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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
与留日学生

淮上军的队伍中，有很多都是留日的

学生。今天，当我们纪念一百年前的辛

亥革命时，不能忘记当时的一代青年，特

别是留日学生在辛亥革命中作出的重大

贡献。

20世纪初中国大批学生涌向日本留

学，形成了一股世界留学史上罕见的盛

极一时的留日热潮。然而促使成千上万

中国青年奔赴日本留学最根本的动力，

是中华儿女要求向日本学习以救亡图存

的强烈爱国主义精神。

实际上留日学生刚到日本的时候，有

很多人还是主张改良，主张立宪，他们首

先如饥似渴地寻求能够救国救民的新知

识新思想。同时，留日学生把向中国人

介绍传播新思想、新文化，作为自己的神

圣责任，所以他们当时在日本办了很多

报刊和杂志，翻译出版各种书籍。当时

宣传革命影响最大的一本书就是留日学

生邹容写的《革命军》。这本书是中国近

代史上第一部旗帜鲜明地、系统地宣传

革命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一本著作。

留日学生在日本进行革命宣传，同时

也组织革命团体，为中国第一个革命政

党同盟会的成立提供了思想和组织的基

础。1905年 8月 20日，中国同盟会在日

本东京正式成立。当时同盟会的主要领

导人和各个部门的负责人，除了孙中山

以外，几乎都是留日学生。

在辛亥革命里面还有一支重要的力

量就是新军，策动各地新军起义的工作

主要是由留日士官学校的学生们进行

的，他们在日本的军事学校如陆军士官

学校学过军事，留学回国以后，很多省的

总督巡抚都把他们聘为新军的军官，委

以要职。有的甚至还当上了新军的统

制、协统、标统，就是师长、旅长、团长等

高级职务。有的当了陆军学校的监督即

校长。实际上掌握了一定的军权，成为

辛亥革命各省起义的重要军事力量。

大批留日学生毅然投身于革命，成为

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和辛亥革命的先锋

及骨干力量。他们赴汤蹈火，前仆后继，

即使被捕就义依然是威武不屈，大义凛

然。 朱玉婷

当张汇滔想伺机北上时，他遇到了倪嗣冲。

淮上军光复寿州后不久，清帝退位，南北

议和，安徽军政大权落入倪嗣冲之手，倪军进

驻寿州城。这个河南省布政使兼清武卫右军

左翼统领的清朝官员，当时奉袁世凯之命，集

中20营兵力万余人，进攻淮上军。

1913年夏，倪嗣冲从平顶山、狼牙套、八公

山三路扑向寿县县城。袁家声、廖海粟、廖梓

英等率领淮上军奋起阻击，张汇滔也在城北与

倪军血战多日，双方均有伤亡。

几天之后，倪嗣冲又增调人马集中炮火猛

烈攻击淮上军。最终，淮上军寡不敌众，相持

十余日，被迫向合肥撤退。

倪军占领寿县后，沿寿合大道继续向南进

攻，沿途诬指农民为淮上军便衣队，滥杀无辜，

抢劫财物。倪嗣冲还令其堂弟倪九带领军队，

血洗淮上军领导人岳相如的老家——岳张

集。7月27日，倪军进逼合肥、桐城，淮上军张

汇滔部退守安庆。8月28日，倪军攻占安庆，

袁世凯任命倪嗣冲为安徽省都督。

之后，淮上军被编入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

长为柏文蔚，至此淮上军之名称即不复存在。

奋起血战

这只是一支地方的武装力量。

它成立于寿县正阳关，在辛亥起义

的战场上揭竿而起，兵不血刃光复寿

州，并先后让六安、霍邱、颍上、阜阳等

23个地区成为革命坚定的追随者。为阻击张勋的

复辟梦想，它的寿县籍儿女志士们血洒疆场。尽管

后来在平顶山遭遇袁世凯部的阻击，而退居合肥，但

这支队伍却被历史永远写在了江淮的革命档案中。

它，就是淮上军，从古城寿州崛起、辛亥革命

队伍中的一支劲旅。 张亚琴

