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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李玉明 

公元 1911 年清宣统三年（辛亥年），湖北革命团体文学社、共进会在同盟会的推动下，

联合起来，在武昌发动武装起义，成功地推翻了清政府统治，成立军政府，宣布独立，结束

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开启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新纪元，是为辛亥革命，具有划时代

的历史意义。今年是辛亥革命 100 周年，我们回望辛亥革命历史，瞻仰先贤风采，作为纪念，

对当今的人们在回味历史，解放思想，振兴国家方面有借鉴意义。 

1840 年鸦片战争失败以后，大清帝国的"康干盛世"早已不复存在，中国已经一步步沦为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但是长期以来，清朝统治者闭关锁国，对世界资本主义进步形势和

日趋严重的民族危机麻木不仁，缺乏认识。 

当进入 20 世纪的时候，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已过了 60 年。中华民族在世界上遭

人鄙视，被看作"劣等民族"、"东亚病夫"。面对外国列强的侵略，包括中日甲午战争、八国

联军侵华战争，清朝政府都以割地、赔款、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而告终：中国对外赔款总额

已达六亿八千万两白银，比当时全国八年财政收入的总和还多；1895 年，日本侵占我国宝岛

台湾；1897 年德国侵占胶州湾，在此期间，出现了列强纷纷在华瓜分势力范围，攫取种种特

权的局面。列强还取得从北京到山海关的驻军权。日俄战争竟是两个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东

北大地上的相互厮杀，居民惨遭屠戮，庐舍化为灰烬，如此种种。中国人痛切地感到国家已

面临被帝国主义瓜分和灭亡的直接威胁。 

1901 年 2 月，当武装占领中国首都北京的列强提出"和议大纲"时，流亡西安的清朝政府

发出上谕，"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今兹议约，不侵我主权，不割我土地，念列邦

之见谅，疾愚暴之无知。事后追思，惭愤交集。" 

当时，忻州新军的队官张元凯集合他的队伍讲话："他们（指清政府）对汉人欺侮压迫，

对外国人跪下叩头，又是割地，又是赔款。我们要不赶快起来革命，他们就会把中国统统卖

给外国人，让外国像切西瓜一样把我国分了。" 

这几句朴素的言语，说明一个深刻的道理，那就是清政府实际上已成为"洋人的朝廷"，

人民的反抗都遭受到清朝政府的残酷镇压，清朝政府实际上已成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

只有革命才能推翻帝国主义和清朝政府，才能挽救民族危亡，才能救中国。 

当时面对清王朝封建专制统治下最黑暗腐朽的年代，欧美国家已相继进入了工业化的先

进行列，列强的欺辱和中国的贫穷落后，使得中国一群优秀青年对民族命运忧心忡忡，对清

政府群情激愤，"救亡"的呼声响彻云霄，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

等唤醒民众的呼喊振聋发聩。国家何去何从？老祖宗留下的遗产中，找不到救国的良方，出

路何在？令爱国者痛苦和迷茫。由于当时清政府的闭关锁国，对外部世界知之甚少，严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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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翻译过来的一些西方著作，如《民约论》、《天演论》、《法兰西革命史》等。虽然这些著作

所涉及到不同的社会和价值观，但却同一石激起一千层浪，人们从黑暗紧闭的窗缝中看到一

丝亮光，让渴求呼吸到一些新鲜的空气的人们，感受到外部有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在令人

窒息的环境中，冲出一条可能寻找的活路。山西五台县徐继畬在福建当巡抚任上写了一部《瀛

环志略》，向世人介绍整个世界概况，然而，当他把这部书呈献给清廷府官僚时，却被斥责为

邪说，他们说，世上有黄豆芽、绿豆芽，哪有什么葡萄牙、西班牙……尽是胡说八道。而山

西参加辛亥革命的同盟会员阎锡山、赵戴文、续桐溪等人，却从《瀛环志略》中打开眼界，

汲取到营养。 

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革命是一次伟大的农民运动，但它所建立起来的"天国"仍然是带有

封建性的君主专制制度。义和团是一次伟大的反帝爱国运动，但它只能提出"扶清灭洋"的口

号。维新派宣传变法救国，把一些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学说和政治制度介绍到中国来，起了

巨大的启蒙作用，但他们却不敢否定君主存在的必要性。康有为那些声泪俱下，处处不忘"

列祖列宗及我皇上深仁泽厚涵濡煦育数百年之恩"的话，正是当时保守派士大夫的共同心声。

"民不可一日无君"、"天地君亲师"，皇上是至高无上的，庶民老百姓只是子民。 

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写道："自从 1840 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

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

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

什么书也看。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派遣留学生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国内

废科举、兴学校，好像雨后春笋。"在很长时间内产生了一种信心，认为只有西方的资本主义

是进步的，可以救中国。然而"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国家的情况一天一

天变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 

毛泽东同志曾指出："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

先生开始的。"这是毛泽东对孙中山历史作用的高度评价。 

孙中山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先行者。光绪二十年（1894 年）孙中山在檀香山

建立革命团体兴中会，次年在香港建立兴中会总部，并着手开展反清武装斗争。20 世纪初年，

大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利用报刊，大力宣传爱国和革命，涌现出黄兴、陈天

华、章炳麟、秋瑾等一批革命活动家、宣传家。华兴会、光复会、科学补习社等相继成立，

民主革命思潮广泛传播。1905 年 8 月 20 日，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公举孙中山为总

