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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不急谋自强，恐再图十年
之安亦不可得。”

——— 1901 年清政府颁布“变
法上谕”前，张之洞明确表态：“欲
求中国残局，唯有变法一策。”并
书面劝说顽固派大臣徐桐。
出自李刚著《辛亥往事》

“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
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
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
饰，徒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
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
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
裱糊，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
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
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应付。乃
必欲爽手撕破，又未预备何种修
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
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
能负其责？”

——— 李鸿章 出自雷颐著
《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

“如梦方醒，忽然就发起了那
强国爱国心了。这种思想，是来外
国而有的。若不来法国，恐怕仍在
中国做梦。”

——— 一战期间赴法华工、平
度人傅省三在参与《华工周报》征
文中这样写道。 出自《老照
片》第 67辑《一战华工的足迹》

美国虽然民主，但其民主选
举也有弊端，至于自由，并非不受
压制为所欲为，而是应该相待以
信，相接以礼，守法律，顾公德，每
时每刻都有约束，才是真正自由。

——— 曾出国考察宪政的“五
大臣”之一、户部侍郎戴鸿慈这样
评价“美国式民主”。

傅孟 真( 傅 斯年) 说 ，“ 孙中
山……比我们陈旧得多了。但他
在安身立命处却完全没有中国传
统的坏习气，完全是一个新人物。
我们的思想新、信仰新，我们在思
想方面完全是西洋化了，但在安
身立命之处，我们仍旧是传统的
中国人。中山肯‘干’，而我们都只
会批评人‘干’。此中山之不可及
处。”

——— 1929 年，孙中山去世 4
年之后，胡适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在记录下傅斯年对孙中山的评价
之后，他在后面加了一句：孟真此
论甚中肯。

84 岁的徐聪是徐镜心的孙子。这
名中国重汽的退休职工，从来没有见
过爷爷，他只是从照片上，才能感知
爷爷的模样。

“我爷爷在世的时候，家里开的
有油坊、粉坊等。”从父亲的嘴里，徐
聪能感知一个大户人家的殷实。

“一百年前，如果国运昌盛的话，
我的祖父，像他那样的海归，也许会
有一个非常好的前程。”徐聪出生在
1928 年，这一年，中国发生的大事是
井冈山毛朱会师和张学良东北易帜。

而这一年，距徐镜心被杀已有 14
年。徐聪的童年，已注定不能在爷爷
的怀抱中长大。

现在，徐聪拜谒祖父，是在济南
千佛山的辛亥革命烈士陵园，这是祖
父的长眠之地。他也难以想象，一百
年前，一名成长于山东黄县的清末秀
才，是如何敢造皇帝的反，成为一位
职业革命家的。

秀才的“苦闷”：

国运衰败

读书入仕何用？
1874 年，徐镜心出生。那一年，同

治病卒，光绪即位。
晚清中国，帝国的斜阳下，充满

了忧伤。
在这之前两年，1872 年，大清帝

国派送的第一批留学生坐船到了美
国，当年 9 月 15 日的《纽约时报》刊
登了这一消息。

那时，北美大陆，蒸汽火车刚刚
贯通。这批赴美幼童乘坐蒸汽火车到
达美国东北部，开始了长达 15 年的
留学生涯。这些学生中，日后最出名
的，是修建了京张铁路的“中国铁路
之父”詹天佑。

这是一个标志性开放事件，也是
曾国藩在生命最后几年力推的事情，
这位洋务运动的力行者，同时还忙于
剿灭太平天国。

家境殷实的徐镜心，5 岁就上私
塾了。光绪二十一年，他和哥哥徐镜
清同时考上秀才，“就像现在一家同
时出了俩大学生，这在当时非常了不
起。”徐聪说。

1894 年，徐镜心 20 岁。这一年，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李鸿章重金打造
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而惨烈至极的
威海卫海战主战场，距离徐镜心的家
乡黄县，只不过百余公里。

1901 年，自嘲为朝廷“裱糊匠”的
李鸿章，代表清廷签下赔款达四亿五
千万两白银的《辛丑条约》，创下中国
近代史上不平等条约赔款之最。这
时，27 岁的徐镜心进入烟台毓才学校
读书。

《辛丑条约》加剧了社会矛盾的
激化。在历史的岔路口，三位中国知
识分子各自做出一生最重要的选择：
康有为选择了维新变法，孙中山选择
了革命，而张謇选择了实业救国。

张謇是在慈禧太后六十寿辰时
考中的状元，仅一年后，他就宣布放

弃仕途，转而从商。
张謇经商的动机，与赚钱无关。

这位晚清立宪派领袖，利用中央政权
无暇顾及地方的三十年空隙，充分发
挥个人能量，将家乡南通建设成为一
个让生活在动荡流离年代的国人看
得见梦想的城市。

“那时候血气方刚的年轻人，面
对软弱无能的清政府，面对一个又一
个国耻，会是何等心境？”徐聪说，不
生于那个时代，是难以理解那种爱国
主义、理想主义情怀的。

徐镜心曾对同科秀才、蓬莱人孙
丹林说：“读书贵在实用。建功立业的
刘邦项羽都不是寻章摘句的书虫子，
我们要关心国事！”

“入了仕途，又能怎样？国运衰
败，即便是李鸿章这样的人物，又如
何能以一己之力力挽狂澜？李鸿章代
表清政府签下《马关条约》、《辛丑条
约》，落下了个千古骂名。那一代有志
气的年轻人，‘范进中举’对他们已经
没了诱惑力。”徐聪说。

