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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有多少是“富二代”

�喻培伦

谋刺摄政王，血溅黄花岗

� � � �

喻培伦， 字云纪， 四川内江
人，

1886

年出生于内江县文英街
一个富裕的糖商家庭。 喻培伦少
时聪慧好学， 喜好来自西方的现
代科学技术，“常窃启钟表及机械
器具，察其究竟”。 在西方进步思
想的熏陶下， 喻培伦对清廷专制
统治的黑暗腐朽和东西方列强对
中国的欺辱深为愤懑。 他给自己
刻了一方印章， 署名“世界恶少
年”， 表明向腐朽制度挑战的决
心。

1905

年喻培伦东渡日本留
学，先后入东京警监学校、经纬学
校、大阪高等工业学校学习。他在
赴日留学的初期深念非科学不能
救国， 起早贪黑， 对学业孜孜以
求，还实地考察了日本的洋瓷、火
柴、制糖等工业。在考察学习的过
程中， 他还研制出一种安全无毒
的火柴， 为以后研制炸药和炸弹
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随着国内时
局的动荡，国运日益衰败，他实业
救国的热情渐渐消逝， 最终放弃
实业救国的理念， 走上了革命救
国的道路。

1908

年，经吴玉章介

绍，他在日本加入同盟会。

喻培伦加入同盟会后，“舍豪
华而尚质朴”，全身心地投身于推
翻清王朝的革命之中。 为了掌握
研制炸药的技术， 他考入日本千
叶医学校药科，专攻化学。经过多
次实验， 他终于成功制造出一种
威力强大而又安全可靠的烈性炸
药和多种引爆方式。

1909

年年
初， 喻培伦与汪精卫等在北京安
置炸弹刺杀摄政王载沣， 因事败
时正在赴日购买化学药剂途中，

才得免被捕，遭到清廷通缉。喻培
伦被迫逃往香港，化名王光明、尤
国楠（分别是“望光明”、“忧国难”

的谐音），一面行医为业，一面继
续研制革命之需的炸弹， 并著有
《安全炸药制造法》， 由其弟喻培
棣在日本秘印， 广送中国的革命
党人。 这种制作炸药的方法被称
为“喻氏法”。从此，喻培伦被革命
党人们誉为“炸弹大王”。

广州起义爆发后， 喻培伦前
胸挂一大筐炸弹，一马当先，率四
川和广东籍的同盟会会员直奔总
督衙门，用炸弹将围墙炸裂后，攻

占了总督大堂。 而后准备继攻督
练公署， 途经莲塘街口时与清廷
援兵遭遇。鏖战三个多小时后，喻
培伦终因弹尽力竭被捕， 英勇就
义，时年

25

岁。殉难后数月，与同
难同志共葬于广州黄花岗。

1961

年，革命家吴玉章为纪
念喻培伦牺牲

50

周年， 曾做诗
云：“当时年少正翩翩， 慷慨悲歌
直入燕。几尺电丝难再续，一筐炸
弹奋当先。成仁烈迹惊环宇，起义
欢声壮故园。五十年来天下变，神
州春色遍人间。 ”

辛亥百年，风云变幻，白云苍
狗，潮起潮落。 回望来路，我们在
寻求民族复兴、 中华崛起的道路
上是何等的曲折艰辛。 那个沧海
横流、英雄辈出的年代已经远去，

但民族复兴的伟业还远未完成。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这些“

80

后”

“富二代”海归，忧国忧民，救亡图
存，内争自由，外求独立，用鲜血
和生命诠释了一代青年矢志不渝
的爱国情怀， 舍生取义成为他们
自愿选择的人生归宿。

（据新华网）

据史料记载，参加黄花岗起义的七十二烈士平均年龄只有
29

岁，其中
9

人是留日
学生。 这些

19

世纪“

80

后”海归均出身于钟鸣鼎食之家，却为了民族的自由和复兴，放
弃锦衣玉食，割舍万丈柔情，用自己的生命去敲响苦难深重的古老中国的黎明钟声！

�林觉民

“亡大清者，必此辈也！ ”

1911

年
4

月
24

日夜， 香港临江的一幢小楼上。 夜阑人
静，万籁俱寂。从广州到香港迎接从日本归来参加起义志士的
林觉民，在屋里来回踱步，思绪万千。 自己虽早已把生死置之
度外，可上有年迈高堂，下有弱妻稚子，自己却将奔赴起义，生
死未卜，想到此处不禁潸然泪下。 可是既已决心“为国牺牲百
死而不辞”就义无反顾。 在留给父亲的《禀父书》中，因不忍风
烛残年的年迈老父，在经历丧子之痛的同时，还得劳神读信，

故只写了寥寥数语：“不孝儿觉民叩禀：父亲大人，儿死矣，惟
累大人吃苦，弟妹缺衣食耳。然大有补于全国同胞也。大罪乞
恕之。”在写《与妻书》时，“泪珠和笔墨齐下”。曾经花前月下的
美好，此时已成“窗外疏梅筛月影，依稀掩映，吾与汝并肩携
手，低低切切，何事不语？何情不诉？ ”的追忆。今天再读《与妻
书》，为国捐躯的豪情壮志与对爱妻的缱绻深情两相交融。 带
着为自由而战的慷慨激昂，带着对爱情的忠贞不渝，缠绵悱恻
而又大义凛然。 这种“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的壮烈情怀，

