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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后，赵昱携眷返回上海，
重掌致公堂旧业，实际成为海外洪门在
上海的首领。1946年 3月，美洲中国
洪门致公党总部主席司徒美堂带领总部
主任杨天孚抵达上海，即找到赵昱商
谈，凭借赵昱在海内外的人脉关系，一
起筹备在上海召开全球洪门恳亲大会，
成立中国洪门民治党，并由司徒美堂、
赵昱、朱家兆组成常务委员会。

7月25日中国洪门全球恳亲大会在
上海贵州路潮社举行预备会，并由此产
生中国洪门民治党，1946年8月1日中
国洪门民治党正式成立，司徒美堂为主
席，赵昱、朱家兆为副主席，并在“五
祖祠”门口挂起了“中国洪门民治党”
的新漆招牌……

9月1日下午2点，民治党在上海
康乐酒家设宴招待中外记者，报告组
党经过，并发表对当前时局之主张，
历时一个多小时。招待会由司徒美堂
主持，在致词中司徒美堂对与会的中
外记者表示感谢，并说明民治党成立

所持立场；赵昱代表常委报告组党之
历史等。

民治党成立之后，即在各地成立分
部和支部，拟定出版《民治周刊》作为
该党的喉舌。并经司徒美堂、赵昱、赵
锦田签署，资助民治党驻香港专员、致
公堂越南主盟施伦佐和民治党港澳支部
宣传处长黄大枢所主办的 《太平洋杂
志》，作为民治党在香港的刊物。

1947 年 3 月初，为组织民治党华
南党部，司徒美堂与赵昱由上海抵达香
港，16日下午二时，由驻港支部施伦
佐为主席的香港华南洪门团体召开筹备
欢迎会欢迎司徒、赵两人。此后，在司
徒美堂、赵昱的指导下，1946 年 6 月
22 日成立中国洪门民治党港澳总支
部，主委熊少豪、副主委黄沧海。

1947年 7月12日，赵昱偕儿子赵
文藻 （时任上海致公堂主盟人及上海
《洪声月刊》 社长） 抵达菲律宾马尼
拉，各洪门团体代表到马尼拉13号码
头迎接。赵昱此去有两大任务：一团结
全菲洪门昆仲，二在菲组织民治党。
15日中午，各洪门团体在进步党总部
会所举行公宴，有国民政府驻菲领事官
员和国民党总支部、总商会、华侨劳联
会、广东会馆等领导蒞会。第二天赵昱
随即拜访政府部门和各华侨社团、各洪
门机关。

由于民治党成立之后，其党内大小
事务受到国民党势力的操控，因此具有
强烈爱国之心的司徒美堂和赵昱退出了
民治党。

中 共 “ 五 一 口 号 ” 发 表 不 久 ，
1948年8月1日，居住在上海五祖祠的
赵昱特地写信给旧金山中国致公党“三
大”监委司徒俊葱和执委谭护等海外致
公党及致公总堂同仁，信中揭露民治党
已被国民党“CC 派”所利用的情况，
要防止他们“借民治党之名义到处进行
反共宣传，破坏海外洪门的团结”等行
为。

1956年1月10日政协第二届全国
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增选赵昱为委员（华
侨界十七名），之后又继任第三届、第
四届委员。

(作者为致公党厦门市委会原专职
副主委，厦门市侨联原副主席，现兼任
中国致公党中央党史研究与党务工作委
员会委员、致公党中央理论与学习委员
会顾问。)

组建民治党
功不可没

鲜为人知的致公党人赵昱
——记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赵昱

王起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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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昱是广东新会三江乡人，18岁
随乡人赴美谋生，他热衷追求知识，实
行半工半读，于1908年在卜技利组织
求是学社，研究国是，社员有中国留美
学生、工人、店员40余人。时值孙中
山在美国宣传革命，他邀请孙中山到求
是学社演讲，孙中山的演讲令听者动
容，乃由孙中山做介绍人及主盟人，赵
昱与周叙五、邓盛煜、邝辉、伍进、邓
荣等10余人加入同盟会。

1910 年 1 月，旧金山同盟会成
立，有张霭蕴、黄超五、雷祝三、李
萁、刘日初、刘鞠可、许炯黎、黄富、
邝林 （佐治） 等50余人参加。孙中山
特别委托赵昱和黄芸苏等为主盟人。

