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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上书李鸿章受挫后，救国“药方”由“革新”改为“革命”

经过“惠州之役”
更多民众认同
革命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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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1900年10月8日，惠州三洲田起义，打响了孙中山反清起义的
第一枪。三洲田起义队伍一度达到数万人，多次击败清军，
虽然最终因为外无援军、内乏弹药而失败，但却充分显示了

孙中山领导革命党的力量和反清作用。事后黄兴对惠州三洲田起义在历史中的
作用，曾给予很高的评价，说：“堂堂正正可称为革命者，首推庚子惠州之役。”

羊城晚报记者 夏杨

“孙中山之所以在惠
州打响了武装反清的第一
枪，是因为看中了以郑士
良为代表的东江会党的反
清作用。”文史专家何志成
介绍，孙中山曾在香港兴
中会成立的会议上提出：

“广州第一次起义，必须有
三合会支持；只要跟三合
会取得联络，便可成立近
乎完整的革命军。”由惠州
人郑士良等率领的会党、
绿林、乡团和防营等力量，
实际上是孙中山从事国民
革命早期时武装力量所依
靠的基本队伍。

“1911年以前，郑士良
在孙中山革命党人中地位
是很高的。”何志成说，在
兴中会的早期革命活动
中，郑士良在促成孙中山
把革命事业由想法转化为
行动方面，具有举足轻重
的地位。早在同窗时期，
孙中山就知道郑士良是三
合会首领。孙中山曾对郑
士良说，“如他日有事，彼
可为我罗致会党以听指
挥”，“可以说，郑士良是第

一位建议和支持孙中山利
用会党力量进行革命的
人！”

“郑士良对孙中山革
命事业及其早期革命方式
影响颇深。”何志成介绍，
孙中山后来回忆郑士良时
曾表示，“于是赖以得知中
国向来秘密结社者之内
容，大得为予实行参考之
资料，然予由谈论时代入
于实行时代之动机，则受
郑君所赐者甚多也。”

百年前，革命军在惠
州三洲田首举义旗；时过
境迁，三洲田起义旧址所
在地已划归深圳宝安，也
就是现在深圳华侨城一
带。在粤港澳大湾区文化
融合的背景下，惠州方面
应该如何讲好历史故事？
专家建议，应尽早在惠州
淡水设立三洲田起义纪念
馆，讲好这段故事。

“不管行政区将三洲
田划归哪里，历史都不会
变，三洲田起义在惠州文
化精神传承中的地位也不
会变。”广东省民俗文化研
究会理事、惠州民俗学者
林慧文表示，即使现在三
洲田起义旧址已经划归深
圳管辖，人们提到那场起
义，依然会称为“庚子惠州
起义”。林慧文举例说：

“当年惠州有十属，面积颇
大，像彭湃当年就是惠州
府海丰人，他是在海陆丰
闹革命、搞红色苏维埃政
权，打的旗号就是惠州苏
维埃政权的，历史书上写
得清清楚楚。”

林慧文回忆，上世纪
八十年代，还在博物馆工
作的他曾前往惠州诸次起
义的旧址进行探访。当时
他发现，七汝湖起义旧址
所在的庙宇已经被毁，但
还存有墙垣，便积极奔走
呼吁保护。几年后，那里
就挂上了“惠州市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七汝湖起

义旧址”的铭牌。
关于三洲田起义的挖

掘保护，林慧文坦言，从前
惠州不富裕，文化保护方
面心有余而力不足；改革
开放后有些经济实力了，
三洲田又划归了深圳，惠
州方面的保护工作又停了
下来。

“三洲田起义就是惠
州在国民革命历史地位上
的一个缩影：它打响了武
装反清第一枪，在国民革
命历史上创造了多个第
一，但现在却无人问津。
关于三洲田起义的保护工
作早就该做了。”林慧文
说，虽然起义旧址划归深
圳了，但三洲田起义的首
领郑士良就是惠州淡水
人，至今其故居也未获保
护。三洲田起义过程中，
义军与清军多次发生激
战，数次大战的旧址也在
惠阳境内，目前也没设立
任何标识。

此前，林慧文曾与文
史专家何志成一起，在惠
阳区博物馆新馆建设时为
其添加了郑士良与三洲田
起义的内容，但他仍然觉
得不足：“郑士良是淡水
人，淡水当年也属于归善，
建议在淡水选取一场战斗
的遗址，或在郑士良故居，
设立三洲田起义纪念馆。
这在历史研究方面是没有
问题的，深圳方面也不会
有意见。”