理，确认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政治纲领，十月在同盟会的机关

报《民报发刊词》中首次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学说，广为宣传，并领导革命派

和改良派激烈论战，又联络海外侨胞，运动各地会党和新军，在华南发动多次武装起义，造

成广泛的革命影响。宣统三年（1911）清政府出卖铁路修筑权，激起全国人民反对。湖北革

命团体文学社和共进会在同盟会的推动下实现联合，于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1911 年 10 月

10 日）发动武装起义，建立湖北军政府、全国各地相继响应，两个月内已有湘、陕、晋、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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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黔、苏、浙、桂、皖、闽、粤、川等省宣布独立，清政府迅速解体。孙中山从美国回国，

1912 年 1 月 1 日在南京召开全国十七省代表会议，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孙中山被推选为

临时大总统。临时政府成立，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

政策法令，临时参议院还通过《临时约法》。2 月 12 日清帝被迫宣告退位。中华民国的建立

和清朝覆灭标志着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制度诞生，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终结。 

辛亥革命在中国历史上算是一次空前伟大的转折，列宁把辛亥革命说成是"亚洲的觉醒"。 

辛亥革命成功后，不少人相继起来组织政党，从 1912 年 10 月，到民政部立案的社会团

体即达 85 个，其中有政治团体 22 个。这在清朝统治时期是难能见到的。从 1912 年底到 1913

年初，在各个省进行国会议员选举时，许多人参加竞选，当时参加登记的选民达到 4200 万人，

这说明当时民主潮流、民主空气多么高涨。辛亥革命之后不久，社会上迅速掀起一股兴办实

业的热潮，对中国工业化的发展起到了推进作用。南京临时政府还采取许多移风易俗的措施，

如：剪除发辫，改变服饰；废除跪拜、请安等礼节，代以鞠躬、握手；取消大人、老爷等称

呼，代以先生、君等。这些措施的实行虽不彻底，但在正式场合仍可看到和过去有明显的不

同，从而使人们的思想观念、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 

中国一下把皇帝打到了，人们的思想获得了惊人的解放。辛亥革命七年后发生了著名的"

五四运动"，十年后共产党成立，要是没有辛亥革命，在清朝末年皇权统治之下，这些都是很

难做到，至少不会那么快实现，可以说辛亥革命影响或改变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风

俗习惯方方面面。 

孙中山提倡民主，他自己就是榜样。他做了大总统后，有人向他下跪，便马上将人扶起

来，说自己是人民的公仆，不要这样。"人民公仆"的概念，就是由孙中山第一个提出来的。 

1916 年 3 月 22 日，袁世凯复辟宣布实行帝制，在全国人民强烈的讨袁声中，仅仅 83 天

就完蛋了。袁世凯这一幕复辟帝制的丑剧迅速失败，说明共和思想在中国已经深入人心。孙

中山的名言"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顺天者存，逆天者亡。"辛亥革命结束帝制，建立民主共

和制度，虽未能彻底实行，但在此后，无论是袁世凯称帝，还是张勋复辟，都只能是昙花一

现，立即遭到全国人民的普遍反对，立刻失败。这是历史发展的规律，谁要违反必然碰的头

破血流。 

毛泽东称赞：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当之无愧。孙中山是近代历史上值得崇

敬的伟大人物。民国时期普遍称之为"国父"，全国各省都有"中山公园"之类建筑。我曾怀着

景仰的心情参观过广东香山县翠亨村孙中山故居，广东中山堂、北京中山堂、南京中山陵，

这些朴实而雄伟的建筑，都成为国保文物单位，同孙中山名字一样令人敬仰。 

山西是响应辛亥革命的第四个省份，在整个中国北方来说是走在前头的。10 月 29 日太

原武装起义成功，清政府在山西的统治从此结束。 

孙中山先生于 1912 年 4 月 18 日来太原视察，19 日在太原各界的欢迎会上说："去岁武

昌起义，不半载竟告成功，此实山西之力，阎伯川君之功。不惟山西人当感载阎君，即十八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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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省亦当感谢。何也？广东为革命之原初省份，然屡次失败，清政府防卫甚严，不能稍有施

展，其他可想而知。使非山西起义，断绝南北交通，天下事未可知也。"又说："去年晋省闻

风响应，一面鼓励各省进行，一面牵制满兵南下，而使革命之迅疾，告成也。" 

关于山西辛亥革命情况，李成立同志编著的《辛亥革命在山西》已作了比较细致的介绍，

它既介绍了姚以价、阎锡山、温寿泉、赵戴文等领导者的作用，又特别详细介绍了参加辛亥

革命的许多下级军官和士兵，他们中有山西军令部长常樾、南路军司令刘汉卿、革命志士李

秀、李嵩山、徐翰文、王建基、贾英、王家驹为国捐躯，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此外，还有许

多不知名的士兵等。这些烈士牺牲的场面现在读来，仍叫人感慨万千。 

《辛亥革命在山西》这本书约 37 万字，有许多感人事迹，请大家耐心来看，定能感悟历

史的真实，又能领略先烈之精神，定会有大的收获。 

一个民族，不仅要了解自己以往的辉煌，更要牢记自己过去经历的苦难，如果忘记过去

就是背叛，中华民族就不配称为一个伟大的民族。 

是为序。 

2011 年 3 月 6 日 

惊蛰天于晋府梅山塔下问龙堂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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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乔义生海外救援孙中山 
乔义生，1882 年生，山西临汾人，字宜斋（乔本姓张，因过继给姑家，遂易姓）。他是

