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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香山起義紀實
劉居上*

1911年8月，中國同盟會南方統籌總支部在

澳門南灣街41號召開緊急會議，根據孫中山的指

示，決定策動香山起義。與會者有香山人鄭彼

岸、林君復、林警魂、蕭楚碧、蕭叔鸞、鄭仲

超、劉卓棠，東莞人莫紀彭、何振及湖南籍的新

軍營長任鶴年。會議為起義制訂出周密的行動計

劃，還編製了聯絡暗號——

問：“從哪裡來？”　答：“中國人。”

問：“甚麼職業？”　答：“辦中國事。”

    

與會者記憶猶新：十六年前，以孫中山為首

的興中會就曾籌劃中國歷史上的第一次以推翻帝

制為目標的廣州起義。孫中山的摯友陸皓東於此

役壯烈犧牲，成為“中國有史以來為共和革命而

犧牲者之第一人”(孫中山語)。

陸皓東(1868-1895)，香山縣(今中山市)翠亨

村人，孫中山少年時代好友，曾與孫中山一起為

破除村民迷信搗壞北帝神像而被逐。其後，孫中

山到了香港讀書，陸皓東則遠赴上海學電報，畢

業後任蕪湖電報局領班，旋又返回家鄉，常與孫

中山商討推翻清朝大計。

1892年7月，孫中山以優異成績畢業於香港

西醫書院，同年9月，應邀前往澳門鏡湖行醫，

不久即因醫術精湛、醫德高尚和為窮人贈醫送藥

而聲名遠播，“不滿兩三月，聲名鵲起”，“就

診者戶限為穿”。

然而，在孫中山看來，醫術祇是“入世之

媒”。清廷於1885年在中法戰爭中暴露的腐敗無

能，已令孫中山萌生推翻清廷之想：“醫術救人所

濟有限，若欲救國救人，非鋤去惡劣政府不可。”

其時正值《盛世危言》出版前後，受鄭觀應

影響，孫中山也曾想過：清廷若肯接受維新主

張，從此改弦易轍，中國或許還有一絲希望，何

不給它一個機會？為此，他決定向主政的洋務派

大臣李鴻章上書。

1893年1月，〈上李鴻章書〉寫成，孫中山在

此文中主張學習歐洲各國“富強之本”，以收“人

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

流”之效。

為慎重起見，在翠亨孫宅的書房裡，孫中山

與陸皓東兩人反複推敲，又跑到香港請陳少白提

意見，最後，孫中山親自登門，向蟄居澳門的維

新派理論家鄭觀應求教。

1911年的香山起義在武昌起義爆發前的8-9月間已經醞釀發動，它是以香山籍同盟會員為

主的革命黨人在澳門策劃發動的。武昌起義成功後，香山革命黨人奉中國同盟會南方統籌總

支部之命，於同年11月上旬在小欖、前山、石岐三地先後發動起義。香山成為省內最早光復

的縣城，香山的三支民軍隨即奉命組成“香軍”進駐廣州，支援廣州的總起義，其後還參與

了孫中山領導的北伐戰爭。

* 劉居上，1941年出生於澳門，長期在中山生活，任職教師、廠長、報社負責人和公務員，退休後定居澳門；現為廣東省作家

協會理事、中山市非物質文化保護中心顧問；已出版文學、歷史、民俗研究類著作共二十八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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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觀應對孫中山的“上書”十分關注，他把

孫中山引薦給維新派思想家、上海格致書院院長

王韜，請他為書函潤色。鄭、王兩人又分別寫信

給李鴻章的幕僚盛宣懷、羅豐祿，為孫中山疏通

進見李鴻章的門徑。

1893年夏，孫中山偕同陸皓東遠赴天津求見

李鴻章。李鴻章此時正為中日之戰即將爆發而發

愁，對孫中山的上書不予理睬。至此，孫中山祇

能拋棄幻想，從此走上武裝起義推翻清朝的道

路。

1893年冬，孫中山與陸皓東、尤列、鄭士

良、陳少白等聚會廣州南園抗風軒，醞釀成立

以“驅除韃虜，恢復華夏”為宗旨的團體，但因

與會人數太少，團體未能成立。

孫中山轉而寄望素有愛國愛鄉傳統的海外華

僑。1894年10月，孫中山在鄭觀應的協助下辦妥

護照，從上海出發，經日本抵達檀香山。

知弟莫若兄，孫中山的大哥孫眉對弟弟的革

命主張表現出極大的理解與支持，經他穿針引

線，孫中山與華僑頻繁接觸，反複揭露清廷的腐

朽殘暴，呼籲集結團體，共謀救國。

11月24日，二十多位讚同孫中山主張的華僑

在檀香山成立反清秘密團體興中會。孫中山為興

中會執筆撰寫〈章程〉，制訂了“驅除韃虜，恢

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的革命綱領。隨後，孫

中山返回香港，先與陳少白、陸皓東、鄭士良碰

頭，再與楊衢雲、謝纘泰等領導的反清團體輔仁

文社磋商。1895年2月21日，興中會總會在香港

成立，總會設於中環士丹頓街13號，對外以“乾

亨行”名義作掩護。興中會的成立，標誌着以孫

中山為代表的革命党與康、梁為首的保皇派的徹

底決裂。

3月16日，興中會總部決定發動廣州起義，

公推孫中山為總指揮，決定香港方面由楊衢雲負

責；廣州方面由陸皓東負責；委託陸皓東設計青

天白日起義軍旗。會後，孫中山與陸皓東、鄭士

良等在廣州雙門底王氏書舍設立“農學會”作總

機關，指定陸皓東負責聯絡防營、水師和附城一

帶的會黨和綠林豪傑、對清軍進行策反；孫中山

則連夜趕回香山發動民眾參加起義。

8月底，起義準備大體就緒。其時，由於甲午

戰爭失利，清廷被迫與日本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

條約〉，此舉再次激發了全國的義憤。孫中山認

為，起義時機成熟了。興中會總會決定，是年10

月26日(農曆九月九日重陽節)在廣州發動起義。

當時的形勢是：廣州城外的三元里的團防，

西江、北江、汕頭、香山、順德的綠林，都表示

要參加革命，在城內的聯防和水師中也不乏支持

者。孫中山等制訂的起義計劃大致如下：香港方

面組織三千人在初八晚乘船往廣州，並用木桶裝

載短槍充作水泥瞞過海關，抵達廣州後，取出槍

枝彈藥進攻城內重要衙門；四鄉綠林則展開全面

攻擊，希望一舉攻下廣州，然後揮師北上。

沒想到，關鍵時刻風雲突變。先是運送槍械

不慎，被海關搜獲了一批手槍。繼而發生洩密：

興中會誓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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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義人員朱琪的哥哥怕受牽連，急向清廷告密。