19世纪晚期，当时还是“孙
医生”的孙中山，在澳门、广州
一带行医。出生于鸦片战争后
的旧中国，孙中山深感社会落
后、残破，面对列强瓜分，腐败
的清政府丧权辱国，民族危机
深重。因此，他表面上忙着治
病救人，内心时刻在观察、思
考，寻找救国救民之路。

1894年冬天，28岁的孙中
山蜗在香山县（今中山市）翠亨
村的老房子里奋笔疾书，很快
他草就了一篇洋洋8000言的长
文。这就是《上李鸿章书》。

孙中山在长文中陈述了自
己的富强观，认为“欧洲富强之
本，不尽在船坚炮利、垒固兵

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
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
流”。他提出要学习西方发展
资本主义制度，办学校、育人
才，开矿山、修铁路，发展农业、
创办工业、保护工商业等。

他还对洋务运动“中学为
体，西学为用”的主张提出了批
评：“我国家欲恢扩宏图，勤求
远略，仿行西法以筹自强，而不
急于此四者，徒惟坚船利炮之
是务，是舍本而图末也 。”

贯穿全文的，是青年孙中
山的一腔爱国热情。通过上
书，他希望借力于当时最有权
势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
鸿章，实现对中国政治体制的

改革。
当年6月，他怀揣长文坐船

经上海抵达天津，此行目的是
到直隶总督府投书并拜见李鸿
章。但一介布衣想见朝廷大员
谈何容易。他只得找到李鸿章
的幕僚盛宣怀寻求帮助。盛宣
怀看了孙中山的长文，很欣赏
其爱国热忱，愿为其转交。但
此时正处于大清国与日本开战
前夕，李鸿章忙于北洋水师的
操练事务，并没给这个南方来
的“小医生”当面言事的机会。

迷茫而失望的孙中山在天
津和北京一带游历考察，看到
列强在中国的土地上横行霸
道，心情更为沉重，他对中国前

途充满忧虑。
经此北行，他受到刺激很

大，他感觉救国无门，对清政府
所抱的最后一丝希望也破灭了。

当年秋天，他登上远洋轮
船，去了夏威夷的檀香山。约
10年前，他曾在哥哥孙眉的帮
助下，在这里读完了中学。多
年后心情郁闷中重返这里，正
赶上夏威夷闹革命，王朝已被
推翻，共和政权成立。

亲眼目睹的革命形势让孙
中山坚定了起来，他在心中下
定了救国“药方”：既然改良已
经无法救国，那就革命救国！

他开始在华人华侨中宣传
革命思想，并在当年的11月24

日在檀香山成立了兴中会，第
一次提出了推翻满清封建君主
专制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的
革命纲领。这是他革命生涯中
建立的第一个革命组织。

之后多年，他联合革命力
量先后发动广州起义（因泄密
取消）、惠州三洲田起义、潮州
黄冈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广
西钦州防城起义……历经挫败
而百折不挠，并在 1911年迎来
了武昌起义的成功。

当年李鸿章为何未对孙中
山的上书作出回应，更没有面
见他？若说没空见，也很有可
能。孙中山去天津投书不久，
中日甲午战争就爆发了，作为

北洋水师的缔造者，战时焦头
烂额，战后遭举国谩骂，而后又
签订了不平等的马关条约，他
成了卖国贼，显然没有心情关
心孙中山的上书。

但是，如果他看了孙中山
的上书并放在了心上，后来他
调任两广总督，想要以适当的
方式接触孙中山，不是没有可
能的。但是，后来没有发生。

当然，时机一旦错过，也便
错过了。他们两个人的距离，
已经越来越远……

年轻时上书李鸿章一事，对
孙中山来说，他努力了，尽力了，
也应无憾。经过尝试，他发现此
路不通，就继续寻找其他救国之

路，最终走上了武装革命之路。
17年后，武昌起义爆发，延续了
两百多年的清朝统治被终结，这
可是“裱糊匠”李鸿章曾呕心沥
血勉力维护之事。只是这时李
鸿章早已作古，来不及遗憾了。
但若他地下有知，对当年之事，
又作何感想呢？

孙中山一生为救国奔走，
虽历经挫败却百折不挠；晚年
认识到民众的力量，确立“联
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
策；临终仍在呼吁“和平、奋
斗、救中国”……

时 光 荏 苒 ，世 界 已 换 新
颜。若先生地下有知，也当欣
慰了。

后来，日本新任首相伊藤
博文禁止日本驻台湾总督帮助
中国革命者，物资弹药供应中
断，无法继续战斗下去。孙中
山审时度势，乃派日本志士山
田良政传信郑士良，令其自决
行止。

