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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遗存那些遗存
寻百年前皖地革命踪迹寻百年前皖地革命踪迹

如今，芜湖市的胜利电影院正在拆迁。事

实上，一百多年前，胜利电影院的原址上伫立

着一座庙宇——关帝庙。

1905年的一个秋日，一向冷清的关帝庙里

突然来了三十多位香客。他们在供桌的木香

炉里燃上一炷香，在烛台上燃起两根蜡烛，面

对神龛里的关帝泥塑，抚掌叩头，盘腿而坐。

为首者便是26岁的陈独秀，其余的人正静静地

听他宣读章程。这就是岳王会的成立仪式。

岳王会，顾名思义，反对的就是清政府，因为岳

飞反抗的金辽正是清人的祖先。

岳王会以陈独秀为会长，最初只有会员三

十余人。后又设分会于南京、安庆，分别由柏

文蔚、常恒芳分任会长。同盟会成立后，岳王

会大部分成员入同盟会。

岳王会是安徽近代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

级的革命组织，成立时间比同盟会还要早，它

的出现也大大推动了安徽地区民主革命运动。

安徽部分辛亥遗存
（不完全记录）

安庆：桐城施从云墓

施从云，出生于1880年。1912年，在

雷庄附近指挥官兵与清军展开激战。战

至次日黎明，清军诡称停战议和，要他与

王金铭入清营谈判，遂率100多名官兵前

往，在雷庄被伏兵包围，被俘遇害。

起义虽未成功，但使武昌起义得到保

全和发展。1925年，国民政府追赠施从

云为上将衔。施从云墓位于桐城县金神

镇骑龙村，墓地坐西向东，面积480平方

米，原为扇形，立有墓碑，墓坪上有香炉、

石香案，左右两侧有石狮一对。重建后，

正面镌刻“施从云烈士墓”，背后镌刻其

简历。

合肥：倪映典纪念塔

在合肥市长江路与胜利路交叉口附

近的小花园里，伫立着一个纪念塔，这座

埋没在高大建筑之中的纪念塔正是为了

纪念合肥籍烈士倪映典所建。纪念塔旁

的石牌上刻着“广州庚戌新军起义倪映

典烈士纪念塔”。

倪映典生于合肥北乡吴店一个贫寒

的农民家庭，自幼随父学医，目睹时艰即

慨然以天下事为己任，因痛恨清廷腐败，

外出寻找报国机会。倪映典考入安徽武

备学堂。不久加入当地革命团体岳王

会，接受革命思想。

1910年，清广州警察与新军发生冲突，

倪映典等人遂决定提前起义。兵分三路进

攻广州城，自率千余人经沙河进攻东门，遭

水师提督李准突袭，倪映典壮烈牺牲。

芜湖：胡春霖纪念地

春霖中学是为了纪念著名爱国民主

人士胡春霖先生而由李济深、沈尹默、张

继、于右任、冯玉祥、黄右昌、张治中、孔

德成等32人在胡春霖逝世后，于1944年

共同发起，在四川创办了春霖中学，以此

纪念他。抗战胜利后，春霖中学迁至芜

湖（现大砻坊宣城地委党校）。

芜湖民革党员胡安国的祖父胡春霖

是近代教育家，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是

辛亥革命参与人。辛亥革命期间，胡春

霖先后在安徽农业学校、中国大学、国立

北京农业专门学校、北京民国大学任职，

又任国务院国史编纂处编纂、京兆律师、

《中华报》编辑。 张亚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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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玉婷

一所学校——革命宣传的中心

芜湖曾有一条繁华街巷，江苏和安徽的米

捐局都设于此，因此得名米捐巷。巷内的安徽

公学走出许多革命者。随着城市的改造，米捐

巷的消失，芜湖已经难觅安徽公学的痕迹。

芜湖是工商业集中地区，利于宣传工作，

而革命党人在安徽的宣传工作就始于李光炯

创办的安徽旅湘公学。李光炯游学日本，回国

以后致力于教育事业，结识卢仲农后，两人一

起在湖南长沙创办了安徽旅湘公学。1904年，

安徽公学迁来芜湖，就在二街留春园米捐巷内

租赁民房为校舍，招生办学。

李光炯聘请了很多名士来学校讲学，著名

的革命党人黄兴、赵声都在此教过书，一时间

各地方的革命领袖人物荟萃于芜湖，也因此吸

引了不少青年，轰动了芜湖，一时安徽公学也

成了宣传革命的中心。

1912年7月，芜湖光复后，安徽公学改名为

甲种实业学堂。不久后，时任安徽省都督的柏

文蔚决定，农蚕科组建省立甲种农业学校，商

科成立省立甲种商业学校。

安庆枞阳门外的迎江寺西，坐落着一座纪

念专祠，它就是为了纪念烈士熊成基和范传甲

而建的熊、范二烈士专祠。这也是安徽众多辛

亥革命遗存及纪念建筑中保留较为完整的一

处，今年十月经过修葺将重新对外开放。

砖砌牌楼式门楼正中嵌着“熊范二烈士专

祠”几个大字，汉白玉雕花门额，两侧门上端亦

分别刻有“铭勋”、“建绩”门额。整个建筑现存

三进三殿共有建筑面积1945平方米。

这座专祠最初为清顺治年间由怀宁县令

马刚所建慈云阁，光绪年间改为满清高官英果

敏（英翰）公祠，到了1912年为纪念辛亥革命中

领导安庆马炮营起义的烈士熊成基、范传甲则

改建为“熊范二烈士专祠”。

徐锡麟被害，熊成基和范传甲等人再举革

命大旗。1908年11月 19日，安庆城东棋盘山新

军炮营的枪声，在安庆辛亥革命史上又书写了

重要的一笔，这就是著名的马炮营起义，这也是

辛亥革命时期安徽地区规模最大的一次新军起

义。起义失败后，熊成基和范传甲也相继遇难。

一座祠堂——熊、范二烈士专祠

安庆博物馆内，收藏着一块匾额。匾额上

雕刻有“素清贫民女子小学校二十四周年纪

念”和“惠逮蓬门”四个大字，落款“林森”。

匾额上提到的素清就是祖籍安庆桐城的

潘惠馨。1912年，在安庆孝肃路姚家口原纯阳

道院、清代守备衙门旧址上，开办了一所“素清

平民女子小学”。潘氏倾其家产义务办学，得

到了一些社会人士的积极响应和捐助，这是清

末民初以来，省城妇女界社会力量创办的安徽

省第一所女子初级（一至四年级）小学校。

旧时，私人办的新式教育尚不多见，更何

况是女子办学。而辛亥革命所带来的新思潮

体现在教育领域。潘惠馨在安庆办新学的消

息传到京城，时任中华民国大总统的黎元洪、

中华民国首任参议院议长林森纷纷为其题字，

便有了如今珍藏于安庆博物馆内的这块匾额。

一块匾额——辛亥革命掀起教育新风

一座庙宇——寺庙里的革命组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