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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7月，孙中山先生在东京举
行的同盟会筹备会上，吸收了在日本留
学的黄县（今龙口）人徐镜心参加同盟
会，徐也是山东省同盟会会员第一人。

1906年，受孙中山先生的委派，徐
镜心离开日本来到烟台，联络同盟会会
员谢鸿焘创办东牟公学。由于中国同盟
会北方支部秘密设于该学堂，因此，东牟
公学实为清末北方革命党人进行反清活
动的主要策源地，是进行政治动员的重
要场所。烟台同盟会为后来的烟台举义
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
后，烟台革命党人积极响应。11月4日，
他们在同盟会创办的《渤海日报》上，发
表了《黎元洪致山东人民的公开信》，号
召义军迅速占领战略要地，配合进攻北
京；同时，在烟台街头巷尾粘贴革命标
语，散发传单，广造革命舆论。烟台海军
学堂的学员们也积极响应，挥刀断指，写
血书以示革命决心。

11月11日，烟台同盟会会员聚会，研
究武装起义事项；11月12日拂晓，他们聚
集在《渤海日报》社内，议定起义计划。当
晚10点整，革命党人举行武装起义。杨
德盛、栾星壑分任正副指挥，以海防营军
官宫锡德为内应，活捉了海防营帮带董茂
泰，逼其命令部下缴械投降；其后，起义军
兵分三路，进攻登莱青胶道公署、警察厅
和大清银行。道台徐世光闻声逃匿。13
日，烟台革命党人成立烟台军政府，14日，
改称烟台军政分府。顷刻间，国内各大报
纸纷纷刊登烟台独立的消息。烟台举义
成功，有力地策应了南方各地的起义行

动，为革命军迅速攻占北方地区，建立了
坚固的桥头堡。

孙中山先生对烟台在辛亥革命中的重
要地位看得十分清楚，多次强调烟台在辛
亥革命中的重要性。1905年，在《中国同
盟会总章》中，特别规定：“北部：烟台（辖）蒙
古、直隶、东三省、陕西、山西、山东”。

《中国国民党史稿》（邹鲁编著，
1938年商务出版社出版）中明确指出：

“烟台一埠，处山东半岛之中枢，为津沽
之门户，南北要道，交通四达，在党人运
动时代，往来各地，无不经此，迨武汉起
义，寄居海外者纷纷回国，云集于烟之机
关部，谋所以响应之策。”

烟台独立后，山东巡抚孙宝琦在徐镜
心、谢鸿焘、丁佛言等革命党人的积极争
取下，加之吴鼎元、聂宪藩（聂士成之子）
的武力胁迫，于同年11月13日宣布山东
独立。但是，窃取烟台军政府领导权的王
传炯，在孙宝琦宣布取消独立后便与其共
同密谋，企图扼杀烟台革命。在这紧急关
头，孙中山先生给予了烟台有力的支持。

孙中山获知烟台的情况后，立刻委
任胡瑛为山东军政府都督，命其迅速赶

往烟台，加强领导力量；又命关东大都督
蓝天蔚率一旅人马从上海乘“海琛”“海
容”“南琛”三艘军舰赶赴烟台；再命沪军
参谋长刘基炎率一个团的兵力，以“北伐
先锋团”的名义，在海军司令杜锡珪所部
军舰的护送下，乘坐商船，迅速增援烟
台。为了统一调度指挥，孙中山先生又
手令蓝天蔚：“北伐之沪军、军舰概由贵
都督节制，以一事权。”援军抵达烟台后，
王传炯吓得闻风而逃，烟台又重新回到
革命党人手中。

1912年1月，革命军掌控的黄县失
守。黄县副民政长王叔鹤等人被清军
杀害，形势十分危急。1月22日，孙中
山迅速发“万急”电报给南京政府外交
部长伍廷芳：“山东清军叶长盛违约进
攻登（州）、黄（县），焚烧奸掠，残虐已
甚、烟台可危……请速电袁（世凯），相
与严重交涉，是为至要。”接着，又紧急
命令福建北伐军司令许崇智饬杜潜速
率所部至登、莱支援。在孙中山先生的
亲自指挥下，革命力量很快平息了反动
势力的反扑，扭转了烟台及周边县区的
形势。