山西最早接受民主思想的人。 

他于 1896 年春赴英国伦敦医学院留学，受业于康德黎、孟森两位医学博士。9 月 30 日，

孙中山因宣传鼓动革命，为香港英国当局下令驱逐出境，孙中山游历美洲后抵英国。 

时清朝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电各驻外使节，密令相机缉拿孙中山，孙沿途行踪均受侦视。

孙中山曾于香港医科大学学医，康德黎、孟森亦是其老师，所以孙到英国后即造访康宅。一

次，康为孙中山举宴，约乔义生作陪。此后，乔义生与孙中山结识，过从渐密，后由孙中山

介绍其加入兴中会。 

1896 年 10 月 11 日，孙中山被清政府驻英使馆官员绑架，囚于使馆中，清公使龚照瑷定

租一船，欲把孙钉在一木箱内，解送回国处死。后孙中山通过英籍清洁工人柯尔把消息传给

康、孟，彼又告知乔义生，共商营救之策。 

为了防止使馆将孙中山押解上船回国，康、孟决定雇用私人侦探在使馆周围巡视，以防

不测，但苦于侦探不识孙中山面目，乃就商于乔义生，请乔义生陪同侦探巡视。乔义生满口

答应，不分昼夜与侦探在使馆四周巡视。 

英国诸报披载囚孙消息，英政府与中国使馆交涉，使孙中山终于在 23 日获释。此即孙中

山伦敦蒙难之事。此后，孙中山大名举世皆知，而乔义生也初为中国民主革命出力。孙中山

解难后，即居康宅。 

1905 年春，孙中山自欧返日，即委派廖仲恺驻天津，朱葆康驻上海，乔义生驻武汉。乔

义生在武汉名义上是黎元洪的医官，但他在军中创办演讲会，散发各种书籍，如《猛回头》、

《亡国新法》、《警世钟》、《中国魂》等。 

一次，乔义生到上海，突然接到刘家运的信，信上说：你千万不可回汉，最好逃往国外，

因张之洞已奉有北京政府上谕拿你，因你勾通洋人，私运军火，图谋不轨，煽惑军队等情，

令各地方官严缉究办，就地正法，并悬赏大银 5000 两。乔义生遂到日本东京，后闻刘家运、

胡瑛两人被捕下狱。 

1906 年间，东京总部派乔义生前往南洋，协助孙中山和黄兴进行华南革命运动。乔义生

由南洋赴广东潮州，参加并领导了黄花岗起义，失败后返东京。 

乔义生在辛亥革命前，秘密来山西，策动起义。并在山西大学堂英文系任职。太原起义

后，他任军政府外交部长，代表山西赴南京，襄赞孙中山成立临时政府。 

1925 年 7 月，国民政府成立，乔义生被派任荆州、厦门等处海关监督。抗日战争期间，

他赴重庆，选任国府委员。1949 年他到台湾，兼任总统府国策顾问等职，后因胃病于 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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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4 月 7 日下午在台北去世，时年 74 岁，葬于台北天主教公墓。 

 

山西护矿运动 
1898 年，山西巡抚胡聘之与英商福公司定包办合同，经北京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批准，由

