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傅维彬 

傅维彬，字商霖。生于清光绪十年(1884 年)，祖籍南安，父辈迁居泉州释仔桥。维彬

幼读私塾，稍长，受业于前清进士林翀鹤，光绪三十年中秀才。科举废，在家设塾，为童子

师。后经人引荐，往厦门英华书院任教。 

辛亥革命前夕，维彬在厦门加入同盟会。回泉与陈仲瑾等人在小开元寺创办西隅学堂，

作为党人联络点。其后泉州同盟会成立统一组织，维彬被推为司法股长。 

泉州光复前后，地方动荡不安。泉州商会组织商团，共推维彬兼任团长，夜间带团丁出

巡，维持社会秩序。为推进革命，维彬与同志共同努力移风易俗，对剪辫、破迷信、禁缠足

等，提倡甚力。 

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维彬维护孙中山先生革命路线，拒不缴出国

民党证。民国 5 年(1916 年)4 月，维彬等 30 余人举行反袁秘密会议。后因泄密，袁世凯在

泉爪牙派兵包围汤文河宅，逮捕汤文河、钱竹轩等 5 位同志。汤等不为敌人威逼利诱所动，

英勇就义。维彬等得未暴露。 

民国成立后，维彬参加晋江县商会工作，任商会"坐办"。民国 7 年，维彬当选为商会副

会长。时民军高义部团长陈清祺(原为晋南著匪，绰号"矸塞祺")，经常贩运鸦片，有一次，

大批烟膏被商民巡查队扣留，陈清祺威胁退还，维彬不畏强暴，坚决拒绝。 

民国 13 年春，维彬在泉州城里遇刺身亡。维彬之死，各界轰动，国内外一些报纸均予

报道。出殡之日，全城罢市以表哀悼与抗议，送葬者甚众。 

杨汉烈 

杨汉烈，又名取，字克忠。安溪县崇信里三洋乡(今芦田乡三洋村)人。生于清光绪十年

(1884 年)。世代业农，父杨章凤勤劳节俭，颇有积蓄。汉烈不喜读书，仅入书塾一年。 

光绪二十九年，汉烈的堂亲因事杀人，杨姓豪族诬杨章凤为凶手，强行掳去,进行勒索。

汉烈变卖家产得银 430 元，托人议赎，不成。汉烈哭诉于同伴杨学良。杨学良建议把款购买

枪支弹药，用武力劫夺。汉烈购得长短枪数杆，纠集学良等十多人，乘夜包围小楼，劫回杨

章凤。豪族指汉烈为匪,报官缉捕。汉烈等不甘就擒，截杀官差落草为寇。同伙喜其忠厚勇

敢，共推为首领。 

民国初年，汉烈率队到同安投奔革命党。民国 3 年(1914 年)被革命军任命为兵工团第

三营营长。民国 7 年，民军兴起，安溪县知事解利民挂冠逃走。汉烈随民军首领陈宗仪、林

源等入城，受靖国军节制。嗣又推进至泉州、惠安等地抗击北洋军，被推为统领。同年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