郑士良在外无援军、内乏
弹药的情况下，被迫解散队伍，
仅少数骨干先后避往香港，山
田良政迷路被俘遇害，是日本
志士为中国革命牺牲的第一
人，年仅33岁。

在惠州三洲田起义之前，
兴中会虽然计划于1895年重阳
节首义广州，但尚未发一枪，就
因走漏风声而流产了。因此，
惠州三洲田起义，是孙中山反
清起义的第一枪。

虽然三洲田起义最终失败
了，但却充分显示了孙中山领
导革命党的力量和反清作用。
此后在多次革命军事行动中，
各地革命党人都能舍生取义，
前仆后继地积极参与，如丁未
年（1907年）潮州黄岗起义、惠
州七女湖起义、廉州防城起义、
广西镇南关起义以及戊申年
（1908年）云南河口起义等。

对三洲田起义的重大意
义，孙中山后来总结说：“经此
次失败而后，回顾中国之人心，
已确与以前有所别矣。当初次
之失败也，举国舆论莫不目予
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诅咒
漫骂之声不绝于耳。吾人足迹
所到，凡认识者几视为毒蛇猛
兽而莫敢与吾人交游也。惟庚
子失败之后，则鲜闻一般人之
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具多为
吾人惋惜，恨其事之不成矣。”

也就是说,三洲田起义虽
然失败了，但它改变了世人对
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国民革命的
态度和看法，意义十分重大。

事后黄兴对惠州三洲田
起义在历史中的作用，也给予
了很高的评价，说：“堂堂正
正可称为革命者，首推庚子惠
州之役。”

1900年，世纪之初，庚子首义，革命志士在惠州
三洲田打响了武装反清第一枪。来自惠州淡水的
起义军首领郑士良，被称为“孙中山的首个革命同
志”。然而，在社会快速发展的今天，这些历史了无
痕迹。早在数十年前，三洲田起义旧址所在地域划
归深圳，如今高楼林立，旧迹早已不见。

在粤港澳大湾区文化融合的背景下，惠州应该
如何讲好三洲田的故事？近日，羊城晚报记者走访
多位专家学者，他们为三洲田起义问诊切脉。专家
表示，无论三洲田起义旧址划归哪里，“庚子惠州起
义”早已深入人心，三洲田起义的精神已融进岭东
雄郡的精神内涵中。专家建议，应尽早在惠州淡水

设立三洲田起义纪念馆，讲
好这段革命故事。

（吴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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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洲田起义纪念馆三洲田起义纪念馆

作者/徐志达 吴定球 何志成

1895年 4月，以孙中
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为了推
翻满清统治，在广州发动
组织第一次武装起义，惠
州会党首领郑士良等参与
组织指挥，并负责联系广
州、花县、英德等地的会
党。各地洪门三合会组织
也积极响应，预备在重阳
节举起义旗。但在组织发
动过程中，他们因运送枪
械不慎泄露了机密，指挥
者之一的陆皓东被捕牺
牲，从香港乘船来广州参
与举义的 40多名会党成
员也一起被捕。最终，孙
中山与陈少白、郑士良等
离开广州，避难香港。

1900年，当北方义和
团运动全面展开，八国联
军武装入侵之时，孙中山
认为武装起义的机会又来
了，亲自率领一部分同盟
会会员从日本返香港，部
署武装起义。但由于港英
当局阻止，无法登岸，便改
在船上开会。

会议决定由郑士良率
领邓子瑜、黄福、黄耀庭、
黄江喜等赴惠州，在惠州
三洲田山寨发动起义，郑
士良负责指挥，杨衢云、陈
少白在香港办理饷械，史
坚如在广州组织接应，孙
中山到台湾设法筹款。

同时，孙中山还交代
郑士良到惠州后，联络惠、
潮、嘉各属会党和绿林首
领，集合于三洲田，待香港
方面运来枪械，即行发难。

三 洲 田 大 寨 位 于 惠
州归善县（今惠州惠阳）
与新安县（今深圳宝安）交
界，当时有 80来户 300余
人，历代田耕渔猎，时署两
广总督德寿对三洲田的地
理作有如下描述：“查三洲
田地方，山深林密，路径
迂迴，南抵新安，紧逼九
龙租界，西北与东莞县接
攘，北通府县二城，均可
窜出东江，直达省会，东
南与海丰毗连，亦系会匪
出没之处。”