福公司开采平定、盂县、潞城等地矿产，为期 60 年。 

1905 年，正太铁路修到阳泉。英人进入矿区，实施开采，当地官员勒令地方煤矿一律停

办。至此民众始知被出卖。这无异于被人缚臂扼颈，断绝生计，于是群情激愤，奋起反对。

山西绅商及广大群众要求清政府撤销和英国订立的卖国的采矿条约，收回福公司在 1898 年霸

占的平定、盂县、潞安、平阳、泽州五处的煤矿。山西大学堂以及中等学堂的爱国青年学生，

在海子边举行罢课抗议，要求当局废除出卖山西矿产的合同，收回矿权。 

示威学生和市民趁商务局总办刘笃敬在海子边商务局宴请英国代表时，冲入会堂，申述

反对官方包办的理由。接着，学生队伍又转往巡抚衙门请愿。 

消息传到海外，激起留日学生的义愤，纷纷致电，发表宣言，声讨英国福公司的强盗罪

行。山西留日学生在日本神田江户亭召开大会，王用宾发表了痛快淋漓的讲演，积极声援争

矿运动。东京法政大学学生李培仁（山西阳高人）愤于清廷昏聩，蹈海自杀以励国人。王用

宾借李培仁名义写成蹈海绝命书，一时轰动全国。 

李培仁生于 1866 年，幼年酷爱读书，智敏过人，学业优异。成年后因颇有才华被聘为教

师，任教多年。1905 年冬被山西省选送赴日本留学，在日本法政大学修业。 

11 月 4 日，豫、晋、秦、陇四省学生在东京神田锦町锦辉馆召开追悼会，参加者达千余

人，有中国 18 个省的学生代表，以及章太炎、胡汉民等众多知名人士，挽联悼词，挂满会堂。

11 日，《第一晋话报》摘要发表了李培仁绝命书，轰动日本。 

东京的山西学生会，遂发出号召，发动太原和全省学生，掀起一场大规模的反帝爱国运

动。山西籍学生遂推梁善济、景定成、王用宾等人为代表护送李培仁遗体归国，在太原召开

了隆重的追悼会。 

太原在文瀛湖畔北楼召开了追悼会，市民万人空巷前往，湖畔人山人海，群情激昂，声

泪俱下，并将遗书印成小册子，分发各地。省城各学校学生集会讲演，游行示威，誓言不收

回矿产不肯罢休，争矿运动达到高潮。 

刘绵训撰《告山西父老书》，抗议英商福公司霸占山西矿产。其文激越忧愤，情文并茂，

海内外一时传诵。王用宾慷慨激昂的讲演，景定成锋利的争矿时评，都大大促进了争矿运动

的高涨。各县纷纷响应。各界又推崔廷献、刘懋赏、梁善济等人到北京交涉，并函达英国伦

敦法庭据理力争。 

福公司英人电请李提摩太到山西大学堂，对学生分化，毫无结果。 

在这一运动的影响下，由旅京官商联合晋绅各界筹集 275 万两白银向福公司赎回矿权，

并取得了晋矿归公的胜利。英国福公司在山西人民强烈反对下，被迫在 1907 年撤走。山西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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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了保晋矿务公司，公推渠本翘为总理。并报请清政府批准。为时两年多的争矿运动这才胜

利结束。 

李培仁为国捐躯，虽死犹生。为旌表他的精神，清政府在李宅门上挂“烈士”的匾额，

门前坚起石旗杆，以励后人。 

刘懋赏（1870—1931）字劝功，先世为山西平鲁人，后迁居朔县安太堡村，世业农，家

仅小康。幼聪明，喜读书，出外就师后，文思大进，遂考入山西令德堂中斋肄业。后在学堂

内任总斋长。1904 年被保送留学日本，到东京入明治大学速成师范班肄业。后加入同盟会。

1905 年回国。民国后，回雁北山阴、朔县等地开凿渠道，灌溉民田，人民大得其利。他好舞

剑，善书法。62 岁时去世。 

 

同盟会山西第一人 
之所以把谷思慎称为同盟会山西第一人，是因为他在同盟会初期影响大于乔义生，如果

从入会的先后来看，那乔义生理所当然是山西第一人了，乔义生是于 1896 年在英国由孙中山

介绍加入兴中会，而谷思慎是 1905 年在日本加入同盟会。 

谷思慎，字仲言，排行老三，1881 年出生在神池城关镇，娶宁武女子张瑛为妻。其父谷

如岗，早年为塾师，后任阳城县儒学训导，于 1902 年病逝，生母段氏早亡，继母苏氏于其父

病逝后不久也亡。后谷思慎与继母所生弟思恺迎叔父遗孀郑氏至其家，操持生计。 

其伯父谷如墉，清末进士，官至户部员外郎，后为山西大学监督。 

谷思慎少年聪颖强记，未冠已涉猎群书，落拓不羁，不事生产，喜与乡民交友，肝胆相

照，轻财仗义。诚服郑成功“灭清复汉”的遗策，遂加入哥老会。设“三元堂”，请“五祖圣

贤”，请“红棍”，升杏黄旗，“砸香”入会，秘密戒奢。由于谷思慎行侠仗义，胸怀大志，四

方豪杰纷纷投奔到他的门下。时间不长，他手下已聚集数万之众。谷思慎作为“三元堂”的

龙头大哥，成了北路哥老会的领袖人物。 

1900 年，谷思慎闻知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因八国联军围攻北京，西逃长安路经山西大同。

他亲自率领雷发等多位哥老会豪杰，埋伏在途中，准备刺杀慈禧太后，实现灭清复汉之愿。

无奈，慈禧身边跟随着众多王公大臣和武艺不凡的侍卫，谷思慎等人处心积虑而无法下手，

只能眼巴巴地看着祸国之首从身边溜走。 

刺杀行动失败后，谷思慎渐渐认识到：兴汉之举在于深造学习，推翻清朝在于借鉴西学

根本。为此，他只身来到太原，求见身为山西大学监督的伯父谷如墉。思想保守的伯父早就

闻知侄儿是哥老会的大头目。谷如墉一见面，不由分说，就以长辈的口吻痛斥谷思慎：辱没

书香门第，沦落江湖草寇。 

谷思慎在伯父面前没有辩驳，只是说他此番到并只为看看伯父和来省城读书，以求学业

上有所进取。最后，他的诚心感动了谷如墉，他被推荐到山西大学中斋就读。两个月后课列

优等，得享膏火（即奖学金）。同学们都愿意与他交往，甚至有人预言：谷思慎为人气度豁达，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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襟怀宽广，远非池中之物，将来必有大成。1904 年，山西省奉命保送第一批留日学生，23

岁的谷思慎被选中，赴日本入明治大学攻读政法专业。 

1905 年 7 月 14 日，经安徽留学生程家柽（chēng，同盟会员）介绍，孙中山在日本结识

了北路哥老会的龙头大哥谷思慎。双方志同道合，相见恨晚。谷思慎当场剪辫以示拥护孙中

山先生，建议兴中会、大刀会、哥老会三会合一，共同抗清。此举得到了孙中山先生的赞许。

孙中山先生倡议将新的反清统一组织定名为同盟会。谷思慎当即以哥老会龙头大哥的身份，

推举孙中山为主盟人。1905 年 8 月 20 日，经过认真协商筹备，孙中山先生组织 17 省数百留

学生在日本举行了“中国同盟会”正式成立大会。当时同盟会分 8 个部，经理部负责人为谷

思慎。 

随后，谷思慎先后发展山西籍留学生阎锡山、赵戴文、温寿泉等人加入了同盟会。说起

发展阎锡山入会，还有一段小插曲。时年 22 岁的阎锡山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留学生，出生于