孙中山先生在北上途中，选择在烟
台考察一天，是有着多方面考虑的。
孙中山是广东香山人，在烟台经商的
广东籍商人，有孙先生的亲戚，还有同
乡好友，他们在辛亥革命困难之际，给
予了孙中山先生无私的捐助。孙中山
先生怎能不借此机会，亲自来看望一下
他们呢？

烟台开埠后，广东香山人唐廷桂
（烟台缫丝局董事）、梁浩池（顺泰号经
理）、李载之（烟台招商局总办）、谭宗灏
（盎斯洋行华人经理）、杨梅南（太古洋
行买办）、唐荣浩（烟台商务局总办）、广
东大埔人张弼士（张裕公司创始人）、张
成卿（张裕公司总经理）、李宝琳（字琴
石，潮州会馆董事，商会坐办），广东朝
阳人范香山（潮帮董事）等先后来到烟
台经商。他们为烟台近代工商业的发
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时任商会总理谭宗灏的母亲与孙中
山的母亲是堂姐妹，也就是说，谭宗灏与
孙中山是表兄弟，孙中山早年在从事革
命活动时，谭宗灏在资金上给予了帮
助。此次孙中山来烟，谭宗灏全程陪同。

张裕公司创始人张弼士，广东大埔
县人。1892年，张弼士来烟台投资创办
张裕葡萄酿酒公司。1910年，当张弼士
得知孙中山正在四处募款的消息后，立
刻通过好友胡汉民向孙中山捐助大洋
30万元，用于革命活动。在张弼士的支
持下，儿子张秩捃也加入了同盟会。孙
中山先生对张弼士的义举心怀感激，在
烟台期间，他特意抽出时间“复临张裕公
司”，以表达对张弼士的感谢之意和对民
族工业的支持。孙先生品尝了张裕葡萄
酒后，大加赞赏，欣然为张裕公司题写了

“品重醴泉”四个大字（现藏于烟台市博
物馆）。

烟台给孙中山先生留下了良好的
印象。1912年8月25日，在北京国民
党举行的欢迎大会上，他谈了对烟台的
感受：“近来，南方人民不知北方真相，
每多疑忌。余一抵烟台，即觉秩序严
整，人心安靖，较胜南省。”

烟潍铁路，命运多舛。自1905年
烟台商民申请筹办烟潍铁路以来，许多
名人志士都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孙中
山先生了解到烟潍铁路将对烟台经济
发展的影响之后，更是积极呼吁。1912
年9月10日，袁世凯授予孙中山先生

“筹办全国铁路全权”之职。
孙中山先生来烟台期间，与当时的

烟台行政首长曲同丰就修建烟潍铁路一
事进行了深入交谈。9月26日，孙中山
先生在济南与山东都督周自齐商谈了修
筑烟潍铁路的计划。在孙中山所做的
《建国方略图》中，烟台至潍县的铁路线
与烟台商民计划筹建的路线高度吻合，
清晰可辨。

令人欣喜的是，2020年，潍坊直达
烟台的“潍烟高速铁路”终于开工修建，
预计2024年建成通车。这也可以告慰
孙中山先生和那些为之努力奋斗过的先
人了。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在北
京逝世。为了纪念孙中山先生与烟台的
渊源，上世纪30年代，烟台人将市区最
繁华的商业街命名为中山街（现朝阳
街）。

参考文献：《烟台史话》《芝罘文史
资料》《孙中山全集》《申报》《华北邮报》
《时事新报》

1912年 8月初，应袁世凯的邀请，
孙中山先生亲赴北京，与袁世凯共商国
是。8月18日，在“海琛”号军舰的护送
下，孙中山登上“安平”轮，从上海出发，
开启了北京之行。

在去往北京途中，孙中山先生特意
安排在烟台考察一天。

8月21日上午9时许，船抵烟台。驻
烟陆军部参议曲同丰、司令连承基、商
震，烟台商会总理谭宗灏等人，迎接孙中
山先生上岸。

孙中山一行上岸后，受到烟台各界
人士的热情欢迎。宴饮后，烟台官商两
界在北饭店（今已拆除）为孙先生举行了
欢迎仪式。

首先，曲同丰和烟台商会总理谭宗
灏（谭虚谷）分别致辞；接着，孙中山先生
发表讲话，大意是：今年比去年大有分
别。去年今日尚处在专制之下，今日则
人人都平等自由。今日四万万人合满、
蒙、回、藏五大民族，为自由民，真是莫大
荣幸。但第一年不过将专制推倒，政府
须待再造，人人须负义务，造成庄严之民
国，始足称幸。后由随行的前国务院唐
总理的秘书魏宸组讲话：此次大功告成，
北方影响最先，莫过于烟台。烟台为万
国交萃之所，外交内政一切最关重要，此
次孙先生来烟，甚感烟台各界欢迎盛意，
尤欲进京与袁总统筹商一切进行方法，
以不负各界希望之盛意。