與此同時，港英當局也把截獲槍械一事迅速通知

了兩廣總督。

留在香港的楊衢雲懵然不知，直到重陽節清

晨，才覺察不妥，急電孫中山“貨不能到，延期

兩日”，孫中山回電“停止出師”，但已無法與

起義人員取得聯繫了。此時，滿載起義人員的船

隻早已開出。而在廣州，清兵的大搜捕已經開

始，船隻剛靠岸，立刻遭到伏兵的圍捕，朱貴

全、丘泗等四十多人當場被捕。

陸皓東聞訊，立即安排機關轉移，他自己最後

一個離開；走到半路，他想起黨員名冊，決定立刻

返回處理，同行同志極力勸阻，他堅決回答說：  

“黨員名冊最重要，倘被搜去，清吏按名冊株連，

我黨豈尚有餘類？我個人冒生命危險去保全多數同

志，實分內事。”言畢，毅然返回。他剛到機關，

軍警接踵而至，祇來得及把名冊點燃燒燬。 

在南海縣公堂，陸皓東拒絕下跪，清吏用盡

釘指、鑿齒等酷刑逼供，都無法令他供出同黨。

最後，陸皓東被折磨得血肉模糊，三番四次死去

活來。

陸皓東寧死不屈，拒不開口。最後，他索來

紙筆，寫下了〈絕命書〉，全文如下：

    

吾姓陸，名中桂，號皓東，香山翠亨鄉

人，年二十九歲。向居外處，今始返粵。與

1894年11月，孫中山在檀香山建立了興中會。圖為會員密秘宣誓的地方 (李昌住宅)。



1895年11月6日的《鏡海叢報》刊出了廣州起義的消息

昔日的鏡湖醫院

樂群書室(荷蘭園和隆街21號今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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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鄉孫文同憤異族政府之腐敗專制、官吏之貪

污庸懦、外人之陰謀窺伺，憑弔中原，荊榛滿

目。每一念及，真不知涕淚何從也。 

居滬多年，恰遇孫君，客寓過訪，遠別

故人，風雨連床，暢談竟夕。吾方以外患之

日迫，欲治其標，孫則主滿仇之必報，思治

其本。連日辯駁，宗旨逐定，此為孫君與吾

倡行排滿之始。 

蓋務求驚醒黃魂，光復漢族。無奈貪官污

吏，劣紳腐儒，靦顏鮮恥，甘心事仇，不曰本

朝深仁厚澤，即曰我輩踐土食毛。詎知滿清以

建州賊種，入中國，奪我土地，殺我祖宗，擄

我子女玉帛。試思誰食誰之毛，誰踐誰之土？

楊州十日，嘉定三屠，與夫兩王入粵，殘殺我

漢人之歷史尤多，聞而知之，而謂此為恩澤

乎？ 

要之今日，非廢滅滿清，決不足以光復漢

族，非誅除滿奸，又不足以廢滅滿清，故吾等

尤欲誅一二狗官，以為我漢人當頭一棒。 

今事雖不成，此心甚慰。但我可殺，而繼

我而起者不可盡殺。公羊既歿，九世含冤，異

人歸楚，五說自驗。吾言盡矣，請速行刑。

    

11月7日，陸皓東與朱貴全、丘泗一起昂首走

向刑場。其時，他祇有二十七歲。

廣州首義甫經發動即告失敗，但正是它揭開

了中國民主革命的序幕，封建帝制的喪鐘很快就

要敲響了！

廣州首義失敗後，孫中山輾轉逃出廣州，27

日回到澳門。此時，清廷已對孫中山發出通緝

令。眼見形勢嚴峻，孫中山的葡籍好友飛南第挺

身而出，成功掩護孫中山喬妝離開澳門，於29日

抵達香港。

孫中山脫險後，飛南第為向世人宣揚孫中山

所領導的革命，在他主編的《鏡海叢報》上首家

披露起義消息；為使世人認識這位年輕的革命

家，還於頭版刊出孫中山撰寫的〈農學會序〉全

文；三天後，再在葡文週刊《澳門回聲》刊出報

導孫中山醫術高明、曾在澳門行醫濟世的文章。

11月12日，孫中山、陳少白、鄭士良在飛南

第陪同下抵達日本神戶，隨即以斷髮改裝的方式

表示與清廷誓不兩立。

舟過神戶時，孫中山在報紙上讀到一則“支

那革命黨首領孫逸仙抵日”的新聞，對陳少白

說：“‘革命’二字出於《易經》‘湯武革命，

順乎天而應乎人’一語，日人稱吾黨為革命黨，

意義甚佳，吾黨以後即稱革命黨可也。”——“革

命”一詞自此沿用至今。

其後，孫中山轉赴橫濱，在華僑和留學生中

廣泛開展宣傳，不久即成立興中會橫濱分會。隨

後，孫中山遠赴檀香山及美國本土、歐洲乃至南

洋等地宣傳、籌款，中國革命從此進入了新階

段。

1900年，義和團運動在中國北方迅猛高漲。

同年6月，孫中山、楊衢雲、鄭士良等從橫濱秘

密潛回香港，聚集在一艘舢板上開會，在這次會

議上，孫中山等決定立刻策動惠州起義，由鄭士

良具體執行。

惠州起義在三洲田發動後，由於眾寡懸殊，

補給不足，很快就被鎮壓。於是，孫中山重回日

本，繼續在華僑會社和留學生團體中做工作，以

圖集結革命力量。

經孫中山倡議，興中會、華興會、復興會、

科學補習所等反清團體於1905年8月20日在東京

成立中國同盟會，一致通過孫中山提出的“驅除

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的革命

綱領。會上，孫中山被公推為總理、黃興為副總

理。

其後，孫中山愈挫愈奮，先後發動萍瀏醴起

義、黃岡起義、七女湖起義、欽廉防城起義、鎮

南關起義、欽廉上思起義、雲南河口起義、廣州

新軍起義和黃花崗起義。一次接一次的起義，猛

烈地搖撼着大清帝國的根基。

1911年 (農曆辛亥年) 10月10日，武昌起義成

功，在中國延續二千多年之久的封建帝制終被撕開

決口，各省雲起回應，熊熊烈火燃遍神洲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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濠鏡閱書報社遺址

南灣街41號原貌孫中山曾租用仁慈堂右側之寫字樓為診所

澳門草堆街80號今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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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起義爆發時，孫中山正在美國為革命籌

