的第一个无

政府主义组织“晦鸣学舍”，社员不少为香山籍人士。拟定八条纲领：

“实行共产主义；反对军国主义；倡导工团主义；反对宗教主义；反对

家族主义；实行素食主义；语言统一；万国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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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 年，师复曾撰写《无政府共产党之目的与手段》，并成立“无

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他编撰的话剧《共产党》曾在《香山铁声报》

连载。当时不少香山的进步知识分子受到影响，加入了该组织。这是中

山“共产党”名称的最早使用者。a 正如刘少奇在《五四运动的二十年》

一文所说：“在起初各派社会主义思想中，无政府主义是占着优势的。

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到处都与无政府主义的拥护者争论着、斗争着。马

克思主义直至在各方面克服无政府主义以后，并与中国工人运动、人民

反帝运动结合以后，才成为中国政治生活中一股雄伟的力量。”

当时海外的各种社会思潮，无论其出发点和政治主张如何，相对于

旧中国的封建王朝专制统治，都有其一定的时代先进性。香山地区由于

地处沿海，华侨众多，海外交往密切，香山人比之中国内地其他地区的

人员更早、更多地接触到了这些开明性的思维，在中国即将面临改朝换

代、社会发展模式存在多种可能的情况下，各种社会思潮的传播与探讨，

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动力。而香山人早期的结盟组会，在组织机构上形

成系统而有力的推动，为青年人的成长也营造了社会的氛围。

a 师复主张的“无政府共产党”与后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山的地方组织没有

内在的联系，其纲领亦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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