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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锡麟起义、熊成基起义、淮上军起义、庐州光复……在前几期《纪念

辛亥革命100年专题》中，我们一一详述的这些事件勾勒出安徽辛亥革命的

始末，这些事件中涌现出的英烈们的名字振聋发聩。事实上，辛亥革命期

间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的远不止他们，还有在皖东地区革命中涌现出来的

定远县的“凌氏三杰”——凌毅、凌锐、凌昭三兄弟，“护国双烈”——方绍

舟、方国华父子，凤阳县的“田氏双烈”——田激扬、田淑扬兄弟，同盟会发

起人之一——程家柽等。

凤阳革命烈士陵园内，有一块墓碑上写

着：“辛亥革命烈士田亚豪田昂甫永垂不朽”。

这就是凤阳县田氏兄弟田淑扬、田激扬的墓

碑，亚豪和昂甫分别是兄弟俩的字。辛亥革命

时期，他们双双就义。

田淑扬在家中排行老三。1905年，在其长

兄田仲扬的影响下，考入南京南洋将弁传习

所。而家中排行老四的田激扬则应其长兄田

仲扬之召，前往安庆，并考入安徽省陆军测绘

学堂。兄弟二人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精神熏

陶下先后投身于革命运动，并成为安徽地区同

盟会主要成员。

1906年，孙毓筠、柏文蔚等策划刺杀两江

总督端方，田淑扬为联络此事而奔走，计划泄

露后，田淑扬则辗转来到安庆，加入安庆新

军。而此时，被选入马队弁目训练所学习的田

激扬则从南京来到安庆，被选派充任新军马营

弁目。他到任后，与同在马营、炮营活动的革

命党人熊成基、范传甲等人经常聚会，商讨反

清大事，先后联络了数百人加入了岳王会。

1908年 11月，田淑扬、田激扬兄弟俩双双

参加了安庆马炮营起义。起义失败后，田激扬

突围回到凤阳隐匿等待时机再起。清军包围

凤阳城，派100 多名清兵搜查了田家住宅，田

激扬躲在夹皮墙内未被搜出。次日清军悬赏

捉拿田激扬，田激扬为保护家乡父老，挺身而

出落入敌人手中。面对严刑拷打，田激扬仍咬

紧牙关一字不答，就义时，田激扬只有十八岁。

马炮营起义后，田淑扬避走江西，继续进

行革命活动。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以后，

各省纷纷响应。田淑扬奉同盟会之命返回凤

阳组织江淮义军，11月，与进攻凤阳的淮上军

里应外合，占领了凤阳。此后，田淑扬担任淮

上军营长。

凤阳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清两江总督

张勋闻凤阳被占领以后，深恐后路被切断，进

犯凤阳临淮关。田淑扬组织的凤阳民军埋伏

在临淮关南面的南岗村。田淑扬领导民军和

清兵激战了一昼夜，击退敌军数十次反扑，坚

守了阵地。

在激战中，义军伤亡惨重，弹药不济，援兵

未到，张勋欲乘机溜走。田淑扬心急如焚，他

想要阻止敌人北逃，只有深入敌阵去争取清军