留学生“转型”：

日本的路子

适合中国吗？
1903 年春，徐镜心赴日本留学，

在早稻田大学政治科学习法律，成为
山东第一批留日学生。

除徐镜心外，最初，黄县还有王
学锦、赵应秦、李召南、刘进之等人赴
日留学。

1905 年科举制度废除后，资源日
益集中在城市，乡村慢慢衰落。不少
年轻人，读过一些书，又无法继续接
受教育，不能整天呆在乡村家里，在
城里又找不到工作。连国家的前途都
不明朗，自身的命运更是不知何去何
从。

徐镜心赴日留学的第二年，日俄
战争爆发。经历明治维新的日本，建
立了君主立宪制，居然打败了老牌帝
国主义国家沙皇俄国，这让处在严重
民族危机之下的中国青年产生了向
日本学习维新变法，以救亡图存的想
法。赴日留学生中，日后很大一批人
成为革命党。日本，成为革命党的“大
本营”。

职业革命家：

“笔杆子”的力量
在日期间，徐镜心与革命党人频

繁接触，接受了许多新思想，逐渐认
识到，中国走日本的路子，未必解决
得了国内问题。他有感而发，撰写了
不少反对专制、提倡民主的文章，在
山东留学生中深孚众望，被推举为同
乡会会长。

当时的留学生，大部分学的是中
国最急需的专业，比如军事、政法、师
范这样的学科。徐镜心选择的是法
律，他的胞弟之后赴日留学，学的是
师范，回国后办学，宣传革命思想。

1905 年 7 月 19 日，孙中山抵达
日本东京，与黄兴商议建立同盟会。
在张继的引荐下，徐镜心谒见了孙中
山。

“见镜心，器之。”这是孙中山对
徐镜心的评价。同年 8 月 20 日同盟
会正式成立大会上，孙中山委任徐镜
心和丁惟汾(留学生，日照人)为山东
主盟。很快，山东籍留学生有 50 多人
加入了同盟会。

“我的祖父为了革命，连油坊和
粉坊都卖了。”徐聪说，徐家的家境因
此迅速没落。而祖父牺牲后，民国政
府给徐家的抚恤金，总共一万“袁大
头”。

1906 年，徐镜心回国，与谢翊臣
等人创办了烟台东牟公学，招收爱国
青年，发展同盟会会员，进行革命活
动，成为同盟会在胶东的联络中心。
由于烟台地处山东半岛东北端，与辽
东半岛遥遥相望，是京津门户，当时

“革命党人奔走革命之际，往来各地，
无不经此”。

1907 年，徐镜心赴奉天(今辽宁
省)任《盛京时报》主笔。同年，他与宋
教仁一起创办木植公司，以此为掩
护，招纳同盟会会员，结交江湖英豪，
为推翻关外总督府做准备。

徐镜心利用《盛京时报》鼓吹革
命，撰写时论，清政府大为恼火，下令
缉捕他。其间，徐镜心利用教员身份
作掩护，有时扮成收购山货的商人，
有时扮作民间艺人，背着胡琴、洞箫
下屯串乡演唱胶东大鼓，在白山黑水
间演讲革命，招纳义士豪杰，发展同
盟会会员 300 余人。

1911 年 10 月，武昌起义爆发，徐
镜心与丁惟汾等在济南联络同盟会
会员积极响应，草拟《山东独立大纲》
七则，成立山东各界联合会，并于 11
月 13 日召开独立大会，迫使山东巡
抚孙宝琦宣布山东独立。

1912 年冬，徐镜心以省参议院副
议长身份当选北京民国政府参议员。
在京期间，他当面告诫袁世凯：“总统
者，公仆也，国民者，共主也。仆无自
己意志，以主人行动为行动。总统能
为此，则中国治，否则中国乱。治则全
国之休，乱亦非总统之福也。”

袁世凯睨视着他，冷脸道：“昔闻
子鉴，今见子鉴矣！”

1913 年 3 月，宋教仁被刺，孙中
山发动二次革命。徐镜心在参议院首
倡弹劾袁世凯。这时，袁世凯指使他
人鼓吹“中国不适合搞共和政体，必
须集权于袁世凯一人”的论调。徐镜
心著文痛斥：中国人民念念不忘者，
只有“共和民国”四字，谁若不顾人
民的意愿，擅行专制，即为“国人之
罪人”。

袁世凯对徐镜心恨之入骨，于
1 9 14 年 3 月秘密逮捕了徐。5 月 7

日，徐镜心英勇就义，时年 40 岁。
这一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当年 8 月 23 日，日本对德宣战。9 月
2 日，日军在徐镜心家乡山东黄县登
陆，随后占领青岛，夺取了德国侵占
的胶州湾。

五四运动的导火索，就此埋下。

从一个清末的秀才，到职业革命家。如果放在今天，在日本早稻田
大学学习法律的他，更可能成为一名律师或者法官。

放到辛亥革命的大背景下，革命党、保皇派、骑墙派、立宪派、看
客、打酱油的、跑龙套的……围绕一场革命，各色人等掺杂在一起，扮
演着各自的角色。

而山东黄县人(今龙口市)徐镜心，最终成为一个“推翻皇帝的人”。

徐镜心———

推翻皇帝的
黄县秀才
本报记者 鲁超国

▲上世纪 20 年代，烟台焕文中
学的学生在上课。