起义日期定于光绪庚
子年（1900年）闰八月十
五。是年闰八月初，会党
志士在三洲田山寨的活
动消息泄漏，闰八月初十
日清军突至，遂提前于闰
八月十三发难。

义军头缠红巾，身穿
白布镶红号挂，在郑士良
指挥下，夜袭新安（宝安）
沙湾，清军溃逃，义军直
逼新安县城。各乡会党
纷纷来投，队伍很快就发
展到两万余人。

闰八月二十一，义军
由横冈进占龙冈，直趋镇
隆，先后大败清军于佛子
坳 、永 湖 ，转 图 惠 州 府
城。次日，博罗县会党首
领梁慕光等率众响应，围
攻归善县城，另以小队进
攻惠州府城。

时广东陆路提督邓万

林驻惠州府城，他听到消
息后慌张失措，惠州知府
沈传义、归善知县郑业崇
尤为惶恐。他们立命将
城门全部关闭，堆置沙包
和加上板闸，并急电广州
请派兵支援。

两广总督德寿闻惠
州危急，调水师提督何
长清及防务统兵官莫善
积率所部集中惠州，又
特派前驻惠州陆路提督
刘邦盛到惠州募兵，围
剿起义军。义军锐不可
当 ，一 番 激 战 后 ，清 军
大 败 ，归 善 县 丞 杜 凤
梧、补用都司严宝泰等
被擒。

闰八月二十四，义军
约2000人由永福出发，击
退清军大队，陆路提督邓
万林中抢堕马窜逸，清军
数百人被俘。

闰八月二十五，义军进
攻河源县城，不克。次日，
转往崩岗墟，扎营于雷公
岭，因弹药不继，谋出东江，
为清军所阻，乃折而东走，
转攻三多祝。闰八月二十
七黎明，清军都司吴祥达等
率各营兵勇抵达，义军分路
抵抗，双方损失惨重，三多
祝、黄沙洋等处得而复失，
义军退往平政墟。

多祝黄沙洋之役，是
三洲田起义后最艰苦的一
次战役。当时清军有一哨
兵力守多祝，知起义军来
攻，遂退守黄沙洋，联合
郑、萧、杨三姓村民进行坚
守。但黄沙洋村民杨冠军
早与义军取得联系，约定
为内应。当义军进攻黄沙
洋时，杨冠军深夜叫族人
打 开 西 边 闸 门 迎 接 起 义
军，使清兵腹背受敌，至天
亮时被起义军全歼，而黄
沙洋的萧姓族人罹难者也

有数十人。
据多祝黄沙洋的杨衍

秀老人回忆：“二十六日红
头军攻入黄沙洋有两千多
人……驻多祝的清官兵不
过五十多人，一听说红头军
来就缩进黄沙洋。红头军
探知实情，就把黄沙洋包围
起来。这里虽有官兵只百
余人，但红头军有内应，一
鼓作气打了下来。攻下黄
沙洋后，就进入多祝……”

次日，清官军吴祥达骑
白马率大队来攻，红头军就
去接仗，在沙洲尾坝上大战
一场，清兵抵挡不住，收兵
败退。到了下午，清军来
援，红头军向距两里路远的
双金退去。黄沙洋又为清
军占领。

义军与清军在多祝激
战时，海丰大幛山、河源及
和平等县会党亦响应，其中
一路进攻和平县城，毁南门
城楼，城内广毅军营勇倾巢

而出，义军寡不
敌众，首领曾金
养等阵亡。

九月初五，
义军由平政墟
向 黄 埠 转 进 。
因通往厦门之
路被阻，由黄埠
分道南走，在滨
海的巽寮集结，
谋 攻 平 海 所
城。清军水师
提督何长清急
调兵由海上驰
援。九月初八
日，清军抵御平
海所，义军乃向
赤岸转进。

万
名
志
士
头
缠
红
巾
连
战
连
捷

贰

义
军
转
战
广
东
各
处
战
况
胶
着

叁
起
义
唤
醒
了
更
多
沉
睡
的
国
人

肆

“惠州力量”是
孙中山最初的臂膀

羊城晚报记者 吴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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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在淡水建设
三洲田起义纪念馆

羊城晚报记者 吴大海

广州求学时的郑士良像

三洲田起义指挥部旧址

郑士良手
绘庚子起义闽
粤进军简图

本版资料图来自《惠州近代历史图录》

孙中山和
郑士良(左)、陈
少白在起义失
败后在香港的
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