募經費。10月12日，孫中山才從報紙上獲悉革命

軍佔領武昌的消息。此時，舉國軍民都在企盼孫

中山回國，武昌革命黨人甚至已用孫中山的名義

貼出“中華民國軍政府大總統孫”的佈告，孫中

山於是義無返顧地於1911年11月下旬從法國乘船

回國。

廣州首義失敗後，十六年來，孫中山一直在

海外奔波，留在國內的同志也沒有閑着。革命党

人利用澳門不受清廷直接統治的有利條件發展組

織，進而向廣東及內地滲透。

1905年9月8日，孫中山委派馮自由、李自重

到廣州、香港、澳門一帶“聯絡同志”組織同盟

分會，主盟接收會員。香港同盟會成立後，1906

年，馮自由派遣劉樾航、阮亦周、劉思復等到澳門

活動，在荷蘭園和隆街21號開設“樂群書室”，同

時用作同盟會澳門分會的會址。

同盟會在澳門的活動十分活躍。會員黃世仲

以香港記者身份組織“優天影粵劇團”赴澳演

出，編寫以移風易俗為主題的節目，勸誡澳門

人戒除抽大煙、少進賭場、婦女不纏足、反對嫖

娼等，市民爭相觀看。黃世仲還撰寫《洪秀全演

義》在報章連載 (孫中山曾自稱“洪秀全第二”)，

又在劇團節目中穿插革命內容、增演時裝新戲，

澳門各界稱該團為“志士班”。會員陳峰海等人

則分別扮作推銷員、報販、小販，在港澳渡輪上

以推銷成藥或食品作掩護，鼓吹民族革命，抨擊

保皇思想，提倡民主自由。同盟會員潘才華在澳

門創辦的培基學堂經常舉辦演說會，使之成為革

命的講壇，香港同盟分會的主盟人謝英伯、廣東

同盟會主盟人高劍父等逢星期六下午必來演講，

並以組織郊遊會等形式與傾向革命的學生保持聯

繫。

其後，同盟會澳門分會把機關從南灣街41號

遷到白馬行街釣魚臺，並向澳葡當局申辦“濠鏡

閱書報社”。此舉得到賭王盧九之三子盧怡若的

支持，盧怡若以紳商身份出面申請，當即順利地

獲得澳葡當局的批准。在濠鏡閱書報社舉行成立

大會的當天，同盟會員趙連城 (女) 向二三百名與

會者作反清革命、提倡女權之演說，創澳門女子

演說鼓吹反清之先河。同盟會員甚至成功地打入

澳門最有名氣的子褒學塾，在女學生中發展了一

批盟員。這家學塾原由康有為的入室弟子陳子褒

創辦，此前一直是保皇派在澳門的大本營。

1911年3月黃花崗起義前夕，澳門總支部還

派出楊殷前往廣州從事地下聯絡工作，負責運送

武裝到革命據點。

黃花崗起義失敗後，楊殷秘密來往於澳門、

香港、廣州、香山間，繼續負責與各處的地下機

關進行聯絡，傳送情報，為址設澳門的同盟會南

方總支部收集各地情報。

在孫中山的家鄉香山，縣內的矛盾已經極度

激化。清政府對人民的剝削日趨嚴重，除正稅之

外，還有名目繁多的苛捐雜稅，壓得市民百姓喘

不過氣來。各階層人士紛紛投入抗爭，搶米、抗

糧、抗捐、抗稅事件彼伏此起。

1910年，香山縣設局抽收巫道僧尼捐。五月

初一日，石岐的僧道關閉寺觀奮起抵制，並連日

派人分赴各鄉籌議對策。初六晚八時，石岐眾僧

道和同情他們的市民聚集起來動手拆毀抽收該項

捐款的捐局。九時，該區巡警抵敵不住，派人向

駐守石岐的清副將馬德新求援。馬德新立即率領

巡防營護勇幾十人馳往鎮壓。忍無可忍的群眾紛

紛拿起磚石給予還擊，一時亂石橫飛，馬德新被

亂石擊傷面部和肩部，巡警張某也被磚石擲破頭

顱，護勇慌忙鳴槍警告示威。群情愈發憤激，洶

湧而上，連馬德新的坐轎也被砸爛了。晚上10

時，市民一不做二不休，湧到承辦海防經費及甑

捐的劣紳陳善餘的住宅，搗毀牆壁衝入屋內，將

住宅內的傢俱全部砸爛，然後放火焚燒。深夜十

二時，群眾趁勢衝到上基鹽倉，把鹽倉的食鹽全

部搶光，再放火把鹽埠燒燬，次日上基一帶商店

全都關門罷市。

這樣的形勢，十分有利於同盟會活動在香山

的開展。早在1904年，劉思復、鄭彼岸等人已在

香山縣城石岐鄭宗榮祠內設立演說社。他們以〈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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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十日記〉、〈嘉定屠城記〉等為依據，聲淚俱