1911 年 10 月 10 日，当武昌起义爆发的消

息传到寿县时，张汇滔等人已经做好响应的

准备。革命志士们群情振奋，积极筹划。而

周边的凤台、定远、怀远、凤阳等县亦派代表

齐集团防局参加会议，最终决定，于 11月 5日

以团防局武装为骨干，首先在寿州发难，然

后各县举事，并要求 11 月 4 日夜以前完成部

署。

当晚，王庆云等率领团防局武装和联庄会

各大队，以臂缠白布为标记，来到了寿州城下，

与城内接应人员配合，从东门、南门两处进城，

直奔总兵署和州署。这时城内清军有两种不

同的态度：一部分倾向革命，另一部分悚于革

命声威未敢抵抗。

等到凌晨5点左右，革命军向知州魏绍殷、

寿春镇总兵李振国与各营清军管带发出通牒，

阐明起义宗旨，令其立即缴械投降。清廷官员

等见大势不妙，纷纷逃遁，因而城内的各营清

军大都归降。至此，寿州兵不血刃宣告光复，

走在全省之先。

光复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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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盟会在东京成立时，寿县的留日学生孙

毓筠、张汇滔也见证了那一刻。当他们奉命从

日本回国后，当仁不让地肩负起策动江淮地区

革命的重任。在同盟会员的指引下，一大批寿

县仁人志士加入了革命的行列。

1909 年，宣统元年的安徽，成立了咨议

局。寿县人推荐了曾参加寿州农会的乡团团

长王庆云为咨议员，到当时的省城安庆出席

会议。

王庆云的办事能力得到了安徽巡抚朱家

宝赏识，被任命为团防局长，拨给毛瑟步枪700

支，让他回寿县办武装团练。

寿县的团防局设在各乡都成立了团防队，

一大批进步人士纷纷加入。他们的工作表面

上是协助官府防匪防盗，实则是秘密从事革命

活动，组织反清武装力量。

潜伏官府

兵分三路

淮上军总司令部随着革命的形势应运而

生，公推王庆云为总司令，张汇滔、袁家声为副

总司令，张汇滔兼参谋长。

淮上军以寿县为大本营，除留一部分担任

寿县城警卫外，其余兵分三路，进军淮河南

北。第一路由袁家声、杨穗久、岳相如率领出

征怀远、定远、凤阳、蚌埠等地，重创清军。第

二路由权道涵、段云等率领，出征合肥、六安、

霍邱等地，这一路进军很顺利，行至合肥附近，

合肥已宣布独立光复；行至六安、霍邱时，清军

已逃跑，淮上军迅速控制了这些地区。而第三

路由张汇滔率领，经正阳关沿颍河而上，向颖

上、阜阳等地区推进。

这三路兵马一出，先后光复淮河南北23个县。

阻击张勋

1917年 6月，时任长江巡阅使的“辫帅”张

勋带领六千多辫子兵从徐州杀进了北京城，拥

戴被废黜了六年的清帝溥仪复辟。从7月1日

溥仪颁诏复辟到7月12日张勋兵败逃入荷兰使

馆，这场复辟仅仅持续了十二天便烟消云散，

成为近代史上一场不大不小的闹剧。按照农

历的算法，1917年是丁巳年，这场复辟因此被称

为“丁巳复辟”。由于复辟力量以张勋为代表，

习惯上也称为“张勋复辟”。

当张勋逃跑时，在蚌埠遇到了淮上军，他

立即率部搭乘火车由津浦线逃亡。淮上军当

时不过二千余人，且装备过于低劣，又是未经

正式军事训练的农民、学生占绝大多数，与敌

方相比，人数装备都处于劣势。可是淮上军不

顾敌我强弱悬殊，决定阻击敌人，立即在蚌埠

小南山一带布防。

当张勋兵车到时，淮上军迅即展开进攻，

张勋部也停车反击。从深夜十一点多，直打到

次日黎明，淮上军终于因寡不敌众，被迫撤

退。这场战斗，淮上军殉难者达160余人。张

勋部众也被杀伤不少，未敢在蚌埠停留，急忙

逃往徐州，而淮上军也撤到了怀远休整。

寿县淮上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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