在百年后的今天变得似曾相识却又遥远陌生， 想来不禁让人
顿时心生万千感慨。

林觉民，字意洞，号抖飞，幼时过继给叔父林孝颖为子。其
嗣父是个饱学多才的儒生，以诗文闻名于时；嗣母黄氏生性善
良仁爱，是典型的贤妻良母，也算是书香门第，家境优渥。林觉
民天性聪慧，读书过目不忘，深得嗣父的喜爱，自幼就由嗣父
亲自教导读书。

13

岁时，他应父命参加童生考试。但林觉民此
时的志向已不在功名而在救国，他在试卷上写下“少年不望万
户侯”七个大字后便掷笔而去。

1905

年，林觉民考入末代皇帝溥仪的老师陈宝琛在家乡
兴办的新学堂———全闽大学堂（后称“全闽高等学堂”）。 在此
期间他阅读了大量《苏报》、《警世钟》这样的进步书刊，他常对
同学说：“中国非革命无以自强。”林觉民性格刚直，善于言谈，

不畏强权，大器早成，在同学中颇具威信。 全闽大学堂首任总
教习叶肖韩曾意味深长地对林觉民的父亲说：“是儿不凡，曷
少宽假，以养其刚大浩然之气。”一次，林觉民在闽县城内七星
庙作“挽救垂亡之中国”的演讲，激动之处，拍案捶胸，声泪俱
下。 全闽大学堂的一个学监恰好在场， 听罢感慨道：“亡大清
者，必此辈也！ ”

林觉民渐渐对官立学堂的陈腐守旧心生不满， 而力赞邹
容在《革命军》中所提倡的“革命与教育并行”，便和志同道合
的朋友在闽县（福州）城北创办了一所私立小学，又在城南创
设了一家阅报所，其间收纳了许多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
《猛回头》这样的进步读物，宣传民主共和思想。 在自己家中，

林觉民办起一个别具一格的家庭女校。 他首先把自己的新婚
妻子陈意映动员起来，又发动堂嫂、弟媳、堂妹等亲友家属十
余人入学。 林觉民除了教她们国学，还传授西方的思想文化，

介绍世界局势，抨击封建礼教。 在林觉民的影响下，她们纷纷
放开小脚，走出家门，成为刚建立的福州女子师范学堂的第一
届学生。

1907

年，林觉民自费留学日本，就读于庆应大学。这是一
所由日本民主革命先知福泽谕吉创办的著名大学。 到日本后
不久，他就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期间撰写了《驳康有
为物质救国论》，反对君主立宪，主张革命，实行共和，并出版
《莫那国犯人》和《六国宪法论》两本译著。在留日学生中，林觉
民与林文、林尹民（觉民堂弟）的才学引人注目，又都是福建侯
官同乡，且同居一处，故有了“三林”的称号。

彼时身处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们， 听到的都是国内时局动
荡、 起义失败的消息， 在他们之中弥漫着一种消极颓靡的情
绪。 林觉民鼓舞大家，国内时局危在旦夕，我们既然是革命志
士，就应该站起来仗义执剑，戮力同心，以死报国。 只有这样，

才可能拯救中华于水火。

1911

年初春，病中的林文收到黄兴
的信件，称“事大有可为，请偕同志来”，顿时大感振奋，即刻召
开了支部会议，决定与林觉民等一起回国筹备起义。

1911

年
4

月
27

日下午
5

时，广州起义爆发，林觉民随黄
兴进攻两广总督署。原计划十路人马一起进攻，由于谋划协调
不周，最后只有黄兴所率的第一路义军毅然举事。当义军攻到
总督衙门时，两广总督张鸣岐早已闻风逃跑，起义军举火焚烧
了总督衙门后，遭遇清水师提督李准亲率的援军。在激烈的巷
战中，林觉民被一颗流弹击中，满身是血，力竭被俘。

被俘后， 两广总督张鸣岐和水师提督李准亲自提审林觉
民。林觉民拒绝下跪，气宇轩昂，坐地侃侃而谈，纵论世界形势
和革命道理，奉劝清吏革除暴政，尽早建立共和政体，英雄本
色尽显无遗。 水师提督李准为之动容，下令去掉镣铐，搬来椅
子让他坐下讲，始终未曾打断。 后来林觉民虚弱难撑，无法言
语，仍向李准要了纸笔，以书代语。张鸣岐不禁感叹：“惜哉！此
人面貌如玉，肝肠如铁，心地如雪，真奇男子也。 ”

林觉民慷慨就义时，年仅
24

岁。

�方声洞

如花生命，终为革命绽放

� � � �

黄花岗烈士方声洞为了寻求
救国之道，

17

岁就赴日留学，投
身革命， 是中国同盟会的首批会
员，广州起义牺牲时年仅

25

岁。

方声洞， 字子明， 福建闽侯
人，

1886

年出生于一个福州富商
家庭。 父亲方芷亭， 曾任桐乡县
令，后经营转运公司，经常辗转
各地，思想开明，对晚清政府
的腐败专制十分不满。 方声洞
的伯公当时虽为朝廷官员，也
思想开明，清正廉明。 方声洞
的兄弟姐妹中共有