下地聲討清軍當年的暴行。同年，鄭彼岸、劉思

復、林君復等七人連袂東渡日本留學，先後加入

孫中山發起組織的同盟會。

1905年，鄭彼岸等先後回國。林君復在他的

家鄉安堂創辦“覺群學堂”，劉思復在石岐開辦

進德女校，鄭彼岸創辦“同仇女學堂”。按清朝

規例，學堂要供奉孔子和皇帝牌位，但鄭彼岸、

林君復不設牌位，改三跪九叩為鞠躬。鄭彼岸還

在他創辦的同仇女學堂門口，掛出親筆書寫的對

聯：“同袍同澤，仇滿仇洋。”自此，香山縣的

同盟會員利用這些陣地，聯繫青年智識分子，暗

中進行革命宣傳活動。

林君復 (1879-1942)，香山大涌安堂村人。

曾入讀廣州格致書院；十九歲東渡日本，先後入

讀東京宏文書院與早稻田大學。那時正值19世紀

初，當孫中山在東京向中國留學生演講、宣傳鼓

動民主革命及聽取學生們對革命的見解時，林君

復站起來對孫中山的講話公開表示支持。此舉給

孫中山留下很深印象，不久即約他面談。在孫中

山的鼓勵下，林君復加入了同盟會。

那時，林君復正好新婚不久，當孫中山把為

革命籌款的任務交給他時，曾關切地問道：“你

捨得家嗎？”他回答說：“就算惹上殺身之禍，

滅族之災，也在所不惜，還顧得了家嗎！”他以

需款留學為理由變賣部分家產，用以支援革命。

他的哥哥知道此事後大為震驚，生怕弟弟惹上殺

頭滅族之災。林君復不為哥哥的勸阻所動，毅然

攜款再赴日本，還動員他在日本經商的岳父繆福

培和其他華僑，籌得大筆款項，交給黃興、朱執

信等作為革命經費之用。

1906年，林君復奉孫中山之命，從日本返澳

門創設“仁聲劇社”，旨在宣傳發動群眾。他與

林壽愷、張若屏三人各自變賣家產，共籌得兩萬

銀圓經費，順利地把劇團辦了起來。離開日本

前，林君復對孫中山說，組織上讓我赴澳門辦

劇社的決定我服從，可惜我沒有辦劇社的經驗，

也沒有戲劇才華，祇能瞧着辦。孫中山鼓勵他

說：“你有的是勇氣和魄力，還愁有甚麼難得倒

你的？”其後，劇社果然成功地排演了《血淚》、

《金錢毒》等劇目，利用戲劇形式揭露清廷禍國

殃民的罪行，一時間群情激昂。

鄭彼岸 (1879-1975)，香山濠頭村人，少年時

代在家鄉被視為“神童”，在新思潮的影響下，

1895年重陽節起義時興中會的指揮機關 (陸皓東被捕處)

香港興中會總部 (乾亨行故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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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決定放棄功名，赴日本留學，在日本認識孫中

山並加入了同盟會。1906年，他與林君復等奉孫

中山先生之命，從日本返回家鄉策劃香山起義。

要發動起義，就須喚起民眾，為此，他先是與劉

思復、李憐庵等人一起創辦香山閱報社 (中山圖書

館前身)，再於1908年9月創辦《香山旬報》。《香

山旬報》是一份以合法面目出現的宣傳民主革命

思想的報紙，其鮮明的立場、中肯的評論、對地

方時政的關注，在香山很快便擁有眾多讀者。

其時，中國尚在清廷統治下，所有報紙雜誌

均以大清年號紀年，而《香山旬報》率先採用甲

子紀年，表明了它在政治上的不妥協態度。

1910至1911年期間，鄭彼岸參加了劉思復等

人秘密組織的“支那暗殺團”，密謀刺殺清廷的

攝政王載澧於北京 (因故未果)，隨後與林君復

一起奉孫中山之命在澳門協助籌組同盟會南方總

支部。

劉思復 (1884-1915)，又名師復，香山石岐

人，十五歲時曾應童子試並考中秀才，但隨後即

摒棄科舉。1903年，他與堂兄創辦閱書報社，提

倡改革，邑中青年回應者甚眾；1904年到日本留

學，次年加入同盟會，並到橫濱向惠州人李植生

學製炸藥。不久，根據孫中山指示，他與數十名

留日粵籍學生先後回到廣東。他在家鄉香山創辦

的女子學堂，開邑中女子教育的先河。

1907年，為了配合惠、潮兩地起義，劉思復

赴廣州，密謀實施暗殺清廷軍政大員，途中不慎

炸藥自爆，因而被捕，被押回香山監禁。《香山

旬報》創刊時，他尚在獄中，卻不顧個人安危，

執筆為創刊號寫下力逾千鈞的〈叙言〉。文中

稱：“為欲令邦人士女，指拭真智，咸革舊染，

興化厲俗，作我民氣，因以恢復自由，振大漢之

天聲，發揚我邑人耿光，被於中土，乃勖免而作

斯報。”其後，還在獄中用“寥士”為筆名，在

圖為廣州起義失敗後清廷發出的通輯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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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山旬報》上連續發表了〈民族與國土〉、〈立

憲之裡面〉等系列論文。兩年後，劉思復被鄭彼岸

等同志營救出獄，於1910年在香港與謝英伯、高劍

父等革命党人組織“支那暗殺團”，並受委託執筆

起草暗殺團章程。

時任廣東水師提督的李準，曾親自指揮鎮壓

黃岡起義、七女湖起義和新軍起義。1907年劉思

復攜炸藥出門，目標就是此人。1911年8月13日

上午，當李準的轎子抬到雙門底時，兩枚炸彈突

然向他擲去，把他震得從轎內摔出，痛得在血泊

裡哀號打滾。 

1911年9月，四川保路風潮爆發，清廷害怕

廣東出事，加派鐵腕人物鳳山前來鎮壓。風聲傳

出，革命黨人已為他安排了“接風宴”，年僅十

七歲的李沛基(徐慕蘭之子)就是執行人。

9月4日，鳳山剛下官船，八人抬的大轎還未

來得及抬進官署，轎上的鳳山便被李沛基在前門街

心炸飛上天，當場斃命。李沛基本人則安然離去。

清廷宣告退位後，劉思復等立刻解散“支那

暗殺團”。這正好說明，暗殺團成員們其實都明

白，暗殺是在不得已的情況下採取的非常手段，

但在當時，它確實令清廷大員們心驚膽顫，起了

強烈的震懾作用。

在林君復、鄭彼岸、劉思復等革命黨人的艱

苦開拓下，孫中山的革命思想已在香山深入人

心。孫中山的家鄉香山，已經成為民主革命的策

源地，就等着那從沉默中爆發的莊嚴一刻了。

在民主革命大潮中，香山湧現了不少傳奇

式的英雄人物。男兒固是好男兒，婦女也是真

豪傑，著名買辦、實業家徐潤的親侄女徐慕蘭

(?-1922) 和徐宗漢 (1876-1944) 就是其中的佼

佼者。

同盟會剛成立不久，徐慕蘭就帶着她的二妹

佩瑤和小妹宗漢參加這個革命團體。在她影響

下，小姑和家僕都隨她走上革命道路，長子李應

生、三子李沛基還是黃花崗起義的敢死隊員。

  1905年8月20日，

中國歷史上第一個

統一的、全國性的

資產階級政黨——

中國同盟會在日

本東京成立。9月

初，孫中山派馮自

由、李自重前往香

港、廣州、澳門開

展工作，不久在澳

門設立樂群書室作

為活動據點。此圖

為孫中山簽署的委

任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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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慕蘭是名門大戶的少奶奶，清廷鷹犬怎麼