会后，孙中山先生前往群仙茶园，参
加由烟台同盟分会暨社会党部举办的欢
迎大会。临行前，孙中山先生与现场
100余人合影留念。

12时许，孙中山先生来到群仙茶园。
会场内外遍插小旗，场内上书“光复大
汉”“欢迎同胞”字样，复悬五色国旗，颇
觉壮观，社会各界人士近千人到会。

大会开始后，同盟会会员高景篯宣
读了欢迎词，接着，孙中山先生作了演
讲，大意是：此次光复，由于人心趋向共
和，同盟会不过任发难之责而已。但国
中政党只当有进步、保守二派，以便政界
竞争。现在革命成功，文明日见进化，亦
系革命之力。北京同盟会本部归并五党
宗旨相同，遂联络合并改组为国民党，以
资进行政策。今日经烟，甚行匆忙，略为
布告。会议至下午1时许闭会。

会后，孙中山一行过西关大街，登毓
璜顶，远眺市区。之后前往西南山盎斯花
园，参加由广东旅烟同乡会在此举办的
欢迎宴会。宴会期间，孙中山先生与在
烟经商的广东老乡亲切交谈，了解他们
在烟的经商和生活情况。宴会后，孙中
山与大家一起在盎斯花园门前合影留念。

下午5时许，孙中山一行参观了张裕
公司开设的玻璃厂。傍晚，孙中山一行来
到烟台商会，并发表演讲：“中国商业失
败，不止烟台一埠，凡属通商口岸，利权
外溢，到处皆然。为今之计，欲商业兴

旺，必从制造业下手，如本埠张裕公司，
设一大造酒厂，制造葡萄酒，其工业不亚
于法国之大厂，将来必可获利。张君以
一人之力，而能成就伟业，可谓中国制造
业之进步。如山东草辫，为出产一大宗，
中国既改文明装束，则草帽之需要不知
若干。烟台商人如能将草辫自制成草
帽，则将来获利当无算。不独草帽为然，
其他如丝、如棉花，皆生货输入，熟货输
出，若能一一制造成各种应用之布匹，其
获利当不出亿计。总之，中国今日农工
商各种实业，宜互相提携，力求进步。不
但烟台为北洋一大繁盛商埠，即富强之
基础，亦于是乎在，此兄弟所最希望者。”

演讲结束后，商会总理谭宗灏向孙
中山汇报了烟台的工商业状况和倡修烟
潍铁路的进展情况。孙中山对烟埠绅商
多年来前赴后继的义举感到钦佩，对倡
修铁路方案折戟沉沙感到惋惜。他当即
索要《倡修烟潍铁路招股章程》，在仔细
查阅后，孙先生表示：将向袁世凯建议加
紧筹办。

孙中山先生还十分关心挡浪坝项目进
展情况，他索阅了建筑挡浪坝工程方案。

按照行程安排，孙中山一行计划当
晚9点离开烟台，乘船继续北上。由于所
乘“安平”轮装货之需，当晚未能起航。
孙中山先生在烟台北饭店住宿一晚。8
月22日上午8点，孙中山先生乘船前往
天津。

孙中山与烟台二三事孙中山与烟台二三事
冷永超

烟台故事烟台故事

烟台是中国北方辛亥革命的主要策
源地。武昌首义枪声打响后不久，烟台
同盟会就举行了武装暴动，宣布独立并
成立烟台军政府。烟台也是孙中山先生

十分关心的城市，他领导和支持了烟台
的辛亥革命运动。1912年8月21日，孙
中山在赴京途中特意来到烟台进行了一
天的考察，并发表了重要的讲话，在烟台

留下了足迹。孙中山先生在推翻清王朝
专制统治的革命斗争中，十分重视和关
心烟台的革命形势和作用，他的烟台之
行，更让他与烟台结下了不解之缘。

孙中山在烟台

支持烟台举义

情系在烟同乡

孙中山在烟台与社会各界人士合影(烟台市博物馆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