地主商人家庭的阎锡山，对谷思慎的革命行动颇为不解，他对谷思慎说：“你是官宦子弟，不

愁吃穿，不愁出路，为何还要加入同盟会，另谋他途？” 

谷思慎说：“我入会不是为了个人谋出路，而是为了民族谋出路！” 

1906 年，谷思慎在宁武县介绍冀学蓬、周象山、丁梦松等参加同盟会。谷思慎的行为被

当时山西巡抚满人恩寿听到，便下令缉拿他。因其伯父谷如墉系高官，便有人通风报信，谷

思慎偕南桂馨连夜出走，先到丁致中家躲藏。途中又介绍李树勋参加同盟会，并让李树勋（朔

县人），编唱反满鼓词，深入乡村活动。谷思慎和南桂馨行至静乐，又介绍武泽霖加入同盟会。 

 

交城、文水禁烟惨案 
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社会。鸦片战争不仅对沿海各省，对地处内陆的山

西经济与社会发展也产生了重大影响。首先，鸦片贸易更为公开化，鸦片的种植与吸食更加

泛滥。鸦片输入山西是从嘉庆年间开始的。当时，太谷、平遥、介休等县的商人从广州贩回

省内，在晋中一带出售，牟取暴利。道光初年，在天津销货的山西商人，也转贩鸦片于省内，

烟毒随着他们的足迹到处蔓延。以后有人视种烟有利可图，开始种植罂粟，熬制烟膏，称为

土烟。山西地方种烟已成泛滥之势，到处都有种植。吸食鸦片者更甚，绅民十之六七。烟具

制作也很精致，晋中有“太谷灯”，与山东“胶州灯”齐名，是当年最奢侈的烟灯之一。鸦片

给山西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白银大量外流，家蓄荡空，严重损害了山西人民的身心健康。

山西鸦片贸易公开化后，清王朝虽也数度下令山西禁烟，但屡禁不绝。 

在“二人台”小戏里，有《种洋烟》歌唱道：男：青天蓝天蓝盈盈天，什么人留下种洋

烟？女：道光登基十三年，外国人留下种洋烟。男女：洋烟好抽瘾难退，抽起瘾来活受罪。

在《抽大烟》中又唱道： 

洋烟本是害， 

洋烟杀人要比钢刀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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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人传给中国， 