旧金山同盟会初成立时，对外名称
为少年学社，赵昱和黄芸苏、张霭蕴、
许炯黎、黄富等向群众作露天演讲，宣
传革命，工作推动甚快。

1911年1月，孙中山先生抵加拿
大温哥华，鉴于起义屡次失败，皆因各
地此起彼落，未能同时并举，以致牺牲
者众，损失甚大，遂努力筹集巨款，拟
在广东再次起义。

1911 年 2 月 9 日，致公堂举行公
宴大会，设宴 10 余席为孙中山洗尘，
同时欢迎来加盟的新会员60余人，以
陈义式和孙中山为正副盟长，主持加盟
仪式。次日孙中山致信旧金山致公总堂
黄三德与众职员：“弟已于初八晚到云
埠。蒙各手足非常欢迎，连日在公堂及
戏院演说，听者二三千人，虽大雨淋
漓，亦极踊跃，实为云埠未有之盛会。
人心如此……”。当时在温哥华的侨胞
总数只有5000余人，而冒雨前往聆听
孙中山革命演讲的如此之多，足见人们
对中山的理论和人格感佩至深。

当年夏天孙中山重游旧金山大
埠，在丽婵戏院大开演讲会，竭力宣
传革命，赵昱也陪同到美西各埠如葛
仑、士得顿等华侨农场，向侨胞演讲
革命，晚上同宿于华侨农场的木屋，
赵昱和刘鞠可睡在孙中山床边之地板
上，以作护卫。

1911年6月18日，在孙中山先生
的推动下，致公堂与同盟会在旧金山
成立美洲洪门筹饷局 （又称中华革命
军筹饷局），筹饷局对外称作国民救济
局。筹备之初，孙中山见同盟会与致
公堂双方意见不甚融洽，认为对筹饷
大有障碍，建议致公堂与同盟会合
作。致公堂方面要求同盟会会员一律
加入洪门，孙中山便介绍黄芸苏、赵
昱、张霭蕴、李是男、黄伯耀、刘鞠
可等与所有在美国的同盟会会员都加
入洪门致公堂。双方的合作使革命事
业推进速度加快。

在美筹募革命经费得到洪门致公堂
及同盟会成员的全力支持。孙中山亲手
制订了“洪门筹饷局缘起章程”（十三
条）及“革命军筹饷约章”（四款），让
众人遵守。洪门筹饷局设在致公总堂二
楼。

筹饷局由致公堂和同盟会选出代表
组成，总办朱三进（致公堂）、罗敦怡
（致公堂），监督黄三德（致公堂），会
计李是男 （同盟会），6月26日，洪门
筹饷局公推孙中山、黄芸苏、赵昱、张
霭蕴四位同志为游埠筹饷专员，孙中
山、黄芸苏负责北路，赵昱、张霭蕴负
责南路，7月初出发，沿途演讲，到处
劝捐，成绩斐然。

孙中山抵盐湖城时，接到黄兴由
香港发来的密电。当时因密电码本置
于行李箱中，已运去典化城，孙中山
即赶赴典化，从行李箱中找到密码
本，将电文译出。电文大意是：居正
抵达香港，向孙中山报告武昌即将起
义。孙中山接电后彻夜不眠，研究形
势，考虑再三，拟翌晨复电黄兴，待
筹集巨款，各方配合后再大举事。次
日早晨看到报纸，知武昌已经起义。
孙中山先生遂拍电至圣路易城，催赵
昱和张霭蕴速筹旅费。

赵昱便和张霭蕴急赴芝加哥，并
筹得5000元，然后赶到纽约，在亚灵
顿旅馆见到孙中山，赵昱和黄芸苏、
张霭蕴与孙中山在旅馆同住数天，谈
及武昌起义后种种事情，孙中山劝勉
大家努力筹款，随即携朱卓文经欧洲
归国。筹饷局亦陆续汇旅费与孙中
山。赵昱和张霭蕴则回到旧金山听
命，准备回国效力。

筹饷局的
游埠筹饷专员

1912 年武昌起义后政府建立各级议会，
推行地方自治。1913年 3月，广东新会议事
会成立，赵昱被选为代议士。他生性耿直，忠
心于国家和家乡利益，大胆建议，率直发言，
赢得人们称赞。这年秋天，议会解散，赵昱便
脱离政界。