官兵起义。于是，他孤身闯入敌阵。张勋闻之

立即将他绑起来推出斩首，时年24 岁。

为了表彰田氏兄弟，1912年，安徽都督柏

文蔚呈请孙中山大总统批准，追授田激扬为陆

军上将，田淑扬为陆军中将，并在凤阳城内建

立了田氏双烈祠和大汉忠烈

祠。1984年，经安徽省人民政

府批准，田氏双烈士墓迁入凤

阳革命烈士陵园。

同盟会中的安徽人
孙中山先生倡导国民革命，推翻满清，其中最重

要的一项成就就是成立同盟会。同盟会成立之时汇

集了全国各地的精英，声势不凡，而在同盟会中许许

多多的安徽人也为革命做出了卓越贡献。 张亚琴

同盟会在册皖人59人

1905年，孙中山返回日本东京，倡导筹备成立中

国同盟会。同年8月20日，在东京的一间民宅内，中

国革命同盟会成立，孙中山被推举为总理，黄兴等任

庶务，并决定在国内外建立支部和分会，联络华侨、会

党和新军，成为全国性的革命组织。

当时在东京参加同盟会的为国内留学学生。据同

盟会的原始名册记载，加入同盟会的约有950多人，包

括内地的留学生，还有留欧的学生及南洋的华侨。

安徽的同盟会员共计59人，居全国各省第五位，

前四名依次是湖南、四川、广州和湖北。

程家柽革命地位堪比孙、黄

在这份名册中，安徽休宁人程家柽的名字赫然在

目。他不仅是同盟会的会员，还是发起人之一。民国

元老张继先生曾把程家柽在革命中的地位和孙中山、

黄兴并列，认为孙中山是革命的倡导者，黄兴是革命

的实行者，程家柽则是革命的组织者。

程家柽出生于安徽休宁县的一个书香世家，早年中

过秀才。1897年，考入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武昌创办的两

湖书院。1899年，经张之洞和两湖书院选送，程家柽获

得官费出国留学，进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学习农科。

在日本，程家柽结识了孙中山，从此踏上民主革

命之路。1905年，程家柽加入同盟会，与孙中山、黄兴

等7人被推举为同盟会章程起草人。

多位革命英烈出自同盟会

同盟会中有影响的安徽人，远远不止程家柽一

人。吴春阳、吴春生和王善达等均为同盟会会员。

吴春阳曾任安徽分会主盟，在合肥及南京组建同盟

会江淮支部、南京支部。武昌起义后，领导安徽响应起

义。安徽光复后，辞安徽都督，让于王天培。吴春阳因

阻止援皖的赣军黄焕章部纵兵抢掠，被黄焕杀害，民国

成立后追为陆军上将。其弟吴春生也积极参与革命。

吴春阳在安徽革命期间，负责联络，许多人都因

其介绍而加入革命，如倪映典、龚振鹏、柏文蔚等。

同盟会里的庐江姐妹花

在同盟会的名册里，还有一对庐江姐妹吴弱男、

吴亚男的名字。

吴氏姐妹是清广东水师提督吴长庆的次子吴葆

初的女儿，其父与谭嗣同、陈三立、丁惠康并称为“清

末四公子”。

1905年，孙中山先生于日本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

之初期，吴氏姐妹便先后加入了中国同盟会。而据吴

弱男回忆：“我和何香凝、秋瑾以及我的妹妹吴亚男，

是最早加入同盟会的四个女会员。”