也想不到她會是革命黨。因此，廣州起義的運

輸、聯絡的重任總是落在她身上，她也總能順利

地把任務完成。廣州起義失敗後，清廷雖覺得她

有嫌疑，但礙於她的家庭背景，又沒拿到實據真

憑，一時也無法奈何她。徐慕蘭在被監視的惡劣

環境中，仍然想方設法為革命黨傳遞消息。廣東

光復後，她馬上投身廣東女子北伐隊，還當了隊

長。這支女子北伐隊作戰勇敢，屢立奇功，直到

南北和議後才宣佈解散。

徐宗漢的丈夫李歧石是陳少白的好朋友，但

因病早亡，祇遺下子女各一。1907年，在南洋

檳榔嶼教書的二姐寫信給徐宗漢，希望她前往幫

忙。徐宗漢於是隻身到了南洋，不久即參加了當

地同盟會分會的活動。1908年秋，徐宗漢從南洋

回國，在路過香港時，曾到《中國日報》社拜訪

香港同盟會盟主馮自由，旋受委派，與高劍父、

潘達微等回廣州組織廣州同盟會分會。她也傚法

姐姐，動員了大批親友加入同盟會。1909年同盟

會籌備廣州新軍起義時，她在香港用縫紉機縫製

了一百多面青天白日旗，親自與兩位同志一起，

把旗和彈藥夾在行囊和被褥裡帶回廣州。新軍起

義失敗後，她又與孫中山、黃興等一起，積極策

劃翌年再度舉行起義。

黃花崗起義時，徐宗漢與侄兒李沛基的任務

是在香港製造炸藥並設法運到廣州。起義前夕，

徐宗漢把機關遷回廣州，自己打扮成新娘，室內

鑼鼓喧天，室外燒響鞭炮，以掩護革命黨人在室

內裝配武器；隨後，以明辦嫁妝暗運武器的辦法

把武器彈藥分發到敢死隊員手上。4月27日，黃

興親率敢死隊進攻督署，不幸失敗，黃興右手中

彈，傷二指，隻身逃到徐宗漢位於廣州河南的“新

房”；又是她為黃興包紮、化裝，最後利用“新

房”掩護，“新郎”換角，協助黃興逃離廣州並

護送至香港。這次患難出真情，假夫妻終於成了

真伴侶。

武昌起義首捷後，正在策劃廣州起義的南方

革命統籌部要求各地迅速以行動回應。統籌部認

為，在廣東各地之中，香山的起義條件最成熟，

決定本次起義就從香山發難。

統籌部的分析是有依據的。早在是年八、九

月間，林君復、鄭彼岸、林警魂等已把香山起義

計劃制訂得相當細密周詳。為在關鍵時刻為革命

出力，遠在日本的中山籍同盟會員也紛紛趕回家

鄉。

曾經擁有夏威夷“商界王子”美譽的澳門富

商陳芳後人也為起義出過大力。陳芳之孫陳永安

在其叔陳席儒、陳賡虞的支援下，不僅為起義提

供大批經費，還為同盟會的活動提供了場地和種

種便利。

當時，同盟會澳門總會的佈署如下：林君

復、林警魂留澳門主持總機關，並負責起義經費

的籌集；莫紀彭、何振、鄭仲超等人負責策動駐

前山的新軍；鄭彼岸負責策反清政府在石岐城中的

武裝 (巡防營、遊擊隊、縣團練局、縣衙親兵)；鄭

彼岸、鄭道實以及前清舉人高拱元、高西平父子

負責爭取地方勢力；蕭楚碧、蕭世冰兄妹在石岐

正熏街21-23號(今民生北路)蕭家大屋設立機關，

作為同盟會的會址和秘藏軍火倉庫的地方。

為甚麼如此佈署？那是因為，林警魂是澳門

同盟會主盟人林君復的從兄弟，與安堂鄉林少

愉、林耀南、林仲達等地方勢力份屬同鄉，還認

識不少港澳商人、海外華僑及各省的革命黨人，

便於利用血緣和鄉誼關係向商人、華僑籌集革命

經費；其餘人等皆彼此熟悉，其中林壽華為林君

復之妹、黃文幹為黃文鐸之妹、蕭世冰 (即十六

姑) 為新前山軍參謀何振的未婚妻、劉振群則是

蕭叔鸞之妻。把女同志的作用看得如此重要，是

因為他們早就佈下了一着讓女性“利用巧妙的偽

裝”擔任押運武器裝備的棋子。在當年，民間是

不許私藏軍火的，要取得武器，就必須從港澳進

口。同盟會能夠想到的，清廷當然同樣能夠想

到。事後查閱檔案得知，早在1911年4月8日黃

花崗之役後，兩廣總督張鳴岐確曾在上奏軍機處

的電報中指出：“因廣東密邇港澳，易於偷運軍

火，是以定在廣東起事。”包括前山新軍在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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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從港澳偷運到縣裡來。

同年10月下旬，中國同盟會南方統籌部向澳

門同盟會發出了香山率先起事的指令。林君復、

鄭彼岸等人遂決定於同年11月初在前山、小欖、

石岐三地同時發動起義。

前山一役無疑是起義成功的關鍵。前山毗鄰

澳門，自明代以來就是防範澳葡的海防要地。香

山起義前夕，在這裡駐守的“新軍”共約三千

人。前山新軍成立於1903年，曾接受廣東督練

公所的正規訓練，武器精良，是廣東清軍引以為

傲的勁旅。但是，清廷對這支“新軍”多少有點

不放心，他們深知，這支隊伍中不少人曾經參加

1909年的廣州新軍起義，因而把他們從廣州調防

前山，由素稱強悍的副將馬德新坐鎮石岐遙控，

再委派一名心腹作標統 (團長) 加以嚴管。在清

廷看來，這原是一舉兩得、萬無一失的的善策，

然而，清廷到底還是失算了，其原因就在於低估

了革命思想在軍隊中的傳播和影響。

其實，前山新軍中，營長任鶴年早已加入革

命黨。同盟會澳門總部派到新軍策反的鄭仲超、

何振等都是陸軍速成學校的畢業生，與前山新軍

自標統以下乃至小隊長都是校友，一經接觸，很

快就找到共同語言。據同盟會會員譚人鳳事後回

憶：前山新軍在聽到黃花崗起義的經過後，均“聞

信憤慨，痛陳利害，堅持按期發動”。

從日本趕回的蘇默齋(蘇曼殊之兄)、劉希明、

陳自覺等人，也以恭都小學堂 (後改為鳳山小學) 