把咱黎民害呀，把咱黎民害。 

1908 年夏，清廷议决禁烟，并颁布 6 年分期禁烟令，早禁绝者得上赏。1909 年，丁宝铨

任山西省巡抚。在当时的山西旧官僚中，丁宝铨素称能吏，他掌握了山西的军政大权。 

丁宝铨，字衡甫，号默存，江苏淮安人。少时家贫，每晚往蒹葭巷二帝祠借佛像前烛光

读书，深夜始归。他于 1889 年中进士，历任广东惠湖嘉道道尹，山西翼宁道尹，山西省按察

使，山西大学堂督办，后升任山西省布政使。 

当时山西的陆军只有一个混成协（相当一个旅），因为丁宝铨和姚鸿法的父亲姚锡光是江

苏老乡，所以丁宝铨就任命姚鸿法为协统。 

姚鸿法（1882—1947），字兰荪，江苏镇江人。早年曾入武昌农学堂学习。后东渡日本，

先入成城学校习工科，再入士官学校第三期修习军事。姚鸿法于 23 岁时毕业回国，后任职于

两江练兵处。再赴山西，任督练公所参谋处总办。成立新军后，姚鸿法调任混成协协统。1910

年，调任山西督练公所总参议。 

姚鸿法的父亲姚锡光，字石泉、又字石荃。江苏丹徒人。他是 1883 年戊子科举人，早年

先后任李鸿章、张之洞、李秉衡之幕属。1903 年，姚锡光与人合办华北一所女子学校。后任

安徽石埭、怀宁等县知县和州、直隶州知州。张之洞任湖广总督时，姚锡光被任为陆军学堂

监督。1907 年任陆军部左丞，不久，升任陆军部右侍郎。 

山西陆军混成协下面分两个标（相当于团）满人齐允凭借满人的贵族地位当上八十五标

标统。而夏学津颇晓军事，管理军队极为严厉，丁宝铨有意升任他为山西陆军混成协八十六

标标统。 

丁宝铨和夏学津两人心狠手毒，残酷镇压反清志士。因此，山西的同盟会领导认为，必

须打倒这两个人，特别是夏学津，打不倒他，革命党就掌握不了八十六标这支军队。于是就

组织了一个专门对付丁宝铨、夏学津的宣传小组，由李嵩山负责。小组成员有晋阳报馆的蒋

虎臣、岢岚的赵萃珍、赵萃瑛兄弟、张树帜和协本部的司书史宗法，这个小组专门搜集丁宝

铨和夏学津的丑事，向各报投稿。 

1909 年，山西文水、交城两地的农民秋收歉收，种麦失时，农民为了亡羊补牢，便种了

鸦片。当时，清政府颁布了分期禁烟令，山西巡抚丁宝铨，为了邀功，诳奏本省已禁绝。但

农民对禁烟令并不知情。第二年，春雨及时，烟苗茁壮，花繁叶茂，丰收在望，交、文两县

到处开满罂粟花。当时，在文水县开栅镇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 

咸丰登基十一年，口里口外种洋烟；十亩地里八亩烟，留下一亩种秋田；不盼秋，不盼

夏，但盼洋烟开花花；大公烟，小公烟，水红花儿更值钱。 

由此可见罂粟是这一带农民心目中的经济作物。当地人没有认识到其毒害之深，更不管

种烟是不是违禁行为。 

恰在此时，清廷要派人来山西查烟，巡抚丁宝铨十分惊恐，怕露了马脚，急速向全省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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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禁令。文水县令刘彤光于是年到任后，既没有采取有效措施加以劝止，又没有提出禁烟后

给农民解决生计问题的妥善办法，而是例行公文，下一道禁令了之。 

1910 年正月间，开栅和附近的广兴、武陵、文倚等 30 多村农民，先由一部分人串连活

动，联络了绝大部分农民，准备向官府请愿，要求再种一年。其联合请愿合同上有：上宪禁

种洋烟事，众村花户无以为生路，本年夏秋两季每亩收粮一石二、三，能变卖钱二吊有零，

不仅养家花费不够，即纳皇粮国税亦是不足。 

二月初一，在开栅镇召开了 30 多村的万人大会。是日，当地绅士密禀刘彤光，要求捉拿

首领武树福、弓酒壶等。二月初六日、二月十二日，再次密禀刘彤光，要求发兵弹压。二月

初三日，刘彤光电禀抚院说：文水开栅镇聚众硬种洋烟，祈带发兵弹压。初九日，刘彤光又

电禀抚院说，开栅三万多匪徒，聚而不散，纠结多村，声势甚众，非兵力弹压无从劝导，仅

二三十兵不足慑服。请派兵三营带来，使知畏惧，便可了结。 

就在这连续告急声中，丁巡抚派太原府知府周渤、官绅孟步云、左炳南，统带夏学津，

带领马步重兵，于二月十三日，与刘彤光所带的衙役一起来到开栅镇。天还未亮，官军层层

包围了开栅，刘彤光与夏学津带兵到了武树福门前，越墙入院将武树福从睡梦中抓捕，押在

西对庙（甘泉渠办公所）。要求交、文两县知县铲烟，分兵分段，督令根除。当地民众环跪哀

求，人越聚越多。性格粗暴的夏学津，不善于陈兵劝导，宽猛兼施，反而以为自己是个巡抚

的亲信，在民众哗噪时，将前来求情的农民用麻绳穿过大辫根，一串十余人都拉到了西对庙。

据被拘留的人说，起初骑兵飞报，钟声响起，东南方向有无数人蜂拥而来。夏学津下令，枪

口朝上开枪打，农民们在当时还没见过枪这种新武器，只听枪响，不见烟火，因而大喊，空

枪，空枪，向前冲。骑兵又飞报说，黑压压无数人向前进攻，夏统领遂下令实弹平射。刹那

间，哭声震天，死亡 40 余人，伤 60 余人，直到各村农民尽散，才令收兵。夏学津威逼群众，

毁去了所有烟苗，还命令兵士们持竹竿到地里横扫乱打，烟苗倾刻间倒地狼藉。夏学津将拘

留的农民全部找保放回，具结犁毁烟苗，永不再种。将武树福缚于车上，和刘彤光一同回省

缴令。行至徐沟县城，臭文下达（封建社会批准死刑的文件俗称臭文），将武树福斩首，并把

其头颅悬挂于开栅东门示众。 

这就是全国震惊的“交文禁烟惨案”。事件发生之后，丁宝铨上奏诬指民众为匪，并保举

夏学津由管带升任八十六标标统（未成事实）。 

交文惨案发生之后，《晋阳公报》总编纂王用宾认为案情重大，便密嘱该报访员崞县人张

树帜、阳曲人蒋虎臣，驱赴肇事区域，实地察访，写成紧要新闻，披露于报端。当时似乎还

没有严格的新闻检查制度，新闻报道了夏学津的残暴和农民的死伤数字，分别刊登在晋阳公

报和北京的国风日报上，引起了省内外人士的愤怒。 

丁巡抚见报纸印出来后，很是恼火和害怕，深夜即把该报总理、猗氏人刘绵训传入署内，

加以训斥说，交文匪徒，聚众抗官，死伤多人，自有背景，可能是革命党人在背后支持闹事。

你们却在报纸上说这是禁烟肇事，你是报社总理，应该先将此新闻更正，以正视听，今后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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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再乱登。 