那些人那些人，，辛亥革命的皖军力量辛亥革命的皖军力量

辛亥革命中的皖东人

上阵父子兵，兄弟皆革命

安庆、芜湖、庐州、寿县……安徽省除了这些地区，辛亥革命也在皖东地区轰轰烈烈地开展

起来。辛亥革命前后，皖东革命志士方绍舟等追随孙中山先生，反清、讨袁，光复起义，革命党

人活动频繁。 朱玉婷

在滁州定远，提到辛亥革命人们自然会想到

“凌氏三杰”，指的便是为革命变卖家产，以扩充革

命经费，追随孙中山浴血奋斗的凌毅、凌锐、凌昭三

兄弟。

三兄弟中年纪最长的凌毅最先离开家乡去南

京两江师范读书。读书期间，萌发强烈的爱国主义

思想，立志投身革命。1906年初加入中国同盟会，

成为苏皖地区最早的同盟会会员之一。而凌锐、凌

昭也在其兄长凌毅的影响下先后加入同盟会。

“凌氏三杰”中的老二凌锐则是广州起义的亲

历者。1909年，赵声受命于孙先生，回香港设同盟

会香港总部，并准备广州起义。凌锐应召去港，积

极筹备起义。起义失败后，七十二英烈长眠于黄花

岗。1911年3月赵声病逝后，凌锐返回南京继续从

事武装反清活动。随后，凌锐在革命中受伤，左眼

失明，左耳被炸聋。伤好后，协助凌毅一道为光复

南京做出了贡献。

南京六中的历史也和“凌氏三杰”有关。一批

安徽的有识之士为了宣传反清思想和培养革命力

量，曾在当时地处南京水西门上浮桥的安徽会馆内

办起了“安徽旅宁公学”，资助和吸收安徽籍青年以

读书为名目，实为进行反清教育。后因学生增多，

加上会馆经费不足，便由凌毅等已加入同盟会的皖

籍人士各方筹措资金，将学校移至上江考棚处更名

为“上江公学”。1911年前后，学校一度濒于关闭。

武昌起义后，各地革命党人相继发动武装起

义。1911年元旦，孙中山在宁就任临时大总统，凌毅

则是参加选举的17名代表之一。中华民国南京临时

政府随即成立，凌毅被推为临时政府参议员。上江

公学面临倒闭，凌毅与同时参加辛亥革命的两个弟

弟凌锐、凌昭商量后，回到定远老家，将榜眼府部分

田产、房产变卖后充为办学经费，“南京上江公学”更

名为“安徽旅宁学校”。解放后，更名为南京六中。

在二次革命中，凌氏三兄弟表现突出。1913

年袁世凯指使爪牙刺杀宋教仁。凌毅在国会中提

案弹劾袁世凯。被袁世凯视为眼中钉。二次革命

爆发，凌毅坚定地追随孙中山讨袁。凌锐在二次

革命中也积极支持其兄弟坚定地站在孙中山先生

一边，为中华革命党的活动出力。他经常负责中

华革命军驻沪总部的联络工作。而三弟凌昭与常

恒芳等策划了白郎起义。白郎义军在袁军重兵围

剿下失败，凌昭被迫与一批革命党人流亡上海。

孙中山在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凌昭也是坚定支

持者。受孙先生命，任中华革命党代理驻沪主盟

人，代理中华革命党安徽支部长等职，继续努力开

展反袁斗争。

在定远县的炉桥镇，有一户方氏人家，家

境殷实，恪守传统。而就是这么一家人，一家

五口为国捐躯，其中方绍舟、方国华父子更是

贡献卓越，被当地人称之为“护国忠烈”。

方绍舟在炉桥镇创办储才学堂，并任校

长，聘请许多革命党人前来任教，使储才学堂

成为江淮地区革命党人的活动中心。方绍舟

加入中国同盟会，积极在江淮地区从事革命活

动。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以后，安徽的革命党

人组织了淮上军。方绍舟在寿、凤、定、滁一带

很快联络了一批淮上起义人士，组织起一支几

百人的反袁队伍，并且迅速攻占了定远县城。

倪嗣冲将定远包围起来。方绍舟指挥讨袁军

抗击数倍之敌，坚守城池两天两夜。但终因众

寡悬殊，城池被倪军攻破。方绍舟率领部分突

围人员潜入上海，其家产被没收，其人被通

缉。方绍舟潜入上海不久又潜入日本。在东

京，他很快与孙中山先生取得联系，加入孙中

山在东京组建的革命党。段祺瑞重新上台，拒

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孙中山在广州召

开“非常国会”，组织军政府，出兵北伐，发动

护法战争。方绍舟受命担任东南护法军皖北

总司令。方绍舟一直战斗在革命的第一线，直

至年高，回到家乡后又捐资办学，致力于发展

教育事业。

其子方国华幼攻儒术，长习海军，受其父

方绍舟的教育和影响，投身革命。1914年，他

参加了由张汇滔、方绍舟等领导的讨袁运动，

与军阀倪嗣冲部展开了殊死斗争。

而在方绍舟受命担任东南护法军皖北总

司令，其子方国华任特务团团长。就在方绍舟

等返回淮上途经南京时，不幸被军阀政府逮

捕，被判无期徒刑。然而国难当头，其子方国

华甚至顾不上被捕的父亲冒险潜回淮上，密谋

刺杀安徽督军倪嗣冲。1919年5月，方国华准

备趁倪嗣冲夫妇在蚌埠举行五十寿诞宴会时

行刺倪嗣冲，但因叛徒出卖而被当场逮捕。方

国华在监狱中受尽折磨，同年8月15日，方国

华英勇就义，年仅24岁。

凌氏三杰：变卖家产革命办学

炉桥方氏：护国忠烈父子兵

凤阳田氏：双烈祠中埋英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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