的學生身份作掩護，對新軍官兵進行串聯發動工

作。

在他們的共同策反下，新軍軍官絕大部分轉

向革命，於是清廷所倚重的新軍，實際上成了香

山起義中推翻清朝統治的主力。 

武器和彈藥補給是起義成功的保證。同盟會

多方打探，檀香山和東南亞有購買軍火的門路，

但需要大筆銀圓。經林警魂等人募集，經費漸有

眉目。澳門社會各界尤為熱心，從富家子弟直到

水上疍家，紛紛認捐解囊。據傳，有位名叫梁鏡

清的漁民，當時曾經慨然說道：“吾等水上人

家，受盡屈氣，非革命不可！”遂毅然加入同盟

會。他聽說香山起義缺少購買軍火的經費，先後

將自己的三艘漁船變賣，全部交給同盟會。他還

曉以大義，力勸海盜梁義改邪歸正為革命効力。

梁義悅服，遂參加同盟會，率部配合“香軍”活

動，還把自己在澳門白鴿巢由義巷11號的寓所作

為澳門同盟會人士開會和通訊的地點。

從水巷望蕭家大屋

香山起義時革命黨的軍火即存於此

民國初年的中山縣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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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器有了，然而此刻縣城石岐和縣中重鎮小

欖正在清廷的嚴密控制之下，如何能把大批從檀

香山和東南亞購回的軍火先運前山，再從前山分

發石岐、小欖各地呢？

身兼同盟會澳門分會長盟主的謝英伯從趙連城 

(女、香山斗門赤坎人)的彙報中得知，趙連城曾在

粵港渡輪上結識一位名為盛懷愉的管帶 (艦長)，幾

番接觸後，盛懷愉向她表達了愛慕之意。

經趙連城的多番動員，盛懷瑜終於同意利用

他所指揮的“廣福”艦為同盟會的地下交通作掩

護，將軍火秘密運到前山。盛懷瑜其後也加入同

盟會，並於辛亥廣州光復時正式易幟反正。

縣城石岐是起義後敵我雙方勢所必爭的戰略

重地，佔領石岐，等於宣告清廷統治在香山的結

束。因此，負責策反縣內武裝的鄭彼岸肩上的擔

子絕對不輕。

當時，清廷佈署在石岐的武裝主要有巡防

營、縣團練局、游擊隊和縣衙親兵，其中，又以

副將馬德新從湖南老家帶來的幾百名親兵戰鬥力

最強，由這些防勇嚴密把守的城廂，成了起義軍

難以逾越的屏障。

此外，石岐還有一個團練局，主持人鄭雨

初；游擊隊隊兵約八十人，隊長是清朝的武解元

黃龍彰。此外，還有縣衙親兵大約三十人，由王

作標率領。鄭、黃等人與鄭彼岸份屬鄉親，平日

裡又與湖南籍的頂頭上司馬德各有或大或小的矛

盾，因此，一經策反，香山縣團練主持鄭雨初、

游擊隊長黃龍彰、縣衙親兵頭目王作標都宣誓參

加了同盟會，還答應在起事之日反正。到後來，

除馬德新親率的防勇外，城內所有武裝，實際上

均已為同盟會所控制。用鄭彼岸本人在回憶錄中

的話說，就是“未經運動的祇有縣知事覃壽堃和

副將馬德新二人”。

鄭彼岸等人所做的工作並不止此。按鄭彼岸

當時分析：“石岐對海的長州(即長洲)鄉，族大

人多，地形上更為重要。過去便是隆都地方，村

鄉最密，華僑甚多，富有民族思想，溪角劉姓、

安堂姓、南方蕭姓，均是聚族而居、人口逾萬的

巨族。”“小欖方面，地方遼闊，綠林最多”，

因而遣人分頭聯絡隆都各族姓團勇及小欖的李就

(又名李成就)、伍順添二人“約期舉事”。 

女同志則發揮了女性特有的勇敢和智慧。林壽

華、蕭世冰、黃文幹、黃芙蓉、劉振群等把武器偽

裝成嫁妝，避過關閘的檢查，從澳門運入了前山。

船抵石岐時，她們按照香山傳統的“哭嫁”

習俗，一路上簫鼓齊鳴，轎裡轎外吵成一片，把

沿途所遇的巡邏官兵全都吵懵了。

在夜色的掩護下，裝滿武器彈藥的花轎安然

抬入石岐的蕭楚碧家 (大蕭屋)，部分轉移到大涌

安堂的林君復家。

在計劃中，小欖也是發難地之一。小欖是香

山北部的重鎮，素有反清傳統，“三合會”等民

間幫會的勢力特別雄厚。1854年太平天國起義席

捲全國時，這裡就曾爆發了一次持續一年的紅巾

軍起義。

武昌起義取得的勝利，極大地鼓舞了不滿清

廷倒行逆施的小欖人。秀才出身的鄉紳何倍樵找

到當地綠林豪傑李就、伍順添等人，連夜在小欖

竹橋頭全記酒米舖秘密召開策劃起義的會議。

1895年孫中山發動廣州首義時，李就 (1871-

1949) 已經參加了興中會。因此，當何倍樵提出希

望他率眾起義時，他毫不猶豫一口就答應了。

形勢已“如箭在弦，不得不發”了，但也須

估計到，揭竿起事後，首要目標必然是縣城石

岐；而石岐城高壕深，又有馬德新重兵把守，縱

然攻入，也必造成重大傷亡。為此，他們想出了

一條“調虎離山”之計。

1911年11月3日，小欖首先發難。其暴風驟雨

之勢，嚇得當地官吏聞風逃竄，不多時，二百多

鄉勇已經繳械投降，小欖全境落入民軍手中。

已故的小欖耆老李有年在〈續《欖屑》〉中

這樣記載當年所發生的事情：

宣統三年辛亥九月十三日  (按：即1911

年11月3日) 凌晨，突有稱大漢人佈告，張貼

於大廟前慈恩廟門首，意謂清政治不良，亟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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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及午後，即有民軍數十

人，手攜炸彈，闖入欖局，局

紳驚惶無措，衣不及穿，足不

及履，急踰垣避。獨何紳 (按：

即何培樵) 略有膽氣，不走，與

談半晌，民軍遂懸革命旗於局

門外。是時香山分司及右營都司

兩署人員，聞風逃避一空。民軍

便到兩署及各勇營，進行搜查，

有械盡繳之，鄉勇雖眾，亦無敢

與敵者。是夜民軍蜂擁而至，據

羅涌口梁家祠(即恕齋，岱峰兩

祠，倭劫時已毀拆) 為大本營，

各處要隘，均有守軍。鄉中遍

豎革命軍旗幟矣，且屯重兵於員

峰、沙口一帶，以備清兵來征。

李茂才海觀，字少方，性憨直，

猶以為天命未改，獨踞鄉落，焉

能濟事？往梁家祠，將情理與民

軍首領李就成爭辯，就成辱之，

李不屈，赴海死。

由此可知，縱然身處風雲激盪

的大時代，也還是會有極少數的遺

老遺少是甘為封建王朝殉葬的。李

有年老先生對李某的赴水而死顯然

抱着褒揚之意。應該贊許的是，他

畢竟以翔實的文字，為後人留下了

關於這次起義的忠實記錄。

奪取政權後，小欖民軍隨即派人

到處張貼“推倒滿清，有平米吃”