1923年10月，赵昱出任致公堂上海五祖
祠总理，筹建五祖祠，并配合致公堂的“改堂
组党”工作。

1923年10月10日，第三次洪门恳亲大会
在旧金山举行，赵昱与黄三德、朱仲缉、罗
越、谭宣三等20人正式提出了《洪门组党章
程》议案（共六条）：一、定名，民治党（此
为暂时假定之名，将来正式成立时共同商定可
以更改）；二、公认本党党纲政纲经各公堂代
表参订妥善即为洪门组党党纲政纲案（并附加
进行计划）一致加入发起；三、公认五洲致公
堂为海外筹备洪门组党纲总机关；四、公认金
山致公总堂为海外筹备洪门组党总机关，其他
各地公堂为该地筹备洪门组党机关与上海致公
堂指臂相联，通力合作；五、公推专任筹备委
员，各地公堂会长副会长书记盟长及司库为筹
备委员；六、洪门组党党纲政纲及进行计划得
各地公堂代表赞成签名后即作为正式通过，由
五洲洪门恳亲代表大会代表联衔公布之（所谓

“民治党”的党名，是赵昱的建议）。
此次恳亲大会最后“议决通过了‘组党

案’，各代表推举赵昱、黄凤华博士、谭宣三
等将上海致公堂党纲草案再三删订，作为洪门
政党党纲草案，并派赵昱、黄凤华游埠，征求

各公堂叔父昆仲同意，随时即行公布。至于党魁
之推荐，则待次年六月各国代表集会上海时，从
长计议，以庆得人。”然而，黄凤华在途中不幸
逝世，修订党纲之事不了了之。

为顺利地“改堂组党”，1924年 5月赵昱、
黄三德等致公总堂的领导们以“建先烈祠、组织
政党、统一机关”之名分赴美国、加拿大、澳大
利亚、墨西哥、古巴等国先行宣传、演说、劝
捐，各地洪门人士与侨胞听者踊跃，争先恐后义
捐。赵昱还与同盟会会员马君武到澳大利亚各地
访问，受到洪门人士的欢迎。

1925年11月，赵昱、严仲如、谢维屏、潘
应霖、凌伯静创办《上海公报》，《上海公报》招
股简单，共十二条，第一条宗旨写道：本报欲造
成有力之舆论，其宗旨以促成统一改善社会，发
扬民治社会，并表扬先烈之殊勋。增进华侨之福
利，且为组党建祠之宣传，以植本党稳固之基
础。第十二条：所有股银请寄上海新闸路辛家花
园十号致公堂代收当即给回收条以昭信实。

在1926年 8月的加拿大第四届洪门恳亲大
会上，大会也为《上海公报》招股：“皆宜出财
出力”，同时赞誉“赵昱先生等有见及此，奔赴
南北美洲，募资建成五祖祠，以为洪门统一之账
本，化除畛域之见，一秉公益之心，与各处洪门
昆仲联络，声应气求，改良党务，以利进行，务
达其统一之目的而后已，则我洪门势力之雄厚，
有何社团能及之。”

中国致公党旧金山总部成立不久，由于赵昱
在报上发表与总部不同意见的文章引起总部领导
人的不满，不但起了争议，甚至把莫须有的“十

大罪名”甩在了他身上……
1925年10月28日，驻旧金山五洲中国致公

党总部在《大同晨报》刊登“宣布革除赵昱洪门
党籍”的启事：“赵昱伪造种种事实，遍发传
单，并胆敢登报诬陷金门五洲致公堂，大犯洪门
法律，应即革除赵昱洪门党籍，以儆效尤此布。
驻美金山五洲中国致公党总部特启”。

此布告一经发出，同时也遭到各地组织的反
对，如墨西哥顺善两省总分堂就提出异议，认为
赵先生为公为罪应即刻召开全体大会，对于金门
革除赵昱之事详细研究、或赞成或反对。墨西哥
俄沙俻分堂致函致公党总部写道：本月29日阅
《大同日报》所登革除赵昱洪门党籍之告白十分
离奇，令本部同人无唔警骇，如若洪门之团体不
论执事或会员倘犯于党纲，必要指出证据先行公
布，然后革除之方能合法。更有致公党墨西哥分
部写信致函给中国致公党总部朱逸庭、陈浩孙提
出强烈要求：“为尊重公意起见，经详细讨论议
决要求贵总部在本月20日前迅速登报恢复赵昱
党籍为先，以保赵昱之名誉。”