7

人赴日
留学、

1

人赴法留学， 其中
6

人
加入了中国同盟会。 方家是真正
的革命家庭。 其兄方声涛后来一
直追随孙中山坚持革命， 历经护
国运动、护法运动。

1918

年，方声
涛募捐继建黄花岗烈士墓园，使
其粗具规模。园中所立“七十二烈
士之墓”墓碑，其上隶体碑文即为
方声涛所书。

方声洞自幼聪明机警， 胆略
过人，志向高远，长于演说。 听其
演讲，声情并茂，慷慨激昂，闻之
莫不感慨涕泣。虽出身富商家庭，

却自小鄙视浮华，生活简朴，行不
坐轿，食不嗜精。他在十几岁时就
对他人说：“劳则习苦，俭则不匮，

吾辈志吞逆胡，来日艰难，正未有
艾，今不勖励，他日何能与士卒忍
饥劳涉险阻乎？ ”寥寥数语，尽显
少年英雄的鸿鹄之志。

1902

年，

17

岁的方声洞随兄
姊东渡日本， 进入东京成城陆军
学校读书。次年，沙俄侵犯中国东
北边境， 激起在日中国留学生的
抗俄运动， 方声洞与其兄方声涛
加入了“拒俄义勇队”（后更名“军
国民教育会”）。

1904

年，恶邻日

俄为争夺他们在东北地区的利益
在中国的黑土地上燃起战火，腐
败无能的清廷选择了保持中立。

方声洞异常悲愤，“逢人便痛论
国事”， 认为不彻底推翻清政
府的专制统治， 实行民主共
和，中华便无崛起之日，必将
永为刀俎之下的鱼肉，任人宰
割。

1905

年
8

月，孙中山在东
京成立中国同盟会，

20

岁的方声
洞随其兄方声涛、 姊方君瑛加入
同盟会，成为首批会员。

加入同盟会不久， 因母亲去
世，方声洞返回福建老家守孝。清
廷专制下的压抑与闭塞， 与海外
同志的山海隔绝， 让他陷入难以
名状的苦闷与焦虑。 他出尽家中
所藏书籍， 在家乡办起了书报阅
览所，传播科学、自由、民主、平等
的先进思想。

1906

年，方声洞返
回日本， 拟再入成城陆军学校学
习军事。 但摇摇欲坠的清廷与日
本政府协商， 规定中国的自费生
不得在日本学习军事。 这令他大
失所望， 但他革命的志向并没有
因此而改变。 为了推翻清廷的专
制暴政， 他又考入日本千叶医学
校， 志在掌握化学知识以制造炸
弹，效力革命。

1911

年，孙中山准备在广州
发动起义。 在日本的方声洞被福
建同志推选为同盟会第十四支部
支部长的职务， 以接替即将回国
参加广州起义的林文。 方声洞对
准备回国参加广州起义的在日同
志说：“诸君不许吾同死耶？ 是焉
置我也。 我虽不才，习医数载，颇
自信有得。 义师起， 军医必不可
缺，则吾于此，亦有微长，且吾愿
为国捐躯久矣。今有死所，奈何阻

我去？况事败诸君尽死，我能独生
耶？留我奚意？ ”壮士为革命抛洒
热血、慷慨赴死的凌云壮志，跃然
于言语中。

1911

年
3

月中旬，方声洞接
到吴永珊（即吴玉章）电报，起义
即将发动，但军火不足。方声洞在
日本筹备到军火后， 准备密运广
州。 临行前夕，他预写书信数封，

嘱咐其爱人分期寄给父亲， 以安
其心。与朋友道别时，他笑言：“昔
密开会追悼诸烈士时，君曾为文
以祭，中有句云， ‘呜呼！ 壮志
未酬，公等卸哀于泉下，国仇
必报’，我辈继起于方来，今所
谓方来者，成为现在矣，宁不
快哉！”“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凛
然慷慨之情怎能不令今人无限感
叹？

从日本密运军火入广州后，

他不顾劝阻， 毅然参加了广州起
义。起义前夕，方声洞留言给父亲
和妻子，“祖国之存亡在此一举，

事败则中国不免于亡， 四万万人
皆死，不特儿一人；如事成则四万
万人皆生，儿虽死亦乐也。但望大
人以国事归心，勿伤儿之死，则幸
甚矣。 夫男儿在世， 不能建功立
业，以强祖国，使同胞享幸福，然
奋斗而死，亦大乐也。且为祖国而
死， 亦义所应尔也”“为四万万同
胞求幸福，以尽国民之责任。刻吾
为大义而死，死得其所，亦可以无
憾矣”。

4

月
27

日起义爆发，方声洞
在黄兴的率领下，攻入总督署，在
战斗中身中数弹而死， 年仅

25

岁。事后，黄兴向党内报告起义经
过时，说方声洞“以如花之年，勇
于赴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