当时刘绵训虽然在舆论界，有代表舆论的身份，但他又是法政学堂监督，处于丁宝铨的

控制之下，因而不敢当面顶驳。 

回报社后，他与王用宾商量，认为报纸是人民的喉舌，人民遭受如此摧残，不能不为人

民说话。而且事实俱在，岂能为了升官发财，就黑白颠倒，对杀人者歌功颂德？遂决定：由

刘绵训登报声明辞去报社总理之职，暂由总编纂王用宾兼代，至于交文惨案报道，不仅不能

予以更正，还应尽人民喉舌的职责，继续刊登，以尽职责。 

第二天黎明，刘绵训留下一信，辞去法政学堂监督一职，便登车离晋。这天报纸上刊登

了启事数则，还有王用宾用别名太蕤写的“予欲无言”四个字。 

刘绵训（1881—1919），字翼若，猗氏县（现临猗）陈家卓人。系盥训三弟。11 岁时，

从先生学习经史等。18 岁时，选入太原令德堂，数月后即擢入上舍，成为优监生。光绪二十

八年（1902），山西大学堂初创中斋，士子观望，一时不愿就读，中斋总理谷如墉鼓励绵训报

名，并以此为号召，始凑足一班名额。1903 年，刘绵训中乡试第十名。1904 年，成甲辰科进

士。他不愿为吏，留学东京，自费入早稻田大学习法政，尤精研民法。期间，与胡汉民（展

堂）、王励斋最友善，除切磋学艺外，对革命大业尤多研讨。1906 年 7 月 1 日，经荣福桐主

盟，景定成介绍，刘绵训在东京加入了中国同盟会。秋天，刘绵训归国省亲。次年 3 月，被

聘为山西法政专门学校监督（校长）。10 月，与王用宾等人创办山西同盟会机关刊物——《晋

阳公报》，刘绵训任总理，王用宾任主笔。 

刘绵训离晋后，间道入京，受聘为京师大学堂图书馆馆长。 

太原起义后，他受阎锡山邀请回省，与王用宾、邵修文、刘文渊、张端、尚德等人到正

定，因正太铁路不通，便绕道返回晋南，组织河东绅商议事公所，并成立了蒲解两属民团。 

1912 年 1 月 1 日运城光复，他随王用宾筹划布置，备极辛苦。阎锡山回省后，他出任司

法司长。1913 年 10 月，刘绵训受聘山西大学法学院法科法律学门主教。1916 年，出任山西

地方自治促进会副会长，他后来进京供职于财政部，于 1919 年病逝于北京，时年 38 岁。 

丁宝铨见当日报纸仅登启事数则，新闻未予更正，便十分震怒。这时，却又发生了一件

事，让丁宝铨怒上添怒。原来，史宗法不慎，遗失了自己的日记本，被一个同事拾得，向丁

宝铨秘密告发。丁宝铨一看日记本，只见上边详细地记着史宗法与同盟会人员的来往和开会

的情形，其中主要记载了李嵩山搜集的丁宝铨、夏学津的主要材料。他勃然大怒，立即下令

逮捕宣传小组的全体人员。蒋虎臣、史宗法被捕下狱，交阳曲县衙看管。张树帜和赵萃珍兄

弟事先闻讯逃离太原。 

丁宝铨仍不解恨，又诬陷对此案一向肯说话的省咨议局议员临晋人张士秀，以“挟妓逞

凶”的罪名捕交法庭，判刑二年，解回原籍临晋监狱执行。 

丁宝铨还通过御史奏劾刘绵训、解云辂是反满革命者，借此免去两人的学校监督职务。 

赵萃珍，字聘三，山西岢岚县人，1876 年生，宣统元年拔贡，同盟会员，1910 年任晋阳



 8

公报访员。民国年间，曾任山西都督府三等军需官、晋北镇守使署军需官等职，后任大同同

宝煤矿公司协理。1938 年病逝，终年 62 岁。其弟赵萃瑛，字子瑜，1886 年生，宣统元年拔

贡，同盟会员。民国时期曾任山西都督府副官长、河曲招讨使（张励生）的顾问、察哈尔都

统府副官等职。抗战时期任第二战区长官部参议。1942 年病逝，终年 56 岁。 

史宗法，字可轩，陕西兴平县人，同盟会员，化名弓尚文。他和张德枢都是李岐山由陕

西介绍来山西新军当兵的，张德枢化名为弓尚德，在军中充司书等职，做晋陕联络工作。 

史宗法少时在县立高等小学堂上学，即剪掉发辫，立志与邪恶势力争斗。1907 年夏，来

晋化名弓尚文，投笔从戎，后经考试当了山西新军第 43 协本部文书，秘密与《晋阳日报》的

访员张树帜、蒋虎臣等搜集山西巡抚丁宝铨的劣迹，不料将日记本丢失，泄漏秘密，被捕下

狱，在狱中加入中国同盟会。经其父托人营救，被保释回家。1909 年夏，史宗法再次赴太原，

考入太原陆军学堂，结识了续范亭等许多进步青年和革命志士。 

1911 年他参加了辛亥太原起义后，到娘子关参赞军机，后转忻代宁公团守御大同。大同

议和后，随公团撤回关南，后回陕西从事反袁活动。 

咨议局议员张士秀，字实生（1870—1925），山西临晋人（现永济市开张镇南营村人）。

幼年时家境贫寒，但他聪明好学，性格果毅，喜交游，恶豪强。八岁能诗，乡里有一位老先

生许桂一看到他的诗惊奇地说，此秀士也。张实生的父亲遂以老先生的话，给张实生起名曰

士秀。张士秀在 12 岁时，因其伯父霸占田产，他就到县衙击鼓告状。在公堂上张士秀侃侃而

谈，以口算田亩钱粮胜过了县太爷的珠算速度，打赢了官司，博得了“铜嘴铁舌”的绰号。

众人佩服他小小年纪，竟有如此胆量和智慧。张士秀十八岁的时候父亲去世，家中衰微，弟