其实，赵昱被“革除”党籍之后，随着不同
声音的争论，令事态不可收拾而不了了之，然而
赵昱还是在“党、堂”之间，更多以贯彻“党”
的宗旨，且以洪门志士和华侨的身份，默默无
闻、不为人知地继续发扬孙中山“天下为公”之
精神，为祖国的革命事业尽责尽力。

1926 年，赵昱争取到当局军政大员的支
持，前往青海垦荒及开掘金矿，并与谢维屏、凌
伯静三人一起筹备成立“侨兴农业有限公司”，
制定章程共20条，以招募股份形式，不但吸引
来海外侨胞资金，而且也利用了海外洪门人士开
矿之技术。他来往于上海、西康、大通之间，对
大通金矿的开采和开垦农场的方法进行研究。赵
昱的计划或许是中国最早开掘“以侨引资、以侨
引智”首例。

抗战爆发后，由于资金和其他方面的原因，
未能实施其开发计划，赵昱只得置身后方，等待
合适的时机再落实。

上海五祖祠的掌门人

1932年3月27日，中国致公党中央干事会
发布第二号通告，通报了发生在上海的“一·二
八”事变，上海致公堂的赵昱见证了日本军国主
义在上海犯下的侵略罪行。

中国致公党号召全党投入“勉励侨胞，捐资
输将，并鼓励沪上党员投身行伍，以贯彻捍卫国
土保护主权之本旨”。用生命与热血发出气贯
长虹的民族吼声，一洗国民党政府四个月来不
抵抗的耻辱。

之后，中国致公党驻港总部，通告各地组织
筹备抗日救亡事宜，发布训令：“海内外各处党
员，一致参加抗战工作，出钱出力，以尽职责。”
各国各地致公党组织和广大侨胞，积极投身抗
日救亡的神圣事业。

1937年，经由国民政府行政院决议通过，
聘任赵昱为振务委员会委员，并由以宋子文为
会长、宋庆龄为委员的“救国公债劝募总会”派
往五大洲各地劝募救国公债。赵昱偕女儿赵金
枝离开祖国，专程赴东南亚及美英向海外侨胞
宣传募捐，由于赵昱与海外致公党及洪门组织
关系十分密切，所到之处，都受到当地致公党同
仁及洪门人士的热烈迎接，1937年11月24日
《大汉公报》转载五祖祠公函写道：“政府决心抗
日救亡之秋，自能认清国家民族之利益，超越一
切任何团体及个人之上，化除成见，捐弃前嫌，
一致团结，拥护之，爱戴之，继续辛亥革命吾党
输财出力之光荣历史。如赵昱大哥到达之处，
希望鼓励全体昆仲踊跃争先购买救国公债，能
为全侨首倡，而竟抗日图存伟功，以挽救将亡之

国家，复兴垂危之民族。”
1939年11月 27日《大汉公报》还报道了一

则令人感动的故事：专向海外华侨募捐公债赵昱
氏，现已抵达伦敦，沿途所过之南洋各地，在赵氏
的尽力宣传下，所得成绩殊佳，对于抗战前途，至

多利超。赵氏达到伦敦后，即向当地华侨劝勉购
债捐款，并以空邮函寄香港报告当地华侨捐募情
况。全伦敦华侨总共计八九百人，生计不太好，而
生活程度则较赵昱十年前游欧时增高许多，而侨
胞也能努力向前。在此地经商者，赵昱劝其起捐
每人购债千元，失业侨胞，在当地政府领到侐金
时，也能每月捐出口粮1/4，节衣缩食，以纾困解
难。全伦敦最热心侨胞，则唯惠州老者，竟将其一
年来所艰难辛苦俭积的700元尽数捐助祖国，赵
昱被感动至热泪盈眶。

1938年 9月3日赵昱回到香港后，立即致函
各地侨团、致公党及洪门组织，报告捐输救国情
况。赵昱自1937年10月由香港出发赴南洋，后
经欧洲到美洲，再由檀香山、纽丝崙到澳洲，9月3
日回港。一年多的时间，赵昱所到之处，沿途侨
胞、致公党人和洪门人士为抗战救国踊跃购债，此
次捐募公债共有3000多万元是来自马来半岛，若
以华侨平均出钱而言，则南非洲第一，菲律宾第
二，印度第三，美国第四（后来美国华侨又捐1300
多万元，赶至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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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10月10日五洲洪门恳亲大会代表团合影，前排左四为黄三德，后排右六为赵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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