的標語。時值米價飛漲，百姓苦不

堪言，聽說有平米可吃，民心立即

安定，全鎮舖店照常營業，所有店

舖都掛出表示支持起義的白旗。

起義軍以羅涌口梁家祠作大本

營，派兵在各交通要道和險要地點嚴

加把守，準備迎擊前來征討的清軍。

孫中山手繪的青天白日黨旗及說明

孫中山覆任鶴年涵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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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悉小欖落入民軍之手，驚怒交集的馬德新

果然中計。11月4日，他親率署防營百多人及黃

龍彰部游擊隊八十人，乘着幾艘小火輪，急從石

岐開赴小欖鎮壓。

何倍樵、李就等早在小欖沙口設下埋伏，馬

德新兵船尚未靠岸，已遭義軍炮火猛轟，瞬間就

擊沉了兵船二艘。更令馬德新大出意料的是：黃

龍彰所率領的游擊隊剛到小欖，立即調轉槍頭。

內外夾攻之下，馬德新頓時陷入絕境。經過幾個

小時激戰，清軍共被打死打傷四五十人，馬德新

好不容易才擺脫追兵，狼狽不堪地率殘部逃返石

岐。李有年在文中記載說：“鄉人聞之，異常欣

忭，燃炮竹竟夜，紙舖地面積尺許。”

次日，馬德新帶了幾名親信，從縣城悄悄蹓

走，北上省城求救，——香山起義的最大障礙一

舉消除了。

幾乎與此同時，何振、黃顯庭、張志林等同

盟會員也於11月5日從澳門潛入前山，藏慝在清

廷眼皮下的新軍哨所裡。

11月6日，參加起義的新軍軍官在黃茅斜陳

永安的祖居石室內召開秘密會議。傍晚，暗號發

出，起義爆發，前山軍營遍插白旗 (預先約定的

起義標誌)。

在急驟的槍聲中，前山駐軍標統 (團長) 見勢

不妙，急忙翻越前山城牆，拚命向澳門方向逃去，

前山要塞宣告光復。前山新軍隨即推舉任鶴年為司

令，何振為副司令，徵用一艘往返石岐、澳門的客

輪為運輸工具，載着起義新軍星夜開赴石岐。

由於缺乏通訊手段，截至翌日清晨，石岐的

鄭彼岸等人尚未接獲前山起義成功的消息。為

此，林君復隻身從澳門兼程返回石岐，於11月7

日在正熏街蕭宅召集緊急會議，決定即日起義。

下午，隆都地區的團勇紛紛集結，溪角鄉由劉卓

棠統率，龍聚環鄉由劉漢華統率，象角鄉由彭雄

佳統率，豪吐鄉由高勝瑚統率，坎下鄉由梁守統

率，港頭鄉由胡孔初統率，安堂鄉由林秀統率，

申明亭鄉由楊落雲統率，南文鄉由蕭某統率，總

數不下二三千人。其中，華僑劉卓棠所率民軍，

是九路人馬中最有實力的一支，計有數百人之

多，他們浩浩蕩蕩沿西河路進發，直指石岐。

按鄭彼岸回憶，“帶領各鄉團勇的人，有的是

華僑，有的是學生，有的是綠林豪客”。這些

人雖是臨時集合，又未經過訓練，然而革命熱情

極高。各支隊伍在石岐龍王廟匯齊後分成兩隊：

一隊由梁守帶領，由南門入城；一隊由鄭彼岸帶

領，由西門入城。

當時，馬德新已離開石岐前往廣州求援，守

城防勇無人主持，不敢抵抗。縣知事 (縣官) 覃壽

堃原是湖北孝感縣進士，曾留學日本，到香山就

任知事僅兩個月，見大勢已去，也不想抵抗。因

此，除在南門及縣署各擊斃一名防勇外，起義民

軍長驅直入，如入無人之境。當西門入城的民軍

佔領縣衙後，王作標統率的親兵即宣佈反正。覃

壽堃聽到外面人聲鼎沸，知道革命軍已經進城，

急逃出縣衙，藏匿於鄉紳洪式文家中，但不久即

被搜出，祇得降服，乖乖地交出印信，並戰戰兢

兢地撰寫了〈申檄文〉，宣稱自己“懷抱民族主

義，十年於茲，以事勢禁格之故，延誤至今，未

有所展。如今交出印信，以為與清政府斷絕關係

之證據”。自此，香山宣佈光復。

當晚，香山各界在獅子街高家祠召開聯席會

議，決定成立縣軍政部、財政部、民政部、招兵

局、籌餉局和地方法院等機構，11月7日正式掛

牌辦公。接着，臨時縣議會、臨時縣政府也成立

了。名義上“仍以覃壽堃為臨時縣長”，利用他

前縣知事身份，“召集石岐紳商各界組織籌餉局

裕籌餉糈，為前方支援”。臨時縣政府當即張貼

告示緝拿清軍頭目馬德新；又派人四出遍告民

眾，號召民眾剪辮，與清朝決裂。

在新政府管治下，社會秩序迅速恢復。西門

大街的振興商店店主原是同盟會員，早在起義爆

發之前，便已秘密預製了一批同盟會的軍旗，見

民軍入城，急把軍旗分發眾人。於是，石岐的大

小商舖瞬間便掛滿了象徵革命的青天白日旗幟。

直到此刻，廣州城內依然平靜。驚聞香山失

陷，兩廣總督張鳴岐和水師提督李準急命兵艦“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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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號”開赴香山鎮壓。“江大號”開到岐江，發