弟们年幼多病，都不能治家立业，张士秀便辍学回家操持家务并种地兼营商业，家道逐渐好

转，张士秀虽然自己也负债累累，但他还是拿出一部分钱来周济亲朋，孝敬继母，乡人都器

重他的为人和才智。 

1900 年，乡人因为差役等事务秩序紊乱，账目不清，经人推荐，30 岁的张士秀担任了县

差徭局长。他上任不到一个月，便将差徭事务治理得井井有条，账目清楚。一年后他便辞职

离任。此后，因河东土匪横行，其势正旺，官民恐骇，张士秀办起了团防队，维持治安，杀

匪首一人，而乡里安稳。1905 年，老先生许桂一在河东中学堂教书，推荐张士秀到运城，任

回澜公司总理事。当时，留学日本的同盟会志士们在河东办起了第一纺织公司，也同时让张

士秀兼职负责。张士秀同革命志士们往来，世界观念一新。1906 年，张士秀游学日本，与景

定成、王用宾、章太炎、张溥泉（张继）等人共同策划革命方略，并加入同盟会。 

从此之后，张士秀便以革命为己任，不再以家人生计为主。他返国后，宣传革命思想，

以此惊醒国民，介绍革命志士加入同盟会。遇到革命志士贫穷的，就解囊相助。他办男女学

校都卓有成效。 

1907 年徐锡麟事发后，清廷震恐，命各省设咨议局，预备立宪。1909 年，张士秀被选为

山西省咨议局常驻议员，赴太原述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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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宝铨钳制舆论，仅能及于山西，而汉口《中西日报》、上海《申报》以及各地报纸，尽

情报道此案，还有报纸揭发丁宝铨与夏学津之妻的不正常关系。 

夏学津的妻子姿容美艳，据说是拜认丁宝铨作了义父，时常出入巡抚衙门，与丁宝铨的

关系似乎有些暧昧。 

王用宾逃到石家庄的迎宾旅馆，提笔写出《正告山西咨议局》社论一文数千言，内有“饥

民之为匪徒，诸君之充议员，俱见宣统二年之山西，可为之破天荒，可谓之循环纪念物也”

等语，讽刺当时不恤民命之官绅们。还在报纸的微言栏摘诗经原句“墙有茨，不可埽（音意

均同扫）也。中篝（gōu）之言，不可道也。”这原是一首讽刺卫宣公淫乱的“刺淫”诗。大

意是：墙头长满蒺藜草，不可除去根子牢。宫室之中男女事，不可向外对人谈。如果真要谈

出来，让人听了觉害臊。用以讽刺丁宝铨和夏学津之妻的暧昧关系。 

王用宾写完此文后，便出门买票东渡日本走了。稿子由尚德带回太原当晚付印，付印后，

尚德亦密赴京城。 

尚德，字馨斋，号漫叟，山西虞乡人，生于 1880 年，同盟会员，山西法政专门学堂毕业。

武昌起义后，在家乡组织蒲解民团，准备起事。运城光复后，尚德任河东军政分府交通处长、

秘书长。民国期间，曾任河南高等检察院及山西高等法院书记官，商水、大康、修武、天津、

武清、磁县、灵石、大同、离石、太原、平定、崞县等县县长。抗战以后，曾任天水行营军

法处科员、晋陕货运稽查白河支处处长、第五救济区组长、陕西盐务总局股长等职。新中国

后，曾任县各代会代表，省政协委员，1956 年被聘为省文史馆馆员，1963 后去逝，终年 83

岁。 

第二天，丁宝铨见报，怒不可遏，封闭报馆，并上奏清廷，说王用宾鼓动革命，煽惑民

心。清廷下令通缉王用宾，并查封王用宾在猗氏原籍的家产，把他父亲收押于候质所。可笑

清廷又搞株连九族，逮不到儿子，竟逮其父亲治罪，真是黔驴技穷也。 

通缉令行文至猗氏县（今临猗县），官兵将王用宾的父亲逮捕收押，家产尽抄。王用宾的

妻子陈碧梧大义凛然，率子女静坐于村南水井旁边，说，若官府再来人相逼，即要与子女投

井自尽以明心志。 

王用宾（1881—1944），字太蕤，又字利臣，理成，别号鹤村。山西猗氏县（现临猗）城

关镇黄斗景村人。 

王用宾 13 岁时，适逢中日甲午海战，王用宾目睹清廷丧权辱国，知道非推翻清政府，中

国无以自强独立。王用宾 16 岁以前，因家境贫寒，学业时辍时继，帮人打工。18 岁时，以

院考府首而小有文名，补为廪膳生员（秀才）。庚子事件后，为了挽救危亡在即的祖国，越发

致力于经世之学。19 岁时，曾在本村设馆教授蒙童，以补家用。山西大学堂开设中斋，用宾

为第一班学生。1904 年，以高材生考选官费留学日本，先入日本盐仓铁道专科学校攻读铁道

工程，后考入法政大学大学部法律科攻读法律。 

1905 年，王用宾亲谒孙中山先生。8 月 20 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正式成立，王用宾为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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