現兩岸早已重重佈防，不由得倒抽一口涼氣，哪

裡還敢登陸？雙方對峙到下午，前山後援兼程趕

到。而在此時，廣州起義已經爆發，張鳴岐、李

準急令清軍返回救援，“江大號”祇得夾着尾巴

逃出了岐江。

香山縣城光復後的第三天，廣州光復的消息

傳來。旁人或許會覺得，這一過程未免太過順

利，但在同盟會南方統籌部看來，那卻是水到渠

成再自然不過的事情。原來，早在1911年3月29

日黃花崗起義失敗後，南方統籌部已經把陳英士

等先後派往長江流域，意圖開闢新的革命基地。

是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捷報傳來，黃興立刻

出發前往主持大局。此後，湖南、江西接連宣佈

獨立。為穩定人心，清廷兩廣總督張鳴岐也假惺

惺地宣布廣東獨立。胡漢民等革命黨人豈肯買他

的賬？他們向民衆大派傳單，公佈張之罪狀；又

派朱執信等潛入內地發動民軍起義，進迫省城。

身為廣東水師提督的李準，此時正與張鳴岐鬧矛

盾，為求自保，況且也被革命黨人炸怕了，因而

託其密友謝義謙到香港與革命黨人接觸，表示願

意降服。張鳴岐接到上海密電“京陷帝崩”後，

感到大勢已去，香山的輕易失陷更令他不寒而

憟，百般無奈，祇得倉皇潛逃。於是，廣州迅速

落入革命軍手中。

廣東雖已宣告光復，然而，革命力量到底是

相當薄弱的。為增強革命力量，廣東軍政府急電

各路民軍，要求他們立刻開赴省城增援。於是，

前山起義軍奉命與石岐、小欖民軍合編為“香

軍”，在林君復、鄭彼岸的帶領下，由“香軍”

司令任鶴年率領奔赴廣州，成為第一支進駐省城

的民軍。根據李朗如、陸滿在〈辛亥革命時期廣

東民軍概況〉一文的回憶，當時“林義順、任鶴

年、劉世傑稱香字順軍，以林義順為司令，任鶴

年、劉世傑、何振分任標統，約有官兵三千餘

人”。香軍進駐廣州西關，紀律嚴明，對百姓秋

毫無犯，“香軍”美譽在省城不翼而飛。莫紀彭在

〈何振事略〉一文的回憶中稱，香山起義“不特廣

東首義之師，且為東南各省義旗之冠”。事後，

都督府委任鄭彼岸為光復後香山縣第一任縣長，

鄭彼岸堅辭不受。

1911年11月底，漢陽失守，南京告急，民國

臨時政府電請廣東軍政府出師馳援。為此，廣東

方面組織了一支萬

人北伐軍，北上保

衛武昌起義革命成

果。“香軍”隨即

被編入北伐軍中，

先後參加了宿州、

徐州等重大戰役。

南京莫愁湖公園內的粵軍將士墓 (攝於20世紀20年代) 孫中山為粵軍烈士紀念碑題寫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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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期間，任鶴年被任命為北伐軍旅長，曾隨孫中

山參加“二次革命”、討袁護法鬥爭乃至東征、

北伐諸役，後於民國十六年獲授中將軍銜。1923

年，當任鶴年奉命討伐桂系軍閥沈鴻英時，孫中

山還給他寫過一封親筆信：

    

鶴年足下：來書具悉，粵為西南根本重

地，關係匪輕，多勞擘劃，實深欣慰。桂沈

跋扈專橫，別有所圖，若不速除，後患曷極。

誠如尊論，望即協助顯丞，迅圖進取，與討賊

諸軍一致動作，此不獨兩粵人士之所企圖，大

局前途亦繫之矣。千萬努力，不具。即頌時

綏。(落款是孫文)

孫中山存世來往信函雖多，但多由秘書代筆

後他簽名發出的。這封一百多字的長信由他自已

親笔書寫，是因為此信涉及作戰計劃，關係重

大，也寄託着他對任鶴年的倚重和期望。

武昌起義、香山起義的接連成功，給身在澳

門的愛國同胞以極大鼓舞，支持革命的氛圍在澳

門迅速形成。同盟會所發起的穿華服、剪辮子倡

議，得到澳門社會各界的普遍響應。在澳門的上層

人士盧怡若、劉公裕、劉大同等的支持下，“澳門

華服剪辮會”在澳門當時最大的戲院——清平大

戲院裡召開，赴會人數逾千。同盟會員在大會

上發表演說，已剪去辮髮的人穿着華服到會作示

範，受感動而當場剪去辮子的就有百餘人。澳門

各界人士還以鏡湖醫院名義向廣東軍政府捐輸

數萬圓鉅款，緩解了廣東軍政府的財政困難。不

少熱血的澳門青年報名參加廣東北伐軍，澳門籍

的女同盟會員許劍魂、陳秉卿、梁國體、嚴淑

姬、梁荃芳、梁雪君等加入廣東女子北伐附隊

隨軍出發。

從歐洲啟程回國的孫中山，於12月21日途經

香港。他在船上聽了林君復、鄭彼岸報告香山起

義經過後，甚感欣慰。其後，孫中山經上海抵達

南京，1912年元旦宣誓就職中華民國臨時大總

統。

其後，革命形勢幾經反覆。帝國主義列強公

開支持袁世凱，南京政府內部也施加壓力，要求

孫中山讓位。為顧全大局，逼迫清帝退位，孫中

山辭去臨時大總統的職務。袁世凱當上總統後，

不久即復辟帝制，反過來鎮壓革命黨人。在此期

間，他的爪牙龍濟光曾一度佔領廣東。作為革命

策源地的廣東，頓時陷於白色恐怖之中。

1913年 9月，孫中山在日本重組中華革命

黨。1914年秋，奉中華革命黨之命，曾經參與1911

年香山起義的林警魂組織了一支近千人的“反袁

討龍”部隊，準備在香山縣八區舉行武裝起義，

但沒能成功。

香山人沒有氣餒，香山報界天天刊出討伐龍

濟光的檄文。龍濟光惱羞成怒，下令將《香山旬

報》記者、編輯李銳進、劉善餘、黃冷觀、劉誦

芬、毛仲瑩等逮捕解省。毛仲瑩大罵審員，被害

於越秀山下。

林警魂也沒有被強敵嚇倒。1916年4月，他

再次以二區護沙隊為骨幹，加上駐香山的三艘護

沙艦，分水陸兩路進攻縣城。

9日晨，香山討龍戰事爆發。敵人負隅頑

抗，民軍遭受很大損失，被迫撤退，此役共有楊

藻雲、楊桂、劉草堂、劉拱星等二十六位將士犧

牲。石岐西山上的“中山縣殉國烈士紀念碑”就

是華僑集資於1927年為紀念此役而興建的。

4月下旬，中華革命黨機關部派員經澳門進入

香山，策動香山駐軍反正。與時同時，林警魂再

率民軍進逼石岐，迫使守城的納順洪旅撤出。香

山縣革命政權再度建立。

    

世界潮流，浩浩蕩蕩，

順之則昌，逆之則亡。

                                  

可歌可泣的香山起義，就是孫中山此一著名

論斷的歷史見證。

    

[本文插圖除了草堆街80號照片由作者現場拍攝、孫中山

覆任鶴年函原件照片為任鶴年家屬珍藏之外，其它插圖均為

中山市孫中山故居紀念館館藏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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